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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首描写草原风光的千古绝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草原上水草茂盛和牛羊肥壮的景象。
然而，人类对大自然毫无节制地索取，盲目开垦，过度放牧，导致土地退化，荒漠化扩展，沙化加剧
，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规律，导致沙尘天气现象频繁发生。
　　在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每年春季由于荒漠化扩展、土地沙化严重以及沙尘天气的肆虐，
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已是“天苍苍，沙茫茫，风吹沙地掩牛羊”了，很多地方是荒漠化、沙漠化的荒
凉景象，赤地千里，触目惊心，每年春季大风一刮，昏天黑地，沙尘飞扬。
　　沙尘天气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有着巨大的破坏力，每年由于沙尘天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经
济损失是巨大和难以估量的。
沙尘天气是特定气象条件和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下的产物，是发生在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荒漠化
地区和农牧交错带的特有的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早有记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沙尘天气对大气环境影响>>

内容概要

本书对影响我国的沙尘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长期演变特点、下垫面状况和影响沙尘天气发生的主要
因子等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影响我国沙尘天气潜在沙尘源区的位置和沙尘的传输路径，提出了沙
尘天气潜在沙尘源地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合理分类；通过对2000～2006年发生的影响我国的典型沙尘天
气过程的仔细分析，探讨了影响我国的沙尘天气的天气与气候背景；介绍了利用卫星遥感、激光雷达
监测技术开展的对沙尘天气的监测，并结合典型沙尘天气个例进行了分析；利用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空
气质量日报、收集到的北京地区大气环境监测资料、AERONET和ACE—Asia试验期间东亚地区若干观
测点的大气颗粒物浓度监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以及TOMS卫星逐日大气气溶胶指数等资料，对强沙
尘天气及其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了沙尘天气对北京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影
响；介绍了沙尘天气数值模拟的进展和最新成果，开展对典型过程的模拟研究；在对沙尘源区进行设
点采样的基础上，完成了沙尘天气期间沙尘颗粒物的理化特征分析。
    本书可供环境保护、气象、农业、自然地理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政府部门决策人员、相关专业高校
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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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阵海，环境科学专家。
现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50年代末，参加国家战略作物防寒害工程，从事云雾催化工程。
60年代以来，受命组织军事环境研究，倡议建立大气环境实验基地；创造性地解决建立适宜模型、发
展探测技术、获取综合参数等大气环境研究的关键问题；在国内最早组织开展大气环境航测研究，特
别关注边界层中、下层（包括市区尺度）的区域性研究，最早组织开展大气颗粒物沉降速度测量和S02
转化率的实验研究，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
建立大气环境容量理论，解决了环境规划、环境污染控制的难点问题，应用于多个区域性经济与环境
的调控；首次揭示我国与跨国大气输送宏观规律；创立大气环境资源背景场：主持气候变化对我国环
境影响研究：开展利用卫星资料研究陆面生态变化的研究工作。
　　高庆先，1962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在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大气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曾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和特别
报告《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的主要作者：现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温
室气体清单质量评审专家，国家气候委员会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先后在日本筑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和马里兰大学进行
访问学习，开展大气气溶胶，特别是沙尘暴期间的大气气溶胶理化特征，及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沙
尘天气和沙尘天气数值模拟等方面的研究合作。
并先后参与、主持多项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环境保护部和地方环境保护局科技专项
课题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多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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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沙尘天气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有着巨大的破坏力，每年由于沙尘天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经
济损失是巨大和难以估量的。
沙尘天气作为一种气象灾害和生态环境问题，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
沙尘天气是特定气象条件和特殊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是发生在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荒漠化地区和
农牧交错带特有的一种灾害性现象。
沙尘天气发生时，飞沙走石、天色昏暗、空气浑浊，大气水平能见度差，一般情况下1km之外的景物
难以辨认，强和特强的沙尘暴发生时甚至伸手不见五指。
在我国西北地区，沙尘天气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老百姓又称之为“风沙”、“黄风”或“黑风暴
”等。
　　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地表植被稀疏，再加上人类活动的干扰，土地退化严重，地表面裸露面积
扩大，沙化面积扩展迅速，形成大量潜在沙源地，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便可形成沙尘天气，从而影响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灾害性现象，我国古代史书中就将沙尘现象作为一种灾害记录下来，距
今3000多年以前，我国史书中就有关于沙尘现象的记载，如“黄风自西北来，拔树发屋”，“飞沙如
雨”，《宋史》记载的“宋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丁亥，大风起西北，飞砂折木，昼晦数刻，五月乙卯，
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砂，黄土蔽天”，所描述的就是春季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生沙尘暴时飞沙走
石、摧朽拔木、遮天蔽日的情景。
　　《春秋·左传》中有记载：“晋烈公二十二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
”南宋理宗绍定六年甘肃、内蒙古有“癸巳十二月，大风霾，凡七昼夜”的记载，向人们描绘了当时
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长达7天7夜的强沙尘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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