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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挂栏，万物并秀，配图两张）

如果说森林是“地球之肺”，湿
地是“地球之肾”，那么草原就是“地
球皮肤”。在整个地球上，草原面积
约占陆地面积的20%，而我国更是草
原大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现有草原面积约40亿亩，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27.6%，这在全世
界草原面积中也名列前茅。

1985 年 6 月 18 日，我国第一部
《草原法》审议通过。为了纪念这一
特殊的日子，中国草学会发起并联
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
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倡议将每年
的 6 月 18 日设立为“草原保护日”。
每到这一天，全国的草原管理部门、
草原牧区地方政府和科研院校，都
会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宣传活动。

作为一个十分独特的陆地生态
系统，草原具有多重功能。其一，草
原是广大牧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
家园，也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来
源；其二，草原具有保护土壤、防风固
沙、涵养水源等作用，是横亘在我国
西北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和绿色长
城；其三，草原是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生活在我国草原上的1万多种野生动
植物，是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重要
保证。此外，它还是草原文化的重要
载体，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形
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等因素，地球患上了“皮肤病”。在我国，90%的草
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引发了沙尘暴、水土
流失等严峻的生态问题。虽然通过围栏、禁牧等措
施，草原生态的恶化现象得到了初步遏制，但尚未
完全扭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与草原
生态保护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关于加强草原保
护修复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到2025 年，草原保护
修复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草畜矛盾明显缓解，草原
退化趋势得到根本遏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
在 57%左右。为完成这一目标，科技的力量必不
可少。我国科研人员一直都在为此努力，例如，选
育抗旱增产新草种、研发先进高效的种植技术和
设备等。

对于草原生态保护，我们要在保护中利用，在
利用中建设。草业包括植物生产、草产品加工利
用、家畜生产，以及畜产品销售等环节，每一个环
节的科技赋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有利于
解决草畜矛盾这一草原生态保护面临的巨大挑
战。比如，大力发展人工草地建设，通过种养结合
发展草牧业，不仅可以对保护草原起到根本性的
作用，还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倍增。

同时，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大幅
变化，对肉、蛋、奶的需求飙升，这也对饲草的质量、
产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我们也要通过科普让大
众知道草的重要性，树立“藏粮于草”的大食物观。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草学会副理
事长）

6 月中旬，坝上草原已返青。
如茵的绿草中，零星散布着白色的
狼毒花。“出现这种花，就意味着草
原在退化。”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
管理区党工委书记高云森说。

塞北管理区处于农牧交错带
核心区，由于自然气候和过度放牧
等原因，这里的草原一度出现不同
程度的退化，丰茂的绿草和多样性
的植被逐渐消失，唯有耐旱能力强
的狼毒花肆意生长。2005年，沽源
草地生态环境重点野外科学观测
实验站在此建立，中国农业大学科
研团队及时介入，开始用科技手段
扭转草原退化的局势。

为实现植被恢复，科研人员投

入十多年精力，研发出优质、高产
的草种。一粒草种仅有小米的八
分之一大小，因此还要给它穿上

“衣服”，以供给营养并保护草种不
受伤害。科研人员还研发了免耕
播种机，可在播种时尽量减少对原
有植被的扰动。

2023年，中国农业大学与塞北
管理区合作建立草业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通过多项高新技术和产品
助力，成功修复退化天然草地2500
亩。高云森回忆道：“专家带着学
生亲自下地，都晒得黑黝黝的，最
终草场出苗率达到94%。”

如今，这片由科技哺育出的草原
生机勃勃，狼毒花变得稀少，取而代

之的是黄花苜蓿等优良牧草。用这
些牧草喂养出来的奶牛，产出牛奶的
蛋白含量可高达4.2%。“相信再过五
到十年，整个塞北都能重现‘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景象。”高云森说。

狼毒花敲响“生态警钟”

狼毒花。毛梦囡 摄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
的“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修复国
家试点项目”现场，科研人员告诉
记者，脚下这片平整的草场，竟是
由一个“沙化风蚀坑”修复而成。

风蚀坑是在基质多沙的草地
沙漠化过程中发生的现象，常见
于平坦地势中突现的小丘。当
草原植被出现退化后，裸露的土
壤受到风力侵蚀，一旦遭遇老鼠
打 洞 等 情 况 形 成 破 口 ，风 就 会

“乘虚而入”，把破口“撕”得越来
越大。最终，大风不仅将原先的
小丘夷为平地，还会就地“挖”出
一个小则占地几亩、大则几十亩

的沙坑。
修复风蚀坑需要多项技术的

集成，如土地平整、免耕补播、撒
施粪肥、设置沙障、覆盖草帘等，
后期还要配合围栏禁牧等措施进
行管理。“这样严重沙化的土地要
想恢复成天然草原的状态，可能
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这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
急。”锡林浩特市博士服务站研究
员丁勇介绍，目前，这里种下的冰
草、沙打旺等牧草被称为“先锋
种”，可视为沙化严重地区补播修
复的“先锋队”。在它们的帮助
下，土地环境逐步改善，羊草、针

茅等草原优势植物就会慢慢入
驻，逐渐恢复成多样性丰富、功能
稳定的草原。

风蚀坑“变身”草地有多难

风蚀坑修复前的草场。
（受访者供图）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科普时报记者毛梦囡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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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方格”为沙丘披绿衣

铺满“草方格”的沙丘。毛梦囡 摄

车辆行驶过覆盖着绿衣、点缀
着灌木的丘陵，一座面积约1000亩
的沙丘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

内剩余最大的一片集中沙地，也是
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中一块“难啃
的骨头”。

曾经的浑善达克沙地水草丰
美、风光秀丽，有“花园沙漠”之
称。20 世纪末，气候的持续干旱
和人类活动，破坏了这里本就脆
弱的生态，导致植被退化、河湖萎
缩，沙化日益严重。近年来，浑善
达克沙地更是成为影响京津地区
的主要风沙源之一。“如果不进行
干预，沙丘就会逐渐扩散，这片地
区将整体出现荒漠化。”正蓝旗草
原工作站站长温都日根说。

为遏制“沙魔”扩张的脚步，神

奇的“草方格”派上了用场。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工人们用植苗
枪将黄柳枝条栽成 2 米见方的网
格状沙障，覆土踩实，再在网格中
央播撒草种。沙障可以起到减缓
沙表风速、阻止流沙就地迁移和
堆积的作用，为网格内的草种提
供保护。

温都日根介绍，这里播种的都
是原本就生长在浑善达克的乡土
草种，如扬柴、冰草、小叶锦鸡儿
等。在沙障的保护和适当的降水
条件下，它们的嫩叶得以从白沙中
探出头来，顽强的根系能够起到固
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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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绿色呼唤聆听绿色呼唤 保护美丽草原保护美丽草原

（（国家林草局供图国家林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