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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陕西省沙尘天气和空气自动站的监测数据，分析沙尘天气对陕西省城市大气环境的整体影响，对比分析不同城市空气质量

受沙尘影响的程度，并以一次强沙尘暴过程为例，探讨影响陕西城市空气质量的范围、程度和过程。结果显示，沙尘天气对陕西城市环

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产生明显影响，同时它是一种跨地区的大范围大气污染现象，会被输送到很远的地方，所影响和污染区域会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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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天气是一种由大风将地面沙尘吹(卷)起、或被高空

气流带到下游地区而造成的一种大气混浊现象。沙尘天气作为

一种灾害性天气不仅对工农业生产产生严重的直接危害，而且

由此形成的沙尘细粒子通过多种途径对环境、生态、气候和人

体健康等多方面造成的滞后、持续、长期的间接危害更加严

重。

陕西每年的沙尘天气主要受到三个沙尘主要源地地区的侵

袭，(1)蒙占国南部，这个地区的荒漠、戈壁以及沙漠地区；

(3)南疆盆地沙漠地区；(2)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的沙漠。

陕西北邻内蒙处于沙尘暴传输路径之上，受西北气流影响，每

年春天上述沙源地出现较强沙尘天气时，陕西各城市环境空气

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均会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急剧下降。根据近几年的沙尘天气监测情况统计，陕西每年

沙尘天气65％以上发生在3～5月份。

1 陕西受沙尘天气影响情况

1．1对自然降尘的影响

发生沙尘天气后沙尘伴随着大风天气，将源地的沙尘物质

扬起，沙尘随上升气流进入高空，在气流的推动下被携带和搬

运到数千公里以外。

根据2011年陕西省各自然降尘点监测结果，各自然降尘

点月自然降尘量最大值95％以上出现在3—5月份，与沙尘天

气发生次数和强度密切相关。从图1可以看出，陕西省2009．

2011年每年3～5月份为月平均自然降尘量全年最高时段，呈

单峰值，与陕西沙尘天气高发时段相吻合。从以上分析可知沙

尘天气是影响我省自然降尘量的重要因素。

图1 20139—2011年陕西省月平均自然降尘量统计结果

1．2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根据201 1年陕西省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出现轻微及

以上污染的天数中，首要污染物95％以上为可吸放颗粒物；

中度及以上污染的天数，80％出现于沙尘天气发生时段，其可

吸入颗粒物最主要来源为沙尘天气。

对2011年沙尘天气发生的主要时段3～5月份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统计结果中，明显受沙尘天气影响造成的各类污染天数

进行整理，详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011年3～5月份陕西

省各地级城市受沙尘天气影响而造成污染的天数以轻微污染为

主，受沙尘影响天数基本上是由北向南依次降低，仅安康市未

出现污染天气，没有受到沙尘天气明显影响。

表1 2011年3—5月份陕西省各城市

明显受沙尘天气影响情况

单位：天

2典型沙尘天气对陕西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分析

2011年4月28日下午～5月3日，新疆、内蒙古中西部、

西北地区中部和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沙尘天气，对陕西产生明

显影响的时段为4月29日～30日，是本年度影响陕西范围最

大、强度最高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2．1本次沙尘天气影响的范围

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4月28日明显受沙尘影响城市仅兰州市出现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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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本次沙尘天气对陕西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陕两省4月29 U叫个沙尘暴监测点均监测到沙巾灭气，

其q_|榆林为强沙巾暴、延安为沙伞暴、铜川为扬沙人‘C、两安

为浮尘灭7i，强度fl}北向南依次减弱，各城fH均Ⅲ脱空7￡质J毗l

超标现象，可吸入颗粒物,J',ft,j-浓度值明显l：升，其m1榆林乖¨延

安夺气质蟥等级达到蕊污染．强沙，|!暴笼掣中的榆林市见劁

3，

图3强沙尘暴笼罩中的榆林市

沙尘前锋4，】29 IJ 8点抵达陕西愉林市，llf吸人颗粒物

浓度JF始急速上Yt，12点达到当日小时最高峰8．214毫兜／m3

(超过国家F1均值：级标准0．15nig／iil253．8倍)；ll点沙个11i『锋

到达延安市，2小时后町吸人颗粒物达到当H小时最离点

3．477n1∥n13(超过崮家Ii均值～：级标准0．15mg／m222．2倍)：锕

川H，吸入颗粒物浓度f{{1】点开始逐步上升，16点达到“j fj小

时最高点0．641[1lg／m、；pli安町吸人颗粒物浓度【}{18点JI：始急

速升高，2小时达到”1 H小时最i岛点0．878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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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四省城I{J环境空7 C质疑t-报统计结果看，4月28 tt，

有3个城市优，7个城市良，未受沙伞天气影响；4月29 U榆

木f仃首先}I{现中度污染，其它城市中2个城市为优，7个城市

为良；而在4』J 30 f1仅钉1个城Iff良，4个城市轻微污染，2

个城市轻度{丐染，3个城市照污染；5』1 1 LI 1个城IⅢ弪微污

染．2个城『仃优，7个城市良。．详见表2i

5 Jj l～2 f1 Jh j：哭l}1、陕南j{{现较大范嘲的降水过程，

卒‘气质llII I"711』．"IJ明显改善．全省各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小时浓度荩

本恢复刮沙7企灭’i发生婀的水甲，陕两令境不再处_f沙尘天，t

笼罩之-h-tr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过程『见|{}I 4，本次沙今天气

影响各城f11窄‘i环境质}遗l～2天。

表2 2011年4月28日～5月1日陕西省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地区萼纛叁嚣甍量考豪旦_磊墨
指数状况指数 状况

陕北芝萎
西安

镶麒

关中宝鸡

威阳

渭南

汉中

陕南商洛

安康

4月30日 5月1日

污染 质量 污染 质量

指数 状况 指数 状况

500 重污染 91 良

499 重污染 108轻微污染

157轻度污染89 良

380 重污染 85 良

130轻微污染60 良

132轻微污染72 良

181轻度污染74 良

112轻微污染40 优

101轻徽污染7l 良

56 良 “ 良

染√r了

秘良

良良良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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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年4月29—30日陕西各沙尘监测点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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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创伤可引起微循环障碍

组织细胞缺氧．代谢紊乱，产生大餐fI鸲'L酸和丙酮酸．加
i：。}子i0【流精减少，代跚产物不能排泄，引起酸巾毒L7圳；若时

问发生过长，血管内皮组织损伤和凝血凶子增多，还可引起血

管内形成弥漫性m臀内凝fIIL(DIC)【7：；而酸中毒又使m巾氧的

解离_|j}：降低，更加重l-fitlY,缺铽情况，所以朋5％碳酸氰钠注

射液以纠ll：酸巾毒”，对改善休克症状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5．4早期给氧可改善组织缺氧和提高血氧饱和度

以及使动物处于合理的体位，可使呼吸通道更畅通；在扩

容、纠正酸t{，毒的基础上，合理使用激素药物，舒血管活性

约．强心等其他辅助药物，对休克症状的缓解也有积极意义。

5．5引起休克的发生发展机制较复杂

时机体各重要脏器损伤较大；在治疗时，不可忽略对原发

病的治疗，根据『11L液学化验结果，我们积极进行抗生素和其他

有效药物的治疗，以控制感染．避免病情的加剧。

5．6金钱豹生性凶猛

虽然此豹病弱，但不麻醉的条件下直接接触输液治疗，仍

存枉较人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采取了对动物进行笼内简单人工

保定，拉出动物尾巴，固定后施行尾侧静脉输液的方法，取得

较好效果，在动物病情转好时，动物挣扎厉害不易静脉给药

时，我们又给予肌肉注射药物，以巩阎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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