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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起沙风和输沙势特征是评估区域风能环境的关键指标。分析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起沙

风风况和输沙势变化特征,揭示该地区近地层风动力特点及风沙活动强度,评估区域风能环境状况,为研

究区风沙运动研究和科学防沙治沙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气象站

2017—2021年的风况数据,系统分析了该区域起沙风风况和输沙势变化特征。[结果]①该地区年均起沙

风频率为43.70%,平均起沙风速为7.57m/s,二者均以春季最高。不同季节和年均起沙风均以偏西(W,

WSW,SW)和偏南(S,SSE,SE)风向为主。②年均输沙势(DP)为68.36VU,合成输沙势(RDP)为29.39
VU,风向变率指数(RDP/DP)为0.43,合成输沙势方向(RDD)为91.33°,春季输沙势(DP)和合成输沙势

(RDP)显著高于其他季节。③研究区起沙风平均风速对输沙势的影响大于起沙风频率,风沙活动强度主要

由风速大小决定。[结论]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整体属于低风能环境,地表沙物质全年向东输移,春季是

最主要的风沙活动期。6月是人工防护林建设和飞播造林治沙的关键时期,建议栽植防护林和飞播种子的

走向与输沙势方向垂直,从而阻断沙物质持续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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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sand-drivingwindandsand-transportingpotentialarethekey
indexesforevaluatingtheregionalwindenergyenvironment.Thechangecharacteristicsofthewindregime
andtransportpotentialofsand-drivingwindintheNortheastBayan WendurDesertwereanalyzed,the
dynamicwindcharacteristicsandtheintensityofthewindenergyactivitynearthegroundwererevealed,and
theregionalwindenergyenvironmentwasevaluat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thestudyof
sandmovementandscientificoptionsforsandmovementpreventionandcontrol.[Methods]Winddatawere
acquiredfromameteorologicalstationonthenortheastedgeoftheBayanWendurDesertfrom2017to2021,



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sand-drivingwindand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intheregionwereanalyzed.
[Results]① Theannualaveragefrequencyofsand-drivingwindwas43.70%,andtheaveragesand-driving
windspeedwas7.57m/s,bothofwhichwerethehighestinspring.Thesand-drivingwindsindifferent
seasonsandtheannualaverageweremainlywesterly(W,WSW,SW)andsoutherly(S,SSE,SE).②The
annualaverage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DP)was68.36VU.Thecomposite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
(RDP)was29.39VU.Thewinddirectionvariabilityindex(RDP/DP)was0.43.Thecompositesediment
transportpotentialdirection(RDD)was91.33°.TheDPandRDPinspringweresignificantlygreaterthanin
otherseasons.③ Theinfluenceoftheaveragewindspeedonthe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inthestudy
areawasgreaterthanthefrequencyofthewindspeed.Theintensityofsandmovementwasmainlydeterminedby
windspeed.[Conclusion]ThenortheastedgeoftheBayanWendurDesertgenerallybelongstoalowwind
energyenvironment.Thesurfacesandmaterialistransportedeastwardthroughouttheyear.Springisthe
mostimportantperiodofwindandsandactivity.Juneisthekeyperiodfortheconstructionofartificial
protectiveforestsandaerial-seedingafforestationforsandcontrol.Werecommendthatthedirectionof
plantingprotectiveforestshelterbeltsandforaerialseedingofforestseedsbeperpendiculartothedirectionof
sandtransportpotentialsoastoblockthecontinuouseastwardmovementofsand.
Keywords:sand-drivingwind;driftpotential;windenergyenvironment;BayanWendurDesert

  风是地表沙尘物质运移的动力基础[1],同时也是

风成地貌形成的关键外营力[2]。研究近地层起沙风

特征能够掌握区域风沙地貌形成的动力条件[3],也为

防风固 沙 系 统 设 计 和 风 沙 运 动 研 究 提 供 理 论 基

础[4-5]。输沙势是衡量区域风沙活动强度的关键指

标[6],相比输沙量,输沙势数据更容易获取,计算方法

简便,而且可通过线性函数转换,利用输沙势来确定

输沙量[7-8]。FrybergerS.G.等[9]提出的“DP计算模

型”是最常用的输沙势计算方法,该方法即使没有实

测风况数据,仍可利用风速代表值估算输沙势。另

外,该方法统一了风动力环境评判标准。例如巴西沿

海地区[10]、科威特沙漠[11]、塔克拉玛干沙漠[12]以及

柴达木盆地等[2]不同类型的沙区,均采用同一风动力

评判标准,方便不同地区进行风能环境对比分析,对
研究区域风沙运动强度具有重要意义。

巴音温都尔沙漠位于内蒙古高原西部巴音戈壁

高原地段,是内蒙古五大沙漠之一,也是华北地区主

要的风沙灾害区,直接威胁整个河套平原的生态安

全。根 据 已 有 研 究 表 明[13],巴 音 温 都 尔 沙 漠 在

1990—2018年期间沙漠面积已增加195.66km2,是
内蒙古西部扩张率最高的沙漠,风蚀面积占水土流失

总面积的92%。在西北风的作用下,沙丘每年以5~
10m的速度东侵南下,与乌兰布和沙漠已呈握手之

势,个别地区出现了沙进人退的局面[14]。2021年春

季,中国北方受蒙古气旋和冷锋的影响出现了近10a
最强的沙尘暴天气[15],巴音温都尔沙漠是此次沙尘

暴主要的风沙活动区,沙尘天气导致周边区域空气严

重污染,农作物和农业设施受损,给临策铁路、京新高

速公路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也造成了严重威胁。面

对巴音温都尔沙漠严峻的风沙灾害,已有学者在植被

覆盖变化、土壤理化性质和植被群落特征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但是针对该区域风沙运动的研究还未曾报

道。利用长期观测的风况数据分析巴音温都尔沙漠

起沙风风况和输沙势特征,可以为该地区风沙运动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明确风沙物质运移的规律,完善沙

区风沙工程防治的理论体系。
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基准

气象站2017—2021年监测的风速、风向数据,系统分

析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起沙风风况和输沙势变化

特征,揭示该地区近地层风动力特点及风沙活动强

度,评估区域风能环境状况,以期为研究区风沙运动

研究和科学防沙治沙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巴音温都尔沙漠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和巴彦淖

尔市境内,由亚玛雷克、本巴台、海里以及白音查干等

沙漠组成,四片沙漠受戈壁山丘阻遏,互不相连。本

研究的基准气象站位于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即本

巴台和海里沙漠附近,行政区划隶属于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后旗。该区域海拔1500m 左右,地势东高西

低,本巴台沙漠呈东南—西北走向的扇形分布,新月

形沙丘链是其主要沙丘类型,海里沙漠以南北走向的

沙带为主,向北延伸至蒙古国境内[16]。该区域属于

北纬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变化明显,温差较

大,年均气温6~8℃,年均降雨量250mm,呈由东

向西递减的趋势。受蒙古气压团和狼山影响,主要

盛行西南风[17],年均风速5.5m/s,最大风速可达

20m/s。地表长期受风力侵蚀导致土壤严重沙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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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化,且营养成分较差,沙漠土壤主要以荒漠风沙

土为主,其次是盐化草甸土和灰棕荒漠土[18],具有丰

富的沙尘源。本巴台沙区生态环境相对较好,分布了

大 量 的 梭 梭 (Haloxylon ammodendron)、白 刺

(Nitrariatangutorum)、蒺藜(Tribulusterrestris)
等植被。海里沙漠主要以球果白刺(Nitrariaspha-
erocarpa)、籽蒿(Artemisiasphaerocephala)、沙米

(Agriophyllumsquarrosum)等植物为主。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2017—2021年的风速、风向观测数

据均 来 源 于 美 国 国 家 气 象 局 NCDC(https∥gis.
NCEI.noaa.gov)发布的位于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

的基准气象站点数据,气象站地理坐标为106.4E,

41.4N,传感器海拔高度1510.6m,风况观测高度

10m。每日从0时开始,每间隔3h记录1次,记录

3h内连续10min最大平均风速及风向数据。NCDC
数据源获取渠道便捷,数据可信度高,已被国内外许

多科研学者检验应用[19-20],故可以作为本文的数据

支撑。

2.2 研究方法

2.2.1 起沙风统计 起沙风速是地表沙粒移动的启

动阈值,受下垫面特征、水分条件等环境因素共同影

响,具有非定常性,野外实地测量是目前得到起沙风

速最为简单便捷的方法[21-22]。本试验选在春季,在巴

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腹地利用测风速杆多次变更记

录地点记录地表沙物质移动的瞬时风速,得到该区域

的起沙风风速在5.8~6.3m/s之间,通过对观测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风速达到6m/s地表沙粒开始移动

的数据占比最高,故定义该地区达到6m/s的风速即

为起沙风速。首先将NCDC统计的原始气象数据中

所有风速达到6m/s的风况按不同月份进行汇总处

理,然后计算出不同时间范围内的起沙风频率和起沙

风平均风速,再将原始风向数据的360°方位角平均

分成N,NNE,NE,ENE,E,ESE,SE,SSE,S,SSW,

SW,WSW,W,WNW,NW 和NNW 这16个风向方

位[23],分别计算不同方位的起沙风频率,通常利用玫

瑰图来表示风向变化情况。

2.2.2 输沙势计算 精准的输沙势在野外难以获

取,绝大部分输沙势的计算方法都是基于不同环境条

件下通过拟合试验数据计算出来的[8]。本研究采用

Fryberger提出的“DP计算模型”来计算输沙势,该
模型仅需风速代表值即可估算输沙势的大小,是目前

输沙势研究最常用的计算方法[24],计算方程为:

  DP∝V2*(V-Vt)*t (1)
式中:DP代表输沙势,为矢量单位(VU);V 代表大

于起沙风的风速(节);Vt 代表起沙风风速(节);

t代表观测时间范围内起沙风作用时间与总观测时

间的百分比。
同样将360°方位角分为16个输沙势方位,参照

公式(1)依次计算不同方位的输沙势大小,再将不同

方向的输沙势结果进行矢量相加,从而得到合成输沙

势(resultantdriftpotential,简称RDP)和合成输沙

势方向(resultantdriftdirection,RDD)。同样采用

玫瑰图直观分析输沙势变化情况。根据FrybergerS.
G.等[9]的划分方法可将研究区分为低风能(DP<
200)、中风能(200≤DP<400)、高风能(DP≥400)

3种风能环境。合成输沙势代表一个地区风沙运动

过程中净输沙能力的大小,是区域内不同方向输沙势

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采用风向变率指数(RDP/

DP)来反映风沙活动环境的复杂程度,当(RDP/DP)

<0.3时,为高风向变率,一般为复杂风况;当0.3≤
(RDP/DP)≤0.8时,为中风向变率,一般为钝双峰或

锐双峰风况;当(RDP/DP)>0.8时,为低风向变率,
风向较为单一,一般为对应窄单峰或宽单峰风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起沙风特征

起沙风是界定风沙运动能够发生的关键标准。

由图1可知,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平均每年起沙风

频率为43.70%,起沙风平均风速为7.57m/s。不同

月份的起沙风平均风速在7.2~8.0m/s,其中5月最

高,为7.99m/s,12月最低,为7.25m/s。春季起沙

风平均风速最高,为7.78m/s,冬季起沙风平均风速

最低,为7.38m/s,夏季和秋季相近,分别为7.52m/s
和7.51m/s。研究区2—5月起沙风频率持续增加,

5月达到最大值,为11.40%,5—9月呈降低的趋势,

8月全年最低,为5.97%,10月至翌年1月整体呈增

加的趋势。从季节起沙风频率来看,春季频率最高,
为30.45%,秋季频率最低,为20.12%,夏季和冬季频

率相近,分别为24.91%和24.52%。
风速决定了风沙活动的强度,而风向决定了沙物

质输移的方向以及风沙地貌的形态特征[25]。由图2
可知,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起沙风风向主要以偏西

(W,WSW,SW)和偏南(S,SSE,SE)为主,这两组风

向占 全 年 起 沙 风 频 率 的66.80%,其 中 偏 西 风 占

33.44%,偏南风占33.36%,S方向的起沙风频率最

高,为17.47%,其次是 W方向,为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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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1年起沙风频率和起沙风平均风速月际变化

Fig.1 Monthlyvariationofsandwindfrequencyand
averagewindspeedfrom2017to2021

年风向差异可以反映风向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季节风向差异则体现风向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特

征[26]。2017—2021年期间,研究区四季起沙风风向

与年起沙风风向特征一致(图3),均以偏西(W,

WSW,SW)和偏南(S,SSE,SE)风向为主。春季起

沙风主要集中在 W,S,SSE方向,起沙风频率分别为

15.98%,15.08%,8.30%。夏季起沙风主要集中在

SSE,S,W方向,起沙风频率分别为15.67%,11.32%,

11.31%。秋季和春季的起沙风风向一致,主要集中

在S,W,WSW 方向,起沙风频率分别为18.80%,

15.21%,13.33%。冬季起沙风风向结构简单,以S,

WSW,SW 方向为主,起沙风频率依次为25.60%,

18.51%,16.90%。

图2 2017—2021年起沙风风向玫瑰图

Fig.2 Rosediagramofsand-drivingwindfrom2017to2021

图3 2017—2021年四季起沙风风向玫瑰图

Fig.3 Rosediagramsofsand-drivingwindforfourseasonsfrom2017t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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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输沙势特征

输沙势和输沙势方向能够清楚反映地表沙物质

的运动规律,是区域风沙活动强度和风沙地貌形成的

重要判别标准[27-28]。2017—2021年,研究区年均输

沙势(DP)为68.36VU(图4),根据区域风能划分标

准[9],该地区整体属于低风能环境(DP<200)。主要

输沙方向集中在西和西南方向,其中 W 方向输沙势

最大,为18.28VU,其次是 WSW方向,输沙势为8.24
VU。合成输沙势(RDP)为29.39VU,风向变率指数

(RDP/DP)为0.43,属于中风向变率,风况为锐双峰

风况,区域风能环境较为复杂。合成输沙势方向

(RDD)为91.33°,在E方向,表示该地区全年沙物质

整体向东移动。
由图5可知,研究区年输沙势和季节输沙势变化

特征一致,风向变率指数均属于中比率,合成输沙方

向均以偏东为主。其中春季输沙势全年最高,为

25.35VU,占年输沙势的37.08%,W 方向输沙势最

大,为8.57VU,合成输沙势显著高于其他季节,为

12.52VU,合成输沙势方向为81.98°,大约在东北偏

东方向,风向变率指数为0.49,风况为钝双峰风况。
夏季输沙势为16.24VU,占年输沙势的23.76%,SSE

方向输沙势最大,为3.75VU,合成输沙势为6.55VU,
合成输沙势方向为128.19°,大约在东南偏东方向,风向

变率指数为0.40,风况为钝双峰风况。秋季输沙势全

年最小,为12.73VU,占年输沙势的18.62%,输沙势

结构与春季相似,W方向输沙势最大,为3.73VU,合
成输沙势为4.79VU,合成输沙势方向为96.71°,大
约在东南偏东方向,风向变率指数为0.38,风况为锐

双峰风况。冬季输沙势为14.05VU,占年均输沙势

的20.55%,主要输沙方向在 WSW和 W方向,输沙势

分别为3.63VU和3.52VU,合成输沙势为7.14VU,
合成输沙势方向为72.88°,大约在东北偏东方向,风
向变率指数为0.51,风况为锐双峰风况。

注:玫瑰图中箭头方向为合成输沙方向。下同。
图4 2017—2021年输沙势玫瑰图

Fig.4 Rosemapofannualdriftpotentialfrom2017to2021

图5 2017—2021年四季输沙势玫瑰图

Fig.5 Rosemapsofdriftpotentialforfourseasonsfrom2017to2021

3.3 起沙风风况与输沙势关系分析

通过输沙势计算公式可知,输沙势的大小主要决

定于起沙风频率及起沙风风速,而二者对风沙活动强

度的控制受区域环境差异的影响。由图6可以看出,
随着起沙风频率的增大,起沙风平均风速有所增加,
而输沙势也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三者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具有同增共减的特点。
将研究区年内输沙势分别与起沙风频率和平均

起沙风速进行线性拟合分析(图7),可以看出,输沙

势和起沙风频率的拟合曲线为y=-0.0747x2+
1.723x+1.3578,R2

=0.8297。输沙势和平均起沙风

速的拟合曲线为y=0.0016x2+0.056x+7.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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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2=0.8409。其中R2

2>R2
1,说明研究区平均起沙风

速对输沙势的影响要大于起沙风频率,研究区风沙活

动强度主要由风速大小决定。

注:三维空间的3个平面上的空心球为输沙势在3个平面上的投影。
图6 逐月起沙风频率、起沙风平均风速、

输沙势三维空间关系

Fig.6 Three-dimensionalspatialrelationshipdiagramof
monthlysandwindfrequency,averagewindspeed
and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

3.4 防治对策

巴音温都尔沙漠防风固沙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

地方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目前人工防护林、封沙育林

和飞播造林技术是巴音温都尔沙漠最常用的防风固

沙技术措施,有效降低了风沙灾害带来的危害。选取

适宜的种植期和飞播期是保证苗木和种子正常生长

的关键环节,结合研究区输沙势与月均降水量和月均

气温的关系来看(图8),该区域风沙运动活跃期为

4月、5月,同期平均气温逐渐回升,但平均降水量较

低,不适宜植物的自然生长。6月是季风的过渡期,
风沙活动强度开始显著下降,有利于幼苗生长和种子

自然覆沙,同期降水量和平均气温持续增加,可为幼

苗生长发育和种子萌发提供所需水分和适宜的温度,
是研究区生态林业建设的最佳时期。8—9月是风沙

运动衰弱期,同期风向分布不均,飞播种子受弱风及

风向影响会导致落种不均,不利于种子的自然覆沙和

传播,但同期降水量高,温度适宜植物生长,是人工种

植防风阻沙植物和封沙育林的关键时期。

图7 逐月起沙风频率、平均起沙风速、输沙势线性拟合关系

Fig.7 Linearfittingdiagramofmonthlysandwind
frequency,average sand wind speed and
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

图8 输沙势与平均降水量、平均气温的年内变化关系

Fig.8 Relutionshipofannualvariationofsedimenttransportpotential,averageprecipitationandaveragetemperature

  另外,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要重点考虑研究区风能

环境特点。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属于严重沙化地

区,结合研究区风况特点和净输沙方向来看,该地区

西风发生频率高,沙物质整体向东输移,沙漠仍有东

侵扩张的趋势。因此,该区域的人工防护林建设和飞

播种子走向应与输沙势方向垂直,加强南北走向防护

林带的防风能力,有效降低风速。同时在已有天然植

被沙区,围栏封育,保护植被,增强地表植被覆沙能

力,减轻研究区的风力侵蚀,减缓沙漠持续东扩的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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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风沙流结构受近地面流场特征、下垫面形态、空
气湿度以及植被盖度等多种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时

间差异性和地域差异性[29-30]。研究区春季起沙风频

率和起沙风平均风速显著高于其他季节,风沙运动最

为活跃。主要原因是春季高空低槽迅速向东移动,气
压活动中心位置不稳定,海平面冷锋过境和蒙古气旋

强烈发展形成梯度风[31-32],导致春季大风天气较其他

季节增多。另外,结合降雨数据来看,研究区春季降

水量仅占年降水量的18.78%,沙尘天气爆发的主要

条件之一就是降水偏少,地表干燥。降水能够提高土

壤水分含量,促进地表植物生长,从而起到防风固沙

的作用。土壤水分的增加还可以增加土壤黏结力,进
而增大起沙风速[33]。近几年乌拉特后旗上空大气环

流异常,不利于水汽结合,导致该区域降水异常偏少,
土壤水分得不到充分的补给,春季旱情持续加重[34]。
干旱所导致的地表植被覆盖低、土壤墒情差等多种环

境因素的耦合是导致研究区春季沙尘天气频发的重

要原因。研究区年输沙势为68.36VU,与周边的乌

兰布和沙漠[28](183.38VU)、腾格里沙漠[35](358.7
VU)以及巴丹吉林沙漠[36](733.40VU)相比,风沙活

动相对较弱。另外,以上沙区的沙物质整体向东南方

向输移,而研究区沙物质整体向东输移,主要原因是

内蒙古西部荒漠区受蒙古—西伯利亚高压影响,盛行

西风和西偏北风,而研究区南部毗邻狼山山脉,西北

风受狼山的影响而发生气流改变,导致狼山北部的盛

行风向转为西偏南风[16],主导风向的改变最终决定

了研究区的净输沙方向发生了改变。
风力是塑造风沙地貌形态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区

域风动力环境不仅能够认识风沙地貌特征,还能为沙

区风沙灾害的治理提供科学参考[26]。结合 Google
卫星影像图来看,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部沙丘形态以

新月形沙丘为主,本巴台沙漠西北部新月形沙丘呈西

北—东南(WNW-ESE)走向,沙丘两翼主要指向东偏

南方向,而本巴台沙漠东部以及海里沙漠,新月形沙

丘整体呈西—东(W-S)走向,沙丘两翼主要方向偏

东,与本文求得合成输沙势方向一致,狼山北部盛行

西偏南风是导致新月形沙丘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
且该地区以S,W方向为主导风导致本巴台沙漠中部

形成了大量格状沙丘,并在沙丘间形成了较深的沙

窝。风沙运动环境不仅决定沙丘的形态特征,而且直

接影 响 沙 漠 的 发 展 进 程[37]。已 有 研 究 表 明[17],

1986—2019年期间,本巴台沙漠东部已向东南方向

移动了378.48m,海里沙漠向东移动了385.21m。
研究区偏西风发生频率最高,风力强劲,是导致沙漠

东移的主要原因。
输沙势作为评价风沙活动强度的一种常规方法,

是风沙运动研究的基础。然而,输沙势代表的是区域

内长期潜在的最大输沙量,是一种理想条件下的预测

值。评价风沙活动强度不仅需要分析风速、风向的变

化特征,还应该考虑地形地貌、土壤理化性质、植被盖

度、天气变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28]。另外,临界起沙

风速在野外自然状态下,是一个具有一定变化范围的

不定值。在已有的输沙势研究中所采用的临界起沙

风速值均为地区起沙风速代表值,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对起沙风速的影响,所得输沙势仅能代表区域内的潜

在最大输沙量。目前,针对风沙活动强度的研究以起

沙风风况和输沙势变化特征为主,有关环境因素对风

沙运动环境和临界起沙风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在今后的风沙流研究中,应进一步探讨环境因

素与风沙活动强度之间的关系,加强野外临界起沙风

速值的研究,综合考虑外界因素对风速和风沙运动环

境的影响,将野外实测风沙流与输沙势相结合,完善

风沙活动强度评价体系,精准掌握区域内的风沙运动

环境特点,以期为区域防风固沙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4.2 结 论

(1)巴音温都尔沙漠东北缘2017—2021年年均

起沙风频率为43.70%,起沙风平均风速为7.57m/s。
春季起沙风频率和起沙风平均风速最高,分别为

30.45%和7.78m/s。年起沙风风向主要以偏西(W,

WSW,SW)和偏南(S,SSE,SE)方向为主,合计占全

年起沙风频率的66.80%,其中S方向频率最高,为

17.47%。不同季节起沙风与年起沙风风向一致。
(2)研究区年输沙势(DP)为68.36VU,整体属

低风能环境,W方向输沙势最大,为18.28VU。合成

输沙势(RDP)为29.39VU,风向变率指数(RDP/

DP)为0.43,属中风向变率,风况为锐双峰风况。合

成输沙势方向(RDD)为91.33°,地表沙物质全年向东

输移。不同季节合成输沙势方向均以偏东为主,春季

输沙势(DP)和合成输沙势(RDP)显著高于其他季

节,分别为22.35VU和12.52VU,是最主要的风沙

活动期。
(3)研究区月均输沙势与起沙风频率和平均起

沙风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具有同增共减的特点。平均

起沙风速对输沙势的影响要大于起沙风频率,说明研

究区风沙活动强度主要由风速大小决定。
(4)结合研究区月均降水量、气温和风能环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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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建议巴音温都尔沙漠人工种植防护林和飞播造林

时期集中在6月,栽植防护林和飞播种子的走向与输

沙势方向垂直,从而阻断沙物质持续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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