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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三问“卡努”：为啥不走寻常路？
本报讯（记者 马丹）夏

季的天气舞台，台风永远是

最抢眼的主角之一。已经停

止编号的“杜苏芮”给华北带

去极端强降水，昨天一日完

成“两级跳”的台风“卡努”以

超强台风之态慢慢靠近。但

是，截至今天上午，“卡努”的

路径一调再调，行踪仍然扑朔迷离。

今天早晨5时，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

（KHANUN）中心位于冲绳那霸东南方大约

2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有16级（超强

台风级，  米/秒）。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预计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超强台风级）将

于8月2日上午进入东海，然后逐渐向浙江中

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靠近，4日到6日在上

述沿海海面回旋少动，尚不能排除后期在上

述沿海地区登陆的可能性。

一问
台风预报为什么那么难？
和之前预测路径相比，“卡努”预报路径

有了大幅度的调整——从一开始直奔华东区

域而来，到目前可能转向奔赴日韩。

为何台风路径的预报那么难？

台风去哪儿，其实“身不由己”，除了台风

内部力量引导外，还会受到外部的副热带高

压、季风槽、冷空气、西风槽，甚至热带气旋等

多系统的共同影响。这些系统在台风出生到

消亡的一生中，可能是引路的“贵人”，可能是

拦路的“硬石”，更可能是相爱相杀的“战

友”。正因为如此，台风的路径很难被预测，

时刻在变化。

近年来，人工智能引入到了天气预报之

中。但是，和上次“杜苏芮”相比，气象领域的

人工智能“新手”们面对这次“卡努”的“不走

寻常路”也有点“迷茫”。从目前AI预报的结

果来看，“风乌”和“盘古”给出了两条不同的

路径。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技术总工李

永平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台风的

路径出现不停调整属于正常现象，而且预测

时间越临近，预测就越准确。

二问
“卡努”还会登陆我国吗？
目前“卡努”的路径出现较大调整，它是

否还会登陆我国？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张娟昨天表

示，“卡努”的未来走势还要看8月3日至4

日副热带高压的变化。未来几天，北侧高空

槽将逐渐东移，对副热带高压强度和位置影

响较大。如果副热带高压受到北侧冷空气

打压，出现减弱断裂，“卡努”将受到西南风

引导往日韩方向移动；如果副热带高压没

有断裂或断裂较晚，则可能引导台风登陆

我国华东沿海。不论是哪种走势，目前仍

旧存在很大的变数，需持续关注天气形势

的变化。

但是，各大气象机构都认为，不管“卡努”

最终是否登陆我国，它都会靠近华东沿海，给

东海一带海域带去强风雨。如果后期台风的

引导系统不清晰，“卡努”可能还会和“杜苏

芮”的残余环流一样呈现减速徘徊的走势，给

长江中下游沿线带来持续强降雨。

三问
今天上海已有“台风雨”？
台风给广大地区带来了充足雨水，是与

人类生活和生产关系密切的降雨系统。但

是，台风也总是带来各种破坏，它具有突发性

强、破坏力大的特点，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台风的破坏力主要由强风、暴雨

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

虽然“卡努”的行踪待定，但也挡不住它

的外围云系“洒水”。今天上午，上海大部分

地区都出现明显降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高

悬。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随着“卡努”向

华东沿海靠近，且进入东海后移速缓慢，预计

8月初本市在其外围影响下，风力普遍较大，

以阵性降水为主。台风外围环流也会让蓝天

白云常驻申城。

明天上午进入东海，是否登陆我国仍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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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擅闯新疆罗布泊自然保护

区四人遇难”的新闻引发关注。据报道，一

自驾车队于7月  日自敦煌市出发，未经批

准穿越若羌境内国家级野骆驼自然保护区，

  日一车四人失联。后续消息透露，四人全

部遇难。

四人葬身荒漠的惨状在网络流传，让诸

多专业探险家意外殒命的死亡之地罗布泊再

一次上了热搜。而与探险家前辈不同的是，

这些普通旅游者并没有担负任何科考、调查

职责，他们的探险属于任性妄为的自我发挥。

罗布泊是我国四大无人区之一，有“生

命禁区”“死亡之海”之称。罗布泊很多地

方，如若羌县野骆驼自然保护区、楼兰古城

等，被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区，只有开展科研、考古类等工作，且

须提前向当地有关部门备案申请，获批准后

方可进入。警方通报写得很清楚，这次出事

的自驾车队“未经批准穿越若羌境内”。

户外探险遇难原因很多，有些纯属意

外，有些则属于明显的决策失误甚至违反相

关法规，此次在罗布泊发生的惨剧就属于后

者。事实上，近年来已多次传出有人擅入罗

布泊后出事的消息，因为驴友的“自我发

挥”，殒命事故屡屡发生，甚至有蓝天救援队

队员在救援中牺牲。盲目行动的后果如此

惨烈，任性的背后是血淋淋的代价。

对大自然没有任何敬畏之心，如此任性

旅游还常被拿来标榜“前卫”“有种”，容易引

起效仿跟风。如果不予遏制，便会危害文明

旅游的大环境，造成连锁反应、恶性循环。

而如何采取更严格的惩戒措施，有效利用监

控及高科技手段，阻止普通人擅闯禁区，也

需要相关部门更好地防微杜渐。在对户外

探险者教育、警示及技术支持等方面，也要

做更多工作，防止类似悲剧重演。

探险不是胡来，行为要有底线，不越界

不违规，才能欣赏到人生路上更多美景。

探险不是玩命 厉苒苒

本报综合北京日报、央广网报道 近日北

京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降雨，房山和门头

沟已经历连续两天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天

气，多地出现断水、断电、断路等突发情况。

截至8月1日6时，此轮强降雨已经造成11人

遇难，其中2人在抢险救灾中因公殉职；另有

27人失联，其中4人因抢险救灾失联。

7月30日至31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509起，出动消防救援指

战员3000余人次、车辆570余辆次、舟艇50余

艘次，营救遇险被困群众320余人，疏散转移

370余人。8月1日10时30分左右，4架满载

食品、毛毯等应急物资的运输直升机克服不

利气象因素后，向北京门头沟地区开展空投

任务。

因灾遇难的11人包括门头沟区4人、昌

平区4人、房山区2人、海淀区1人。其中，北

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海淀消防支队1名消防员

在救援工作中不幸遇难，门头沟区1名乡镇干

部在巡查过程中不幸遇难，其他遇难人员身

份还在进一步核实中。失联的27人，包括门

头沟区13人、昌平区10人、房山区4人。其

中，蓝天救援队在房山区佛子庄乡白草洼村

开展抢险救灾行动时有4人落水失联。

北京门头沟区居民发布的视频显示，河

水暴涨汹涌翻滚，路面积水成河，短时暴雨引

发山洪，冲走大量汽车。房山区十渡镇的河

水水位也明显上升，水流湍急。房山和门头

沟多地出现断水、断电、断路突发情况，目前

正在紧急抢修中。

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流经镇域的

夹括河水流湍急，水位较高。因连续降雨，周

口店镇北下寺村沟道涨水明显，发生山洪，坡

面汇水沿乡村公路下泄。由于该村按照要求

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此次突发山洪情况未

造成人员伤亡。

此外，房山区有河北镇、南窖乡、霞云岭

乡等7个乡镇共62个村通讯信号中断，目前

依靠卫星电话进行抢险救援等应急联络。门

头沟区也有部分地区出现通讯信号中断或断

水、断电等情况，并出现多处积水断路。

7月31日下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永定

河水量暴涨，卢沟桥下水势较大，卢沟桥西侧

的小清河桥坍塌，目前该区域道路已经暂时

封闭。丰台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应急处置，保障人员安全。

截至目前，此轮灾情累计造成北京13个

区44673人受灾，全市共转移受威胁群众12.7

万人，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市应急

管理局副局长刘斌表示，7月31日全市平均

降雨量已达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强

度，特别是房山和门头沟平均降雨量都超过

400毫米，远高于“7·21”。此次强降雨过程主

要是受台风“杜苏芮”登陆减弱后北上的低压

系统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特别

是副高西南侧强烈的偏南气流将水汽源源不

断输送到华北黄淮一带，给这一带地区带来

大范围的强降水，属于区域性强降雨过程。

多地断水、断电、断路，11人因灾遇难，27人失联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抗洪抢险500余起

北京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降雨

■ 昨天，抢险人员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救援抛锚的公交车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