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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云）人民城市理念

提出5年来，杨浦区

五角场街道深入贯彻

落实为民惠民利民的

理念，在公共服务、科

教资源利用、创新环

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累累硕果。为了更好

地展现五角场推动人

民城市建设的新实

践、更广泛地宣传服

务人民群众生活的生

动案例，五角场街道

诚邀社会各界，以“我

和五角场”为主题，进

行短视频创作，让社

会新风貌在镜头下定

格、于传播中绽放。

征集内容包括

“我和五角场的故

事”“我眼中的五角

场”“喜欢五角场的

N个理由”等，欢迎

广大网友将自己在

五角场生活、学习、

工作等的所思所想、

所见所闻，以及五角

场的基础建设、人文

风貌、美好社区、创

新环境等通过vlog、动画、手绘定格

故事、微短剧、原创音乐MV等多种

视频手段予以呈现，展现人民城市理

念提出5年来的五角场发展成果，吸

引更多市民近悦远来，成为五角场

“朋友圈”的一分子。

此次视频征集大赛由五角场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上海新民传媒有

限公司承办，大赛详情及参与办法详

见“魅力五角场”官微9月3日内容。

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最高可获得

价值一万元的奖金或奖品哦！

首个秋台风“摩羯”
能否给我们带来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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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风生成及登陆个数均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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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1号台风

“摩羯”正在步步逼近我

国，并将在6日白天在

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

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有14—15级，为强台风

级。与此同时，“摩羯”作为今年首个秋台风，也

拉开了今年秋台风的大幕。

截至8月底，2024年的“台风季”和往年比

显得有点过于平淡。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和常

年同期平均相比，到目前为止生成台风和登陆

台风的个数均偏少。

8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从历史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949年至2023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台风2005个，年

均27个，总体呈减少趋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年

代际变化特征。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台风生成个数明显减少。其中，生成台风个

数最多的一年为1967年，共有40个台风生成。

生成台风最少的年份则是1998年和2010年，均

仅有14个台风生成。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

成的台风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台风登陆或影

响我国。

截至9月3日，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11个台风生成，与常年同期平均13.87个相比

偏少了2.87个。其中，只有台风“马力斯”“派比

安”“格美”这三个在我国登陆，与常年同期平均

（5.07个）相比也偏少了，而且，登陆我国的这三

个台风平均极值强度明显偏弱。

今年8月，台风进入活跃期，共有6个台风

“扎堆”生成，但是，这些台风都没有登陆我国。

或与厄尔尼诺衰减有关
一般而言，跨越赤道气流所产生的西南风

会与副热带高压脊南侧的偏东风，形成热带辐

合带，在适合的大气条件下，热带气旋可以在热

带辐合带内生成。每年的4月到10月的台风季

中，通常有1/3可能登陆我国并带来影响。然

而，今年以来，热带气旋生成数量偏少。

气象专家解释说，一方面，今年6到7月，在

偏大偏强的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下，热

带西太平洋地区出现偏强下沉气流，不利对流发

展及热带气旋生成。与此同时，跨赤道的西南气

流也较正常偏弱，降低了西北太平洋的水汽输送

和辐合效应，同样不利于热带气旋生成。

另一方面，台风偏少或许和厄尔尼诺衰减

的气候背景有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

始于2023年5月的上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在

2024年已持续衰减，2024年5月已结束。作为

厄尔尼诺次年，今年厄尔尼诺逐渐转为中性状

态，台风生成频数偏少与厄尔尼诺活动的滞后

效应影响有关。

秋台风或让南方“退烧”
上海昨天好不容易凉快了一天，今天副热

带高压又强势回归。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4日到7日，本市暑热不退，

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局地对流天气，最高气

温预计在33—34℃，并仍有冲击高温的可能。

刚刚过去的8月，我国大范围地区都经历

了无差别的“大热”。高温如何才能缓解？气象

专家说，冷空气和台风，是助力天气“退烧”的两

大法宝。实际上，北方冷空气已经开始“发力”，

8月底北方大兴安岭地区的气温一度降到

5℃。然而，远水解不了近“火”，一方面，现在的

冷空气势力仍然有点弱，另一方面，副热带高压

确实“态度强硬”，所以，要撬动它的强势地位，

可能还得借助台风。

今年的台风季尚未结束。在气象学上，9

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和“夏台

风”相比，“秋台风”生成的数量基本持平，登陆个

数明显偏少，但它却素来有路径偏南、势力强大

等特点。目前，西北太平洋地区已经进入了新一

轮台风活跃期，多个台风胚胎在酝酿或者已经开

始活动。据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5日后，台风

“摩羯”的强度将快速加强，最大强度可以达到强

台风级别，很可能给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

部等地带来疾风骤雨，甚至特大暴雨。

尽管“摩羯”不会给上海带来直接影响，但

是，本周后期及下周初海上热带系统活跃，正给

上海天气增加变数。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8

日以后本市受偏东气流影响，多分散性雷阵雨

天气。气象专家表示，气温是否能下一个台阶，

还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看未来的“秋台

风”是否能送来“清凉”。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