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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县风蚀规律的研究

孙兴邦 苗敬达 张 提

(山西省雁北地区水保所 )

提 要

作者通过对右玉县风蚀规律的研究
,

基本摸清了右玉境内的主要风向
,

风速的变化
,

集沙

的动态
,

以及在不 同高度上风与集沙量的变化规律
,

集沙量 与风速
、

土壤水分等因子的互相关

系
。

右玉县属黄土缓坡丘陵风沙区
。

这里风大沙多
,

干早严寒
,

土质砂壤
,

贫 痔
,

自 然 条 件很

差
。 “ 一年一场风

,

从春刮到冬 ” 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

尤其春播季节
,

大风一起
,

遮天敝 日
,

常

常刮走种子
,

打坏禾苗
。

在一些严重风蚀地块
,

土壤砂化
,

不能耕种
。

所以风蚀成为影响当地农

业生产发展的主要 自然灾害之一
。

为 了改变这种恶劣环境
,

探索风蚀的规律
,

从而为有效地根治

风蚀危害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从 1 9 8 3年开展了这个项 目的研究
。

本文将研究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观测点布设在长城脚下的四台沟与北操场两村之间的川阴梁上
。

该梁 南 北 长 6
.

63 k m
,

东

西宽 2
。

9 2k m
,

总 面 积 1 9
。

3 5 k m
2 。

其中耕地 1
。

5 6万亩
,

占5 3
.

7%
,

林地 0
.

9 6万 亩
,

占3 3%
。

北高南低
,

坡度 4 。 ,

海拔 1 4 5 o m ~ 1 6 0 0m
。

年平均气温 3
.

6
O

C
,

最低气温
一 3 7

.

8
O

C
,

年降 水 量

为 4 0 o m m一 4 5 0m m
。

年蒸发量 1 8 0 o m m
。

测点海拔 1 s o o m
。

二
、

观测内容与方法

主要有风速
、

风向
、

集沙量
、

气温与湿度
、

土壤含水量
、

降水量等
。

重点是风和风能量
。

风

速
、

风向是采用上海产电接 自记风速风向仪
,

分 0
.

5m
、 1

.

5 m
、 4

.

o m
、

8
.

0m 4 个不同高度
,

分

别记录
。

集沙量是采用 3 种集沙器
。

在 4 个不同高度上分别安装仿 日旋转式集沙 器
,

进 风 口 为

2
.

sc m X 2
.

sc m
。

在近地面 0 ~ 20 c m 高度内
,

采用兰州沙漠所固定式 10 孔 集 沙 器
,

进风口为

2 c m x Z c m
,

分 8 个方位安置
。

在测点附近埋置 口径 s c m x s c m 的集沙筒 3 个
。

另外还采取

插钎的办法
,

观测土壤的剥蚀与风积情况
。

三
、

测观结果与分析

通过 3 年的观测
,

基本摸清右玉境 内 的主 要风 向
、

风速的变化
,

集沙的动态
,

以及在不同

高度上风与集沙量的变化规律
,

集沙量与风速
、

土壤水分等因子的相互关系
。

(一 ) 风的动态

1
。

不同风向在不 同高度上的变化
。

由表 1 看出
,

年总风时随高度增 加而 增 加
,

当高度为

o
.

s m
、 1

.

5m
、 4

.

0 m
、

8
。
om 时

,

年总风时分别为 5 9 3 4 h
、 6 3 5 4 h 6 3 7 s h

、
6 5 3 o h

, 5 级以上的风

时分别为 60 h
、

1Z 5 h
、

3 65 h
、

53 0 h
。

从各个风向的发生时数看 (表 1 )
,

西风最多
,

西北风第二
。



表 1不同风向在不网高度上的变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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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 级以上时数

7 8 5

1 2
。
4

3

2 5
。
7

5 2

1 6 5 2

2
。
6

1 4 5

7 0 4

1 1

5

4
。
0

年发生时数

占总时数%

其中 5 级 以上时数

1 4 8 1

2 3

9 2

1 6 6 5

2 6

2 4 7

2 7 5

4

5

4 4 2

7

1

7 0 4

l 1

7 3 4

1 2

7

年发生时数

占总时数 %

其中 5 级以上时数

1 5 6 8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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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9

{
4 9 7

5
。

2 } 了
。

6 7 8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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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9 8 3年 7 月一 1 9 8 6年 6 月

,

每小时一 次
,

统计和取年平均值
。

11 (月 )

图 1 主风向月均次数在全年中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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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高度上西风所 占比例最大
,

为 26 %左右
。

西北风次之
,

为 24 %

左右
。

西南风最少
,

仅 占4%左右
,

相应 5级以上的风时亦以西风居首

位
,

西北风第 2
。

可见当地的盛行

风即主要风向是西风和西北风
。

2
。

主要风向在全年中的分

配
。

据观测 (见图 1 )
,

主风向西风

从 10 月至翌年 1 月为第一盛行期
,

占年总风时 的 4 4
.

6%
。

「

2 月 份 略

有下降
, 3 月一 5 月份为第二盛行

期
,

占年总风时的 25
。

1%
。

两个高峰

期长达 7 个多月
。

7
、

8 、 9 三个

月转为低峰
,

仅占总风时的 16
.

8%

而西北风的变化与西风相似
, 7 月

一 9 月为低峰
,

占1 6
.

5%
,

1 0月一 4

月为高峰
,

占7 2
。

6%
。

从这两个主

风向的动态看 出
,

它们的高峰期正

是冬春
,

地面裸露
,

所 以该峰的出

现
,

就更加强了水分的散失
,

表土

的飞扬
,

气温的骤降及对春播的危

害等自然灾害
。

图 2 不同风向在不同高度上的平均风速与最大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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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平均风速和绝对最大风速的变

化
:

从图 2看出
,

不同风向的年平均风速

和绝对最大风速是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的
。

( 8种风向年总平均风速在 o
.

s m
、

1
.

5m
、

4
.

o m
、

s
。
o m 高 {度上

,

下同 )
,

分别为 z
.

g m /
s 、

2
.

5 m /
s 、 2

.

8m / s
、

3
.

l m /
s 。

主风向西风分别为 3
。
4m / s

、

4
.

4 m /
s 、

5
.

zm / 。
、

5
.

5m / s ,

西北风分别

为 2
.

3m /
8 、

3
。
4m /

s 、
3

。
s m / 8

、
4 。 4

m / s
。

绝对最大风速
:

西风为 12 m / s 、

1 4
.

3m / s 、
1 4

.

4 m / s 、 2 0m /
s ,

西 北

风为 9
.

7m / s
、

1 3
.

3 m / s 、 1 4
。

4m / s 、

1 5
。

3m / s 。

) 可见西风强烈
,

西北 风 次

之
,

东风最弱
。

不同的风 向的月平均风速亦随高度增

加而增加
。

但在不同月份则强弱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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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风向月均风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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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看出
,

西风和西北风在 7 月
、 8 月

、 9 月风速较小
,

时分配的规律是相一致的
。

4
。

风力等级变化
:

风力等级水平如表 2
。

据观测
,

7 m / s 时即可跳动起尘
,

所以 那级以上的风即为害风
。

图 4 近地面集沙情况

10 月一 5 月风速较高
,

这一规律与其风

当 风 速 为 4 m / 8时土 粒 即可滚动
,

从连续 27 个月 的 风 级 统 计 和 可 以 看

出
,

总风时中害风近 15/
。

而且又集中出现在主风向上
。

仅西风和西北风 占 8 4
.

6 %
。

而 在 月 季

的分配
一

上
,

冬季 ( 10 月 ~ 2 月 ) 占5 3
.

9%
,

春季 ( 3 月一 5 月 ) 占31
.

1%
。

这样势必给生产造成

危害
。

(二 ) 集沙动态

集沙即起沙
,

集沙动态就是起沙过程的变化规律
。

所以集沙器收集的沙量也就是过沙量
。

1
.

集沙量在不 同高度上的变化
: 3 年积沙量地面为 n 2

.

g g , o
.

s m
、

1
.

5m
、

4
.

om
、

8
.

0m

4 个不 同高度分别为 1 1
.

7 9 、 1
.

7 9 、 0
.

8 9和 0
.

7 9 。

如果以地面为 100 %
、

而不同高度上则为 1 0
.

4%
、

1
.

5%
、

0
.

了% 和 。
.

6%
。

可见集沙量是随高度增加而减少
,

而且与地面相比是很微 小 的
,

所以我

们 研究起沙情况
,

则 以近地面的动态为主
。

从图 4 看出
,

越接近地面集沙量越大
,

距地面越高集

沙量越小
。

o 一 Z e m 处相当于 l s e m一 Z o e m 处的 4 倍
。

2
.

近地面集沙在不 同方位上的变化
:
从统计资料看

,

集沙量最多者是西方
,

占4 3
.

7%
,

其

次是西南方和西北方
,

分别 占2 5
。

5% 和 16
.

8%
。

最少者为东方
,

占1
.

5%
。

3
.

主要集沙方位的集沙量在全年中的分配
:

从表 3 看 出
, 3 月

、
4 月

、
5 月三个月占全年

总量的 8 8
.

7 %
。

这时正是播种季节
,

只能加重对生产的危害
。

6 月一 9 月份
,

地面有了植被
,

起

沙极少
,

占 0
.

6%
。

4
.

集沙量与风速的关系
:

从 1月 ~ 5 月起风盛期的常规观测 (表 4 ) 看 出
:

风速大起沙量

亦大
。

再从定点调 查看 (见 表 5 ) 同样是这一规律
。

5
.

集沙量与土壤水分的关系
:

土壤水分对起沙量影响很大
,

从常规观测得知
, 1 月一 4 月为

大风季
,

影响起沙量的主要因子是风速
。

6 月一 9 月作物生长季节
,

植被起主导作用
。

为了突出

土壤水分对起沙的影响则 以 5 月
、

10 月
、

12 月三个月为例
,

说明土壤含水量低则起沙量大
,

土壤



含水量高则起沙量小 (见表 6 )
。

表 2 风 力 等 级 表 (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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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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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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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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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7

1 1
。
6

注
: 1 9 8 4年 4 月一 1 9 5 6年 6 月统计 和

。

表 3 主要集沙方位在全年中的集沙分配

44444 55555 lll

集沙最 ( g ) 4 3 5
。
9 { 1 8 0

。
2

.
7 0

.

5 [ 3
.

9 { 0 O
。
5

0
。
1

。
1

3
.

3
7 7 3

。

7

n“
ō .z一3

l

…
l

一
,

1
1

!|一
es一l

占总最% 5 6
·
3 { 2 3

,

3 } 9
· `

}
” ·

5 { 。 0
.

4 0
。
4 1 0 0

注
: 1 9 8 3年 7 月一 1 9 8 6年 6 月

,

W
、

S W
、

N W三 个方位统计和 取平均值
。

表 4 平均风速与集沙且的关系

月 份

平均风速

平均集沙

( m / S )

( g )

氏 2 2
。

5 2
。

4

6 6
。

3 4 8 5
。
4 2 1 1

。

8

2
。
1

8 7

注
:
风速取。 。

s m 高度
,

集沙量取地面 10 孔集沙器 8个方位的平均值
。

表 5 风速与集沙 t 关系调查
厂一一 - -

风速 ( m / S ) 6
。
4 6

。

6 8
。
3 8

。
5 9

。

5 1 0
。

1

ùJ任

:一l0集沙量 ( g ) 1
。

8 3 4
。
8 1

注
: 1 9 8 6年 5 月 6 日13 时 30 分至 i5 时 30 分

,

每隔 10 分钟测一 次
。

5 6



衰 6 粼沙 t 与土玻水分的关系

5月 1
1 2月

表土含水% 集沙量 ( g ) 表土含水量 % 集沙量 ( g ) 表土含水% 集沙量 ( g )

明一l

1 6 6
。

3 8
。

6 2
。
2 5

。

9 1

5
。
2

1 4 5
。

8

6 6
。

6

4
。

7

10
。

1

2
。

2

0

2
。
4 2

。
2 1

0
。

0 4

注
: 5月 系 1 9 8 4年 1 9 8 5年 1 9 8 6年数据

,

10月
、

1 2月系 1 9 8 3年 1 9 8 4年 1 9 8 5年数据
。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

,

整三年观测资料表明
: 、

之

1
。

年总风次随高度增加而增加
。

右玉地区以西风和西北风为主风 向
,

分别占26 %和 24 %
。

2 、

主风 向盛行期长达 7 个月
,

最高峰 出现在 3 月 ~ 5 月份
。

3
.

平均风速随高度增加而增加
, 4 个不 同高度的年均 风 速 分别 为 1

.

gm / s 、 2
.

5m / s 、

2
.

8 m / s 、 3
。

l m / s
。

绝对最大风速为 20 m /
s ,

出现在西风上
。

4
。

4 级以上的害风占年总风次的 l / 5
。

而且集中在西风和西北风上
, 3 月 ~ 5月又 占31 %

左右
。

5
。

起沙动态随高度增加而减弱
,

随风速增加而增加 随土壤水分增加而减少
。

近地面集沙

量 86 %集中在西方
、

西南和西北 向上
。

最高峰在 3 月~ 5 月份
,

占年总量的 8 8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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