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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超级生态工程都有哪些？先看美国“罗斯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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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

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

严峻挑战。

20 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府先后启动大规模生态治理工

程，就是在全球生态危机爆发和人们寻求解决对策的宏观背景下，为

修复人与自然关系应运而生的。

从今天起，特别推出“世界超级生态工程”大型系列专题，约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管理办公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李世东博士，就世界著名生态工程的启动背景、政策机制、实施

计划、经验得失等，进行系统梳理和透视，为读者开办一个了解世界

超级生态工程知识的开放式大讲堂，以展示人类为应对生态危机挑战

而付出的非凡努力，持续深入推进我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工程档案

罗斯福工程纵贯美国中西部 6 个州，南北长约 1850 公里，东西

宽 160 公里，建设范围 18.5 万平方公里，规划用 8 年时间（1935-1942

年）造林 30 万公顷，平均每 65 公顷土地上营造约 1公顷林带，实行

带、网、片相结合：在适宜林木生长的地方，营造长 1600 米、宽 54

米的防护林带；在农田周围、房舍周围营造防护林网；在不适宜造林

地带，选出 10%左右的小块土地营造片林，以防止土地沙化，保护农

田和牧场。到 1942 年，经过 8 年建设，总计花费 12262 万美元，共

植树 2.17 亿株，营造林带总长 29931 公里，面积约 10 万公顷，保护

着 3万多个农场的 162 万公顷农田。1942 年以后，大规模工程造林

结束，进入维护管理阶段，但仍保持每年造林 1 万多公顷的速度。

美国“罗斯福工程”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生态工程，甚至比“生

态工程”这一术语的诞生还早 28 年。为了防止沙尘暴、保护农田和

牧场，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34 年 7月发布命令，宣布实施“大草原

各州林业工程”。罗斯福自始至终主持了这项工程的决策、规划和实

施，因此该工程被称为“罗斯福工程”。



启动背景

美国建国初期，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 13 个州，其后不断向西进

入大陆腹地。中西部大草原位于南北走向的美国第一大河密西西比河

以西、大致南北走向的第一大山落基山脉以东的广阔平原地区，属半

干旱草原区，年降雨量 500 毫米左右，这里土层深厚，草类繁多，是

优良的天然牧场，同时南北通透，南北气流交换强烈，常刮大风，很

容易形成龙卷风。到 19 世纪中叶，大草原 6 个州人口显著增长，由

于过度放牧和开垦，19 世纪后期经常风沙弥漫，各种自然灾害日益

频繁。

1929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失业无助、惶恐不安的人们迫于生计

进行乱垦滥开。由于大草原地区具有优惠的税收政策，而且生活成本

低，大量的草原被转换为耕地，牧民只能到边远或更贫瘠的地区放牧，

过度放牧，草地破坏严重，植被稀疏，导致沙尘暴频发。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大草原地区气候异常干燥，干旱造成了农业

收入大大减少，经济萧条，农户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32 年，当时

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在中西部地区考察时，看到了该地区的经济

发展以及生态恶化状况，产生了建立保护工程的念头。据记载，这项

工程的思路是在 1932 年 7 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中诞生的，当时，罗

斯福乘坐的火车停留在蒙大拿州的巴特市附近，该地区有许多炼铜

场，寸草不生，当置身于这样一个光秃秃的、酷暑难耐的地区，使他

萌发了在大草原地区造林的思想。

特别是 1934 年 5月 9 日-12 日发生的一场特大黑风暴，从西海

岸一直吹到东海岸，绵延 2800 公里，席卷全国 2/3 的大陆，大面积

农田和牧场毁于一旦，使大草原地区损失肥沃表土 3亿吨，6000 万

公顷耕地受到危害，小麦减产 102 亿公斤。罗斯福终于下定决心，于



两个月后的 1934 年 7月发布命令，宣布实施“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

“罗斯福工程”由此而生。

建设规划

1934 年-1935 年初，在工程的前期筹备阶段，美国联邦林务局对

大草原地区的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荷

马和得克萨斯州植树造林、植被类型、土壤质地、气候条件、经济状

况等进行全面详细的研究，综合评估大草原地区防护林带造林的可能

性。

最后确定，该工程纵贯美国中西部，跨 6个州，南北长约 1850

公里，东西宽 160 公里，建设范围 18.5 万平方公里，规划用 8年时

间（1935-1942 年）造林 30 万公顷，平均每 65 公顷土地上营造约 1

公顷林带。

在工程建设范围内，林务局根据不同的土壤和土地利用情况确定

了不同的造林方式，实行带、网、片相结合：在适宜树木生长的地方，

营造长 1600 米、宽 54 米的防护林带；在农田周围、房舍周围营造防

护林网；在不适宜大片造林地带，选出 10%左右的小块土地营造片林，

以防止土地沙化，保护农田和牧场。

防护林带方向。对于夏季防风，东西方向的防护林是最有效的。

因为破坏性风向多变，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防护林带都需要考虑。

防护林带密度。为了完全发挥效益，防护林带间隔不应超过 0.4

公里。

防护林带组成。典型的农田防护林带在横截面上像屋顶的形状。

这种形式的防护林带能抵御长时间的狂风侵袭，而且外观好看，同时

能给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考虑到效益的发挥，应营造混交林，

生长率、树冠的形状多样，寿命不同还能减少病虫害等。



单个防护林带的大小和范围。防护林带的长度主要由土地的所有

权、土壤质地以及土地所有者的造林意愿等决定。防护林带在 1600

米左右必须有间断或出口，以供通行出入。

工程实施

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全国约 1/3 的劳动力、超过 1300 万人失业。

1933 年 3 月 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就任总统，他很快就向国

会提交一项方案让失业年轻人到公共森林和公园去工作。

1933 年 3月 31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紧急恢复工作计划”，成

立了“国民自然保护队”(CCC)。林务局为这些人员准备了一份长达

1677 页的《美国林业联邦计划》，包括数百个项目。CCC 计划为年轻

人从事户外工作提供机会，在为期 9 年的计划中，300 多万人为此工

作了 6 个多月。每个国有林区至少有 1 个 CCC 营，使数百个工作项目

得以顺利开展。除造林外，还有修路、护林、瞭望、搭建电话线路等，

他们还扑灭了多起森林火灾。

1935 年 3月实施了“罗斯福工程”第一个植树项目，在俄克拉

荷马州的柯蒂斯农场建造了第一条防护林带，当时栽种的奥地利松现

今还在，松树附近的树木如榆树、槐树、杨树的生长远远超过了奥地

利松。

防护林的种植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步骤，包括对各个州的防护林

带选择宜林地区并进行编号；分配植树计划，划定每个县的林带分布、

树木的密度；同土地所有者或承包商进行谈判，种植适宜的树种和灌

木；看护幼苗，进行浇水和施肥，保护树苗免遭家畜啃食。每一个步

骤都凝聚着林业专家、施工队员以及当地居民的辛勤工作。



随着工程的实施，造林计划逐年快速扩大：从 1935 年 200 公里

增加到 1939 年 6880 公里。到 1940 年种植计划已经稳定下来，每年

增加约 6400-9600 公里新林带。

工程区立地条件复杂多样，建设中采取乔木和灌木树种、针叶和

阔叶树种相结合，因地制宜地使用 40 多种树木植树造林，营造的林

带多为 400-800 米长，15-30 米宽，带距 400-800 米。

种植人员拥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以自己的工作为荣，在种植者

之间、种植小组之间、各州的种植团队之间慢慢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植树机的开发是一个好办法，植树机由农用拖拉机牵引，由 3人

操纵，可以在每天 8小时内种植 1公里长的 10行防护林带，或者 8000

棵树木，是手工劳动效率的好几倍。

为了保护防护林建设成果，该工程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栅栏修

建工程，每年都修建 4800 公里的栅栏。

1935-1940年间造林成活率也逐步提高，1940年达到78.8%。1940

年后，造林的方法问题不再是影响树木存活率的重要因素。

“罗斯福工程”是美国唯一一次全国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经过

8年建设，总计花费 12262 万美元，共植树 2.17 亿株，营造林带总

长 29931 公里，面积约 10 万公顷。到工程结束前夕的 1941 年，在大

草原地区猖獗了 30 多年的干旱天气和沙尘暴宣告结束，此后再也没

有发生过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严重的沙尘暴。

1942 年 7月 1日，工程后续维护管理工作移交给美国农业部土

壤保持局。1942 年以后，大规模工程造林暂时结束，除做好维护管

理工作外，仍保持着每年造林 1 万多公顷的速度，林带栽培采用占地

少的 1-5 行的窄林带，特别是单行林带更受到重视。



1954 年美国林务局对林带建设成效进行了评估。其中 894 条林

带，即调查数量的 42％，被认为在防风方面是“优秀”或“杰出”

的；32％是“一般”的；19％“较差”；8％的林带“被破坏”。

1975 年美国总审计长向国会报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鼓励农民

对防护林进行保护，这项重要的资源可能会消失，而防护林附近农田

的作物产量也会大幅度下降。此后，各大部委机构都关注大草原地区

的保护问题，农业稳定和保护局、推广服务局和土壤保持局就防风林

的修护等问题开展了研究。1975 年以后，双行密植的窄林带逐步受

到重视。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工营造的防护林带总长度 16万公里，

总面积达 65 万公顷。

1997 年 1月美国林产品协会报道，美国大平原现有农田防护林：

北达科他州有防风林带 6.5 万余公里，保护着 121.4 万公顷农地；堪

萨斯州有 2.6 万余公里；内布拉斯加州有 1.5 万余公里；南达科他州

有 1.3 万余公里。

建设对策

建立专门机构，加强组织领导。“罗斯福工程”宣布实施后，美

国联邦林务局专门成立了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管理局，设置了工程造

林处、财务管理处、土地处、机务处、种苗管理处、宣传教育处、法

律事务处等职能处室，受权组织防护林项目的实施。北达科他、南达

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 6 个州均设有防

护林工程管理处，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设有工程局。每个州分别设立

了 2-4 个地区办公室，建立了 1-3 个专门的苗圃。林业部门完成的第

一个任务，也是最值得表彰的，就是保证了苗木供应。1939 年是苗

木供应高峰年，13个苗圃共生产了 6000 多万株苗木。



制定科学规划，严格组织实施。美国林务局为实施“罗斯福工程”，

于 1935 年组织专家编制出台了一份长达 200 页的《大草原地区营造

防护林带的可行性》专题报告，详细阐述了如何实施和管理大草原地

区的造林项目，4章内容清楚地介绍防护林带造林的步骤，指导整个

工程建设。还聘请了各州有名的森林苗圃专家，指导采种育苗。制定

了造林方式、树种选择、管护措施等规程并严格组织实施。典型的防

护林带是 40 米宽、1.6 公里长。每一条防护林带的面积大约为 8 公

顷，而且外围栅栏。

组建专业队伍，保证建设质量。专门成立了国民自然保护队，保

护队在全美建立了 1500 个工作营地，吸收失业、待业青年从事绿化

造林、森林防火等方面的劳动。人们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在广阔的原野上种下了一片片茂密的森林。美国有史以来全部公私造

林成果中，有一半以上是国民自然保护队种植的。罗斯福后来回顾自

己的从政经历，认为最得意、最有价值的就是此事。他说：“对我执

政时期的成就，没有比这使我更感自豪的事了。”

统一思想认识，努力增加投入。罗斯福从干旱减灾基金中拨付

1500 万美元用于工程第一年工作。工程总支出计划为 7500 万美元，

随着工程的进行，总计花费了 12262.2 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预算

外资金用于土地的购买。同时，罗斯福还对农民实行退耕减畜补偿，

即由政府出资买下农民已无法售出的农牧产品，并动员农民在生态破

坏严重的河谷地区重新植树造林。在工程逐渐进入尾声的时期，其主

要负责人罗伯茨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离开了这项造林工程计划。其他的

成员要么回到了林务局，要么成为了土壤保持局的成员。总而言之，

29931 公里林带的成绩使他们感到非常骄傲。（李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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