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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尝试在青藏高原县级尺度上对荒漠化区域进行划分,并分析不同荒漠类型的分布特征,为

荒漠区划及荒漠化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为例,利用2018年的TM
遥感影像,2000—2018年的 MODIS影像数据,结合GIS制图技术,通过长期野外调查,探讨高寒区荒漠分

类系统。[结果]在分析荒漠形成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荒漠分类的主要原则和划分指标。利用气

候区划、地表物质组成、地貌形态及成因、植被盖度等指标,将拉萨市城关区荒漠划分为2个Ⅰ级类型,7个

Ⅱ级类型,18个Ⅲ级类型,31个Ⅳ级类型,并确定各级各类荒漠的面积及空间分布范围。[结论]确定了高

寒区荒漠分类的指标,对城关区的荒漠区域进行分级分类。初步建立了西藏高寒地区的荒漠分类体系,奠

定了青藏高原高寒区荒漠分类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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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desertregionalizationanddesertificationcontrol,

thispapertriestoclassifydesertificationareasonthecountyscaleoftheQinghai-TibetPlateauandanalyze
thedistributionand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deserttypes.[Methods]BasedonTMimagesfrom2018,

MODISimagesfrom2000to2018,combinedwithGISmappingtechnologyandlong-termfieldinvestigation,the
studyselectedChengguanDistrictofLhasaCityasacasetoexplorethedesertclassificationsysteminthe
alpineregion.[Results]Accordingto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ofdesertformation,themainprinciples
andindexesofdesertclassificationwereputforward.Basedontheindexesofclimateregionalization,surface



materialcomposition,geomorphic morphology,andvegetationcoverage,thedesertintheChengguan
DistrictofLhasaCitywasdividedinto2first-leveltypes,7second-leveltypes,18third-leveltypes,and31
fourth-leveltypes,andtheareaandspatialdistributionofeachdeserttypeweredetermined.[Conclusion]

Thisstudydeterminestheindexofdesertclassification,andclassifiesthedesertareaoftheChengguan
District.ThedesertclassificationsystemintheQinghai-TibetPlateauispreliminarilyestablished,whichis
thebasisforthealpineclassificationresearchintheQinghai-TibetPlateau.
Keywords:Qinghai-TibetPlateau;desert;classificationsystem;LhasaCity;GIStechnology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它不仅造成土地资

源流失,还威胁着全球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荒漠化

如同全球变暖一样[1],已成为全球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

环境问题之一[2-4]。据第5次全国荒漠化监测显示[5],
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面积约为2.61×106km2,约占

国土面积的27.20%。西藏自治区的荒漠化面积在全

国第三位,面积约为4.33×105km2,约占整个西藏自

治区面积的35.21%。
荒漠化也是青藏高原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特别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西藏地

区的荒漠化的主要危害形式是沙害。目前有关荒漠

化过程及其空间分异特征、植被盖度、土壤侵蚀、微生

物及防治有大量的研究[6-9]。在荒漠化分类方面的研

究主要有,前苏联地理学家.奥布鲁切夫[10]根据地面

物质组成以及地表形态等因素,把荒漠分为5个类

型;刘淑珍[11]提出以主导营力和表现形式为划分指

标,将全国划分为4个类型和13个亚类;杨景春

等[12]将干旱区荒漠类型划分为沙漠、泥漠、砾漠和岩

漠等4类;丁国栋[13]在荒漠化评价中提出以植被作

为主要评价因子。杨昕等[14]将草原荒漠化分为轻度

荒漠化、中度荒漠化、严重荒漠化和极严重荒漠化;朱
刚等[15]分析了陕西省荒漠化多年动态变化;杨发相

等[16]研究探讨新疆干旱区的荒漠分类系统。王树祥

等[17]提出了一种荒漠化提取模型。对青藏高原的高

寒地区荒漠以及荒漠化类型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对

于西藏地区荒漠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荒漠化动态监

测、沙化土壤特性研究、沙漠化分布等,李森等[18]将

青藏高原沙漠化区划为9区23亚区;于海洋等[19]对

西藏境内的荒漠化土地现状及动态变化进行监测研

究;李庆等[20]分析了青藏高原沙漠化土地的空间分

布及分区;张志伟等[21]对堆龙德庆区荒漠进行区划。
周启龙等[22]以西藏西部典型的沙化草地为研究对

象,分析草地根系分布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袁佩

新等[23]将整个青藏高原的沙漠化区域进行区划,在
西藏土地沙漠化宏观分区中,拉萨市城关区属于严重

沙漠化区,土地沙漠化仅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本文

在县级尺度上对荒漠化区域进行划分,并分析不同荒

漠类型的物质组成、分布规律以及类型特征,为研究

不同荒漠类型形成的过程,制定不同荒漠类型的防治

措施提供参考。

1 区域概况

拉萨市城关区属于西藏“一江两河”流域(雅鲁藏

布江、拉萨河、年楚河的中部流域地区),地处雅鲁藏

布江支流拉萨河中游河谷平原地带,地势南北高、中
间低。地理位置为29°30'46.80″—29°48'3.60″N,

91°1'15.60″—91°18'14.40″E,海拔为3595~5613m。
境内既有高俊的山脉,又有深切的沟谷,地形复杂多

样,且多冰川、戈壁、裸石等地貌。城关区主要有3种

气候类型[24],分别为高原温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高
原亚寒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高原寒带季风干旱气候

区。年日照时数3000h以上,故有“日光城”之美

称,冬季不冷夏季不热。年降水量约为420mm,
年蒸发量2344.6mm,导致气候环境长期干燥,有
利于荒漠的形成。该区域内荒漠化土地类型众多、分
布广泛、危害严重,是区内荒漠化问题较严重的地区

之一[25]。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在全面收集分析关于高寒荒漠研究资料的基础

上,两次对城关区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实地

调查,根据分类系统的分类原则及分类指标,初步

建立的高寒地区荒漠分类体系。利用 GIS制图技

术,对城关区遥感图像进行处理,结合遥感影像解译

知识[26],根据野外调查结果,建立不同荒漠类型解译

标志库,完成城关区荒漠类型预解译图,再次到实地

进行调查验证,进一步校正高寒地区荒漠化分类

结果。

2.1 资料收集

通过查阅有关青藏高原高寒地区荒漠、荒漠化研

究资料。收集城关区的遥感影像(来源于 USGS共

享数据的2018年Landsat7的TM 影像,图像空间

分辨率为30m;采用 GoogleEarth15级数据(91卫

图企业版下载),成像时间为2018年11月、2019年

11月、2020年1月,影像分辨率为4m),2000—2018
年 MODIS影像数据(https:∥modis.gsfc.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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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ataprod/mod13.php),分辨率为250m,ALOS
12.5mDEM数据(91卫图企业版下载)、全国土地利

用类型遥感监测空间分布数据(http:∥www.resdc.
cn/Datalist1.aspx? FieldTyepID=1,3),1∶100万

城关区数字地貌图(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貌图

集(1∶100万)》)、气候区划图(来源于《西藏自治区

县级气候区划》)、土壤图(https:∥www.resdc.cn/

data.aspx? DATAID=260)、植被图(来源于《1∶10
万中国植被图集》)等资料。

2.2 野外调查

通过对城关区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初步的分析,
选择有代表性、可行性高且安全的路线,于2019年8
月,2020年9月两次对城关区的不同荒漠类型进行

实地调查,获取沿线典型荒漠类型的基础地理数据及

地表物质组成数据。

2.3 荒漠划分原则与指标

参考相关学者[4,27]提出的荒漠分类方法,以张志

伟等[23]提出的高寒地区荒漠类型的划分原则和指标

的基础上,以分级分类、主导因子、利于荒漠化防治及

环境保护为原则,以气候区划、地表物质组成、地貌成

因及类型、植被覆盖度等为主要分类指标。

2.4 分类方法

本研究建立的荒漠化分类的划分原则及指标,首
先以气候区划作为划分指标。城关区主要有3种气

候类型区,其中高原温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主要是海

拔小于4200m的拉萨河等河流的河谷地带及山前

冲洪积平原,高原亚寒带季风区主要是海拔在4200
~4500m的区域。高原寒带季风干旱气候区主要

分布在海拔4500m以上的高山地区。将高原温带

季风半干旱气候区、高原亚寒带季风半干旱区划分为

干旱荒漠区,将高原寒带季风干旱气候区划分为高寒

荒漠区。其次,以地表物质组成作为划分指标,在一

级荒漠类型的基础上,通过野外调查,并结合TM 影

像、Googleearth等数据资料,将基岩裸露的山地以

及长期受重力、流水、冻融等作用下形成的大粒石等

风化产物覆盖的区域划分为岩漠;将由砂、砾或卵石

组成的冲积、洪积区域划分为砾漠;将由地表物质主

要由大于1mm的粗砂和1~2mm的极粗砂和较小

的砾石组成的山地、丘陵等荒漠草原区域划分为沙砾

漠;将受季节性河流影响的泥沙沉积区,在旱季时,由
于干旱和风的作用引起土地沙化的区域划分为沙漠。
第三步,以地貌类型及成因作为划分指标,在二级分

类结果的基础上,不同的地貌成因,如冲积、洪积、冲
积洪积、侵蚀剥蚀、冰缘作用、冰川冰缘作用等,结合

不同地貌类型如:平原、丘陵、高山、极高山等划分3
级荒漠类型。最后,以植被盖度为划分指标,由于植

被盖度受到水热变化的影响较大,结合分类体系,在
三级分类的基础上,将植被盖小于30%的区域划分

为低植被盖度荒漠区,将植被盖度30%~50%的区

域划分为中等植被盖度荒漠区,其中沙漠的分类和中

国沙漠图分类相同,植被盖度在40%以上为固定型

沙漠、植被盖度在15%~40%为半固定型沙漠,植被

盖度在15%以下的为流动型沙漠。

3 荒漠分类结果

3.1 荒漠分级分类系统

根据高寒地区荒漠化分的原则和指标,通过实地

调研与GIS技术相结合,将拉萨市城关区的荒漠进

行四级划分。城关区荒漠分类系统为2个Ⅰ级荒漠

类型,7个Ⅱ级荒漠类型,18个Ⅲ级荒漠类型,31个

Ⅳ级荒漠类型(表1)。

3.2 荒漠Ⅰ级分类结果

根据国家土地利用类型分类标准,将居民建筑物

用地、耕地、湿地、林地、高寒草甸等划分为非荒漠区

域。以气候区划作为划分指标,将城关区荒漠区划分

为干旱荒漠和高寒荒漠。通过对遥感影像进行解译

与修正,最终制作出城关区Ⅰ级荒漠类型与非荒漠区域

图(图1)。从图1统计得出,城关区的非荒漠区的面积

约为357.57km2,约占城关区总面积的68.77%;荒漠

区域中高寒荒漠的面积约为88.52km2,约占研究区

域总面积的17.02%;干旱荒漠的面积为73.88km2,
所占城关区总面积的14.21%。

图1 拉萨市城关区Ⅰ级荒漠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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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拉萨市城关区荒漠分级分类系统

Ⅰ级类型 Ⅱ级类型 Ⅲ级类型    Ⅳ级类型      

干

旱

荒

漠

干旱沙漠 干旱沙地
干旱流动沙地
干旱半固定沙地

干旱沙砾漠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沙砾漠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沙砾漠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沙砾漠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干旱冲积河谷平原砾漠
干旱冲积河谷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干旱冲积河谷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干旱砾漠 干旱冲洪积平原砾漠
干旱冲洪积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干旱冲洪积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干旱冲积平原砾漠
干旱冲积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干旱冲积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干旱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丘陵岩漠 干旱侵蚀剥蚀丘陵低植被盖度岩漠

高

寒

荒

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沙砾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高寒沙砾漠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沙砾漠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沙砾漠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覆盖沙砾漠

高寒砾漠 高寒冲积河谷平原砾漠
高寒冲积河谷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高寒冲积河谷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高寒冲洪积平原砾漠 高寒冲洪积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高寒岩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岩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岩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岩漠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岩漠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3.3 荒漠Ⅱ级分类结果

在Ⅰ级分类的基础上,以地表物质组成作为划分

指标,将城关区荒漠区划分为7个Ⅱ级荒漠类型。本

研究在物质组成中,添加了沙砾漠类型,完善了荒漠

分类的指标体系,拓展了地貌学研究的内容,各级荒

漠类型如图2所示,各级荒漠类型面积及比例表2所

示。从图2及表2中可以得出,高寒岩漠的面积比例

最大,约占荒漠面积的50.84%;其次为干旱岩漠,面
积比例约为21.34%;干旱沙砾漠的面积相对较大,而
干旱砾漠、干旱沙漠、高寒沙砾漠及高寒砾漠的面积

比例均低于10%。

表2 拉萨市城关区Ⅱ级荒漠类型数据表

Ⅱ级荒漠类型 面积/km2 比例/%

干旱砾漠 14.86 9.15
干旱沙漠 4.43 2.73
干旱沙砾漠 19.94 12.28
干旱岩漠 34.66 21.34
高寒砾漠 1.91 1.18
高寒沙砾漠 4.04 2.49
高寒岩漠 82.57 50.84
总 计 162.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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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拉萨市城关区Ⅱ级荒漠类型分布

3.4 荒漠Ⅲ级分类结果

在Ⅱ级分类的基础上,以地貌类型及成因作为划

分指标,将荒漠类型进一步划分为干旱冲积河谷平原

砾漠、干旱冲积洪积平原砾漠、干旱冲积平原砾漠、高
寒冲积河谷平原砾漠、高寒冲积洪积平原砾漠、高寒

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沙砾漠、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

山岩漠等18个Ⅲ级类型,城关区的Ⅲ级荒漠类型图

如图3所示。不同荒漠类型面积及其占总面积比例

详见表3。从图3及表3中可以看出,其中高寒冰川

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岩漠的面积比例最大,约占荒

漠面积的23.60%。其次为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

岩漠的面积比例约为16.84%,另外高寒冰川冰缘作

用中起伏极高山岩漠、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岩漠

的面积比例大于10%,其余Ⅲ级荒漠类型的面积比

例均小于10%。

图3 拉萨市城关区Ⅲ级荒漠类型分布

表3 拉萨市城关区Ⅲ级荒漠类型数据

Ⅲ级荒漠类型   面积/km2 比例/% Ⅲ级荒漠类型    面积/km2 比例/%
干旱沙地 4.43 2.73 高寒冲积河谷平原砾漠 1.62 1.00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沙砾漠 11.54 7.11 高寒冲积洪积平原砾漠 0.29 0.18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沙砾漠 8.40 5.17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沙砾漠 0.07 0.05
干旱冲积河谷平原砾漠 2.38 1.47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沙砾漠 0.45 0.27
干旱冲积洪积平原砾漠 3.04 1.87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沙砾漠 3.52 2.17
干旱冲积平原砾漠 9.43 5.81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岩漠 17.51 10.78
干旱侵蚀剥蚀丘陵岩漠 0.12 0.07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岩漠 2.51 1.55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岩漠 7.20 4.43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岩漠 24.22 14.91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岩漠 27.34 16.84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岩漠 38.33 23.60

合 计 162.40 100.00

3.5 荒漠Ⅳ级分类结果

近20a以来,随着城镇化加剧,人类活动范围扩

大及建筑物增多导致人口聚集地面积增大,在中国沙

漠图中的沙漠区域,部分已经开发为居民建筑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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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城关区年降水量也发生巨

大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直接导致植被生长情况及植

被盖度的变化。
图4列出了城关区在2000和2018年 NDVI变

化及2018年植被盖度分布。利用2018年的TM 遥

感影像为基础,以植被覆盖度作为划分指标,将城关

区的荒漠划分为31个Ⅳ级类型。表4为城关区各Ⅳ
级荒漠类型的面积及比例。

图4 拉萨市城关区植被覆盖情况

表4 拉萨市城关区Ⅳ级荒漠类型数据

Ⅳ级荒漠类型    面积/km2 比例/% Ⅳ级荒漠类型      面积/km2 比例/%
干旱冲积河谷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1.36 0.84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21.52 13.25
干旱冲积河谷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1.02 0.63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大起伏极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16.81 10.35
干旱冲积洪积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0.98 0.61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12.91 7.95
干旱冲积洪积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2.06 1.27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0.07 0.04
干旱冲积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6.67 4.11 高寒冰川冰缘作用中起伏极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11.31 6.96
干旱冲积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2.76 1.70 高寒冲积河谷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0.75 0.46
干旱低植被盖度沙地 2.90 1.79 高寒冲积河谷平原中植被盖度砾漠 0.87 0.53
干旱中植被盖度沙地 1.53 0.94 高寒冲积洪积平原低植被盖度砾漠 0.29 0.18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16.18 9.96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9.11 5.61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11.54 7.11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3.52 2.17
干旱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11.16 6.87 高寒侵蚀剥蚀大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8.41 5.18
干旱侵蚀剥蚀丘陵低植被盖度岩漠 0.12 0.07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0.99 0.61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沙砾漠 0.83 0.51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0.38 0.23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岩漠 3.52 2.17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1.52 0.94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沙砾漠 7.57 4.66 高寒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低植被盖度沙砾漠 0.07 0.04
干旱侵蚀剥蚀中起伏高山中植被盖度岩漠 3.68 2.27 总 计 162.40 100.00

4 结论与讨论

在分析荒漠主要形成因素的基础上,以2018年

的TM影像为基础图件,利用GIS技术,结合长期野

外调查资料,以气候区划、地表物质组成、地貌形态及

成因、植被盖度等作为划分指标,将拉萨市城关区荒

漠划分为2个Ⅰ级类型,7个Ⅱ级类型,18个Ⅲ级类

型,31个Ⅳ级类型;并确定了各级各类荒漠的面积,以
及各类荒漠的空间分布。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但青藏高原的生态敏感且环境脆弱。全球气候变化

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并显著影响

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屏障效能,特
定条件下会加剧土地退化、荒漠化、沙漠化[27]以及增

加生态灾害风险。荒漠是青藏高原自然景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同荒漠类型对农业发展、基础建设、矿产

资源开发等有较大影响,需关注并重视青藏高原高寒

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及荒漠化问题。荒漠化分级分类

研究是荒漠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是指导土地荒漠化

分类治理的重要依据。青藏高原的荒漠具有非地带

性分布的特点,对青藏高原高寒地区荒漠进行系统的

类型划分,旨在归纳和总结出青藏高原地区荒漠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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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规律与格局,为精确划分青藏高原区的荒漠类型、
荒漠成因、荒漠结构以及治理措施等方面提供参考,
并为第三极环境变化与高寒地区环境保护与生态修

复等提供基础研究。本研究以拉萨市城关区为例,对
城关区的荒漠区域进行分级分类,为青藏高原高寒区

荒漠分类系统的研究做基础,但对于整个青藏高原地

区荒漠类型划分及荒漠的判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自1977年在联合国荒漠化会议上,“荒漠化”一词被

正式提出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开始荒漠化分类

系统的建立。国外学者多次提出具有代表性的荒漠

化分级分类理论,中国权威性质的分级分类理论是20
世纪90年代由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的。近几十年以

来,该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例
如分类系统的适用范围,划分指标的确定等,仍需要

继续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在荒漠分类系统中,分类指

标的确定是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分类指标的选取,荒
漠化是一种土地退化的一种表现,未来的研究中是否

可以从土地生产力、土地资源丧失、土壤含盐量、地表

景观综合特征等选取合适的划分指标。其次,是各类

指标的量化研究,如气候区划的量化、主要地表组成

物质含量的量化以及植被覆盖度的量化等,可以更客

观地对不同荒漠类型进行划分。对各指标进行量化,
不仅可为荒漠形成过程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且可以针

对性地为不同荒漠类型荒漠化防治,进行自然资源的

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提供参考,并为区域

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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