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土地退化及原因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指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

带（图2.11）。当气候出现冷暖、干湿变化时，就会出现农进牧退或牧进农退的现象。

例如，汉、唐、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气候暖湿时期，再加上政府垦荒政策的引导，

大批农民越过长城一线，将草原开垦为农田，使农区北界向西、向北推移。

土地退化是该带主要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自然原因

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处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对降水变率极为敏感，土地极

易受风蚀和沙化，这是该带土地退化的根本自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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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具有临界性且变率大：一般认为，年平均降水量400毫米是旱作农业的低限，

在300毫米以下时，农作物就会绝收。本带年平均降水量大多在300�400毫米，降水

变率大，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在夏季（图2.12a）。暴雨集中，不仅降低了水分利用

率，还造成强烈的土壤侵蚀；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也比较大（图2.12b），降水量少的年

份往往出现旱灾，加剧土地退化。

•多大风：本带多大风，且集中于冬春季节。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例，大风（风速大于17

米/秒或八级以上）天数年均超过40天，60%以上的大风集中在冬春季节，其中春季

大风天数在10�30天。本带春季气温回升，地表解冻，但是降水稀少，因此表土层裸

露、疏松，极易遭受大风侵蚀。

（二）人为原因

本带是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地带，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人类对土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

和利用，是造成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过度开垦：在降水较多的年份，适宜农耕的条件良好，农区向牧区扩展。在降水较少

的年份，农作物就会减产，甚至绝收。同时由于农作物长势较差，对土壤保护作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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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一旦遇到大风、暴雨，则加重对土壤的侵蚀。为了维持生计，人们进一步扩大耕

地面积，祈求来年丰沛的降水带来好收成。这样，年复一年，垦殖区面积越来越大，

并向西、向北扩展。这些地区本身生态脆弱，开垦后土壤肥力逐年下降，作物产量逐

渐降低。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9.8万公顷增加到

1980年的21.93万公顷，新开垦的耕地基本上分布在年降水量300毫米左右的地区，而

这里曾是水草条件优良的草场。

•过度放牧：牧民为求得当前的经济利益而盲目提高载畜量，但过度放牧的后果则是草

场退化，反而使牲畜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下降（图2.13）。例如，20世纪50年代，浑

善达克沙地地区的牲畜量为100万头，到20世纪80年代末，增加到了1000万头。从20

世纪70年代起，草场开始退化，到20世纪末，1/3的草场已成沙地，80%的草场退

化。

除此之外，不合理的开矿、樵采、道路建设等，也会造成土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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