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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033 万公顷，53%的可治理沙

化土地得到治理，重点治理区实现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初步建立了法治、工程、考核、政策、科技

推广、调查监测等体系，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

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

面积 257.3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6.81%。其中，风蚀荒

漠化 180.74 万平方公里，水蚀荒漠化 24.55 万平方公里，盐渍荒

漠化 16.04 万平方公里，冻融荒漠化 36.04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

地面积 168.78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7.58%。

我国有毛乌素沙地、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呼伦贝尔

沙地四大沙地。国家林草局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2002—

2022 年我国四大沙地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均呈增加趋势，

正值越大，代表植被覆盖度越好，反映出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

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

“归一化植被指数广泛用于定性和定量反映植被覆盖度及

其生长活力。其中毛乌素沙地增幅最大，为 43.44%；科尔沁沙

地增幅为 43.13%；呼伦贝尔沙地和浑善达克沙地增幅分别为

4.88%和 0.84%。”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专家表示。

专家介绍，在毛乌素沙地治理过程中，大力推广前挡后拉、

覆膜保水、灌木树种截干等抗旱节水造林技术，尤其是樟子松造

林技术的应用，使平均成活率提高至 85%以上。在科尔沁沙地

治理过程中，推广了机械沙障治沙、复合沙障治沙、封育基

础上人工促进自然修复等技术模式。

通过持续系统治理，我国荒漠化和土地沙化持续“双

缩减”。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4 个监测期净

减少。与 2009 年相比荒漠化土地净减少 5 万平方公里，

沙化土地净减少 4.33 万平方公里。

沙区林草植被明显改善。与 2009 年相比，沙区平

均植被盖度上升了 2.6 个百分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区 20 年间林草综合植被盖度由 39.8%提高到 45.5%，“三

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5.05%提高到 13.84%。

风沙危害得到抑制。2019 年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

土壤风蚀总量较 2000 年下降约 40%。

当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理难的基

本面尚未根本改变，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2021 年，荒漠化、沙化、石漠化年度监测被纳入林草生态综

合监测，以宏观调查为主体，年度监测、专题监测和定位监测为

补充的“空—天—地”一体化的荒漠化、沙化、石漠化调查监测体

系已经建立，调查监测结果为国家生态建设宏观决策提供科学

详实的依据。

2022 年 12 月，国家林草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防沙治沙

规划（2021—2030 年）》，提出到 2025 年，规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任务 1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0.3 亿亩；到 2030 年，规划完

成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任 务 1.86 亿 亩 ，沙 化 土 地 封 禁 保 护 面 积 0.9
亿亩。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勇担使命、不

畏艰辛、久久为功，林草系统将坚持系统观念、突出治理重点、坚

持科学治沙、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

治沙新奇迹，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就。

（本报记者 董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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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中央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把防沙治沙作

为荒漠化防治的主要任务，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建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

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经过 40多年不懈努力，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

好态势。本版推出特别策划，从卫星遥感监测视角，展现我国荒漠

化和土地沙化“双缩减”的实际成效，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

治沙新奇迹凝聚信心和力量。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我 国 有 八 大 沙 漠 和 四 大 沙

地，八大沙漠分别是塔克拉玛

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

库姆塔格沙漠、柴达木盆地

沙漠、库布其沙漠、乌兰布

和沙漠。四大沙地分别是

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

地、科尔沁沙地、呼伦贝

尔沙地。那么，沙漠和

沙地有何区别呢？

沙漠即沙质荒漠，

分 布 于 干 旱 、极 干 旱

的荒漠、半荒漠地区，

植被稀疏、流动沙丘

广 泛 分 布 。 沙 地 分

布于半干旱草原与半湿润草原地带，以固定

和半固定沙丘为主，植被较少。

沙漠与沙地还有一个区别，是二者形成

的主导因素不同。自然因素是沙漠形成的

最根本、最主要原因。我国西北地区深居

内陆，海洋湿润水汽难以到达，气候干旱、

降水稀少；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山地的隆起，

以及隆起后高原的动力和热力作用，使西北

内陆干旱气候进一步强化。而人为因素对

沙地的形成起主导作用。过度放牧、滥樵、

滥挖、滥采、滥垦、滥用水资源等不合理的人

为活动，是沙地形成和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每个沙漠、沙地，都有自己的特点。比

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

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沙

丘最高大、沙山广布，其中必鲁图沙山是世界

上相对高度最高的沙山；库姆塔格沙漠是我国

最为干旱、自然环境最为严酷的沙漠；柴达木盆

地沙漠是我国海拔最高的沙漠；库布其沙漠是我

国唯一分布在荒漠草原—干草原地带，而流动沙

丘却占较大比例的沙漠。毛乌素沙地降水较多，有

利于植物生长，21 世纪初已经有 600 多万亩沙地得

到治理。

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知沙、防沙、

治沙。防沙治沙措施主要功能在于消减风速、固定地表

流沙。常见的阻沙措施有栅栏、沙漠边缘防沙林带和绿

洲内部的护田林网，一般用于沙源丰富地区和戈壁风沙流

盛行地区。常见的固沙措施包括机械沙障（草方格、砂砾石、

黏土等），化学固沙（沥青乳液、聚乳酸纤维等）和植物固沙（飞

播灌草、封沙育林育草、植树造林等）。目前，我国沙漠地区比

较成功的治理模式主要有柯柯牙模式、库布其模式、沙坡头模

式等。比较成功的沙地治理模式主要有榆林模式、右玉模式、

章古台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沙漠是荒漠的一种类型，荒漠与森林、草

原、湿地一样，是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产生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是抗逆性植物集中分布的资源库，

也是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地。防治荒漠化，并非意味着

要消灭荒漠。荒漠化是在气候变化这个“先天不足”的前提

下，加上人为活动导致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

地退化，并形成类似荒漠的景观。

人们要转变对荒漠的认识，严格遵循不同类型荒漠的内

在机理和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宜荒则荒、宜

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打造多元共生的荒漠生态系统，

确保荒漠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才能让荒漠这种特殊资

源保值增效。

（作者为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生态保护与修复研

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董丝雨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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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沙 漠 即 沙 质 荒
漠，分布于干旱、极干
旱的荒漠、半荒漠地
区，植被稀疏、流动沙
丘广泛分布。沙地分
布于半干旱草原与半
湿润草原地带，以固
定和半固定沙丘为主

图①：20 世纪 80 年代，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

林场采用草方格方式治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图②：国营新华林场农田林网郁郁葱葱。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图③：甘肃武威古浪县，治理前的八步沙。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图④：经过几十年治理的八步沙林场（摄于 2019 年 8 月）。

麦 田摄（人民视觉）

图⑤：陕西榆林白界樟子松人工造林示范区（摄于2009年3月）。

董 婷摄（人民视觉）

图⑥：陕西榆林白界樟子松人工造林示范区（摄于2018年5月）。

董 婷摄（人民视觉）

图⑦：山西右玉县四台沟村田园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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