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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外重大沙尘暴的成因、造成的灾害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沙尘暴对策

今年我国西北、华北地区连续发生12次沙尘暴天气，狂风

挟浮尘，铺天盖地，呼啸而来，涉及北京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面积接近1／4国土。引起上至总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广泛地关

注。朱镕基总理受江总书记委托赴实地考察，国家拨巨款，下大

力气防治沙漠化、沙尘暴。

1 沙尘暴及其形成条件

沙尘暴是指强风从地面卷起大量沙尘，使空气浑浊、水平

能见度小于1000一够舔萋i霆一百萎叁赢薹些制鎏穗臻币谳

誉鎏一!蠢簿揣样幽阿婺攀蔷黧驷些懿本一致，可我们收集到

的用来划分风向、风速、稳定度联合

频率的气象参数是气象站在 10m高度处的观测结果，而大、中

型火电厂的烟囱均为高架点源，且具有强抬升，如笔者参加的

某电厂2×300MW机组扩建工程烟囱高度为210m，加上抬升

后。烟流将在500m高空输送，加之许多电厂建在山区，这种山

区风随高度的变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高度，下面主要是地形

风，上面是梯度风。在转变 高度上，风向或风速或者两者都发生

明显的改变，因而不能用地面风向、风速简单地推算各高度层

的风速、风向，更不能直接用气象台站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统计

划分后用来预测电厂高烟囱对地面的长期平均浓度贡献，既使

烟囱高度处的风速可用风速廓线指数计算得到，但风向还必须

由现场气象观测来确定。现场气象观测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

有一些缺陷和应当注意的问题，首先是所取得的资料对实际的

大气以及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代表性；其次要花费许多人力物

力，而且由于缺少长时间的 观测记录，使分析结果受到限制。由

此可见，计算大中型电厂高架源的长期平均浓度，存在许多问

题，导致最终结果令人难以 置信。

2．4 烟气出口温度Ts的确定

烟气出口温度顾名思义是指烟囱出口处的烟气温度，它是

确定烟气抬升高度的重要参数。一般设计中提供的烟气排放温

度系指烟气经过除尘器后引 风机出口处的温度，如果烟囱高度

较低，则两者的差值不大。 但对于高架点源，如烟囱高度为

210m时，烟气从引风机出口到烟囱出口要经过烟道和烟囱>

200m的距离。在这段距离 内烟气可自然降温15℃以上，若烟

气温度介于100℃～200℃之间，烟囱出口处风速为4m／s条件

下，烟气温度每降低1℃， 抬升高度就会降低1．5m左右，这样

将影响最大落地浓度及出现的距离以及其他浓度的预测结果，

导致最大落地距离增大，最 大落地浓度偏低等。

2．5 冷却水塔的噪声

在进行火电厂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时，人们总是重视汽轮

机、 发电机、鼓风机和锅炉排气口等一些高噪声设备对环境造

成的 影响，而冷却水塔的噪声易被忽视，因为冷却水塔产生的

噪声是连续稳态的，且声级值不太高，在听觉上不象高噪声设

簸测与评价

备那样扰人，但由于水的落差较高，水塔的形状造成的声音的

混响不容忽视。例如在距某电厂冷却水塔100m处夜间测得的

噪声值为54dB(A)，超过了GB3096—9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 中Ⅱ类标准(夜间50dB(A))的限值，所以当电厂距居民区

较近 或附近居民区处于主导风向下风侧时，就应对冷却水塔的

噪声 进行控制，由于这类噪声源无法从声源上根治，这时我们

就要考虑在水塔与居民区间或垂直于主导风向处种植高大茂

密的树种，这样就可以起到屏障作用，不仅可隔声降噪，还可以

吸尘 降尘，绿化美化环境。

3 评价中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3． 1 粉煤灰的处置、利用问题

粉煤灰综合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部门和

行业 ，需要广泛的配合和协作。出灰、供灰和用灰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 ，为使综合利用发挥更大的作用，供灰和用灰工程搞好统

筹协 调、综合配套。对电力行业来说，采取有利措施严格按规定

做到 “三同时”实现干湿分排、粗细分排和灰渣分排，把出灰运

行、 灰场管理、综合利用结合起来。同时，还要依靠科技进步，加

强企 业管理，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断扩大用灰量。

3． 2 火电厂非正常工况下的烟气排放问题

电厂锅炉在投入运行或每年1次的检修后，通过燃烧重油

点火 启动，当系统负荷达到50％～60％时，油箱撤掉，改用燃

煤， 电除尘器开始起动。某电厂2×300Mw机组设计启动燃油

量为 18t／h，从点火到电除尘器能运行需持续一段时间，尤其

当机组试运行到正常生产状态的时间一般少则8个月，多则1

  万方数据



Ecology and Natllral Protection

27．3％，超过了耕地面积的总和，并仍在以每年2460km2速度

增加，我国已属于世界上沙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近半个世纪，

我国西部地区沙尘暴逐年增加，其中，1993年5月5日新疆东

部、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中北部受到的沙尘暴

袭击是1927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过境时形

似原子弹爆炸后的磨菇状烟云，宁夏中卫市风速达12级，能见

度降至零。这次沙尘暴造成380人死亡、2“人受伤、31人失

踪、12万头(只)牲畜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60亩，直接经

济损失约7．25亿元。至于沙尘暴造成的土地退化等生态和社

会影响则难以评估。

上述中外重大沙尘暴实例表明，人类活动不但影响环境变

化而且会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我们要牢记这

些惨痛教训，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而不

让自然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据统计我国西部地区沙尘暴天气有明显加重趋势，10个

世纪以前平均100年出现一次，50一60年代只出现5～8次，

进入90年代后发展到1年1次以上，达到21次。北京近期多

次出现罕见的沙尘暴天气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未来几十年，

在全球气候变暖及我国西部地区地表植被状况没有根本好转

的情况下，沙尘暴灾害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若再逢反厄尔

尼诺现象等引起的强冬季季风年，仍可能出现今年这样甚至更

严重的沙尘暴天气，防治沙漠化刻不容缓。

3对策与建议

防治沙漠化、沙尘暴是一项基础性建设任务，因此建议要

长期坚持不懈。既要有阶段性攻坚目标，更要有长期持久的奋

斗目标；既要有重点突破的具体任务，也要有全面推进的总体

规划。

沙源是沙尘暴的物质基础，防治沙尘暴可着眼于遏制沙

源，从改造生态环境人手，在保护好沙漠地区现有植被的同时，

大面积恢复自然植被。在沙漠的周围地区人工种树、种草，绿化

荒漠，措施承包落实到户；加大奖惩力度，严禁超载放牧；抓紧

落实退耕还林、还草和以粮代赈政策；封山、封荒、加速自然地

表植被覆盖，以固结泥沙；对沙化的土地应因地制宜，宜乔则

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建设乔、灌、草相结合的防风固沙体

系；在沙漠的边缘地带，加速构筑京津绿色生态屏障，阻挡沙尘

侵入京津地区。本项对策不但会遏制沙源，还会增加地面的粗

糙度．可削弱大风的风速，遏制沙尘暴的启动力。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应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

置。防治沙漠化、沙尘暴应重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有机结合；建议防沙治沙与产业开发相结合，与农牧民脱贫

娥懋蚜嬲然像炉

致富相结合。

防治沙漠化、沙尘暴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到气象、环境、草

原、生态、林业、水利等方方面面。各有关部门应相互合作，携手

共同攻坚。

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沙尘暴的研究。沙尘暴是我国北方一种

重大的灾害天气，但过去重视不足，研究不够深入，应大力开展

对沙尘暴分布、形成、机制、监测、预报及防御技术的研究；开展

气候变化对沙尘暴演进的影响等研究，为科学防治决策提供依

据。

建议建立和完善包括地面观测、高空观测、天气雷达观测、

气象卫星观测、全天候通讯网，沙尘暴预报等沙尘暴天气的动

态监测、预报系统。并及时发布沙尘暴信息，以利各有关方面提

前安排好生产、交通及群众生活，尽可能将沙尘暴灾害的损失

降低到最小程度。

建议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手段合理开发利用空中水资源。调

节和增加大气降水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部沙漠、半沙漠地

区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不足，有效地阻止沙漠化的扩展，促进

生态环境的改善。

建议大力加强对防治沙漠化、沙尘暴的宣传，充分调动各

方面的积极性，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沙

漠化扩展的势头，治服沙尘暴，以保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及

社会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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