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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的前世今生

近日，中国北方迎来了一次大范围沙尘天气。甘肃张掖地区再现

震撼“沙墙”，首都北京黄龙遮天蔽日，华北、东北大部分地区都受

到影响。而在两年前的 2021 年 3月，中国北方刚刚经历了过去 10年

我国最强的一次沙尘天气。

沙尘暴为什么再度来袭？沙尘暴究竟是不是人类造成的？沙尘

暴能否“治理”，甚至被“消灭”？这些都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热

议。

事实上，沙尘暴自古有之。它更多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过程，

在全球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

法消灭沙尘暴。但可以通过治理，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我们应科

学认知沙尘暴，推动跨境全域治理。

沙尘本天然

沙尘暴自古有之

《竹书纪年》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帝

辛五年，雨土于亳”，描述了一次降“土”事件。白居易的《长恨歌》

中写道，“黄埃散漫风萧索”，表明起码唐朝就有沙尘暴了，而且该

描述很接近北京这一轮沙尘天气。

沙尘暴更多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过程。气象上具备了起风条件，

沙源区具备了起沙条件，沙尘暴就容易发生。

我国西北地区、蒙古国南部戈壁地区、中亚荒漠地区，地表多覆

盖天然的沙漠、沙地、戈壁，以及人为叠加自然原因形成的荒漠化土



地和沙化土地（注意：与天然沙漠有不同），这些地方通常植被稀少，

一旦冬季的降雪在春季过早消融，没有了积雪的保护，裸露的地表沙

物质就很容易随风起舞。此外，北方的农田、草原冬季缺少植被的保

护，也容易贡献沙尘。在世界上的北非撒哈拉、西亚地区同样如此。

沙尘无国界。高适《别董大二首》诗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千

里”二字尽管可能是诗人浪漫主义的夸张，但也暗示唐代这次沙尘暴

的规模之大。

事实上，北京距离蒙古国南部戈壁并不足“千里”。通过卫星影

像追踪，近年来很多次沙尘暴的最初起源地正是蒙古国南部。吹起沙

尘暴的风是来自蒙古国，但沙源地不仅是蒙古国，也有我国境内的沙

漠、沙地、裸地等的一部分贡献。

如此看来，高适这首诗中相对更有名的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岂不正是沙尘暴的绝佳写照——就像这一轮源自

蒙古国南部的沙尘，“前路”有“知己”，沿途一路裹挟地表沙，肆

虐华北、东北，天下无人不识沙尘暴。

从地质学的视角，沙尘暴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

到“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

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

往更早的历史看，沙尘暴一方面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困扰、给人民

群众财产带来威胁；另一方面对大自然却“功勋卓著”。千百万年来

沙尘的持续堆积，孕育了我国的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地

方。沙尘暴在全球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阳伞效

应”“冰核效应”“中和酸雨效应”，更重要的则是“铁肥效应”，

沙尘带来的铁元素会促进海洋的初级生产，消耗大量的温室气体

CO_2，是海洋固碳的催化剂、助推器。

沙尘暴可防



生态工程有功

天然沙漠、沙化和荒漠化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既然人类不可

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但是人类不顾自然规律地逆天作

为，也容易招来沙尘暴灾害。例如 20世纪 30 年代美国不合理开垦土

地造成的“黑风暴”就酿成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

沙尘暴不能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

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程度“双减轻”。大家可

以明显感受到，北方的沙尘暴次数在近 50年呈现明显减少趋势。

中国北方开展的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

源治理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也改善了

下垫面的自然条件。

而三北防护林并不是专门“治疗”沙尘暴的“专用药”和“特

效药”。我国的防护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季

沙尘暴天气也无法避免。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没有防护林呢？后果将

更加不堪设想。

科学认知沙尘暴

推动跨境全域治理

尽管当前社会上对沙尘暴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但是人们对

美好的生态环境的追求切实存在。

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沙尘暴的形成机理和控制因素，接受沙尘暴的

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人人参与荒

漠化防治。例如，在适合造林、需要造林（如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

林）的地方造林，适合种草的地方种草，天然存在荒漠的地方就继续

存在荒漠。



目前，我国西北地区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过度开发已经得到根本

性遏制。今后，重视生态用水、生态用地规划，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必

由之路。

沙尘暴预防、沙源地治理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全域治理、全过程

治理。

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周边国家（中亚一路、蒙

古一路）沙尘暴的威胁始终存在，相关工作需要全球努力。

近年来，中蒙两国持续加强荒漠化治理双边合作。2022 年 11 月，

中蒙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中方提出“愿同蒙方探讨设立中蒙荒漠

化防治合作中心”，将跨境全域治理、共同保障两国人民福祉推向新

的高度，未来将为中蒙双方携手推进防治荒漠化提供科技支撑、决策

支持和智库服务。

（作者卢琦系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研究员）（《人民政

协报》（2023 年 03 月 30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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