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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常规气象观测资料 ! ≥2 静止气象卫星的红外云图和可见光图像 分析了 年 月 至 月 日

塔里木盆地浮尘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 红外云图和可见光图像能够监测盆地浮尘的变化 浮尘呈灰色 纹理均匀

边界清晰 ∀浮尘区的 Τ 在 ∗ ε 之间变化 与地面能见度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 大范围浮尘区的反射率在

∗ 之间 浮尘区反射率等值线稀疏 云区反射率等值线密集 ∀

关键词  勺型浮尘区  红外云图  可见光图像

引言

浮尘 !扬沙和沙尘暴统称为沙尘天气 是西北地

区主要灾害天气之一 ∀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属于中

纬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地面多为沙地 !稀疏草地和

旱作耕地 植被稀少 特别是春季地面回暖解冻 地

表裸露 多细沙土 狂风起时 沙尘弥漫 在本地及狂

风经过地带形成沙尘天气≈ ∀塔里木盆地地处欧

亚大陆腹地 远离海洋 四周又为高原和山脉阻隔

形成闭塞的内陆盆地 下垫面中央主体部分是广袤

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它是世界四大沙源之一 沙

尘天气在这里极其普遍 ∀

近年来随着新疆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塔里木盆

地及周边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基地和棉花

生产基地 预防沙尘天气灾害对其环境和生产建设

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对塔里木盆地沙尘天气

的研究多为天气个例分析及气候场的分析≈ ∗ 卫

星资料的应用局限于 卫星图像 时间跨度

大 连续性差 对沙尘天气特征的表述不完整≈ ∗ ∀

本文应用 ≥2 静止气象卫星每小时一次的数字

资料 连续跟踪浮尘天气的演变过程 详细给出浮尘

天气的红外云图和可见光图像特征 ∀

 资料和方法

本文选取了 年 月 日至 月 日常规

气象观测资料和日本静止气象卫星 ≥2 所提供

的逐日每小时一次 1 ∗ Λ 红外 通道和

1 ∗ Λ 可见光通道数字资料 给出塔里木盆

地一次强沙尘天气过后大面积浮尘天气的数字图像

特征 ∀

≥2 卫星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

率 卫星的空间位置固定 在高原和沙漠等无观测站

的地区同样可获得资料 能够完整地监测天气系统

弥补观测资料的不足 ∀ ≥2 红外云图 !可见光图

像采用了麦卡托投影 中心经纬度 β ! β∞ 水平

分辨率 ≅ 资料大小 ≅ 字节 ∀

同时制作了红外图像和冷云盖黑体温度 Τ

∏ 等值线的合成彩色图像 可

见光原始 ° 图像和反射率等值线分析的 °

图像 ∀文中均采用北京时 ∀

 塔里木盆地沙尘天气的卫星云图特征

年 月 日 ° 上由于乌拉尔山阻

塞高压在冷平流作用下崩溃南落 地面冷高压东移

加强 寒潮天气爆发 大规模强冷空气开始入侵新

疆 ∀ 日冷空气以翻越帕米尔高原 !翻越天山中段

和从南疆东部东灌三种方式进入塔里木盆地 以东

灌最为明显 造成盆地大范围的沙尘暴 !扬沙和浮尘

天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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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观测事实

塔里木盆地在 月 ∗ 日出现沙尘暴 盆地

的东部 !中部和西北部沙尘暴持续时间较长 ∀盆地

的西部和南部在 ∗ 日维持能见度 ∗

的强沙尘天气 ∀ 日至 月 日塔里木盆地维持

浮尘天气 ∀分析 月 日至 月 日每日间隔 的

地面能见度及风场实时观测资料 图 发现 日

时 冷空气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南疆西部地区 塔里

木盆地西南部开始出现沙尘暴天气 随着冷空气加

强 沙尘暴自西沿盆地南缘向东移动 范围变大 ∀

时乌鲁木齐到七角井一带出现偏北大风 引发吐鄯托

盆地的沙尘暴天气 时南疆大部地区风速

υ ∴ 沙尘天气范围继续扩大 ∀ 时南疆东部出

现偏东大风 东灌进入盆地 同时冷空气从天山中段

的库车 风速 υ ∴ 翻山进入盆地北部 在西 !北 !

东三股冷空气的作用下 强沙尘天气覆盖整个盆地

持续到 日 ∀ 日由于进入盆地的冷空气势力明

显减弱 盆地沙尘天气也减弱 以浮尘天气为主 ∀浮

尘区随东灌冷空气逐渐南压至昆仑山北麓 于 日

时盆地浮尘区呈勺形 勺把向东至甘肃 ) 青海省

界 勺底位于南疆沿昆仑山 ) 帕米尔高原 勺顶在天

山南缘 勺口向东北 ∀勺形浮尘区维持到 日

时 之后勺把消失 盆地大面积浮尘又维持了 天 ∀

图  地面能见度和风分布

能见度 ς 区为沙尘 ς 为沙尘暴 分别为 日 ! 时 日 时 日 时

.  红外云图和 ΤΒΒ等值线分析

由于密云遮蔽 月 ∗ 日 时在红外云

图上看不到地面具体情况 ∀ 日 时云系东移出

塔里木盆地 红外云图上盆地呈浅灰色 ∀而同年

月 晴空无云的塔里木盆地白天在红外云图上应为

黑灰色 图 见封 腹地沙漠地区为黑色 ∀

日 时 图 地面实测能见度表明盆地出现大范

围浮尘 因而红外云图上覆盖盆地的浅灰色区域为

浮尘区 ∀ 日 时 图 见封 整个塔里木盆

地为浅灰色浮尘覆盖 到 时 图 见封 地面

浮尘区清晰可见 呈勺形分布 勺把沿 β 东伸至

β∞ 勺底沿昆仑山 ) 帕米尔高原走向 勺口位于沙

漠中部朝向东北 与图 的形状非常相似 ∀在

日和 日逐时红外云图上 浮尘区白天 ∗

时 勺形明显 夜间 ∗ 时 浮尘区色调变浅 与

周边地面的分界线模糊 勺形不明显 ∀ 月 日 ∗

月 日虽有云系移过盆地 地面浮尘区在红外云

图上依然可见 只是范围缩小 ∀浮尘与云在红外云

图上有明显的区别 浮尘纹理均匀 !稳定少动 !边界

清晰 !色调较云暗 ∀

第 期             王旭等 塔里木盆地一次浮尘天气的卫星云图特征                



从图 见封 叠加的 Τ 等值线可更清楚地看

出 浮尘区 Τ [ ε Τ [ ε 的区域始终位

于塔里木盆地西部 ∀对照图 和图 发现 能见

度小于 的区域与 Τ [ ε 范围对应 小于

的区域与 Τ [ ε 范围基本一致 小于

的区域对应 Τ [ ε 范围 ∀通过浮尘区

Τ 等值线的分析 大致可推算出地面能见度的分

布状况 这一工作尚待进一步研究 ∀

浮尘区的 Τ 值昼夜变化较大 白天浮尘区

Τ 值在 ∗ ε 之 间 图 夜间 在

∗ ε 之间 图 日变化幅度为 ε ∀

日盆地地面实测温度的日变化为 ε 说明浮尘区

Τ 的日变化与地面温度一致 ∀

根据探空资料利用温度对数压力图 制作出压

高曲线 再根据浮尘云顶温度 Τ 反算出高度的

方法 得出塔里木盆地浮尘的伸展高度在 ∗

之间 盆地浮尘西厚东薄 ∀

 可见光图像和反射率等值线分析

可见光图像上 在无云的地面上空同样可观测

到沙尘暴 !浮尘的分布情况 ∀在 日 时可见光

图上只能看到出现在盆地西南部的沙尘天气 盆地

其余部分被云系掩盖 情况不明 ∀ 日 时已明

显看到盆地大面积灰色浮尘区 ∀浮尘区的勺形分布

形成于 日 时 图 见封 勺形浮尘区层次

清晰 勺把区色调最浅 !勺底次之 !勺口区色调最深 ∀

可见光图像有较好的层次 能分辨浮尘区不同部位

的强度 ∀在可见光图像上浮尘与云系有明显的区

别 浮尘呈灰色 !纹理均匀 !边界分明 云系色调浅 !

纹理分明 !边界模糊 ∀

分析反射率等值线发现 浮尘区反射率高于

小 于 大 范 围 浮 尘 区 反 射 率 在

∗ 之间 图 见封 与周围云的反射率

相近 说明南疆浮尘伸展的高度高 浮尘较厚 ∀浮尘

区反射率等值线稀疏 而云区反射率等值线密集 梯

度远远大于浮尘区 ∀

 结语

塔里木盆地在 年 月 ∗ 日出现了大

面积浮尘天气 浮尘区在盆地呈勺形 勺把向东至甘

肃 ) 青海省界 勺底位于南疆沿昆仑山 ) 帕米尔高

原 勺顶在天山南缘 勺口向东北 ∀

利用 ≥2 静止气象卫星红外云图和可见光

图像能够很好地监测塔里木盆地的浮尘天气 ∀浮尘

在红外云图上为浅灰色 纹理均匀 !稳定少动 !边界

清晰 勺形浮尘区白天清楚 夜间模糊 ∀浮尘的 Τ

值与地面能见度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 昼夜变化较

大 白天浮尘区 Τ 值在 ∗ ε 之间 夜间在

∗ ε 之间 日变化幅度为 ε ∀在可见光图

像上浮尘区呈灰色 纹理均匀 !边界分明 ∀浮尘区反

射率高于 小于 大范围浮尘区反射率在

∗ 之间 浮尘区反射率等值线稀疏 而云区

反射率等值线密集 梯度远远大于浮尘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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