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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全国生态修复分区的基础上 ,根据各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水土流失特点和经济发展方

向 ,结合近年来生态修复试点、示范工程实施情况 ,提出了生态修复的不同模式和分区治理对策。这些治

理对策将有助于全国各级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及实施。可实行分类指导 ,减少水土流失 ,加速退化生态

系统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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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Measure in Different Zones With Natio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yp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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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st udy is conducted in combination wit h t he works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 he implemen2
tation of demonst ration project s in recent years. Different models and sub2zone cont rol measures for ecologi2
cal restoration in various zones of China are p 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nat ural conditions , socio2economic

conditions , soil characteristics , and dire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 The models and measures can be

used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t all levels for

reducing soil erosion , and speeding up t he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e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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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全国第二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 ,我国目前需治

理的水土流失面积有 2. 00 ×106 km2 多 ,以目前 5 ×

104 km2 / a 的治理速度 ,需要近半个世纪才能完成治

理 ,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要求 ,因此 ,需要加快治理速

度。从水土流失治理的经验看 ,在加强人工重点治理

的同时 ,高度重视生态修复将是一条费省效宏的好路

子。但在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过程中 ,忽视自然地带性

规律和区域性差异 ,不仅延缓了生态修复的进程 ,也

造成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根据全国生态修复类

型区研究成果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区划分为 4 个

一级生态修复类型区和 13 个二级生态修复类型区 ,

即湿润带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 ( Ⅰ区) ,包括长白山黑

土漫岗区 ( Ⅰ1 区) 、长江以南红壤丘陵区 ( Ⅰ2 区) 、四

川盆地及其东南土石山区 ( Ⅰ3 区) 3 个二级修复区 ;

半湿润带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 ( Ⅱ区) ,包括哈 (尔滨)

沈 (阳)黑土漫岗区 ( Ⅱ1 区) 、北方土石山区 ( Ⅱ2 区) 、

太 (原)兰 (州)以南黄土高原区 ( Ⅱ3 区) 、川西及云贵

高原石质山区 ( Ⅱ4 区) 4 个二级修复区 ;半干旱带生

态修复一级类型区 ( Ⅲ区) ,包括内蒙古高原区 ( Ⅲ1

区) 、太 (原)兰 (州)以北黄土高原区 ( Ⅲ2 区) 、青藏高

原区 ( Ⅲ3 区) 、伊犁河谷区 ( Ⅲ4 区) 4 个二级修复区 ;

干旱带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 ( Ⅳ区) ,包括内陆河流域

区 ( Ⅳ1 区) 、“三化”草原区 ( Ⅳ2 区) 2 个二级修复区。

基于以上分区依据的主导因子原则 ,水土保持工作分

区原则 ,行政区划完整性原则 ,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分

异性原则 ,人口和地带性原则 ,结合我国近年来生态

修复试点、示范和经验 ,本文提出了全国生态修复的

不同模式和分区治理对策 ,有利于对各级水土保持生

态修复规划及实施进行分类指导 ,加快水土流失的治

理速度。



1 　各类型区内生态修复对象

在对各区进行措施布置以前 ,首先需要明确生态

修复的对象。通过对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情

况的分析 ,中轻度水土流失区较适于生态修复。根据

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和《全国水土保持

生态修复规划 (2003 —2015 年)》,我国现有中轻度水

土流失面积 2. 42 ×106 km2 ,其中轻度 1. 62 ×106

km2 ,中度 8. 0 ×105 km2 。剔除耕地、有林地、建设和

居民用地等地类后 ,全国适宜生态修复的面积约1. 23

×106 km2 。

根据国家土地分类标准 ,适宜生态修复的土地类

型主要有 5 大类。(1) 灌木林地 ,即郁闭度 > 40 % ,

高度在 2 m 以下的矮林地和灌丛地 ,此地类面积约

1. 3 ×105 km2 ; (2) 疏林地 ,即郁闭度为 10 %～30 %

的稀疏林地 ,此地类面积约 1. 6 ×105 km2 ; (3) 覆盖

度在 20 %～50 %的中覆盖度草地 ,此地类面积约 4. 7

×105 km2 ; (4) 覆盖度在 5 %～20 %的低覆盖度草

地 ,此地类面积约 3. 9 ×105 km2 ; (5) 地表土质覆盖、

植被覆盖度在 5 %以下的裸土地 ,以及地表为岩石或

砾石 ,其覆盖面积 > 50 %的裸岩石砾地。考虑裸土地

和裸岩石砾地的面积较小 ,将两者合并统计 ,统称裸

土岩石砾地 ,此地类面积约 8. 0 ×104 km2 。在将土

地类型及面积与生态修复分区图利用 GIS 工具叠加

统计后 ,得到一级类型区、二级修复区适宜生态修复

的面积及对应的生态修复对象 (详见表 1) 。

表 1 　各级类型区适宜生态修复面积情况 km2

一级

分区

二级

分区

中轻度水蚀区

灌木

林地
疏林地

中覆盖

度草地

低覆盖

度草地

裸土、

岩砾地
小计

中轻度风蚀区

灌木

林地
疏林地

中覆盖

度草地

低覆盖

度草地

裸土、

岩砾地
小计

Ⅰ1 639 1 543 1 767 113 2 4 063 19 106 523 65 1 713

Ⅰ区 Ⅰ2 14 792 50 697 4 585 671 79 70 823 1 1 1 0 0 3

Ⅰ3 39 863 41 545 73 761 8 213 762 164 144 169 16 1 476 689 472 2 822

Ⅱ1 5 165 4 675 7 207 1 989 432 19 468 500 361 14 133 7 535 421 22 949

Ⅱ区
Ⅱ2 11 176 11 921 16 988 4 770 398 45 252 75 247 665 65 9 1 060

Ⅱ3 4 232 6 581 21 226 14 046 1 005 47 089 177 59 696 2 897 2145 5 973

Ⅱ4 21 182 12 868 44 724 6 344 1 840 86 958 87 49 3 098 4 359 414 8 007

Ⅲ1 6 131 7 191 19 630 11 244 1 964 46 160 1 946 658 55 758 32 407 1 830 92 600

Ⅲ区
Ⅲ2 4 744 7 447 30 884 25 038 2 003 70 117 958 336 22 090 18 507 3 506 45 397

Ⅲ3 8 420 3 923 44 702 28 759 10 291 96 096 615 559 15 636 39 481 6 338 62 629

Ⅲ4 823 771 12 398 9 258 1 683 24 932 660 659 3 540 33 385 10 336 48 581

Ⅳ区 Ⅳ 3 894 3 734 46 447 33 307 6 485 93 867 2 503 2 063 26 023 107 252 31 666 169 505

合计 121 062 152 894 324 317 143 751 26 944 768 968 7 710 5 114 143 637 246 641 57 138 460 240

2 　类型区情况及防治措施配置[ 122 ]

考虑年降水量、人均基本农田等生态修复关系密

切因子情况 ,并根据分区的结果 ,对生态修复措施进

行总体布局 ,确定生态修复 4 大一级类型区的防治目

标和对象。同时 ,以二级修复区为防治单元 ,布置生

态修复措施。

2. 1 　湿润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降水丰沛 ,植被恢复潜力大 ,应快速修复受

损生态系统 ,率先在全国实现生态良好的目标。该区

生态修复的主要对象 :一是稀疏林地 ,二是荒山荒坡 ,

三是退耕还林以后形成的灌木林地、疏林地或草地。

该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2. 4 ×105 km2 。

2. 1. 1 　长白山黑土漫岗区 　该区涉及辽、吉、黑 3

省 ,人口约 8. 00 ×106 ,其中农业人口 4. 60 ×106 ,人

均耕地面积 1 000～1 600 m2 ,农民人均收入在 2 400

元左右。大部分地区属中温带亚湿润气候 ,年均降水

量在 750～1 000 mm ,区内土壤为黑土 ,地表有效土

层较薄。

该区是中国主要的天然林区之一 ,植被恢复条件

较好 ,且农业基础条件好 ,经济比较发达 ,是生态修复

的重点地区。该区主要应以结合生态修复试点县的

经验 ,以巩固“四荒”拍卖成果、强化对稀疏林地的封

禁管育为主要防治措施[1 ] 。该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

面积约 5 000 km2 。

2. 1. 2 　长江以南红壤丘陵区 　该区主要涉及苏、浙、

皖、沪、湘、鄂、赣、闽、粤、桂、琼等省 (直辖市 ,自治

区) ,人口约 5. 00 ×108 ,其中农业人口 3. 50 ×108 ,大

部分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 1 000 m2 ,农民人均收入在

2 000～6 000 元。区内温暖多雨 ,年均降水量在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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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以上 ,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 ,植被较为丰茂 ,地带

性土壤以红壤为主。主要侵蚀类型为水蚀。

该区降水量大 ,农业基础好 ,经济总体发达 ,生态

修复潜力较大 ,但人口密度大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大

部分地区天然植被已遭破坏 ,陡坡开垦严重。生态修

复主要措施 : (1) 要优先绿化稀疏林地和荒山荒坡 ,

以封禁为主 ,适当补植乔、灌木。同时采取相应的辅

助措施 ,例如采取以煤代柴、以电代柴、以气代柴、推

广省柴灶等措施 ,多途径解决农村能源 ; (2) 因地制

宜 ,积极吸取“猪 —沼 —果”循环利用生态链模式的成

功经验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中心 ,兴建生态畜牧小

区[1 - 2 ] ; (3) 要巩固退耕还林 (草) 成果 ,强化封育管

护 ,确保退耕还林还草成果“稳得住 ,不反弹”; (4) 要

加快城市化过程和基本建设中遗留的裸露山体缺口

和边坡的生态修复工程 ,促进城乡及区域生态环境向

绿化、净化、美化、活化的可持续生态系统演变。该区

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7. 1 ×104 km2 。

2. 1. 3 　四川盆地及其东南土石山区 　该区主要涉及

川、渝、湘、鄂、贵、云、陕等省 (直辖市) ,人口约 1. 96

×108 ,农业人口 1. 36 ×108 ,四川盆地人均耕地面积

333～667 m2 ,其它地区 1 000～1 600 m2 ,农民人均

收入在 2 000 元左右。该区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

风湿润气候 ,降水量在 1 000 mm 左右 ,属紫色岩系

山地 ,主要侵蚀方式为丘陵山区坡耕地侵蚀。

该区降水条件和农业基础好 ,经济较好 ,也是生

态修复的重点区域。主要措施 : (1) 在荒山荒坡实行

封禁治理 ,加强补种和补植工作 ,同时加强管护 ,防止

人工的干扰和破坏 ,变放牧为舍养 ; (2) 抓好能源替

代 ,通过推广使用沼气和节柴灶 ,减轻农村燃料压力 ,

减少对林木的砍伐 ; (3) 在一些石漠化严重 ,生存条

件差 ,普遍存在饮水难 ,用电难 ,行路难的地区 ,结合

小城镇建设 ,基本农田建设 ,实行生态移民[2 ] 。该区

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1. 67 ×105 km2 。
2. 2 　半湿润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降水条件较为适宜植被恢复 ,应明显减轻水

土流失危害 ,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依据该区水土流失

特点和所发生的地类 ,生态修复的对象是疏林地、灌

木林地、中覆盖度草地、退耕还林地和裸土岩砾地。

该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2. 4 ×105 km2 。

2. 2. 1 　哈 (尔滨) 沈 (阳) 黑土漫岗区 　该区涉及黑、

吉、辽、蒙等省 (自治区) ,人口约 7 000 万 ,农业人口

3 900万 ,大部分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 2 000 m2 ,农民

人均收入 2 400 元左右。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低

山丘陵区和漫岗丘陵区 ,绝大部分地区属中温带气

候 ,年均降水量 400～500 mm。此区土壤以黑土为

主 ,森林覆盖率较高 ,但因山地丘陵多 ,土壤侵蚀潜在

危险程度较大 ,主要侵蚀形式有细沟、浅沟侵蚀。

该区农业基础条件好 ,经济比较好 ,是生态修复

的重点地区。该区生态修复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处理

好生态修复与黑土区商品粮基地建设之间的关系 ,尽

可能使生态环境的保育与商品粮基地建设互为补充。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主要措施 : (1) 对退化黑土地中的

疏林地、灌木林地 ,实施封禁管育 ; (2) 采取必要的工

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整治斜坡上的侵蚀沟 ,防止水土

流失 ; (3) 在缺乏母树的地区适当撒播种子。该区可

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4. 2 ×104 km2 。

2. 2. 2 　北方土石山区 　该区涉及京、津、冀、鲁、豫等

省 (直辖市) ,人口 2. 6 ×108 ,农业人口 1. 8 ×108 ,人
均耕地面积 667～1 000 m2 ,农民人均收入 2 000～

5 000元。区内干、湿季节明显 ,处于暖温带湿润大

区 ,降雨集中在夏秋季 ,年均降水量在 550 ～ 750

mm ,土壤多为抗蚀性较差的黄土、褐土和风沙土。

此区位于北方水蚀风蚀交错区 ,以水蚀为主。

该区人类垦殖较早 ,植被较差 ,部分地区经济文化

相对落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主要措施 : (1) 对于交

通不便 ,地广人稀 ,植被萌生能力强的河流源头区 ,实

施封山育林 ,在政策上积极扶植推广“舍饲圈养”,薪炭

林建设等 ; (2) 对于一些交通便利 ,人口较多 ,植被破

坏严重的地区推行“大封禁 ,小治理”的思路 ,采取先封

后造 ,封禁补植 ,隔坡造林等人工治理和自然恢复相结

合的技术方法 ,在政策上坚持全面封禁和抓好能源替

代。该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4. 6 ×104 km2 。

2. 2. 3 　太 (原)兰 (州) 以南黄土高原区 　该区涉及甘

肃、陕西、山西等省 ,人口约 1. 70 ×1011 ,农业人口 1. 10

×1011 ,人均耕地面积 667～1 333 m2 ,大部分地区农民

人均收入在 2 000 元以下。此区属暖性森林和森林草

原带 ,年均降水量在 500～800 mm ,地带性土壤主要为

褐色土、黄棕壤和黑垆土 ,侵蚀类型以水蚀为主。

该区适宜生态修复的地类多见于植被覆盖较好的

黄土丘陵、基岩山地和河谷平原等 ,是生态修复的重点

地区。主要治理措施 : (1) 在子午岭、黄龙山、太行山、吕

梁山等山地林区和黄土丘陵次生梢林区加强现有植被

保护 ,人口稀少林区搞好生态移民 ,实行全面封山 ; (2)

在汾渭谷地、晋东南盆谷丘陵区和豫西黄土台源低山区

通过生态修复与工程措施的结合 ,加强保源固沟 ; (3) 在

晋中盆谷丘陵和陇西土石丘陵区实行封山育林[1 ] 。此

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5. 3 ×104 km2 。

2. 2. 4 　川西及云贵高原石质山区 　该区主要涉及云、

川、藏、青等省 ,人口 3. 10 ×107 ,农业人口 2. 30 ×107 ,人

均耕地面积 333～1 333 m2 ,农民人均收入在 2 000 元以

下。区内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气候区 ,年均降水量在

750 mm左右。区内多石化山地和紫色岩系山地 ,土层

浅薄 ,土壤干燥缺水 ,侵蚀类型以水蚀为主。

该区林草覆盖度较大 ,是生态修复的重点地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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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 : (1) 对稀疏灌草林地 ,以封禁为主 ,适当补植适

于当地生长的乔、灌木种 ; (2) 因地制宜 ,乔、灌、草结合 ,

多品种结合 ,形成良好的林分结构 ,提高生态系统的效

能。同时理顺水系 ,预防滑坡、泥石流发生 ; (3) 改善少

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巩固生态修复成果。此区

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9. 5 ×104 km2 。
2. 3 　半干旱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降水较少 ,生态修复的难度有所增加 ,生态

修复应注重减轻风蚀强度 ,减少水土流失异地危害。

修复重点对象 : (1) 内蒙古高原东侧、沿长城一线农

牧交错区的中低覆盖度草地、荒地和部分沙地边缘 ;

(2) 黄土高原稀疏乔灌林地和稀疏灌草地 ; (3) 长江

上游部分荒山荒坡 ; (4)“三江”源区。该区可进行生

态修复的面积约 4. 9 ×105 km2 。

2. 3. 1 　内蒙古高原区 　该区涉及蒙、黑、吉等省 (自

治区) ,人口 2. 25 ×1011 ,农 (牧) 民人口 1. 37 ×1011 ,

大部分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 2 000 m2 ,农民人均收入

在 2 000 元以下。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 ,年均降水量

250～400 mm ,土壤主要以栗钙土为主 ,东北部有黑

土出现 ,侵蚀类型以风蚀为主。

该区人口密度小 ,经济欠发达 ,属草原和稀疏灌

木草原 ,生态环境较差 ,植被覆盖度低 ,是生态修复的

重点地区。主要措施 : (1) 要强化农牧业交错区的水

土保持措施 ,改变放养制 ,实施圈养 ,围栏禁牧 ; (2)

要加强牧区水利建设 ,提高灌、草生长量 ; (3) 要改良

“三化”草场 ,建设牧草基地 ,实行划区轮牧 ; (4) 要改

变畜种结构 ,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益 ; (5) 在退化黑土

地区的疏林地、灌木林地 ,实施封禁管育。此区可进

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1. 39 ×105 km2 。

2. 3. 2 　太 (原)兰 (州)以北黄土高原区 　此区主要位

于鄂尔多斯高原风蚀区和黄土高原北部风蚀水蚀交

错区 ,涉及陕、甘、晋、宁等省 (自治区) ,人口 3. 60 ×

107 ,农业人口 2. 50 ×107 ,人均耕地面积 2 000 m2 左

右 ,农民人均收入 2 000 元以下。该区处于中温带亚

干旱区 ,年均降水量在 250～450 mm ,土壤以黄土为

主 ,侵蚀类型以风水蚀为主。

该区经济欠发达 ,生态环境恶劣 ,植被稀疏 ,天然

草场多沙化、退化 ,是生态修复的重点地区。主要措

施 : (1) 要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的管理 ,严禁乱采滥

挖 (如滥挖发菜、甘草等) ,并注意控制大面积病虫鼠

害的发生 ; (2) 要巩固退耕还林 (草) 和生态移民的成

果 ; (3) 要大力推广灌木林建设 ,在梁顶、峁边营造灌

木林带 ; (4) 要在部分农牧交错区 ,加强对放养牲畜

的管理 ,实施圈养。此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1. 16 ×105 km2 。

2. 3. 3 　青藏高原区 　该区主要包括藏、青两省 (区) ,

人口 5. 50 ×106 ,农 (牧) 民人口 3. 50 ×106 ,大部分地

区人均耕地面积 < 333 m2 ,农民人均收入 1 500 元以

下。该区主要受大陆性气候影响 ,涉及高寒风沙区和

高原冰川冻融区 ,年均降水量在 400 mm 左右 , 土壤

主要有高山草原土和高山草甸土 ,侵蚀类型以冻融侵

蚀为主。

该区经济基础薄弱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林草覆

盖度差。主要措施 : (1) 对“三江”源保护区实施以退

牧育草、划区轮牧、轮封轮牧、大面积封禁管护、预防

监督为主要措施的生态修复建设 ,同时注意加强大面

积鼠害的防治 ; (2) 对东部黄土高原接壤区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 ,加强封禁管护 ,保护和恢复植被 ; (3) 在环

青海湖风水蚀交错区和柴达木盆地周边进行大面积

封禁保护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 ; (4) 保护现有高寒生

态系统 ,尽量减少人为干扰。此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

面积约 1. 59 ×105 km2 。

2. 3. 4 　伊犁河谷区 　该区位于新疆西北部 ,人口

8. 00 ×106 ,农 (牧)民人口 5. 00 ×106 ,人均耕地面积

1 667 m2 以上 ,农民人均收入 2 000 元以下。伊犁河

流域属于湿润的大陆性温带气候 ,年降水量约为 200

～500 mm , 侵蚀类型以风蚀为主。该区经济发展落

后 ,生态环境脆弱 ,植被类型属于温带荒漠区 ,生态修

复的条件相对较差。主要措施 : (1) 大力发展牧区水

利 ,搞灌溉草场 ,提高产草量 ,防止天然草场超载放牧

而引起的植被破坏 ; (2) 实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

程 ,结合各地草原实际状况采取禁牧、休牧、划区轮牧

等科学管理方式 ,使草原达到植物群落的自我修复 ;

(3) 制定和完善有关优惠政策 ,通过封育保护 ,转变

农牧业生产方式 ,实现生态的自我修复。此区可进行

生态修复的面积约 7. 4 ×104 km2 。
2. 4 　干旱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人口 8. 80 ×106 人 ,其中农 (牧) 民人口5. 50

×106 。区内经济发展落后 ,农 (牧) 民人均收入除甘

肃省北部地区较好外 ,其余地区均在 2 000 元以下。

此区生态环境脆弱 ,林草稀疏 ,生态修复难度较大 ,应

选择有条件的内陆河绿洲湿地生态系统和“三化”草

原区 ,改善生态环境 ,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和少数民

族生活条件。主要修复对象是已经干涸的内陆河下

游湿地和“三化”草原区。该区可进行生态修复的面

积约 2. 6 ×105 km2 。

2. 4. 1 　内陆河流域区 　内陆河绿洲生态修复区涉及

新、蒙、甘、青等省 (自治区) 。大部分地方处于干旱

区 ,降水量小于 200 mm ,蒸发能力强 ,干燥指数大于

20 ,属于世界上最干燥的气候带之一。水土流失类型

为风力侵蚀 ,侵蚀程度强烈。

该区生态修复的关键性措施是调水 ,以水定修。

主要措施 : (1) 根据水资源条件 ,以调水为中心 ,采取

节水措施 ,修复部分内陆河湿地生态系统 ; (2) 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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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等流沙地区 ,

可采取固沙植物种植 —沙漠绿化 —发展沙产业 —经

济杠杆—资金反哺种植模式[ 1 ] 。

2. 4. 2“三化”草原区 　“三化”草地 (原) 面积占全国

草地 (原)面积的 1/ 3 ,主要分布在新、青、蒙、甘、藏等

省 (自治区) 。大部分地方处于干旱、半干旱区 ,降水

量 200～400 mm ,干燥指数 2～5 ,有的地方干燥指数

超过 5 ,多沙尘暴天气。水土流失类型为风蚀 ,流失

强度为中度、轻度 ,部地方达到强度 ,水土流失异地危

害严重。

主要措施 : (1) 调整种植结构 ,以牧区水利为中

心 ,改善退化草原区的水利条件 ,促进生态修复 ; (2)

以建设草原基地为重点 ,改革放牧制度 ,采取围拦、圈

养、轮牧、调整畜种等措施 ,修复受损草原生态系统 ;

(3) 进行生态移民 ,将生活在条件恶劣地方的农牧民

和他们的牧畜迁往条件较好的地方或城镇进行异地安

置 ,减少生态压力和人为破坏 ; (4) 进行科学管理 ,对

于滥垦、滥挖、滥伐的退化草地 ,实施退耕还草工程。

3 　关于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类型区
治理措施的建议

　　生态修复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加之 ,这

方面可借鉴的国内外理论和研究成果不多 ,因此 ,本

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

对生态修复分区措施进一步完善。本文分区措

施主要来自于全国 128 个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县

的治理经验 ,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不具全面性 ,建议相

关机构人员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补充、修订。

加快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我国幅员

辽阔 ,自然气候类型千差万别 ,各分区内的水土流失

现状和治理目标各异 ,适宜种植和利用的植物种类、

类型也多种多样。因此生态自我修复的标准和目标

也不尽相同 ,如湿润、半湿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山

区、丘陵区、平原和城区。建议根据不同类型区生态

自我修复的时间周期和成效建立相应的生态修复评

价指标体系 ,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评价指标体

系等 ,以规范对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的验收、效益

监测和后评价。

加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根据分区

的结果 ,建议各级政府加强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工

作 ,以指导生态修复工作的系统开展。规划应突出区

域内生态自我修复的特点 ,明确生态修复的分区、目

标、原则、重点、范围、任务、措施 ,切实遵循植被分布

的地带性规律 ,并统筹考虑与退耕还林 (草) 、生态移

民、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淤地坝工程等建设项目的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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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内绝大部分地方降水稀少 ,多年平均降水量小

于 200 mm ,个别地方甚至小于 50 mm ,而蒸发能力

强 ,干燥指数大于 5 ,有的地方甚至高达 100 以上 ,干

旱缺水。地貌类型属内陆盆地 ,有柴达木盆地、准葛

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等。戈壁沙漠与盆

地相间 ,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等。

主要的内陆河有准葛尔内陆河、中亚细亚内陆

河、黑河、塔里木内陆河、河西内陆河、青海内陆河、羌

塘内陆河、额尔齐斯内陆河等。水土流失类型以风蚀

为主 ,雪山高原区为冻融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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