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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常规观测资料和数值模拟方法对 2001 年 4 月 6~ 8 日由蒙古气旋强烈发展触发的内蒙古地区强沙尘暴

天气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这次/ 锋面气旋型0沙尘暴过程中, 气旋冷锋是该天气系统引发沙尘暴的

主要因素,冷锋过境对沙尘暴的触发作用远强于气旋发展。影响沙尘暴的天气因素中, 地面大风形成主要源于气

旋发展和锋后强冷平流,高空动量的有效下传则是另一重要原因。高空急流加强及其形成的次级环流使高空动量

下传到对流层中层,其下方形成深厚混合层使这一动量继续下传到地面, 是高空动量有效下传的机制。/混合层0

可以从本质上反映有利沙尘暴形成的大气层结特征,其强度和高度很大程度决定沙尘暴的强弱。这次过程深厚混

合层的形成是深厚干对流和强沙尘暴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它的形成则是长时间地面加热的结果,这也是特强沙尘

暴仅发生在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而不是下垫面条件更为适宜的内蒙古西部的原因。混合层空气的平流作用对内

蒙古中部偏北地区深厚混合层的形成具有相当的贡献,其作用程度与地形分布密切相关。地面热通量试验证明地

面加热不仅对冷锋过境产生的上升运动强度具有直接影响, 也影响混合层形成和高空动量下传,并因此影响沙尘

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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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几年来, 发生在中国的沙尘天气呈现逐渐增

多的趋势, 1999~ 2001 年, 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频繁

受到沙尘天气的侵袭。仅 2001年,内蒙古地区就出

现了 21次沙尘暴天气过程,给这些地区的农牧业生

产、交通运输、人们生活、生态环境等造成了严重的

危害[ 1]。发生在 2001年4月 6~ 8日的沙尘暴过程

是近年来危害较严重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其影响

波及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北、黑龙江、吉林等

多个省区,并在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引发黑风暴(特

强沙尘暴, 5个测站能见度小于50 m)。其造成的灾

害,仅在内蒙古中部的锡林郭勒盟北部包括幼畜死

亡 30783头,走失 3万头,倒塌和损坏棚圈 4310间,

埋没草场 200 hm2。足见其破坏程度之重[ 1]。

沙尘暴的形成不仅依赖沙源, 同时, 大风、热力

不稳定等天气因素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对于沙源因

素,普遍认为沙漠和土地荒漠化地区是主要的供尘

区
[ 2, 3]
。全球 4大沙尘暴多发区均位于沙漠和荒漠

化地区,而中国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沙尘暴多

发区也多位于沙漠和荒漠化及邻近地区。也有另一

些研究[ 4]认为沙化发展区是主要供尘区, 沙尘过程

途经地区地表所富含的粉尘物质(包括沙化草地、撂

荒耕地、退化旱作耕地)及城市裸土的就地起沙, 是

沙尘暴过程的主要沙尘源。

地面大风是沙尘暴形成的必备条件。常引发沙

尘暴的天气系统如冷锋、对流系统、气旋、中飑线、陡

峭地形强迫[ 5]等均可产生地面大风。其高空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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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传机制,则常由锋后冷平流、飑线对流、地形强迫

下沉等过程实现。Pauley[ 6]和 Karyampudi[ 7]研究表

明,高空急流出口区次级环流下沉支能够导致对流

层高层动量的下传。Hacker[ 8]研究发现, 对流层顶

折叠引起高空急流下落, 再通过湍流垂直混合可以

将高空动量有效下传到地面。另外,地形波的诱导

也是导致动量下传的重要方式。

对沙尘暴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一因素是层结

条件。大风过程并不总与沙尘暴过程相伴[ 9] , 表明

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沙尘暴形成。沙尘暴多发于午后

至傍晚,说明热力不稳定对沙尘暴形成的重要作用。

Barenblat t [ 10]研究表明, 在稳定层结条件下沙尘浓

度随高度指数减小(假定沙尘粒径相同) , 而在对流

状态下,沙尘浓度随高度保持不变,说明大气层结状

态对沙尘暴强度具有重要影响。T akemi[ 11]研究发

现1993年 5月 5日黑风暴的形成是由于地面加热

形成的深厚混合层减小了将气块从混合层顶抬升到

自由对流高度所需的能量,因而低层的扰动(飑前地

面强辐合)足以触发深对流产生,导致强沙尘暴发生。

为了分析中国北方高原地区形成的沙尘暴过程

中的沙源、地面大风、层结条件等天气因素的表现和

形成原因, 文中利用常规观测资料和数值模拟方法

对 2001年 4月 6~ 8日的强沙尘暴过程进行了分析

研究, 希望了解在强沙尘暴过程中这些天气因素的

作用,进而揭示沙尘暴形成的一些机理。

2  天气过程概况

2001年 4月 5日 12时(世界时, 下同)前, 地区

尚未形成锋面气旋(形成阿尔泰-萨颜岭山地低压) ,

仅在阿尔泰 ) 萨彦岭山地个别测站出现扬沙或弱沙

尘暴。5日 18时,蒙古气旋生成, 气旋冷锋侵入新

疆,产生小范围扬沙天气。6日 00~ 18时气旋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冷锋东移侵入内蒙古大部。00 时,

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出现大范围扬沙天气。06时,

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北部、乌兰察布盟北部

和锡林郭勒盟西部产生大范围沙尘暴和强沙尘暴,

水平能见度迅速下降到 200~ 300 m(额济纳旗能见

度下降到0 m)。6 日 12~ 18时,气旋发展进入爆发

阶段(变压 6 hPa/ 6 h) , 沙尘暴东移并在内蒙古乌

兰察布盟北部、锡林郭勒盟达到最强(水平能见度下

降到 200 m 以下)。6 日 08~ 18时,内蒙古中部偏

北地区的二连浩特、满都拉、朱日和、阿巴嘎、苏尼特

右旗等 5个测站出现黑风暴。至 7日 00时后, 气旋

锢囚并开始减弱, 沙尘暴区继续向东扩展, 强度减

弱。7日 12时仅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少数地区

间或有沙尘暴发生。从本次过程的最小能见度和地

面风速分布(图 1)可见, 沙尘暴区和地面大风区分

布呈东西涡旋带状,强沙尘暴(能见度小于 200 m)

主要发生在内蒙古中部, 黑风暴则出现在内蒙古中

部偏北地区。

3  模式和资料

3. 1  模式
采用中尺度模式 MM5V3[ 11]。主要物理方案

和参数有:

  MM5V3非静力方案;模式层顶 P t= 50 hPa,垂

图 1  ( a)内蒙古和吉林、辽宁部分测站最小能见度分布

(单位: m, 间隔: 200(略 400) ;斜线为黑风暴区域,取自 6日 00时~ 7日 12时逐 6 h地面图)

( b) 内蒙古部分测站地面( 6日 00时~ 7日 12时)风速极值分布(单位:m / s, 间隔: 4, 资料取自逐 3 h 地面天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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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分为不等距 24R层;使用三重网格双向嵌套 (图

2a,模拟区域) , Domain1 中心取为 45bN, 110bE, 格

距90 km,格点数为 41 @ 45; Domain2 格距 30 km,

格点数为 73 @ 73; Domain3 和 Domain4分别覆盖气

旋中心区和强沙尘暴区,格距 10 km, 格点数为 139

@ 76。行星边界层采用 MRF 方案。辐射采用云辐

射方案。地表采用多层土壤模式。

3. 2  资  料

初始场采用中国国家气象中心有限区域模式

(HLAFS)分析资料, 利用间隔 12 h 分析场进行时

间内插生成间隔 6 h 时变侧边界; 地形资料使用

NCAR的 30c, 10c, 5c(按 Domain格距不同选择不同

的分辨率)全球地形资料插值生成(图 2b 模拟区域

地形) ; 下垫面资料采用 NCAR 的 13类 Landuse资

料;积分时段为 2001年 4月6日00时~ 8日 00时。

3. 3  模拟方案设计

( 1) 控制模拟( CE) :包含以上物理方案和参数

选择。

( 2) 无地面通量影响试验( NSFE) :为研究地面

通量(感热、潜热、水汽)对沙尘暴的影响, 保留以上

物理方案并去掉地面通量进行试验。

( 3) 无阿尔泰 ) 萨彦岭山地影响试验( ME) :为
研究阿尔泰 ) 萨彦岭山地对沙尘暴的影响, 将山地

地形高度取为 1000 m 进行试验。

图 2  ( a)模拟区域( 1为巴丹吉林沙漠, 2为腾格里沙漠, 3为毛乌素沙地, 4为库布齐沙漠,

5为浑善达克沙地; DG 表示荒漠草原, T G表示典型草原)和( b)模拟区域地形高度

(阴影区地形高度大于 2000 m, 间隔: 200 m,北部为阿尔泰- 萨颜岭山地)

4  结果分析

本次过程沙尘暴强度在内蒙古地区呈不均匀分

布(图 1) , 中部明显强于西部。下文主要通过分析

这两个区域的代表站 ) ) ) 海力素和二连浩特沙尘暴
强度差异的形成原因,来揭示沙尘暴的形成规律。

4. 1  /锋面气旋型0 沙尘暴
对于仅形成普通沙尘暴的海力素(最小能见度

300 m) , 从图 3 可以看到: 该站在锋前( 6 日 00 时

前)的风速缓慢增大,与其相伴地面气压也有所降低

(已扣除日变化, 图略) , 显示主要由气旋发展引起。

在此期间能见度则由 15 km 降至 8 km, 形成扬沙

天气。可见,触发锋前扬沙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气旋

的发展。之后, 6日 00~ 03时,地面风速迅速增大、

同时出现风向转变(西南 ) 偏西)、温度下降、湿度增

高,表明冷锋过境。而能见度由 8 km 迅速减小到

300m, 沙尘天气强度迅速增强, 形成沙尘暴。可

见,冷锋过境对发生在海力素的沙尘天气强度具有

重要影响。

  对于发生黑风暴的二连浩特, 在 09时(北京时

17时)左右, 地面气象要素出现较海力素更为剧烈

的变化(气压陡升、温度剧降、风速激增、风向改变、

湿度增大等, 图 4) , 表明过境的冷锋强度更强。不

同于海力素的天气现象是锋前 03时开始产生扬沙,

06~ 09时即加强形成沙尘暴(能见度降至 100 m)。

锋前时段地面气象要素则表现为明显的增温、减压

(锋前地面 3 h最大变压 5. 1 hPa; 08~ 14时最大地

面增温 13 e )、减湿现象,不同于海力素的是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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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力素 5 日 18 时~ 6日 12 时          

地面气象要素变化          
( a. 风向, b. 风速, c. 温度,          

d.温度露点差, e. 水平能见度: 100 m)          

图 4  二连浩特 6 日 00时~ 7 日 00 时地面气象要素变化

( a. 风向, b. 风速, c. 气压, d. 温度, e. 相对湿度,

f . 能见度;虚线表示沙尘暴持续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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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非常稳定(维持西南风约 10 m/ s,而锋后剧变

为西风, 16~ 20 m/ s)。因此,二连浩特锋前沙尘暴

的形成有气旋发展因素, 同时,也不排除锋前强地面

加热和强暖平流产生的热对流的重要作用。之后,

冷锋过境,能见度从 200 m 迅速减小到 100 m 以下,

随着风速继续增大, 则进一步加强,形成黑风暴。因

此,尽管二连浩特锋前即形成了沙尘暴,但强和特强

沙尘暴(黑风暴)则出现在锋后。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过程锋前沙尘暴仅出现在

午后到傍晚时段,其中,强度最强、范围最大是在 09

时(北京时 17时)。由 09时地面图(图略)可见, 此

时仅有两个测站出现沙尘暴(后来形成黑风暴) , 这

与锋后沙尘暴相比, 不论强度还是范围都明显偏小。

而对于其他时次(如海力素等测站) ,在锋前仅仅形

成了扬沙天气。因此, 暂不论导致内蒙古中部偏北

地区二连浩特附近锋前沙尘暴的气旋发展因素之外

的其他原因,对于/锋面气旋0型沙尘暴,气旋冷锋是

远比气旋本身更为重要的也更为直接的沙尘暴触发

系统。因此,我们看到/锋面气旋型0沙尘暴形成涡

旋带状的沙尘暴区,可以初步推定其主要是气旋冷

锋圆弧状扫过该区域产生的结果。

气旋发展能够导致地面风速增大并形成低层辐

合抬升,同样提供了沙尘天气发生所需的气象条件。

其对沙尘暴强度的触发作用之所以弱于冷锋, 结合

后面的分析我们将发现, 原因是冷锋具有更适宜沙

尘暴形成的动力学特点。因而冷锋后往往与强沙尘

暴伴随,而气旋的其他部分(且主要为冷锋前)则仅

触发弱的沙尘天气。

4. 2  地面大风的形成

地面大风强度对沙尘暴形成和强度具有重要影

响。在海力素, 随着锋后地面风速加强沙尘暴开始

出现 (图 3a, 沙尘暴发生时风速由 15 m/ s 增至 20

m/ s)。对于二连浩特, 当冷锋过境地面风速增大

时,能见度从 200 m 开始迅速减小; 当风速增大到

17 m / s(第 1个锋值)时, 能见度迅速减小到 50 m,

形成黑风暴; 当第 2 个锋值 20 m/ s出现时, 能见度

减小到 0 m。可见, 沙尘暴的增强与地面风速的跳

跃式增加具有紧密联系。

从内蒙古地区地面风速极值分布图(图 1b)可

见,内蒙古中部地面风速明显强于西部(内蒙古中部

4个测站大于 20 m / s,而西部仅海力素为 20 m/ s, 海

力素受地形影响常出现大风天气)。下文将分析这

两个区域地面大风差异的形成原因。

4. 2. 1  气旋发展因素

气旋发展是产生地面大风的主要原因。气旋发

展通过加大气压梯度导致地面风速增强。地面天气

图(图略)显示地面大风区分布在气旋中心附近等压

线较密集区,随气旋剧烈发展而增强,随气旋和冷锋

的移动向前推进。而且, 大风区主要位于气旋冷锋

后,显然与锋后冷平流有关。

地面大风的产生也与急流的演变关系密切。

250和 700 hPa天气图(略)显示, 6 日 00时气旋尚

未强烈发展,高空急流强度较弱( 48 m/ s) , 低空急流

强度和地面大风强度也相对较弱。6 日 06时后,随

着系统发展, 高空急流 东移南压, 强度增强

( 56 m/ s) ,相应低空急流和地面大风都迅速增强。

气旋发展和地面大风形成是可以相互影响的两

个方面,在扰动尺度较大时,气旋发展导致地面大风

形成,反之, 地面风速增大也能够迫使气旋发展。本

次过程地面大风表现出一定的次天气尺度特征, 说

明地面大风形成还受到气旋发展之外的其他因素影

响。6 日 06 ~ 09 时, 地面大风区出现明显南伸,

20 m/ s大风区扩展到内蒙古中部地区; 而在气旋剧

烈发展阶段( 6日 12~ 18时) ,地面大风区却明显向

气旋中心收缩。说明气旋发展不是影响地面大风形

成的唯一因素。

4. 2. 2  动量下传

内蒙古西部海力素附近冷锋过境发生在 00~

03时, 图 5a给出了 00 时穿过冷锋的垂直剖面中显

示此时锋面坡度较小, 冷锋强度较弱, 250 hPa高空

急流强度为 48 m/ s(图略) , 图 5a中海力素-马鬃山

一线高层的最大风速仅为 30 m/ s, 位于 300 hPa左

右,明显弱于 48 m / s, 表明高空急流尚未到达这一

区域。由于急流出口区为 43bN, 104bE(图略) ,而海

力素-马鬃山一线的纬度为 41. 5bN, 106bE, 故海力
素到马鬃山一带在地面大风形成期间( 00~ 03 时)

应位于高空急流出口区右前侧, 即急流下沉支所在

的区域。而高空急流下沉支会产生强的高空动量下

传。风速垂直分布反映了这一情况: 在冷锋前后

400~ 700 hPa,风速差异很小(锋后为 5 m/ s) ,表明

有强的动量下传发生。可见,在内蒙古西部海力素-

马鬃山一带冷锋过境前后对流层中层的动量下传主

要是由高空急流下沉支引发的。同时看到, 700 hPa

与地面则存在很大的风速差异 (锋后马鬃山: 地面

为 4 m/ s, 700 hPa 为 22 m / s;锋前海流图: 地面为 4

m/ s, 700 hPa为 15 m/ s) ,显示这一层的动量下传很

610                      气   象   学   报                  61 卷  



不明显。可见, 这种对流层中层强动量下传和低层

弱动量下传的现象是内蒙古西部形成地面大风的动

量下传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 高空急流与高空锋区、地面冷锋

的位置应该是协调一致的, 按先后顺序分别是地面

冷锋、高空锋区、高空急流。本次过程之所以出现高

空急流下沉支叠置在海力素- 马鬃山一带冷锋后地

面大风区(包括锋前)之上的现象, 首先因为该区域

位置偏南而位于高空急流南侧,其次, 由于此时系统

较弱,高空锋区坡度较缓,从而易于出现这样的配置。

图 5 穿过地面冷锋的垂直剖面
( a. 2001年 4月 6日 00时(箭头为海力素) b. 2001年 4月 6日 12时, 实线为全风速,

单位: m/ s, 间隔: 5;虚线为等位温线,单位: e , 间隔: 8;粗实曲线分别为地面和高空锋区,

阴影区为沙尘暴区( BS为之后出现的黑风暴区) ;图 b中粗实线近似表示混合层高度)

  内蒙古中部的情况明显有别于西部。06时后,

随着高空急流东移、南压和强度的增强( 56 m/ s) , 地

面气旋和冷锋迅速增强, 接近傍晚,冷锋到达内蒙古

中部。图 5b为 12时剖面图, 可以看到此时锋面坡

度明显变陡。其动量下传方式也有别于西部。此时

高空急流强度为 64 m/ s( 250 hPa, 图略) , 急流出口

区在 43. 5bN, 117bE,而二连浩特(二连浩特 09时冷

锋过境)位于 43. 8bN, 112bE。故 12时前后二连浩

特应位于高空急流的正下方。这一点在图 5b 中可

以得到验证, 图中二连浩特上空最大风速出现在

300 hPa 左右, 为 60 m/ s,近似于高空急流强度。由

于处于急流正下方, 二连浩特上空 400~ 700 hPa 风

速明显加大且形成了很强的垂直风切变( 30 m/ s)。

但是, 这样强的垂直风切变不能产生明显的动量下

传,因为: 尽管二连浩特上空高空急流远强于内蒙古

西部海力素附近( 60~ 30 m/ s) , 但它们 700 hPa 风

速差异并不明显( 26~ 20 m/ s)。与前面的分析相比

较,可见在对流层中层,由于急流下沉支导致的动量

下传远比由于高空急流加强和下落引起的动量下传

更为有效。其原因是: 高空急流加强和下落是一种

大尺度现象,受热成风平衡约束,多产生风场对温度

场的适应; 而高空急流出口区下沉支产生的动量下

传则是次天气尺度过程, 更易形成对风场的调整。

其表现形式也不同, 急流下落表现为强的垂直风切

变,而急流下沉支的动量下传表现为弱垂直风切变。

更重要的是, 图 5b中冷锋前后 700 hPa与地面

间风速差异很小, 锋后二连浩特 700 hPa风速和地

面风速分别为 30和 20 m / s, 而位于锋前的锡林浩

特则分别为 28 和 18 m/ s, 风切变也较弱。说明这

里形成了充分的动量下传,这是与内蒙古西部海力

素附近完全相反的现象。考虑到海力素附近和二连

浩特 700 hPa风速差异并不显著,因此真正导致内

蒙古中部和西部地面大风差异的原因是其 700 hPa

以下对流层低层的动量下传的差异。其原因是它们

所形成的混合层高度的不同。二连浩特附近 600

hPa以下位温差很小(只有一条等位温线) , 表明形

成了深厚的混合层; 而在海力素附近 600 hPa以下

位温差很大(有三条等位温线) , 说明未形成明显的

混合层。这一点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4. 3  层结因素

对比图 1可见在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一些测站都

出现了 20 m/ s风速极值,但它们能见度仅降至 100

~ 300 m, 而二连浩特附近部分测站风速虽未达到

20 m/ s, 但能见度已降至 0 m。可见, 地面大风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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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并非影响沙尘暴强弱的唯一重要因素。沙尘暴是

一种干对流风暴,本次过程沙尘暴发生时上升运动

的强度在内蒙古西、中部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图

6a为试验 CE 模拟的海力素时间-高度剖面,图中显

示, 03时左右, 等位温线上抬, 冷锋过境(沙尘暴发

生) , 但产生的上升运动很弱。图 6b中,二连浩特冷

锋过境前( 09时) , 即形成上升运动(达 600 hPa 左

右,产生锋前沙尘暴)。09时冷锋过境,上升运动进

一步加强并扩展至 300 hPa, 沙尘暴强度随之迅速

增强。可见,尽管模拟结果并不完全代表真实情况,

但仍可看出, 二连浩特与海力素上升运动差异应该

是决定它们沙尘暴强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 6 控制模拟试验海力素( a)和二连浩特 ( b) 时间-高度剖面

(实线为东西风 U ,单位:m /s, 间隔: 4;虚线为相当位温,单位: K , 间隔: 4;

矢量为 U, W 合成,单位分别为 m/ s和 0. 001 m /s)

  强干对流的形成,不仅需要扰动的触发(锋面抬
升等) ,还需有利的层结条件。相关研究得出: 热力

不稳定层结,即在近地面层形成超绝热层( 9H/ 9Z<

0)是沙尘暴发生的有利层结条件。但是, 这样的超

绝热层往往非常浅薄,本例(图 7)中, 如以 9H/ 9Z<

0界定, 仅 6日 12时(二连浩特发生强沙尘暴)出现

很弱的超绝热层, 而高度仅在 850 hPa 以下( 12 时

前超绝热层应该强于 12时, 但其高度也在 850 hPa

以下, 相关研究结果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内蒙古发

生沙尘暴的区域,地形高度往往在 1000 m 以上, 因

此,超绝热层仅仅只有几百米的高度,与经常出现的

沙尘粒子 3000 m 左右的扩展高度相比,并不具有非

常显著的天气意义。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干燥环

境下, 地面加热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 850 hPa 以

下。由于干旱环境下缺乏充足的水汽以及水汽的平

流(沙尘暴发生要求一个干燥的环境,以二连浩特为

例, 4月 4~ 7日比湿最高值仅为 3 g / kg , 沙尘暴发

生时则下降到 0. 5 g/ kg) ,地面加热将全部用于加热

空气, 且对空气的加热是以热泡的方式将热量输送

至边界层上层, 形成具有中性层结特征的混合层, 这

是干燥环境下行星边界层的突出特点(这不同于湿

润环境下具有明显天气意义的不稳定层结,其往往

因为有水汽的参与, 即形成上干下湿,因此,不稳定

层强度很强, 也较深厚)。可见, 超绝热层不能很好

或从本质上反映干旱环境下有利于沙尘暴发生的大

气层结特征。

  干旱环境下形成的深厚混合层的意义在于混合

层的中性层结有利于深厚对流的产生。同样由于缺

乏水汽, 干旱环境中往往具有很高的自由对流高

度[ 12] ,从而不利于对流发展。在中性层结下, 抬升

气块不需要能量, 因此深厚混合层将有利于深厚对

流的产生
[ 12]
。对于干旱环境下的混合层特征,

Gamo[ 13]的统计研究表明, 在全球干旱、半干旱高原

地区,春、夏季混合层高度常可达到海平面以上 4~

6 km。其形成原因是由于在对流层的中上层( 4~ 6

km)存在一个不发生日变化的中性层(由于缺乏水

汽和水汽平流) , 其下方在夜间为逆温稳定层;在日

间为地面加热产生的混合层,两者并未真正连接,但

这种类似双不稳定层的层结结构在大气低层出现扰

动时很容易产生深厚对流,故垂直混合的层次常达

到海平面以上 4~ 6 km (海湾战争中浓烟和撒哈拉

沙漠沙尘的扩展高度都达到 500 hPa[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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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4月 4~ 7 日二连浩特位温和比湿廓线

( a. 4日 00时, b. 4日 12时, c. 2001年 4月 5日 00时, d. 5月 12时, e. 6日 00时,

f . 6月 12时(强沙尘暴) , g. 7日 00时, h. 7日 12时;位温,单位: e ,比湿,单位: 0. 1 g/ kg)

  混合层是在近地面行星边界层中形成的中性层

结区。对混合层的表征包括混合层高度和强度。由

于缺乏资料, Gamo[ 13]将其定义为 9Hv / 9Z< 3. 5 K/

km, 而Anthes[ 14]等曾将自由对流边界层(即日间混

合层)定义为 9Hv / 9Z< 1. 5 K/ km,均不影响他们对

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其接近中性层结的程度体现

了混合层的强度。对混合层高度的严格确定不能仅

仅依靠(虚)位温, 而需要结合比湿进行判断。这是

由于混合层内空气的深度混合往往导致边界层上下

层水汽的均匀分布,故比湿垂直梯度往往在混合层

顶突然加大,而其下方接近等湿。因此,混合层顶是

地面以上位温和比湿梯度急剧增大的高度
[ 15]
。

就本次过程而言,图 6给出了 4月 4~ 7日二连

浩特的层结状况(由于水汽含量较小,以位温代替虚

位温, 从而可以得到 400 hPa以上层结情况)。结合

位温和比湿可见,在沙尘暴发生当日存在明显的混

合层日变化, 6日 00 时 700 hPa 以下为夜间辐射逆

温层, 12时则形成了深厚的混合层(混合层高度应

该在 700 hPa以上)。其次,其他时间也存在层结稳

定度的日变化,傍晚时稳定度有明显的减小,在 5日

和 7日 12时有混合层形成, 但强度明显较 6 日 12

时偏弱。其原因可能是云层覆盖及冷平流的影响( 4

日 05时~ 5日 20时云量为 9成, 7日白天为锋后)。

另外, 在 300 hPa 左右有 Gamo 提到的上部弱中性

层结层存在,但在早晨明显强于傍晚, 不同于 Gamo

的结果。

图 6b 模拟结果反映了 6日混合层的形成过程

及对深对流的影响。6日 00时开始, 地面加热使低

层层结稳定度逐渐减小,逆温层逐步消失,同时混合

层不断抬高,冷锋过境前已形成了较深厚的混合层。

当锋面过境,冷锋的抬升使上升运动强度迅速增强、

层次抬高, 一直扩展至 300 hPa。由于混合层具有

的层结特点, 可以看出这一强上升运动的形成明显

包含深厚混合层的贡献。另外, 图中显示在上部中

性层(弱稳定层)附近有上升运动产生, 并与其下方

的上升运动相连接。可见,如果有上部中性层存在,

则其对深对流形成具有一定贡献。但内蒙古地区是

否存在如Gamo所述的上部中性层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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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 6a, b 可见在冷锋过境前海力素和二连

浩特形成的混合层存在明显差异。二连浩特, 锋前

( 09时)中性层高度将近 600 hPa, 而海力素未有明

显的混合层出现( 00~ 03时)。它们形成的混合层

的差异在实况探空曲线图(图 5)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图 5中,二连浩特 600 hPa以下位温差很小(只

有 1条等位温线) ;而在海力素 600 hPa以下位温差

很大(有 3条等位温线) , 说明海力素未形成混合层。

对沙尘暴直接产生影响的是锋后上升运动的更大差

异(图 6) ,二连浩特上升运动达到 300 hPa, 而海力

素则很弱(由于处于模拟开始时段,海力素实际的上

升运动要强于模拟结果)。这里,尽管上升运动强弱

包含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二连浩特锋前深厚混合

层的形成无疑是造成其与海力素干对流强度差异的

一个重要原因。后文的敏感试验将验证这一观点。

决定混合层高度的根本因素是地面加热时间的

长短(也受到天空状况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 16] ,

日间混合层高度与加热时间(从日出到该时刻)的幂

指数成正比(晴空情况下与 $T 2 成正比)。就本次

过程而言, 导致二连浩特深厚锋前混合层的形成原

因是冷锋过境时间为傍晚(北京时 17时) , 相反, 海

力素冷锋过境出现在早晨。从下垫面状况(图 2a)

看,海力素附近有多个沙漠;而二连浩特附近为荒漠

草原(仅有浑善达克沙地位于下游) ,故海力素周围

更易形成较强的地面加热和深厚混合层。图 7模拟

的地面感热通量说明最大的地面加热区就在这一区

域。但是, 由于锋面过境时间(也是沙尘暴发生时

间)的不同,反而在二连浩特附近形成了深厚的混合

层。可见, 本次过程中内蒙古西部仅有额济纳旗一

图 8 控制试验模拟的 6日 14 时地面感热通量分布

(单位: W/ m2, 间隔: 50,点区为之后的特强沙尘暴区域)

站出现黑风暴(能见度小于 50 m) ,而内蒙古中部偏

北地区有 5个站观测到黑风暴, 地面大风强度差异

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区域获得了足够长的地面

加热时间从而形成了深厚的锋前混合层。

4. 4  敏感试验

4. 4. 1  无地面通量影响试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和验证本次过程地面加热对系

统发展及沙尘暴形成产生的影响, 去掉地面热通量

进行了 NSFE试验。

地面加热也对冷锋强度具有重要影响。图 4中

二连浩特冷锋过境时表现出非常强的冷锋特征(剧

烈的降温、增压及风速、风向的变化) ,而海力素不仅

温度变化较小,风向、风速改变也很弱。比较两站锋

面前后地面气象要素变化可以发现, 海力素锋面前

后温度大致相当; 二连浩特锋后的温度与 08时地面

加热前的温度相当, 说明地面加热是产生锋面前后

温差的重要原因。而锋前明显的负变压 ( - 5. 1

hPa)和锋后较弱的正变压( 2~ 3 hPa)也说明地面加

热可能对冷锋强度有重要影响。试验 NSFE 验证了

这一点: 图 9显示去掉地面通量尽管对地面气旋强

度影响不大, 但对冷锋强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比

图 9与图 6b可见,控制试验中锋面过境后二连浩特

上升运动达到 300 hPa, 而 NSFE 中锋后 300~ 500

hPa完全为下沉运动, 锋前上升运动强度也大为减

小。表明冷锋前后热力差异对锋面过境时上升运动

强度具有重要影响, 也说明地面加热是冷锋锋生的

一个主要强迫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图 9中尽管低层上升运动很弱,

但锋后 300 hPa附近依然有上升运动产生, 只是未

能与其下方的上升运动形成连接。它的产生显然是

在上部中性层存在的情况下,由于低层扰动引起的。

因此,可以确定如果有上部中性层存在则对深厚对

流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地面加热更为重要的作用

是对混合层及高空动量下传产生的影响。前文提到

在图 5中二连浩特 700 hPa与地面风速差异很小,

动量下传明显,是由于形成深厚混合层;海力素附近

未形成明显的混合层因而 700 hPa与地面风速差异

很大,动量下传较弱。其根源则是由于长时间地面

加热。试验 NSFE(图 9)表明: 去掉地面热通量, 使

二连浩特(在 CE 中锋前形成深厚混合层) 600 hPa

以下变为非常稳定的层结。同时, NSFE 模拟的位

温和比湿空间剖面图(略)也显示在二连浩特一带未

形成明显的混合层。说明地面加热是深厚混合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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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直接原因。对动量下传的影响可以通过图 10

看出:在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 42bN, 110bE 附近)地

面大风形成的区域, NSFE 中600与800 hPa间的风

速差明显强于 CE( NSFE: 8 m/ s 左右, CE: 0~ 2 m/

s) ,说明对流层中层的动量在 NSFE 中没有得到明

显的下传, 而在 CE中形成了有效的下传。因此, 地

面加热导致了本次过程深厚混合层形成及对流层低

层动量有效下传。同时, 也使午后(北京时 14~ 17

时)气旋外围大风区出现明显的南伸。

4. 4. 2  无阿尔泰 ) 萨彦岭山地影响试验
地面加热直接影响混合层的相对高度(即地面

以上的混合层高度) ,而地形会对混合层的绝对高度

产生影响(即海平面以上包括地形高度在内的混合

层高度)。这一点从 CE 中 PBL 高度分布可以看到

( PBL 分布是地形和地面加热共同影响的结果, 图

11a)。但是,在 NSFE 中去掉地面热通量后, PBL 分

布(图略)仍然与地形高度分布有很大不同: 在阿尔

泰-萨彦岭山地东南侧低层气流的下风方(西南侧)

形成了较高的与地形高度不一致的 PBL 高值区, 即

沿低层气流方向 PBL 高值区分布在萨彦岭 ) 蒙古

西部 ) 内蒙古中部一线(图 11a, b也可看出这一趋

势)。可见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混合层空气平流的

影响。有关研究表明[ 18~ 20]混合层空气可以因平流

而影响下游地区的混合层高度。典型地形下的混合

层平流可以通过图 12说明。图中,由于地面加热山

地和平原均有(日间)底部混合层形成, 当气流从高

原吹向平原时, 高原上空等熵的混合层空气就会被

平流到平原上空, 形成抬高的混合层 ( Elevated-

ML) ,从而使平原上空的混合层明显增厚(其天气意

义是:形成双中性层结构,使扰动触发的垂直混合很

容易达到 E- ML 的高度)。为了验证本次过程平

流对混合层高度的影响, 试验 NME 将阿尔泰 ) 萨
彦岭地形高度减至 1000 m(与周围地形高度一致)

进行了模拟, CE 和 NME 沿气流方向的剖面图 (图

略)显示,平流作用使 CE中阿尔泰- 萨颜岭山地下

游的混合层明显抬高, 而在 NME中,由于地形高度

降低,平流未使阿尔泰-萨颜岭下游混合层产生明显

变化。对比 CE 和 NME的 PBL 高度分布(图 11a,

b)可见, 在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黑风暴发生区域,

PBL 高度从 CE 中的 2800 m 减至 NME 中的 2000

m。可见,平流作用对该地区锋后(西北气流位于冷

锋后)深厚混合层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一些相关的统计研究结果可以一定程度地支持
混合层平流的观点。由于地面加热而形成的日间混

合层往往在地面加热减弱、停止时(即黄昏)达到最

图 9  地面通量试验时间剖面(同图 5b)

图 10  控制试验( a)和地面通量影响试验( b) 600 与 800 hPa风速差值

(单位: m/ s,间隔: 4,图中阴影区大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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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控制模拟试验( a)和阿尔泰-萨颜岭山地影响试验( b)模拟 12 h PBL 高度

(单位:m , 间隔: 400;图中阴影区 PBL 高度大于 2100 m,其走向可以反映低层气流对混合层空气平流的方向)

图 12  典型地形条件下混合层平流示意图
( a. 平流前的层结, b. 平流后层结)

高,但是,许多统计结果表明, 强沙尘暴除出现在午

后之外也更多出现在前半夜。其直接原因可能就是

由于与深厚混合层平流相伴的强沙尘暴区的移动。

另外, 混合层空气的平流并不局限在有明显地形高

度差的环境下, 只要存在上下游混合层高度差,平面

地形情况下仍可产生混合层的平流;这种平流也不

局限在上文讨论的锋后。因此, 可以肯定本次过程

内蒙古西部沙漠区形成的深厚混合层空气也会随着

偏西或西南气流影响内蒙古中部地区。地形的重要

性在于:如图 12所示的低层气流方向与地形高度分

布的适宜配置, 会明显增强混合层平流对下游的影

响。

4. 5  /冷锋型0沙尘暴概念模型

Barenblat t [ 11]指出: 稳定层结下沙尘浓度随高

度指数减小;对流状态下沙尘浓度随高度保持不变。

这一观点揭示了沙尘暴发生时强干对流产生的充分

混合导致沙尘浓度上下均匀分布这一动力本质。而

混合层的中性层结状态尽管不能等同于对流态, 但

其充分混合的特征是相同的。

尽管混合层能够体现沙尘暴发生的动力学本

质,但是,不是所有情况下出现的混合层都能与强沙

尘暴伴随,因为沙尘暴的产生,还要求有大粒径和高

浓度的沙尘。对锋面系统而言, 能够达到这一要求

的是冷锋。这是因为, 首先,冷锋后往往形成深厚的

冷空气堆(无地面加热也可形成,见图 6a, b) , 冷空

气堆内的层结是等熵的, 这是锋前抬升和锋后下沉

产生的充分混合造成的, 冷锋越强, 冷空气堆越深

厚。其次,冷锋过境产生的强地面风和强抬升能够

产生大粒径和高浓度的起沙和扬沙。所以,能够体

现沙尘暴动力学本质并满足其物质要求因而能与强

沙尘暴伴随的是气旋冷锋。

冷锋型沙尘暴的发生可以如下表述。起沙阶

段:冷锋过境强地面风产生起沙(足够多和足够大的

沙尘粒子)。扬沙阶段:冷锋过境的强抬升将这些沙

尘上扬到对流层中层, 其中,较大粒径的沙尘抬升高

度较低,分布于锋后等熵混合的冷空气堆中(假设局

部沙尘粒径相同) ,其浓度上下一致; 较小粒径的沙

尘抬升较高,分布于冷空气堆之上的稳定层中, 其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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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随高度指数减小。传输和沉降阶段: 冷空气堆内

的大粒径、高浓度沙尘,以混合层整体向前推进的方

式随冷锋的移动向下游传播, 等同于混合层平流, 其

充分混合的特征使沉降与传输同时发生。这一过程

引发/风沙型0沙尘暴, 强度较强; 混合层之上小粒

径、低浓度(浓度随高度指数减小)沙尘,将随强的高

空风(随高度增大)很快向下游传播,在下游由下沉

运动诱发沉降。这一过程产生/传输型0沙尘暴, 强

度较弱,但比前者较早出现。

4. 6  沙源因素
基于以上探讨可以分析本次过程沙源因素。沙

尘暴开始时,首先在阿尔泰-萨彦岭山地及蒙古国南

部戈壁沙漠附近产生扬沙和沙尘暴。到 6日 06时,

遥感图(图略)上有大面积质地均匀、平整的沙尘区

位于蒙古南部, 其形态表明观测到的更可能是在冷

空气堆之上的高层稳定层中向下游传播的沙尘; 而

在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 与锋后表面均匀的沙尘区

相比,二连浩特附近的锋前沙尘区为不均匀的、小范

围的、类似于对流泡形态的沙尘区,说明遥测到的是

锋前混合层内的沙尘。因此, 这一区域和时段沙尘

来源应该有两个:内蒙古中部锋前(西南风)沙尘暴

应该主要源于内蒙古中部荒漠草原的局地起沙; 而

在高层输送的沙尘应来自蒙古国南部沙漠。之后,

冷锋呈圆弧状扫过内蒙古, 其在锋前起沙以及在锋

后混合层内沉降相伴发生的特点表明此阶段内蒙古

地区荒漠草原区的局地起沙是强沙尘暴的一个重要

沙源, 而来自蒙古国南部沙尘的远距离输送是沙源

的另一组成部分。之后, 气旋冷锋移动到内蒙古东

部并形成锢囚锋,此时下垫面为典型草原区, 局地起

沙条件减弱,沙尘应主要来源于内蒙古中部的起沙

通过稳定层中的输送,此时( 7日 00时)产生的沙尘

暴较弱。

尽管 7 日 00 时遥感图上显示在内蒙古东部和

东北地区为涡旋状的、大范围的、表面均匀的沙尘区

覆盖,直观其强度远大于内蒙古中部出现的沙尘暴,

但地面能见度( 300 m 以上)并不很低。说明遥感监

测到表面均匀的沙尘区是在稳定层上远距离输送的

沙尘, 遥感监测的沙尘暴强弱并不能反映实际的地

面沙尘暴强度, 即我们日常关注的沙尘暴强度。能

够影响地面沙尘暴强度(地面能见度)的是边界层中

的混合层强弱, 混合层之上稳定层内的沙尘主要通

过远距离输送造成下游地区的沙尘天气。

中国北方的地理和生态特点不仅易于沙尘暴的

发生,也一定程度使沙尘暴的影响易于向东部地区

扩展。沙尘暴发生时, 混合层平流使得沙尘以充分

混合的状态整体向前推进,从而实现沙尘暴区的移

动。这一特点导致沙尘暴极易由干旱、半干旱地区

向其临近地区扩展。中国北方西高东低, 而高地又

是干旱、半干旱地区, 当盛行西北气流的春季来临

时,频繁发生在干旱高原地区的沙尘暴在混合层平

流的作用下极易向其东部临近的平原地区扩展。另

一方面,高原上经常出现的深厚混合层,使得沙尘很

容易被抬升到足以实现远距离输送的高度,也使中

国东部及亚洲其他地区容易受到高原地区沙尘天气

的影响。这是特定地区的地理、生态因素产生的不

可抗拒的结果。

5  结  论

文中针对一例由蒙古气旋强烈发展引发的特强

沙尘暴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数值模拟, 结果发现:

( 1) /锋面气旋型0沙尘暴过程中,冷锋固有的
动力学特点使其能够同时满足沙尘暴产生要求的强

地面风、强抬升、强混合、大粒径高浓度沙尘条件,导

致气旋冷锋成为重要和直接的沙尘暴激发系统, 并

常与强沙尘暴伴随。影响沙尘暴的天气因素中, 地

面大风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气旋发展和锋后冷平流;

高空动量的有效下传是另一重要原因。不同区域导

致地面大风的动量下传机制不尽相同:内蒙古西部,

高空急流下沉支完成将动量从对流层高层到中层的

输送;在低层由于未形成深厚混合层使动量下传并

不明显。内蒙古中部, 高空急流的加强和下落使高

空动量下传到对流层中层,而深厚混合层的形成使

这一动量能够继续下传到达地面。这一结果也说

明,高空急流下沉支和混合层内的深度混合分别是

对流层中层和低层动量下传的有效方式。

( 2) 不同于降水过程中的不稳定层结, 由于地

面加热形成的深厚混合层是干旱环境下一个最根本

的层结特征。同时, 混合层也能够反映有利沙尘暴

发生的大气层结特征。强和特强沙尘暴发生在内蒙

古中部偏北地区, 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时间的地面加

热形成了深厚混合层, 其有利于深厚对流形成, 导致

冷锋过境触发深厚干对流并引发强沙尘暴。

( 3) 阿尔泰-萨颜岭上空深厚的混合层空气被

低层气流平流是导致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锋后深厚

混合层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混合层空气的平流与

地形高度分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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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面通量试验表明: 地面加热对冷锋抬升

产生的上升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地面加热也

直接影响混合层形成进而影响对流层动量的下传,

并通过它们影响沙尘暴强度。

( 5) 本次过程的沙源主要是蒙古国南部沙漠地

区沙尘的远距离输送和内蒙古中部荒漠草原区的局

地起沙。

( 6) 混合层对沙尘暴过程的另一重要意义是体

现了沙尘暴发生时的动力学本质:即充分混合导致

沙尘上下均匀分布。混合层高度和强弱一定程度决

定着沙尘暴的强度。冷锋型沙尘暴过程中,沙尘被

扬起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产生影响,其一:大粒径、

高浓度沙尘在锋后充分混合的冷空气堆中整体向前

推进(传输和沉降同时发生) , 引发/风沙型0强沙尘

暴;其二, 小粒径、低浓度沙尘在对流层中层随高空

风快速向下游传播并沉降, 产生弱/传输型0沙尘天

气。

( 7) 中国北方地理和生态特点一定程度加剧了

沙尘暴天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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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ational study and numerical simulat ion were conducted on a severe dust storm process induced by the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cyclone occurred from 6 to 8 April 2001 i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yclonic cold front in this / cyclonic dust storm0 process w as the direct and important port ion of

cyclonic system inducing the dust storm . Because the cyclonic cold front ( associated w ith st rong surface w ind,

st rong frontal raising, etc) is favorable for the format ion of severe dust storm and so often accords w ith it . T he

st rong surface w ind, w hich associated w ith the dust storm strength closely,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rapid cy-

clogenesis and the cold advection. Meanwhile, the great downward t ransporting momentum was another reason

that cont 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st rong surface wind. In w est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 momentum at upper

troposphere w as firstly transported to m iddle t roposphere by the descending branch of the upper level jet. s sec-

ondary circulation, but under it the downw ard t ransportat ion was not notable because the mixed layer ( M L) was

shallow. In contrast , in the middle-north part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 momentum was downw ard t rans-

ported to middle t ropospher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drop of the upper level jet. In low er t roposphere, a

deep ML formed there and so t ransported the great momentum from m id- low er t roposphere down to the surface.

It was the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 black storm0 accrued there.

T he M L is the crucial st rat if icat ion factor af fecting the format ion of dust storm because it can minimize the

energy requiring to develop the deep dry convect ion and so is favorable for the format ion of dust storm. It. s

depth and strength most ly determined the strength of dust storm. In this case another reason that the black

storm occurred in the middle-north part of Inner M ongolia w as the formation of deep M L, w hich w as induced by

the surface heating for a long t ime. The advection of the ML air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 ion of deep ML

there. So, the deep dry convect ion can developed when the cold front passed and the severe dust storm occurred

there.

T he sensitivity experiment proved that the surface heat ing w as the crucial factor affect ing the dust storm in

this case. F irst ly , it w as the main forcing factor of the cold frontogenesis. Secondly, it induced the deep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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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ontal M L developing at middle-north part of Inner Mongolia. Thirdly, it influenced the strength of surface

w ind by af fect ing the downw ard momentum transportation in lower t rop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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