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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4 a来在贺兰山两侧沙漠和沙地测站积累的微气象和沙尘谱观测资料, 结合有关文献,综合分析了沙尘起

动和垂直输送的物理机制;讨论了强风的动力作用、近地面不稳定层结的热力作用和沙尘物质源特征; 概述了不同

尺度天气系统中上升运动特征,沙尘的沉降末速计算、沙漠地表的湍流输送特征和垂直速度资料、沙漠地表的超绝

热梯度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及逆湿现象,沙漠和沙地的沙尘粒度、地表性质和沙土含水率对起动风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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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993年 5月 5 日在中国西北的沙漠戈壁地区

及其东缘,发生了一次特强沙尘暴,席卷了新疆古尔

班通古特及东疆戈壁,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阿拉善

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宁夏平原及河东沙区

和沙黄土区的 18个地(市) , 72个县, 平均风力 7~ 8

级,最大风力达 12级, 对上述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

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次特强沙尘暴是自

1927年西北地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由于强沙尘暴危害极大,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

它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钱正安等[ 1]对西北地

区沙尘暴的分级标准、个例谱及其统计特征进行了

论述, 程麟生等[ 2~ 4]对特强沙尘暴的发展结构、成

因、沙尘输送和热量、水汽收支进行了中尺度数值模

拟和诊断分析, 胡隐樵[ 5, 6]对特强沙尘暴和干飑线

的形成和发展的机理进行了探讨,陈伟民等[ 7]也对

特强沙尘暴中-B尺度飑线作了初步数值模拟, 江吉

喜
[ 8]
根据 GMS-4卫星云图资料分析了特强沙尘暴

的成因。这些研究偏重于大、中尺度天气系统分析,

因受观测资料的限制, 对起沙机制和沙尘的垂直输

送的物理因子的综合分析很少。Westphal等
[ 9]
对

撒哈拉沙尘的流动和输送进行了研究, 提出该地沙

尘暴的周期性爆发与对流层中层的东风急流过境紧

密相关, 沙尘的起动归因于与东风波伴生的低空急

流的干对流混合, 阈值风速 5~ 12. 5 m/ s, 其值与地

表土壤类型和地形特征有关,并在沙尘流动参数化

和沙尘羽模拟中分别对沙尘起动的摩擦速度和大气

层中沙尘浓度分布进行了讨论和模拟, 是迄今为止

对沙尘起动和垂直输送作较深入分析和讨论的不多

的文献之一。本文试图根据 4 a来积累的微气象和

沙尘谱观测资料, 对贺兰山地区影响沙尘起动和垂

直输送的物理机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2  沙尘暴分级标准

强沙尘暴常造成严重的危害,是研究、预报和采

取针对性防治措施的主要对象和重点。普遍认

为[ 6, 10, 11]强风、强热力不稳定和沙尘源是强沙尘暴

发生的 3个必备条件。其中强风是产生和发展沙尘

暴的动力条件,局地大气强热力不稳定是发展对流、

沙尘垂直输送的热力条件,以沙尘为主的疏松的地

面组成物质, 在 10 cm 深度内物理沙尘含量占有一

半以上比例是沙尘暴发生的物质基础。强风速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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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尘颗粒吹蚀,高浓度沙尘造成的能见度恶化, 是

两个主要致灾因素,与气象观测中的风速和能见度

要素一一对应。把沙尘暴的强度区分为:沙尘暴(能

见度< 1 km)、强沙尘暴(风速\20 m/ s, 能见度 [

200 m )和特强沙尘暴(风速\25 m/ s, 能见度 [ 50

m) 3 级[ 1]。关于特强沙尘暴划分标准中的能见度

[ 50 m,似应同时考虑沙尘浓密层的厚度和范围以

及沙尘粒子尺度,这些因素与特强沙尘暴的破坏力

和危害性直接有关。

许多研究[ 1, 3~ 5, 8]提到有些特强沙尘暴的能见

度为 0 m 的说法, 我们认为从沙尘数浓度值和沙尘

颗粒的消光系数 R来考虑,不致出现 Ry ] 的情况,

亦即不会出现能见度为0 m的情况。原因是日射被

浓密的沙尘层阻挡后,视场已属于暗光视觉, 此时不

能以白天能见度观测目标物的距离来处理, 而应以

观测目标灯的方法换算至气象光学视程( MOR) , 同

时采用完全黑暗的照度阈值 E t= 10
- 7. 5

Lux , 相应

于气象光学视程 100 m距离上恰好可见的灯泡发光

强度为 0. 06 cd
[ 12]
。据 1993年 5 月 5 日发生在中

国西北地区有记载以来最强的一次特强沙尘暴的目

击者描述[ 5] , 特强沙尘暴发生时, 天色泛红、泛黑交

替,灯光仅为一个亮点。这就说明此时的夜间灯光

能见度非零。而且可以从物理上作一比较, 重的浓

雾,能见度< 50 m, 相应的消光系数> 78. 2 km- 1,

而最高雾滴数浓度为 1500 cm- 3, 雾滴峰值尺度一

般远大于沙尘颗粒的峰值尺度, 当然沙尘颗粒对辐

射的吸收比雾滴多些。1998年 4月 27 日在宁夏盐

池观测的一次沙尘暴, 历时 5 h( 04时 35 分~ 09 时

43分) , 最低能见度为 400 m, 沙尘暴初起时, 沙尘质

量浓度最高达 11. 3 mg / m3,相应的数浓度为 200 个

/ cm
3
,沙尘颗粒峰值尺度< 1. 7 Lm,直径< 7 Lm 的

沙尘粒占总数的 90% ~ 99% [ 13]。沙尘暴后期, 最

大数浓度为 275 个/ cm
3
, 相应的质量浓度为 2. 1

mg/ m3,同 1993年 5月 5日的特强沙尘暴曾观测到

沙尘质量浓度高达 1016 mg/ m
3[ 5]
相比较,数浓度应

有一定的增加, 但主要是特强沙尘暴含有相当数量

的粒径> 100 Lm 的粗沙。因此出现能见度< 50 m

的情况可以预期, 而能见度为 0 m 绝不可能出现。

此时观测能见度应以灯光能见距离为准, 并转化为

相应的白天能见度。当然从致灾因素考虑, 从白天

光照突然转化为暗光视野造成天黑迷路导致人畜伤

亡,也无需能见度为 0 m 的条件。

3  强沙尘暴形成的物理机制分析

3. 1  产生和发展强沙尘暴的强风的动力作用

3. 1. 1  发生沙尘暴的阈值风速及其对沙尘的作用
从物理原理上考虑,沙尘暴的发生应存在一个

阈值风速,经统计分析内蒙古吉兰泰站和宁夏盐池

站出现沙尘暴时的风速资料[ 14] ,按 10~ 12 m 高度

10 min平均风速求得的起沙阈值风速,两地分别为

5. 0 m/ s和 5. 3 m / s。与形成风沙流的起动风速的

风洞实验和野外的大量观测一致[ 9, 10]。Bagnold[ 15]

得出沙尘粒开始移动的临界速度与粒径的平方根成

正比。中国的沙漠沙多属粒径为 0. 1~ 0. 25 mm 的

细沙。对于一般干燥裸露的沙质地表来说,当离地

面 2 m 高处风速达 4 m / s,相当于气象站 12 m 高处

平均风速\5 m/ s 时, 上述尺度范围的沙物质即可
起动。但强沙尘暴出现时, 相应的风速一般较大,即

使中国南疆南缘沙粒尺度偏小 (平均粒径 0. 06~

0. 19 mm) [ 10] ,风速也应达大风标准 ( 17. 2 m/ s)。

而且当出现强沙尘暴时,风速愈大,危害愈烈。

这里的风速指的是空气的水平速度, 对沙尘开

始流动非常重要。关于流动沙丘的研究中,对沙粒

的移动研究得比较清楚,认为风速运动有 3种基本

形式:跃移、悬移和表层蠕移。粒径为 0. 10~ 0. 15

mm 的细沙, 最易以跃移形式运动; 小于 0. 10 mm

的极细沙,由于其沉降末速有时小于气流中的垂直

脉动速度, 有可能以悬移方式运动, 其中小于

0. 063 mm的粉沙, 在风力作用下通过湍流输送 (湍

流交换系数在 104~ 105 cm2/ s)而远走高飞, 而且正

是由于这个缘故, 荒漠沙丘中, 粉沙含量甚少,不足

5% [ 16]。床面的中、粗沙在较大风速产生的跃移质

的动量作用下,可引起表层向前蠕移,以表层蠕移形

式的运动约占全部风沙中的 20%。在上述风沙运

动的 3种基本形式中, 以跃移运动最重要,跃移质是

风沙的主体, 而且表面蠕移质也直接从跃移质取得

动量,同时悬移质只有当它受到跃移质的冲击作用

而被逐出地表后, 才有可能为空气中的湍流运动携

带。但空气的水平运动并不能直接引发沙尘暴, 尤

其是强沙尘暴。

3. 1. 2  伴随冷锋的天气尺度、中尺度和对流系统中

的上升运动

从连续方程可得 W [ H V / L ( W , V 分别表示

空气的垂直速度和水平速度, H 和 L 分别表示垂直

尺度和水平尺度) ,取 V U 10 m / s, H U 10 km,则中

A,B,C尺度系统的 W 分别为 10
- 1
, 10

0
, 10

1
m/ s,相

应比大尺度垂直运动大一个到几个量级, 同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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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尺度的散度和涡度也要比大尺度的大一个到几

个量级 [ 17] 。

赵光平等[ 18]分析包括 1993年 5月 5 日特强沙

尘暴在内的 4次强沙尘暴,发现 X场整体分布反映

了大气大尺度环流形势及其配置, 用地面、850 和

700 hPa3层平均后的散度来计算近地面、700 hPa

的垂直速度,表现出明显的近乎垂直的整层上升和

下沉运动,而且水平尺度狭窄,上升和下沉气柱最小

的水平尺度不足 400 km,例如 1983年 4月 27日 08

时(北京时, 下同) 43bN 剖面图上, 东部为一完整的

整层强上升气流区,最大上升速度出现在 400 hPa,

达- 89 @ 10- 4 hPa/ s,相当于 16 cm / s的速度值。陈

伟民等[ 7]利用改进型 PSU/ NCAR 中尺度模式, 以

常规资料为初值,模拟 1993年 5月 5日特强沙尘暴

700 hPa垂直运动, 18时在甘肃金昌北部产生一条

有组织的狭窄对流带, 最西侧对流单体的垂直速度

为- 19. 6 @ 10- 3 hPa/ s,在向东南移动中加速, 21时

其西南端的垂直速度增为- 21. 2 @ 10- 3 hPa/ s, 西
南端的对流单体 23时移到金昌,上升速度为- 29. 1

@ 10- 3 hPa/ s。上升运动带平均宽度约 60~ 70 km,

其空间分布、移动方向和平均宽度与卫星云图中的

飑线云系基本一致。刘春涛、程麟生[ 4]对 1993 年 5

月5日特强沙尘暴的中尺度数值试验, 基本上模拟

出了这次特强沙尘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在积分了

18 h的 700 hPa涡度场中, 5月 5日 14时在金昌以

西有 48. 27 @ 10- 5s- 1的涡度中心形成,东移 3 h继

续强烈发展,涡度中心强度达 60. 2 @ 10- 5s- 1,表现
出风暴涡柱结构的动力学本质是在低空有强烈的辐

合入流,并伴有强上升运动,在高空有了强烈辐散流

出,并伴有非对流下沉运动,从而驱动整个特强风暴

涡柱内的强上升运动不断发展, 地面水平风速增强,

而热力结构又使低空具有显著的对流不稳定。

大尺度和中尺度的上升运动, 主要表现为锋面

抬升、辐合带、飑线, 使不稳定层结积蓄的不稳定能

量得以持续释放。大多数对流系统至少占有整个对

流层,而且云底高度的上升气流量值一般为 4~ 6

m/ s,云顶高度经常观测到的上升速度达 20~ 25

m/ s[ 19]。

3. 1. 3  沙尘的沉降末速度

有关沙尘的沉降末速度, 实验和理论的研究不

多,主要是 20世纪 40~ 50年代的初步结果,相互之

间的差距甚大。VonKarman 曾对沙尘自床面外移

后在空气中的持续时间和所能达到的输送距离和高

度作出估算
[ 6]
, 其中沙尘的沉降末速, 采用 Malina

的取值,列于表 1中的第 2列。

表 1 沙尘粒径与空气中的沉降末速的关系(P = 1013. 25 hPa, T = 20 e )

沉  降  末  速( cm/ s)

粒径(mm ) M alina Reineck
分挡计算[ 20]

5= 0. 75   5= 0. 58

Sw anson[20]

5= 0. 75   5 = 0. 58

Pruppacher [ 21]

5 = 0. 75   5= 0. 58

0. 001 0. 0083 0. 008 0. 006 2. 8 2. 2 0. 024 0. 018

0. 005 0. 15 0. 11 14. 2 11. 0 0. 59 0. 46

0. 010 0. 824 1. 82 6. 1 4. 8 28. 2 21. 9 15. 9 12. 3

0. 050 13. 5 30. 7 23. 7 141. 0 109. 0 27. 0 21. 0

0. 100 82. 4 124. 9 61. 4 47. 5 277. 0 214. 0 89. 3 69. 0

0. 300 140. 0 108. 0 760. 0 587. 0 181. 0 140. 0

0. 500 307. 0 237. 0 1129. 0 873. 0 300. 0 233. 0

注: Malina资料相应于平均风速为 15 m/ s;最后两列前 3行,据 Rogers R R,A short course in cloud physics,周文贤、章澄

昌译,云物理简明教程,气象出版社, 1983。简化公式: u = k 1r
2 和 u = k 3r , k 1= 1. 19@ 106 cm- 1/ s, k3 = 8@ 103s- 1计

算得出。 r 为颗粒半径,单位: cm。

  夏训诚等[ 20]
引自 Reineck( 1973)采用的出自莫

尔德韦( 1957)的沙尘粒度与空气中沉速的关系图,

经我们查算的值列于表 1 的第 3 列。此两者皆为

20世纪 60年代以前早期的结果, 比较粗糙,而且尺

度范围也不完整。

佟庆理[ 21]介绍了固体球沉降末速分挡计算公

式如下:

S tockes末速 U t =
g( Qs - Q) d

2
s

18L = 54. 5
Qs - Q
L d

 Re < 1 ( 1)

阿连沉降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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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 = 25. 8d s
Qs - Q
Q

3
2 Q
L

1
3

Re 取 25 ~ 500 ( 2)

牛顿- 雷廷格沉降末速

U t = 51. 5 d s
Qs - Q
Q

1
2

Re 取 50 ~ 104 ( 3)

式中Qs, Q分别表示固体颗粒和空气密度, ds 为固体

颗粒的粒径, L为运动粘性系数, R e=
QUd s

L
为雷诺

数。同时列出了 Sw anson 给出的通用沉降末速方

程:

U t =

4
3 gd

2
s ( Qs - Q)

A 2d
3
2
s

gQ3 Q
3

1
2

+ 6. 9282L

( 4)

  该方程考虑了固体颗粒上的层流附面层的最大
厚度及其相关的两系数(A, B,决定于颗粒形状)。可

用于广泛 R e 范围内的任何形状的固体颗粒。无量

纲系数 A, B,对形状为贝壳状的石英来说, 取为 A=

1. 022,B= 4. 008。

考虑沙尘粒形状不规则的影响, 主要包括表面

积偏大、形状不对称和表面粗糙引起的阻力增大。

不规则形状颗粒在空气中的沉降末速与等价直径同

密度的球体的沉降末速之比值, 定义为沙尘颗粒形

状系数。实验表明球形度 5 (球体表面积与同体积

的颗粒表面积之比)与形状系数十分接近,一般即以

球形度 5 取代[ 21]
,按 Bagnold 实验结果[ 15]

,对沙尘

颗粒可把形状系数取为 0. 75, 而按文献[ 21] 5 值的

平均值取为 0. 58作为风成沙的形状系数。

我们分别按式( 1) , (2)和( 3) ,同时考虑两种球

形度取值, 分别计算出不同尺度沙尘颗粒的沉降末

速列于表 1的第 4~ 7 列。近年来又认为风成沙的

形状圆度甚高, Bagnold 的取值可能更合适些。

据 Pruppacher 和K let t
[ 22]在雷诺数较大( Re<

3 @ 102)的条件下,半径较大的固球与液滴的压阻曳

系数和表面摩擦阻曳系数相差很小, 亦即相当于 r

< 500 Lm 的固球与水滴在空气中,其阻力与 S tokes

阻力之比值与雷诺数的关系基本相同, 故可将液滴

的下落末速关系移植应用于沙尘颗粒, 当然也应考

虑沙尘颗粒的形状系数和沙尘的密度, 我们据此计

算得出沙尘沉降末速列于表 1的最后两列。

综观表 1所列数据, 有关沙尘颗粒的沉降末速,

似应以分档计算公式[ 21]、Pr uppacher 和K lett
[ 22]的

结果为准,两者之间差异较小。早期的结果偏差太

大,而 Sw anson 公式有效粒径范围甚小, 并非通用

式。有关沙尘的垂直输送特征可参考该两种计算方

法进行研究。

3. 1. 4  沙漠测站的湍流输送特征

为了了解沙漠地表不同天气(晴空、浮尘、扬沙、

沙尘暴)条件下,近地面层的空气动力学参数和湍流

通量特征,我们分别于 1996年 4月 19日至 5月 20

日和 1997年 4月 5日至 27日在内蒙古吉兰泰气象

站和阿拉善右旗气象站,进行了微气象观测,其中在

吉兰泰气象站观测到了各类沙尘天气, 而在阿拉善

右旗站仅遇到浮尘天气。

资料计算表明湍流交换系数 KH 和 KM 均具有

明显的日变化, 与大气稳定度密切相关。两测站白

天晴空条件下,均处于超绝热递减率的不稳定状态,

理查逊数 R i在 14 时达到负的极大值, KH 和 KM 同

时达到最大值,而且 4, 5月份在 08~ 20时之间, 始

终表现为 KH / KM> 1, 即湍流感热通量大于湍流动

量通量
[ 23]
。吉兰泰站和阿拉善右旗站湍流感热通

量的平均最大值分别为 272. 57 W / m
2 和 282. 03

W / m
2
,稍低于戈壁地表[ 24]

, 远高于半荒漠的宁夏

沙坡头地表
[ 25]
。

沙漠地表由于气候干燥,水汽通量很小,有时出

现逆湿现象,因此湍流潜热通量非常小,湍流感热通

量占绝对优势,其净辐射通量主要用于发展湍流,故

湍流动量交换系数 KM 和湍流动量通量 S的值偏

高。其平均峰值和不同沙尘天气下的峰值如表 2所

示。由表 2可见,在浮尘天气下,由于净辐射减小,

使近地面的湍流发展受限制;而扬沙天气由于风速

很大,湍流交换系数峰值和湍流动量通量峰值均比

平均峰值高, 其中湍流动量通量峰值比平均峰值增

大 6~ 7倍, 而在沙尘暴天气下, 增大几近一个量级,

显然在强沙尘暴天气中,湍流发展的更为剧烈。

  湍流动量通量平均峰值也表现出高于半荒漠地

表和低于戈壁地表的特征
[ 24, 25]

。湍流交换系数和

动量通量的最大值一般也出现在 14时,但当出现扬

沙和沙尘暴天气时, 其峰值出现的时间与扬沙和沙

尘暴最大强度的时刻一致。

为了研究沙漠地表的大气湍流扩散参数特征,

我们在 1996年 4和 5 月分别在内蒙古吉兰泰气象

站和宁夏银川机场气象台使用三分量风速仪,观测

了各类天气条件下 3维风速脉动值
[ 26]

,结果表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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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地表的大气湍流扩散系数 Ry ,Rz(扩散距离 1 km )

明显高于城乡粗糙下垫面的值, 高出比例分别达

64%和 33% ,起因于沙丘地形和坡度受到的日射强

度不等,热量收支差异及粗糙地形产生的热力湍流、

机械湍流和短暂的尺度很小的环流。表 3列出了

1999年 4月 28日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沙漠地表上

实测的不同坡向地面温度和近地面风速值(离阿拉

善左旗气象台 18 km ) ,表中同时列出气象站的相应

资料。由表 3所列资料可以看出向阳坡沙面的温度

明显高于背阳坡和平地的值,地表的气流方向和速

度变化也比较大, 虽然这种微小尺度的热力不均匀

性和动力不均匀性不致形成明显的局地环流,但可

以明显地增强贴地层的湍流强度, 有利于地表沙尘

向上输送。

表 2 沙漠测站湍流动量交换系数 KM 极值( m2 / s)和湍流动量通量S极值( kg / ( m# s2 ) )

站  名

平均峰值
浮  尘 扬沙( L= 8000 m ) 扬沙( L= 7000 m ) 沙尘暴( L= 650 m )

KM S KM S KM S KM S KM S

吉兰泰 0. 208 0. 168 0. 161 0. 124 0. 388 1. 079 0. 375 0. 972 0. 460 1. 452

阿拉善右旗 0. 140 0. 150

    注: L 表示能见度

表 3  沙漠地表和气象站地面温度和地表以上风速的比较

沙面温度( e ) 沙面 20 cm 风速( m/ s) 阿拉善左旗气象站

时  间 云日面状况
向阳坡度

0b
向阳坡度
25b

向阳坡度
30b

背阳坡度
- 25b

2 m 高
沙丘

沙谷 背风坡
地面温度
( e )

12 m 高
风速( m/ s)

12 m 高
风向

9: 00 cifilP 11. 4 2. 7 S SW

9: 45 cifilP 16. 0 21. 3 23. 3 11. 8

10: 00 cifilP 18. 1 22. 9 25. 2 14. 2 2. 5 2. 2 1. 6 17. 1 2. 9 S SW

10: 30 P 3. 3 2. 5 1. 4

11: 00 P 2 25. 0 29. 5 33. 2 18. 2 1. 3 1. 3 1. 0 22. 1 3. 3 S SW

12: 00 P 2 30. 3 34. 6 38. 0 22. 6 1. 9 1. 7 1. 3 26. 4 1. 3 S SW

12: 30 P 2 31. 4 40. 3 42. 5 24. 1

13: 00 P 2 32. 5 40. 6 42. 7 1. 9 1. 4 0. 8 28. 8 2. 0 W

13: 30 P 2 33. 3 43. 5 45. 6

14: 00 P 2 35. 3 44. 2 46. 2 29. 0 C

15: 00 P 2 35. 4 45. 0 45. 1 28. 6 3. 0 NNW

16: 00 P 2 32. 8 38. 7 40. 0 27. 2 3. 0 NNW

16: 20 P 2 32. 2 37. 2 37. 9

17: 00 P 2 24. 3 2. 8 NNW

  晴空条件下,沙漠地表的大气湍流扩散系数 Ry

和Rz 均具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 一般 14 时达最大

值,凌晨 3~ 6时为最小, 而且垂直扩散系数 Rz 明显

小于水平扩散系数Ry , 当平均风速较小时, Ry , Rz 的

日变化特征与风速的大小关系不密切。而当沙尘天

气出现时, Ry , Rz 均随当时的大气稳定度的变化而

变化,尤其是 Rz 呈波动起伏,而且有一定增幅。

由三分量风速仪也可测定垂直向上气流速度的

变化,晴空天气下,上升气流速度偏小,以 1996 年 4

月22日的晴空和 4月 23 日的扬沙为例, 前一日的

上升气流速度为 0. 15 m/ s, 而扬沙初起, 上升气流

速度达到最大,其值为 0. 64 m/ s,扬沙持续时,仍以

较高的上升气流速度维持, 6 h 以后减为 0. 46 m/ s,

并逐渐减小直至 3 h 后扬沙消失, 转化为浮尘。这

种上升气流速度按表 1所列的沙尘沉降末速值, 对

于粒径在 50~ 100 Lm 的沙粒, 可持续向上输送,而

且实际的脉动上升气流仍高于上述数值, 有些还表

现出对流运动的输送特征,其向上输送作用更为强

烈。有关垂直速度的直接测量资料甚少, 章澄昌等

在参观青海瓦里关本底站(拔海 3816 m)时曾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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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安装在 80 m 高度的 RMY27105型垂直风速仪的

连续观测记录, 发现垂直风速变动甚大,午后常达最

大值,一般达 1 m/ s量级。瓦里关山是一孤立山体,

与青藏高原相对高度差达 600 m, 这种量级的垂直

速度可能起源于突出山体影响, 也可以作为上述三

分量风速仪测出的垂直向上气流速度的佐证。

3. 2  产生和发展强沙尘暴的强热力不稳定的作用

春季是空气冷暖变化最大的季节, 干旱区沙地

表面受日射作用升温快, 白天大气层结处于极不稳

定状态, 最大超绝热递减率出现在 14时以后,夜间

处于稳定状态。统计 1996年 4月 30 日至 5月 20

日吉兰泰气象站和银川机场气象台微气象观测资料

列入表 4和表 5。

表 4 两测站不同温度递减率出现的频率( 1996 年 4 月 30 日~ 5 月 20 日, 0. 5 m 与 2. 0 m)

时  次 温度变化 吉兰泰气象站 银川机场气象台

08, 14 温度递减率( e / 100 m) < 1 1~ 30 > 30 < 1 1~ 30 > 30

出现频率( % ) 3. 2 29. 0 67. 7 9. 5 31. 0 59. 5

20, 02 温度递减率( e / 100 m) < - 10 - 10~ 1 > 1 < - 10 - 10~ 1 > 1

出现频率( % ) 60. 7 29. 5 9. 8 85. 7 11. 9 2. 4

表 5  两测站不同湿度梯度出现的频率( 1996 年 4 月 30 日~ 5 月 20 日, 0. 5 m 与 2. 0 m)

时  次 湿度变化 吉兰泰气象站 银川机场气象台

08, 14
水汽压梯度

$e

$z

( hPa/ 1. 5 m)

< - 0. 5 - 0. 5~ - 0. 1 0. 0 0. 1~ 0. 5 > 0. 5 < - 0. 5 - 0. 5~ - 0. 1 0. 0 0. 1~ 0. 5 > 0. 5

出现频率( % ) 46. 9 12. 5 3. 1 15. 6 21. 9 4. 8 35. 7 7. 1 33. 3 21. 4

20, 02
水汽压梯度

$e

$z

( hPa/ 1. 5 m)

< - 0. 5 - 0. 5~ - 0. 1 0. 0 0. 1~ 0. 5 > 0. 5 < - 0. 5 - 0. 5~ - 0. 1 0. 0 0. 1~ 0. 5 > 0. 5

出现频率( % ) 45. 3 20. 3 1. 5 18. 8 14. 1 7. 1 23. 8 16. 7 31. 0 21. 4

  由表 4可见,在典型的晴空条件下,日出后地表

升温逆温消失, 转换成不稳定, 14时后不稳定度达

最大值,日落后不稳定度减弱, 20时大部分转为逆

温。两测站比较,吉兰泰白天出现的不稳定层结的

频率为 96. 7% ,比银川的 90. 5%高, 而且吉兰泰出

现强烈不稳定的频率达 67. 7%, 明显高于银川的

59. 5%;夜间则相反,银川出现稳定层结的频率高达

97. 6% ,比吉兰泰的 90. 2%高, 而且银川出现强逆

温的频率高达 85. 7% ,比吉兰泰的 60. 7%高得多。

强沙尘暴的发生与大气中的对流活动密切相

关,而对流的发展通常是由垂直不稳定能量的释放

造成的,同时对流的强度不仅取决于不稳定度的大

小也与其释放形式有关。普遍认可的释放机制是上

升运动,其中包括锋面、低空急流、辐合带以及中尺

度系统。程麟生等[ 2]对/ 93. 5. 50特强沙尘暴的数
值试验表明,该风暴的发展时段,在边界层内与一中

尺度气旋性强涡度相伴, 在对流层内与一垂直涡柱

相伴。表 4所列的沙漠地表强热力不稳定, 再配合

沙漠地面的剧烈增温,在观测期间吉兰泰站 14时的

地面温度,常高达 45~ 53bC, 形成了剧烈的热力强

迫作用。此时若伴随中等强度气旋冷锋, 大量沙尘

由锋后机械湍流运动和气旋系统的大尺度垂直运动

激发的强对流性不稳定能量造成的强对流运动向上

输送并随锋面系统移动, 1983年 6月 10 日内蒙古

阿拉善盟爆发的一次冷锋过境, 随后出现的沙尘暴

天气(能见度 600 m ) , 飞机航测发现沙尘到达的高

度不低于 3600 m[ 27] , 3000 m 高度附近发现含有粒

径为 350 Lm 的粗沙, 表明当时大气中存在着 1~ 2

m/ s的强上升气流, 该估计值与表 1 数据一致。说

明经由锋面系统激发的对流性不稳定能量的释放可

以产生较强的上升运动。撒哈拉沙尘暴, 对沙尘羽

数值模拟表明, 午后沙尘浓度垂直廓线可达 600

hPa高度[ 9]。

  由表 5可见逆湿现象银川稍高于吉兰泰,白天

和夜间均如此,其中强逆湿现象两测站白天出现频

率相当,吉兰泰稍高于银川,而夜间出现频率银川明

显高于吉兰泰。两测站白天出现逆湿的频率明显低

于戈壁下垫面[ 24]。逆湿现象起因于春季气候干燥,

沙漠地表含水量很低, 空中水汽通过天气尺度过程

输送至本地,由湍流作用造成向下的水汽通量, 此时

白天沙漠地表吸收水汽,但并无向下的潜热输送,只

是在夜间由于受逆湿的抑制,当出现逆湿时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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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少量的向下潜热通量。逆湿通常白天比夜间明

显,湿度差最大值一般出现在 14时以后。

  当出现沙尘暴时(吉兰泰站, 1996年 4月 29日

16时 01~ 39 分) ,全天出现逆湿现象, 而且冷锋过

境沙尘暴消失后逆湿达极大值( 4. 3 hPa/ 1. 5 m )。

沙尘暴前后混合比变化很大, 沙尘暴发生前相对湿

度只有 16% ,混合比为 4. 0 g / kg, 沙尘暴发生后, 相

对湿度上升到 69%, 混合比达 9. 6 g/ kg。这次沙尘

暴出现时,在很短时间内出现微量降水,相对湿度高

达 90% ,说明沙尘暴伴同的降水在非常干燥的大气

环境中,下落途中迅速蒸发, 未及地就几乎蒸发殆

尽,水滴蒸发增加了大气湿度,并使逆湿达到极大。

说明即使干燥的沙漠地区, 对流性不稳定能量的释

放也包含有大量的潮湿不稳定能量, / 93. 5. 50特强
沙尘暴在甘肃武威也出现了泥雨现象。

3. 3  沙尘源的类型、粒度谱分布、地表性质和沙物

质含水率

3. 3. 1  沙尘源的类型、粒度谱分布
贺兰山两侧的阿拉善高原和银川平原, 分布着

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西侧的

两个沙漠为流动沙丘,沙粒物理组成以中沙( 0. 50~

0. 25 mm)和细沙 ( 0. 25~ 0. 125 mm)为主, 占总量

的70%以上, 其次是极细沙( 0. 125~ 0. 063 mm)和

粉沙( 0. 063~ 0. 002 mm)约占 20%。东侧毛乌素

沙区基本上位于半干旱的干草原地带,盐池站 1961

~ 1990年共 30 a的平均年降水量为 287. 5 mm, 其

自然条件与沙质荒漠不同,以沙土为主,流动风沙土

占 60% ,故称为沙地, 最常见的粒径与西侧沙漠基

本相当,稍偏大一些,但细粒流沙和粘土成分的含量

比西侧两沙漠要明显偏多[ 20]。

为了了解沙尘气溶胶的尺度谱和质量谱特征,

我们于 1996年至 1999年间的 4, 5月在贺兰山两侧

的沙漠和沙地用美制 APS-3310A 型激光空气动力

学粒子谱仪进行了系统测量。吉兰泰站位于乌兰布

和沙漠的南部,离东部沙漠不足 200 m,阿拉善左旗

气象台紧贴贺兰山西侧,处于腾格里沙漠的边缘(离

沙漠 10~ 20 km ) , 盐池站位于毛乌素沙地的南部,

属正在发展的沙漠化地区。相比之下, 吉兰泰和阿

拉善左旗的沙尘较盐池的活跃, 反映在有扬沙和沙

尘暴天气下,沙尘气溶胶尺度谱中,盐池的粒径峰值

与吉兰泰相比偏小, 而且小于 7 Lm 的沙尘粒数浓

度比吉兰泰偏高达 1倍以上[ 13]。

盐池在扬沙天气下,沙尘的数浓度谱型却要随

风向而异,当在吹偏东风或偏南风时为双峰谱, 峰值

粒径分别位于 0. 78~ 1. 60 Lm 和 2. 13~ 2. 29 Lm,

小于 7 Lm 的沙尘粒的数浓度占总数浓度的 100%,

质量谱则为单峰型,峰值粒径位于 3. 28~ 4. 37 Lm,

小于 7 Lm 的沙尘粒的质量浓度占总质量浓度的

99. 4% ,谱型却在 7 Lm 附近出现截断现象, 如图

1a, 1b所示。风向为偏西风或偏西北风时, 数浓度

谱型为单峰型,峰值粒径位于 0. 84~ 0. 96 Lm, 小于

7 Lm 的沙尘粒的数浓度占总数浓度的 99. 8%, 质

量浓度为单峰型, 并能以对数正态分布很好地拟合,

峰值粒径位于 3. 28~ 3. 79 Lm,小于 7 Lm 的沙尘粒

图 1  扬沙天气下盐池站沙尘数浓度和质量浓度的平均谱分布
( a, b. 1998年 5月 5日 11时 17分~ 12时 24分; c, d. 1998年 4月 25日 9时 36分~ 10时 3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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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浓度占总质量浓度的 88. 2% ~ 91. 6%, 如图

1c, 1d所示。

  阿拉善左旗和吉兰泰扬沙天气条件下沙尘粒的

数浓度谱型均为单峰型, 峰值粒径分别位于0. 84~

0. 90 Lm和 0. 96 Lm,小于 7 Lm 的沙尘粒的数浓度

占总数浓度两站均为 99. 6%, 质量浓度谱型两站均

为单峰型,而且用对数正态分布拟合较好,峰值粒径

分别为 3. 0~ 4. 7 Lm 和 4. 05 Lm,小于 7 Lm 的质量

浓度占总质量浓度的百分比分别为 78. 9% ~

80. 9%和 80. 8% ,如图 2所示。

  从 3站的沙尘粒谱分布特征比较来看, 盐池小

于 7 Lm 的沙尘粒的数浓度比例高于阿拉善左旗和

吉兰泰,而且盐池小于 7 Lm 沙尘粒的质量浓度所

占总质量浓度的百分数明显大于阿拉善左旗和吉兰

泰。说明盐池沙尘中的粉沙和粘土含量高于阿拉善

左旗和吉兰泰, 既表现出与沙尘源的物理粒度组成

有关,也与测站地理位置有关,盐池站位于城区, 离

沙地较远。盐池沙尘的数浓度谱型和峰值粒径随风

向变化说明沙尘源地有所不同, 吹偏西风和偏西北

风时, 其沙尘源与阿拉善左旗和吉兰泰属同一沙漠

区,而吹偏东风或偏南风时,其沙尘源转化为毛乌素

沙地。从图 1,图 2的谱形特征上可以明显地分辨。

图1c, 1d与图 2a, 2b 和 2c, 2d 同属一种分布型, 而

图 1a, 1b较之有明显差别。

3. 3. 2  地表性质和沙尘物质含水率
沙尘来源的表面板结硬度是决定沙尘吹扬的一

个重要因素。若地表板结强度大,则即使风速很大,

也难以吹扬起沙尘。按土壤硬度计实测平均可得,

流沙表面硬度最小, 0. 2~ 0. 5 kg/ cm 2,新开垦沙地

0. 28 kg/ cm
2
,固定沙丘 5. 84 kg/ cm

2[ 20]
, 由此说明

地表受人为破坏时, 其表面支持强度将大为减少。

极细粉沙和粘土, 可受到附面层流的隐蔽,而且在逆

湿条件下可从大气中吸附水汽, 使土粒之间产生一

定的粘结力, 间接对沙尘吹扬起阻碍作用。但是一

旦受到干扰而离开床面, 因其颗粒太小, 易被风卷

走,最明显的例子,如北方村庄周围的道路,由于经

常受牲畜的践踏和车辆碾压,与附近田地相比, 在风

力吹蚀下,使路面越降越低,形成沟豁。

沙物质在湿润情况下, 由于粘滞性增大,沙粒间

的团聚作用加强,相应起动风速值随之增大。据朱

震达等[ 20]引用的观测资料, 沙粒含水率对沙尘起动

风速的影响如表 6所列,表中同时列出包为民[ 28]对

观测资料模拟值。他考虑凝聚力 FL表示成:

FL = kaPd
2

(5)

这里 k 为单位面积的凝聚力, 它是含水率 H的函

数,可表示成 k = k0exp( k 1H/ Hmax ) , k0 为沙尘含水

率为零时的单位面积凝聚力, Hmax为沙粒饱和含水

率, k 1 为常系数。aPd
2 为沙粒间的接触表面积, d

为粒径。

凝聚力 FL与沙粒重力Fw 和拖曳力Fr 三力的

力矩平衡等式,得出的起沙临界风速为

U c = (60. 818d + 8. 554e0. 74H) 1/ 2
(6)

图 2 扬沙天气下阿拉善左旗和吉兰泰站沙尘粒的数浓度和质量浓度的平均谱分布
a, b.阿拉善左旗 1999年 5月 11日 9时 18分~ 10时 14分; c, d.吉兰泰 1996年 4月 23日 13时 45分~ 15时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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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系数按粒径、沙粒含水率和干燥状态下的起

沙临界风速确定。而且通过对起沙临界风速的灵敏

度分析表明,当 H= 3%时, 沙尘粒径对起沙临界风

速的影响与沙粒含水率相当。当 H> 3%时, 含水率

对临界风速的影响超过粒径大小的影响。说明两者

的作用属于同一数量级。

表 6  沙粒含水率对沙尘起动风速( m/ s)的影响

含水 率( % )

1 2 3 4

沙粒粒径( mm) 干燥状态 观测 模拟 观测 模拟 观测 模拟 观测 模拟

2. 0~ 1. 0 9. 0 10. 8 10. 0 12. 0 11. 3 - - - -

1. 0~ 0. 5 6. 0 7. 0 7. 4 9. 5 9. 1 12. 0 11. 2 - -

0. 5~ 0. 25 4. 8 5. 8 5. 6 7. 5 7. 8 12. 0 10. 1 - -

0. 25~ 0. 175 3. 8 4. 6 4. 6 6. 0 7. 1 10. 5 9. 6 12. 0 13. 3

  沙区土壤含水率的垂直分布为 0~ 10 cm 的干

沙层和 10~ 100 cm 的活跃层, 4~ 6月为失水期, 4

月前为冻结滞水期。流动风沙土的水分散失, 以地

表蒸发为主, 4~ 6月形成的干沙层中, 0~ 5 cm含水

率仅为 0. 3% ~ 0. 4%
[ 29]
。我们对吉兰泰站及沙漠

表层进行的土壤含水率的观测, 最低值与此一致。

由于干沙层切断与下层的毛细管输水作用, 它有效

地抑制下层水份蒸发,故土壤湿度自上向下递增。

据盐池站 1994~ 1999 年共 6 a 中 4, 5 月份的

土壤湿度资料统计表明, 浅层土壤含水率随降水变

化较大,全年中一般 4~ 6月 0~ 10 cm 层含水率最

低, 6 a中 0~ 10 cm 表层最低含水率为 0. 9%, 降水

以后最高含水率达 17. 5%。1998 年 4月下旬连续

出现 3 次沙尘暴,相应该旬的土壤含水率为5. 0% ,

虽然偏高,但仍为该年 3月以来的最低值,而且也低

于 5月上旬的值。1995年 3~ 5月 0~ 10 cm 土壤

湿度最低,平均含水率不到 1. 3% ,最低值为 0. 9% ,

当年 4~ 5月发生的沙尘暴日数达 12 d,为近年来最

高,而且集中在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的一个月内, 也

高于历年 4, 5两月沙尘暴发生次数的平均值。

降水是沙区土壤的重要水分补给, 但流动风沙

土含水率与人工林或天然林下的风沙土含水率相

比,受降雨的影响小。降雨只有达一定量后, 才能使

深层风沙土水分得以补充, 否则仅能湿润表层干土

或干沙层, 且很快蒸发损失, 形成无效降水。小于

10 mm的降雨绝大部分为无效降水。

根据盐池站 1970~ 1989 年共 20 a 中 1~ 3 月

的降水量资料与 4月的沙尘暴资料进行相关计算,

发现两者之间呈负相关, 且相关显著[ 30]。说明前期

的降水量对后期的沙尘暴有一定影响。前期降水量

越大,后期沙尘暴越少, 前期降水量越少, 后期沙尘

暴越多。在资料统计中尚未剔除表层干土或干沙

层,对小于一定量( 5~ 10 mm)的无效降水这一因

素,否则相关性更强。

4  结  语

根据在贺兰山两侧沙漠和沙地的微气象观测和

沙尘谱资料,参考有关文献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计算,

对影响沙尘起动和垂直输送的物理因子进行了综合

分析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 1)从致灾因素考虑, 按风速和能见度的大小,

把沙尘暴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是可

行的。若能同时考虑沙尘浓密层的厚度和范围以及

沙尘粒子尺度,则更为全面。即使是特强沙尘暴,也

不能认为能见度为 0 m。

( 2)产生沙尘暴的阈值风速在 5 m / s左右, 但空

气的水平运动并不能直接引发沙尘暴, 尤其是强沙

尘暴。中国发生的沙尘暴均伴随大、中尺度天气系

统,主要是冷锋。从沙尘尺度谱和沙尘的沉降末速

分析,出现沙尘暴,尤其是强沙尘暴时, 系统中的上

升气流可达每秒几米的量级,有时甚至更高,与强雷

暴天气有些类似, 只是沙尘天气中的潮湿不稳定能

量低些。由于沙漠地表的热力强迫作用和地表的热

力、动力的不均匀性,使得沙尘暴中的湍流输送比较

强烈,加剧了尺度范围更广的沙尘粒的向上输送。

( 3)沙漠和沙地上空,白天热力不稳定状态出现

的频率高,超绝热梯度大, 逆湿现象明显, 净辐射主

要用于发展湍流。在大、中尺度天气系统的上升运

动的激发下, 使不稳定层结积蓄的能量得以持续释

放,发展对流运动,从而促使大量沙尘不断被卷起向

上输送并随系统移运。大范围的强沙尘暴常发生于

午后,其中沙漠地区强烈不稳定的热力层结特征是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4)对于作为沙尘暴的物质源, 其粒度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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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的硬度、含水率,对沙尘暴的形成和强度变化有

着重要作用。表层含水率越高, 起沙的阈速风速越

大,前期降水越多,沙尘暴出现的次数越少。这些因

素在考虑对强沙尘暴进行防治的对策中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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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RESEARCHESON SAND PARTICLE UPTAKE

AND VERTICAL TRANSPORT OF SANDSTORMS

IN HELAN MOUNTAIN AREA

Niu Shengjie

(Nanj ing I nst itut e of Me teorology,Na nj ing 210044 ; N ingxia Meteorological Sci ence I nst itute , Yinchuan 750002 )

Zhang Chengchang

(Beij ing Meteorological Col lege,Beij ing 100081 )

Abstract

Physical mechanism of sand part icle uptake and vert ical t ransport is analy zed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m-i

crometeorolog ical and part icle size distribut ion data collected in both sides of Helan mountain from 1996 to 1999.

T he discussion is composed of dynamic forcing of intensive w ind, thermal instability and sand part icle source.

U pdraft characterist ics of mesoscale w eather system, calculating methods of sand particle terminal velocity, tur-

bulent features of sand surface, vertical wind speed, the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of superadiabat ic gradient and

hum idity inversion and sand particle size dist ribut ion of desert are analyzed. T he effects of surface characterist ics

and w ater content of sand on uptake w ind speed of sand part icl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Sandstorm, Uptake and transport , Superadiabatic gradient , Source of sand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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