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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是入伏首日，上海不但拉响了今夏首个高
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也飙升到了38℃。青年报记者从电
力部门了解到，随着气温升高，昨日上海电网最高负荷也较
前一日猛增200多万千瓦，达到了2911.3万千瓦。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广大一线员工在酷暑中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确保全市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确保全市居民用电需求。

昨天，最高市外来电为1583万千瓦，南桥、华新、枫泾三
大500千伏直流换流站均已达满负荷运行状态，三站输送功率
共计716万千瓦。满负荷运行期间，三大换流站每天将向上
海电网输送约1.72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

为确保满负荷期间三大换流站的安全稳定运行，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对包括多条直流输送通道在内的66条输
电线路和13座变电站落实了日常运维、高温极端天气保障
及带电检测等28项保障措施。对重要设备增加巡视频率，
对各相关变电、继电保护设备开展动态巡视，同时借助巡检
机器人、无人机、状态检测车、远程遥视等科技手段对各类
设备进行不间断监视。

同时，为了应对高温期间的各类突发故障，国网上海电
力借助国内首创抢修数据模型，在全市网格化设置了173
个抢修驻点，平均抢修半径3.5公里，每日配置1600余人24
小时待命。全市24个主要营业网点服务时间延长到下午
18点，构建“互联网+供电服务”新模式，拓展用电业务线上
办理和电子交费渠道，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昨天，上海迎来了37
度高温天。毫无遮挡的外滩，“移
动喷雾器”成为防暑利器。青年报
记者从外滩管理办获悉，每年只要
到32℃以上，这6台“移动喷雾器”
就要上岗为市民和游客降温。

据悉，上海市民对于“移动喷
雾器”的最初印象要追溯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当时世博园区内
高架步道和部分展馆都采用了喷
雾的方法进行降温。那一个个可
以散开淡淡水雾的“移动空调”，俨
然成为世博的一道“风景线”。而
在外滩的烈日暴晒下，围绕着机
器，体感明显会凉爽不少。很多游
客都会来感受这难得的清凉，甚至
还有游客将手中的毛巾放在喷雾
边“降降温”。

“为了不影响外滩的视觉效果，
根据景观要求，外滩的规划就是敞
开式的，到了夏天，如果连续37℃
高温一周，外滩的地表温度甚至可
以达到60℃。”外滩管理办的胡燕
告诉青年报记者，为外滩降温的呼

声一直很高，怎样才能在不影响景
观的情况下，为市民和游客防暑降
温？最终，外滩管理办决定采用

“移动喷雾”的方式。
“移动喷雾器每天早上10点

开始工作，晚上5点半‘下班’。”胡
燕介绍说，每台移动喷雾器的储水
可以保持连续4小时喷水，因此，下

午还要由保安拿下来补水后再放
回去继续工作。外滩晚上游客比
白天多，温度也没那么高，“移动喷
雾器”就可以“下班”，也就是停止
工作被移到路边。

据介绍，这6台“移动喷雾器”
整个夏天都会在外滩服务，直到9
月没有高温天时，方才“离岗休假”。

入伏首日拉响首个高温橙色预警 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可 达到37-38℃

上海昨热过吐鲁番是“误读” 未来一月更热防暑不可懈怠
【景点VS高温】
外滩“移动喷雾器”32℃以上就“上岗”

【电力VS高温】
酷暑中确保供电安全可靠
每日1600余人24小时待命

外滩移动喷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