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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沙漠化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土地荒漠化形

式。荒漠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

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土地荒漠化是

全球性的环境灾害，全球荒漠化的面积己达3 600万

km2，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 1 /4，它已影响到世界

六大洲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约有 1 /6 的人

口生活在这些地区，约 9 亿人受到荒漠化的摧残影

响和威胁，荒漠化土地还以每年 5 万 km2 ～ 7 万 km2

的速度增加。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按照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界定的指标，荒

漠化潜在发生范围( 即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

区) 基本上分布于大兴安岭以西、长城以北以及青

藏高原西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 331. 7 万

km2，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 34. 6%。到 1999 年底，

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267. 4 万 km2，占荒漠化

潜在发生范围总面积的 80. 6%，占国土陆地总面积

的 27. 9%。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

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位于四川

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地貌以高原和高山峡谷为

主。由于大气候的变化、载蓄量过大、人口的增加、

草场的退化、鼠害的破坏等原因，阿坝州的草场面积

逐年减少，沙化越来越严重。加强阿坝州湿地保护

与沙化治理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1 壤塘县自然地理概况

壤塘县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北部，属青

藏高原东部边缘高山峡谷向高原丘陵过渡地带，地

理坐标介于东经 100°31' ～ 101°29'，北纬 31°28' ～
32°41'之间。东西宽 89. 6 km，南北纵长 134. 4 km，

幅员面积6 668. 99 km2，行政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
1． 1 地形与地貌

壤塘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横断山系北

段，地势由西北向南倾斜，属高原丘陵、高山峡谷两

种地貌类型，西北部属高原丘陵地貌，河谷开阔山顶

浑圆，而且还有大小面积不等的高原湖泊，南部属高

山峡谷地貌，境内山峦重叠，沟谷纵横。区域内最低

海拔2 650 m，最高海拔5 178 m。
1． 2 水系

壤塘县属巴颜喀拉山山脉大渡河水系，河谷较

开阔，其地势由西北向中南倾斜，中部隆起，山顶浑

圆，境内有大小河流及支流 422 条，杜柯河和麻尔柯

河是大渡河的主要支流。

杜柯河发源于青海省，自西北流入本县并贯穿

全县，流程 200 余 km，最大流量达 185 m3·s － 1，最

枯流量仅 7. 5 m3·s － 1。麻尔柯河在壤塘境内自北

向南流程约 8. 0 km，沿岸河谷与山顶相对高度 300
m ～ 500 m，山地以缓坡为主，山顶为大面积丘状高

原。另外，则曲河、阿斯玛沟和也门森多沟，其中以

则曲河流程最长，贯穿整个南木达地区，约 100 km，

该河流发源于四川南莫且湿地自然保护区南部的玉

青错隆，流域面积1 624. 7 km2，历年平均流量 19. 3
m3·s － 1。
1． 3 气候

壤塘县地处高原，深居内陆，属大陆性高原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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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全年长冬无夏，春秋相连。气温年较差小，日

较差大，无霜期短，冬天阳光充足，夏季雨水集中，干

湿季节分明。由于地貌复杂，海高差变化较大，气温

和降水在垂直方向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气

象数据，在不同地域的年均气温 差 异 在 2. 2℃ 至

7. 5℃左右，县城气象站年均气温 4. 5℃，七月份最

热日均温 15. 8℃，1 月最冷月均温 － 8. 1℃。年降水

量在 666. 9 mm ～ 790 mm，最大日降雨量 30. 2 mm，

年蒸发量1 132. 4 mm、年日照数1 843. 9 h。
1． 4 土壤

受地质、地形地貌、气候、生物等因素的影响，壤

塘县土壤呈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且阴坡和阳坡土

壤呈现较大差异。在阴坡自下而上是: 山地褐色土

( 海拔2 700 m ～3 600 m) —山地棕壤( 海拔3 000 m
～3 650 m) —暗棕壤( 海拔3 700 m ～ 3 900 m) —亚

高山灌丛草甸土( 海拔3 900 m ～ 4 500 m) —高山灌

丛草甸土( 海拔4 100 m ～ 4 600 m) —高山寒漠土

( 海拔4 500 m 以上) 。在阳坡自下而上是: 山地褐

色土—草甸褐色土—草甸棕壤—亚高山草甸土—高

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
1． 5 植被

根据最近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数据，壤塘县有林

地覆盖率 20. 0%，森林覆盖率 46. 9%。由于该县地

域辽阔，地形地貌、气候的复杂性，在小区域气候条

件影响下，森林植被水平分布一般不太明显，垂直分

布从谷底到山顶可分为:

( 1 ) 山地温带针阔混交林带: 海拔2 650 m ～
3 200 m 地带，植被为针阔混交林带。乔、灌种类有

冷杉、油松、高山栎、杨树、桦木、白刺花、蔷薇、小蘖。
( 2) 山地寒湿带针叶林带: 海拔3 200 m ～ 3 700

m 地带，植被形成暗针叶林带。乔、灌种主要有: 云

杉、冷杉、油松、紫花杜鹃、窄叶鲜卑、高山柳。
( 3 ) 山地亚寒带暗针叶林带: 海拔3 700 m ～

4 200 m 地带，植被主要为亚寒带暗针叶林带。乔、
灌木主要有: 冷杉、云杉、油松、大果圆柏、落叶松、高

山柳、小叶杜鹃、鲜卑。
( 4) 高山寒带草甸灌丛带: 海拔4 200 m ～ 4 800

m 地段，植被为草甸及灌丛。草甸主要有: 羊茅、披
碱草、早熟禾、凤毛菊、狼毒草等; 灌丛主要有水叶杜

鹃、鲜卑、香柏、金腊梅、锦鸡儿、沙棘等。
( 5) 高山永冻带: 海拔4 800 m ～ 5 178 m 地段，

植被稀少，主要有绵参、雪茶、知母、垫伏点地梅等。

2 沙化类型及其变化趋势

2． 1 沙化类型

按照四川省林业厅制定的监测技术细则和壤塘

沙化的实际情况，将川西北沙化土地划分为流动沙

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露沙地 4 大类: ( 1 ) 流动

沙地—土壤质地为沙质，植被覆盖度 ＜ 10%，地表沙

物质常处于流动状态的沙地; ( 2 ) 半固定沙地—土

壤质地为沙质，植被覆盖度在 10% ～ 29% 之间，且

分布比较均匀，风沙流活动受阻，但流沙纹理仍普遍

存在的沙地; ( 3 ) 固定沙地: 土壤质地为沙质，植被

覆盖度≥30%，风沙活动不明显，地表稳定或基本稳

定的沙地; ( 4 ) 露沙地: 土壤表层主要为土质，有斑

点状流沙出露( ＜ 5% ) 或疹状灌丛沙堆分布，能就

地起沙的土地。
就壤塘县而言，除了没有固定沙地外，其它沙化

类型均有，且以露沙地和半固定沙地为主( 表 1) 。

2． 2 沙化动态

从 1995 年以来，对沙化土地进行了系统监测表

明，沙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壤塘县境内则曲河和杜柯

河沿岸，分布则曲河沿岸的上壤塘乡、中壤塘乡、嘎
多乡、南木达乡、茸木达乡和杜柯河沿岸的上杜柯

乡、岗木达乡、蒲西乡、宗科乡、石里乡、吾依乡等地，

共涉及全县 11 个行政区划乡，28 个自然村。
通过最近一次的监测调查统计，全县有沙化土

地11 005. 0 hm2，比前期增加 450. 3 hm2，沙化土地

有 明显发展的趋势( 表1 ) 。沙化土地多为牧草地、

表 1 壤塘县沙化土地动态

年度 合计
类型

流动沙地
( hm2 )

半固定沙地
( hm2 )

露沙地
( hm2 )

沙化耕地
( hm2 )

有明显沙化趋势
的土地( hm2 )

1995 1 726． 5 0． 0 0． 0 0． 0 302． 5 1 424． 0
1999 8 947． 4 33． 2 1 594． 9 0． 0 509． 9 6 809． 5
2004 10 554． 7 11． 9 1 927． 2 23． 6 661． 1 7 930． 9
2009 11 005． 0 0． 0 2 212． 0 4241． 0 1 383． 8 3 0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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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沙滩干沟、耕地和宜林沙荒，其中: 有明显沙化

趋势的沙化土地多为天然草地、未成林造林地、天然

更新林地。流动沙地和露沙地主要是河沙滩，天然

半固定沙地多为干枯河滩、沙滩和火烧迹地，旱地主

要是耕地，引起壤塘县沙化土地发展出主要原因是

气候变化、地质形成、人为活动影响、草场和林地载

畜量过大，农牧矛盾复杂、管理秩序混乱等。
2． 3 总体评价

壤塘沙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沙化类型多样，以

高寒草地沙化为主，从类型来看，露沙地面积最大，

以轻度和中度的沙化为主，总体来说，壤塘的沙化还

处于初始阶段，但沙化的趋势是严峻的，半个世纪以

来，高寒 草 地 的 沙 化 增 加 了 5. 3 倍，年 增 长 率 为

3. 4%。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沙

化面积的年增长率为 3. 6%，20 世纪 70 年代、20 世

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年增长率 4． 1%。由

此看来，近 30 年来川西北地区的沙化面积增长最

快，一直呈上升趋势，沙化并未得到遏制，还有进一

步恶化的趋势。近 10 年( 1994 年 ～ 2004 年) 来，流

动沙地面积增加了 34%，半固定沙地面积增加了

46%，表明恶性沙化 － 沙漠化的趋势在急剧增加，其

次，从沙化的结构来看，露沙地的增加面积呈绝对优

势，表明壤塘草地有整体沙化的趋势。
壤塘沙化的最大危机还有沙化地对河流和沼泽

湿地的侵蚀，造成沼泽湿地的丧失以及河流的改道

或消失。川西北高寒草地的河流、湖泊纵横，是长

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但随着沙化面积的

急剧扩张，尤其是河道两侧的沙化的扩张，极有可能

造成河流的改道或消失，本次考察中，发现壤塘的黑

河，有的河段两岸全为固定沙地，随着沙地的扩张和

侵蚀，河道在不断的萎缩，其趋势是河道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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