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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及林业发展现状探讨
陈晓楠

（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甘肃 武威 733000）

林业发展对于我国生态建设以及经济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与价值，土地荒漠化与沙化治理，也是各地区不容忽视的

重要工作。为进一步提升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质量，确保生态项目

建设能够在地区中得到高质量推广，武威地区加大对林业现状

以及发展规划的研究力度，并针对土地荒漠化以及沙化形成原

因制定了一系列治理对策，取得较为理想的社会效益，对地区综

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土地沙化与荒漠化形成原因
沙化与荒漠化形成原因，主要归为两类：①自然原因；②人为

原因[1]。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土地沙化、荒漠化问题日益严
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需要展开治理。

1.1 自然原因
（1）沙源充足。土地沙漠化物质基础是沙源，充足的沙源会直

接加剧土地沙漠化以及荒漠化的速度，会对地质造成直接影响，

非沙漠会进行多次转化，进而引发荒漠化以及沙化问题。

（2）气候条件。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影响相对效果，不仅会对地
区气候形成影响，同时也会造成温度升高，从而出现水分过度蒸

发的状况。全球气候变暖、温度不断增加的问题，使武威地区水

分蒸发呈现出明显加速的状况，土地荒漠化速度极为严重[2]。气
候变化使干旱地区变得更加缺水，荒漠化程度也随之增加。同

时，因为武威地区春冬季节沙尘暴较为频繁，空气质量相对较

差，所以气候干旱会对各方面生态环境形成直接影响，为土地沙

化以及荒漠化提供自然环境，进而导致问题加剧。

1.2 人为原因
（1）过度开垦。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土地被大量开发与利用，

导致土地荒漠化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耕地

面积被不断扩大，水土流失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直接加重土地

沙化以及荒漠化问题。

（2）乱挖中药材、毁林焦采。原本武威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
富，有大量的野生中草药植物以及森林资源，但民众为了一己私

利，加大对中药材的挖掘力度，并且出现了乱挖的状况，不仅对

当地植被造成破坏，固定沙丘也出现松动问题，同时乱砍乱伐也

使大量森林资源受到影响，固沙植被总面积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进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问题[3]。
（3）灌溉方式不合理。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如果存在灌溉不合

理的状况，会使耕地出现生盐渍化问题，会直接加重土地盐碱化

程度，进而导致其丧失耕种价值，引发荒漠化问题[4]。不合理的灌
溉方式，不仅会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的状况，而且也会加重土地

流失速度，致使生态环境受到进一步破坏。

2 沙化、荒漠化与林业发展现状治理
2.1 科学设置行政管理措施
在进行土地荒漠化治理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作为支

持，要具备良好的治理环境，以便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更加有利

的条件。高效的行政管理措施，是为治理工作开展提供有效辅助

的重要举措，能够达到有效提高治理效果的目标。为有效控制人

为活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出台健全法律法

规，加大执法力度以及防范力度，确保防风抗沙林区建设能够真

正纳入到管控工作之中，以便对沙漠化治理工作开展形成有效

助力[5]。同时，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以及环境保护必要性渲染力度，
要通过营造出良好的氛围的方式，提高民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视程度以及意识水平，确保武威地区能够达到全员参与的

良好效果，为治理工作开展提供可靠的民众支持，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政府部门也要将自身职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要在治理

工作中对领导地位进行强化与提升，政府部门带头做好土地规

划与及其他一系列治理操作，保证沙漠化动态监督体系建设质

量，确保植树造林质量监督体系落实效果。

2.2 做好建设布局调整与优化
一方面需要做好生态建设布局，通过对地区内森林资源以及

各方面情况展开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做好整体生态建设布局规

划，保证水源涵养林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退耕还林地区、植苗

摘 要：为妥善改善环境现状，积极推动我国林业发展，我国加大了对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的治理力度。 本文将以甘肃
武威地区为例，通过对土地荒漠化与沙化形成原因的分析，对地区荒漠化、沙化治理以及林业发展策略展开研究，旨在提
升土地荒漠化与沙化治理水平，推动武威地区林业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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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地区等规划质量，展开农田林网建设，做好绿化缺株断行地

段补植补造工作，并加大对防沙治沙区的治理力度，对重点防沙

线展开综合治理，通过构建绿洲绿色生态屏障的方式，形成有效

保护；另一方面做好节水林业建设规划。加大对经济林的栽培力

度，按照地区特点展开农作物选择与种植，且要以此为基础引进

节水灌溉技术，改变传统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加大对渗灌技术以

及滴灌技术的应用力度，做好保水新材料的使用，确保节水林业

建设科技水平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同时需要加大对数种结构的

调整力度，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做好树种选择以及整体树种群落

构建布局，加大对低耗水树种的种植力度，做好林网建设工作，

从而通过加大抗旱树种种植力度、做好主林带建设的方式，科学

展开林网骨架布局。

2.3 做好体制机制建设
需要加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力度，按照国家部署以及省级规

划要求，结合武威地区实际情况，按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

则，科学推动改革工作，保证民众合法权益，确保农民能够得到

真正的实惠，林业发展能够更加理想，从而为生态环境改善奠定

良好基础。同时，加大国有沙荒地拍卖力度，鼓励事业单位、工商

企业购买沙荒地种植造林，集社会之力做好地区生态建设工作。

2.4 合理展开治沙手段
2.4.1 工程机械治沙
（1）草方格沙障。如果地区无法使用生物防沙手段，可通过使

用草方格沙障的方式，通过构建草方格的方法，有效固定流沙。

如若地区降雨较少，需要每隔 3~5年更换一次草方格，以便实现
对水土流失问题的有效治理，确保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改善。

（2）阻沙栅栏。此种治沙方式主要应用于流沙较强地区，由于
该类型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生产，所以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会对地

区经济发展形成严重限制。通过对阻沙栅栏的应用，可以垂直方

向展开遮拦建设，会通过对小直径枝条的运用，形成栅栏对风沙

展开有效阻挡，固沙效果较为理想[6]。现阶段部分地区开始使用
石头进行直角梯形断面堆砌，可实现对风沙的永久阻隔，能够与

生物治沙方式形成有效配合，达到良好治理效果。

2.4.2 生物治沙
生物治沙手段相对较为环保且有效性较高，可以从根本入手

对土地荒漠化问题展开处理。在进行治理过程中，需要按照气候

条件以及地质情况等各方面内容，展开种植植物种类选择与种

植方案规划。一般建议在半干旱地区，种植旱柳或侧柏等植物，

在干旱地区种植白沙蒿草以及沙冬青等植物。要通过在沙地上

展开造林的方式，达到良好的防沙效果。

3 治理社会效益
经过多年治理以及林业发展，武威地区取得极大的社会效

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沙区资源保护
土地荒漠化治理与林业发展的双向落实，实现了对沙区资源

的有效保护，当地农牧业生产条件以及生态环境得到切实改善

与提升，不仅为经济持续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也为农村牧

区群众精准脱贫工作开展创造出了良好环境，实现了对地区经

济发展的有效推动。

3.2 提供就业机会
因为造林项目以及治理项目的开展，需要运用到大量劳动

力，这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当地民众提供了更多

经济拓展来源。民众可以通过参加治沙以及造林等工作，获得额

外收入[7]。同时，工程建设还可对当地农、林、牧副业发展形成有
效协调与推动，可以带动服务业、加工业以及运输业的快速发

展，能够实现对地方经济的有效调动，保证经济活跃性，所以为

社会稳定性发展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保证民众生活富足度。

3.3 助力生态旅游业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沙漠旅游带

来了更加可观的发展空间，武威地区也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加

大了对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治沙造林工程建设也得到切

实增强[8]。通过对沙区内自然景观以及交通环境等各项条件的不
断完善，实现了对国内外旅游观光者的有效吸引，生态旅游事业

发展较为理想。武威市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着自身知名度，吸

引着更多投资者前来投资，地区改革形成了有效促进作用，社会

发展进程明显加快。

4 结语
鉴于土地荒漠化以及沙化对于地区生态环境发展以及持续

性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各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该项问题

的治理力度。通过对荒漠化以及沙化形成原因的分析，结合当地

林业发展整体情况，制定出可行性较高的林业发展应对方案以

及荒漠化、沙化治理方法，确保可以通过使用行政管理手段以及

调整建设布局等方式，实现对林业发展现状以及土地荒漠化问

题的有效治理，保证地区生态环境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林业发

展能够达到预期目标要求，进而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保证地区生态环境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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