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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1

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以下简称“策

勒站”）始建于 1983 年。20 世纪 80 年代初，流沙

逼近到距离策勒县城  1 .5  km 处，策勒绿洲告急。

1982 年 10 月，为了解决“沙临城下”的严重问题，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策勒县召开了沙漠化治理

现场办公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原“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成立策勒站，开展沙漠化防治研究工作。

策勒站于  2001 年加入国家林业局荒漠化监测

网络，2003 年加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2005 年加入国家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2013 年加入中国荒漠-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野外站联

盟。策勒站地处以昆仑山脉为界的青藏高寒区和世界

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生态区位

十分重要，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1 400 km 风沙线上

唯一的沙漠研究站。

1 研究目标和定位 

策勒站基于极端干旱区的生态与环境特征，针对

区域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

开展退化植被恢复、风沙环境治理和绿洲生态建设等

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推

广，构建荒漠植被稳定维持、人沙关系和谐共处、绿

洲农田健康发展的技术体系和优化模式，为区域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① 风沙危害过程及防沙治

沙技术集成与示范；② 荒漠植物逆境适应策略与可

持续管理模式；③ 绿洲农田高产稳产技术与绿洲稳

定性机制；④ 荒漠生态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规模化

应用。

2 研究成果与科学贡献

自建站以来，策勒站瞄准国际干旱区学科发展

前沿，围绕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坚持以干旱区绿

洲和荒漠两大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与稳定维持中亟

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国家在生态环境建设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克服的关键技术问题为导

向。通过几代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策勒站在风沙

危害特征及生态屏障建设技术、荒漠植被退化机制

与稳定修复技术、农田稳产高产机理与健康管理技

术、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及规模化应用技术等方面产

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技

术体系和示范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包括：1995 年策勒站的两

项科研成果“策勒县流沙治理试验研究”和“引洪

灌溉大面积恢复柽柳造林技术”荣获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颁发的“全球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成功业绩

奖”；2001 年策勒站在新垦沙荒地上连续 3 年创造

的棉花单产世界纪录，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等。自建站以来，策勒站先后获得国际、国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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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等科技成果奖 10 余项，其中包括国际奖 2 项、

国家奖 3 项，以及省部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500 余

篇（包括 SCI 论文 200 余篇），获得授权国家专利

和软件登记 40 余项等。这些成果为区域荒漠环境治

理、绿洲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

学依据，作出了重要的科技贡献。

（1）形成了绿洲外围流沙综合治理模式和引洪灌

溉大面积恢复自然植被的技术体系。解除了流沙对策

勒县城的威胁。使流沙前沿后退 2—5 km，使风沙前

沿 38 个自然村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有效保护了绿洲

的生态安全。

（2）创建了棉花“双层双株”高产栽培模式。在

新垦沙荒地上，连续 3 年创造了亩产皮棉 250 kg 的棉

花单产世界记录，实现了干旱区棉花高产稳产种植技

术上的重大突破。

（3）阐明了荒漠肉苁蓉与寄主之间的互馈关

系，构建了荒漠肉苁蓉高产稳产和规模化种植的技

术体系。突破了肉苁蓉接种率低、产量低的技术瓶

颈，提出了极端干旱区荒漠肉苁蓉立体化接种高产

新技术。

（4）创新了以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为单元的生态

综合整治技术体系，形成了南疆三地州“山区-灌区-

沙区”的生态综合整治模式。该模式强化了山区、灌

区、沙区的协同发展，为流域生态综合整治提供了完

整的技术应用范式。

（5）揭示了极端干旱区主要优势植物的逆境响应

机制和适应策略。系统阐明了极端干旱区主要优势植

物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水分响应机制、适应策略和克

隆繁殖规律，为绿洲-荒漠过渡带天然植被的有效修复

和可持续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策勒站通过平台建设和学科发展，形成了一支以

荒漠生态系统修复和绿洲生态系统稳定研究为核心的

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共有 26 人，其中研究员 7 人、中

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3 人、中国科学院院长

特别奖获得者 1 人；技术支撑人员 8 人；美国、加拿

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外客座研究员 5 人。

近  10 年来，策勒站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28 名，

硕士研究生 45 名，为地方培养相关技术人才 500 余

人。目前，在站进行研究工作的硕士 /博士研究生

共  27 名，包括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博士研究生

各 1 名。同时，策勒站高度重视青年科技骨干和研究

生队伍的培养。通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以及研究所

和课题组共同资助等多种方式的支持，目前共有 8 名

青年科技骨干和博士、硕士研究生赴国外学习深造和

开展合作研究。

4 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 

经过近 38 年的发展建设，策勒站的科研平台条

件极大改善，生活工作条件日趋完善，科研能力大

幅提升。目前，包括生活区和试验区在内的站区总

面积达 130 hm2。主要设置有荒漠试验区、农田试验

区、农林复合型试验观测区、植物引种试验区、荒

漠生态产业技术实验区等研发区 15 个。建有荒漠深

根植物根系实验研究平台 4 个；绿洲农田水-肥控制

试验平台 2 个；植物逆境适应性试验研究平台 2 个；

绿洲防护技术研发平台 6 个。建有包括绿洲生态系统

和荒漠生态系统在内的综合观测场 5 个、气象综合观

测场 1 个。更新建设了昆仑山中段北坡山地-绿洲-荒

漠观测样带，共设置梯度综合试验观测样地 7 个，海

拔 1 350—3 500 m，为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生态系统

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和适应策略研究提供了平台条

件，拓展了策勒站的研究领域和科学方向。策勒站共

有野外试验研究和室内分析测定仪器设备 85 台套，价

值 1 100 余万元，可保证野外观测试验研究和技术研发

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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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放与交流

策勒站独特的区域优势、良好的实验条件，吸引

了大量的国内外科研人员到站开展形式多样、富有

成效的合作研究工作。策勒站的信息发布系统和数

据共享平台支持在线或离线申请台站数据资源和实

物资源，包括样地、设施、仪器、设备、标本、样

品等。策勒站官方网站浏览量最高达 1.1 万次/月（平

均 4 850 余次/月）国外最高访问量达到 1.6 万余次/

月。策勒站还结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德干旱区生态与环境联合研究中心”、泛非“绿

色长城”研究中心和“中亚研究中心”，分别与北

美、欧洲、中亚、非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

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将策勒的沙

漠化治理技术推广到中亚、非洲等地。这些国际合作

的开展，极大地提升了策勒站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国际

影响力，有力地促进了策勒站的科研水平。此外，作

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及策勒县的青少年科

普教育基地与科技培训基地，策勒站长期高度关注科

学知识的普及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开展了丰富多

彩、富有成效的科普教育、科技培训和政策咨询活

动，得到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肯定和广泛赞誉。策

勒站科技平台在服务新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地方

政府和业务部门方面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相关图片请见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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