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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植被建设在防治沙尘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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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沙尘暴的危害，沙尘暴发生的条件和植被在防治沙尘暴中的作用进行论述，试图通过对沙尘暴

发生的原因和对沙尘暴危害的认识，引起全社会对植被建设的重视，加快植被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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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沙尘暴的危害与治理意义

沙尘、扬沙和沙尘暴是一种特殊的灾害性天气，

这种灾害性天气一般在干旱和大风气候条件下发

生。近年来沙尘、扬沙和沙尘暴在包括内蒙古在内的

西北地区频繁发生，而且愈演愈烈，进入20世纪50

年代发生的频率呈急速上升的趋势，据统计50年代

共发生5次、60年代共发生8次、70年代共发生13

次、80年代共发生23次，2000年3月8日至4月28

日，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就出现了沙尘、扬沙和沙尘

暴天气12次。我国“三北”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气

候干旱少雨，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沙漠和沙地，

境内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

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巴

音温都尔沙漠，除此之外，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地区

还分布着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乌珠穆沁沙

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在阴山北部地区还

分布着大面积的风蚀沙化土地。由于这些地区沙尘

物质极其丰富，在干旱和大风作用下，成为我国和亚

洲地区沙尘暴的多发区。沙尘暴源于我国“三北”地

区，特别是西北地区，但其危害却不仅局限于“三北”

地区，强劲的大风夹着大量的沙尘从西、中、东三面

一路南下，首都北京和津、京、唐地区连续遭受沙尘

危害，甚至跨过长江，掠过南京，直扑上海。沙尘、扬

沙和沙尘暴危害直接给源地和所经地区人民的生命

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例如

1993年5月5日至9日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地

区遭受一场特大沙尘暴的袭击，沙尘暴发生之时，狂

风大作，飞沙走石，巨大的尘峰如同原子弹爆发形成

的“翻滚着的蘑菇云”，尘峰过后，浓重的沙尘铺天盖

地，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沙尘暴所经之处，

房屋倒塌、人畜死亡、农田被毁、交通受阻，由此造成

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内蒙古阿拉’

善盟这次沙尘暴，使100％的草场受害，损失牧草

13．2亿kg；2333hm2农作物被沙埋、打枯、打死；丢

失和死失牲畜8000头(只)；埋没机井80多眼；毁坏

棚圈200多座，房屋100多间，累计直接经济损失

1．76亿元人民币。

沙尘暴虽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但是如此频

繁的发生就是今天的事了，很不正常，对此，已引起

了科学界、社会学界，我国政府乃至世界的关注。大

量的研究表明沙尘暴的发生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

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短期气候条件没有发生

明显变化的当今，人为因素是加剧沙尘暴发生的主

要因素。沙尘暴的频繁发生是人为破坏植被，使生态

环境恶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接连发生的沙尘暴灾

害，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的

警钟。因此，社会各界对沙尘暴和引发沙尘暴的生态

环境恶化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目前的沙尘暴

和一系列的生态灾害仅仅是刚刚开始，如果不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治理，将会遗误千秋，生态灾难将会越

演越烈，甚至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为此，必须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认识，增加投入，加快生态环境的

建设步伐，尽快扭转因生态环境恶化而给社会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否则我

们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将会受到沙尘暴等

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困扰，并使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

的十分艰难，甚至以失败而告终。因此，防治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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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节制采伐，把木材产量调减到合理水平

只有将木材产量调下来，才能切实保护好现有

的天然林资源，使其不再被大面积破坏退化，更好地

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2．2妥善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调整产业结构，为下岗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培养

林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降产减员增效，是实施天

然林保护工程的重要保障。富余人员除大部分转向

森林管护外，也可利用林区的资源优势从事多种经

营，开发林下资源。安排好离退休职工的生活，统一

纳入社会统筹，卸掉林业企业的负担，维护林区的社

会稳定。

q．2．3加强森林资源管护

根据林区的实际情况，对已划定的生态保护区，

采取封山管护、森林资源管护承包等不同的管护形

式，加强对森林资源的管护。通过休养生息，恢复森

林资源。

3．2．4依靠科技，科学经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天保”工程必须依靠科技，

必须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体系，以加大工程的科技含

量。天然林作为可再生资源，必须把保护和发展结合

起来。东北林业大学周晓峰教授提出“天然林的经营

管理，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在强调‘保’

的同时，要科学地做好‘育”’，真正做到越采越多，越

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3．2．5从政策扶持人手，进一步增加投入，为工程

实施创造一个稳定、宽松的环境。

4结论

综上所述，在白狼、五岔沟林业局继续实施“天

保”工程，扭转森林资源的锐减趋势是非常必要的。

它对繁荣地区经济、保障社会稳定、实现林业可持续

发展都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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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2页)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但在遏

制沙漠化的发展和控制风沙危害和沙尘暴的发生方

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到1994年内蒙古沙区人工

造林、飞播造林成活保存面积达200万hm2，在沙漠

化土地上累计造林种草1703万hm2，其中1949年

以前为1019hm2，1949～1960年为13254hm2，1961

～1970年为87179hm2，1971～1990年为

1442269hm2，1991～1994年为236455hm2，全区已

有7．43％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人工造林、种草的有效

治理。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呼伦贝尔沙地、乌珠

穆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经过积极治理，已大幅度降

低了沙漠化土地的扩展速度，目前已有近1000万

hm2的沙地得到林草的保护，有100万hm2占72．

65％的沙地得到了有效治理。科尔沁沙地和毛乌素

沙地的绝大部分地区沙漠化已开始逆转。例如，科尔

沁沙地的固定和半固定沙地1949年为83．97％，

1949～1960年增加到84．63％，1961～1970年增加

到85．oo％，1970～1990年增加到89．11％，1990～

1994年增加到89．59％；毛乌素沙地1949年以前为

65．45％，1949～1960年为62．97％，1961～1970年

为66．16％，197l～1990年为80．39％，1991～1994

年为81．33％。可见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的沙漠

化土地面积虽然还在扩大，但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治

理，沙区土地沙漠化的程度逐步得到控制，并向固定

方向发展，从而有效地控制了风沙危害。近年来源于

这两个沙区的沙尘暴与西部其他沙区相比较，发生

的次数明显少于其他沙区，并且沙尘危害有了明显

的降低。可见风沙危害和沙尘暴灾害的发生与植被

状况的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通过人工植被建

设可有效地防治沙尘和风沙危害，因此，必须在保护

好现有植被的前提下，大力开展植被建设，改善沙区

生态环境条件，才能使沙尘危害逐步得到治理，直至

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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