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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全球高温数据不断刷新，极端
高温天气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在天津，居民经历了多次
高温预警后，又体验了入伏后高温、高湿
的“桑拿天”。

这个夏天，大家过得还适应吗？天
气、气温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行为
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一些网红类防暑
产品在现实中是否也同样受欢迎？对
此，本期“今晚调查”通过掌上天津App、
腾讯问卷平台等多种渠道发起问卷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81份。调查显示，
虽然大多数受访者为应对夏季高温调整
了生活习惯、增加了生活开支，但在消费
选择上仍牢牢握有主动权，并不会轻易
被“网红”产品或新上市的“黑科技”带着
走。在暑期旅游方面，“高温”效应凸显，
天气影响着人们的出游意愿，决定了对
出游目的地的选择。

热浪降低生活体验
全部受访者中，19岁至 35岁占

21.35%，36岁至50岁占46.26%，51岁至
65岁占11.03%，66岁及以上占15.66%，
18岁及以下占比偏低；38.79%的受访者
有过中暑的经历，26.69%的受访者从未
中暑过，34.52%的受访者不清楚自己是
否曾经中暑。

据报道，今年以来，我国高温日数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其中，6月
华北、黄淮地区高温现象最为突出，京津
冀和新疆4省（区、市）平均气温均为历
史同期最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天津今
年汛期将呈现“降水偏多、高温日数多、
对流性天气偏强”的特点。在设置满分
为5的情况下，受访者对于今年的高温
天气耐受度均值为3.15。均值分析显
示，受访者整体上能够接受高温天气下
的日常生活，但现实体验不佳，部分受访
者有明显不适应症状。高温天气的增
多，正在考验着居民的身体素质和个人
意志，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夏季生活体
验，也影响了夏季消费习惯。

防暑消费餐饮居首
每年夏天，62.63%的受访者为防暑

降温所做的准备会导致月均开支增加；
19.58%的受访者感觉月均开支基本没变
化；17.79%的受访者月均开支不升反降。

在居民夏季消费中占比较大的领域
为：餐饮（53.38%）、家电（41.64%）、医药
（38.79%）、旅行（33.45%）、交通（32.03%）、
服饰（21.00%）等领域。而子女教育
（14.23%）、照料老人（8.54%）则占比较
低，精致生活类的消费项目如美妆
（13.52%）、家居（12.10%）排序也较为靠
后。餐饮消费为防暑消费的重中之重，
就连提升夏季家庭用电量的家电消费都
只能位列其后；医药开支在防暑消费中
的占比不容小觑，不少天津人讲究“冬病
夏治”，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关心养生保
健，相关消费领域备受关注；旅行、交通
是很多家庭和个人的暑期关注焦点；夏
季服饰消费在整体消费预算中占比不
高，或与夏季服装较为轻薄平价相关，也
与本地居民对个性化选择的坚持有关。

夏季开支增加了吗

孟孟有使用记账软件记录收支的习

惯，她感觉自己在今年年中的电商促销

季中并没有大量购买、囤积日用品，今年

与往年的开支相比整体上较为接近，如

果算上养猫带来的额外消费，她在今年

夏季的开支还增加了一些。

“过去买很多东西，能够用一年半载

的吧！今年发现电商平台的价格不一定

比周围超市打折时更便宜，所以就会常

买超市打折品，临时需要补货时再网购，

这样组合起来日常消费会节省一点儿！

夏天因为太热了，家里的电费从6月份

就明显涨起来了。而且我感觉今年身体

不如往年好，看病、买药也变多了，所以

一入伏我就买了凉茶、龟苓膏，还有治热

伤风的药、帮助睡眠的软糖……总之，就

是更重视健康和保养了吧！在这些方面

的消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猫怕热，

孟孟到现在已经买了三次宠物冰窝了，

退货一次，手里还剩两件，轮流使用。由

于工作忙碌、不常在家，她也在考虑购买

宠物专用的空调扇，这样可以省一些电

费，降低宠物过夏的高昂成本。

衣：全身防晒不受宠
在夏季外出时，约半数受访者会主

动遮蔽口、鼻、面部和双臂；约四成受访
者关注躯干、眼周、头顶的防晒问题；
35.59%的受访者关注双手防晒，30.60%
的受访者会遮蔽颈部和胸口；两成多受
访者会注意腿部、足部的防晒工作。此
外，4.27%的受访者完全不在意防晒。

近期引发话题的全身或者全脸型防
晒服饰，在天津居民中并未受到广泛欢
迎。仅有三成（33.10%）受访者购买和试
用了此类服饰，66.90%的受访者家庭都没
有购买意向。很多受访者表示，整体遮蔽
面部和身体的防晒服装只是噱头，穿戴起
来太热了（39.15%）不适合夏季、影响城市
形象（32.38%）、容易带来公共安全隐患
（25.62%）；也有24.9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
面料不粘皮肤的话就乐于尝试。

食：冷饮外卖更频繁
调查显示，酷暑高温天气给人们的

饮食习惯带来较大影响。54.45%的受访
者迅速增加了对冰品冷饮的购买和食
用；41.99%的受访者不想下厨做饭，外食
和外卖的频率增加；37.37%的受访者感
觉自己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夏季口味更
清淡；33.10%的受访者发现家中不开火、
冷吃更便利；31.32%的受访者还会出现
饭量减少、食欲降低的现象。此外，人们
在线订菜、速食品消费、蔬果消费、电商
购买半成品和微波炉、空气炸锅烹饪即
食品的频率都有所提升。

人们喜欢购买市售消暑冷食，约两

成受访者从未尝试过家庭自制消暑冷
食。在受访者倾向于自制消暑冷食的品
类中，消暑汤（40.93%）、雪糕或冰淇淋
（38.08%）比较常见，传统夏季香饮
（26.33%）也有一定的支持率；相对而言，
果汁雪泥（17.08%）、冰沙饮品（14.23%）、
酒精饮料（13.52%）受欢迎程度较低，只
在小众范围内流行。

暑假生活“热度”难减

王女士的父母年龄大了，帮忙照顾

孩子比较吃力。为让给父母省心省力，

也为了让自己不用分出太多精力照顾孩

子，她给孩子报名了负责午饭和下午茶

的暑期班。在挑选暑期班时，她专门去

看了教室环境，确认空调运行没问题，才

觉得放心了。

万万没想到，暑期班老师为孩子们

规划了很多活动，其中不乏大量的户外

活动。比如最近一次，老师带孩子们顶

着37℃的高温去参观了博物馆，孩子回

家满头大汗，衣服跟水洗过似的。王女

士赶紧给孩子煮酸梅汤、绿豆水，加了冰

块，降温消暑。

王女士一直想趁暑期带孩子外出旅

游。由于今年降雨频繁，她的出行计划屡

屡被延误，从青岛海滨到坝上草原，目的

地换了又换，出发的脚步却迟迟不能迈出

家门。末伏将至，她决心一定要在天气最

热的阶段，去个能感受清凉的地方旅行；

但同时，她也准备了“B计划”：“万一选好

的目的地又不能去了，我就带着孩子去本

市的酒店住几天，游泳、吃饭、发呆……

‘沉浸式泡酒店’，也算是度假了！”

住：降温未必“黑科技”
在 夏 季 家 居 生 活 中 ，约 五 成

（48.75%）受访者一直有使用凉席、凉垫
的习惯；13.88%的受访者过往不用，但今
年用上了；32.38%的受访者曾经用过，但
现在已淘汰；只有极少数受访者从来不
用凉席、凉垫。

使用过凉席产品的受访者都经历了
技术上的“更新换代”，44.84%的受访者
更换了三代以内产品，45.20%的受访者
更新产品的频率为4次至6次，约一成受
访者家中的凉席产品已经全面更换达7
次以上了。虽然家居降温产品不断推陈
出新，其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但从使用
者的角度来看，新品未必更实用。
47.69%的受访者认为新的家居降温“黑
科技”和传统家居降温产品相比各有利
弊，适合混搭、交替使用；24.91%的受访

者认为新产品总比老产品好用一些；
14.59%的受访者认为所谓的“黑科技”还
不如传统的“老物件”用着舒服；11.39%
的受访者指出虽然新一代产品的降温效
果更好，但带来了其他更多的问题；还有
部分受访者否认新产品的实际功效。

行：打车、公交更便利
夏季出行，居民随身携带最多的防

暑降温用品是遮阳伞（56.23%）；对喷雾
（27.76%）、防蚊虫叮咬用品（27.05%）、藿
香正气类药品（25.62%）、凉扇（22.78%）
等防暑降温用品的选择各有侧重。如果
是短途出行，44.84%的受访者倾向于打
车，可以避开停车难的问题；30.60%的受
访者选择公共交通，因为“最凉快”；
21.00%的受访者会自驾，为的是方便、凉
爽；极少数受访者会选择骑车或步行，就
想在热天里出出汗。

根据旅游部门的预测，这个暑期将是
过去五年来最热的暑期，预计6月、7月、8
月期间国内旅游人数达18.54亿人次，占
全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的28.11%。网络
平台的数据显示，暑期以来，以滨海游、草
原游、高原游为代表的传统避暑目的地的
机票订单量有明显增长，其中滨海目的地
的机票订单增幅最为显著。在外出旅行
的计划方面，44.48%的受访者还拿不定主
意，32.03%的受访者没有旅行计划，
23.49%的受访者打算在暑期出游。在本
地居民暑期出游的目的地选择上，草原受
欢迎程度超过了山区、海滨和森林；相较
于水乡、古镇，考虑去中小城市旅行的受
访者相对较少。

暑期出游，有啥不一样
每年暑期都是出游高峰，那么今年

的高温天气会给居民的出行度假计划带
来怎样的改变？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收
集了受访者的回馈，部分摘录如下：

今年不出游，躺平。

日韩太热了，不考虑。

希望更多游轮航线来天津。

绝对不会去室外较热的景点！

今年太热，出游就去有水的地方。

前几年还总想着出国玩，今年觉得

国内比哪儿都安逸。

原来都是自驾游，因为路上车少；现

在车多了，还是坐高铁或者飞机吧！

要带孩子出门，旅游更有目的性了，主

要为了孩子玩得开心，大人不太累就好。

今年会去稍微远一点的目的地，比

如贵州，只不过可能要延期了，等天气好

一些再说。

本报记者 张译丹

摄影 本报记者 高莹辉

调查显示，高温天气影响人们的夏季生活感受，超六成受访者夏季消费增加——

高温天气下，消费会降温吗？

欢迎您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答本

次调查问卷。您的参与对我们非常重

要。本次调查无需署名，请您根据自己

的真实情况填答即可。对于您填写的内

容，我们会严格保密。

互动问答

机构养老，你会考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