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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

关于我国北方沙尘暴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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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是我国北方春季较为常见的一种灾害
性天气现象。近几年 , 北方的沙尘暴危害引起各界
极大关注 , 国家在应对沙尘暴灾害方面也投入了可
观的人力和财力。由于专业背景和部门差异等方面
的原因 , 各界在有关沙尘暴演化、成因、源区、传播
路径和防治策略等问题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 至今仍缺乏共同认识。笔者根据近年来研究和
思考 , 对上述问题提出几点未必成熟的看法 , 供关
心此事的各界同人参考。

一、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

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 , 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沙尘
暴事件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当前人们一般的感觉
是 ,沙尘暴越来越多了 ,危害也越来越大了。这种感
觉与观测记录存在一定差别。

我国气象部门从 50 年代初开始就对包括沙尘
暴在内的各类沙尘天气现象进行规范化的地面观
测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根据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北
方各地经历的沙尘暴日数在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
期是很多的。自 70 年代中起 ,各地的沙尘暴日数呈
现稳定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 1997 年。此
后 , 沙尘天气日数出现小幅回升 , 但目前仍明显低
于多年平均水平 , 更少于 70 年代中期以前的平均
数量。因此 ,从近 30～50 年的时间段来看 ,北方的沙
尘暴发生次数是减少的 ; 但从近 3～5 年的时间段
来看 ,它却是略有增加的。总体上看 ,自有观测记录
以来 ,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发生频率呈下降趋势。

正是由于一个较长时间内沙尘暴事件减少了 ,

以至到 90 年代中后期许多地方的人们已经在很大
程度上忽视了这种现象 ; 而当它在 90 年代末打破
相对平静、突然重新增多时 , 社会的反映自然是不
适应和不安 , 并形成沙尘暴从未如此频繁的虚假印
象。其次 , 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的
环境意识不断提升 , 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 沙尘暴这种严重污染了居住地空气的现象一旦
重新出现 , 现实与人们心理预期的环境质量的差别
骤然增大 , 极易在公众心里形成它从未如此频繁的
感觉。再有 , 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的空前
报道为沙尘暴增多假象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 而过去更为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则没有机会通过
电视和互联网这样的现代传媒给公众以如此直观
而强烈的视觉冲击。最后 , 我国学术界的浮躁风气
和部分分割的管理体制也妨碍了对公众和媒介的
客观介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然 , 今天的沙尘暴没有过去严重 , 不是说就
不该重视了。公众的关注表明 , 我们必须以比过去
任何时候都要高的责任感去应对它。但是 , 做出这
种选择实际上主要是依据社会的价值判断 , 而不是
科学证据本身。科学不承载价值。科学界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为了迎合公众的错觉而背弃科学准则。

二、是自然还是人为 ?

沙尘暴天气到底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 , 还是
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引起的 ? 应该说 ,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认识基本还是一致的 , 即沙尘
暴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气候的干燥 , 而人类活
动通过干预陆地表面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问
题的严重性。但是 ,当前公众得到的印象却是 ,人类
活动是沙尘暴天气的罪魁祸首。

除新疆部分地区外 , 我国北方的沙尘暴主要出
现在春季。这个季节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少 , 空气
和表土干燥 ,多气旋和大风 ,加之地面裸露 ,具备产
生沙尘暴的条件。进入夏季以后 , 由于降水逐渐增
多、植被覆盖较好 ,沙尘暴很少出现。从长期变化来
看 , 70 年代中以后沙尘暴日数减少也同沙尘源区气
候演化存在密切联系。近 30～50 年以来 ,我国黄河
流域降水明显减少 , 而黄河以北的内蒙古和西北地
区降水却呈增加趋势 ,蒙古国的降水在过去 50 年里
也有增多。沙尘源区降水增加 , 再加上我国北方大
部分地区风速减弱 , 是沙尘暴发生频率长期趋于减
少的主要原因。当然 ,过去几十年“三北”防护林体
系建设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1998 年
以来沙尘暴频率有小幅回升 , 与内蒙古和蒙古国等
地气候相对干旱有密切联系。

事实上 , 我国北方的沙尘暴是沙漠和沙地及其
周边地带固有的自然现象。自从西北各大沙漠、沙
地形成以来沙尘天气就相伴而生了。沙尘天气也是
过去至少 250 万年间黄土高原及华北和东北深厚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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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堆积的主要原因。北京地区厚度可观的黄土层 ,

是过去至少数十万年由沙尘暴和浮尘天气系统输
运的粉尘物质堆积下来形成的。我国历史上就有大
量有关“雨土”和降尘的记录。因此 ,沙尘暴并不是
以强烈人类活动影响为特点的现代所特有的现象。
强调人类活动影响固然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并为治
理主张提供充足根据 ,但这不完全符合科学事实。

当然 , 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北方的
半干燥和半湿润地区 , 旱作农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
草原退化增加了裸露土地的面积 , 为沙尘暴提供了
额外的粉尘物质 ,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尘暴频
率和强度。但是 , 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是今天所独
有的。我国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类活动引
起的生态系统和土地覆盖的转化过程早在 5 000～
3 000 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说荒漠化加剧和沙
尘暴增多可以部分归咎于人类活动 , 那也是人为活
动引起的环境长期累进退化的结果 , 还不能完全算
做现代人的罪过。这样说不是为现代人开脱 , 今天
活着的人们确实有更多的责任为恢复或重建我们
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努力。但是 , 做出这个判断同样
不完全是基于科学的结论 , 部分还来自对诸如环境
伦理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知。

三、是内源还是外源 ?

沙尘暴是干燥和半干燥地区特有的自然现象 ,

它的物质来源地应该是不难追溯的。对于受沙尘暴
影响的东亚和北太平洋地区 , 亚洲内陆广泛的荒漠
和半荒漠地区就是沙尘天气系统的物质源区。这些
地区不仅包括我国内蒙古和西北各省区 , 而且也包
括蒙古国和中亚诸国。在我国境内 , 塔克拉玛干盆
地和阿拉善地区是气候极端干燥地带 , 沙尘暴发生
频率最高 ; 河西走廊、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北等
属于干燥和半干燥区 , 沙尘暴发生频率也比较高。
这些地区显然是北方沙尘天气系统的主要物质来
源区。极端干燥地带的沙尘源区应该是相对稳定
的 , 但极端干燥带以外的次级沙尘源区可能会随着
气候变异及人类影响而发生位移。1998 年以来影响
我国东部的沙尘暴日数有所上升 , 主要是因为内蒙
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等沙尘源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
干旱 , 草原和草场退化 , 为沙尘暴天气的生成提供
了充足的粉尘物质。

输运到北京地区的沙尘物质主要来源于西北
上风向的河北坝上、内蒙古以及蒙古国等干燥和半
干燥地区。浮尘天气条件下的粉尘也有从我国西北
甚至中亚等国荒漠地区输送来的。对于北京来说 ,

沙尘源区位于西北方向 , 但逐年的具体位置也不可
能是固定不变的。此外 , 北京本地也必然提供相当
数量的粉尘物质。北京市气候偏干 , 城乡裸露的土

地面积大 , 城市里建筑工地和学校的操场等也存在
大量裸土 , 正常或干旱年份的春季遇到合适的天气
条件 , 本地也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沙尘物质 , 加剧
了局地的沙尘暴危害。

因此 , 影响我国的沙尘暴物质源区有国内的 ,

也有国外的。主要源区的位置及其变化从根本上说
还是取决于气候条件和气候变异 ; 与人类活动的影
响也有一定联系 , 但这种关系相对较弱。认识到这
一点 ,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邻国 , 也没有责任
为其他受损的邻邦埋单 , 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
民不可能自由选择自然环境 , 现代人类也无法控制
大自然。重要的是 , 所有遭受沙尘暴影响的人们应
齐心协力 ,共同开展灾害的监测、研究和防治。

四、是重治理还是重预防 ?

对沙尘暴源区和成因的认识关系到防治战略
和措施的制定。近年来 , 我国的沙尘暴防治有重治
理、轻预防的倾向 , 不能不说同上述认识上的偏差
有一定关系。当然 ,适当的治理是必要的 ,尤其在半
干燥地带的农牧交错区和城市及周边地区 , 科学的
治理可以减少从地面向大气输送的沙尘数量 , 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沙尘暴灾害的影响。但是 , 人为
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不是沙尘暴产生的根本原因 ,

沙尘暴本质上还是一种亘古既有的自然现象 ; 无论
怎么治理 , 都无法把它根除 ; 通过治理来缓解沙尘
暴危害 ,其效果也必然是很有限度的。

在这种情况下 , 需要把沙尘暴防治的策略转移
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轨道上来。为此 ,有必要加
强现有的沙尘暴天气和气候监督预警系统建设 , 加
强沙尘暴的基础科学问题、沙尘暴的环境与社会影
响以及应对沙尘暴的策略和技术研究。我国有关部
门已经启动了沙尘暴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工程 , 这将
使北方沙尘暴天气监测预警服务在准确性和时效
性上有较大提高。国内科技界也开展了有关沙尘暴
天气成因、历史沙尘暴演化规律以及如何适应和预
防沙尘暴灾害等多方面的研究。这些都应该得到进
一步鼓励和加强。基于科学的治理或减缓措施也要
制定和实行 ; 但切忌盲目 , 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它的
限度。减缓沙尘暴危害的措施主要应由半干燥和半
湿润地区的生态恢复与保护工程以及城市本身的
绿化和“无裸化”工程组成。

2003 年春天 ,尽管 SARS肆虐 ,北方的人们却看
到更多的明媚的天空。这个春天 , 正如有关部门所
预期的 , 沙尘暴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相对频繁地造访
“三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沙尘源区明显增多的降
水量及更绿的地表覆被。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了自然
力的不可抗拒性 , 也说明了加强沙尘暴预警和预防
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责任编辑 王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