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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尘暴看西部大开发中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陈志清,/朱震达"

*,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4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兰州 -3####.

摘要!沙尘暴是我国北方经常发生的灾害性天气/且近年来发生频率增加/尤其是今年春

季沙尘暴次数多5强度大/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0沙尘暴的发生需要大风5裸露的沙

土质地表及不稳定的气流三者结合/但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造成荒漠化的发展也

是沙尘暴加剧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

设/保持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0
关 键 词!沙尘暴&荒漠化&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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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沙尘暴是我国北方春季多发的一种灾害性天气0按气象学中规定/凡水平方向能见度

大于 ,###8的风沙现象为扬沙天气/水平方向能见度小于 ,###8的风沙现象为沙尘暴

天气/如果能见度进一步减小至 2#8/称为特强沙尘暴0特强沙尘暴有时可使地面的水平

能见度低于 ,#8/俗称黑风0
近 "#余年来/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加快了资源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对

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0过度的农垦及超载放牧使土地沙化/荒漠化发展/生态环境恶化/沙

尘暴发生的频率也愈来愈高0有关统计资料显示9,:/不同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的次数

为!2#年代 2次/1#年代 %次/-#年代 ,3次/%#年代 ,+次/’#年代 "3次/特别是今年

春季/沙尘暴发生的范围广5次数多5强度大/为历年所罕见/这一次又一次的沙尘暴既

使我国国民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同时也为我们敲响了生态警钟0

" 沙尘暴及其危害

;4< 西北地区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源地

我国西北地区环境极其脆弱/森林覆盖率很低/其中新疆森林覆盖率仅 #4-’=/青海

第 ,’卷第 3期

"###年 ’月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A?BCCDEAB@A?7>FG
HIJK,’/EIK3
CLMNK/"###

万方数据



为 !"#$%&宁夏为 ’"$(%&甘肃为 ("##%&西藏为 $")(%*+,-由于森林植被稀少&荒漠化

发展&因此西北地区也是我国沙尘暴的多发地区及主要源地-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我国西

北地区有 #个沙尘暴高频多发中心&它们既是沙尘暴灾害的重灾区&也是造成其他地区沙

尘暴的主要源区*#,-
位于新疆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是我国最西部的沙尘暴高频率多发区-塔里木盆地

中心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包括周围零星的沙漠在内&面积共达

##"./’!(01+&约占全国沙漠的一半&沙漠中流沙面积 +."./’!(01+-塔里木盆地南缘位

于东北风和西北风交汇地带&成为南疆地区沙尘暴高发区&$!年代以来&先后发生过 .次

大的沙尘暴&平均 2年发生一次&灾情都很严重-此外&塔里木盆地北缘也是沙尘暴的一

个高发区&但其频率和强度均较盆地南缘为轻-发生在新疆境内的沙尘暴曾经给人民的生

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 ’3.3年 (月 34’’日的特大沙尘暴&涉及托克逊5吐鲁番5尉犁

等南疆地区&哈密5伊吾等东疆地区以及兰新铁路沿线&造成死亡 +3人&伤 (#人&牲畜

死 亡 +6$.万头 7只8&失踪 ’!(#头 7只8&受灾农田 ($").万亩&损失粮食 )!万 9&饲草

#!2+"$9&损坏房屋 ’())2间&农机具 (3台&刮折树木 $.$)株&电杆 ’(!根&交通及通

讯中断 ’!!多小时&仅兰新线各站直接经济损失达 (+)’"(万元*(&$,-
吐鲁番:哈密盆地经河西走廊至陕北一线是又一个沙尘暴高发地带-吐哈盆地是天山

东部两个较大的毗邻山间盆地&地势地洼5闭塞&盆地内分布大片戈壁5沙漠&气候炎热&
热空气迅速上升&大风频繁-河西走廊为一狭长走廊平原&为北方强冷空气南下的要道&因

走廊地形引起的狭管效应&风力强劲&且周围沙源物质丰富&容易形成沙尘暴-这一沙尘

暴高发地带向东可经宁夏平原直至陕北长城沿线&这些地区由于人类过度垦植&荒漠化发

展&也是沙尘暴的多发区-源于河西走廊的沙尘暴以 ’33#年 $月 $日的特强沙尘暴最为严

重&沙尘暴开始时&在金昌市区&伴随着 ’.1;<以上的西北风&一堵高约 #!!1的风沙壁

向市区推过来&上下翻滚&宛如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状烟云&水平能见度降到 !1&伸手不

见五指-这次特强沙尘暴造成 )$人死亡&#’人失踪&+2(人受伤&农作物受灾 $2!万亩&
死 亡5丢失牲畜 ’+!万头&部分铁路&公路及供电线路中断&经济损失 $"$亿元人民币*2,-

另一个沙尘暴多发区位于内蒙古阿拉善高原5河套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地势开

阔&沙漠5戈壁广布&气候干旱&风力强大&因此沙尘暴频率高5强度大5范围广-如发

生在今年 #月中下旬的沙尘暴就使阿拉善左旗和额济纳旗损失惨重&本来不多的人畜饮水

井 #.2眼被风沙埋没&近千座牲畜棚圈和塑料大棚被破坏&牧民的 )!万 0=饲草被风刮走&
死伤5丢失牲畜 (!!!多头 7只8&有 #$!台风力发电机被严重损坏&有 )万多亩麦田麦种

被吹出&部分地区电力5通讯短时中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 北京地区今年春季的沙尘暴

特大沙尘暴不仅在源地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可以波及很远&造成大范围的

灾害性天气-今年春季&北京频频遭受沙尘暴袭击&从 #月初到 (月下旬&北京就先后遭

受 )次大风扬沙5沙尘暴天气&时间上比去年提前了半个月&强度上也是历年所罕见-这

)次大风扬沙5沙尘暴天气均给北京市的空气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月初的第 ’次沙尘暴

就使北京市 #月 #日空气污染指数达到 $!!&属严重污染-(月 24.日的沙尘暴又使北京

(月 2日 ’#时至 (月 .日 ’+时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 $!!-而强度最大的第 .次大风及沙尘

暴天气使北京 (月 3日5’!日两天空气质量为 $级&且 (月 ’’日以后虽然大风逐渐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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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两!三天的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仍然超标"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 #$$以上%&月 ’(
日"北京又遭到第 )次沙尘暴袭击"空气污染指数再度达到 *$$%沙尘暴天气不仅严重影响

人们的生存环境"期间北京!天津甚至南京各医院呼吸道疾病及眼科患者明显增加"而且

给交通!电讯及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据有关方面消息"&月 (日的大风使首都机场取

消!延误航班 +,个"当天滞留旅客 +$$$多人%&月 ,日沙尘暴天气又使首都机场 #($多

个航班被延误%沙尘暴天气还使京城的绝大部分建筑工地数次停工"效区的瓜菜大面积受

灾%据北京日报报道"仅顺义区部分乡镇就因为 &月 (日的沙尘暴使 )$$$余亩地块绝收"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 沙尘暴发生的主要条件

沙尘暴的发生"一是大风"二是疏松裸露的沙土质地表"三是不稳定的气流"三者结

合才能造成沙尘暴%强风是沙尘暴的动力"裸露的沙土物质是沙尘暴的物质基础"而不稳

定的气流使沙尘暴吹扬更高"影响范围更广%
我国西北及北方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气候干燥"年降

水量 *$-&*$.."除个别山地有森林分布外"大部分地区植被覆盖度在 +*/以下"特别是

沙漠化土地和流动沙丘分布地区具有丰富的沙源"且风季平均风速 &-(.01"年起风日数

为 ’$$-+$$天")级以上大风日数 ’$-)$天"这是造成风沙环境的基本条件%有关风洞实

验 表明"不同地表的沙尘颗粒"需不同风速方能吹动%冲积沙土和流动沙丘起动风速为

+2).01"流动沙丘当风速为 *.01时起沙"半固定沙地 3-#$.01"沙砾戈壁 ##-#3.01
才能起沙起尘%当风速达+$.01时"地面粗砂可达到地面以上数厘米高度"细砂可达’2$.
高度"粉砂可带到#2*4.以上高度"粉粒悬浮于整个对流层可搬运到#2’4.536%当然"沙

尘暴的形成还需要局部不稳定的大气条件"才能起到沙尘暴形成的触发作用%如根据 #,,+
年 *月 *日的沙尘暴分析"当时由于大风作用"近地面层扬起大量沙尘"太阳幅射被沙尘

遮挡和吸收而大大减弱"净幅射的减少使地面剧烈降温"冷锋后的剧烈降温与锋面前沙漠

的高温形成了很大的温度梯度"加强了大气的斜压力"促使位能释放为动能"其结果使风

力进一步加大"正是这种强大的大气不稳定条件触发了沙尘暴的发生%从沙尘暴发生的时

间看"一般形成于春季的 +-*月"尤其发生在冬春连旱的年份"往往由于冷暖空气的强烈

对流"将地表沙尘卷起高空形成沙尘暴%
自 去年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持续干旱"北京地区去年总降雨量只有 +’*.."是近 #$年

来最少的%今年春天"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及北京地区又降水稀少"表层土壤干燥!疏

松"且从 +月份以来"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气温比常年偏高 ’-+7"部分地区气温偏

高为近 &$年以来罕见%偏高的气温使土壤解冻时间比往年提前"加速了土壤水分的蒸发"
疏松的沙土极易被大风扬起%加上今年是大气环流调整较为强烈的一年"冷空气活动频繁"
大风连续出现"在冷空气到来的同时有温带气旋在内蒙古到东北地区一带强烈发展"导致

风力显著加大"使沙尘暴天气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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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尘暴与荒漠化的关系

虽然沙尘暴的发生主要由于上述 "个原因#但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无疑加剧了沙尘

暴天气的强度和频率$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自 %&年代以来#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人们不

合理的经济活动#使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展#%&年代至 (&年代中期#全国沙质荒漠化土

地每年增加 )%*&+,-#(&年代中期至 .&年代中期年增长率为 -)&&+,-#而 .&年代中期

至/&年代末年增长率达到 -!*&+,-$在增加的沙质荒漠化土地中#过度农垦占 -*0/1#过

度放牧占"&0)1#过度樵采占"-0(1#水资源利用不当与工矿城镇建设及其它占)&0"12.3$
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往往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新疆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洲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公元 !世纪以前#这里土地肥美#河湖交错#塔里

木河水量丰沛#两岸的胡杨林生长茂盛$在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楼兰附近#罗布泊 4东西二

百里#南北宽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5#一片生机盎然$如今的楼兰和罗布泊已被黄沙深埋#
塔里木河的流程也由 %&年代的 )"-)+,缩短到现在不足 )&&&+,#下游的大片胡杨林枯

死#两侧的沙漠则步步进逼2/3$同样的悲剧也出现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这里曾经是英雄的

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浴血东归之后的生息地#曾有过烟波浩渺的居延海及水草丰美的绿洲#但
从 (&’.&年代以来#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当#黑水河的流量不断减少#从 )//"年起#上游

再没有下来一滴水#林木和牧草枯死了#加上不法分子在这里挖掘发菜#药材等#致使这

里的植被每年以 )&多万亩的速度锐减#特别是珍贵的胡杨林每年减少 )0"*万亩#由于土

地严重沙化#风沙不断紧逼#成千上万的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 4生态难民5#如今的

阿拉善已经成为北京沙尘暴的沙源地之一$
近年来沙尘暴的频繁发生与土地沙质荒漠化的发展关系密切$如果以每年沙尘暴日数

超过 -&天作为沙尘暴多发性地区指标的话#则这些地区与中国北方沙质荒漠化土地分布地

区基本吻合#如塔里木盆地南缘沙尘暴日数且末为 -!0%天’民丰 "%0!天’和田 "-0/天’
皮山 "&0!天’麦提盖 -&0-天#河西走廊的民勤 "(0.天#宁夏的盐池 -&0*天#伊克昭盟

的杭锦旗 -(天’乌审旗 -&0/天’阿拉善东部的腰坝 -(0%天’乌达 -%0*天’拐子湖-.0*天#
内蒙古后山及冀北坝上的商都 "&0!天’化德 -)0.天’康保 --0*天’沽源 ")0%天$从沙

尘暴发生的频率看#从 %&年代到 /&年代末#随着土地沙质荒漠化越来越发展#沙尘暴发

生的频率也越来越增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 沙尘暴为我们敲响了生态警钟

607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大自然对待人类总是公平的#如果人类在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对大自然多一

分关注#多一分爱心#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努力促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转

化和发展#大自然也会给人类以丰厚的回报#使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如果人类对大自然

只求无限制索取#破坏了大自然应有的平衡#也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疯狂的报复#无数的事

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位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新疆和田县一直受到流沙的严重侵袭#但由于当地政府重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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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建设!早在 "#$%年!和田就创造了窄林带小网格的绿洲农田林网模式!到 "#&’年

全县实现了农田林网化!建起了绿洲生态农业(和田县的治沙成就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重

视!"#&#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 )环球 *%%佳+(进入 #%年代!和田县加快了巩固老

绿 洲!开发新绿洲的步伐!建起了 $*’,-的葡萄绿色长廊!搬掉沙丘 $&%%个!向沙丘要

绿洲耕地 *$’’.’公顷!为沙漠变绿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0(
内蒙古赤峰市是又一个成功的例子!*%年前!赤峰 &$万公顷农田和 12$万公顷牧场受

风沙严重侵袭!由于赤峰人民 *%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目前森林覆盖率已从 *3增长

到 4".43!粮食总产和牧畜存栏总数均为 *%年前的 "%倍(
然而!从全国总体说来!植树种草的速度还是赶不上乱砍滥伐的速度!生态治理的速

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往往治理仅限于局部典型地区!破坏却是大范围的!就拿超载放牧

和盲目开垦来说!据全国普查结果!目前我国大部分草原牧场的放牧量超过了草场承载能

力!有的地方超载量高达 ’%%3!由于过度放牧!内蒙古大草原牧草的平均高度由 $%年代

的 $%5-!下降到现在的 4*5-!昔日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有些地方成了 )老鼠跑过见脊

梁+/#0(
生态环境的破坏或保护不仅直接影响到荒漠化的发展或逆转!而且和沙尘暴关系密切(

人们注意到!近年来!凡是荒漠化治理得力6生态环境保护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尽管也有

沙尘暴发生!但程度较轻!沙尘暴日数也有所减少!如陕北毛乌素沙地边缘的榆林为 "’.&
天6横山 "1.#天6神木 "%.$天(又如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大青沟外围地区 &%年代中期

以前荒漠化发展严重!其东部潮海庙6老爷庙6其古台等地以流沙为主的沙漠化土地 *%7
$%年代时占该地面积 *&3!到 &%年代初期时增至 $%3!相应地沙尘暴次数和强度也有所

增加(&%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采取停止开垦沙地6造林及植被保护等措施后!到 #%年代后

期!沙漠化土地已减少到只占 4%3!老爷庙以西地段的严重荒漠化土地已全部改造成为樟

子松林及林下草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仅有大风日数!而无沙尘暴发生(民勤的教训则

正好相反!河西走廊的民勤原来是一个风沙严重危害地区!经过治理以后!*%年代末至 2%
年代初期成为防治风沙的先进县(然而由于缺少环境意识!过量开采地下水源!至 $%年代

中期已每年超采地下水 "74亿立方米!致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造成大批植被衰亡!导

致 已被固定的沙丘活化!沙质荒漠化重新发展!沙漠化耕地达 2"’’公顷!沙埋农田 *4%%
公顷!有 ’%余个村庄 &2$公顷耕地被沙埋!沙尘暴频率也高达每年 ’$.&天(
8.9 西部大开发要以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根本点和切入点

中国西部包括陕西6甘肃6青海6宁夏6四川6重庆6云南6贵州6西藏 "%个省市自

治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 *2.&3!人口总数的 4’3(面积占全国

一半以上的西部地区也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到 "##&年底!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只占全国

":$!人均只相当东部地区的 1%3(长期以来!恶劣的生态环境成为影响和制约这一地区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上述正6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努

力促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是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令人欣喜的是!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全党全民都对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月 "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

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要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

容和紧迫任务!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搞好开发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朱钅容基总理指

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西部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另据人民日报 1月 "4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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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今年新开工十大工程的第 !项为"中西部退耕还林 #草$和生态建设种苗工程%今年

起在长江上游及黄河上中游地区等 &’个省区退耕 (&(万亩%安排宜林荒山荒地人工造林种

草)*!万亩+还将按排投资用于水土流失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现

在%中央决心很大%但西部大开发牵涉到千家万户%因此一定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

的生态意识%动员西部地区亿万人民自觉参加植树种草%搞好退耕还林 #草$%保护好生态

环境+还需要根据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制定出相关政策%并且使各项政策明

确,具体%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实施西部大开发还要做到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科

技领先%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相信经过全民的不懈努力%持之以

恒%西部地区在大开发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会得到大改善%沙漠化也一定会受到遏制%沙尘

暴也再难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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