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 尘 天 气 为 何 又 来 了
□ 本报记者 薛秀红

“昨儿听着楼外面刮的大风我一

晚上没睡着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加湿器也开着，但依然觉得房间空气

干燥，有种刮沙子的感觉，嗓子干得

好像在冒烟。”本就感冒嗓子疼的戴

先生4月11日一大早就向家人诉苦，

望着窗外黄黄的沙尘天气，他叹息

道：“北京好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

天气了。”

4月10日20时，北京PM10小时

浓度由400微克增至1321微克/立方

米，达到6级严重污染水平。到4月

11日上午8时，PM10小时浓度为1102

微克/立方米，维持严重污染水平。

其实在上个月，我国北方多地就

曾经历过一次黄沙漫漫的天气。3月

22日，源于蒙古国中部和我国西北部

的沙尘天气，波及我国18省区市，呈

现出起沙范围大、覆盖范围广、移动

速度快、峰值污染重等特点。受其影

响，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北部、

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

暴，局地有强沙尘暴。“北京的第一场

雨就是大黄泥点子，我下午刚洗的

车，晚上一场小雨车子瞬间变黄土

车。”戴先生对那场雨记忆犹新。有

网友曾调侃，“甭管汽车还是衣服，马

上给你做旧加包浆。”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说：“今年以

来，我国已出现8次沙尘天气过程，

比常年同期偏多。”今年入春以来，

为何沙尘天气如此频繁，且比近年

同期偏多？沙尘袭击的背后暗藏了

什么信息？

沙源区提供了充足的
物质条件

“这条蓝色的曲线记录了2000年

至2022年北京沙尘天气空气质量变

化情况。从数据和走向上看，这23年

间沙尘对北京天气影响的程度总体

趋于减小，近两年有所反弹。”在北京

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会商大厅，北京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首席预报员、高

级工程师邱启鸿从监测信息库里调

出历年来北京沙尘天气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指着一张汇总图表给记者作

讲解。

“沙尘天气的产生要同时满足三

个条件：沙源区、抬升运动、大风的传

输作用。今年春季沙尘偏多是因为

三个条件同时具备。”邱启鸿说。

沙源区是提供沙尘的源头，是基

本的物质条件。近年来，蒙古国荒漠

化趋势加重，以及我国西北干旱、半

干旱地区沙化土地，为沙尘天气的发

生提供了充足的沙尘源。北京沙尘

天气的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中南部的

戈壁沙漠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的沙漠，

此外还有内蒙古偏东部靠近河北北

部的浑善达克沙地、东北的科尔沁沙

地。去年冬季以来，蒙古国降水较常

年同期偏少，沙源区植被覆盖较差。

今年春季前期，蒙古国和我国西北干

旱、半干旱地区气温偏高、地表解冻

早，冻土层沙土出现快速融化，地表

土壤干燥疏松而植被尚未生长。今

年3月份以来，蒙古国气旋发展强盛，

气温明显回暖，出现较为罕见的回温

天气。尤其是进入3月中旬以后，蒙

古国气旋和大风是沙尘的“搬运工”，

在大风条件下，沙尘多次被输送至我

国，这是今年春季我国华北地区沙尘

天气发生的最直接原因。

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
面积持续减少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

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

家之一。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持续减少。截至2019年，我国

荒漠化土地面积257.37万平方公里，

沙化土地面积168.78万平方公里，与

2014年相比分别净减少37880平方

公里、33352平方公里。我国重度荒

漠化土地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与

2014年相比分别减少19297平方公

里、32587平方公里。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国大力植

树造林、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密不可分。

在蒙古语中被译为“坏水”的毛

乌素沙漠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主要

分布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陕西榆

林市北部之间。几十年来，蒙陕两地

一代接着一代的“护林人”为治沙累

计造林 5万亩，区域森林覆盖率达

60%以上，逐渐将毛乌素在我国版图

上由黄色变成绿洲。

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杜建军

表示，北京2002年正式启动实施了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工程已完成营林

造林921.9万亩，北京山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58.8%，比2000年增加19个

百分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贡献

率达到90%以上。据测算，工程区每

年可减少水土流失54.3吨/公顷。密

云水库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在Ⅱ类标

准以上；物种多样性进一步丰富，多

年不见的野生动植物又回到了人们

的视野中。

需要和周边国家进行
国际合作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朱江

表示，近些年我国许多防风固沙的努

力，使沙源地的“起沙条件”获得了改

善，而本轮北京沙尘天气主要是由外

来沙尘传输引起的。

“单凭我国的治理，作用可能还

是不够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桂海林表示，沙尘暴实际上是一个国

际化的现象，是跨国界的，不仅需要

我国的治理，还必须进行国际合作。

“因为不仅我国有沙源地，包括中亚

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还有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本就

是大范围分布的。所以要有效地治

理沙尘，除了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

采取的一些措施外，还必须和周边

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共同加强生态

文明治理。”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

究所所长吴波也持相同观点。他表

示：“治理沙尘暴要与位于上游地区

的蒙古国开展荒漠化防治合作，为境

外沙尘源地的植被恢复提供技术支

持，共同治理沙尘暴危害这一全球性

问题。”

特别报道

近日，我国北方多地出现沙尘天气。图为市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街道上骑行。 新华社记者 刘 磊 摄

毛乌素沙地西南建起绿色屏障毛乌素沙地西南建起绿色屏障
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这里曾经

风沙危害严重。三代白芨滩治沙人艰

苦创业、遏沙植绿，完成治沙造林63万

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在毛乌素沙地

西南边缘建起一条绿色屏障。利用沙

区特有资源发展经果林、沙漠蔬果、苗

木培育、生态养殖及生态旅游等多种产

业，实现治沙与致富同步发展。图为白

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泉管理站

沙漠田园综合体内的韭菜温棚。（资料

图片）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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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秀红

中国气象局表示，2023 年以来，

我国已出现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4

月9日以来的沙尘天气过程达到沙尘

暴级别，为今年第二次沙尘暴过程。

本轮沙尘先是北方受其影响，后随着

冷空气南下，湖北、安徽、江苏、上海、

浙江等省份也遭遇沙尘影响。专家

表示，本轮沙尘天气在我国影响范围

达400万平方公里。

最近几年已经很少像今年一样

如此频繁地出现大规模的沙尘天气

了。究其原因是今年3月以来，沙源

地温度高、雨水少，大部分地表基本

无积雪覆盖，一旦有冷空气入侵，出

现大风天气，易造成沙尘天气传输。

沙尘天气，是指强风从地面卷起

大量尘沙，使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

明显下降的一种天气现象。科学意

义上的沙尘暴却有严格的指标，气象

上一般以能见度来区分沙尘与沙尘

暴：能见度小于 1 公里的为沙尘暴，

能见度在 1 公里以上的为沙尘或扬

沙天气。

而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并

不是现今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唐朝

诗人王昌龄在《从军行》的诗中有这

样的描写：“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

半卷出辕门。”塞北沙漠中大风狂

起，风沙遮天蔽日，而将士们依然奋

勇杀敌……

林语堂回忆 20 世纪的北平时

说：“人们至少要每年一次做好准

备，对付来自蒙古沙漠的大风沙。

届时天空阴暗，太阳看起来泛着黄

色。尘土很像一朵厚厚的云，它钻

进人们的耳朵和鼻孔里，弄的满嘴

沙砾。”

千百年来，人们对沙尘暴的描绘

非常相似，可见它很难被消灭。人

类既然无法左右空气流动，要想解

决沙尘天气，就只能解决沙源问题，

而这也是我国近年来控沙的主要工

作目标。

上世纪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

京津风沙源治理、毛乌素沙漠治理等

诸多工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以京津风沙

源二期工程建设为例，二期工程不仅

提升了森林质量，更实现了固碳增汇

的生态功能。据研究估算，工程区的

乔木和土壤碳储量达到 1500 余万

吨，相当于累计吸收二氧化碳5500余

万吨，累计释放氧气4000余万吨。工

程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也改变了农村的发展理念、模式和生

产生活方式。根据北京观象台沙尘

资料统计分析，上世纪 60~80 年代及

以前，北京春季的沙尘日数在 10~20

天以上；到 2010 年以后，沙尘日数已

经降低为3天左右。

影响我国的沙源地，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地区——蒙古国的戈壁

沙漠。而蒙古国的戈壁沙漠自古

环境恶劣，就目前的国家能力，蒙

古国尚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因

此，沙漠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

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方

法，还 要 注 重 国 际 合 作 。 只 有 这

样，才 能 够 实 现 沙 漠 治 理 的 可 持

续发展。

你说我说

近年来，华北沙尘暴的起源地通

常是蒙古国南部，也有沿途我国境内

的沙漠、沙地、裸地等的一部分因素。

近年来，中蒙两国持续加强荒漠化治

理双边合作，长期开展荒漠化防治技

术模式合作，国家荒漠化防治管理机

构组织——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

等科研院所专家力量，为蒙古国管理

和技术人员举办了多期荒漠化防治研

修班，并多次组织科研团队赴蒙古国

开展调查研究，将跨境全域治理、共同

保障两国人民福祉推向新的高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卢琦：

科学认识沙尘暴 推动跨境全域治理

科普作家张田勘：

恢复蒙古国生态平衡需进行国际合作
蒙古国7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

的荒漠化和沙漠化，而且有不断扩大

的趋势，这也形成了进入我国沙尘的

源头。一路于蒙古国的东南部起沙，

影响我国华北大部分地区；另一路于

蒙古国西部和南部戈壁荒漠起沙，影

响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这两股沙尘

汇合甚至会输送到韩国、日本以及北

美地区。因此，治理沙尘需要全球合

作和治理。

早在2002年，中日韩三国就与蒙

古国合作，建立了“中日韩+蒙”东北

亚沙尘暴防联控合作模式。2011年

和2013年，联合国和中国还联合主办

了“蒙古国防沙治沙技术研修班”和

“蒙古国荒漠化防治培训班”。这些措

施当然有助于提高国际治沙效果，但

从根本上来说，恢复蒙古国的生态平

衡、防止荒漠化，才是比减少沙尘暴更

重要的路径。对此，尤其需要进行国

际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科

学和建设性地看待相关问题，对荒

漠化与沙尘暴防控进行系统性科学

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建议，

蒙古国应引入对特定牧民的牧场税、

提高动物产品质量以增加利润率，以

及增加对肉类产品的产业规模等经济

措施，以限制牧群的规模。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肇晟：

荒漠化防治容不得“喘口气”“歇歇脚”

“一带一路”全民早期预警三方合作协议签署

本报讯 记者薛秀红报道 “一带

一路”全民早期预警高层论坛近日在

京举办。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与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蒂瑞·塔拉斯、

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论坛并签

署关于支持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

的三方合作协议。

按照协议内容，生态环境部将和

世界气象组织、中国气象局共同开发

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早期预警

项目，通过援助早期预警设备物资、举

办能力建设培训班等方式，支持“全民

早期预警倡议”的实施，为相关发展中

国家提高应对气候灾害风险和早期预

警能力提供帮助。

早期预警是防范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风险、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道

防线，可以极大减少天气灾害带来的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适应气候变

化的重要内容。2022年3月，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起全民早期预警

倡议，旨在为世界上所有人提供灾害

预警系统保护，特别是帮助广大发展

中国家免受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

影响。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

一直以来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支持发

展中国家提高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中国已向埃

塞俄比亚援助气象监测微小卫星，向

玻利维亚、乌拉圭、博茨瓦纳援助环

境、气象卫星数据移动接收处理应用

系统，并举办了以气象监测与灾害预

警为主题的培训班。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项目成果“看得见、摸

得着、有实效”，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高度赞誉。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物资发运仪式举办

本报讯 记者明慧报道 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援基里巴斯太

阳能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援博茨瓦纳

气象机动站、援哥斯达黎加电动公交

车发运仪式近日在京举办。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出席仪式并致

辞。基里巴斯驻华大使戴维·蒂阿

博、博茨瓦纳驻华大使巴特朗·塞雷

马、哥斯达黎加驻华临时代办乔纳

森·古兹曼分别出席仪式并致辞。

中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务实实践者，多

年来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

物资援助项目、实施能力建设培训等

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据生态环境部

官网消息，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8个

发展中国家签署45份气候变化合作

文件，实施各类援助项目60余个，累

计举办50余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培训班，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

度好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

是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十百千”倡

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计划的具体举措。此次向基里巴斯

援助的5000套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和

300吨筑海堤用水泥，将为当地人民

解决用电问题和海水侵蚀问题提供帮

助；向博茨瓦纳援助的一套多星一体

化卫星数据移动接收处理应用系统

（气象机动站），将为博方开展环境监

测、农业生产、极端气候灾害预防等方

面提供支持；向哥斯达黎加援助的6

辆电动公交车，将为哥方交通运输行

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助力。目

前，3个项目援助物资均已完成生产，

并将于近期起运。

内蒙古荒漠化治理取得了明显

成效，为不少曾经的沙源地披上了

“防护服”。过去10年间，内蒙古平

均每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200多万

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经过长期治

理，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大多已治

理，目前剩余的多为立地条件差、治

理难度大的区域。

此外，近年来，治理地区的植被刚

开始恢复，自我调节能力较弱，具有

脆弱性、不稳定性和反复性。作为受

荒漠化影响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荒

漠化防治是内蒙古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容不得“喘口气”“歇歇脚”。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8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5份
气候变化合作文件，实施各类援助项目60余个

通过援助早期预警设备物资、举办能力建设
培训班等方式，为相关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