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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种沙生植物种质千余种沙生植物种质
在库布其大漠完美封存在库布其大漠完美封存

今年入夏以来，极端高温天气席卷全球，北极

圈也陷入“瘫痪”，“32℃北极圈，无家可归的北极熊

面临灭顶之灾”一度刷屏，全球变暖问题再一次向

人类发出挑战。其实，为应对气候变化，科学家们

早已提出各种“改造”地球的工程，其中就包括“平

流层纱罩”概念。

但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乔纳

森·普拉克特及其同事，近日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

论文表示，他们通过数据分析及对地球系统建模发

现，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很可能

好坏相抵，并不能缓解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构成的

威胁。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如何影响气候变化？为

了应对气候变暖，科学家们还提出了哪些地球工程？

用气溶胶“挡”住太阳光？
可能性太小
“平流层纱罩”地球工程概念，指的是通过人工

方式将气溶胶注入平流层，以减少到达地球的太阳

光量，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溶胶是一个体系，包含气体、液体、固体，其

概念并不明确。通常用粒径较小的颗粒物来指称

气溶胶，其成分包含三类，第一类是地壳类硅铝钙

等元素，第二类是离子成分，比如硫酸盐、硝酸盐、

氯盐等。第三类是包括有机碳和元素碳等的含碳

成分。”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颗粒物污染防治重

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大气气溶胶有人为源和自然源，大部分气溶

胶都是人为源。

气溶胶的自然来源主要是海洋、土壤和生物圈

以及火山等，而人为源为化学制品、纸浆和造纸、化

肥、农业作物等。需要注意的是，气溶胶作为载体，

携带着病毒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

冯银厂向记者解释道，元素碳在气溶胶影响

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作用较大，有些有机物比如硫

酸盐等会影响光的辐射、散射，或是对光进行吸

收。据悉，黑碳气溶胶对可见光和部分红外光谱

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它在大气中的各种化学和光

化学反应、非均相反应以及气粒转化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刘强等研究人员指

出，气溶胶对气候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

影响两大方面。直接影响指大气中的气溶胶粒子

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和地面辐射出的长波辐射，

从而影响地球与大气间的辐射平衡。间接影响是

指气溶胶浓度变化会影响云层，而云层变化反过

来影响气候。

武汉大学环境工程系王祖武教授对记者表示：

“实际上气溶胶影响的是能见度，它形成灰霾后折

射或反射太阳光。另外，它相当于凝结核，水汽聚

集在凝结核上，影响云层和降雨。跟温室气体的效

应正好相反，气溶胶好比制冷剂，能导致地面温度

降低。不过，大气环境复杂，不能说只靠单一的气

溶胶就能影响气候变化。”

既然气溶胶能影响气候，向大气中注入气溶胶

能否缓解气候变化呢？“给地球加一个罩子，让紫外

线少进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怎么把颗

粒物弄上去呢？不考虑返流的问题吗？我们在治

理颗粒物，要把空气中的污染颗粒物弄少点，它这

是又把颗粒物弄到高空？”冯银厂对平流层纱罩的

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应对气候变化，还有这些
地球工程

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搭建空间反光镜、制作

太阳伞、向海洋中施加铁元素……这些“修补”地球

的行为统称为“地球工程”，旨在通过工程和技术手

段对气候状况加以干预，从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全球升温问题。

据资料显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将地球工程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碳移

除地球工程，通过植树造林、土壤固碳、生物质碳捕

获等各种碳捕获、封存和转化技术，降低大气中的

温室气体浓度。碳去除地球工程最典型的是海洋

施肥，比如向海洋中施加铁元素或是氮、磷等营养

元素，也有人提出将深层海水抽到表层，向海洋表

层提供营养元素，同时加快将表层碳固定到海底的

速率。

第二种类型是太阳辐射管理地球工程，是通过

影响进入到大气层的太阳辐射，为地球“直接降

温”。主要是通过增加反照率，把一些太阳光散射

回太空，从而减少地球吸收的短波辐射，降低地球

变暖的速率。比如人为在平流层注入气溶胶、亮化

增白大气中的云层、屋顶刷白、沙漠绿化、在地球大

气层中设置太空反射镜等。

据中国气象局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孔锋分

析，近十年的地球工程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还

是相对薄弱，未得到地球系统多模式集合的验证，且

实施效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带来高风险。

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车慧正研究员对记者

称，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还是控制人为排放。王

祖武也认为温室气体减排才是切实可行的应对气

候变化的措施，现在已经提出了较多碳减排、碳交

易的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还是减排，二氧化碳

那么多，能不升温吗？我觉得减排最可行，其他工

程的可操作性还需要考虑。”冯银厂说。

给地球加个罩子，就能缓解气候变暖？

实习记者 代小佩

中国大学生武天琪是第一次来斯里兰卡。她没有像别人

那样在这个美丽的岛国轻松旅游，而是选择到南部小镇巴勒

皮蒂耶的海龟保育中心担任志愿者。

斯里兰卡绵长的海岸线是海龟的天然聚集地，如今这

一海洋“活化石”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小海龟的成活率极

低，大约 1000 只海龟卵才能孵化出 1 只小海龟。而近年来

海龟生存越发艰难，被渔网缠住、偷捕行为屡禁不止以及度

假村的扩张等，都会让刚出壳的小海龟在回归大海的短短

路途中丧命。

巴勒皮蒂耶海龟保育中心是小海龟的庇护所，志愿者们

抚育海龟安全度过回归大海前的“婴儿”时期。他们的工作包

括把海龟卵埋到安全的沙地、为海龟准备食物、给海龟洗澡和

清理沿海沙滩等。

小海龟性别由气温决定

虽然每天工作看似单一，但志愿者们乐在其中。武天琪

说，参与海龟保护项目可以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为保护环境、

动物和大自然作出贡献，“这种成就感是旅游所得不到的。”

保育中心常年有中国志愿者前来帮忙。负责志愿者管理

的团队“义客国际义工”创始人肖荣攀说，自 2016 年以来，就

有超过 2000名中国志愿者来到这里，深得赞誉。

保育中心的当地员工佐亚扎不仅是海龟保护者，也从事

海龟保护研究。他风趣地告诉记者，小海龟的性别并非由染

色体决定，而是由气温决定，当沙坑内温度超过 30摄氏度时，

海龟卵就将会孵出雌性海龟，低于 30 摄氏度时，孵出的就是

雄性海龟。

然而，全球变暖加剧正在让海龟界变成“女儿国”，自然繁

殖的海龟中“十只有九只半都是女的”，所以调节沙坑温度、人

工干预海龟性别是目前海龟保护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位正在给沙坑换沙的中国志愿者告诉记者，调节沙坑

温度就是调节沙子的厚度，然后定期换上新沙，保证空气流

通，然后在沙滩上放一些遮挡物。

生病海龟治愈后会被放生

记者在海龟保育中心看到，小海龟分别按照孵化后 1天、

2天和 3天放养在不同的池子里。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为了让

这些刚刚孵化的小海龟适应海水，练习游泳，以防过于脆弱的

龟壳经不住海洋的考验。

保育中心不仅是“育婴房”，还是生病海龟的“医院”。看

护池里通常会洒适量抗生素药液，防止从野外救助回来的海

龟感染炎症。在这里，海龟治愈后会被放生，而缺肢断腿的残

疾海龟难以在野外继续生存，通常就会留下“养老”。

米问问是流行文学作家，她带着 10 岁的儿子一起参与

了保护海龟亲子志愿者项目，这次的经历让母子感触颇

深。她说，通过清洁、挖沙、搬沙、埋卵等工作，孩子学到很

多关于海龟孵化的知识，更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我

们看到，海龟数量少与环境问题密不可分，如果我们保持海

洋洁净，不丢弃垃圾，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海龟就不会存活率

这么低。”

肖荣攀介绍，2017 年他们一共放回了 1.8 万只孵出的小

海龟，救治了 16只生病海龟，其中 13只在治愈后重归大海。

保护海龟、保护环境正是中国志愿者的心愿。米问问向

记者表示：“保护海龟仅仅是我们为保护地球自然生态所作的

一点微薄贡献，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生态保护工作

中，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努力。” （据新华社）

中国志愿者

帮小海龟平安回家

唐 璐 朱瑞卿

在印度拉瓦巴塔的昌巴尔河岸，一只胆大包天的小水

獭，看见岸边有只鳄鱼正在午睡，便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

对着人家的尾巴狠咬一口。鳄鱼被惊扰了美梦，当即转过

头来准备进攻，水獭见状，赶紧夹起尾巴溜之大吉了。

不要命！

胆肥水獭偷咬鳄鱼尾巴

日前，库布其 30年
治沙成果评定会在鄂尔
多斯市杭锦旗召开。会
上，一份名为《中国西北
地区种质资源库报告》
的文件被递交到评定会
专家手中并顺利通过评
定，一座位于库布其大
漠深处的种质资源库进
入了人们的视线。

种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

质总称，决定着生物遗传性状。

中国林科院首席治沙专家杨文斌研究员介绍

道：“世界农业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

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依赖于种质资源。

其中，植物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经过上

千年自然演变形成的，蕴藏着各种潜在的可利用

基因。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有目的地改良植物的性

状与品质，可为人类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问题

提供有力保障。因此，种质资源负载高度的遗传

多样性，是重大的基础战略资源，具有经济、生态、

社会、文化等多种重要功能和意义。”

“实现人工仿生自然生命现象，就目前人类的

科技水平而言，绝非易事，因此，针对载体材料性

质而选择适宜的方式将物种遗传信息有效保存起

来，是实现长期利用的基础和保障。”杨文斌说。

我国广阔的西北地区地处极端干早、干早和

半干旱地带，植被类型主要以超旱生、旱生植物为

主，是我国抗逆性植物集中分布的资源库。这些

植物不仅对严酷的自然条件均具有独特的生存策

略和适应方式，而且多数种类资源具有重要的开

发利用价值。

极端环境孕育抗逆性植物宝库

沙漠造就了神奇的物种，却又将它们推向灭

绝的边缘。沙生植物分布区普遍面积小，很少

群居。由于植株稀少、繁殖能力很弱、特殊生存

环境被破坏等原因，我国西北地区很多沙生植

物的植株持续减少甚至濒临灭绝，而为这些珍

稀植物乃至所有物种量身打造一个种质资源

库，势在必行。

半日花，我国

西北地区原产的矮

小 灌 木物种，属古

老的残遗种，对研究

亚洲中部，特别是研

究中国荒漠植物区

系的起源以及与地

中海植物区系的联

系有极其重要的科

学价值。早在1992

年，它就被列入《中

国植物红皮书》。

多种手段，保护沙漠珍稀植物

四合木，内蒙古杭锦旗和宁夏石嘴山特有物

种，起源于 1.4 亿年前的古地中海植物区系，是极

具代表性的古老残遗濒危珍稀植物，被誉为植物

“活化石”和植物中的“大熊猫”，为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

2003 年 ，鄂 尔 多 斯 被 列 为 中 国 草 原 荒 漠

生 态 系 统 中 最 具 国 际 意 义 的 第 一 类 保 护 地

区，而主要保护对象就是四合木、半日花等濒

危植物。

在治沙取得卓越成效的时候，库布其沙漠治

理的主力军亿利资源集团于 2015 年开始着手建

立亿利种质资源库。2016 年，该库被确定为国家

级种质资源库。

在库布其大漠腹地的亿利种质资源库里，科

技日报记者见到了这些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植物

种子。在资源库的组培室里，一罐罐四合木的

组培苗青嫩、茁壮，充满活力。在低温冷藏库

中，千余种西北地区植物种子被完美封存，蓄势

待发。

“种质资源库不光是一个保存种子的地方，

我们会根据对种子检测的变化进行更新，这里

最长的保存年限可达 50 年。”资源库研发工程

师王黎元拿着一瓶阿拉善脓疮草的种子告诉记

者，“保存，只是资源库的保护手段之一，此外

我们还有在原地对植物的直接保护、对植物进

行移植的迁地保护、对珍稀物种的组培等多种

方式。”

杨文斌研究员介绍道，在挪威北极圈内斯瓦

尔巴群岛的一处 120多米深山洞中有一座种质资

源库，它被称为植物种子的“诺亚方舟”和“世界末

日种子库”，即使有一天地球发生毁灭性的灾害，

这里保存的种子依然可以帮助人类重建家园。

杨文斌认为，亿利种质资源库，就相当于一座

我国西北地区植物物种的“诺亚方舟”。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介绍说，建立沙

生和濒危植物种质资源库对我国濒危植物的保

护繁衍、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链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经济时代的

竞争，一是技术，二是资源，每一份基因研究成果都

有着极大的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王文彪表示。

亿利种质资源库通过收集已测序物种和自

主 测 序 相 结 合 ，构 建 了 沙 生 和 濒 危 植 物 基 因

库，建立了国家濒危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鉴定

检测中心，逐步担负起为国家各级林业、海关、

公安、医药等部门进行鉴定检测的工作任务。

同时，还有基因库信息进行共享，为我国相关

研究机构提供充足的用于产业化开发利用的基

因材料。

杨文斌研究员告诉记者，在基因育种方面，种

质资源库与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合作，开展

了抗旱、抗寒、抗盐碱、抗病虫害等基因的研究，研

究成果可用于改良现有种质资源、培育新兴品种、

开展转基因植物研究。

对于种质资源库来说，除保存和繁育濒危物

种外，林木引种驯化是利用、保存和改造林木种质

资源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工作内容。“这一研究和实

践，可为乡土树种改良提供新的基因资源。”杨文

斌说。

例如在观赏花卉的引种筛选方面，亿利种质

资源库联合科研机构对加拿大寒冷地区 16 个秋

播花草进行了引种，有 7 种已经可以直接用于城

市园林绿化。

王黎元举例道，国产郁金香种球质量较差、产

量低，难以满足郁金香花卉生产的需要，我们的资

源库通过国外引种，进一步选择适生区域和优良

品种，通过更为科学的种球繁育方法，正在逐步解

决这一产业发展难题。

在综合近 30年保护、引种、训化、开发沙漠种

质资源的基础上，亿利种质资源库已成为我国西

北地区最大的种质资源库，据统计，目前库内保存

了 1040 种沙漠种质资源，涵盖了药用植物、沙生

灌木植物、珍稀濒危植物、沙生草本植物、生态修

复植物五大类，为西北地区植物育种育苗产业化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我 们 也 正 在 将 技 术 和 资 源 向 新 疆 、西

藏 、青 海 以 及‘ 一 带 一 路 ’沿 途 国 家 输 出 ，让

更多的荒漠化地区享有这些资源和成果。”王

文彪说。

科学育种，惠及更多荒漠化地区

亿利种质资源
库里组培苗和种籽
展示
本报记者 张景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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