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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息Windows能够响应相应的事件．完成对任务的驱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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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采用此方法实现了对网络文件的自动处理，能够同时从：{：{个文件目录中锼寻、处理存

环境文本中配置的待查寻处理文件，能够自动识别气敦常舰电报格式和邮局电报格式；能够同

时在3．q个文件目录中拨站表控制和目录拧制生成环境文率tp配置的待发送文件信息：解决，上

行北京的文件信息．按站表收集北京下行信息、本【爱上行信息．报文识别及锚报更il-．-特!据用

户需要生成用户文件信息，同时在一台微机上能够附加四路异步电报通信。存当前环境1、能够

很好地解决r新疆气象系统内部常规气象信息通信．并实j见J’与9210工程的衔接n

})％f。7弓’～
、塔衰蜒墨王娩漠及其周围地区芝!垒鲞的分布

何清

(新辐气象科学研究所’

I．引言

沙尘暴是沙漠地区常见的天气现象．它是指强风将地＆斯上的沙尘畋扬至大气c}l，鲰使大

气变得浑浊，地面能见度降低到1 km以F的天气。存塔克拉拉玛丁地区．f“剪的沙尘器可延续

数小时甚至一天以上．并给绿州造成危害．其尘粒可随p{i气流长距离飘送，例知：可远至日

本，据日本学者甲裴(1988)等的“黄沙长距离输送数值模拟研究”其结粜菠明：起源r塔克

拉玛f沙漠的尘粒飘浮至日本大约需耍5—6天。因此．澄}苛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沙尘暴发牛顿

度的规律，不仅对于当地的灾害研究是蕈要的．而且刘于硼究物质长距离的输送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虽然人{f_】x,i-沙尘颗粒输送过程进行J’努力地研宄．但是关于沙漠地区沙尘暴的时空分和

姚律的探讨还很不够。

本戈所利用的数据来自塔里木盆地周边的17个气象站沙尘暴曰数观测资料，时蚓跨度选3(}

年(1961-1990)，此外．我们还在沙漠腹地“满两肄井” (40 06。N，83 060E)和“塔中一井”

(38 4cl。N。83 5【}。E)地区进行了2年的实地观测。

2．沙尘暴分级标准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标准，沙尘暴的强度n，依振地嵌能见嚏的好坏划分为：“0”、

“i”、“2”和“3”级，依次对应的能见度指标分别是50、200、5㈤和⋯)(J米。它们反映j’

沙尘暴强度等级分别为：特强、强、中等、轻。比如当地商的能儿噎小于5()米．通常便认为址

特强沙尘暴天气，这种天气被当地人称之为“黑风暴”。

沙尘暴时常给当地造成灾害；灾害程度可以依据沙尘暴的年累积小时或年总口数来划分。

1984年粮农组织(FA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首次提出』’沙澧化危险鹰的问题；扳照

沙尘暴累积作用时间和年日数，危险度可分为心个等级，分别足轻』耍、中度、严重和极，“剪．

如表l所示，我们利用类似的等级划分标准对沙尘暴的危险度进行r训分。比如：当 个地区

的沙尘暴臼数超过25 E：{，或沙尘暴累积作用时间善于200小时．则该地区被划分为沙尘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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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极严覆地区。

表1 眇尘暴危险度等级划分

指较； 轻度 中等 严重 极严重

沙尘嬖年t3数 <8 8．15 1 5-25 >25

持续时问f小时) <50 50．100 “){)．2(30 >200

3．沙尘暴的空间分布特征

沙尘暴年日数空间分井】表明等高线是封闭的“椭圆”状(图略)．沙尘暴年日数的变化范

围在J0—65口之间．沙尘暴发生的额率表现为沙漠的南缘高于沙漠的北缘，西缘高于东缘：沙

尘暴最频繁的地区是沙漠腹地的“塔中一井”，该地区地表全为流沙覆盖．其沙尘暴年日数可

达56—75日，这不仪是塔甲木盆地最高值，而且也是中国极值。沙尘暴的20日等值线位于沙

漠的边缘廓线J一；向北延僻{龟塔里木河附近，向南至昆仑山北麓，向西至叶尔羌河，向东扩展

列车尔臣河。从沙尘暴发牛频度的角度看，依照表j，我们可将沙漠分作两部分：一是沙漠的外

缘地区，即：沙尘暴危险度严重地区，表现为沙尘暴日数存15至25日；二是沙漠的内部地区，

即：沙尘暴危险度极严重地区，其沙尘曰数在25日以t-。

4．沙尘暴的季节变化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选择了9个具自‘代表性的站作为研究沙尘暴季节性变化的基础。其中7

个站分布存塔克拉玛十沙漠的边缘+另外两个位于沙漠的腹地。如表2．所示，沙尘暴有明显的

站名 1月2爿 3月4月 5目6月7月8月 9月10月11月12月年均值

Ⅻ年的幂祝值

库尔勒 3 6 i2 18 6 6 9 3 0 0 《} () 21

阿免苏0 0 21 72 66 57 24 l 5 27 6 《J 【】 9．6

若羌 E 33 66 lI)2 72 6u 39 36 24 9 3 3 5 1

咯什 。i 9 21 45 5：1 54 30 8 6 6 6 u 8．4

I和ft3】8 5 63 59 2{34 162 117 911 48 5 12 3 30 2

f民丰18 30 913 1614 2【o 210 57 123 54 21 18 12 36 7

I蚵坪 3 25 76 i64 92 234 j 92 ]23 74 18 3 6 36 7

满酗异井【l 2 3 7 Il 1| 9 t2 3 2 ” cl 61}

988+

塔中～井， ， 2 8 12 23 12 11 6 1 {J (} 75

j989’

塔中拌() 3 2 7 14 7 10 6 5 2 ／ ／ 56

19904

+为年的数据，／为无数据

季1i变化周期。任强风季节沙尘暴发生频繁，9tI％的沙尘暴集中在春季，夏季(3—8月)；且

6(】％以上的发生f 4月至7月问。按照沙尘暴频数众数值对应的时问，可将上述9个观测站划分

寰。，



为3组。第一组沙尘暴的众数值对应于4月份，沙尘暴发生的地l适是沙漠的东部地区以及北剖

灿Ⅸ。如：库尔勒，阿克苏和若羌地区。第二组表观为沙尘暴的众数值出现在5 J{份·。c；三发生

在沙漠的南部地区(和田和民丰)和沙漠的西部(如：喀什)一柯坪地区不包括存以上两组内，

这是因为它的沙尘暴最频繁季节是6月份。对于沙漠腹地，例如“塔中。井”地区，68％，的,t；，-b／ni,

暴发生在4至7,el阃，20％左右发生于秋季和夏未，而只育I∽0以下的出现十冬李。

5．沙尘暴的长期变化

如表3所列，17个观测站的年均沙暴日数存60、70和81}年代有显著的茎刹t 70年代与㈥

年代相比较．沙尘暴频数增加的地区有若羌、莎车、柯竹相岍}t尔：咒其足若茫地区e虬沙尘

暴日数较60年代增加j’35％‘6 6天)。与之相』吏，其它地区呈下峰趋势·80年代·民丰地区

的沙尘暴目数比70年岛出34％(1 5 1人)，并H 1985年㈨现的最大值高达62天，日t也Ix：洲

年代的沙尘暴曰数较70年代增加了3天。此外，在轮台和铁十咀克地I蔓亦略呈增加趋势。

总体上讲，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州地区，除民丰．r1．末、轮台和铁T掣克之外·尤

多数地区的沙尘暴日数整体呈减少趋势。由于8{1年代气候丧瞪、降雨增#的蛆吲，绿州内剖的

沙尘暴H数减少的现象可以被认为是气候条件变化和当地人民土地治理T作的结果n例如防风

衙沙，兴修水利等工程的实施。

站名t 96t．1 97{) 971—1981} 1981，It)州J 年甲均

『车尔勒 3 2 2 2 ¨4 l‘j3

铁干里电 R 7 7 5 8 6．it R 26

昔羌 12 5 q 1▲ 13 R s【3

且末 2《J 5 8 6 2I 6▲ 2()23

霞地尔 25 6 24 5 n(， 22 21

民丰 38 3 28 R 43 q▲ 37()(}

于田 17 2 5 9 i4 2 1 5 67

和日I 32 5 31 0 2b¨ 29 R3

应山 34 6 23 4 lO 8 24 93

喀什 1f)2 8 9 71 8 80

莎车 1 8．2 18 3▲ 14¨ 16 83

巴楚 17 4 18 7▲l c)2 15 43

柯坪 38 5 411 3▲ 32(J 36 93

阿克苏 12 4 8 3 8 2 9 63

阿拉尔 3 2 14 R▲ I(，4 12剐)

库车 14 4 11 3 4 3 l{】ol}

轮台 2 2 ”8 41 46

▲表Ⅱ：与前一年代相比较．旱增加趋势

6．沙漠腹地沙尘暴分布

位于沙漠腹地的“满姻异井”和“塔中。井”的沙尘暴日敬撮高。我们利用这两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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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89和1990年的吱测地面能见度数掘以及相关的气象资料，对其沙尘暴发生的特征分析

如下：

6l沙尘暴曰数

在春夏季节，该地区地表摄高温度可达70℃以上，近地表气团极不稳定，因此容易产生沙

尘暴。而在冬季沙尘暴很：》出现，12月份和1月份没有观测到沙尘暴的出现，秋季沙尘暴日数

少于春季和豆季，仪占不到全年的10％。往“塔巾一井”地区，1989年的沙尘暴日数达75日，

1990年却为56 Fj：由此f『见，沙尘暴日数的年际变化是很明显的。

6 2沙尘暴的持续日寸I删

沙尘暴持续时闯是指某一地区一年内沙尘暴实际发生的累积时划(小时)。最大的沙尘暴

持续时间并非与最大沙尘暴日数一一对应：如1989年6月的沙尘暴的持续为77．5小时．沙尘暴

H数是23天、而存5月的沙半暴持续时删高达99．3小时．沙尘暴日数仅为12天。 (图略)由

于6、7月份降雨增多的原困，持续时问曲线表现为低值。从以上两个地区2年的连续观测来看，

“满西异井”和“塔中一井”地区沙尘暴的年持续时间分别为135小时，356小时。依照表l

所列的沙尘暴危险度评价标准。“塔中一井”地区可划分为极度严厦地区：而“满西异井”地

区只是严重地区。这个结果与在第：二部分按沙暴日数标准将“满西异井”划分为“沙尘暴危险

度极度严重地区”的结论不刚。

6．3沙尘暴的强度等级

特强沙尘暴即地面能址腹小T-5(j米的“黑风暴”，1989年在“满西异井”地区是7天，在

“塔中一并”地区是8．13天(约占全年沙尘暴日数的13 7％)。地面能见度在50-2(10米的强沙

半暴，其臼数对应“塔中一井”和“满西异井”分别为8，25天(占14 3％．33 4％)、9天(占

㈠(‰)，能见度在500．1000米的沙尘暴，在“塔中、一井”地区占全年的沙尘暴E{数的4【J％．

而对于“满西异井”却占50％以t。蚓而，我们认为“塔中一并”地区的特强的和强的沙尘暴

的绝对频数和相对糖率(占全年沙尘暴H数的比例)均高于“满西异井”地区。

6 4风况特征

对于塔克扎玛于沙漠，我们通常认为形成沙尘暴的临界起动风速是8．I)u以(距地表10米高处

“)分钟的平均胍速)。．但窿夏季．地捉温度高，近地面的气流币稳定，沙尘暴在风速较低时

(6-7m／s)便可形成；然而，冬季的临界风速稍高一螳．为9．1 UlI以。沙漠腹地实地观测表明80％

的沙尘暴产生的风速超过8(hrds的天气中。当风速达12 0m／s时．4生强沙尘天气；若风速继续

增至17 0m／s后，特强沙尘彝【黑胍暴)天气就会形成；此时，能见度最小可以降至2米。(图

略)1988年8月111日“满西异井”地区的风速时删系列变化过程表明：昼问风速达到8．【)M／

S以上，午间12：30叫风速达到最高，其最大平均风速为J2 om／s．最大瞬时风速为17 0m／s。图

中另外两条曲线表示4月b f]浚系统天气仅为扬沙天气，随着时问的推移，风力越来越强直至4

月10日：之后风速减弱，垒4月16日风速降至4 m／s左右，然而浮坐却仍笼罩着该地区。 “满

西异井”地区沙尘暴风向以东北风和西北风为主，分别占全体风向的3(I 4％、26 1％。在“塔中

一井”地区．以东北风的东风为丰，1989年的观测值表明分别占28 2％和17 5％。总之，在沙

漠中的北部地区．盛行风系为东北风和西』k风；而在沙漠中一c'的“塔中一井”地区，盛行风系

为东北风和偏东风。这砦风向的风引技的沙暴天气占全年沙暴颇数的50．60％。

7．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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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形成沙尘暴天气有3个重要斛索： ‘是风力作用．二二是物质来源，二二是空气层

结不稳定。通常形成沙尘暴的临界风速值8 On幽。由于热力作用f}勺影响t该埴在要季略低些；

冬季略高些。在夏季近地表大气热力作用活跃，因此这种季HJ性的变化是预料中的。另～个要

保持尘粒悬浮于大气中的基本要素是尘粒的大小。肖颗#：}的真径小于(J()7mn·时，颗粒便可在空

气中保持较长时期悬浮状态；若颗粒较粗．尘粒便很快降至地面。在塔单木麓地。莳^的明究

表明在沙漠的东部常常出现大风天气LV>=17 2n怕)，年均尢风Fl数较高，如：若芜为35天．

库尔勒为28天。存沙漠西部的某些沙漠边缘观测站．其大Jxl口数由西向东呈递减趋势：如喀什

地区的大风日数为40天，但在莎车为⋯天，在巴楚仪为“久。

然而，本文上面捣示的沙尘暴日数分布规律封j怂：黼着向沙漠深处的延伸．沙尘璧H数黾

递增分布。通过考察地域的风况特点和地袭组成特点，抽J1i事’戈口r以为解答J：违问题给产艋示，

存奋、夏季节，该地域地面风乐由三支盛ij的气流组成。

(1)箱一支气流粜自东北疗向，它盛行于塔‘p术艋地的乐部地区．特别是砸3—4月期mj：

l女支气流强劲．它保使该地范嘲内的沙尘暴形成。凶此，这期间在库尔勒．阿电苏和若_茺地区．

沙尘暴发生媛频繁‘见表2．)。就物源来‘舌，在盆地的东鄱地区形成沙尘暴的细粒物质；因为

其地表大多由戈壁、雅丹，千盐碱硬壳(如：罗帝泊等)以使分选较好的沙粒绡成。陌这牡地

区．沙尘暴由于强风的作用形成后．随风力的减弱便有霉数的尘粒在短时期内【{|j可沉降到}出面：

这是由于物源组成中较粗颗粒所占的比例较大的缘故：而其他处r悬浮：恢的尘粒被已莹崩势的

风力携带进入沙漠深处。

(2、第二支气流来自西部，它翻越了高隐Ⅸ焉．变为千热胍。此讣，圮田丁笳地西部地

区的冲积平原和干三角洲能提供大量的细粒物质 鐾f此，有益子形成沙童暴凡‘L l爱地{彳的沙

尘暴口数的众数值出现于5爿和6月。从目嘲￡牧t，p浪的4i鄢地区晚一个月 倒∞J：喀什佃捌

坪等地区．

{3)如上序r述，就所观删的资料来看，沙尘暴频数随苕向沙漠内部延仲．至依次递增的

碴势u这种事实可归结于气流辐台所造成的结果。除以j二所迓的支气流外．盛行j。躺地的鹅

三支气流来源于北面。并日盛行于沙漠的北部地区．．运--i立气流存沙漠上卒83一K40E|；fj迈形成

一条辐台带。特别是7月份，上升气流变得较强。若此时沙尘暴受强风作用一旦彤成后．缕细

精物质即经当风力减弱时亦可庄空气中保持较长的悬浮状急；并目容易被辐含气流再次抬fh

幽此，我们认为受上述j支盛子亍气流影响．处于悬浮状态的生粒口j_以向沙漠中心漂彳善，并日返

些尘粒可保持较长时问的悬浮状态。嗣i}【=，就整个沙漠地区斯百，沙尘暴}|数存“塔中一拜”

和“满西昂井”地区表现为最高值。

(4)柯坪足另一种沙尘暴频繁发生地区。它口j能量局肖；地形的影响和局地风况的作用，

其表现与前述4；同。这需要今后进一彤的洋细研究。

8．结论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沙尘暴空间分布规律、季节嵌化和年代删的变化特征可归纳为如下：
8 l沙尘暴发生频繁

存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的绿洲内。包括库尔勒和轮台地区．沙尘暴发生频率鞍低，垃于塔

里水河上游的阿克苏地区和阿拉尔地区．沙尘暴灾害的危险艘届于中度。沙漠的曲部，南部和

西南部是沙尘暴灾害危险度P7重地区。沙漠腹地的记录表明，{§地区为沙尘暴灾害极严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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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沙尘暴季节变化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沙尘暴表现为明硅的季节变化规律。大多数沙尘暴天气集中于3～8

月问的春夏季节。特别是从4至7月间，沙尘暴频数占全年的60％0R上。

8 3沙尘暴的长期变化

总体j二，80年代的沙尘暴发生颇数呈减少趋势。这可能与受近年来降水量增加的影响有关。

p 4F譬

中国及其邻近地区中尺度对流系统的普查和时空分布特征
一～ 、骂一i i—西咱祖钰 ～—一

(北京又学暴雨监删和预报国家重点蜜嘘室)

摘要：将中尺度对流系统(MCS)的普查工作从数量较少的甲尺度对流复台体(MCC)扩

犬到更为普遍的中．a尺腰(M d CS)和r似8尺度(M BCS)的中尺度对流系统．通过对1993

1995年3年夏雾GMs卫星红外云图的普查，共获得234个M“CS和585个M B CS．并给出了

代表性较好的MCS的地理分布。发现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M d CS的雾发区以及M oCS

存在两种不同的生命史，一种和MCC相同．发生于夜间，到凌晨消数：另～种发生于午后，入

夜后消散。

本文芨表礁《自然科学进胜》l 997年第n期

P驯g，f乙f I

新疆特大暴雨过程中的中尺度对流系统特征
马禹王旭 陶祖钰

(新疆气象、眦备中心) f北京大学)

摘要：本文利用GMS-5卫星红外云图数值资料．普查结果表明新疆96 7特大暴雨期间

共发生了6个中尺度对流系统，分析了它们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环境场特征。

本文发表在《新疆气象》I 998年第3期

f)，， L 1 ，

j”o／’b
新疆短时强降永落区的分析和预报

王一矿—— 马禹——
(新疆气象业务中心) (北京大学荤雨监测与预测国家重点蛮验室)

摘要：本文利用常规高空资料、物理量场、GMS．5卫星数值化云图，对新疆短时强降水落

区的预报方法进行了综台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其他方法预报新疆短时强降水落区，其范围与

实际降水区偏差较夫，并且牵涉面广，不利推广；利用物理量场和GMS一5卫星数值化云图．能

够较好地预报新疆短时强降水落区，落区范围与实际强降水区偏差小F l(10km。

翁飞
≯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