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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里木盆地气候极端干旱 , 生态环境脆弱。分析了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为沙漠化 、土

地盐渍化和植被退化。提出建设多层次 、全方位的生态防护体系 , 是改善南疆生态环境 , 实现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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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cology Protection System Around Oasis in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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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arim river basin , the climate is ex tremely arid and the ecologic environment is fragile.We analyzed

the main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area , which are desertification , soil salinization , and vegetation de-

generation.Building the ecology protection system of multi-level and all direction is the guarantee to improve the

eco-environment in South Xinjing Region ,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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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南疆地区的各绿洲以串珠状 、环状镶嵌分布

在塔里木盆地周边 ,是南疆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基

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类活动的加剧 ,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不断干预和影响 ,沙漠化 、盐渍化

日益威胁着绿洲的稳定和安全 。因此 ,构筑绿洲生态

防护体系 ,遏止荒漠化发展的趋势 ,保证区域内的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

1　自然概况

南疆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和昆仑山之间 ,四周高

山环抱 ,包括周边山区总面积 1.05×106 km2 ,占新疆

总面积的 63%。盆地面积 5.30×105 km2 ,盆地中心

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 3.38×105 km2 ,山前平原和绿

洲仅 1.92×10
5
km

2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巴音郭勒 、

阿克苏 、喀什 、和田等 5地洲及生产建设兵团的 4个

农业师 。塔里木河流域由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

天山 、帕米尔高原 、喀拉昆仑山 、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向

心聚流的 9大水系 ,即开都河与孔雀河水系 ,迪那河

水系 、渭干河与库车河水系 、阿克苏河水系 、喀什噶尔

河水系 、叶尔羌河水系 、和田河水系 、克里雅河水系和

车尔臣河水系组成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3.98×10
10

m3 ,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 。

塔里木盆地气候干燥 、干旱少雨 ,冬季严寒 ,昼夜

温差大 ,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 50 mm ,自

由水面蒸发量约 1 600 ～ 2 000mm 。生态类型主要有

林地 、草地 、荒漠 、人工绿洲及水域和湿地 。其气候特

征和环状—辐状分布的水系决定了其特有的沙漠 —

荒漠戈壁—绿洲生态景观 ,也决定了区域绿洲是灌溉

绿洲 ,以纵横阡陌的灌溉水渠为纽带形成片状分布的

人工绿洲镶嵌在大范围荒漠草地 、戈壁沙漠和沿河廊

道分布的天然绿洲中 。人工 、自然 、自然水域湿地和

荒漠生态系统构成了塔里木盆地相互依存和相互作

用的完整生态系统 ,维护这个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

对维护绿洲的生态平衡和实现南疆地区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　塔里木盆地内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绿洲是干旱荒漠环境中通过人为有目的性的活

动改变干旱区有限的水资源分布与分配 ,而形成的适

合于人类居住 、生产与生活的地域单元。在绿洲内部



由于普遍栽培农作物和林木 ,使绿洲呈现于荒漠景观

相异的绿色景观 ,成为生命和生机的象征。由于荒漠

与绿洲景观的强烈分异 ,它存在着荒漠化与绿洲化进

程的对立与转化 ,特别使在绿洲与荒漠交错地带更是

这种对立转换的复杂过渡区域。沙漠化 、盐渍化 、绿

洲外围植被退化是绿洲面临的主要问题[ 2 ～ 3] 。

2.1　沙漠化

由于绿洲处在干旱荒漠的(特别是沙漠)包围之

中或者被沙漠所分割 ,风沙危害成为绿洲面临的最大

危害。根据朱震达先生等研究[ 4] ,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2.42×10
4
km

2
,占新疆沙漠

化土地面积的 79.34%,占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的

13.72%。其中 ,正在发展中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0.24km
2
, 强烈发展中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1.42

km2 ,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0.76 km2 ,潜在荒漠化

土地面积为 12.69 km2 。

2.2　盐渍化

绿洲面临的第二大危害是土壤次生盐渍化 ,这种

危害的普遍程度甚至超过沙化 。据统计 ,新疆盐碱土

总面积为 8.48×104 km2 ,而南疆地区就占 70%。塔

里木盆地绿洲内耕地中 , 31.1%的耕地受到盐碱危

害。其中强度盐渍化的占盐碱土耕地面积的 18%,

中度盐渍化的占 33%,轻度盐渍化的占 49%。盐渍

化耕地的 80%属于次生盐渍化 。土壤盐渍化恶化了

绿洲环境 ,影响绿洲系统内部的稳定 ,造成土地的弃

耕和肥力下降。现有耕地近 50%属于低产田[ 5] 。

2.3　绿洲外围植被退化

在绿洲与荒漠之间普遍存在一过渡带 ,往往是一

个由荒漠灌木林与荒漠草场组成的灌草带 ,对防止风

蚀 、阻截流沙 、维护绿洲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

受人为不合理的干预 ,特别是过牧 、樵采 ,使过渡带的

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生境极度退化 。如策勒县策勒乡

经过 30 a多的樵采 ,其西北大约 100 km2范围内的沙

区 ,80%的固沙植被已被破坏 ,现仅保存 27 km2 左

右 ,原绿洲北部的柽柳灌丛带已向北退缩了 10 ～ 20

km 。于田西北部 1 280 km
2
的植被已有 68.3%的面

积明显退化[ 6] 。

3　绿洲生态防护体系建设

一个配置合理 、结构完善的防护林体系是绿洲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工生态绿洲的基本特

色之所在。通过建设天然荒漠植被 、人工防风固沙 、

农田防护林 、立体种植生态农业 、绿色通道 、盐渍化生

物防护系统 ,形成一个良好的保护屏障 ,保证绿洲的

生产 、生态安全(图 1)。

图 1　环塔里木盆地绿洲生态防护体系示意图

3.1　沙漠边缘自然植被的恢复 、重建

在塔里木盆地荒漠与绿洲的结合部 ,在自然条件

下 ,滋生了大面积中旱生植被 ,形成保护绿洲的自然

屏障。但由于樵采 、放牧等不合理社会经济活动 ,加

速了天然植被的瓦解 ,裸地面积迅速增加 ,又增加了

新的沙源地 。

因此 ,恢复 、重建沙漠边缘的自然植被 ,成为建立

荒漠—绿洲生态保护系统的首要环节 。自然植被恢

复 、重建 ,采取模拟自然 、辅以人工的方式 ,以促进其

发育过程。主要措施为引洪灌溉和封禁保护。

3.2　绿洲外缘防风阻沙灌木林营造

在绿洲外缘 ,分布有大面积弃荒地 ,构成距绿洲

最近的新的沙源地。弃耕地的沙源地对绿洲危害虽

最直接 ,但因距绿洲近 ,获取水源较便利 ,治理相对容

易 ,可据“先易后难 ,先近后远”原则 ,逐步布设防风阻

沙灌木林。防风阻沙灌木林树种选择的原则是:耐大

气干旱和土壤干旱 ,耐风蚀沙埋 ,繁殖容易 ,速生等 。

营建方式采取平沙开渠 、植苗 、扦插等均可。

3.3　绿洲前沿窄带式防沙林网营建

洪灌 、封育的天然植被和人工灌木林 ,能较好改

变近地层气流状况 ,防止地面起沙 ,但对高层气流仍

无能为力。为此 ,营建窄带多带式防沙林网是一种较

好的防护措施。

3.4　农田防护林建设

在大风条件下 ,风沙流虽历经草带 、灌木带 、窄带

多带式防沙林网的阻拦而有所削弱 ,但进入绿洲的气

流 ,不进行有效防护 ,在绿洲内部的沙质环境条件下 ,

有重新形成风沙流的可能 ,仍然会带来危害 。为此 ,

在绿洲内部配设防护林网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3.5　绿洲内农业立体复合经营

塔里木盆地具有充沛的光热资源和林果 、蚕桑的

有时。因此 ,在农田内 ,在毛渠内侧载植 ,如核桃 、红

枣 、巴旦杏 、白桑和石榴等经济树种 ,田间可套种棉

花 、小麦 、苜蓿等种植作物 。此种立体栽培模式 ,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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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森林覆盖率提高 6%～ 10%,进一步优化农田生

态环境 ,提高叶面积指数和水土资源的利用率 。

3.6　城镇 、农村居民点 、道路绿化

城镇 、农村居民点绿化 ,要从适应性 、实用功能 、

观赏性等方面考虑 ,不仅起防护的作用 ,而且美化当

地环境 ,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道路绿化 ,由于其立

地条件变化大 ,有的地段有较好的土壤 ,也有干旱炎

热的沙漠 ,在栽培种植时应因地制宜 ,选择适宜的树

种 ,并辅以科学的管理方式。

塔里木盆地自然环境条件恶劣 ,绿洲受干旱 、风

沙等自然灾害的威胁 。而新疆南疆的各族人民正繁

衍 、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绿洲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建立科学有效的生态防护体系 ,多层次 、全方位的保

护绿洲的稳定和可持续 ,对振兴当地经济 ,改善人民

生活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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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生产中实施这一措施 ,不但在技术上要

可行 ,而且在成本投入 、经济收入以及不妨碍承包户

的土地公平分配上都要可行 。为此 ,我们研究出“垄

向区田”保持水土措施 , 并研制了配套机具———

1QD —3型垄向区田筑挡机(附图 13)。

表 1　宾县坡耕地调查

地 点
总垄长/

m

占垄长比例/ %

横坡 顺坡

地块

面积/
hm2

自然坡度/
(°)

横坡　 顺坡　
侵蚀沟

汇水面积/
hm2

有无

断垄

有无

倾头地

南阳屯 590 61.02 38.98 18.03 1.5 1.0 1.5 8.8 √ √

新生屯 780 62.82 37.18 27.28 3.0 , 4.0 , 5.5 , 7.5 2.0 , 3.0 4.0 , 5.5 — √ √

吴家屯 3 290 69.91 30.09 110.85
2.0 , 3.0 , 1.5 , 4.0 ,
3.5

1.5 , 2.0 ,
3.0

3.5 , 4.0 6.2 √ √

王富屯 1 170 0.00 100.00 36.12 4.0 , 4.5 , 5.0 —
4.0 , 4.5 ,
5.0

43.0 — —

解放屯 1 210 45.45 54.55 45.71 3.0 , 3.5 , 4.5 1.5 2.0 — √ √

刘家窖屯 2 120 87.76 12.74 114.60 1.5 , 3.5 , 4.5 1.5 , 3.5 4.5 4.10 √ √
　　注:√号表示存在此问题。

　　这项措施根据横坡垄或顺坡垄的垄向坡度决定

土挡距离 。以土挡和垄台在垄沟中构成的浅穴 ,以拦

蓄就地降落的雨水(附图 14),使其在横坡垄 、顺坡垄

或在横顺垄并存的坡耕地上的径流长度不超过 0.7

～ 3m 。通过人工模拟降雨试验 ,在 3.6 mm/min 大

暴雨条件下 ,如 2°坡最佳挡距可承受 15 min ,拦蓄雨

量 45mm 。同时筑挡作业与中耕作业结合 ,几乎不花

费成本 ,当年作物可增产 10%～ 30%。在当年无短

历时大雨 ,或在近平川地上 ,因筑有土挡栏蓄降雨 ,使

作物每个植株都能获得同样多的雨水 , 也可增产

10%或 10%以上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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