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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要】 本文基于多年来研究沙漠及沙漠化的基础上
,

扼要介绍我国沙漠化现状
、

发展趋势及治理模

式
。

土地荒漠化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

国际上对此极为关注
,

1977 年联合国专门召开

世界沙漠化会议
,

提出全球向沙漠化进军的行动纲领
。

我国沙漠及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 153
.

3 万平

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 巧 .9 %
,

其中
,

干旱区沙漠 (戈壁 ) 116
.

2 万平方公里
,

干旱及半干旱区沙漠化土

地面积约 33
.

4 万平方公里
,

湿润半湿润区风沙化土地面积约 3
.

7 万平方公里
。

中国土地沙漠化的趋势是局部改善
,

总体上仍在发展
。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
,

沙漠化丰

地面积从 17
.

6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20
.

1万平方公里
。

当前治沙的重点应放在沙漠化土地上
,

特别是

对那些正在发展的和已经开始沙漠化的土地
,

既要防止其发展
,

又要恢复土地的生产力
。

对于沙漠

(戈壁 )的治理
,

重点应放在位于其边缘的绿洲
。

除了采取措施保护现有绿洲
、

交通干线
,

工矿居民点

等免受风沙危害外
,

还应进行综合开发
、

建立和扩大新绿洲
.

根据风沙化土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

可

以充分利用其周围地区丰富的劳动力和经济
、

技术发展的优势
,

进行全部开发
。

土地沙漠化是当前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

也是迫切需要治理的国土整治问题
,

现

已成为生态环境发生严重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

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甚为关注
,

1977 年联

合国专门为此召开沙漠化会议
,

讨论了全球向沙漠化进军的行动纲领
。

这个纲领有三个目标
,

即
“

停止并扭转引起沙漠化的环境进程
,

对土地进行有利于生存的
、

多产的和持续利用
,

以促进人们

的社会和经济的进步
” 。

l% 4 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又专门召开特别会议
,

对沙漠化斗争的行动

纲领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
,

在联合国于 1992 年即将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

它是一个重要

议题
。

我国同样也存在着土地沙漠化的问题
,

政府对此极为重视
,

19 91 年全国人大会议所通过的

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的第四部分第七项
“

国土开发整治和环境保护
”

中明确提出了
“

防止土地沙化
”

的任务
,

国务院绿化委员会为此召开了全国治沙会议
。

这些都为中国治理沙漠及

沙漠化指明了方向
,

给全国治沙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以极大鼓舞
。

我国沙漠及沙摸化土地面积为 153
.

3 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 1.5 9%
,

包括 :

( l) 干旱及极端干旱地带由于自然 因素所形成的沙质荒漠 (沙漠 )及风蚀地约为 59
.

3 万平

方公里
,

其中流动性沙漠为 37
.

6 万平方公里
,

固定及半固定沙漠约为 18
.

6 万平方公里
,

风蚀

地约为 3
.

1万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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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旱及极端干旱地带由于 自然因素所形成的砾质及石质荒漠 (戈壁 )约 为 6 5
.

9 万平方

公里
,

其中剥蚀戈壁约为 18
.

2 万平方公里
,

堆积戈壁约为 38
.

7 万平方公里
。

(3) 干旱半干旱地带的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 33 4 万平方公里
,

其中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

约为 3
.

4 万平方公里
,

强烈发展中的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 6
.

1 万平方公里
,

正在发展中的沙漠

化土地面积约为 10
.

6 万平方公里
,

潜在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 13
.

3 万平方公里
。

( 4) 湿润半湿润地带的风沙化土地面积约为 3
.

7 万平方公里
。

上述范围涉及到内蒙古
、

宁夏
、

甘肃
、

青海
、

新疆
、

陕西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北京
、

天津
、

河

北
、

山西
、

河南
、

山东
、

西藏
、

四川
、

云南
、

广西
、

广东
、

海南
、

福建
、

江西
、

江苏
、

湖北
、

安徽
、

浙江
、

台

湾等 2 8 个省 <市
、

自治区 )
。

涉及到 4 14 个县 <旗>
,

其中在干旱地区的县有 or Z个
,

半干旱地区

的有 8 8 个
,

半湿润地区 1 58 个
,

湿润地区 53 个
,

高寒地区 13 个
。

这里所指的沙漠化土地
,

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地带并包括具有干旱季节的半湿润地带
,

地表

为沙质结构
,

干旱与大风在时间上同步发生的地区
。

由于人为强度的经济活动破坏生态平衡
,

使原非沙质荒漠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景观
,

导致土地生产力衰退
,

发生类似

沙质荒漠环境的退化过程
。

而风沙化土地则是指湿润半湿润地带具有风沙活动的沙地
。

它在

我国有三种类型 : ( l) 华北平原的风沙化土地
,

它的发生与河流改道所形成的古河床及因河流

决 口所形成的决口泛淤扇有关 ; ( 2) 赣江下游的风沙化土地
,

它是因河流下游沙质高阶地和沙

质高河漫滩的植被被破坏
,

受风力作用而形成的 ; ( 3) 海滨风沙化土地
,

它是海滨沙质阶地或沙

堤 (沙沮 )的沉积物受风力作用形成的
。

由于风沙化土地地表景观呈现干湿季的季节性差异
,

而且分布零散
,

规模较小
,

未能使环境全部退化
,

因此治理比较容易
。

以治理为出发点
,

上述类型的划分
,

为因地制宜地制定治沙规划
,

提供了科学依据
。

1
.

沙质荒漠或砾质荒漠都是原生型荒漠
,

虽然面积很大
,

但尚未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
。

沙质荒漠因受风力作用
,

使沙丘具有活动性
,

但其活动仅限于沙漠本身范围内
。

而

且
,

25 米 以上的高大沙丘在风力作用下
,

只有丘顶具有明显的活动痕迹
,

而整个丘体位移很

小
。

根据在塔克拉玛干及 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中观测的资料
,

其前移值一般均为 1 米以下
。

这

种高大沙丘的面积为 27 4 万平方公里
,

占全国沙质荒漠面积的 72
.

8%
。

由于在具有高大沙丘

的沙漠内
,

荒无人烟
,

因此对当前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小
。

至于沙漠内的丘间洼地
,

虽有每年前

移值约 10 米以上 的分布稠密的低矮沙丘
、

沙丘链及沙垅
,

但活动范围仅限于丘间洼地以内
。

其前移结果
,

或覆盖在巨大复合型沙丘的迎风坡上
,

作为复合体的组成部分 ;或与其前移方向

内的其他沙丘相连
,

变为大沙丘
,

从而延缓了移速
,

因而不可能超出其本身所在的丘间洼地
,

更

谈不上整个大沙漠前移
。

至于处于风沙前移方向中的沙漠边缘地 区
,

虽有沙丘人侵的危险
,

但

每年前移值一般都在 1一 5 米
。

因此
,

对这些原生型沙漠除对它前移方向的边缘地段和沙漠内

部的工矿
、

道路等采取治理措施外
,

对大沙漠本身的治理可以暂缓进行
。

对于具有固定和半固

定沙丘的沙漠
,

应着重保护好现有天然植被
,

以避免沙丘的活化
。

2
.

砾质荒漠一般都分布在洪积— 冲积扇的上部
,

它本身没有危害性
。

但富含沙质的砾

漠
,

在风力作用下能发生风沙流
,

对邻近的道路
、

居民点
、

农田均有危害
,

必须防止
。

具有土质

的砾漠地区在有引水灌溉的情况下
,

可以开发建设绿洲
,

新疆吐鲁番红柳河园艺场便是一例
。

至于石质荒漠
,

一般都为石质台地或岛山起伏的缓丘及剥蚀石质平原
,

经过长期剥蚀作用
,

并

为风化残积物所覆盖
,

水
、

土
、

生物资源有限
。

限于 目前我国经济和技术力量
,

对这类石质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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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过程所引起地表形态的变化

\地地面疏松组成物物

质质的易破碎性性

干旱季节和风季一致

的大风频繁性

不符合生态特点的
强度土地利用

年年降雨量的的

不不稳定性性

固定沙丘地区

沙丘活化流沙出现

灌灌丛沙堆堆

的的被吹扬扬

片片状流沙沙

与与吹扬灌灌

丛丛沙堆相相

间间间

稀稀疏的灌灌灌 梁窝状沙丘丘

丛丛点缀在在在 与流动沙丘丘

密密集流动动动 相间间

沙沙丘之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流流动沙丘与半固定定

沙沙丘相间的景观观

植植被破坏作为沙漠化突突

破破口而产生风沙活动动

沙沙质荒漠边缘缘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表风蚀及及及 沙丘前移人侵侵流流沙出现现现 流沙的蔓延延延延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河床床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砾平原原原 灌丛丛丛 中流沙沙{{{固定沙丘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 出现新月月月 沙堆堆堆 发育和和

}}}风坡风蚀窝窝窝窝窝窝窝窝 旱作农区区区 形沙丘丘丘 被吹吹吹 沿岸灌灌 }}}的发生生生 牧区区区区区区区 扬扬扬 丛沙堆堆

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吹扬扬

’’

风力吹扬扬扬扬扬扬扬扬

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颗粒及及及及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井井井 牲畜畜畜 有机质消消消消

风风蚀窝的扩扩扩 泉为为为 群践践践 失失失失失失失

大大和流沙的的的 中心心心 踏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蔓蔓延延延 的沙沙沙 原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 灌丛丛

漠漠漠漠漠漠漠漠漠漠化化化 成斑斑斑斑斑斑斑斑 沙堆堆

圈圈圈圈 点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片状状状 与流流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沙沙沙 地地地 地表表表 流沙沙沙 沙相相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风蚀蚀蚀蚀蚀蚀蚀蚀 间间
梁梁窝状沙丘丘丘丘丘丘丘 粗粗粗 擦痕痕痕痕

与与流动沙丘丘丘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相相间间间间间间间 吹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丛丛丛 雏形形
片片片片状流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沙堆堆堆 新月月

及及及及雏形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形沙沙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形沙丘丘丘丘丘丘丘丘 丘丘的的发育育育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奚奚奚奚奚奚奚奚奚奚奚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密集的新新
iii 与半固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砾漠漠漠漠漠 灌丛丛丛 月形沙丘丘

间间的景观观观 的形形形形形形 沙堆堆堆堆堆堆堆堆 及沙丘链链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与流流流 新月月月月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月形沙丘及及及及及 沙相相相 形沙沙沙沙

沙沙丘链的发育育育育育 间间间 丘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丘丘

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

图 1 沙漠化土地退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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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近期难以开发和治理
。

3
.

沙漠化土地是脆弱的生态环境与人为强度经济活动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

而且人为活动

还会加速其退化的过程
,

导致整个自然环境的退化
。

其退化的过程如图 1所示
。

沙漠化土地

应作为治理重点
,

不但要防止其发生
,

而且还要采取措施
,

使它恢复生产力
。

潜在沙漠化土地
,

意 味着它有沙漠化的潜在危险
,

并且这类土地目前正在进行农耕和放

牧
口

若利用稍加过度
,

沙漠化即可出现
。

近 10 余年来沙漠化土地的增加都是由此演变而来

的
,

因此这是属于面临着退化危险的生产性土地
,

应重点保护
。

4
.

风沙化土地虽然面积较小
,

分布零散
,

但因处在人 口稠密
,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 区
,

对社

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危害很大
,

同时它也是重要的土地资源
,

必须进行合理地治理和开发利

用
。

无论是沙漠
、

沙漠化土地和风沙化土地都不是静止的
,

在人类活动及风力作用下
,

其地表

形态不断变化
,

掌握其活动规律和变化的趋势
,

将有利于对它的治理
。

所以
,

国际上都把对土

地沙漠化的监测
、

预报及其发展趋势作为沙漠化防治研究的重要任务
。

以 19 7 5一 1 976 年
,

19 8 5一 1986 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卫星相片及航空相片为基础
,

结合实际

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

得出我国近 or 余年来土地沙漠化的发展趋势是 :

1
.

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

虽局部地区沙漠化面积有所减少
,

但从总体上看仍在蔓延
。

尤

其是
,

潜在沙漠化土地现正逐渐演变为正在发展中的沙漠化土地
,

使沙漠化土地面积从 197 5

一 1976 年 的 1.7 6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198 5一 19 86 年时 的 20
.

1 万平方公里
,

年平均增加约

2 100 平方公里
,

潜在沙漠化土地则相对减少为 13
.

3 万平方公里
。

2
.

从沙漠化土地发展绝对数值来看
,

虽 比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的数值 (平均每年增

加 15 60 平方公里 )为大
,

但与 5 0一70 年代相比程度有所不同
。

前一阶段主要为正在发展中的

沙漠化土地演变为沙丘起伏的强烈发展和严重的沙漠化土地
,

生产力全部丧失
。

而近 or 余年

来
,

沙漠化的特点表现为草原旱农垦区土壤风蚀
、

粗化和片状流沙的出现
。

在具有沙漠化潜在

危险的旱作农业区和牧区草场
,

虽已出现沙漠化
,

但部分土地依然保持有生产力
,

只要采取合

理的治理措施
,

可以得到恢复
。

因此
,

近 10 余年发展速度虽快
,

但沙漠化程度较轻
,

处于刚发

展阶段
,

治理的投资少
,

且易于治理
。

3
.

从空间分布来看
,

有四点需要注意 : 第 1
,

冀北坝上地区
、

内蒙古乌盟后山地区和锡盟

南部五旗县的草原农垦区是近 10 年沙漠化发展最严重的地区
,

沙漠化土地的年增长率平均达

6一 10 %
。

乌盟后山农垦区中度风蚀耕地从 70 年代的 1 7 11 平方公里增加到 80 年代的 2 801

平方公里
。

第 2
,

随着沙质草原地 区能源基地的开发
,

加强 了经济活动
,

导致 了天然植被破

坏
。

特别是神府准格尔等地煤田的开采
,

使深层沙土暴露地表
,

从而使潜在沙漠化土地转变为

正在发展 中的沙漠化土地
,

使轻度沙漠化转变为严重的沙漠化土地
。

第 3
,

乌兰察布草原的北

部沙漠化面积在 70 年代中期占该地区面积的 18
.

1%
,

80 年代中期增加到 30
.

4% ;锡盟南四旗

沙漠化草场也从 70 年代中期占该地区面积 7
.

5%增加到 80 年代中期的 19 %
。

以上三地区属

于沙漠化程度加剧的典型
。

第 4
,

原来一些沙漠化地 区
,

如科尔沁沙地
、

毛乌素沙地及陕北长

城沿线等地
,

近 10 余年来沙漠化年增长率分别为 1
.

12 %
,

0
.

59 %
,

0
.

46 %
,

远较草原农垦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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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这是因为近年来加强了治理
,

特别是三北防护林建设的结果
。

4
.

近 10 年来凡是积极治理的地 区
,

不仅沙漠化年增长率减低 ( .0 46 一 1
.

12)
,

而且沙漠化

土地面积还有所缩小 如表 1所示
。

尤其是具有生态学
“

弹性
”

地区的沙漠化
,

可 以自我逆转
,

只要稍加封育
,

即可恢复生产力
。

表 1 7 0 年代中期至 8 0 年代中期沙漠化土地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百分比

{
: 。 年 代 {

8 0 年 代 { 缩刁
、
的百分 比

一
地 区

榆 林

奈 曼

呼伦贝尔

8 7
.

5%

4 6月%

3 3
.

3%

5
.

干旱及极端干旱地带沙质荒漠中的沙丘
,

在风力作用下
,

所造成沙漠化土地的扩大并

不十分迅速
。

以巴丹吉林沙漠东缘移动较快的低矮新月形沙丘及沙丘链为例
,

沙漠化的年增

长率仅为 1
.

16 %
。

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及东南缘的新月形沙丘及沙丘链地区
,

沙漠化年增长

率仅 1一 1
.

3%
。

而沙漠边缘绿洲周围
,

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沙丘活化并形成沙漠化土地也

不容忽视
,

如柴达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山前平原上沙漠化土地面积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

期增加 了 14 .9 % 即为一例
。

在干旱地带
,

内陆河流上中游的农田大量用水
,

致使下游水量减

少
,

是造成沙漠化的又一原 因
。

如内蒙西部弱水下游沙漠化土地
,

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

期增加了 15
.

3%
。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概念
,

即这种沙漠边缘地 区土地沙漠化的发展
,

是由

其本身自然条件的脆弱性和人为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

并非沙漠中沙丘前移所致
。

因为
,

有些地区根本不处于沙丘前移的方向之 内
。

例如
,

非洲马里萨赫勒地区土地沙漠化并非其北

部的撒哈拉沙漠沙丘前移的结果
,

而是由于萨赫勒热带稀树草原在人类过度利用与气候持续

干旱
,

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所致
。

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廓土地沙漠化与萨赫勒情况类似
,

它

虽位于塔克拉玛干及库克库姆沙漠之间
,

但并不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前移方向之 内
,

河东岸虽

位于库鲁克库姆沙漠沙丘前移方向的范围内
,

但因其外侧有灌丛沙堆的阻挡
,

不可能将绿色走

廓全部掩埋
,

而走廓的沙漠化发展乃是由于塔里木河上
、

中游农业开发
,

大量用水引起下游缺

水造成的
。

6
.

近 10 余年来
,

我国湿润及半湿润地带的土地风沙化已经开始呈斑点状发展
,

也应引起

重视
。

如江西南昌附近赣江下游及都阳湖沿岸风沙化土地的增长率为 0
.

75 %
,

川
、

滇部分山

地的干热或干旱河谷中也出现风成沙地
。

海南岛在 80 年代中期沙化土地已比 50 年代末期增

加了 14 %
。

在黄淮海平原
,

风沙化土地已不限于历史上的古河床及决 口泛淤扇
,

沿着引黄干

渠
,

由于渠道淤沙在干旱的冬春季风力的吹扬下
,

形成了新的风沙化土地
。

在鲁西南每年可扩

大风沙化土地 4
.

4一 5
.

8 平方公里
,

特别需要指出
,

这些风沙化土地如果采取合理的治理措施
,

在短时间内即可利用
。

山东禹城沙河洼采用平沙整地
、

改 良土壤
、

营造防护林网和建设水利等

设施
,

经过三年时间已使 79 % 的黄河古道上的风沙化土地改造成为耕地
。

综上所述
,

可得出如下结论
:

1
.

中国土地沙漠化的趋势是局部改善而总体仍在发展
,

尤以草原旱农垦区
、

农牧交错区

和能源开发区更为严重
。

因此
,

当前治沙的重点应是沙漠化土地
,

特别是对地那些沙漠化正在

发展和已经开始沙漠化的土地
,

既要防止其沙漠化继续发展
,

又要恢复土地的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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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于沙质荒漠和砾质荒漠
,

因其比较稳定
,

所 以除了保护现有天然植被外
,

对位于其边

缘的绿洲
、

交通干线
、

工矿居民点等仍要采取防止风沙危害的措施
。

在具有灌溉条件的地方
,

可以进行综合开发
,

建立和扩大新绿洲
。

至于大沙漠腹地
,

除有重要矿产资源可资开发
,

需要

治理外
,

限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和技术条件
,

一般暂可从缓
。

3 根据风沙化土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

可以充分利用其周围地区丰富的劳动力和经济
、

技术发展的优势
,

进行全部开发
。

根据我国土地沙漠化的态势
、

改造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
,

以及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一致的

目标
,

可以将我国 40 余年治沙经验概括为下列模式
。

该模式是建立在不同自然条件
、

不同沙

漠化类型试验站 (如半干旱地带的奈曼
、

榆林
,

荒漠草原带的盐池
,

干旱地带的沙坡头
、

临泽
,

半

湿润地带的禹城
,

亚热带的南昌)的研究成果和群众治沙实践的基础上的
,

共由三个系统组成

(详见图 2) :

1
.

整治 目标的体系
。

2
.

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的体系
。

3
.

科技
、

群众与决策部门相结合的实施体系
。

图 2 模式既符合我国国情
,

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色
。

尚需指出
,

在这一系统中还缺少监测和评估部分
,

这对今后沙漠及沙漠化土地发展趋势的

预测
、

治理后生态变化和获得效益的评估实属必要
,

在今后治沙实践中将予 以补充
,

以使我国

土地沙漠化的防治模式更加充实和发展

四

针对我国沙漠化的态势
,

加强对土地沙漠化过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是有着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实践意义
。

这一研究可以包括下列内容 :

1
.

土地沙漠化形成的物质基础
.

2
.

气候变化与沙漠化
。

3
.

风力作用下土地沙漠化发育过程
。

4
.

人为因素在沙漠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5
.

沙漠化与生态变化
。

6
.

沙漠化监测评估与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立
。

7
.

沙漠化逆转过程及其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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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ie h d e s e r t i if e a t i o n la n d 15 d e v e l o P i n g o r h a s d e v e l o P e d
.

In d e s e r t iif e a t i o n a r e a ,

t h e P u rp o s e o f

d e s e r t i fl c a t io n c o n t r o l 15 t o P r e v e n t i t s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s w e l l a s t o r e s t o r e t h e P r o d u e t i v i ty o f l a n d
.

F o r t h e d e s e r t (g o b i ) e o n t r o l
,

t h e fo e a l P o i n t sh o u ld b e P u t i n o a s i s
,

m a i n e o m u n i e a t i o n l i n e s a n d

r e s id e n t i a l a r e a a g a i n s t t h e d a m a g e o f b l o w n s a n d
, a n d c o m P r e h e n s iv e d e v e l o Pm e n t

, e s t a b li s hm e n t

a n d e x P a n s i o n o a s is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a n d d e v e lo Pm e n t t r e n d o f b lo w n s a n d l a n d
,

w e s h o u ld m a k e
fu ll u s e o f a b u n d a n t la b o u r P o w e r

,

g o o d e e o n o m i e e o n d i t i o n a n d a d v a n e e d t e e h
-

n iq u e s w h i e h e a n b e fo u n d in b lo w n s a n d r e g i o n s t o d e v e l o P b l o w n s a n d l a n d i n v a r i o u s a s P e c t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