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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黑龙江省近５０年来沙尘天气的观测资料分析认为，黑龙江省沙尘天气的发生地域分布广泛，区域间差
异明显；沙尘天气的发生次数随年代变化有所减少，但沙尘强度有所增加，这与全国沙尘天气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沙尘

天气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冬季。影响沙尘天气的环境因素较多，其中最关键的是大风和人为因素。分析认为，自然因子的

周期变化是造成沙尘天气分布和变化的主要原因，人为因素起了加强作用。现阶段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处于少发期，多

发期还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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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发生规律分析

黑龙江省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对沙尘天气就
有了观测资料，主要包括发生日期、发生时段、能见

度、最大风速等。我们选择了７５个代表站，对其进行
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１．１黑龙江省沙尘天气空间分布特征
１．１．１沙尘天气地域分布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自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地域分布有
以下几个特征：（１）范围广、面积大，沙尘天气几乎在
全省范围内均有发生；（２）分布不均匀，区域间差别

大，递减速度大；（３）沙尘天气多发区集中，主要集中
在黑龙江省西部、西南部，即松嫩平原西部，以讷河、

克山、拜泉、绥化至哈尔滨以西一带为多；（４）沙尘天
气分布以中部为轴点，向南向北均较少。尤其北部的

加格达奇、伊春、黑河地区较少。其中最北部的漠河

５０年内未发生过一次，东南部的牡丹江、绥芬河地区
也较少；（５）沙尘天气的多发区内分布也不均匀。在松
嫩平原沙尘天气多发区内以杜尔伯特、依安为两个高

发区，年平均发生超过半数２０次以上，望奎、青冈、肇
东、哈尔滨也是沙尘天气的高发区。

１．１．２沙尘天气区划
河北省采用的沙尘暴区划标准如下：以沙尘暴年

平均出现日数为 ｄ，ｄ＜１时为少发区；１≤ｄ＜５时为
一般影响区；５≤ｄ＜９时为易发区；９≤ｄ＜２０时为多
发区；２０≤ｄ时为强多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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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５０年代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全省 ５６１ ６５５ ７３７ ２１７ ２４

杜尔伯特 １ ５３ ４８ ２９ ０
依安 ２１ ５６ ３２ ６ １
佳木斯 ９ ０ ４ ０ ０
富锦 ２ ６ １４ ３ １
哈尔滨 ２３ １７ ２６ ６ ０
通河 ４ ５ ２ ０ ０
牡丹江 ３ ４ ２ ０ ０
鸡西 ３ ０ ７ ０ ０
黑河 ０ ０ ０ １ ０
伊春 ４ ８ ５ １ ０

表２ 黑龙江省主要代表站不同年代的沙尘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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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年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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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标准，黑龙江省与全国比较是沙尘暴的少发

区，其最大的年平均出现日数小于２。针对黑龙江省沙
尘天气发生的实际情况，制定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发生

的区划标准：ｄ＜０．５时为少发区；０．５≤ｄ＜１．５时为
一般影响区；１．５≤ｄ时为多发区。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明显分为两大区域，以德都、

克东、木兰、阿城一线为分界线，分界线以西为沙尘天

气的一般影响区和多发区，称之为Ⅰ区；分界线以东的
广大地区为少发区，极个别地区为一般影响区和多发

区，称之为Ⅱ区。在Ⅰ区内，杜尔伯特、望奎、兰西三站
附近为多发区，其它地区均为一般影响区；在Ⅱ区内，
三江平原的北部绥滨、富锦、同江等地为一般影响区，

其中同江为多发区，其它大部地区为少发区。

１．２黑龙江省沙尘天气时间分布特征
１．２．１沙尘天气的季节变化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有明显

的季节性。表１为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累年平均沙尘暴、扬
沙和浮尘日数的季节分布情况。沙尘天气的季节分布

主要是春季多，秋冬季最少。沙尘暴、浮尘天气出现机

率很低，沙尘暴占整个沙尘天气的６．４％，浮尘占整个
沙尘天气的 ３．９％，而扬沙占整个沙尘天气的
８９．７％。由此可见，黑龙江省沙尘天气主要以扬沙天
气为主。沙尘暴和浮尘天气在历史上仅在春、夏两季

出现过。例如，杜尔伯特春季（３—５月）沙尘暴、扬沙和
浮尘出现日数分别占全年总出现日数的 ６．７％，
８８．２％，４．１％。而８—１２月则很少出现。

１．２．２沙尘天气的年代际变化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发生

次数年代间变化明显，分布极不均匀牗见表２牘。从表２
中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从全省情况看，黑龙江省沙尘天气以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出现最多，６０年代次之，８０年代明显减少，９０
年代最少。说明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发生的总次数年际

间变化在７０年代前呈上升趋势，７０年代后呈下降趋
势，而且下降速度很大；

（２）黑龙江省西部沙尘天气的多发区年代际变化与
全省情况并不一致，自６０年代后，沙尘天气的发生
次数一直呈下降趋势；

（３）黑龙江省最北部的漠河，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沙尘天气。黑河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且发生在８０年
代，说明虽然沙尘天气发生次数在减少，但发生范围

在扩大；

（４）黑龙江省历史上共发生５次全省规模的沙尘
暴天气，均发生在８０年代以后。说明黑龙江省沙尘
天气次数呈减少趋势，但沙尘天气的强度却在增

加。

１．２．３沙尘天气的年际变化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日数的年际变化相当大。西

部地区以杜尔伯特为例，最多的年份发生１２次，最
少的年份一般只有１—２次，甚至全年不出现。东部
地区以佳木斯为例，最多的年份发生６次，最少的年
份一般也只有１—２次，甚至全年不出现，全年不出
现的占绝大多数，占８７．２％。从图１可见，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期（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７０年代初期、７０年代后
期和８０年代初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为沙尘天气的频

表１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各季发生频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ｄ－ｄｕｓｔ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项目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沙尘天气 ７７．１ １５．３ ５．３ ２．３
沙尘暴 ８．３ ７．７ ０．０ ０．０
扬沙 ８９．６ ７６．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浮尘 ２．１ １５．４ 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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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期，１９８２年后，进入沙尘天气的少发期。

２ 黑龙江省沙尘天气发生规律的环境因子分

析

沙尘天气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

有足够强劲而持久的动力风，把地面沙尘吹卷到空气

中；二是大气低层层结不稳定，有时甚至呈现绝对不

稳定的状态；三是大风经过的地区植被很少，土质要

干燥疏松，有大量可供风吹卷到空中的沙尘。由于黑

龙江省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沙尘天气发生发展

处于弱势状态，远不及华北、西北等地严重。

２．１沙地提供了沙尘天气形成的先决条件
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属湿润、半湿润地区，发生

沙尘暴的几率应该很低，但由于受呼伦贝尔沙地和嫩

江沙地的影响，以及在松嫩平原西部有部分半干旱地

区，地面多为风砂土，且植被稀少，特别是春季地面回

暖解冻，风力又较大，因此，狂风起时，沙尘弥漫，在本

地及狂风经过地带形成沙尘天气。

２．２风是形成沙尘天气的原动力
对黑龙江省来说，当风速超过５ｍ·ｓ－１时，便可

引起砂性土壤表层的起沙；超过８ｍ·ｓ－１时，可引起
黑土表层的起沙。

黑龙江省多风，全年主导风向是西南。风速的年

内变化明显，各地平均风速最大的月份几乎全为 ４
月，个别地区出现在５月。松嫩平原是全省风力最大
的地区，年平均风速达４ｍ·ｓ－１左右，春季各月的平
均风速多达４—５．５ｍ·ｓ－１。５级以上大风平均每年在
１００ｄ左右。且该地区春季干旱，土壤表层很容易受到
风力侵蚀，致使在较小的风力下即可扬沙漫天。所以

本省沙尘天气的高发区大部分形成在 ４月的松嫩平
原。而其他地区其他月份风力不足，很难形成规模性

扬沙天气。

黑龙江省春季大风日数（在１ｄ４次定时观测中，
只要有一个时次，２ｍｉｎ平均风速≥１１ｍ·ｓ－１，则定为
一个大风日）的年季变化具有阶段性，自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大风日数呈增加趋势，大风日数在１０ｄ上下波
动，到７０年代大风日数明显增加，为较多阶段，达到
大风日数的最高值，８０年代后又明显减少，且都低于
１０ｄ。
２．３地质、地貌条件为沙尘天气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
件

２．３．１地貌条件为沙尘天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黑龙江省的地貌格局主要受华夏系构造体系所

控制牞其山地和平原的分布状况构成了全省以西北
高、北高、东南高、东北与西南部低的地形大势犤１犦。

本省山地和丘陵的比重虽然很大，但在西南部有

一片广阔的松嫩平原，这样就为沙尘天气的发生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将有可能发生沙尘暴的地区局限

在西部松嫩平原。而且由于山地的存在使得来自大洋

暖湿的夏季风受阻，必须经山地的抬升后方可进入松

嫩平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地区更加干旱，尤其在

春季，夏季风不足以与干燥的冬季风抗衡，而此时该

地区却已迅速升温，蒸发速度大幅度增加，使得土壤

表层尤为干燥，极易起沙。

２．３．２地质条件为沙尘天气提供了物质来源
沙尘天气形成的直接因素之二是要有干燥破碎

的沙土。分布在黑龙江省西部和松嫩平原西南部栗钙

土、黑钙土地带上的风砂土，总面积高达４５万ｈｍ２，
约占全省土壤面积的１．０２％犤１０犦。这种土壤砂性大，质

地粗松，表层干燥破碎，植被覆盖率低牞在强风的作用
下，极易造成沙尘天气。此外，科尔沁沙地，位于该省

西南方向三山的开口处，随风进入方便，也为沙尘天

气的发生提供了物质来源。

２．４其它气候因素为沙尘天气形成提供了干燥的环
境

２．４．１降水
从总体来看，黑龙江省降水量较多，西部地区虽

少，也可达３００—４００ｍｍ之间，但降水主要集中在夏
季，春季的降水量特别小，而极端连续无降水日也在

春季，这样使得春季的实际降水量十分少，导致嫩江

平原的西南部成为全省明显干旱的地方，为沙尘天气

发生创造了环境基础。

２．４．２蒸发
在自然区划中，以干燥度（蒸发与降雨之比，以 ｋ

表示）作为主要划分指标：ｋ＜１．０，表示降雨大于蒸
发，为湿润地区，天然植被为森林，大兴安岭及山体上

部，小兴安岭、东部山地以及三江平原东北部属之；

ｋ＝１．０—１．２牞为半湿润地区，降雨与蒸发接近于平
衡，天然植被为森林草原，地带性土壤为肥沃的黑土

与黑钙土，松嫩平原中北部、山地外沿的低山丘岗地

区，以及三江平原的西南属之；ｋ＝１．２—１．５牞为半干
旱地区，蒸发稍大于降雨，天然植被为干草原，土壤为

栗钙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泰来县一带及呼伦

贝尔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