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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荒漠化的成因、危害及治理措施

王康生

(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武汉430023)

摘 要：西部沙尘暴形成主要来自人类的“五滥”经济行为；荒漠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危害十

分明显，因此应采取得力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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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正在吹响的时候，新千年

强劲的西北风却把黄土高原地表土带到了内陆和东

部沿海上空，其中北京连续七次遭受沙尘暴的袭击，

就连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也出现了严重的浮尘天

气，下起了泥浆雨。今年4月6日的沙尘暴侵袭了

半个中国，波及西北五省以及东北的吉林、辽宁和

江淮的江苏、安徽等地区。目前沙漠最近处距北京

中心仅70公里。严峻的生态形势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空间，大自然已多次向我们亮起了红灯。

一、人为因素是沙尘暴的形成主因

沙尘暴频繁出现，除了降水量稀少，生态环境

脆弱、荒漠化加剧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来

之于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五滥：一是

滥垦。由于人口增加和短期利益驱动，许多地方无

节制地开垦使土地沙化。二是滥牧。沙区草场牧畜

超载率为50％～120％，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

化、沙化。三是滥伐。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

漠植被遭到破坏。四是滥采。受经济利益驱动，沙

区滥采中药材，搂发菜，使大量植被破坏，直接导

致沙化。五是滥用水资源。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

灌的落后灌溉方式，既浪费水资源，又造成土地盐

渍化。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合理，上游用水过度，

下游水量减少，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了土地

沙化。

二、荒漠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危害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荒漠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十分

惊人的危害：

(一)缩小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39．3亿亩，占国土陆地面

积的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幅员，每年仍在

以2 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相当于一个中等县

的面积。建国以来，全国已有1 000万亩耕地，3 525

万亩草地和9 585万亩林地变成沙地。风沙的步步

进逼，使成千上万的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

“生态难民”。

(二)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

沙区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达5 590

万吨，折合化肥2．7亿吨，草场退化面积占到了沙

区草场总面积的59．6％，每年因此少养羊5 000多

万只，耕地退化面积占到沙区耕地总面积的

40．1％。

(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五省区1996年财政收

入的3倍。1993年5月发生在西北地区的特大沙尘

暴，造成四省区直接经济损失就有54亿元。由于森

林植被破坏，发生了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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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重的生命和经济代价。

(四)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仅每年输入黄河的16亿

吨泥沙中，就有12亿吨来自沙漠化地区。沙尘暴越

来越频繁。仅特大沙尘暴，60年代发生了8次，70

年代13次，90年代23次。增加了大气尘埃和有害

物质污染，降低了人类生存环境的质量。

三、荒漠化的防治措施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东

西部差距巨大，要实现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必须开发西部，面对土地荒漠化扩大，耕地减少、人

口剧增，粮食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必须挖掘沙

漠的利用潜力，向荒漠化土地要绿洲和粮食。这是

西部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项迫切任务。党中央、

国务院对此十分关切，并把生态保护和建设放在了

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朱总理明确提出了：“退

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

政策。近20年来，我国在防治荒漠化工作中也取得

了明显的成绩。如：内蒙古的赤峰市防沙50年粮食

增产10倍；新疆和田治沙成为环球500佳；“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

“人进沙退，沙进人退”现象同时并存的局面尚未得

到根本扭转，为了实现“2010年基本遏制沙漠化扩

大趋势，2030年初具生态体系规模，2050年在沙漠

化地区建成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的战略目标，我

们必须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一)强化防治观念

防治荒漠化事关改善生态环境、振兴经济，改

变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

荣的重大举措。各级党政机关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并

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提高各民族人民特别是西部

地区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认识，自觉清除不利于防沙

治沙，保护生态环境，畏惧困难的传统观念，增强

搞好治沙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作好打一场长期

性硬仗的思想准备。

(二)纳入重点工程，加大资金投入

要把防治沙漠化纳入21世纪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重点工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分

阶段组织实施。考虑到荒漠化地区人烟稀少，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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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经济落后，财政困难等实际，资金投入应坚

持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政府投资为辅，积极向社

会融资的原则。可设立防治荒漠化基金，争取国际

援助或贷款，利用农业政策性贷款等方式。

(三)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实行政策倾斜

应加强对防治荒漠化事业的领导，从中央到县

(旗)，建立各级防治领导小组，明确防治荒漠化由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负主要责任。实行领导任期目

标责任制，层层签定责任书。同时推行更宽松的土

地政策，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所有权属集体，使

用权归个人，50年不变；给农牧民划自留地或责任

山，限期治理，成果可依法继承和转让；对部分荒

漠化土地，可进行拍卖、租赁、转让。在税收和信

贷政策上，尽可能减免和扶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鼓励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向荒漠化宣战。

(四)依靠科技、进行综合治理

防治荒漠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定要依靠先进

的科学技术，按自然规律办事，实行综合治理，才

能提高成效。特别应以保护和扩大林革植被与灌溉

面积为中心，因地制宜，实行沙、水、田、电等综

合治理，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开发，引进

科技人才，把先进的治沙技术和科研成果结合起来。

如：生物固沙，铁路固沙，引水拉沙造田，沙地飞

播造林种草，小生物经济圈技术。节约宝贵的荒漠

化地区水资源，由大水漫灌方式向高技术节水转变，

可采用地下管道灌溉、喷灌、滴灌、渗灌等方式。将

高新技术注人防治荒漠化和沙治工程之中。同时，注

意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治沙技术。坚决杜绝

乱砍滥伐，乱垦滥牧，过度放牧、樵采、滥用沙区

资源等违反科学规律的行为，尽快制定并出台《荒

漠化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

境的各种犯罪行为。

总之，防治荒漠化是一项急迫而艰巨的任务，为

了子孙后代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我们一定要

在西部开发中，遵循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地区资

源与人口增长相协调的原则，发动全国各族人民，齐

心协力，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遏制荒漠化的恶化

势头，并把西部建设成山川秀美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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