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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为由西到东逐步减少，到贺兰山东麓基本消失。

风蚀劣地(残丘)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塔

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洼地，东疆以及准噶尔盆地的

西北部等地。

沙漠大部分分布于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主要

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和宁夏等省区，从西

到东呈不连续分布，且面积逐步缩小。沙地分布于贺

兰山以东，以内蒙古自治区所占比例最大，从西到东

依次分布有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

呼伦贝尔沙地等。主要沙化土地类型自西向东呈现明显的区域差

异，东部区域由于降水量大于西部，植被盖度大于西

部，固定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占主要地位，流动沙地零

星分布于植被受人为破坏的地方。

西北干旱地区除了准噶尔盆地冬季降水稍多，植

物生长较好，大部分为半固定沙地外，其它绝大部分

沙漠以流动沙地为主。沙化耕地、露沙地面和非生物

工程治沙地由于受人为的影响比较大，无明显的空间

分布规律。

3沙化土地动态变化

3．1沙化土地动态变化状况

我国沙化土地的动态变化较为复杂，既有沙化土

地在程度上加剧和减弱的过程，也有沙化土地的扩大

和缩小，还有沙化土地不同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过

程。1994年，1999年和2004年3次监测数据表明我

国沙化土地在10 a内由1994—1999年上升趋势发展

为1999—2004年逐步下降的态势。从10 a监测周期

上分析，沙化土地总体上仍呈上升趋势。

流动沙地在3次监测中反应出逐年缩小的趋势；

半固定沙地由第1个监测期内的增加转化为第2个

监测期内的减少，总体分析呈增长态势；固定沙地面

积连续增加。

这一变化说明沙化土地在程度上呈逐年减轻的

趋势，土地生产力正逐步得到恢复和改善，但是这部

分已发生逆转的土地，其土壤的理化性质仍未发生本

质的变化，沙地的生态环境仍然十分脆弱，一旦植被

遭到破坏，流沙还会再起。

沙化耕地在第1个监测期内增加24 800 km2，在

第2个监测期内下降18 100km2，说明前一个监测期

内无序开荒活动不断增多，后一个监测期内各地开始

退耕还林工程，同时各级政府也开始规范在沙化土地

上的经营活动，有组织的沙化土地垦荒活动正逐步减

少，这一举措将有效地保护沙地不受破坏。沙化土地

主要类型面积动态变化详见表1[1，5|。

表1 沙化土地主要类型面积动态变化 1【r112

年份沙地总计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沙化耕地

3．2沙化土地动态变化区域

从我国沙化土地自然区域分布情况分析_5j，沙

化土地在10 a间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三江

源、藏南“一江两河”、黄河首曲、民勤、塔里木河下游、

黑河下游等区域。这些区域由于目前生态环境建设

滞后、资源利用不当和干旱的共同影响，生态状况继

续向恶化方向发展，尽管扩展面积不大，扩展速率趋

缓，但持续退化的环境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并对我国中东部区域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沙化土地从扩展到好转的区域主要包括浑善达

克沙地、呼伦贝尔沙地和河北坝上等地区。上述区域

通过治理工程的实施和降水量的增加，沙化土地扩展

趋势得到遏制，植被明显恢复，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上次逆转此次仍在继续逆转的地区包括科尔沁

沙地、宁夏平原、毛乌素沙地南缘等地区，表现为沙化

面积逐渐减少，植被盖度增加，生态状况不断好转。

4沙化土地动态变化态势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沙化土地平均每年增

加l 560 km2，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

增加2 100 km2。根据1994年沙化土地普查数据，从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沙化土地平均每年增加2 460

km2。1995—1999年每年以3 436 knl2的速度扩展。

2000_2004年沙化土地每年以1 283 km2的速度减

少。上述数据以1999年为分界点，在1999年之前我

国沙化土地一直处于“破坏大于治理”的增长态势，且

有不断增加之趋势。1999年至2004年沙化土地呈

逆转态势达到“治理与破坏相持”，年均减少1 283

姘，说明通过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
略，我国沙化土地整体扩展的趋势初步得到了遏制，

总体上实现了“治理与破坏相持”。按照这样的建设

速度，预计在下一个监测期内沙化土地总面积将会持

续减少，并最终达到相对稳定，实现沙区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

5相持阶段沙化土地防治对策

(1)加大《防沙治沙法》的宣传和执法力度，切实

做到依法治沙，减少并最终杜绝与法律相违背的建设

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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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推进防沙治沙建设工程，加大工程投资

监管力度。一方面要严格禁止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挪

用工程的资金，另一方面要严肃查处将工程建设资金

当作自己和小集团的“蛋糕”，消灭工程建设中的腐败

行为。

(3)对造成土地沙化的人为因素应给予重新认

识，并根据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制定相应的对策。以

往人们把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诸如滥垦、滥牧、

滥伐等，以及人口压力过大都归咎于生活于沙区农牧

民，忽视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管理者对

上述现象的视而不见，甚至是放纵和参与。正是领导

者的疏忽和失职甚至是推波助澜导致当地民众的上

述行为怕j。因此，应把人为破坏导致土地沙化的现

象与当地管理者的考核联系在一起，追究由于人为因

素造成土地沙化现象的行政管理者的责任。

(4)加快沙化建设步伐，大力发展沙区经济。我

国沙化土地绝大多数位于北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贫

穷是造成土地沙化最主要的人为因素。国家在加大

沙化土地治理投资力度的同时，应增加政策和资金的

倾斜，扶持沙区产业快速发展，改变沙区产业结构和

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使沙区人民不再以破坏沙

地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保证和提高自身的生存。只有

这样，人为破坏的现象才可能得到遏制，沙化土地逆

转的趋势才会继续。

总体分析，我国土地沙化现象得到初步遏制，沙

化土地出现逆转趋势，但从3次监测数据分析我国沙

化土地总面积在10 a内扩展了10 765 krn2，按照现在

递减速度需要8 a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94年的状态，

而50—80年代扩展的沙化土地的治理，以及大面积

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的保护、恢复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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