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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风蚀是土地沙漠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困扰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生态和环境问题之一
。
蒙古高原地处东亚内陆，为极端大陆性季风气候，是全球四大沙尘暴区之一的中亚沙尘暴区，为全球
现代沙尘暴的高活动区之一，受特有的海陆分布与大气环流影响，从东南向西北，降水逐渐减少，干
旱程度增加，植被和土壤也呈明显的地带性特征。
广大地区气候干旱、降水多变、大风频繁，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之间处于临界的相对平衡状态，自
然生态系统具有突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特征。
作为典型的风蚀地区，蒙古高原处于冬春季节重要的天气系统策源地和通道位置，该区域风蚀危害不
仅造成区域内土地退化，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华北，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生态环境。
　　蒙古高原主体部分属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类活动方
式与强度以及对土地利用的方式和强度都有所不同。
蒙古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草原区域人口密度极低，活动轻微，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
以传统游牧为主，农业开垦面积很少；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内，人类活动相对强烈，草原地区的畜牧生
产也转变为以定居定牧为主，人口密度和载畜量都远高于同类型的蒙古国草原地区。
除自然条件的差异外，不同的人类活动类型和活动强度，对蒙古高原不同区域土地退化形成不同压力
，相应地表现为风蚀强度的差异。
　　风蚀过程具有时间上的渐缓性和突发性，年际间变异幅度极大，传统监测、评价方法耗时长、成
本高、精度差，短期定点监测难以准确地评价区域风蚀强度和格局。
以为代表的核素示踪技术，可以通过采集研究地点土壤样品测定其核素面积活度的方式，快速高效地
评价研究地点的中时间尺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平均土壤侵蚀速率，有着传统监测方式无法比
拟的高效率，特别适用于缺少连续观测资料的研究空白区域，经过近40年的发展完善，核示踪技术的
可靠度和准确性有了长足进步，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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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蒙古高原土壤风蚀为研究对象，选择蒙古国塔里亚特一内蒙古锡林郭勒样带为重点研究区域，
运用137Cs示踪技术查明了研究区近40年来的平均土壤风蚀速率，对样带风蚀格局和主要驱动力进行了
研究.探讨了不同人类土地利用强度的风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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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3典型生态区重点研究地点（样带采样点）概况　　样带野外考察选择蒙古国塔里亚特、巴彦
淖尔、哈拉和林、卢斯、额勒济特、赛因山达和内蒙古锡林浩特、正镶白旗、太仆寺旗作为蒙古高原
典型风蚀生态区重点研究地点，分别代表森林草原、典型草原、典型草原农耕区、荒漠化草原、草原
化荒漠、戈壁（典型荒漠）、南部典型草原和农牧交错区等主要景观生态区。
通过采集土壤样品，查明各点土壤风蚀速率以及主要土壤理化指标，研究样带上不同景观生态区土壤
风蚀规律及生态效应。
　　（1）塔里亚特——森林草原区　　塔里亚特位于样带西北端，蒙古国后杭爱省西北部，地理位
置为北纬48。
11、东经99041，，距省会车车尔勒格154km，距首都乌兰巴托540km。
塔里亚特属于色愣格河的一级支流楚鲁特河流域，杭爱山山脉北部大阴坡，地形以起伏中山为主，属
北冰洋气候区，寒温带气候类型，年积温1992℃，多年平均降雨量263mm。
景观上属于森林一草原过渡带地区，森林一典型草原一草甸草原镶嵌分布是本地区植被的显著特点，
其下分别发育森林土、栗钙土和黑土。
坡度、坡向及地形高差导致的水热差异是形成这种植被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山体北坡，为迎风面，水分条件良好，但热量条件较差，主要植被类型为西伯利亚松陋Mawr.1、桦属
（Bemla）小灌木和林下耐阴植物组成的针叶林。
山体南坡热量条件好，水分蒸发量大，土壤含水量较低，植被覆盖度相对较低，近峰脊位置多有基岩
出露，坡面中下部以相对耐旱的典型草原植被为主：羊草、沙葱、蒙古韭、冷蒿（聊删彬蓟妇）等。
山体下方的台地、滩地水分条件良好，以非地带性的草甸草原为主，主要的植物种类为薹草（Carex）
、委陵菜（Potentilla），建群种为薹草，羊草和冷蒿相对少见。
由于地处蒙古国北部地区，年积温较少，不论坡面的典型草原还是谷地的草甸草原，高度均较低，羊
草高度一般在20cm左右，薹草草甸的高度在10cm左右，形成典型的毡状草甸。
　　塔里亚特属典型游牧地区，区内人烟稀少，基本无定居点。
区内草场主要分布在谷地等较低区域，被利用为夏季牧场。
由于放牧强度不大，多数草场未受到人为影响，处在自然演替状态中，仅在河流滩地靠近水源的地点
，由于扎建临时居民点（包括蒙古包、羊圈、拴马桩等）和牛羊等在水源附近放牧、饮水，对草地的
践踏、扰动相对明显，个别地点表层土壤层出现粗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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