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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学科的专家正接力驻扎祁连山，通过多学科交

叉研究，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贡献力量。同时，祁连山已建立10个科学观测研究站，

涉及荒漠、草地、冻土、森林、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类型。

◎实习记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 魏 康 尉津铭

◎本报记者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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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青岛莱西市院上镇九顶山，

坐落着一座欧式风情庄园。眼下，庄园内

2200 余亩葡萄全部采收完毕，进入冷热浸

渍、入桶发酵阶段，为下一步葡萄酒生产

做好准备。除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外，

庄园还承接餐饮、露营、团建等业务。

可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废弃

矿区。近年来，莱西市坚持新发展理念，

对九顶山矿区进行生态治理和修复，逐渐

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新路径。

废弃矿山曾经满目疮痍

“真没想到，曾经废弃的矿山变成了

‘金山’！”程显璞是土生土长的院上镇人，

1 月 2 日，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他记事

儿起，九顶山上就一直在开山采石。“最多

时有 6家石料厂进行生产，天天炮声隆隆，

尘土飞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程

显璞说。

九顶山上曾经开采的主要是建筑用安

山岩，年生产规模一度达上万立方米。多年

的露天开采对矿区原有地貌、土壤植被、生

态景观造成了严重破坏，山体上更是形成了

两处废弃矿坑，岩石裸露、隐患众多。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

加大，2008 年，九顶山安山岩矿开采被叫

停，曾经依矿而生的村民纷纷外出打工另

谋出路，矿山随之废弃。

废弃的矿山谁来治理？怎么治理？莱

西市下决心要蹚出一条废弃矿山修复开发

之路，力争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经过多次考察，研究人员发现，九顶

山区域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土壤特性，都

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山上多是石头

坑，表层土极薄，种植庄稼很难生长，但对

酿酒葡萄来说，却是绝佳的生长条件。”九

顶庄园大好河山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闫志刚告诉记者。

彼时，恰逢德国客商来中国为葡萄酒

庄选址，莱西市积极对接邀请客商进行实

地考察。最终，九顶山凭借独特的自然和

土壤条件被相中。随后，莱西市决定按照

“废弃矿山为核心区建设葡萄酒庄，周边区

域辐射发展葡萄种植”的模式，对九顶山废

弃矿区开展地质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环境“短板”变成生态“样板”

通过清理危岩体、渣土回填、边缘修

整等方式，莱西市初步完成了九顶山的治

理。从 2009 年在九顶山试种第一批酿酒

葡萄以来，莱西市坚持以“一控二减三基

本”和化肥零增长为目标，采用集成增施

有机肥、果园秸秆还田、果园自然生草、喷

施微生物菌剂、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模式，

缓解了山区土壤退化和盐渍化问题，固定

了水土，提升了耕地质量，让昔日满目疮

痍的大山重新披上了“绿装”。九顶山由

“种啥啥不行，长啥啥不好”的废矿山变身

为“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技术”和“水肥一体

化技术”示范区。环境“短板”变成了生态

“样板”。

修复中，废弃的矿坑也被改造成了葡萄

酒窖。“如果另选址挖建酒窖，将是一笔不小

的费用。”闫志刚介绍说，“在原来的矿坑下直

接建酒窖，既为葡萄酒的发酵提供了优质场

所，还节约了建设资金，降低了能耗。”

与此同时，莱西市持续开展“四减四

增”行动，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

积极探索信息化生态环境监管模式，利用

大数据平台，将生态环境监管与信息化建

设深度融合，以精细和动态的方式实现环

保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经过严抓

细管，莱西市环境整治成效不断显现，

PM2.5、PM10平均浓度等多项大气环境指标

持续改善，空气优良率提升 2.1 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九顶山上更

是成为了“天然氧吧”。

生态“聚宝盆”带动村民增收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经过十

余年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矿坑上建起来

的九顶庄园形成了集葡萄培育种植、葡萄

酒生产、文化展示、旅游接待、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综合性精品葡萄庄园。废矿坑变

身生态“聚宝盆”，庄园年产葡萄酒 50 万

瓶，远销欧美、日本。同时，1.2 万平方米

的欧式酒堡、2000 余亩的酿酒葡萄园，不

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极大带动了周边观

光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发展。

随着废弃矿山蜕变为美丽庄园，有种

植管理技术经验的程显璞也由农民变成

了产业工人，负责庄园内葡萄的日常技术

管理。“在优美的环境中工作，一个月工资

能拿到 3000多元，而原来种地一年也就挣

万把块钱。”说起庄园为生活带来的变化，

程显璞笑得合不拢嘴。

“这个生态产业项目解决了当地 150

余人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带动了周边村

民回乡种植绿色鲜食葡萄。”莱西市院上

镇宣传委员刘文娟介绍，如今院上镇种

植葡萄达 20 多种，年销售葡萄 5 万吨，生

态转变带来的全链产值达 22 亿元，带动

村集体年增收 360 万元，村民每年增收

2000 万元。

青岛莱西：废弃矿山变身“生态金山”

“系列研究报告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湖泊、湿地、山地、西

北干旱区、东部超大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的巨大成效。”2022年 12月 27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

科学促进发展局副局长张鸿翔介绍了资源环境领域系列研究报告的

主要结论。

2022年 3月以来，中科院组织相关院属单位，充分发挥建制化队

伍优势与学科积累优势，在长期系统性工作基础上，编制了《中国湖

泊生态环境研究报告》等五份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报告。

各报告科学分析和揭示了湖泊等生态系统和西北干旱区等部分

区域的长期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建议。

湖泊指示着流域中人与自然的协调状况。《中国湖泊生态环境研

究报告》显示：我国可利用湖库淡水资源总量显著增加，湖库对饮用

水安全保障的作用更加凸显；大部分湖泊透明度上升，湖泊富营养化

得到明显遏制；重要湖泊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

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是不可替代的物种“基因库”。《中国

湿地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湿地面积整体呈现恢复态势，保障我国水

安全的作用更加明显；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湿地碳汇功能

显著提升；湿地合理利用模式不断创新，保护体系日趋完善，恢复技

术体系基本形成。

山地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主体，山区是以山地为依托、人与自然

相互作用的区域。《中国山地研究与山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山地生态

安全屏障骨干体系基本建成，水土流失防治卓有成效；建成了高效的山

地灾害防控体系，山地灾害减灾成效显著；山区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

胜利，山区产业结构得到显著优化，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

我国西北干旱区，有着广袤的戈壁和荒漠，河流和湖泊交织，自

然景观独特。《中国西北干旱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我

国西北干旱区水资源节约利用成效显著，用水效率不断提高；节水灌

溉面积不断扩大，农业水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地表水体面积扩大，水

质向好发展，水环境容量显著增加。

中国东部三个超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高强度的

人类活动给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的

可持续发展。《中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三个城

市群生态用地质量稳中有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大气环境

和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污染物排放量

明显下降；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

增强。

资源环境领域五份报告表明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由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审批同意，已于近日正

式印发实施。

国家林草局荒漠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是中国履行《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指导性文件，是省级人民政府编制本行政区域防

沙治沙规划的主要依据。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规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1 亿亩，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3000 万亩；到 2030 年，规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任务 1.86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0.9亿亩。

《规划》明确，将沙化土地划分为干旱沙漠及绿洲，半干旱，青藏高

原高寒，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湿润，沿海沿江湿润等五大沙化土地类型

区、23个防治区域。根据沙化土地分布特点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确定7

个重点建设区域，即3个优先治理区和4个优先预防区。

《规划》提出，分类保护沙化土地。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实

行沙化土地分类保护，全面落实各项保护制度，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

然修复功能，促进植被休养生息，从源头上有效控制土地沙化。强调

对于原生沙漠、戈壁等自然遗迹，坚持宜沙则沙，强化保护措施，力争

实现应保尽保。

《规划》要求，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在科学评估水

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建设区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并总结概括了四大类、共 11 种常见的

修复措施，高质量开展生态修复。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正式印发

到2025年将治理1亿亩沙化土地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藏羚羊由不足3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普

氏原羚从 300多只恢复到近 3000只，雪豹增加到 1200多只，青海湖鸟

类由164种增加到232种……近日，记者获悉，近年来青海省林草部门

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为统领，发挥职能优势，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扎

实开展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管理局副局长冯永

盛介绍，青海省积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有效发挥了自然保护地在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维护重要

物种栖息地方面的作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达

到 26.75万平方公里，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

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自然保护地内生态系统和物种

得到系统保护，多样性不断丰富。

与此同时，青海省建立了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体系，不断完善“天空

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持续开展重要生态系统调查监测和自然保护地生物

多样性监测，逐步摸清林草资源本底状况。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野生动植物保护、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公益林建设和天然林保护、古树名木保护等重大工程，全省森林覆盖率

达到7.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7.8%，湿地保护率达到64.3%，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

青海自然保护地内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我们长期关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

山。”近日，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祁

连山研究院院长勾晓华向科技日报记者介

绍祁连山环境保护工作时说。

地处甘肃省西部与青海省东北部边

境的祁连山磅礴壮阔，雄奇伟岸。作为青

藏高原东北部重要水源地和水源涵养区，

祁连山有着“高原冰原水库”的美誉，生态

价值日益凸显。

如今，在祁连山上，地理学、生态学、

草学、大气科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正接

力驻扎，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贡献力量。同时，祁连山上野外综合科

学观测研究网络体系也逐步完善，已建

立了 10 个科学观测研究站，涉及荒漠、草

地、冻土、森林、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类

型。勾晓华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比较

脆弱，科研人员应该有所担当、有所建

树、有所贡献，守护祁连山这道绵延不绝

的绿色屏障。”

要保护和修复祁连山生态，让祁连山

“风光无限好”，增加植被的覆盖度十分重

要。但大量植被却会消耗很多水分，作为

青藏高原东北部重要水源地和水源涵养

区，祁连山的水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张宝庆教授

说，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找到一种协

同的发展模式，既筑牢祁连山生态屏障，

又不影响水资源总量。

张宝庆介绍，冰川、地表水、大气降水

和地下水构成了祁连山丰富的水资源，祁

连山区拥有 2684条现代冰川，多年来平均

出山径流量达 138.05 亿立方米，山体中上

部年均降水量达 400—500 毫米。基于水

资源的极端重要性，研究人员用 10年时间

建立起了祁连山土壤水分观测网络，对既

有积雪又有冰川冻土的高寒山区土壤水

分进行观测，填补科学研究空白。

同样是“摸清家底”，兰州大学生态学

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立勋团队关注的

重点则是祁连山的物种多样性。他们监

测重点保护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物种

和种群动态变化，并开发了“觅踪”野生动

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平台（V1版），平台包

括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图像、视频、鸣叫

声等数据。

自 2017年开始，张立勋团队与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在祁连山

地区开展野生动物调查和红外线相机监

测研究。张立勋介绍，监测调查显示祁连

山国家公园内的旗舰动物雪豹有 280—

300 只 ，但 数 量 与 历 史 最 好 时 期 还 有 差

距。可喜的是，监测发现，近 10 年来在祁

连山西端的甘肃省肃北县盐池湾、酒泉市

阿克塞县苏干湖等黑颈鹤繁殖栖息地，黑

颈鹤种群数量增加了近 20%。

摸清祁连山的生态“家底”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下，祁连山的多年冻土表现出剧烈的退化

状态。研究人员介绍，多年冻土区存储的

大量有机碳会在冻土退化后暴露出来，加

速微生物的分解，释放大量温室气体；同

时，冻土退化过程中形成的热融滑塌地貌，

会导致地表土壤养分减少，影响植被生长。

为监测多年冻土变化的情况，兰州大

学资源环境学院牟翠翠教授团队在祁连

山打造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通

过深度从 20 米到 150 米不等的钻孔监测

冻土温度并采集冻土岩芯样品，利用遥感

力争让冻土和植被固碳减碳

数据观测地表冻融沉陷程度，借助无人机

观测多年冻土退化形成的热融滑塌和地

貌演化……

“高寒地区植被固碳能力有限，如何

保证冻土中的碳不分解释放成为碳源，也

是我们的重要研究课题。”牟翠翠团队通

过野外监测和室内实验，厘清了多年冻土

升温和快速崩塌过程影响碳释放的生物

地球化学机制。“我们研究冻土的固碳能

力，是为祁连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服

务。下一步，我们还要对祁连山多年冻土

区的固碳能力进行评估，为沿线省份调控

碳排放提供参考；对热融滑塌和冻融泥流

灾害进行预警，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和技术支持。”牟翠翠说。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赵

传燕则重点关注了祁连山地区林地、灌

丛、草地等不同植物类型的碳汇功能，通

过获取观测数据、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不同

植物及其不同面积配比对“双碳”的贡献。

“国家提出了‘双碳’目标，我们研究

林地、灌丛和草地的面积配比以便发现如

何更好地固碳增汇，给管理部门提供数据

支撑。”赵传燕说。

祁连山分布着不连续的草地绿洲，而

绿洲的健康直接关系着祁连山的生态环

境质量和祁连山区的高质量发展。20 世

纪 8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在位于

祁连山绿洲核心区的甘肃省临泽县创建

了草地农业试验站。曾经有一段时间，祁

连山区牧草供给和家畜需求不平衡，造成

草原退化严重，狼毒、醉马草等毒害草随

处可见。为了解决草原退化问题，任继周

院士提出了季节畜牧业的理论，中国工程

院院士南志标则建立了农牧耦合修复草

原生态的模式。

如今，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侯

扶江教授团队接过了祁连山绿洲生态保

护的“接力棒”，欲将临泽草地农业试验站

打造成一个草畜互作、农牧耦合的科研教

学基地，“草地农业怎么做最有利于生态

保护，最有利于生产效益提高，最有利于

农牧民增收，还有一系列的理论、模式和

技术问题需要我们下功夫解决。”侯扶江

说。

2018 年底，在综合有关研究的基础

上，勾晓华等 10位兰州大学教授联名向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政府、青海省政

府提交了《关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生态民”治理模式，促进祁连山国家公园

建设的建议》，提出了实施“生态民”治理

模式、“社区共管”机制等建议。

“祁连山国家公园有几万平方公里，只

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要在国家公

园建设中实现‘社区共管’，把牧民、农民纳

入保护力量，因为他们非常熟悉这里的山

山水水。”专家表示，祁连山的原住居民有

非常好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保护中要充分

传承原住居民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把生态

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

更好地保护祁连山的生态环境，促进国家

公园的建设，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