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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干旱荒漠区是指我国年降水量4，以旱生和强旱生植物为主要植被组分的广大区域，包括新
疆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东疆盆地，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及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
高原，约占国土面积的209／6。
阿拉善干旱荒漠区是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区一个完整的景观地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山地一绿洲
一荒漠地域生态系统，总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
该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之一，也是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又是我国六大生物多样性
地区中心之一，拥有多种特有属、种及古老孑遗物种。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强度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
已深刻地改变了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生物学过程，降低了荒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整体生
态服务功能水平。
这突出表现在：干旱荒漠区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地表风蚀过程加强，风沙灾害日趋严重，荒
漠化土地面积呈现快速扩展态势。
荒漠生态系统的退化已严重制约了干旱荒漠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经济最贫
穷、社会发展最落后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之一。
面对这一现实情况，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深入开展对退化荒漠生态系统的结构、功
能变化及其调控机理的研究，努力寻求有效维护、改善和恢复荒漠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稳定性
的技术途径和管理模式，对于遏制荒漠化的发展、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确保我国北方的生态安全
、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方科研院所及一些大专院校就对西北干旱区的生物和水土资
源进行过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在一些典型景观带建立了野外定位观测站点，开展了土
地沙化防治试验研究，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科学观测试验数据，为当时国家的荒漠化治理决策提供了重
要的科学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甘肃省草原生态所、内蒙古林业科学院、甘肃省
治沙研究所、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等单位，以及一些大专院校（如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牧学院和新疆
大学等），在西北干旱荒漠区针对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生态环境问题开展
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有了更多的科研积累。
　　近年来，在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等项目的资助
下，科研工作者主要围绕西北干旱荒漠区植物区系地理分布与资源利用及典型荒漠生态系统受损退化
机制与恢复重建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比较深人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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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干旱荒漠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与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阿拉
善干旱荒漠区生态系统受损机制与重建研究（39730100）”和“中澳技术合作内蒙古阿拉善环境整治
与管理”项目最新研究成果的总结。
全书共12章，概括了干旱荒漠区受损与恢复重建的新进展，提出了干旱荒漠草地植被恢复的系列技术
体系，揭示了灌木群落水分分配格局，阐明了优势植物种群的水分利用效率。
同时，《干旱荒漠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与可持续发展》阐述了极端干旱环境下荒漠灌木植物的
生物学适应机理及不同灌木利用有效养分的根际过程，阐明了不同草地土壤与植物的营养动态和一些
生理指标及不同牧压下土壤和植物的变化特征，揭示了飞播区建植密度的阈值是其健康生长和植被恢
复的关键，提出了对干旱荒漠区草地健康进行评价的指标。
　　《干旱荒漠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与可持续发展》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理论和实践结合紧
密，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可作为从事草业科学及农、林、水利、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科学
研究、技术推广等科技人员重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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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干旱荒漠区受损生态系统现状、危机和恢复潜力　　第一节 阿拉善干旱荒漠区环境和生
态系统现状、危机与评估　　一、气候干旱胁迫　　阿拉善地处亚洲干旱荒漠区内部，远离海洋，东
南季风的湿润空气对本区影响微弱，全年基本上受蒙古一西伯利亚大陆性气候所控制，雨雪很少、蒸
发势强、空气干燥，但日照充足，生长季内热量资源丰富，有效积温高，而冬季低温寒冷，冬春季多
大风，不时还有沙尘暴出现。
由于面积辽阔，该区气候的经向、纬向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均有表现，自东向西水汽递减、云量减少
，而太阳辐射递增；地势南高北低，西北热量较丰富。
东部的贺兰山和南部的龙首山有山地气候垂直带分布。
　　阿拉善干旱荒漠气候是因地质历史作用而形成的，最迟也要追溯到第3纪末期至第4纪初期，在新
构造运动的历程中，青藏高原的整体抬升和喜马拉雅山系及其周边地区各大山体的隆升，使印度洋、
太平洋及北冰洋的湿润气流受阻，而逐渐形成了干旱气候，距今已有400万～700万年之久。
在阿拉善生态环境受损的现代过程中，气候因子的影响，可根据本地区各气象站历年记载的气象数据
来讨论环境变化的趋势和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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