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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吐尔逊·哈斯木，阿迪力·吐尔干，杨家军，阿不力提甫·吾甫尔
（新疆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４６）

摘　要：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及绿色走廊的保护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整个塔

里木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野外调查资料，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从下游沙

漠化的历史和现状，土地沙漠化的发生发展，沙漠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分析

结果表明，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的发展趋势呈现“整体扩大，局部逆转”的态势，治理与破坏并存，治理

速度低于沙漠化速度，演变的结果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但以沙进人退为主，而沙漠和绿洲之

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 缩 小，防 护 功 能 持 续 减 弱，形 成 了 绿 洲 受 到 沙 漠 威 胁 的 严 峻

态势，严重影响到该区域以致整个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针对该区沙漠化现状，提出了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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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沙漠化是指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

由自然或人类因子作用下所形成的以风沙活动为主

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发生沙漠化过程的土地称为

沙漠化土地［１］。沙漠化是我国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之一，是长期制约我国中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严重危害到我国沙漠化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２１世纪实现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等经济活动而引起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变化，始终是世

界上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由于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生态环境退化现

象尤为突出。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土地沙漠化是土

地退化和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该问题始终

是倍受关注的全球性重大资源与环境问题之一。
近年来，随着塔里木河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人

口增长、资源开发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致使该流域

有限的水资源承受着过度利用、无限制开采等人为施

加的压力，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水资源短缺、河流下

游生态环境恶化、绿洲面积缩小、沙漠化土地面积扩

大的严峻局面，而且这种趋势愈来愈严重。因此，根

据最新的野外调查资料，结合该流域已有的研究文献

资料，分析了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的状况，探讨

了沙漠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初步提出了

区域可持续发展可行的措施和途径，对于今后该区域

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塔里木 河 由 卡 拉 至 台 特 马 湖 的４２８ｋｍ为 其 下

游段，大部分蜿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鲁克沙漠之

间，形成一条 宽１０～２０ｋｍ的 带 状 冲 积 平 原。研 究

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四周高山环绕，属大陆性暖温

带、极端干旱 大 陆 性 气 候，年 降 水 量３０～５０ｍｍ，河

岸主 要 由 细 沙 和 粉 沙 组 成，粒 径 小 于０．１ｍｍ 占

９０％以上。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来水充足，沿岸

胡杨、柽柳等植被生 长 茂 盛，形 成 了 宽３～１０ｋｍ［２］，
纵贯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天然“绿色走廊”，将东部的库

鲁克沙 漠 与 西 部 的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分 开。由 于 近

５０ａ来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利用

活动，改变了 流 域 水 循 环 自 然 变 化 的 时 空 格 局 和 过

程，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

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该区

生态环境改善，干流地表径流量随着从上游至中、下

游的顺序，顺河流方向越往下游径流量越少，从而加

剧了塔河下游的缺水危机，河道缩短、尾闾湖干涸，改
变了流域水文 系 统 的 整 体 性，１９７２年 英 苏 以 下 断 流

之后，植被退 化 十 分 明 显，再 加 上 超 载 放 牧、滥 挖 滥

采、毁林毁草开荒等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打破了原有

脆弱的生态平衡，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古代绿洲衰亡，
天然植被退化，同时该区干旱、多风、沙源丰富，沙漠

化普遍发生，这种变化的基本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

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

沙进人退为主，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

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小，防护功能不断减

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态势，最终产生了以

土地沙漠化为典型特征的生态问题，成为干旱区内陆

河流域生态环境退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严重影响到该

流域以致整个南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

急输水后，下游生态得到一定恢复，但是，存在的问题

依然很严重。

２　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漠化的历史和

现状

２．１　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漠化的历史

据资料，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２０ａ间塔里木河下游，除
阿拉干和考干两地平缓和起伏的流沙地以３％～７％
的速率增加之外，半固定沙地变化并不显著，一般只

有１％左 右，而 林 地 面 积 还 略 有 增 加，表 明２０世 纪

５０—７０年代间塔 里 木 河 下 游 水 源 条 件 较 好，尚 能 维

持天然胡杨和红柳林的生长条件。可是到了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年，除自然 的 原 因 之 外，人 为 破 坏 空 前 加 剧，生

态环境急剧变坏，仅５ａ时间林地面积就以４０％的速

率减小，固定和半固定沙地面积也以较高速率减小，
受过度放牧、开垦、樵采等原因的影响，下游地区土地

沙漠化程度，宏观格局上表现为绿色走廊由上段至下

段，由中间至两侧加强趋势。下游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沙漠化面积约 占５３．６％，９０年 代 初 占 到８８．６％，９０
年代后期沙 漠 化 面 积 己 经 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９５％［３］。
这一时期是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干扰最强，
使沙漠化急剧扩大的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达

到８．６×１０３　ｋｍ２，年递增约１７０ｋｍ２［４］。据我国１９５８
和１９８３年两次卫星资料统计显示，１９５８年塔里木河

流域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为７　４５６ｋｍ２，１９８３年增加

为７　８２４．４ｋｍ２，增 加 了３６８．４ｋｍ２。塔 里 木 河 上、
中、下游土地沙漠化面积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

均有所上升，１９５８年上、中、下游土地沙漠化面积分别

占土地总面积６３．８５％，６９．２３％和６３．２％；２５ａ后上、
中、下游分别增长了１１．２５％，１１．４５％和２２．０５％［５］。根
据１９７３，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０年塔里木河下游区遥感影像进

行沙漠化遥感 解 译 调 查，１９７３年 塔 里 木 河 下 游 土 地

沙漠 化 面 积８１４．６ｋｍ２，占 区 域 面 积 的２１．０８４％；

１９７３—１９９０年，塔 里 木 河 下 游 地 区 沙 漠 化 面 积 净 增

长了５５．２ｋｍ２。１９７３—２０００年流域沙漠化面积增加

了２２４．１ｋｍ２。根据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１６ａ来塔里木河

下游中段（大西海子水库至阿拉干段）土地沙漠化时

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在６　５６７．６３ｋｍ２ 的 研 究 区 域

中，１９９０年轻度沙漠化土地面积为４５５．５９ｋｍ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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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度沙漠化面积较１９９０年减少了２４０．５８ｋｍ２，年

平 均 减 少２４．０６ｋｍ２／ａ，至２００６年 增 加 至６０．６６
ｋｍ２，年平均增加２６．０７ｋｍ２／ａ。中度沙漠 化 土 地 面

积在两个时间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６年）均有不同程

度的减少，由１９９０年９２５．８１ｋｍ２，减少到２０００年的

８５１．５３ｋｍ２，年 平 均 减 少７．４３ｋｍ２／ａ；至２００６年 减

少到７１２．７９ｋｍ２，年平均减少２３．１２ｋｍ２／ａ。重度、
极重度沙漠化土地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均有增加的趋

势，其中重 度 沙 漠 化 土 地 面 积 由１９９０年 的６８６．６８
ｋｍ２，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７９９．６１ｋｍ２，１６ａ来年平均增

加７．０６ｋｍ２／ａ，其 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年 平 均 增 加

１１．３３ｋｍ２／ａ；２００６年 极 重 度 沙 漠 化 土 地 面 积 为

４　５７３．０１ｋｍ２，比１９９０年增加了４３７．９５ｋｍ２，１６ａ来

年平均增加２７．３７ｋｍ２／ａ，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极重度沙漠

化土地面积年平均增加３６．０８ｋｍ２／ａ，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增加速率有所下降，也达到了１２．８６ｋｍ２／ａ［６］。这与

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基本一致。据

预测，塔里木河流域如不加强水资源管理和采取节水

措施，按 河 水 断 流 后 土 地 沙 漠 化 的 发 展 速 率 平 均

０．２５％计，约需１００～１５０ａ沙 雅 县 以 下 就 将 全 部 沙

漠化［７］，这应该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２．２　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漠化现状

从２００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向塔里木河下游

共１３次生态输水，由于每次生态输水到达的地点、水
量、影响范围 不 一 样，沙 漠 化 也 相 应 的 发 生 了 变 化。
总的来说，生态输水后，原先引起沙漠化的一些环境

因子出现较大的变化，由此而引起沙漠化面积的减少

和程度的减轻。据计算，生态输水后地下水位上升，
沙地面积比生态输水前减少３３３．３ｈｍ２，减少沙地多

被水体和植被所代替。但是，由于有些年份水资源利

用出现严重失调，生态输水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有

些年份（２００８年）由于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塔

里木河暂停应急生态输水，由此引起了塔里木河下游

考干以下入台 特 玛 湖 近４０ｋｍ河 道 重 新 干 涸，一 度

水干沙起，河道风沙活动非常频繁，沙丘移位，侵占掩

埋已疏通的河道，下游考干至台特玛湖干涸河道两边

和台特玛湖周围 已 经 出 现 了 相 对 高 度１～１．５ｍ的

新的新月形沙丘，并且已经推进２１８国道。第１１和

第１２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后，水头成功到达

尾闾台特玛湖，地下水位已明显响应，依据布设于下

游老塔里木河道地下水监测井的地下水位监测数据

动态变化的情况，从英苏到阿拉干区间老塔里木河河

道附近地下水位对此次生态输水的响应较为明显，位
于塔河下游段的英苏Ｆ１１井地下水埋深从此次输水前

的６．６９ｍ变化到目前的４．９２ｍ，已抬升了１．７７ｍ，

博兹库勒Ｇ１２井 地 下 水 埋 深 从 此 次 输 水 前 的６．３７ｍ
变化到目前的５．５ｍ，已抬升了０．８７ｍ，有利于抑制

沙漠化的进一步发展。

３　沙漠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危害和

影响

３．１　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人类对流域有限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

了土地沙漠化的发生和发展，造成了整个塔里木河流

域，特别是 下 游 地 区 的 生 态 环 境 的 恶 化。主 要 表 现

为：（１）塔里木河上游森林带退缩，其覆盖率显著降

低，草场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保持、水源

涵养等功能明显下降，造成塔里木河流域水土流失；
（２）中 游 土 地 沙 漠 化 不 断 扩 大，沙 尘 暴 发 生 频 繁；
（３）塔里木河下游绿洲退化，河 湖 干 涸，地 下 水 位 下

降，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沙尘暴危害加剧。

３．２　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影响

社会稳定

随着沙漠化面积的扩大和程度的增强，流域下游

农田、草场等可利用土地面积愈来愈少，耕地退化弃

耕。这种现象在塔里木河下游最为典型，下游地区在

既无水源保证，又无林带防护的条件下，导致丢弃耕

地的沙漠化 现 象 也 很 严 重。据 统 计，１９６０年 塔 里 木

河下游地区播种面积为４６．２４ｋｍ２，受塔里木河来水

减少的影响，１９９３年减少为２６．４ｋｍ２，是１９６０年的

５７．６％，形成了大量的弃耕地。位于塔河下游的５个

团场的耕地面积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２．６７×１０２　ｋｍ２

减少到目 前 的１．６７×１０２　ｋｍ２，造 成 了 极 大 的 损 失，
塔河下游５个农垦团场弃耕撂 荒 约８　６００ｈｍ２ 耕 地

中，已有２　０００ｈｍ２ 被 风 沙 和 沙 丘 埋 没。耕 地 的 丧

失，环境的恶 化，导 致 人 心 思 迁，劳 力 外 流。仅１９９３
年塔里木垦区就有１　５００人外出自谋生路。与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中期相比，３５团的总人口已由９　６００人减

少到７　３２０人，已严重影响到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和社会的稳定［８］。

３．３　对流域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沙漠化给塔里木河流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塔里木河周围自然条件恶劣，风沙频繁，风沙日、风沙

灾害有增多的趋势。如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风沙灾害造成

３４团直接 经 济 损 失１．４×１０８ 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造

成３５团的经济损失达４　０００余万元［８］。１９９８年５月

４日至５月１９日发生大风和霜冻灾害，农二师塔 里

木垦区受这次大风和霜冻的影响，香梨绝收，大面积

棉 花 先 后 重 播 ４ 次，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５　０００ 多

万元［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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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驱动作用

分析

４．１　自然因素分析

４．１．１　气候因素　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新疆地区

的气候也同样存在着明显变暖、变湿的趋势，而降水

幅度增加最大的地区恰恰就是在塔里木河最主要的

源流地区之一阿克苏河流域。新疆地区自７０年代后

期所表现出来的年平均温度上升，尤其是冬季气温的

明显升高、降水量增加的趋势与全球性气候变暖的趋

势是一致的［１０］。（１）气温因素。从塔里木河各区域

的年平均气温变化来看，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

代呈逐年代递增趋势，其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年，下同）与６０年代相比，源流区的年平均气温

增高了０．４℃，上游区增高了０．５℃，中游区增高了

０．７℃，下游区增高了０．８℃。可以看出它们均存在

变暖的趋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温度最高的１０ａ，而

且越往 下 游 方 向 变 暖 趋 势 越 明 显。（２）降 水 因 素。
在塔里木河 源 流 区，年 降 水 量 由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至

９０年 代 逐 年 代 递 增，９０年 代 达 到 最 大，为１５４．９
ｍｍ。而在上、中、下游地区，年降水量逐年代递增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达到最大，９０年代有所回落，而且越

往下游回落的幅度越大。９０年代降水量与多年平均

相比，源 流 区 平 均 增 加 了３４．２％，上 游 区 增 加 了

２２．０％，中 游 区 增 加 了１５．３％，下 游 区 只 增 加 了

６．１％。与温度的增幅趋势相反，从源流区到下游区，
降水增幅逐步减小，源流区降水量增加最为明显，这

也是全疆降水增幅最大的地区，也是阿克苏源流区的

地表径流量在过去的４０ａ中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

因［１１］。在降水可 能 增 加 的 地 区 若 在 绿 洲 内 部，气 候

的这种暖湿变化将有利于植被生产力的提高。但是

在绿洲以外其变化复杂，众说不一。中国西部环境演

变评估综合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西部绿洲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出山径流可能增加，但流域蒸发加剧，土地

沙漠化速度不断加快［１２］。现代气候变化对荒漠化的

影响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气候变化

对旱地土壤、植被、水文循环的影响，使沙漠化发展速

度和强度发生变化，特别是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

等）中的降水变化起关键作用。一般认为，当气候变

干冷时，沙漠的范围即扩展，固定沙丘即向流动沙区

发展；气候变湿热时，沙漠就收缩或固定，这种变化时

间尺度及幅度都较大。沙漠化的发展和逆转则表现

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且时间也较短。在干旱荒漠气

候控制下有些年份降水和气温稍偏高，而有些年份两

者存在偏低的现象，这是气候的正常变化。研究区域

近５０ａ来降水 和 气 温 呈 波 动 性 变 化，气 候 的 波 动 毕

竟较小，现代气候条件和变化的幅度不足以造成环境

大的改变、沙漠的大幅度扩张或收缩或者大范围的活

化或固定。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地质历史时

期还是现代时期，气候变化始终是影响沙漠化的一个

主要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中的降水变化在大范围内

控制着沙漠化的扩展与逆转过程。气候干旱时，降水

量减少，地表土壤干燥，植被缺乏或稀少，风对沙质地

表作用引起的风蚀、风沙流、风沙沉积和沙丘前移以

及沙尘暴等风沙活动强烈，沙漠和沙地处于流沙面积

扩大的沙漠化扩展过程；气候变湿润时，降水量增多，
地表土壤含水量增加、有效湿度提高，植被种类增多

和盖度提高，风对沙质地表作用减弱甚至停止，沙漠

和沙地生草成土作用加强并处于流沙固定、缩小的沙

漠化逆转过程。近５０ａ来气温变化对塔里木河流域

沙漠化的影响不显著。

４．１．２　土壤因素　塔里木河下游土壤含有洪积物、
冲积物和风积物，这些混积物都含有沙物质且风沙土

广为分布，这都成为沙质荒漠化的物质基础。

４．１．３　植被因素　下游植物种类贫乏，植被稀疏，生
长矮小，植被覆盖度低，物群落结构简单，植被类型主

要为荒 漠 河 岸 林，包 括 胡 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盐生草甸、沼泽等非地带性

植被。另外还有５０％以上的土地为裸露沙丘和龟裂

地。这种植被类型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易引起土

地沙漠化

４．２　人为驱动作用分析

沙漠化发展的人为驱动力包括人口增长的压力、
牲畜增长的压力、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等因素。人口的

数量会影响 到 水 土 资 源、能 源、粮 食、环 境 等 诸 多 方

面，从而对自然环境形成直接的压力。人口扩张大大

增加对粮食、燃料、牲畜和其它各种产品的需求，它对

土地产生直 接 的 压 力，如 开 垦 土 地 以 提 高 土 地 承 载

力。人口增长对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漠化驱动作用

及沙漠化过程可以表述为：人口增长→需求增加→人

为驱动（干扰）增强→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增加。
其中人为驱动（干扰）包括→（１）滥砍滥伐；（２）挖取

药材，破坏草地；（３）上游截流，河道断流，地下水水

位剧烈下降；（４）盲目开荒、过度放牧等。

４．２．１　盲目开荒是造成土地沙漠化的直接原因　粮

食和棉花是塔里木河流域主要的农产品，在新疆自治

区政府“一黑（石油）一白（棉花）”的区域发展战略导

向下，棉花产量 高 速 增 长，年 均 增 幅 达 到１２．３％，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后增长尤其迅速。近年来，随棉花

价格上调，各地开荒种棉积极性很高，引发盲目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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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造田。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水平的上升与提高将

会增加农业上的投资，如对荒地和林地进行垦殖，以

获取更多的利益和区域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人均

占有土地资源水平锐减，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结果必

然导致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模与强度的不断扩大，造
成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在生产水平较低的

情况下，引发大规模开荒，将不宜农的土地变成耕地，
进行风险 性 旱 作 农 业，造 成 土 地 退 化。统 计 资 料 表

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塔里木河流域 的 耕 地 总 面

积呈 现 波 动 增 加 的 态 势，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年 耕 地 面 积 净

增９．８７×１０５　ｈｍ２，年均递增２．３７％，在５９ａ间，耕地

面积总量最多的年份是２００８年，达１．６９×１０６　ｈｍ２，
最小的年份是１９４９年，是７．０７×１０５　ｈｍ２；有效灌溉

面积１９７９—２００８年 净 增４．４７×１０５　ｈｍ２，年 均 递 增

１．６２％，有效灌溉面积基本上与绿洲耕地面积呈同步

的变化趋势。其中三大源流（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

羌河）灌区灌溉面积 从１９５０年 的３　４８０ｋｍ２ 增 加 到

２０００年 的 １２　５７０ｋｍ２；干 流 流 域 灌 溉 面 积 由 从

１９４９—１９９８年的１３０ｋｍ２ 增加到５３６ｋｍ２［１３－１５］。
随着源流区人口的迅猛增长、农业生产规模的扩

大和经济的发展，塔里木河三大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

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减少，且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情况下，入塔里 木 河 干 流 水 量 逐 渐 减 少（图１），特 别

是下游河道来水量剧减，以致断流（表１）。人类活动

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和１９９０年代对流域上、中游地表径流

的影响量分别为４１．５９％，６３．７７％和７５．１５％，这 说

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活动的对径流量的影响也在

不断得到强化。由于大量开垦土地，绿洲自然植被受

到很大破 坏，林 木 遭 到 不 合 理 的 砍 伐，出 现 植 被 退

化，植被盖度下降，生物生产力降低，绿色走廊的范围

不断缩小。如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的宽度由５０年

代的５～１０ｋｍ收缩到目前的１～２ｋｍ［９］。在土地管

理、水资源管理不当的情况下，由于土地资源利用产

生的水资源时空分配 的 不 合 理，由 此 所 带 来 的 水 质

劣变，地下水位下降，植被衰退等，激发了土地沙漠化

过程。

图１　塔里木河流域三大源流出山口处的

天然径流量及入塔里木河干流水量

注：数据来源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时段１，２，３，４，５，６分别为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表１　２０世纪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河段来水变化［１３］ １０８　ｍ３

年 代
卡拉站

塔里木河来水 孔雀河输水 总来水量
铁干里克站 阿拉干断面水情

罗布庄—
台特玛湖

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 １４．８０　 ０　 １４．８０　 ９～８ 常期过水 ５～４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 １０．３９　 ０　 １０．３０　 ２．８８ 时断时续 ０．２３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 ６．４５　 １　 ７．４５　 ０．４７ 断 流 枯 竭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３．７７　 ２．０１　 ５．７８　 ０．３６ 枯 竭 干 涸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 ２．３６　 ２．２６　 ４．６４　 ０．１３ 干 涸 干 涸

多年平均 ７．１１　 １．０６　 ８．１７　 １．６５ 断流３０ａ 断流３２ａ

４．２．２　滥采、滥伐、滥樵采是导致土地沙漠化的重要
原因

（１）滥采。滥采是指农牧们为了增加副业收入，
无计划、无节制地掏 挖 药 材、发 菜 等 资 源 植 物。滥 搂

发菜、乱挖药材则是典型的受利益驱动而导致沙漠化

扩展的不合理人为活动；这些人为活动每年都导致了

大范围的草原退化、沙漠化。采挖药材在塔河下游普

遍存在，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一 部 分 人 在 市 场

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对甘草、麻黄等野生药用、经济植

物达到了疯狂滥挖的程度，严重影响到草地植被的演

替和发展，给荒漠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滥挖

导致大面积的可食牧草被挖掘，草群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又使平坦的草地被挖成千疮百孔，影响家畜放牧，

同时还导致草地土壤次生盐 渍 化，植 被 无 法 恢 复，草

地植被逆向演潜。据统计，塔里木河下游尉犁县每年

挖甘草数量在１．００～１．５０×１０６　ｋｇ，每年要破坏草地

５００～７００ｈｍ２，就因挖甘草破坏草原１．４×１０５　ｈｍ２，

使沙化面积扩大了１．４７×１０５　ｈｍ２。流域各团场每年

采挖量达２　０００ｔ，按每挖１ｋｇ甘草松动破坏林地或

草地２～３ｍ２ 计算，则每年一个团场破坏林地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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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０５～４．０×１０５　ｈｍ２。在人类对植被的直接和间

接的破坏作用下，打破地表植被与土层结构媒介功能，
地表裸露或植被大为降低，加大了区内沙质地表的风

蚀等风沙活动过程，导致土地沙漠化的产生与发展。
（２）滥伐。滥 伐 指 由 于 经 济 原 因 或 其 他 目 的 的

需要，违反生态规律、过 度 砍 伐 森 林。滥 伐 致 使 地 表

植被和土壤遭到彻底破坏，在 风 力 作 用 下，大 面 积 固

定、半固定沙地变成流沙，加速了沙漠化进程。如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塔里木河流

域为发展地方经济，进行大规 模 水 土 开 发，大 量 砍 伐

植被，毁林、毁草开荒造田，使胡杨林资源遭到严重破

坏。塔里木河 下 游 地 区５０年 代 有 胡 杨 林５．４×１０４

ｈｍ２，７０年代末为１．６４×１０４　ｈｍ２，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仅存６．７×１０３　ｈｍ２。５０年代在塔里木河下游英苏附

近，草甸植被是主要植被类型，其次为柽柳灌丛，并有

较大面积 的 芦 苇 沼 泽 分 布，目 前 仅 有 植 被 为 柽 柳 灌

丛，已不适合放 牧。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前，茂 密 的 牧

草植物，像芨芨草、苦豆子、罗布麻和喜沟渠湿地的植

物芦苇、盐穗木，盐节草、香蒲等（２５０ｋｍ２）覆 盖 了 整

个塔里木 河 下 游，１９８０年 柽 柳 林 面 积 减 少 了５７．６
ｋｍ２，在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植被覆盖面积分别减少

了６５．２％和３０．６％［１４］，极大程度激发了土地沙漠化

过程。
（３）滥樵 采。塔 里 木 河 下 游 地 区 人 们 的 生 活 燃

料长期主要来源于天然植被，烧煤和其它燃料只占很

少一部分。如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以 来，下 游 尉 犁、若 羌

一带地区对燃料和木材的需要日益增多，砍伐活动不

断扩大。１９５８年，塔 里 木 河 下 游 五 个 农 垦 团 场 相 继

建立，仅垦荒砍伐胡杨林就达１．６７×１０４　ｈｍ２［１５］。为

获取薪柴，垦区周围胡杨及柽 柳 砍 挖 殆 尽，砍 伐 范 围

向远离聚居区发展。尉犁至铁干里克垦区，过去每年

燃烧１．００×１０４　ｔ柽柳，破坏１　３３０ｈｍ２ 植被，将周围

沙丘植被几乎全部挖空，使固 定、半 同 定 沙 丘 活 化 变

成流动沙丘，有些地方乱砍滥伐，毁林放牧严重，如尉

犁县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乱 砍 滥 伐 多 达３．００×１０４

ｈｍ２，其 中２．００×１０４　ｈｍ２ 成 为 沙 漠 化 土 地［１５］。目

前，樵采不再只限于 胡 杨 和 柽 柳，骆 驼 刺、芦 苇、罗 布

麻等植物也成为樵采目标，这对荒漠植被的毁坏十分

严重，由于人为破坏植被，过度砍伐、放牧、樵采，塔里

木河下游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沙漠化面积约占５３．６％，

９０年代初占到８８．６％，９０年代后期沙漠化面积己经

占到了总面积的９５％。

５　防治沙漠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途径分析

　　（１）从 整 个 流 域 的 角 度 出 发，统 筹 兼 顾，共 同 发

展，合理利用水资源。在 干 旱 地 区，一 个 内 陆 河 流 域

就是一个完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 联 系 的 生 态 系

统功能单元，有水成绿洲，无水变荒漠。所以，水资源

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我国西北干旱区 内 陆 河 流 域 制

定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首要环节和主要任务。
塔里木河流域是一个整体，上、下 游 之 间 有 着 相 互 依

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 此，塔 里 木 河 流 域 要 进 行 整

体规划，使河水上、中、下 游 统 筹 兼 顾，做 到 水 量 的 合

理分配。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的发展，主要是水

资源“两多两少”产生的，即上游用水多，下游用水少；
农业生产用水多，生态用水少。因此要防治土地沙漠

化，首先转变上游灌区水资源利用由现在的低效和粗

放的现状，走高效、合理、持续的农业灌溉模式。解决

这一矛盾必须加快节水工程建设，以渠道防渗和节水

灌溉为主，不断提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其次要发

展生态型高效农业，大力发展 节 水 农 业，调 整 产 业 结

构，提高 水 资 源 的 利 用 率。具 体 要 压 缩 粮 食 播 种 面

积，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

镇建设的速度。
（２）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塔里木河流

域人口增 长 过 快，是 造 成 下 游 土 地 沙 漠 化 的 重 要 因

素。据联合国１９９７年 拟 定 的 标 准，干 旱 区 人 口 承 载

力极限为７人／ｋｍ２，南疆的人口承载密度介于７．３～
８人／ｋｍ２ 之间，与联合国的临界标准比较接近，实际

承载的人口为８．５人／ｋｍ２，人 口 超 载 明 显［１６］。另 外

整个流域范围内，群众受教育 程 度 偏 低，文 盲 半 文 盲

仍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贯彻 落 实 计 划 生 育 政 策，严

格控制人口增长和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是 控 制 下 游 土

地沙漠化的当务之急。
（３）大力发展经济，切实解决沙区人民的贫困问

题。根据调查和了解，发 生 沙 漠 化 的 地 区，均 是 经 济

欠发达的地区。当地的群众为了生计，不得不进行不

顾长远利益而只要眼前利益的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从
而导致了沙漠化的发生和发展，而且这种趋势愈演愈

烈。因此，为了有效地 遏 制 土 地 沙 漠 化，保 护 生 态 环

境，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地 制 定 相 关 的 法 律、法 规

和经济政策，在当地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允许的范围和

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切实改 善 当 地 人 民 的 生 活 条

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和 生 活 质 量，从 而 达 到

有效遏制沙漠化的最终目的。

６　结 论

（１）从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变化的特点看，在过

去的几十年里源流山区和平原区的降 水 和 温 度 均 有

一定程度的增加，相对应的是三大条源流出山口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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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量没有减少，且有一定程 度 的 增 加，但 入 塔 里 木

河干流水量不增反降。在土地管理、水资源管理不当

的情况下，由于土地资源利用产生的水资源时空分配

的不合理，由此所带来的水质变劣、地下水位下降、植
被衰退等，激发了塔里木河下游土地沙漠化过程。

（２）塔里木河下游均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该区

群众为了生计，不得不进行不顾长远利益而只要眼前

利益的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滥采、滥伐、滥樵采等活动

极为严重，从而导致了沙漠化 的 发 生 和 发 展，而 且 这

种趋势愈演愈烈。
（３）综上所 述，为 防 治 塔 里 木 河 下 游 的 沙 漠 化，

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整 个 流 域 的 角 度 出 发，统

筹兼顾，共同发展，控 制 人 口 增 长，提 高 人 口 素 质，大

力发展经济，切实解决沙区人 民 的 贫 困 问 题，合 理 利

用水资源，建立高效节水型社 会，将 是 塔 里 木 河 流 域

解决水资源矛盾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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