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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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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半干旱地区和亚湿润的干
旱地区的土地退化。
其实质就是土地退化。
这种退化过程包括风蚀与水蚀引起的土壤侵蚀，土壤物理特性、化学特性及生物特性和经济特性的退
化，自然植被的长期丧失等。
目前，荒漠化已直接威胁全球1／4的陆地面积（约35.92亿hm），有2／3的国家和地区（100多个）受
其影响，近10亿人口生存在荒漠化地区。
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约达423亿美元。
因此，荒漠化已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得到全世界各个国
家的普遍重视，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防治荒漠化列为国际社会优先采取行动的领
域，充分体现了当今人类社会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
1994年签署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国际社会履行《21世纪议程》的重要行动，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防治荒漠化的高度重视。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规定：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多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区
、半干旱区及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
土地荒漠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经济贫困，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因而，防治荒漠化不仅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是影响全球社会的重大问题。
　　我国的荒漠化状况也十分严峻，据2005年6月国家林业局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截
至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3.62万km，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其中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183.94
万km，水蚀荒漠化土地面积25.93万km，冻融荒漠化土地面积36.37万km，盐渍化土地面积17.38万km
。
而且荒漠化仍呈扩展趋势，目前我国每年沙化土地仍以2460km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
县的土地面积。
荒漠化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障碍，因此防治荒漠化、改善生存
条件已势在必行。
　　为了适应荒漠化防治的需要，提供一本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指导书，编者在多年教学、科研实
践基础上，综合归纳编写了这本《荒漠化防治原理与技术》。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盐渍荒漠化等荒漠化的成因、特点及防治原理与技术措
施等。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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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盐渍荒漠化等荒漠化的成因、特点及防治原理与技术措
施等。
其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荒漠化防治基本原理、风蚀荒漠化防治原理与技术、水蚀荒漠化防治原理与技
术、盐渍化防治原理与技术、荒漠化监测与评价方案。
    本书可作为荒漠化防治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从事荒漠化防治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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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
、分布最广、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对荒漠化的形成、发展及控制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进
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荒漠化的发展，沙尘暴危害已严重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阻碍了社
会的进步，因而控制荒漠化和沙尘暴已成为中国当前乃至今后的一段时期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荒漠化的概念及内涵自从1977年的内罗毕国际防治荒漠化会议以后，国内外对“Desertification”
一词的解释达几十种之多。
过去在我国一直把它译为沙漠化，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研究，1994年9月我国政府签署了《国际防治荒
漠化公约》文件，把英文“Desertification”统一翻译成荒漠化，并在1994年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
——关于人口、发展与环境白皮书》中进一步确立了荒漠化概念，它包括了沙质荒漠化、水土流失、
盐渍化等土地生产力的退化。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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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
　　荒漠化的实质是指土地的退化。
土地是指有生物生产力的陆地生态系统，由土壤、植被、其他生物区系和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过
程和水文过程组成。
土地退化是指由于利用土地或由于一种作用或数种作用结合导致的干旱区、半干旱区与干旱的亚湿润
地区的雨浇地、水浇地或草地、牧场、森林及林地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多样性的降低或丧失。
包括：①风蚀、水蚀引起的土壤侵蚀；②土壤物理特性、化学特性及生物特性或经济特性的退化；③
自然植被的长期丧失。
干旱区、半干旱区和干旱的亚湿润区是指年降水量与年潜在蒸发量之比在0.05～0.6 5的地区，不包括
极区和亚极区。
　　该定义明确了三个问题：　　（1）荒漠化是在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多种因素作用下
产生和发展的。
　　（2）荒漠化发生在干旱区、半干旱区及亚湿润干旱区（指年降水量与可能蒸散之比在0.05～0.65
的地区，但不包括极区和副极区），这就给出了荒漠化产生的背景条件和分布范围。
　　（3）荒漠化是发生在干旱区、半干旱区及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将荒漠化置于宽广的全球
土地退化的框架内，从而界定了其区域范围。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非洲西部撒哈拉地区连年严重干旱，造成空前灾难，使国际社会密
切关注全球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
荒漠化名词于是开始流传开来。
据联合国资料，目前全球1／5人口、1／3土地受到荒漠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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