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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其他干旱和半干旱国家一样，伊朗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就是土地荒漠化，自 20 世纪 30-60 年代伊朗部分地区正式确认为荒漠化，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当地政府就采取了措施来防治荒漠化。本文概述了伊朗荒漠化状况、伊朗沙漠化的成因，主要是气候因素、人

口压力、过度开发水资源和过度放牧这四个因素，以及伊朗防治荒漠化的三个主要干预措施，即沙丘固定（油膜喷施、防风设施、生物措施）、

管理荒漠化的立法框架和荒漠化研究，防治荒漠化措施对当地社会和经济产生了许多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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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ke other arid and semi-arid countries, one of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Iran that is land desertification. From 1930s to 1960s, some parts 
of Iran we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desertification. Since the late 1950s,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This paper was 
summarized the situation of desertification in Iran, the main causes of desertification in Iran are climate factors, population pressure, over exploit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over grazing as well as  the three main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in Iran,  i.e. sand dune fixation (oil film spraying, windbreak 
facilities, biological measures),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desertification management, desertification research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measures. It had produced many 
positive effects on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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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是一种人为引起的土地退化过程，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

旱和干旱亚湿润气候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环境

和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是对农业和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主要威胁 [1]。

全球有超过 2.5 亿人直接受荒漠化的影响，70% 以上的旱地目前处于荒

漠化状态 [2-3]。此外，全世界大约有10亿人将面临荒漠化后果的风险 [4]，

世界沙漠边缘地区的大片土地已经退化，据估计，荒漠化正在以每年

平均 1 200 万 hm² 的速度发展 [5]。

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属于高原国家，海拔一般在

900~1 500m 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

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

平均海拔 1 000 余米。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

冲击平原。伊朗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中纬度地带，超过 50% 的土地面

积是山区并且30%的土地面积位于中央高原，年降雨量较低（50~250mm）。

在伊朗中部年平均潜在蒸发量估计超过 4 000mm[6]。

1  伊朗的荒漠化状况

目前，荒漠化是包括伊朗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100 多个国家面临

的问题。与其他干旱和半干旱国家一样，伊朗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是

使得曾经高产或低产的土地最终成为动植物无法利用的土地和土壤。

由于土地变得贫瘠和干燥，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荒漠化，这是一个演化

过程。伊朗沙漠面积约 34 万 km²（不到总面积的 1/5），其中 10 万

km² 用为耕作，12 万 km² 受到流沙的影响，其中约 40% 为活动沙丘。

伊朗沙漠区域的特征：降水少、蒸发量大、植被贫瘠或缺乏、土地盐

碱化、人口少、有小而稀疏的绿洲。干旱和半干旱的气候覆盖了伊朗

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如果管理不当，易受荒漠化影响。伊朗国土

划分为 30 个省，温度变化极端（-20~40℃）[7]。最大降水量约为 1 

200mm，北部、中部区域则下降到100mm以下 [8]。伊朗沙漠事务局（Bureau 

of Desert Affairs）将该国大部分地区划分为干旱或超干旱地区；根

据生态气候分区，Le Houerou 估计 85% 的伊朗属于旱地类别 [9]。土地

退化和荒漠化的影响估计约 3 400 万 hm² 约占国家的 20%[10]。伊朗沙

漠事务局已确定 17 个省份为有“荒漠化地区”，这些省份分布有将近

70% 的伊朗人口。

2  伊朗荒漠化成因

伊朗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涉及气候因素、人口压力、过度开发水资

源和过度放牧 [9]，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作用而导致荒漠化。伊朗荒漠化

4个主要潜在原因概述如下。

2.1  气候因素

伊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长期的年平均降雨量为 141.1mm，降水量

已急剧下降至 50 年来的最低水平。荒漠化省份选定站点的平均降雨

量（2000 年统计的数据）从亚兹德省的 86mm 到 KhorasanRazavi 省

的 271mm。此外，年降雨量的变化很大，例如 bam 市 1991 年降雨量

121mm，2000 年 48mm，2005 年仅为 19mm[11]。通过对 1951 ～ 2000 年

全国干旱、半干旱地区 145 个雨量站的数据研究表明：干旱区的降雨

强度（24h 最大降雨量）在增加，表明这些地区的土壤退化和荒漠化

正在加速 [12]。

2.2  人口压力

在伊朗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下，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土地退化。自

20世纪30年代总人口约1 300万，其中80%生活在农村地区。到2001年，

人口已达 6 500 万左右，其中农村人口仅占 34%[13]。从 1996～ 2006年，

人口从约 3 800 万增加到 4 700 万。其中 5 个省的主要城市人口都超过

了 100 万，而且城市总人口的 77% 在荒漠化省份 [13]。不断增长的人口

以及经济、社会和发展变化对自然资源（土壤、水和植被）施加了更

大的压力，这些影响与饲养牲畜有关，也与农业区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包

括灌溉渠、村庄和道路）和城市地区（供水是一个关键问题）有关。

2.3  过度开发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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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全球淡水中所占份额为 0.3%，而伊朗拥有世界人口的 1%。

专家认为，该国的可再生水资源接近 1.1 亿 m³[14]。人口增长、农业部

门效率低下以及该国干旱地区需水工业的发展是当前造成缺水的根源。

灌溉农业（约为 870 万 hm²）[16] 使用了超过 90% 的地表和地下水，超

过 60% 的可再生水资源，被认为过度用水；伊朗传统的灌溉系统耗水

量很大，对农民用水量几乎没有具体监督 [16,21]。

水资源危机始于 50 多年前，而正是管理不善，过去几十年加剧了

水资源匮乏。专家们说，政府最初忽视了伊朗水资源有限这一事实，

并采取了忽视其未来后果的政策，包括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水坝，

改变了水资源的地理环境，导致湿地和湖泊的缩小，如咸水湖乌尔米

亚湖 [14]。

2.4  过度放牧

过度放牧导致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发生变化，是伊朗许多地区荒

漠化的主要人为驱动力之一 [15]。牲畜数量和承载能力因省而异，有些

放养率非常高 [17]。对于荒漠化省份之一的伊拉姆省来说，牧场上的总

饲料量估计为 11.5 万吨 / 年，足以长期维持 58.6 万头牲畜；而目前

的牲畜数量超过这一承载能力五倍以上。

已报道的放养率是该国牧场可持续承载能力的两倍多 [16]，牧场和

森林的过度放牧有可能使自然植物退化，加速侵蚀 [18]，而过度放牧的

问题因干旱而加剧。

3  伊朗荒漠化防治

伊朗防治荒漠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维持已经治理过地区的

状况，并将防治荒漠化措施推进到被确定为荒漠化的地区。还要制定

长期计划，以预测和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即防止土地进一步

荒漠化。干预措施分为 3 个主要类别，即沙丘固定、管理荒漠化的立

法框架和荒漠化研究 [18]。

3.1  沙丘稳定倡议

20 世纪 30 ～ 60 年代，伊朗部分地区正式确认为荒漠化，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伊朗沙漠地区经历了大面积的土地利用改造。沙丘稳定

项目和防治荒漠化项目于 1965 年启动，目前覆盖了伊朗约 100 万 hm²

的退化土地。该项目旨在稳定沙丘，诱导植树造林，建立防风林和应

用覆盖物。目前，全国已开垦了 300 多万 hm² 干旱土地。

现在正在进行的固沙方案，涉及生物和物理措施并监测其有效性。

这些措施集中在控制植被迁移、区域管理、水资源开发、土壤保护、

固沙以及一些综合土地管理 [19]。所采用的措施包括径流控制、喷洒地

膜油、防风林建设和包括种植幼苗和播种等生物措施 [20]。

3.1.1	 径流控制

地表径流在干旱环境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促进了植被的

建植 [21]。洪水利用高强度降雨事件对径流的截留和安全分散是一种经

济可行且环保的技术，在伊朗有着悠久的历史。

地表水控制可以结合国家组织的投入（例如：资金、专业知识）

和当地的技能和经验，使沙漠区能在水、食物、饲料和燃料方面自给

自足 [11]。

3.1.2	 油膜喷施

油膜是一种石油提取材料（碳氢化合物胶体），被喷洒在沙丘上，

以帮助重建植被。碳氢化合物胶体是炼油厂的副产品，由伊朗石油部

免费提供。

油膜覆盖可以减少全年径流，减少蒸发造成的水分流失，增加入渗，

通过增加有机质含量和提高生物活性，增加表层土壤的稳定性。除了

保水作用外，还可以抑制土传病害，消灭杂草；防止土壤过热，增加

入渗，补充养分，促进土壤中生物种群的建立，通过防止土壤紧实减

少灌溉并增加土壤通气量 [22]。此外，表层土壤的孔隙量增加，从而提

供更多的水转化为土壤水分，减少雨水径流。

3.1.3	 防风设施

防风林是通过生物（如树木、树枝）和非生物（如墙壁、栅栏）

材料组成的屏障来减少土壤侵蚀；防风林挡风，改善小气候，进而改

变水和营养物质的流动。防风林的设计和设立根据风向、速度和强度

采用不同密度（间距）、高度和长度。在伊朗，使用了各种类型的防

风林，但与油膜覆盖相比，范围非常有限；最普遍的方法是使用枯死

和折断树枝的树木或灌木以及一年草本。有时候，会在耕地周围种植

一排排的防护林。为了保证荒漠化地区重建，不允许养牲畜，以防止

踩踏和放牧。这个隔离期取决于植物种类、气候和土壤条件。

3.1.4	 生物措施

通过种植植被，可以保护水和土壤资源。种植乔木和灌木旨在满

足环境、社会和工业需求，并减少风和水的侵蚀。植被覆盖直接解决

了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植被覆盖度越高，沙面的移动程

度就越小，因为每个植物都充当粗糙度元素。因为大多数的沙移动发

生在地表，草和灌木有效减少风蚀。研究证明了各种草本和灌木在控

制风蚀方面的有效性 [23]。在伊朗，当地的植物种如柽柳、梭梭、沙拐

枣和伊朗沙拐枣以及草黄芪用来阻止土壤侵蚀 [24]。植被覆盖阻止了渗

透，减少了径流和侵蚀，使得地表水资源的保留和地下水的补给。

3.2  立法框架

伊朗政府承诺遵守《荒漠化公约》之后，伊朗防治荒漠化的方法

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拟订《防治荒漠化国家行动方案》，其中将概述

今后的防治荒漠化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以及减轻干旱影响的计划。

伊朗国家行动方案的框架包括４个部分即：（1）查明和控制造成荒漠

化的因素；（2）通过保护和开垦来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

（3）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创收和提高社会经济水平，促进受荒漠化影

响地区的可持续发展；（4）加强农村社区在决策、规划、设计、实施、

监测和评价方面的作用。

3.3  荒漠化研究

目前，政府主导伊朗农业部门利用农业研究和发展的公共投资来

研究政策，建立公共研究机构、分配年度研究经费 [25]。在伊朗 50 多

年的沙漠研究中，开展了许多研究项目，来改进荒漠化的措施。伊朗

一些大学也提供防治荒漠化领域的研究生课程。很多研究组织也积极

开展荒漠化防治活动，包括隶属于吉哈德电子农业部的森林和牧场研

究所；德黑兰大学的沙漠国际中心；和亚兹德大学国际沙漠中心，这

些组织中已经实施不同规模的研究项目。

4  防治荒漠化成果

在伊朗，植被重建和沙丘固定都对当地产生了许多积极效果，减

弱或阻止了荒漠化趋势。

4.1  社会方面

在防沙治沙措施取得成效的地方，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沙

区居民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有助于减少人口向外迁移和村庄的遗弃。

在受沙尘暴影响区域实施防治荒漠化方案的一些好处是农业和畜牧业

活动又重新开始了，改善当地福利和卫生条件以及减小疾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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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济方面

沙丘固定后土地再利用包括旱作农业、畜牧业、渔业、养蜂业和

园艺。防治荒漠化计划如管理种植园和苗圃、收集种子、灌溉、修剪

和种植苗木，这些都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荒漠化防治的一系列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包括保护基础设施，

提供了土地用于扩大工业和其他用途（教育和城市区），农业用地面

积也得到增加。由于控制了沙尘暴、提供燃料木材和创造就业机会，

当地交通事故和眼科疾病相应也降低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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