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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海葵”移动路径实况与临海市气象台各时次的预报
路径对比，由图中可以看出，各时次路径趋势预报与实况基本一
致，48 小时误差 100 公里左右，24 小时误差 50 公里左右，预报
登陆时间与实况也非常接近。

“海葵”登陆时风力预报为沿海海面 10—12 级，台风中心经
过地区可达 11—13 级，内陆地区 9—11 级大风。降水预报为过
程面雨量达 200mm 左右，局部地区如括苍山区、桐峙山区可达
300mm 以上。风雨实况与预报较为接近。

5.结论。根据“海葵”风雨综合影响强度评估，全市影响强度
为 2 级（严重等级）。根据“海葵”无人员死亡，综合评定台风灾害
损失等级为 3 级（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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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近 40 年气候变化与沙尘暴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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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新疆地区是全球四大沙尘暴区之一，属全球现代
沙尘暴的高活动区之一。沙尘暴的危害主要是大风，风蚀土壤，
破坏植被，掩埋农田。另外是沙尘，沙尘污染空气，影响人们的健
康。本文通过对沙尘暴灾害性天气特殊性给人们生存状态带来
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对此应作出怎样的应对、采取什么样的措
施等, 一一做出分析，以供参考。

关健词：沙尘暴 变化趋势 气候变化
一、沙尘暴天气成因。强风是沙尘暴产生的动力，沙、尘源是

沙尘暴物质基础，不稳定的热力条件是利于风力加大、强对流发
展，从而夹带更多的沙尘，并卷扬得更高。除此之外，前期干旱少
雨，天气变暖，气温回升，是沙尘暴形成的特殊的天气气候背景；
地面冷锋前对流单体发展成云团或飑线是有利于沙尘暴发展并
加强的中小尺度系统；有利于风速加大的地形条件即狭管作用,
是沙尘暴形成的有利条件之一。

二、近 40 年新疆沙尘暴天气发生频率分析。近 40 年，通过
从全疆选取 12 个有代表性的观测站, 将其从 60 到 90 年代沙尘
天气发生的年、平均天数进行统计，得出以下结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新疆的沙尘暴发生频率绝非只是简单的递增或
递减，而是呈现出波动趋势。 绝大多数台站的 10 年平均沙尘日
数 70 年代达到高峰，80 年代较 70 年代略有减少，而 90 年代较
60 年代则大幅度递减。除上述 12 站外，新疆其它大多数台站均
表现上述特征。60 年代发生 136 次，90 年代只有 33 次。影响范
围在 30个台站以上的在 40 年间共发生过 9 次, 60 年代 3 次, 70
年代 4 次, 80 年代 2 次, 90 年代没有。新疆大范围沙尘暴发生的
次数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也呈逐年减少趋势。

三、新疆沙尘暴时空分布特征。1961 年 -1999年，39 年新疆
88 个观测站，有轻度或中度沙尘暴出现, 在观测中有减弱趋势。
全疆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沙尘暴出现, 其分布特点是南疆明显
多于北疆, 东部多于西部。

四、沙尘暴主要危害方式。沙尘暴特别是强沙尘暴是一种危
害极大的灾害性天气。沙尘暴危害方式大体可归纳为沙埋、风
蚀、大风袭击和污染大气等 4 种，对交通、农业、工矿设施、生态
环境和人体安全造成严重损害。

1、强风：携带细沙粉尘的强风摧毁建筑物及公用设施，造成
人蓄亡。 2、沙埋：以风沙流的方式造成农田、渠道、村舍、铁路、
草场等被大量流沙掩埋，尤其是对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威胁。
3、土壤风蚀：每次沙尘暴的沙尘源和影响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风蚀危害，风蚀深度可达 1—10 厘米。据估计，我国每年由沙
尘暴产生的土壤细粒物质流失高达 106—107 吨，其中绝大部分
粒径在 10 微米以下，对源区农田和草场的土地生产力造成严重
破坏。4、大气污染：在沙尘暴源地和影响区，大气中的可吸入颗
粒物（TSP）增加，大气污染加剧。

五、新疆沙尘暴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1、气候变化。近
50 年来新疆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尤以 90 年代的升温最为明
显。近 50 年来，新疆降水变化的总趋势是增湿明显。

2、河水流量和气候变化。新疆河水流量受气温和降水影响
明显,特别受山区降水量的制约更甚。南疆夏季高空温度对河水
流量变化有明显制约。

土地资源不合理规划使用的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
性的调整, 沙化土地逐年扩大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止, 那
么可以预见, 沙尘暴灾害将可能进一步加剧, 尤其是强沙尘暴灾
害会在更大的空间中发生, 由此造成的灾害损失也将随着经济
的发展成倍增加。

六、防治沙尘暴的对策。防治沙尘暴和风沙灾害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任务，为有效治理积极开展了对策研究。

1、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调配、有效可持续使用水资源，优
化种植结构，改善地表状况和植被状况来凝固沙尘源，减弱大风
强度，抑制沙尘天气发生强度；

2、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风沙治理，严格控制不合理的人类
活动，可以减少和降低新疆沙尘暴出现的频数和强度，制定生态
环境建设规划和防沙治沙计划，加强植被保护和生态工程建设，
防止和减少人为破坏环境，减少沙尘暴物质来源。

3、转变防灾减灾工作模式，以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与生态环
境治理、防沙治沙建设结合，加强综合治理。沙尘暴是恶劣生态
环境的直接产物，沙尘暴防治的根本出路是遏制沙源、尘源的发
展，在于改善生态环境。

4、加强法制和法治建设，保护环境，防止土地沙化，有效进
行灾害监测预警和紧急救援。

5、气象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专项沙尘暴灾害监测预警服务
系统。

6、不断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国家防沙
治沙专项工程，通过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推进以“防沙治沙
为主”的生态工程建设，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有些地方经
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已在绿洲和沙漠之间建起了由农田防
护林、防风固沙基干林和天然荒漠林组成的综合防护林体系。通
过实现平原绿化，在道路、耕地、沙漠边缘等地建起一道道规模
宏大、林网交错的“绿色长城”。

七、结语。沙尘暴是新疆主要的气象灾害和环境灾害，作为
干旱地区一种自然灾害，人类尚无法控制其生消。沙尘暴的治理
任务艰巨而繁重，沙尘暴的许多问题还没彻底明白，况且人类驾
驭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所以沙尘暴的治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
够完成。沙尘暴的防灾减灾工作，必须立足于减少和降低沙尘暴
的频数和强度，立足于沙尘暴天气的监测预警预防功能的发挥，
减少灾害损失，减少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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