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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的干旱化倾向是西北地区荒漠化发生、发展的背景条件, 人地关系矛盾突出是土地荒漠化加

速扩展的内在根源。因此, 荒漠化防治的根本措施就应该从控制人口和提高土地承载力入手, 逐步缓解和

消除人口对环境的压力。针对以往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恢复中存在的问题, 讨论了需要进行思路创新和制度

创新的有关内容, 并提出了荒漠化防治需要重视和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荒漠化; 生态恢复; 可持续发展; 西北地区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8X (2004) 05—0105—04　　　 　 　中图分类号: S288

Land D esertif ica tion Con trol and Ecolog ica l Restora tion

in Northwestern Ch ina

M A Song2yao 1, W AN G Gang2, YAN G Sheng2m ao 2

(1. S ta te K ey L abora tory of F roz en S oil E ng ineering , CA R E ER I , CA S , L anz hou 730000, Gansu P rov ince, Ch ina;

2. S ta te K ey L abora tory of A rid A g roecology , L anz hou U niversity , L anz hou 730000, Gansu P rov ince, Ch ina)

Abstract: D rough t is a basic background condit ion necessary fo r the on set of desert if ica t ion, w h ile hum an

u t iliza t ion of land and land degradat ion are p rim ary influences on the p rocess of desert if ica t ion in no rthw est2
ern Ch ina. T herefo re, m easu res to con stro l land desert if ica t ion shou ld be focu sed on abat ing environm en ta l

impact of hum an act ivity, fo r in stance popu la t ion shou ld be con tro lled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land

shou ld be increased. A cknow ledging ex ist ing challenges in p reven t ing land desert if ica t ion and undertak ing e2
co logica l resto ra t ion, th is paper p resen ts a discu ssion of new th ink ing and m anagem en t system s. T he crucia l

p rob lem 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w ith respect to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con struct ion are pu 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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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 资源丰富, 是我国人口密度

最小的地区, 发展潜力较大, 在全国具有独特的战略

地位。但由于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 不仅对该地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最终将会影响到全

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因此, 有效防治土地荒漠

化、改善生态环境, 是关系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1　土地荒漠化的严峻形势

西北地区绝大部分处于半干旱、干旱和极端干旱

或高寒地带, 天然降水少且分布不均, 植被稀疏, 生态

环境非常脆弱, 最集中的表现是土地荒漠化趋势日益

严重, 在一些局部地区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在干旱、半

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 荒漠化土地所占比例已接近

80% , 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草地和耕地

的退化状况更为严重, 草地退化率已达到 56. 6% , 耕

地退化率也超过 40% [1 ]。

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达 1. 47×106 km 2, 占

全国总荒漠化面积的 56% ; 西北地区共有沙漠 (包括

风蚀沙地)、戈壁及沙漠化土地 9. 07×105 km 2, 占沙

区总面积 3. 08×106 km 2 的 29. 4% , 已沙漠化土地共

有 6. 58×104 km 2, 占北方已沙漠化土地面积 (北方

11 省区共有 1. 72×105 km 2)的 38. 30% , 其中新疆地

区已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 为 2. 73×104 km 2, 其次是

陕西, 已沙漠化面积有 2. 17×104 km 2[2 ]。在全国水土

流失总面积 3. 67×106 km 2 中, 西北地区为 1. 74×

106 km 2, 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47. 41% , 占该区

面积的 57. 04% [3 ]。

这一区域不仅荒漠化分布范围较广, 而且类型多

样。有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盐渍荒漠化几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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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其中以风蚀荒漠化分布比例最高, 主要分布在干

旱、半干旱地区。

西北地区林草植被覆盖度总体较低, 且质量和功

能下降。该地区现有森林面积约 2. 25×106 hm 2, 森林

覆盖率只有 4. 87% , 远低于全国 12. 98% 的平均水

平[4 ]。江河源头森林植被不断萎缩, 涵养水源、稳定江

河径流的能力明显减弱。该区草场广阔, 但主要是干

旱半干旱的稀疏草场, 质量较好的草原草场、草甸草

场少, 草场退化严重, 已达草原总面积的 75% [5 ]。

2　土地荒漠化持续扩展的根源

近半个世纪以来, 西北地区荒漠化防治, 确实取

得了一些非凡成就, 局部地区确有改善, 但总体恶化

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观。

2. 1　人地关系矛盾突出是土地荒漠化的内在根源

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极度脆弱, 土地承载力十

分有限, 人口剧增, 而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则较滞

后, 给有限的生态环境容量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西北

地区人口平均密度 29 人ökm 2, 由于大量的荒漠地区

人类无法生存, 人口集中在绿洲地区、黄土高原地区、

河谷盆地等地区。如河西走廊绿洲、关中平原等条件

较好地方, 人口密度超过 300 人ökm 2[4 ]。人口的过快

增长造成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及全方位开发, 滥垦、

滥牧、滥樵、滥采、滥用水资源、滥开矿等现象严重, 不

当的农业制度和不合理的经营方式更激化了人地关

系的矛盾, 造成了植被和土壤要素的破坏, 使本来脆

弱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导致潜在的自然环境脆弱性

转化为现实的破坏, 荒漠化加速扩展。所以, 西北地区

土地荒漠化是众多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气候的干旱

化倾向是其背景条件, 而人口增长迅速、生产经营方

式落后、人类不合理利用资源以及过度的经济活动对

资源的破坏是生态环境退化的内在动因[6—7 ]。

2. 2　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引发荒漠化的主要表现

2. 2. 1　内陆河流域缺乏水资源统筹规划　上游绿洲

的过度开发, 导致下游荒漠化趋势加剧。绿洲是干旱

荒漠化区存在的一种特殊自然景观。但由于绿洲区的

气候干旱,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资源主要不是天

然降水, 而是冰川融化后的雪水或地下水。因此, 对于

特定荒漠化区域而言, 水资源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目前的绿洲开发中, 同一绿洲区域往往分割为

不同的行政管辖区, 由于缺乏依据流域水资源量进行

区域开发的统筹机制, 通常是一个行政区域对辖区的

开发单独规划, 而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规划缺少衔

接, 绿洲面积不断扩大。近 50 a 来, 新疆绿洲面积增

加了 3. 5 倍, 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面积增加了 3 倍。

在无节制地扩大开垦面积和加大开垦力度过程

中, 内陆河流域上中游和下游地区遭遇的情况大不相

同。上中游垦殖面积的扩大, 用水量增加, 导致下游来

水减少, 河流缩短, 绿洲萎缩, 荒漠化蔓延, 绿洲由下

游地区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和甘肃

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 就是这一过

程的具体表现。其次, 目前绿洲开发中通常是首先保

证农业、工业及城镇用水, 而生态用水却往往被挤占,

造成了一些湖泊面积减小, 湖区的林草植被衰退、枯

死, 在人工绿洲不断扩大的同时, 自然绿洲面积却在

趋于减少。

2. 2. 2　人类的过度开发, 导致了黄土高原区水土流

失日益严重　黄土高原在西北地区土地面积中占有

较大比例。这一地区气候干旱、少雨, 降雨利用率低,

降水变率大, 农业生产受干旱的威胁大, 有限的降水

由于地表径流和雨热不同季, 造成水资源难以有效利

用, 土地承载力低。由于丘陵沟壑纵横以及植被覆盖

率低, 有限的降水往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其次人

口增加快, 人口密度高, 对土地压力大。西北黄土高原

区总土地面积 23. 57 km 2, 人口 4. 56×107 人, 占整个

西北地区人口的 1ö2 以上, 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指数

都较高[4 ]。

近代,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食物、燃料等资

源的需求急剧增长,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

经营方式加剧了这一区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

土地承载力和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黄土高原地区, 要

解决日益增长人口的温饱问题, 似乎开垦荒地, 毁林

种地就成为继提高单位面积生产能力后的一条重要

途径, 甚至于一些山区的农民为了增加耕地面积, 在

陡峭的山坡坡面上开荒种地, 加剧了水土流失, 加速

了西北地区荒漠化进程。

2. 2. 3　草原过度放牧和只取不予的生产经营方式加

速了草原退化和荒漠化　西北地区草原地域辽阔, 草

原类型丰富多样, 是我国十分重要的草原畜牧业基

地。在我国北方的绝大部分草原上, 超载过牧现象普

遍存在, 人类对草原的利用超出了生态系统的限度,

草地原有的生态系统面临十分巨大的压力, 草场退

化, 草地系统的生产性能日益下降, 诱发和加剧了草

地的荒漠化进程。其次, 长期以来, 草原被视为无价

的、无限的生产资料, 人们对草原的生态屏障作用和

生态服务价值认识不足, 在多养畜就多收益的现实利

益驱动下, 牧民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便是一昧地增加

养畜数量。而“草场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

无责”的掠夺式生产经营方式, 忽视对草原的保护, 直

接导致了草原的退化和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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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不合理的灌溉制度和模式导致灌溉农区土壤

盐渍化　土壤次生盐渍化是西北地区荒漠化的一种

重要类型, 它发生在灌溉农业区, 尤其是内陆河中下

游地区。这里地势较低, 蒸发量大, 传统大水漫灌的灌

溉模式, 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 而且抬高了地下

水位, 由于大部分农田缺乏良好的排水系统, 造成土

壤盐渍化。盐渍化的发展使耕地和林地逐步丧失了生

产能力, 最终导致土地的荒漠化。

3　荒漠化防治需要思路和制度创新

3. 1　以往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恢复成效不显著的原因

以往的荒漠化治理措施, 只考虑到单一的自然因

素, 没有把区域内一部分土地的种草种树与该区域内

另一部分土地承载力的大幅度跃升协调起来, 导致通

过种草种树治理荒漠化的整体效果并不明显[6 ]。

其次, 诸如“围栏封育”等划区轮牧的做法, 本身

没有把区域内的人畜压力释放出去, 这就必然造成围

育起来的地方荒漠化趋势得到控制, 而没有围起来的

地方, 由于人畜压力的加大, 而使植被破坏更加严重,

势必造成荒漠化的继续加剧。

最后, 荒漠化治理措施单一, 各种措施的集成度

不够, 提高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率的行动迟缓, 生

产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滞后于人口增长和人类对

环境索取要求的增长。在治理的总体思路上, 没有把

荒漠化地区作为一个生态经济系统来对待。治理过程

缺乏把统一规划和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科学行动。

3. 2　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恢复的思路创新与制度创新

从以上分析可知, 荒漠化扩展的内在动因是人口

对土地的压力过大, 以及生产经营方式落后、资源利

用率低和过度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的破坏, 因此, 荒漠

化防治就应该从改变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资源

的利用率和改善人类的经济活动入手, 提高土地的承

载力, 减缓和消除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有鉴于此, 西北

地区荒漠化治理的思路创新和对策制定应该重视如

下方面。

(1) 针对西北地区荒漠化加速扩展的实际和荒

漠化治理的艰巨性, 荒漠化防治应从以往的突出以治

理为主转移到以保护为主, 确立治理与保护相结合的

指导方针。西北地区生态系统脆弱, 破坏容易, 治理艰

难, 在以往的生态建设中, 虽也提倡保护, 但从指导思

想到具体工作安排都是强调治理, 对保护一般号召

多, 真抓实干少, 其结果是仅有少数地区生态环境治

理取得明显成效, 大多数地区仍遭受各种人为破坏,

而且面积越来越大, 程度愈来愈严重, 即使治理成效

明显的地区, 由于保护措施不力, 又回复到原有的状

态, 使生态环境反而更趋恶化。所以, 西北地区荒漠化

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要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 保护的重

点应放在荒漠化潜在区和已治理区上。

(2) 建设节水型社会,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内

陆河流域水资源的稳定性, 决定了水资源利用率与其

所能承载的绿洲面积的正相关关系。建立节水型社会

的核心是根据市场机制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建立水价

和水资源费的形成机制, 引入水权管理的配套制度,

依此作为水资源管理的主要经济杠杆, 利用反馈作用

引导社会调整用水结构和数量, 建立水资源集约化高

效利用的社会体系。

(3) 建立按流域进行水资源统筹规划的分配管

理体制。按流域分配管理水资源, 一方面应将一个流

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 对流域水资源进行多目

标的配置和规划, 统筹考虑流域上、中、下游的经济利

益和用水关系, 另一方面应重视生态用水, 尤其是下

游的生态用水, 实施以水确定耕地规模和发展规模。

这项工作由于涉及流域不同群体的利益, 工作难度较

大, 为避免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 首先应该用科学的

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 界定水权。

(4) 应重点解决好荒漠化潜在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问题, 提高其土地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承载力。这

类地区一般是“人地关系”比较紧张的地区, 要遏制潜

在的荒漠化转变为现实, 根本的出路是在解决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问题上, 通过高新技术的应用和全社会的

科技进步,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单位面积土地的承载

力, 增加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 并通过推动区域农业

产业化和工业化, 促使人口压力从农业内部向工业和

第三产业转移, 使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得以释放, 从根

本上消除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

(5) 应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荒

漠化防治的基本策略。尽管西北地区是全国人口密度

最小的地区, 但只有 1ö3 左右的面积比较适合人类居

住, 与西北地区的土地承载力相比, 人口密度已严重

超过国际上建议的警戒线, 人口密度过大、人口增长

过快和人口素质低下已成为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矛盾

紧张的主要方面。所以, 坚定不移地实行计划生育国

策, 和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就成为西北地

区荒漠化防治的根本措施。

(6) 加强荒漠化防治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除了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外, 激励机制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方面。激励机制的建立应非常重视优惠政策的制定和

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在政策上应该把防治荒漠

化的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同产业开发结合起来, 增加工

程建设中的开发任务, 对产业开发进行倾斜, 同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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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资金、税收优惠的基础上, 界定和落实荒漠化治

理成果的权属, 鼓励各类群体和个人承包治理和开发

荒漠化土地, 实行谁建设谁受益的政策, 允许继承、转

让、拍卖治理好的荒漠化土地。

在生态效益补偿上, 为了补偿生态公益经营者付

出的投入, 合理调整生态公益经营者与社会受益者之

间的利益关系, 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对使用已经

治理好的荒漠化土地以及从荒漠化治理生态工程中

受益的单位和个人按一定比例征收生态效益补偿金,

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者除应支付罚款和缴纳补偿金外,

还应负责恢复已破坏的生态环境[6 ]。只有这样才能调

动不同群体和个人治理荒漠化的积极性, 并使治理成

效得以长久保持。

4　荒漠化防治与生态恢复中需要重视

和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恢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反思 50 a 多来我国荒漠化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

是 1999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北地区

退耕还林 (草)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由于荒漠化防治

中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没有

得到有效解决, 荒漠化防治的成效受到很大影响。所

以, 研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显得重要而迫切。

4. 1　关于推动荒漠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缓解和逐

步消除人口压力

在荒漠化潜在区和治理区,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

何把巨大的人口压力释放出来, 从根本上消除导致土

地荒漠化的人为因素。这一问题的解决又依赖于以下

问题的解决: 优化配置农业自然资源, 发展具有比较

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益; 围绕资

源特色培植区域支柱产业, 包括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

和工业, 推进区域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拓展

人力资源容量较大的第三产业。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

有助于促进人口压力从农业内部向农业外部转移, 从

根本上减轻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

题, 也是生态问题, 同时也是科技问题, 需要多学科联

合协作、各方面密切配合、社会多层面扶持才能奏效。

4. 2　关于荒漠化防治的法律、政策体系建设

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是生态环境恢

复的直接承担者, 要保证荒漠化治理顺利实施并使治

理成果得以长久保持, 须建立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恢

复与管理的配套法律、政策体系以及利益驱动、激励

机制, 明确治理者、收益者的责、权、利关系, 但目前这

些方面尚存在许多空白, 需要进一步完善。

4. 3　西北地区环境演变、植被变迁与生态恢复规划

搞清楚西北地区环境演变、植被变迁历史及发展

趋势, 对于荒漠区人工生态恢复和相关战略决策具有

重要意义[8 ]。应深入研究在现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

件下, 西北地区生态恢复的范围, 整体的生态恢复规

划, 不同自然区域、不同尺度的分类实施方案, 不同区

域生态恢复的目标和恢复的标准, 对该地区荒漠化防

治中坚持实事求是, 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以及调整

整体与局部关系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4. 4　关于不同区域水资源承载力与生态恢复的植被

覆盖类型布局

西北地区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 降水稀

少。所以, 应认真研究适宜不同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

植被群落类型, 并对不同区域的植被类型、结构、布

局、规模进行科学的规划, 为大范围的植被恢复提供

理论上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因地制宜, 宜草则

草、宜灌则灌、宜林则林, 取得好的植被恢复成效, 克

服以往在生态环境建设中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刀切地

植树造林, 不仅达不到植被恢复的目的, 而且造成人

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4. 5　关于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重点技术研究储备

大规模的荒漠化治理与生态恢复涉及植被建设

的一系列技术问题, 需要进行技术攻关加以解决。如

植被群落的物种选择与搭配; 抗逆性强的优良林灌草

新品种; 优良树种、草种的繁育及栽培技术体系; 节

水、抗旱造林技术等。这些技术问题的突破对生态环

境建设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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