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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沙》是系统研究黄沙的专著，全面介绍了黄沙的发生地区，黄沙的传输，沙漠和黄土的形成
，研究和观测黄沙的方法和技术，如黄沙的遥测技术及黄沙的飞机、地面和海洋观测等，黄沙的化学
成分和特性，黄沙中的植物成分，黄沙对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影响，黄沙对水循环、大气污染、
大气环境的影响，黄沙与降水的化学组成，以黄沙为媒介的微生物的全球性转移，大气飘尘和冰雪生
物，冰雪等样品研究与亚洲干旱史的研究，黄沙粒子远距离传输过程中的化学变化等。
　　《黄沙》可供环境保护、气象、地球化学和沙漠研究等专业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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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3 黄沙现象的季节性变化　　在日本，黄沙现象一般多发生在春天，但每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而且大小程度也不尽相同。
如果黄沙是只在纯沙性沙漠的极干旱地区发生，那么只要当时有强风条件，就肯定会使尘飞起来。
但是黄沙一般是在半干旱地区发生的，不仅需要当时的强风等气象条件，而且还需要具有使尘扬起的
合适的土壤表面条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就与黄沙发生前是否有降雨等因素有关。
所以将黄沙尘的产生认为是突发性现象是合适的。
尽管如此，在发生黄沙的戈壁、黄土高原、河西走廊等半干旱地区，冬季降雨少，从冬天到早春又没
有植被便构成了沙尘飞起的合适条件。
　　图1.3.3是从日本国内的地面气象观测（目测）中，查阅了发现黄沙现象时所记载的所有有关气象
资料，共收集了70年来按月发生黄沙的结果。
另外，从琉球岛的观测和从古文资料中收集到的黄沙发生次数也同时标在图1.3.3中。
从图中可以看出，春天发生的次数最多，第二个峰位于晚秋。
由于观测方法的变化和印刷品的记载方法的变化，造成了资料不很统一，因而也就不能讨论逐年的变
化趋势。
但由于资料较多，在统计学上，还是有意义的。
　　位于日本最西端福江的长崎县五岛列岛是离黄沙发生源最近的地方。
从1925～1983年的59年的气象站的观测资料中抽出有关黄沙现象的记录之后加以统计处理，结果如
图1.4—4所示。
图中黄沙现象发生的时间按月表示。
　　由此看来，春天峰值大，第二个峰出现在秋天，夏天没有季节性变化，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都能
观测到。
在北美也出现了春天峰值最大，秋天次之，夏天最小（Orgill?Sehmel，1976）的现象。
作为北半球中纬度带的一种现象也显示出了同黄沙一样的气候因素。
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是一年中都有的，但具有夏多冬少的倾向（Schutz，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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