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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科技成果登记公示

根据《云南省科技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和

信息发布实施办法〉的通知》（云科奖发〔2015〕2 号）要

求，现将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申报的“云南省第

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成果登记信息公示如下：

一、成果概况

（一）成果名称：云南省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二）成果类别：软科学

（三）第一完成单位：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

（四）主要完成人：余正才、吴宁、安科、任晓东、彭

正武、毛凯东、李威

二、成果简介

（一）课题来源与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及时准确

地掌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现状、动态及其防治所需的信息，

为国家防治荒漠化和沙化制定政策、规划、保护及合理利用

国土资源提供依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 年 7 月下发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

作的通知》（林沙发〔2019〕70 号）文件，在全国开展第六

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根据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在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

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原则，云南省及时开展了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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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

作为省级监测单位，负责全省图斑外业监测、特征点复位调

查、质量检查和省级成果编制工作。此次监测共涉及 36 个

县（市、区），29 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监测区总面积 39.58

万公顷。摸清了全省荒漠化和沙化发生发展趋势及最新变化

状况，科学分析了荒漠化和沙化动态变化原因，评价了荒漠

化和沙化防治成效，提出了下一步全省荒漠化和沙化治理的

对策建议。对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筑牢我国西南生态

安全屏障，保障国土生态安全，推动全省林草高质量发展，

为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中国最美省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二）主要论点与论据

根据云南省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的数据，对荒漠化

土地现状、沙化土地现状、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等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同时，结合云南省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的数据，针对云南省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总体变化、动态变

化、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科学客观的分

析。

在进行动态分析时，充分考虑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动

态变化趋势、动态变化原因以及治理情况。研究发现，云南

省存在荒漠化和沙化问题，然而云南省不属于全国荒漠化、

沙化治理重点省份，一直没有专项治理资金。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对策与建议，其中包括分区施策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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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分析典型的治理案例，所得出的成果能够为

云南省的荒漠化和沙化治理建设以及各行业提供科学、客观

的基础数据。这些数据和分析结果对于制定荒漠化和沙化治

理策略、实施荒漠化和沙化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创见与创新（或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

性）

本项目监测成果，为各级林草主管部门掌握本地区荒漠

化和沙化最新状况、制定荒漠化和沙化综合治理规划提供了

科学的参考依据，对科学推进荒漠化和沙化综合治理及乡村

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首次采用以国土“三调”图斑界线和土地利用类型

为调查基准底图，采用高分遥感判读区划与地面调查相结合，

广泛应用无人机、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了调查技术方法，

提高了调查效率与精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作为省级调查单位，编

制了《云南省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方案》、《云南

省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实施细则》、《云南省第六次荒

漠化和沙化监测质量检查办法》。

此次监测全面地掌握了监测期全省荒漠化和沙化状况

和程度，深度分析了全省荒漠化和沙化分布特点、成因、动

态变化规律，提出了可行的治理对策和建议，为各级林草主

管部门掌握本地区荒漠化和沙化最新状况、制定荒漠化和沙

化综合治理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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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存在的问题

根据监测成果，因地施策，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长防工程、木本油料林、竹产业等人工造林、

人工模拟飞播、封山育林等项目对沙化源头进行生态恢复，

使项目区“山水林田湖草沙”得以系统治理，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已明显体现。建造引水渠改善灌溉条件，引导荒漠化

和沙化地区人民种植经济林，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

增加了项目区百姓收入。进行河道整治、坡耕地梯化改造、

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使河滩、未利用地变丰产水田、菜园、

果园，使瘠薄旱地变水浇地。促进粮食增产、人民增收，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当地优势产业得以发展，有效改善了

农民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因地制宜、发展旅游

业，对景区沿线的沙化土地进行人工造林（大苗移植）、牧

草地禁牧后实施封山育林，治沙成效十分显著。不仅改善了

旅游沿线的生态环境，还增加了新的旅游景点，提高当地的

财政收入。对推动乡村振兴起到有效地促进作用，实现了荒

漠化和沙化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项目进行了云南省第六次荒漠化

和沙化监测，对监测成果展开沙化地区保护修复治理，但是

缺乏沙化保护与修复专项资金。云南省沙化土地历年来没有

专项资金治理，依托林草、农业、水利工程项目兼顾统筹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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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简介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及时准确

地掌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现状、动态及其防治所需的信息，

为国家防治荒漠化和沙化制定政策、规划、保护及合理利用

国土资源提供依据，在全国开展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

作。

首次在林业专项监测中将前期荒漠化和沙化图斑与国

土三调地类图斑衔接融合形成工作底图，后叠加到卫星影像

上，采用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系统进行室内区划判读，采

用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系统平板端现地验证和修正，更新

调查因子，部分区域通过无人机辅助采集照片，提高了调查

效率和精度。2022 年 4 月 22 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

专家对《监测报告》进行评审，项目组根据省级审查意见，

及时修改完善，并形成了最终成果。

三、成果完成人员及其贡献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

称
文化程度

是否

留学

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余正才 男 1982 年 12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省级技术负责人、组织

完成全省数据汇总、成

果编制

2 吴宁 男 1974 年 3 月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主持完成全省荒漠化沙

化监测

3 安科 男 1984 年 1 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4 任晓东 男 1978 年 10 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省级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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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

称
文化程度

是否

留学

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5 彭正武 男 1980 年 4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6 毛凯东 男 1985 年 6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7 李威 男 1989 年 1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四、成果合作完成单位及其贡献情况

本成果为独立研究产出，无合作完成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