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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土地荒漠化已成为最为紧迫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之一。
联合国公布的数字显示，不当的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导致占全球土地面积41％的受荒漠化威胁地区
土地不断退化，荒漠化面积仍在扩大。
在我国，荒漠化主要包括沙质荒漠化、水蚀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和冻融荒漠化4种类型，而
其中面积最大的是沙质荒漠化，即通称的沙漠化。
中国沙漠化土地面积大，分布范围广，是世界上受沙漠化严重影响的国家之一。
　　党中央、同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及沙区经济社会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一定要科学规划，加
大投入，全民动员，年复一年地抓下去，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荫。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全国防沙治沙工程、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一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并相继出台了《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
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尤其是2007年3月26日全国防沙治沙法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明确
了新时期防沙治沙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战略重点和政策措施，为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及推进防沙
治沙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全国各类工程年均治理沙化土地190多万hm，已有20％的沙化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但
至今我国仍有荒漠化土地263.6 万km。
而且，不利的气候因素，特别是干旱对加速荒漠化和土地沙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防沙治沙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涉及内蒙古、陕西、宁夏三省（自治区）的13个县（市、旗、
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向陕北高原过渡地带，沙地面积约4万km。
。
它是我国重要的农牧业结合地区，也是防止北方沙漠东侵南进的有力生态屏障。
截至目前，毛乌素沙地治理已取得初步成效，一些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但还应当看到，由于毛乌素沙地处于风蚀水蚀交错、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典型半干旱地区，加之人口
压力不断增加，以及治理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不够等原因，该区域虽然呈整体逆转趋势，
但局部恶化的现实依然存在。
在诸如如何通过发展人工草地实现农牧业紧密结合、如何通过有限水资源高效利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协调增长等关键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系统深入展开。
可以说，该地区沙漠化治理工作依然艰巨，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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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针对毛乌素沙地耦合农业生态系统产业布局特点，重点选择毛乌素沙地偏农区的榆阳区与偏
牧区的乌审旗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在近50年的时间尺度上，在区域、县域和户域研究的空问尺度上，
运用区域调研与试验验证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动态评价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及归纳与
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毛乌素沙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耦合原理与机制、耦合环境、耦合效应及耦合
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提出了耦合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模式体系及其稳健发展
的长效机制。
其目的是，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持续增进资
源生产潜力，以谋求沙漠化地区农牧业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科学路径和策略。
　　本书参考了大量关于沙漠化地区的论著及农牧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集科学性和政策性
于一体，可为进行防沙治沙的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学生提供科学参考，
也可为沙区农牧业决策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产业开发部门的领导与业务管理人员提供决策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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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乌素沙地保护性耕作工艺体系的制订要以实现抗旱增收和保水保土为目标，以秸秆根茬覆盖、
免耕播种为核心。
重点应考虑以下几条原则。
①作物收获后留根茬及秸秆还田覆盖。
以根茬固土、秸秆覆盖减少风蚀和土壤水分的蒸发，是保护性耕作的核心。
因此，在试点示范过程中，各种作物生产的机械化作业工艺、规范的制订，必须以留根茬及秸秆还田
覆盖为基础。
②减少对土壤耕翻作业。
利用适用的免耕播种机在留根茬和秸秆覆盖的农田进行免耕播种，是实现保护性耕作核心技术的关键
手段。
因此，选择先进适用的免耕播种机具是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推广的最重要一环。
③控制杂草及病虫害。
根据当地病虫草害发生的时节等情况，综合考虑播种前种子药剂拌种处理、出苗期喷洒除草剂、m苗
后期机械或人工锄草等。
④在保证播种质量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减少机械作业。
要根据秸秆覆盖量和表土状况确定是否采用辅助作业措施（耙地、浅松等）进行表土处理。
⑤为尽可能减少机械作业次数，减少对土壤的破坏，播种时尽可能采用复式作业机具。
在进行表土浅旋作业时，一般在播种作业前进行，以防止过早作业引起大的失墒和风蚀。
　　例如，毛乌素沙地的伊金霍洛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风沙源区，草地属半荒漠草原，耕地分
布在沙地、硬梁地、河川阶地，土壤多为风沙土、棕钙土，近年退耕还草面积达153。
0多hrn2。
其农田保护性耕作技术以防止土壤风蚀沙化、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为主要目标，技术措施包括留
高茬、免耕播种、化学灭草和人工除草、土壤深松等，种植作物以抗旱节水的玉米、糜子和杂粮为主
。
而其草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在退耕地或撂荒地以增加植被覆盖度、提高优质牧草产量和自身生态恢复能
力为目标，技术措施包括：围栏封育、机械松土免耕补播多年生优质牧草，化学和机械适时防治病虫
害等，补播牧草以耐旱的草木樨、沙打旺、苜蓿混播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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