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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沙尘暴肆虐举国关注，本文从历史、地域等方面回顾了沙尘暴的发生与发展。进而结合我国荒漠

化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新疆，从其自然环境状况探讨了沙尘天气发生的规律和条件。从人为活动的滥

垦弃耕，樵采挖药破坏荒漠植被，断绝水源枯死胡杨等一系列的分析中得出：沙尘暴的肆虐，源于荒漠

化的加剧，而祸在人为!

推进西部大开发，发展经济，加强科技教育是治理荒漠化的根本。

关键词新疆荒漠化沙尘暴人为因素

今年(2000年)3-4月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七次较严重的沙尘暴天气肆虐北方，
这几次沙尘天气不仅危及北京地区而且对整个北方地区都有影响，甚至影响jq黄淮和长汀

流域，由沙尘暴引起的泥雨已数次光顾了南京、上海等江南城市，其影响范围之广，造成

危害之严重，实属历史罕见。

沙尘暴肆虐引起了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平民百姓的严重关注，新闻媒体的及时跟踪报

道，更增强了事件的时效性。无疑，这会大大增加人们对国情的了解，更会增强国人对环

境问题的忧患意识。对于我们长期在新疆生活、工作，并亲自到南疆去踏勘、考查过的人

来说，对每年在春夏之交发生的扬沙、浮尘天气似乎都有点习以为常的感觉，只不过今年

提早了一些时日。面对荒漠化越来越加重的包括新疆在内西部广大地区，沙尘天气的增加

似乎又是在预料之中的。

1 沙尘暴发生的状况及特点
1 1历史概况

据研究，全球有四大沙尘暴高发地区即：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我国西北地

区的新疆，甘陕西北部、内蒙西部等都属中亚沙尘暴高发区的组成部分。属于这一地区的

哈萨克斯坦境内，60年初曾发生多次严重的沙尘暴(又称黑风暴)卷起的大量沙尘曾毁

灭了原苏联粮仓的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大片麦田，损失巨大，成为自然环境对人类

报复的典型事例。而据我国有关机构研究，从公元前3世纪到新中国成立的2154年中，

共发生沙尘暴70次，平均31年发生一次，．但到了60～70年代则每两年发生一次：进入

9【)年代以来沙尘暴几乎年年发生。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天气大多集中在4．5月份，基本L：!_

形成规律。只不过今年发生时间提前，发牛次数增加了⋯。
1 2新疆的沙尘暴、扬沙

1 2 l 沙尘暴是指强风将地面上大量的沙12吹起，卷扬空中使空气混浊、天色昏黄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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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F能见度在lkm以内。扬沙能见度在】．Jt)km以内，两者不同之处主要是能见度的差别，

但都能吹移大量的沙尘，损坏建筑物、农I}』及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灾害。

如果到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去旅游，望着那干疮百孔的生土建筑群，人们自然会想起唐

代诗人李颀的诗句“白日登山望峰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

多”，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描写的古轮台(今t弓鲁木齐市南郊一莆)的情景“平沙莽莽黄入

久．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这些诗句都是多么形象、生动的沙尘暴的描述啊。可见沙尘暴古已有之，但时至现在，

发生次数增加，越来越频繁却是不争的事实。

l 2 2新疆的沙尘暴日数，年分布北疆少南疆多，西部少于东部，这是基本的规律，北疆

一般5-8天，天山南麓一带约15天，昆仑山北麓一带约20天，伊犁河谷比较湿润不足2

天。．扬沙的地理分布与沙尘暴相一致，即是说沙尘暴多的地方扬沙日数也多。一般北疆不

足5天，南疆除偏东地区外，一般10天／t右，南疆西部约20天左右，而昆仑山东部偏多

一般都在5()天以上。据多年资料，新疆沙牟暴和扬沙日数统计见表(1)。

表(I)累年统计的沙尘暴与扬沙日数(d)【2

伊 沙 莫 哈 库 墼 新 阿 喀 莎 和 民 且 柯

索 尔 占 拉

犁 湾 湾 密 勒 竟 和 尔 什 车 田 丰 束 坪

涉尘暴平均 2 o 2 3 10I 9 6 2 8 #2 6．6 14 o 9 5 18．4 32 9 3 5 4 24 5 3 8 8

最多 6 7 25 16 8 24 12 24 19 29 54 58 53 53

扬沙 平均 5 6 5 6 11 9 14 3 12 4 7' 201 37 7 37 4 56 7 78 5 73 79I

最多 1 5 22 53 3 5 32 1∽ 34 75 49 71 112 139 118

鱼生!!望) !：! !．! !!：! 型：! !!! !!! !!：! !!-! !!：! !!! !!!：! !!!1 1塑：!

山表(1)可以看出，沙尘暴和扬沙日数最多出现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和南部偏东的地

区．达到9()～110天。明显的特征是盆地多于山麓。但是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多，如民

丰、和田、皮山、且末都有增多。扬沙天气在塔里木盆东部的民丰、罗布泊洼地的铁千里

充也在增多，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扬沙日之冠，．
1 3风沙灾害与风速

沙粒在～定的风力作用下才会开始移动，沙粒开始移动的临界风速即为起沙风速，起

沙风速与沙粒粒径、地表性质等多种因素有关。干旱裸露毫无植被覆盖的细沙质为主的地

丧，起沙风速一般为4～5m／秒，而卵石戈壁和盐沼等地，一般在风速小于12m／秒时都不

易起沙，所以，风力的大小是形成风沙灾害的动力因子。

按气象规范规定，风速≥17 2m／秒(即≥8级)的风称为大风。实际上在沙尘物质丰

富的地区6级左右的风就可以发生扬沙而产生危害。

大风发生的次数和强度随季节而变化，有很大的差异，春季冷暖空气交替，冷锋过境

频繁，平流也较强盛，地区间气压梯度加大，因而常出现强劲的大风；夏季地面增温强烈，

气层极不稳定，遇到小股冷空气入侵和热力对流旺盛时极易触发暂短阵性大风。因此．春

复委是大风出现最多的季节，以季节分．全疆多数地区以春季大风日数为最多占全年的

30～40％，同时春季大风持续时间较长，眦力也较强，因而危害也较大。表(2)列出大

风在春夏季出现的频率，秋冬季频率小故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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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看出，各地大风在春夏季发生的频率起码在60％以上，这为风沙灾害多

发生在春夏之交准备了条件。

2荒漠化的扩展与加剧是风沙灾害的基础
在大气环境和地形的综合影响下，新疆地面风速分布变得极为复杂和极不均匀，其分

布特点是北疆大、南疆小、北疆东部、两部和南疆东部大，山区大而箍地内小。，但由此却

出现了．一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古尔班通占特沙漠西缘的克拉玛依市，尽管大风日达76 3

天，最多时1lo天，但沙尘暴年平均仅为1 8天，最多年份lo天。阿拉L“口大风日达l 50

天，年均沙尘暴仅为0 l天，最多年份1天。和同纬度相比，比国内的北京、哈尔滨的沙

尘暴日数少。究其原因是：大风将地面上能搬动的沙尘吹走，长年累月地面上的沙尘己被

风蚀光了。留下的是戈壁大砾石，大风吹动也是在地面上滚动，没有遮天蔽曰的沙尘，能

见度很好。形不成沙尘暴”J。由此我们得出造成沙尘灾害性天气，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是

要有风，特别是大风；二是地面有丰富的沙尘物质。这两者的耦合，才能形成沙尘暴。风

力较北疆小的南疆，沙尘物质比北疆丰富，所以沙尘天气生成就多。而沙尘物质的丰富却

正是荒漠化扩展和加剧的必然结果。

2 1 荒漠化的定义与现状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荒漠化已影响到全世界1／5的人口和全球l，3的陆地，成为导致

贫【j|】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世界每年因荒漠化而造成的损失达

425亿美元。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我国西北、华北北部和

东北西部的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区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下土地荒漠化的形势日趋严

重。历时数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面积168．9xlo～m2，占国土面

积的17。6％。且每年以2460km2的速度在扩展(1997年6月发布)。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将荒漠化定义为；“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

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它包括风蚀和水蚀致

使土壤物质流失，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或经济特性退化，自然植被长期丧失．”

根据这一科学定义去检验新疆的荒漠化状况，正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植被长期丧失而导

致，上地的退化，可以说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正是荒漠化的元凶。

新疆是我国荒漠化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荒漠化面积79 59x104l(m2占全疆面积

的47 7％，并且沙漠还以每年平均12 6万亩的速度扩展(1996年6月发布)，全自治区87

个县(市)中80个县有荒漠化土地，且大部分在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周围。

2 2人为对荒漠植被的破坏加剧了荒漠化

在新疆绿洲是人类生息和发展的基地，绿洲的外围是面积广阔的荒漠植被带，又称界

外区，新疆绿洲的界外区大多生长着红柳、梭梭、甘草、沙枣、麻黄等。在界外区这些荒

漠植被档住了风，固定了沙，成为保护绿洲最可靠的屏障。正是这些被誉为沙漠勇士的荒

漠植被保证了绿洲内部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工农业生产日益发展。但是过快增长

的人口压力以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却在严重的破坏着这些荒漠植被。40多年来。沙漠面



积在小断扩大，固定、半固定沙丘逐年减，p而活化。在南北疆造成了j·c重的后果。
2 2 l 50年代前后，塔里木盆地有天然红棚l林8000万亩，红柳根深易萌，耐旱、耐碱．

生于沙漠长于沙漠生命力顽强是极好的固沙植物。即使死了，根部照样能固定沙体。但红

柳却是塔河流域～些县城，尤其是广大农村中群众生活的主要柴薪。到了现在的红柳林只

剩下5000万亩，3000万亩红柳的消失就意味着3000万亩的沙漠活化。在北疆准噶尔笳

地的沙漠多为固定、半固定沙漠，农牧民为建房、烧柴而大量砍伐林木，准噶尔篙地
l 1【J×10“亩的灌木林，2(1多年中被砍掉0 75×108亩，造成沙丘活化土地沙化加剧。

仡此还应指出的是：红柳、沙枣等荒漠植被的被大面积砍伐，与近几年的棉田开发热

仃关。由于开发棉田成为投资回报较高的产业。在一些地方无证开荒漠甚至是越权审批，

无权乱批土地使用的现象滋生蔓延，在开发中随意砍伐红柳、沙枣等荒漠植被，造成公Yl

大规模破坏的恶果。

2 2 2塔河c}1下游原本是胡杨林分布最集叫』生长最好的地区，沿河道都有茂密的胡杨林分

布，．数百年的树径粗可达l 0米。但塔河下游断流干涸，地下水位下降造成胡杨林大片枯

死；塔里术胡杨林分布面积的变化见表(3)。

表(3)塔里木胡杨林的衰退

由表(3)可见，40多年减少了70％，枯死的胡杨林仍有很强的挡风固沙作用，但大

多被砍伐成了柴薪。

镜头之 ：老乡们赶着毛驴车去戈壁打柴禾 实际上就是去砍伐胡杨、梭梭、红柳等。打了满车柴

禾的老乡躺在铺了羊皮袄的柴垛E，一任毛驴车随着成串驴车组成的车队返回村中，小毛驴不紧不慢的

碎步，伴着老乡们那悠长的歌声，在公路上，在乡间小路上勾划出一幅多么悠然的乡村画卷啊!但在这

秋季落H的余晖中，人们是否听到了那一片金黄的胡杨林中发出的悲愤和哭泣。在这广袤的戈壁上，由

圳杨们点缀出的生命的绿色，不是正在一点点的消失吗?老乡们说：“打柴禾的路一‘年比一年远哩!”

2 3新疆土地荒漠化的现状

据最近环境遥感监测资料，新疆土地荒漠化的现状如表(4)本文在前2 l节中曾提

到新疆荒漠化面积为7959X104hm2(79 59×1(}4km2)占全疆面积的47 7％。该数字是1996年

6月发布，直至现在仍被多处引用。表(4)中的数字是根据最新环境遥感监测资料得出，

200()年5月发布。分项较细，和前者的差异主要在“正在发展中的荒漠化土地”一项内，

表(4)中反映更为细致，由此也可看出新疆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

垂!!!堑塑圭垫垂堡些垫鲨幽

2 4水事安排不当引起严重后果

水是干旱半干旱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占制约绿洲的发生、发展。脱离开保证绿洲I生

——654——



态系统正常运行的必需条件——水源条件，绿洲也无法存在下去。在新疆4【J多年的开发
建设中，因人类活动造成水资源分布的变异迁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有人提出：水

事的安排关系到西部大开发的成败。
2 4 l 4()多年来，新疆共修建水库485摩以上，其中南疆水库多于北疆。特别是一些大

型星区，如北疆的石河子奎屯垦区，南疆的巴州垦区，阿克苏垦区等，水库的修建对L女地

区的农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水库的修建与天然湖泊的萎缩却有密切关

系，新疆湖泊总的演化趋势是：从50年代仞总面积为9700km2．缩减到现在的4628k r111，

消失了5000kin2多的水面：同时修建水库485座以上，总库容55×108n13，增加水面约

2200km。。突出之点是将河流下游的尾闾湖水面变为河流上中游的水库水面。上游水库造

成地下水位抬升，土地次生盐渍化。而下游断流无水补给，造成湖泊的萎缩乃至干涸。因

无生态用水的保证，下游大片荒漠植被死亡．局部绿洲退缩。这个结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了!而与湖泊干涸相联系的绝不仅是水的问题。罗布泊1带

是北方气流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主要通道，强劲的东北风把湖泊干涸后沉积下来的带盐的细

十物质，吹向塔里木盆地，造成浮尘和尘暴天气增加，加剧了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且囡罗布泊的干涸，绿色走廓的消失，已无法遏制库姆塔克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合扰

趋势，沙漠化大有脱缰之势。而当前，位于新亚欧大陆桥西出国门处的艾比湖的萎缩，已

使博乐精河一带沙尘暴增加。类似的事正在发生p』。

2．4 2贯穿南疆的塔里木河是一条母亲河，但塔里木河水资源的管理与开发利用却长期处

于区域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未能实现行之有效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出现的很多问题都

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例如塔里木河水权实际在县，近河可多用远河地段则用水受限或根本

无水，上中游大规模开发水土资源，直接影晌了下游地区的水土平衡．而由于农业灌溉方

式的落后，又造成水的大量浪费，塔里木河的农业用水约占总水量的85％，灌溉定额高达
2 06 104m5／hm2为全国平均毛灌定额的2【)7倍，灌溉方式不科学。沿塔里木河人为破坏严

重，干旱缺水的南疆沿河一带随意扒口引水，乱引乱排的情况非常严重，受旧的用水习惯

和局部利益的驱使，随意扒口引水往往带有“集体”背景，造成管理上的巨大困难，越到

中下游争水情况越严重。

镜头之二：某夫妻落户塔滴附近，给老板当了棉田承包人，砍来胡杨搭建的一排小房已峻工了，拖

拉机还在地里喧嚣。妻子做饭时总想给工友改善下：要象在家乡那样养些鸭子就好了。第二天丈夫带

着几位工友去塔河边勘查，扒口。在这一马平JI卜卜质疏松的戈壁沙土上～条水渠很快修好。鸭子也养起

来了。几个月后，管理局的人巡查，才发现这一节外的支渠。工友们打牙祭鸭子已吃了好儿顿。管理局

的十‘部望着那一渠清水问丈夫“渠水流到哪去了?⋯流到下头去了!”

2 5造成沙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弃耕，因缺水而弃耕的最后结果便是弃耕地沙化。表现最

典型的是塔河下游尉犁县内的一些团场，开垦耕地最多时达40万亩以上，是荒漠变绿洲、

人进沙退的典型。现在则面临逆转。40多年中新疆共开荒5000万亩，其中约五分之 因

缺水弃耕，弃耕较多的仍是塔里木河中下游一带。在塔里木垦区流传着一个顺口留：“【：；¨

年代开荒防洪，70年代压缩调整，80年代前水抗旱，90年代搬迁弃耕”。八要喝水树也

要喝水，因缺水而弃耕，人走了，沙进了，树死了!沙窝中一棵棵枯死的胡杨还举着那残

缺的臂膀向苍天呐喊。
2 6新疆瓜果甜，是因其气温昼夜较差人利于糖份的积累。昼夜气温较差大却正是因其

裸地太多。当原本还有一些荒漠植被覆盖的地区，被人们樵采砍挖殆尽后，F垫面的特性



已发7t很大的改变t在新疆光热充足的天气条件下，近地气温急剧升高，垂直气旋活跃加

剧：风暴骤起丰富的沙尘被卷扬空中，沙尘天气产生了。而在锋面气旋活跃，升温快，多
大风的春季，沙尘天气的产生就更成为必然、

3生态曙光
3 1 荒漠化是个丑陋的过程，犹如是一种皮肤病，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在《中同荒

漠化报告》中对荒漠化的自然成因这样分析：“中国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地区深居大陆

腹地，远离海洋，加上纵横交错的山脉．特圳是青藏高原的隆起对水汽的阻隔，使得这

地区成为争球同纬度地区降水量最少，蒸散量最大，最为干旱的生态环境脆弱带”。新疆

的荒漠化正是在这个脆弱带的基础上，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而形成的。这些不合理的人

类活动包括滥垦弃耕，过度放牧，破坏土壤植被；断流截水枯死荒漠植被；砍伐林木自毁

风沙屏障：樵采挖药破坏草地草场。但所有这些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又都与其贫困的社会经

济特征联系在一起。脆弱生态环境中增长过快的人口为了维持其生存，往往高强度的不合

理玎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急骤衰退，资源基础濒于崩溃，人民生活贫困，而贫用又

驱使人民再度冲击自然资源形成了恶性的重复。荒漠化是和贫穷相伴随的。所以实施西部

大丌发，发展经济加强科技文化教育，增加农牧民的收入，摆脱贫困，是防止荒漠化的根

小措施，

3 2 98年长江的洪水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示，今年提早而又频繁发生的沙尘天气又

带给我们什么思考和启示呢?!现在国家已明令禁伐天然林，大力加强三北防护林建设，

大力提倡种草植树。新疆也从50～60年代大搞垦殖时的重农、轻牧、毁林中彻底觉醒，

认识到要把林业的生态效益放在首位，防风固沙，改善环境，保护生态基础，减少灾害损

失，、

3 3新疆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改善，关键是个“水”。水事安排关系到西部大开发的成败，

水也是干旱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点。新疆水资源并未见明显减少．近几年还偏丰，

例如1999年地表水径流量为934 10×108ill’比多年平均值增加17 6％。属偏丰年14J．大致

足北疆偏多1．2成，南疆偏多l成。水量的偏丰，却没能缓解荒漠化的趋势。这就说明，

§rlfi,l管理利用是一个关键问题，应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出可持续管理的准则。
3 4加强天然林保护；向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紧急输水；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压缩

棉田，将“13ll”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扩展为13211环保行动【41并加紧推进。这一切都使我

们看到了生态曙光正在冉冉升起，也许遏制荒漠化还需要若干年，沙尘暴还会向我们肆虐，

但是彻底缚着沙龙的日子也不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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