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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阐述民勤县近年来荒漠化状况的基础上, 分别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造

成该县荒漠化的原因,提出了在民勤县防治荒漠化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措施。( 1) 节约用水, 优化配置和合

理利用水资源; ( 2) 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和劳务输出工程; ( 3) 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并构建完善的

防护林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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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Desertification in

Minqi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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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 ion of desert if icat ion in M inqi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the causes of

desert ificat ion in the region w ere analy zed in the light of both natural and anthropolog ical factors. Based on the

driving factors, some effect ive countermeasures are eventually proposed in order to control further desert ificat ion.

T hese approaches included saving w ater and opt im izing its allocation, im plement ing eco-migrat ion and export of

labor service, as well as highlight ing scient if ic planning , st ressing rat ional land ut ilizat ion and establishing a better

forest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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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民勤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北端,内陆

河石羊河流域最下游,东、西、北三面连接腾格里沙漠

和巴丹吉林沙漠。全县辖 23个乡镇, 244个村,总人

口 3. 07 @ 105, 其中农业人口 2. 50 @ 105。全县总面

积 1. 60 @ 104 km2, 耕地面积 7. 00 @ 104 hm2。全县年

平均降水量 80~ 110 mm, 蒸发量达 2 600 ~ 3 100

mm ,为典型的干旱荒漠型气候,其主要特点是干旱少

雨,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县内惟一的地表水资源

是石羊河,随着上游用水量的增加, 汇流入境的水量

逐年减少。主要土壤为灰棕漠土和风沙土。区内植

被呈典型的荒漠植被景观,天然植被以白刺、红砂、沙

蒿等为主,人工植被以杨树、沙枣、梭梭、毛条、花棒等

为主。20世纪 50 ) 60年代民勤人因其显著的治沙

成就而享誉全国,时隔仅半个多世纪的今天, 生活在

荒漠深处的民勤人却面临着严重的因缺水而引起的

生态及生存危机。

1  荒漠化状况

历史上民勤县曾经是甘肃省河西地区水草丰美、

可耕可渔的湖滨绿洲,早在 2 800 a前,民勤人就在这

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进行农业劳动,并创造了著名的

沙井文化, 是甘肃省有名的文化之乡和礼仪之乡。

随着历史的变迁,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共

同影响,形成了现代民勤绿洲和荒漠两类极具对立与

冲突的环境系统[ 1]。与之相对应, 也存在着 2个基本

对立的生态演变过程 ) ) ) 绿洲化过程和荒漠化过程。

民勤县全县总面积 1. 60 @ 104 km2, 其中沙漠、戈壁、

剥蚀山地和盐碱滩地面积占 91% , 绿洲面积仅占

9%。目前绿洲外围尚有亟待治理的流沙面积4. 00 @

104 hm2,环绿洲 408 km 的风沙线上有 69 个大的风

沙口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有 2. 00 @ 104 hm2耕地因沙

化被迫弃耕,有 3. 80 @ 104 hm 2林地沙化, 3. 20 @ 104



hm2 的天然植被处于死亡和半死亡状态。据民勤县

三雷乡观测点的数据显示, 2006 年沙丘移动速度平

均为 8. 64 m, 比 2005年多移 2. 49 m; 沙漠边缘向绿

洲推进 2. 37 m。在民勤县蔡旗乡观测点, 2006年沙

丘移动平均速度为 3. 12 m,比 2005年多移 0. 73 m;

沙漠边缘向绿洲推进 6. 19 m, 比 2005 年多移 5. 93

m。由此可以看出民勤县荒漠化面积总体上呈扩大

趋势,生态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

2  荒漠化成因分析

荒漠化是各种自然、政治、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

作用的结果, 其根源为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 1 ) 4]。

不利的自然因素是荒漠化发生发展的基础条件,人们

过度的经济活动是荒漠化的诱导因素
[ 4 ) 5]

。民勤县

荒漠化现象是人为活动和脆弱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的产物, 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结果。

2. 1  自然因素是民勤荒漠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2. 1. 1  干旱多风的气候条件为荒漠化提供了动力基
础  民勤县地处亚洲中部荒漠化地带的东缘,属于典

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不

足 110 mm,且集中在 7 ) 9月。每年超过临界起沙风

( \5 m / s)的日数 200~ 300 d, 8级以上大风日数 20

~ 30 d,其中春季 8 级以上大风占全年大风日数的

40% ~ 70%, 干旱与大风在时间上的同步性,使干旱

的沙质地表极易被风力吹扬, 造成严重的流沙蔓延和

土地沙质荒漠化。因此, 这种干旱、多风的气候条件,

是民勤县土地荒漠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基础。

2. 1. 2  地表丰富的松散沉积物为荒漠化提供了物质

基础  民勤县东、西、北 3面连接腾格里沙漠和巴丹

吉林沙漠, 地表物质以第四纪风成沙、冲积物、洪积

物、湖积物等为主, 沉积物组成以碎石、粗砾、黏质沙

土、流沙为主。这些沉积物的厚度一般在 20~ 30 m,

由于缺少胶结物质, 沉积物疏松而无结构,极易被风

力所吹扬, 发生移动。因此, 民勤区内第四纪松散沉

积物,是荒漠化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2. 2  人为过度的经济活动是荒漠化的诱发因素
民勤县的荒漠化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由于处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结合部,

战争频起, 中原政权要巩固边防, 囤垦戍边, 安营扎

寨, 构筑军事要塞, 要砍伐树木; 明、清时期大量移

民[ 6] ,为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料, 也要大量砍伐树

木,破坏植被,这为沙漠化、荒漠化的渐次扩大蔓延创

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民勤荒漠化在近 50 a 里则是一

个突变的过程, 在上游地区, 对流入石羊河 6大水系

逐步修库筑坝, 直接导致碧波荡漾了成千上万年的青

土湖于 20世纪 60年代彻底干涸,这一标志性事件的

发生, 成了民勤县荒漠化加剧的直接信号。

2. 2. 1  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水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是加速民勤县绿洲荒漠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据统

计,作为民勤县惟一的地表水补给河流 ) ) ) 石羊河,

上游来水量由 20世纪 50年代的 5. 42 @ 108 m3 减少

到 90 年代的 1. 52 @ 10
8

m
3
。2002 年来水量仅为

8. 40 @ 107 m3, 全县水资源供需缺口达 6. 00 @ 108

m3。作为民勤县主要水源的红崖山水库个别年份竟

然出现干枯。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 不得不

大量开采地下水。目前,全县已累计打井 1. 10 @ 10
4

眼,年超采地下水近 4. 00 @ 108 m3, 地下水位以 0. 4

~ 1 m / a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水质不断恶化。就

石羊河流域来讲,对现有水资源缺乏统筹安排,中、上

游农田大水漫灌, 浪费水资源。而下游径流量不足,

导致严重超采地下水。干旱缺水和水资源的不合理

利用是造成民勤县土地荒漠化的主导因素。

2. 2. 2  人口压力过大  土地荒漠化与人口增加之间
有必然的联系[ 8) 9]。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 对土地

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度也不断增加。而当对土地的开

发强度超越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压力

时,必然造成其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 产生沙质荒

漠化。据统计, 民勤县人口从 50年代的 2. 00 @ 105

人增加到 2004年的 3. 08 @ 105 人, 目前人口密度为

19人/ km
2
。根据联合国 1977年召开的沙漠化会议

标准, 干旱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极限仅为 7 人/ km2,

因而人口负荷过重是民勤县沙漠化加剧的根源之一。

2. 2. 3  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对土地资源的不

合理利用主要表现在不合理的开垦土地,特别是在防

护林体系不健全,灌溉体系不完善的地段。对土地不

合理的开垦是人为因素直接对土壤稳定性的扰动与

破坏,极易引起土壤风蚀, 风蚀起沙又可引起周边未

垦土地产生沙埋。根据对民勤县土地开垦引起的沙

漠化调查, 1990 ) 1996 年民勤县耕地面积平均增长

幅度为 1 034. 45 hm2/ a,而在同期荒漠化土地平均增

长幅度为 635. 8 hm
2
/ a, 可见荒漠化土地的扩展与耕

地的增加趋势相一致,形成了开荒 ) 弃耕 ) 沙化 ) 开

荒的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民勤县这样一个

气候干旱,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 在新垦地上大量应

用化学除草剂,而使土地弃耕后, 植被依靠自然恢复

能力变弱, 恢复速度极为缓慢, 极易产生风蚀荒漠化。

2. 2. 4  植被退化  水资源减少直接影响着植被的生

长发育和群落的组成。民勤县荒漠区植被的退化与

水资源的减少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植被退化既是荒

漠化产生的原因,也是荒漠化结果的具体反映。如前

181第 3 期               刘建凯等: 民勤县荒漠化成因与防治对策



所述, 民勤县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 而使地下水位下

降,其结果造成固沙植物枯死,固定沙地活化,从而使

更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调查表明,位于民勤县绿洲

西侧, 特别是民勤县治沙站附近于 1960 ) 1980年所

营造的防风固沙林, 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

生长衰退,一些地段大面积死亡,造成风沙再起,直接

威胁绿洲安全。

3  防治对策

防治民勤县荒漠化, 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从诱发荒漠化的人为因素入手, 统筹资源、环境、

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努力走出一条水资源消

耗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3. 1  节约用水,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水资源

民勤县的水资源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石羊河

流域资源性缺水,全流域水资源配置不当和不合理利

用所致。( 1) 应在全流域构建节水型社会, 提高全体

公民的节水意识,使节约用水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

动; ( 2) 要大力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建立水资源统一

调度、科学配置管理体制,实施严格的取水许可制度,

推广综合节水技术, 使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达到定

额要求,形成全流域统筹兼顾,上中下游合理分配,全

社会共同节水的新格局; ( 3) 要大力调整种植业内

部结构,坚持以水定结构布局,以水定发展规模,以水

定种植面积,压缩耕地面积、粮播面积、高耗水作物;

( 4) 要推进集约化生产,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要

充分利用太阳和沙漠的光热资源, 延长和拓展作物生

长时间和空间, 大力发展多采光,少用水,高效益的日

光温室农业和覆盖栽培农业, 尽最大努力采用各种现

代节水技术,提高单方水效益,减少水资源无效消耗。

3. 2  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和劳务输出工程
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减

轻人口压力,鼓励和扶持沙区农民整体搬迁。搬迁后

的土地要采取全面封育措施, 以植被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适度干预加速自然恢复, 建立以乡土树草种为主

体,具有较好防风固沙功能的稳定防护型植被体系。

同时要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千方百计拓宽劳务输出转

移领域。要整合各种培训资源, 加强技术和技能培

训,提高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和转移就业的本领。总

之,要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和劳务输转工程,最大限度

地减轻人口对当地水土资源的压力。

3. 3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构建完善的防护林体系

  在绿洲外围的沙漠地带, 要严禁樵采,严禁放牧,

严禁一切人为不利因素的干扰,使植被自然恢复; 在

绿洲边缘地带, 要本着因地制宜, 因害设防, 严禁开

垦,规模治理的原则,采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密切

配合的治理模式, 应用现代抗旱造林技术, 构建乔、

灌、草合理配置的防沙阻沙骨干林带,防止流沙危害;

在绿洲区域要因地制宜调整树种结构及比例, 以乡土

树种为主, 适当增加枣、杏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 构

建连片、集中、完整的生态经济型农田防护林体系, 调

节和改善区域小气候,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4  结 语

民勤县绿洲是插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

之间的巨大楔子, 对阻隔两大沙漠合拢联手, 避免威

胁武威县全境和丝绸古道、亚欧大陆桥有着难以估量

的作用。温家宝总理指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 2个

罗布泊0,并就此先后 14 次进行了批示, 足见保护民

勤县绿洲, 防治荒漠化、沙漠化在维系西部生态安全、

国土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这一重大战略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民勤县的荒漠化表现形式是沙多风大,

植被稀缺, 其内在因素是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

/三水0俱缺,症结是全流域人口的急剧增加。除了下

游增加的人口要维系最起码的生存而过耕、过牧、过

樵,上中游急增的人口对水资源的过量占有和需求,

导致下游地表水和地下水锐减, 稀疏的植被大量枯

死,使本就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解决水的

问题, 加快人口转移, 进行科学治理 3种措施并举, 是

防治民勤县荒漠化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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