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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盐碱地面积较大，为盐碱地“淡盐”成

为拓宽农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同时，长期

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和工业影响，使我国遭受重

金属和其它污染的农田面积也较大，这不仅影

响农产品质量安全，也影响水体等环境安全。

如何通过耕作等方式，将土壤中含量过

多的盐分、重金属等浓度降低或清除，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韦

本辉，近日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粉垄技术

对盐碱地“淡盐”和污染土壤修复的新方法。

使盐碱地盐量浓度降
低30%—50%

韦本辉发明的粉垄机械及粉垄耕作技

术，是在盐碱地的耕作过程中，利用粉垄螺

旋钻头设置底层粉垄暗沟系统，进行“淡盐”

改造，提高作物单产或品质。

据介绍，经甘肃、宁夏等地粉垄耕作试

验后，盐碱地耕作层的松土层土壤含盐量浓

度可降低 30%以上。

韦本辉说，该技术可在冬季霜冻前或雨

季前进行粉垄耕作，利用雪水融化和雨水下

渗，或利用灌溉水源，土壤中的盐分将随水分

下沉，土壤中的含盐量下降，使盐碱地土壤

“淡盐”，促进作物或植物更良好生长发育。

据悉，粉垄，即采用粉垄机械螺旋型钻

头对盐碱地深旋耕。韦本辉说，他发明了整

田粉垄和种植带粉垄两种方式，整田粉垄耕

作的粉垄深度为 25—30cm；种植带粉垄耕作

的种植带内粉垄深度为 30—40cm。

谈到粉垄使盐碱地土壤“淡盐”的科学

原理，韦本辉说，一是，利用天然降水的下渗

运动，使土壤中的盐分下沉；二是，粉垄土壤

疏松在氧气、微生物等作用下，使土壤中的

部分盐分下移；三是，由于粉垄土壤是横向

切割，土壤疏松，土壤中的毛细管被切断，底

层土壤中的盐分不容易像拖拉机耕作土壤

那么容易上移。

“这三方面的作用，使得耕作层中的土

壤盐分下降 30%以上。盐碱地中的土壤含

盐量大量被‘淡化’，使作物大幅增产。”韦

本辉说，“除此之外，在每条粉垄条带边缘地

带建设排水沟渠，便于在雨水或雪水过大时

能顺利排出，利于‘洗盐’。同时，作物种植

管理还要求根据不同作物生长发育特点，流

程化、标准化种植及管理。”

修复被污染的耕地土壤

据介绍，利用韦本辉发明的粉垄机械及

粉垄耕作技术，可修复被重金属和化肥、农

药过量施用等污染的耕地土壤。

韦本辉说，具体方法建议在粉垄机械螺

旋钻头一字排列中间，安装 1 根或 2 根加长

型钻头，可根据排污需求确定长度，一般加

长 15—25厘米，并在加长型钻头的相应后位

加设清沟方铲；然后，在被重金属和化肥、农

药过量施用等污染的耕地，在干田条件下，

利用螺旋钻头一字排列中间安装有加长型

钻头的粉垄机，进行粉垄耕作，并在耕作松

土层层面上形成凹状条沟；同时，要在其内

摆放一定厚度，如 3—5 厘米的杂草或树枝

条，再采取人工或者小型机械回土，平整田

面；此外，在田地的四周采用人工或小型机

械挖沟同样摆放一定厚度如 3—5 厘米的杂

草或树枝条回土，形成耕作松土层以下的一

个排污网络系统，在沟底部设置排水排污

口，以利于排污。

为便于天然降水或人工灌水的浸透淋

洗，韦本辉说，要实行干湿交替的水分管理，

在下雨或灌溉时，土壤中的重金属或残留的

化肥农药成分，将随水分下沉到粉垄土壤松

土层底部与犁底层交界处，再由此层面下沉

到凹状条沟中，利于在大雨或暴雨天气时随

洪水冲走重金属等排污物。

据了解，粉垄耕作后，由于耕作层土壤结

构改善、土质疏松，土壤氧气含量增加，利于

土壤微生物代谢活动旺盛，从而增加了微生

物对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的吸着和转化。

“利用粉垄耕作和设置的排污网络系统

及微生物的分解吸附作用，经过作物生长一

个周期，或在免耕条件下经 2—3年的水淋排

污作用，可达到较好的减污修复耕地的效

果。”韦本辉说。

淡化盐分 修复土壤
——广西农科院韦本辉研究员谈粉垄技术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北京全民义务植树共1.97亿株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3月 11日，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对外公布，自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始以来，截

至 2014 年，北京各界人士植树总株数达 1.97 亿株，

成活率达 88％。

据了解，34 年来，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推动

下，北京各单位、各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广泛深入开

展了绿化美化和义务植树主题活动，使全市森林覆

盖率由 12.83%提高到 41%，林木绿化率由 16.6％提

高到 58.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5.14 平方米提高

到 15.9平方米。

当下，正是北京进入绿化造林的大好季节，为

引导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就近就地参加义务植树

劳动，今年北京市设立春季义务植树接待点 25 处，

新植面积 2206 亩；设立林木抚育接待点 30 处，面积

5431 亩；设立林木认养点 46 处，提供可认养树木

86.5 万株；设立绿地认养点 88 处，1017.2 万平方米。

同时，还设立古树名木认养点共 33处，提供侧柏、桧

柏、国槐、银杏、皂角、古柏、楸树、榆树、枣树、油松

等 10种古树共 589株供市民认养。

“2015环保志愿行”京津冀行启动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王鑫 记

者张强）今年两会，环境和污染治理

等问题仍旧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

点。为呼吁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聚

焦环保问题，3 月 11 日，“2015 环保

志愿行”第二站“京津冀行”在京正

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呼吁大

众在聚焦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还

聚焦青少年的环保教育问题，希冀

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启动仪

式上，来自环保部宣教中心、环保部

环境教育杂志社、以及北京市丰台

教委的负责人分别致辞，希望借助

此次活动，使青少年将知识与实践

相结合，将环保教育逐步深入下去。

北京首家综合执法监察大队成立
科技日报讯（白贤策 胡利娟）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园林绿化执法

监察大队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北

京市首家集合森林公安、城管、绿地

监察等职能的综合执法监察大队，

将对违法毁绿、占绿行为进行有效

查处。

据了解,该执法监察大队由区

园林绿化局、区城管执法局、区森林

公安处、区林业站,以及丰台区乡镇

林业站共 22 名具有执法资格的人

员组成，将对辖区园林绿化资源开

展联合执法。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

称,综合执法监察大队承担五项职

能,包括开展林地、绿地的日常巡

查；依法查处城市绿化违法行为；对

各类侵占、毁坏林地和林木及相关

设施的案件进行初查，核实后移交

给森林公安处查处；负责林地绿地、

林木树木批后监督检查；配合市区

有关部门涉林、涉绿案件查处工作。

万华与迪芬巴赫携手制造秸秆板
科技日报讯（杨燕群）近日，万

华生态板业宣布与德国迪芬巴赫全

球合作，创新制造秸秆生态板。

此次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

略合作制造秸秆生态板，这对于促

进全球特别是我国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解决农作物秸秆废弃处理问

题、保护生态环境、惠农增收，促进

农民就业，加快安全健康家居升级

等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双方将充分

利用自身的核心技术力量，并肩合

作强强联手，并结合中国原料实际

特点，努力打造和推广一套能高效

利用麦秸原料，来生产出高附加值、

新型环保产品的秸秆板生产线，起

到完整的、成熟的生产技术示范作

用，开创新的行业发展方向。

人工繁育大熊猫十年攻克“三难”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国家林

业局副局长、中国野生大熊猫保护

中心主任陈凤学日前透露，经过多

年的努力，10 年间以中国大熊猫研

究保护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为代表的科研单位，成功攻克了人

工繁育大熊猫的三个难关，力争到

2020 年人工繁育大熊猫保持在 500

只左右。

陈凤学说，这三个难关分别是

发情难、受孕难和幼仔存活难，初步

实现了大熊猫人工繁育的自我完

善、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

为实现大熊猫保持在 500 只左

右这个目标，陈凤学表示，在新的常

态下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过去

人工繁育大熊猫注重追求数量向高

度重视质量上转变，最大限度地提

高人工繁育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国家林业局将会采取限制性措施，

对大熊猫实施优生优育，生一个是

一个。并对人工繁育大熊猫，将按

照谱系关系进行优化配对，促进和

扩大大熊猫种源之间的遗传交流，

避免近亲繁殖，要保证大熊猫根红

苗正。

二是要从传统的、原始的人工

繁育大熊猫依靠野外种源向人工繁

育大熊猫支持野生大熊猫，特别是

濒危小种群发展上转变。要选择遗

传价值高、良好的个体，通过野化和

培训后实施野外放归，这不仅对野

外大熊猫进行了有益补充，也是为

野外种群的复壮提供可能。

购买碳汇也是义务植树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3月 11日，北京市林业碳

汇工作办公室碳汇科科长张峰透露，为支持首都林

业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发展，购买碳汇不仅成为广大

单位和个人履行植树义务的一种全新选择形式，同

时，还有效解决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中日益凸显的适

宜造林地块选择难、植树活动集中统筹难、栽植苗

木成活率保障难、活动综合效益实现难等问题。

据悉，北京于 2010 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了《北

京市绿化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

通过植树造林、认建认养树木绿地、购买碳汇、参与

绿化宣传咨询等多种形式履行植树义务。个人购

买碳汇 60元（以上）的，折算 3株植树任务”。

张峰称，目前，单位或个人购买碳汇的途径主

要有银行转账、邮局汇款和在线购买这三种方式。

而购买碳汇履行植树义务所累积的资金，将全部进

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北京碳汇专项基金进行统

一管理，主要用于实施以增加碳汇为主要目的的植

树造林、森林经营、森林保护、林业低碳社区建设、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

此外，还用于开展园林绿化应对气候变化、森

林营造与管理、低碳发展与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普

及、培训和论坛等社会宣传活动。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3月11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对外公布的《2014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显示，去年全年造林602.7万公顷，超额完成计划任

务。并收回违法违规侵占林地3517.3公顷，治理沙化土地

126.5万公顷，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767.4万公顷。

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介绍，尤其是重点生态修

复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完成造林 199.9万公顷。天然林保

护工程造林 41.5万公顷、中幼龄林抚育 75.2万公顷，后备

森林资源培育 11.7万公顷，有效管护森林 1.15亿公顷，启

动了全面停止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试点。同时，退耕还林工程造林 34.8万公顷，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造林 26.5 万公顷，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造林

37.2万公顷，完成率达 100%。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

护林体系工程造林 97.1万公顷。

《公报》指出，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全年收缴林木 60余万立方米、野生动物 7万多头（只），收

回林地 3517.3公顷，挽回经济损失 11.4亿元，处理违法犯

罪人员 26.6 万人。全国各类草原违法案件立案 1.78 万

起，结案 1.74 万起，结案率达 97.6%。森林、草原有害生

物防控成效显著，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5‰

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5%以上，松材线虫病、美国白

蛾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严重发生的形势得到初步遏制。

不仅如此，湿地保护力度加大，建立了黄河湿地保

护网络，实现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以流域形式开展湿

地保护，开展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战略研究》，填补了

我国滨海湿地保护研究领域的空白。

另外，造林绿化政策扶持和激励机制明显加强。全

年中央林业投资 1517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67 亿元。国

家储备林基地建设范围由 2013 年 7 省区扩大到南方 15

省区，划定国家储备林 100 万公顷。国家林业局确定了

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市（地级）1个、示范县 65个，推动

全国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建设。林权抵押贷款全面推开，

规模达到 657亿元，比 2013年增长 18.5%。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表示，虽然 2014年国土绿化

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区域、城乡造林绿化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仍很突出，森林、草原质量效益仍处于较低水平，侵占

林地、草地、绿地、湿地现象较严重，森林、草原、绿地、湿地

保护宣传教育与执法工作还需加强，森林、草原有害生物

和火灾防控形势严峻，国土绿化成果巩固任务依然艰巨。

2014年国土绿化状况公布

今年两会，“雾霾”再一次成为热议话题，多个代表

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呼吁加强环保、治理雾霾。

与此同时，国内也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环境卫士，

致力于解决环境污染的科研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教授欧阳峰就是其中一员。

欧阳峰曾在日本工作学习了十余年。回国后，他在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创光催化有机物降解

的研究，经多年积累发表《太阳光下 F参杂二氧化钛催化

丙烯晴降解的研究》等系列论文，受到被国际能源环境

界誉为最负盛名的“非官方诺贝尔奖”——埃尼奖评委

会的关注，使他成为该奖项 2015年度候选人。

光催化剂是接受光线照射就能促进化学反应的物

质，这种节能技术，由于活性低，目前主要应用于空气净

化，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例子甚少。

“6 分钟内，太阳光下 F 参杂二氧化钛催化丙烯晴降

解率可达 66%。”欧阳峰与他的博士生的这个发现，为光

催化降解有机物应用做出了贡献。

欧阳峰将有机物的分解与绿色化学结合起来，在氯苯

光催化降解制备有用化学品苯甲醛，已证实该反应可用于

CO2固定，这为CO2减排和VOC去除指出新的方向。

欧阳峰的发现为治理环境污染带来了福音，使他有

机会冲击埃尼奖国际大奖。

但他对治理环境污染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研究

治理污染物的同时，欧阳峰团队着力于大气污染源的控

制和减排，在汽车尾气、生物柴油添加剂、氮氧化物去除

等方面均开展了研究。

欧阳峰的大气新能源团队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科

研骨干——朱荣淑和曹罡。朱荣淑，在中国科学院武汉

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

2005 年加入到欧阳峰的科研团队，主要从事环境和能源

催化及其催化反应动态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涉及柴油车

尾气催化净化、VOCs 催化净化、光催化分解水产 H2，已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50余篇，2010年被评为深圳市地方级

领军人才。

曹罡，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获

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美国国家职

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与大气颗粒物污染相

关的研究工作。2011 年回国后加入到欧阳峰的科研团

队，从事大气化学、大气复合污染的形成机制、大气颗粒

物污染及其健康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在国外高影

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2012 年被评为深圳市海外

高层次人才。

目前，欧阳峰正带领团队为大气污染控制和清洁能

源开发而工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爱惜环境，减少污

染是每个人的义务。”欧阳峰说。

治理污染正是要依靠无数个像欧阳峰团队这样的

环境卫士。在他们的努力下，有理由相信，雾霾终将被

拨开。

欧阳峰：争当“环境卫士”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张希武近日表示，开展大

熊猫的野化放归工作，是大熊猫小种群拯救和复壮的

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放归到野外小种群的地方，可增

加种群、增加种群的遗传性。野外放归既然是一个科

学研究工作，自然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尽管实验中

出现了大熊猫死亡情况，但不会停止科学探索，还要继

续进行。

目前，野外放归科学实验已进行了 10 多年，先后放

归的大熊猫“淘淘”和“张想”，现仍然在野外活动。

据悉，2014 年的 10 月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放归了经过野化训练的大熊猫“雪雪”，准备 12月份再继

续放归与它一同野化的大熊猫“新媛”。但在 11月，还没

有放归的“新媛”在野外训练时，监测人员发现“雪雪”和

“新媛”的信号均都不动，待到实地去勘察，发现它们俩

相继死亡。

张希武说，大熊猫保护最重要的还是野外保护，尤

其是栖息地的保护，为重中之重。但由于自然的隔离和

人为干扰的因素，大熊猫野外的种群被分割成 33个局域

的种群，其中有一些种群的数量少于 30 只，具有灭绝风

险的就有 22个。

“将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的大熊猫放归自然以补

充种群、增加种群的遗传性，这不仅是濒危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实现人工繁殖大熊猫

放归野外的一项重要工作。”张希武称，而大熊猫由于

受自身繁育能力低、食性单一和栖息地破坏化等因素

的影响，放归难度远高于其他动物。国家林业局现已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改进方

法，成功开展了朱鹮、野马、梅花鹿等 20 多种野生动物

放归工作。

大熊猫野化放归要继续进行

波音获“年度环保公司”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莉）波音公司近日在第

41 届年度行业成就奖评选中获得了“年度环保公

司”奖。

本届评选由《航空运输世界》主办。该杂志编

辑部盛赞波音“在燃油和排放方面具有更高效率的

飞机产品”，例如 787 梦想飞机、737 MAX 和 777X；

以及公司旨在发展可持续性航空生物燃料的全球

性努力和“波音环保验证机”项目，该项目测试诸多

旨在改进燃油效率并降低排放和噪声的新技术。

杂志负责人表示，为了继续取得成功，航空运输业

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深谙此

道，并制订了具有协作性、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全面

航空环保战略。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
康纳表示，波音非常荣幸可以凭借我们在改进航空

业环保表现方面的领先地位、与客户、政府、科研机

构和其他相关方的密切合作关系，而赢得《航空运

输世界》颁发的年度环保公司奖项。这是对波音公

司和我们员工打造更美好、更洁净未来的专注努力

的一种认可。

随着春天来临，天气转暖，在昆明过冬的红嘴鸥也即将返回
繁殖地西伯利亚。据了解，每年最早在10月中旬左右便有红嘴
鸥陆续飞抵昆明，11月中旬“大部队”抵达。到次年开春时，红
嘴鸥头部羽毛已逐渐变黑，进入性成熟期，开始成群结队返回北
方繁殖后代。近日，许多市民和游人都来到滇池海埂大坝，在红
嘴鸥群离开前最后一睹它们的身姿。图为3月15日，游客在昆
明滇池草海大坝上喂食、观赏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