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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陕西6个省区，面积约427万

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z／5。其自然环境复杂，生物多样、

丰富。但是，由于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严酷，气象灾害频

繁，干旱、大风、沙尘暴等经常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例如

1993年5月5日下午到夜间，甘肃的河西走廊，宁夏回族自治区

的中卫、兴仁、平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发生了历史上罕

见的特大黑风暴，成灾面积达110万平方公里，损失惨重。据统计，

甘肃省在这次风灾中有50人死亡，15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

2．36亿元。 ，

大风、沙尘暴作为一种严重的气象灾害危及生态环境，已经引

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等

中央领导都对沙尘暴监测预警服务工作做过重要批示。要搞好沙

尘暴的预警服务工作，就必须开展沙尘暴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收

集、整理、建立和分析沙尘暴灾情资料是科研、业务工作的基础建

设，很有必要。由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承担的科技部科

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项目“西北干旱区沙尘暴预警、服务系统研

究”第一专题——西北干旱区沙尘暴数据库课题组成员，查阅了大

量的史书及西北地区地方志，翻阅了建国以来西北干旱区的气象

报表、档案、科研成果、图书、气候评价等数百种资料，经过近两年

的艰苦努力，编撰成约12．6万字，近1400个条目的《中国西北地

区风沙志》一书。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元前130年至公元

1948年西北地区大风及所造成的灾害情况。第二部分按不同年份

和省区编写，对建国以来6省区重大大风、沙尘暴灾情都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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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记述具体，内容详实，数据准确，为我们更好地开展大风、沙尘

暴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可信的参考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普前正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气象业务服务

领域，以《中国西北地区风沙志》提供的历史性警示材料为借鉴，努

力搞好防灾减灾工作，为西部大开发做出新的贡献。

·2’

甘肃省气象局局长

2003年10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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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刖 百

《中国西北地区风沙志》是一本记载大风、沙尘暴发生和受

灾情况的资料性工具书。其记载的范围包括新疆、内蒙古、宁

夏、甘肃、青海、陕西6个省区，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30年至

2002年。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根据史书记载的公元

前130年至公元1948年大风及所造成的灾害情况，这部分由

于资料的限制而较简单。第二部分为1950"-2002年历年春季

大风、沙尘暴发生的时间、地点、概况和灾情。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风、沙尘暴危害越来越大，

文字记载和传媒报道逐步增多。因此这部分资料力求做到时

间、地点正确，灾情描述准确，可供政府决策部门和从事大风、

沙尘暴研究和业务人员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灾情记录只是反映大风、沙尘暴的活动的一个

侧面，它不能完全表达大风、沙尘暴的活动规律，特此说明。

本书由李耀辉策划，祝小妮和冯建英编辑，郭松珍、霍友娥、郑

泳宜参加了部分资料信息化和校对工作，全书由冯建英统一做了

文字修改。
，

本书由2000年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项目“西北。

干旱区沙尘暴预警、服务系统研究”资金资助，在编写过程中得

到了甘肃省气象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宋

连春局长、张强副局长及董安祥总工仔细审阅本书，并提出了

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摘引了

大量书刊、档案、资料的有关内容，并在互连网上下载了一些资



料。由于篇幅有限，有的没有注明出处，在此对这些作者表示歉

意。

编 者

200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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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西北地区大风、

沙尘暴概况

我国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和陕西6省区位于亚洲内

陆，横跨青藏高原、蒙新高原和黄土高原，地势复杂，干旱少雨，蒸

发强烈，为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沙地和黄土广布，植被覆

盖率低，生态系统比较脆弱，加之人类活动加剧和诱发作用，使大

风、沙尘暴灾害严重，对生存条件及资源基础的破坏很大。为了让

社会各界了解大风、沙尘暴的一些情况，搞好防灾减灾，特作如下

介绍。

一、大风、沙尘暴标准

(一)大风标准 。，

风是一种气候资源，也是一种气象灾害。我国气象观测规范规

定：瞬时大于或等于17．0米／秒，或风力达8级以上者称之为大

风。大风能拔起树木，刮倒电线杆，刮失草原和农田表土，摧垮建筑

物，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二)沙尘天气标准

沙尘天气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和强沙尘暴四类。

1．浮尘：尘土、细沙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

公里的天气现象；
’4

2．扬沙：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混浊，水平能见度在1

～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

3．沙尘暴：强风将地面大量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混浊，水平能

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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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沙尘暴：大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混浊，水平能见

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

(三)沙尘暴定义与等级划分 ，．

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

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天气现

象。其中沙暴系指大风把大量沙粒吹入近地面气层所形成的风暴，

尘暴则是大风把大量尘埃及其它细粒物质卷入高空所形成的风

暴。 ．

对沙尘暴强度的等级划分，一般采用风速和能见度两个指标。

如Joseph对发生在印度西北部的沙尘暴划分为3个等级；即4级

<风速≤6级，500米≤能见度<1000米，称为弱沙尘暴；6级<风

速≤8级，200米≤能见度<500米；称为中等强度的沙尘暴；风速

>8级，能见度<200米，则称为强沙尘暴。我国对沙尘暴的定义，与

上述的定义大体相同，只是在强沙尘暴的等级范畴内，又划分出了

特强沙尘暴，当其瞬时最大风速≥25米／秒，能见度<50米，甚至降

到0米时，称为特强沙尘暴(或黑风暴，亦称“黑风”)。

二、沙尘暴时空分布特征

(一)空间分布

与土地沙漠化区域相联系，全世界有四大沙尘暴多发区，分别

位于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我国的沙尘暴区属于中亚沙尘暴

区的一部分，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总的特点是：西北多于东北地

区，平原(或盆地)多于山区，沙漠及其边缘多于其它地区。且主要集

中在两大区域：一个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其西南

部又有两个中心，即从麦盖提经巴楚至柯坪为一中心，平均年沙尘

暴El数为20．O～38．8天；从莎车经和田到且末为另一个中心区，平

均年沙尘暴日数为25-一35天。北从巴丹吉林沙漠东部，南至甘肃河

西走廊，经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至库布齐沙地和毛乌素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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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另一沙尘暴多发区，也是西北地区涉及范围最大的沙尘暴多

发区，其中最大中心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民勤，年平均沙尘暴日数

为37．7天；其次是库布齐沙地的杭锦旗和毛乌素沙地南部的定边，

分别为27天和25．9天。有关对西北地区强和特强沙尘暴个例谱的

统计分析表明：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强沙尘暴出现区域，是西起吐

鲁番、哈密地区，东接蔓延达1000公里的甘肃河西走廊，北连内蒙

古阿拉善盟，东延伸到河套地区。另外在北疆克拉玛依地区、南疆的

和田地区和青海西北部地区还有三个局地性沙尘暴区(见附图一)。

(二)时间变化 ，

‘据对深海岩芯和冰盖沉积物的测定，早在白垩纪末(距今

70000万年)，就有大风、沙尘暴出现。据地方志记载，公元351年，

甘肃武威一带就有强沙尘暴发生，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员牲畜伤亡。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沙尘暴显示出周期性变化，它与地质时期气

候变化和地面沙尘物质的消长有关，在气候暖湿时期，地面植被生

长茂密，生态环境条件好，沙尘暴发生频率低。反之，在冷干气候时

期，则沙尘暴发生频率高。

现代沙尘暴的详细记录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在我国

西北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特点是：20世纪50年代沙尘暴

发生日数很多I 60年代前期略有降低，60年代后期的1967年和

1968年为低谷，即发生日数少，之后的70年代增加，80年代又处

于逐渐减少的趋势，90年代末期又有增加。不同干旱气候区也有

．一定的差别，其中极干旱区、中部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与整个西北地

区总体情况基本一致。但北疆干旱区却有明显的差别，即50年代

后期到70年代前期，一直处于负距平阶段，70年代后期至80年

代末，一直处于正距平阶段。 、

我国沙尘暴的季节和月份变化特点是：春季最多，约占全年总

数的1／2，夏季次之，秋季(新疆地区为冬季)最少；按月份来看，4

月份发生频率最高，3月和5月份次之，秋季的9月份(新疆为1、2
、 ·3。



月或1月)最低。刘景涛等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分析结果也表

明，4月份沙尘暴出现频率最高，春季(3～5月)占全年的73％。墨

西哥城的沙尘暴是3月份发生频率最高，一般在连续3个月降水

量小于13毫米的3月份，容易出现沙尘暴。在秋季的9月份出现

频率最低。、印度西北部的沙尘暴也主要发生在4---6月份，这与我

国新疆境内沙尘暴的多发期相一致。 ，

沙尘暴也具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据王式功等对1994年4月

上旬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发生频率日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沙尘

暴主要发生在午后到傍晚时段内，占总数的65．4％；清晨到中午

时段内，仅占34．6％。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黑风暴大都出现

在中午12时至晚上22时的时段内。 ，

三、形成沙尘暴的沙源分布
’

沙尘暴天气的沙源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乌兰布和沙

漠、黄河河套的毛乌素沙地周围。尤其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

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沙尘源区(见附图--)。

四、沙尘暴的移动路径

根据造成沙尘暴的冷空气活动路径，我国沙尘暴天气的出现

主要有三条移动路径，即西北、北方和西方路径(见附图三)。

西北路径主要指冷高压从西北部国境进入新疆北部，在冷空

气灌满北疆盆地翻越天山后一股进入南疆盆地，一股由哈密进入

甘肃的河西走廊到达兰州。

西方路径指冷高压从西部国境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南疆盆

地，东移分别进入敦煌和柴达木盆地。

北方路径主要指冷高压从甘肃河西及内蒙古南下进入河西走

廊东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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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甘肃省的统计，西北路径沙尘暴天气最多，约占总数的

77％；西方路径次之，约占总数的15％，北方路径最少，约占总数

的7％。西北路径沙尘暴有移动迅速、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灾害重

的特点。 ‘．

。五、沙尘暴影响地域区划
’

(一)主要影响地域区划 ，

我国沙尘暴主要地域分布在西起新疆喀什，东至陕北榆林、河

北张家口；北起新疆富蕴、内蒙额济纳旗，南到新疆和田、甘肃武

山、陕西吴旗、山西大同一线(见附图三)。 ’

我国沙尘暴以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西部干旱区(I区)为最多，

而且影响范围也最广．

南疆盆地干旱区(I区)次之，但由于南疆盆地大多为无人区，

人口稀少，加之受青藏高原的阻挡，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直接影

响范围也仅限于甘肃酒泉以西和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

内蒙古中部到河北西北部半干旱地区(I区)为另一个主要影

响地域，但由于北路多以超极地冷空气活动为主，强度比I区弱，

出现的频率也相对较少。

(二)严重影响区 ．

沙尘暴天气严重影响地区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准噶

尔盆地边缘、额济纳旗以南、敦煌以东的河西走廊、宁夏同心以北、

陕北榆林和包头以西地区。新疆塔里木盆地南侧和西北侧，甘肃金

昌、永昌、民勤，内蒙古的阿拉善右旗，宁夏盐池为多发中心，尤以

塔里木盆地南部的民丰和西北侧的柯坪最为突出，39年平均分别

为34．3天／年、30．68天／年，其中民勤沙尘暴年平均日数为29．6

天，最多年份达58天。
、

(三)扩散影响区

我国青藏高原以东地区的广大地区均为沙尘暴的扩散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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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我国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都曾出现过扬沙和沙尘暴。

六、大风、沙尘暴成因 ．

(一)形成大风的主要物理成因

1．气压梯度力是形成大风的根本动力

冷锋后的大风是西北地区常见的一种西北大风形势，锋后有强大

的冷高压，锋前为强盛的热低压，锋面前后的气压梯度力作用形成大

风。河西走廊和南疆中部、东部的偏东大风也是气压梯度力造成的。

2．动量下传

冬、春季，特别是春季，当西北地区高空出现很强的西西北一

东东南方向的锋区时，高空风速大于等于20米／秒，大气很不稳

定，由于强烈的动量下传作用，也可以形成大风。

3．地形效应

对系统性大风，地形作用很大。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冷空气翻山(爬坡风和下坡风)，狭管效应，回流与东灌等。
、 (二)沙尘暴物理成因

研究认为：有利于产生大风或强风的天气形势，有利的沙、尘

源分布和有利的空气不稳定条件，是沙尘暴或强沙尘暴形成的主

要原因。强风是沙尘暴产生的动力，沙、尘源是沙尘暴的物质基础，

不稳定的热力条件有利于风力加大、强对流发展，从而夹带更多的

沙尘，并卷扬得更高。

具体来说，沙尘暴成因有以下6个方面：
’

1．前期干旱少雨，天气变暖，气温回升，是沙尘暴形成特殊的

天气气候背景。

2．北方广袤的沙漠戈壁，加上春季植被荒芜，地表裸露，极为

疏松的浮土等，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

3．高空强风速(急流)动量下传，乌拉尔山强暖高压脊发展，

脊前强冷平流使冷槽加深南下；冷锋前近地面强烈增温；地面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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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发展等，是有利于沙尘暴形成的大尺度环流天气形势，其形成的

强风，是沙尘暴产生的动力条件。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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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低层大气的对流不稳定发展，是沙尘暴发生发展的重要条

件。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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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大风、沙尘暴危害

(一)大风的危害
‘

一是风力破坏，大风破坏建筑物，吹倒或拔起树木电线杆，撕

毁农民塑料温室大棚和农田地膜等等。此外，由于西北地区4、5月

正是瓜果、蔬菜、甜菜、棉花等经济作物出苗，生长子叶或真叶期和

果树开花期，此时最不耐风吹沙打。轻则叶片蒙尘，使光合作用减

弱，且影响呼吸，降低作物的产量；重则苗死花落，更谈不上成熟结

果了。例如，1993年5月5日黑风，使西北地区8．5万株果木花蕊

被打落，10．94万株防护林和用材林折断或连根拔起。’此外，大风

刮倒电线杆造成停水停电，影响工农业生产。1993年5月5日黑

风造成的停电停水，仅金昌市金川公司一家就造成经济损失8300

万元。 -． ·

二是刮蚀地皮，大风作用于干旱地区疏松的土壤时，会将表土

刮去一层，叫做风蚀。例如1993年5月5日黑风平均风蚀深度10

厘米(最多50厘米)，也就是每0．1公顷地平均有60--一70立方米

的肥沃表土被风刮走。其实大风不仅刮走土壤中细小的黏土和有

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此

外大风夹带沙粒，还会把建筑物和作物表面磨去一层，叫做磨蚀，

也是一种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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