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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室内淋溶渗漏实验结果

实实验土壤壤 不同淋溶水的渗出液 内硝态氮含 量

熬熬熬馏水水 水衙沟污水水 双紫支渠污水水

三三厂清灌土壤壤 口

四四厂清灌土壤壤
。

污污灌区土壤壤

垃垃圾堆放土地地

科 学
。

叼
。

的措施和建议

在水源三
、

四厂地下水补给区要控制

化肥用量
,

多施磷肥
、

少施氮肥 将

之比从 一 提 高 到  以 上
。

在污水灌区更要少施或不施氮肥
,

多施磷肥

水源厂水位降落漏斗区的农田生态环

境要严加保护
,

该地区的农田不施含氮化肥
,

土壤中氮素消耗以有机肥和绿肥来补充

建议在水源三
、

四厂地下水补给区内

不发展污水灌溉 在全面禁止污灌前对污水

干渠及排污沟要采用切实可行的防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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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水平
,

由于有机肥与磷肥用量太少
、

施肥

时间过于集中
,

造成氮素投人量大于产出量

大量的氮素滞留于土壤是造成水源三
、

四厂

地 下水污染的原因之一 北京西郊污水

灌区土层薄渗漏快
,

污水含氮多
、

含磷少
,

加

剧了土壤中氮磷的不平衡而增加了土壤中氮

的滞留量和下渗量 污水灌溉是水源四厂比

三厂污染严重的原因

综上所述
,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防治污染

京津廊坊地区风沙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

高 尚 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陆 鼎 煌
北 京 林 学 院

风沙是由风将地面尘沙吹起悬浮在空气

中的颗粒物 风沙颗粒由于其本身的化学组

成或作为微生物的载体
,

对人类都是有害的

每年全球由风沙输人大气小于 微米的颗

粒物达 一 亿吨
,

所以风沙是大气气溶

胶的重要来源

风沙影响能见度
,

妨碍运输和交通 由

于风沙的磨蚀作用
,

常使室外文物
、

建筑
、

艺

术珍品遭受损坏 风沙吹蚀作用可使春播作

物缺苗断垄以至毁种
,

对农业造成危害

日最多
,

年平均达 夭 北京
、

廊坊
、

宁河次

之
,

平均 一 天 怀柔
、

蓟县最少
,

平均为

一 天 见表

据统计
,

城市的平均风沙 日均多于郊县

从地区分布来看
,

廊坊风沙最多
,

年平均达

天 天津次之
,

北京最少 本区风沙主

要集中在春季
,

平均约占 并
,

春季中又以

四 月风沙 日为最多 从风沙历年变 化趋 势

看
,

有明显的差异 例如北京五十年代风沙

较多
,

每年平均有 天
,

平均每月 天 六

一
、

京津廊坊地区风沙状况

据资料统计
,

本区年平均风沙 日 夕 天
,

平均 天有一个风沙 日 其中
,

天津市风沙

本文由陆鼎煌主笔
,

参加工作的有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崔森
、

李重和
、

姜维维 天津林果所张铎 廊坊地

区环办赵连惠
、

张桂芹 还有李青
、

郭舜华
、

董若砖
、

白秀兰
、

莫志明等也参加了资料收集和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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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京津廊坊地区历年风沙日数 一 年

卷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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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立竺兰竺琪李
望竺坠一一

一一二皇上一 一卜
一一一一竺二一一一

一 一止兰一一宜二
一

春季风沙 ‘ , 、 。 气

百分比
”一 ” 一

‘ 一

一
’ 一

十年代最少
,

每年平均才 天
,

约每月

天 七十年代又有增多
,

平均每年 天
,

平

均每月 天多 这与解放前北京绿地少和十

年动乱时期植被遭到破坏等情况有关

二
、

京津廊坊地区的风沙成因

京津廊坊地区风沙的形成
,

受到当地气

候和地面状况的强烈影响

一 气候

本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 性 季 风 气候

区
,

季节变化明显
,

风沙现象也有显著的季节

差异 其中风
、

降水
、

地面温度等与风沙形成

的关系尤为密切

风 冬季
,

本市多为西北风一般十月
开始西北风逐渐 占优势

,

直到翌年三月
,

都在

这种冬季风控制下 来自西北内陆干旱地区

的寒冷干燥空气
,

使本区冬季的气候
,

晴朗少

雨雪
,

寒冷而又干燥
,

风经常较大 春季
,

由

于太阳位置北移
,

气温回升
,

蒙古高压渐向西

北减退
,

这时本区虽仍受冬季风的影响
,

但冬

季风的强度已 日渐减小
,

南北气流交替激荡
,

风速增大
,

大风 日数增多

据北京
、

天津和廊坊三地春季风速

米 秒的资料统计
,

春季三市出现起沙风速 日

数占春季总 日数的 一“ 务
,

平均不到

两天即出现一次起沙风速 日 因此春季风沙

日数约为全年风沙的一半以上

降水 受季风影响
,

京津地区春季是

降水 日数和降水量最少的时期 表
,

春季

三
、

四
、

五月降水量平均仅 占年降水量的 多

左右
,

而春季连续无雨 日数最长 可达四个月

之久 本区的降雪期平均为 一 天
,

比相

邻的同纬度的大同
、

丹东平均少 春雨

缺
,

冬雪又少
,

造成春季土壤干旱
,

促进了风

沙的形成

表 京津廊坊三地春季降水 单位 毫米

地 点
北京市 天津市 廊坊市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年平均降水量  

春季平均
降水量

春季 占年
的百分比

斗

地面温度和空气湿度 春季地面温度

迅速增高
,

三月至五月地面温度平均可升高

℃ 以上 气温回升也很快
,

空气湿度成了

全年最小时期
,

本区各地春季最小相对湿度

均达 日照增多
,

蒸发十分强烈 降水抵

偿不了水分的蒸发消耗
,

土壤上层迅速变干
,

干燥疏松的表土
,

最易被气流卷人空中形成

风沙
。

二 地面 状况

土壤 本区位于太行山和燕山的冲积

扇上
,

灰黄土
、

黄沙土和二合土覆盖面积十分

广大
,

永定河附近分布大面积二性土 这些

土类颗粒细且轻
,

当土壤表层干燥又缺乏植

被覆盖时
,

风力达到四级以上
,

地面的沙尘即

能被风刮起形成风沙

人为污染 本区能源构成中煤占四分

之三以上
,

每月每平方公里降尘量北京平均



卷 期 环 境

为 吨 最高 吨
,

天津 平均 为 吨

最高达 吨 这种颗粒物与地面的其他

沙尘一起均能为风沙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材

料

植被 京津廊坊地区 山 区 占 界 左

右
,

平原约占 外
,

林地 包括果林 覆盖率

仅 外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树种多落叶

树
,

且未能构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

以致在春季

不能充分发挥抵御风沙的作用 本区近 。

万亩耕地中
,

冬小麦播种面积占 并
,

占总

土地面积的 界 风沙季节有一半以上农

田处于完全裸露状态

本区城市绿地面积甚少 公园绿地和树

木
,

北京占 多
,

天津只有 斗外 市区到处

黄土裸露
,

这就为风沙形成提供了很多的沙

尘扮地
。

裸露地表的自然沙尘和某些施工现场和料场

的微小颗粒物

外地沙尘大致可分为三条路径  西

北路径
,

由西北气流经小腾格里沙漠向东南

侵人本区 偏西路径
,

由新疆东部自西

向东
,

在蒙冀交界处折向东南移人本区 劝

西南路径
,

由黄土高原逗向东北东方向输人

本区

三
、

京津廊坊地区风沙的沙尘来源

年张淑媛对北京五次风沙天 的 浮

尘样品作了分析
,

证明它们来自西北地区和

黄上高原 周明煌等对 年 斗月一次尘

暴气溶胶作了元素分析 〔” ,

同样证明沙尘暴

尘沙含有上游地区的成分 曲绍厚等用元素

的平均地壳丰度计算气溶胶中各元素的富集

因子
,

认为就地刮起的风沙在北京地区气溶

胶中占有很大比重  陆鼎煌 年使用

三十年资料分析〔 ,

结论是 北京春季源于

本地的风沙 日占全部春季风沙日的 外
,

源

于西北
二

旱沙漠或黄土高原的占 外 北京

大学 一  ! 年在河北北部布点收集风

沙样品并进行成份分析
,

结果与上述统计方

法获得的结论基本一致
,

西北来的沙尘占风

沙比重的 弓并
,

就地起沙的沙尘量占 沁

因此本区风沙以就地起沙为主

本地区就地起沙的主要来源  太行

山以东和燕山以南广大冲积扇农田 永

定河故道 永定河潮白河两侧
、

延庆盆地边

缘
、

立水桥以西等处大面积由风沙土堆积的

沙荒地和沙丘 市区人为活动的灰尘
、

四
、

京津廊坊地区风沙的防治

防治风沙
,

首先要控制沙尘源 以本地为

主
,

其次是抑制沙尘扩散
,

再次是采取多种

方法吸滞扩散的沙尘
,

以净化空气

一 区域性沙尘防 治

区域性沙尘防治是控制本地区大面积风

沙的根本性措施 具体做法

沙荒地
、

沙丘要全面实行封禁绿化和

改造
,

以控制沙尘扩散

合理建造农田防护林网
,

减小网格内

的风速
,

增加农田土壤湿度
,

控制农 田起沙

林带宜与主风向垂直
,

间隔按树高的 一

倍设计
,

树种选择上应结合农村生产和生活

需要
,

宜选速生
、

优质
、

树体高大
、

抗性强的树

种

适当改变农田结构
,

扩大冬小麦播种

面积
,

减少春季农田裸露的时间和面积

发挥水面的作用
,

合理组合引输水工

程
,

保护现有水面
,

使河道常年有水
,

干河道

逐年减少 合理调配河流
、

水库和水渠的蓄

水用水量
,

增加农田用水
,

提高土壤水份
,

阻

挡沙尘起动

二 市区沙尘防治

市区沙尘控制是治理市区风沙产生的重

要途径 具体措施有

市区烟尘的防治措施

市区不再发展重工业
,

尤其不再发

展耗能多
、

污染严重的工业 对那些污染严

重
、

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
,

应采取坚决

措施
,

实行关
、

停
、

并
、

转
、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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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区的现有工矿企业实行全面 技

术改造
,

逐步采用成熟的先进技术和工艺
,

控

制市区工业燃煤量 改变燃料构成
,

减少直

接烧煤 抓紧治理工业
“

三废
邵和生活废弃物

污染

逐步解决市区生活煤炉的烟尘污染

问题
,

尽快推广煤气和液化石油气
,

扩大集中

供热

市区地面尘土的治理措施

发展公共绿地
,

加强城区绿化建设
,

提高绿化水平
,

做到黄土不露天 市区绿化

要列人城市总体建设规划中去
,

保证占有适

当比例 制订和健全城市绿地管理法规
,

有

法必依
,

执法必严

加强城市干道两侧的绿化 带 建 设
,

尤其重视城市周围地区的环状绿化带建设和

工矿企业周围的防护绿带建设
,

控制地区性

沙尘扩散
,

防止外围沙尘侵人市区

开展城市绿化的群众运动
,

实行专

家指导和群众栽养相结合
,

点线面绿化相结

合
,

平面绿化与垂直绿化相结合 提倡阳台

养花草和房顶绿化 切实做好门前
“

三包” ,

提高质量 逐步实现市区绿化覆盖率达 一

多
,

每人平均占有绿地 平方米以上

卷 5 期

(4 ) 经常清扫地面尘土
,

干热季节注意

洒水
.
对建筑施工现场和料场的沙尘建立严

密的防护措施
,

防止沙尘扩散
.

(三) 外源 沙尘的防治

京津廊坊地区风沙以就地起沙为主
.
但

在一些系统性天气过程影响下
,

西北干旱地

区和黄土高原不断有沙尘侵人本区
,

因此必

须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防治
.

1
.
为防止和减少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沙

尘侵袭
,

必须加速
“

三北
习防护林体系的建设

.

制订农林牧综合的土地利用规划
,

加强植被

保护和更新
.

2
.
加强本区北部和西部山区的造林绿化

建设
.
因地制宜种树种草

,

使山林覆盖率达

40 肠以上
.
这样不仅发挥森林植被吸尘滞尘

作用
,

减少外来沙尘
,

而且可以防止水土流

失
.
近期应重点抓好北部几个风 口区的绿化

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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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大气浑浊度的测量和沙尘污染的初步研究

周 允 华 项 月 琴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为了监测大气颗粒负荷的现有水平并估

计将来的发展趋势
,

世界气象组织选用了大

气浑浊度作为反应大气颗粒物含量的一个指

标
,

把它定为大气污染监测网的一个重要监

侧项目山
.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1971 年公布的 《大

气和降水的化学成分取样和分析技术操作手

册》所规定的方法
,

我们对北京地区的大气浑

浊度进行了测量
,

并据此对北京地区的颗粒

污染进行了初步分析
.

一
、

大气浑浊度的测量方法

大气中减弱太阳直接辐射的主要因素有

三个 : ( l) 大气分子的散射 ; (2 ) 悬浮颗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