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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荒漠化防治70年成就
Achievements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中国治沙70年：成就斐然、享誉全球
70 YEARS ACHIEVEMENTS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THREE STAGES 

• 1949年，成⽴林垦部、冀⻄沙荒造林局 Specific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 1950年，治沙领导⼩组、陕北防护林场、⻜播造林种草实验
• 1956年，修建包兰铁路沙坡头段
• 1959年，沙漠、沙地及⼽壁综合考察 National Desert Investigation

起步阶段Phase 1(Initial)
—全⺠动员、进军沙漠

Desert Investigation
（1950s～1975s）

• 1978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程（Three-North Shelterbelt Project）

• 198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
• 1991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纲要》、《全国防沙治沙⼯程》
• 2000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程、京津⻛沙源治理⼯程
• 2001年，中华⼈⺠共和国防沙治沙法颁布

发展阶段 Phase 2(Developing)
—国家意志、⼯程带动

-National Ecological Projects
（1978s～2010s） 

• 2007年，全国防沙治沙⼤会，“三步⾛”思路
• 2013年，批复《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
• 2015年，启动“⼭⽔”试点项⽬，“⼭⽔林⽥湖草沙”系统治理
• 2022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颁布

推进阶段Phase 3(New)
—保护利⽤、加速提质

——Comprehensive Restoration
（2010s～present）



（一）起步阶段——探索性阶段（1950s-1970s） 
Phase 1 Initial and exploratory stage

1. 1949年，成⽴林垦部、冀⻄沙荒造林局 

Specific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2. 1950年，治沙领导⼩组、陕北防护林场、

⻜播造林种草实验

3. 1956年，修建包兰铁路沙坡头段

4. 1959年，沙漠、沙地及⼽壁综合考察 

National Desert Investigation

沙漠综合考察
Desert Investigation

p Progress：查明了沙漠（地）的自然特征、开展了不同气候区不同立地的治沙试验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geography and climate of desert in China and local experiments 

开展局部试验性治沙
Local experiments for 

fighting 
desertification

风沙物理学以及局部风沙
治理研究

Aeolian Physics Research



（二）发展阶段——大量国家工程启动（1978～2010s） 
Phase 2 National Ecological Projects Starts

p Progress：提出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宜乔则乔，宜灌则灌
Differen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strategies selected in different climatic region

1. 1978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程（Three-North Shelterbelt

Project）

2. 1991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纲要

》、《全国防沙治沙⼯程》

3. 2000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程

（Grain to Green Project）、京津

⻛沙源治理⼯程（Beijing and 

Tianjin Sandstorm Source Control 

Project）

国
家
工
程

Three-North
Shelterbelt Project

Grain to Green 
Project

Beijing and Tianjin 
Sandstorm Source 

Control Project



（三）新阶段——尊重自然、天人合一(2010s~present)
Phase 3 Ecological restoration nature-based solution

p 科技进步：提出了治理与保护相结合的理论
Progress：Desert as resource, thought from fighting to conservating

1、对沙漠认识的重大转变： 沙漠不是“癌

症”，他是地球自然景观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沙漠资源必须保护性的利用。

     2、尊重自然：干旱、半干旱区是疏林草原

或者疏灌荒漠区，形成乔灌草复层结构、多树

种带状混交的低覆盖度治沙体系。

    3、天人合一：把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耦合

形成合力，提高治理的速度和稳定性。

1. 2005年，通过《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 》

National Planning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2005-2010)

2. 2007年，全国防沙治沙大会“三步走”思路

3. 2013年，批复《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

4. 2015年，启动“山水”试点项目，“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5. 2022，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

National Planning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2021-2030)



, 2019

n 来自NASA 的卫星数
据，地球比二十年前
更绿了！

n 中国用全球6.6%的植
被面积，贡献了全球
25%的绿色增加量（其
中，林业贡献了42%、农业
32%）。

n China used 6.6% of the 
world's vegetation area, 
contributing 25% of the 
global green increase 
(including forestry 
contributing 42% and 
32% of agriculture).



n 从2000年到2017年，其中三分之一的植被面积增长，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植
树计划（占42%），以及中国（占32%）和印度（占82%）两国的集约化农业。

China and India lead in green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land-use management

(Chen et al,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9 )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of the TNSP region 

Where Greening in China

q Increase in vegetation coverage 

q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ctivities are the 

factor leading to the observed increase in 

VFC 

(Wang et al, 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 , 2019 )



2、中国防沙治沙总体架构
National Planning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中国生态治理的总遵循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系统治理、整体增强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极端干旱区

Hyper-arid area 

绿洲保护

流沙固定

沙尘暴治理

“和田模式”

“阿克苏模式”

“敦煌模式”

………

干旱区

Arid area

流域管理、节水农业、
沙地植被恢复、旱地
可持续管理、名优特
植物保护利用、盐碱

地改良

“沙坡头模式”

“民勤模式”

“磴口模式”

………

半干半湿地区

Semi-arid
area

沙地经济作物合理
经营、沙生植物价
值开发、固沙植物

培育

“塞罕坝模式”

“榆林模式”

“右玉模式”

………

高寒特殊生境

High altitude
/cold area
草地保育和修复、江
河源头生态保护与恢
复、土地退化治理、
区域扶贫、少数民族

治沙示范

“沙珠玉模式”

“贵南黄沙头模式”

“玛曲模式”

………



3、中国科学治沙技术与模式
Technology and Mode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具有全域推⼲应⽤潜⼒的⼲谱性技术/模式
Technology/Mode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 防⻛固沙技术 Windbreak and Sand-fixation

• 铁路公路防护系统 Railway& Road Protection System

• 光伏产业Photovoltaic Industry

• 葡萄酒庄Wine Town

• 沙漠酒店 Desert Hotel

• ⼤漠观光 Desert Travelling

• 沙漠新城 Desert Town

中
国
样
板
间



Windbreak 
shelterbelt and 
Sand-fixation
——Physics、
Chemical、Biological，
Shelterbelt…



Sand -
b a r r i e r



Thank you
1987 Outstanding National Award



包兰铁路防护体系（五带一体）

包兰铁路沙坡头段鸟瞰图（1954-1958，腾格里沙漠） 。
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治沙魔方“草方格”的诞生地。后

续科技进步，防护体系更加成熟，获中国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1986）、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联合国“全球
500佳环境保护奖”（2008） 。

Baolan railway protection system (five belts in one)



Thank you



Desert
Wine
Town

源石，
Yinchuan，Ningxia

汉森 Hansen，Wuhai, Gansu

沙恩 Ulanbuh desert, Alxa，Inner Mongolia



Photovoltaic Industry
【Water pumping、Lighting、
Warming、Facility Cultivation
Fruits&Vegetation&Flowers in
desert 】



M
ode1



M
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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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3



宁夏沙坡头沙漠公园
National Desert Park in Ningxia

First National Desert Park



响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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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七星湖酒店全貌 Kubuqi Desert Hotel
     ——库布其沙漠国际论坛会址



沙漠建新城：知沙知⽔知⼈
NEW CITY IN CHINA DESERT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Kangbashi District, Erdos, Inner Mongolia 新疆阿拉尔市 Alaer,  Xinjiang 

新疆胡杨河市
Huyang River，

Xinjiang

宁夏中卫沙坡头区, Shapotou District, Zhongwei，Ningxi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