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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沙化是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

个社会发展问题。临泽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南屏

祁连峻峰，北蔽合黎群峦，坦荡的走廊平原横亘

于两脉之间，地域辽阔，是我国土地沙化最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从 1976年成立治沙实验站开始，

经过长期的努力，防治荒漠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由于近年来气候的变化和人为干预的影响，导

致天然植被严重退化，水资源匮乏凸显，土地荒

漠化加剧，狂风肆虐、沙尘弥漫，荒漠化加速扩

展的势头始终没有被完全遏制。人们的生活饱受

沙尘侵袭之苦，整个生态系统面临严峻考验，风

沙危害始终困扰着当地社会发展。我们在前人研

究成果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意识观念、防治

措施、开发利用着手，分析探讨了临泽地区沙漠

化问题，以期对当地的沙漠治理和开发利用及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 沙漠的分布现状及其形成原因

1.1 沙漠分布现状

临泽县总面积为 272 730.0 hm2，其中未沙化

地面积为 95 388.4 hm2，仅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34.98%；而沙化土地面积为 175 729.9 hm2，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 64.43%，接近全县土地面积的 2/3，

远远高于 27.3%的全国比例［ 1］，以致沙化土地在

自然条件下很难逆转。临泽县的沙化土地按区域

可划分为“三带”，即北部沙带位于合黎山前洪积

扇区，该区面积为 146 394.6 hm2，区内戈壁、流

动沙丘面积较大，78.50%土地沙化，沙化严重；

中部沙带界于黑河以南的绿洲带与沼泽带之间，

由西北向东南延伸，长 40余 km，南北宽约 3～5

km［ 2］，面积 82 348.8 hm2，其中 33.51%的土地沙

摘要：针对临泽县严重的土地沙化问题，通过对全县沙漠分布现状和土地沙化形成原因及沙漠治理现状、治
理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机械固沙、生物复合模式治沙的治理措施，并对沙漠开发利用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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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沙争地现象突出；南部沙带分布于新华镇

兰新铁路与甘新公路之间，该区面积 43 986.6

hm2，区内 75.52%的土地沙化，多以戈壁为主，有

些沙丘高度较高、流动性较大。

1.2 土地沙化的原因

1.2.1 自然因素 临泽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

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属我国西北内陆腹地，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沙漠化形成的原因之一。临

泽北接巴丹吉林沙漠，在西北风的磨蚀和堆积作

用下，形成沙山、沙滩、沙垄和新月形沙丘。中

部地区地形地貌独特，地质基础主要以第四纪古

河流的冲积和湖泊沉积物分布最广，在干旱气候

作用下，植被遭到破坏，表层土壤风蚀严重，在

强烈的地质营力、风化、流水等作用下，演变成

一条沙带。南部沙漠由冲击洪基扇前缘的细沙在

风的作用下，地下积沙经分选、搬运、堆积形成

大片沙区。同时，该地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

近 50 a来降水稀少，气温升高，蒸发增大，西北

风盛行，加剧了沙漠化的扩展。

1.2.2 人为因素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类不合理

的经济活动则是土地沙漠化的加剧的主要原因。

临泽人口由建国初期的 7.3万增至 2013年的 15.0

万人，人口数量增长一倍多，人口的过快增长，

使土地资源开发过度，超越了生态本底，破坏了

生态系统，使沙漠化不断扩张。人类的破坏首先

表现为乱砍、乱伐、乱采、乱垦，破坏植被，加

重土壤风蚀。其次，在临泽畜牧业迅速发展的同

时，过牧引起草场退化，载畜能力减弱，牧草覆

盖度降低，土地严重沙化。另外，不合理的水资

源利用既造成水资源浪费，又使地下水位抬高，

水分大量蒸发，盐分则在土壤表层不断积累，最

终形成盐碱地，因此，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是导

致土地沙化的另一重大原因。

2 沙漠治理现状

在过去几十年的治理过程中，临泽县采取以

“防”为主的方针，人为对沙漠的破坏活动得到了

有效遏制，在治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土地沙化和风沙危害问题依然威胁着大部分群众

的生存。另外，由于过分强调“先易后难”，在一

些基础条件好、见效快、易出成绩的地区取得了

人进沙退的奇迹［ 3］。但这种不平衡的局部治理方

式，使在一些荒漠化扩展速度快、危害严重、自

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落后、治理难度大的地区

投入力度很小或直接没有治理措施，沙化十分严

重，甚至出现反扑态势。

3 存在问题

3.1 治沙意识落后

目前，治沙主要由政府主导，力量单一、速

度缓慢。由于经济条件基础差，农民文化程度较

低，治沙意识淡薄，治沙兴趣不高。加之对先进

知识和科技缺乏了解和信任，形成了落后的小生

产意识和方式，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把自己的全部

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

着整个帝国的崩溃”［ 4］。长期以来，很少有农民投

资治理沙漠，农民只是被动地参与治沙活动，尚

未积极主动的加入到治沙队伍中。因此，转变农

民的传统意识，让农民认识人与沙漠的关系，是

如今沙漠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

3.2 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随着沙漠治理纵向推进，环境条件变得更加

严酷，必备的物质需求也更为庞大，治理难度不

断加大。目前，沙漠治理的仍是以人工为主，机

械化程度不高，科技力量不强，在一定程度上的

增加了治理难度。同时，由于经验不足、缺乏统

一规划，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

部分固定沙丘又开始“活化”，活化的沙丘和其强

抗逆性也加大了治理的难度。随着物价上涨，沙

漠治理成本增加，治沙理论、方法的科研创新也

需要注入更多的资金。目前沙漠治理资金来源渠

道较窄，社会、企业的投资较少，仅靠国家“三北”

防护工程的投资很难保证庞大的资金需求，财力

匮乏已成沙漠治理的“瓶颈”。

4 沙漠治理的主要措施

土地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所不能出让的生存条

件和再生条件［ 5］，沙区人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威

胁，沙漠治理已刻不容缓。应根据当前治理实际，

构建“框架治沙”思想，利用沙区天然地形地貌，

修筑道路、营建防护林带作为骨架向沙漠腹地推

进，将其分段、隔块、导流，打断沙带连续性，

阻止整体流动，再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区域治理，

从而加快治理步伐，力求生态尽快恢复。

4.1 机械固沙

机械沙障常在不能直接固沙造林地段的前期

设置，主要通过改变下垫面性质，以此削弱近地

表层的风速，延缓或阻止沙丘的前移，改变风沙

流的方向、结构和蚀积状况［ 6 - 7］，从而达到防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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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目的，为后期生物措施提供条件。目前，临泽

沙漠治理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机械治沙技术。

4.1.1 尼龙网沙障 尼龙网沙障是一种操作简单，

兼具疏透和通风作用的立网结构［ 8］，主要通过增

加下垫面粗糙度，增大起沙风速，减少风蚀，阻

挡风沙流，使携沙量下降形成积沙［ 7］。同时，其

可工业化生产，抗风化老化，运输方便，可自然

降解，无毒害，不会对沙区环境造成污染。在一

些风沙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采用尼龙网沙障技

术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9］。

4.1.2 土工布袋沙障 土工布袋沙障就地装沙，采

用方格状摆放在沙地上，通过增加地面粗糙度削弱

近地表气流和风沙流动能，降低气流挟沙能力，阻

止地表流沙产生，使沙丘表层结构稳定［6，8］。同时，

沙袋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流沙表面的风蚀程度，为沙

生先锋植被种子的萌发和生长提供了可能的土壤环

境，提高流动沙丘植被建植的成活率，促进沙区植

被的恢复［ 9］。随着植被的恢复和土壤结构的稳固，

沙袋的功效也变得微弱，此时可将其铺设于其它沙

区，发挥功效，节约成本。

4.1.3 草方格沙障 草方格沙障是把麦秸、稻草

等材料，半截出露，半截栽入流沙，增大地表粗

糙度，改变流场，降低近地表层气流速度，减弱

输沙能力，达到防风固沙效果［ 7］。设沙障后，草

方格中细粒物质增多，使沙面紧实，能将空气中

凝结的水分和降水蓄积在沙层表面，一定程度上

为植物种子萌发和浅根性先锋植物生长提供短暂

的水分供应，改善沙土水分状况［ 10］。随着时间的

推移，草方格经干湿交替、风蚀等理化作用及人

畜的损坏，地上部分逐渐分解损耗［ 11］，损坏严重

地段需及时补设，确保固沙作用的正常发挥。同

时，在沙障的分解过程中，活化了土壤微生物，

加速微生物对地下部分的矿化作用，丰富沙土中

有机质，土壤肥力提高，改良了土壤状况［ 12］。

4.2 生物复合模式

生物治沙主要是通过对沙漠地区天然植被的

管护抚育和更新利用，以及人工种植乔、灌木和

草本植物，巩固和提高沙区植被覆盖度，控制流

沙移动。这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措施，也是在机械

固沙的基础上治理沙漠的根本途径。

4.2.1 封沙育林（草） 在自然条件较好、有植被恢

复能力的地区，采取必要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增

加沙地植被覆盖率，防止风蚀和就地起沙，截阻

流沙前移，促进天然植被恢复，保护作物免遭风

沙和沙尘暴的危害［ 13 - 14］。在半固定沙丘、滩地以

及有封育条件的沙荒地采取封育林措施，在风沙危

害特别严重地区和恢复植被较困难的地区实行全封

方式，禁止樵采；对有一定目的树种及生长良好、

林木覆盖度大的封育区采取半封方式，严格控制放

牧。在有一定植被或沙丘上有建群种种源的封育

区，通过设置围栏和人工保护，促使植被逐渐恢

复。对仅靠天然条件恢复植被困难的地段，需要人

工植苗、撒播促进更新，以使植被恢复。

4.2.2 完善农田防护林网 农田防护林在改善农

田小气候，减免干热风，降低地下水位，春秋季

起保温效应的同时，在防风固沙，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7］，特别在风

沙危害严重的临泽地区，防风效应更为显著。林

网更新改造可增强防护林的复层郁闭水平，增加

林下植被盖度，诱导形成层次结构完整、功能多

样的森林群落，减轻水土流失，提高防风固沙的

生态功能。根据临泽农田林网的现状，适当放宽

农防林的采伐政策［ 15］，有计划地对成熟和过熟的

农防林带予以带内更新改造，缓解林耕矛盾。同

时，对受病虫害严重及林带老化严重且已经丧失

防护效益的残次林带允许采伐。根据立地条件，

选择杨树、梭梭等适应性强、成活率高的树种采

取疏透结构或通风结构重新抚育造林［ 16］。

4.2.3 营建防风固沙林带 防风固沙林是控制和

固定流沙、防止风沙危害、改良沙地土质，变沙

漠为农、林、牧业生产基地的有效的措施［ 7］。临

泽县通过多年的建设，沿南、北、中三条风沙带

已建成长达 187 km的防风固沙林带，但尚未形成

完整的防护林体系，其防护作用有限。应本着因

地制宜原则，在风沙侵袭的前沿地带营造樟子松、

沙地柏等速效林带，采取固沙先锋树种与目的树

种搭配的方式营造林分结构稳定混交林，使防护

林具备生长快、枝叶茂密、根系发达、繁殖容易

等特性，以求维护防护林的多样性，使人工林具

有较强的抵抗力和稳定的生态功能，形成可持续、

可再生，防风固沙功效更强的防护林带。

5 开发利用沙漠资源

“沙产业”（Deserticulture）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在 1984年首次提出，他认为：“沙漠和戈壁并

不完全是不毛之地”［ 17］。目前，人们对沙漠和戈壁

利用有限，它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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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固定转化太

阳能，发展知识密集的农业型产业 ［ 18］，沙产业寓

沙漠治理于开发之中，将环境保护、沙漠化的防

治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了起来［ 19］。

临泽县发展沙产业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且沙

产业的发展已有一定经验，发展前景广阔，沙产业

发展已成沙区经济发展的新途径。要立足于生态建

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节水、观光、设施等低耗

能、高效益的新型农业，如能源林、特色林果、药

用保健林建设等，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提高沙区

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治理沙漠的积极性。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体验大

自然、返璞原生态的欲求愈发强烈，大漠的粗旷令

人向往神怡，潜在的沙漠旅游市场悄然形成［ 20］。

临泽地区脆弱的环境，要求沙漠旅游必须走生态

旅游道路，坚持整体规划、局部开发的指导思想。

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拓宽

开发领域，适度开发利用沙漠资源，逐步形成集

科研、示范、推广为一体的沙产业体系，发展生

态经济，实现沙区生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6 结语

临泽县沙漠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其作为我国“三北防护工程”中西北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其战略地位和治理状况决定了沙漠治理和

开发必须实施“观念引导、技术支撑、物质保障”

三位一体的发展策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和

谐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沙区农民对沙漠认识不足，

治沙积极性不高，因此要通过提高广大群众的治

沙意识，调动农民治沙的积极性，一改“被动”为

“主动”投入治沙行动，建立政府提供物质基础和

技术指导，让农民担当治沙主力军，社会各界参

与的治沙队伍，将沙漠这条“黄龙”禁锢；围绕“框

架治理”思想，结合机械和生物措施治理沙漠，不

断创建新理论、新技术，提高治沙科技水平，使

沙漠治理更有效率；坚持“适度开发”原则发展“沙

产业”，使经济文化多元发展，为沙漠的后期治理

提供资金支撑，实现沙漠治理和开发互利共赢。

然而，沙漠治理与开发还存在诸多影响因素，落

后的生活条件要求治沙必先处理好“农民问题”，

水资源的匮乏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要求沙漠治理和

开发必须注重“效率和限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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