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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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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沙尘暴的产生条件、历史现状、形成原因、危害与益处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提出在防治沙尘暴工作中

应当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确定防沙治沙的林业工程，并综合实施生态移民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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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沙尘暴基本概况

1．1基本概念

当前，风沙天气的分类方式有多种，主流分类方

式认为：风沙天气分为浮尘、扬沙和沙尘暴3种天气

现象。

1．1．1浮尘是指在无风或风力较小的情况下，尘

土、细沙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lOkm的天气现象。

1．1．2扬沙是由大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能

见度降到1～lOkm，尘土和细砂在空中分布较均匀

的天气现象。

1．1．3 沙尘暴是强风将大量沙尘吹到空中，使空

气能见度不足lkm，其范围通常要比扬沙大得多的

天气现象，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

1．2 产生条件

沙尘暴产生的基本条件有2个：一是风，风是沙

尘暴的原始动力。二是沙尘源，沙尘源是沙尘暴的

物质供应者。风和沙尘源是沙尘暴形成必须具备的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1．3 历史和现状

据不完全记载，我国西北部地区从公元前3世

纪到1949年，共发生有记载的强沙尘暴70次，平均

31年发生一次。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5

次，60年代发生8次，70年代发生13次，80年代发

生14次，90年代至今发生20多次。

2 沙尘暴爆发频率增大的原因

对于近期导致沙尘暴爆发频率不断增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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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以下几种观点：①沙尘暴爆发周期的缩短主

要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周期性导致的，与生态环境好

坏关系不大；②沙尘暴爆发周期的缩短主要是由于

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的，并非全球气候的周期性变

化所致。③沙尘暴爆发周期的缩短是气候变化的周

期性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综合作用导致的。

沙尘暴的频发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

的。一方面，从公元前3世纪至今几千年的历史记

载来看，沙尘暴仅在近几十年爆发频率增大，而这几

千年里气候发生过多次不同程度的周期性变化，两

者并不同步；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紧密相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气候的变化，大

范围、甚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退化足以对全球气候

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变动，这种变化的后果又会通过

气候的变化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导致生态环境的进

一步恶化。

3 沙尘暴两面观

3．1 沙尘暴的危害

沙尘暴的危害一是大风，二是沙尘。其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风蚀土壤，破坏植被，掩埋

农田，加速沙漠化进程；②污染空气、环境；③影响和

阻碍交通；④危害人身健康；⑤影响和损毁仪器设

备；⑥影响天气和气候变化等。

3．2 沙尘暴的益处

透过沙尘暴的危害仍能看到沙尘暴有益的一

面。沙尘暴作为全球生态系统营养运动的一种形

式，它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一是沙

尘暴是营养成分的洲际传播者。沙尘暴的洲际运动

把富含生物生长的多种营养成分播散开去。亚洲的

沙尘暴每年把上千万吨的沙尘微粒从中国西北部和

蒙古国等干旱地区携出，撒落到广阔的太平洋上，给

大洋中的生物带来一场营养丰富的盛餐。这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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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大洋上因火山活动形成的无泥土的岛屿带来植

物种子和生机。二是沙尘暴是抗击全球变暖的幕后

英雄。沙尘暴通过为海洋浮游生物提供营养的形

式，促进海洋浮游生物吸收二氧化碳，抵抗全球温室

效应。三是沙尘暴是大自然减缓酸雨的有效方法。

沙尘暴能大量的增加大气中的碱性沙尘，而大气中

的碱性沙尘又能有效地中和酸雨。

4 沙尘暴防治的几点思考

4．1尊重自然规律，加大生态移民力度

按照地理学的自然带和地域分异规律，处在什

么自然带上，有什么样的气候，就只能生长什么样的

植被，这是大自然千百万年的选择。一切防沙治沙

和沙尘暴的防治工程都必须尊重自然的选择，按自

然规律办事。从大兴安岭南端到青海湟水谷地，分

布着一条长愈2 000多km，宽200～300 km，年均降

水量在400 lllln以下的狭长地带，自古以来这就是

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带是由有森林

的草原向典型草原的过渡带，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加

大，大量的草原被开垦，农区向牧区推迸，过度放牧

等，导致这一地带已经北移了200～300 km，西进了

近1 000 km。目前这一地带恰恰是我国沙尘源地主

要分布区域。所以，当前防沙治沙和沙尘暴防治工

程应把生态移民放到首要位置，减少人类活动和人

为破坏。

4．2科学地确定防沙治沙的林业工程

根据自然规律，在年均降水量低于400 mill的

地区自然分布的植被应当是稀树草原(有森林的草

原)和草原(典型的草原)植被。这一地区降水量

少，蒸腾量大，在这一地区大量种植高大乔木纯林，

一是造林成本极大，且成活率、保存率低下，造成经

济的巨大浪费；二是乔木的蒸腾作用远大于灌木和

草，大量种植高大乔木纯林会增加该地区的蒸腾作

用，加大地下水分的散失，加速地下水位下降。进一

步加速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在年均降水量低于
400 mrn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应以封育和营造灌草结

合型林分为主，辅以适当的乔木林，不宜大量营造乔

木纯林。

4．3改善和治理环境污染是根本途径

沙尘暴的出现，特别是爆发频率的不断增大，是

天灾还是人祸，我们用一组数字来分析。

@199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395．3亿t，排放

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 090万t，全国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8．0亿t，工业烟尘排放量l 670万t。

(不完全统计)

@20多年前，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耗量仅为242

kg，到1996年我国便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耗国，

2004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全年消

耗达3亿t左右。

③目前我国年汽车生产量为400余万辆，为全

球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全国汽车总拥有量达几千万

辆。

④2000年，全国总用水(淡水)量5 591亿m3，

人均综合用水量430 m3，水资源消耗总量3 012亿

nrl3，废水排放量620亿t。

综上可见，我们对大自然的索取量和污染量是

十分巨大的，而且仍呈现出高速的增长势头，如果对

自然资源的过量索取和严重污染不能有效地解决，

防沙治沙工程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工程成效和可持

续发展也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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