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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肆虐中国的沙尘暴一半以上来自境外，主要源自

蒙古国南部地区［1］。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我国沙质荒漠

化土地分布面积最广、程度最高的地区，与蒙古国戈壁荒漠

区相接壤，两者生态环境发生、发展与治理都有着相互的联

系［2］。蒙古国已被联合国列为受荒漠化威胁最严重的11个

国家之一［3］，荒漠化分布成带状贴近中国北方，城市、苏木

所在地周围荒漠化较严重，荒漠化程度由北向南逐渐加

重[2-5]。其中苏赫巴托尔省（Sukhbaatar aimag）的西南部和肯

特省（Khentii aimag）的南部等地区已重度荒漠化。苏赫巴

托尔尔省位于蒙古国东南部，属蒙古国的典型草原地区，东

南部为荒漠草原景观观［5］，南部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接壤，边境线长470余公里。肯特省位于肯特山区东

部，逐渐向东形成平原，是山地与平原过渡区。两省地理位

置和荒漠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苏赫巴托尔省的荒漠

化已有专门的研究［5］。近年来，瑞士、韩国、中国等国家以

及有关国际组织和蒙古国联合考察研究荒漠化，对其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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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荒漠化防治对策[4，7]。荒

漠化防治技术交流与合作，是中蒙合作的内在需要，在促进

科技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要等方面

具有战略重要性，有利于推动两国生态和环境等科学技术

研究。2016年6月18-20日，在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

支持下我们对蒙古国肯特省和苏赫巴托尔尔省的荒漠化状

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参考相关资料，本文分析了两省的荒漠

化分布和成因，为双方荒漠化防治科技合作提供参考。

1. 苏赫巴特尔省和肯特省概况

苏赫巴托尔尔省总面积 8.24×104km2，耕地面积为

1.47×104km2，总人口为17021人。该省位于蒙古国东南部，

南面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接壤，边境线长470余

公里。苏赫巴托尔尔省属于草原地带，海拔1000m~2000m，

是一个生态敏感区域［5］。该省属大陆性气候，年均降水量

185mm~215mm，风速可达6m/s~15m/s。7月份最高气温达

39℃，1月份最低气温达-42℃。苏赫巴托尔尔省总面积的

93.２％是牧地，畜牧业是该省的主要经济产业，经济收入

26.8％来源为畜牧业，65.6％来源于工业部口。

肯特省面积8.2×104km2，耕地面积8.0×104hm2居全国

第四位，是全国粮食基地之一，牛的产量居全国第二位。该

省位于蒙古东部的肯特山区东部，地形由西向东倾斜，西部

多森林并逐渐向东形成平原，位于森林向草原过渡区域，属

大陆性气候，1 月平均气温达-20℃，7 月平均气温可达

20℃，年平均降水200mm~3000mm，全长为1090km的克鲁

伦河有三分之二在该省境内。

2. 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2016年6月19日到2016年6月20日，从乌

兰巴托沿Easter高速公路向东到达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再

转向南，沿Galshar road公路向南到达肯特省最南端，再向

东进入苏赫巴托尔尔省。沿途经过了低山、山前洪积扇、盆

地、干河谷、戈壁，分别在山坡退化草地、沙地、河岸选择观

测了11个样点（1、2、3、4、5、6、7、14、15、16、17号样点）。进

入苏赫巴托尔尔省则一下向东直达省会西乌尔特，期间有

低山、山前洪积扇、戈壁，沙漠、泥漠和草原，分别在退化草

地、沙地、台地、公路边边缘观测了6个样点（8、9、10、11、12、

13号样点）。最后，自东向西北方向返回乌兰巴托（图1）。

植物调查和荒漠化程度调查：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位置，

记录草地类型、植被高度和盖度、植物种名称、人类活动等

信息，在现场估算植被覆盖度，利用GPS测定经纬度和高

程。鼠害调查则划出10m×10m样方，记录鼠洞数量和活动

情况。

图1 蒙古国苏赫巴特尔省和肯特省的荒漠化调查路线图

Fig.1 The investigation path of desertification situation in

Sukhbaatar and Khentii Aimags of Mongolia

3. 结果与分析

3.1 荒漠化类型与变化

蒙古国荒漠化区域主要分布在其南部，变化强度集中

区域是其南部戈壁荒漠地带及东南部戈壁区。荒漠化分布

省份有：东戈壁省、中戈壁省、南戈壁省、巴彦洪戈尔省、戈

壁阿尔泰省、乌布苏省、苏赫巴托尔省、肯特省、前杭爱省、

科布多省和扎布汗省等[3，4]。其中，城市、苏木、湖泊、河流周

边荒漠化较严重，如苏赫巴托尔省的西乌尔特市［5］。苏赫

巴托尔省和肯特省属于蒙古荒漠化发生发展的省份之一，

荒漠化类型包括风蚀沙地、退化草地和退化滩地等。根据

2013年的统计，苏赫巴托尔省荒漠化总面积的4.1％为轻度

荒漠化、59.0％位中度荒漠化、31.18％为重度荒漠化、1.7％

为极重度荒漠化［5］。苏赫巴托尔省的荒漠化总面积增加，

不同类型荒漠化面积变率（变异系数为43.78%）也大于肯特

省（变异系数为20.33%），两省的中度荒漠化面积都增加，肯

特省轻度和重度荒漠化面积减少。苏赫巴托尔省荒漠化面

积一直在增加，变异系数18.61%。肯特省荒漠化总面积减

少，但其变化较大（变异系数35.19%），中度荒漠化面积增加

幅度大，潜在荒漠化程度比较大。在调查线路中，荒漠化程

度趋势是随着纬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与蒙古国降水量随纬

度增加而增大成反比。

图2 1990-2007苏赫巴特尔省和肯特省的荒漠化土地变化率比较

Fig.1 The change ratio of desertification land in 1990-2007

Sukhbaatar and Khentii Aim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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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荒漠化表现

肯特省位于山地与草原过渡带，而苏赫巴托尔省则属

于蒙古国的典型草原地区，是一个生态敏感区域。随着气

候变化和人为影响，两省生态日益恶化，表现为草地荒漠

化，土壤质量退化，湿地面积急剧缩小，风蚀沙化和水土流

失加剧等［5］。我们调查的地理单元有：山坡、山谷、戈壁平

原、盆地、沙地平原、河岸和城郊，在不同地理单元的土地荒

漠化主要表现为：草地出现裸斑、沙化土地连成片、植物种

减少、植被均匀度降低、植物聚集分布面积增大、土壤结构

破坏、土壤质地粗化。选择地貌类型相同的样地列表（表1）

进行草地景观分析如下：

山坡（样地1、9、和14号）：山坡是容易水土流失的区

域，土壤流失类型包括了水蚀和风蚀，地面有细沟、冲沟

等。植物种有针茅（Stipa spp.）、苔草（Carex spp.）、蓼子朴

（Inula salsoloides）、锦鸡儿（Caragana spp.）、冷蒿（Artemisia

frigida）、紫菀（Aster tataricus）。苔草为建群种，比例占90%

以上，蓼子朴、冷蒿和一种菊科植物为少见种，锦鸡儿为偶

见种。草地植被平均高度小于10cm，有明显的裸斑，鼠洞

是我国草地荒漠化标准的5倍~7倍。近年来，草原退化加

速，植物种减少了7种~8种。

沙地（假戈壁）（样地3、4、5、6、7号）：主要分布在干河

谷，山前冲洪积扇缘和平原，土壤流失类型主要是风蚀，有

些地方出现了沙丘（样地4、5号）。植物种有针茅（Stipa

spp.）、红砂（Carex spp.）、蒙古冰草（Agropyron mongolicum）、

紫菀（Aster tataricus）、虫实（Corisprmum chinganicum）。红

砂为建群种，比例占90%左右，虫实为少见种，紫菀为偶见

种。草地呈斑块状，鼠洞是我国草地荒漠化标准的5倍~7

倍。近年来，草原退化加速，一年生植物出现频率增加。

平原（样地11、12、13号）：这种地貌类型区分布在盆地

或山顶，土壤流失类型包括了水蚀和风蚀，地面有斑块退化

草地等。植物种有蒙古冰草（30%）、苔草（50%）、蒿（10%）

其他草种占10%。斑块退化草地植物种有针茅、冷蒿、紫

菀、蒙古猪毛菜（Salsola ikonnikovii）。草地植被平均高度小

于15cm，有裸斑出现，有鼠洞。

公路域（样地14号、17号）：这类土地退化主要分布在

山前冲洪积扇缘和平原，土壤流失类型主要是水蚀，主要由

于修公路破坏了地表，造成草地退化。植物种有苔草、冷

蒿、紫菀、虫实。冷蒿为建群种，比例占80%左右，虫实为少

见种，紫菀为偶见种。土壤呈条带状裸露，砂粒暴露。

河岸（样地15号、16号）：土壤流失类型主要是水蚀，地

面有裸露斑块。植物种有蒙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

dens）、苔草、委陵菜（Potentilla chinensis）、冷蒿。草地植被

平均高度小于15cm，除羊之外，也有马和牛活动。

4. 结论与讨论

（1）苏赫巴托尔省和肯特省的荒漠化类型包括沙地、沙

化草地、退化滩地。两省荒漠化与其地理位置相关且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肯特省位于肯特山东部，逐渐向东形成平

原，是山地与平原过渡区，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多

样。其荒漠化草地类型有：山地平原类草地荒漠化、山坡草

地荒漠化、山地草甸荒漠化。苏赫巴托尔省位于蒙古国东

南部，属蒙古国的典型草原地区，东南部为荒漠草原景

观［5］，南部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接壤，荒漠化类

型有沙化草地和沙地，荒漠化从动力来源可分为主要是风

蚀和家畜（鼠害）作用。两省的荒漠化变化都是中度荒漠化

面积增加，荒漠化有发展趋势。

（2）气候变化是加剧蒙古国草原荒漠化主要原因之

一。蒙古国草原荒漠化是21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加剧的，这

与气温升高和降水下降一致[2，7，8]。近40年的蒙古国平均气

温上升了1.5℃~2.5℃，是全球水平的2.3倍［10］。蒙古国气温

明显上升，而其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一直在减

少[7-10]，苏赫巴托尔省和肯特省都位于这一区域。近47年苏

赫巴托尔省的平均气温度增加了 1.88℃~2.26℃。按照

1961年~2004年的数据，苏赫巴托尔省的荒漠化趋势受气

候的负面影响［4］，气候变化加剧了苏赫巴托尔省的荒漠化

进程。

（3）人类活动加速荒漠化原因主要是过度利用以及牲

代表样点位置

110°47'32.93"
47°4'5.83"

110°36'4.40"
46°15'18.70"
113°4'39.70"
46°43'3.20"

110°39'35.20"
47°18'41.00"

荒漠化类型

山地荒漠类
草地

风蚀沙地

平原荒漠类
草地

退化滩地

地貌

山坡

假戈壁

平原

河岸

植被盖度

60%

30%

70%~80%

70%~80%

植被高度

5cm~8cm

2cm~15cm

5cm~30cm

5cm~50cm

沙旱生植物

蓼子朴锦
鸡儿

红砂、针茅
虫实

冰草、冷蒿

芨芨草

裸地面积

40%

70%

20-30%

10-30%

土壤

栗钙土砂粒、
粗质

沙土

栗钙土

草原栗钙土

鼠洞

30/100m2~35/
100m2

无

少

少

退化原因

鼠害

过牧

过牧

过牧

备注

样点1号9、14号
样点地貌相同

样点3号2、4、5、6、7号
样点地貌相同

样点13号11、12号
样点地貌相同

样点15号，克鲁仑河岸

表1 肯特省和苏赫巴托尔省荒漠化土地类型及其表现比较表

The types and pattern of desertification land in Sukhbaatar and Khentii Aim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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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践踏破坏草地。人类活动引起荒漠化的比率已从

33.8%[2，4]上升至44.0%［6］，超载、过度放牧、不适时转场和畜

群结构变化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蒙古的载畜

量超过32.5%［11］。在1995年苏赫巴托尔省的畜群内的牛占

比率为16％，但到2006年下降到少于8％。从1990年代初

期山羊比例开始不断地增长，已达牲畜群的35％。山羊数

量增加，导致过度践踏，牲畜的过度践踏会导致“蹄灾”。另

外，放牧制度也是引起超载的原因之一。目前的放牧制度

是以季节性放牧和定点为主。牲畜私有化和一家一户的小

规模经营，移场放牧的频率大大减少，离水源较远地区牧草

的利用率低甚至为零，减少了倒场放牧与营地分段放牧相

结合的放牧方式［12］。这样草场植被恢复时间减少，放牧家

畜的践踏压力增大，草原植物多样性与牲畜结构多样性之

间的关系失衡，引起了草场退化。

（4）荒漠化防治措施及建议：蒙古国荒漠化的研究开始

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4］，为防治荒漠化，政府于1996年通

过了《国家防治荒漠化规划》，并成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成员国，同时还成立了国家防治荒漠化委员会，制定了

荒漠化防治行动纲领、政策和教育行动等［12］。蒙古国实施

“蒙古国绿色长城计划”，这项工程启动于2005年，受联合

国、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资助，在蒙古国南部修建一道贯通东

西长约3000km绿化带，加上“北水南调”工程，防治蒙古国

境内南部的沙尘暴发源地的沙漠化。这些行动与政策都项

目形式实施，缺乏连续性。建立定位观测点，确认荒漠化变

化，做出荒漠化趋势预测预报。苏赫巴托尔省与中国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接壤，借鉴中国内蒙古荒漠化研究的方法，根

据地理、气候、土壤、植被、建立草地退化标准[13，14]，建立相应

机构，加强教育，确定草原荒漠化标准，把强化政府功能放

在第一位［5］是防治荒漠化基础。

蒙古国草牧场属于公共所有，而牲畜私有[15]，草场不设

围栏。中国内蒙古草牧场实行承包且牲畜私有。这两种模

式都出现了过度放牧现象。在畜牧业发达的国家，草地围

栏面积占草地总面积新西兰是100％，美国是99.1％。另

外，这些国家也着力发展人工草地，新西兰为69.1％，美国

为13％（包括轮作草地，则达29％）[15]。加强国际合作，研究

牲畜私有化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条件下，共同管理草

场模式，以社区为基础，形成一个由牧户组成的共同管理团

体，并以社区名义与政府就牧场利用签署一个正式的共同

管理协议，在蒙古高原已经取得实效[15，16]。在国家政策支持

下，加强荒漠化研究，借鉴近邻中国及其他成功的荒漠化防

治成功经验，是苏赫巴特尔省和肯特省防治荒漠的积极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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