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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出卫星遥感监测 !""# 年春季我国北方沙尘过程的图像特征和产生沙尘天气系统云图的

类型，初步分析了 !""# 年多沙尘天气的气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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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年 # 月 # 日，我国甘肃中西部、宁夏、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扬沙与沙尘暴天气过

程，在偏北大风带动下，沙尘影响到北京等地区。此后的 * 个多月，我国北方地区又先后出现

不同范围、强度不等的沙尘天气达 ." /，不仅湖北、安徽等沿江省份受到影响，而且在高空气流

引导下，浮尘甚至还影响到台湾省。进入 . 月份以后，几乎每 ! 0 . / 即可出现一次沙尘天气，

表 # !""# 年 . 0 1 月上旬卫星监测到的沙尘过程及具体天数

日 期 影 响 地 区

. 月 ! 0 . 日 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

. 月 * 0 2 日 蒙古国南部、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宁夏、陕西、山西、河北以及北京

. 月 #. 日 内蒙古中部和西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陕西西部

. 月 #% 0 #) 日 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

. 月 !# 日 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京、辽宁西部

. 月 !. 日 内蒙古中部

. 月 !* 日 内蒙古中部、陕西、山西、河北以及北京

. 月 !2 日 内蒙古西部等地的西北地区东部

. 月 !% 日 宁夏、甘肃、陕西

* 月 # 0 ! 日 吉林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

* 月 2 0 ( 日 内蒙古、甘肃、华北北部、东北大部以及蒙古国南部

* 月 % 日 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部

* 月 ) 0 #" 日 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

* 月 #. 日 西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

* 月 !! 日 甘肃、宁夏、青海东北部、内蒙古以及蒙古国中南部

* 月 !( 日 内蒙古东部以及蒙古国南部

* 月 !% 0 !) 日 内蒙古西部、甘肃、青海以及蒙古国南部

* 月 ." 日 东北地区西部、河套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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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到的沙尘天气统计，! " # 月上旬共出现范围较大的沙尘过程 $% 次（表 $），

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都有涉及，尤其以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宁夏等地出现沙尘

的天数最为频繁。

$ 沙尘天气卫星图像特征分析

插页彩片 $ " & 是选取的部分沙尘天气过程卫星图像（图像中黄色区域为沙尘区）。从这

组图像中可以宏观了解这几次沙尘的影响范围及相对强度，其中，插页彩片 $ 显示了在甘肃、

内蒙古西部、宁夏以及陕西北部的沙尘区；插页彩片 ’ 显示了陕西北部及河北北部的沙尘区；

插页彩片 ! 显示了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有沙尘区；插页彩片 ( 显示

辽宁中部有沙尘区；插页彩片 # 显示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有沙尘区；插页彩片 & 显示的是

到 ’))$ 年 # 月上旬为止观测到的最强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主要影响了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及

东北地区，甚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 产生沙尘天气系统的卫星图像类型

利用气象卫星资料，不仅可以监测沙尘暴影响的范围，而且还可以提供产生沙尘暴过程的

天气系统，为天气预报提供资料。通过对 ’))$ 年沙尘天气分析，发现造成沙尘天气的天气系

统主要为 ! 类。

! *" 高压前部偏东风过程所引起的沙尘天气

这种沙尘暴天气过程，是由于地面高压前部的偏东大风引起，在卫星云图上表现为大片晴

空区南侧出现沙尘天气。’))$ 年比较典型的是 ( 月 ’’ 日出现在我国西北地区东部的沙尘天

气过程，当时巴尔喀什湖、贝加尔湖、蒙古国大部和我国西北地区上空为一大陆高压控制，高压

中心位于贝加尔湖西南部，中心气压达 $ )!+ ,-.，高压南部的我国内蒙古西部、青海东北部的

偏东风区域内，出现了沙尘天气。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常在这种天气形势下出现沙尘天气。

! *! 锋面云系过境过程所引起的沙尘天气

这种沙尘天气在卫星云图上表现为一条密实的云带，自西北地区向偏东方向移动，沙尘天

气发生在云带的后边界。’))$ 年较典型的是 ( 月 ’% 日，自新疆东移的锋面云系在西北地区造

成了较大范围的沙尘暴天气，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是由于锋面东移过程中，局部地区的大风及

大气的上升、下沉作用所引起的，也是较普遍出现沙尘天气的一种天气形势（插页彩片 $$）。

! *# 蒙古气旋东移所引起的沙尘天气

这种沙尘天气在卫星云图上表现为一个巨大涡旋云系，南部有沙尘区（插页彩片 &）。这

种天气形势造成的沙尘暴天气，多发生在华北及东北西部地区，并且多有强沙尘暴发生。初步

统计了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的蒙古气旋活动，共有 $! 个。当气旋移动路径偏南时，

对华北影响较大，当气旋路径偏东时则对东北等地产生影响。

到目前为止，’))$ 年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天气过程是由于蒙古气旋的东移引起的。下面详

细介绍这次天气过程。( 月 & 日 $( 时，蒙古国中北部出现一中心气压为 //) ,-. 的气旋，气旋

西南部的地面最大风速达 ’% 0 1 2，并在当地出现了沙尘暴，同时，中蒙边境我国一侧的二连浩

·/·第 ! 期 吴晓京等： ’))$ 年春季沙尘天气分析

万方数据



特至额济纳旗一线也出现了沙尘暴天气，并伴有 !" # $" % & ’ 的大风。!( 时，内蒙古西部至东

南部的巴丹吉林、毛乌素沙漠以及浑善达克沙地上空由于大风的作用开始出现沙尘暴。由于

气旋东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地面盛行西南风，使沙地上的沙尘向东北方向扩散，至 ( 日 ) 时，

虽然内蒙古中东部上空的风力有所减小，但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以及赤峰等地仍有大片沙尘

区。* 时沙尘暴开始影响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插页彩片 +）。

, $""! 年沙尘过程的气候特点及成因分析

与 $""" 年相比，$""! 年沙尘天气的特点是出现时间早、次数多、影响范围广，是近 $" - 来

继 $""" 年后又一个沙尘天气活动频繁的年份，因此倍受人们的关注。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尤其西北、华北北部及东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地区，西

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分布着大面积沙化土地，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频发区。沙尘天

气是这些地区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影响沙尘天气的主要因素有两个：!风力；"地面植

被覆盖程度和沙尘状况。一般来说，风力愈大，地表愈裸露，沙尘愈干燥疏松，则沙尘天气愈恶

劣。而地表植被与沙尘状况又多与前期的气候条件有关。$""" 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

持续明显偏少，年降水量一般只有 !"" # ))" %%，比常年偏少 $ # ) 成，春夏旱情严重（有的地区

甚至已连续 ,、. 年少雨干旱）。在近年气候趋暖的大背景下，$""" 年的年平均气温又偏高 " / )
# ! /) 0，部分地区偏高 $ 0；尤其夏季不少地区季平均气温偏高 $ # , 0，大部分地区都先后

出现过 !" 1 左右最高气温!,) 0的高温天气（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新疆等省市区的部分

地区在 $" 1 以上），很多地区平均气温和极端最高气温出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值。入秋后，北

方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仍较常年同期偏少 $ # , 成，平均气温偏高 ! # $ 0。持续少雨，加之高温

造成水分蒸发强烈，土壤失墒严重，植被长势差；一些干旱严重的牧区直到秋末牧草还没有返

青，或因干旱导致虫害严重，牧草生长极差。入冬后，除新疆北部、东北大部及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及以东地区降雪量多于往年同期和气温偏低外，北方大部分地区仍呈降水量偏少，气温偏高

的态势，$""! 年与 $""" 年北方地区春季频繁发生沙尘天气的前期持续少雨（雪）相比，高温干

旱的气候背景基本相类似。

频繁的沙尘天气给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及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 . 月 (、* 日影响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一场强沙尘暴天气，黄龙滚滚，风沙弥漫，最大风力在

!! 级以上，造成大面积停水、停电，受灾棉田 .) 万亩#，其中 ." 万亩需要重播，摧毁小麦、玉米

. 万多亩，毁坏温室大棚 ! """ 多亩，. 万多亩瓜菜等作物苗被吹死，倒塌房屋 ! 万多间，吹断树

木 ) 万多株，死亡、丢失牲畜 ! /, 万头（只），沙埋引水渠 (" 多 2%。

$""" 年春季频繁发生的沙尘天气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全

国上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得到了增强，防沙、治沙、退耕还草等已普遍受到重视。但退耕面

积总体较小，而且由于 $""" 年大旱，许多坡耕地虽已退耕，却尚未还林还草，成活率及出草率

较低，而黄土高原北部及风蚀严重地带的农田，农业耕作方式较前没有改变，地表仍呈裸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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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的来看，O887 年冬春北方大部地区植被覆盖情况较 O888 年没有明显的改善，部分地区

还劣于 O888 年同期，这也是沙尘天气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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