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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地区荒漠化动态监测技术构想
齐雁冰, 常庆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进行中国高寒地区荒漠化动态监测具有其极端重要性。在西藏、青海两省设置了荒漠化监测中心,

在柴达木、青海湖、共和、阿里、那曲和日喀则设置了 6 个基层监测站, 组成高寒地区荒漠化动态监测网, 并

且提出了基于“3S”(G IS, R S, GPS)技术进行动态监测的技术路线及成果要求, 最后讨论了监测技术路线实

施的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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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 ynam ic mon ito ring of desert if ica t ion in the h igh frig id region s of Ch ina is of great app lica t ion.

T he situa ta t ion of mon ito ring cen ters is p laced in the h igh frig id region s of T ibet and Q inghai P la teau at the

p rovincia l cap ita ls and the six addit ional sta t ion s locat ioned in areas of Caidam u Basin, Q inghai L ake,

Gonghe, A 2li, N aqu, R ikaze. T hese sta t ion s w ill con st itu te a mon ito ring w eb on desert if ica t ion in the H igh

F rig id R egion s. It is p ropo sed that the dynam ic mon ito ring stra tegy based on“3S”. F inally, the diff icu lt ies

in conduct ing the mon ito ring stra tegy are discu 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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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寒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全部、

川西的大部、甘南高原、滇西北的迪庆州和新疆南部

高山地带, 其覆盖范围在东经 73°—105°, 北纬 26°

50′—39°20′之间, 是地球上最高、最大和最年轻的一

块高地, 平均海拔在 4 000m 以上, 面积达 2. 43×

106 km 2, 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ö4 还强。由于近年来全

球气候变暖及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强, 人类不合理的利

用土地资源, 自然环境不断遭到破坏, 致使中国高寒

地区荒漠化土地发展程度强烈。该地区荒漠化土地集

中地和人口集中居住地相同, 这就使得强烈发展的荒

漠化土地不断侵占农田、草场及森林, 影响该区人民

生存及经济发展。同时每年的大风天气多, 特别是春

季, 卷起沙尘向东吹扬, 又会影响东部其它地区的环

境, 沙尘暴现象现在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高

寒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维

持其生态平衡, 保护其生态环境, 发展其经济, 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 都受到荒漠化的影响。因此, 进行高寒地

区荒漠化动态监测, 摸清其发展趋势, 控制其发展速

度, 查清其确切数量, 确定其荒漠化程度, 是一项十分

重要且又十分紧迫的任务。

虽然进行高寒地区荒漠化动态监测有其极端重

要性, 但由于高寒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生

境的恶劣性, 使该区荒漠化动态监测具有一定的困难

性。该区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空气稀薄, 有些

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太阳辐射强烈, 这些都是进行动

态监测难以克服的困难。

1　中国高寒地区荒漠化状况与区划

1. 1　高寒地区荒漠化状况与分布

中国高寒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达 3. 13×10 5

km 2, 占我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11. 95% , 其中包括

严重荒漠化、中度荒漠化和轻度荒漠化土地, 面积分

别为 4. 30×106, 1. 74×107 和 9. 66×106hm 2, 分别

占高寒地区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13. 72% , 55. 4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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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4% , 主要类型有流动沙丘、半固定沙丘、裸露沙

砾地、固定沙丘、半裸露沙砾地、风蚀残丘和戈壁等。

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青海湖

盆地及西藏自治区的“一江两河”地区、那曲地区、阿

里地区, 荒漠化土地分布多为山涧盆地、河流谷地、湖

盆地和山前洪冲积平原等地貌单元上, 多为斑块状、

带状、片状不连续分布, 部分为大面积集中分布。

1. 2　荒漠化区划

荒漠化区划指荒漠化土地总体特征、发展程度和

治理方向基本一致的地域组合。按照荒漠化动态监测

的实际, 将高寒地区荒漠化土地分为柴达木盆地、共

和盆地、青海湖盆及西藏自治区“一江两河”区、那曲

地区、阿里地区 6 区[1 ]。此 6 区是荒漠化土地分布较

多、集中且危害性较大、发展趋势较为强烈的地区, 应

作为荒漠化监测研究的重点区域。

2　高寒地区荒漠化监测网的设置

2. 1　土地荒漠化监测网建立设想

本监测网建立的原则是[2 ]: 根据荒漠化土地的分

布面积、强度和危害程度确定监测点的布局; 与当地

的水文站、水土保持试验站、气象站、长期生态研究站

等站点相结合。根据以上原则, 本监测网以青海、西藏

为省级监测中心, 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青海湖盆

地、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阿里地区 6 处设为基层监

测站, 每个监测站设立若干个监测点 (见图 1)。

图 1　荒漠化动态监测网

2. 2　土地荒漠化监测网功能

2. 2. 1　青海、西藏荒漠化监测中心　对全高寒地区

土地荒漠化资料上报全国荒漠化监测中心, 同时将高

寒地区荒漠化状况进行省级交流及与国际合作。为国

家及青海、西藏自治区政府制订防治荒漠化措施及保

护高寒区生态环境、发展经济,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提供数据 (数字、图形和图像) 及建议, 对重点区域及

生态脆弱区进行高密度时像的动态决策和咨询。

2. 2. 2　基层荒漠化监测站　6 个基层监测站是进行

长期定点定位荒漠化监测的基本单位, 监测工作的实

施主要在这里进行, 其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按照国家、省级荒漠化动态监测规划和计划, 对

土地荒漠化区域、类型和程度进行动态监测。主要是

所辖区域各类荒漠化土地的动态变化和趋势预测信

息, 预警预报。汇总和管理各站点所辖区域荒漠化状

况基本资料, 上报各省监测中心, 并根据具体荒漠化

的程度、类型及发展趋势, 拟订防治措施, 报省级中心

分析, 实施防治措施[3 ]。对荒漠化防治措施所取得的

效果进行跟踪调查, 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及时改进。从

防治荒漠化的角度为今后环境评价提供依据, 包括各

种经济开发项目对环境及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 应采

取的防治措施。

2. 3　监测内容及成果要求

2. 3. 1　监测内容　荒漠化动态监测主要通过遥感技

术进行, 根据遥感信息和其它调查、观测数据监测土

地荒漠化的类型、强度和空间分布, 以及荒漠化防治

措施与效果。基层监测站监测内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以下几点。

(1) 环境因子的监测。主要是与荒漠化相关的气

候、土壤、植被等的监测。其中植被盖度是影响荒漠化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 其中归一化指数 (NDV I) 是

应用最广泛的植被盖度的定量指标。 (2) 荒漠化土

地面积监测。依据遥感影像建立解译标志, 根据影像

上的特征差异进行解译, 勾画荒漠化土地图斑; 参考

相应地区的地形图, 将解译结果按图斑转绘成草图,

然后将图斑进行地类统一编号清绘, 绘成原始底图;

结合 G IS 对原始底图进行编辑处理得到土地荒漠化

分布图, 量算图斑面积, 汇总、归类, 求得荒漠化土地

面积。根据不同时期遥感影像, 解译得到相应时期的

土地荒漠化分布图和土地荒漠化面积, 对比分析荒漠

化土地的变化状况, 预测其发展趋势。 (3) 荒漠化危

害监测。评价荒漠化土地的强度、类型和潜在危险度,

进行荒漠化土地生产力和人口承载力评估。 (4) 荒

漠化防治措施数量、质量及效果监测。

2. 3. 2　成果要求　由于高寒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位置的重要性, 对其荒漠化

动态监测的成果要提出一定的要求[3 ]。

(1) 各基层监测站及监测中心须提供所辖区域

的气候、地质、水文及人口状况、土地利用状况等基本

资料, 建立荒漠化数据库, 同时提供自然及人为因素

对荒漠化影响的资料, 这些资料每年更新 1 次。(2) 6

个基层监测站及两个中心建立所辖区域荒漠化现状

及动态变化统计档案 (包括数字、图形和图像) ,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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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1 次, 每 3 a 通过遥感综合监测成果进行控制修

正。 (3) 重点防治区和生态敏感区的监测数据和图

件每年更新 1 次。 (4) 监测报告、专项典型报告每年

提交 1 次, 每 3 a 提供 1 次连续监测报告。 (5) 建立

高寒地区荒漠化动态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3　荒漠化动态监测技术路线

土地荒漠化动态监测是一项庞杂繁琐的工作, 要

完成好此项工作, 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要求应

用 3S 和地面实地核查相结合进行土地荒漠化动态监

测分析、实时处理和管理。其技术路线如图 2[4 ]。

图 2　荒漠化动态监测技术路线图

在图 2 中, 遥感数据包括: NOVA , SPO T , TM

等; 矢量数据包括: 地形图、地质图、地貌图、植被类型

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人口分布图、经济

状况图、气候区划图、气象要素图、土地荒漠化分布

图、土地荒漠化类型图、土地荒漠化程度图等与荒漠

化有关的图件; 报告主要包括监测区自然、经济和社

会状况、气象及灾害性风沙活动状况、土地利用状况、

荒漠化普查数据、监测区不同时期数据、荒漠化面积、

荒漠化类型、荒漠化程度、荒漠化拟采取防治措施等。

该技术路线具备以下特点: (1) 系统集成化。该

系统是一个集成为一体的荒漠化动态监测系统, G IS

的矢量数据, R S 的栅格数据在 G IS 数据库中的可以

相互转换和补充, 将遥感信息获取、处理、分类、专题

图更新与制图进行一体化研究, 确保减小数据冗余

度, 方便查询, 及时调用, 精度和可靠性及经济性极

高。 (2) 系统数字化。该系统将 G IS, R S 和 GPS (3S)

技术集于一体 是计算机与地学科技的完美整合 可

以有效地存储和管理数据, 进行信息的查询、检索、分

布和预测, 依赖于数字和编码, 进而能进行空间分析,

为荒漠化综合治理、全面规划及评价模型建立提供及

时资料和动态信息。 (3) 系统动态化。荒漠化动态监

测管理系统是动态变化的, 依据荒漠化信息数据库,

利用不同数据接口与地理信息系统相连接, 实现与各

种专题要素的复合、匹配和更新, 利用R S 和 GPS 手

段快速的实现数据更新, 并进行现实资源数据推导和

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4　讨　论

运用“3S”技术进行荒漠化的动态监测, 国内外

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同时荒漠化动态监测是一

项跨越时空尺度, 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方方面

面的工作, 监测数据处理具有容量大、层次多、内容

广、关系复杂、空间分布和动态变化的特点[5 ]。笔者认

为在我国高寒地区上述 2 省设置监测中心, 在 6 地市

设置监测站, 按照设想的技术路线实施, 存在一定的

困难。首先, 建立如此大的监测网, 需要大量的科技人

员、投入大量的资金, 当地政府愿意把人力和才力投

入到如何抓生产、促经济、求发展上, 而不愿将它们投

入到效益极其低微的荒漠化治理上去; 其次, 中国高

寒地区地理位置和气候特殊性也决定了实施的困难

性。因此, 在此笔者认为在中国高寒地区进行荒漠化

动态监测应由国家统一组织进行, 国家给予人力、才

力和物力的资助, 积极培养高科技专业人员, 把高寒

地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 可以说西部大开发

潜力最大的要数在高寒地区。因此, 鼓励当地政府和

人民充分认识荒漠化的严重性。监测并不是最终目

的, 只是为了实施防治措施打下基础, 但它却是其中

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只有监测好才能对荒漠化加以

预防, 最终受益的还是当地人民, 因此当地人民群众

应从长远利益考虑, 积极支持和配合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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