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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范围与建设条件评价

（一）  建设范围

三北五期工程规划范围包括三北地区的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25 个县（市、区、

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体现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完整性，实现统一规划和管理，

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整体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增加 75 个县（市、区、旗）。行政

区划调整和工程布局调整净增加 50 个县（市、区）。工程布局调整主要考虑三北四期工

程实施以来，一是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国家加快了生态

建设步伐，各地对生态工程的需求空前高涨；二是胡锦涛总书记向世界承诺了森林“双

增”目标，三北地区宜林地资源丰富，扩大造林面积的潜力巨大，是确保实现“双增”目

标的主战场；三是我国财力与三北工程启动初期相比有了很大幅度增长，具备了扩大

工程范围的能力。为此，规划本着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统筹推进、科学治理的原则，建

议分步分期适当增加建设范围，先行将关系到京津生态屏障、属于国务院批复《总体规

划》中华北地区的河北省石家庄以北、京津以南的 32 个县纳入规划范围，并适时开展

《总体规划》中期评估和修编。

（二）  建设条件评价

三北地区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从多方面影响

着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步伐。

1.  宜林土地资源评价

本次规划工程区土地总面积 435.8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45.4%。林地面

积 9754.2 万公顷，占工程区总面积的 22.4%，占我国林地总面积的 32.1%。其中，宜林

地面积 2813.4 万公顷，占工程区总面积的 6.5%，占我国宜林地总面积的 63.8%。在宜

林地中，宜林荒山荒地 1372.4 万公顷，宜林沙荒地 1289.3 万公顷，其他宜林地 151.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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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1。

三北工程区宜林地资源充足，按照《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是增加林地资源，加

强宜林闲置地利用，实现“双增”目标的重点区域。

2.  水资源评价

（1）  水资源总量及分布

据统计，近十年来，三北地区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4190 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

14.9%；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3608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2062 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

的 14.1%、25.5%。2007 年，人均水资源量 638 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3，每平方

公里国土面积上的水资源量为 9 万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总体而言，水资

源条件较差 2。

从水资源分布的区域看，三北地区东南部水资源条件总体优于西北部，水资源主要

分布在河川径流量大的区域，东北地区松花江、嫩江、黑龙江流域，华北地区海河流域，

西北地区黄河流域及塔里木河、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内陆河流域中上游，河套平原、

宁夏平原，黄土高原区中南部、天山北麓等区域水资源量相对较多。内蒙古高原西部的

阿拉善地区、河西走廊以北地区、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准噶尔

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等区域径流较小，水资源量相对较少。

（2）  降水量

三北地区降水量呈东南部高于西北部、山地高于周围平原，迎风坡高于背风坡，

盆地边缘高于盆地中心的总体分布特征。东北、华北平原区南部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700~900 毫米，少数县区多年平均降水量超过 1000 毫米。西北地区阿尔泰山、天山、祁

连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高大山体截获一部分降水。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北缘年降水量

50~70 毫米，西缘和东缘年降水量 20~50 毫米，盆地中心不到 20 毫米。柴达木盆地年

降水量 50 毫米以下；罗布泊洼地以南库姆塔格沙漠，年降水量仅 10 毫米；吐鲁番盆地

的托克逊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4 毫米。

（3）  地表水

根据各省统计数据，三北地区地表水资源量分布较丰富地区主要在吉林、辽宁和陕

西等 3 省，境内地表水资源量均在 12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以上，其中，陕西省地表水资

源量达 17.15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青海、黑龙江、天津等 3 省（市）地表水资源量均在 6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以上，新疆、甘肃、山西、宁夏、北京等 5 省（区、市）地表水资源量偏

低，介于 3 万 ~6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之间，河北、内蒙古 2 省（区）地表水资源量均低于

3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属于地表水资源相对贫乏地区。

（4）  地下水

三北地区地下水资源量丰富地区主要在北京、陕西、山西、河北、辽宁等 5 省（市），

1　依据工程区各县级单位二类调查及档案更新数据统计，并采用第七次全国森林清查样地数据验证分析

2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五期工程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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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地下水资源量均在 4.5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以上，其中，北京市地下水资源量超过

10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青海、宁夏、天津、吉林、黑龙江等 5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下水

资源量均在 3.8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以上，新疆、甘肃、内蒙古等 3 省（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量均低于 3.5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较为贫乏。

（5）  行业用水

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工程区农业用水比重最大且利用效率较低，平均农业用

水效率仅为 0.45 左右，从全国平均水平看，每生产一吨粮食耗水 1173 立方米，而西北

地区约为 2495 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工程区农业节水潜力较大，在不增

加耕地面积的条件下，未来农业用水应呈下降趋势；工程区生态用水呈小幅上升趋势，

随着各地对生态建设的重视，生态用水份额、总供给量呈增加的趋势，生态补水、生态修

复、城市建设绿化等生态用水量也相应增加。另外，随着林业科技创新，内蒙古、黑龙江、

宁夏、新疆等地 2001 年以来营造林面积尽管大幅度增加，但林业灌溉用水量却呈下降

趋势，显示了林业节水空间很大。

（6）  水资源承载力

按照水资源承载能力测算，工程区水资源约束力相对较小的县级单位有 480 个，适

宜发展以乔木为主的防护林；水资源相对不足、降水量在 400 毫米左右、但地下水资源

比较丰富的县级单位有 185 个，适宜发展以乔灌结合的防护林；水资源约束力相对较大

的县级单位有 60 个，除绿洲和灌区外，大部分地区适宜发展灌草结合的防护林。

3.  生态系统评价

工程区森林面积 4720.2 万公顷，占我国森林总面积的 24.1%。其中，有林地 3173.0

万公顷，占全国有林地面积的 7.5%；灌木林面积 2339.2 万公顷，占我国灌木林总面积的

43.6%，其中，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 1547.2 万公顷。工程区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 45.2 立

方米 / 公顷。现有退化林分 322.6 万公顷，其中重度退化林分占 40.3%。工程区内森林

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森林植被旱生化现象明显，生物生产力低下，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

差且自我修复能力较弱，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发生逆向演替。

工程区沙化土地面积 14381.0 万公顷，占工程区总面积的 33.0%，占全国沙化土地

总面积的 83.0%，是导致三北工程区生态系统脆弱的主要危害因素。按沙地类型统计，

三北工程区沙化土地以戈壁、流动沙地（丘）、固定沙地（丘）、半固定沙地（丘）为主，面积

为 12938.9 万公顷，占三北地区沙化土地总面积的 90.0%。按沙化程度统计，重度和极

重度沙化土地面积为 10485.1 万公顷，占三北地区沙化土地总面积的 72.9%。沙化土地

集中分布在新疆、内蒙古、甘肃和青海等 4 省（自治区），其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工程区

沙化土地总面积的 51.7%、28.9%、8.3% 和 6.9%。

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13849.9 万公顷，占工程区总面积的 31.8%，是导致三北地区

生态系统脆弱的另一个主要危害因素。其中：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6540.0 公顷，占

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47.2%。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和陕西等 5

省（自治区），其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三北工程区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9.0%、24.4%、8.7%、



283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五期工程规划　

8.5% 和 4.8%。

综上所述，三北工程区是我国植被最稀少、生态最脆弱、灾害最频繁、治理最迫切的

地区之一。

4.  社会经济评价

工程区总人口 2.5 亿人，其中农业人口 1.6 亿人。区域内人口稀少，分布不均，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较慢，农村劳动力相对富余，但近年青壮年外出打工比率不断提高。

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 51169.9 亿元，占我国 GDP 的 15.3%。其中：第一产业 7508.9

亿元，第二产业 25873.4 亿元，第三产业 17787.6 亿元。财政总收入 5214.0 亿元，占我

国财政总收入的 7.6%。农民人均纯收入 5816.0 元。

三北地区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区域经济对生态建设的支撑保障能力十分有

限，农村第二、三产业比重较低。大力发展林业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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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

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以造林为重点，以生态修复为核心，以防

风固沙为主要任务，以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科技、机制、管理和政策创新，促

进工程建设由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并重、由分散治理向规模治理、由单一造林向造

林和经营并重、由人工措施为主向人工措施和自然修复相结合转变，逐步形成稳

定的防护林体系，努力构筑北方绿色生态屏障，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增长作

出贡献。

（二）  基本原则

（1）  坚持治理生态、促进增收。科学规划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统筹生态与

经济的关系，将生态保护和农民就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

机统一。

（2）  坚持突出重点、规模治理。以百万亩人工林基地建设引领，多林种、多树种、乔

灌草、带片网相结合，带动工程全面、协调发展。

（3）  坚持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实行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针对区域特点和

治理需求，制定不同的治理目标和措施。

（4）  坚持依靠科技、注重管理。充分利用林业科研成果，提升工程建设质量；实行过

程管理和结果管理相结合，推进工程建设科学发展。

（5）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多渠道、多层次、多方

位筹集资金，构建多元化的长效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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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目标

三北五期工程规划从 2011~2020 年，建设期限为 10 年。

到 2020 年，五期工程规划任务完成后，将在三北地区新增森林面积 988.4 万公顷，

为工程区森林覆盖率贡献2.27个百分点，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得到初步治理，

60% 以上的退化林分得到有效修复，70% 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80% 以上

的农田实现林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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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 设 内 容

三北五期规划仍以增加和恢复森林植被为主要任务，建设内容以工程造林为主，兼

顾三十二年来林分出现的质量问题，适度开展退化林分修复。

（一）  工程造林

根据国家总体林业发展战略，结合三北工程建设实际，本期规划确定工程造林总面

积 1647.3 万公顷。

1.  造林方式

主要采取人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飞播造林方式，其中，人工造林 769.2 万公顷，

占 46.7%；封山育林 782.0 万公顷，占 47.5%；飞播造林 96.1 万公顷，占 5.8%。

（1）  人工造林。主要规划在水分条件较好，土层厚度不少于 30 厘米，坡度在 25°以

下，土壤石砾含量在 30% 以下的地区，按山系、水系集中连片，规模营造。在风沙严重

的区域，人工造林需要采用机械沙障等辅助措施。

（2）  封山（沙）育林。主要规划在地块相对集中，有天然下种或萌蘖能力的疏林、灌

丛、采伐迹地，人工造林困难的高山、陡坡、沙地等区域，采取封、改、造、管相结合的方

式，实行以封为主，人工辅助更新等措施，促进自然生态休养生息，封育成林。

（3）  飞播造林。主要规划在地块相对集中连片（面积不少于飞机一架次的作业面

积）、降水量 250 毫米以上、适合飞播的区域。

2.  树种选择

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五期工程建设造林树种选择应以乡土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

来品种，实行多树种配置，乔灌草结合。防护林树种选择应以防护效益为主，兼顾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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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化林分修复

为巩固以往造林成果，提高林分质量，五期工程规划退化林分修复总任务 193.6 万

公顷，其中：东北华北平原农区占 35%，风沙区占 15%，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占 42%，西

北荒漠区占 8%。

1.  更新造林

规划更新改造规模 77.4 万公顷。主要包括农田防护林、立地条件相对较好的防风

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

2.  补植补造

规划补植补造规模 67.8 万公顷。主要包括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立地条件相

对较差但对农田有较大防护作用的片状农田防护林。

3.  抚育复壮

规划抚育复壮规模 38.7 万公顷。主要包括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农田防护林

的中幼龄林。

4.  病虫害林修复

规划病虫害林修复规模 9.7 万公顷。主要对由于天牛、沙棘木蠹蛾、中华鼢鼠、达

乌尔鼠兔等病虫鼠害造成的退化林分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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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设分区与任务

（一）  建设分区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意见》，将三北五期工程

区划为东北华北平原农区、风沙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和西北荒漠区 4 个建设区域，根

据不同区域功能定位，规划建设“四大防护林体系”，即，东北华北平原农区构建高效农业

防护林体系，风沙区构建乔灌草相结合的防风固沙防护林体系，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构建

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西北荒漠区构建以沙生灌木为主的荒漠绿洲防护林体系。

按照突出重点，规模治理的建设思路，在四大建设区域的框架内，针对国家发展战

略区、经济发展活跃区、关系国计民生重点区的生态需求，进一步区划 18 个重点治理

区，占工程区总面积 65.8%。

（二）  分区概述与建设任务

1.  东北华北平原农区

（1）  区域范围

本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 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230 个县，占工程县数的 31.7%。土地面积 3939.6 万公顷，占工程区土地总面积的

9.0%。

（2）  自然条件

本区属暖温带到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雨量集中，冬季漫长寒冷。

热量自北向南递增，湿度从东向西递减，由湿润、半湿润向干旱、半干旱气候过渡。土层

深厚，土壤养分及有机质含量高。宜林地条件较好，是传统的林业生产基地，但在山体

的阳坡较陡地区，土层较薄，易干旱，造林困难。

（3）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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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原始森林遭受严重破坏，林分质量下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森林覆盖率低，防

护林体系不完善；地下水位下降，冬春季风沙大；土地沙化及潜在沙化趋势明显；局部地

区存在土壤盐渍化问题。

（4）  建设方向与措施

本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人工林分布的重要地区。围绕国家到

2020 年增产 1000 亿斤粮食的战略目标，本次规划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重点，坚持建

设、修复、提高相结合，在加大农田防护林建设的同时，有计划开展农田防护林更新改

造，建成带片网相结合的高效农业防护林体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加强现有林保护，培育和恢复森林资源；加强退化林分修复，调整林分结构，提高林

分质量；根据水资源状况供给能力，调整产业结构，适当发展节水、高效林业；工程造林

以培育针阔混交防护型用材林为主，条件适宜的低山及山麓地区进行以林果业为主的

综合治理开发；加快村镇绿化步伐。

（5）  建设任务

本区工程造林 247.6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141.8 万公顷（乔木林 106.4 万公顷，

灌木林 35.5 万公顷），封山育林 100.8 万公顷，飞播造林 5.0 万公顷。

（6）  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 31.4% 提高 33.8%，对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的

贡献度为 10.1%；90% 的农田实现林网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基本建成高效

农业防护林体系。

2.  风沙区

（1）  区域范围

本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等 8 个省（自治区）的

183个县，占工程县数的25.2%。土地面积9546.9 万公顷，占工程区土地总面积的21.9%。

（2）  自然条件

本区地貌呈以高原为主，山地、丘陵、平原和风沙地貌相间分布的复杂格局。气候

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从 400 毫米锐减至 200 毫米左右，

且年际间变率达 30%~60％。光热资源比较丰富，≥10℃年积温 1800~3400℃，无霜期

100~180 天，年日照 2600~3450 小时。土壤普遍瘠薄，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含水量低。

（3）  主要问题

本区地处农牧交错区，气候干旱，加之长期受过度放牧、过度开垦和樵采等不合理

人为活动干扰，植被稀疏低矮，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生态极度脆

弱，一旦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就会加速发展，对当地群众的生存条件和

生命财产构成威胁。

（4）  建设方向与措施

以遏制土地沙化扩展为目标，以流动和半流动沙地、沿河沙地、丘间低地作为重点

治理对象，在保护好现有植被的基础上，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等措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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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乔灌草相结合的防风固沙防护林体系。对流动和半流动沙地，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

措施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治理；对固定沙丘，采取以封沙育林育草为主的自然修复措

施；对沿河平缓沙地和丘间低地，大力实施人工造林。

（5）  建设任务

本区工程造林 665.1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305.1 万公顷（乔木林 228.8 万公顷，

灌木林 76.3 万公顷），封山育林 316.2 万公顷，飞播造林 43.8 万公顷。

（6）  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 22.7% 提高到 27.4%，对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

的贡献度为 47.8%；呼伦贝尔沙地的流动沙地和半流动沙地基本得到固定；科尔沁沙地

80% 以上的流动半流动沙地得到固定；毛乌素沙地一半以上得到治理。形成较为稳定

的防风固沙林体系。

3.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1）  区域范围

本区包括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 6 个省（自治区）的 173 个县级单

位，占工程县数的 23.9%。土地面积 3313.0 万公顷，占工程区土地总面积的 7.6%。

（2）  自然条件

本区地处黄土高原，90% 以上的土地被黄土覆盖，其覆盖厚度均在 50 米以上。黄

土覆盖趋势由西向东逐渐减薄，由北向南逐渐增厚。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境内沟壑众

多，地面破碎，坡面陡峭，25°以上的陡坡面积占总面积的 40%~50%。本区土壤土体深

厚，但漏肥漏水严重，土壤贫瘠，保水蓄水能力低，易干旱。本区气候属中温带半干旱区

和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区。光热资源丰富，降水量少，而且分配不均，大暴雨多集中于

6~9 月份，加之坡陡谷深和人为垦殖活动影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  主要问题

本区经过长期流水冲刷及其他外应力的剥蚀作用，发育成地形复杂的丘陵、沟壑地

貌，植被覆盖度低，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沟壑溯源侵蚀强烈；农田防护林体系

不完善，河滩地风沙危害明显；部分区域土壤盐渍化程度高。

（4）  建设方向与措施

以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山系、水系为重点治理单元，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以水土保持林为主，大力发展水土保持兼用林，采取综合

措施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防治沟谷冲刷和重力侵蚀；在河滩地，要积极发展用材林、经济

林和薪炭林，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

（5）  建设任务

本区工程造林 348.7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158.8 万公顷（乔木林 119.1 万公顷，

灌木林 39.7 万公顷），封山育林 157.6 万公顷，飞播造林 32.3 万公顷。

（6）  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 23.3% 提高到 30.4%，对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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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度为 25.0%；50% 以上的水土流失得到治理，土地生产率明显提高，区域内生态

经济型防护林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4.  西北荒漠区

（1）  区域范围

本区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5 个省（自治区）的 139 个县级单位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占工程县数的 19.2%。土地面积 26782.7 万公顷，占工程区土地总

面积的 61.5%。

（2）  自然条件

本区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沙漠、戈壁所占比重较大。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具

有典型的大陆性温带荒漠气候特征，是我国最干旱的区域，除阿尔泰山、天山和伊犁谷

地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200 毫米；光热资源丰富，太阳辐射量比我国

同纬度其他地区要高，太阳总辐射量达每年每平方米 54.4 亿 ~71.2 亿焦耳，仅次于青藏

高原；地带性土壤主要有棕钙土、灰钙土、灰漠土、棕漠土、灰褐土、黑钙土等，土壤普遍

瘠薄，有机质含量低，加上降水量少，蒸发势强，次生盐渍化严重。

（3）  主要问题

水土资源地域空间配置组合分布不平衡；气候干旱、蒸发强烈，风沙危害十分严重；

雪线上升，河川径流减少，旱象增加；植被萎缩，林农牧矛盾尖锐；由于过度砍伐森林、开

垦土地和滥用水资源、超载放牧等不合理人为活动，导致草场退化、荒漠植被破坏严重，

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低洼地土壤出现盐渍化等一系列生态危机。

（4）  建设方向与措施

以保护天然荒漠植被为重点，大力实施封山育林，加强以典型荒漠生态系统为主的

自然保护区建设，建设以沙生灌木为主的荒漠绿洲防护林体系。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在风蚀严重区域，推行林农、林草混作；保护人工绿洲生态系

统，在农田和牧场内，营造带片网相结合的农田、牧场防护林网；在沙漠周边地区，封沙

育林育草，封育和飞播相结合，防风固沙，遏制沙漠化扩展。

（5）  建设任务

本区工程造林 385.9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163.5 万公顷（乔木林 122.6 万公顷，

灌木林 40.9 万公顷），封山育林 207.4 万公顷，飞播造林 15.0 万公顷。

（6）  建设目标

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 4.8% 提高到 5.4%，对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的

贡献度为 17.1%；建设一批以灌草为主的防风固沙林带，保护好荒漠生态系统；绿洲内

部 80% 的农田林网化，基本形成稳定的荒漠绿洲防护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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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 设 重 点

依据三北五期工程的分区和布局，按照三北工程要突出重点、规模治理，规划建设

防护林基地的战略，五期工程共规划 18 个重点建设区，重点进行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

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建设。在此基础上规划 32 个百万亩防护林基地，涉及 11

个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占五期工程人工造林总任务的 27.1%。在基地建设中，

以营造混交林为主。在树种选择上，充分考虑建设区域的立地条件和水资源状况，尽可

能乔灌草结合，做到适地适树。百万亩防护林基地建设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做好组织

实施，确保建设成效。

为创造工程建设“局部优化的微环境”，培育工程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点，集中科

技、管理、资金等要素，促进工程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调整，选择 10~15 个代表性强、建设

模式典型、建设经验丰富、综合效益高、有示范带动意义的防护林基地，开展综合试验示

范造林，带动和引领防护林基地建设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  东北华北平原农区防护林基地

在东北华北平原农区的松辽平原、海河流域、松嫩平原等 3 个重点建设区，规划 4

个以杨树、侧柏为主的百万亩农田防护林和水源涵养林基地。

1.  松辽平原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辽宁省 8 个县（市、区）。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并重，重点进行农田防护林

建设，保障该区粮食安全。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6.7 万公顷（100 万亩）。

（1）  辽宁西北部山地以油松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锦州市、铁岭市、朝阳市、葫芦岛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

主要造林树种：油松、杨树、刺槐、山杏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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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松嫩平原重点建设区

本工程涉及黑龙江省 16 个县（市、区）。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并重，重点进行农田

防护林建设，保障该区粮食安全。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5.3 万公顷（80

万亩）。

（2）  黑龙江松嫩平原以杨树为主的百万亩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绥化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

主要造林树种：杨树、油松等。

建设规模：5.3 万公顷（80 万亩）。

3.  海河流域重点建设区

本区包括河北省的 15 个县（市、区）。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并重，条件适宜地区适

当开展飞播造林，重点进行农田防护林和水源涵养林建设，保障海河流域生态安全。本

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2 个，造林面积 15.7 万公顷（235 万亩）。

（3）  河北海河流域上游以松柏为主的百万亩水源涵养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保定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落叶松、油松、侧柏、桧柏等。

建设规模：8.0 万公顷（120 万亩）。

（4）  河北燕山山地以侧柏为主的百万亩水源涵养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唐山市、秦皇岛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区）。

主要造林树种：侧柏、油松、刺槐、板栗等。

建设规模：7.7 万公顷（115 万亩）。

（二）  风沙区防护林基地

在风沙区的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呼伦贝尔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河套平原等 5

个重点建设区域，规划 13 个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4.  科尔沁沙地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4 个省（区）43 个县（市、区、旗）。以人工造林

和封山育林为主，重点进行防风固沙林建设，保障和提高科尔沁沙地的治理成果。本区

规划防护林基地 4 个，造林面积 24.7 万公顷（370 万亩）。

（5）  内蒙古科尔沁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兴安盟、通辽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旗）。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6）  辽宁科尔沁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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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在阜新市、朝阳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7）  吉林科尔沁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白城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8.0 万公顷（120 万亩）。

（8）  黑龙江科尔沁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齐齐哈尔市、大庆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3.3 万公顷（50 万亩）。

5.  毛乌素沙地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内蒙古、陕西和宁夏 3 个省（区）25 个县（市、区、旗）。人工造林、封山育林

和飞播造林并重，重点进行防风固沙林建设，保障和提高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成果。本区

规划防护林基地 4 个，造林面积 21.4 万公顷（320 万亩）。

（9）  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鄂尔多斯市选择条件适宜的旗（区）。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10）  陕西毛乌素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榆林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8.0 万公顷（120 万亩）。

（11）  宁夏毛乌素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银川市、吴忠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区）。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6.  呼伦贝尔沙地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内蒙古 6 个旗（区）。以封山（沙）育林为主，在条件适宜地区适当进行人

工造林和飞播造林，重点进行防风固沙林建设，促进呼伦贝尔沙地实现沙退人进的根本

性转变。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6.7 万公顷（100 万亩）。

（12）  内蒙古呼伦贝尔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呼伦贝尔市选择条件适宜的旗（区）。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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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浑善达克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内蒙古 12 个旗（区）。以封山（沙）育林为主，在条件适宜地区适当进行人

工造林和飞播造林，重点进行防风固沙林建设，促进浑善达克沙地实现沙退人进的根本

性转变。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8.0 万公顷（120 万亩）。

（13）  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锡林郭勒盟选择条件适宜的旗（区）。

主要造林树种：以樟子松为主的乔灌树种。

建设规模：8.0 万公顷（120 万亩）。

8.  河套平原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内蒙古和宁夏的 25 个县（市、区、旗）。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并重，条件适

宜地区适当开展飞播造林，重点进行农田防护林建设，保障该区粮食安全。本区规划防

护林基地 4 个，造林面积 26.7 万公顷（400 万亩）。

（14）  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以杨树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旗）。

主要造林树种：杨树、樟子松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15）  内蒙古呼和浩特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呼和浩特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旗）。

主要造林树种：樟子松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16）  宁夏引黄灌区以杨树为主的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区）。

主要造林树种：新疆杨、国槐、刺槐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17）  宁夏腾格里沙漠东南缘以红枣为主的百万亩生态经济兼用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中卫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红枣、枸杞、桃、杏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三）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防护林基地

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晋西北、晋陕峡谷、泾河渭河流域、湟水河流域等 4 个重

点建设区域，规划 10 个以松、柏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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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晋西北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山西省的 10 个县。采用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方式，重点进行防风固沙

林建设，促进该区沙化土地治理。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7.3 万公顷（110

万亩）。

（18）  山西晋西北以樟子松为主的百万亩防风固沙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忻州市、朔州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樟子松、油松、落叶松等。

建设规模：7.3 万公顷（110 万亩）。

10.  晋陕峡谷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山西和陕西两省共 30 个县（区）。以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方式为主，条件

适宜区域适当开展飞播造林。重点进行水土保持林建设，控制该区水土流失，在适宜区

域兼顾经济效益。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4 个，造林面积 32.0 万公顷（480 万亩）。

（19）  山西黄土高原百万亩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临汾市、吕梁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侧柏、油松、刺槐等。

建设规模：7.3 万公顷（110 万亩）。

（20）  山西黄河沿岸以红枣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兼用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临汾市、吕梁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红枣、核桃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21）  陕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松柏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延安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油松、侧柏等。

建设规模：10.0 万公顷（150 万亩）。

（22）  陕西黄土高原以干杂果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兼用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榆林市、渭南市、铜川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核桃、红枣等。

建设规模：8.0 万公顷（120 万亩）。

11.  泾河渭河流域重点建设区

本区包括甘肃省的 31 个县（市、区）。以人工造林方式为主，条件适宜区域开展封

山育林。重点进行水土保持林建设，控制该区水土流失。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4 个，造

林面积 26.7 万公顷（400 万亩）。

（23）  甘肃黄土高原泾、渭流域以松柏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平凉市、天水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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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造林树种：油松、侧柏等。

建设规模：8.0 万公顷（120 万亩）

（24）  甘肃黄土高原元城河流域以油松为主的百万亩水土保持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庆阳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油松、沙棘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25）  陕西子午岭西部高原沟壑区百万亩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宝鸡市、咸阳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

主要造林树种：核桃、仁用杏、柿子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26）  宁夏六盘山以油松为主的百万亩水源涵养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固原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油松、落叶松、紫穗槐等。

建设规模：5.3 万公顷（80 万亩）。

12.  湟水河流域重点建设区

包括青海省的 9 县（区）。以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方式为主，重点进行水土保持林

和水源涵养林建设，控制该区水土流失和保障区域水资源安全。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6.7 万公顷（100 万亩）。

（27）  青海湟水河流域以云杉为主的百万亩水源涵养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海东地区、西宁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青海云杉、祁连圆柏、沙棘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四）  西北荒漠区防护林基地

在西北荒漠区的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天山北坡谷地、准噶尔盆地南缘、塔里木盆

地周边、阿拉善地区等 6 个重点建设区域，规划 5 个以云杉、杨树为主的百万亩荒漠绿

洲防护林基地。

13.  河西走廊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甘肃省的 15 个县（市、区）。条件适宜区域适当开展人工造林，重点进行

防风固沙林建设，以封山育林方式为主，控制该区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本区规划防护

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6.8 万公顷（102 万亩）。

（28）  甘肃黑河流域以云杉为主的百万亩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张掖市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区）。

主要造林树种：青海云杉、祁连圆柏、沙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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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6.8 万公顷（102 万亩）。

14.  柴达木盆地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青海省的 5 个县（市）。以封山育林方式为主，条件适宜区域适当开展人

工造林，重点进行防风固沙林建设，控制该区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由于自然条件和造

林方式的限制，本区以封山（沙）育林、封禁保护为重点，暂不规划百万亩防护林基地。

15.  天山北坡谷地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新疆的 14 个县（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封山育林为主，条件适

宜地区适当进行人工造林和飞播造林，重点进行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促进该区森林植

被良性发展，为北疆生态安全提供保障。本区规划百万亩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9.3 万公

顷（140 万亩）。

（29）  新疆伊犁河谷以杨树为主的百万亩水源涵养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伊犁州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

主要造林树种：沙兰杨、大叶钻天杨、榆树、沙枣等。

建设规模：9.3 万公顷（140 万亩）。

16.  准噶尔盆地南缘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新疆的 14 个县（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封山育林为主，条件适

宜地区适当进行人工造林和飞播造林，重点进行防风固沙基干林带建设，为准噶尔盆地

生态安全提供保障。本区规划防护林基地 1 个，造林面积 6.7 万公顷（100 万亩）。

（30）  新疆阿勒泰地区以沙棘为主的百万亩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阿勒泰地区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

主要造林树种：沙棘等。

建设规模：6.7 万公顷（100 万亩）。

17.  塔里木盆地周边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新疆的42个县（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并重，

重点进行防风固沙基干林带建设，为塔里木河和塔里木盆地生态安全提供保障。本区

规划防护林基地 2 个，造林面积 9.3 万公顷（140 万亩）。

（31）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杨树为主的百万亩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选择条件适宜的县（市）。

主要造林树种：新疆杨、沙枣、胡杨、红枣等。

建设规模：7.3 万公顷（110 万亩）。

（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干杂果为主的百万亩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基地

建设地点：在农三师选择条件适宜的团（场）。

主要造林树种：核桃、巴旦杏、红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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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2.0 万公顷（30 万亩）。

18.  阿拉善地区重点建设区

本区涉及内蒙古阿拉善盟和乌海市的 6 个旗（区）。以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方式为

主，条件适宜区域适当开展人工造林，重点进行防风固沙林建设，控制该区土地沙化扩

展的趋势。由于自然条件和造林方式的限制，本区以封山（沙）育林、封禁保护为重点，

暂不规划百万亩防护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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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投 资 估 算

（一）  估算依据

（1）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2） 《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3） 《林业工程概预算编制方法》；

（4）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有关的投资估算指标及物价波动因素；

（5）  三北工程区近几年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投资参数。

（二）  投资标准

（1）  人工造林：乔木林9750元 /公顷（650元 /亩），灌木林6000元 /公顷（400元 /亩）；

（2）  封山育林：1050 元 / 公顷（70 元 / 亩）；

（3）  飞播造林：1800 元 / 公顷（120 元 / 亩）；

（4）  退化林分修复：6450 元 / 公顷（430 元 / 亩）。

（三）  投资估算

经估算，三北五期工程总投资 902.10 亿元，其中，工程造林 777.25 亿元，占工程总

投资的 86.2%；退化林分修复 124.85 亿元，占 13.8%。

工程造林中，人工造林 677.84 亿元，占 87.2%；封山育林 82.11 亿元，占 10.6％；飞

播造林 17.30 亿元，占 2.2%。

人工造林中，乔木林 562.43 亿元，占 83.0%；灌木林 115.41 亿元，占 17.0％。

其中，274.8 亿元工程投资由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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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投资估算汇总表

项目

投资（亿元）

工程造林

退化林

分修复合计
人工造林 封山

育林

飞播

造林
计 小计 乔木林 灌木林

合计 902.10 777.25 677.84 562.43 115.41 82.11 17.30 124.85

1.1　工程

造林

小计 777.25 777.25 677.84 562.43 115.41 82.11 17.30

东北华北平

原农区
136.44 136.45 124.96 103.69   21.27 10.58   0.90

风沙区 309.94 309.95 268.86 223.08   45.78 33.20   7.88

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
162.31 162.30 139.94 116.12   23.82 16.55   5.82

西北荒漠区 168.56 168.55 144.08 119.54   24.54 21.78   2.70

1.2　退化林分修复 124.85 1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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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五期工程规划



303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五期工程规划　

表
1
 
三
北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五
期
工
程
范
围
表

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合
计

72
5

北
京

10
朝

阳
区

、门
头

沟
区

、通
州

区
、顺

义
区

、昌
平

区
、大

兴
区

、怀
柔

区
、平

谷
区

、密
云

县
、延

庆
县

天
津

5
西

青
区

、北
辰

区
、武

清
区

、宝
坻

区
、蓟

县

河
北

小
计

87

石
家

庄
市

12
桥

东
区

、桥
西

区
、辛

集
市

、藁
城

市
、晋

州
市

、新
乐

市
、正

定
县

、栾
城

县
、高

邑
县

、深
泽

县
、无

极
县

、赵
县

张
家

口
市

15
宣

化
区

、
下

花
园

区
、
宣

化
县

、
张

北
县

、
康

保
县

、
沽

源
县

、
尚

义
县

、
蔚

县
、
阳

原
县

、
怀

安
县

、
万

全
县

、
怀

来
县

、
涿

鹿
县

、
赤

城

县
、崇

礼
县

承
德

市
11

双
桥

区
、双

滦
区

、营
子

矿
区

、承
德

县
、兴

隆
县

、平
泉

县
、滦

平
县

、隆
化

县
、丰

宁
县

、宽
城

县
、围

场
县

秦
皇

岛
市

2
卢

龙
县

、青
龙

县

唐
山

市
10

路
北

区
、路

南
区

、古
冶

区
、开

平
区

、丰
润

区
、遵

化
市

、迁
安

市
、滦

县
、迁

西
县

、玉
田

县

廊
坊

市
10

广
阳

区
、安

次
区

、霸
州

市
、三

河
市

、固
安

县
、永

清
县

、香
河

县
、大

城
县

、文
安

县
、大

厂
县

保
定

市
19

新
市

区
、
北

市
区

、
南

市
区

、
定

州
市

、
涿

州
市

、
安

国
市

、
高

碑
店

市
、
清

苑
县

、
易

县
、
涞

源
县

、
定

兴
县

、
望

都
县

、
涞

水
县

、
高

阳

县
、安

新
县

、雄
县

、容
城

县
、博

野
县

、蠡
县

沧
州

市
4

任
丘

市
、河

间
市

、肃
宁

县
、献

县

衡
水

市
4

深
州

市
、武

强
县

、饶
阳

县
、安

平
县

山
西

小
计

57

太
原

市
6

尖
草

坪
区

、万
柏

林
区

、晋
源

区
、古

交
市

、清
徐

县
、娄

烦
县

大
同

市
7

南
郊

区
、新

荣
区

、阳
高

县
、天

镇
县

、浑
源

县
、左

云
县

、大
同

县

朔
州

市
6

朔
城

区
、平

鲁
区

、山
阴

县
、应

县
、右

玉
县

、怀
仁

县

忻
州

市
12

忻
府

区
、原

平
市

、代
县

、繁
峙

县
、宁

武
县

、静
乐

县
、神

池
县

、五
寨

县
、岢

岚
县

、河
曲

县
、保

德
县

、偏
关

县

临
汾

市
9

尧
都

区
、襄

汾
县

、吉
县

、乡
宁

县
、蒲

县
、大

宁
县

、永
和

县
、隰

县
、汾

西
县

运
城

市
4

河
津

市
、万

荣
县

、新
绛

县
、稷

山
县

吕
梁

市
13

离
石

区
、孝

义
市

、汾
阳

市
、文

水
县

、中
阳

县
、兴

县
、临

县
、方

山
县

、柳
林

县
、岚

县
、交

口
县

、交
城

县
、石

楼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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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内
蒙

古

小
计

10
0

呼
和

浩
特

市
9

新
城

区
、回

民
区

、玉
泉

区
、赛

罕
区

、 托
克

托
县

、武
川

县
、和

林
格

尔
县

、清
水

河
县

、土
默

特
左

旗

包
头

市
8

昆
都

仑
区

、东
河

区
、青

山
区

、石
拐

区
、九

原
区

、固
阳

县
、土

右
旗

、达
尔

罕
茂

明
安

联
合

旗

乌
海

市
3

海
勃

湾
区

、海
南

区
、乌

达
区

赤
峰

市
12

红
山

区
、
元

宝
山

区
、
松

山
区

、
宁

城
县

、
林

西
县

、
阿

鲁
科

尔
沁

旗
、
巴

林
左

旗
、
巴

林
右

旗
、
克

什
克

腾
旗

、
翁

牛
特

旗
、
喀

喇
沁

旗
、敖

汉
旗

通
辽

市
8

科
尔

沁
区

、霍
林

郭
勒

市
、开

鲁
县

、库
伦

旗
、奈

曼
旗

、扎
鲁

特
旗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科

尔
沁

左
翼

后
旗

呼
伦

贝
尔

市
13

海
拉

尔
区

、
满

洲
里

市
、
扎

兰
屯

市
、
牙

克
石

市
、
根

河
市

、
额

尔
古

纳
市

、
阿

荣
旗

、
新

巴
尔

虎
右

旗
、
新

巴
尔

虎
左

旗
、
陈

巴
尔

虎
旗

、鄂
伦

春
旗

、鄂
温

克
旗

、莫
旗

鄂
尔

多
斯

市
8

东
胜

区
、达

拉
特

旗
、准

格
尔

旗
、鄂

托
克

前
旗

、鄂
托

克
旗

、杭
锦

旗
、乌

审
旗

、伊
金

霍
洛

旗

乌
兰

察
布

市
11

集
宁

市
、丰

镇
市

、卓
资

县
、化

德
县

、商
都

县
、兴

和
县

、凉
城

县
、察

哈
尔

右
翼

前
旗

、察
右

中
旗

、察
哈

尔
右

翼
后

旗
、四

子
王

旗

巴
彦

淖
尔

市
7

临
河

区
、五

原
县

、磴
口

县
、乌

拉
特

前
旗

、乌
拉

特
中

旗
、乌

拉
特

后
旗

、杭
锦

后
旗

兴
安

盟
6

乌
兰

浩
特

市
、阿

尔
山

市
、突

泉
县

、科
右

前
旗

、科
右

中
旗

、扎
赉

特
旗

锡
林

郭
勒

盟
12

锡
林

浩
特

市
、
二

连
浩

特
市

、
多

伦
县

、
阿

巴
嘎

旗
、
苏

尼
特

左
旗

、
苏

尼
特

右
旗

、
东

乌
珠

穆
沁

旗
、
西

乌
珠

穆
沁

旗
、
太

仆
寺

旗
、

镶
黄

旗
、正

镶
白

旗
、正

蓝
旗

阿
拉

善
盟

3
阿

拉
善

左
旗

、阿
拉

善
右

旗
、额

济
纳

旗

辽
宁

小
计

47

沈
阳

市
8

苏
家

屯
区

、东
陵

区
、沈

北
新

区
、于

洪
区

、新
民

市
、辽

中
县

、康
平

县
、法

库
县

朝
阳

市
7

双
塔

区
、龙

城
区

、北
票

市
、凌

源
市

、朝
阳

县
、建

平
县

、喀
喇

沁
左

翼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阜
新

市
4

细
河

区
、清

河
门

区
、彰

武
县

、阜
新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铁
岭

市
7

银
州

区
、清

河
区

、调
兵

山
市

、开
原

市
、铁

岭
县

、西
丰

县
、昌

图
县

抚
顺

市
4

顺
城

区
、抚

顺
县

、新
宾

满
族

自
治

县
、清

原
满

族
自

治
县

本
溪

市
6

平
山

区
、溪

湖
区

、明
山

区
、南

芬
区

、本
溪

满
族

自
治

县
、桓

仁
满

族
自

治
县

辽
阳

市
4

弓
长

岭
区

、太
子

河
区

、灯
塔

市
、辽

阳
县

鞍
山

市
2

台
安

县
、岫

岩
满

族
自

治
县

锦
州

市
4

太
和

区
、北

镇
市

、黑
山

县
、义

县

葫
芦

岛
市

1
建

昌
县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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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吉
林

小
计

53

长
春

市
9

南
关

区
、朝

阳
区

、宽
城

区
、二

道
区

、双
阳

区
、德

惠
市

、九
台

市
、榆

树
市

、农
安

县

白
城

市
5

洮
北

区
、大

安
市

、洮
南

市
、镇

赉
县

、通
榆

县

松
原

市
5

宁
江

区
、前

郭
尔

罗
斯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长
岭

县
、乾

安
县

、扶
余

县

吉
林

市
9

船
营

区
、龙

潭
区

、昌
邑

区
、丰

满
区

、磐
石

市
、蛟

河
市

、桦
甸

市
、舒

兰
市

、永
吉

县

四
平

市
6

铁
西

区
、铁

东
区

、双
辽

市
、公

主
岭

市
、梨

树
县

、伊
通

满
族

自
治

县

辽
源

市
4

龙
山

区
、西

安
区

、东
丰

县
、东

辽
县

通
化

市
7

东
昌

区
、二

道
江

区
、梅

河
口

市
、集

安
市

、通
化

县
、辉

南
县

、柳
河

县

白
山

市
6

八
道

江
区

、江
源

区
、临

江
市

、抚
松

县
、靖

宇
县

、长
白

朝
鲜

族
自

治
县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
2

敦
化

市
、安

图
县

黑
龙

江

小
计

82

哈
尔

滨
市

18
松

北
区

、道
里

区
、南

岗
区

、道
外

区
、香

坊
区

、平
房

区
、呼

兰
区

、阿
城

区
、双

城
市

、尚
志

市
、五

常
市

、依
兰

县
、方

正
县

、宾
县

、

巴
彦

县
、木

兰
县

、通
河

县
、延

寿
县

齐
齐

哈
尔

市
11

富
拉

尔
基

区
、碾

子
山

区
、讷

河
市

、龙
江

县
、依

安
县

、泰
来

县
、甘

南
县

、富
裕

县
、克

山
县

、克
东

县
、拜

泉
县

黑
河

市
4

北
安

市
、嫩

江
县

、五
大

连
池

市
、五

大
连

池
管

委
会

大
庆

市
6

大
同

区
、红

岗
区

、肇
州

县
、肇

源
县

、林
甸

县
、杜

尔
伯

特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伊
春

市
1

铁
力

市

鹤
岗

市
3

鹤
岗

市
区

、萝
北

县
、绥

滨
县

佳
木

斯
市

9
前

进
区

、向
阳

区
、东

风
区

、同
江

市
、富

锦
市

、桦
南

县
、桦

川
县

、汤
原

县
、抚

远
县

和
佳

木
斯

直
属

双
鸭

山
市

4
双

鸭
山

市
区

、集
贤

县
、宝

清
县

、饶
河

县

七
台

河
市

2
七

台
河

市
区

、勃
利

县

鸡
西

市
4

鸡
西

市
区

、虎
林

市
、密

山
市

、鸡
东

县

牡
丹

江
市

10
东

安
区

、爱
民

区
、阳

明
区

、西
安

区
、穆

棱
市

、绥
芬

河
市

、海
林

市
、宁

安
市

、东
宁

县
、林

口
县

绥
化

市
10

北
林

区
、安

达
市

、肇
东

市
、海

伦
市

、望
奎

县
、兰

西
县

、青
冈

县
、庆

安
县

、明
水

县
、绥

棱
县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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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陕
西

小
计

68

西
安

市
4

灞
桥

区
、阎

良
区

、蓝
田

县
、高

陵
县

延
安

市
13

宝
塔

区
、延

长
县

、延
川

县
、子

长
县

、安
塞

县
、志

丹
县

、吴
起

县
、甘

泉
县

、富
县

、洛
川

县
、宜

川
县

、黄
龙

县
、黄

陵
县

铜
川

市
4

耀
州

区
、王

益
区

、印
台

区
、宜

君
县

渭
南

市
11

临
渭

区
、华

阴
市

、韩
城

市
、华

县
、潼

关
县

、大
荔

县
、蒲

城
县

、澄
城

县
、白

水
县

、合
阳

县
、富

平
县

咸
阳

市
14

秦
都

区
、杨

陵
区

、渭
城

区
、兴

平
市

、三
原

县
、泾

阳
县

、乾
县

、礼
泉

县
、永

寿
县

、彬
县

、长
武

县
、旬

邑
县

、淳
化

县
、武

功
县

宝
鸡

市
10

金
台

区
、渭

滨
区

、陈
仓

区
、凤

翔
县

、岐
山

县
、扶

风
县

、眉
县

、陇
县

、千
阳

县
、麟

游
县

榆
林

市
12

榆
阳

区
、神

木
县

、府
谷

县
、横

山
县

、靖
边

县
、定

边
县

、绥
德

县
、米

脂
县

、佳
县

、吴
堡

县
、清

涧
县

、子
洲

县

甘
肃

小
计

70

兰
州

市
8

城
关

区
、七

里
河

区
、西

固
区

、安
宁

区
、红

古
区

、永
登

县
、皋

兰
县

、榆
中

县

嘉
峪

关
市

1
嘉

峪
关

市

金
昌

市
2

金
川

区
、永

昌
县

白
银

市
5

白
银

区
、平

川
区

、靖
远

县
、会

宁
县

、景
泰

县

天
水

市
7

秦
州

区
、麦

积
区

、清
水

县
、秦

安
县

、甘
谷

县
、武

山
县

、张
家

川
县

武
威

市
4

凉
州

区
、民

勤
县

、古
浪

县
、天

祝
县

酒
泉

市
7

肃
州

区
、玉

门
市

、敦
煌

市
、金

塔
县

、瓜
州

县
、肃

北
县

、阿
克

塞
县

张
掖

市
6

甘
州

区
、民

乐
县

、临
泽

县
、高

台
县

、山
丹

县
、肃

南
县

庆
阳

市
8

西
峰

区
、庆

城
县

、环
县

、华
池

县
、合

水
县

、正
宁

县
、宁

县
、镇

原
县

平
凉

市
7

崆
峒

区
、泾

川
县

、灵
台

县
、崇

信
县

、华
亭

县
、庄

浪
县

、静
宁

县

定
西

市
7

安
定

区
、通

渭
县

、临
洮

县
、漳

县
、岷

县
、渭

源
县

、陇
西

县

临
夏

州
8

临
夏

市
、临

夏
县

、康
乐

县
、永

靖
县

、广
河

县
、和

政
县

、东
乡

县
、积

石
山

县

青
海

小
计

32

西
宁

市
7

城
中

区
、城

东
区

、城
西

区
、城

北
区

、大
通

县
、湟

源
县

、湟
中

县

海
东

地
区

6
平

安
县

、乐
都

县
、民

和
县

、互
助

县
、化

隆
县

、循
化

县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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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青
海

海
北

州
4

海
晏

县
、祁

连
县

、刚
察

县
、门

源
县

海
南

州
5

共
和

县
、同

德
县

、贵
德

县
、兴

海
县

、贵
南

县

黄
南

州
2

同
仁

县
、尖

扎
县

海
西

州
8

德
令

哈
市

、格
尔

木
市

、乌
兰

县
、都

兰
县

、天
峻

县
、大

柴
旦

行
委

、冷
湖

行
委

、茫
崖

行
委

宁
夏

小
计

22

银
川

市
6

兴
庆

区
、金

凤
区

、西
夏

区
、灵

武
市

、永
宁

县
、贺

兰
县

石
嘴

山
市

3
大

武
口

区
、惠

农
区

、平
罗

县

吴
忠

市
5

利
通

区
、红

寺
堡

区
、青

铜
峡

市
、盐

池
县

、同
心

县

固
原

市
5

原
州

区
、西

吉
县

、隆
德

县
、泾

源
县

、彭
阳

县

中
卫

市
3

沙
坡

头
区

、中
宁

县
、海

原
县

新
疆

小
计

92

乌
鲁

木
齐

市
8

天
山

区
、沙

依
巴

克
区

、新
市

区
、水

磨
沟

区
、头

屯
河

区
、达

板
城

区
、米

东
区

、乌
鲁

木
齐

县

克
拉

玛
依

市
1

克
拉

玛
依

市

喀
什

地
区

12
喀

什
市

、
疏

附
县

、
疏

勒
县

、
英

吉
沙

县
、
泽

普
县

、
莎

车
县

、
叶

城
县

、
麦

盖
提

县
、
岳

普
湖

县
、
伽

师
县

、
巴

楚
县

、
塔

什
库

尔
干

塔

吉
克

自
治

县

阿
克

苏
地

区
9

阿
克

苏
市

、温
宿

县
、库

车
县

、沙
雅

县
、新

和
县

、拜
城

县
、乌

什
县

、阿
瓦

提
县

、柯
坪

县

和
田

地
区

8
和

田
市

、和
田

县
、墨

玉
县

、皮
山

县
、洛

浦
县

、策
勒

县
、于

田
县

、民
丰

县

吐
鲁

番
地

区
3

吐
鲁

番
市

、鄯
善

县
、托

克
逊

县

哈
密

地
区

3
哈

密
市

、伊
吾

县
、巴

里
坤

哈
萨

克
自

治
县

克
州

4
阿

图
什

市
、阿

克
陶

县
、阿

合
奇

县
、乌

恰
县

博
州

4
博

乐
市

、精
河

县
、温

泉
县

、阿
拉

山
口

管
理

区

昌
吉

州
7

昌
吉

市
、阜

康
市

、呼
图

壁
县

、玛
纳

斯
县

、奇
台

县
、吉

木
萨

尔
县

、木
垒

哈
萨

克
自

治
县

巴
州

9
库

尔
勒

市
、轮

台
县

、尉
犁

县
、若

羌
县

、且
末

县
、和

静
县

、和
硕

县
、博

湖
县

、焉
耆

回
族

自
治

县

伊
犁

州
10

伊
宁

市
、奎

屯
市

、伊
宁

县
、霍

城
县

、巩
留

县
、新

源
县

、昭
苏

县
、特

克
斯

县
、尼

勒
克

县
、察

布
查

尔
锡

伯
自

治
县

续
表

　
　



308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40 年规划汇编

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新
疆

塔
城

地
区

7
塔

城
市

、乌
苏

市
、额

敏
县

、沙
湾

县
、托

里
县

、裕
民

县
、和

布
克

赛
尔

蒙
古

自
治

县

阿
尔

泰
地

区
7

阿
勒

泰
市

、布
尔

津
县

、富
蕴

县
、福

海
县

、哈
巴

河
县

、青
河

县
、吉

木
乃

县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小
计

15
4

农
一

师
20

1
团

、2
团

、3
团

、4
团

、5
团

、6
团

、7
团

、8
团

、1
0
团

、1
1
团

、1
2
团

、1
3
团

、1
4
团

、1
6
团

、阿
拉

尔
农

场
、南

口
农

场
、幸

福
城

农
场

、

塔
水

处
、水

工
处

、沙
水

处

农
二

师
14

21
团

、2
2
团

、2
4
团

、2
5
团

、2
7
团

、2
9
团

、3
0
团

、3
1
团

、3
3
团

、3
4
团

、3
6
团

、2
23

团
、且

末
支

队
、3

8
团

农
三

师
16

41
团

、4
2
团

、4
4
团

、4
5
团

、4
6
团

、4
8
团

、4
9
团

、5
0
团

、5
1
团

、5
3
团

、
伽

师
总

场
、
东

风
农

场
、
红

旗
农

场
、
托

云
牧

场
、
叶

城

二
牧

场
、前

进
水

管
处

农
四

师
19

61
团

、6
2
团

、6
3
团

、6
4
团

、6
6
团

、6
7
团

、6
8
团

、6
9
团

、7
0
团

、7
1
团

、7
2
团

、7
3
团

、7
4
团

、7
5
团

、7
6
团

、7
7
团

、7
8
团

、7
9
团

、

霍
管

处

农
五

师
9

81
团

、8
3
团

、8
4
团

、8
6
团

、8
7
团

、8
8
团

、8
9
团

、9
0
团

、9
1
团

农
六

师
15

10
1
团

、1
02

团
、1

03
团

、1
05

团
、1

06
团

、芳
草

湖
农

场
、新

湖
农

场
、军

户
农

场
、共

青
团

农
场

、六
运

湖
农

场
、土

墩
子

农
场

、红

旗
农

场
、奇

台
农

场
、北

塔
山

牧
场

、青
格

达
湖

自
然

保
护

区

农
七

师
11

12
3
团

、1
24

团
、1

25
团

、1
26

团
、1

27
团

、1
28

团
、1

29
团

、1
30

团
、1

31
团

、1
37

团
、工

八
团

农
八

师
13

12
1
团

、1
33

团
、1

34
团

、1
36

团
、1

41
团

、1
42

团
、1

43
团

、1
44

团
、1

47
团

、1
48

团
、1

49
团

、1
50

团
、石

总
场

农
九

师
10

16
1
团

、1
63

团
、1

64
团

、1
65

团
、1

66
团

、1
67

团
、1

68
团

、1
69

团
、1

70
团

、团
结

农
场

农
十

师
8

18
1
团

、1
82

团
、1

83
团

、1
84

团
、1

85
团

、1
86

团
、1

87
团

、1
88

团

农
十

二
师

6
五

一
农

场
、西

山
农

场
、1

04
团

、头
屯

河
农

场
、2

21
团

、三
坪

农
场

农
十

三
师

8
红

星
一

场
、红

星
二

场
、红

星
四

场
、黄

田
农

场
、火

箭
农

场
、红

山
农

场
、柳

树
泉

农
场

、淖
毛

湖
农

场
、

农
十

四
师

4
皮

山
农

场
、2

24
团

、4
7
团

、一
牧

场

22
2
团

1
22

2
团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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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
北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五
期
工
程
区
沙
化
土
地
现
状
表

单
位

：万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沙
化

类
型

沙
化

程
度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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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
壁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极
重

度

总
计

14
38

0.
98

40
08

.6
0

16
39

.7
3

25
17

.9
9

65
1.
55

17
0.
55

3.
64

89
.4
1

52
6.
96

47
72

.5
4

16
75

.6
2

22
20

.3
1

29
15

.4
3

75
69

.6
2

北
京

4.
84

4.
84

4.
84

天
津

1.
50

0.
72

0.
78

1.
50

河
北

10
0.
76

15
.2
4

30
.8
4

3.
88

43
.6
4

0.
10

 0
.4
3

　
6.
63

89
.8
6

10
.5
8

0.
32

山
西

74
.9
6

0.
05

4.
58

53
.5
7

0.
85

11
.7
6

3.
05

　
1.
10

64
.8
4

7.
48

2.
64

内
蒙

古
41

50
.5
5

84
8.
01

58
5.
16

12
27

.2
2

58
8.
02

19
.6
5

 0
.4
3

17
4.
36

70
7.
69

77
9.
18

86
3.
28

86
2.
52

16
45

.5
7

辽
宁

49
.0
1

0.
06

0.
98

33
.5
7

0.
05

14
.3
4

41
.5
9

5.
54

1.
77

0.
11

吉
林

70
.8
0

1.
48

34
.5
2

34
.8
0

35
.6
9

26
.4
8

8.
63

黑
龙

江
49

.5
7

0.
78

41
.4
2

7.
37

45
.4
9

3.
29

0.
79

陕
西

14
1.
32

2.
83

12
.8
7

12
2.
16

3.
46

71
.9
8

53
.1
3

13
.2
8

2.
93

甘
肃

11
91

.4
3

18
9.
25

12
0.
59

17
4.
68

3.
81

6.
18

0.
17

 1
.6
3

 1
5.
81

67
9.
31

51
.0
3

18
0.
24

23
9.
35

72
0.
81

宁
夏

11
6.
23

10
.7
8

11
.4
4

74
.0
3

10
.1
0

 0
.0
9

9.
80

69
.4
3

17
.7
6

17
.2
2

11
.8
1

青
海

99
5.
91

11
1.
82

96
.7
0

73
.2
2

54
.9
3

0.
08

73
.2
3

27
4.
08

31
1.
86

29
.4
9

10
3.
49

19
1.
14

67
1.
79

新
疆

74
34

.1
1

28
45

.8
0

78
9.
91

64
7.
22

18
.4
6

0.
24

13
.6
1

 5
4.
98

30
63

.8
8

39
0.
69

94
9.
04

15
77

.7
7

45
16

.6
0

注
：数

据
采

用
第

四
次

全
国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监
测

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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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
北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五
期
工
程
区
水
土
流
失
现
状
表

单
位

：万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合
计

微
度

轻
度

中
度

强
烈

极
强

烈
剧

烈

合
计

13
84

9.
87

28
92

.4
9

44
17

.4
0

34
93

.6
2

17
10

.0
5

64
1.
72

69
4.
59

北
京

10
0.
83

75
.0
7

24
.8
0

0.
85

.1
1

0.
00

0.
00

天
津

4.
86

2.
38

1.
24

1.
11

0.
13

0.
00

0.
00

河
北

33
2.
53

28
.7
4

13
6.
17

12
9.
58

33
.1
1

4.
42

0.
51

山
西

56
1.
13

66
.7
7

10
8.
74

16
3.
17

12
1.
69

68
.7
1

32
.0
5

内
蒙

古
53

99
.0
3

78
8.
48

21
26

.3
9

12
72

.3
1

47
0.
14

12
9.
79

61
1.
92

辽
宁

35
4.
37

11
2.
84

13
5.
83

80
.5
3

19
.3
0

4.
40

1.
47

吉
林

28
9.
17

0.
00

17
7.
77

79
.8
3

31
.5
7

0.
00

0.
00

黑
龙

江
19

.0
1

0.
01

4.
19

9.
97

3.
27

1.
56

0.
00

陕
西

65
9.
76

41
.2
0

15
3.
78

21
6.
65

14
0.
32

67
.8
4

39
.9
7

甘
肃

12
01

.5
5

25
3.
72

19
5.
49

33
3.
59

28
7.
04

13
1.
71

0.
00

青
海

33
84

.4
7

15
22

.5
6

90
6.
31

57
0.
45

20
9.
10

17
1.
34

4.
72

宁
夏

36
8.
55

0.
00

14
3.
43

12
5.
31

79
.9
3

15
.9
3

3.
95

新
疆

11
72

.9
2

0.
00

30
2.
70

50
9.
86

31
4.
34

46
.0
3

0.
00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1.
69

0.
72

0.
55

0.
42

0.
00

0.
00

0.
00

注
：数

据
采

用
各

省
上

报
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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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
北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五
期
工
程
区
退
化
林
分
现
状
表

单
位

：万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合
计

退
化

原
因

退
化

程
度

生
理

过
熟

立
地

条

件
原

因

树
种

选

择
原

因

病
虫

鼠
害

干
预

失
当

农
田

防
护

林
水

土
保

持
林

防
风

固
沙

林

小
计

重
度

中
度

轻
度

小
计

重
度

中
度

轻
度

小
计

重
度

中
度

轻
度

总
计

32
2.
58

10
3.
82

44
.8
3

80
.5
6

60
.0
5

33
.3
2

57
.8
3

26
.4
9

21
.8
3

9.
51

16
7.
35

57
.4
0

61
.7
5

48
.1
9

97
.4
1

46
.1
2

30
.3
4

20
.9
5

北
京

10
.1
7

4.
47

 1
.0
4

4.
66

1.
17

0.
18

0.
50

0.
49

7.
98

1.
84

2.
48

3.
67

1.
04

0.
20

0.
34

0.
51

天
津

0.
52

0.
16

 0
.0
6

0.
03

0.
07

0.
20

0.
42

0.
06

0.
27

0.
08

0.
10

0.
01

0.
07

0.
02

河
北

44
.4
7

12
.6
4

9.
36

11
.1
3

5.
97

5.
72

1.
99

2.
85

0.
88

26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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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三
北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五
期
工
程
分
区
域
主
要
造
林
树
种
表

区
域

主
要

造
林

树
种

东
北

华
北

平
原

农
区

落
叶

松
、油

松
、樟

子
松

、云
杉

、栎
类

、白
桦

、水
曲

柳
、色

木
、侧

柏
、桧

柏
、刺

槐
、椿

、杨
树

、柳
、板

栗
、核

桃
、枣

、花
椒

、柿
、

山
杏

、沙
棘

、锦
鸡

儿
、紫

穗
槐

、丁
香

、胡
枝

子
、灌

木
柳

等

风
沙

区

落
叶

松
、
油

松
、
樟

子
松

、
彰

武
松

、
榆

树
、
侧

柏
、
山

杏
、
荆

条
、
云

杉
、
杜

松
、
白

桦
、
山

杨
、
紫

椴
、
蒙

古
栎

、
胡

枝
子

、
白

榆
、

杨
、
国

槐
、
刺

槐
、
柳

、
柠

条
、
胡

杨
、
云

杉
、
圆

柏
、
青

杨
、
青

海
杨

、
新

疆
杨

、
臭

椿
、
毛

白
杨

、
小

美
旱

杨
、
白

蜡
、
杏

、
旱

柳
、

小
叶

杨
、
梭

梭
、
白

刺
、
柽

柳
、
枸

杞
、
锦

鸡
儿

、
丁

香
、
灌

木
柳

、
沙

柳
、
沙

棘
、
沙

枣
、
沙

拐
枣

、
花

棒
、
杨

柴
、
沙

冬
青

等
。

紫

穗
槐

、
大

扁
杏

、
文

冠
果

、
苹

果
梨

、
南

果
梨

、
大

枣
、
桃

等

黄
土

高
原

丘
陵

沟
壑

区

油
松

、
樟

子
松

、
华

山
松

、
落

叶
松

、
白

皮
松

、
侧

柏
、
圆

柏
、
云

杉
、
箭

杆
杨

、
群

众
杨

、
新

疆
杨

、
北

京
杨

、
毛

白
杨

、
合

作
杨

、

河
北

杨
、
青

杨
、
枫

杨
、
刺

槐
、
山

桃
、
山

杏
、
白

榆
、
栎

类
、
白

蜡
、
臭

椿
、
旱

柳
、
准

噶
尔

柳
、
苦

楝
、
槭

、
桦

木
、
黄

栌
、
沙

棘
、

黄
芪

、
紫

穗
槐

、
胡

枝
子

、
小

檗
、
柠

条
、
柽

柳
、
锦

鸡
儿

、
银

杏
、
黄

连
木

、
西

康
扁

桃
、
枸

杞
、
苹

果
、
桃

、
杏

、
枣

、
核

桃
、
梨

、

仁
用

杏
、
柿

、
板

栗
、
花

椒
、
杜

仲
、
黄

柏
、
金

露
梅

、
杂

果
类

等

西
北

荒
漠

区

樟
子

松
、
云

杉
、
杜

松
及

白
桦

、
山

杨
、
紫

椴
、
蒙

古
栎

、
胡

枝
子

、
白

榆
、
白

蜡
、
小

叶
白

蜡
、
大

叶
榆

、
杨

、
柳

、
油

松
、
柠

条
、

胡
杨

、
云

杉
、
圆

柏
、
青

杨
、
青

海
杨

、
河

北
杨

、
新

疆
杨

、
杏

、
侧

柏
、
旱

柳
、
小

叶
杨

、
梭

梭
、
白

刺
、
柽

柳
、
枸

杞
、
锦

鸡
儿

、

沙
柳

、
沙

棘
、
沙

拐
枣

、
花

棒
、
毛

条
、
沙

枣
、
霸

王
、
沙

木
蓼

、
沙

冬
青

、
毛

柳
、
山

楂
、
蔷

薇
、
核

桃
、
巴

旦
杏

、
红

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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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五期工程造林任务表

单位：万公顷

建设区名称 合计

工程造林 退化

林分

修复小计
人工造林 封山

育林

飞播

造林小计 乔木林 灌木林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计 1840.9 1647.3 769.2 576.9 192.3 782.0 96.1 193.6

北京 28.6 22.5 11.8 8.9 2.9 10.7 6.1

天津 4.7 4.4 2.4 1.8 0.6 2.0 0.3

河北 167.1 140.4 89.9 67.4 22.5 45.5 5.0 26.7

山西 155.6 144.6 75.6 56.7 18.9 64.0 5.0 11.0

内蒙古 570.9 533.6 255.0 192.5 62.5 217.8 60.8 37.3

辽宁 68.7 56.0 28.0 21.0 7.0 28.0 0.0 12.7

吉林 44.3 35.0 15.0 10.0 5.0 20.0 0.0 9.3

黑龙江 89.1 80.0 31.7 23.8 7.9 48.3 9.1

陕西 153.3 122.2 44.7 33.5 11.2 62.2 15.3 31.1

甘肃 164.7 138.1 65.1 48.8 16.3 73.0 26.6

青海 94.7 85.5 33.0 24.8 8.2 52.5 9.2

宁夏 56.3 50.0 27.0 20.2 6.8 23.0 6.3

新疆 201.4 195.0 70.0 52.5 17.5 115.0 10.0 6.4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41.5 40.0 20.0 15.0 5.0 20.0 0.0 1.5

东北华北

平原农区

计 247.6 141.8 106.4 35.5 100.8 5.0

北京 22.5 11.8 8.8 3.0 10.7

天津 4.4 2.4 1.8 0.6 2.0

内蒙古 24.2 10.7 8.0 2.7 8.5 5.0

河北 97.0 67.4 50.6 16.8 29.6

辽宁 36.0 21.0 15.8 5.2 15.0

吉林 10.5 8.0 6.0 2.1 2.5

黑龙江 53.0 20.5 15.4 5.1 32.5

风沙区

计 665.1 305.1 228.8 76.3 316.2 43.8

河北 43.4 22.5 16.9 5.6 15.9 5.0

山西 56.0 25.6 19.2 6.4 25.4 5.0

内蒙古 415.0 203.5 152.6 50.9 185.7 25.8

陕西 46.2 10.3 7.7 2.6 27.9 8.0

宁夏 33.0 18.0 13.5 4.5 15.0

辽宁 20.0 7.0 5.3 1.7 13.0

吉林 24.5 7.0 5.2 1.8 17.5

黑龙江 27.0 11.2 8.4 2.8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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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区名称 合计

工程造林 退化

林分

修复小计
人工造林 封山

育林

飞播

造林小计 乔木林 灌木林

1 2 3 4 5 6 7 8 9 10

黄土高

原丘陵

沟壑区

计 348.7 158.8 119.1 39.7 157.6 32.3

山西 88.6 50.0 37.5 12.5 38.6

内蒙古 57.0 16.8 12.6 4.2 15.2 25.0

陕西 76.0 34.4 25.8 8.6 34.3 7.3

甘肃 89.6 44.6 33.5 11.1 45.0

宁夏 5.0 3.0 2.2 0.8 2.0

青海 32.5 10.0 7.5 2.5 22.5

西北荒

漠区

计 385.9 163.5 122.6 40.9 207.4 15.0

内蒙古 37.4 24.0 18.0 6.0 8.4 5.0

甘肃 48.5 20.5 15.4 5.1 28.0

青海 53.0 23.0 17.2 5.8 30.0

宁夏 12.0 6.0 4.5 1.5 6.0

新疆 195.0 70.0 52.5 17.5 115.0 10.0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40.0 20.0 15.0 5.0 20.0

表 7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五期工程退化林分修复任务表

单位：万公顷

统计单位 合计 更新造林 补植补造 抚育复壮 病虫害林修复

总计 193.56 77.42 67.75 38.71 9.68

北京 6.10 2.44 2.14 1.22 0.30

天津 0.31 0.13 0.11 0.06 0.02

河北 26.68 10.67 9.34 5.34 1.33

山西 11.04 4.42 3.87 2.21 0.55

内蒙古 37.33 14.93 13.07 7.47 1.87

辽宁 12.67 5.07 4.43 2.53 0.63

吉林 9.28 3.71 3.25 1.85 0.46

黑龙江 9.06 3.63 3.17 1.81 0.45

陕西 31.08 12.43 10.88 6.22 1.55

甘肃 26.62 10.65 9.32 5.32 1.33

青海 9.23 3.69 3.23 1.85 0.46

宁夏 6.31 2.52 2.21 1.26 0.32

新疆 6.38 2.55 2.23 1.28 0.32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1.45 0.58 0.51 0.29 0.07

西北荒漠区 16.00 6.40 5.60 3.20 0.8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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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五期工程投资估算表

单位：亿元

建设区名称 合计

工程造林
退化

林分

修复计
人工造林 封山

育林

飞播

造林小计 乔木林 灌木林

总计 902.10 777.25 677.84 562.43 115.41 82.11 17.30 124.85

北京 15.44 11.50 10.38 8.58 1.80 1.12 0.00 3.94

天津 2.53 2.33 2.12 1.76 0.36 0.21 0.00 0.20

河北 102.13 84.93 79.25 65.81 13.44 4.78 0.90 17.20

山西 81.36 74.24 66.62 55.28 11.34 6.72 0.90 7.12

内蒙古 282.59 258.51 224.70 186.42 38.28 22.87 10.94 24.08

辽宁 35.82 27.65 24.71 20.57 4.14 2.94 0.00 8.17

吉林 21.26 15.28 13.18 10.87 2.31 2.10 0.00 5.98

黑龙江 38.87 33.02 27.95 23.21 4.74 5.07 0.00 5.85

陕西 68.72 48.67 39.38 32.66 6.72 6.53 2.76 20.05

甘肃 82.23 65.06 57.40 47.68 9.72 7.66 0.00 17.17

青海 40.53 34.57 29.06 24.08 4.98 5.51 0.00 5.96

宁夏 30.27 26.20 23.78 19.70 4.08 2.42 0.00 4.07

新疆 79.68 75.56 61.68 51.18 10.50 12.08 1.80 4.12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20.67 19.73 17.63 14.63 3.00 2.10 0.00 0.94

东北华北

平原农区

计 136.44 136.44 124.96 103.69 21.27 10.58 0.90

北京 11.50 11.50 10.38 8.58 1.80 1.12 0.00

天津 2.33 2.33 2.12 1.76 0.36 0.21 0.00

内蒙古 11.21 11.21 9.42 7.80 1.62 0.89 0.90

河北 62.52 62.52 59.42 49.34 10.08 3.11 0.00

辽宁 20.10 20.10 18.52 15.40 3.12 1.58 0.00

吉林 7.29 7.29 7.02 5.79 1.23 0.26 0.00

黑龙江 21.49 21.49 18.08 15.02 3.06 3.41 0.00

风沙区
计 309.94 309.94 268.86 223.08 45.78 33.20 7.88

河北 22.40 22.40 19.84 16.48 3.36 1.66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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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区名称 合计

工程造林
退化

林分

修复计
人工造林 封山

育林

飞播

造林小计 乔木林 灌木林

风沙区

山西 26.13 26.13 22.56 18.72 3.84 2.67 0.90

内蒙古 203.46 203.46 179.32 148.78 30.54 19.50 4.64

陕西 13.44 13.44 9.07 7.51 1.56 2.93 1.44

宁夏 17.44 17.44 15.86 13.16 2.70 1.58 0.00

辽宁 7.55 7.55 6.19 5.17 1.02 1.36 0.00

吉林 7.99 7.99 6.15 5.07 1.08 1.84 0.00

黑龙江 11.53 11.53 9.87 8.19 1.68 1.66 0.00

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

区

计 162.31 162.31 139.94 116.12 23.82 16.55 5.82

山西 48.11 48.11 44.06 36.56 7.50 4.05 0.00

内蒙古 20.91 20.91 14.81 12.29 2.52 1.60 4.50

陕西 35.24 35.24 30.32 25.16 5.16 3.60 1.32

甘肃 44.05 44.05 39.32 32.66 6.66 4.73 0.00

宁夏 2.84 2.84 2.63 2.15 0.48 0.21 0.00

青海   11.16 11.16 8.80 7.30 1.50 2.36 0.00

西北荒漠

区

计 168.56 168.56 144.08 119.54 24.54 21.78 2.70 0.00

内蒙古   22.93   22.93   21.15   17.55   3.60   0.88 0.90 0.00

甘肃   21.02   21.02   18.08   15.02   3.06   2.94 0.00 0.00

青海   23.40   23.40   20.25   16.77   3.48   3.15 0.00 0.00

宁夏 　5.92 5.92 　5.29 　4.39   0.90   0.63 0.00 0.00

新疆   75.56   75.56   61.68   51.18 10.50   12.0 1.80 0.00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9.73   19.73   17.63   14.63   3.00 82.10 0.00 0.00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