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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将沙质土壤景观统称为“沙漠”，常与荒凉、沙尘暴等
相联系，甚至认为是地球的皮肤癌。但事实上，“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
共同体，“沙”也是自然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要素，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人
类未来重要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我国主要沙漠与沙地处在新疆、内蒙古、青海，此三地沙漠沙地面积
为70.9万平方公里，其中沙漠56.4万平方公里，沙地14.5万平方公里。

沙漠沙地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一）沙地沙漠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中，沙漠沙地对于人类的直接服务功能相对

较小；然而，天然沙漠沙地在我国北方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具有重要的生
态功能。

在蒙语中“赛罕”的意思是美丽漂亮，而“腾格里”的意思是“天堂”。
原生的沙漠沙地是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自然景观，在地球上具有相对
的稳定性；次生沙地的形成有人为干扰因素。我国华北沙地地处内蒙古
高原南缘，是蒙古高原北部沙尘的主要落沙区，因此也是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沙尘暴过境之后，较重的沙粒大部分降落在荒漠区沙漠和草原
区沙地。如塞罕坝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大兴安岭余脉，年均降水量
460.3毫米，加之沙地优越的水分条件，适合人工植树绿化，形成重要的
防风固沙屏障带。

（二）沙漠沙地是天然地下水库
沙质土壤空隙较大，降水几乎全部渗入地下，而几乎不形成地表径

流。由于土壤毛管水蒸发（土壤水分蒸发的主要途径）较少，地表形成干沙
层进一步阻止了水分蒸发，沙地内部的裸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对天然降水
的吸收更为充分。在沙地沙漠地势低洼的丘间低地，我们往往会看到地下
水出露形成湖泊和湿地，甚至形成河流的源头，如浑善达克沙地是西拉木
伦河源头，毛乌素沙地是无定河的源头。即使是极端干旱的巴丹吉林沙漠
和腾格里沙漠也拥有几百个沙漠湖泊。在这些地区，没有“沙”就没有

“湖”，沙与湖是生命的共同体。
（三）沙漠沙地是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宝库
沙地依靠渗入地下深处的土壤水分，长出了稀疏的乔木、各类灌木及

草本，形成了疏林草原、灌丛草原景观，其生物多样性往往高于同地带植
被区。其生物多样性——如毛乌素沙地是鄂尔多斯高原植物与动物集中
分布区，几乎涵盖了鄂尔多斯全部物种。但毕竟受降水限制，大部分沙地
土壤水分尚未达到较密的森林生长的基本水分要求。但局部水分条件较
好的地区亦有分布，如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与大兴安岭之间的松林区；呼伦
贝尔沙地与大兴安岭之间的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毛乌素沙地南部的杜
松林等。沙漠同样如此，特别是沙漠湖泊湿地，是沙漠区宝贵的生物资源
宝库。

（四）沙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沙漠沙地面积大，相对集中且干旱炎热，太阳能、风能和生物植

能等新能源资源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能源及沙产业作为具有
“公益性、绿色化、知识密集型”等特征的新兴产业，成为西部沙区未来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此外，人类对于沙漠沙地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对待沙漠沙地应有新思路

正是因为沙漠的这些意义，对待沙漠沙地应该有新的思路：
（一）生态治理应遵循生态系统内在机理与规律
沙漠沙地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过度放牧、过

度开垦、过度采伐都会导致沙区迅速荒漠化。这些次生的沙地沙漠植被恢
复，应遵循其生态系统内在机理与规律，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荒则荒、
宜草则草，有所为有所不为。城镇、村落、工矿区、道路两侧以及沙地边缘
等重点区域，自然恢复速度较慢，应该进行人工建设。而整个沙地的核心
部分，特别是大面积的原生沙区，不宜人工干扰，而应以自然演替、自然恢
复为主。

（二）植被治理要以水定绿、量水而行
沙区生态治理要进行水资源评价，量化水资源的承载力。自然降水决

定了其植被的类型与面积。人工植被治理，要与当地的气候环境相适应，
保持与天然降水的动态平衡。在缺水沙区要避免大面积、高密度栽种耗水
植物，优先选择当地乡土和耐旱物种，科学构建生态防护体系。要适度控
制种植业开发规模，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种植业。同时，要从全国水资源战
略储备的角度考虑，将沙地沙漠当做天然地下水库。选取具有开发潜力、
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沙漠沙地作为水资源战略储备区。

（三）加强政策研究，完善生态补偿标准与方式
应进一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增加退化林修复项目和资金，有计划地

对退化林进行更新复壮和保育恢复，防止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优化完善退
耕还林还草补助期结束后，对农牧民的补贴政策，提高补偿标准，防止已
治理土地复垦。国家有关部门应积极作为，研究出台灵活多样的政策，比
如在黄河流经乌兰布和沙漠段尚未建立国堤的部分，容许在两岸开挖一
些依地形可自流的水渠，疏导春季凌汛和伏秋汛期的部分水量进入乌兰
布和沙漠，使这一部分水变成沙漠地下的潜水和若干出露地表的湖泊，固
定沙漠边缘，如此，会极大改善两岸的植被状况，以减少对黄河的泥沙输
入。同时，相当于把沙漠当做天然蓄水库，也有利于调节黄河的径流。

（四）因地制宜发展沙产业，推动沙区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在不破坏沙区环境

前提下扩大规模，鼓励采取多元化模式和路径，培育生态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构建沙区产业园区，以沙产业发展带动生态保护。水源充沛的沙地
可发展生态草业、有机农畜产品，逐渐拓展生存空间。

（作者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民盟内蒙古自治区委会主委）

沙漠也是大自然的“亲子”
全国政协常委 董恒宇

骆驼穿行于蒙古扁桃之间。罗海龙 摄

“三调”数据是我国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基础数据，
下一步将如何应用?

朱留华指出，首先是共享“三调”成果数据库，充
分利用“三调”成果作为体现国土空间唯一性的一张
底图。

同时，以“三调”成果为统一底版，结合数字高程模
型（DEM），更新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开展大数据深度挖
掘，集成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审批和实施监管等相关
数据，构建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未来，将集成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相关专项规划
成果，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构建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解决过去各类规划底图不一，多规冲突，数、
线、区分离等突出问题,实现所有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
和实施情况的动态监管。

数据成果应用空间广阔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
调”）结果：我国现有耕地19.18亿亩、园地3.03亿亩、林地42.62亿亩、草地39.68亿亩、湿地3.52亿亩、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5.30亿亩、交通运输用地1.43亿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5.44亿亩。

作为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三调”数据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重要政策举措的基本依据。自然资源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要加强“三调”成果共享应用，将“三调”成果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相关专项规划的统一基数、
统一底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摸清国土家底 “三调”成果发布

耕地红线可守耕地红线可守 湿地升为一级湿地升为一级
本报记者 高志民

“三调”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统一开展的自
然资源基础调查，其数据成果可以全面客观地反
映我国国土利用状况，以及耕地保护、生态建设、
节约集约用地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查清
了以200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全国土地
利用状况，并于2013年 12月 23日正式对外发
布。“二调”以来，我国国土利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按照《土地调查条例》“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
土地调查”的规定，2018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
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启动“三调”。

据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广华介绍，“三调”
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全面查清了我
国陆地国土利用现状等情况，建立了覆盖国家、
省、地、县四级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三调”历时3年，全国有21.9万调查人员参
与。“三调”全面采用优于1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
影像（“二调”时主要用的是2米分辨率的影像）。
其中，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的最小上图面
积标准从“二调”时的400平方米提高到200平方
米，耕地等农用地图斑从600平方米提高到400
平方米，其他地类图斑精度也有相应提升。“三调”
查清并汇集的调查图斑数达2.95亿个，比“二调”
时的1.45亿个增加了一倍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第三方数据质量
综合评估结果显示，调查误差均满足设计控制标
准，认为“三调”数据结果可靠。

十年一“调” 摸清“家底”

从“三调”结果来看，全国建设用地总量
6.13亿亩，较“二调”时增加1.28亿亩，增幅
26.5%，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9.4%，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从48.34%提高到62.71%，建设用地
的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总体相适应。

但其中城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程度不够问题
依然突出，一些地方存在大量低效和闲置土地；
全国村庄用地规模总量较大，布局不尽合理。但
也可以看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盘活利用具有较
大潜力。

王广华指出，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决定了土地供需矛盾还将持续相当长
的时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节
约用地制度，全面提升用地效率。

未来，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要合理确定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建设必须严格限定在城
镇开发边界之内，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应当
在县域内统筹。着力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开发
利用，完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各类园区集约用地水
平。科学编制村庄规划，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盘活农村存量土地。同时调整完善产业、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建设用地使用标准。加强
项目生成阶段节约用地审查，建设项目可研报告
要对节约集约用地情况做出专章分析，新上项目
用地节约集约化程度应努力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
水平。

建设用地有盘活空间

“调查数据真实准确是‘三调’的生命线。”王广华
说。

这条生命线如何保证？王广华介绍，首先，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确保“三调”数据真实准确提供了
根本保障。国务院“三调”领导小组多次研究部署，强调

“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减少可能出现的人为干扰，
千方百计提高数据质量”。自然资源部精心组织实施，先
后召开上百次会议部署落实，几十次赴地方调研指导，反
复强调要先反映现状真实性、再分析现状合理性，“对调
查真实性毫不动摇，寸步不让，虚报严惩，对变化情况讲
清原因”。

调查工作中，严格执行分阶段、分层级检查验收制
度，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偏差。县级初始调查成果
平均经过了7轮“检查—反馈—整改—再检查”的核查
整改。充分利用遥感、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以及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无人机等技术，全面应用“互联
网+调查”新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强化培训
指导，先后开展国家级培训6800余人次，省级培训11
万人次，提升调查一线骨干、核查和监理人员的业务能
力水平。

调查过程中，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在调查关键节
点，先后开展4轮“三调”专项督察，覆盖了394个县级
调查单元，在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方面发挥了重要制衡作
用。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了5起弄虚作假和152起调查不
认真不到位、审核把关不严等典型案例。国家统计局组织
开展的第三方数据质量综合评估结果显示，调查误差均满
足设计控制标准，认为“三调”数据结果可靠。

值得关注的是，“三调”过程中还开展了多轮次专
项督察，发挥督察制衡作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在
调查关键节点，先后开展4轮专项督察，覆盖了394个
县级调查单元。其间，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了5起弄虚
作假和152起调查不认真不到位、审核把关不严等典型
案例。

如何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与“一调”“二调”不同，“三调”将“湿地”调整
为与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并列的一级地类。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朱留华解释说，这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将

“二调”分类中分别归属于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的“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
地”“沿海滩涂”“内陆滩涂”和“沼泽地”等7个二级地
类归入“湿地”一级地类。同时，按照各地类不重不漏
的原则，相应调整了林地、草地、水域等一级地类和有
关二级地类的含义。

“所以，‘二调’的林地和‘三调’的林地概念上有
一点差别。这种情况也涉及林地、草地和水域 3个地
类。”

“三调”结果显示，10 年间，生态功能较强的林
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合计净增
加了2.6亿亩，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全国
有2.29亿亩耕地流向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
泊水面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类，而又有2.17亿亩上述地
类流向耕地，反映出生态建设格局在局部地区不够稳
定，一些地方还暴露出生态建设的盲目性、生态布局不
合理等问题，必须坚持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统筹
生态建设。

朱留华说，下一步应坚持系统观念，在“三调”形
成的数据库基础上，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安排
生态建设布局，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并严格实施。尊
重自然规律，对“三调”发现的不符合自然地理格局的
土地利用方式，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的原则，逐步进
行调整。通盘安排未来生态退耕、国土绿化等生态建
设，依据“三调”形成的统一底图，按照“宜乔则乔、
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原则，科学确定并带位置下达
新的绿化任务。

为何将“湿地”调整为一级地类？

从“三调”数据看，“二调”以来的10年间，全
国耕地地类减少了1.13亿亩。王广华解释说，在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了占补平衡的情况
下，耕地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
国土绿化。

过去10年的地类转换中，既有耕地流向林
地、园地的情况，也有林地、园地流向耕地的情况。

“三调”显示，全国共有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
地的农用地，还有1.66亿亩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恢
复为耕地的农用地。

“因此，只要统筹安排，严格管控，完全可以
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王广华表示，接下来，应结合各级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以“三调”成果为基数和底图，按照应
保尽保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耕地保有量，严格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实行党政同责，把耕地保
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带位置逐
级分解下达，作为刚性指标严格考核。严格用
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
粮化”，从严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此外要
规范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确保补充耕地数量相
等、质量相当。

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