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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nodes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ic economic belt of China. De-
sertification contro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from 
both sid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desertification in Iran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this paper holds that: 1)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ly 
circula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with the Mediterranean climate, the natural factors 
that have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eomorphic landscape of the non-outflow 
closed deep sea (basin)-dry salt desert basin-modern diversity desert basin play a major role,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low productivity, the increase of animal husband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social factors such as war and industrial driving, 
etc.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surge, aggravate the process of desertification; 2) The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Iran can be start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stat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r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
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redu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ste,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creas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upport and overall planning, strengthening coop-
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achiev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legislation to raise the ecologi-
cal issue to a legal level and other measures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thus protect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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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经济带上重要的节点国家，荒漠化防治是伊我双方开展国际合作和对外援

助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伊朗荒漠化影响因素及荒漠化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认为：1) 伊朗荒漠化受

西风环流和北大西洋涛动的影响，在地中海型气候作用下，经过了无外流封闭式深海(盆)–干涸盐漠盆

地–现代多样性荒漠盆地地貌景观演变过程的自然因子起主要作用；在生产力低下时期人口激增引起的

畜牧业增加、开荒、牧农业转换等行为以及战争、工业驱动等社会因素加剧了荒漠化进程；2) 伊朗荒漠

化防治可从国家、企业以及个人三方面入手，通过引进或加强农业科技积极，构建生态农业体系，减少

水资源浪费，政府部门加大生态农业支持力度及统筹力度，加强企业与技术研发机构合作及成果转化力

度，加强国家立法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法律高度等措施防治荒漠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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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年中国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趋势日趋升高[1]，伊朗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

经济带上重要的节点国家，中伊两国经贸领域合作不断扩大，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伊朗成

为中东国家研究的焦点，而且我国已将荒漠化防治作为国际合作和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伊朗荒漠化状

况及防治情况分析是帮助“一带一路”遭受荒漠化危害的国家治理风沙危害的前提。目前我国对伊朗的

研究多集中于经济方面及历史文化方面，对自然环境方面，尤其是荒漠化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2]，
如对伊朗人口历史分布格局与自然环境变化的关系[1]、以自然资源分布与社会经济相联系的综合经济区

划[3]、干旱区放牧地改良与管理[4]、荒漠开发中的社会经济问题[5]、地理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

对策[6] [7]、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8]、伊朗高压型气候[9]、降水变化特征[10]等方面的研究，

可从社会、经济、人口、资源、气候等方面为荒漠化成因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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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地处 25˚N~40˚N，44˚E~63˚E，是文化历史悠久、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以亚热带干旱、半干

旱气候为主，降水集中于 1~3 月，年降水量从北部到南部从 500 mm 降为不足 100 mm，有 3/4 的地区年

降雨量不足 200 mm。国土总面积 164.9 万 km2，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0.1%。伊朗经济实力较强，

以石油开采业为主，石油出口是其经济命脉。 

2. 伊朗荒漠化现状 

伊朗是世界上干早地区分布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沙漠及沙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1%，其中

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5.2% [2]，主要分布于伊朗中部到东部。伊朗最大的两个沙漠是卢特沙漠和卡维

尔沙漠，卢特沙漠位于伊朗的内部盆地的东南地区，除了盐漠、石漠外，有伊朗面积最大的风蚀地与沙

丘地；卡维尔沙漠，位于伊朗内部盆地北部，该沙漠没有大面积的沙丘，有无数面积较小的沙丘地分布

在平原盐湖边缘，对伊朗绿洲农业及交通带来严重危害，并随绿洲周围的流沙产生位移。 

3. 伊朗荒漠化成因 

3.1. 自然因素 

气候方面，伊朗为地中海型气候，处于全球最大的非地带性干旱区-亚洲中部干旱区的中亚干旱区，

其降水具有以冬、春季为主的西风区降水特征，受西风环流和北大西洋涛动的影响[9]，雨热不同期，冬

季 1~4 月降水较多，干热季节长，可持续 7 个月，大多地区降雨不足 200 mm，形成伊朗荒漠化的气候条

件。在地貌方面，伊朗位于伊朗高原西部，伊朗国土从里向外，中央部分为中央高原，高原外围为高山

环绕，形成高原内嵌盆地地貌，四周山脉径流形成流程较短的河流，一部分汇集于盆地低洼处，一部分

消失于沙漠。汇集于低洼处的水在强蒸发作用下，形成盐泽；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干燥气候条件下形

成大片沙漠。这种地貌使得中央高原内盐湖、盐漠、沙丘、石漠、风蚀地以及斑块状绿洲交错分布[2]，
形成伊朗“无外流封闭式深海(盆)–干涸盐漠盆地–现代多样性荒漠盆地”地貌景观的演变过程[11] [12]。
因此，伊朗的荒漠化有其自然不可抗之主因。 

3.2. 人为因素 

伊朗在生产力低下时期，同我国一样，先后经过了人口激增引起的畜牧业增加、开荒、牧农业转换、

过牧、樵采等行为[13]，过度的水资源利用导致了许多地区水资源恶化、地下水位下降，甚至引起地面沉

降及裂隙出现[14]，同时，大量的灌溉和排水系统不完善又使得大面积农田沦为次生盐渍化土地而丧失生

产能力；与我国不同的是，伊朗中央高原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发生的两伊战争、滥挖坎儿井以及混乱管理

[13] [15]、工业驱动下对盐穗木掠夺以加工肥皂也加剧了该区的荒漠化进程。 

4. 伊朗荒漠化防治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中期以来，伊朗在荒漠化方面开展了较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49 年伊朗建立土壤研究

部和农业资源保护部，其下成立森林草场局、沙丘固定及沙漠化治理局、总理办公室环境局、农业及自

然资源局等管理机构及森林草场研究所、德黑兰大学干旱地区研究中心、德黑兰大学环境研究协调中心；

德黑兰大学地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形成了集研究与管理一体化的系统，先后开展了水库淤积问题、水

土保持措施、流域治理、防风固沙措施、荒漠化机理等方面的工作。在沙丘固定技术方面，采用了机械

固沙法和化学固沙法，辅以冬季降雨进行植被恢复，特别是伊朗的石油产品覆盖技术享誉世界各国治沙

界[10]；在管理措施上在不同荒漠化类型地区建立试验示范区以进行经验传播与推广；在推广方面，企业

参与其中，专门从事推广工作；在国家层面，伊朗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极力发展农业，向以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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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为主的综合经济体系迈进[16]。 
伊朗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形成了产、学、研及各行各业相互联系的整体化社会治理体系，如企业加

强自身的管理，规划好相应的种植面积和放牧力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采取先进的技术设施装备，提

高自身生产效率，有效保护环境，减少工厂作业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员工必须要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

以身作则，积极的参与到荒漠化防治的过程中去。这些值得我国借鉴，但伊朗在由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

过渡及社会各业整体化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表现为：1) 生态治理力度依然不足。伊朗为了大

力发展农业，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水土流失、沙尘暴问题。据报道，伊朗西北部著名的乌

尔米耶湖面积在 10 年内缩小了 80%，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之一面临着干涸的危险[17]；2) 农业领域、

特别是生态领域的投资太低，造成私人在农业及生态中投资少，而且也不会长期投资。截至 2017 年，伊

朗共有 31 个省份，总人口达 8202.1 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74.9% [3]，农业从业人口极少；3) 农
业水平低下，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导致生态继续恶化。主要是由于降水量不足，地下水补给有限，过度

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使很多地区的水质不断退化，水量减少；且灌溉系统不完善，在农业灌溉中对很多

农田产生了较大破坏，水源浪费的同时使农田沦为次生盐渍化土地，使得其生产能力进一步丧失，不利

于当地土地的保护。伊朗具有浇灌条件的小麦面积比例约为 33%，远高于具有近似农业条件的土耳其，

但是 2007~2015 年土耳其小麦单产平均比伊朗高 10% [18]。 

5. 伊朗荒漠化防治建议 

5.1. 引进或加强农业科技，积极构建生态农业体系，减少水资源浪费 

积极构建生态农业体系，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改变当前荒漠化不断恶化的局面，有效解决当前伊

朗农业生产以及生态问题，对当前污染水源、破坏植被现象进行有效管理，使自身农业朝着高质量和高

效益方向发展，也符合当前绿色环保理念，使生态健康品牌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此外，伊朗必须了解

当前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相关人员的管理水平，积极引进相关技术设备，利用高科技和设备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因地制宜规划当前农业种植；合理利用水资源，在农作区改善耕作和灌溉技术，推广

节水农业，避免土壤盐碱化，在牧区草原减少水井数量，避免牲畜大量无序增长，在干旱内陆区合理分

配流域内上中下游的水资源，兼顾上中游的开发与下游生态环境保护。 

5.2. 政府部门加大生态农业支持力度及统筹力度 

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水资源转化

率；另一方面打破分割管理，实行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打破土地归属引起的利益分

配，提高农业及生态回报率；同时，扩大生态环保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到荒漠化对整个国家带来的危害，

转变意识，因地制宜，合理开展农业种植和牲畜生产，并形成国民共识。 

5.3. 加强企业与技术研发机构合作，加强成果转化力度 

伊朗成果转化企业与技术研发机构相互独立，存在相互衔接问题。当前伊朗荒漠化进一步恶劣的主

要原因是生产破坏，所以企业更应该加强自身管理，规划好相应的种植面积和放牧力度，使当前的农业

发展规模与技术研发机构的成果相符，不妄自追求利润，并在工作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力度，采取

先进的技术设施装备，提高自身生产效率，有效保护环境。 

5.4. 加强国家立法，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法律高度 

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惩破坏环境的人员和企业。一方面国家可以出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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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法规，对个人的不当行为予以限制，对环保倡导者行为能够通过有关政策予以奖励，让更多人能

够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的企业单位进行一定的限制，尤

其是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且对环境植被破坏力度较大的企业单位，必须将其生产规模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严格杜绝这些企业单位对环境造成的恶劣破坏；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所有人意识到保护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6. 小结 

综上所述，伊朗荒漠化受西风环流和北大西洋涛动的影响，在地中海型气候作用下，经过了无外流

封闭式深海(盆)–干涸盐漠盆地–现代多样性荒漠盆地地貌景观演变过程的自然因子起主要作用；在生产

力低下时期人口激增引起的畜牧业增加、开荒、牧农业转换等行为以及战争、工业驱动等社会因素加剧

了荒漠化进程。 
伊朗荒漠化防治可从国家、企业以及个人三方面入手，通过引进或加强农业科技积极构建生态农业

体系减少水资源浪费，政府部门加大生态农业支持力度及统筹力度，加强企业与技术研发机构合作，加

强成果转化力度，加强国家立法，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法律高度等措施防治荒漠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保

护当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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