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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意义

以阿拉善为主的内蒙古干旱荒漠区集中了

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是我国

沙尘暴主要源区，是“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北方防沙带”重点区域；阿拉善处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中俄蒙经济走廊的重要通道东西向

“北京 - 内蒙古 - 甘肃 - 新疆 - 中亚 - 西亚 -

欧洲”与南北向“重庆 - 四川 - 陕西 - 宁夏 -

内蒙古 - 蒙古 - 俄罗斯 - 欧洲”两大通道的交

汇处。

阿拉善盟沙化土地面积达 22 万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80% 以上。土地沙化对绿洲、盐碱湖

区、黄河等造成巨大危害，影响中国北方生态屏

障建设、稳边固边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沙产业对于保护和改善当地生态、促进

农牧民就业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地沙产业存

在资源利用不合理、产业技术落后、产品科技含

量低等问题。

因此，急需开展内蒙古干旱荒漠区沙化土地

驱动机制、治理技术和沙产业产品研发，通过科

技创新发展沙产业逆向带动沙化土地治理，支撑

引领北方风沙区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阿拉善盟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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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目标

阐明沙化土地形成机制与演变趋势，提出干

旱荒漠区沙化土地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干旱荒漠

化地区特色沙生植物分布特征，探寻沙产业发展

的限制因素，评价沙产业发展的潜力，形成退化

荒漠植被保护、恢复技术，特色沙生植物筛选、

保护、繁育、保存技术及健康产品研发等生态产

业技术，创新沙产业发展模式，构建基础研究 -

技术研发 - 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的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技术体系，为北方风沙区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典型区域沙产业发展和区域资源、环境、经济、

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技术

支撑及示范经验。

3. 研究内容

（1）针对典型沙化土地形成动力、动态过

程及生态影响的科学问题，研究区域沙化土地时

空格局特征，阐明沙化土地的形成机制和演变趋

势。

（2）针对荒漠植被演变与稳定性维持机制

的科学问题，研究典型植被群落退化机制、固沙

植被群落稳定性及评价指标体系，形成退化植被

恢复技术并示范。

（3）针对内蒙古干旱荒漠区资源禀赋与沙

产业发展耦合关系的科学问题，开展区域沙产业

发展的水资源承载力和特色沙生植物产业发展的

潜力评估与规划布局研究。

（4）针对绿洲、盐碱湖、沿黄沙漠等典型

沙害区的环境保护需求，研发与集成生物、工程

等措施相结合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并示

范。

（5）针对特色沙生植物保护、开发及沙产

业发展需求，研发沙生植物种质资源筛选、保护、

繁育技术，开发健康相关产品；开展生态光伏农

牧业关键技术的试验示范。

4. 经费预算

项目总经费 8200 万元，其中国拨专项经费

3000 万元，自筹经费 5200 万元。

5. 科研团队及基础

研究团队由内蒙古农业大学汪季教授担任首

席专家，由中科院寒旱所、过程所等 7家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 6 所大学，蒙

草抗旱、亿利资源等 7 家企业组成。依托“生化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7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4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7 个野外台站，1 个院

士专家工作站。研究团队包括荒漠化防治、自然

地理、恢复生态、中医药、生化工程等学科专业

背景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 80% 以上具有博士

学位，40%以上为高级职称。

项目团队参与了“特种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技

术”（2012AA021702）等相关“863”3项、“973”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余项等，具有扎实的

前期研究基础。参与企业在特色沙生植物资源利

用、生物医药、生态光伏、生态农牧业等方面有

良好的产业示范基础。

坚实的科研基础

 先进齐全的科研设备和基地

6. 预期效益

（1）科学、技术、产业预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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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效益

研究结果可直接服务于当地的防沙治沙实

践，促进区域植被恢复、保护植物多样性、减小

土壤风蚀强度、抑制风沙入黄危害、改善我国西

部干旱地区的恶劣生态环境，促进沙区的生态、

生产和生活环境进一步好转。

（4）经济效益

项目通过沙生植物的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

沙产业技术创新与集成，将有效促进特色沙生植

物的种植和加工业，形成资源建设与加工利用的

良性循环，提高土地资源的集约程度，促进项目

区农、牧、药等行业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转变，为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项目拟开展的技术示范及基地建设，有利于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促进产业培育与成长，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

定坚实的基础。乌兰布和沙漠沙产业示范区的建

设，预计 2020 年可实现总产值 10 亿元，将为恢

复区域生态功能、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实现

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总目标做出巨大贡献。

（5）社会效益

项目拟产出成果可有效改善沙区生产、生活

和生态环境条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

精准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力科技支撑。

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建设可为当地群

众提供直接就业岗位 1.35 万个，为实现充分就

业做出贡献。同时，示范园区建设将带动相关行

业（如运输业、商业等）的发展，有力的推动区

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的实施，可吸引一批稳定的科研团队

进入内蒙古干旱荒漠区开展沙化土地治理与沙产

业技术研发与示范，带动相关企业投入到相关科

学技术研究中来，构建集科学研究与技术示范应

用为一体的科研队伍，提高当地科研能力；同时，

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广大农牧民的生产技术水平，

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文作者单位：汪季（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

院），蒙仲举（内蒙古杭锦荒漠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

党晓宏（中央与地方共建风沙物理重点实验室）

① 揭示内蒙古干旱荒漠区沙化土地形成和

演变机理；明确影响特色沙生植物生长发育的关

键限制因子，绘制阿拉善地区特色沙生植物地理

分布图，提出特色沙生植物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方案。

② 项目可能产出内蒙古干旱荒漠区沙害防

治综合技术 6 项；荒漠退化植被更新改造及结构

优化技术 4 项；构建优质肉苁蓉、锁阳、黑果枸

杞等种质资源筛选、繁育、保存技术体系 5 项，

灌木饲料加工及优化配方技术 1 项，特色沙生植

物健康相关产品生产技术 4 项，光伏农牧业为一

体的生态光伏产业与防沙技术体系 2 项。

③ 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发展三

位一体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 1 项；建立

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及沙漠绿洲旅游景

区 300 平方公里，使项目区人均年收入超过 2万

元。

（2）科学价值

预期研究成果对揭示内蒙古干旱荒漠区沙化

土地的形成机理及其时空分布特征，认识阿拉善

盟沙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确定特色沙生植物产

业化发展的限制因子，对促进区域乃至更大范围

沙化土地治理，保障我国西北地区生态安全，解

决沙生植物产业化发展中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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