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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盐池县土地沙漠化的成因及其防治

杨建国 李淑玲 曲志正

(宁厦农林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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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宁及盐池县土地沙漠化的成因
,

结合沙漠化土地的农林牧综合开发
,

提出了土地沙漠化防治的蔫

本对策
。

关键词 土地沙澳化 ; 抄漠化土地类型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土地沙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

全区沙漠化土地已达 1
.

68 x

10 ` k扩
,

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25 %
。

盐池县是宁夏沙摸化土地的中心地带
,

也是我国北方农

牧交错带沙漠化强烈发展的地 区之一
。

各类沙漠化土地达 539 万多亩
,

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52 %
,

占全区沙漠化土地面积的 21
.

3 %
。

土地的沙漠化
,

不仅给当地人民生活和生产带来

严重危害
,

还直接威胁当地及邻近地区经济的发展
。

研究土地沙漠化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
,

对防治土地沙漠化
、

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自然环境特征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

,

属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

地势南高北

低
,

可明显分为黄土沟壑丘陵和鄂尔多斯缓坡丘陵两大地貌单元
在气侯上

,

盐池县属典型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
,

年平均气温
,

北部为 7
.

7℃
,

南部为

6
.

7℃
,

平均日较差北部为 14
.

1℃
,

南部为 10
.

5℃
。

年降水量北部为 29 6
.

4
~

,

南部为

355
.

l m m (变异系数分别为 3 5% 和 2 8 % )
。

年平均风速北部为 2
.

8m / s ,

南部 4
.

1时
s ,

年大

风日北部 24
.

2 天
,

南部朽
.

8 天
,

沙暴日分别为 20
.

6 天和 7
.

8 天
。

自然植被有灌丛
、

草甸
、

草原
、

草原带沙生植被和荒漠 5 个植被型
,

其中以草原带沙生

植被为主体
,

草原植被次之
,

草原植被从南到北由干草原逐渐过渡到荒漠草原
。

2 土地沙漠化的类型及发展特点
2

.

1 沙漠化土地类型

根据沙漠化的有关指标 (表 1)
,

可将盐池县沙漠化土地分为 4 个类型
。

2
.

1
.

1 潜在沙漠化土地 这类土地以盐碱滩地为主
,

地形平坦
,

植被以盐爪爪
、

岌友草
、

白刺
、

盐篙
、

碱蓬等为主
。

这些地方一旦植被受到破坏
,

即会出现小片流沙
,

在现有植被的

情况下
,

风季也有吹蚀现象
。

2
.

1
.

2 轻度沙漠化土地 这类土地以油篙固定沙地为主
,

沙丘相对高约 Zm 左右
,

丘间

低平地较开阔
,

约占 40 % 左右
。

植被以油篙为主
,

其次有苦豆子
、

老瓜头
、

披针叶黄花
、

画眉草等
。

地表有约 I c m 厚的苔醉结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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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沙澳化程度和指标

沙澳化程度
植被盖度

( % )

流沙占地

块面积 ( % )
综合景观特征

工 潜在沙澳化

11 轻度沙漠化

班 中度沙淇化

W 强度沙漠化

5一 2 5

10一 3 0 2 5一 0 5

绝大部分土地未出现流沙
.

仅有斑点状流沙分布

出现小片流沙
、

坑丛沙堆和风蚀坑

流沙面积大
,

坑丛沙堆密集
,

吹蚀强烈

密集的流动沙丘占绝对优势

2
.

1
.

3 中度沙漠化土地 这类土地以半固定沙地为主
,

多为固定沙地的植被受破坏
,

经

风蚀所形成
,

沙丘的相对高度 Z m 左右
。

植被以油篙为主
,

其次有苦豆子
、

老瓜头
、

多枝棘

豆和沙米
、

沙竹等
。

2
.

1
.

4 强度沙漠化土地 这类土地以流动沙丘为主
,

沙丘相对高度 5一 10 m
。

植被极稀

疏
,

仅有极少量的沙米
、

沙竹等
。

2
.

2 土地沙漠化的发展特点

目前
,

盐池县土地沙漠化的发展趋势有两大特点
:

一是沙漠化范围在扩大
。

全县沙漠化

士地总面积 1 9 6 1年为 2 8 2
.

4 7万亩
,

1 9 8 3年已发展 为 3 8 5
.

5万亩
,

平均每年增加 4
.

7 7万

亩
。

仅以盐池北部 6 个乡而言
,

1 96 1 至 19 9 0

的 30 年间
,

沙漠化土地面积扩大了 12
.

5 %
。

二是沙漠化程度在加剧
,

以盐池北部 6 个乡

为例
,

近 3 0 年来强 度沙漠化 土地 增加 了

3
.

3 %
,

中度沙漠化土地增加了 n
.

6% (表

2 )
。

表 2 土地沙澳化发展程度比较
.

各类沙澳化土地占该区面积的 (% )

汗 协

—
强 度 中 度 轻 度 潜 在

1 96 1

1 99()

7
.

3 28
.

7 3 1
.

3 3 2
.

7

10
.

6 40
.

2 2 9
。

0 1 9
.

7

.

盆池县北部 6 乡
。

3 土地沙漠化成因

土地沙漠化作为气流作用于砂质地表所产生的土壤风蚀
、

风沙流
、

流沙堆积
、

沙丘前移

和粉尘吹扬等一系列风沙活动过程
,

其发生和发展制约于潜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

3
.

1 潜在自然因素

3
.

1
.

1 地表沙源丰富 在宁夏盐池县
,

第四纪物质分布广泛
,

大体上包括上更新统和全

新统两大类
,

它们在物质机械组成上的共同特点是都含有较高比例的砂粒
,

粉粘和粘粒比例

低 (表 3) l[]
。

所以该区地表存在的大量沙物质
,

为土地沙漠化发生
、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

质来源
。

表 3 盐池县土坡顺粒组成 ( % )

采样地点

柳 杨 堡

红 山 沟

深 度

( e m )

0ee 10

(粒径
: . 口 )

l we 0
.

2 5

各级颐校含 t

0
.

2 5 ee 0
.

0 5 0
.

0 5一0
.

0 1 0
.

Ol se
.

0
.

oo s 0
.

oo s we o
.

oo l < 0
.

00 1
< 0

.

0 1

2
.

9 7 9 2
.

1 5 3
.

5 6 0
.

4 7 0
.

0 7 0
.

7 8

0一 25 7
.

44 84
.

1 7 5
.

0 9 0
.

10 0
.

4 3 2
.

7 7

1
.

3 2

3
.

30

3
.

1
.

2 干早多风 干早多风是盐池县气侯总特点之一
,

大风和沙暴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
,

分别占全年大风和沙暴日数的 “
.

5% 和 74
.

8%
,

而冬春季节也正是降水稀少的季节
,

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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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降水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 2
.

6 %
。

因而
,

干旱的砂质地表的砂层易为风力所吹扬
,

造成土

地沙漠化
。

3
.

1
.

3 地面植被稀疏低矮 盐池县植被以多年生野生草本植物为主
,

间有半灌木
、

灌木
,

覆盖度 50 % 左右
,

地表处于半裸露状态
。

若逢干早年份
,

植被生长不 良
,

地表更加裸露
。

在这样的植被条件下
,

砂质地表的风蚀作用十分严重
。

3
·

2 人为因素

盐池县在近 40 年间人 口平均增长率高达 4 1
.

5笼左右
。

随着人 口急剧增长
,

人们对粮

食
、

肉类
、

燃料等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

导致土地过度利用
。

主要表现在
:

( 1) 滥垦 为了满足人 口激增对粮食的需求
,

在单产提高有限的前提下
,

只好以扩大

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
。

而扩耕垦荒往往将地表原生植被和土壤结构彻底破坏
,

从而导致

土壤风蚀加重
,

土地沙漠化面积扩大
。

(2 ) 滥牧 盐池县共有天然草场 689
.

8 x 10 `
亩

,

一般年景可载牧量为 56
.

34 x 10’ 羊

单位
。

有关资料表明
,

盐池县超载过牧现象是从 1 9 5 4 年开始的
,

80 年代以后
,

牲畜饲养量

得到严格控制
,

但全县仍有约 14 0 万亩缺水草场不能充分利用
,

所以大片的草场仍然存在超

载过牧现象
。

长期超载过牧破坏了草场植被和土层
,

导致草场风蚀和风蚀过程加剧
,

造成草

场沙漠化
。

( 3) 滥樵 农村廉价的柴草是民用燃料的主要来源
,

全县每年烧掉柴草 1 544
.

7 x

10 4 k g 左右
。

不适当的采樵活动又使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使沙丘活化
,

从而加剧了沙摸

化的进程
。

(4 ) 滥采 药材
,

尤其甘草是当地的一大资源
,

为了增加经济收人
,

甘草的采掘量逐

年增加
: 50 年代采挖 28 X 10 ` k g

,

至 80 年代初头 3 年间
,

平均年挖 27 1 x 10’ 掩
,

最高达

32 5
.

5 x 10 ` k g
。

这种滥采行为
,

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地表天然植被
,

导致土地沙漠化程度的加

剧
,

而且甘草资源本身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
。

4 土地沙漠化的防治

针对土地沙漠化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
,

结合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
,

盐池县防治土地沙摸

化的基本对策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
。

4
.

1 控制人口增长
,

减少人口压力

这是制止滥垦
、

滥牧
、

滥樵和滥采的根本措施
。

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

( 1) 实行计

划生育
,

控制人 口自然增长率
,

至本世纪未控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 10 临以下
。

(2) 移民
,

可将北部和中部半数以上的人口有计划地迁移至盐环定扬水工程盐池新灌区
,

使北部和中部

变成牧业区
,

彻底解决人口压力
。

( 3) 发展乡镇企业
、

开辟第三产业
,

将农业人口逐渐向其

它行业转移
,

以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

4
.

2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协调农林牧用地比例

盐池县在土地利用结构上存在着耕地较多而分散
、

林地太少
、

农林牧争地的矛盾
。

根据

盐池县自然条件及资源优势
,

将原来农林牧用地比例 1 : 0
.

2 6 : 3
.

63 调整为 1 : 1
.

33 : 4
.

33
,

压

缩耕地面积
,

扩大林草用地比例
。

4
.

3 提高种植业整体水平

在目前全县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 30 0 k g 的情况下
,

压缩耕地面积势必增加粮食生产的压



18 8 1 997 年 第 4 期

力
,

若不从提高种植业整体水平人手
,

必将导致滥垦现象再度出现
,

有碍于土地沙漠化的防

治
。

提高种植业整体水平
,

第一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

以土壤培肥为主要内容
,

建设高产稳

产田
。

第二要引进先进农业技术
,

以提高单产为中心
,

实现大面积增产
。

第三要不断扩大种

植业的商品性生产
,

尤其要大力提倡人工种植甘草
,

增加收人
,

解决滥采问题
。

第四要以人

工种草为纽带
,

加强农牧结合
,

提高饲草料转化率
,

从而达到提高种植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

第五要通过林粮间作和完善农田防护林实行农林结合
,

以林护农
,

为种植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提供保证
。

4
.

4 恢复和重建草地植被
.

发挥畜牧业优势

盐池县畜牧业生产历史悠久
,

是盐池县的优势产业及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
。

畜牧业的

发展首先要通过以草定畜
、

以林护牧等措施
,

合理利用和保护天然草场
。

其次
,

要改良天然

草场
,

在对退化草场封育的基础上
,

采取补播
、

耕翻等措施
,

培育天然草场
,

提高草场的生

产水平
。

第三
,

开发利用缺水草场
,

通过打井引水
,

积极解决缺水草场饮水点问题
,

使缺水

草场得到充分利用
。

第四
,

与种植业
、

林业密切结合
,

人工种草
,

营建饲料林
,

建立人工饲

草
、

饲料基地
,

变自由放牧为半放牧
、

半舍饲
,

缓解草畜矛盾
,

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与沙

漠化问题
。

4
.

5 多能互补
,

解决能源问题

滥樵是造成盐池县土地沙漠化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因此
,

解决能源问题
、

消除

滥樵现象是土地沙漠化防治的基本对策之一
。

首先要大力推广节柴灶
,

节制能源消耗
。

其

次
,

要发展薪炭林
,

增加生物质燃料的供应量
,

既可提供薪柴
,

又可改善环境
。

第三
,

使用

太阳灶和风力发电机
,

充分利用丰富的光能和有效风能
,

多能互补
,

解决能源问题
。

4
.

6 建设完整的防护林体系

坚持防治与开发利用相结合
,

生态
、

社会
、

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

以灌木为主
,

灌
、

乔
、

草
,

带
、

片
、

网相结合
,

防护
、

饲料
、

薪炭
、

经济等多林种相结合
,

建设包括防风固沙

林
、

农田防护林等在内的完整的防护林体系
。

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和高度
、

削弱风力
、

减少

沙源
、

减弱和避免风力对沙质地表的作用
,

达到防风固沙
,

综合防治的目的
。

4
.

7 因土制宜防治沙漠化

土地的沙漠化程度不同
.

其开发利用和防治措施也不一致
。

对潜在沙漠化土地应以合理

放牧
,

防止超载为主
。

对轻度沙漠化土地则应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中心
,

进行农林牧综合

治理
。

对中度沙摸化土地则应以补播
、

补植为主
。

对强度沙漠化土地则应以种植灌草为主
,

适当辅以 Z x Z m 的麦草网格式油篙带状沙障
。

参 考 文 献

【1〕 张继贤
,

地表物质组成与土地沙澳化
.

中国沙澳
,

19 82
.

2 ( 1 )
:

3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