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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鄂尔多斯高原周边地区为例!研 究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对 沙 尘 暴 的 影 响!建 立 了 多 年 平 均

沙尘暴日数与沙漠化土地面积百分比之间的关系&该关系表明!当沙漠化土地面积百分比)>
大于"$?以后!沙尘暴日数随)>的增大而急剧增加&年均沙尘暴日数与耕地面积和大风日数

之间的回归方程!结 果 表 明!耕 地 面 积 减 少 和 大 风 日 数 减 少 对 沙 尘 暴 减 少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4%?和#$4"?&通过在干旱’半干旱脆弱生态条件下的地区进行土 地 利 用 结 构 调 整 和 退 耕

还草!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低沙尘暴发生的频率&
关!键!词"沙尘暴#土地利用#土地荒漠化#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4!##+##;A4#!!文章编号"<$$$9$;=;$!$$#%$#9$#B"9$B

沙尘暴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又是一种地貌过程&对此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沙尘暴的形成取决于"个基本条件!一是大风!这是沙尘暴形成的动力条件#二是地面上

的沙尘物质!它是沙尘暴的物质基础#三是不稳定的空气状况!这是重要 的 局 部 热 力 条

件(!)&沙尘暴的形成与大风对地表物质的强烈侵蚀有关!侵蚀所产生的沙尘物质在大气中

传输!便会在当地和异地形成沙尘暴天气&风力侵蚀作用取决于风的侵蚀力与地表物质的

抗蚀力之间的对比关系&这种关系在空间中的分布和随时间的消长!决定着沙尘暴的时空

行为&人类活动对沙尘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沙尘暴敏感区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

来实现的&在存在着疏松地表物质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当人类通过耕垦或过度放牧!改

变了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条件并导致土地退化时!风蚀会大大加剧!因而使沙尘暴发生的

频率增大&而沙尘暴频率的加大!又会进一步导致土地覆被条件的恶化!从而增大土壤风

蚀的强度!并进一步增大沙尘暴的频率!表现出一种正反馈机制&沙尘暴的发生!既是一

种加速土地荒漠化的过程!又是土地荒漠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具体表现&揭示二者之间的

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国内外对人类活动影响下土地荒漠化过程的机理

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沙尘暴与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荒漠化关系的系统研究!尚不

多见&本文以我国鄂尔多斯高原周边地区为例!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沙尘暴的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鄂尔多斯高原周边地区!既包括文献 (!)中所界定的黄土高原北部风

沙区!又包括受其影响而沙尘暴发生较为频繁的地区&该区东南部为典型的风力C水力交

互作用区!属于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是窟野河’秃尾河’无定河等支流所在的地区&冬

春季以沙尘暴为表征的风力侵蚀作用和夏秋季以暴雨洪水为动力的水力侵蚀作用相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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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支流粗泥沙的产生和输移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一地区土地利

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既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土地荒漠化!又有耕地面积

减少而导致的有利于土地荒漠化逆转的过程&<:=;!<::$年间!有关单位在这一地区进

行了大量研究!查明了这一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和土地荒漠化的分布!积累了丰 富 的 资

料(<#)&我们在野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对土地荒漠化’土地利用变

化与沙尘暴发生频率!运用经验统计方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当前正在实

施的沙尘暴治理 和 黄 河 多 沙 粗 沙 区 的 治 理!提 供 某 些 有 益 的 借 鉴&本 文 以 年 均<:=$!
<:=;年沙尘暴日数来表示沙尘暴发生的频率!所涉及到的资料来自区内各县的气象站&

<!沙尘暴频率与土地荒漠化的关系

!!土地荒漠化和土地沙漠化是两个常用的术语!其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认为!
广义的荒漠化包括沙漠化!而沙漠化是指沙质荒漠化!即在地表富含沙物质的地区发生的

荒漠化&按照文献 (!)中采用的定义!沙漠化是在脆弱的生态条件下!即干旱多风’地

表富含沙物质的条件下!人类经济活动过度地干预自然C人为生态!使非沙漠环境发生了

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的环境变化!此过程称为沙漠化#发生这一过程的

土地称为沙漠化土地&因此!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可以作为衡量相关

地区人类活动改变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所导致的环境变化后果的定量指标&所研究地

区不同地点沙漠化土地面积百分比的空间差异!一方面反映了自然条件如年降水量’大风

状况’地面植被等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对脆弱环境干预强度的差异&将沙尘暴

发生频率与沙漠化土地面积百分比相联系!可以定量地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沙尘暴的影

响&文献 (!)依据<:=B年<D;$万EF卫星影像对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的沙漠化现状进

行了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志 $如风沙地貌标志’植被标志’土壤标志%!并辅以地面调查’
验证!对轻沙漠化’中度沙漠化和严重沙漠化土地进行了划分!按上述"个等级的图斑量

出了区内各县 $旗%轻度’中度’严重沙漠化的面积!由此可计算出土地沙漠化面积占土

图<!多年平均沙尘暴日数与沙漠化土地面积百分比之间的关系

@GH4<!)I3JKG2LMNGOPIKQIILKNIL7RPIS2TRIJLJLL7J3
MJL>9>7MKMK2SR>J8MJL>KNI

OISUILKJHI2TKNIJSIJ2T>IMISKGTGI>3JL>

地总面积 的 百 分 比!以 此 作 为 衡 量 土

地沙漠化 发 展 程 度 的 定 量 指 标&以 所

研究 地 区"=个 县 $旗%的 资 料 为 基

础!我们在图<中 点 绘 了 多 年 平 均 沙

尘暴日数 与 沙 漠 化 土 地 面 积 百 分 比 之

间的关 系&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到!二 者 之

间的关系 是 非 线 性 的!可 以 用 两 条 斜

率不同的 直 线 来 拟 合&当 沙 漠 化 土 地

面积百分比)>小于"$?时!年平均沙

尘暴 日 数 基 本 上 不 随 )>的 增 大 而 增

加!拟合 直 线 的 斜 率 接 近 于$!相 关

系数接 近 于$!说 明 二 者 不 相 关&然

而!当)>大于"$?以后!沙尘暴日数

VMM随)>的 增 大 而 急 剧 增 加&二 者 之

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来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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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W<"4<##3L">C"=4=!= $#W$4B<!$W!!% $<%
对相关系数的检验表明!其显著性程度高于$4$<&

!!可以认为!同时作用于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是"种性质不同

的过程&人类活动代表了人文过程!沙尘暴是一种自然过程!而土地荒漠化则是一种人文

C自然过程&"种过程各自包含着若干状态变量和环境变量!它们相互耦合!形成了一个

复杂的系统&图<中的转折点是与系统状态的突变相联系的临界点!其存在体现了系统的

复杂行为&这一临界点启示我们!当土地沙漠化的面积百分比增加到"$?以上之后!沙

尘暴发生频率会发生突变式的增加&

!!土地利用的变化所导致的沙尘暴的变化

!!研究区的年降水量从西北向东南变化于<;$RR至#$$RR之间!自然植被为荒漠草

原和干草原!生态条件十分脆弱&晚更新世以来的风沙’风尘和河湖相堆积物分布广泛!
结构疏松!沙物质丰富!与沙尘暴发生的关系最为密切&在这样的地区!一旦地表草原植

被因过度放牧或垦荒耕种而遭到破坏!地表抗风蚀的能力便会急剧下降&在大风 的 作 用

下!风蚀强度会迅速增大&大量的沙尘因风蚀而进入大气!便会显著加大沙尘暴发生的频

率&相反!如果前期开垦的耕地因退耕而逐渐恢复为草地!草根层的形成会使土壤颗粒受

到有效的固结&随着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有利于团粒结构的形成!土壤结构性会增强!
使土壤抗风蚀的能力逐渐增强&因此!土壤风蚀强度会大大减弱!并导致当地及下风向地

区沙尘暴发生频率降低&本节以伊克昭盟沙地及其东南侧地区为例!研究耕地面积的变化

和与其邻接的东南侧下风向地区沙尘暴的关系&毛乌素沙地东南侧的窟野河’秃尾河’无

定河等支流!是黄河中游大于$4$;RR粗泥沙的主要 来 源 区&按<:;B!<::;年 平 均!"
条河输送到黄河的大于$4$;RR粗泥沙总量为$4::亿K!为河口镇!龙门区间每年入黄

粗泥沙总量!4$=亿吨的#%4%?&文献 (<;)中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存在着特殊的风力C
水力两相侵蚀产沙过程!这一过程对入黄粗泥沙的产生和高含沙水流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沙尘暴是将风成沙输送到滩地上’河道中和沟道中的动力条件(<;)!故研究这一地区沙

图!!伊克昭盟耕地面积的变化与其

东南侧地区大风日数与沙尘暴日数的历年变化

@GH4!!EIRO2SJ3XJSGJKG2LMGLKNIJSIJ2TU73KGXJKI>3JL>
GL-N67/IJH7IJL>KNIL7RPISM2TJLL7J3MJL>9

>7MKMK2SR>J8MJL>MKS2LHQGL>>J8M
GLKNIM27KNIJMKLIGHNP2SGLHJSIJM

尘暴的演变动态对于查明入黄粗泥沙变

化的原因有一定意义&这里着重研究上

述支流流域内的神木’靖边和绥德等代

表站的沙尘暴变化与可能会对这种变化

产生影响的伊克昭盟土地利用的变化之

间的关系&图!中点绘了伊克昭盟耕地

面积的变化&研究区从<:#:年以来经

过了"次 大 规 模 的 开 荒!即 解 放 初 期

$<:#:!<:;$%’<:;:!<:B$年 和<:B:
!<:%$年#开 垦 后 则 因 土 地 退 化 而 撂

荒!耕地面积又复减少!这在图中表现

为"个 明 显 的 峰 值&但 是!从 总 体 上

说!从<:#:年到<:=$年!该区耕地面

积是逐渐减少的&



#BB!! 地!!理!!研!!究 !"卷

!!沙尘暴往往发生在较大的空间范围中&周自江以<:;:!<::=年 间 共#$年 资 料 为 基

础!研究了中国沙尘暴的地理分布!确定了两个扬沙和沙尘暴的高频区!即塔里木盆地及

其周围和阿拉善’鄂尔多斯及河西走廊的东部和北部(;)&本区即属于后一沙尘暴高频区!
常常成为沙尘暴的沙源区&因此!伊克昭盟的毛乌素沙地对于其东南侧地区的沙尘暴有一

定的影响!大风季节中发生于这一地区的风力侵蚀可能为其东南侧陕北地区的沙尘暴提供

沙源&从这一意义上说!伊克昭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可能会对陕北地区的沙尘暴产生

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图!中还点绘了陕北与伊克昭盟东南部 相 邻 的 神 木’靖

边’绥德"站平 均 年 沙 尘 暴 日 数 的 历 年 变 化&由 于 沙 尘 暴 观 测 自<:;%年 开 始!故 缺 乏

<:;%年以前的资料&可以看到!与<:;:!<:B$年大规模开荒相对应!在<:B"年出现了

沙尘暴的高值#与<:B:!<:%$年的开荒相对应!<:%"年出现了沙尘暴的高值!均有!!"
年的滞后&同时还可以看到!与总体上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相一致!沙尘暴发生频率也呈

减少的趋势&这说明!由于伊克昭盟耕地面积减少!撂荒地上草原植被得以恢复!产生强

烈风蚀的面积有所减少!故其东南侧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窟野河’秃尾河和无定河流域的

沙尘暴发生频率总体上也明显减少了&

!!应该指出的是!沙尘暴的发生!除了与下垫面状况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地表组成物

质等%有关外!还取决于动力条件即大风状况&我们在图!中还叠加了神木’靖边’绥德"
站平均每年大风日数的变化&可以看到!虽然大风日数的年际波动很大!但总体上也呈减小

的趋势&这说明!动力条件的减弱与下垫面条件的改善!共同导致了沙尘暴的减弱&

图"!神木’靖边’绥德"县平均年沙尘暴日数与伊克昭盟耕地面积

$J%和上述"县平均年大风日数 $!MQ%$P%的关系

@GH4"!57RPIS2TJLL7J3MJL>9>7MKMK2SR>J8MJMO32KKI>JHJGLMKU73KGXJKI>3JL>JSIJ$J%

JL>L7RPIS2TMKS2LHQGL>>J8M$P%

!!为了对大风日数减少和耕地面积减少对于沙尘暴频率降低的贡献率进行定量区分!我

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 法 进 行 研 究&神 木’靖 边’绥 德"县 平 均 年 沙 尘 暴 日 数 $VMM%
与伊克昭盟耕地面积 $*J%和上述"县平均年大风日数 $VMQ%的关系已分别点绘在图"
中!两个关系均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前者的相关系数的平方S!W$4%"!后者的相关系数

的平方S!W$4B=!显著性水平大大高于$4$<&以沙尘暴日数VMM为因变量!以耕地面积*J和

大风日数VMQ为自变量!以<:;%!<:=$年共!#年的资料为基础!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

3L!MMW C;4<%"A$4!%%3L!MQA$4=<##3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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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沙尘暴日数计算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GH4#!.2ROJSGM2LPIKQIILKNIRIJM7SI>JL>

UJ3U73JKI>XJ37IMGLMJL>9>7MKMK2SR>J8M

上 式 的 复 相 关 系 数 为$4=%%!& 值 为

";4$!!显著性概率为$4$$$$$$!$;!剩

余标准 差 为$4!<;&计 算 值 和 实 测 值 的

比较见图#&

!!由 于 各 变 量 的 绝 对 数 量 相 差 较 大!
不能通过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直接估算它

们对因变量变化的贡献率&为此!我们

对各变量进行了标准化!使其变化幅度

在$和<之间!然后重新建立了回归方

程如下"

3L!MMW$4"B=3L!MQA$4;#B3L%J $"%
对上式右侧两项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确定它们对VMM的贡献率&耕地面积*J变化的贡献

率与大风日数VMQ变化的贡献率之比为$4;#BD$4"B=&由此求得!耕地面积减少和大风日

数减少对沙尘暴减少的贡献率 分 别 为;:4%?和#$4"?&这 一 结 果 说 明!在 所 研 究 地 区!
土地利用变化对 沙 尘 暴 变 化 的 贡 献 率 要 高 于 大 风 状 况 的 变 化&因 此!这 一 地 区<:;#!
<:=$年间沙尘暴频率的变化是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类活动

变化的影响大于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在当前沙尘暴灾害的治理中!通过在干旱’半干旱

脆弱生态条件下的地区进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退耕还草!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低沙尘暴发生的频率&

"!结论

!!以鄂尔多斯高原周边地区为例!研究了土地荒漠化对沙尘暴的影响!建立了多年平均

沙尘暴日数与沙漠化土地面积百分比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沙漠化

土地面积百分比">小于"$?时!年平均沙尘暴日数基本上不随">的增大而增加#当">
大于"$?以后!沙尘暴日数!MM随">的增大而急剧增大&这一临界点启示我们!当土地

沙漠化的面积百分比增加到"$?以上之后!沙尘暴发生频率会发生突变式的增加&

!!本文还研究了沙尘暴变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关系&神木’靖边’绥德"县平均年

沙尘暴日数 $!MM%与伊克昭盟耕地面积 $%J%和上述"县平均年大风日数 $!MQ%的关系

均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以耕地面积%J和大风日数!MQ为自变量!建立了回归方程!并对

耕地面积减少和大风日数减少对沙尘暴减少的贡献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耕地面积减

少和大风日数减少对沙尘暴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4%?和#$4"?&这一结果说明!在当

前沙尘暴灾害的治理中!通过在干旱C半干旱脆弱生态条件下的地区进行土地利用结构调

整和退耕还草!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可以有效地减低沙尘暴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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