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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

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重大且深远。

一方面，黄河流域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

文化，对国家的生态稳定和经济繁荣起着不可或缺的支

撑作用；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周

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阿拉善盟黄河“几

字弯”地区沙漠化问题严重，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该

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对此，阿拉善盟严格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推进方

案 》 要 求 ， 积 极 推 进 相 关 工 作 。 根 据 该 方 案 ， 到 2 0 3 0

年，阿拉善盟一体化工程计划任务为1550万千瓦，治理

面积达117.4万亩。其中，已批复存量项目940万千瓦，

对应的治沙面积为28.2万亩。在这当中，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区承担了920万千瓦的任务量，治沙面积达27.6万

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为20万千

瓦，治沙面积0.6万亩。此外，新增项目为610万千瓦，治

沙面积89.2万亩。其中，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有180

万千瓦任务，治沙面积29.6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区为430万千瓦，治沙面积59.6万亩。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善盟约98%的一体化工程位于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这凸显了该区域在阿拉善盟

一体化工程中的核心地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的

成效，不仅对阿拉善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成果有着直

接影响，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至

关重要。[1][2]我们需要依据相关文献[3][4][5]和现地调查，深

入分析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进而实现生态

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的成效

（一）生态效益

1、有效遏制沙漠化进程

在阿拉善盟黄河“几字弯”地区，沙漠化问题一直

是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通过积极实施防沙治沙措

施，如大规模种植梭梭、沙柳、柠条等沙生植物，这些

植物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抗风沙能力，它们的根系深入

地下，牢牢抓住沙土，减少了风沙对周边地区的侵蚀。

同时，设置沙障也是一项重要的防沙治沙手段。草方格

沙障、黏土沙障等不仅能够降低风速，还能为沙生植物

的生长创造有利条件。而风电光伏设施的建设在固沙方

面 也 发 挥 了 独 特 的 作 用 。 风 力 发 电 机 和 光 伏 发 电 板 的

排列形成了一定的屏障，降低了风速，减少了风沙的流

动。这些设施的存在增加了地表的粗糙度，使得风沙在

经过时速度减缓，从而更容易沉积下来。随着时间的推

移，地表植被覆盖度逐渐提高，曾经荒芜的沙地开始焕

发出新的生机。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野生动物的

种类和数量也逐渐增多，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和多样化

的生态系统。

2、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阿拉善盟黄河“几字弯”地区位于黄河上游，其生

态状况对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黄

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水质和生态平衡关系着亿

万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一体化工程的实施能够减

少水土流失，为保护黄河水质做出了积极贡献。防沙治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的成效、挑战及对策
——以阿拉善盟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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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但面临技术和资金挑战。建议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策略、加大技术创新和资

金投入等推动工程发展，为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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