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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现有沙化土地面积 172.1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

积的 17.93%，聚居着 45 个民族，总人口约 4.4 亿。由于区

域内风沙、干旱和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已成为我

国生态环境最脆弱和社会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党中央、

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

来，为了有效治理沙化土地，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沙治沙法》，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

作的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和林

业改革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

和指示，为沙区生态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防沙治沙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沙区的生态建设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是维

护生态安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事关中华民族

生存与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

义。 

2013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沙漠公园，发展沙漠景观旅游”。

沙漠公园是以沙漠景观为主体，以保护荒漠生态系统、合理

利用沙漠资源为目的，在促进防沙治沙和维护生态功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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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开展公众游憩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宣传和教育活

动的特定区域。国家沙漠公园是防沙治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创新治沙新模式、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

要求加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等保

护力度，适度开发公众休闲、旅游观光、生态康养服务和产

品，扩大生态产品供给。 

为科学指导国家沙漠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国家林业局相

继颁布了《国家林业局关于做好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林沙发〔2013〕145号）和《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

设管理办法》（林沙发〔2013〕232号），并于 2013年 8 月批

准同意在宁夏中卫市设立我国首个国家沙漠公园。为了规范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和管理，合理布局国家沙漠公园，促进其

健康持续发展，根据《防沙治沙法》以及有关规划文件要求，

在认真分析我国沙区资源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国家林业局组

织编制《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本次规划的重点在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但依据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在我国湿润、半湿润地区的沿江、

沿河、沿湖也分布有大量的沙化土地，特别是这些地区对保

护和利用沙地资源、建设国家沙漠公园热情很高，考虑到建

设国家沙漠公园是一项具有保护生态、改善民生、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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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措，在推动各地开展防沙治沙、维护区域生态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湿润、半

湿润地区的零星沙地也纳入到规划范围；石漠化作为荒漠生

态系统的一种重要类型，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岩溶地

区，其成因和土地沙化一样，也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

济活动而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衰退，地

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裸露过程，为进一步做好石

漠化治理工作，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促进石漠化地区生态、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经征求

有关专家意见，本规划把石漠化分布区也纳入规划范围。 

 

http://baike.haosou.com/doc/905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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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展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的必要性 

一、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沙漠公园建

设十分必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

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

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是我们党在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创新和重要举措，林业部门作为国家生

态资源的主要管理者和保护者，在推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

肩负着重要责任和任务。 

建设国家沙漠公园就是建立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

内容之一。沙漠公园是为了保护荒漠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划定

的、需要特殊保护和管理，并适度利用其自然景观，开展生

态教育、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的自然区域，它既强调了保护

的根本属性，也不排斥适度的利用，它较好的处理了自然生

态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矛盾，被看做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可见，开展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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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完善我国沙化土地治理体系，必须把沙漠公园作

为重要建设内容 

从防沙治沙的空间布局看，沙漠生态系统可划分为三个

区域：一是严格保护区，就是近几年启动实施的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区。法律规定：在规划期内不具备治理条件的以及因

保护生态的需要不宜开发利用的连片沙化土地，应当规划为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实行封禁保护，无需采取人工干预措

施；二是生态治理区。重点是通过植被建设，改善生态环境，

是防沙治沙工作的主战场。主要集中在：城镇村庄周围、道

路河流两侧、绿洲边缘、厂矿水库和重要设施周边、以及需

要开展植被建设、恢复生态的广大沙化土地治理区域，这个

区域强调的是人工促进和更新，采取生物和工程措施，以封

为主，结合人工造林和飞播造林开展沙化土地治理；三是保

护利用区。这是一个以保护荒漠生态系统为主，并开展适度

利用的区域。其理念是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持续发展。因

此，在这个区域建设国家沙漠公园是完善我国沙化土地治理

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保护荒漠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沙

区自然资源的主要途径。 

三、建设国家沙漠公园必将成为推动全国防沙治沙工作

的重要手段 

建设国家沙漠公园对改善沙区生态、促进防沙治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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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进一步提高人们对防沙治沙的认识。

通过沙漠公园开展植被恢复建设，可有效地将防沙治沙与宣

传、教育相结合，把普通的固沙压沙、防沙治沙提升到建设

生态文化、实现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提高人们对防沙治沙

工作认识；二是巩固和提高建设成果。通过公园式的管理方

式，可以对现有沙区植被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巩固和提

高防沙治沙成果，还可以解决过去由于缺少管护资金导致重

视植被建设，管护环节薄弱等重造轻管的顽疾；三是促进防

沙治沙科技进步。建设沙漠公园，可以把防沙治沙、生态保

护、新技术应用、成果展示，宣传教育和合理利用集于一体，

促进区域防沙治沙的技术进步，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防沙治

沙的新模式，是新时期开展防沙治沙的新的实践。四是实现

多渠道投入。通过沙漠公园建设可以充分吸纳社会资本的参

与，使国家资金和社会资金相结合，实现多元化投入，企业

化管理，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 

四、建设沙漠公园必将成为促进沙区生态保护和资源合

理利用的有效途径 

保护生态、改善民生是防沙治沙最基本、最重要、最核

心的任务和职责，通过沙漠公园建设，既加强了沙区生态保

护，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正确处理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把改善生态和改善民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协同推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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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互动双赢。同时，通过沙漠公园建设可以加强沙区植被保

护；合理利用沙区自然、人文、生态等资源；进一步明确土

地权属、分清相关部门的责任权力、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

系，确保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实现区

域经济、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建设沙漠公园对履行国际公约，全面提升我国防沙

治沙国际地位意义重大 

我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

约义务是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推进防沙治沙工

作是我国政府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巩固我国国际地位、提升

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迫切要求。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关注

的环境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2013 年发布第

五次气候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 20 世纪中期

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

期已经于 2013 年实施，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不承担

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然而由于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对

气候变化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重要任务。在全球气候变化背

景下，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

点问题，是全球公认的重大生态问题。因此，沙漠公园建设

作为防沙治沙的重要建设内容，对于深化国际履约，进一步

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积极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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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国际援助和支持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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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区资源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呈现出面积

大、分布广、危害重的特点，保护和修复荒漠生态系统迫在

眉睫。这些广阔的沙漠及石漠化土地是建设国家沙漠公园和

石漠公园的基本资源。 

一、资源分布 

我国的沙化土地主要位于北纬 35°～50°之间，集中在

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涵盖了我国干旱、半

干旱地区等区域，分布有我国著名的塔克拉玛干 、古尔班

通古特、巴丹吉林、腾格里、柴达木、库姆塔格、库布其等

八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等四大沙

地。该区域气候特征是干旱少雨、冷热温差变化剧烈，年平

均气温变化在 0～10℃，风沙天气多，风沙日一般在 20～100

天左右。土壤类型多样，以风沙土为主，还有黑钙土、棕钙

土、灰钙土、盐土、沼泽土、草甸土等。植被类型从乔灌木

植被到草本植被，从低湿地植被、沙地植被到丘陵山地植被

和高寒植被，从天然植被到各种人工植被均有分布，类型复

杂多样。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全国沙化

土地面积为 172.1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7.93%；

沙漠面积是 59.43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6.19%，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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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高原、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和

新疆的干旱盆地，这是沙漠公园建设的重点地区。 

我国的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总面积 12.00

万平方公里，潜在石漠化面积约 13.32万平方公里。石漠化

类型多样，集中分布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乌江流域和珠江

上游的红水河、南北盘江、左江、右江流域以及国际河流红

河、澜沧江、怒江流域。该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湿润、半

湿润气候区，气候湿润，降水量大，年均降雨量多在 900～

1300 毫米，暴雨集中在春季和夏季，年平均气温多在 10～

22.5℃之间变化。土壤类型以石灰土为主，还有红壤、黄壤

以及紫色土等。生物种类繁多，动植物资源丰富，国家Ⅰ级、

Ⅱ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80多种，有 70 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

稀濒危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银杉、珙桐、秃杉、桫椤等 4 种

属国家Ⅰ级保护野生植物，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 50%。 

沙区也是我国旅游资源的集中分布区，充分体现了祖国

山河的大美和文化的璀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

古人对雄伟、壮观、苍凉大漠风光的生动写照，而不同分布

区域的沙漠景观又各具特色。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的塔

克拉玛干沙漠有“死亡之海”之称，其沙漠浩瀚，无边无际，

特别是盆景般的胡杨景色，无论是气势还是规模均可谓全国

之首；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分布着著名

的风蚀地貌——“魔鬼城”，裸露的石层被狂风雕琢得奇形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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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状，千姿百态，颇具神秘色彩；分布于阿拉善高原中心的

巴丹吉林沙漠受风力作用，沙丘呈现沧海巨浪、巍巍古塔之

奇观，其中的宝日陶勒盖的鸣沙山高达 200多米，峰峦陡峭，

沙脊如刃，沙子下滑时的轰鸣声可响彻数公里，有“世界鸣

沙王国”之美称；位于阿拉善高原东南部的腾格里沙漠分布

着奇异的原生态湖泊——月亮湖，它的形状酷似中国地图，

湖水极具生物净化能力，能迅速改善、恢复自然原生态本色，

沙滩下面是厚达十多米的纯黑沙泥，其质地远超死海的黑

泥，更是天然泥疗宝物；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柴达木盆地腹

地的柴达木沙漠是我国最大的高寒沙漠，分布着被誉为“珍

珠”的“间歇泉”奇观，泉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断，欢快喷涌，

随之冒出的细沙在泉眼周围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分布于

新疆鄯善县及甘肃西部和新疆东南部交界处的库姆塔格沙

漠以我国独有的羽毛状沙丘著称，并有敦煌莫高窟和沙漠奇

观——月牙泉等世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套平原以

南、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其沙漠像一根挂在黄河上的弦

被喻为弓上的弦，浩瀚大漠风光罕见而神奇的响沙景观与蒙

古族的别样风情，使库布其沙漠魅力无限；位于内蒙古西部

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境内的乌兰布和沙漠每当夕阳西下，

麟波闪闪，“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构成一幅瑰丽多姿的

塞上风景画；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与内蒙古巴丹吉林、腾格里、

乌兰布和三大沙漠结合部的河西走廊沙漠苍凉悠远、雄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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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突出了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绵长厚重的历史感；位于大

兴安岭和冀北山地之间三角地带的科尔沁沙地集沙漠、草

原、奇山、怪石、湖泊、原始次生林于一体，著名的红山文

化即发端于此；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和内蒙古自

治区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之间，万里长城从东到西穿过

沙漠南缘，以新月型沙丘和沙丘链为主，被喻为“我国最年

轻的沙漠”，当地的历史名城榆林堪称“塞上名城”；位于我

国内蒙古高原东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景观分为固化沙地阔

叶林景观、固化沙地疏林景观、沙地夏绿灌木丛景观、沙地

禾草木景观、沙地半灌木半蒿类景观及流动沙丘或裸沙景

观，区域内分布的沙地云杉被称为沙漠上的“绿宝石”、“生

物活化石”，不仅创造了沙漠生命的奇迹，还以其不畏严寒、

傲然挺拔的雄姿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中部的呼伦贝尔沙地中的达赉湖，是我国第五大淡水湖，也

是北方第一大湖；高寒沙化土地也称青海共和沙地，有历经

千百年风蚀而形成的雅丹地貌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格尔木

胡杨林；西藏拉萨河谷沙地中神圣的雪山、清澈的湖水和飞

舞的经幡，都是极具特色的藏区沙漠旅游资源。石漠化区域

分布着滇、黔、桂等国际知名喀斯特山水与文化旅游目的地，

旅游资源丰富，种类多、分布广、特色突出，等级和品位高，

是石漠化区域旅游资源重要的富集区，既集聚了山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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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边境风貌、民族风情、长寿养生和红色旅游等特

色旅游资源，还具有适宜旅游的气候条件。 

二、社会经济状况 

沙区、石漠化区聚居着汉、回、蒙、满、维吾尔、哈萨

克、鄂伦春、塔吉克等 45 个民族，总人口约 4.4 亿，是我

国多民族聚居区，同俄罗斯、蒙古等 10 多个国家接壤，国

境线长达 7000 公里，是我国重要的边防区。区域内光热资

源充足，物种资源多样，矿产资源丰富，我国重要的能源、

冶金、重化工基地大都分布于这个地区。由于区域内风沙、

干旱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然灾害频繁，

该区域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此外，农牧业产

量低而不稳，农村第二、三产业不发达，由于缺乏能替代传

统种植业的新型支柱产业，大量农村劳动力依附在瘠薄的土

地上，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增长乏力，人民生活水平低

下，该区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之一。总体来

看，建设区域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科教文卫

事业相对落后，群众生活比较贫困，区域经济对国家沙漠公

园建设的支撑保障能力有限。 



 

11 

三、国家沙漠公园发展情况 

2013 年 8 月 23 日，国家林业局同意在中卫设立“宁夏

沙坡头国家沙漠公园”，该公园为我国首个国家沙漠公园。

该公园建成后，将为宣传沙坡头防沙治沙技术、保护沙坡头

区域沙漠景观、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宣传教育和保存自然文

化遗产起到积极的宣传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2013年，国家林业局下发《关于做好国家沙漠公园建设

试点工作的通知》（林沙发〔2013〕145号）和《国家沙漠公

园试点建设管理办法》（林沙发〔2013〕232号）后，为各地

开展国家沙漠公园建设提出了技术要求和管理规定。至今，

经国家沙漠公园专家评审会审议，国家林业局已批复开展试

点建设的国家沙漠公园 55 个，总面积 29.73 万公顷。已批

复建设的国家沙漠公园涉及 9个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其中宁夏 2个，建设面积 1.21 万公顷；新疆 18 个，建

设面积 16.75万公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个，建设面积 0.20

万公顷；内蒙古 6 个，建设面积 2.44 万公顷；甘肃 9 个，

建设面积 3.22万公顷；青海 8个，建设面积 2.11万公顷；

云南 1个，建设面积 0.04万公顷；陕西 2个，建设面积 1.02

万公顷；辽宁 2 个，建设面积 0.17 万公顷；山西 6 个，建

设面积 2.57 万公顷。详见附表 4。 

为有序开展试点建设，国家林业局要求各有关省（区、

市）林业厅（局）强化对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的指导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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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家沙漠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明确土地权属，做好

土地登记，明晰边线落界。同时，要求健全机构，加强管理，

切实做好沙漠自然景观及林草植被保护工作，保护和修复荒

漠生态系统，不断优化区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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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的总体要求，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坚持保护

为主、适度利用、绿色发展、绿色扶贫的原则，以改善生态、

改善民生为目标，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力度，有效保护和恢

复林草植被，遏制沙化扩展态势，保护和改善荒漠生态系统，

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合理利用沙漠景观资源，增加农牧

民群众收入，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沙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二、建设原则 

沙漠公园和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一样，在森林、湿地和

荒漠三大生态系统中处于相同的重要地位，具有维护荒漠生

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功能。为了加强对沙漠公园建设的指导和

管理，确保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建设工作，规划应遵循以下

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 

充分认识荒漠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反复性，把保护放在

首位，保护好原有的荒漠生态系统，保护好原有的荒漠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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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同时，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

的关系，既通过生态旅游为人们亲近自然、感受自然提供平

台，也将沙漠公园建设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实现绿色扶贫和

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原则。 

国家沙漠公园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组织建设。根据我国

沙化土地空间分布特征、生态环境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等因素，因地制宜地统筹规划辖区内沙漠公园的建设布局、

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向。同时，本规划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等规划相互协调，

地域上不与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重叠，并尊重

承包集体林地的农民意愿，兼顾沙区农牧民生计。先规划后

试点，先设计再建设，一盘棋谋划，一张图实施，科学布局，

有序推进。 

（三）坚持底线思维的原则。 

沙漠公园建设要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适宜

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依托现有自然生态特征，

把自然生态构建成结构合理、功能高效的合理结构。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大自然的人为干扰和损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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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红线的要求，注重走特

色化、集约化、生态化和低碳化的路子。 

（四）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起步的原则。 

针对沙漠公园建设这一新命题，以超前的思维方式对国

家沙漠公园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使沙漠公园建设具有

前瞻性、预见性，在沙漠公园各项建设工程的规划中突出高

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注重严谨求实。  

（五）坚持立足当前、稳步推进原则。 

优先选定一批沙区景观资源丰富、地方政府重视、建设

基础较好的区域，开展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并与国家公

园体系建设相链接。遵循先典型、后精选、稳步推进的科学

发展路径，有步骤、有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国家沙漠公园建

设工作。  

三、规划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 

《国家林业局关于做好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试点工作的

通知》（林沙发〔2013〕145 号）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管理办法》（林沙发〔2013〕

232 号） 

（二）有关规划文件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 

《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 年）》 

《第五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国家林业局  

2015 年 12 月） 

四、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6-2025 年，共 10 年，分为一期

（2016-2020年）和二期（2021-2025年）。 

http://wenku.baidu.com/view/aca972c34028915f804dc29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aca972c34028915f804dc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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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沙漠公园建设，有效保护沙区野生动植物资源、湿

地资源和自然人文资源，修复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大力恢复

林草植被，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荒漠生态系统功能，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产业，不断改善沙区人民群众生活生

产条件，探索荒漠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合

理利用沙区资源，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探索出一条实现沙区生态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之路。到 2025年，重点建设国家沙漠公园 359个，

总面积 142.7万公顷。 

（二）阶段目标 

1．2020 年目标 

将荒漠生态系统典型、区位重要、保护价值突出、面临

威胁严重、生态状况脆弱的沙漠区域优先划建为国家沙漠公

园，初步建立国家沙漠公园网络体系，国家沙漠公园的管理

和运营逐步走入正轨，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生态保护、

科普宣教和合理利用功能初步显现，生态旅游和绿色产业蓬

勃发展。到 2020 年，重点建设国家沙漠公园 170 处，总面

积约 67.6万公顷，约占可治理沙化土地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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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目标 

国家沙漠公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布局结构趋于合理，

有效发挥国家沙漠公园在保护和改善荒漠生态系统中的重

要作用，沙区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初步形

成，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到 2025 年，重点建

设国家沙漠公园 189 个，总面积约 75.1 万公顷，约占可治

理沙化土地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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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范围与布局 

一、建设范围 

按照《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建设范围涉及干旱、半干

旱地区、高寒区域、黄淮海平原半湿润和南方湿润沙化土地

分布区。重点规划区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17 个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共 440 个县（市、区）。本次规划重点建设国家沙漠公

园 359 个，包括已批复建设沙漠公园 55 个，约占全国沙区

地理条件适合开展沙漠公园建设区域的三分之一。鼓励符合

沙漠公园建设条件、地方具有开展试点建设积极性的其他地

区，积极推进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工作。 

在我国西南熔岩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重庆、

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区共有 473 个县（市、区），

分布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具有丰富的荒漠景观资源，该区

域应积极探索建设国家石漠公园。本规划不具体规划石漠公

园的建设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可参照国家沙漠公园的有关管

理规定，成熟一个批复一个，扎实稳步地推进我国石漠公园

试点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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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条件 

建设国家沙漠公园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所在的沙漠生态系统要具有典型性，或者位于全国防

沙治沙的重要区位； 

2．国家沙漠公园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200 公顷，公园中

沙漠土地面积一般应占公园总面积的 60%以上； 

3．区域内水资源能够保证国家沙漠公园生态和其它用

水需求； 

4．在防沙治沙的理论研究和生态学、生物学、地学等

方面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5．自然和人文景观具有一定丰富度、愉悦度、完整度

和奇异度。 

三、分区与布局 

（一）建设分区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11-2020年）》总体布局，综合分析气候特征、区域地貌

特征、沙物质来源、空间分布特征、危害程度、建设能力等

指标，综合考虑防沙治沙的生态、经济、社会功能以及治理

方向的相似性及地域上相对集中连片等因素，借鉴我国现有



 

21 

的地理气候区划、社会经济及行政区划等，区划了三大类型

区，即干旱沙区、半干旱沙区和湿润零星沙区。 

按照突出重点，合理布局，有序推进的建设思路，在三

大类型区的框架内，进一步区划了 17 个重点建设区。 

在干旱沙区中细分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亚区、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亚区、巴丹吉林沙漠亚区、腾格里沙漠亚区、柴达木

盆地沙漠亚区、库姆塔格沙漠亚区、库布其沙漠亚区、乌兰

布和沙漠亚区、河西走廊沙漠亚区 9 个亚区。 

在半干旱沙区中细分为科尔沁沙地亚区、毛乌素沙地亚

区、浑善达克沙地亚区、呼伦贝尔沙地亚区 4个亚区。 

在湿润零星沙区细分为黄淮平原沙化亚区、川滇沙化亚

区、高寒沙化亚区 3 个亚区和其他亚区。 

（二）建设布局 

依据上述思路，重点规划建设国家沙漠公园 359个，其

中已建 55个，拟新建 304 个。 

按类型区分：干旱沙区 163个，半干旱沙区 123个，湿

润零星沙区 73个。 

干旱沙区建设沙漠公园中：塔克拉玛干沙漠亚区 45 个，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亚区 37 个，巴丹吉林沙漠亚区 9 个，腾

格里沙漠亚区 11个，柴达木盆地沙漠亚区 27 个，库姆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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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亚区 22 个，库布其沙漠亚区 4 个，乌兰布和沙漠亚区 6

个，河西走廊沙漠亚区 2 个。 

半干旱沙区建设沙漠公园中：科尔沁沙地亚区 37 个，

毛乌素沙地亚区 62 个，浑善达克沙地亚区 22 个，呼伦贝尔

沙地亚区 2个。 

湿润零星沙区建设沙漠公园中：黄淮平原沙化亚区 52

个，川滇沙化亚区 4 个，高寒沙化亚区 15 个，其他亚区 2

个。详见表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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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国家沙漠公园分区布局表 

单位：个 

序号 类型区 亚区 
合计 

已建 拟建 

数量 数量 

359 55 304 

（一） 干旱沙区   163 37 126 

1   塔克拉玛干沙漠亚区 45 9 36 

2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亚区 37 7 30 

3   巴丹吉林沙漠亚区 9 3 6 

4   腾格里沙漠亚区 11 3 8 

5   柴达木盆地沙漠亚区 27 5 22 

6   库姆塔格沙漠亚区 22 6 16 

7   库布齐沙漠亚区 4 1 3 

8   乌兰布和沙漠亚区 6 2 4 

9   河西走廊沙漠亚区 2   1 

（二） 半干旱沙区   123 13 110 

10   科尔沁沙地亚区 37 4 33 

11   毛乌素沙地亚区 62 9 53 

12   浑善达克沙地亚区 22   22 

13   呼伦贝尔沙地亚区 2   2 

（三） 湿润零星沙区   73 5 68 

14   黄淮平原沙化亚区 52   52 

15   川滇沙化亚区 4   4 

16   高寒沙化亚区 15 3 12 

17   其他亚区 2 2   

  

 

 

 

 

 

 

 

 

 

 



 

24 

表 4-2  国家沙漠公园分省（区、市）布局表 

单位：个 

序号 省（区、市） 合计 已建 拟建 

合计 359  55  304  

1 河北 14    14  

2 山西 29  6  23  

3 内蒙古 47 6 41  

4 辽宁 7  2 5  

5 吉林 15    15  

6 黑龙江 6    6  

7 山东 9    9 

8 河南 43   43 

9 四川 4    4 

10 云南 1  1   

11 陕西 15  2  13  

12 甘肃 20  9 11  

13 青海 42  8  34  

14 宁夏 11  2 9  

15 新疆 77 18 59 

1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  1 18 

 

1．干旱沙区 

该区主要位于我国干旱区（包括极端干旱区），地理区

域位于贺兰山以西、祁连山和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行政

范围包括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及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区的

132 个县（市、区、旗）。区域沙化土地面积 108.4万平方公

里，其中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17.16 万平方公里。分布有塔

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柴达木盆地、库姆塔格、巴丹吉

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八大沙漠及河西走廊沙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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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植被稀少，年降水量多在 200 毫

米以下，沙漠浩瀚、戈壁广布，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天然植

被破坏后难以恢复，人工造林必须在灌溉条件下才有可能成

活。该区水资源贫乏，水系多为内陆水系，依水分布的小面

积绿洲是当地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区域。 

该区共布局 163个沙漠公园，其中已建 37个，新建 126

个。 

（1） 塔克拉玛干沙漠亚区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第一大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

动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

四面为高山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充满了奇幻和神秘的色

彩，在世界各大沙漠中，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最神秘、最具有

诱惑力的一个。塔克拉玛干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古丝绸之

路途经塔克拉玛干的整个南端，许多考古资料说明，沙漠静

默着诸多曾经有过的繁荣，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遗产。 

①范围及现状 

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行政范围包括新疆巴州、和

田、喀什、阿克苏、哈密等地（市、州）的 34个县（市）。

沙漠面积 33.76万平方公里，受人为干扰形成的沙化土地约

28.27万平方公里。盆地海拔 1000～1500米，气候温暖干旱，

降水稀少，年均降水量不足 100毫米，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

之一。区域内无植被的裸露流动沙丘和沙山较多，绿洲仅沿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3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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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边缘和河流两岸分布。人类强烈的经济活动影响了沙漠

化的发展，使之呈现出沙漠化与绿洲化对立发展的显著特

点，沙漠化问题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反馈影响越来越强烈。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沙地貌复杂，以流动复合型新月形沙丘、复合新月型

沙丘链及高大复合型沙垄为主体，绿洲带状分布其间，深受

流沙威胁；水资源过度利用，河水干涸，促使沙化土地仍呈

扩展趋势；缺乏对河流水资源利用的全面规划，大量的低效

用水导致湿地萎缩、河岸沙漠生态林面积缩减；绿洲地区土

地盐渍化严重；交通线路、工矿区沙害防治形势严峻。 

③发展方向 

依托公路、铁路干线等线形防沙治沙工程，建立沙漠公

园与宣教基地；构建一批以绿洲、湿地、草场保护与合理利

用为特点的沙害防治典型示范基地；合理规划与科学规划水

资源利用，封育保护河岸沙漠生态景观林，形成沙漠特色植

物保护公园；采用低生态用水的低覆盖度治沙理念，提高水

分利用效率，依靠塔里木盆地天山南坡和昆仑山北坡的水

系，发展高效的生态经济型绿色产业，结合沙、水和草资源

建设沙漠公园，保护性地利用沙漠旅游资源。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45 个国家沙漠公园，其中已建 9 个，新建

3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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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亚区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我国最大的

固定、半固定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冬季有较多积雪，

融雪后，春季开花的短命植物群落最引人瞩目，冬季的雪景、

春季的鲜花、夏季的绿灌都各有特色。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

具有独特的风蚀景观，经过亿万年岁月，由于风雨剥蚀，地

面形成深浅不一的沟谷，高低错落的山丘，裸露的石层被狂

风雕琢得奇形怪状，千姿百态；同时在起伏的山坡上，布满

着血红、湛蓝、洁白、橙黄等各色石子，宛如魔女遗珠，更

增添神秘色彩。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被评为中国最美五大

沙漠之一。 

①范围及现状 

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行政范围包括乌鲁木齐、阿勒泰、

昌吉、塔城等地（市、州）的 36 个县（市）。面积 4.88 万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 11.80万平方公里，其中可治理沙

化土地面积 5.78万平方公里。该区海拔 300～500米，降水

为冬雪型，冬季常有 30 厘米左右的积雪覆盖，覆盖时间长

达 3 个月之久，冬季经常性的西北寒冷气流入侵加之盆地的

冷湖效益，使沙漠区形成深厚的季节性冻土，最大冻土深度

达 170厘米以上，所以，该沙漠的积雪与冻土融水对沙区植

物存活与再生起到了重要作用；水文特征由山地产生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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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盆地中心汇流形成向心水系，地下水主要是山麓侧向渗透

补给和平原降雨与积雪入渗补给。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频繁的人类活动破坏了植被，使固定沙丘活化、土地沙

漠化日趋严重；绿洲生态系统结构单一，易受自然与人为活

动干扰而使绿洲功能下降；沙漠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植被受

损严重；水资源利用不尽合理，沿河绿洲、湿地及河岸植被

功能下降。 

③发展方向 

以沙漠植被保护为主导，以典型生态经济型绿洲建设为

抓手，禁止过度放牧，建立科学合理的轮牧与舍饲等制度，

禁樵，结合河流、湖泊等水源点或水源地建立沙漠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37 个国家沙漠公园，其中已建 7 个，新建

30 个。 

（3）巴丹吉林沙漠亚区 

巴丹吉林沙漠是我国第三大沙漠，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也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沙漠，其中巴彦淖尔、吉诃德沙山是世

界上最高的沙山。高耸入云的沙山，神秘莫测的鸣沙，静谧

的湖泊、湿地，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独特的迷人景观，奇峰、

鸣沙、湖泊、神泉、寺庙堪称巴丹吉林“五绝”。沙漠东部

和西南边沿，生动记录狩猎和畜牧生活的曼德拉山岩画，被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1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1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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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美术世界的活化石”。 巴丹吉林沙漠每年吸引了上万

名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①范围及现状 

巴丹吉林沙漠分布于阿拉善高原中心，其地理位置大概

为弱水东岸的古日乃湖以东，宗乃山和雅布赖山以西，拐子

湖以南，北大山以北的地区，共 11 个旗（县、区）。面积 4.92

万平方公里。沙丘以高大的复合、复杂沙丘形态为主，一般

高在 200～300 米之间，最高可达 500 米以上。丘间地有不

少永久性湖泊分布，面积一般小于 1 平方公里，最大湖泊面

积 1.45平方公里，最大深度 16米左右。该沙漠受蒙古高气

压带控制，主要呈现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

季酷热、春秋两季短，年降水量大约 40～120毫米之间，且

从东向西降水量和相对湿度逐渐减少；年、日温差大，日照

强烈，终年盛行西北风和西风。由于降水稀少，地表径流不

发育，弱水为沙漠内部的唯一河流。巴丹吉林沙漠高大的沙

山之间分布有众多的湖盆，特别是中南部及东南部一些湖

泊，其周边分布有平坦的草滩，是当地极少的可作为牧业利

用的草地。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气候干旱、沙丘高大，治理相对困难；流沙前移威胁绿

洲生态文明与古代文明遗迹、遗址；上中下游水资源合理调



 

30 

配不尽合理，影响沿河沙漠植被生长；湿地面临萎缩窘境、

湖盆干涸，成为沙尘策源之所。 

③发展方向 

该亚区沙丘最为高大，类型多样，形态各异，美丽多姿，

旅游地貌景观丰富；沙漠内部湖泊众多，庙宇古老而富集，

古代文明遗址散布。为此，依托丰富的沙、山、水、湖、草

等自然景观要素和庙宇、古城、高科技等人文景观要素及现

有沙漠科技园区，打造集自然资源保护与古代文明传承于一

体的沙漠公园景观与宣教示范基地。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9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3 个，新建 6

个。内蒙古布局 3 个，均为新建；甘肃布局 6个，包括已建

3 个，新建 3个。 

（4）腾格里沙漠亚区 

腾格里沙漠是我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蒙古语为天，意

为茫茫流沙如渺无边际的天空。沙漠内部有沙丘、湖盆、草

滩、山地、残丘及平原等交错分布，以流动沙丘为主，大多

为格状沙丘链及新月形沙丘链，高度多在 10～20 米之间，

有湖盆约 400多个，半数有积水，为干涸或退缩的残留湖。

腾格里沙漠的旅游发展比较成熟，沙漠野餐、沙漠露营、观

星赏月、沙漠找水，探访沙漠游牧民族，游览沙漠“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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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湖”以及观赏古代岩画等，都是漫游腾格里沙漠的“特

色菜”，每年吸引了上万名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探险。 

①范围及现状 

腾格里沙漠东界贺兰山，东南角分布到黄河边，西北以

雅布赖山与巴丹吉林沙漠隔断，南侧为祁连山。占据阿拉善

高原东南部，共 9 个旗（县、市、区）。面积 4.27 万平方公

里，主要由流动沙丘、半固定沙丘和固定沙丘组成。在干旱

气候长期作用下，古代湖盆至今已被分割成 400多个很小的

时令湖，有的经长期发展演变为盐湖，使腾格里沙漠成为我

国沙漠中湖泊最多的沙漠。气候以干旱多风、温差变化大为

特点，降雨量从东南向北西逐渐减少，沙坡头地区年均降雨

量 186.6 毫米，巴彦浩特年降雨量 120毫米，民勤县降雨量

约 101.7 毫米，降雨集中在 5-9月，雨热同期，有利于植物

的生长。植被以半荒漠和荒漠植被类型为主，以矮小的灌木

和半灌木为主要代表植物，由于生态条件不同，大体可分为

沙生植被及湿生植被两大系列。腾格里沙漠总体景观有以下

特点，从贺兰山到腾格里沙漠自然景观有明显的地带性变

化；沙漠内部沙丘、湖盆、山地、残丘及平原等交错分布；

除北部及西南部外，沙漠内部广泛分布有湖盆，大小湖盆达

422 个之多。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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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威胁交通线路、工矿场区严重；沙尘暴时常发生；

水资源利用不尽合理，植被衰退，绿洲面临危机。沙丘形态

复杂多样，流沙入黄增加河流泥沙，危及黄河及沿线绿洲安

全。 

③发展方向 

   利用该亚区为固定、半固定沙丘、湖盆及山地、残丘分

隔、湖盆众多的优势，构建以沙地治理为典型的示范性沙漠

公园；沿黄灌溉绿洲产业发达，以现有治沙科研和生产单位

的科研、生产基地为支撑，辐射扩展示范性宣教基地与沙生

植物公园、沙漠治理示范样板；保护现有独特的沙漠植被和

湖盆周边的草场，利用不同的沙漠植被景观，建立湿地、湖

盆保护型沙漠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11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3个，新建 8

个。其中内蒙古布局 5个，均为新建；甘肃布局 4 个，包括

已建 2个，新建 2 个；宁夏布局 2 个，包括已建 1 个，新建

1 个。 

（5）柴达木盆地沙漠亚区 

柴达木沙漠是中国第五大沙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沙漠，境内沙丘、戈壁、盐湖、盐土平原交错分布。晴天丽

日下的青海柴达木沙漠戈壁常常出现“海市蜃楼”奇观。戈

壁滩上的沙丘在阳光和浮云的作用下不断变幻着颜色，周围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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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粼粼的湖水”中的倒影若隐若现、瞬息万变。柴达木

盆地主要旅游资源有察尔汗盐湖及“万丈盐桥”、南八仙、

大风山一带的雅丹地区、德令哈柏瀑布、达布旦温泉、达布

逊湖“湖中湖”、茶卡柯柯盐湖、巴隆国际狩猎场等，还有

新兴的城镇和绿洲。柴达木盆地沙漠是开展“万丈盐桥”、“戈

壁沙漠”、“雅丹地貌”、“绿州农业”观光体验、狩猎和民俗

考察等旅游活动的好地方。 

①范围及现状 

该区位于青海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最大

的高寒沙漠。该区包括 11个县（市、行委），区域海拔 2500～

3000 米，沙化土地面积 9.49 万平方公里，其中可治理沙化

土地面积 1.38万平方公里。该区年均降水量 50～300 毫米，

夏凉冬寒，降水稀少，日照丰富，风大且多。风蚀地、沙丘、

戈壁、盐湖和盐土平原交错分布，植被稀少，东部为沙漠草

原，西部为干旱沙漠。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气候干寒，生长季节短暂，植被生长缓慢，受损植被恢

复困难；盐渍沙漠化严重；风沙与冻融沙漠化并存，土地沙

化和水土流失严重。 

③发展方向 

风蚀劣地（雅丹）、沙丘、戈壁、盐湖和红柳沙堆交错

分布成为独特的旅游资源，适宜建立多层次多要素的沙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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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沿湖沙地景观独特，鸟类资源丰富，农、林、牧景观丰

富多样，高原特性明显，可建立以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

的生态旅游沙漠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27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5 个，新建

22 个。 

（6）库姆塔格沙漠亚区 

库姆塔格沙漠被称为中国第六大沙漠，是我国自然条件

最为严酷的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具有典型的雅丹、风棱石、

风蚀坑等风蚀地貌和羽毛状、格状、新月形等沙丘类型，库

姆塔格沙漠沙丘形态分布呈扫帚状，并以我国独有的羽毛状

沙丘著称。库姆塔格沙漠的南缘就是唐代连通沙州（敦煌）

和西州（吐鲁番）的古丝绸之路的另一通道大海道。因为环

境艰苦、道路险远，唐代称库姆塔格沙漠为“大患鬼魅碛”，

大海道也因此而成为丝绸古道中最为神秘和艰辛的险途，至

今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中外探险者。

库姆塔格沙漠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旅游探险最具潜力的区

域之一。 

①范围及现状 

库姆塔格沙漠，东西长 280公里，南北宽 120公里，面

积约 2万平方公里。该区包括 11个县（市）。区内降雨极少，

风大沙大，沙丘运动为慢速移动沙山类型。库姆塔格沙漠现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61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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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水系由发源于阿尔金山、祁连山和北山山地并沿南北向沟

谷下泄的多条河流（沟）以及泉、沼泽和湖泊等组成，分属

河西走廊－阿拉善内流区（疏勒河水系）和塔里木内流区（罗

布泊），前者包括党河、西土沟、崔木土沟、多坝沟、小多

坝沟、八龙沟等，后者包括梭梭沟、厄格孜萨依（小泉沟）、

恰什坎萨依（红柳沟）等。 

库姆塔格沙漠由于毗邻罗布泊和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地

带，风沙地貌由东北向西南分异明显，沙漠西南高而东北低，

沙丘类型复杂，形态独特，沙漠北缘是著名的阿奇克谷地，

可以直通罗布泊。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大沙大，流沙广布；上下游用水规划不合理，区内缺

少地表径流，水资源匮乏；下游湖泊湿地面积锐减，沙漠扩

张强烈，敦煌绿洲深受威胁。 

③发展方向 

利用该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原始的地质地貌景观与

风沙地貌发达、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汇、文化遗产众多的

特点，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利用现有繁多的自然、人类文

化遗产，从提高水分利用价值出发，发展保护型、探险型的

生态旅游业。 

④沙漠公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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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共布局 22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6 个，新建

16 个。新疆布局 13 个，包括已建 3 个，新建 10个；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1个，为新建；甘肃布局 8个，包括已建 3个，

新建 5个。 

（7）库布其沙漠亚区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也是距北京最近的沙

漠。库布其沙漠景观壮美，风光独特。库布其的特大响沙带

堪称天下一绝，在干燥条件下，沙子只要受到外界触动就会

发出一种像飞机掠顶而过的“嗡嗡嗡”的轰鸣声，四季皆响，

十分奇妙；沙漠中美丽的七星湖景区碧波荡漾，在滚滚黄沙

中倒映出澄净的天空，动人心魄。库布其沙漠，具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阿善文化及其之后的永兴店文化，大

口二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遗址很多。库布其沙漠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治沙成效显著，涌现出王国香、王文彪等英模，

荣获 2015 年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颁发的土地生

命奖。 

①范围及现状 

库布其沙漠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套平原以南，鄂尔多斯高

原的北部边缘地带，呈狭长带状分布。该区包括 7个区（旗）。

库布其沙漠自西向东延伸长达 400 公里，面积 1.61 万平方

公里，在自然地带上除东部达拉特旗的一部分属于典型草原

地带外，绝大部分属于草原化荒漠地带。位于鄂尔多斯台地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891/1402213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93/69710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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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边缘的黄河阶地上，海拔高度 1000～1400 米，地势由

北向南呈阶梯状抬升。源于鄂尔多斯高台地上的河流，有著

名的十大季节性河谷横穿沙漠。沙漠西段降水量 280 毫米以

下，大部分地区在 200毫米左右，中段年降水 310 毫米，东

段年降水 350～400 毫米。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流沙广布，扩张迅速；流沙与黄土丘陵镶嵌分布，水土

流失与风沙侵蚀并存；入黄风沙影响河道安全；沿黄地区土

地盐渍化严重。 

③发展方向 

依托该区的自然湖盆、黄河尾闾湖、牛轭湖景观及神光

响沙、响沙湾、银肯响沙等自然资源，建立生态旅游型、生

态探险型沙漠公园；利用沙区光热优势与黄河灌溉优势，建

立知识密集型沙产业示范基地与科教宣传基地；依靠复杂多

样的多层次生态系统和过渡型气候、土壤、植被特点，建立

沙漠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目前该区已批复建立内蒙古库布

其七星湖国家沙漠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4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1 个，新建 3

个。 

（8）乌兰布和沙漠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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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最小的沙漠。乌兰布和是蒙古语红

色公牛之意。该区域历史上曾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将

军塞外游，杏花撒满头”的绿荫冉冉的富庶草原。乌兰布和

沙漠部分与黄河漠水相连，每当夕阳西下，麟波闪闪，“长

河落日”、“大漠孤烟”，构成一幅瑰丽多姿的塞上风景画。

乌兰布和沙漠日照充足，湖池广布，是开展沙漠考察、观光、

骑骆驼等旅游项目的理想场所。 

①范围及现状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延伸到狼山脚下，东依黄河与鄂尔多

斯隔河相望，东北接河套平原，南止乌吉铁路，行政归属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包括 5 个县（旗）。乌兰布和

沙漠属于荒漠边缘地带，总面积为 0.99 万平方公里。该沙

漠地处我国西部荒漠东缘，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 148.6

毫米。沙漠东部的温差大，光热资源丰富，又有黄河灌溉条

件，利于瓜果、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生长。乌兰布和沙漠的地

带性植被为草原化荒漠植被，地带性土壤为灰漠土，沙漠中

段与南段沙丘密集。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绿洲寓于沙漠之中，易受沙漠侵袭；绿洲濒临黄河，有

灌溉之利，但土地次生盐渍化较为普遍；新建绿洲易引起沙

丘活化；沿黄一线风沙侵袭严重，风沙入黄成为常态，危及

河道与沿线绿洲安全。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2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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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发展方向 

利用沿黄灌溉便利、沙漠地区光热资源丰富的优越条

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防沙治沙示范基地与科教基地；沿

黄湿地众多，保护现有独特的沙漠植被和湖盆周边的草场，

利用不同的沙漠植被景观，建立湖泊湿地保护型沙漠公园；

以现有治沙科研和生产单位的科研、生产基地为支撑，辐射

扩展示范性宣教基地与沙生植物公园、沙漠治理典型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6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2 个，新建 4

个。 

（9）河西走廊沙漠亚区 

河西走廊沙漠是我国重要的沙尘源区和沙尘暴路径区。

河西走廊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的历

史文化源远流长，名胜古迹灿若星河，这里留存了大量石窟

群被人们称为“石窟艺术走廊”。河西走廊历代均为中国东

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古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穿过河西

走廊，因此成为古丝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非欧三大洲的

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积淀下

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河西走廊沙漠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发展沙漠公园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条件。 

①范围及现状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347/122526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067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067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9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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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沙漠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与内蒙古巴丹吉林、腾

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结合部，包括疏勒河流域、黑河流

域、石羊河流域三大流域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中西部地区

的 8 个区（县），沙化土地面积 33.73 万平方公里，其中可

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5.96 万平方公里。该区气候干旱，风大

沙多，年均降水量 30～300毫米，河西地区地处我国温带荒

漠，除南部山地中高山以上地段有森林草原分布外，绝大部

分为荒漠，其类型繁多，戈壁、沙漠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河

西走廊荒漠化土地分为四大类，沙漠沙丘、风蚀地、盐碱地、

水蚀地，各类荒漠化土地面积 503 万公顷。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类活动频繁，不合理利用资源使得荒漠化扩展；水资

源利用不合理，超负荷运行；绿洲植被衰退，生产力与生态

功能下降。 

③发展方向 

依托干旱荒漠景观与天然草场，发展高原草地生态旅

游；依靠现有绿洲沙产业，辐射带动防沙治沙基地建设与沙

生植物保护公园；依托现有科技园区、科技生产单位，在已

经建立的众多荒漠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基础上，开发风能、

光能等清洁能源，发展高水分利用附加值的沙产业，形成沙

漠产能、沙产业与保护地相结合的沙漠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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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共布局 2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1 个，新建 1

个。 

2．半干旱沙区 

该区位于贺兰山以东、长城沿线以北，以及东北平原西

部地区，区内分布有浑善达克、呼伦贝尔、科尔沁和毛乌素

四大沙地。行政范围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

西、甘肃和宁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38个县（市、

区、旗）。区域沙化土地面积 2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可治理

沙化土地面积 10 多万平方公里。该区东南部降雨量为 400

毫米左右，西北部仅 200 毫米左右，冬春干旱多风，是造成

华北及东北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源区之一。区域内地表和地

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天然与人工植被均可在自然降水条件下

生长和恢复。 

该区共布局 123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13 个，新

建 110个。 

（10）科尔沁沙地亚区 

科尔沁沙地是中国最大的沙地，也是离海洋最近的沙

地，受湿润气流的影响，科尔沁历史上水草丰美，随着时代

的变迁、人类活动频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那诗情画意般的场景，已演变为历史，曾号称“平地

松林八百里”的赤峰以北而今已成茫茫沙地。科尔沁历史悠

http://baike.baidu.com/view/6113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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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文化源远流长。目前尚存的名胜古迹有辽代古城、金代

界壕、科尔沁十旗会盟地旧址和庙宇、佛塔等等。科尔沁地

域辽阔，风景优美，资源丰富,科尔沁沙地具有多样化的地

貌特征和蒙古民族传统民俗文化，集沙漠、草原、奇山、怪

石、湖泊、原始次生林于一体，著名的红山文化即发端于此，

科尔沁沙地无论从自然还是人文的角度，都具有极其丰厚的

旅游资源。 

①范围及现状 

科尔沁沙地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和冀北山地之间的三角

地带，包括科尔沁沙地和松嫩平原地区的沙地，是我国沙区

人口密度最大，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半农半牧区。行政范

围涉及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自治区）的 54

个县（市、区、旗）。沙化土地面积 4.11万平方公里，其中

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4.09 万平方公里。区域年均降水量

300～400毫米。水热条件较好。地势起伏开阔、南北高、中

间低，海拔 120～800 米。地貌结构差异较大，南边属赤峰

山地的山前黄土丘陵台地，中部是西辽河洪积-冲积平原，

北部为大兴安岭山前倾斜平原，由于沙漠化的强烈发展，地

表已呈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流动沙地和甸子地交错分布

的地貌景观。本区虽降水不足，但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丰富，

全区年均水资源总量约 124亿立方米。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

较浅，埋深仅 1～3 米，开采容易。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3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3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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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口密度大，对沙地干扰严重，易使沙地活化；植被受

损严重，沙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流沙扩张；沙地扩张明显，

坨甸景观交错，甸子地呈盐渍之势；农牧交错分布，大量开

垦利用地下水资源，导致地面河流断流、湖泊消失，出现了

极端干旱年份导致大面积植被衰退的潜在危机，防沙治沙成

果不易保存。 

③发展方向 

依托沙地、疏林、草原自然景观，构建以自然保护为主

题的沙地疏林保护区或公园；以区内古代文明与遗址、寺庙、

民风民俗、影视基地为主线，建立以沙地人文景观为特色的

主题公园；以沙地特有动植物为主体，建立保护观赏型沙地

植物园；以现有科研单位、生产单位为依托，大力推广低生

态用水的低覆盖度防沙治沙技术，让尽可能多地降水补给地

下水，建立科技示范基地与宣教基地。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37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4 个，新建

33 个。内蒙古布局 9 个，包括已建 2 个，新建 7个；吉林布

局 15 个，均为新建；黑龙江布局 6 个，均为新建；辽宁布

局 7 个，包括已建 2 个，新建 5个。 

（11）毛乌素沙地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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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万里长城从东到西穿

过沙漠南缘，被喻为“我国最年轻的沙漠”。毛乌素沙地是

我国水分条件最好的沙地，据考证，古时候这片地区水草肥

美，风光宜人，是很好的牧场。后来由于不合理开垦、气候

变迁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大约自唐代开始有积沙，

至明清时已形成茫茫大漠。毛乌素沙地及其周边地区文物古

迹星罗棋布，有大大小小的古遗址、古城堡、古庙建筑 100

多处，先后涌现出大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西夏王朝建立者

李继迁、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等一批有重要影

响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特别是近几年毛乌素沙

地治理在我国防沙治沙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效显

著，涌现出王有德、牛玉琴、石光银、殷玉珍、白春兰等治

沙英模。 

①范围及现状 

毛乌素沙地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行政范围

包括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和山西北部等。共有 44 个

县（市、区、旗）。沙化土地面积 11.97 万平方公里，其中

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7.44 万平方公里。该区地处温带干草

原向荒漠的过渡地带，流沙和固定半固定沙丘相互交错呈

现。海拔 1000～1500米左右，年均降水量 300～500 毫米，

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毛乌素沙地地表径流量达 14

亿立方米，靠近陕北的东南部有若干河流汇入黄河，主要有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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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河、秃尾河、窟野河等，可利用的水量约 4亿立方米，

内陆河以定边境内的八里河和神木境内的注入红碱淖尔的

蟒盖河、气盖素河、尔林兔河、前庙河为代表。毛乌素沙地

西北部边缘具有荒漠化草原向草原化荒漠过渡的特征，而沙

地的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则属典型草原地带，其东南边

缘则具有典型草原向森林草原过渡的特征。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面积开采地下资源，地表植被破坏严重，沙化扩张明

显；区域内水资源分布不均，利用不合理；水土流失与风沙

灾害并存，沙尘暴时有发生。 

③发展方向 

以工矿企业为防沙治沙工程重点，形成流动沙丘植被恢

复技术集成示范区；利用沙地河流众多、沙地独特的光热资

源，形成高附加值的沙地果业生产基地与采摘型休闲基地；

结合区域内科研单位、生产技术单位较多的特点，建立多个

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宣教基地。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62 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9 个，新建

53 个。其中，山西 29 个，包括已建 6 个，新建 23个；内蒙

古布局 10个，包括已建 1 个，新建 9 个；陕西布局 14 个，

包括已建 1个，新建 13个；宁夏布局 9个，包括已建 1个，

新建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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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浑善达克沙地亚区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距北京直线距离

180 千米，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浑善达克沙地是中国著名

的有水沙漠，在沙地中分布着众多的小湖、水泡子和沙泉，

泉水从沙地中冒出，汇集入小河。浑善达克沙地水草丰美，

景观奇特，风光秀丽，有人称它为“塞外江南”，也有人称

它为“花园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的沙丘间多生以沙榆为主

的乔灌木和多种草本植物，沙地东北缘生长的沙地云杉，是

世界同类地区尚未发现的稀有树种，被称为“生物基因库”

和“活化石”。浑善达克沙地内部地形多变，路况复杂，沙

丘，泥地，河流湖泊众多，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民风淳朴，

风景壮美，是开展沙漠旅游的理想区域。 

①范围及现状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我国内蒙古高原东南部，行政区划包

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和赤峰西北部及河北北部，地貌

区划处于内蒙古北部干燥剥蚀高平原、北东向大兴安岭山地

和东南向阴山山地三者的交汇部位。该区包括 26个县（区、

市、旗），区域总面积约 5.48 万平方公里。生物气候带主要

是半干旱干草原带，西北部向干旱荒漠草原转变，东南部向

半湿润森林灌木草原递变。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寒冷、

风大、少雨、干旱；东、西部水分条件相差较大，西部水量

较少，东部水资源丰富；因受东南季风影响，降水量自东向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5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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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递减，东南部年降水 350～400毫米，西北部为 100～200

毫米。沙地河流较多，东南部有滦河上游的闪电河及其支流，

如公格尔音郭勒河，锡林河、高格斯台河等。中西部多季节

性河流和流入沙地湖泊或渗入沙地的内流河；沙地中湖泊相

当发育，约有 110 余个，东部为淡水湖，西部多为盐碱湖。

东部地下水丰富，一般埋深 1～3 米，或呈泉水出露，合理

利用潜力较大；西部地下水缺乏，水质欠佳。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草地超载过度放牧，草场退化沙化严重；农牧交错分布，

防沙治沙成果保存较难；风大沙多，沙尘暴时有发生，危及

区域及京津生态安全；风沙、风雪与水土流失灾害并存，加

剧沙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 

③发展方向 

建立以季节性封育、人工草地、日光温棚、太阳能畜圈

等技术为一体的防沙治沙科技示范、科普与宣教基地；以沙

漠为主线，集草场、沙漠、榆树疏林于一体，建立沙地疏林

草地保护型沙漠公园与保护区；以区内湖泊、河流为主体，

以环湖、沿河沙地及植被为主线，建立生态观光型、生态探

险型、生态休闲型多功能沙漠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建 22 个，其中河北 14 个、内蒙古 8 个国家沙漠

公园，均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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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呼伦贝尔沙地亚区 

呼伦贝尔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年轻的

沙地。呼伦贝尔沙地大多分布在冲积、湖积平原上，主要集

中在海拉尔河南部，大部分为平缓沙地。呼伦贝尔草原曾是

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长期以来，由于超载过牧、滥垦滥挖

以及气候变迁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造成草原生态系统严重失

调，草场退化沙化，最终在其核心区形成了呼伦贝尔沙地。

这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巴尔虎草原、额尔古纳湿地、边

城满洲里、成吉思汗部落发源地室韦、沙地樟子松故乡红花

尔基等等，具有开展建设沙漠公园的自然条件和旅游资源。 

①范围及现状 

呼伦贝尔沙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部，行政范围涉

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 14个旗（市、区）。沙化土地面积 1.28

万平方公里，其中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1.28 万平方公里。

该区域海拔 600～800 米，冬季寒冷，无霜期短。年均降水

量 250～400 毫米，水分条件相对较好。以固定、半固定沙

丘为主，大部分分布在冲积-湖积平原上，沙丘间普遍分布

有广阔的低平地，曾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呼伦湖和贝尔

湖是我国和蒙古国边境地区著名的两个湖泊，附近植被茂

密，以草甸化草原为主，是我国著名的天然草场，呼伦贝尔

沙地在草原上零星分布。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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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及城镇周围沙化扩展明显，危及生态安全；区域内

存在过牧、过垦现象，导致沙化扩张。 

③发展方向 

结合草场与植被保护，构建保护型沙地草场生态旅游公

园；依托呼伦湖和贝尔湖及沿湖自然景观，建立自然观光型

沙漠公园；结合现代畜牧业发展，建立集现代畜牧业技术示

范、生态旅游、科教于一体的多功能沙地生态牧场。依托沙

地特有植被建立沙地植物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在内蒙古布局 2个国家沙漠公园，均为新建。 

3．湿润零星沙区 

湿润零星沙区主要包括黄河故道及黄泛区沙化土地分

布面积大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省；四川西北部和云南

部分地区；青海高寒沙区，共 170 个县。区域沙化土地面积

约 2000 万公顷，其中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约 180 万公顷。

该区共布局 73个国家沙漠公园，包括已建 5个，新建 68个。 

按照《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划定的沙化土地范围，在北

京、天津的部分区域，西藏高寒荒漠地区，沿海、沿湖等地

也分布有大量零星沙地，本规划对上述地区未做统一的发展

规划，这些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和条件，积极开展国

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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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淮平原沙化亚区 

黄淮平原沙化区是我国北方地区人口、产业和城镇密集

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黄

淮海地区各类资源储量大，而且邻近交通线和消费地，建设

条件优越，资源综合利用潜力大，发展前景广阔。黄淮海地

区山、海、河、湖、泉兼有，自然风光优美，人文胜迹荟萃，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①范围及现状 

本区处于黄淮海平原的南部，由黄河、淮河冲积而成。

行政范围涉及河南豫东豫北、山东鲁西南、安徽淮北和江苏

徐淮地区的 114 个县。沙化土地面积 2.06 万平方公里，均

为可治理沙化土地。地势坦荡平坦，由于河流改道、决口，

形成许多洼地、盐碱地和沙丘、沙堤。年降雨量 600～900

毫米，属半湿润季风气候。沙化形式包括：黄泛沙区、沿海

沙区、沿河沙区。 

②存在问题 

人口密度大，生产压力大，沙地垦殖率高，但季节性风

沙危害严重；风沙与水土流失并存；沿黄风沙危及灌溉农业

发展；河道清淤泥沙堆积占地，易形成新的风沙地与风沙源。 

③发展方向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3174/393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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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故道、黄泛平原风沙区为主线，建立防沙治沙科

技示范园区或公园；建立以防护林、景观林、经济林果于一

体的多功能沙地合理利用型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52 个沙漠公园，其中，山东 9 个，河南 43

个，均为新建。 

（15）川滇沙化亚区 

川滇地区草原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十分严重。该

区域生态破坏容易、恢复难度较大，生态建设措施单一，是

我国沙化土地治理难度较大的区域之一。通过开展国家沙漠

公园建设，促进区域生态保护，防止土地沙化扩展，是该区

域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川滇地区也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为丰富

的地区，这里自然风光优美，人文胜迹荟萃，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具有建设国家沙漠公园独特的自然和人文优势。 

①范围及现状 

本区行政范围包括四川省甘孜州的 19 个县和云南省部

分地区。四川省沙化土地集中分布在川西北地区，川西北沙

化土地总面积为 82.19 万公顷。近 15 年来，沙化面积扩大

很快，年均增加 1.19 万公顷。甘孜州、阿坝州是四川省沙

化主要集中分布地区，其中甘孜州沙化土地面积 64.96万公

顷，占川西北沙化土地面积的 71.09%，占全州国土面积的

4.26%，涉及全州 18 个县 186个乡 19 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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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存在的主存问题 

生态环境较脆弱，植被破坏后极难恢复；地表水资源干

涸，湿地萎缩，沙地扩张。 

③发展方向：发展高原沙地、草地为一体的自然保护型

公园、生态旅游型公园。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布局 4个国家沙漠公园，均为新建。 

（16）高寒沙化亚区 

高寒沙化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它是我国最大、世界

海拔最高的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中华水塔。青藏高原以

其独特的藏文化等人文和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是科学探险、

考察和生态旅游的胜地。位于青藏高原地区形形色色的自然

资源保护区，又是世界屋脊上生态环境最奇特、生物资源最

丰富的自然资源宝库，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是开展国家公

园建设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的理想区域。 

①范围及现状 

该区主要位于青海省，涉及 7个县。青海全省荒漠化土

地面积 1917 万公顷，占青海省国土总面积的 26.63%。其中

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1302 万公顷，水蚀荒漠化土地面积

为 290万公顷。在青海省的荒漠化土地中，轻度荒漠化土地

为 97 万公顷，中度荒漠化面积为 551 万公顷，重度荒漠化

面积为 505万公顷，极重度荒漠化面积为 764万公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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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化土地面积为 1256 万公顷，流动沙地 129 万公顷、半固

定沙地 110万公顷，固定沙地 112 万公顷，露沙地 206万公

顷，风蚀劣地 386 万公顷，戈壁 313 万公顷。 

②存在的主要问题 

气候干旱寒冷，植被破坏后恢复困难；荒漠化以中、重

度为主，发展快，危害重；流沙、戈壁、风蚀劣地等风蚀地

貌丰富，危及生态安全。 

③发展方向 

发展高原自然资源保护型沙漠公园；建设风沙地貌生态

探险型、生态观光型旅游公园；依托科研单位、生产单位，

建立防沙治沙科技示范基地与宣教基地。 

④沙漠公园布局 

该区共在青海布局 15 个国家沙漠公园，其中已建 3 个，

新建 12个。 

（17）其他亚区 

湿润零星沙区的其他区域包括 2个县。该区布局 2 个沙

漠公园，包括陕西和云南各 1个，均为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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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建设内容 

一、资源保护 

（一）保护目标 

通过科学的生物和工程措施，加强对沙漠公园内典型的

沙漠生态系统、丰富的沙漠生物多样性及具有明显的沙漠生

态特征的景观资源分布区域进行保护，巩固建设成果，遏制

沙化扩展，提高国家沙漠公园的生态功能，使沙漠生态系统

进入良性循环与自然演替，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保护措施 

1．建立保护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沙漠公园管理体系，形成全方位、强有力、运

转灵活、高效有序的沙漠公园保护管理网络，并加强保护管

理机构能力建设。 

2．加强巡护管理 

根据沙漠公园自然资源的分布、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及

人为活动情况等因素，建立沙漠公园管理站，配备相应的巡

护人员，明确管护范围，修建巡护设施，积极开展沙漠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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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巡护工作。制定各项保护管理制度，实现保护管理工

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3．落实封禁保育措施 

针对沙区植被恢复困难的特点，以实施就地保护为主，

禁采、禁牧、禁垦、禁猎，封禁保护和人工促进植被恢复相

结合，以增加林草植被，促进生态系统修复与优化。 

4．落实森林保护措施 

将沙漠公园纳入当地林业部门的森林防火体系，与当地

比较齐全和完善的森林防火人员、设施、设备相结合，加强

森林防火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将沙漠公园纳入当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体系，加强有害

生物，特别是林业鼠（兔）害防治工作。在各类为害鼠（兔）

开始取食和繁殖活动期间，采用先进的无公害防治技术进行

综合防治，有效控制鼠（兔）害的危害，确保林木健康生长。 

（三）建设内容 

1．现有林（植被）管护 

规划在沙地保育区通过巡护、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控

等设施建设，对沙漠公园内现有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

灌丛地以及沙化土地中的未成林造林地等实施植被管护，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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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滥垦、滥樵、滥采、滥牧、滥挖等破坏行为，预防森林火

灾和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发生新的沙化，最大限度地维

护沙漠生态系统的典型性和沙漠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持沙

漠植被景观的原生性和完好性。 

2．封沙（山）育林（草） 

规划对沙地保育区的流动、半流动沙丘中有天然下种或

萌蘖能力的疏林、灌丛、草地等区域，采取封禁保育的方式，

修建隔离设施和树立保护警示标识等，实行以封为主，辅以

人工补植、补播等措施，促进沙漠自然生态休养生息。 

二、科普宣教 

（一）科普宣教目标 

以宣传沙漠功能价值、弘扬沙漠文化为主要目的。通过

创新宣教形式，提升科普宣教能力，将国家沙漠公园科普宣

教的科学性、趣味性、参与性与体验性相结合，提升科普宣

传效果，使国家沙漠公园成为沙漠科普教育基地或青少年教

育基地，促进国家沙漠公园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二）科普宣教措施 

1．根据沙漠公园的自身特点和宣传教育对象，明确科

普宣教的主要内容、建设重点和展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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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点宣传教育与流动宣传相结合，利用各种媒体，

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 

3．经常性、有计划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游客和社

区群众介绍沙漠公园自身特色，普及荒漠化防治知识与防治

技术措施、展示防治成效等，提高全社会荒漠生态系统的保

护意识。 

（三）建设内容 

1．科普宣教展示设施 

在宣教展示区交通便利、场地充裕且具有实际野外教学

资源和特色景观区域，建立防沙治沙技术展示园、室内与室

外宣教中心、沙生植物观赏园、沙生植物种质资源圃等科普

教育基地，并配套建设游览步道、供水、供电、通信、防火、

灾害防御应急、安全急救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备相应宣教设

备。 

2．科普宣教解说系统 

在充分挖掘国家沙漠公园的科学内涵基础上，借助各种

传播媒体，通过多种展示方式，将沙漠功能价值、沙漠科学

知识、公园的范围、自然地理、历史与风土人情、景观资源

特征、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等相关信息传播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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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沙漠公园解说体系包括荒漠生态系统科学知识解

说、区域环境解说、生态旅游解说。解说体系建设包括音像

图文展示与播放系统、出版物解说、导游图及导游解说体系

等。 

3．科普宣教牌示系统 

在宣教展示区和沙漠体验区通过设立沙漠公园宣传牌、

导游牌、指示牌、警示牌等，开展科普宣教活动。牌示标志

主要用于出入口、功能区、景区、重要景点、游径端点和险

要地段，以科学解说，引导方向，阐述园规，介绍情况，提

示警告。 

牌示系统的色彩和规格，应根据设置地点、揭示内容和

具体条件进行设计，并与景观和环境相协调。解说标志牌宜

采用中、英文及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说明，动、植物名称应注

明拉丁文；公共设置标志应采用国际通用的标识符号。 

4.沙漠公园网站群 

充分发挥中国林业网的服务能力，建设沙漠公园网站

群，实现国家级沙漠公园子站的快速搭建、模板定制、内容

发布、内容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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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监测 

（一）科研监测目标 

通过开展荒漠生态系统的监测和研究，全面掌握国家沙

漠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探索和揭示荒漠生态系统演

替规律、自然环境演变规律及其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保

护好现有荒漠生物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通过科学

实验，对退化的荒漠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为有效保护荒漠生

物多样性和荒漠生态系统，恢复沙区植被，改善生态环境，

提供科学依据。 

（二）科研监测措施 

1．针对沙漠公园典型的生态特征、有代表性的自然资

源与及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开展科研监测活动，并围绕沙漠

公园保护和发展的需要，保持监测的长期性、连续性，鼓励

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沙区资源保护及资源持续利用提供

服务。 

2．在全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的框架下，以国

家沙漠公园为平台，与有关科研院所以及国内外高校合作，

开展荒漠生态系统的基础研究及其相应地段生态系统动态

监测领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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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沙漠公园建设管理需要，优先设置管理急需、

成果实用的基础性科研项目，确定科技支撑单位，并提出切

实可行的科技合作与国内外交流的计划。 

4．为全面掌握沙漠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为保

护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制定沙漠公园的监测方案，明确

监测对象、监测技术方法，提出监测设施设备建设需求，规

范监测档案等。 

（三）建设内容 

1．生态监测点 

以现有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为骨架，在沙

地保育区补充和完善生态监测点。为沙漠公园区域内已建国

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补充和完善监测设备，公园

区域内未建有站点的，结合地区特点，建设气象、沙化进展、

沙尘暴灾害、有害生物、林火（瞭望塔）、生态旅游影响等

监测点，配备必要的仪器和设备，开展气象、沙化状况、生

物多样性、生态旅游等监测活动。 

2．管理信息系统 

为实现沙漠公园保护管理信息的自动化，加强沙漠公园

的各项管理工作，提高保护管理效率，需要建立沙漠公园管

理信息系统。沙漠公园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沙漠公园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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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象与地理、沙漠生物资源科研数据和经费来源与使用

状况等属性数据，以及沙漠公园基本图、沙地类型分布、植

被分布图等空间信息，以用于资料的查询、检索、统计、管

理及对外交流和辅助保护管理决策。 

四、生态游憩 

（一）建设目标 

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荒漠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前提

下，合理利用沙漠公园的景观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统一规

划、适度的景点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突出沙漠景观特

色及沙漠野趣，形成我国沙漠地区独具特色的森林旅游区。 

（二）建设措施 

1．将宣教展示区、沙漠体验区和管理服务区划为游览

区域，科学安排游览路线，严格控制环境容量，有效保护沙

漠公园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2．通过开展以沙漠体验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旅游，让游

客了解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把沙漠公园建设成为集科普考察、教学实习、宣传教育、观

光旅游和沙漠体验为一体的森林旅游示范区，成为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和自然保护意识教育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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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生态旅游管理，合理安排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规

模与经营方式，严格落实各项管护措施，严防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促进沙漠公园的持续发展。 

（三）建设内容 

1．生态景观游憩设施 

依托现有的湖泊水面，打造环水绕沙、参差错落的大漠

清流景观；修建瞭望塔、观景台等，使游客一览大漠山川、

漠中绿苑的神奇美景，并可静观大漠日出的绚丽，目睹夕阳

染沙的景色，领略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修建野生

候鸟栖息地观赏设施或建设药用沙生植物观赏林，让游客领

略大自然的神奇，满足公众生态景观游憩需求。提供场景和

服务设施满足摄影、写生及采风等艺术创作人员的专业游览

需求。 

规划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生态景观游憩设施，并配套建设

游览步道、供水、供电、通信、灾害防御应急等基础服务设

施和配备相应设备。 

2．生态文化游憩设施 

建设宣教中心、沙雕艺术展示园、沙漠地貌展示园、沙

漠植物景观保护观赏园、沙漠植物种质资源圃、防沙治沙技

术展示园、文化产业园等，满足科研教学实习和以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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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的团队进行植物学、生态学、治理技术等生态文化游

憩需求。 

规划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生态文化游憩设施，并配套建设

游览步道、供水、供电、通信、病虫害防控、防火、灾害防

御应急等基础服务设施和配备相应设备。 

3．沙漠特色游憩设施 

修建沙漠探险、沙雕欣赏、野外露营、沙地运动场、沙

漠滑翔伞、沙漠军事体验、滑沙冲沙娱乐等旅游设施，满足

游客尽情体验生态文化、康体健身以及户外休闲度假等独具

沙漠特色的生态旅游需求。 

规划国家沙漠公园建设沙漠特色游憩设施，并配套建设

供水、供电、通信、灾害防御应急、安全急救等基础服务设

施和配备相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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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一、健全法规体系，推进依法建设 

一是健全法规体系。在国家沙漠公园规划、建设、成果

保护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快国家沙漠公园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制（修）订工作，完善技术规程

和相关标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加大执法力度。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在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过程中，严厉打击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

采滥挖沙漠野生植物、破坏森林资源、侵占国有财产的违法

犯罪行为，在国家沙漠公园旅游发展过程中加强沙漠生态环

境保护，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建设的持续协调发展，确保法

律法规的深入实施。三是出台有关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管理的

配套政策。尽快完善国家沙漠公园建设保障政策体系，确保

各项建设活动符合政策，规范运行，逐步构建法律、行政、

经济手段相结合的国家沙漠公园政策保障体系。四是加强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问责

制，使党政领导干部切实转变执政理念，为保护沙漠公园生

态环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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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理顺关系，明确职责，提高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管理水平。二

是完善机构建设。加强组织机构建设，注重部门协作，明确

沙漠公园管理机构，因事设岗、因职定员，落实各有关部门

的责任和义务。三是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引进先进管理理念，

接轨国际管理体系，建立科学先进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沙

漠公园建设、检查、验收、监督、评估、审计制度，加强人、

财、物、信息等方面的科学管理，确保沙漠公园规范健康发

展。 

三、完善投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 

一是坚持政策引导，多元投入机制。加大各级政府对国

家沙漠公园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将沙漠公园建设与绿色

扶贫相结合，落实资金支撑保障，同时将沙漠公园建设纳入

国家生态建设和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界参与建设，并且给予必要的信贷和税收优惠政策，保障建

设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多渠道筹集资金。

要建立和完善国家沙漠公园建设“中央支持、地方配套、企

业自筹、社会投入”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拓宽资金引进

渠道，吸引外资、地方和社会闲散资金建设国家沙漠公园。

三是加强资金管理。对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资金要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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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账核算，资金使用受审计、财政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

的审计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落到实处，充分发挥资金的使

用效益。 

四、强化科技支撑，优化人才队伍 

一要强化科技支撑。要把科技支撑作为国家沙漠公园建

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到公园建设与科技支撑同步规划、同

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二要加强适用技术推广。总

结和推广先进适用的防沙治沙科技成果，加强实用新技术新

材料新成果的应用。三要大力推进人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

林业部门的作用，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技术培训，加强对

基层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群众的技术培训，使广大群众掌握沙

漠公园建设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管理者和建设者素

质。四要动员社会参与管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沙

漠公园建设与管理，按照《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

导纲要（2013-2020 年）》的要求，推进国家沙漠公园保护管

理志愿者队伍建设，逐步扩大队伍规模、提高专业素质，以

制度化建设为保障，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

构合理、长期稳定、服务规范的国家沙漠公园保护管理志愿

者队伍，不断满足国家沙漠公园保护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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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重宣传教育，加强国际合作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

络等多种宣传媒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增强全

民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

与沙漠公园建设的社会氛围。二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要充

分利用履行防治荒漠化公约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实现以外促内，引进先进理念、技术和经

验，促进国家沙漠公园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防治荒漠化国

际公约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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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主要规划区沙化土地现状表 

                                                                                           单位：公顷 

序号 省（区、市） 总面积 流动沙丘 半固定沙丘 固定沙丘 露沙地 沙化耕地 非生物工程 风蚀残丘 风蚀劣地 戈壁 

  总计 149945621 40211383 16695004 26891995 8527098 3426117 5513 889841 5572585 47726085 

1 河北 2125289   14254 996269   1114766         

2 山西 617779   32337 488726 3806 92910         

3 内蒙古 41468277 8479881 5851058 12241471 5874858 196100   4335 1743659 7076916 

4 辽宁 549548 1123 9892 380878 1064 156590         

5 吉林 708013   14811 345184   348018         

6 黑龙江 495658   7781 414176   73701         

7 山东 767555 757 9019 243460   514318         

8 河南 628571 631 8972 126159   492809         

9 四川 913797 10631 37556 194548 616435 54200 427       

10 陕西 1413215 28296 128720 1221552   34647         

11 甘肃 11922429 1894769 1206749 1751813 38148 61780 1716 16310 158085 6793060 

12 青海 12503525 1201104 1156184 1180675 1992787   944 732257 3120993 3118581 

13 宁夏 1162261 107777 114364 740268   100955   850   98047 

14 新疆 74669705 28486414 8103307 6566816   185323 2426 136089 549848 3063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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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全国石漠化土地现状表 

                                                                                            单位：公顷 

序号 省（区、市） 总面积 
轻度石漠化 中度石漠化 重度石漠化 极重度石漠化 

面积 比率 面积 比率 面积 比率 面积 比率 

  总计 12002348.5 4315305.4 35.95% 5188521.0 43.23% 2178601.2 18.15% 319920.9 2.67% 

1 湖北 1090857.2 504501.8 46.25% 480303.1 44.03% 94110.7 8.63% 11941.6 1.09% 

2 湖南 1430714.6 579489.2 40.50% 584493.3 40.85% 225365.3 15.75% 41366.8 2.89% 

3 广东 63811.0 12836.3 20.12% 25030.9 39.23% 25390 39.79% 553.8 0.87% 

4 广西 1926224.8 275056.5 14.28% 566661.7 29.42% 998676.6 51.85% 85830 4.46% 

5 重庆 895306.1 331230.8 37.00% 472467.4 52.77% 80292.7 8.97% 11315.2 1.26% 

6 四川 731926.3 177120.4 24.20% 404334.9 55.24% 127422.2 17.41% 23048.8 3.15% 

7 贵州 3023757.2 1061074.2 35.09% 1535491.9 50.78% 377355.6 12.48% 49835.5 1.65% 

8 云南 2839751.3 1373996.2 48.38% 1119737.8 39.43% 249988.1 8.80% 96029.2 3.38% 

备注：石漠化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背景下，受人为活动干扰，地表植被遭受破坏，造成土壤侵蚀程

度严重，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地退化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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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合计 913    

沙化区     440  

干旱沙区 

    132    

塔克拉玛干沙漠亚区 

  34    

新疆 34 

新疆 34市县：库尔勒市、和田市、喀什市、阿克苏市、和田县、墨玉

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疏附县、疏勒县、英

吉沙县、泽普县、莎车县、叶城县、麦盖提县、岳普湖县、伽师县、巴

楚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沙雅县、阿瓦提县、温宿县、库车县、

新和县、乌什县、柯坪县、博湖县、尉犁县、且末县、若羌县、轮台县、

第二师 33团、第二师 36团、第二师 38团、第二师 30团、第二师 37

团、第一师 14团、第三师 53团、第三师 44团、第十四师 224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亚区 

  36   

新疆 36 

新疆 36 市县：阿克陶县、阿合奇县、乌恰县、精河县、温泉县、呼

图壁县、玛纳斯县、奇台县、吉木萨尔县、和静县、和硕县、伊宁县、

霍城县、巩留县、新源县、昭苏县、特克斯县、额敏县、沙湾县、托

里县、裕民县、布尔津县、富蕴县、福海县、哈巴河县、青河县、吉

木乃县、博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阜康市、木垒县、克拉玛依

市、和布克赛尔县、乌苏市、沙湾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莫索

湾垦区一五〇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第六师（222 团、103 团、102 团）、

第八师 121 团、第七师 129 团、第五师 83 团、第四师 63 团、第四师

64 团、第十师 185 团 

巴丹吉林沙漠亚区 

  11   

内蒙古 3 
内蒙古 3 旗：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阿拉善右旗（额肯呼都格

镇）、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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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1）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甘肃 8 
甘肃 8 县区：嘉峪关、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山丹县、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永昌县、金川区 

腾格里沙漠亚区 

  9   

内蒙古 1 内蒙古 1 旗：阿拉善左旗 

甘肃 4 甘肃 4 区县：民勤县、凉州区、古浪县、景泰县 

宁夏 4 宁夏 4 县市：沙坡头区、中宁县、青铜峡市、永宁县 

柴达木盆地沙漠亚区 

  11   

青海 11 

青海 11 县、市、行委：格尔木市、德令哈市、天峻县、乌兰县、都

兰县、大柴旦行政区、冷湖行政区、茫崖行政区、泽库县、共和县、

贵南县 

库姆塔格沙漠亚区 

  11   

新疆 6 
新疆 6 县市：鄯善县、托克逊县、哈密市、巴里坤县、吐鲁番市、伊

吾县、第十三师黄田农场 

甘肃 5 甘肃 5 县市：敦煌市、玉门市、阿克塞县、瓜州县、肃北县 

库布齐沙漠亚区 

  7   

内蒙古 7 
内蒙古 7 区旗：海勃湾区、海南区、乌达区、杭锦旗、达拉特旗、准

格尔旗、东胜区 

乌兰布和沙漠亚区 

  5   

内蒙古 5 内蒙古 5 县旗：磴口县、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 

河西走廊沙漠亚区 

  8   

甘肃 8 
甘肃 8 区县：白银区、平川区、会宁县、靖远县、天祝藏族自治县、

民乐县、金塔县、肃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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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2）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半干旱沙区 

    138   

科尔沁沙地亚区 

  54   

内蒙古 17 

内蒙古 17 区市旗：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

沁左翼后旗、开鲁县、库伦旗、奈曼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

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

宁城县、敖汉旗 

辽宁 10 
辽宁 10 县市：昌图县、法库县、康平县、新民市、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彰武县、黑山县、义县、北票市、建平县 

吉林 14 

吉林 14 市县区：公主岭市、双辽市、梨树县、洮北区、洮南市、大

安市、通榆县、镇赉县、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岭县、扶余市、

乾安县、宁江区、农安县 

黑龙江 13 

黑龙江 13 县：肇州县、肇源县、林甸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富裕县、拜泉县、甘南县、依安县、克山县、泰来县、克东县、龙江

县、齐齐哈尔市 

毛乌素沙地亚区 

  44   

山西 25 

山西 25 区县局：朔城区、怀仁县、应县、山阴县、右玉县、平鲁区、

代县、繁峙县、偏关县、河曲县、神池县、五寨县、保德县、岢岚县、

天镇县、阳高县、大同县、南郊区、新荣区、浑源县、左云县、广灵

县、灵丘县、五台林局、杨树林局 

内蒙古 4 内蒙古 4 旗县：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 

陕西 8 
陕西 8 县区：榆阳区、神木县、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县、佳县、吴

起县、府谷县 

宁夏 7 
宁夏 7 县市：平罗县、灵武市、兴庆区、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

利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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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3）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浑善达克沙地亚区 

  26   

河北 14 

河北 14 场县区：御道口林场、丰宁县、围场县、康保县、桃城区、

武邑县、故城县、阜城县、大名县、巨鹿县、临西县、平乡县、广宗

县、威县 

内蒙古 12 

内蒙古 12 市旗县：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

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太仆寺旗、镶黄旗、正镶白旗、

正蓝旗、多伦县、二连浩特市 

呼伦贝尔沙地亚区 

  14   

内蒙古 14 

内蒙古 13 市旗：海拉尔市、满洲里市、牙克石市、扎兰屯市、陈巴

尔虎旗、根河市、额尔古纳市、阿荣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

旗、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扎

赉诺尔区 

湿润零星沙区 

    170   

黄淮平原沙化亚区 

  144   

河南 48 

河南 48 区县市：管城回族区、金水区、惠济区、中牟县、新郑市、

金明区、龙亭区、顺和回族区、鼓楼区、禹王台区、杞县、通许县、

尉氏县、开封县、兰考县、滑县、内黄县、浚县、淇县、新乡县、原

阳县、延津县、封丘县、长垣县、卫辉市、辉县市、武涉县、温县、

孟州市、华龙区、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濮阳县、鄢陵县、

梁园区、睢阳区、民权县、睢县、宁陵县、虞城县、夏邑县、川汇区、

扶沟县、西华县、淮阳县、太康县 



 

74 

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4）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山东 66 

山东 66 区县市：天桥区、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章丘市、胶南

市、高青县、东营区、河口区、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芝罘区、

牟平区、莱山区、龙口市、莱州市、蓬莱市、招远市、海阳市、寒亭

区、寿光市、昌邑市、泰山区、岱岳区、宁阳县、东平县、新泰市、

肥城市、东港区、岚山区、莒县、莱城区、钢城区、兰山区、罗庄区、

河东区、沂南县、沂水县、费县、莒南县、蒙阴县、临沭县、东昌府

区、阳谷县、莘县、荏平县、东阿县、冠县、高唐县、临清市、滨城

区、惠民县、信阳县、沾化县、博兴县、邹平县、牡丹区、曹县、单

县、成武县、巨野县、郓城县、郾城县、定陶县、东明县 

安徽 8 
安徽 8 区县市：界首市、太和县、埇桥区、砀山县、萧县、灵璧县、

谯城区、濉溪县 

江苏 22 

江苏 22 区县市：云龙区、丰县、沛县、铜山区、睢宁县、新沂市、

邳州市、灌云县、灌南县、清河区、淮安区、淮阴区、涟水县、响水

县、滨海县、阜宁县、射阳县、东台市、大丰市、宿城区、宿豫区、

泗阳县 

川滇沙化亚区 

  19   

四川 19 

四川 19 县：康定县、泸定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

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德格县、白玉县、石渠县、色达县、理塘

县、巴塘县、乡城县、稻城县、得荣县、若尔盖县 

高寒沙化亚区 

  7 
青海 7 县：湟源县、海晏县、曲麻莱县、玛沁县、玛多县、刚察县、

治多县 青海 7 

其他区域 

  2   

陕西 1 陕西 1 县：大荔县     

云南 1 云南 1 县：陆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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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5）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石漠化区 

    473   

中高山石漠化区 

  24   

四川 16 

四川省 16 区县市：五通桥区、金口河区、犍为县、沐川县、峨边彝

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峨眉山市、洪雅县、屏山县、广安区、

汉源县、石棉县、芦山县、康定县、冕宁县、甘洛县 

云南 8 
云南省 8 区县：古城区、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鹤庆县、香格里

拉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岩溶断陷盆地石漠化区 

  43   

四川 9 
四川省 9 区县市：西区、米易县、盐边县、西昌市、木里藏族自治县、

盐源县、会理县、会东县、仁和区 

贵州 2 贵州省 2 县：盘县、普安县 

云南 32 

云南省 32 区县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县、富

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麒

麟区、马龙县、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宣威市、红塔区、

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华宁县、易门县、开远市、蒙自市、建水

县、弥勒县、泸西县、马关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个旧市、丘北

县 

岩溶高原石漠化区 

  34   

贵州 34 

贵州省 34 区县市:南明区、云岩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小河

区、开阳县、息烽县、修文县、清镇市、红花岗区、遵义县、仁怀市、

西秀区、平坝县、普定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

自治县、黔西县、七星关区、金沙县、织金县、纳雍县、麻江县、丹

寨县、都匀市、福泉市、贵定县、瓮安县、长顺县、龙里县、惠水县、

汇川区、大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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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6）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岩溶峡谷石漠化区 

  36   

四川 10 
四川省 10 县：德昌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拖县、昭觉县、喜德县、

越西县、美姑县、雷波县、金阳县 

贵州 9 
贵州省 9 区县：中山区、六枝特区、水城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兴仁县、晴隆县、贞丰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赫章县 

云南 17 

云南省 17 县区：会泽县、沾益县、隆阳区、昭阳区、鲁甸县、盐津

县、大关县、永善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永德县、镇康县、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施甸县、巧家县 

峰丛洼地石漠化区 

  62   

广西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 县区市：武鸣县、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城

中区、鱼峰区、柳南区、柳北区、柳江县、柳城县、融安县、融水苗

族自治县、右江区、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德保县、凌云县、乐

业县、田林县、西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金城江区、南丹县、天峨

县、江州区、凤山县、东兰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宜州市、

金秀瑶族自治县、合山市、扶绥县、宁明县、龙州县、天等县、凭祥

市、靖西县、那坡县、大新县、忻城县 

贵州 9 
贵州省 9 市县：兴义市、望谟县、册亨县、安龙县、荔波县、独山县、

平塘县、罗甸县、三都水族自治县 

云南 8 
云南省 8 县市：屏边苗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文山市、砚山县、

西畴县、麻栗坡县、广南县、富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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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7）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岩溶槽谷石漠化区 

  142   

河南 10 
河南省 10 县市：淅川县、南召县、方城县、西峡县、镇平县、内乡

县、社旗县、唐河县、桐柏县、邓州市 

湖北 40 

湖北省 40 区县市：十堰市辖区、郧县、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丹

江口市、宜昌市辖区、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

丰县、来凤县、鹤峰县、神农架林区、房县、曾都区、夷陵区、远安县、

兴山县、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宜都市、当

阳市、襄城区、襄州区、南漳县、谷城县、保康县、老河口市、枣阳市、

宜城市、东宝区、屈家岭管理区、京山县、钟祥市、松滋市、随县 

湖南 21 

湖南省 21 县市区：桃源县、中方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

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吉首市、泸溪县、凤

凰县、花垣县、古丈县、石门县、武陵源区、慈利县、永定区、永顺

县、保靖县、鹤城区、澧县、桑植县 

重庆 36 

重庆市 36 县区市：城口县、垫江县、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

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黔江区、长寿区、綦江县、潼南县、铜梁

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梁平县、武隆县、忠县、云阳县、永

川市、南川市、万州区、开县、奉节县、巫山县、合川市、巫溪县、

丰都县、江津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涪陵

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巴南区 

四川 11 
四川省 11 县：古蔺县、威远县、资中县、长宁县、高县、华蓥、珙

县、筠连县、兴文县、邻水县、叙永县 

贵州 24 

贵州省 24 县区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万山区、

凯里市、黄平县、施秉县、镇远县、岑巩县、桐梓县、绥阳县、正安

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湄潭

县、余庆县、习水县、江口县、碧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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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范围表（续 8）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市（区、县） 

 

峰林平原石漠化区 

  59   

湖南 7 
湖南省 7 县：宜章县、道县、江永县、蓝山县、江华瑶族自治县、临

武县、宁远县 

广东 20 

广东省 20 区县市：武江区、曲江县、翁源县、乳源瑶族自治县、新

丰县、乐昌市、怀集县、封开县、连平县、东源县、阳春市、阳山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清新县、英德市、连州市、云城区、新兴县、云安

县、罗定市 

广西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 32 区县市：江南区、西乡塘区、鹿寨县、秀峰区、

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阳朔县、临桂县、灵川县、兴安

县、永福县、灌阳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乐县、荔浦县、恭城瑶族

自治县、蒙山县、覃塘区、桂平市、八步区、平桂区、富川瑶族自治

县、兴宾区、象州县、武宣县、横县、钟山县、全州县、昭平县、宾

阳县 

溶丘洼地(槽谷)石漠化区 

  73   

湖北 17 

湖北省 17 区市县：蔡甸区、江夏区、黄石市、阳新县、大冶市、孝

昌县、大悟县、安陆市、黄梅县、武穴市、咸安区、嘉鱼县、通城县、

崇阳县、鄂州市辖区、通山县、赤壁市 

湖南 55 

湖南省 55 区县市：芦淞区、天元区、株洲县、茶陵县、湘潭县、衡

南县、衡东县、祁东县、常宁市、双清区、大祥区、邵阳县、绥宁县、

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临湘市、临澧县、嘉禾县、汝城县、桂东

县、安仁县、资兴市、零陵区、冷水滩区、东安县、双牌县、辰溪县、

娄星区、双峰县、新化县、冷水江市、涟源市、新邵县、隆回县、北

塔区、醴陵市、湘乡市、沅陵县、桂阳县、洞口县、安化县、通道侗

族自治县、攸县、桃江县、永兴县、衡阳县、邵东县、耒阳市、祁阳

县、苏仙区、溆浦县、北湖区、新田县、武冈市、会同县 

广东 1 广东省 1 县：仁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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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已建国家沙漠公园一览表 

序号 名称 面积（公顷） 省区 所在县市 

    297289.59     

1 宁夏沙坡头国家沙漠公园 7700 宁夏 中卫市沙坡头区 

2 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沙漠公园 4400 宁夏 灵武市 

3 新疆吉木萨尔国家沙漠公园 3000 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 

4 新疆阜康梧桐沟国家沙漠公园 1507 新疆 阜康市 

5 新疆奇台硅化木国家沙漠公园 3600 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 

6 新疆木垒鸣沙山国家沙漠公园 3000 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县 

7 新疆尉犁国家沙漠公园 2000 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 

8 新疆且末国家沙漠公园 7153.33 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 

9 新疆沙雅国家沙漠公园 27800 新疆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10 新疆鄯善国家沙漠公园 20000 新疆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 

11 新疆伊吾国家沙漠公园 11145.92 新疆 哈密地区伊吾县 

12 新疆洛浦玉龙湾国家沙漠公园 1100 新疆 和田地区洛浦县 

13 新疆博湖阿克别勒库姆国家沙漠公园 5600 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 

14 新疆精河木特塔尔国家沙漠公园 24775 新疆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 

15 新疆和布克赛尔江格尔国家沙漠公园 15000 新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布克赛尔县 

16 新疆吐鲁番市艾丁湖国家沙漠公园 780 新疆 吐鲁番市 

17 新疆库车龟兹国家沙漠公园 20047 新疆 阿克苏地区库车县 

18 新疆麦盖提国家沙漠公园 6400 新疆 喀什地区麦盖提县 

19 新疆莎车喀尔苏国家沙漠公园 6428 新疆 喀什地区莎车县 

20 新疆岳普湖达瓦昆国家沙漠公园 8126 新疆 喀什地区岳普湖县 

2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驼铃梦坡国家沙漠公园 2039.78 新疆兵团 第八师莫索湾垦区一五〇团 

22 内蒙古库布其七星湖国家沙漠公园 14637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23 内蒙古磴口沙金套海国家沙漠公园 353.04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24 内蒙古翁牛特勃隆克国家沙漠公园 3360.5 内蒙古 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 

25 内蒙古奈曼宝古图国家沙漠公园 3643.9 内蒙古 通辽市奈曼旗 

26 内蒙古乌海金沙湾国家沙漠公园 1532.67 内蒙古 乌海市海勃湾区 

27 内蒙古乌审旗苏里格国家沙漠公园 894.25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28 甘肃阿克塞国家沙漠公园 11391 甘肃  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29 甘肃敦煌阳关国家沙漠公园 8095.5 甘肃 敦煌市 

30 甘肃临泽小泉子国家沙漠公园 713 甘肃 张掖市临泽县 

31 甘肃凉州头墩营国家沙漠公园 1574 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 

32 甘肃高台骆驼驿国家沙漠公园 1371.8 甘肃 张掖市高台县 

33 甘肃金昌国家沙漠公园 218.3 甘肃 金昌市 

34 甘肃金塔拦河湾国家沙漠公园 3498.5 甘肃 酒泉市金塔县 

35 甘肃民勤沙井子国家沙漠公园 2819.5 甘肃 武威市民勤县 

36 甘肃玉门青山国家沙漠公园 2509.29 甘肃 酒泉市玉门市 

37 青海贵南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 1650 青海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 

38 青海乌兰金子海国家沙漠公园 3590.7 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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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已建国家沙漠公园一览表（续） 

序号 名称 面积（公顷） 省区 所在县市 

39 青海都兰铁奎国家沙漠公园 13600 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40 青海茫崖千佛崖国家沙漠公园 945.78 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行政委员会 

41 青海海晏克土国家沙漠公园 298.88 青海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42 青海曲麻莱通天河国家沙漠公园 292.95 青海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43 青海乌兰泉水湾国家沙漠公园 445.59 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 

44 青海泽库和日国家沙漠公园 292.35 青海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 

45 云南陆良彩色沙林国家沙漠公园 389.7 云南 曲靖市陆良县 

46 陕西大荔国家沙漠公园 360 陕西 渭南市大荔县 

47 陕西定边马莲滩国家沙漠公园 9827.6 陕西 榆林市定边县 

48 辽宁康平金沙滩国家沙漠公园 1333.9 辽宁 沈阳市康平县 

49 辽宁彰武大清沟国家沙漠公园 400 辽宁 阜新市彰武县 

50 山西大同西坪国家沙漠公园 6166.7 山西 大同市大同县 

51 山西天镇边城国家沙漠公园 13945 山西 大同市天镇县 

52 山西左云管家堡国家沙漠公园 2323.71 山西 大同市左云县 

53 山西怀仁金沙滩国家沙漠公园 1243.86 山西 朔州市怀仁县 

54 山西朔城区麻家梁国家沙漠公园 867.16 山西 朔州市朔城区 

55 山西右玉黄沙洼国家沙漠公园 1101.43 山西 朔州市右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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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规模表 

单位：个、公顷 

序号 省（区、市） 

总计 已建 拟建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其中：林草植被

面积 

其中：沙地（沙漠）

面积 

合计 359  1426791.36  55  297289.59  304  1129501.77  297408.88  966291.67  

1 河北 14  21607.70      14  21607.70  6241.30  15536.40  

2 山西 29  66976.27  6  25647.86  23  41328.41  33599.62  39653.89  

3 内蒙古 47 114815.36  6 24421.36  41  90394.00  32794.71  64071.68  

4 辽宁 7  3333.90  2 1733.90  5  1600.00  993.00  2107.00  

5 吉林 15  17502.00      15  17502.00  5432.00  11160.00  

6 黑龙江 6  3239.50      6  3239.50  1241.00  1487.00  

7 山东 9  1800.00      9 1800.00  450.00  1350.00  

8 河南 43 9600.00      43 9600.00  1820.00  7780.00  

9 四川 4  800.00      4 800.00  200.00  600.00  

10 云南 1  389.70  1 389.70    0.00  0.00  0.00  

11 陕西 15  44998.83  2  10187.60  13  34811.23  16801.92  15511.00  

12 甘肃 20  560826.15  9 32190.89  11  528635.26  162736.87  515022.71  

13 青海 42  91096.15  8  21116.25  34  69979.90  13398.49  58083.42  

14 宁夏 11  30641.20  2 12100.00  9  18541.20  8579.20  9962.00  

15 新疆 77 443357.92  18 167462.25  59 275895.67  3990.47  219329.97  

1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  15806.68  1 2039.78  18 13766.90  9130.30  46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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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国家沙漠公园分布表 

                                                                                                      单位：个、公顷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面积 

已建 拟建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359  1426791.36  55  297289.59  304  1129501.77  

干旱沙区     163  1163006.78  37  244790.05  126  918216.73  

  塔克拉玛干沙漠亚区   45  222909.03  9  84654.33  36  138254.70  

    新疆 36  212775.33  9  84654.33  27  128121.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  10133.70      9 10133.7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亚区   37  161403.68  7  52921.78  30  108481.90  

    新疆 28  156064.00  6  50882.00  22  105182.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  5339.68  1 2039.78  8 3299.90  

  巴丹吉林沙漠亚区   9  7820.10  3 2303.1 6 5517.00 

    内蒙古 3  964.00      3 964.00  

    甘肃 6  6856.10  3 2303.10  3 4553.00  

  腾格里沙漠亚区   11 38061.50  3 12093.50 8 25968.00 

    内蒙古 5  5168.00      5 5168.00  

    甘肃   24993.50  2 4393.50  2 20600.00  

    宁夏   7900.00  1 7700.00 1 200.00 

  柴达木盆地沙漠亚区   27 73557.32  5 18874.42  22 54682.90  

    青海 27 73557.32  5 18874.42  22 54682.90  

  库姆塔格沙漠亚区   22  597329.94  6 53921.71 16 543408.2283 

    新疆 13  74518.59  3 31925.92  10 42592.6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333.30      1 333.30  

    甘肃 8  522478.05  3 21995.79  5 500482.26  

  库布齐沙漠亚区   4 48911.00  1 14637.00  3  34274.00  

    内蒙古 4  48911.00  1 14637.00  3 342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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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国家沙漠公园分布表（续 1） 

单位：个、公顷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面积 
已建 拟建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乌兰布和沙漠亚区   6  6515.71  2  1885.71  4  4630.00  

    内蒙古 6  6515.71  2  1885.71  4  4630.00  

  河西走廊沙漠亚区   2  6498.50  1  3498.50  1  3000.00  

    甘肃 2  6498.50  1  3498.50  1  3000.00  

半干旱沙区     123  233296.05  13  49508  110  183788  

  科尔沁沙地亚区   37 49536.80  4  8738  33  40799  

    内蒙古 9 25461.40  2 7004.40  7 18457.00  

    吉林 15 17502.00      15 17502.00  

    黑龙江 6 3239.50      6 3239.50  

    辽宁 7 3333.90  2  1733.90  5  1600.00  

  毛乌素沙地亚区   62  137744.55  9 40769.71 53 96974.8433 

    山西 29  66976.27  6 25647.86  23 41328.41  

    内蒙古 10  3388.25  1 894.25  9 2494.00  

    陕西 14  44638.83  1 9827.60  13 34811.23  

    宁夏 9  22741.20  1 4400.00  8 18341.20  

  浑善达克沙地亚区   22 45518.70      22 45518.7 

    河北 14  21607.70      14 21607.70  

    内蒙古 8 23911.00      8 23911.00  

  呼伦贝尔沙地亚区   2  496.00      2 496.00  

    内蒙古 2  496.00      2 496.00  

湿润零星沙区     73  30488.53  5  2991.53  68  27497  

  黄淮平原沙化亚区   52  11400.00      52  11400  

    山东 9  1800.00      9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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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国家沙漠公园分布表（续 2） 

单位：个、公顷 

类型区 亚区 省（区、市） 数量 面积 
已建 拟建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河南 43  9600.00      43 9600.00  

  川滇沙化亚区   4  800.00      4  800.00  

    四川 4  800.00      4 800.00  

  高寒沙化亚区   15  17538.83  3 2241.83  12 15297.00  

    青海 15  17538.83  3 2241.83  12 15297.00  

  其他区域   2  749.70  2 749.70     

    陕西 1  360.00  1 360.00      

    云南 1 389.70  1 3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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