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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由 1989, 2000 和 2005 年 3 期 T M 卫星遥感影像生成的沙漠化土地类型数据,应用 GIS 空间

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这 3 个时期皮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状况以及 1989) 2000 年间和 2000)

2005 年间两个时段沙漠化土地的变化,揭示了研究区两个时段内沙漠化土地变化幅度、速度及空间转化方

向,阐明了该区沙漠化土地的变化特点。研究表明, 该区域严重沙漠化土地和非沙漠化土地均呈增加趋

势,前者增幅大于后者增幅, 沙漠化土地总体上在向劣变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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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ing T M satellite image data in 1989, 2000, and 2005 as remote sensing informat ion sour ce, dy-

namic changes of sandy desert ificat ion in Pishan area of Xinjiang during 1989 ) 2000 and 2000 ) 2005 are ana-

lyzed by establishing a scient ific system to classify the types of sandy deser tif icat ion land, calculat ing the ar e-

as of these lands in dif ferent years and examining the conver sions among these types o f land during the per-i

ods. T he features of the range, speed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v ar ious types of sandy desert if ication land ar e

revealed. T he evolut ion char acteristics of sandy desert ificat ion land in the area are also clar if ied. Result

show s that in P ishan ar ea, the areas of severe sandy desert if ication land and non-desert ificat ion land ar e all

increasing, y et the increment of the fo rmer is g reater than that o f the lat ter and sandy deser tif icat ion is st ill

rapidly prog 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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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我国沙漠化危害最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 也是新疆沙漠化防治的最重点区域,

准确掌握这一区域的沙漠化动态, 对于做好这一区域

的沙漠化防治工作意义重大。皮山县位于这一区域,

该县是和田地区遭受沙埋最为严重的 3 个县区之

一[ 1]。与历史上我国西北地区许多绿洲的沙漠化原

因多是因水源丧失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等变化[ 2]

及干旱的气候等所致一样,皮山县境内的多处城镇遗

址也多是由于河流改道使水源丧失而废弃进而沙漠

化。唐代时皮山境内虽已有沙漠,但交通沿线仍以固

定沙堆为主 [ 3]。到了近代,皮山的沙漠化已愈来愈严

重。目前, 该县沙漠面积已占到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40. 08%, 耕地、林地、沙漠面积的比例为 1 B 0. 4 B

50. 7,该县 15个乡镇 2. 79 @ 104 hm2 耕地被沙漠、戈壁

分割成互不相联的 53块绿洲, 散布在东西长达 145

km的狭长地带。靠近皮山的低矮沙丘和活化沙丘,



每年前移速度达 10 m,绿洲西南前沿戈壁上高度 1 m

左右的小沙丘年移动速度更达 20 m 以上,是塔克拉玛

干沙漠沙丘年移动速度最为快速的地区之一[ 4]。

沙漠化土地动态监测是目前沙漠化研究的主要

内容之一,在理论、方法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 5]。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

已成为研究沙漠化土地现状和时空演化规律最有效

的手段[ 6-9]。本研究拟通过对不同时期遥感影像的处

理和分析,定位、定量、定性地分析和显示前后两个时

段内土地沙漠化类型动态变化,探明 20世纪 80年代

末至 21世纪初这 16 a 间皮山地区沙漠化的发展变

化状况,以期为相关的科研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及方法

1. 1  研究区范围

研究区位于皮山县境中部的一片近矩形区域,包

括了该县位于沙漠边缘的所有绿洲、北侧的部分沙

漠、南侧的部分山前戈壁以及位于戈壁地带的部分绿

洲,总面积约 9 865 km
2
。

1. 2  遥感信息提取
根据瞬时状态下最大限度地使图像上尽可能丰

富地反映地表信息的原则,秋季应为沙漠化土地检测

的最佳 TM 数据获取季相
[ 8]
。因此采用覆盖研究区

的 1989年 10月、2000年 10月、2005年 10月成像的

TM 影像数据, 同时收集了皮山地区的土地利用及地

形图资料。以 1B 10万地形图为基准,采用 2次多项

式和最近邻域插值法进行不同时期图像配准和几何

纠正。

目前,利用遥感技术提取土地沙漠化信息多以目

视解译为主
[ 9]
。本研究在 ArcGIS系统支持下,在监督

分类、非监督分类和计算 NDVI值的基础上,以目视解

译为主,根据荒漠、绿洲在遥感图像上的色调、形状、大

小及纹理等影像特征,进行沙漠化土地信息提取。

1. 3  沙漠化土地分类体系
沙漠化土地分类体系采用的分类方法主要有成因

分类、强度分类和微地貌分类, 目前以采用植被覆盖

度、裸沙占地百分比和土壤质地为评价指标的强度分

类方法为主
[ 10]
。本研究在遥感信息提取的基础上,根

据土地沙漠化分级原则、土地沙漠化等级划分特征,采

用程度分类法进行分类,依据单位面积内风蚀地或流

沙面积所占百分比、地表植被覆盖度,以及皮山附近风

沙活动的强度、地貌特征,同时考虑土地质量及其它综

合因素,将皮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分为 5种类型(表

1)。根据遥感影像提取的土地利用类型并结合沙漠

化土地分类体系,获得 3期沙漠化土地类型数据和沙

漠化土地分布图,对结果进行比较后,得出皮山沙漠

化土地变化情况。根据实地具体情况将非沙漠化土

地分为非沙漠化土地 Ñ和非沙漠化土地 Ò ,其中非沙

漠化土地 I包括高覆盖度草地和林地、耕地、建设用

地、水域,非沙漠化土地 Ò 包括戈壁和山地。

表 1  土地沙漠化类型划分体系

类 型 植被覆盖度/ %
风蚀地或流沙面积占

该区面积的百分比/ %
描 述

非沙漠化土地( A )
一般较高,视土地利用

状况而定
无 以耕地、水域、高覆盖度草地、林地为主

潜在沙漠化土地( B) > 50 < 5 以中覆盖度草地、林地为主, 灌丛沙堆、沙垄偶有出现

正在发展沙漠化

土地( C)
30~ 50 5~ 25

以低覆盖度草地、林地为及半固定沙丘(地)为主, 灌丛

沙堆、沙垄交替出现

强烈沙漠化土地( D) 10~ 30 25~ 50 以半流动沙丘(地)为主

严重沙漠化土地( E) < 5 > 50 以流动沙丘(地)为主

2  结果与讨论

2. 1  沙漠化土地变化幅度分析

通过对沙漠化土地类型变化的分析, 可了解沙漠

化土地及其结构的总的发展变化态势。对监测区 3

期影像数据( 1989, 2000 和 2005年)进行解译, 可以

获得监测区 3期各类沙漠化土地分布图。

从分布图中可以得出(表 2) , 监测区的严重沙漠

化土地所占比例最大, 3期数据中严重沙漠化土地占

总监测面积的比率呈上升趋势, 分别为 63. 73% ,

64. 73% , 67. 02%; 两个时段中, 2000 ) 2005 年增长

速度较大;非沙漠化土地 Ñ面积也呈明显增加趋势,

1989, 2000 和 2005 年其面积分别占总监测面积的

4% , 4. 58%和 5. 19% ;两个时段中, 2000 ) 2005年增

长的幅度较大。

从表 3中可看出 3 个年份非沙漠化土地 Ñ中耕
地均占到 72% 以上, 且随时间的变化呈增加趋势,

1989, 2000和 2005年耕地占非沙漠化土地 Ñ的面积

比率分别为 72. 66% , 82. 61%和 84. 9%。其它非沙

漠化土地除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外都呈减少趋势,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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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草地等其它地类是耕地面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

因。非沙漠化土地 Ò 中变化最大的为戈壁, 3 个时期

戈壁面积呈减少趋势, 1989, 2000 和 2005年戈壁占

非沙漠化土地 Ò 的面积比率分别为 82. 89% ,

82. 73%和 82. 5%。潜在沙漠化土地、正在发展沙漠

化土地及强烈沙漠化土地面积从 1989 年至 2005 年

都呈减少趋势, 分别从 1989 年的 1. 45% , 2. 27%和

6. 57%减少至 2000年的 1. 02%, 2. 14%和 5. 75%以

及 2005年的 0. 94% , 1. 76%和 3. 6% ; 两个时段中,

2000 ) 2005年后两种类型面积减少幅度均较大。

表 2  1989 ) 2005 年皮山地区土地沙漠化类型分类面积及年变化率

年份 项 目
非沙漠化

土地Ñ
非沙漠化

土地 Ò
潜在沙漠化

土地

正在发展

沙漠化土地

强烈沙漠化

土地

严重沙漠化

土地
总面积

1989
面积/ hm2 39 504. 09 216 833. 21 14 322. 56 22 374. 47 64 821. 84 628 645. 55 986 501. 72

所占比例/ % 4. 00 21. 98 1. 45 2. 27 6. 57 63. 73 100. 00

2000
面积/ hm2 45 208. 58 214 851. 82 10 076. 08 21 104. 86 56 701. 46 638 558. 92 986 501. 72

所占比例/ % 4. 58 21. 78 1. 02 2. 14 5. 75 64. 73 100. 00

2005
面积/ hm2 51 231. 21 212 001. 12 9 304. 53 17 310. 35 35 509. 47 661 145. 04 986 501. 72

所占比例/ % 5. 19 21. 49 0. 94 1. 76 3. 60 67. 02 100. 00

1989)

2000 

面积变化/ hm2 5 704. 49 - 1 981. 40 - 4246. 48 - 1 269. 61 - 8 120. 38 9913. 37

年变化率 1. 31 - 0. 08 - 2. 70 - 0. 52 - 1. 14 0. 14

2000)

2005 

面积变化/ hm2 6 022. 63 - 2 850. 70 - 772 - 3 794. 51 - 21 191. 99 22 586. 12

年变化率/ % 2. 66 - 0. 27 - 1. 53 - 3. 60 - 7. 47 0. 71

表 3 1989 ) 2005 年皮山地区非沙漠化土地面积

土地类型    
1989 年

面积/ hm2 比例/ %

2000年

面积/ hm2 比例/ %

2005年

面积/ hm2 比例/ %

非沙

漠化

土地

Ñ

高覆盖度草地、林地 6 821. 84 17. 27 5 504. 17 12. 18 5 093. 12 9. 94

耕 地 28 702. 73 72. 66 37 344. 62 82. 61 43 496. 85 84. 90

建设用地 332. 72 0. 84 498. 52 1. 10 849. 57 1. 66

水 域 3 646. 80 9. 23 1 862. 27 4. 12 1 791. 67 3. 50

合 计 39 504. 09 45 208. 58 51 231. 21

非沙  
漠化  
土地 Ò

戈 壁 179 722. 98 82. 89 177 741. 59 82. 73 174 890. 87 82. 5

山 地 37 110. 23 17. 11 37 110. 23 17. 27 37 110. 25 17. 5

合 计 216 833. 21 100 214 851. 82 100. 00 212 001. 12 100. 0

2. 2  沙漠化土地动态度分析

  单一类型土地利用动态度表现了某研究区在一

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

况[ 11] , 可以定量描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及变

化中的类型差异,其表达式为:

R=
U b- Us

U a
@ 1
T

@ 100% ( 1)

式中: R ) ) ) 研究时段内某一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的年

变化率; Ua , U b ) ) ) 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一种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T ) ) ) 研究时段长。

土地利用动态度可用来描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速

度[ 12] ,它对比较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和预测未来

土地利用变化趋势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 12-15]

。沙漠化土

地动态度数据的获取可根据 3期沙漠化土地分类图相

互叠加的结果图及土地利用动态度公式获得, 根据( 1)

式计算出皮山沙漠化土地动态度(表 2)。

由表 2可知, 1989 ) 2000年, 5种类型的沙漠化

土地面积变化均较大,其中非沙漠化土地 I及严重沙

漠化土地面积均有所增加,其它几种类型的土地面积

均有所减少。面积变化最大的为严重沙漠化土地, 强

烈沙漠化土地次之, 变化最小的为非沙漠化土地 Ò ;

2000 ) 2005年间,土地变化以非沙漠化土地 Ñ、正在

发展沙漠化、强烈沙漠化、严重沙漠化和非沙漠化土

地 Ò 的变化为主, 变化最大的为严重沙漠化土地, 强

烈沙漠化土地次之,变化最小的为潜在沙漠化土地。

从年变化率上来看, 1989 ) 2000年期间非沙漠

化土地 I和严重沙漠化土地呈正增长, 其它类型沙漠

化土地均呈负增长,其中变化率最大的为潜在沙漠化

土地,最小的为非沙漠化土地 Ò ; 2000 ) 2005 年, 非

沙漠化土地 I和严重沙漠化土地呈正增长,其它类型

沙漠化土地均呈负增长,其中变化率最大的为非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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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地Ñ ,最小的为非沙漠化土地 Ò 。

从整体来看,非沙漠化土地 Ñ和严重沙漠化土地
呈持续增长趋势,其它类型土地均呈减少趋势。从年

变化率上看, 非沙漠化土地 Ñ 和严重沙漠化土地在

1989 ) 2000年间的变化率相对小于 2000 ) 2005年。

其它类型土地变化率均呈负值, 除潜在沙漠化土地

外,其它类型土地在 1989 ) 2000年间的变化率均相

对小于 2000 ) 2005年, 即 2000 ) 2005年间, 这些类

型的土地面积减少幅度较大,其中非沙漠化土地 Ñ面

积的增长主要为耕地面积的增加。

2. 3  沙漠化土地转移矩阵分析
沙漠化土地变化转移矩阵可分析沙漠化土地的

内在变化,将皮山 3期沙漠化土地分类图进行两个时

段的叠加即 1989年与 2000年, 2000年与 2005 年分

别进行叠加,并对研究区各沙漠化土地类型之间的相

互转移进行分析,可以更详细地说明研究区沙漠化土

地变化的过程及流向。表 4 ) 5 分别为 1989 ) 2000

年和 2000 ) 2005年研究区沙漠化土地转移矩阵。

表 4 1989) 2000年皮山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转移矩阵

项 目

2000 年

非沙漠化

土地Ñ

潜在沙漠

化土地

正在发展沙

漠化土地

强烈沙漠

化土地

严重沙漠

化土地

非沙漠

化土地 Ò

1989合计

(占有率% )

1
9
8
9
年

非沙漠化

土地Ñ  

A 36 216. 22 1 551. 07 1 153. 06 320. 59 263. 15 0. 00

B 91. 68 3. 93 2. 92 0. 81 0. 67 0. 00

C 80. 11 15. 39 5. 46 0. 57 0. 04 0. 00

39 504. 09

( 4% )

非沙漠化

土地 Ò  

A 973. 89 0. 00 0. 00 146. 36 861. 14 214 851. 83

B 0. 45 0. 00 0. 00 0. 07 0. 40 99. 09

C 2. 15 0. 00 0. 00 0. 26 0. 13 100. 00

216 833. 21

( 21. 98% )

潜在沙漠化

土地    

A 3 374. 58 5 472. 75 2 441. 54 2 535. 93 497. 76 0. 00

B 23. 56 38. 21 17. 05 17. 71 3. 48 0. 00

C 7. 46 54. 31 11. 57 4. 47 0. 08 0. 00

14 322. 56

( 1. 45% )

正在发展沙

漠化土地  

A 873. 41 1 735. 96 9 157. 86 8 195. 22 2412. 02 0. 00

B 3. 90 7. 76 40. 93 36. 63 10. 78 0. 00

C 1. 93 17. 23 43. 39 14. 45 0. 38 0. 00

22 374. 47

( 2. 27% )

强烈沙漠

化土地  

A 2 747. 44 931. 05 5 571. 60 33 513. 74 22058. 01 0. 00

B 4. 24 1. 44 8. 60 51. 70 34. 03 0. 00

C 6. 08 9. 24 26. 40 59. 11 3. 45 0. 00

64 821. 84

( 6. 57% )

严重沙漠

化土地  

A 1 023. 04 385. 25 2 780. 80 11 989. 62 612466. 84 0. 00

B 0. 16 0. 06 0. 44 1. 91 97. 43 0. 00

C 2. 26 3. 82 13. 18 21. 15 95. 91 0. 00

628 645. 55

( 63. 72% )

2000合计 45 208. 58 10 076. 08 21 104. 86 56 701. 46 638558. 92 214851. 8 986 501. 72

占有率/ % 4. 58 1. 02 2. 14 5. 75 64. 73 21. 78 100

变化率/ % 14. 44 - 29. 65 - 5. 67 - 12. 53 1. 58 - 0. 91

  注:面积单位为: hm2 ; A 值为 1989年沙漠化土地类型转化为 2000年的各类型的面积; B值表示该转出面积所占该类型土地 1989年总面积

的比例; C值表示该转出面积所占该类型土地 2000年总面积的比例;行、列的合计分别表示 K 时期和K + 1时期各种沙漠化土地类型的面积及

其占总面积的比例; 变化率表示K + 1时期各沙漠化土地类型项对于 K 时期的变化程度。

  通过对表 2 ) 5的分析可知, 皮山县沙漠化土地

在 1989 ) 2005年间的变化特点。

( 1) 严重沙漠化土地明显增加。监测区各时期

占优势的为严重沙漠化土地, 整体呈持续增加的趋

势, 且后一时段增长幅度大于前一时段, 1989 ) 2000

年间面积增加 1% ,而 2000 ) 2005年间增加 2. 29%。

两个时段的年变化率分别为 0. 14% 和 1. 71%, 增加

的来源均主要为: 强烈沙漠化土地13. 45% ( 1989 )

2000) , 4. 50%( 2000 ) 2005) 2和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

10. 38% ( 1989 ) 2000) , 0. 54% ( 2000 ) 2005) 2, 其中

2000 ) 2005年间增长的幅度较大。

非沙漠化土地 Ò 在监测区面积中占 21%以上,在

监测时段内呈减少趋势,减少的去向在两个时段均主

要为:非沙漠化土地Ñ 10. 45% ( 1989 ) 2000) , 0. 64%

( 2000 ) 2005) 2和严重沙漠化土地10. 40% ( 1989 )

2000) , 0. 57% ( 2000 ) 2005) 2。其中非沙漠化土地 Ò
主要转为非沙漠化土地 Ñ中的耕地,而非沙漠化土地

Ò 面积的减少主要为戈壁的减少。

( 2) 非沙漠化土地Ñ在监测时间段内呈持续增加的

趋势,增幅在后一时段较大。年变率在两个时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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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 31%和2. 66%, 1989 ) 2000年间面积增加0. 58%,

2000 ) 2005年间增加 0. 61% ,其中 1989 ) 2000年期间

增加的来源为潜在沙漠化土地( 7. 46%)、强烈沙漠化土

地( 6. 08%) , 2000 ) 2005年期间增加的来源较为均衡,

为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 3. 81% )、严重沙漠化土地

( 3. 73% )和潜在沙漠化土地( 3. 23%) ,主要转为非沙漠

化土地 I中的耕地和建设用地。

( 3) 潜在沙漠化土地面积在监测时段内呈减少

趋势,年变率在两个时段分别为- 2. 7%和- 1. 53%。

面积在 1989 ) 2000年间减少 0. 43%, 在 2000 ) 2005

年间减少 0. 08% ,主要去向在 1989 ) 2000年间为: 非

沙漠化土地Ñ ( 23. 56%)、强烈沙漠化土地( 17. 71% )

和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 17. 05% ) , 在 2000 ) 2005年

间为:非沙漠化土地 Ñ ( 16. 45% )、强烈沙漠化土地

( 19. 53% ) ,其中潜在沙漠化土地转为非沙漠化土地

Ñ中的耕地。
( 4) 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在监测时段内呈减少

趋势,年变率在两个时期分别为- 0. 52%和- 3. 6%。

面积在 1989 ) 2000年间减少 0. 13%, 在 2000 ) 2005

年间减少 0. 38% ,主要去向在 1989 ) 2000年间为:强

烈沙 漠 化 土地 ( 36. 63%)、严 重沙 漠 化 土 地

( 10. 78% ) ,在 2000 ) 2005 年间为: 严重沙漠化土地

( 16. 82% )、强烈沙漠化土地( 14. 77%)和非沙漠化土

地Ñ ( 9. 26%) ,其中潜在沙漠化土地转为非沙漠化土

地Ñ中的耕地。

( 5) 强烈沙漠化土地在监测时段内呈减少趋势,

年变率在两个时期分别为- 1. 14%和- 7. 47%, 面积

减少幅度在 1989 ) 2000年间面积减少 0. 82% , 而在

2000 ) 2005年间减少 2. 15%, 减少的主要去向在

1989 ) 2000年间为: 严重沙漠化土地( 34. 03% )、正在

发展沙漠化土地( 8. 60%) , 在 2000 ) 2005年间为: 严

重沙漠化土地( 52. 42% )。

总体而言,沙漠化土地变化趋势是向两个方向发

展, 即向以耕地为主的人工绿洲和向严重沙漠化土地

转化为主,人工绿洲与严重沙漠化土地之间的过渡带

(潜在沙漠化、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和强烈沙漠化土

地)呈缩小趋势, 这与前人对干旱区的类似研究结果

一致
[ 16]
。

表 5 2000) 2005年皮山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转移矩阵

项 目

2005 年

非沙漠化

土地Ñ
潜在沙漠化

土地

正在发展沙

漠化土地

强烈沙漠

化土地

严重沙漠化

土地

非沙漠化

土地 Ò
2000合计

(占有率% )

2
0
0
0
年

非沙漠化

土地Ñ  

A 1 42 762. 72 1 052. 95 445. 77 477. 21 469. 93 0. 00

B1 94. 59 2. 33 0. 99 1. 06 1. 04 0. 00

C1 83. 47 11. 32 2. 58 1. 34 0. 07 0. 00

45 208. 58

( 4. 58% )

非沙漠化

土地 Ò  

A 1 1 385. 03 0. 00 0. 00 234. 00 1 231. 67 212 001. 12

B1 0. 64 0. 00 0. 00 0. 11 0. 57 98. 67

C1 2. 70 0. 00 0. 00 0. 66 0. 19 100. 00

214 851. 82

( 21. 78% )

潜在沙漠化

土地    

A 1 1 657. 08 5 110. 39 1 968. 13 832. 98 507. 50 0. 00

B1 16. 45 50. 72 19. 53 8. 27 5. 04 0. 00

C1 3. 23 54. 92 11. 37 2. 35 0. 08 0. 00

10 076. 08

( 1. 02% )

正在发展沙

漠化土地  

A 1 1 953. 26 1 824. 88 10 657. 96 3 118. 15 3 550. 61 0. 00

B1 9. 26 8. 65 50. 50 14. 77 16. 82 0. 00

C1 3. 81 19. 61 61. 57 8. 78 0. 54 0. 00

21 104. 86

( 2. 14% )

强烈沙漠化

土地    

A 1 1 561. 61 997. 10 2 363. 28 22 056. 07 29 723. 40 0. 00

B1 2. 75 1. 76 4. 17 38. 90 52. 42 0. 00

C1 3. 05 10. 72 13. 65 62. 11 4. 50 0. 00

56 701. 46

( 5. 75% )

严重沙漠

化土地  

A 1 1 911. 51 319. 21 1 875. 21 8 791. 06 625 661. 93 0. 00

B1 0. 30 0. 05 0. 29 1. 38 97. 98 0. 00

C1 3. 73 3. 43 10. 83 24. 76 94. 63 0. 00

638 558. 92

( 64. 73% )

2005合计 51 231. 21 9 304. 53 17 310. 35 35 509. 47 661 145. 04 212 001. 12 986 501. 72

占有率/ % 5. 19 0. 94 1. 75 3. 60 67. 02 21. 49 100

变化率/ % 13. 32 - 7. 66 - 17. 98 - 37. 37 3. 54 - 1. 33

  注:面积单位为: hm2 ; A1 值为 2000年沙漠化土地类型转化为 2005年的各类型的面积; B1 值表示该转出面积所占该类型土地 2000年总面

积的比例; C1 值表示该转出面积所占该类型土地 2000年总面积的比例;行、列的合计分别表示 K 时期和K + 1时期各种沙漠化土地类型的面积

及其占总面积的比例。变化率表示 K + 1时期各沙漠化土地类型项对于K 时期的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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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沙漠化土地变化动因分析

3. 1  气候变化对土地沙化的影响

皮山地区年降水量仅为 48. 2 mm, 年蒸发量达

2 450mm ,干燥度为 14. 3, 属极端干旱荒漠气候
[ 1]
,生

态环境十分脆弱。近40 a来,皮山地区年均气温呈上

升趋势,降水量也呈增加趋势[ 17-18]。从研究区沙漠化

分布态势可以得出, 监测区的绿洲面积呈增加趋势而

整体生态环境则表现为全面退化。可见,气候变化不

是监测时段内监测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

3. 2  人为因素对土地沙化的影响

人口及牲畜数量在监测时段内的不断增加 (表

6) ,促使人们不断新开荒地和加大荒漠草场利用强

度,生态用水被不断挤占和压缩, 环境压力持续增大,

荒漠植被因滥垦、过牧、过樵或水源减少而遭受破坏

或退化,导致土地沙漠化持续发展。

表 6 皮山县人畜数量变化情况

年份
总人口/

万人

乡村人口/

万人

牲畜存栏/

万头

绵羊/

万头

1989 17. 93 14. 04 39. 00 31. 33

2000 21. 46 18. 71 39. 88 33. 21

2005 23. 14 18. 48 46. 27 38. 06

  注:表中数据引自 1990, 2001, 2006年5新疆统计年鉴6 (中国统计

出版社)。

  总体而言, 皮山地区土地沙漠化程度的加剧是在

极端干旱的自然背景下, 主要由于人口压力和人类不

合理行为的增加造成沙漠与绿洲之间过渡带荒漠植

被遭受破坏所致。

4  结论

( 1) 监测区绿洲和严重沙漠化土地扩大, 两者之

间的过渡带面积逐渐缩小。严重沙漠化土地与以耕

地为主的人工绿洲(非沙漠化土地Ñ )面积增加明显,

且在研究的后一时段增加的面积及速率均大于前一

时段。过渡带在两个研究时段均呈减少趋势, 且在第

二个时段除潜在沙漠化土地外, 其它类型土地减少的

比率较前一时段大。

( 2) 监测区沙漠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严重沙漠

化土地面积增加明显,除沙漠化土地 Ñ以耕地增加为
主外,其它沙漠化土地类型均呈减少趋势。强烈沙漠

化和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主要转移方向为严重沙漠

化土地。非沙漠化土地 I 在研究时段内虽然有所增

加, 其占监测区面积的比率从 4%增加至 5. 19% , 但

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的占比则从 63. 73% 增加至

67. 02% ,较前者的增幅多 2. 1%, 因此从整体而言沙

漠化土地在进一步向劣变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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