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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三北工程研究院，实施七大科技

行动计划，发布‘三北工程攻坚战关键技术

研发’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公告，建立 15 个

先行先试科技高地……”近日，国家林草局

生态保护修复司副司长李达在自然资源部

8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三北”工程

中的科技力量。

截至目前，“三北”工程已完成综合治

理任务 4000 多万亩。重点治理区实现了

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助力。从“治

沙魔方”到“微创”植树，再到林草场节水灌

溉智能控制系统，科技正在为“三北”工程

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撑。

新兴技术助力
防沙治沙

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被称为三北地

区，这里分布着我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

广袤戈壁，沙化土地约占全国沙化土地面

积的 90%。1978 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三

北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三北”工程

正式启动，开创了中国大规模生态建设的

先河。2023 年 6 月，“三北”工程攻坚战正

式打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北地区显著增

绿，推动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土地

退化零增长目标。‘三北’工程创立了以举

国之力建设国家生态工程的基本范式，探

索出规模化开展植被建设的治理模式。”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三北工程

研究院院长卢琦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在“三北”工程中，科技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比如，‘治沙魔方’草方格显著提升固

沙效果，是‘三北’工程建设中工程固沙的

首选技术；宁夏沙坡头‘五带一体’防沙治

沙体系确保包兰铁路 60 多年畅通无阻。”

卢琦说，此外，我国还综合运用多种科技手

段防沙治沙，打造出以河北塞罕坝，内蒙古

库布其、磴口，新疆柯柯牙等为代表的防沙

治沙典型。

中国科学院风沙观测场位于宁夏中

卫，在观测场的院子中，工人将草帘铺好，

按一下按钮，不到 30 秒，一根 10 米长的刷

状网绳式沙障就制作完成了，生产效率比

过去人工扎设草方格提高了 60%以上。

今年，这种新技术在宁夏中卫腾格里

沙漠治理区得到运用。沙地里，工人们两

人一组，熟练地将一条条 10 米长的沙障

按照 1 米×1 米的大小铺好，并将四周进

行固定。整个沙丘就被一张金色的大网

牢牢罩住。

此外，由我国首创的“微创”植树技术，

也已经成功用于上千万亩的沙漠中。

库布其沙漠研究院副院长常朝晖介

绍，“微创”植树技术由亿利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发明，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利用该

技术，两人合力即可在 10 秒左右种好一棵

树。种好后，树木的成活率达 90%，而且还

能节约 50%的水资源。

截至目前，“微创”植树技术在库布其

沙漠推广超 150 万亩。同时，该技术已在

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

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青海和

西藏的沙漠地区得到广泛使用。

科研成果提供
治理依据

为聚焦“三北”工程建设中亟须解决的

科技问题，2024年 1月 24日，国家林草局启

动“三北工程攻坚战关键技术研发”揭榜挂

帅项目。自项目实施以来，揭榜团队围绕

榜单任务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凝练出首批

十大科研成果。这些成果让新绿在“三北”

大地蔓延，让北疆绿色长城更加牢固。

记者了解到，“三北”工程主要树种草

种筛选揭榜团队在全面系统梳理“三北”

工程区自然地理分区、气候特征、立地条

件类型、植物生长适宜性、国土科学绿化

实际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

“三北”工程建设树种草种名录。团队编

著的《三北工程常用植物》是首批十大科

研成果之一。

“《三北工程常用植物》总结了常用

植物的育苗技术、造林技术以及在造林

和生态修复中所应用的模式，绘制了植

物相应的自然分布区和适生区分布图，

为‘三北’工程‘种什么’‘怎么种’‘哪里

种’等科学绿化关键问题提供了重要参

考。”卢琦介绍。

主要林种和草场灌溉需水量“一张图”

项目团队应用遥感信息提取数据，系统计

算并绘制完成了三北地区主要林种和草场

生态需水量及灌溉需水量的图表。据了

解，这一成果对评估三北地区水资源现状、

优化三北地区水资源利用结构，构建健康

稳定的“三北”防护林体系，科学指导“三

北”防护林规划、建设与管理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卢琦说，林草智慧节水配套技术模式

项目团队引入水联网理论和技术体系，研

发了基于空地一体的土壤墒情自动监测技

术，形成了基于土壤墒情阈值触发的林草

智慧节水灌溉技术。记者了解到，项目团

队构建了高可靠性的林草灌溉设施设备测

控服务网络，研发了中央灌溉一体机设备、

田间智能电动球阀、土壤含水率以及盐分

监测传感器等核心设备与部件，建立了精

准智能供（输）水系统，打造了三北地区林

草场节水灌溉智能控制系统。

根据规划，分八期进行的“三北”工程

现在已进入第六期。除了要巩固好防沙

治沙成果，第六期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好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思

路，统筹推动绿色发展。“目前，揭榜团队

在首批十大科研成果基础上，正进一步聚

焦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加大‘三北’工程

科研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推广示范，以科

技为支撑，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卢琦说。

“治沙魔方”、“微创”植树……

科技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支撑

近日，“朱鹮主题文化周”系列活动在

陕西省汉中市闭幕。其间，以朱鹮为主角

的油画展吸引诸多观众驻足观赏。

朱鹮素有“东方宝石”的美誉，曾广泛

分布于东亚地区。进入 20 世纪，野生朱鹮

踪迹难寻。1981 年 5 月，专家在汉中市洋

县发现 7 只野生朱鹮，一时间举世瞩目。

为拯救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朱鹮，陕西秉持

“就地保护为主、易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

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的保

护模式，通过 40 多年的保护繁育，绘就了

一幅人鸟共生的美好画卷。

种群数量占全球71%以上

1981年6月，汉中市洋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认真保护世界珍禽朱鹮”的紧急通知，

同时，洋县林业局成立“秦岭一号朱鹮群体”

保护小组。陕西保护朱鹮的大幕正式拉开。

1990 年，洋县设立陕西朱鹮抢救繁育

中心，建立起首个朱鹮人工种群。1993 年

朱鹮人工孵化育雏技术获得成功，2000 年

朱鹮人工饲养个体自然繁育成功……随着

人工繁育技术的逐步成熟，2002年，陕西建

立了地跨秦岭南北的两大朱鹮人工繁育基

地。此后，朱鹮种群数量节节攀升。

探寻野化放归，是实现朱鹮物种复兴

的终极之路。为此，陕西开展了朱鹮野化

放归的科研实践。据统计，陕西累计野化

放归朱鹮 265 只，已建立起可自我维持的

野化放归种群。

今年 5 月，首只延安籍朱鹮宝宝成功

出壳。它的父母在 2018 年生于汉中洋县，

2023 年 10 月在延安安家。通过开展朱鹮

“再引入”工程，陕西累计向省内及河南、浙

江、四川、北京、上海、河北等地提供朱鹮种

源 140 余只，并帮助各地建立人工繁育基

地，稳步推动野外放归工作。

如今，陕西境内的朱鹮种群数量达

7700 余只，占全国的 80%，全球的 71%以

上。朱鹮在陕西境内的栖息地面积也由不

足 5平方公里扩大到 1.6万平方公里以上。

利用新技术保护监测

今 年 7 月 ，朱 鹮 国 家 保 护 研 究 中 心

获批落地陕西。8 月 2 日，陕西省地方标

准《朱鹮再引入种群建立技术规范》正式

实施，对建立朱鹮种群的全流程提出统

一要求。

“建立朱鹮种群离不开科技力量。在

多方支持下，朱鹮保护和研究水平有望全

面提升。”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原正高级工程师张跃明说。

近日，在洋县雷草沟、城固井水田两个

大型朱鹮夜宿地，保护区工作人员使用野

外动物保护红外监控相机、高清云台、高清

球机等设备对鸟类开展实时监测；5G+野

生朱鹮监测分析平台配合鸟类识别算法与

人工智能技术，对鸟类进行分类、抓拍……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朱鹮保护中发挥重要

作用。

近期，朱鹮保护区组织开展秋季野生

朱鹮夜宿地摸底调查，数据来源除了通过日

常观察拍摄、红外相机采集外，还来自朱鹮

身上佩戴的太阳能 GPS卫星追踪环志。“我

们通过 3S 技术、卫星定位追踪和环志标识

等科技手段，使朱鹮栖息地管理、野外监测

等更加科学、精准。”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王超说。

为推动人与朱鹮和谐共处，陕西省在

西成高铁洋县西站不远处的高铁桥梁两侧

安装了总长 33 公里的朱鹮保护网，以防止

朱鹮误撞高铁。“我们通过研发朱鹮保护

网，解决了西成高铁建设中朱鹮等物种的

保护问题。”王超说。记者了解到，该项成

果填补了我国西部大中型道路工程建设项

目中野生动物通道及保护的空白，并荣获

2023年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记者从陕西省林业局了解到，未来，

陕西将继续与各省及各研究机构、社会

组织携手建立高效互通协作机制，共享

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一同谱写新时代

朱鹮保护新篇章，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高质量发展。

七 孤寂到万 竞翔——

陕西创造“东方宝石”朱鹮繁育奇迹

治沙工人在宁夏中卫市境内的腾格里沙漠铺设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韩荣）记者 8月 25日从太原植物园获悉，时

隔 67年，珍稀物种山西黄芩在山西永济雪花山海拔 1200米的阴生

环境中被再次发现。

记者了解到，在山西省林草局、山西省永济市林业局的支

持帮助下，太原植物园科研人员重新寻找到了久未面世的山西

黄芩，同时也采集到了该物种的果实和种子，刷新了其海拔分

布范围。

“山西黄芩的珍稀程度，相较于国宝大熊猫，有过之而无不

及。”太原植物园科研人员介绍，山西黄芩属于唇形科黄芩属，为一

年生草本植物，其叶片两两相对生长，呈现出心脏形状，而花朵则

是深邃的紫色。“山西黄芩是我国的独有物种。据《中国植物志》记

载，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植物仅在山西永济的雪花山有自然分布。”

该科研人员说。

据了解，山西黄芩的首次采集记录可回溯至 1957 年 5 月 27

日。当时黄河调查队在永济雪花山海拔 1500 米的沟底阴处采

集到标本，1977 年相关学者在《中国植物志》附录中发表该物

种。自那以后，一直未曾有关于此物种的标本记录。鉴于标

本的首次采集正值该种的花期，因此《中国植物志》的记载也

仅对花有所描述，对果实和种子的描述则相对欠缺。此次科

研人员发现了山西黄芩的果实和种子，将有效丰富此物种的记

录内容。

山西黄芩的发现标志着太原植物园在种质资源保护领域取得

新成果。“未来，团队将加强对山西黄芩的繁育研究，通过科学合理

的迁地保护手段，助力其自然种群逐步扩大、稳定繁衍。”太原市植

物园科研人员说。

我国独有物种山西黄芩

时隔67年再现雪花山

科技日报讯（记者朱虹 李丽云 通讯

员韩铠合）记者 8 月 25 日从中国石油大庆

油田生态资源管理部获悉，经过积极探索

和持续建设，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生态

园区取得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中和证

书》，标志着中国石油首个万亩零碳生态园

区正式建成。

“零碳，不是完全不排放二氧化碳，而

是通过计算温室气体排放，以植树造林、节

能减排等形式，抵减碳足迹、减少碳排放，

直至达到碳的相对零排放。”大庆油田生态

资源管理部主任杨洪标说，多年来，大庆油

田聚焦“双碳”目标，全力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加强森林碳汇业务，积极开展地表修

复、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等工作，走出了一

条符合油田实际、助力企业发展的生态文

明新路子。

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生态园区位于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这一区域土壤

条件适宜植树造林、地表绿化，加之多年来

油田建设的防护林和苗木基地渐成规模，

因此具备较好的园区建设基础。

栽下一棵树、造出一片林、建成万亩

园。目前，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生态园区

总面积达13500亩，共分5个功能区，其中碳

中和林区2519亩、防风林区1464亩、生态经

济林区2826亩、生态园核心区2100亩、精品

苗圃区 3281 亩。经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测

算，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生态园区自身实

现碳中和，成为名副其实的零碳园区。

大庆油田生态环境管护公司经理王鹏

昊表示，未来，碳中和生态园区将通过“智

慧”能源“点亮”生态园区，努力打造集科

教、观赏、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科普教育及

研学基地，营造大庆市民共享的生态空间，

为大庆油田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生态力量。

大庆油田建成中国石油首个万亩零碳生态园区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迎迎）记者 8月 26日获悉，全国首张集装

箱碳足迹核算服务报告单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顺利开

出。这标志着山东港口青岛港打造的港口集装箱碳足迹核算服务

平台正式启动。至此，山东港口青岛港成为全国首个可提供碳足

迹在线核算服务的港口。

今 年 以 来 ，山 东 港 口 青 岛 港 立 足 行 业 发 展 ，积 极 发 挥 产

业链供应链枢纽作用，在行业内率先开展集装箱碳足迹在线

核算服务。根据相关标准，山东港口青岛港结合自动化码头

的 碳 排 放 现 状 和 特 点 ，基 于 现 有 的 生 产 系 统 、能 源 管 理 系 统

等 ，打 造 集 装 箱 碳 足 迹 核 算 服 务 平 台 ，实 现 集 装 箱 在 港 碳 足

迹的实时跟踪和查询。

近年来，山东港口青岛港全面谋划降碳技术路线和实施路

径，积极探索契合港口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港口示范

样板。山东港口青岛港建成全国首个“氢+5G”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获评全国首个智慧绿色“双五星”港口，不断强化港口绿色低

碳发展。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山东港口青岛港将进一步优化升级服务

系统，为更多航运公司及相关企业提供集装箱碳足迹核算服务，并

将持续构建有效的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开拓干散货、液体散货、

客运等业务领域碳足迹核算服务，实现各港区、货种碳足迹核算服

务的全覆盖。

全国首张集装箱碳足迹

核算服务报告单开出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宇航 通讯员王静）记者 8月 25日从西藏

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协

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及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

等科研机构，经过一系列野外探索与科学观测，成功在该县境内确

认了三种珍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胸山鹧鸪、红喉山鹧鸪与

环颈山鹧鸪。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工程师赵旺林说：“这些山鹧鸪

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它们的现身是墨脱县优质生态环境的直

接证明。”

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工程师王渊说：“这三种动物

各有自己鲜明的身份标识。例如，红胸山鹧鸪胸前有醒目的红色

斑块，红喉山鹧鸪喉部有鲜艳的红色标志，环颈山鹧鸪颈部有独特

的环状斑纹。”

据悉，为更好地保护这些珍稀鸟类，墨脱县林业部门联合专家

团队深入考察其栖息地，制定了详尽的保护策略。当地还借助红

外相机等现代科技手段，持续监测珍稀鸟类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

奠定基础。同时，当地通过加强社区教育、设立保护区、推广绿色

农业等措施，构建起多方参与、科技赋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墨脱县将继续深化与科研单位的合作，

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加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法，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

性贡献力量。

珍稀山鹧鸪现身西藏墨脱

在陕西省铜川市一家农户门前的大杨树上，一只朱鹮正在哺育小朱鹮。 石铜钢摄

◎本报记者 王禹涵

图为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青岛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