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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地区4类大风气候灾害特征分析

韩国荣1． 曹艳芳2
y

张少文·

(1．赤峰市气象局，内蒙古赤峰024000；2．内蒙古气象台，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摘要：应用1959—2009年赤峰地区14个气象观测站资料。分析了4类大风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和造成的灾害特征。分析表明，大风出

现日数空间分布特征呈从北向南减少趋势。近50年来全市各地的大风天气次数年代际变化特点均呈现减少趋势。风速越大造成的灾害

也越大。沙尘暴中心在鸟丹站，平均每年出现6．4次，其它依次是天山、新惠、大板、宝国吐、赤峰等。最少是富河。沙尘暴从20世纪60年

代至20世纪末呈下降趋势。21世纪开始又呈现上升趋势。沙尘暴主要出现在春季．日变化特点是多发生在一天的10：00。15：00时这个时

段内。占总数的44％。暴风雪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年代际变化呈减少的趋势．但造成的灾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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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灾是赤峰市春、冬季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因赤峰市所在

的东亚中纬度地区是极锋活跃的地带．冬季．赤峰市是地面蒙古

冷高压和西伯利亚强冷空气东移南下的必经之地；春季。这一带

又是蒙古气旋频繁活动的地区．寒潮、强冷空气爆发和蒙古气旋

活动。常给赤峰市带来大风和沙尘暴天气。沙尘暴是发生在干

旱、半干旱、沙漠及其邻近地区的强烈的沙尘天气。由于我市位

于浑善达克沙地下游和科尔沁沙地，干燥少雨。植被稀疏，地表

裸露，一遇大风会造成扬沙、沙尘暴等天气现象。入夏后，随着雨

水的增多和植被的生长。起沙受到抑制。所以，夏秋季节便很少

有沙尘天气发生。在冬季，因大地封冻．也不易发生强沙尘暴。风

灾除沙尘暴灾害之外．如一年四季均有发生的6级及以上大风

天气、冬半年的白毛风、夏半年的龙卷风、雷暴大风等也常给本

区造成严重灾害。文章主要对我市4种频发和致灾严重的风灾

类型、形成条件、时空分布特征和灾害特征进行分析。

1大风灾害

1．1大风标准

我国天气预报业务规定。蒲福风级6级(平均风速为10．8～

13．8m／s)及以上或瞬时风速达到17m／s及以上的风．称为大风。

1．2大风次数

根据资料统计．从区域上来看．大风出现日数从北向南呈减

少趋势。经棚、大板、富河出现大风频次最多，为每年40～51次：

其次是林西、林东、乌丹、新惠和宝国吐站，为每年25～40次：天

山、赤峰及以南地区最少．为每年10。25次。极大风速中心位于

北部地区林西和经棚站。极大风速均超过28m／s。

1．3大风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近50年来全市各地的大风天气次数均呈现减少趋势．从

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lO年。大风频次减少了一半。大风

的年代际变化特征是年变率很大．说明我市每年的大风天气次

数非常不稳定。大风的月际分布特征是全市各地大风发生频次

最多的月份和季节是一致的．大风发生频次最多的月份是4月

(9．5次，月)，最少的是8月(O．7次，月)，最多的季节是春季(22．6

次，季)，最少的是秋季(4．5次，季)。大风具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

一般来说，大风主要出现在白天，尤以11：00～18：00时为最多．其

最大值出现在15：00时左右。

收稿日期：2013—06—24

1．4大风灾害的主要影响

大风的危害．主要是其本身很强的动量给环境造成的机械

损伤和破坏，如毁屋拔树、折技损叶、落花落果、沙化土地等，而

且大风的吹起物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破坏．如

砸伤人畜、沙埋良田等。其次是加重其它气象灾害，大风时形成

的高速气流可加快对环境介质的传输。例如加大热量传输。造成

人畜体热的迅速耗损，在冬季可加重严寒程度。冻死冻伤人畜：

或者加大水分蒸发，加重干旱危害等。所以。风灾的危害程度，首

先决定于风速的大小，风速越大，造成的灾害也越大。其次决定

于环境条件和受体的承灾能力。如1994年8月10日．翁牛特旗

山嘴子乡遭受严重风灾。受灾农田920hmz。大面积玉米被刮倒

刮断。绝收412hmz。9月4日，翁牛特旗五分地等5个乡遭受风

灾，最大风力达7．8级，受灾农田9330hm2，重灾64()0hm2，经济

损失1021万元(摘自中国气象大典一内蒙古卷．以下涉及的灾害

个例同此)。

2沙尘暴灾害

2．1 沙尘暴标准

沙尘暴是指强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

小于lkm的天气现象。在气象上．根据被大风吹起的沙尘对能

见度的影响．将其分为扬沙天气和沙尘暴天气．凡是风沙造成能

见度小于lkm的叫沙尘暴。能见度在1。10km的叫扬沙。沙尘暴

是大风灾害的一种表现形式。沙尘暴即群众所说的“黄毛风”或

“大黄风”，“沙尘暴”、“大黄风”的称谓已表明了这种风所造成的

沙尘弥漫、黄土飞扬的特点。

2．2 区域分布

根据资料统计，从区域上来看。沙尘暴中心在乌丹站．平均

每年出现6．4次，最多的年份是1963年。出现39次：其它依次

是天山、新惠、大板、宝国吐、赤峰等．最少是富河．平均每年只出

现0．3次。

2．3 沙尘暴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图1表明。沙尘暴的发生频次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

末呈下降趋势，21世纪开始又呈现上升趋势。其中60年代最

多，90年代最少。以乌丹为例，60年代平均每年20．4次：70年代

平均每年发生4．8次；80年代平均每年发生1．5次：90年代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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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发生0．4次；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1．2次。从全市平均状况

看，60年代平均每年6．4次；70年代平均每年发生2．7次；80年

代平均每年发生1．4次；90年代平均每年发生0．4次；近10年

平均每年发生l-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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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9—2009年三个站沙尘暴日数演变曲线

沙尘暴的年际变率很大，最多的年份10多次．最少的年份

没有．说明我市每年的沙尘暴天气次数非常不稳定。

一年当中，沙尘暴出现最多的是4月份，占全年的33％，其

次是3月和5月，分别为24％和20％；出现最少的是8月份和9

月份．不到全年的0．1％。沙尘暴出现最多的季节是春季(3—5

月)，其次是冬季、夏季，最少是秋季。图2是三个代表站各月的

具体分布情况．趋势与上面分析一致。春季是其它三个季节总和

的3倍．占全年的77％。

1 = j ● ’ · ■ ， 1口 11 l=

圈2三个代表站1959—2009年沙尘暴日数的逐月百分率

沙尘暴H变化特点是多发生在一天的10：00。15：00时这个

时段内。占总数的44％；其次是8：00．10：00时和15：00．20：00

时：最少的时段是20：00。8：00时。

2．4 沙尘暴的影响范围

沙尘暴的影响范围是指一次沙尘暴过程出现的站数。赤峰

市沙尘暴以影响l。2个站的沙尘暴为主，占87．4％；影响3个站

的占6．2％．影响4．6个站的占4．7％．影响6个站以上的占

1．6％。如果按以影响全市的1／3个站计为一次全市性沙尘暴过

程．否则计为一次局部沙尘暴过程，那么全市性沙尘暴占6．3％，

局部沙尘暴占93．7％，可见我市沙尘暴还是以局部沙尘暴为主。

全市性沙尘暴出现的时间特点是多出现在3—5月份。

影响范围最大的是1966年2月2 H、1971年的3月28 H

和1973年的3月23日的沙尘暴．全市12个站均出现沙尘暴。

最强的过程是在1966年的4月15—16 H．全市有7个站出现沙

尘暴，持续25～30h，能见度在500m以下，最小能见度0m，最大

风速20。24m／s．瞬时最大风速30m／s。其次是1971年3月28—

29日．全市有12个站出现沙尘暴．持续时间长达30h，最大风速

16～20m／s。瞬时极大风速31m／s。能见度普遍在1000m以下，最

小0m．

2．5 沙尘暴灾害的主要影响

沙尘暴天气使空气浑浊，能见度下降，风吹起沙子漫天飞舞，

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及交通安全．特别是强沙尘暴是一种危害

极大的灾害性天气。其形成之后．由强风挟卷大量砂粒往往形成

直立翻滚的沙尘壁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向前移动。其成灾的作用

方式有沙埋、风蚀沙割、狂风袭击、降温霜冻等。造成的灾害包括：

埋压农田、村庄、工厂、铁路、公路、水源等形成沙瓣、沙堆和沙丘；

其强风有时拔树毁屋、刮翻火车、破坏农业设施、甚至造成人畜伤

亡：大风经过干旱地区，将疏松土壤的表土刮去一层，使土壤变贫

瘠，由此衍生出牧场、耕地荒漠化、沙化、沙漠化、水土流失、气候

系统失衡等等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问题．其危害之大是万万不可

低估的，由其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也是全球性的：沙尘暴还造成

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而可吸入细粒子，更直接危害人体健康；沙

尘暴还影响太阳和长波辐射．影响区域气候．尤其是地气系统的

辐射收支和能量平衡；由于沙尘暴来l临时．能见度很低，严重影响

城市交通．甚至影响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行等。

3暴风雪灾害

3．1暴风雪标准

暴风雪是指大量的雪被强风卷着随风运行．并且不能判定

当时是否有降雪．水平能见度小于lkm的天气现象，是一种伴有

强降雪的风暴天气。发生时，寒风凛冽，道路掩埋，形成灾害。

3．2分布区域

统计结果表明，暴风雪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以宝国吐最

多，38年出现33次，约一年多出现一次，其次是新惠、经棚、浩

尔吐，为ll～13次，其它站都很少，为0～5次，其中赤峰市和八

里罕38年间就没出现过。

3．3年代际变化

年代际变化呈减少的趋势．这可能与大风呈减少的趋势有

关。年际变化大．1972年最多为14站次，最少年份0站次，平均

年出现2．4站次。

逐月分布以3月最多。其次是1月、2月、12月和11月，最

少是4月和10月。

造成灾害的白毛风概率很小．每年不到1次。另外，其发生

有明显的日变化，白天发生的频率高。夜间发生的频率低。从8：

00时以后发生频率明显增高．12：00～15：00时发生频率达到最

高。随后开始下降，22：00时至次日2：00时发生频率降到最低，

这一日变化规律可能与地面大风的H变化有关。

3．4暴风雪灾害的主要影响

暴风雪(俗称白毛风)是我市特别是草原牧区的一种危害严

重的气象灾害。这种灾害发生时，狂风裹挟着暴雪，呼呼作响，刮

得天昏地暗．能见度极差，同时气温陡降。其天气的猛烈程度远远

超过通常的大风寒潮和大雪寒潮．风力一般为7—8级，降雪量≥

8mm，降温≥10℃。出牧在外的人和家畜遇到这种天气，睁不开

眼，辨不清方向。牲畜因受惊吓收拢不住．使放牧的畜群辨不清方

向而顺风奔跑，有的掉进井、坑、湖泊、水泡和雪洼中造成死亡，以

至常常发生人畜摔伤、冻伤、冻死等事故，造成严重损失。

大风、暴雪、强降温联合肆虐是暴风雪灾严重的主要原因。

在风雪中．人和家畜的体热会大量地迅速损耗。当草场被积雪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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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后．母畜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中采食不足。牲畜膘情下降，造成

泌乳量减少．使新生幼畜发育不良，导致母幼畜死亡率剧增。在

暴风雪过程中．大风还常把地势高处和迎风处的雪吹到地势低

处和背风处．造成较深的积雪。史志上所记载的一些雪深逾丈，

甚至雪深数丈的大雪，恐怕多数是暴风雪所致。

4龙卷风灾害

龙卷风是一种很特殊的强风暴．其实它是一些尺度很小的、

高速旋转的强涡旋。观测表明，龙卷风涡旋的中心气压很低，存

在着很强的水平气压梯度．从而导致很强的风速．最大风速可达

100m／s以上。

龙卷风只要出现了风速超过8级以上的大风．都会对环境

和生态造成一定的灾害和破坏。主要出现在夏半年。它们常常同

时伴有强风和强降水．形成暴风骤雨。造成作物倒伏、授粉不良、

落花、落果、落粒及建筑物被毁等灾害。龙卷风的出现与大气中

极强的对流不稳定有关。是强对流天气的产物。龙卷风通常与气

旋、锋面活动及强雷暴活动相伴，虽然出现几率极少，但造成灾

害严重。例如：1985年6月27日15：00时许。赤峰市翁牛特旗出

现龙卷风．在第一接地点，直径30cm、高10m的大树被拔起，屋

顶用水泥黏合重6妇的砖被刮出40m远，十几间房屋被揭走，

烟囱被刮倒；第二接地点旗杆甸子．刮倒房屋47间，水泥电杆

17根，30KVA的变压器腾空而起被毁，伤11人，经济损失5万

元。1989年7月15日喀喇沁旗出现了龙卷风，刮倒树木700多

棵．高压电杆27根，并有60hm2农田受灾绝产。1998年9月3

日．敖汉旗高家窝铺乡遭受龙卷风袭击，4人死亡，16入受伤。

5小结

综上所述，风灾是我市频发的气象灾害种类之一，其灾害程

度和造成的次生灾害都很严重。了解各类风灾发生的时空分布

规律和造成灾害的特征．有利于防灾减灾，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

灾害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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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思想认识层面有偏差

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是改造中低产田的思想障碍，

是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没有建立耕地质量评价和补偿机制，

农民对自己使用的土地投入相对不足．只注重眼前既得利

益。没有长远打算．土壤肥力在逐年下降。二是受资金、机械

等多方面的影响，投入不足，造成改造中低产田缓慢。希望建

立耕地质量评价和补偿机制。对农民的耕地等级有提高的，

给予奖励。

2．3缺乏合理规划

目前，农户自发的小面积中低产田改造无章法．局限性大。

国家投入又相对较少．从而造成规戈!j不合理．甚至没有科学规

划。如一些地区进行盐碱地改造的客土培肥工程，没有进行田、

林、路、渠的规划、设计和预算，而这些地块多为低洼盐碱地，近

几年连续干旱，地下水位下降根本不考虑排水问题，一旦降雨量

恢复正常年份。极有可能出现地下水位上升，形成内涝，排水问

题则无法解决，使改造工程前功尽弃。

2．4技术含量低

目前的几种中低产田改造模式仍以传统技术为主流．技术

单一．缺乏现代科技成果应用。

3对策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是进行中低产田改造的关键。建议国家

给予专项建设资金予以支持．特别是节水灌溉、秸秆还田方面。

制定中低产田改造的规划设计、改造规模和质量检查的长

效工作机制。特别是国家扶持资金的投入机制。根据不同中低产

田类型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

农田基本建设不搞好，改造低产田就无从谈起。一是要完善配套

设施。把年久失修的水利设施修复起来、完善起来。土地要平整。

灌渠要防渗，排渠要畅通。路、桥、涵、闸要配套。二是要平整土

地。土地平整是提高土地产出的基本条件，虽然年年平，但很多

农田还是达不到要求。所以。还必须下大力平整土地。在农田基

本建设工程实施中，个人能搞的由农户搞．个人力不能及的可以

联户搞、集体搞。

调动农民“养地”的积极性．制定积造农肥及合理施用化肥

奖励政策，对于地力有所增加的农户实行奖励政策。目前，培肥

地力、控制地力下降的重点应放在增施农肥上，如开辟沤肥坑、

堆肥场，让农肥有个存放地方。调动农民积肥、送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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