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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地区春季沙尘暴的分布特征分析
王 平

(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内蒙古锡林浩特026000)

摘 要：根据锡林郭勒盟地区1981年～2015年春季(3月～5月)的沙尘暴日数资料，分析了锡林

郭勒盟地区沙尘暴日数的空间扣时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锡林郭勒盟沙尘暴天气出现的地理分布特征
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基本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特征。从年际变化趋势曲线可以看出沙尘暴年际变化
呈波动式下降趋势，35年间出现了3个高发期，即2001年、2002年、2006年，从2007年开始总体又呈

递减趋势。从月变化来看，4月份是沙尘暴最频发的月份，5月次之，3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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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是强烈扰动气流将大量的沙尘卷入空

中，能见度<1km的一种天气现象，具有突发性、高
强度的巨大破坏力。锡林郭勒盟境内有浑善达克沙

地和乌珠穆沁沙地，大部地区地表干旱，植被稀少，
锡林郭勒盟同时又是北方冷空气入侵我国的主要路

径，当大风过境时为沙尘暴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条
件Ⅲ。锡林郭勒盟地处中纬度内陆，属中温带干旱、

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受蒙古高气压和季风的影响，形
成了风大、风多、风向稳定的气候特征[2]。

尤其是春季，极地干冷空气侵袭频繁，风速很
大，大风日数较多。沙尘暴是锡林郭勒盟地区经常

出现的自然灾害，是破坏生态环境最严重的自然灾

害之一。笔者利用锡林郭勒盟15个站点1981年～
2015年的历史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目的是为了弄清

锡林郭勒盟地区沙尘暴的分布特征及发展趋势，从
而更好的预报和预防沙尘暴天气。
1所用资料

利用锡林郭勒地区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
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二连浩特、阿巴嘎旗、那仁宝

力格、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朱日和、镶黄旗、正

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15个台站1981
年～2015年的大风和沙尘暴日数观测资料。
2锡林郭勒盟沙尘暴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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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981年～201j年锡林郭勒盟春季沙尘暴发生日数分布

从1981年～2015年锡林郭勒盟春季年平均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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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暴发生日数分布图(图1)可以看出，锡林郭勒盟

沙尘暴天气出现的地理分布特征具有很强的地域差
异，基本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特征。春季年平均沙

尘暴发生日数最多的站点为朱日和，平均沙尘暴发
生日数为198日，最少的站点为乌拉盖，平均沙尘暴

发生日数为32日。沙尘暴日数的地理分布特征与

大风日数的地理分布特征基本一致。
3锡林郭勒盟沙尘暴年代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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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1年～201 5年历年春季各月沙尘暴平均13数的变化

根据锡林郭勒地区沙尘暴1981年～2015年35

年资料统计分析(图2)，20世纪末呈下降趋势，进入
2000年代，由于经历了连续4年(即1999年～2002

年)的严重干旱，全盟又出现了沙尘暴的高发期，全
盟性强沙尘暴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往年，呈现上升

趋势。从沙尘天气过程频数变化趋势曲线可以看出
沙尘暴的变化沙尘暴年际变化呈波动式下降趋势，

35年出现了3个高发期，即2001年、2002年、2006
年，其对应的峰值分别为139日、158日和150日。
从2007年开始总体又呈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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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可以实现互动式知识传播，在这样彼此不

面对面但更加平等的环境中，受众不但可以表达自
己的观点，还可以进行辩论，这解决了长期以来传授

者一味灌输，受众没有反应的尴尬效果，是创新知识
传播的突破，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大家学习的积极

性。微信平台知识传播没有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地听讲和随时随地地提问。微信

平台可以实现在线评价，在自己发问的同时也可以

听取其他受众的问题，以实现到更大的提高。微信
平台的特点使得知识传播的过程互动性更强，更容
易获得受众的认可。

2．4碎片化传播

微信主要是通过手机客户端使用，移动设备的
特点即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这使得用户可以随时

随地通过微信平台学习知识。现代人的学习工作事
务繁忙，集中的大课堂学习或是集中较多时间的自

主学习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而碎片化的学
习更符合他们的学习习惯。微信的碎片化特征主要

表现为收发时间的碎片化和传播内容碎片化。①我
们可以随时随地发送或是接受微信，例如“阳光阅

读”会在指定时间开展语音讲座，随后该平台会将单

句语音整理成完整音频并以消息的形式推送。这样
订阅者就可以随时随地听讲座学习，也可以通过查

看聊天记录听取现场直播。②微信平台传播内容形
式多样，可以是推送的消息，也可以是语音讲座，不

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格式，甚至可以通过图片来代表
某种含义，使得知识传播过程更加能引发受众兴趣。
3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知识传播的优势

在传统的媒体推广时代，知识传播更多是通过

图书、期刊、集中授课，随着社会发展，知识传播途径
逐渐发展到依靠互联网，这些传播方式往往不但需

要受众付出一定成本，而且传播规模具有很大局限
性。快速发展的自媒体时代，微信公众平台在知识
传播过程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微信公众平台的出

现改变了原有的媒介形态，它使得传者和受者之间

的关系转化为单向传播、双向互动、多向分享的模

式。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微信作为一种
知识传播的媒介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接第53页)
4 锡林郭勒盟沙尘暴春季月变化

根据资料分析(图3)，春季(3月～5月)是锡林

郭勒地区沙尘暴最频发的季节，4月最多，平均为22
次，其次5月，平均为13．4次，3月最少，平均为10．

5次。总的来看，4月、5月是锡林郭勒盟沙尘暴最
频发的月份，3月次之。
5 结论

通过对锡林郭勒盟地区15个测站的35年的沙

尘暴日数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锡林郭勒盟沙尘暴

天气出现的地理分布特征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基
本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特征。②从沙尘天气过程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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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知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互动
性更强，形成互动教学、碎片学习过程。传统的知识

传播更多的是“传出”知识，形式生硬，有时无法激起
受众的兴趣，传播者很难了解到接受者是否掌握了
知识。相对于传统的知识传播，微信知识传播反馈

更加迅速直接。
4 结束语

自媒体时代，微信作为自媒体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知识传播中意义重大，微信知识传播实现了双向
传播甚至是多向交互传播；微信红包打赏更增加了

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趣味性，达到真正的寓教于乐，从
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传统课堂转为在线课堂，受众

不需要再受时空限制，符合现在大多数学习者的获
取知识的需求。总之，微信在知识传播上具有很大

的优势，但是利用自媒体进行知识传播还处于发展
阶段，所以还存在问题待解决，受众只有关注了微信

公众号才可以获取该账号提供的知识，所以开通微
信公众号方将面临微信公众号的推广问题，那就将

需要一定得资金支撑；开展微信讲座时需要有基本
的设备，如果连基本设备都无法保证，何谈知识传
播；微信讲座不再是传授者与受众面对面，所以传播

知识效果无法保证。微信知识传播有其独有的优
势，也有必须面对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在机遇与挑战

中寻求长远的发展，让更多的受众通过快捷、方便的
途径获取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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