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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7．33万公顷(110万亩)，年产值近20亿元。 

2 新疆沙化研究及防治方面的主要科研业绩 

2．1 新疆防沙治沙科技成果屡获殊荣 

1988年，和田县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 

防沙治沙 500佳。1995年，和田地区获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颁发的 “全球土地退化及荒漠化控制成功业绩 

奖”，其“策勒流沙治理研究”和“引洪灌溉大面积恢复 

红柳造林技术”荣获全球 8项获奖成果中的两项。新 

疆防沙治沙科研部门主持完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 

护林生态研究》、《沙漠化发生规律及其综合防治模式 

研究》、《我国北方几种典型退化森林的恢复技术研究 

与示范》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此外，自 

治区防沙治沙科技成果还先后获得近百项国家级和 

自治区奖励。 

2．2 新疆防沙治沙科技模式成为样板 

新疆各族科技人员创造和总结出的适合新疆防 

沙治沙的建设模式，为新疆的防沙治沙工作奠定了较 

完备的理论基础。在国内创造和率先推广了“窄林带、 

小网格”的农田林网化建设模式，其 “带、片、网”结合 

的防护体系建设，已成为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的基 

本模式。树立“以治理保开发，以开发促治理”的防治 

理念，大力发展以肉丛蓉、沙棘等特色经济和药用植 

物种植，把沙化土地治理与开发结合，创造了生态经 

济型治理模式，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治理成果的 

巩固。在流沙防治方面，总结出的农闲水冬灌风蚀流 

沙地、降水季节集水与沙丘积雪造林、引洪灌溉造林 

及无灌溉造林等防治模式，在恢复天然荒漠植被方面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均已成为我国北方防沙治沙基 

本模式和示范样板。 

3 新疆沙化科技防治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1 在政策环境方面，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自治 

区“生态立区”方针政策的确定，为防沙治沙提供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 

当前和今后的新疆，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巨大推动力的作用下，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 

史任务必将得到更加快速地推动。为贯彻落实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 

会议明确提出：新时期、新阶段要树立“环保优先、生 

态立区”的理念 ，紧接着提出了新疆必须走“资源开发 

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道路，要精心呵护新疆生 

态环境，确保新疆山川秀美、绿洲常在。新疆生态环境 

极其脆弱，目前全区 16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适宜居 

住的绿洲面积不足 5％，只有约 8万平方公里，但我 

区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近 24．65万平方公里，很大一 

部分在生态用水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可培育成优质 

农、林、畜牧用地。因此，防沙治沙关系现实生存、关系 

可持续发展、关系子孙后代，做好新形势下的防沙治 

沙工作已成为实现我区大开放、大建设、大发展的基 

础任务。 

3．2 在治理条件方面，沙区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发展 落 

后，为防沙治沙“规模治理、整体推进”提出了挑战 

首先，沙区生态压力大。全区有 79个县(市)分布 

有沙化土地，24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分布于沙区，经 

济发展落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极低，当地群众的生 

存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林牧矛盾、林农 

矛盾、生存与环境保护矛盾比较突出。第二，水资源利 

用不合理的问题依然严重。生态用水是维护植被生长 

的源泉。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用 

水明显增加，水资源利用的效益和效率不高，使维护 

植被生长的水资源不能得到保证，生态系统用水严重 

短缺。第三，防沙治沙资金来源渠道少。治沙造林、封 

沙育林国家补助标准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与新疆 

的治沙成本相比，差距依然较大，工程建设难以深入 

开展。 

3．3 在科学防沙治沙方面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3．3．1 防沙治沙科学研究缺乏全面系统性 

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点上，缺乏综合全面的 

考虑，导致单个的技术在宏观组合应用上作用不明 

显。防沙治沙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态、 

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问题。可以说，土地沙化不仅仅是 
一 个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们面临的 
一

个非常严峻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既有沙 

区生态条件差、土地易沙化的问题，又有沙区群众科 

学文化素质低、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也有人口超载、 

生活贫困的社会问题。搞好防沙治沙不仅仅是一个技 

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 

需要将防沙治沙科学研究置于一定高度，转变观念， 

提升层次。 

3．3．2 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结合不紧密 

一 是科学目标与生产实践目标相分离，许多科研 

成果难以推广应用；二是实验示范区防沙治沙成本过 

高，大多是一种小面积生态建设的样板，难以在大范 

围内推广实施。三是科研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生产人 

员结合度差，资源不能有机整合，也是科研与生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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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的重要原因。 

3．3．3 生态治理与开发利用科学合理性不足 

一 方面，在生态安全条件下高效利用土地的模式 

较少，过去许多地方治沙重点考虑防护功能，虽然实 

现了生态效益，但并没有结合经济效益，难以充分调 

动各方积极性，防沙治沙成果难以巩固。另一方面，个 

别地方片面追求短期效益，违背自然规律进行沙化土 

地开发利用，不搞科学研究，不能突出特点发挥沙区 

的优势资源，过多消耗稀缺资源 ，防沙治沙生态治理 

缺乏可持续。 

4 加快防沙治沙及科技支撑工作的对策建议 

防沙治沙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提高防 

沙治沙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率，是个关乎成败、至 

关重要的问题。要创造好环境，使防沙治沙领域的科 

技人员全面投身防沙治沙工程，使广大涉及防沙治 

沙的工作人员参与防沙治沙科技工作。同时要加强 

全区防沙治沙的科技能力建设，加大防沙治沙科技 

资金的投入力度，争取在防沙治沙工程全面启动前 

做好准备工作。 

4．1 提升认识，明确发展方向 

新时期防沙治沙工作应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认 

真贯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第 

八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敢于承担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的主体任务，紧紧抓住 

建立和巩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沙区生态安全体系、 

培育发展以特色经济植物种植和深加工为主体的沙 

区产业体系、创建和繁荣以绿洲文化和沙漠文化为 

主体的沙区文化体系这个主题，突破传统的防沙治 

沙林业行业一肩挑的局面，强化政府负责制，紧紧依 

靠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大力推进农 、林、 

牧、工、商、服务等“多业一体化”，使防沙治沙内涵不 

断拓展和延伸，通过各种形式 ，把尽可能多的生产要 

素组织起来，投入到防沙治沙工作中，发挥各 自优 

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千军万马齐上阵的防 

沙治沙大格局 ，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 

生态保障。 

4．2 拓展思路，加强治沙工作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 

防沙治沙工作既是技术问题 ，也是经济问题和发 

展战略问题，防沙治沙科技支撑工作要突破植树种草 

的概念，从经济学、生态学和沙漠治理相结合的角度， 

把沙漠化治理与沙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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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运用高新技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 

业产业化，使沙区由粗放的、违背生态规律的生产方 

式转变为集约化的、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在自然资源 

相对较好的小范围土地上，加快发展高效生产系统， 

走集约化生产经营道路。鼓励开展多部门、多学科、多 

层次的联合攻关，努力形成沙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可 

持续模式。 

4．2．1 创新方法，大力收集整理先进防沙治沙模式 

通过有偿、奖励等方式，吸引全区各部门、各层次 

参与防沙治沙的工作人员广泛参与，协调模式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逐步形成新疆防沙治沙的技术标准，以 

规范治沙技术模式的方式规范防沙治沙工程的运作。 

并以此为契机，逐步在防沙治沙队伍中建立防沙治沙 

科技支撑机制，加强科技人员与生产实践人员的合 

作，加快在防沙治沙工作开展过程的技术积累。 ’ 

4．2．2 构建防沙治沙价值评价分类体系 

由防沙治沙管理部门与技术部门联合提出具体 

易操作评价因子及标准，公开、客观评价防沙治沙技 

术成果和模式的价值和贡献率，正确引导技术及模式 

的研究方向。 

4．2．3 加强防沙治沙工作政策和制度研究 

尽快制定防沙治沙技术和产业政策，建立防沙治 

沙新的激励机制。尽快开展有关防沙治沙工程的技术 

政策和专项政策法规调研 ，制定和出台有利于防沙治 

沙科技进步的激励性政策，提高工程科技含量，加快 

工程建设步伐。 

4．2．4 强化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及示范作用 

在不同沙化类型区建立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的 

基础上，将工作重点转向探索、创新不同区域防沙治 

沙的政策机制、运营机制、技术模式，将防沙治沙示范 

区建设与防沙治沙工程建设区别开来 ，科学指导全区 

的防沙治沙工作。 

4．2．5 改革防沙治沙科研课题申报制度 

对防沙治沙中的重大课题引入招标等公平竞争 

机制，做活防沙治沙科研工作 ，集中力量对防沙治沙 

的关键技术难题进行攻关，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阶 

段性成果。 

4．2．6 进一步健全防沙治沙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 

大力推广适宜不同沙区生长的抗旱、抗寒、抗碱、 

抗病虫害的植物良种，以及先进实用的造林种草技术 

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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