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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沙漠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2．沙漠化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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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开展沙漠化的研究与防治已有半个世纪，但沙漠化土地一直在加速扩展，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治理，

整体恶化”的严峻态势，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在认识沙漠化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完善的沙漠

化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来指导防治实践。沙漠化过程研究与防治实践中许多科学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以沙漠化科

学为主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的研究。作者就我国沙漠化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开展讨论，认为沙漠化研究应以

人一地关系为主线，在时间序列上，将沙漠化环境背景的形成演化、沙漠化与沙尘暴的现代过程及其在全球变化格

局下的发展趋势的研究系统化，以揭示沙漠化的形成与演变；在空间结构上，将沙漠化地区的生态环境退化过程与

区外乃至全球的大气环流格局视为统一的环境动力系统进行研究，以揭示沙漠化与沙尘暴的空间分异及其对环境

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通过定量认识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影响下研究沙漠化的演变规律及其调控的理论依据和技

术途径，为沙漠化防治提供科学基础。据此，提出沙漠化的主要研究内容为：沙漠化过程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研究、

沙漠化(沙尘暴)动力学过程及其调控、沙漠化的生物学过程与植被恢复重建机理和沙漠化综合防治战略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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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sandy Deserti6cation)是荒漠化(Deser-

Ⅱ6cation)的主要类型之一，它作为极其重要的环境

和社会经济问题困扰着当今世界，威胁着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全国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

165．3×104 km2，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现代沙漠化

土地约38．57×104 km““。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

北方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润地区，从东北经华北

到西北形成一条不连续的弧形分布带，尤以贺兰山

以东的半干旱区分布更为集中。沙漠化主要是由于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所造

成，表现为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

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我国土地沙漠化发展

的速率在不断加快，20世纪50～70年代为1 560

km2·a-1[“，80年代为2 100 km2·a‘1[3]，90年代

达到3 600 km2·a“”1。

沙漠化给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

一是破坏生态平衡、使环境恶化和土地生产力严重

衰退，危及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加重了贫困程度，

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成批的生态难民；二是导致大

面积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丧失，缩小了中华民族的生

存空间，每年因沙漠化的扩展导致损失一个中等县

的土地面积；三是严重威胁村镇、交通、水利、工矿设

施及国防基地的安全，影响工农业生产，每年因沙漠

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元，严重制约着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重大生态环境和社会

经济问题。

在“我国沙漠化研究的若干问题——1．沙漠化

的概念及其内涵”一文中”’，我们认为，我国的荒漠

化(Desen诳cati彻)主要由沙漠化(san曲Deseni矗ca．

tion)、水土流失(water Emsion)和盐渍化(salin—

ization)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沙漠化是我国北方广大

地区主要的土地退化形式，根据20多年来在我国北

方土地退化区域的研究与实践认为：沙漠化是干旱、

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一地关系不相协调

所造成的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文章

还就沙漠化在时间、空间、成因、景观、发展趋势和造

成的结果等内涵方面给予了概括的描述；同时，从形

成演变的时空差别、成因、过程和防治利用的不同等

方面将原生沙漠、戈壁与沙漠化土地区分开来，认为

沙漠的形成演变主要受控于气候变化，而人类既是

沙漠化的导致者，也是沙漠化的受害者，更是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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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者。所以，沙漠化的研究应主要侧重在人一

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方面。尽管我国开展沙漠化

的研究与防治已有半个世纪，但沙漠化土地一直在

加速扩展，目前沙漠化仍然处于“局部治理，整体恶

化”的严峻态势。究其原因，除投人不足和政策失

误等原因外，沙漠化过程的机制不清楚，尚未在认识

沙漠化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完善的沙

漠化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来指导防治实践，也是重

要的原因之一。而沙漠化过程研究与防治实践中许

多科学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沙漠化科学为主的多学

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

基于上述的认识，本文试图在回顾国内外研究

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我国沙漠化学科的主要研

究内容开展讨论。

1沙漠化研究的回顾

1．1国际研究进展

19世纪末，美国开始对中西部地区草原进行大

规模农业开发，天然草场被翻耕，风蚀过程逐渐加

剧。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8×10，hm2土地遭受

加速侵蚀，2×10
7

hm2土地因丧失生产力而弃耕。

30年代初期，区域性的沙漠化已导致局部的沙尘暴

频繁发生，甚至引起许多次的强沙尘暴过程，席卷美

国中部许多州，向东直达纽约和华盛顿而进人大西

洋；沙尘暴的危害到1934年5月达到了最严重的程

度，仅芝加哥在5月12日的沙尘暴积尘就达1．2 x

10
7

t。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作“肮脏的30年代黑风

暴”，它给美国经济建设和生存环境造成较大的创

伤。为此，当时的美国农业部专门成立了水土保持

局，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对土壤风蚀

的研究，带动了沙漠化基础研究之一的风沙动力学

的发展，为控制土壤风蚀提供理论基础和措施。前

苏联为了开发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20世纪30

年代修筑了中亚铁路，围绕铁路沿线的风沙危害开

展了风沙运动规律和沙害防治理论的研究，以此，创

造了工程与生物的多种防治方法。60年代初期对

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开垦，引起类似30年代北美“黑

风暴”的农田风沙灾害，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采取

了各种方法，使风沙防治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沙漠化研究主要基础领域之一的风沙物理学研

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Bagnold和ch8pil等人开展

了风洞模拟实验和土壤风蚀野外观测研究，在流体

力学基础上建立了风沙物理学和土壤风蚀的理论框

架。70年代以来，随着测试分析技术手段的进步，

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诸如土壤风蚀、沙尘暴、风沙

沉积等做了大量调查、观测和实验分析，建立了沙质

地表空气动力学特征、沙粒起动过程和起动风速、输

沙量、沙丘形态的形成演变、沙丘前移的简单模型，

获取了田间土壤风蚀量的估算方法。

沙尘暴研究几乎与风沙物理学同步开始。sin—

ivasiah和sur在1938年就对沙尘暴发生的气候背

景进行了研究。随后，许多科学家相继开展了沙尘

暴时空分布、成因、结构及监测和防治方面的研究。

将源区表土风蚀过程参数化，定量模拟在一定地表

状况、一定气象条件下沙尘在源区的释放量，以及输

送路径和空间分布是国际上分辨沙尘暴源区，揭示

其形成机制的基本思路和关键方法。

沙漠化环境背景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对沙漠形成

演化及其对沙漠化的影响上面。欧美科学家率先观

测模拟了非洲sahel地区沙漠化面积随全球气候变

化的扩大和缩小，初步阐明了非洲沙漠化形成和发

展过程。古气候和古环境是沙漠化环境背景研究的

重点，目前已发现了千年、百年甚至十年尺度的气候

变化规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中纬度

干旱半干旱区短尺度气候大幅度变化和沙漠化环境

的急剧恶化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沙漠化的生物学研究起步较早。前苏联1912

年在土库曼斯坦成立了列别捷克沙漠实验站，从事

植物固沙技术及其原理的研究。30年代，美国针对

中西部地区频繁发生的沙尘暴，研究免耕、留茬、草

田轮作、秸杆还田等技术进行沙漠化治理。过去几

十年沙漠化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于防沙治沙技术和

生态系统的管理与评价方面。近年随着恢复生态学

的发展，沙漠化的生物过程及其恢复机理研究得到

重视。一些研究者对沙漠化生物过程的研究已从定

性描述和概念模型转向定位、定量的试验研究和建

立过程模拟模型阶段。

在沙漠化防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西

亚和北非沙漠化地区能源基地和交通线治沙工程中

使用了多种固沙方法，尤其是固沙材料的研究进展

迅速。针对土地退化和土地资源不断减少的问题，

从单纯强调治理和恢复自然到强调适度开发，研究

土地的承载力和环境的容忍量，提出“中度干扰理

论”和“生态系统持续管理”原则，形成恢复生态学

和保育生物学等边缘学科。在非洲的sahel地区，

一项由多国参与的草地退化机理和退化生态系统恢

复与重建途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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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荒漠化(desertmc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

Lavauden 1927年的一篇科学论文中，他使用“deser-

ti6cation”一词来描述sahara地区荒漠化的景观，指

出这一地区的荒漠化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

直到1949年，法国植物学家Aubreville A在系统地

研究了非洲sahel地区生态环境从热带雨林演变为

热带沙漠的过程后，使用了“desertincation”一词来

说明这一土地退化过程，才使得这一词逐渐被研究

者所接受。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sahel”

地区持续大旱，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停滞，导致这一

地区的政局动荡，这一区域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稳定

与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科学家的高度

重视，联合国于1975年通过了“向荒漠化进行斗争

行动计划(第3337号决议)”。1977年，联合国在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第一次世界荒漠化大会。从

此以后，有关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荒漠

化的专门研究，其中，沙漠化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

展，沙漠化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前国际上沙漠化研究的总趋势是：把土地沙

漠化问题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

从自然、社会、经济方面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

1．2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的沙漠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

治理东北平原西北部的风沙危害，在彰武县章古台

地区进行了樟子松引种实验和农田防护林网建设研

究。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兰州沙

漠研究所前身)在开展大规模沙漠科学考察的同

时，在沙区自然条件、风沙运动规律、农田草场防风

固沙、沙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开展了比

较系统的研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结合围绕穿越

腾格里沙漠的包兰铁路沙坡头段的防沙工程，开展

了铁路防沙试验研究与防护体系的建设。

1977年内罗毕联合国沙漠化大会之后，原中国

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组织了北方沙漠化综合调查

研究，编绘了l：500 000区域沙漠化图以及1：
4 000 000中国沙漠化图。80年代末，开展了中国北

方沙漠化发展趋势及预测研究，编制了全国土地沙

漠化治理区划。研究人员从历史地理、全新世环境

变化、沙漠化过程、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等不同角

度，对毛乌素沙地、古居延海地区、东北平原西部的

沙漠化进行过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沙漠化的

成因、过程、灾害评价、发展趋势、防治战略及措施研

究等方面进展显著。

我国对沙漠化的自然背景特别是气候变化的研

究开展较早。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不

同时间尺度对沙漠化的影响不同：人类历史时期，千

年和百年尺度的沙漠化正逆过程的波动受人类活动

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仍为气候变化所主宰。19世

纪以来，数年和数十年周期的沙漠化正逆变化过程

虽然仍受气候波动的影响，但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

已上升到主导的地位。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沙漠地区起沙

风、风沙流垂直分布、沙丘前移以及新垦荒地的土壤

风蚀等问题开展野外观测和研究。80年代以来，原

中国科学院兰卅I沙漠研究所利用室内风沙环境风

洞，对影响土壤风蚀的各种自然因素，如：风况、土壤

表面的覆盖状况、地表物质组成、土壤水分和土地开

垦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对土壤风蚀和土地沙漠化的影

响进行了模拟研究，并从实验风沙物理与风沙工程

学的角度系统地进行了多种防沙工程措施效益的野

外试验和风洞模拟试验研究。

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沙尘暴时空分布

特征、成因与危害、卫星云图特征、辐射强迫特征、数

值模拟及防治对策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得到了一些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亚洲沙尘观测研究对有

限时段的沙尘理化特性、沙尘暴源区、输送方式、沉

降状况等已经有相当积累，具有开展沙尘暴过程观

测与模拟研究的能力。

关于沙漠化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近些年在植被、

群落、个体等不同层次都开展了大量研究。特别在

植物抗旱性、光合生理、繁殖对策及植被的放牧演

替、植被生产力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快进展。随着一

些野外定位站水分平衡、养分循环等实验场的建立

和蒸渗仪、微气象梯度仪等先进仪器的应用，沙地植

物耗水和水分循环、沙区土壤水热交换、平衡模式和

土壤养分动态研究也得到发展。

沙漠化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关

研究单位和职能部门在不同生物气候区建立了10

多个沙漠化防治野外定位研究站，开展了长期的定

位观测及示范试验研究，总结出适宜地区特点的沙

漠化防治模式，并予以推广。在流沙固定原理与技

术领域我们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包兰线沙坡

头地段铁路治沙防护体系的建立”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林业部主持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对

北方地区土地沙漠化的防治起到了积极作用。结合

区域特点，有关单位在沙地飞播、于旱区流域水资源

调配、沙漠化治理模式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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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显著成效。

2沙漠化的主要研究内容

2．1亟待解决的问题及主要研究内容

尽管我国沙漠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

沙漠化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1)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在沙漠化过程中的作

用以及耦合机理远没有解决。

(2)描述包括风沙边界层在内的风沙动力学理

论仍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对沙漠化动力过程的深入

研究。

(3)对决定沙尘暴形成、发展过程的源区表土

特征、源区释放，向下风区的输送过程的模拟与观测

验证尚未开展；对不同时期沙尘暴发生源地和路径

变更与土地利用变动、气象因素变化之间的关系认

识不足；沙尘暴形成机制研究有待加强，其预报、预

警方法研究有待开展。

(4)对沙漠化生物过程的系统研究有待加强，

特别是对沙地植被的受损过程和适应对策以及植物

的耗水规律不清楚，无法确定群落在维持自身稳定

中各种植物的作用，因而在植被恢复莺建时难以事

先确定最适植物种、密度及演替规律。

(5)区域沙漠化治理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建立了一些治理模式，但是以能流、物流及水分平

衡理论为基础，以自然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对

模式进行优化的工作做得不够，治理模式区域适用

性小。

(6)在研究方式上，不同学科交叉，特别是地学

与力学、大气、生物、社会经济等学科交叉研究不够，

从自然、社会经济一体化全方位研究沙漠化过程及

防治工作需要加强。

由此可见，沙漠化研究任重道远，在把握学科前

沿和面对国家需求两个方面都还有更加艰巨的工

作。总结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我们认为，沙漠化

科学应汇集自然和人文领域的众多学科，在强调整

体和系统理念的基础上，以自然与人为因素及其相

互作用为主线，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框架，以区域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开展系统综合的基础研究；同时，瞄

准国家需求，更加注重沙漠化防治的原理、技术和战

略的研究，方可解决沙漠化研究及其防治中的一些

重要科学问题，发展沙漠科学理论，促进相关学科的

交叉和边缘学科的发展。

我们可以将沙漠化研究的总体思路明确如下：

将科学前沿与国家需求紧密地相结合，以沙漠化过

程研究为纽带，深入研究土壤一植物一大气系统中

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人类

干扰逐渐增强情况下偏离自然状态的幅度、规律和

机理，探讨沙漠化过程的调控对策和途径；在主要类

型区利用原有试验示范基地，集成各方面研究成果，

开展沙漠化防治模式和技术体系研究与试验示范，

实现从“过程认识”到“过程调控”的科学与国家目

标。以人一地关系为主线，在时间序列上，将沙漠化

环境背景的形成演化、沙漠化与沙尘暴的现代过程

及其在全球变化格局下的发展趋势的研究系统化，

以揭示沙漠化的形成与演变；在空间结构上，将沙漠

化地区的生态环境退化过程与区外乃至全球的大气

环流格局视为统一的环境动力系统进行研究，以揭

示沙漠化与沙尘暴的空间分异及其对环境和社会经

济的影响。通过在时空上，定量认识人类活动影响

下，沙漠化的演变规律及其调控的理论依据和技术

途径，为沙漠化防治提供科学基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沙漠化的主要研

究内容归纳如下：

(1)沙漠环境与沙漠化过程。以野外试验站、

独特的室内风沙环境风洞、野外土壤风蚀风洞为依

托，在深入研究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在不同空间和时

间尺度上对沙漠化过程的作用机理及其贡献率和沙

漠化土地对这两种因素之反馈作用的基础上，建立

现代沙漠化过程中各种驱动因素的识别和作用机制

模式，结合现代沙漠化土地相邻生态系统界面上的

物质与能量流动规律，以及未来人类活动和全球变

化趋势研究成果，建立能够使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和

沙漠化土地相互耦合的沙漠化过程动力模型，并较

准确地预测未来沙漠化发展态势。

(2)沙漠化地区恢复生态学。主要开展下列几

个方面的研究：干旱区脆弱生态环境形成演化的生

态过程与土地沙漠化的生物学机制；干旱区不同等

级和尺度下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能流、物流、信息

流；沙漠化及其逆转过程中景观格局、生物多样性时

空变化动态系统稳定性关系及其维持机制和荒漠植

物种对严酷环境生态适应机制。

(3)沙漠化地区水土资源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

展。主要开展的研究为：研究典型类型区不同时间

与空间尺度的水平衡，开展沙漠化地区水土资源开

发利用的生态风险分析，对全球变化背景下沙区环

境和资源变化及其利用作出量化趋势预测；针对西

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和区域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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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研究沙

漠化地区水土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

转化的模式；研究沙漠化地区农业工程技术，提出粮

食高产稳产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

(4)沙漠化逆转过程及其整治模式。以不同气

候地带野外研究试验站为依托，开展不同类型沙漠

化土地逆转的战略研究和整治模式及技术体系的探

讨，建立显示效益的示范样板区，推动区域沙漠化整

治。

(5)建立完善中国沙漠化监测、评估与决策、管

理系统。进一步在沙漠化地区的资源环境和高效农

业的研究与实践方面利用“3s”等高新技术，建立资

源环境信息系统，实现快速的信息处理更新为区域

可持续发展服务。

近期沙漠化研究中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主

要研究内容，拟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973)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

(TG2000048700)”为主体，结合其他部委的基础和

应用研究、攻关项目等，汇集自然和人文领域的众多

学科，开展我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防治基础研究和

沙漠化防治的原理、技术和战略的研究。现将近期

研究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分述如

下：

题。土壤风蚀定量评价要依靠土壤风蚀模型，风蚀

因子参数化就是建立土壤风蚀强度与各因子之间的

定量关系，是建立多因子土壤风蚀模型的基础。土

壤风蚀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基于对土壤风

蚀程度的准确判定，而风蚀程度要由风蚀强度与成

土速率(土壤风蚀容忍量)之比较来确定。

(4)沙尘在源区释放量的测定与数值模拟，沙

尘暴系统结构特征及成因。模拟沙尘在源区的释放

并通过观测加以验证，是获得分辨沙尘暴源地的关

键方法，以及进一步研究沙尘暴输送路径、空间分

布、气候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这其中涉及到整个

源区表土特征要素的提取，卫星遥感对大范围地表

状况的测定及沙尘特征反演等国际研究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由于沙尘暴过程是突发和低概率事件，揭

示其结构特征和形成机理对预报预警是至关重要

的。

(5)沙漠化正逆过程中植被受损和恢复的关键

动因及稳定性机理。认识沙漠化及其逆转过程中，

植被受到外界干扰的因素和强度及植物的适应对策

和抗干扰能力，明确植被偏离平衡状态而进入受损

或恢复过程的关键动因，搞清植被维持自身稳定性

的调控机制，是阐明沙漠化生物过程及其植被恢复

重建机理的关键。

2．2近期研究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2．3近期研究的主要内容

(1)沙漠化过程中自然与人为影响因素指标的

确定与量化方法。沙漠化过程的起因主要包括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二者在土地沙漠化中的

贡献率及其耦合效应是国际科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

问题。如何复原特征时期沙漠与沙漠化土地空间格

局，通过对比、个例分析和系统分析建立和提取沙漠

化过程响应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的判据指标与量化

方法，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2)多场耦合的近地层风沙流运动的力学模型。

在地表条件与气象环境已知的前提下，建立在风场和

电场作用下沙粒流运动的力学模型是风沙物理学研

究的关键课题。本研究通过对风沙运动的不同力学

机制建模(如碰撞起跳，湍流激发机制，沙粒运动与流

体的相互作用，气一固交界面的物质、动量和能量等

的交换规律等)，采用概率和数理统计方法，实现微

(细)宏观不同尺度风沙运动模型的关联和过渡，给出

适于计算机仿真的近地层风沙流运动模式。

(3)土壤风蚀因子参数化及风蚀容忍量的确

定。这是进行土壤风蚀定量评价必须解决的关键问

(1)沙漠化过程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研究。探讨

历史时期(近2000年)和近50年来我国沙漠化的

发展过程和机制，确定自然和人文因素在沙漠化过

程中的贡献率，为深入研究我国沙漠化过程的动力

学和生物学机制提供科学的宏观环境背景。

(2)沙漠化(沙尘暴)动力学过程及其调控。

通过对不同尺度风沙运动的力学建模及转换关联、

风沙电机理及其对风沙运动和环境的影响等基本规

律的研究，揭示土壤风蚀过程和沙尘暴起动的物理

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壤风蚀的定量模型与土

壤风蚀的容忍量，确定土壤风蚀的定量评价指标体

系与区划，给出防沙治沙工程设计的力学原理与调

控模式；通过沙尘源区释放、输送路径、影响范围及

气候环境效应的模拟和验证研究，分辨沙尘暴频发

源区，揭示沙尘暴天气气候特征及形成机制，建立沙

尘暴监测、预报与预警方法。

(3)沙漠化的生物学过程与植被恢复重建机

理。在研究沙漠化过程中土壤c、N衰减规律及其

生态效应的基础上，分析沙地植物种群的抗干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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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适应对策，揭示植物从个体到种群对环境变化

的响应，探讨沙地植被的受损与恢复过程及其稳定

性，阐明植被演替动因及其自身调节、维持稳定的机

制；研究沙地主要植物的耗水规律和水分循环，确定

植物的耗水量及其对植被稳定性的影响。

(4)沙漠化综合防治战略与模式。在上述研究

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北方沙漠化的现状、危害，分析

人一地关系的协调程度，预测沙漠化发展趋势；通过

对沙漠化地区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土地合理利用方

式的研究，探讨环境容忍量和土地利用安全格局，确

定沙漠化的重点治理区域，制定沙漠化与沙尘暴综

合防治区划；通过对以往防沙治沙经验的系统总结

和防治模式及技术体系的评估，提出适合不同区域

沙漠化防治的新模式与新技术；并就典型地区的社

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及政策建

议，为国家的沙漠化防治提供决策依据、理论依据和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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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S蚰dy Deser衄cation in CIlina

一2．Contents 0f Desertjncation Research

WANG‘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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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1though almost half a century for deseni6cation research and contml has elapsed．the desenmed land

in China has been e。panding a11 the time，and the present arduous status of desertincation is“contfolled in local

but worsen in whole”．0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is the lack of ped毫ct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on desertincation

sciences that is used to direct tIle contmlling practice based on knowledge about the key scientmo problems of de．

sertincation．As 10“g as multi-disciplin8ry and integrated researche8 predominated by deserti6cation sciences are

conducted，the ma“y scienti60 problems in deserti矗catio“pmcesses study and controlli“g practice caIl be solved．

ne author ca耐ed out discussion
89ainst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0f deserti6cation subjec“n China，and thou曲t

that desertmca“on research should be stuck t0 the man-1and subject．In temporal eeries，for openi“g out the causes

of deserEi6cation and tlle ddvi“g forces of its ev出ution it is necessa珂to systematicallv studv the fo瑚ation and evo．

1ution of deserti6cation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the modem process of desertmcation and sandsto姗as well as

their deVeloping trend under tIle dobal cha“ge pattem．In spatial co曲guration，for investigati“g into the 8patial dif_

ferentiation of deserti6cation and sandstorm as well as their disadvantageous effects on environment and soclal econ．

omy it is also necessary in study to take the local eco—envimnmental degrada“o“processes of deserti6cation regions

and the middle scale or even the dobal atmosphenc cun℃nt as an unitive envimnmental dvnamic svstem．In order to

pmvide the scientmc base for deserti6catio“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should be quantitativelv studied the deseni6．

cation evolution 1aw under natural and man．made innuences，as wel】as the contmlling theoretical dependence and

technical 8ppmache8 Hereby，it was s“ggested that the main contents of deserti6cation research include the follow—

i“祭：the natural and the anthmpogenic backgmunds of desertin(-atio“pmcesses，the dynamic process and its con．

tml of deserti6cation or saIldstorm，the biological pmcess of deserti6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vegetation reestab．

1ishment，the stmtegy and the mode of integrated desen讲cation controlI

Key word8：the northem Chin8；deserti6cation；research contents；study re面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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