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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祁连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气象局，宁夏六盘LLl 756300) 

摘要 介绍 了沙尘暴的形成原 因及其对居 民生活、生态环境的危害，从加 强预警能力、杜绝破坏植被行 为、恢复草原植被与减少草场 

载畜量、保护植被与封 沙、封山育林等方面总结了沙尘暴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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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 暴对人 类生 活环境 的影 响较大 ，尤 其是 北方 地 

区 ，每年沙尘都会侵 占大量人类可使用 的土地【 。因此 ，认 

识沙尘暴的危害，对其进行防治和利用已成为现今人类所 

关注的问题之一。现将沙尘暴的危害与防治对策总结如 

下 。以供参考。 

1 沙尘暴的形成 

沙尘暴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现象，可以产生较为严重 

的危害。其产生的原因是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物质吹起卷 

入空中，导致水平能见度小于 1 km，空气特别混浊 ，是一种 

严重的风沙天气现象 1。沙尘暴天气的形成要具备以下 3 

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有冷暖空气相互作用；二是要有沙源 ； 

三是要有强冷空气即大风。城乡建筑工地的泥沙、无植被覆 

盖的干松土地、退化的林草地或沙漠均可成为沙源 ，沙尘经 

低压和气旋产 生的垂直上升运动而 飞扬 ，从而形成沙尘暴 

天气 。 

2 沙尘暴的危害 

2．1 影响居民生产与生活 

沙尘暴天气携带的大量沙尘蔽日遮光，能见度低、天气 

阴沉 ，影响人们 心情 ，从而降低学习工作效 率。沙尘暴还会 

造成太阳辐射减少，影响生物生长活动。沙尘暴的发生会导 

致牲畜患染肠 胃及呼吸道疾病 ，严重时将 导致大量“春乏” 

牲畜死亡，对农田作物的影响较大，轻者可将农田的幼苗、 

种子 、沃土刮走 ，重则导致沙尘大量覆盖在植物叶面上 ．影 

响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 

沙尘暴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较大哟，其可引起多方面的健 

康损害 ，受害最重的部位是最先接触沙尘的肺、鼻、眼、皮 

肤 ，损 害症状以肺部表现最为严重和广泛 ，其余器官主要是 

过敏反应和刺激症状。 

2．2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因为沙尘暴发生时会产生大量悬浮颗粒，进而能够反 

射太阳辐射，导致大气温度降低。太阳辐射大幅度削弱(约 

10％)，又会影响地球水循环的速度，使其变慢，降水量减少； 

此外，沙尘可能会使干旱加剧，悬浮颗粒还可抑制云的形 

成，使云的降水率降低 ，导致地球的水资源减少。沙尘暴天 

气出现时会出现狂风裹的沙石、浮尘四处弥漫等现象．凡是 

经过地区空气浑浊。污染空气国家环保总局的监测网显示。 

2002年 3月20日强沙尘暴当天。北京总悬浮颗粒物达到 11 

m咖  ，落尘量达到了 20 g／mz，超过正常值的 100倍 ，超过了 

国家标 准的 1O倍以上 。沙尘暴的影响范围较大 ，2001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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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源于蒙古的强沙尘暴掠过了美国大陆和太平洋 ，最 终 

消散在大西洋上空。1998年9月起源于哈萨克斯坦的一次 

沙尘暴，经过我国北部广大地区，并将大量沙尘通过高空 

输送 到北美洲 ；如 此大范 围的沙尘 ，在 高空形成悬浮 颗粒 ， 

足以影响天气和气候。 

3 沙尘暴 的治理对策 

3．1 加强对沙尘暴天气的预警能力 

随着西部经济实力的增强，一次强沙尘暴天气带来的 

经济损失绝对值将会大大增加，通过气象预报，特别是灾害 

性天气的预报预警服务和各种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可 以避 

免较大的损失。由于西北地区春季区域性强沙尘暴天气是在 

大尺度背景下受中小尺度天气系统激发所形成，具有较大 

的广域性和持续性，因此建立和健全西北地区反应迅速 、紧 

密协 作的沙尘暴天气监测 、预警和联防指挥 系统是 当前可 

以实施的重大措施。 

3．2 杜绝破坏植被行为 

滥挖中草药对土壤的破坏极大，因此应实施人工种植 

中草药，严禁个人滥挖中草药，在解决中草药资源不足的同 

时又可保护植被 。 

3．3 恢复草原植被 。减少草场载畜量 

加大资金投入 ，实施“圈养舍饲”，进行科学管理，加强 

防疫指导，保证产量、质量。大力开展人工种草，对草场引进 

全方位规划，划分轮牧区，给牧草留下恢复生长的时机 ，在 

解决牧草供不应求的草畜矛盾的同时，尽快实现草原植被 

的恢复。 

3．4 保护植被 ，封沙育林 。封山育林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沙尘暴源地禁止滥垦荒山荒地， 

做到退耕还林还草 、植树种草 、防风 固沙 ，以努力控制沙漠 

化 。以有名 的沙荒地 区的陕西榆 林为例 ，经过 “一封 ”(封 

山 )、“二禁”(禁止滥垦荒地 ，禁止滥伐森林 )、“三承包 ”，实 

现森林覆盖率由 1949年的 1．0％上升到 59．2％。 

4 结语 

可采取积极绿化荒山 、种树 种草等 方式减 少土地 的裸 

露和浮尘，做到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尽量减少沙尘暴的危 

害。同时，要树立长期治理的思想，将治沙工作持续进行。在 

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生态建设。提高全民环保意 

识，合理利用水资源，扩大植被覆盖率，做好开源节流，植树 

造林 ，逐渐恢复丰富 多样的自然生态系统 ，争取早 日实现米 

粮下川、林果上山、草场满坡 ，实现西北大地人富、水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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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存需要 的氧气 ，同时还能吸收大量的有害气体 ，净化空 

气。例如：1株树能吸收二氧化碳 16 k ，150 hm 杨、柳、槐 

等阔叶林可产生氧气 100 ffd。城市居民如果平均每人占有 

树木 10 m 或草地 25 m2，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有了去 

处 ，所需要的氧气也有了来源。 

2-3 防尘效能 

在农林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完善的生态复合体系，使其 

在面对沙尘暴时，能够及时的改变农林周边近地气层中风 

场及温度场，使其在随风移动的过程中与大气之间进行相 

应的物质交换，避免大气污染因子的扩散。树叶上面的绒 

毛 、分泌的粘液和油脂等对尘粒有很强的吸附和过滤作用 。 

1 hmz森林每年能吸附粉尘 50～80 t，城市绿化地带空气的含 

尘量一般要比非绿化地带少 1／2以上。在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中，大气降尘主要有 2个来源 ：一是来 自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外 ，主要由风力进行输送 ，除了扩散范围大之外 ，还在 一定 

程度上具备远距离输送的性能 ，破坏性强。二是近距离输 

送 。这种输送模式多来源于下垫面湍流和局地气候 。与远距 

离输送不同的是，这种输送模式能够对农林周边的土层造 

成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在农林生态复合系统构建 的过程 中，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为农作物的 

生长发育构筑一道天然屏障。事实证明，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的构建，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防尘性能，其主要原因 

在于 系统具备一定的小气候特征 与净化性能 。在整个农林 

系统内，农林结构能够在风力到来时削弱风力，减小风力速 

度；且防风效能越大，越能保障土壤的湿度不受风力影响； 

在一些局地气候条件下，农林能够减轻尘埃的近距离输送， 

同时还能吸附周边的一部分尘埃 ，在抗御封杀降尘灾害方 

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4 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 

． 众所周知，森林能够凭借 自身的优势涵 养水源 。在整个 

自然水循环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面对 自然降水 ，农林 能 

够凭借自身的根冠截留大部分的降水，同时还能通过枯枝 

败叶将 剩下的水源蓄留起来 ，有的通过农林的根系被吸收 ， 

而有的则通过蒸发返回大气 。相 关研究表明 ，1 hm 森林 一 

年能蒸发水 8 000t。以此来增加林区周围空气的湿润度 ，增 

加降水 ，调节气候。此外 ，农林还具备保持水土的功能 。研究 

表明 ，当雨水达到 500 mm时 ，泥沙的流失量 为林区面积的 

100倍，大量的泥沙势必会造成泥石流及山洪等自然灾害的 

发生。而农林能够凭借 自身的优势 ，通过枝叶减小雨水对土 

地的冲刷力，减少泥土的流失量，保持水土 。 

3 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经济 的迅速发展及人类环保意识 

的提高 ，越来越认识到农林保护 的重要性 。在 关系着我国林 

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关系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由此 

就要求相关部门能够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原 有的基 础 

上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将其落实到农林保护的各个环 

节，在确保农林保护质量的同时，还能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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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开 展 。 

3．2 规范“四荒”使用权 出让与治理开发行为 

“四荒 ”出让 前要严格界定权属 ，划清 界限 。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成立由村组干部、群众代表组成的“四荒”出让领导 

小组 ，具体负责“四荒”出让工作，拟定“四荒”使用权出让方 

案，明确出让范围、出让期限、出让方式和出让程序，评估作 

价标 准及治理 开发 的内容和要求。“四荒”使 用权 出让 工作 

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四荒”使用权出让 

方案必须广泛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意见 ，必须经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3．3 明确落 实“四荒”使用权出让与治理开发的有关规定 

“四荒”的治理坚持谁投资、谁治理 、谁开发 、谁受益的 

原则，“四荒”资源使用权受让者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 

规、政策、符合水土保持总体规划和“四荒”使用权出让合 

同条款的前提下 ，应当享有“四荒”治理及资源开发的自主 

权，国家保护其合法经营获得的经济利益，在合同规定的 

有效期内，新增土地所有权归原权属单位 ，但是其使用权 

归使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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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美好景观。 

5 参考文献 

【l】王涛 ，陈广庭，钱正安 ，等．中国北方沙尘暴现状及对策【J1．中国科学 

院院刊，2001，(5)：343—348． 

[2]李一功．经过全面防治和综合治理 ，沙尘暴是可以基本消除的【N】．中 

国绿色时报．2001—12—10． 

[3J李栋梁，王涛，钟海玲．中国北方沙尘暴气候成因及未来趋势预测[J】． 

中国沙漠 ，2004，24(3)：376—37 

308 

[4】魏文寿，高卫东，史玉光，等．新疆地区气候与环境变化对沙尘暴的影 

响研究[J]．干旱区地理 ，2004，27(2)：137—141． 

【5]王涛．我国沙漠化研究的若干问题——2．沙漠化的研究内容【J]．中国 

沙漠，2003，23(5)：477-482． 

f6】陈洪武，王旭 ，马禹．塔里木盆地局地和区域性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研 

究『J】．中国沙漠 ，2003，23(5)：533—538． 

【7]戴宏丽，董春燕，游晓勇，等．锡林郭勒盟春季沙尘暴时空分布特征及 

影响因子分析fJ1内 蒙古气象，2011(5)：24—28． 

[8]王海花．沙尘暴细颗粒物的化学成分及其毒理学研究[J】．环境卫生学 

杂志，2011，1(5)：42—4_4．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