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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双贝、王恒颖、杜宗义、陈怀顺、杨家勇、李志平、刘宏波、马敏杰、白云、

吴永军、张直云、张虎成、李红、周倩。



DB 54/T 0261—2021

1

沙化土地治理成效监测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西藏自治区范围内所有分布有沙化土地和有明显沙化趋势土地区域的长期监测及治

理成效评估。

本文件规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包括西藏自治区全区范围内所辖的市（地）、县(市区)、乡(镇)、村。

沙化治理监测应因地制宜，科学合理，提高实效。

所辖的市、县（区）可结合实际情况，根据需要制定不低于本指标体系要求的监测指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163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 17296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141 防沙治沙技术规范

GB/T 24255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LY/T 1689 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LY/T 1698 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QX/T 5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SL 21 降水量观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沙化土地 sandified land

具有明显沙化特征的退化土地。

3.2

沙化土地监测 monitoring indicator of sandified land

对一定区域范围内沙化土地在一定时期内的状态及影响这些状态的要素进行监测。

3.3

天气现象 weather phenomenon

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发生在大气中、地面上的一些物理现象，包括降水现象（如雨、雪、霰、冰雹

等）、地面凝结现象（如露、霜、雾凇等）、视程障碍现象（如雾、雪暴、扬沙、沙尘暴、浮尘等）、

雷电现象（如雷暴、闪电、极光等）和其他现象（如大风、飑、龙卷风、尘卷风、冰针、积雪、结冰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ygcOkxvDs6006cJjZAY4-EK9Dm_wmeiozlmHYdGyUn8TuT9ng1wrKu-xJU072vyt
http://www.baidu.com/link?url=lL_AY5ZI9qIMU6yTRpILuQRvpEurlBLJuXhxSghTw2t7e7nxEWi297jUE5MWtL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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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雪深 depth of snow

从积雪面到地面的垂直深度。

3.5

大气沉降 atmospheric settlement

大气中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沉降到地面物质的量。

3.6

土地沙化成因监测 monitoring the causes of sandified land

土地沙化成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监测为对引起土地沙化的地貌、气候、土壤、水

文、植被等进行监测。人为因素监测为过牧、樵采、开垦、挖采、工矿业生产、水资源利用不当等人为

因素的监测。

3.7

沙化土地类型 type of sandified land

沙化土地划分为流动沙地（丘）、半固定沙地（丘）、固定沙地（丘）、露沙地、沙化耕地、非生

物治沙工程地、风蚀残丘、风蚀劣地和戈壁9个类型。

3.8

沙化土地面积 area of sandified land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由于各种因素形成的、地表呈现以沙（砾）物质为主要标志的退化土地面积。

3.9

沙化程度 the degree of sandified

沙化土地程度分级标准。沙化土地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4个等级。

4 指标体系

4.1 沙化土地综合监测指标

沙化土地综合监测指标包括对地理位置、海拔、地貌类型、沙化土地面积、沙化程度、封禁保护区

进行监测。监测指标见表1。

表 1 沙化土地综合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地理位置 地理坐标 （°）（′）（″） 每3年1次

海拔 海拔高度 m 每3年1次

地貌类型
地貌形态类型

a
— 每3年1次

地貌成因类型
a

— 每3年1次

沙化土地面积
b

流动沙地 公顷 每5年1次

半固定沙地 公顷 每5年1次

固定沙地 公顷 每5年1次

露沙地 公顷 每5年1次

沙化耕地 公顷 每5年1次

非生物治沙工程地 公顷 每5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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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沙化土地综合监测指标（续）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沙化土地面积
b

风蚀残丘 公顷 每5年1次

风蚀劣地 公顷 每5年1次

戈壁 公顷 每5年1次

沙化程度
c

沙化程度面积 公顷 每5年1次

封禁保护区概况
d

封禁保护区面积 公顷 每年1次

封禁年限 年 —

注：a和b参照中国1：1 000 000地貌图编辑委员会审定的《中国1：1 000 000地貌图制图规范》

（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c和d参照GB/T 24255。

a
根据地表形态划分的地貌类型。

b
沙化土地面积分类如下：

1、流动沙地（丘）：指土壤质地为沙质，植被总盖度＜10%，地表沙物质常处于流动状态的沙地或沙丘。

2、半固定沙地（丘）：指土壤质地为沙质，10%≤植被总盖度＜30%（乔木林冠下无其他植被时，郁闭度

＜0.50），且分布比较均匀，风沙流活动受阻，但流沙纹理仍普遍存在的沙地或沙丘。

（1）人工半固定沙地：通过人工措施（人工种植乔灌草、飞播、封育等措施）治理的半固定沙地。

（2）天然半固定沙地：植被起源为天然的半固定沙地。

3、固定沙地(丘)：指土壤质地为沙质，植被总盖度≥30%(乔木林冠下无其他植被时，郁闭度≥0.50)，风沙

活动不明显，地表稳定或基本稳定的沙地或沙丘。固定沙地分为：

（1）人工固定沙地：通过人工措施（人工种植乔灌草、飞播、封育等措施）治理的固定沙地。

（2）天然固定沙地：植被起源为天然的固定沙地。

4、露沙地：指土壤表层主要为土质，有斑点状流沙出露（＜5%）或疹状灌丛沙堆分布，能就地起沙的土地。

5、沙化耕地：主要指没有防护措施及灌溉条件，经常受风沙危害，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的沙质耕地。

6、非生物治沙工程地：指单独以非生物手段固定或半固定的沙丘和沙地，如机械沙障及以土石和其他材料固

定的沙地。在非生物治沙工程地上又采用生物措施的，应划为相应的固定或半固定沙地（丘）。

7、风蚀残丘：指干旱地区由于风蚀作用形成的雅丹、土林、白砻墩等风蚀地。

8、风蚀劣地：指由于风蚀作用导致土壤细粒物质损失，粗粒物质相对增多或砾石和粗砂集中于地表的土地。

9、戈壁：指干旱地区地表为砾石、砂砾覆盖，植被稀少，且广袤而平缓的土地。
c

沙化土地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4个等级。
d

封禁保护区由西藏自治区项目确定。

4.2 气象常规监测指标

对天气现象、气压、年降水量、蒸发量、风、温度、沙尘暴、扬沙、积雪、霜期、日照、辐射、冻

土进行监测。监测指标见表2。

表 2 气象常规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天气现象
雨、雪、霰、冰雹、露、霜、雾、

扬沙、沙尘暴、积雪、结冰
— 连续监测

http://www.so.com/s?q=%E5%9C%B0%E8%A1%A8%E5%BD%A2%E6%80%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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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气象常规监测指标（续）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天气现象 气压
a

hPa
连续监测或每日3次

（8、14、20时）

降水量
总量 mm 连续监测或每日2次

（8、20时）强度 mm/h

蒸发量 蒸发量 mm 每日1次（20时）

风

风向
b

方位（16方位法）

连续监测或每日3次

（8、14、20时）

风速 m/s

大风初日 日期

大风终日 日期

大风日数 天

温度
c

定时温度 ℃

连续监测或每日3次

（8、14、20时）

最高温度 ℃

最低温度 ℃

平均温度 ℃

沙尘暴

初日 日期

连续监测

终日 日期

沙尘暴日数 天

沙尘暴频次 次

沙尘暴等级 —

扬沙

初日 日期

连续监测终日 日期

扬沙日数 天

积雪

初日 日期
每年监测

终日 日期

雪深
d

cm
每日一次（8时）

雪压
e

g/cm
2

霜期
初霜 日期

每年监测
终霜 日期

日照 日照时数 h 连续监测

辐射

总辐射 w/m
2

连续监测
太阳直接辐射 w/m

2

散射辐射与反射辐射 w/m
2

净全辐射 w/m
2

冻土

冻结层次 层

每日1次（8时）
冻结层次上限深度 cm

冻结层次下限深度 cm

冻结层次冻土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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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气象常规监测指标（续）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注：表中监测指标参照LY/T 1698中表1气象指标、QX/T 51中表1气象常规及小气候指标。

a
气压是作用在单位面积上大气压力，即等于单位面积上向上延伸到大气上界的垂直空气柱的重量。

b
风向以16个方位或度（°）为单位，以16方位表示时，用英文缩写符号记录；以度为单位时，记录取整数。

c
温度包括空气温度和地面温度。

d
当监测点四周视野地面被雪（包括米雪、霰、冰粒）覆盖超过一半时要监测雪深。

e
每月5、10、15、20、25日和月末最后一天，雪深达5cm或以上时，在雪深观测点附近观测。

4.3 沙化土地大气沉降监测指标

对沙化土地的大气干沉降、大气湿沉降进行监测。监测指标见表3。

表 3 沙化土地大气沉降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大气干沉降 大气降尘量 t/km
2·mon 连续观测或每月1次

大气湿沉降
a

大气湿沉降量 mm
连续观测或每日2次

（8、20时）

注：表中指标参照LY/T 1689。

a
指降水量。

4.4 沙化土地土壤理化监测指标

对沙化土地的土壤类型、土壤物理性质、土壤化学性质进行监测。监测指标见表4。

表 4 沙化土地土壤理化监测指标
a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土壤类型 土壤类型
b

— 每3年1次

土壤物理性质

土壤剖面特征分层描述 — 每3年1次

腐殖质层厚度 cm 每年1次

容重 g/cm
3

每年1次

机械组成 — 每年1次

含水量 % 连续观测

土壤化学性质

pH值 — 每年1次

有机质 % 每年1次

全氮

铵态氮和硝态氮

%

mg/kg
每3年一次，每次分季节测定

全磷

速效磷

%

mg/kg
每3年一次，每次分季节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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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沙化土地土壤理化监测指标
a
（续）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土壤化学性质

全钾

速效钾

缓效钾

%

mg/kg

mg/kg

每3年一次，每次分季节测定

全硫

全效硫

%

mg/kg
每3年一次，每次分季节测定

全盐量、碳酸钙 % 每3年一次

*碳酸根和重碳酸根，氯根，硫酸根，钙离

子，镁离子，钾离子，钠离子
%，mmol/kg 每3年1次

*土壤矿质全量（硅、铁、铝、鈦、钙、镁、

钾、钠、磷）
％ 每3年1次

*微量元素（全硼、有效硼、全钼、有效钼、

全锰、有效锰、全锌、有效锌、全铜、有

效铜、全铁、有效铁）

mg/kg 每3年1次

*重金属元素（硒、钴、镉、铅、铬、镍、

汞、砷）
mg/kg 每3年1次

注1：土壤物理性质、土壤化学性质监测指标参照LY/T 1698中表2土壤指标。

注2：带*指标为推荐性指标，重点地区、重点试验、科研区域进行监测，一般区域可不监测。

a
容重、机械组成、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指标的测定层次为剖面0-10 cm、10-20 cm、20-40 cm、

40-60 cm、60-80 cm、80-100 cm。pH值、铵态氮和硝态氮、速效磷、速效钾、缓效钾、有效硫、全盐量、碳酸

钙、碳酸根和重碳酸根，氯根，硫酸根，钙、镁离子，钾、钠离子、有效硼、有效钼、有效锰、有效锌、有效

铜、有效铁等指标的测定层次为剖面0-10 cm、10-20 cm。其它指标测定全剖面混合样。
b
指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土类和亚类。

4.5 沙化土地水文监测指标

沙化土地水文监测指标应从与地表径流、地下水、水量及水质相关的四个方面进行监测。监测指标

见表5。

表 5 沙化土地水文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地表径流 年均径流量 m
3
/s 连续观测

地表径流
最大日降水量 mm 连续观测

年平均输沙量 t 连续观测

地下水

储量 m
3

每年1次

可开采量 m
3

每年1次

补给模数 m
3
/km

2
每年1次

平均水埋深 m
连续观测或1次/5天

灌溉或降水后加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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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沙化土地水文监测指标（续）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地下水
水矿化度 g/L 每年1次

水化学类型 — 每年1次

水量

*土壤含水量
a

％ 1次/10天，灌溉或降水后加测

*土壤田间持水量 ％ 每3年1次

*土壤萎蔫含水量 ％ 每3年1次

*土壤的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和非

毛管孔隙度
% 每3年1次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 每3年1次

*蒸散量 mm 连续观测

*渗漏量 mm 生长季每月1次

地下水位 m
连续观测或1次/5天，灌溉或

降水后加测

水质
b

pH值 —
大气降水为每次降水时测，地表径

流每月1次，地下水每年1次

注1：地表水、地下水指标参照《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技术规定》（修订稿）2.6.5水文数据收集确定。水质指

标参照LY/T 1698中表3水文指标。

注2：带*指标为推荐性指标，重点地区、重点试验、科研区域进行监测，一般区域可不监测。

a
观测深度：土壤表层（0 cm）及其以下10、20、40、60、80、100、120、140、160、180、200、250、300 cm。

b
水质样品应从大气降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中获取。

4.6 沙化土地群落学特征监测指标

沙化土地群落学特征监测指标应从植被、植物多样性、群落生物量、动物群落特征、动物多样性四

个方面进行监测。监测指标见表6。

表 6 沙化土地群落学特征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植被 盖度 % 每年9～10月观测1次

植物多样性
木本种类及其数量 株/hm

2
每年1次

草本种类及其数量 株/hm
2

每年1次

群落生物量 木本生物量 t/hm
2

每3年1次

动物群落特征
a

群落种类及数量 — 每年2次

动物多样性
a

种类及数量 — 每年2次

a
参照LY/T 1698中表4生物学指标。

4.7 野生动物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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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监测指标至少应监测兽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监测指标见表7。

表 7 野生动物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鸟类
a

种类 —
每年2次

数量 只

兽类
b

种类 —
每年2次

数量 头

两栖类
c

种类 —
每年2次

数量 只

爬行类
d

种类 —
每年2次

数量 只

a
一般于繁殖期和越冬期进行，具体监测时间应根据监测对象确定。

b
监测时间于3月～5月和10月～12月进行。

c
监测时间于4月～10月进行，繁殖期至少进行一次监测。

d
监测时间于4月～10月进行。

4.8 生态效益监测指标

对监测范围内的生态效益进行监测。监测指标见表8。

表 8 生态效益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改善满意度
a

％ 每年1次

宜居环境群众满意度
a

％ 每年1次

沙化土地面积变化率
b

％ 每5年1次

a
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等方式获取。

b
沙化土地面积变化率计算见式（1）：

� = (�� −��)/�� × 100% …………………………………………………（1）

式中：

� —沙化土地面积变化率；

�� —监测起始年沙化土地面积；

�� —监测末年沙化土地面积。

�为正值表示沙化土地面积增长，为负值表示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4.9 社会效益监测指标

社会效益监测指标包括优惠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普及率，农牧民技术教育普及率，农牧民就业率，

土地利用程度满意率5个方面内容。监测指标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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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社会效益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社会效益
a

优惠政策 项 每年1次

生态环境保护普及率性 ％ 每年1次

农牧民就业率 ％ 每年1次

土地利用程度满意度 ％ 每年1次

a
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等方式获取。

4.10 经济效益监测指标

经济效益监测指标主要为农牧民管护收入、用工收入和人均纯收入3个方面内容。监测指标见表10。

表 10 经济效益监测指标

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单位 监测频度

农牧民

管护收入
a

元/人 每年1次

用工收入
a

元/人 每年1次

人均纯收入
b

元/人 每年1次

a
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等方式获取。

b
参照当地统计年鉴。

5 沙化土地治理成效评估

沙化土地治理成效评估以3年为一周期，根据指标体系中各沙化土地监测指标数据变化，结合模型
分析测算的水土保持量、防风固沙量等指标，综合得出沙化土地治理成效评估结论。沙化土地治理成效
监测核心指标可参照附录A。

6 数据来源

6.1 引用数据

本文件选取指标的引用数据来源于样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年鉴、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报告、国家生
态监测站点数据等。

6.2 调查数据

调查数据按照本文件制定的基础数据监测指标进行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等方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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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沙化土地治理成效监测核心指标

表A.1给出了沙化土地治理成效监测核心指标。

表 A.1 沙化土地治理成效监测核心指标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指标计算（%）/数据来源

沙化土地综合监测

沙化土地面积
沙化土地面积比例：沙化土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沙化土地面积比例

沙化程度面积比例 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

沙化土地治理率
沙化土地治理率：评价期已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

沙化土地面积

气象常规监测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优良空气质量达标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年监测总天数

沙尘暴、扬尘等日数占比率：沙尘暴、扬尘等日数/

全年监测总天数

沙尘暴、扬尘等日数

全年监测总天数

年降水量
年降水量变化率：（监测末年降水量-监测起始年降水量）/

监测起始年降水量

沙化土地大气降尘监测 大气降尘量 大气降尘次数占比率：大气降尘的次数/全年监测总次数

沙化土地土壤理化监测 土壤物理、化学监测指标
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监测区域内未出现超标的土壤监测点位

个数/全部土壤监测点位个数

沙化土地群落学特征监测

木本植物数量 植物数量变化率：（监测末年的植物数量-监测起始年的植物数

量）/监测起始年的植物数量草本植物数量

动物数量
动物数量变化率：（监测末年的动物数量-监测起始年的动物数

量）/监测起始年的动物数量

野生动物监测

鸟类数量
鸟类数量变化率：（监测末年年的鸟类数量-监测起始年的鸟类

数量）/测算起始年的鸟类数量

兽类数量
兽类数量变化率：（监测末年的兽类数量-监测起始年的兽类数

量）/测算起始年的兽类数量

生态效益监测
生态环境改善满意度 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

宜居环境群众满意度 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

社会效益监测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普及率 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

农牧民就业率 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

土地利用程度满意率 现场调查和走访调查

经济效益监测

农牧民管护收入 农牧民管护收入变化率：（监测末年的农牧民管护收入-监测起

始年的农牧民管护收入）/监测起始年农牧民管护收入

农牧民用工收入变化率：监测末年的农牧民用工收入-测算起始

年的农牧民用工收入）/监测起始年农牧民用工收入

农牧民管护收入和用工收入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农

牧民管护收入+农牧民用工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农牧民用工收入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参照当地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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