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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西北干旱区土地总面积约占国土总

面积的 !"#，大部分被戈壁，沙漠所覆盖 ；近 几 十

年来沙漠化扩大的速度愈来愈快，形势严峻。形成

沙漠化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两

方面，其中人为原因占主导地位。在人为因素中主

要包括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与森林植被的砍

伐破坏，其中前者占主导地位。在详细分析了由于

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环境的恶化，水环境的演变又

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造成大面积

的土地沙漠化的同时，还探讨了沙漠化与沙尘暴

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防治沙漠化的有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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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年完成的全国荒漠化土地普查表明，中国

荒漠与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 .’/&01!2 占国土

总面积的 !)(3#。特别是近 ’/ 年来，荒漠化扩大的

速度愈来愈快。从 !/ 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以年

均 ’"-/01! 速度扩大；进入 4/ 年代2每年扩大面积

增到 !&//01! 以上。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高达 "&/ 亿元，已成为一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防治

荒漠化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必

须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与荒漠化进行长

期的斗争。

荒漠与荒漠化现象主要为干旱或半干旱区脆弱

生态环境条件下的产物。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干旱

区，如河西走廊、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等巨型内陆

盆地，荒漠分布最广，荒漠化现象也最严重。按一般

规律，荒漠地区地势平坦辽阔，气候极端干燥，降水

极少，日照强烈，日夜温差很大，风力很强而且持久。

荒漠主要特征是基本无地表水体，植被稀疏，一般动

物难以生存，形成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根据荒漠的

不同成因和地貌上的差异，可划分为沙漠（沙质荒

漠）、戈壁（砾质荒漠）、岩漠、泥漠、盐漠等等。

“荒漠化”主要是指非荒漠地区，如绿洲或草场，

由于天然作用或人为作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使原

来的耕地或草场，逐渐演化为荒漠的过程。’%%/ 年

联合国环境署在内罗毕召开的荒漠化评估会议上，

明确指出荒漠的概念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所

造成的干旱地区土地退化”。所谓土地退化是指：土

地作物生产减少，土地生产潜力衰退，土地资源的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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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地表出现不利于发展生

产的地貌形态，如沙丘等等。所谓“沙漠化”，只是荒

漠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天然作用形成的荒漠化一般

演变过程非常缓慢，例如气候干旱化，往往要经过几

百年或上千年的时间；而人为作用形成的荒漠化，在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可造成严重后果。目前西北

地区土地荒漠化的迅速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

作用，即人类活动的影响占有主导地位。

二、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是

干旱区形成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人类活动造成荒漠化的原因很多，例如森林、植

被被人为破坏，无科学依据的大规模垦殖、拓荒以及

草场过度放牧等等。但很多地区土地沙漠化，主要是

由于水资源开发不合理造成的。河西走廊的石羊河

流域是最突出的一个实例。石羊河年均径流量约为

!"#!$%&!’#!$%()，主要流经武威与民勤两个盆地。

建国以来在上游地区修建了许多水库，山区河川径

流量基本上全部被拦截，导致山前平原地下水补给

逐年减少，溢出带泉流量严重衰减，原泉灌系统被迫

改为井灌，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形成恶性循环。随着

武威地区耗水量的迅速扩大，下游民勤盆地的来水

量，由上世纪 ’$ 年代的 ’*+,#!$%()，急剧下降到 -$
年代的 !*’#!$%() 左右，导致下游河流断流，湖泊干

涸，河灌改为井灌，地下水位大面积持续下降，水质

恶化，土壤盐渍化面积不断扩大，大片灌木林、沙棘

林衰败死亡，草场退化，绿洲退缩。大片耕地撂荒，并

被沙漠所替代。因而沙漠面积不断扩大，沙漠化日益

严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在黑河流域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上下游之间由

于水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矛盾更为严重。黑河中

上游主要在甘肃张掖境内，而下游弱水则属内蒙古

的额济纳旗，弱水最终流入居延海。黑河年均径流量

约 !’#!$%()，过去流入额济纳旗约 %#!$%()，但自上

世纪 %$ 年代以来，由于张掖地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

展，黑河下泄水量大幅度减少，特别是近五年下降到

"#!$%() 左右，使下游河流断流，历史上著名的东、西

居延海均在地面上消失，成为戈壁、沙漠。地下水位

急剧下降，造成大批浅井干涸报废。约近 +$#!$+.("

的天然乔木、灌木次生林枯萎消亡，沙化、盐碱化的

土地面积扩大到约 )’#!$+.("/约占全旗可利用土地

面积的 ’+0。沙漠化现象急剧漫延扩张，额济纳旗残

留的绿洲濒于消亡的危急关头。

新疆许多内陆河流，也遭到类似的命运。由于

中、下游各类水工建筑大量消耗水资源，造成下游流

量严重衰减，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例如塔里木盆地的

孔雀河，原流入罗布泊，!-+) 年湖面面积尚达 !-$$
1("，!-2" 年缩小为 ’)$ 1("，现已全部枯竭，成为一

片荒漠。准噶尔盆地玛纳斯河终端玛纳斯湖， !-2%
年面积尚有 ’’$ 1("，现已全部消失。艾比湖已由

!-’% 年的 !$,$1(" 缩小为 ’,$ 1("。以上干涸的湖

泊，已大部分为沙漠所取代。新疆最大的塔里木河，

年径流量达 ++-*%#!$%()；近年来由于上游大量引

灌，到中游仅余 -*’#!$%()，减少 %!0，使下游河流断

流，地下水位下降 %(，地下水的含盐量（矿化度）大

幅度升高，使大面积的胡杨林、红柳林相继大片死

亡。据统计，,$$$.(" 农田弃耕，"#!$+.(" 草场覆灭，

随之而来的是沙漠入侵，使原来长达 )$$1( 的“绿

色长廊”，大部分沦为荒漠。据统计，近 )$ 年来全疆

沙漠面积扩大了 )*+#!$+1("，使 )+$#!$+.(" 的土地

和草原被沙漠所吞没。新疆由于次生盐渍化而弃耕

的土地，也达 2,#!$+.(" 左右，成为土地荒漠化的重

要原因之一。

大量引水使湖泊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新疆虽

然建起了 +%" 座水库，总库容 2!#!$%()，水域面积近

"$$$1("，但湖泊水面却由-,$$1(" 缩小至 +,+%1("，

丧失近 ’$$$1("；大量湖泊的干涸或缩小，造成了湖

区和湖周大范围的沙漠化。

三、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是

形成荒漠化的间接原因

植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维系生态

平衡的关键组成部分。植被的破坏也成为沙漠化高

速扩展的重要原因。我国西部干旱区森林覆盖率很

低，是我国突出的无林少林地区，其中新疆、青海，森

林覆盖率低于 !*20，然而森林的破坏仍然相当惊

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是河西走廊人民自下而上的

命根子，但浅山灌木被砍、林线后移，珍贵的云杉也

遭到破坏。石羊河流域的林地仅占 !2*"0，几十年来

的超载放牧，毁林种地破坏森林 )#!$+.("，造成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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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面积 !"#$%!&’(，导致输水量减少了 ()*#$%+’"。

新疆主要林区的天西林区和阿尔泰册林区集中

采伐程度达 *%,-+%,，东天山已基本无林可采。祁

连山区森林界限半个世纪以来平均退缩 (.)/0’，最

多达 !%0’1森林覆盖率由 (% 世纪 2% 年代的 (%,降

至 $()!,，西段的 !%%#$%!&’( 森林已荡然无存。新

疆玛纳斯河流域也因森林的破坏，2% 年代至 *% 年

代流域的输沙量，从每年 $$*#$%! 3 增到 $.()/#$%! 3。
大量的输沙直接危害了水利设施。

新疆的荒漠植被从 (% 世纪 2% 年代的 +%%#$%!

&’(，降为 +% 年代的 "%!#$%!&’(，毁去 /(,，为同期

人 工 造 林 保 存 面 积 的 $" 倍 。 同 期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2,降为 $)%",。古尔班通古特流沙面积从 ",扩

大到 (%,，仅米兰到莎车一带的土地沙化面积即达

$""#$%!&’(。塔克拉玛干沙漠以每年 2-$%%’ 的速

度向东南方向移动。新疆 +/ 个县（市）中的 2" 个受

风沙危害。由于开荒，樵采和放牧，新疆绿洲外围荒

漠植被面积减少 2%,-*%,，其中塔里木河上游开

荒 "2#$%! &’(，毁掉胡杨林 (" #$%! &’(；准噶尔梭梭

林减少 +#$%!&’(，其直接后果是塔里木盆地新增现

代沙漠化土地 "+#$%!&’(；准噶尔沙漠流动沙丘比

例由 ",发展到 (%,，活化面积达到 +" #$%! &’(。新

疆河谷林集中于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从 (% 世

纪 2% 年 代 至 +% 年 代 ， 两 流 域 即 减 少 河 谷 林 面 积

+)!$ #$%! &’(，现仅余 2)" #$%! &’(，河谷林 蓄 积 量 只

有 (+!#$%!’"。

四、荒漠化与沙尘暴

区域气候的恶化，突出表现为沙尘暴、扬沙的剧

增。由于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加强了气候恶化的反

馈作用，裸露干旱的沙质化土地为沙尘暴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来源，使我国西部干旱区成为全球四大沙

尘暴高发地区之一，成为中亚沙尘暴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 $.2%4$.." 年，本区域发生强沙尘暴 */ 次，

年均 $)*/ 次，而 (% 世纪.% 年代以来，仅特强沙尘暴

年均发生率就超过 ( 次。(%%% 年 $ 月至 ! 月，沙尘

暴就发生近 $% 次，在全国上下引起—片惊呼。除沙

尘暴次数的增加外，沙尘暴的破坏程度也迅速提高。

(% 世纪 2%-*% 年代，沙尘暴天气灾害范围一般在

$$#$%!0’(-(.)$#$%!0’(，进入 .% 年代以来，几乎所

有 沙 尘 暴 天 气 灾 害 范 围 都 超 过 "$#$%! 0’(。 其 中

$.." 年 2 月 2 日，发生在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

部分地区的一场特强沙尘暴，(%% 人伤亡1$")( 万头

牲畜死亡或丢失，农田受灾面积达 /)+$#$%!&’(1直接

经济损失达 2)! 亿元；$..+ 年 ! 月，西北 $( 个地、州

遭受沙尘暴袭击，$2/ 万人、!/#$%!0’( 作物受灾，$$
万头牲畜死亡、丢失，直接经济损失达 + 亿元；$..+
年 ! 月 $+ 日，新疆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遭遇特

强沙尘暴，死亡 / 人、失踪 !! 人，(2/ 人受伤，城乡

遭受一场浩劫，经济损失逾 $% 亿元。

据报载，$..* 年 ! 月 $2 日西北地区爆发的 一

场范围广大的沙尘暴，兰州、银川等城市沙尘弥漫，

不见天日，并波及华北、华东等地区。有关专家认为，

上述沙尘暴主要是由于西北地区沙漠化日趋严重形

成的。近四年来，沙尘暴天气不论是发尘频率或强

度，均逐年有所增加；特别是 $.." 年 2 月 2 日在河

西走廊发生的那次黑风暴，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兰

新铁路中断一星期，金川有色金属公司被迫停产，沙

漠向前推进 +’，如果不积极采取防治荒漠化措施，

那么今后沙尘暴的影响范围将越来越大，危害也越

来越严重。

五、荒漠化的演变发展过程

西北干旱区荒漠化的发生与发展，虽然与其所

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但通过近 2% 年来的实际观

察，可以判断近一个世纪来，沙漠化发展之所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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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主要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干旱

区人地系统的平衡，从而导致了系统内诸自然环境

要素的退化，使得原有的疏林沙地草原地理景观，演

变为以风沙活动为主要形式的荒漠景观。因此可以

说，沙漠化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干旱区的人地系统

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各要素同外部环境之间，通过

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而使其结构和功能发生负

面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

在人类活动中，由于城市和工农业的迅速发展，

对水资源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对生态环境脆弱的

干旱缺水地区，缺乏正确认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大片开垦荒地，无限制的大量开发水资源，而从不考

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由于内陆盆地降水极

少，主要依靠由山区降水与受冰雪补给形成的山区

河流，作为盆地内的主要供水水源。长期以来河水及

由地下排出的泉水，是农田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解

放后大规模修建水库，山区 !"#以上的河流被拦截；

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上游大面积垦荒，建设新绿

洲，大水漫灌，地下水位抬升，造成大面积盐渍化。老

绿洲因河流被拦截，泉水干涸，改泉灌为井灌；但地

下水补给减少，造成超量开采，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造成恶性循环，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由于上游地区大

量消耗水资源，下游盆地来水量逐年减少，导致下游

地区水环境严重恶化，如河流断流、泉水枯竭、湿地

消失、湖泊干涸、水质恶化，以及由于超采地下水，造

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水环境的变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主要

表现为草场退化、乔木灌木枯萎死亡，绿洲萎缩、耕

地撂荒，野生动物及水生动物灭迹，沙地持续扩大，

其最终结果是造成大面积荒漠化。因此要解决荒漠

化问题，只有通过人类自己，科学地协调好经济建设

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优化干旱区人地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才能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向良性

循环方向发展。

六、防治对策

综上所述，西北干旱区沙漠化、荒漠化的迅速发

展，虽然存在多种原因，但水资源开发不合理往往成

为主导因素，这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央一再

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形

成良性循环；防止由于资源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

化。水是干旱地区维护生态环境的主要基础，西北地

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如果为了发展经济，对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只考虑局部地区的利益，那么就会导致

全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又是导

致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因此，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对策，除了保护植被，

大力植树造林，控制草原垦荒，加强水土保持等措施

外，最重要的一环，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即每条

河流实行全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与科学管理，特

别是河流上、下游之间，对农业用水与城市及工业用

水，实行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地表水与地下水必须综

合利用，统一调度。积极保护绿洲，保持绿洲外围地

区的生态用水，维持全区的生态平衡。为此必须加强

和树立节水意识与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和建立

节水型社会体系：加强科学研究，依靠科技进步，促

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干旱区是我国主要的沙漠区域，现尚有潜

在的沙漠化土地 $"% &’"$ ()*，而且，沙漠化的扩展

一直在延续之中。新疆沙漠化年净扩展 +,""()*；柴

达木盆地从 ’%$%-’%%, 年，沙漠化扩展 $.+&’"$()*，

年净扩展 ’$""()* 以上；河西走廊黑河下游，沙漠化

速率，从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由 0."#上升到

/.+#。因此，对西部干旱区，防治沙漠化仍然是任重

而道远。

我国西部干旱区在沙漠化防治上，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就，然而，就总体而言，沙漠化仍然处于严重

发展的态势，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西部干旱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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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都有过沉痛的教训，归结

到一点，就是将发展与环境对立起来。在开发中，往

往是顾此失彼，忽视了负面影响。在治理中，又常常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往往是

治一片、丢一片。沙漠化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通常生产落后、经济贫困，缺少向沙漠化斗争的

能力。因此，要将治理与发展放在同样的位置，只有

这样，才能既增强防治能力、提高治理效益，也能加

强治理的信心，使群众自觉参与。

绿洲相对应荒漠而存在，是干旱区社会、经济的

基本承载体。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发育良好的

绿洲，既能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也能为社会发展创

造条件。现代土地沙漠化是干旱和资源利用不当导

致的土地退化，而建设节水型高效绿洲，则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所在。如今，西部干旱区水问题的要害不在

水资源的短缺，而是时空分布不均和利用不合理。因

此，实现区域内部跨流域调水，河流上、中、下游水资

源实行优化分配，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单方水

产出量等，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绿洲用水的有效

解决，将为保证生态用水创造条件。绿洲自身的发

展，将大大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极大地增强改造

自然的能力，并推进绿洲化的进程，以抵消沙漠化的

影响。绿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要十分

重视控制绿洲的规模，在土地开发上应十分慎重。

向沙漠化的斗争需要综合经济实力的支撑，不

宜全面铺开，应有规划、有重点。根据西部干旱区现

代沙漠化的成因、趋势和危害，应以沙漠!绿洲过渡

带、重要河流流域和山区中间带作为重点，以绿洲、

城镇、重要基础设施为目标，按重要程度排定先后

顺序进行。要重视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应用，并发挥

示范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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