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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 GEF-OP12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是全球环境基金资助中国的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项目，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遏制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逐步恢复干旱

地区的生态系统，以减少因土地退化而造成的贫困人口数量。自 2004年以来，该项目在

我国陕西、宁夏等西北五省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实施，第一阶段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

是应用综合生态管理理念，对本省区土地退化防治相关政策环境、法律法规体系进行评

价，对本省区的土地退化状况进行客观评价和论证，提出相应的土地退化防治战略与行

动计划。

在开展土地退化法律法规评价、总结土地退化防治战略的基础上，宁夏 GEF-OP12

项目协调办、GEF-OP12项目执行办针对全区土地退化现状，组织相关人员应用综合生

态系统管理理念开展了与土地退化有关的数据共享机制、植被恢复模式、半干旱山区生

态农业建设技术、盐碱地改良等研究工作，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 3年的探

索，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与突破：取得 2008年度自治区科技成果 3项，其中永宁县闽

宁镇土地退化综合防治模式研究、青铜峡甘城子植被恢复综合治理研究成果入选中国

GEF-OP12中央项目办“全国防治土地退化示范模式”之列，受到一致好评。

为了推进宁夏土地退化防治进程，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我区的防治土地退化工作中

得到推广应用，应宁夏 GEF-OP12项目成员单位和广大读者的要求，宁夏 GEF-OP12

项目协调办、GEF-OP12项目执行办组织编写并出版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防治土地

退化中的应用》一书。由于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宁夏农林科学院李生宝副院长、宁夏大学孙兆军研究员的大

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200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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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夏 GEF-OP12项目立项背景

中国 GEF-OP12土地退化防治能力建设项目，是由全球环境基金（GEF）、亚洲银行（ADB）和中
国政府共同出资，用于遏制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恢复干旱生态系统、减少贫困的综合项目，项目第

一阶段在宁夏、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六省区展开，宁夏 GEF-OP12能力建设项目赠款投资
为 86万美元。
宁夏 GEF-OP12项目自 2003年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2004年 7月正式启动。按照项目实施

要求，2003年 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协调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国土资源厅、水利厅、农牧
厅、交通厅、卫生厅、林业局、环保局、法制办、扶贫办等部门成立了由自治区主席任组长的宁夏 GEF-
OP12项目规划指导委员会，设立了由自治区财政厅牵头的项目协调办公室和由自治区林业局牵头
的项目执行办公室。同时，根据中央项目办要求，为保障宁夏 GEF-OP12项目顺利实施，自治区项目
执行办设立了项目经理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等工作。

截至 2009年 12月，宁夏 GEF-OP12项目执行办组织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宁夏 GEF-OP12
项目土地退化综合防治战略与行动计划》、《宁夏回族自治区 GEF-OP12项目法律、法规、政策和机构
能力评价综述报告》的编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评估；签署了《宁夏 GEF-OP12项目 IEM信息中心数
据共享协议》，成立了宁夏 GEF-OP12项目 IEM信息中心；开展了“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改善人居环境
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示范点”和“青铜峡市邵刚镇甘城子村退化土地植被恢复综合治理示范点”建设。

在积极实施项目的同时，宁夏执行办积极开展项目宣传活动。通过举办活动、会议、网络、外业调

研、邀请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进行广泛、多渠道宣传报道，让更多的机构、利益群体了解 GEFOP-12
项目、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扩大项目影响。同时，借助中国绿色时报、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新消

息报等新闻媒体，邀请新闻单位记者，对项目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果和各项重大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在

宁夏林业局主办的《宁夏林业通讯》杂志开辟 GEF-OP12项目专栏，登载土地退化综合防治理念、宁
夏项目进展情况等相关文章；利用互联网向中央 GEF-OP12项目办网站、宁夏新闻网、宁夏林业信息
网传送稿件进行项目的宣传。

宁夏 GEF-OP12项目协调办、执行办在执行 GEF-OP12能力建设项目的同时，积极向中央项目
办和相关国际捐资机构争取土地退化防治后续项目。目前，银川市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项目已获得全球

环境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批准，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恢复银川市沿贺兰山区生态系统项目区自然资源

可持续生产和商业化利用，最终实现农业开发、畜牧业以及生态旅游、生态环境恢复的目标。项目总投

资 2.1亿美元，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1亿美元。项目将分为生态恢复和生态旅游、生态环境和历史
遗迹保护、湿地可持续利用保护、农村生计替代性产业开发、能力开发、辅助配套六个子项目。

目前，宁夏GEF-OP12项目已进入第六年，根据中央项目办六省区“土地退化防治能力建设项目
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和资金调整方案，宁夏项目协调办、执行办对项目延期后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调整，

项目工作重点由战略规划制定、法律评估，转移到示范点和 IEM中心建设上来，同时开展与综合生态

系统管理和土地退化防治相关课题的研究，加强项目工作总结和宣传，加快报账进度和财务自查自纠。

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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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夏 GEF-OP12项目区域状况

1.宁夏自然地理概况

1.1地理位置、地貌气候特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远离海洋，位居内陆，是我国西北地区东部、黄河上游的一个内陆省区，属于经济

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地貌类型主要属于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台地，地势南高北低，南北两端分别是六盘山和贺兰山。

黄河从西南向东北贯穿宁夏北部，两岸形成的宁夏平原是灌溉农业较发达的区域。

宁夏属于温带草原气候，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从南向北由 680mm 降到

200mm。具有冬寒长、夏热短、春暖快、秋凉早，干旱少雨、日照充足、蒸发强烈、风大沙多，南凉北暖、

南湿北干等特点。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受年降水量波动影响，农牧业生产很不稳定。

1.2土地面积

宁夏南北相距 450km，东西相距约 250km，总面积为 6.64万 km2。现辖五个地级市，22个县(市、

区)，93个乡，94个镇。

1.3宁夏土地利用结构和人均占有土地面积

据宁夏统计年鉴 2005年资料，宁夏土地总面积 519.65万 hm2。

表 1-1 土地面积及利用状况表(2005年) 单位：万 hm2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农用地

居民及
工矿地

交通
用地

水利设
施用地

未利用
土 地

其他土地

519.65 109.99 3.42 60.37 227.85 16.16 17.86 1.75 0.70 73.36 8.19

100% 21.17% 0.66% 11.62% 43.85% 3.11% 3.44% 0.34% 0.13% 14.12% 1.58%

单位：万 hm2

图 1-1 土地面积及利用状况图(2005年)

4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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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中，有灌溉条件的耕地 39.78万 hm2，旱耕地 69.88万 hm2。人均土地面积 0.8716 hm2，人

均耕地面积 0.188 hm2。

2.生态环境现状

2.1主要生态系统及其特征

生态区的划分是以宁夏生态环境主要特点为依据，并适当考虑各区的主导经济因素。这里划分的

生态区或生态带，它的性质基本属于“综合自然区划”和“综合农业区划”两者的集合，为综合生态系

统管理服务。宁夏生态区划是特征区划与功能区划的集合，将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作为划区的

依据。按其综合特征，共划分五个一级生态区。关于二级分区，因篇幅未在此列出，但在文字报告中偶

有提到。

表 1-2 宁夏五个生态区表

生态系统类型：宁夏有以下几个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淤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于山地草甸草原生态

序号 名称 地理区位 地貌特征 土壤 植被 气象要素
退化类型与主
要生态问题

1

贺兰山
石质山
地森林
与荒漠
草原区

荒漠与半荒漠
的一条重要分
界线，银川平
原天然屏障

山体中间高，南
北低，山势陡峻，
海拔 1250m 以
上，主峰 3556m

山 地 灰 钙
土，山地灰
褐土，山地
草甸土

灰榆，海云杉，油
松，山杨；低矮型
密丛短根蒿草和
苔草

年均气温-0.8益，多年平
均降水量 429.6mm ，逸
10益积温 453.4益

植被退化，生
物多样性退化

2

宁夏平
原灌溉
农田与
湖泊湿
地区

黄河流域重要
绿洲平原，湖
沼众多，“塞上
江南”

海 拔 高 度
1100 ~1200m，
地势平坦，地面
坡度从南向北为
1/2000~1/
40000~1/8000

灌淤土，盐
土，草甸土，
沼泽土

盛产水稻、小麦和
玉米，以及多种经
济作物、果品和水
产品

年均气温 8益~9益，年平
均降水量 200mm 左右
，逸10益积温 3200益 ~
3300益，年日照时数
2800小时以上，光热资
源丰富

湖 泊 湿 地 萎
缩，土壤盐渍
化

3

灵盐台
地及香
山干旱
风沙区
(即中部
干旱带)

农耕区向牧区
的过渡地带

海拔在 1200 ~
1700m 之间，剥
蚀高原面呈现波
状起伏，平缓的
岗地与宽浅的坳
谷相间

地带性土壤
为灰钙土，
风沙土

地带性植被为荒
漠草原

年均气温 7.5益~8.0益，
年平均降水量在 200 ~
260mm之间 ，逸10益积
温 3000益左右, 年干燥
度 3 ~4，年日照时数
3000小时左右

土地沙化，草
地退化，生物
资源利用过度

4

黄土高
原丘陵
沟壑干
草原与
旱作农
业区

宁夏重要的雨
养农业区

地面切割较为严
重，塬、墚、峁、沟
谷为其基本地貌
类型。海拔高度
多数在 1500 ~
2000m之间

黑垆土 干草原

年均气温 5益~7益，年均
降水量 300 ~600mm ，
年干燥度为 1.5-3.5，逸
10益 积 温 1900益 ~
2300益，年日照时数
2200~2700小时

水土流失，草
地退化

5

六盘山
森林与
草甸草
原区

屹立在黄土高
原之上的“绿
岛”，重要的水
源涵养地

海拔最高处近
2955m，但多数
地区在 2000 ~
2500m之间

山地灰褐土
和山地草甸
土为主

针、阔叶树，黄刺
玫、川榛，苔草、紫
苏、紫花地丁、苔
藓等

年均温 5益~6益，山顶年
均温约 1益左右，年降水
量约 550耀700mm，年干
燥度 1.0，逸10益积温
2000益

生物多样性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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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盂灌溉农田生态系统；榆河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虞荒漠草原生态系统；愚典型草原(干草原)生

态系统；舆旱地农田生态系统；余城市生态系统。

2.2需要特殊管理与保护的关键地区及其特征

宁夏的生态危急地带，既是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的地区，也是今后要亟待治理的地区。分布区域与

基本特征描述：

(1)黄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区生态应加强管理与重点保护的区域

经查目前尚待治理的面积 17429.25km2 ，其中强度与极强度侵蚀面积 8230km2。应积极推广生

态系统综合管理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针，开展治理工作。

当前亟待治理的区域是彭阳县安家川流域、原州区的双井子沟和杨达子沟流域、海原县的苋麻河

流域、同心县的折死沟流域、西吉县滥泥河流域、盐池县麻黄山的环江上游等地。同时，面上的治理任

务不能放弃。

(2)灵盐台地及香山干旱风沙区(中部干旱风沙带)应加强管理与重点保护的区域

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土地沙化问题，虽自古有之，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而呈现加重发展的

态势。主要集中盐池、灵武与平罗县陶乐地区，其次为中卫和同心县。目前沙质荒漠化土地面积

7677.2km2 ，其中强度与极强度沙化面积，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37.53%。

目前亟待治理与保护的有三个区域：一是盐池的北部六乡，土地沙化面积比重大，生态环境条件

恶劣。二是灵新矿的周边地区，这里是宁夏的能源化工基地，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三是腾格里沙漠东南

缘地区，包括中卫市沙坡头和卫宁灌区北侧长城沿线流动沙丘区，其可能危及包兰铁路、沙坡头旅游

区和卫宁灌区的生产安全。

(3)灌溉区土壤盐渍化综合治理与重点保护区域

宁夏平原灌区的土壤盐渍化经过多年的治理，特别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的连续投入，改

善了灌区的生产条件与灌水方式，使灌区土壤盐渍化面积呈现出整体减轻但局部加重的态势。

在老灌区的周边高地建了扬灌工程，因自然条件、灌溉管理、作物布局等原因，大量的灌溉余水下

渗，从而使相邻低地的耕地发生盐渍化或沼泽化，都应成为综合治理与重点保护区域。

(4)地表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与重点保护区域

随着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地表水与地下水恶化形势不容乐观。据统计，2005年全区工业与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24779万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占 57.87%。废水的接纳场所主要是各大排水沟

和黄河。污染较重的区域是经济较发达的老灌区，而山区从污染的程度和面积而言，除个别点污染较

重外，大面积则属较轻范畴。

地表水综合治理与重点保护区域：一是提高达标排放处理率，净化城市与周边水环境；二是要重

点关注农村广大居民饮用水的水质安全问题。

3.人口与社会经济状况

3.1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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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5年底宁夏总人口 596.20万人，其中回族人口 210.52万人，占 35.3%。全区市、镇人口

252.07万人，占总人口的 42.3%；乡村人口 344.13万人，占总人口的 57.7%。平均人口密度达 114.7

人 辕 km2。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增加很快。宁夏的非农业人口，从 1958年占当时总人

口的 12.2%，增至 2005年占总人口的 35.94%，这对就业和满足生计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

种结构性变化与沿海地区相比仍是缓慢的。

宁夏属于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占有很大比例，根据《宁夏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年)》确

定的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是(1999年国家贫困标准是 625元，宁夏是 580元，目前是 668元)：人均纯

收入低于 1000元以下的 128.6万低收入人口，其中未解决温饱的有 52.7万人。2001年确定 107.24

万贫困人口为扶贫的重点，至 2005年底，已有 45.2万人实现了脱贫目标。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 52.7

万人下降到 7.5万人，贫困面由 2000年初的 24%降至 7%。

3.2经济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5年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06.10亿元，比上年度增 11%，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8093.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508.9元。

全区城市化率达到 41%，这一进程还在加快。

在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方面，宁夏率先以省区为单位，制定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纲要，以提高水

资源的利用率。

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基本上达到了耕地的占补平衡。

宁夏基本上仍属于一个农牧业为主的省区，林业占的比重较小。2005年的总产值分别是：农业

789410万元，林业 55645万元、牧业 459969万元和渔业 39781万元，它们对宁夏 GDP的贡献率分

别是 7.65%、0.46%、3.28%和 0.66%。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林牧业对 GDP的贡献率将有所提高。

3.3人口、经济与土地退化

贫困是大多数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许多农村(特别是最贫穷的)地区缺少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导

致贫穷的农村家庭必须依赖小规模的种植生产以满足生活需要。这样的“资源贫穷”的家庭很少能为

长期需要放弃不可持续的短期的生产机会，以及资源的过度利用。

近年的经济改革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对肉和其他畜产品的需求，导致了牲畜数量迅

速增加，因此增加了草场资源的放牧压力，致使天然草地严重退化。

据多年的认识，贫困与土地退化直接相关，越是贫困向自然资源掠夺越严重。贫困必然导致生态

日益恶化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土地退化程度与贫困等级成正比关系。

因为宁夏是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区域，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在大量的资源与劳动力投入基础上实

现的，甚至还有生态环境上付出的代价，这就为生态系统资源的利用与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追

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促使生态系统资源过度利用的原动力。要单纯改变这种局面，从

政府层面而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如在生态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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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面的 IEM 管理模式，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4.宁夏土地退化状况
宁夏的土地退化主要有三种类型：

土地风蚀类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宁夏中部干旱地区。据 2004年全国荒漠化普查，宁夏荒漠化土地

面积为 13692.55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20.6%。其中轻度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 5103.95km2，占风蚀荒

漠化土地面积的 37.3%；中度 6648.86km2，占 48.6%；重度 1431.39km2，占 10.5%；极重度

508.34km2，占 3.7%。
土地水蚀类型，主要分布在海原县、西吉县、彭阳县、原州区和隆德县、同心县、盐池县的部分地

区。据 2000年自治区发改委生态环境遥感资料，全区轻度以上的侵蚀面积 16547.76km2，占全区总面

积的 24.9%。其中轻度水蚀面积 4205.45km2，占总侵蚀面积的 25.4%；中度 5706.02km2，占 34.5%；
重度 3904.65km2，占 23.6%；极重度 2731.64km2，占 16.5%。

土壤次生盐渍化类型，主要分布在平原灌区农田区，但南部山区清水河流域苦水灌区也有盐渍化

土地分布。据 2004年全国荒漠化普查，全区盐渍化、荒漠化面积为 623.32km2，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

0.94%。其中轻度 330.01km2，占盐渍荒漠化土地面积的 52.9%；中度 179.08km2，占 28.7%；重度

67.47km2，占 10.8%；极重度 46.76km2，占 7.5%。
经估算，全区由于土地退化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折合人民币 58.13亿元（其中直接

经济损失 17.18亿元），占 2005年全区 GDP总量的近 10%。可以看出土地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巨
大，严重制约着宁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多年来，宁夏在土地退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也

取得显著的成效。据宁夏财政统计，从 1980~2005年，地方财政总支出 101.88亿元，其中用于土地退

化的总投资 5.27亿元，占总支出的 5%，另外还有群众投工投劳，外国政府、国际机构和民间组织及企
业用于土地退化方面的投入。

三、宁夏 GEF-OP12项目目标

1.总体目标
宁夏GEF-OP12项目的实施，旨在通过利用GEF-OP12项目资金的援助，全面提升政府机构在

防治土地退化方面的控制、管理能力，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防治土地退化，以提高退化土地防治能力。

2.能力建设目标

2.1法规政策和机构能力建设

在分析单项法、政策法、领域法的基础上，通过对宁夏正在实施的多部单项法和九个领域法的归纳

分析，对宁夏在土地退化领域的立法、政策和机构建设方面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

2.2土地退化防治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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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理念、参与式方法，全面分析、研究、总结宁夏土地退化现状、成因、趋

势，过去和现在土地退化防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及有效途径，提出土地退化防治战略规划，对规划报告

进行科学评价。

2.3土地退化项目管理能力

通过多机构协调、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途径，全面提升政府相关机构在防治土地退化方面的

项目管理能力。

2.4土地退化防治项目信息化建设

作为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需建立一个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信息中心，实现土地退化

数据共享，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

3.技术目标

3.1生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在防治土地退化方面的应用研究

依托已有的自然资源数据、资料，结合收集宁夏防治土地退化数据，对数据进行管理、分析、信息

发布，建立起宁夏防治土地退化数据库。以 GIS应用系统为平台，建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决策支持系

统，构建和管理本省土地退化专题空间数据库，为国家和省（区）级决策部门提供生态系统变化、土地

退化态势的数据、信息和决策支持。

3.2宁夏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评价体系

以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为研究对象，探求生态系统对干旱化的适应与减缓对策，研究合理开发利

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恢复重建退化生态系统、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途径和措施。建立整合宁夏

荒漠治理模式，农林牧生产潜力以及人口承载潜力评价模式，形成一个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农林牧可

持续发展的模式，为自治区制定荒漠化防治、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与环境保护、

农业发展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行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开展

农林牧耦合模式，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当地生态、经济的增加，建立宁夏沙地综合治理及恢复技

术评价体系。

3.3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庄园生产模式研究

通过对贺兰山东麓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技术资源、生物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建立贺兰山东麓酿

酒葡萄种植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技术体系，定量分析贺兰山东麓沙化土地酿酒葡萄种植的生产潜

力，选择抗寒性强的蛇龙珠等酿酒葡萄品种，结合市场经济和生态效益，应用线型优化方案对贺兰山

东麓沙化土地利用进行优化配置，提高沙化土地的治理效率。

3.4干旱造林的保水基质开发研究

干旱造林的基质开发研究，对植物、水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有重要意义；其不仅可提升生态防护

林建设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遏制区内耕地和草场的退化、沙化进程，减免洪水破

坏，防止水土流失，而且可以降低沙尘暴的危害，提高银西绿色屏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保障银川

市的生态安全，对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对行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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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发酵菌种高效菌株的选育、菌种培养基质的优化、生物发酵最佳条件的确定等等技术的攻

关，研发出干旱保水造林基质产品开发技术。

3.5综合生态治理观念在湿地保护立法中的应用研究

通过综合生态治理观念用于湿地立法，将湿地资源（包括土壤、水体、植被、动物等）作为一个生态

整体，探讨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主要目标的立法模式；研究并探讨落实对湿地有影响的所有部

门共同参与湿地环境管理所需要的协调一致的综合生态治理方法。研究成果包括应用综合生态治理

的立法观念，建立湿地管理综合协调机制的方式，建立湿地保护社区参与机制等，为宁夏及银川市湿

地保护立法提供依据和支撑。

3.6永宁县闽宁镇土地退化综合防治模式研究

分析GEF-OP12项目在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执行的经验与不足，对今后的项目实施提出建设性

意见；探索农村社区尺度上形成的良好生态经济循环模式，形成 1~2套土地退化防治的技术模式；从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提出不同土地退化类型防治的评价方法。总结出具有因地制宜的土地退化

恢复与改良措施的技术集成，以循环经济模式为特点，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闽宁模式”。

3.7青铜峡市甘城子村植被恢复综合治理研究

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脆弱，该区域气候干旱，土质带沙，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植被稀疏，近年来由

于自然因素和人口压力、经济利益驱动所造成的乱采、滥挖、乱垦、超载过牧等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

使该区成为宁夏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土地荒漠化较严重、自然灾害较频繁的区域，土地退化已成为制

约该区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青铜峡甘城子村具有宁夏中部干旱带典型的生态特征，针对该区生态

现状，进行土地退化成因及评价，建立土地退化防治多元治理模式的研究、退化土地生态重建的技术

与模式研究，建立重点生态模式户，建立生态模式科技技术培训制度，建立综合效益评价及评价体系。

3.8生态综合管理技术在宁南水蚀荒漠化地区植被恢复中的应用研究

针对宁夏南部山区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土地水蚀退化严重的条件，尊重自然规律，进行小流

域综合治理，采取植树种草、机修农田、沟塘坝治理、封山禁牧、设施圈养等措施,达到植被恢复、植被

重建、植被保护，形成良性生态环境体系。总结集成治理宁南山区土地水蚀退化和防治荒漠化取得的

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探讨治理水蚀荒漠化的综合治理管理措施和防治对策，总结

土石质山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川道区三个不同地类、不同区域的水蚀土地退化治理生态综合管

理措施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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