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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为苜蓿产业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特别利于苜蓿自然

脱水、种子生产、机械化作业，具有生产5 000万吨高质量苜蓿草产品的潜力。在西部贫

困地区，每吨苜蓿脱水产品直接产值为800元，转化加工后增值为1：3计算，中西部
5 000万吨规模的苜蓿产业，每年可创造直接社会产值400亿元，转化加工后延伸产值为
1 200亿元，这在西部开发中无疑将成为最有效的首选项目，也对中西部地区群众最终摆
脱贫困具有重大意义。

4．6追逐市场与价格利益的需求国内市场按近几年动态价位综合分析，粗蛋白质
含量为15％的苜蓿草粉出厂价为1 000元／吨。扭蛋白质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价格相应提

高100元，反之则随比例降价。粗蛋白质含量为19％的草粉每吨净利润可达480元。粗

蛋白质在17％以上的优质苜蓿草捆每吨价可达1 200元。要获取满意的价位，质量是关

键。

从宏观需求预测，按照2000年国内绿色饲料产品需求量为1亿吨、国际市场需求量

为500万吨计算，国内苜蓿产品市场年潜力为800亿人民币，国际市场的潜力为10亿美
元。

保护草原．减轻沙尘暴危害

苏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年春以来京津地区连续遭受2次沙尘暴、7次扬沙天气的袭击，千百万巨大的经

济损失。人们普遍关注，昏天黑她的沙尘来自何方?三北防护林为什么挡不住抄垒暴?

沙尘暴是在强大的风力吹蚀作用下，疏松裸露地表的细粒径粉尘脱离地裹卷^气流而

形成的风沙尘埃流，悬浮于1 000多米高空，使能见度小于1 0∞米的灾害性天气。大风

和裸露疏松地表床面的沙尘源是形成抄尘暴的必要条件。 ．

观测证明，当土壤古水率在1％以上时，地表土壤颗粒不易被吹蚀。当地表土壤粒径

较大时，沙粒则随风近地表搬移，故戈壁、抄漠不是主要的供尘源。地表有植被覆盖保护

或土层有植物根系固着的地表，土壤颗粒也不易被欢蚀。所以，沙尘暴总是发生于各种具

有大面积干燥琉松、缺少植被覆盖和无植物根系圈着的粉沙地表。在我罾。沙尘暴多发生

于西北与内蒙古中西部降雨稀少的干旱、半干旱沙质草原和抄质荒漠区，且多发生在土壤

已解冻，而草地绿色植被和农作物尚未返青或剐返青，尚不能覆盖地表的春季或春夏之

交。

1．来自草原沙尘暴的历史教硼

美国19世纪向西部移民，开垦9 000万公顷草原种粮食，发展养牛业，家畜大量增

加，草地过牧，使草地植被覆盖度由85％下降到15％大地失去植被保护，终于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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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震惊世界的黑风暴，席卷2／3的美国国土，使4 500万公顷耕地被毁，16万农牧

民倾家荡产，被迫逃离西部大草原。痛定思过，为此1936年美国制定并通过了草原利用

法即著名的泰勒放牧法，用法律形式限制掠夺草原。规定草原的利用率不能超过50％。

井耗巨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使西部大草原得到恢复。

前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亚干旱草原地区丈面积垦殖草原种粮食，曾带来可观的

经济收^。但好景不长，开垦草原的结果终于招致1963年哈萨克斯垣草原垦区发生强大

的黑风暴，横扫了哈萨克斯坦新垦区，使垦区踟％的耕地(约2000万公顷)遭受损失，

而不得不闭耕。

我国鄄尔多斯草原和科尔沁草原，年降水是300--450毫米，在元朝和明朝期间还是

水草丰美舶著名草原。二处草原分别于明朝和清朝开始放垦、农耕．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肥美草原变成如今的风沙源一毛乌素沙地和科尔沁沙地。2000年5月3日中央电视台

报道的青海省共和县境内的沙地，1985年以前还是水草肥美、草层高60多厘米的塔拉

(蒙语，意为平原)草原，1958年至1960年开垦、撂荒，形成50多千米长的沙带，大风

起处风沙弥漫，每年向黄河和龙羊峡水库推进6～12米。

开垦草原、破坏草地植被覆盖的后果是地表裸露、疏松，随即而来的是抄尘天气愈来

愈频繁。我国特大沙尘暴20世纪60年代发生8次，70年代发生13次，80年代发生14

次，90年代发生23次。今春袭击北京的抄尘暴和沙尘天气大都来自内蒙古中西部和河北

省坝上的干旱草原区。

2．沙尘源来自干旱风沙区

引发沙尘天气和沙尘暴的沙尘源，按其面积大小，主要来自于植被覆盏根低或地表覆

盖浮沙的各种沙质草原与沙质荒漠；沙漠与沙地；裸露、疏松的旱作农耕地、无植被覆盖

的撂荒地与轮闲地；干涸的沙质湖泊、河床、河滩；向外扩张的活化半固定沙丘；因开挖

植被、工程施工新近产生裸土地；大量浮沙土堆积的鼠荒地等等。各种观测研究表明，今

春袭击京津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源，来自于内蒙古中西部和河北西北都的沙化草地、撂荒

地及退化的早作耕地。

干燥、疏松沙尘源太面积的增加，在大风天气作用下，会导致抄尘暴发生顿事的增

加。反之若沙尘源面积减少，沙尘暴的发生频率亦随之减少，近年来我国沙尘暴频繁发

生，除了大风天气因素外，主要是过去沙尘源大面积增加的结果。沙尘源面积增加，剜是

干旱区人口增加、对土地过度利用、索取、或掠夺式开发利用、对干旱区绿色植被缺少保

护的结果。

2 1草地开量、撂荒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累计开垦了0．13多亿公埂草

原．其中近50％后被撂荒成为裸地或沙地。经全国农业区划办公室遥感调查，1986—

1996年，10年阃，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4省(自治区)便开量了147万公顷草

地，其中49．2％被撂荒。内蒙古伊克昭盟沙化土地面积的40％来自被垦草地。

2．2破坏草地檀被每年上百万农民涌人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各地草

原。挖甘草、割麻黄、罗布麻、搂发菜，屡禁不止，大面积破坏草地檀被。仅内蒙古自

治区困滥挖、滥搂破坏的草原面积已达0．12亿公顷，其中400万公顷完全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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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民樵采草地灌木、蒿类、半灌术、甚至刨根，仅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牧民，每年

要消耗5亿千克草地灌木，大体相当于2 000平方千米的草原灌丛和荒漠灌丛被砍

伐。

开挖草地植被淘金、挖煤，开矿不回填。数万淘金者将青海西部草原挖得千疮百孔。

内蒙古、陕西、山西省“黑三角”接壤区开挖露天煤矿，不回填恢复草原植被。仅神户、

东胜、灵武和淮格尔1．8万平方千米煤田开发区，沙漠化土地面积已占79％。

2．3草地持续超载过牧．草地沙化 自1950年以来．草原牧区人口增加1倍多，草

地家畜增加了3倍，草地面积却不断减少，至加世纪90年代每头草地牲畜占有的草地面

积较50年代减少了60％～70％。各地的草地相继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开始超载过

牧，目前全国草地平均超载量约加％，宁夏、内蒙古西部、青海、甘肃等地的部分草衄

超载量大于100％，草地不堪负重。长期过牧利用，加上各种人为因素对草地植被的破

坏，使目前90％的天然草地处于退化之中。

全国荒漠化、沙化的土地中，40％为草地，其中覆盖度明显降低、沙化的草地又占退

化草地面积的50％。

2．4内陆河上游麓留水源。下游湖泊干涠、绿洲及外圈檀被消失 新疆塔里术河、

玛纳斯河、甘肃石羊河、黑河，上游修水库截留水源。造成中、下游断流，尾闻湖泊干

涸，迫使下游过多抽取地下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最终使民勤盆地绿洲、额济纳绿洲及

外围草原、塔里木河下游绿色长廊消失。先是浅根系的草率植被枯死消失，继而沙棘、红

柳等灌丛草原植被衰败，最后河岸两侧及湖泊边缘的湿地消失，胡杨林桔死，下游两岸及

尾闻湖泊成为新生的沙漠。仅新疆因上游绿洲农业超量用水，30年来已致使下游3加万

公顷的草原和荒漠植被萎缩，沦为沙漠。

3．沙尘暴与荒漠化防治的指导思想

3．I按土地利用粪型综合防治引起沙尘暴和土地沙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

要针对土地沙化的原因，对症下药进行综合防治。属于草地开垦、撂荒造成的沙荒地，应

退耕还草、封育恢复草地植被。属于樵采、滥搂、挖金、开矿破坏植被引起的土地抄化，

应立即停止破坏，采取植被恢复与再造措施。属于草地过牧引起的草地沙化，应进行草地

建设，拓宽草地生态容量，提高草地载畜能力，实施以草定畜。属于用水不当，地下水位

下降、河湖干掴、植被萎缩引起的沙漠化，必须采取科学用水、节水措施。属于灌麓不当

引起的土壤次生盐溃化则必须改进灌溉方式。属于毁韩造成的土地沙化，则应檀树造

林。

3．2宜采用防t于治、以防为主。以治促防的方针40多年来我国曩计治理沙化土

地的面积约为舯O万公埂，占荒漠化土地面积的3％，每年治理的面积小于荒漠化的发生

面积，治理赶不上荒漠化产生的速度。以前多以点和线的空间格局进行治抄，对沙摸化土

地发生预测不够。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得到治理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好转。面上的整体

生态环境恶化。我国沙漠化的面积太大，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全面治理抄漠化a建议采取

防重于治，以防为主，以治促防的沙漠化防泊方针。!防”筑是不破坏现在的绿色植被，

“治”是指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地段通过治理拓宽生态环境容量，换取面上耕地的封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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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部分的草地家畜转移，达到育封、恢复原有植被的目的，使面上的“防，，得以实
现。

3．3将干旱草原与荒滇檀被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沙尘暴和沙化土地发生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干旱、半干早地区的地带性温带干旱草原、干旱荒漠和高寒草地三种植被

的面积，与森林植被的面积比倒为20：l。森林位于湿润区。沙化土地、荒漠化土地发

生于干旱、半干旱区，基本上不是毁林造成的。因此，宜将主要以林治抄的方向转移到

草原与荒漠植被的保护上来。将草原与荒漠植被的保护放在沙漠化防治工作的优先位
置。

3．4宜将单纯种人工防护林转向恢复、重建干旱区、沙区当地多土植被上来人工

防护林特别是公路、铁路、农田、居民点周围的防护林，其防沙作用应充分肯定。但是防

护林的作用是挡住沙子，属于治标措施。治本的办法应该是减少或消灭沙尘源，恢复与再

建干旱区绿色草原植被与荒漠植被。

4．减少沙尘暴的途径

4 1预防措施

4．1．1严禁再开垦草原，严禁滥挖、滥采破坏草原荒漠植被的行为。关闭、取消收

购草原甘草、麻黄，发菜市场。来自草原的传统植物药材改为人工种植。

4．1．2保护草原植被，依法处罚过牧者，使过牧者得不到经济利益。生态脆弱区草

地、覆盖度小于10％的各种沙地草地、半固定抄丘，覆盖度小于20％的荒漠和海拔大于

4800米的高寒草地。逐步退牧，留给野生动物，由畜牧业经营性草地转变为生态环境型

草地。

4．i．3保护、建设基本草场，培育割草场和冬毒放牧场。有计划她实施草地封育、

春季休牧，划区轮牧，逐步走向冬春圈养舍饲。封育3年的各类草地，其植被都能得到很

好的恢复，提高10％～20％的覆盖度。封育比任何治理办法都经济实用、有效。

4．1．4逐步减少草地放牧山羊的数量。

4．1．5积极稳妥地推行免耕法。在永热条件较好的地区扩大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

早春播种作物的播种面税。

4．2治理措施

4．2．1遇耕恢复绿色植被。将纯牧区草原中的现有耕地，半农半牧区年降水量小于

400毫米无灌溉条件的耕地、轮闲地、撂荒地实行退耕。遏耕还林还草的原则：毁草开荒

的耕地、恢复草原植被；毁林开垦的耕地，还给森林。退耕还草种植的人工植被，就为多

年生牧草与灌木，再逐步恢复当地的乡土植被。

4．2．2 “三化”草地治理。实旅飞播种草或朴播改良。飞播牧草，第二年即可获得

绿色植被覆盖，觅到生态效益。过去的经验证明，飞播沙蓠是治理抄荒地最经济、见效最

快的措施之一。

4．2．3开展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平衡上下游甩水、禁止内陆河上游层层修水库拦截

水源。有条件的地方可实施引水工程或开发地下水。

4．2．4在有水源的地段继续营造干旱区防护林。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