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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我国荒漠化现状、动态与成因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的状况, 综述了建国以来我国荒

漠化发展趋势: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荒漠化呈加速扩展趋势; 80 年代以来, 我国荒漠化在大部分

地区发展非常迅速, 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逆转。荒漠化发展最快、危害最严重的有两类地区: 一是

位于我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区的农牧交错带, 二是我国北方干旱区内沿内陆河分布或位于内陆

河下游的绿洲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过高的人口压力及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粗放的管理是导致我

国荒漠化发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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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94 年 10 月在巴黎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ö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
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1 ]的定义,“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
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是指年
降水量与可能蒸散量之比为 0. 05～ 0. 65 的地区, 但不包括极区和副极区。“土地退化”是指由
于使用土地或由于一种营力或数种营力结合致使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雨浇地、水浇
地或草原、牧场、森林和林地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下降或丧失, 其中包括: 风蚀和水蚀
致使土壤物质流失, 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或经济特性退化及自然植被长期丧失。1994

年以前, 荒漠化在我国仅仅被作为沙质荒漠化来定义。1994 年,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的定
义被我国政府采纳, 以满足我国执行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需要。

荒漠化是当前全球广泛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主要发生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
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 目前对我国荒漠化现状、动
态与成因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目的在于更全面地认识和理
解我国的荒漠化状况, 为政府部门制定荒漠化防治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1　我国荒漠化现状

1. 1　荒漠化土地的面积与分布
我国荒漠化潜在发生范围即年降水量与可能蒸散量 (PE) 之比为 0. 05～ 0. 65 的地区总面

积为 3. 32×106 km 2, 占陆地面积的 34. 6% [2 ]。因为采用桑斯威特方法计算我国可能蒸散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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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偏差, 所以我国荒漠化潜在发生范围偏小[3 ]。根据荒漠化普查结果[2 ] ,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
积为 2. 62×106 km 2, 占国土总面积的 27. 3%。其中约 99. 6% 分布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 12

个省、自治区的 420 个县、旗; 44% 分布于干旱区, 35% 分布于半干旱区, 其余的 21% 分布于亚
湿润干旱区。

荒漠化土地占荒漠化潜在发生地区总面积的比例往往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荒漠化
发展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4 ]。我国荒漠化土地占荒漠化潜在发生地区总面积的比例为79. 0% ,

不仅远远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而且比荒漠化土地比例最高的北美洲还高近 5 个百分点 (表
1) [2, 4 ]。

表 1　我国及全球荒漠化土地占荒漠化潜在发生地区总面积百分比

地区 中国 全球 非洲 亚洲 北美洲 南美洲 澳大利亚

% 79. 0 69. 0 73. 0 69. 7 74. 1 72. 7 53. 6

1. 2　荒漠化土地构成
我国荒漠化土地大部分处于严重退化状态, 土地退化严重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表

2) [2, 4 ]。我国严重荒漠化土地的比例 (39. 3% )比全球荒漠化土地中严重退化与极严重退化总和
所占比例 (12. 7% ) 还要高出许多; 近 64% 的荒漠化土地是中度和重度荒漠化土地, 这一比例
也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在确定荒漠化严重程度时采用的指标不同, 但是, 根据表 2 中
的数据可以认为, 我国荒漠化土地大部分处于严重退化状态。

表 2　我国和全球荒漠化程度比较

地区
　 极重度荒漠化　 　　 重度荒漠化　　 　　中度荒漠化　　 　　轻度荒漠化　　 　　 合　　计　　

面积 (×104 km 2) % 面积 (×104 km 2) % 面积 (×104 km 2) % 面积 (×104 km 2) % 面积 (×104 km 2) %

中国 — — 103. 0 39. 3 64. 1 24. 4 95. 1 36. 3 262. 2 100

全球 7. 4 0. 2 130. 1 12. 7 470. 3 45. 8 427. 8 41. 3 1 035. 6 100

　　导致我国荒漠化的基本过程主要有风蚀、水蚀、盐渍化和冻融侵蚀。在各种荒漠化类型中,

风蚀造成的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 分布最广, 危害也最为严重。风蚀造成的沙质荒漠化土地中
的 97. 8% 分布于 5 个省、自治区, 即新疆 (42. 0% )、内蒙古 (34. 2% )、甘肃 (9. 5% )、西藏
(7. 0% ) 和青海 (5. 1% ) [2 ]。在荒漠化土地中另外还有 8. 2% 的是由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特

性等的退化引起的 (表 3) [2 ]。按照土地利用类型, 我国荒漠化土地中有 7. 7×104 km 2 退化耕

地, 占该地区全部耕地的 40. 1% ; 有 105. 2×104 km 2 退化草地, 占草地面积的 56. 6% ; 另外还

有1 000 km 2退化林地。其余的荒漠化土地植被盖度低于 5% , 主要为沙漠和戈壁[2 ]。

表 3　我国荒漠化土地构成——按驱动力类型划分

　驱动力类型 风蚀 水蚀 盐渍化 冻融侵蚀 其它原因 合计

面积 (×104 km 2) 160. 7 20. 5 23. 3 36. 3 21. 4 262. 2

面积ö% 61. 3 7. 8 13. 8 8. 9 8. 2 100　

2　我国荒漠化动态

2. 1　全国荒漠化发展动态

如何评估现阶段我国荒漠化发展动态与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又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虽然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 50 年代以来, 我国荒漠化在某些地区发展越来越快[5～ 14 ], 但目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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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能够清楚地给出荒漠化发展的全国趋势。
朱震达等[6, 8 ]的研究指出,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全国沙质荒漠化以每年 1 560 km 2 的速

度扩展,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以每年 2 100 km 2 的速度扩展。这两个数据是基于 50 年
代、70 年代 (1975～ 1976)、80 年代 (1985～ 1987) 3 个时期黑白航片的解译对某些典型地区研
究后得出的。应该指出的是, 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的全国沙质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50 年代为

1. 37×105 km 2, 70 年代中期为 1. 76×105 km 2, 80 年代中期为 1. 97×105 km 2。这些数字与《中
国荒漠化报告》中的数字 (1. 607×106 km 2)有很大差异。这是由于对荒漠化概念的不同理解造
成的。根据朱震达等[7 ]的观点, 沙漠化土地 (沙质荒漠化土地)仅指那些以风沙运动为特征的、
具有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 主要是在人类历史时期由于人类活动形成的, 所有在史前时期和地
质时期自然过程中形成的沙漠和戈壁都不是沙漠化土地。按照这一观点, 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
于干旱、半干旱区的沙质冲积、冲积湖积、冲积洪积平原, 包括绿洲边缘和干旱区内陆河下游、
半干旱草原带的牧区, 以及半干旱和部分亚湿润区的旱地农垦区周围[6～ 9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
果,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沙质荒漠化土地年均增长率约为 1% ,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
中期约为 1. 1% ,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沙质荒漠化呈加速扩展趋势。

根据全国沙漠、戈壁和风沙化土地普查[2 ] ,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沙质荒漠化土地以
每年 2 460 km 2 的速度扩展。但是, 关于沙质荒漠化土地在区域水平上是如何发展的, 普查结
果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或细节。换句话说, 1. 607×107 km 2 风蚀荒漠化土地中的 60%～ 70% 是
沙漠和戈壁, 人烟稀少, 很少发生变化; 那些有新的荒漠化土地产生的地区主要位于农牧交错
区以及绿洲边缘区, 其面积在全部沙质荒漠化土地中所占比例较小。因为普查中采用的荒漠化
定义及判定荒漠化土地的指标体系与朱震达等采用的有很大不同, 二者的研究对象也不一致,

所以把这个数字 (2 460 km 2)与前面提到的两个数字 (1 560 km 2, 2 100 km 2)放到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的一个时间序列上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目前, 80 年代以来我国荒漠化的发展动
态只能在区域水平上进行讨论。
2. 2　区域荒漠化发展动态

荒漠化发展最快、危害最严重的有两类地区: 一是位于我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区的农牧
交错带, 那里分布有四大沙地, 即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呼伦贝尔沙地和浑善达克沙地, 主
要分布在内蒙古; 二是我国北方干旱区内沿内陆河分布或位于内陆河下游的绿洲地区, 主要分
布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
2. 2. 1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位于半干旱区与亚湿润区之间的一条
重要的生态过渡带, 东起大兴安岭, 穿过内蒙古东部和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和陕西以及甘肃
东部, 一直到青海东北部。行政上大部分位于内蒙古, 以及与内蒙古相邻的诸省。它是一条约
100～ 250 公里宽、2 000 多公里长的狭窄条带, 年降水量约 300～ 400 mm。在空间上, 它是雨养
耕地与草地的镶嵌体; 在时间上, 20 世纪以前农业与牧业交替, 目前农业与牧业并存。目前在
这一地区, 荒漠化问题最为严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3 个: (1)过牧、滥垦、滥樵和滥挖药材导致
草场退化, 如固定沙丘活化、草场生产力下降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2)粗放的耕作技术导致耕
地退化; (3)居民点周围的防护林体系不完善导致风沙入侵。

许多研究表明, 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 沙质荒漠化在农牧交错带发展非常迅速。在内蒙古
的一些地区, 沙质荒漠化土地年均增长率达到 8%～ 9% (表 4) [8, 12 ]。在科尔沁沙地, 荒漠化土
地总面积增加很快, 而且荒漠化程度加重 (表 5) [15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毛乌素沙地荒漠化
发展非常迅速, 荒漠化土地增长率为 60. 37% , 年均增长率为 1. 7%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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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70 年代到 80 年代新疆塔里木河下游

天然林地的退化

地　段
1973 年面积ö

km 2

1983 年面积ö

km 2

减少比例ö
%

铁干里克至喀尔古依 317. 5 224. 7 29. 2

喀尔古依至阿拉干 224. 4 135. 9 39. 4

阿拉干至依干布及麻 92. 6 34. 2 63. 1

表 4　70 年代至 80 年代农牧交错带某些典型区荒漠化土地变化率

地　　区

　 70 年代荒漠化土地　 　80 年代荒漠化土地　 　　　年增长　　　

面积ökm 2
荒漠化土地占

研究区比例ö%
面积ökm 2

荒漠化土地占

研究区比例ö%
面积ökm 2 比例ö%

年　份

内蒙古察哈尔草原农垦区 2 848. 3 31. 5 5 992. 9 66. 1 262. 1 9. 20 1975～ 1987

内蒙古乌盟后山地区 2 031. 4 4. 4 4 055. 2 8. 7 168. 7 8. 30 1975～ 7987

河北坝上草原农垦区西部 1 761. 7 13. 4 3 272. 0 24. 9 125. 9 7. 14 1975～ 1987

河北坝上草原农垦区东部 762. 3 22. 3 1 336. 6 39. 1 47. 6 6. 28 1975～ 1987

宁夏东南部盐池县草原区 1 368. 9 29. 0 1 845. 5 31. 8 47. 6 3. 48 1977～ 1986

西辽河上游及科尔沁沙地西北部 28 971. 0 68. 4 32 851. 0 77. 6 323. 3 1. 12 1976～ 1988

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草原 43 407. 0 88. 3 45 973. 0 93. 6 256. 6 0. 59 1977～ 1986

陕西北部榆林地区 7 808. 0 43. 3 8 166. 9 45. 3 35. 9 0. 46 1977～ 1986

表 5　70 年代至 80 年代科尔沁沙地荒漠化土地变化率

荒漠化程度 严重荒漠化土地 中度荒漠化土地 轻度荒漠化土地 微度荒漠化土地 合　　计

70 年代ökm 2 2 908. 25 7 969. 22 24 986. 84 22 114. 05 57 978. 37

80 年代ökm 2 5 384. 17 5 637. 15 24 480. 47 36 181. 90 71 683. 69

变化率ö% + 85. 13 - 29. 30 - 2. 03 + 63. 61 + 23. 64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和研究案例, 难以对荒漠化发展状况进行全面
分析。一些证据表明, 荒漠化发展仍然很快。例如, 在内蒙古多伦县北部和河北省北部的丰宁
县, 荒漠化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从 80 年代中期的 42. 9% 增加到 90 年代中期的 74%。在
内蒙古境内浑善达克沙地东部的好来库, 荒漠化土地从 80 年代中期占总土地面积的 19. 8%

增加到 90 年代中期的 28. 3% [13 ]。在毛乌素沙地进行的另一些研究表明, 该地区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荒漠化发展速度放慢, 并且局部地区荒漠化土地出现明显逆转[16 ]。
2. 2. 2　干旱区绿洲　在西北地区, 干旱区绿洲沿内陆河分布或位于内陆河下游地区。在这些
地区, 荒漠化主要是由于下述过程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1) 过度利用内陆河水或过量抽取地下
水导致绿洲萎缩, 包括天然植被衰退和死亡、地下水位下降和湖泊干涸等; (2)灌溉管理不佳导
致盐渍化; (3)滥垦、滥樵、过牧导致草地退化; (4)绿洲内和绿洲周围防护林体系不完善导致风
沙入侵。

据报道, 在干旱区沙漠河流的一些地段, 沙质荒漠化不断加重 (表 6) [8 ]。以新疆塔里木河
中游英巴扎地区为例, 80 年代初期与 90 年代

初期相比, 重度以上荒漠化土地从原来占该地

区面积的 13. 1% 增加到 14. 6% , 中度荒漠化土

地从 14. 7% 增加到 15. 1% , 而轻度荒漠化土地

则从 40. 7% 减少到 33. 6% [13 ]。

　　黑河下游的额济纳绿洲是位于内蒙古西部

阿拉善高原上的天然绿洲, 是我国最干旱的地
区之一, 年降水量不足 50 mm。由于位于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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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甘肃河西地区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以及气候波动的影响, 下游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土地
退化和环境问题: (1) 根据遥感分析, 荒漠化土地从 1975 年的 3 400 km 2 增加到 1986 年的

6 000 km 2, 年均增长率达 6. 5% [9 ] , 沿河分布的 1. 02×104 hm 2 耕地中 71% 成为荒漠化土地而
被弃耕[17 ]; (2)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胡杨 (P op u lus eup ha ra tica O liv. ) 林和沙枣 (E laeag nus

ang ustif olia L. ) 林面积减少了 54% , 柽柳 (T am a rix spp. ) 面积减少了 33% , 梭梭 (H a loxy lon

spp. )草场面积从 11 300 km 2 减少到 5 300 km 2; 同时, 群落盖度从 30%～ 50% 下降到 10%～

30% [17 ]; (3) 荒漠草原生产力从 50 年代的 225～ 300 kg·hm - 2下降到 90 年代的 150 kg·

hm - 2左右, 同时, 载畜量从每公顷 0. 5 个羊单位下降到每公顷 0. 27 个羊单位, 羊和骆驼的平
均体重分别从 25 kg 和 300 kg 下降到 10 kg 和 150 kg; (4) 天然湖泊嘎顺淖尔 1958 年面积为
267 km 2, 1961 年干涸; 索果淖尔 1958 年 35. 5 km 2, 1973、1980 年和 1986 年 3 次周期性干涸,

1992 年完全干涸, 另外在此期间还有 11 个小湖泊和 4 处沼泽干涸[18, 19 ]。
民勤绿洲是甘肃省位于石羊河下游的天然绿洲, 年降水量 80～ 160 mm , 总人口约 28 万。

由于中游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和引水量的增加, 导致民勤绿洲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20 ]: (1) 因
地下水位下降, 70% 以上的天然植被退化或死亡, 植被覆盖度由 50 年代的 44. 8% 减少到 90

年代的 15% 以下; (2) 60 年代以来, 2. 52×104 hm 2 农田弃耕, 占农田总面积的 36% ; (3) 过量
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 (表 7) [9 ] , 地下水矿化度达 4～ 6 g·L - 1, 使 7 万余人、12 万头牲畜
饮水发生困难; (4)民勤县每年补给返销粮 1. 5×106 kg, 救济款 18 万元, 成为社会关注的贫困
地区。
2. 3　荒漠化土地的治理与恢复

由于荒漠化治理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当地
群众的荒漠化防治活动, 荒漠化逆转的情况
也是存在的 (表 8) [8 ]。但是, 在很多情况下,

治理速度低于扩展速度。吴薇等[21 ]的研究指
出, 1987～ 1993 年陕西榆林市荒漠化土地面
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从 73% 减少到
63. 3%。在科尔沁沙地 80 年代逆转的荒漠

表 7　甘肃民勤绿洲沙井子地区地下水位变化

年　　份 地下水位öm 下降速率ö(m ·a- 1)

1961～ 1967 2. 24～ 2. 93 0. 12

1967～ 1978 2. 93～ 5. 20 0. 21

1978～ 1988 5. 20～ 9. 00 0. 38

1988～ 1994 9. 00～ 12. 99 0. 67

1961～ 1994 2. 24～ 12. 99 0. 33

化土地面积为 5 472. 31 km 2, 但是, 相同时间内土地退化的面积是逆转面积的 2. 5 倍[15 ]。据对
毛乌素沙地的研究, 荒漠化土地逆转的趋势存在于沙地东部和南部, 但只限于一个狭窄条带

内, 并且变化幅度较小[11 ]。在青海共和盆地, 50 年代到 80 年代累计造林面积约 1 700 hm 2, 但

相同时间内破坏森林的面积和荒漠化土地扩展的面积分别是它的 5 倍和 32 倍[21 ]。

表 8　70 年代到 80 年代农牧交错带部分地区荒漠化土地逆转情况

地　　　区
区域面积 70 年代荒漠化土地 80 年代荒漠化土地 　面积年减少　

km 2 km 2 % km 2 % km 2 %
年　　份

辉河,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南部 51. 2 17. 05 33. 3 2. 9 5. 6 1. 4 8. 30 1975～ 1985

榆林, 陕北毛乌素沙地东南 655. 1 5 729. 80 87. 5 5 248. 1 80. 1 48. 1 0. 84 1977～ 1986

奈曼, 内蒙古科尔沁沙地中部 2 709　 1 270. 90 46. 9 1 152. 3 42. 5 8. 5 0. 67 1974～ 1988

3　荒漠化成因
荒漠化的驱动因素来自两个方面: 自然条件的变化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许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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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9, 22～ 24 ] , 近 100 a 来, 气候变化对荒漠化的影响并不重要, 荒漠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
据全球环境地图集[25 ] , 可知造成全球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有 5 个, 即贫瘠土壤的过度耕作、脆弱
牧场的过度放牧、旱地薪柴的过度砍伐、森林砍伐, 以及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导致农地的盐碱化。
但是, 这些只是导致荒漠化发生的表面因素。要根治荒漠化, 必须寻找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
3. 1　生态环境脆弱

脆弱的生态环境为我国荒漠化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背景条件, 表现在: (1)气候干旱, 降水有
效性非常低。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低于 400 mm , 并且变率很大, 年变率通常在 30%～ 50% , 一年
中 60%～ 80% 的降水集中于 6、7、8 月 3 个月。(2)风力强劲。年均风速约 3. 3～ 3. 5 m ·s- 1, 春
季平均风速 4. 0～ 6. 0 m ·s- 1, 全年日平均风速大于 5. 0 m ·s- 1, 起沙风速的天数为 200～ 300

d, 日平均风速在 8 级 (17. 2～ 20. 7 m ·s- 1)以上的天数为 20～ 80 d, 8 级以上大风中有 40%～
70% 集中于春季, 沙尘暴也通常发生于春季。由于春季降水缺乏, 植被对地表防护作用减弱, 风
蚀非常严重。(3)地表大多由疏松沉积物组成, 易于风蚀。在半干旱和半湿润区, 大部分草原区
的表土下覆盖着形成于第四纪的古风成沙[26 ] , 它们为沙质荒漠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沙
源。(4)由于气候干旱, 土壤贫瘠, 植被低矮稀疏, 群落结构非常简单, 降低了植被对地表的防风
蚀作用。
3. 2　人口压力大

人口压力大、增长速度快是促使荒漠化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荒漠化地区人口增长
速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1994 年, 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 21‰, 超过 13‰的 8 个省 (区)主
要位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 其中主要分布于荒漠化地区的有西藏、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 5 个省 (区) [27, 28 ]。经计算, 从 1955 年到 1994 年底, 全国总人口增加了约 1. 05 倍, 而新
疆为 2. 07 倍, 宁夏为 1. 60 倍 (1958～ 1994) , 内蒙古为 1. 70 倍, 青海为 1. 47 倍, 甘肃为 1. 10

倍。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 人口密度从 50 年代初期的 10～ 15 人·km - 2增加到 90 年代的 40

～ 60 人·km - 2, 人口平均增长率达到 30. 8‰[13 ]。如陕西省榆林市人口密度由 1949 年的 14. 3

人·km - 2增加到 1992 年的 45 人·km - 2 [11 ] , 内蒙古哲里木盟由 1949 年的 15 人·km - 2增加
到 1994 年的 51 人·km - 2 [9 ]。
3. 3　生产技术落后, 管理粗放

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粗放的管理是促使我国荒漠化加速扩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荒漠
化地区地处内陆, 远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因而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 以消耗自然资源作
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 农业和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活动, 人们的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土地。
由于人口素质低, 经济落后, 多数地区仍然维持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 广种
薄收、靠天养畜、大水漫灌等现象普遍存在。另外, 由于经济不发达、投资少, 生产经营管理方式
非常粗放。以草地建设为例, 我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草地建设投入极低, 草地畜牧业基本上处
于掠夺式经营状态。目前世界上草地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工草地面积在草地总面积中的
比重远远高于我国, 如美国为 9. 5% , 俄罗斯为 10. 6% , 加拿大为 24% , 法国为 32. 6% , 英国为
59% , 新西兰为 60% , 荷兰为 80% , 丹麦、德国、瑞典约为 70% , 但是, 我国只有 1. 4%。到 1994

年底, 我国人工草地加上经过人工改良的天然草地和 1、2 年生牧草种植面积在内, 占全国草地
总面积的比重只有 3% [28 ]。

从本质上看, 荒漠化的发生是由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荒漠化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
劣,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因而土地的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

大量的和快速增长的人口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 使人口超过土地承载力; 另一方面, 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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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内蒙古商都县人口增长与荒漠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年　　份
人口ö
万人

耕地面积ö
(103hm 2)

沙质荒漠化土地占耕地

面积比例ö%

30 年代末 8. 6 69. 3 —

40 年代末 16. 2 98. 2 5. 4

80 年代末 32. 2 219. 5 32. 4

的技术和粗放的管理造成对资源的不合理开
发利用, 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破坏。因
此, 荒漠化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内蒙古商都
县人口变化与荒漠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提
供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表 9) [13 ]。过度放牧、滥
垦草地、不合理利用水资源、过度樵柴和过度
采挖药材是造成荒漠化加速扩展的不合理人
类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4　结论与讨论
(1)由于缺乏连续、系统的数据, 全面分析我国荒漠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存在一定困难。因

为荒漠化的定义一直在变化, 并且缺乏统一的荒漠化评价指标体系, 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时很难
进行比较。

(2)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荒漠化呈加速扩展趋势。80 年代以来, 尽管缺乏足够的数据, 但
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我国荒漠化在大部分地区发展非常迅速, 只是在局部
地区有所逆转。

(3) 荒漠化发展最快、危害最严重的有两类地区: 一个是位于我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区
的农牧交错带, 另一个是我国北方干旱区内沿内陆河分布或位于内陆河下游的绿洲地区。

(4)从本质上看, 荒漠化的发生是由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脆弱的生态环境、过高的人
口压力、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粗放的管理是导致我国荒漠化发生的主要因素。

(5)本文对我国荒漠化现状、发展动态与成因进行了初步分析, 由于资料的限制, 仅给出了
大致轮廊。目前, 对于我国荒漠化发展趋势、分布规律以及成因的系统研究非常迫切, 对这些问
题的深入研究将对我国荒漠化防治的宏观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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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 t Sta tus, D ynam ics and Causes of D esertif ica tion in Ch ina

W U B o
(Research Institu te of Fo restry, CA F, Beijing　100091, Ch ina)

Abstract: T he cu rren t sta tu s, dynam ics and cau ses of desert if ica t ion in Ch ina w ere analyzed

and summ arized. F rom the 1950s to m id21980s, the desert if ica t ion developed faster and

faster; Since 1980s, it has sp read rap id ly in mo st areas bu t rehab ilita ted in som e local re2
gion s. T here are tw o m ain areas w ith the fastest sp reading and the mo st severe hazards of

desert if ica t ion: one is the agripasto ra l t ran sit ional zone in sem i2arid and sub2hum id areas in

no rthern Ch ina, ano ther is the oases a long in land river o r in the low er reaches of in land river

in arid area in no rthw estern Ch ina. V u lnerab le eco2environm en t, too h igh popu la t ion p res2
su re, and backw ard techn iques and ex ten sive m anagem en t are the m ain cau ses leading to de2
sert if ica t ion.

Key words: desert if ica t ion; sandy desert if ica t ion; the agri2pasto ra l t ran sit ional zone; o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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