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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干旱和风沙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永恒的目标，是执政

者最大的善举。干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造成干旱的原因主要

是大气环流和区域地理位置，也与区域森林分布等有直接关系。

据有关资料介绍，属于干旱、半干旱的地区遍布世界 60多个国

家和地区，面积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3。干旱问题还导致荒漠

化、沙尘暴、水资源短缺、森林覆被率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问题。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干旱问题是影响生态环境

建设的“瓶颈”，如何克服干旱的影响，搞好林业生产和生态环

境建设，一直是宁夏、中国乃至世界林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

总土地面积为 262.23万平方公里，占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

旱区总面积的 79.06%，占国土面积的 27.32%。荒漠化土地主

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和东北西部，目前全国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

达 4亿人，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65亿美元。为

解决这些严重问题，中国政府于 1978年起启动了由防护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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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工片林组成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绿色长城”）。“三

北”防护林工程，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生态造林工程，项目涉及“三

北”地区 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51个县（旗、市、区），东

西长 4480公里，南北宽 560～1460公里。项目区总面积 406.9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42.4%。

宁夏地处中国内陆地区，是风沙通向祖国腹地和部分亚洲、

欧洲地区的咽喉要道和主要通道，尤其是中部干旱带，干旱、风

沙危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建设的任务艰巨。植树造

林、城市绿化的最主要限制条件是干旱，亟须研究推广抗旱造

林、绿化新技术。

201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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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部干旱带范围包括鄂尔多斯台地南缘、黄土高原北

缘和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缘地区。位于东经 104°17′~107°41′，

北纬 36°06′~39°05′，行政区域包括盐池、同心两县,海原的中北

部,原州区的北部及灵武、陶乐、利通、中宁、红寺堡、中卫的山区

部分,涉及 10 个县（市、区），人口 106.3 万,土地面积占全区的

52％,草地面积占全区的 63％。该地区是宁夏自然灾害频繁、水

资源极度短缺、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

落后。

宁夏中部干旱地区，年降雨 300毫米左右，风大多沙，年大

风日数超过 30天。这里十年九旱，受战乱和人口压力的影响，滥

伐森林、大面积垦荒、过载放牧，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植被稀疏、地形破碎、干旱、风沙、盐碱，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

严重。近年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

工程的实施，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态建设特别是

植树造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由于干旱少雨，造林树种单

一，成活、保存率低，林分质量较差，生态系统仍极不稳定。作者

从事干旱地区造林工作 20多年，现将有关材料加以总结，以供

同行参考，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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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干旱地区的降雨特点及径流

第一节 中部干旱地带基本情况及现状

一、基本情况

宁夏中部干旱带范围包括鄂尔多斯台地南缘、黄土高原北

缘和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缘地区。位于东经 104°17′～107°41′，

北纬 36°06′～39°05′，行政区域包括盐池、同心两县，海原的中

北部，原州区的北部及灵武、陶乐、利通、中宁、红寺堡、中卫的山

区部分，涉及 10个县（市、区），人口 106.3万，土地面积占全区

的 52％，草地面积占全区的 63％。该地区是宁夏自然灾害频繁、

水资源极度短缺、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是国家环保局、

中科院确定的我国沙尘暴源区之一。干旱、风沙、沙尘暴、土地荒

漠化对人为活动的敏感度极高，易于在人为干扰下迅速逆向演

化，历经 20多年的治理，该区域生态环境状况有了一定改善，但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该区域生态环境局

部改善而总体恶化的严峻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严重制约着

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为加快宁夏干旱带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因此，

必须抓住机遇，用足、用活、用好国家的有关政策，以战略的高

度，全局发展的角度，重视和加强中部干旱带的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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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长期以来以种植为主的状况，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时

把中部干旱带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宁夏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一）草场严重超载放牧

该区域 90%以上的草场退化，产草量大幅度下降 (相当于

20世纪 60年代的 6%），以草场质量而论，6~7级居多，分别占

草场总面积的 37%和 40%。目前，超载量在草场理论载畜量 1

倍以上。

（二）乱砍滥挖，植被严重破坏

由于对天然灌草的破坏，一部分草场植被难以恢复，草场沙

化、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程度加剧。据统计 1990～1999年间，该

区域年平均挖甘草 70吨，为此，造成草原破坏面积每年超过 15

万亩。

（三）人口超载严重

该区域 20年人口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 3.9倍，人口

密度达到 42人 /平方公里，是联合国沙漠会议确定的干旱、

半干旱地区人口密度临界值 7人 /平方公里的 6倍。人们为

了生存对草地无节制地开垦，尽管耕地面积增加，但由于自然

灾害及投入不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下降，旱年弃耕现象十分

严重。

（四）经济发展落后

恶劣的生态环境是造成该区域人民脱贫的主要障碍，并造

成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农民生产、生活水平较低，农业生产

设施差，基础不稳固。每年因风蚀损失土层 1.5~2.0厘米，耕层

内细粒物质损失 1%~30%，一产比重过大，二、三产发展缓慢。另

外目前中部干旱地带草畜产业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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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植分散形不成规模，新品种引进优化跟不上，管理机构

不健全

种植牧草，特别是种植符合商品要求的牧草是一项技术要

求相对较高的产业，但该区大部分都是分散种植，形成产业化的

程度很低，随着种植牧草面积发展及产业化的要求，种子的需求

量上升，但由于社会化服务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新品种引进优化

跟不上，管理不善，同时不进行病虫害防治，不按技术要求收割、

晒制，降低了牧草的营养价值和饲用价值。

2.龙头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形不成产业链

草畜龙头企业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制约，规模小，

技术落后，难以起到一个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挫伤了农户的种

草积极性，由于产销关系不明确，使农户对种植牧草有一定疑

虑，加之退耕还林（草）保存率低，致使有些政策不能落实，使得

农户在退耕还草中得不到实惠，直接影响了草畜产业的发展。

3.放牧习惯根深蒂固

人们几百年形成放牧的习惯难以改变，对种草养畜的科学

理念难以接受，大量放牧仍然是生态恢复的主要瓶颈。

二、对策

（一）坚持生态优先

坚持生态优先草畜业为主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

体，以发展草畜产业为主线，以科技进步为动力，遵循自然规律

和经济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区治理，紧密结合国

家退耕还林还草项目的实施，以草兴牧，强区富民，努力实现经

济社会的大发展、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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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因地制宜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重点突破。鉴于气候，土壤和地形

地貌在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上的多标准化性，应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宜灌则灌，宜农则农，林草结合，封造结合，走农林牧结合，

草畜一体化的路子。对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制定“生态保护

区”，实行生态移民。

（三）分区治理

1.风沙干旱区 包括盐池中北部、同心西北部、海原北部，

灵武、利通、中卫、中宁的山区部分和红寺堡、陶乐全部，以保护

和恢复生态环境为主，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有计划地进行生态

移民。大力开展封沙育林和治沙造林。

2.黄土丘陵干旱半干旱区 包括盐池南部、同心东南部、海

原中部和原州区北部，以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为主，实行农牧结

合，发展草地农牧业。退耕还林还草，把 1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

实行退耕，实行以柠条、苜蓿为主的林草间作，实行草田轮作，把

15度以下基本农田种草比例提高到 50%以上。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在种草以外的基本农田上，发展具有地域优势的特色农业。

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开展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建设。

3.荒漠绿洲农业区 包括红寺堡以及盐池、海原、同心、陶

乐、灵武、吴忠、中卫、中宁的扬黄灌区，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大力

发展农田防护林。

第二节 干旱地区气候特点

一、气温

宁夏中部干旱带气温随地形的变化，山脉的走向、海拔的高

004



第
一
章

干
旱
地
区
的
降
雨
特
点
及
径
流

低，呈东北暖、西南凉的趋势。

（一）平均气温

历年平均气温在 3.6℃～9.2℃之间，差异很大，以南华山马

万山为冷中心，年平均气温只有 0.5℃。

在一年当中，以 1月和 12月温度最低，平均为－6.9℃

和－5.1℃，以 7、8、9 三个月为最高，平均为 18.0℃、20.8℃和

18.1℃。

极端最高温度在 34.2℃（1972年 8月 9日测定，兴仁站），

极端最低温度在 -24℃（1958年 1月 14日测定，兴仁站）。北部

地区平均气温为 6.4℃，年较差 30.4℃，最热 7月为 21.7℃，最冷

1月为 -11.2℃，极端最高温度为 35.7℃（1975年 7月 16日测

定，兴仁站）。

气温的日变化较大，昼夜寒暖变化剧烈，日较差较大，但在

一年内各月的日较差并不相同，一般在干燥晴朗的季节日较差

大，潮湿多雨的季节日较差小。南部按月平均日较差为 11.7℃，

北部为 15.3℃。

（二）农业界限温度（积温）

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0℃的初终期：南部从 3月中旬到 11月

上旬，持续日数为 236天，北部地区从 3月中旬到 11月上旬，持

续日数为 233天，两地温暖期相近。

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的初终期：南部地区在 5月中旬到

9月下旬，持续日数为 139天，北部盐池在 5月上旬到 9月下

旬，持续日数为 158天，比南部地区提早 5天，推迟 4天，说明北

部地区的作物生长期比南部长。因此在植树造林上南北有一定

的差别。

从积温来看，本区历年平均≥0℃的积温南部为 3097℃，北

部为 3310℃，比南部多 213℃；≥5℃的积温南部为 2889.1℃，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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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 3065.9℃，多 176.8℃；≥10℃的积温南部为 2329.3℃，北部

为 2622.3℃，多 293℃；≥15℃的积温南部为 1350℃，北部为

1845.3℃，多 495.3℃，说明在整个农耕期，北部比南部时间长，

且积温高。

（三）地温

从调查来看，气温一般 1月最低，7月最高，南部为 -8.2℃

和 23.2℃，相差 31.4℃，地面极端最高温度为 67℃（1971年 7月

18日测定），极端最低温度为 -33.8℃（1975年 12月 12日测

定）；北部 1月为 -9.4℃，7月为 25.7℃，相差 35.1℃，地面极端

最高温度为 65.2℃（1977年 7月 21日测定），极端最低温度为

-32.5℃（1975年 12月 22日测定），土层越深，土温变化越小。

土壤冻结时间较长，冻土层较厚。在 5厘米处结冻时间：南

部地区一般从 11月 20日开始，到来年 3月 25日解冻为 98天，

最早在 10月 10日结冻，最迟在来年 3月 28日解冻。北部地区

10厘米结冻：一般从 11月 24日开始，到来年 3月 13日解冻为

79天，结冻最早在 11月 11日，最迟在 12月 12日，解冻最早在

2月 24日，最迟在 3月 29日，冻结时间一般为 97天；冻土层最

大厚度为 150厘米（1977年 3月 9日测定）。北部地区结冻一般

在 12月 4日，解冻在来年 3月 22日；结冻最早在 11月 22日，

最迟在 12月 20日，解冻最早在 3月 5日，最迟在 4月 5日。

总之，中部干旱带气温呈东北暖、西南凉的趋势。

二、日照

宁夏中部干旱带日照时间长。中部地区日照数为 2716.6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61%。4月到 9月日照数为 1430.1小时，

占总数的 52.6%，各月比较，6月最长为 265.4小时，9月最短

为 200.6小时，一般说，基本满足作物生长对日照的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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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南部沿山有的乡村有些年份，因阴雨天多而日照不足，影

响作物生长。在北部地区的日照数为 2856.4小时，日照百分率

为 65%，4月到 9月日照数为 1477.4小时，占总时数的 51.7%，

6月最长为 245.9小时，9月最短为 212.4小时，完全可以满足

当地树种生长发育对日照的要求。

三、无霜期

宁夏中部干旱带一般从 9月 29日开始，到来年 4月 26日

结束，约 196天；最早在 9月 13日开始，最迟在 5月 20日结束；

无霜期为 169天，比南部多 14天，最长 237天，最短 107天。

第三节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降雨特点

一、降雨的基本特点

1.雨量稀少，且由南向北递减，南北悬殊很大，东部较西部

为少。

年平均降雨量 181～400毫米。降雨量最多的是 1964年，南

部平均降雨量为 706毫米，北部为 417.4毫米；降雨量少的年

份，南部是 1975年，年降雨量为 206.1毫米，北部是 1980年，降

雨量为 132.2毫米。极限极端最大降雨量为 788.2毫米（出现在

北部 1980年兴仁测点）。

2.降雨量的多少，常与地形的高低成正相关，地形升高则降

雨量增多。

中部干旱带境内地形复杂，往往形成高山多雨区，降雨的垂

直梯度大，以南华山为中心形成多雨区，年平均降雨量大于 500

毫米，比北部中卫低洼地区将近高出一倍。地形与降水、气温的

00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