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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总理汇报的题目：我向总理汇报的题目：

治理裸露农田治理裸露农田

是防治沙尘暴的重中之重是防治沙尘暴的重中之重

路明

2006年6月12日



2007-10-30 2

20062006年年66月月1212日国务院第一会议日国务院第一会议

室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请13位专家发表对沙

尘暴的看法

温家宝总理开始时讲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按照自然规
律去治理，终究会达到理想的境地；如果
违背自然规律，投入的钱越多，治理的力
度越大，效果会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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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 容容
一、沙尘暴频袭再度敲响生态恶化警钟

二、裸露农田是沙尘物质的主要来源

三、防治沙尘暴重点是治理裸露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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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尘暴频袭敲响生态恶化警钟一、沙尘暴频袭敲响生态恶化警钟

今春沙尘暴发生特点

发生时间早：2006年3月9日第一次大范围沙尘天气

开始；

发生次数多：截止到4月18日，我国北方共出现十次

沙尘天气过程，四次扬沙，六次沙尘暴；与2005年同

期相比，偏多四次。

影响范围广：我国北方十三个省(区、直辖市) 影响面

积约为30.4万km2。

首都北京尘降严重：4月16日夜间北京市的尘降每

平方米15克，降尘总量3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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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尘暴频袭敲响生态恶化警钟一、沙尘暴频袭敲响生态恶化警钟

今春沙尘暴危害程度严重

破坏基础设施；

造成环境污染；

威胁人民健康；

加速土地沙漠化；

国际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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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裸露农田是沙尘物质主要来源二、裸露农田是沙尘物质主要来源

沙尘暴形成的3大要素：

大风、沙尘源、低层大气

层不稳定。

沙尘颗粒3种运动方式：

蠕动、跃移、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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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裸露农田是沙尘物质主要来源二、裸露农田是沙尘物质主要来源

沙尘物来源的主要证据

40年的定位观察；

卫星遥感；

不同地表类型的实测；

风洞模拟实验；

农田损失程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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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年的定位观察年的定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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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土地类型40年的强风天数(□)和沙尘暴天数(■)发生的次数关系

结论：农田沙尘天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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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卫星遥感

中国4月中旬的植被分布与沙尘卫星云图

结论：我国北方春季裸露的农田7.2 亿亩，草原约一半退化。

由于裸露农田面积大，沙尘暴移动过程中，沿途丰富的

沙尘物质进一步补充，使沙尘暴不断加强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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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表类型的实测不同地表类型的实测

保护性耕作

草

测试地点:内蒙古正蓝

翻耕农

草 浑善达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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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表类型的实测不同地表类型的实测

图4 不同类型地表0-3m表层土壤颗粒变化

Fig.7 four types soil surface at 0-3cm percent of
difference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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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沙地可悬浮颗粒含量很少，＜0.002mm的颗粒占0.24％。农田和草地的颗粒组

成中可悬移颗粒数量大，粒径＜0.002mm的粘粒含量传统农田占14.65%，

保护性耕作农田占13.59%，草地粘粒含量为6.37%；

保护性耕作有明显的治沙效果，减少风蚀50%以上，覆盖物400公斤可减少风蚀

物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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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洞模拟实验风洞模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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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随着留茬高度的增加，沙尘量随之变小；

当秸杆留茬高度>30cm时，在任何风速下都有明显的防风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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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损失程度测定农田损失程度测定

传统翻耕农田土壤每年有1cm耕层沃土被

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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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治沙尘暴重点是治理裸露农田三、防治沙尘暴重点是治理裸露农田

防治原则：

1、建立风障。植树造林和利用高秆作物，

减少直接作用于土地颗粒的风力。

2、覆盖农田。提高土壤抵抗风蚀的能力，

或限制土壤颗粒运动。覆盖农田的主要方法是：

推广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退耕还草（牧

草覆盖）；冬麦北移（冬性作物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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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治沙尘暴重点是治理裸露农田三、防治沙尘暴重点是治理裸露农田

措施建议

1、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2、推广保护性耕作

3　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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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推广粮草混作技术。进行粮食作物与

牧草的间作套种、混合播种和草田轮作。

增加农田冬春季节的地表覆盖。将越

冬作物（冬麦、牧草、中草药等）引入农

田耕作系统；

积极推行冬麦北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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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推广保护性耕作、推广保护性耕作

技术要点：一是秸秆留茬；二是免耕播种；三是浅中

耕辅助于除草剂减少杂草。

现有基础：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引进吸收国外经验

的基础上，研制出适合中国的免耕播种机和栽培技术。

2005年风蚀区已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200万亩。

研究重点：加强保护性耕作优质高产高效技术研究、

农艺农机的结合、完善区域化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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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玉米免耕播种机

2行 3行 4行

4行 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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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小麦免耕播种机

5行 6行 7行

9行 1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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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　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

保护现有草原：严禁草原开垦，限定最高载

畜量，限制超载放牧，禁止滥采滥挖等；

改进放牧方式：推广分区轮牧和舍饲圈养，

加大围栏封育的力度，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等，恢

复草原植被，减少沙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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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的效果汇报的效果

达成一直认识：北京的沙尘暴是尘暴而不
是沙暴；

尘暴的颗粒是微小颗粒。

微小颗粒的来源是裸露的地面；

积极治理裸露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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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7年１０月加拿大农田覆盖着年１０月加拿大农田覆盖着

作物残茬几乎看不到裸露的耕地作物残茬几乎看不到裸露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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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珀塔省的农田阿尔珀塔省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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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彻温省农田萨斯彻温省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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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彻温农户的播种机萨斯彻温农户的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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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的玉米留茬地安大略省的玉米留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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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玉米留茬地安大略省玉米留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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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努力工作去说服决策者！尽快下决心大面
积、快节奏推广保护性耕作。

努力工作去说服农民群众！

保护性耕作＋缓控肥料的施用＋杂草清除
＝增产幅度超过１５％以上，农民才能看
得上保护性耕作技术。

改进保护性耕作机具，形成几种不同配套
体系，适应不同的作物秸秆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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