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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退化因人而起 
    退化生态系统治理是世界性的难题。难就难在生态退化因人而起，治理时如果不减少人的生存压力，自然恢
复的潜力就不能实现。以干旱区为例，我国为治理荒漠化所投入的巨额费用逐年增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
然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重建设、轻保护”。有关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问题，退化严重的地区得到的治理费用多，
而保护好的地区，只能得到少量或得不到经费。“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自我维持能力的考虑，这样一来，
没有破坏的地区紧跟着发生退化。治理费用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
以“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因为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
少，这样，老百姓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专门从美国引进了先进的“干水种植法”，并按照说明种
植。然而，这种高科技植树技术并没改变“只种不活”的现实，2004年当年树木成活率只有40％。 
    第二个误区是在干旱区与草原地区大面积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治理沙尘暴仅仅靠“挡”是远远不够
的，真正的出路应该是用草去“捂”住源头的沙尘。沙地草地原本就是长草的，只是人们放养了过量的牲畜压制
了草的生长。一旦草原恢复“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后，植物强大的根系就会把沙尘类物质严严实实地固定在源
头上；还可以大大提高雨水、雪水的利用效率，减少干旱的影响，虫鼠也很少成灾。 
    第三个误区是信奉人定胜天，忽视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那些治理难、成效不显的“硬骨头”地区，
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压力，让自然去修复。即使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地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因
为那些戈壁和古沙漠上有一层天然“面膜”，只要我们不去碰它，就可以保护土壤不被风吹走。人类要善待沙
漠，果断停止“向沙漠进军”。 
    生态恢复需科学规划 
    自然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一些仅靠人工恢复难以奏效的地区，如矿山、土壤严重损失的山地、北方
的干旱区以及南方的干热河谷等，必须通过人工扶助才能获得成功。但是，即使人工恢复，也应在物种、生态因
子等方面做到科学规划，从而避免大量金钱的浪费。 
    上世纪30年代，美国曾试图用“罗斯福造林工程”阻挡黑风暴，收到的效果不明显，而鼓励弃耕，采取补偿
制度，休牧还草，成功地遏制了困扰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前苏联为控制黑风暴和白风暴，倡导在草原区植
树，营建防护林3万多平方公里，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只有2％。 
    最近，英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干旱区造
林不能帮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蚀；树木长长的根系反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树叶和树根会大大增加水分
蒸发面积，造成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远多于自然植被。 
    在陆地上，土壤的重要性远高于生物多样性。无论在什么样的气候带上，只要有了土，再加上适宜的水热条
件，就会有光合作用发生。因此，对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案，护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
今后的恢复之路，首先是制定合理的计划，对于那些土壤尚存，或者生态退化没有达到退化极限的地方，自然恢
复是最明智的做法。 
    我们在全国发现了几十处自然难恢复成功的例子，以“自然力为主，人力为辅”的生态修复方式的关键是如
何有效地保证自然力发挥，如何将用来建设的大量经费转移到社区经济发展上去、变人的破坏力为保护力。应当
在全国合理规划出适宜自然力恢复的区域，加以政策性的引导，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治理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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