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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ussu年的地面观测资料和 �≤∞°r�≤ � � 的再分析资料对 ussu年 v !w月沙尘暴发

生频率以及相应的月和候的环流形势特征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o东亚大槽发展和加深是

造成该年沙尘暴偏北路径多的主要成因 o并且是影响华北 !东北甚至华中的一种主要环流形

势 ∀东北低涡维持期间生成的副冷锋次天气尺度系统 o可以产生强局地沙尘暴 ∀使用

� � ≥2x的卫星观测资料的亮温数据 o对沙尘暴在冷涡天气下的沙尘输送情况进行了分析 ∀

给出了沙尘暴在向下游输送沙尘时的空间分布 o特别指出了在东北冷涡强烈发展的形势下 o

沙尘可以向东北方向输送 o影响东北 !远东 o甚至更北的地区 ∀

关键词 }沙尘暴  特征分析  卫星亮温分析

引  言

沙尘暴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种风蚀现象 ∀它是在天气系统的影响下 o地面大风

在富含沙粒的地区卷起大量沙尘 o使能见度小于 t ®°的灾害性天气现象 ∀有关研究文

献表明 o强风 !沙源和热力不稳定是形成强沙尘暴的三大因子 ∀us世纪末以来 o沙尘暴发

生的频率较高 o是土地荒漠化加剧和春季冷空气活动频繁的结果 ∀沙尘暴的频繁爆发又

会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我国自 us世纪 zs年代开始 o就对沙尘暴进行研究 ∀方宗义等针对 t||v年 x月 x日

的黑风暴 o对中国的沙尘暴天气 !气候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开展了卫星遥感监测研究≈t  ∀

周自江用 t|xw ∗ usss年中国 y{t个站的气象实测资料 o分析了近 wz年中国沙尘暴

和扬沙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 ∀结果表明 o我国西北 !华北和青藏高原地区是沙尘暴和扬沙

的主要影响区 ∀北京是春季多沙尘暴型地区 ∀v ∗ x月沙尘暴 !扬沙日数分别占全年总出

现日数的 xu qy h和 yz qu h ≈u  ∀

钱正安等研究了近 xs年来中国沙尘暴的分布及变化趋势 o他们认为我国北方沙尘暴

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 !南疆盆地南缘及内蒙古中部等三个地区 ∀沙尘暴的

发生频数在 ys ∗ zs年代波动上升 o{s ∗ |s年代明显减少 ousss年以来又急剧增加 o未来

几年可能将处在新一轮沙尘暴活跃期≈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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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得到国家/西北地区土壤水分 !沙尘暴监测预测研究0项目的资助 ∀

  ≠  usst年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南京气象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

   ussu2ts2uv收到 oussv2su2ux收到修改稿 ∀



王式功等≈w 认为沙尘暴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初夏季节 o这是由于有土壤表层疏松 !冷

空气活动频繁和午后大气层结易不稳定等 x个方面的原因 ∀

牛生杰≈x 对贺兰山地区的沙尘暴研究表明 o产生沙尘暴的阈值风速大约为 x °#¶p t ∀

出现沙尘暴时系统中的上升气流可达几米的量级 o有时甚至更高 ∀在大 !中尺度天气系统

的上升运动的激发下 o使不稳定层结积蓄的能量得以持续释放 o发展成为对流运动 o从而

促使大量沙尘不断被卷起向上输送并随系统移动 ∀

ussu年春季沙尘暴发生的频数较高 !强度较大 o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关注 ∀

为了充分了解 ussu年的沙尘暴天气的起源和发生发展 o以及它们的移动路径和输送状

况 o我们利用卫星资料研究沙尘暴的空中远距离输送机制 ~利用 v !w月份每天的地面资

料 !高空资料 !�≤∞°资料和卫星图像及加工产品 o分析了沙尘暴的发生和移动路径 o并在

此基础上讨论了该年沙尘暴天气的若干特征 ∀

t  沙尘暴发生和环流形势

1 q1  2002 年 3 !4 月沙尘暴发生的频数

图 t¤和图 t¥是使用每天 { 次的地面观测资料 o对 ussu 年 v 月和 w 月的 zuβ ∗

tvxβ∞ !tsβ ∗ xwβ�区间的站数进行统计 o挑选出每天 {次观测中出现沙尘暴及扬沙的最

大测站数 o并用此数表示当天的沙尘暴的强度和范围 ∀

图 t  v月k¤l和 w月k¥l东亚地区每日出现最大扬沙和沙尘暴测站数

k p ω p浮尘扬沙 op τ p沙尘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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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t中看出 ov月和 w月有多次扬沙和沙尘暴的高峰期 ∀根据图 t中扬沙和沙尘

暴数的波动情况 o我们在表 t中给出了几次主要沙尘暴天气过程及相应的天气系统和影

响范围 ∀图 t中沙尘暴和沙尘出现站数的高峰期有时持续几天 o说明沙尘暴可能是在某

一天气过程的影响下 o随着天气系统的运动大范围爆发并持续维持 ~但是有时却范围不

大 o维持时间也不长 ∀同时可以看出 o浮尘出现站数的增加 o不仅与沙尘暴出现站数的多

少有关 o而且与天气系统的强度和维持时间有关 ∀
表 1  7 个时段的主要天气系统

日期 影响范围 高空天气形势

v月 tw ∗ ty日 蒙古 !内蒙古 !北京 !辽宁 !河北 !山西 高空短波槽类

v月 t{ ∗ uu日 甘肃 !内蒙古 !北京 !河北 !山西等省市 东北冷涡类

v月 uw日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东北冷涡类

v月 u| ∗ vs日 内蒙古中部 !甘肃 !宁夏 高空短波槽类

w月 x ∗ {日 蒙古 !内蒙古 !河北 !北京 !东北三省 !天津 东北冷涡类

w月 tv ∗ tz日 蒙古 !内蒙古 !河北 !北京 !辽宁 长波槽东移类

w月 t| ∗ ut日
内蒙古东南部 !辽宁北部 !吉林中部 !
黑龙江西部 !新疆中部 !陕西

高空短波槽类

w月 uu ∗ uw日 新疆 !青海 !甘肃 !内蒙古中西部 东北冷涡类

1 q2  2002 年 3 !4 月东亚中纬度的环流形势

沙尘暴的发生发展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及强烈的冷空气活动相联系 ∀尤其是

ussu年 t月到 v月 o西北部分地区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比常年减少 v ∗ x成 o温度

较常年偏高 v ∗ w ε ∀部分地区则偏高 x ∗ y ε ∀在这种气候背景下 ov !w月份有 v次大

图 u  ussu年 v月第 w候k¤l ox候k¥l和 w月第 u候k¦l ov候k§lxss «°¤高度距平场

k图中实线为负距平 o虚线为正距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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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尘暴过程影响北京市 o使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恶化 ∀

  在环流形势分析方面 o我们使用 t|zt ∗ usss年 v !w月 �≤∞°r�≤� � 的 xss «°¤再分

析资料得到月和候的高度场和温度场的平均场资料 o并作出 ussu年 v !w月份月 !候的高

度和温度距平 ∀

图 u是 ussu年 v月第 w !x候和 w月第 u !v候的 xss «°¤位势高度距平图 ∀它们清楚

地说明了东亚大槽发展 !东北低涡加深 o及其后部高压脊加强 o导致槽后蒙古 !内蒙古及陕

甘宁地区偏北气流的活动比历史同期明显加强 ∀

  tssβ ∗ ttzβ∞ !v{β ∗ xuβ�区域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发生区 ∀我们用前面 �≤∞°r

�≤�� 的再分析资料得到 v !w月的高度场和温度场的候平均数据 o并求得这个区域的高

度和温度的距平平均值 ∀某候的区域距平值的负平均值 o说明这候中冷空气在这个区域

活动较强 ∀图 v是这个区域高度和温度候距平的区域平均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图 v中

的 v月份曲线表明 ov月的第 w !x候是高度和温度的负距平期 o对应着图 t¤的沙尘暴和

浮尘高发期 ∀图 v的 w月份曲线表明 o本月在第 u !v !w !x四候中 o高度和温度的候距平都

处于负距平 ∀与图 t¥的 w月份沙尘暴的高发期有较好的吻合 ∀这进一步说明 oussu年

v !w月我国的沙尘暴的发生与这个区域的冷空气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

图 v  xss «°¤的 v !w月高度场k¤l和温度场k¥l的候距平在

tssβ ∗ ttzβ∞ !v{β ∗ xuβ�区域的平均值变化

k p ω p v月 op υ p w月l

u  沙尘暴的移动路径和天气系统

2 q1  沙尘暴的移动路径分析

u qt qt  蒙古 ) 内蒙古 ) 北京转向东北路径类

在 ussu年的 v !w两个月 o有 v次属于蒙古 ) 内蒙古 ) 北京转向东北路径的天气过

程 ∀我们利用 xss «°¤高空资料和地面资料 o对形成这条路径的成因进行分析 ∀沙尘暴

生成于这条路径的主要原因是 }地面低压系统位于东北附近 o地面高压位于蒙古西部和新

疆的北部 o高压系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 ∀xss «°¤的浅槽或低涡底部气流的偏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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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 ∀沙尘暴的爆发区位于锋面附近或高低压之间的气压梯度密集区 ∀这样随着低压

系统的东移沙尘天气可以影响到北京市 ∀

图 w是 ussu年 w月份 xss «°¤第 u候高度和温度的候平均图 ∀在图上 o低涡位于我

国东北 ∀此时在低涡的前部 o有明显伸向东北的西南气流 ∀这股气流会使冷锋经过时产

生的沙尘暴中直径较小的沙尘k一般小于 us Λ°l随着上升气流上升到较高的高度后 o随

高空气流向下游输送 ∀

图 w  ussu年 w月第 u候高度k¤l和温度k¥l的候平均图

u qt qu  河西走廊东移路径类

ussu年春季 ow月 tv日至 tz日的天气过程属于河西走廊东移路径类 ∀此路径的沙

尘暴过程 o其地面低压系统为东北 ) 西南走向 ∀低压系统控制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

如果高空天气系统的偏西气流较强 o沙尘天气会东移影响北京 ∀有时 o如果 xss «°¤的偏

北气流较强 o河西走廊一带发生的沙尘暴会向东南方向移动 o影响我国南方地区 ∀图 x是

ussu年 w月 tx日 tw }ssk北京时 o下同l的地面气压形势图 ∀这次过程包含了东移和东南

移动两个路径 ∀从图中可看到 o我国东部有两个低压系统 }一个位于东北 o另一个位于西

南 ∀在其后部有一个高压系统 ∀随着系统的演变 o到 ty日 tt }ss o后部的高压进一步将

前面的两个低压系统分开 o相应地沙尘暴一部分向南移 o另一部分向东移动 ∀

图 x  ussu年 w月 tx日 tw }ss的地面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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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2  生成沙尘暴的主要天气过程

对 v !w月的 {次沙尘暴过程的 xss «°¤高空形势分析 o可将这两个月生成沙尘暴的

主要天气系统分为短波槽 !东北冷涡和西风带长波槽东移三类过程 ∀

u qu qt  短波槽发展和东北冷涡发生发展

ktl 大范围沙尘暴发生的天气类型

ussu年发生在北京和东北地区的大范围沙尘暴天气主要是短波槽和东北冷涡产生

的冷锋系统 o它们可以引发大范围的沙尘暴 ∀

这里首先以 v月 tw日至 ty日的沙尘暴天气为例进行简单的阐述 ∀v月 tx日 s{ }ss

的 xss «°¤高空图上在西伯利亚西部至巴尔喀什湖北部有一个短波槽东移 ∀在地面图

上 o新疆的阿尔泰山东部有一个高压系统 o而蒙古的中部是低压系统 ∀在低压系统的底部

有沙尘暴天气产生 ∀随着高压系统的东移 o沙尘暴天气经过内蒙古影响北京和东北 ∀在

tx日 us }ss的 xss «°¤和 {xs «°¤高空图上 o在蒙古国的上空都有较强的冷平流 ∀这种

形势有利于将高空的动量向地面输送 o使地面风速加大 o有利于沙尘的起沙 ∀此时 o在地

面沙尘区附近的 xss «°¤高空有大风区 o它有利于把从地面升到 xss «°¤高空附近的沙

尘向日本及日本海输送 ∀

v月 us日发生在北京的强沙尘暴天气是东北冷涡产生的 ∀t|日 us }ss的 xss «°¤

高空图上在贝加尔湖以西有一槽线 o到 ut日 s{ }ss此槽发展成为东北冷涡 ∀在 {xs «°¤

的高空图上 ous日和 ut日在东北附近一直有一低涡系统在维持 ∀其对应的地面图上有

低压系统存在 ∀在低压系统的底部有大范围的沙尘暴区域 ∀沙尘暴随着天气系统影响北

京和东北地区 ∀

kul 局地沙尘暴发生的天气类型

局地沙尘暴天气是由中尺度天气系统产生的 ∀这种天气系统影响范围小 !生命史短 ∀

本节主要讨论在东北冷涡和相应气旋系统维持期间 o副冷锋类型的次天气尺度系统产生

的沙尘暴 ∀副冷锋是冷涡后部的偏北气流带下高纬度新鲜的冷空气与变性的冷空气之间

构成的锋面 ∀

v月 t{日在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处的沙尘暴天气 o就是一次局地沙尘暴过程 ∀其面积

有 z| ≅ tsw ®°u o生命史约 | «∀它是主要冷锋天气系统过境后 o在其后部生成的副冷锋造

成的 ∀从地面观测资料分析 ov 月 t{ 日 tt }ss 在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有扬沙出现 ~到了

tw }ss有沙尘天气出现并且扬沙范围也扩大了 ∀沙尘区从内蒙古的中部地区一直到辽宁

省的东部 ∀到 us }ss沙尘和扬沙全部消失 ∀

图 y是另一次副冷锋引发的局地沙尘暴的地面形势图kussu年 w月 ty日 tw }ssl ∀

图中可以看出在前面主冷锋的后面又形成一条副锋面 ∀在副冷锋的附近有沙尘暴和浮尘

天气出现 ∀到 ty日 uv }ss o沙尘暴和浮尘基本消失 ∀此副冷锋的形成就是因冷空气的不

断补充南下 o与前面低压所在区的空气形成新的锋面 ∀

u qu qu  西风带长波槽东移类

w月 tx日 s{ }ss的高空图上 o在贝加尔湖的西侧到河西走廊一带有长波槽发展东

移 ∀ty日 us }ss o高空槽移到我国东北地区上空 ∀在 tx日 s{ }ss的地面图上 o在我国东

部有较大范围的一个地面低压系统发展 ∀此低压系统位于高空槽的前部 ∀在地面低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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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高压前部的气压梯度最大处有沙尘天气生成 ∀这次沙尘暴天气影响了内蒙古自治区

的中西部地区 !河北北部和辽宁省的部分地区 ∀

在 w月份的 xss «°¤第 v !第 w候的候平均图上 o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长波槽在缓

慢东移 ∀在第 v候的候平均图上 o长波槽后有较强的冷平流存在 o它使冷空气不断南下 ∀

结合图 t可以看出 o在这候中沙尘暴和浮尘出现的站数有一个明显的峰值 ∀在第 w候中 o

因冷平流很弱相应地其沙尘暴和浮尘出现的站数也减少 ∀

v  三次典型过程的沙尘输送分析

我们利用 � � ≥2x静止卫星的一小时一次的亮温资料 o分析沙尘暴的垂直伸展高度和

水平输送情况 ∀图 z¤是使用 � � ≥2x的红外 t !红外 u !可见光 !水汽 w个通道合成的彩色

图 o图中的黄色区域是卫星探测的沙尘区 ∀图 z¤中画出的小方框示意沙尘暴亮温取样的

点 o取样区域大小和取样方向由一系列小方框表示的由西南伸向东北的一条断线 ∀图 z¥

中的横坐标是小方框从西向东北的连续取样点的序号数 ∀纵坐标是对应点上的平均亮温

值 ∀在亮温取样中 o为了避免亮温的随机波动对分析的影响 o我们采用小方框中 x ≅ x的

像素点的平均值作为采样点的值 ∀图 z¤中的符号−t. 表示同时刻地面测站观测到的浮

尘 o符号−u.表示地面测站观测到的沙尘暴 ∀在沙尘区域的亮温取样中 o我们尽力避免了

云的污染 ∀图 z¦是使用沙尘暴模式模拟的 ussu年 w月 z日 tw }ss的沙尘粒径小于 uu

Λ°的浓度分布图 ∀图中的标尺代表了颜色所表示的浓度数值 ∀单位是 Λªr°
v ∀图 z§是

在图 z¦的图中沿纬度 wsβ�做的剖面图 ∀

3 q1  4 月 7 日的沙尘输送分析

本次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冷涡的天气过程 ∀w月 y日 us }ss的 xss «°¤高空图上 o

在贝加尔湖上空有一个低涡系统 ∀到 z日 us }ss o此低涡系统已经移到黑龙江上空 ∀在

{xs «°¤高空图上 ox日 s{ }ss在蒙古国的东部有一个低涡 o一直在不断地东移加深 o与

xss «°¤的冷涡配合较好 ∀

在 y日 tw }ss的云图上 o蒙古国境内和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有沙尘暴生成 ∀从沙尘

区的形状来看 o有从西北转东北的一种趋势 ∀这个沙尘暴区域与地面图上高低压之间的

等压线密集区相对应 ∀此时 o沙尘暴的整体移动为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 ∀图 z¤所示是

z日 tw }ss沙尘区域的卫星监测情况 ∀从图中可看出由于东北冷涡的发展 o沙尘区明显

地向东北方向伸展 ∀说明沙尘暴向东北方向的输送加强 ∀

图 z¥是图 z¤中小方框的采样点上的亮温剖面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o在远离冷涡中

心的亮温为 uyv �o在冷涡中心的东侧亮温为 uxv �o相当于沙尘的顶部高度相差 t ∗ u

®°左右 ∀这表明 o从冷涡后部到冷涡中心东侧一带 o沙尘暴的高度不断上升 ∀这个结论

可以从图 z¦中的数值模拟结果验证 ∀在图 z¦的剖面图中可以看出 o浓度大于s qx Λªr°
v

的沙尘 o从地面起沙后随上升气流到了高空后 o并向下游伸展 ∀从连续的静止云图分析 o

沙尘区随冷涡系统向东北及更远的地方移动 ∀因此可以推断小粒径的沙尘可以伸展到高

空 o遇到 zss ∗ xss «°¤的低涡环流可以把它输送到远东甚至更北的地区 ∀

|tx x期          方宗义等 }ussu年我国沙尘暴的若干特征分析            



3 q2  3 月 15 日的沙尘输送分析

v月 tx日 tt }ss的卫星云图上 o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地区有一个沙尘暴区 ∀根据

卫星云图的亮温分析 o沙尘区的纹理结构疏散 o说明沙尘暴的强度并不强 ∀沙尘区的运动

方向为从西北向东南移动 ∀在沙尘暴移动方向的前方 o沙尘区较大 o在沙尘区后部成一个

细带 o整体成蝌蚪形状 ∀

tx }ss的卫星云图上 o沙尘暴的区域明显扩大 ∀而且沙尘区的纹理结构密实且均匀 o

说明沙尘暴在不断地加强发展 ∀ty日 tt }ss ∗ ty }ss的卫星云图显示 o沙尘区随着高空

气流漂移到东北地区 o有的区域已经伸展到日本海 ∀

对 tx日 tx }ss卫星云图的沙尘暴区进行从运动方向的后部向其前方取样 ∀从亮温

曲线图来看 o沙尘区后部的亮温约为 uy| �o说明那里沙尘的垂直高度低 ~在沙尘的前部

为 uxz �o说明沙尘的垂直高度高 ∀亮温的差值相当于 t ∗ u ®°的高度差距 ∀这也表明

沙尘暴的垂直结构在运动方向上有明显的倾斜性 ∀从位置来看 o沙尘暴在冷空气的活动

区垂直输送高度较高 o在冷空气过境后的地区因沉降使沙尘暴的高度下降或沙尘浓度减

小 ∀

3 q3  3 月 20 日的沙尘输送分析

us日 tt }ss多通道合成的卫星图像表明 o在冷涡云系的冷锋后部有沙尘暴生成 ∀从

逐时的多通道的合成图分析 o沙尘暴随着冷锋向东南方向移动并且在不断地加强发展 ∀

到 ut日 s{ }ss o天气系统在东北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低压系统 ∀沙尘暴随着冷涡的形成 o

明显开始向东北方向输送沙尘 ∀沙尘暴的主体在东北 !朝鲜北部和日本海一带 ∀

从 us日 tw }ss沙尘暴的亮温剖面图可以看出 o沙尘暴在冷涡中心附近的亮温约为

uwz �o说明相对高度较高 ∀这可能是冷涡中心附近的垂直运动使沙尘能够输送到较高

的高度 ∀在远离冷涡中心的位置上 o亮温约为 uy| �o说明沙尘顶的高度低 ∀高度差约为

u ∗ v ®° ∀表明沙尘在向冷涡中心运动过程中是在向上抬升 ∀

w  结束语

ktl 对 ussu年的沙尘暴分析表明 o加深的东亚大槽和东北冷涡可以产生偏北路径的

大范围的沙尘暴 o且是影响华北 !东北甚至华中的一种主要环流形势 ∀

kul 东北低涡维持期间 o在其西北象限发生的副冷锋次天气尺度系统 o快速由西北向

东南方向移动 o可以产生强局地沙尘暴 ∀

kvl通过三个典型沙尘暴的卫星云图及其云顶亮温分析 o我们注意到发展强烈的沙尘

暴在靠近冷锋附近有明显的抬升 ∀而且沙尘顶部可伸展到 xss «°¤高度附近 ∀如果在对

流层中部遇到高空急流区 o可以将沙尘输送到很远的地方 ∀

kwl 东北冷涡天气系统可以将发生在蒙古国和内蒙古中西部的沙尘暴 o在西北冷空

气推动下向东南输送的同时 o也在东北冷涡的涡旋气流推动下向东北方向伸展 ∀在高空

气流的作用下 o沙尘可以向东北 !远东 !甚至更北的下游输送 ∀据此应对目前的沙尘暴移

动路径图作适当的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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