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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野外调查与遥感解译结果, 结合前人的研究资料,论述了若尔盖高原草原沙化的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若尔盖高原沙漠化以自然因素为主导因素,对土地沙化起决定性作用。人为因素为次要因素,

对土地沙化起促进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对青藏高原生态研究,黄河上游至源头沙漠化的防治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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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causes of grassland desert ification in the Ruo-

ergai Plateau using the method of remote sensing and field investigat ion. Results show that grassland desert ification

is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inf luence of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 iv it ies. Grassland desert if icat ion has become a

serious eco-env ironmental problem in the Ruoergai Plateau, and therefore some controlling measures for grassland

desert ificat ion in Ruoerg ai P lateau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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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尔盖高原地处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侧, 海拔

3 400~ 3 900 m , 是一块四面环山完整的丘状高原。

地理座标为 102b10c) 103b55cE, 32b20c) 34b05cN。

沙化草地分布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红原县、阿坝县和

青海省玛曲县,主要沿黄河首曲和黄河支流白河、黑

河两岸以及古河道等分布。有草地沙化面积 50 300

hm2以上, 而且每年还以 670 hm 2 的速度扩大, 其中

有 74%的沙化草地失去生产能力,完全沙漠化[ 1]。

研究区属于大陆性高原寒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

气候。年平均气温 0. 6 e ~ 1. 6 e , 全年降水 654~

780 mm,且集中在 5 ) 9月,占年降水量的 70%以上,

是黄河流域的多雨区(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 466

mm) ,年蒸发量达 1 100~ 1 273mm,年冻土时间达 6

个月。冬春季节平均风速 3. 64 m/ s, 起沙风速 4~ 5

m/ s,最大风速 40 m/ s。地貌为丘原地貌, 植物以草

本为主。在这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下,加之

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促使脆弱的草地向沙化, 沙

漠方向发展。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卫星遥感资料作为基础资料, 采用野

外路线调查、地形图填绘与室内遥感解译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各时期的土地沙化研究。1966年无卫星遥感

资料, 以地形图作为对照资料。收集到的卫星图像有

1979 年 ( MSS) , 1985 年和 1994 年 ( TM ) , 2002 年

( TM 与 Spot 融合片) , 2005 年( TM ) , 共有 5个年度

的遥感资料供研究使用。2002年卫片为精处理和精

纠正的 1/ 5万正射影像片。在研究区建立的主要地

类卫片解译标志如表 1所示。

2  土地沙化成因分析

2. 1  自然因素

2. 1. 1  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

东北端,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大西

北生态恶化的影响与控制。特别是自大西北的 8 级

大风增多, 成为该区沙化快速延伸的外部条件之一。



表 1  若尔盖主要地类 TM 影像目视解译标志

土地类型
解译标志

色 彩 形态 分布规律

流动沙地 兰 色 不规则 分布于河流冲洪积滩地

半固定沙地 浅兰色 不规则
分布于冲洪积滩地, 与

流动沙丘相连

固定沙地 淡黄色 不规则
分布于冲洪积滩地, 与

半固定沙地相连

草 地 桔黄色 均 匀
分布于山岭和平地, 面

积广大河流冲洪积滩地

灌木林 暗黄色 不规则 冲洪积滩地

水 系 深兰色 线 状

  地貌以宽谷缓丘为基本特征, 主要类型为低山、

丘陵、阶地、河漫滩、宽谷和湖群洼地等 (表 2)。低

山、丘陵相对高度 50~ 100 m。地势等级属中 ) 小起

伏,切割深度仅为外围山地的 1/ 5~ 1/ 10,山坡多呈

凹形,坡上段 25b左右, 中段 20b左右, 下段 15b左右,

并与平底谷相连,因而坡面稳定,基本无冲沟发育。

流水是该区主要的地貌外营力,但区内黄河水系

比降小,水流缓慢,侵蚀弱,多曲流及牛轭湖。平坦高

原上有大面积的高原沼泽和湖泊形成的高原湿地。

以若尔盖县土地沙化为例,沙化土地主要分布在

黄河首曲、黑河中下游、白河下游及其故旧河床和阿

西牧场等地的亚高山草甸草地上 (表 3) , 成带状分

布,土壤为砂质土和砂壤土[ 4]。

表 2  主要地貌类型及特征

地貌类型 分 布 形态矢量 泥炭沼泽发育

构造、剥蚀低山
丘状高原外围, 略

呈环状

海拔 4 000 m 左右, 比高 400 m 左右, 夷平面分

布在 3 800 m
沟谷型沼泽, 泥炭丰富

丘 陵
丘状高原内部, 呈

链状或残丘状

海拔 3 700 m 左右, 比高 150 m 左右, 夷平面分

布在 3 600 m

洪积扇、坡积裙沼泽, 泥炭较为

丰富

河流阶地 沿河分布
黄河 T 1 拔河 7 m 左右, T 2 拔河 14 m 左右; 黑

河与白河 T 1 拔河 4 m 左右
部分地方发育沼泽, 泥炭不丰富

河漫滩 沿河分布
黄河河漫滩宽大于 10 km, 黑河与白河一般 3~

6 km
沼泽与草甸相间分布, 泥炭较少

河 床 各河流
黄河河道宽 200 m 左右(唐克) , 黑河 30 m 左右

(若尔盖) ,白河 40 m 左右(红原)
基本无沼泽、泥炭

闭流宽谷 与链状丘陵相间 底平坦,无完整河床, 宽 1~ 12 km 不等 沼泽强烈发育, 泥炭最丰富

伏流宽谷 与链状丘陵相间 底平坦,无完整河床, 宽 1~ 12 km 不等 沼泽强烈发育, 泥炭最丰富

湖群洼地 黑河下游 平坦开阔,有大量碟形洼地, 旧河道 沼泽发育, 泥炭丰富

表 3  若尔盖县沙化草地的分布

牧场名称 黑河牧场 阿西牧场 唐克乡 嫩洼乡 麦溪乡 向东牧场 辖曼种羊场 辖曼乡 合 计

面积/ hm
2 60. 67 319. 00 541. 33 58. 00 2 087. 67 85. 67 314. 35 1 356. 59 4 830. 27

  从沙化土地的物质成分、粒度分析、扫描电镜分

析、氧同位素比、产出形态,判断物源来自附近河漫滩

或更远的大西北地区。

2. 1. 2  岩性及成土母质  研究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
边缘,高原面上裸露的岩石多为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

强烈隆起的三叠系 ( T 2, T 3 )板岩、千枚岩、片岩、砂

岩、粉砂岩、泥岩、泥灰岩,第三系砾岩和第四系河湖

相以及早期冰川运动的松散沉积物。

由于地质史上的强烈褶皱、断裂, 并在反复强烈

的寒冻风化作用下, 三叠系( T 2, T 3)岩层易崩解和风

化,岩体极为破碎,整体稳定性差。坡积物、残积物以

砂土和粉砂土为主, 土层自然粘结力极差,在外力作

用下很容易疏松解体。在平坝沼泽区, 主要是第四系

沼泽有机质松散堆积物,河流冲积物、小溪洪积物、湖

泊沉积物和风积物(沙)。丘原草甸区则主要是三叠

系板岩、砂岩、粉砂岩的堆积、残积物。地表植被层一

旦遭到破坏, 沙层随即露出, 便随水流和风向扩散。

这些砂层是草地沙化扩大的物质基础。再加上恶劣

的气候条件,草地一旦沙化,恢复极其困难。

2. 1. 3  新构造运动与地下水变化  若尔盖高原位于

青藏高原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的东端,大地构造

处于松潘 ) ) ) 甘孜构造系巴颜喀拉冒地槽褶皱带的
中间地块内。若尔盖高原的构造形态奠基于海西期,

定形于印支期,是在印支弧形褶皱带的基础上经燕山

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改造而崛起的新生代断陷盆地。

三叠纪以后的印支运动和其后的喜马拉雅运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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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高原地貌,第四纪又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松散堆

积物。

第四纪以来随着青藏高原的整体上升,形成于第

三纪末和第四纪初的若尔盖准平原相对沉降,成为浅

凹状盆地。晚更新世以来盆地内部处于缓慢抬升,局

部侵蚀基准面相对降低, 造成晚更新世末黄河溯源侵

蚀袭夺若尔盖古湖以及长江水系强烈袭夺黄河水系

的现状。另一方面, 盆地内部黄河干流及其支流白

河、黑河大部分河段河流下切作用十分明显, 河床普

遍下切至距原河漫滩地表 1 m 以下。黑河、白河普遍

发育 2~ 3级阶地。很多阶地被新发育的河谷切割,

沼泽地被暂时性流水切割出冲沟,不仅切透泥炭层,

而且切入至泥炭层下伏矿质土层中。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孔隙水,其

上一般无隔水层,单井涌水量 10~ 50 L/ s。据实测,

多数沼泽潜水位下降至地表 1 m 以下, 退化沼泽、消

亡沼泽潜水位下降幅度更大,一般达到 2 m以下。地

下水位以 20世纪 70年代人畜饮水打井 20m 即可见

水,到 1998年打井出水深度为 42 m,枯水深度至 150

m。沼泽大面积干枯, 其面积已由 6. 89 @ 104 hm2 缩

小到 3. 40 @ 104 hm2。旱生植物在沙化草地随处可

见,如冰草。此外, 湖泊萎缩现象也十分明显。有些

湖泊被分割成数个小湖,之后这些小湖又发生沼泽化

过程,现已趋于消亡。湖水深度普遍较 60年代以前

变浅, 如哈丘湖 (面积 625 hm
2
)、错拉坚 (面积 225

hm2)等湖泊, 湖水平均深度现分别仅为 0. 8 m 和 1

m,湖水最大深度分别为 1. 3m 和 1. 5m[ 4]。另外, 盆

地内已多年冻土退化, 冻土层上水位持续下降, 也是

导致盆地高寒草甸失水向沙化过渡的因素之一。

2. 1. 4  气候变化  研究区属于大陆性高原寒温带湿

润、半湿润季风气候。若尔盖高原冬季受到西风南支

流控制和北方寒流的侵袭,尤其是北半球西风带影响

更为强烈,加之夏秋季风受印度洋、太平洋季风影响

和冷低压的终年侵扰而呈现长冬无夏, 春秋短, 冬干

( 11 ) 4月)、夏湿( 5 ) 10 月) ,雨热同季, 寒冷偏湿的

气候特征(表 4)。

表 4  若尔盖高原气候特征

地 区 海拔/ m
平均气温/ e

全年 1 月 7 月 日较差 年较差

年降水量/

mm

年蒸发量/

mm
年湿润度

若尔盖 3 446. 7 0. 9 - 10. 5 10. 7 15. 0 21. 2 648. 7 1 195. 4 1. 53

红 原 3 491. 4 1. 1 - 10. 3 10. 9 16. 3 21. 2 753. 0 1 303. 2 1. 93

玛 曲 3 480. 2 1. 5 - 10. 1 10. 5 15. 4 21. 1 615. 5 1 353. 4 1. 63

平 均 1. 2 - 10. 3 10. 7 15. 6 21. 2 672. 4 1 284. 0 1. 70

  以若尔盖县城为例, 全年绝对无霜期仅 16~ 25

d,相对无霜期 30 d 左右。年均温 0. 89 e , 7 月为

10. 7 e , 1月为- 10. 5 e , 年平均气压为 668 MPa 左

右, \10 e 活动积温仅 633. 2 e ~ 889. 5 e , 但总辐射

量可达 140 kcal/ cm2 以上, 年总日照时数 2 352 ~

2 418 h(光能资源非常丰富,但因气温较低,生物产量

仍属低值区)。据 1957 ) 2001年气象资料统计分析

(表 5) ,年降水量 500~ 700 mm, 86% 的降水出现在

夏半年 ( 4 ) 9 月) , 6 ) 8 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51% ;冬半年降水量 ( 93 mm) 仅占年降水量的

14%
[ 5]
。而在干旱的冬半年降水量平均仅 15mm( 12

月 ) 次年 2月)。降水较少, 地面冻裂。又因 8级以

上大风频繁(表 6) ,以西到西北风为主, 20世纪 60年

代为 135 d; 70年代增加到 195 d; 80 年代这种增加

趋势尤为明显。大风日数以 3 月最多, 70 年代最多

年份为 15 d, 起沙风速 4~ 5 m/ s, 瞬时风速最大可达

40m/ s。大风以 18 m/ s以上的速度对沙露头进行侵

蚀、堆积, 导致风助沙势, 沙助风威的风沙流蔓延, 加

快了风沙对草原的侵蚀[ 6]。

另外, 据气温和降水历史资料显示, 青藏高原的

温湿期类型划分为高温高湿、高温低湿、低温高湿、低

温低湿 4种,现阶段若尔盖高原正处于高温低湿期。

并且近年来,由于地球表面的/ 温室0效应, 若尔盖高

原气候出现了转暖的趋势。据红原县气象局统计近

20 a的年平均气温均> 1 e ,而 1978年以前多< 1 e 。

若尔盖县 1957 ) 2001年气象观测资料统计结果表明

(表 2) , 50 ) 60 年代平均气温 0. 6 e , 70 年代平均气

温 0. 7 e , 80年代平均气温 0. 97 e , 90年代平均气温

1. 15 e 。年平均气温以 0. 017 3 e / a速度增长, 年平

均气温升势明显。另外分析还发现, 80年代以前, 一

般每年月均温度高于当月平均温度的只有 6个月或

更短, 而进入 80年代以后,每年月均温度高于当月平

均温度的在 6个月以上,尤其是进入 90年代以来, 则

出现 9 ) 10个月月均温度高于当月平均值的状况, 这

一现象表明若尔盖高原正处于气温升高和历史高温

时期。温度升高使得蒸发量升高, 1985 ) 1995 年平

均蒸发量为 1 360 mm。而降水量变化不稳定, 幅度

多在 10% ~ 20%, 近 20 a来有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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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若尔盖县部分气象资料统计

年 份
年均降水量/

mm

年均温/

e
年均蒸发量/

mm

年均风速/

( m#s- 1)

年大风天数

( \8 级)

气候特点

(与多年平均对比)

1957 ) 1960 586. 0 0. 44 1254. 7 2. 6 16. 8 干冷少风

1961 ) 1965 659. 6 0. 66 1249. 5 2. 2 10. 4 湿润少风

1966 ) 1970 695. 2 0. 64 ) 2. 2 16. 6 湿润少风

1971 ) 1975 634. 1 1. 00 ) 2. 8 51. 2 干暖大风

1976 ) 1980 650. 7 0. 68 ) 2. 6 47. 8 湿润少风

1981 ) 1985 740. 4 0. 90 1 100. 4 2. 3 21. 0 干冷大风

1986 ) 1990 597. 3 1. 06 1 212. 6 2. 5 25. 8 干暖少风

1991 ) 1995 629. 2 1. 14 1 169. 8 2. 2 26. 4 干暖少风

1996 ) 2000 644. 0 1. 80 1 202. 6 2. 2 23. 8 干暖少风

2001 593. 0 1. 70 1 319. 1 2. 1 15. 0 干暖少风

1957 ) 2001

平 均
648. 7 0. 89 1 195. 4 2. 4 26. 6 干冷多风

表 6 1970 ) 1980 年大风日数统计 d

项 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 计 39 74 103 79 53 44 28 13 13 30 15 31

平均大风日数 3. 5 6. 7 9. 4 7. 2 4. 8 4. 0 2. 5 1. 2 1. 2 2. 7 1. 4 2. 8

最多年大风日数 8 17 15 13 10 8 5 2 5 6 7 )

  应该指出, 若尔盖高原区气候转暖偏干既是在全

球环境变化的大格局下呈波动式发展, 又与中国气候

变迁和相邻地区沙漠化过程基本一致, 同时又叠加了

区域气候形成因子 ) ) ) 下垫面沼泽退化的作用。

2. 1. 5  水文与第四纪冰川活动影响  由于研究区黄

河流域水系的河流比降小, 流速慢, 造成河流夹带的

泥沙大量在河流弯曲处不断沉积。其次,受到第四纪

末期冰川剧烈活动的影响, 黄河及其支流白河、黑河

发生过多次不同程度的改道, 在中、下游形成了不同

程度的废弃旧河床(古河道)。这些废弃河道的流沙

是产生沙化的潜在物质基础和形成风沙土之根源。

2. 1. 6  鼠虫害影响  若尔盖高原地区主要害鼠为高

原鼢鼠、高原鼠兔、喜马拉雅獭等,虫害为蝗虫、草原

毛虫等[ 7]。由于藏狐、黄鼬、草原雕等啮齿类天敌数

量减少,再加上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 灭鼠工作未能

有效实施, 致使该区鼠害肆虐,各县均有鼠害。据调

查,阿坝州有草地鼠害面积 2. 14 @ 105 hm2, 阿坝、红

原、若尔盖 3县占 84. 5%,其中 Ó 级以上的鼠害草地

可损失牧草 30% ~ 50%。

此外,草地毛虫对草地的破坏也十分严重。由于

鼠类与毛虫大量采食牧草, 挖土造丘, 不但覆盖了大

量的牧草使牧草减少,而且使原有土壤结构和植物根

系遭到破坏,土壤水分大量损失,为草地退化、沙化和

害鼠虫种群繁衍、发育创造下条件, 加剧了其与家畜

争草的矛盾。并使优良牧草的密度、高度减少, 为草

地杂毒草占据其空间提供了可需营养和生长区域, 导

致在退化沙化草地上大肆生长,形成优势和建群种,

使草地逐渐退化为鼠荒地。

2. 2  人为因素

2. 2. 1  草地超载放牧  以若尔盖县草地资源和牧业
现状的初步调查为例,全县现有天然草地 8. 10 @ 105

hm2,其中可利用草地 6. 52 @ 105 hm2, 理论载畜量为

1. 87 @ 10
6
个羊单位。1958以来的历史资料统计显

示,该县 1958年实际载畜量为 9. 51 @ 105个羊单位,

1975年发展为 1. 87 @ 106 个羊单位 (已超载 ) , 到

1985年发展为 2. 46 @ 106 个羊单位(严重超载 ) ,

1993年发展到 2. 73 @ 10
6
个羊单位, 1995年为 2. 63

@ 106 个羊单位。到 2002 年底, 全县有各类家畜存

栏量达 1. 00 @ 106 余头,折合羊单位为 2. 85 @ 106 个

羊单位,超理论载畜量 9. 90 @ 10
5
个羊单位, 超载率

高达 53. 07% ,局部地区超载率在 100%以上(表 7)。

在若尔盖每个羊单位可放牧的草场面积已从解放初

的 0. 6 hm2,下降到现在的 0. 27 hm2。平均草高已由

1959年的 70 cm, 下降为现在的 10 cm 多, 且优良牧

草种类减少,产量降低, 杂草与毒草明显增加。另外

超载也使得牲畜过度践踏草地,造成草皮层被剥落,

就地起沙。其中阿西牧场的垄岗丘陵地,多数沙垄与

沙丘的形成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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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若尔盖县牧区超载状况 羊单位

牧场名称 黑河牧场 阿西牧场 嫩洼乡 麦溪乡 辖曼乡

超载数量 23 399 12 908 1. 083 倍 100 361 132 381

  注: 辖曼乡可载畜量 207419。

2. 2. 2  开渠排水  若尔盖高原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大多数沼泽地人烟极为稀少, 保留着无人区或半无人

区的原始面貌。沼泽多为常年片状积水、季节性湿洼

地积水,普遍积水深 1 m 左右, 常年片状积水有微弱

流动,在水分十分充足的条件下,生物生产量相当高,

泥炭发育也处于旺盛时期。

20世纪 60 年代研究人员来到若尔盖高原沼泽

区调查时发现, 沼泽中的积水已比 30年代明显减少,

沼泽已显现出干化的迹象; 湖水收缩变浅,泉源减少

变干;沼泽积水面积显著缩小,草丘增高加密,草甸植

物侵入;泥炭含水量显著降低。部分相对海拔较低、

水热条件较好的草地,大面积地被开耕来种植粮食作

物,使农牧结合区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在

60 ) 70年代期间, 阿坝州的若尔盖、红原、阿坝 3 县

进行沼泽草地人工排水, 使得不少区域地表水位降

低。其中仅 1965 ) 1973年间, 若尔盖县就累计开渠

200 km,致使 1. 40 @ 105 hm2 的水沼泽变成半湿沼泽

或干沼泽; 90年代初辖曼乡的黑青乔、黑河牧场的隆

岗错(海子)等地开渠挖沟 17条,总长度 50. 5 km, 又

使1. 48 @ 104 hm 2 沼泽丧失了湿地功能。又如若尔

盖热尔大坝、唐克牧场(原农场)都是 60年代的开垦

区,而现在脱斑地随处可见,难免不向沙化方向发展。

2. 2. 3  草地利用不合理影响  该地区以原始粗放的

传统放牧为主, 靠天养畜。由于家畜数量的增长, 没

有建立起完善的人工草地和半人工划时基地,实行掠

夺式放牧经营, 对草地的利用只分冬春草场和夏秋草

场,没有实行科学合理的划区立牧,草畜矛盾突出,甚

至对同一草场一年多次重复利用, 使草地被利用和土

壤肥力演替发生恶性变化,超越了草地能够自我修复

的/阀值0,从而加速草地板结、沙化。
2. 2. 4  乱挖滥采活动的影响  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

条件, 草原中蕴藏着丰富的野生中药材,如驰名中外

的冬虫夏草、红蒿天等, 其品质好,无污染,药用价值

极高。人们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外地人员来该地区大

量采挖药材, 生物多样遭到破坏。采挖一个冬虫夏

草,破坏草地 6 cm @ 5 cm,采挖 1. 00 @ 104 kg, 破坏草

地 1. 50 @ 105 m2,使草地千疮百孔。此外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草地罐丛的清除,在草地大量采石、挖沙、

取土,地质普查、开采泥炭、淘金,大面积的修筑公路、

兴建城镇、开发旅游景点等作业量的急剧增加, 缺乏

必要的管理体制及不规范的利用和开发,对草地破坏

非常严重。

3  治理对策

防治土地沙漠化是遏制优质草地退化的前提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需要,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

举措。沙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应加强组织领导, 坚

持全面规划,统一部署防治并重,治用结合,以生态学

原理为指导, 采用灌木林营造、人工种草和围栏封育

等生物技术措施为主,辅以机械沙障工程措施和化学

措施等,进行综合治理
[ 2 ) 3, 7) 9]

。

3. 1  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草地资源的法制管理

畜牧业是若尔盖高原地区的经济支柱。由于过

分强调生产资料属性, 牧民群众注重牲畜数量的增

长,注重经济效益,忽视了草地承载能力,忽视了生态

屏障。因此,各级领导应对草地沙化问题引起高度重

视,以5防沙治沙法6的实施为契机,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的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的危机感、责任感。按

照5防沙治沙法6的规定,认真落实好各级领导防沙治

沙任期目标责任制。其次应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 根

据草原法的基本原则, 由州、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针对

该地区实际制定有关草地资源法制管理细则, 实行草

场有偿使用,禁止乱垦乱挖,保护草地资源不受破坏。

第三应加强草地资源管理执法队伍建设。

3. 2  建立草地退化评价体系和草原沙化监测预体系
以当地草原站、草原监理站为基础, 建立草原沙

化监测预报机构 ,对草地植被、草地土壤退化进行评

价,并对沙化重点区和敏感区域实行动态监测, 观察

并定期发布沙化扩展动态,为草原沙化综合治理提供

详实可靠的依据。

3. 3  调整畜牧业发展模式,强化放牧地保护

( 1) 转变观念, 改变几千年来粗放的传统畜牧业

发展模式,走草地生态效益、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的发展之路。通过调整畜群结构, 合理利用草地资

源,实现减畜增收,大力推进/六化0家庭牧场, 建设草

场围栏化、住房定居化、圈舍暖棚化、牧畜良种化、饲

草料基地化、疫病防治规范化。

( 2) 对放牧地应做到科学合理利用。根据草地

气候特点,实行划区轮牧, 规范季节草场的放牧管理

制度,调整放牧强度、放牧时期和放牧畜种。根据美

国经验,每个小区的放牧强度即家畜的采食率应控制

在 40%较好。因牦牛耐低氧和耐寒性极强, 适当将

牦牛放牧到利用较少或未充分利用的高海拔或极寒

冷的草场,这对某些重牧草场起到了缓冲作用, 在冷

季应注意放牧与棚圈保暖以及补饲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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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加强人工草地建设。人工草地是畜牧业稳

定高产的基础, 也是减轻天然草场放牧过重的必要措

施。应重点建设人工草地, 以缓解草畜矛盾, 减轻天

然草场压力。据调查,若尔盖县人工种草产量可将天

然产草量 1 500~ 3 000 kg 提高到 6 000~ 7 500 kg/

hm2,可见在大幅度提高天然草场产量受到限制的情

况下,通过加强人工草地建设,可显著提高牧草产量,

为退化草场的恢复和休养生息争得时间和空间。

( 4) 杜绝在沙化和退化草地上滥垦、滥挖、滥牧、

滥砍、滥采等破坏行为。特别对名贵冬虫夏草的采集

要坚决禁采,以防对草地的破坏。

3. 4  建立健全科技支撑和技术推广体系,提高治沙

的科技含量

  ( 1) 要大力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

结合实际,可借鉴四川、青海或其它地区先进的治沙

技术和科技成果,因地制宜地进行组装配套, 并根据

当地特点进行科技攻关, 提出一套适合该地区、简学

易行、群众便于接受的防沙技术和治理模式, 加以推

广应用。

( 2) 要积极培养治沙技术队伍和管理人员。在

高等院校和上级科研单位的协助下,首先要培养治沙

技术人才,建立高起点的治沙示范基地,带动和促进

草原沙化治理的全面开展。

3. 5  加大投入,采取综合技术措施治理草原沙化

( 1) 要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保护江河源生

态环境的有利时机, 通过多种渠道,加大投资力度,为

草地治沙提供资金保障。

( 2) 因地制宜,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¹ 封育: 对流动沙丘地、半固定沙丘地、固定沙

丘地采用网围栏进行禁牧, 防止牲畜的再度破坏, 创

造修养生息的机会。封育时间视植被恢复程度而定。

º设置沙障: 针对流动沙丘地选用农作物秸秆

在沙地上设置 2 m @ 2 m的沙障,防止流沙移动危害。

»育林措施:针对流动沙丘地、半固定沙丘地,

选择当地耐旱、耐瘠薄的乡土树种高山柳,在每年的

4月中旬至 5月,植苗造林阻风固沙,株行距 1 m @ 2

m, 每 1 hm2 5 000 株; 造林当年入冬前可将植株地上

部分剪掉(剪掉的部分任其堆放在沙地内,可起到一

定的沙障作用, 腐烂后又可改善沙地土壤结构和肥

力) , 促使植株来年萌蘖大量的新枝条, 尽快郁闭成林

产生阻风固沙作用。

¼ 育草措施: 雨季,在已造林成功、沙土不在流

动的沙地上或明显退化、地面植被破坏严重的有明显

沙化趋势的土地上撒播多年生披碱草, 人工促进地面

植被尽快恢复。

½ 施肥: 针对流动沙丘地、半固定沙丘地、固定

沙丘地肥力差、保水能力弱, 当地丰富的牛羊粪可供

使用的特点,进行土壤施肥。

¾ 合理利用: 植被恢复到可利用的程度时,即可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适度利用, 绝对禁止再度掠夺

式的利用。必须认识到植被虽然恢复,但生态系统仍

然十分脆弱,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

3. 6  湿地保护

目前, 若尔盖县已建立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面积 166 570. 6 hm2。红原县建立了日干乔州

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面积 122 400 hm
2
。通过湿地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对遏止湿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已破坏的沼泽地, 应采取填沟、

堵渠, 逐步恢复沼泽积水, 从而改良周围水草质量。

3. 7  发展治沙产业, 实现投资转变

  这既体现了生态效益的公益性、社会性, 又加速

了治沙产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变单一投入式治沙

为综合产出式治沙,以沙养治, 以沙养人,运用市场机

制,采用物质利益原则和经济杠杆调动全社会参与治

沙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治沙工程,改变

或调整目前的畜牧业和其它产业的结构,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的发展。

3. 8  加强草地鼠虫害的治理

要正确掌握鼠虫的生活规律和生态习性, 根据具

体情况作出防治规划。鼠虫害严重的草场,应填平土

洞、土丘;要加强鼠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在防治方法

上应综合治理,主要保护好鹰、雕、鹫、狐狸等鼠类天

敌,增强生物防除能力。此外, 治理高原鼢鼠, 物理防

治方法可采用弓箭捕杀, 生物防治方法可采用鼢鼠

灵;治理高原鼠兔, 生物防治方法可采用 C 型肉毒,

化学防治方法可采用绿敌鼠钠盐; 治理草原毛虫, 可

采用虫克、草绿净等生物防治措施;治理草原蝗虫可

采用生物灭蝗剂等。

总之, 土地沙化要从根本上进行防治,必须将防

治沙化与恢复草地植被结合起来。政府要制定切实

的保护措施,运用行政、经济、技术和法律等综合手段

加强宣传, 吸引牧民积极参与, 是能够保护好/亚洲第

一草场0的。近年来各级政府, 把沙漠化土地治理工

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农、林、牧各司其职, 实施了

/牧区开发示范工程0、/高寒草地改良和研究推广项

目0、/高效畜牧业生态工程示范与技术推广项目0、

/休牧禁牧0等项目, 已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实践证

明,科学的认识加上有效的实施, 若尔盖高原地区乃

至周边地区的土地沙漠化是可以遏制的。

(下转第 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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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承载力的比例关系, 该指数越大, 说明区域的生态

压力越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性越差。可见本文提

出的生态压力指数指标, 符合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一种

应用前景很好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应用此方法对

青海省生态安全进行初步研究,其结果表明, 青海省

的生态压力虽然处于较安全状态, 但是生态压力指数

却呈现增长趋势。那么是否可以在保证人民生活水

平的前提下,减少人口对自然生态的压力,使自然生

态朝着更加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呢? 结论是肯定

的。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

用高新技术,提高单位面积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率。

二是控制人口增长, 减少人均消费。改变人们过分依

赖畜牧业和采矿业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建立资源

节约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三是禁止过度放牧

以及偷捕乱猎,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加强对青海

省自然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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