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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探讨了荒漠化的定义及我国荒漠化危害
,

从荒漠化过程监测
、

生物措施稳定性
、

荒漠

化治理综合效益
、

荒淇化土地造林技术和荒漠化的防治途径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并对今后

我 国荒漠化防治工作提出 了几点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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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荒漠化定义为在人类的不良影响下
,

发生在干旱
、

半干旱和干旱

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
〔,〕。

荒漠化包括
:
植被退化

、

水蚀和风蚀
、

土壤板结
、

土壤紧实
、

土壤肥 力

损失
,

有毒化合物积累
、

以及土壤盐渍和水渍
。

由此可见
,

荒漠化一词实际上包含我国 1940 年提出
,

至今仍然使用的
“

水土流失
”

一词的含义
,

而在某些方面含义更宽
,

如
:
盐渍化

、

水渍化和有毒物质的积累等
,

退化既有量的退化
,

也有质的退

化
。

既有 自然力作用
—

主要是干旱
,

也有人为因素
。

广义上讲
,

荒漠化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荒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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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的边缘地区
。

如美国学者 H
.
E
.
D re g ne 在论述荒漠化发展史时

,

将我国的黄土高原列入世界上

最严重的土地退化地区
LZ」。

狭义上讲
,

荒漠化是发生在干旱
、

半干旱和干旱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

过程
。

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等因素是其形成的原因
。

我国目前有关学者对

荒漠化概念的理解是
:
荒漠化是发生在荒漠或沙漠边缘地区 (包括半干旱草原地 区)的沙化问题

。

1 9 9 0 年国家环保局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
: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 150 万 km

, ,

占国土面积的 巧
.
6 %

。

我国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占国土 52
.
5 % 的干旱

、

半干旱 区狭长带上
。

水蚀区人 口 约 3
.
6 亿

人
,

风沙区约 6 000 万人
。

50 ~ 70 年代
,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 1 56okm Z
,

进入 80 年代

平均每年扩大 2 IO0k m
, 。

全国农 田面积的 l/ 3( 近 4 400 万 hm
,

) 存在着明显的水土流失
,

全 国年水

土流失量已经超过 50 亿 t
,

其中 N
、

P

、

K 的流失量达 4 000 多万 t
,

相当于每年平均减少耕地 34 万

hm , 。

而形成 k m 厚土层需 Zon 一400 年
,

只有将侵蚀量控制在 Zt/(h m
, ·

a
) 以下才能保持平衡

,

但

我国侵蚀区一般都高于这一指标
,

严重的 50 一150 t/ (h m
, ·

a
)

,

最高可达 30 0
t/ (h m

Z ·
a

)

。

黄土高原

每年输入黄河 16 亿 t泥沙
,

其中 4 亿 t淤积在下游河道
,

对下游黄淮海平原 1 亿多人 口
、

25 万 km
,

构成威胁
。

据 19 93 年全国地质灾害现状调查报告披露
,

我国每年因水土流失
、

沙化
、

水渍化和盐渍

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96 亿元
、

45 亿元
、

30 亿元和 25 亿元
。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荒漠化治理工作
,

近 10 多年来
,

国家先后颁布了《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

《水

土保持法》
、

《水法》
、

《矿产资源法》
、

《森林法》
、

《草原法》
、

《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 自然资源
、

自然环

境保护管理法规
,

这些法规都与荒漠化防治有密切关系
。

同时
,

我国近年在荒漠化过程监测
、

干旱
、

半干旱区生物措施稳定性
、

荒漠化治理综合经济效益
、

荒漠化土地造林技术及防治荒漠化方面做了

大量研究工作
。

一
、

荒漠化过程监测及资源保护是防治荒漠化的基础

数理统计与航空摄影测量结合是 70 年代荒漠化监测特点
,

现代遥感技术使荒漠化监测工作进

入了新阶段
,

以计算机为主导的自然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正在形成
。

近年应用红外彩 色航片和卫片遥

感技术
,

经光电扫描仪量算
,

详查了长江三角洲
、

黄河三角洲
、

内蒙和全国范围的水土流失情况和立

地类型
,

进行了造林规划设计
、

科尔沁南部大青沟地区风蚀量估算等
,

并编制了土壤侵蚀图
。

有些地

区还专门进行 了航空遥感
,

得到了黑白红外片
、

彩色红外片
、

多光谱片
、

热红外图象等资料
,

应用卫

星磁带数据自动识别土壤类型
,

提取盐碱
、

风沙
、

侵蚀等土壤信息
,

利用机载热红外扫描资料探测土

壤含水量
,

利用不同年份的航卫片分析土壤盐渍化
、

沙化演变状况
。

中国科学院就是通过对 50 年代

末到 70 年代末航片量计资料的对 比
,

得出 25 年来沙漠边缘荒漠化土地增加了 3
.
9 万 km

Z ,

平均每

年扩大 1 560km
,

的数据
「3 ;。

水利部门
“

八五
”

期间应用遥感技术
,

得 出我国轻度以上水蚀面积 179

万 km
Z ,

中度以上风蚀面积 93 万 km
Z
的数据

。

二
、

保持生态系统相对水分平衡是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国干旱
、

半干旱地 区水资源 比较贫乏
,

年降水量一般在 45 0m m 以下
,

干旱区在 200 m m 以

下
,

绝大部分地区不足 100 m m
,

蒸发量一般在 1 000 一 3 0 00 m m
。

目前我国北方缺水总面积 已经超

过 58 万 km
Z。
据水利部门统计

:
40 年来我 国人均水资源已经从 5 780 m

,

下降到 24 7om
3(下降了

57 %
,

不足世界人均平均量的 1/4)
,

人均耕地从 0
.
18hm ,

下降到了 0
.
08h m

,
( 减少了 53 % )

,

每年平

均受旱面积 2 000 万 hm
,
闭

。

因此
,

各行业的发展一直受水资源短缺和开发技术水平低所困扰
。

近

年对宁夏
、

内蒙
、

新疆和黄土高原土壤水分动态
、

林地水分平衡和黄淮海中低产地区水盐动态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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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研究
。

通过对人工林地土壤水分平衡研究表明
:
在干旱

、

半干旱缺水地区
,

建成大面积用材林体系是

不可能的
,

干旱区造林密度应低 于 1 500 株 /h m
, ,

半干旱区 5 年内造林密度 以 6 000 ~ 30 000 株/

h m ,

为宜
。

甘肃临泽北部用梭梭造林后
,

林 下沙丘 0一 Zm 土层含水量
、

有效贮水量大 幅度下 降
,

6 一 7年后土壤含水量降低到 中生植物稠萎湿度以下
,

6
~

7 年生的单株可使周围 sm 远沙层含水率

降低
,

影响深度为 Zm
〔5〕。

荒漠
、

半荒漠区无灌溉条件下宜林极限研究表明
:
耐旱乔木地下水埋深极

限是 4一6m
,

灌木为 5一 10 m
;
耐盐乔木矿化度极限是 39 /L

,

灌木为 3一89 /L[
6 。

因此
,

干旱地区在

没有外来水补给的情况下
,

应用超旱生树种梭梭
、

沙拐枣等造林
,

用中生树种造林必须进行灌溉
,

半

干旱地区可用中生抗旱树种造林
。

三
、

经济生态型荒漠化土地治理开发是成功的关键

我国荒漠化土地开发利用指导方针几经变化
,

50 一60 年代
,

由于单纯注重经济型开发建设
,

致

使荒漠化面积骤增
,

如柴达木盆地开荒 8
.
4 万 hm

Z
土地后

,

弃耕 4
.
57 万 hm

, ,

使 200 万 hm
,

沙生植

被中的 133
.
3 万 hm

Z
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7 」。

70 年代
,

我国重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

开始了大

规模生态林业工程建设
。

进入 80 年代
,

由于经济杠杆作用
,

认识到生态经济综合防治是荒漠化防治

的根本出路
。

1 9 8 3 一 198 6年内蒙古吉兰泰盐湖沙害综合治理投资平均防护效益系数是 7
.
4 79 ,

是投资的7
.
5

倍匡
。

当覆盖度达到 40 % 一 50 % 时
,

风沙流中 99 % 的沙粒被拦截沉积
。

乌兰布和荒漠边缘大范围绿

化工程使林网内沙尘输移减少 80 %
,

降尘减少 40 %
,

大气浑浊度降低 35 %
。

沙漠土地经济效益 由

4
.
3 元/(h m

, ·
a

) 提高到 1 359
.
3 元 /(h m

, ·
a

)[s

〕。 内蒙古 巴林右旗短角牛场牧场防护林
,

在 20 倍树

高范 围内风速降低 15 % 一 49
.
2 %

,

林 网内牧草早返青 4一 6 夭
,

秋季早霜晚到 7一 10 天
,

林 网内蒸

发量减少 25
.
5 %

,

空气相对湿度提高 3写
,

林网内豆科
、

禾本科牧草所占 比重提高 53
.
5 %

,

牧草产

量提高 21
.
6% 〔, 。〕。

防护林 结构特征与作物产量关系研究表明
:
南北走向高于东西走向

,

最适宜农 田

防护林单位面积林地冠幅为 2~ 4m
,

/ m
Z ,

冠体 4~ 6m 丫m
Z ,

林木密度 0
.
1一 0

.
2 株/m

Z ,

林木高度 8

一 20 m [l
’3

。

对黑龙江音河 乡农 田防护林胁地状况调查表 明
:
杨树和两松 (落叶松

、

樟子松 )胁地范围

分别是 1
.
3H 和 0

.
35 H

,

减产率是 51
.
53 % 和 31

.
47 %

,

因此
,

林带优化改造应以松树为主栽树种
。

“

三北
”

地区 15 年累计投资 32
.
32 亿元

,

人工造林 1 334 万 hm
, ,

封 山封沙育林 600 多万 h
nl, .

飞播造林 60 多万 hm
Z ,

防护了 1 100 多万 hm
,

农田和 890 多万 hm
Z
牧场

,

使粮食产量增加了 10 %

一30 %
,

产草量增加了 20 %
。

据水利部门水土保持效益计算
,

40 年来坝地拦泥累计 355亿 t
,

增产值

63 0 亿元人民币
。

现有水土保持设施每年可增产粮食 110 多亿 kg
,

果品 235亿 kg
,

枝条 315 亿 kg
,

饲草 18 0 亿 kg
,

每年可增加保水能力 180 多亿 m
, ,

可减少土壤侵蚀量 n
.
4 亿 t

。

四
、

先进的治理技术是加速荒漠化土地治理的第一生产力

治理技术的革命是推动荒漠化地 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

近年主要在引种育种学和造林措施研

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

引种育种学如
:
筛选出了杨树耐盐突变体

、

分离出了海洋植物耐盐基因
、

选

出了抗旱性强的东疆
、

白皮
、

头状沙拐枣和多枝
、

多花
、

甘蒙怪柳
,

适宜盐碱地造林的短穗
、

刚毛
、

长

穗和甘肃怪柳
。

樟子松在内蒙瞪 口县含盐量 0
.
26 % 的次生盐渍化土上引种成功

‘” 。

造林技术措施

上
,

首先是进行土地利用规划与立地分类
,

再根据干旱程度
,

采取以保持水分平衡为准的造林密度
。

进行不灌溉或节水
、

集水
、

余水
、

灌溉造林和生物排水造林等
。

( l) 不灌溉或少灌溉造林
。

分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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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旱生特性或土壤含水量较好的特点
。

主要有飞播造林
、

扦插造林
、

埋干造林和深栽造林等
,

包括

杨树大干钻孔探水深栽和怪柳等挖沟避盐深栽
;(2) 利用径流水造林

.
我国的梯 田

、

水平条 田
、

水平

阶
、

水平沟和鱼鳞坑等整地方式
,

都是对因降水所产生的径流的利用方式
,

据新疆莫索湾沙漠丘间

地等高集水沟径流造林试验
,

在径流系数 0
.
44 一条沟

,

每年可汇集 874 L 水
【‘3〕

。

除一般等高整地汇

集径流外
,

还可以利用喷洒聚 乙烯醇
、

沥青
、

沥青乳剂等
,

建造不透水层铺面或采用聚乙烯薄膜覆

盖
,

抑制土面蒸发与渗透
,

集水效果可提高 150 倍左右
。

设置人工地下挡水层来降低田间渗漏损失
,

可节省灌溉水 70 % 左右
,

但要求先移走表土
,

喷洒乳化沥青等或铺塑料膜等
,

然后回填表土
,

造价

较高
;(3)引洪落种造林

。

是利用夏季多余洪水和植物种子成熟双重有利条件
,

分天然落种与人工播

种两种方式
,

新疆利用此法大面积发展怪柳林
、

胡杨林等获得成功
,

其中怪柳林约1一2万 hm
Z;(4)

保水造林
。

借助保水剂
、

抗蒸腾剂等喷洒于土壤表面或混入栽植穴
、

蘸根等
,

也可利用塑料膜铺盖地

表
、

进行地表松土等
。

保水剂是高分子化合物
,

一般有醋酸乙烯—
丙烯酸醋共聚物

,

异丁酸
—

酸

醉共聚物
,

聚丙烯酸盐类
,

环氧乙烷聚合物和梭 甲基纤维素等
。

其保水性能可以是其 自重的数百倍

至 1 000 倍
,

保水剂吸水后膨胀生成凝胶
,

就是加压水也不会离析 出去
,

温差变化对其吸水率无影

响
,

因此具有优异的保水性能
。

可提高造林成活率 10 写一60 %
。

抗蒸腾剂主要是一些高岭土和生长

抑制剂等
。

通过增加气孔阻力
,

可以有效地减少水分消耗
。

比较常用的有脱落酸(A B A )和人工合成

的矮壮素(C C C )
、

青鲜素(M H )等
.
(5) 灌溉造林

。

除畦灌
、

沟灌
、

漫灌外
,

还有喷雾
、

喷灌
、

滴灌和渗

灌等节水形式
。

我国于 1974 年引进滴灌技术
,

1 9 8 1 年提出了适合我国的燕山滴灌技术
,

使滴灌 系

统工程投资 比国外同类工程降低 80 %
,

现已在国内 10 多个省市试点推广
。

它比传统地面灌溉节水

80 %
,

比喷灌节水 40 写
,

节能 60 % 以上
。

其中固定式滴灌设备投资 3 75 0元/h m
, ,

半固定式 2 250 元

/h m
, 。

一次投资可使用 20 年
,

移动部分的投资占总投资的 15 %
,

可使用约 7年
。

1 9 9 2 年
,

中科院地

理所在内蒙翁牛特旗杜家地乡 4
.
4h m

,
( 1 00 坡)耕地上进行滴灌表 明

:
滴灌用水量是 343

.
sm ,

/h
m

Z ,

当地 漫灌 用水 定额是 900 m 丫hm
Z,

节 约用 水近 2/3
,

投 资定额 为 1 800 元/h m
, ,

小麦 产量 达到

6 03 0kg /h m
, 。

此外
,

农业部 门进行了膜孔灌技术研究
,

节水效果也在 50 % 以上
。

渗灌是把水灌入地

下的管道内
,

水在地下封闭的低压管网系统内运行
,

湿润根系层土壤
,

与地面明水灌溉相 比
,

可节约

用水约 80 %
。

在干旱缺水的井灌区
,

同样的灌溉面积
,

可节约 4/ 5的地下水
。

设施一次铺设多年受

益
,

投资额约为 1 50 0 元/h m
, 。

( 6) 盐碱(溃)化防治造林
。

我国由于经济力量局限
,

渠道一般没有采

取防渗措施
,

仅新疆每年就有 270 亿 m
3
的水从渠系中渗漏

,

造成渠系两侧地下水位抬升
,

次生盐渍

化危害严重
。

在渠旁
、

盐渍化和水渍化土地上造林排水
,

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
。

另外
,

双灌双排
、

种

稻洗盐
、

微区改土
、

竖井和暗管排水
、

利用咸水灌溉和淡水滴灌
、

石膏改土等都是盐碱 (渍 )化土地改

造的成功技术
。

现在治理已经朝着针对不同盐类危害进行治理和区域化治理的方向发展
。

如
:
不同

盐类对胡杨苗木危害由大到小顺序是
:N aZe O 3> N aH e o

3
> N ae 一> e a s o

;
> M g s O

;
> 以 N aC I为主

的盐渍皮
。

苗木经过耐盐害催根处理可以显著提高抗御盐害的能力
L, ‘」。

1 9 9 2 年中国林科院在内蒙

瞪 口 盐碱化土造林表明
:
在整地

、

灌水后
,

0

.

3 m 土层含盐量仍达 0
.
98 % 的情况下

,

直接扦插短穗
、

长穗和甘肃怪柳成功
,

成活率达 70 % 一 98
.
7%

。

五
、

荒漠化危害的逆转途径

(一 )以防为主 ,

以法治理
,

制定指标
,

改革现行体制和投资机制

应改变以往以治为主
,

以防为辅的方针
。

制定荒漠化地区行业行为法
,

使我国的荒漠化治理工

作走向法制轨道
。

首先要对各行业的开发建设工作进行荒漠化危害评估
,

并对土地规划和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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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必要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硬性指标
,

利用经济
、

社会和 自然规律的杠杆衡量各行业的行为
,

进行

资源有偿使用
。

使荒漠化地区的行业行为与农民生产生活和荒漠化防治紧密联 系起来
。

由于荒漠

化防治工作是一个跨部门
、

跨学科
、

跨行业
、

跨地域的系统工程
,

有必要 自上而下建立同一协调机

构
,

统一领导
。

改变现在的各行业齐抓共管
,

群龙无首
,

多方面花钱的局面
,

以提高治理经费的利用

价值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工作
。

(二)积极开展荒漠化地区产业建设
,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

增强经济实力和后劲

我国荒漠化地区光
、

热
、

风资源
,

矿产资源
,

畜产资源等较为丰富
,

水土资源也没有充分的合理

开发利用
,

这些都是当地经济腾 飞的基本条件
。

仅干旱区的植物就不下 1 800 种
,

常见的 800 多

种[1v
〕。 目前干旱 区河水径流利用率仅为 31 %

,

地下水开发利用率为 19 % 哪寸,

渠系利用率一般 为

0
.
35 左右

,

因此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还很大
。

在土地利用规划基础上
,

建立农林牧复合经济生态

系统
,

进行立体种植
,

改良放牧质量
,

提高土地利用强度
。

既要有高的产投比
,

又要有高的单产产量
。

利用径流截 留集水设施汇集降水
、

洪水
,

进行水资源的人工再分配
;提高渠道防渗 比例

,

推广暗管输

水排水
,

应用喷灌
、

滴灌等先进技术发展种植业
,

朝着水资源定额管理
、

高效利用的方向发展
。

( 三 )加强应用技术研究推广工作
,

理顺科研与生产推广的关系

我国现在的研究成果很多
,

但真正被转化为生产力的并不多
。

今后应让主管生产的基层部门提

出生产上急需解决的研究课题
,

并负责检验和在生产上推广
、

应用研究成果
。

( 四 )将生态经济型治理转变为经济生态型治理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 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

获取经济收益是荒漠化地 区人民生产
、

生活的 目的
,

而维持 良好的生态环境只能是人类为获取经济
、

社会效益所采取的手段
,

从来都是手

段为 目的服务
,

而不是 目的为手段服务
。

因此
,

在荒漠化地 区人类的行为必须尊重经济—
自然

—
社会规律

,

进行经济生态型开发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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