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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土地退化研究工作历时较久，目前对于土地退化的研究工作已取得部分成果，但在土地退化监测、

监管、评价、治理等方面仍还存在一些欠缺，本文从土地退化未来研究趋势入手，从土地退化认知体系

构建、土地退化监测与评价、土地退化理论研究、退化土壤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开展了相关论述，以期为土地退化研究工作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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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work on land degradation in China has been conducted for a long time, a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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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work on land degrad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monitoring, supervis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d degrada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trends of land degradation research, includ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land degradation cognitive system, land degrada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land de-
gradation theory research,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graded land ecosystem, com-
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rural 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tc., in order to show 
the direction for land degrad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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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土地退化的研究和监管各自为政，详情不明。摸清我国土地退化现状是急需开展的一项有

意义的工作。目前，解决土地退化问题的体制、政策和治理响应问题，常常是被动和分散的，这也是未

能解决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1] [2] [3]。已有的关于土地退化的国家、国际政策和治理响应研究，通常聚

焦于减轻已经造成的损害，许多政策在本质上通常是分散的，只是针对特定经济行业的具体的、明显的

退化驱动因素，没有考虑其他驱动因素[4] [5] [6]。 

2. 加强对土地退化认知体系的构建 

关注隐性土地退化，及时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土地退化。人们普遍对土壤的显性退化给予了足够的重

视，针对各类显性退化问题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截止目前对土壤的隐

型(性)退化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其发生机理缺乏认知、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对发生机理了解不够。土

壤隐型(性)退化如：土内紧实化与压板、土内干燥化、土壤酸化、缺素(中微量)、盐基饱和度(BS) (钙)下降、

生物势下降、连作障碍与果树忌地效应(化感)等，不仅制约着土地的生产力、影响着农业生产成本和土地

经营效率、影响着农民积极性等，更重要的是隐型(性)退化是显性退化发生的前奏。重视隐性土地退化，

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应该是今后土地退化主要关注的方向。土地退化认知与评价理论包括有退

化程度、退化状态、危险度以及相应的诊断评价指标体系等，核心是对退化程度和状态的评价。目前世界

范围内关于土地退化评价理论主要有 3 种，全球人为作用下的土壤退化(GLASOD)，通过一整套指标体系

直接反映气候与人为共同作用下的土壤退化现实状态，评价的结果属于土壤的绝对退化[7] [8] [9]。 

3. 加强土地退化监测与评价研究 

土地退化通常是多因素造成的结果，且土地退化类型多，成因复杂，因此需要统筹协调，多部门同

合作，深入开展我国土地退化现状调查，建立显性退化及隐性退化监测研究网络，对重点区域和在不同

尺度水平上的土地退化类型、范围及退化程度进行监测，包括土壤退化的监测网点或基准点(Benchmark 
sites)的选建、3S (GIS、GPS、RS)技术和信息网络及尺度转换等现代技术和手段的应用与发展、土壤退

化属性数据库和 GIS 图件及其动态更新、土壤退化趋向的模拟预测与预警等方面的工作，为退化土地的

防治提供现实依据。在土壤退化评价指标体系方面，至今尚无统一的国际或国内标准。加强对土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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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土地退化防治及土地整治利用[10]。土地整治的对

象是未利用、不合理利用、损毁和退化土地，根据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土地退化防治工作需

兼顾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追求节约集约、生态保护任务。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国土空间布局，加强土地退化受损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技术研发，以打造宜居生活空间、宜业

生产空间为目标开展土地退化防治工作[11] [12] [13]。同时，对已退化的土地需充分结合区域环境、地理

条件，开展土壤质量恢复重建的关键技术及其集成运用的试验示范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土壤退化防治

提供决策咨询和示范样板。 

4. 加强土地退化理论研究与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示范建设 

土地退化的理论、技术体系研究极为薄弱，难以支撑和满足对土地退化过程的认知需求和阻控技术

需求，亟待对土地退化(如土壤侵蚀、土壤肥力衰减、土壤酸化、土壤污染及土壤盐渍化等)的发生条件、

过程、影响因子(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经济的)、及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建立土地退化监测研

究网络，对重点区域和在不同尺度水平上的土地退化类型、范围及退化程度及演替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价，

在此基础上哪个进行分类区划，为退化土地的整治提供理论依据；现代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

系统发展，均为土地退化的动态监测提供着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5. 加强退化土壤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技术研究 

主要包括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及专家系统等技术，研究和开发适用于不同土壤退化类型区的、以持

续农业为目标的土壤和环境综合整治决策支持系统与优化模式，主要退化生态系统类型土壤质量恢复重

建的关键技术及其集成运用的试验示范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土壤退化防治提供决策咨询和示范样板。

同时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高标准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各地、各有关部

门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要求，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田抗灾减灾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按照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

高产、生态友好的要求，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 

6. 提高认识，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

干意见》文件精神，加强农村土地利用供给侧的精细化管理，统筹安排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

整体推进村庄改造、产业发展、农田水利、生态保护等建设。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结合农田

建设项目开展互换并地[14]。集中连片改良提升农田，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传

承农耕文化。 

7. 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 

加强防沙治沙与荒漠化综合治理，开展天然草原保护修复，实施草原“三化”治理，推进江河源区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加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力度。加强水土流失与石漠化综合治理，有序实施退耕还林还

草，在水土流失严重区域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强坡耕地、侵蚀沟及崩岗的综

合整治，实施石漠化综合整治工程。开展水生态修复，因地制宜推进退耕还河还湖还湿，防治水污染，

加强天然湿地保护修复。结合农用地整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针对性消除农田土壤障碍因素，开展农

田半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加强农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田污染防治，综合运用调整

种植结构、生物移除等措施，加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弱、耕地高强度利用地区，

建立耕地休耕轮作制度，降低土地利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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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严守耕地红线，整体规划，强化保护，做好耕地占补平衡 

在建设用地量的需求持续增加，而耕地数量少、耕地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情况下，耕地

占补平衡是土地整治中最突出的全局性、系统性问题。2014 年起，国家对耕地占补平衡规定了数量、质

量双红线，“占优补劣”已难以为继。政府部门要坚持数量、质量并重，建立并完善耕地质量监督管理

机制、耕地质量建设长效投入机制，明确各级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要及时落实具体项目和具体地块，

推进工程实施。国土分局要继续做好表土剥离再利用工作，加强开发造地检查和指导，对质量不符合要

求的，及时督促整改到位，保证补充耕地的质量。 
农林部门要实施“肥药双控”工程，加大对退化耕地、补充耕地及新建高标准农田土壤改良和地力

培肥的力度，坚决纠正和制止花木种植等滥用耕地的行为，减少季节性抛荒现象，要结合“整洁田园、

美丽农业”行动，开展主要道路两侧耕地流转提质。政府要统筹规划，按照“规划引导、统筹安排、保

护资源、保障发展”的总体原则，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与基本农田范围进行套合，结合农林部门的粮

食生产功能区、农业综合开发、小流域整治等项目，整合各项涉农资金，发挥政策合力，提升农业产业

规模化、集聚化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占补平衡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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