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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蒙 特 大 沙 暴 科 学 考 察 报 告 

查垫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撕 沈阳110015) S 7 | 
【摘要】 在对 1993年 5月 5日宁蒙两区发生特大沙暴考察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 了特大沙暴形成的原 

囡 造成的危害及抄暴的运行规律．结果表明，特大抄暴发生是在大气候条件控橱下 ，由大风、干旱和 

土地严重抄漠化不断扩大的综合作用结果，这次特大抄暴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抄暴运行规锥表明，防护林和怕抄工程对防止沙暴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同时针对沙暴易发医的自 

然、社会和经济特点，提出了预防 整治和合理开发利用谀区资源的综合防治对黧． 

关键词必 旦 篮奔 陆 
Investigation on the oc~~rrcllee of extraordinarily艇riOUS SBtldstorm in Nin xt|H Nationall竹 aad 

Nei Monggo]Autonomolls Reglons．Jiang Fengql and Zhu Jiaojl1n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Academia Sinica，Shenyang l10015)．一Chln．J．App1．Eco1．，1993，4(4)l343—352． 

Based ozi the investigation of extraordinari]Y serious sand storm (ESSS)occurred on M ay 5th．1 993 

；n Ningxia Hui Nationality and Nei Monggol Autonomous Regions，the rmation r．~Ltse 0f this ES- 

SS．its disastrous harms and moving  patterns are analyzed．The rc．guits show tha'~its occurr明 ce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s of gale．ariditY and desertification under the e~fect of macroc]imates，and 

the losses or haFins caused by it are very disastrous．Its moving patterns indica e that establishing 

shelterbeits or windbreaks and sand control er~gineerlt can prevent ESSS and avoid its harms．In 

view of the natural，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l areas vulnerable to sand storm ，the corn— 

prehensive strategies st preventing sand storm ，managing desert and utilizing and  developing sand 

land resourc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 nd storm ．Calamity，Deserti(ication，Preventing strategy． 

1 引 言 · 

I 993年 4月下旬以来 ，由于受蒙古一西伯 

利亚冷空气高压气流幅散线的影响，我国西北 

部连续发生并遭受特大沙暴的侵袭，形成了沙 

乘风势 ，风助沙威，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的特大 

沙暴景观．尤以 5月 5日的特大沙暴范围最广、 

持续时间最长 、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据统计， 

严 重受灾地区有 4省(区)18个市(地盟州)72 

个县 1．1×10 km ，死亡 85入 ，直接经济损失 

‘主持宁蒙抄曩科学考察的是林业部兰北防护林建设局 

享建树局长．参加考察的还有林业部三北防护柞建设局辨辜 
宜 冲 国科学院兰制秒漠研究所阵隆亨、享福 -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腕厨士威，北京林业犬学王嚼．内蒙古棒学鼠张奎璧- 

宁夏回旌 自棺区林业厅康煮堂．林业部宣传办公室是馅 ．中国 

林业撮 睬廉 ．中国环境报陈堆戢． 

率 文承蒙王战教授指正．特此致谢． 

率 文于 1993年 7月 8日收 刊 ．8月 6日政匈 ． 

达 5．43×10。元．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委托林 

业部组成专家组调查这次沙暴形成的原因、受 

灾情况、沙暴运行规律，井据此提出积极防治对 

策．为此，林业部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 

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林学院、国家气象 

局和林业部有关司局等单位的 22名专家、记者 

对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的严重受灾区 

进行了全面科学考察． 

笔者作为宁夏一内蒙考察组的成员，重点考 

察了宁蒙两区的中卫、中宁、青铜峡、贺兰、石嘴 

山、惠农、陶乐及阿拉善左旗等 8个市县旗(图 

1)，通过现塌调查 、访问座谈等收集到灾区有关 

气象、植被、土地利用、特大沙暴发生过程、时空 

分布规律和沙暴危害状况与植被覆盖度 、地形 

地貌 防护林建设的关系，以及有无治沙工程的 

典型对比等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帮助人们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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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沙暴发生规律 ，进一步推动治沙事业的发 

展提供科学蔽据，特整理报告如下． 

2 沙暴及其成因分析 

2．1 沙暴是西北地 区春季常见的灾害性天气 

沙暴(Sand~dorm)又称沙尘暴(Sand—dust 

storm)，是指强风将大量的沙粒尘土猛烈地卷 

入空中的现象 ．沙暴的强弱用能见度表示(m 

或级 O一9)．能见度小于 4级(<1 O00m)的风 

沙天气为沙暴，能见度小于 3级(<500m)的风 

沙天气为强烈沙暴 ．5月 s日发生在宁蒙两 

区的特大沙暴，能 见度均小于 2级(<20 {． 

从沙暴所包含的意义看，沙暴的形，成必须具备 

两方面的条件 ；其一是强烈扰动气流的风作动 

力，其二是有足够 的沙物质源．风速愈高、沙源 

越充足 ，沙物质被卷起的越多 、越高 ，输送速度 

越快、形成的沙暴越强烈． 

我国西北地区大气环流风系的基本特征表 

明，宁蒙(蒙特指阿拉善盟 ，以下同)绝大部分地 

区处在蒙古一西伯利亚冷高压控制之下．冬季， 

青藏高原正北(大约东经 96。)有一条明显的气 

流幅散线 ，而在新疆中部 (大约东经 83。)则是 

表 1 考襄沿线各市(县聩1年(月)平均大风、沙暴 出现 日撒统计衰 

I b．1 Occurenee days of gale and sand S|ornl in investigated 8re岫 

一 个气流幅台区，在幅散线西部，气流经河西走 

廊西部的祁连 山和天山之间的新疆星星峡、甘 

肃的安西一带的孔道倒灌入南疆东部地区，在 

幅散线东部的气流则顺高原北缘的地形形成西 

北风，横扫我国沙漠的中东全境．春夏季．在河 

套以西有一条气流幅散线 ，致使西北甘宁蒙各 

个沙漠区均处于西北风作用之下 ．同时，春季是 

冷锋和高压槽通过宁蒙境内较多的季节，环流 

加强，再加上春季冷暖气团交替比较频繁，玲暖 

平流作用较盛 ，容易产生很大的气压梯度，因而 

风速会急剧增大．就沙物质源而言，我国戈壁、 

沙 漠、沙漠化土地及沙地 (统称为沙质土地) 

大部分分布在三北地区．而在西北部又特别集 

中．这些沙质土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气候干 

旱，雨量少 ，蒸发强，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 

植被稀疏，甚至完全裸露．因此 ，这里首先具备 

了沙暴形成的条件——大风和充足的沙物质 

源．据多年气象统计资料，宁蒙两区年均降雨量 

分 别 为 204和 107mm，年 蒸 发 量 为 900一 

lO00mm和 3 184ram}常年都有大风(指 1 7．2— 

20．7m ·s 以上)发生，而且在 3—5月又特别 

集中(表 1)． 

由表 1看出．在宁蒙地区，每年都有大风和 

沙暴 出现 ，如阿拉善盟 37年平均每年出现沙暴 

日数达 27 6日，可见该 区沙 暴并 不罕见 ；以惠 

农县 36年气象统计资料为倒 (图 2)．大风、沙 

暴 出现 日数及分 布规律表明 ，在 3—5月(春 

季)，大风、沙暴分别占全年的 49 和 57 ．考 

察的各市县旗几乎全部被沙漠(腾 格里、毛乌 

素．乌兰布贺和库布齐)所包围(图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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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l 沙曩科学考察路鲤图 
Fig．1 Route of s r sror̈ I s“g It；0n． 

囝 2 是哀县 36年 大风 、挣晕 分 布规律 

Fig．2 Distribu cion。f gale and sand HIo⋯ n Huinong rounty 

36 year~． 

1 36年 吾月大凡出现日数 G{．1e dH” in e lj month Jn硒 

y H 【 36年吾 月秒暴 出现 日数 S41nd so⋯ hy in JI 

month 36 years． 

因此，在大风作用下．沙质土地表层受强大 

风力吹蚀 、卷至天空．势必造成风沙弥漫、沙暴 

颧繁．由此看出，在宁蒙两区 ，尤其是春季，大 

风、沙暴是该区比较常见的灾害性天气． 

2．2 5月 5日特大沙暴发生的天气过程及原 

因分析 

1993年 4且下旬以来，西伯利亚北部高空 

冷气团频频南下，造成我国西北地区多次大风 

和沙暴天气 ，于 5月 3日冷空气又一次加速南 

下，其前沿冷锋于 5月 4日逼近我国新疆西北 

部国境线，冷空气进入新疆后，自西北向东南方 

向移动，当天傍晚冷锋到达乌鲁木齐．5月 5日 

早到达甘肃的马鬃山，下午冷锋继续东移到甘 

肃省的张掖．傍晚 ，强冷空气沿甘肃河西走廊和 

内蒙古阿拉善盟继续迅速东移，形成大风，在此 

移动过程中，大风全部经过巴丹吉林、腾格里、 

毛乌紊、乌兰布贺和库布齐沙漠，使大量沙尘卷 

入空中，能见度急转直下，从沙暴前的 13 O00m 

骤降到几十米；当冷锋经阿拉善盟和甘肃再继 

续东移时，即逼近宁夏 ，使位于宁夏区最北、最 

西的惠农 、中卫两县首先受到冷空气的侵袭，由 

于该两县所处的特殊地形 (惠农是东有桌子山， 

西有贺兰山；中卫是北有贺兰山．南有香山)正 

是冷空气侵入内地的必经之路，因此 ，更使这里 

的风 力在冷空气入侵时明显增大(中卫最大瞬 

时风速 37．9m ·s～，惠农 30．2m ·s )(图 3)； 

在此过程中，宁蒙两区的气压 、气温也出现了大 

幅度变化(表 2)． 

囝 3 特 大抄晕 运行路 线匿 

r ．3 Route ol ESsS movin8 

由表 2可知，如此大的气压、气温变化，意 

味着极大的动量交换，势必引起强大的风力(表 

3)，宁蒙两区大部分处在沙漠包围之中，这些沙 

物质的粒级绝大部分在 0．05一1．OOmm之间， 

而已有的研究表明(表 4)，当风速达到 8．2m · 

s 时，lmm 的沙粒 已开始起动 ．并可在 lm 以 

下形成较强的风沙流 ．由表 3沙暴出现时的 

情况可知，此次沙暴来势汹猛，最大瞬时风速达 

40m·s一，已大大超过沙漠中 lmm沙粒的起沙 

风速，沙暴所经过的沙漠表层(近 20cm)．几乎 

所有沙粒全被吹起；这里森林覆盖率低、植被条 

件差，前 4月降水极少(表 2)．因此必然出现极 

强的沙暴． 

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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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大沙暴造成的危害 

沙暴搬运沙粒依风力、粒级的大小等不同， 

以螭移、跃移平口悬浮三种运动方式形成不同强 

度的风抄流，其危害形式则主要表现为风蚀、沙 

埋 沙打、沙割 撞击 飘尘，降尘，风倒，风折等 

等．因此，沙暴必然给农牧业、水利、工业交通、 

通讯设备、房屋建筑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等造成 

重大损失，同时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严重破坏 ． 

3．1 5月 5日特大沙暴对宁蒙两区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 

考察的宁蒙两区仅 8个市县旗所受的损失 

如表 5，宁夏区在这次涉暴 中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达 9．0×10 元，内蒙古阿拉善盟直接经济损 

失达 3．0×10 元． 

3．2 5月 5日特大沙暴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的估计 

沙暴不仅给农牧业生产、工业交通及人民 

生命财产等造成直接重大损失，同时对生态环 

境也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危害．沙暴必然引起风 

蚀，而风蚀首先使地表层风剥，造成土壤地力下 

降 ，随沙暴卷起的大小沙尘粒子，一部分落入 

农田、水域，造成农田被埋、河道受阻，另一部分 

则进入大气，造成大气严重污染． 

仅宁夏区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在这次沙暴中 

受灾农作物面积达 3．97×10 ba(s)，据 调查 ， 

受灾农田平均风蚀达 1．Oem(E．)，风蚀表土量 

(E ) 

E 一 E1．S． 】 ( ．一 1．65) (1) 

计算(1)式，E 一6．6×lO‘t．风蚀的土壤均为农 

业生产的耕作表土 ，这些土壤的损失给农 田生 

●寻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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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物质循环，尤其是养分循环造成了严重失 

衡． 

抄暴对天然牧塌 生态平衡的危害更为严 

重，据阿拉善盟天然草塌实地考察，这次沙暴在 

阿拉善盟持续 17小时，平均风蚀 5era，该盟草 

埸(面积 1．8×10 ha)60 受到严重危害，按此 

计算，这次沙暴将阿拉善盟草埸的表土吹掉8．9 

×10 t，损失牧草 1．1×10。kg，根据该区植物的 

生长规律及草埸的发育规律 ，这塌沙暴使阿拉 

善盟草塌在 5年内难以恢复． 

较大粒级的抄粒落入水域所造成的河流淤 

积也是不可低估的．仅以黄河在宁夏区境内 

水域面积计算 ，这次沙暴落入黄河的沙量达2．1 

×1O't(在宁夏区黄河总长按 528km，平均宽为 

2km，落沙量为 1．2cm)，可见黄河的积沙量不 

仅仅是水土流失所造成，沙暴落沙也是其积沙 

的主要因素之一．粒级小的尘埃则飘浮到大气 

中，形成尘疆，使大气遭到严重污染．据中国科 

学院兰州沙漠研 究所沙坡头试验站观测，仅 5 

月 5日沙暴的落尘量达 14．1ing．cm～，即 lkm 

大气中含沙尘量达 1 4lt． 

沙暴天气在宁蒙两区虽不鲜见，但象 1 993 

年 4月下旬以来 ，尤其是 5月 5目这次沙暴来 

势之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生 

命财产损失之惨重则是历史上罕见的． 

4 沙暴运行及其危害规律的分析 

沙暴运行规律总俸上与大气候因素有关， 

同时受其运行路线中的地形地貌、沙漠沙地覆 

盖范围，植被覆盖情况以及人为干预等因素影 

响． 

4．1 沙暴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宁蒙两区的地形地貌大体可分为平原 (银 

川平原和阿拉善盟高地平原)和 山地两大类． 

沙暴在平原区。所受阻 力较小。易产生地表风 

蚀 。加重沙暴的破坏力；而在 山地 ，尤其是有高 

大山体的保护，遭沙暴的危害则较轻．由于地形 

地貌的影响，沙暴经过的宁蒙两区有如下规律 

性 ： 

4．I．1宁夏区平原的西部、北部区灾害较东部 

区重 沙暴从宁夏平原西部中卫和北部惠农县 

同时(5月 5日 l9；26和 19：28)侵入宁夏 ，两 

县分别处于腾格里和乌兰布贺沙漠的前沿，西 

部无高大山体阻拦，北部又是贺兰山山口处，因 

此，使该平原西部和北部区受灾较重 ；而 东部 

区，由于贺兰山的屏障作用和平原 内的地形地 

物及防护林等植被使风速大大降低，因此，东部 

区所受沙暴危害也较轻． 。 

4．I_2贺兰 山屏障区南北两端灾 害较 中部 区 

重 贺兰山南北延伸 200km，是宁夏平原区阻 

挡西北干冷气流和沙漠东移的天然屏障，贺兰 

山中段平均海拔 3 O00m，而南北两端平均海拔 

仅为 2 O00m 左右 ，在高大山俸中段保 护下的 

银川市受灾较轻，风速仅为 21．7m ·s． ；在南北 

两端处，由于受 山体的挤压及 贺兰 山多处风口 

所形成的狭管效应，风速大大增加，如位于贺兰 

山体南北两端的青铜峡市和惠农县。风速分别 

为 29．2m -s-i和 30．2m ·s～． 

4．2 沙暴运行、危害规律与沙漠、沙漠化土地 

及沙地的关系 

考察的宁蒙两区，除山地垂直带及低洼地 

外，大面积土壤为灰钙土和灰漠土，其表面多为 

沙质或沙壤质，易遭风蚀 ，而且该区西有腾格里 

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北有乌兰布贺沙漠，东有 

毛乌素沙地，这些沙漠大多为裸露流沙，极易被 

风吹扬 ；在 内蒙 区阿拉苦 盟，总 土地 面积的 

34 为沙漠，其余部分又有 8o 以上沙漠化， 

这些沙质土壤结构松散，沙粒粒级较小(O．05— 

1．OOmm)‘ ，仅需 4．5m ·8 一 8．2m - 的 风 

速就可将这些沙物质吹起．以上土壤条件为抄 

暴的形成 、运行 准备了极其 充分的物质条件 
— — 沙源． 

考察中发现，腾格里、巴丹吉林和乌兰布贺 

沙漠边缘地区受灾较毛鸟素沙地边缘地区重； 

大风首先入侵腾格里、巴丹吉林和乌兰布贺沙 

漠，在横扫宁夏平原、阿拉善盟之后进入毛乌素 

沙地，又由于毛乌素沙地的水分条件较好 有贺 

兰山阻拦，因此毛乌素沙地边缘区受灾较轻． 

4．3 沙暴与植被覆盖的关系 

植被的覆盖可以增加下垫面的粗糙度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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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风速、减小风蚀．因此，植被覆盖度小的 

地 区较植被覆盖度大的受灾重．如阿拉善左旗 

哈 萨 图 草 原 以 剌 叶 柄 棘 豆 (O．vytropis 

ncit，hylla)占绝对优势，覆盖度为 21．4 ，在这 

塌沙暴中草塌风蚀范围较小(仅在几米范围内 

有沙粒移动 )；相反，在该草原附近，由于严重 

沙化，无植被覆盖，地 表风蚀深度达 15cm．同 

样 ，在宁夏区黄河两岸由于水分条件较好，植被 

覆盖度较大，因此，使黄河东部区的风速降低 ， 

如沙暴在中卫县入境时风速为 37．8m·s一．而 

到黄河东的中宁、灵武县分别减为 26．8m·s 

和 28m ·s一，再向东到盐池则仅为 Z3m·S一． 

4．4 沙暴与防护林建设、治沙工程的关系 

4．4．1沙暴与防护林建设的关系 防护林改变 

不 了大气环流的运行规律，但其作为气流的障 

碍物能够在近地面起到降低风速，减轻乱流交 

换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壤的宙水率-，防止或 

减轻土壤风蚀、阻挡沙暴运行 、截留沙物质粒等 

作用，从而减轻或避免沙暴} 溶 ．国内外关于防 

护林对沙尘暴运行阻拦的研究表明，有林带保 

护的地域，土壤损失量仅为无林带保护的 1／ 

20 。，空气中含尘量 为 1／68．本次 沙暴考察， 

同样证 明了荫护林在改变秒暴运行线路、减轻 

或避免沙暴危害的巨大作用，并表现出以下规 

律性 ： 

1)在沙质土壤农作区，有林则粮丰 、无林则 

粮衰，尤其是在特大沙暴袭击下，防护林更充分 

地发挥其防风、阻沙的功能．在宁夏区考察过程 

中，通过对有防护林保护 区与无防护林保护区 

的对比调查(表 15)表明，防护林 沙暴钧 运行 

和危害发挥明显的阻止 作用，防护林体系越完 

整，受沙暴的危害越轻，甚至无灾；反之 ．无防护 

林区遭灾十分惨重 ，甚至全部被沙暴“吞食”一 

2)80年代以来，宁夏 建了十多处扬黄骨 

干水利工程，把 9． 0×10 ha原 固定、半固定沙 

丘开垦成灌区农 田，由于其源于风沙土 ，防护林 

建设没有及时跟上，或某些地 区建成后复遭天 

牛破坏 ，或全部砍光，或残破不全，遇到沙暴势 

必造成风蚀、沙埋 ，使原来固定沙丘沙化变成流 

沙 I实地考察的 9个新开发区因而受到 了惨重 

的损失(表 7)；而老灌区由于建设时间较长，防 

护林建设也较完整，受灾很轻．如中宁县老灌区 

农田防护林体系比较完整，网格小(主带带间距 

70m左右)，结构合理(疏透度为 0．3—0．4)，经 

营管理比较好 ，役有遭受天牛危害，因此在这次 

特大沙暴 中全灌区农 田几乎未受到影响． 

4．4．2治沙工程与沙暴运行、危害的关系 治 

沙工程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或削弱近地面风沙流 

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采用如下两种方式；一是隔 

离风与沙面的接触，使大风经过沙面时不被吹 

蚀；另一种是设置障碍物 ，使风速 降低、沙物质 

沉降在障碍物周围，从而阻止沙暴的运行．治沙 

工程对这次特大沙暴运行、危害的阻拦 减免作 

用十分明显，充分显示了治沙工程的作用． 

1)中卫县治沙林埸位于宁夏区西部腾格里 

沙漠南缘 ，为了保障包兰铁路的正常运营 ，几十 

年来 铁路两侧成功地建设了由前沿阻沙带、封 

沙育草带、草障植物带、灌溉造林带和固沙防火 

带组成的防风、阻沙体系．在这次特大沙暴中 ， 

除前沿阻沙带部分受损外 ，治沙工程总体上保 

持完整 ，并确保了铁路在沙暴过程中畅通无阻． 

2)哈萨图荒漠草原治沙工程于 1990年分 

别飞播了沙拐枣( 妇一“m spp：)、白抄蓠 

(Artevnisa haerocephala)和 花棒 (Hedysarum 

scoparium)共 2．3×104ha，目前 ，沙拐枣平均高 

度 6 ql，盖度大于 30 ；白沙蒿和花棒平均高 

度 80—1OOem，盖度达 40 以上．这次沙暴在 

该封育区内几乎没有风蚀，尤其在白沙蒿一诧棒 

嚣，更为明显．而在铁线保护之外的光棵坡状沙 

地，这次沙暴风蚀也比较严重 ，平均风蚀 15cm， 

最 大 达 50cm． 

5 减免沙暴及其危害的对策 
_ _ 

● 

沙暴形成及运行、危害规律的分析表明，沙 

暴的动力一风受制于蒙古一西伯利亚 高空冷空 

气的形成与发展，这是人为难以控制的；而构成 

沙暴的另一困素～沙物质源(沙漠和沙漠化土 

地)却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沙漠治理、植被建设和 

防止土地沙漠化等措旋加以控制．考察结果表 

明，沙暴与沙漠、抄漠化土地呈正因果的 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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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关系，土地沙漠化助长了沙暴的威 力，反过 

来，沙暴又加剧了土地沙漠化的进程，因此，加 

速防治土地沙漠化便是问题的核心． 

5．1 减免沙暴及其危害综合防治对策的基本 

条件 

减免沙暴及其产生的危害的综合防治对策 

必须建立在以下基本条件之上；1)加强法制观 

念 ，通过立法，使人们的活动规范化 ，制止对沙 

地生态环境的破坏．2)严格控制人口，从根本上 

解决产生土地沙漠化的直接原因．3)提高全民 

文化素质，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 使社会的各种 

活动尽量做到与自然和谐统一和 自觉．4)建立 

沙暴监测系统，加强沙漠治理的科学研究，探明 

沙暴发生规律，并作到准确预报 ，提高全社会的 

防灾、抗灾能力． 

5．2 预防、整治与合理开发利用的综合防治对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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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暴易发区均在我国的沙漠地区，当地居 

民和广大科技人员在长期改造沙漠、利用沙地 

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沙暴区风沙的 

“二喜三怕”(喜大风、干旱，怕树 草和水 )的特 

点，翻定出“植物治沙 ”和“水利治沙”等 一系列 

有效的综合措施 ，对预防沙暴、整治沙暴易发区 

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沙区土地资源树立了 

很多成功的典型，经过这次特太沙暴的袭击后． 

也显示出这些成功典型的成功之所在．从这些 

成功的典型中，可以概括如下防治对策；1)沙暴 

易发区的气候特 点是干旱、少雨，因此，在有水 

利条件的沙暴易发区，如宁蒙两区靠近黄河的 

地域，可兴修水利作为治理与开发沙漠、沙地的 

根本性措施，为沙暴易发区预防、整治和台理开 

发利用创造最基本的生产条件．2)植树造林 ，大 

力发展防护性林业 ，是防风固沙、减免沙暴的根 

本性对策．实践证明，防护性林业通过改善沙暴 

易发区生态系统结构的单一性，增强系统的抗 

灾、灭灾能力，从而保证农牧业的繁荣发展．对 

宁蒙两区的引黄灌区，应重点建设第二代农 田 

防护林 ，同时建立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 、高效 

益的防护林体系 ，增强系统的抗灾、承灾能力． 

3)以。滥垦 、滥牧、滥伐、滥挖”为主的植被破坏 

行为是造成土地沙漠化井进而助长沙暴危害的 

主要原因，因此 ，保护植被对于减免沙暴的发生 

及危害是极为重要的．实践证明，植被覆盖度越 

高(植被覆盖度>3O 的地区 ，在这次特大沙暴 

中基本稳定)，对沙暴的运行 、危害的阻拦、减轻 

作用越强．因此，应大力提倡井推行一切行之有 

效的增加沙地植被覆盖的措旖，包括对现有植 

被的封育、保护，同时在适合地区大力发展飞 

播，封育流沙，育草育林等 ，这是扩大植被覆盖 

度的有效措施．4)在开发利用沙暴易发 区各种 

资源时，应本着综合开发利用的原则，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应按各产业 

合理化 比例进行投资、开发 ，尤其 是农牧业开 

发，必须按着林水先行、林水同步、粮草同行、多 

种经营井举、农林牧用地三三制和林草投入 比 

例占总投入的 20 的步骤和 比例进行开发利 

用．实践证明，各业结构 比例协调、开发与防治 

并重，是预 防、减轻抄暴 等自然灾害的必然选 

择 5)成功的治沙工程可充分发挥其减免沙暴 

危害的作用．在宁蒙两区，有很多地区需要对沙 

漠、沙漠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如宁夏重点应是 

农牧交错区、新开发区和贺兰山的多处山口处， 

应强化以水利为主导以生物措施为主体的治沙 

工程．6)减轻沙暴易发区的人畜压力，是减免沙 

暴的治本措施．目前，在宁蒙一些地区，利用引 

黄灌溉 ，集约经营饲草饲料，将严重沙化区的人 

畜迁出，从而减轻大面积沙漠化土地的人畜压 

力，使沙漠化土地得 以自然恢复、 

我国有大面积的沙漠、沙地及严重沙漠化 

土地，这些地区沙暴极易发生．宁蒙两区的特大 

沙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使生 

态环境遭到一定的破坏，但也使我们接受了经 

验教训 ，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 1) 

防护林对于沙暴易发区的经济建设是至关重要 

的，它可以改善生态环境 ，发挥以防护为主的多 

种效能．实践证明，沙暴易发区，有林则宁，无林 

则忧、因此 ，防护林建设绝不能忽视．2)沙暴易 

发 区的开发利用是经济发展、人类要生存的必 

然结果 ，但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只追求一时的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52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4卷 

济效益 ，势必造成土地沙漠化 、生态环境恶化 ， 

类似沙暴的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因此，在沙暴易 

发区开辟防治与开发并重的合理开发利用途径 

是该僵的唯一正确出路． 

总之，通过这次特大沙暴发生、发展，造成 

的危害及其运行规律的分析 ，相信我们会从中 6 

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 ，自觉地采用先进的科学 ， 

成就 ，科学地保护和建设我们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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