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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防台预案，“一网统管”未雨绸缪

台风“烟花”正逼近 未来或登陆浙江 上海雨量可达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台风“烟花”持续逼近，
动态引发各方关注。在灾害
天气中，上海“一网统管”如
何主动应对、防患于未然？应
对台风，今年的防汛防台预
案新增了哪些智能化、大数
据手段，又将怎样进一步实
现线上线下联动处置？

昨天，本报记者分头前
往各区城运中心，“魔都结
界”已然未雨绸缪。

    备战“烟花”！在浦东新区

城运中心指挥大厅内，浦东新
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副

主任、区防汛办督察专员胡文
凯正和其他值班人员严阵以

待，密切关注着大屏幕上的“一
举一动”。“除了人防技防，今

年，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将‘城

市大脑’防汛防台应用场景升
级到‘3.0版’，依托智能化应用

场景，筑起防汛防台的‘铜墙铁
壁’。”胡文凯告诉记者。

昨天，浦东新区召开台风
“烟花”防御工作部署会，第一

时间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第 6

号台风“烟花”防御工作的通

知》。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浦东
防汛防台更加“智慧”。打开浦

东“城市大脑”防汛防台模块，
“工地热力图”上实时显示浦东

新区 50个大型工地的情况。尤
其是预警预测模块的“加持”，

让防汛工作变得越来越“聪明”。“系统已

实现对内河水位、雨量、下立交积水、转

移状况、安置点防疫情况等 15个防汛防
台体征数据实时收集、动态监测、智能分

析、快速预警。”
线下排摸、保障同时展开。记者了解

到，从昨天开始，浦东对所有在建工地、
滨江亲水平台、浦东运河、户外广告牌、

玻璃幕墙等全面排查，发现隐患立即责

令整改；各街镇共预备了近 500个安置
点，一旦台风来袭，确保人员及时撤离。

“防汛防台应用场景的这次迭代升
级，实现了在‘观’上更全、在‘防’上更

细、在‘处’上更快，指挥调度的模型化极
大提升了应急处置的科学性。”胡文凯介

绍，比如，一旦有积水等灾害发生时，系
统可根据受灾影响范围和人员情况自动

分析提示；根据模型实现智能调度，系统
自动提示调配离积水区域最近的排水泵

车和抢险队伍力量等。
台风一旦来袭，有些市民家中可能

遇上断水断电的情况。有了升级版的“城
市大脑”，12345接到的工单可以同时发

送到浦东的“城市大脑”，迅速调集力量
开展抢修，让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首席记者 宋宁华

    应急抢险仓库里，停着辆

抢险车，车不大，消防带、灭火
器、伸缩梯、救生绳索……一

应俱全。
7 月 22 日下午 3 时，黄

浦区 69地块，永业集团下属
凌锐公司的这辆抢险车就停

在顺昌路旧改基地，随时待

命。500米外，淮海中路街道
网格中心，大屏幕上可以看

见，东部网格工作站的一群人
正穿过顺昌路进入弄堂巡查。

“烟花”要来了，“数字＋

社区治理”如何未雨绸缪？看

看淮海中路街道旧改地块的
风险排查，就知道了。

台风季节，社区安全，最
多发潜在风险是什么？淮海中

路街道网格大数据综合分析
表明，“三大风险”———道路积

水、树枝断裂、房屋漏水，须防

范。知晓风险，未雨绸缪。

较之往年，今年防汛防台遇到密集

旧改。淮海中路街道网格管理分成东部、
中部、西部，69地块属于东部网格，“网

格工作站微信群里，集合了城管、市容绿
化等 7个部门的联系人，另外，就是正在

旧改的建四、合二居委。”西部网格工作
站负责人施天明说。

下午 3时，街道网格中心大屏幕上

看见的，正是这一群人从顺昌路进入建
四社区，穿街过巷，一路排查到合二社

区，发现问题，就通过工作群及时沟通解
决。69地块通过二轮征询后，大部分居

民已搬迁，目前还有 200来户未搬迁。
“空房，要看门窗是否关闭，以免大雨灌

进房屋；有人的房子，要提醒用电安全；
沿街房屋，要看头顶上的安全……”建四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詹亦琛说。
走到黄陂南路上，合二居委会主任

郑妮说，临街一家住户已搬迁，但尚未移
交，阳台窗门大开。“如果需要，应急抢险

车可以马上赶到，解决隐患。”一起参加
巡查的凌锐公司罗鑫隆说。

傍晚时分，才结束了巡查的老弄堂
里，每日治安“保留节目”———小喇叭“晚

安提醒”来了———“居民们，台风‘烟花’
即将影响本市……”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嘉

定区城运中心，大屏幕上，
“嘉定区城市数字化运行态

势”实时更新，值班人员正在
为备战台风“烟花”检查调试

系统，做好筹备工作。

作为上海西北门户，嘉
定下立交总量约占全市的

1/7，这也成为防汛防台工作
的重点之一。点击进入“嘉定

区下立交防汛态势图”，嘉定
区 87座下立交的分布情况

一目了然。目前，有 83座下
立交已布设防汛感知设备，

目标是年内实现全覆盖。

物联感知设备能够实时
监测积水情况，目前，地图上

的图标都显示为绿色。“我们
按照防汛部门设定的阈值标

注了不同的报警等级。”嘉定
区城运中心指挥中心主任刘
强介绍。

随机点开一个下立交口———沪宁

铁路、嘉松北路地道，液位计、泵站数
量、负责人清晰可见，已实现自动监测

预警、视频监控实时核查。历史工单显
示，这个路口 7月上旬曾发生约 40厘

米深的积水。“这是一个重点关注路口，
通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施工单位正

在改造泵站，提高排水能力。”刘强说。

目前，全区每个下立交口都配备
属地负责人员、泵站负责人员、封交交

警各一名，一旦感知设备触发预警，就
会自动推送，以便第一时间现场处置。

“今年这套系统从原来的自动预警、手
动派单，升级成预警、派单、处置结案

的全流程闭环，全流程自动化管理。”
除下立交积水情况外，地图左侧，

“气象监测”栏，能看到各街镇观测站
的实时风速、能见度、气温、降雨量；右

侧则能看到各街镇抢险队伍负责人、
联系方式，以及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我们下午刚刚开完应对台风‘烟
花’工作部署会议，防汛部门、应急部

门、属地街镇与各相关单位都绷紧了
弦，相互联动。”刘强告诉记者，“一旦

有风雨，城运中心指挥大厅就会成为
防汛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 杨洁

    “屏幕上实时呈现的

是庄行镇方圆 500 米-6

公里范围内，积水点位附

近所有重点区域的视频、
监测点、感知设备等数据，

以及可调用的防汛物资、
人员配备、单兵、无人机和

应急医疗等资源，一旦出

现极端灾害天气，‘一网统
管’城运平台便会成为区

防汛防台的指挥中心，区
领导可以直接在这里协

调、处置汛情。”在奉贤区
城运中心的三楼平台，有

一块高 5.4米、长 19.2米
的大屏幕，如同一张大脑

横剖图，展示着奉贤全域
所有“底层细胞”和“神经

元感知”。奉贤区城运中
心技术保障科副科长张

丹告诉记者，汛期到来
时，“一网统管”城运平台

可以把更多算力投入到防汛应急，

从而对道路积水等事件及时发现、
及时处置。

张丹告诉记者，该平台设置了
防汛防台专题场景，新增积水监测

功能，将实时反馈积水情况；新增网
格、热线积水事件的落图，有助于防

汛部门及时发现积水情况；新纳入

海塘堤防沿线视频监控 26路，并进
一步提升平台河道水位、潮位等预

警标高的可视化程度，可清楚观测
当前水位与预警水位之间的距离，

增强应急指挥的可感知性。目前整
个防汛防台场景共纳入防汛有关点

位视频 203路。

此外，平台还发挥智能算法作
用，平台智算仓库涵盖人、物、动、态

等 60种智能算法，汛期通过 2.8万
路视频叠加道路积水抓捕功能，发

现积水后将产生预警，并自动调阅
积水点位附近探头，防汛部门可通

过预警情况调拨防汛队伍前往处
置。政务微信移动端还建设完成

“数字贤城”“防汛防台”功能，以便
主要工作人员实时掌握雨情、汛情

等情况。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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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区，地处上海西

南部，位于长江以南、黄浦
江上游南岸，拥有 23.3公

里黄金海岸线，是上海市防

汛防台工作主战场之一。
汛期以来，金山区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未雨绸缪，在
总结借鉴去年防汛防台工

作基础上，查缺补漏，进一

步完善防汛防台一张网。
金山区有山、有水、有

海、有岛，在历年汛期期

间，暴雨内涝等情况时有
发生。为进一步做好“一屏

观”工作，金山城运平台进
一步扩充城市体征数据覆

盖面，汇聚气象、水务、交
通、建管、农业农村等多部

门的动态数据。金山区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与区内各

委办局、街镇（工业区）积
极研讨对接，不断扩充视

频监控点位接入，视频资
源日益丰富。目前，“金山区雪亮工

程视频共享平台”已接入金山三岛、
一线海塘、城市沙滩共计 264余路

视频监控，水闸、下立交共计 300余
路视频监控。同时，利用物联感知设

备对全区 52个下立交、46个水闸、
水位、雨量点位进行全天候实时监

测。视频资源协同物联感知的方式

为防汛防台调度指挥提供了良好
的数据基础。 本报记者 屠瑜

■ 城管队员昨天登楼巡检南京路步行街沿街楼宇的户外广告牌

杨建正 摄

■ 外滩环卫保洁工人清除路边下水道内垃圾、树叶等堵塞物

杨建正 摄

    “追风看似很酷，实际上充满危险和挑

战。”台风“烟花”步步紧逼，上海“追风人”再
一次选择逆风而上，赶赴台风登陆第一线，收

集第一手天气资讯。今天上午，记者从中国气
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了解到，一支由十多人

组成的上海台风研究所野外观测青年突击队
出发了，带队人又是该所有着近 20年追风经

验的赵兵科博士。

那么，气象研究者“追风”究竟追的是什
么？本报独家专访台风所副所长汤杰，为公众

揭开“追风”奥秘。

如何选点？

台风“追风”观测的选点通常颇为讲究。
因为“烟花”预计最大可能将在浙江登陆，对

于海上发展台风来说，舟山这个海滨小城位于
长三角上游，未来极可能处在台风危险半圆

内。在此处观测到的台风结构会更加完整，对

于研究长三角的台风预警有更直接的帮助。

追些什么？

台风极具破坏性，但台风内部结构的变
化数据，目前还只能通过地面采集得到。“追

风人”为了得到即时准确的数据，会“尽量靠
近台风中心”，除了获取台风中心的气压、气

温及相对湿度，还会探测台风对人类活动的
区域，也就是大气边界层的致灾性大风的特

征，了解台风内不同区域雨滴分布特征，便于

今后提高台风防灾能力，特别是为极端风雨
预报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追风有何装备？

这次护航“追风人”的依然是台风所服役
多年的追风探测车。这台看上去像普通卡车

的白色追风车携带 GPS探空、风廓线雷达、
激光雨滴谱、激光测风雷达等十多种探测设

备，在台风一线可以抗击至少 11级至 12级

以上的大风。除此之外，海上还将有一艘无人
艇协同追风车开展观测试验。

先进“黑科技”有哪些？

上海台风所自 2007年以来，每年都会奔
赴台风登陆第一线“追风”。随着我国气象现

代化建设，近年来，“追风”已经有了更多先进
的“黑科技”帮手，包括多种类型的无人机、无

人艇、新型雷达和卫星等。

“追风人”安全如何保障？

迎风而上，不仅困难重重，更是险象环生。
“追风人”的安全如何保障？据悉，在观测点附

近都会配备临时避风点，气象部门也有一整套
现场撤退预案、现场安全员制度等来保障安

全，同时，为“追风人”购买了保险，做好安全
教育。 本报记者 马丹

“追风”追什么？五问五答告诉你！
上海台风研究所“追风人”上午出发奔赴浙江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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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吴淞口海巡执法大队队长申保兴正在吴淞口疏散船舶 本报记者 陈梦泽 通讯员 潘洁沣 摄

速度缓慢靠“内力”移动
今年第 6号台风“烟花”（强台风级），今天 10时中心

位置已到达距离浙江省象山县偏东方向约 650公里洋面

上。受其影响，昨天起，申城风起，并在今晨触发今年首个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不过，水汽十足的“烟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台
风”。昨天一整天，“烟花”移速都相当缓慢。一般台风的平

均移速是每小时 20公里左右，而昨天白天，“烟花”平均
每小时移速不到 5公里，和普通人步行速度差不多。不

过，随着靠近东海，它开始“加速”。上午 11时 15分，中央
气象台发布台风快讯，“烟花”正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气象专家分析，台风原地打转的情况并不多见，主要

是因为“烟花”缺乏明显有力的引导气流，只能靠自身“内

力”移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使得“烟花”得以持续吸收

海上热量、逐渐壮大；另一方面，也一再推延其登陆时间，

使未来走向有更多变数。

上海将出现大风暴雨
“烟花”来袭，24日到 26日，上海将出现大风暴雨。
据上午最新预报，今天起，本市风力逐渐增大，陆地

上最大阵风 7~8级，沿海沿江将更大，而到了 25日到 26

日，陆地上的最大阵风将增强到 10~12级。这样的风到

底有多大？根据我国 2012年 6月发布的《风力等级》国家

标准，10级风被称为“狂风”，可拔树又倒屋，而 11级风

到 12级风在陆上很少见，又被称为“暴风”“飓风”，破坏

力分别为“损毁重大”“摧毁极大”。
雨水也伴着疾风而来。据预报，23日受台风外围影

响，本市阴到多云有阵雨；24～26日雨势明显，雨量可达
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过程累积雨量 120～180毫米，

局部地区 200～350毫米。

不排除近海北上可能
昨天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

周颖分析，台风“烟花”不仅强度大、“内力”十足———最强
可能将达超强台风级，有望成为继 2号台风“舒力基”之

后今年第二个超强台风，还有移动速度慢、路径复杂、风
雨影响持久等特点。
“烟花”最大可能将在浙江沿海一带登陆。但目前“烟

花”左边有热带低压“查帕卡”，右边又有热带扰动发展，
三个系统间虽有距离，但仍会相互影响，加上 24日盘踞

在日本海附近的副热带高压会有所减弱，台风发展存在
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早晨预测也提到，并不排除“烟花”

在浙江近海海面北上的可能。但是，按目前“烟花”慢吞吞

移动的情况，不管它最终是否会登陆我国，给华东带来的
风雨影响都会相对较持久。 本报记者 马丹

海上“烟花”绽放，步步逼近申城，但
由于移动速度并不快，登陆时间可能再
推迟。据中央气象台早晨预测，预计今天
上半夜，“烟花”将进入东海，最大可能将
于 25 日白天在浙江中北部沿海一带登
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目前仍不排除
近海北上的可能。

随着台风“烟花”西移，24 日至 26
日，台风“烟花”本体环流将给本市带来
明显风雨影响，雨量可达暴
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 吴兴路上，工作人员用钢丝绳加固行道树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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