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阳下，新疆各地的梨花、杏花、桃花相

继绽放。但在吐鲁番一座植物园里，红柳大

部分枝条仍干枯着，只隐约有几点绿色，梭

梭还没褪干净枯黄……不同于其他很多植

物园，这片 150 公顷的园区内即便在春夏，也

很少有郁郁葱葱的景象。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位于海平面以下

的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

园。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流沙地，在科研

人员 40 多年的接续努力下，如今已变得绿

意盎然，生长着 500 多种耐盐、耐旱的荒漠

植物。

让不毛之地长出绿意

“一开始我们去吐鲁番并不是奔着建植

物园去的，当时是应当地政府邀请去治沙。”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潘伯荣说，“治沙有了效果，才逐渐规划成植

物园。”

在上个世纪，沙漠植物园所处的位置是

一片荒漠，9 万亩风蚀、流沙地是威胁下缘生

产生活区域的风沙源区。“这里曾经可以算

是不毛之地，只能在冬季排放坎儿井农闲水

的渠沟里零星见到一些骆驼刺、鹿角草和芦

苇等植物。”潘伯荣说。

当年，每逢春季，吐鲁番便风沙肆虐，给

农业造成严重危害。1971 年，新疆生物土壤

研究所（现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治沙小

组的科技人员应当地政府邀请来到这里，于

次年成立了吐鲁番红旗治沙站，开始治理风

沙。1973 年，27 岁的潘伯荣刚刚被分配到所

里工作不久，就跟着同事们到站上参与治沙

工作，与荒漠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要让不毛之地生长出一点点绿意，是非

常艰难的。“水银温度表的刻度只到 82 摄氏

度，我们测的时候水银柱的水银已经顶到头

了，可见沙面温度超过 82 摄氏度。”潘伯荣

说，在这种极端高温下要大面积种植固沙植

物，水是最重要的，“吐鲁番坎儿井的水是长

流的，水温还在 10 摄氏度以上，所有农田冬

灌结束，剩下的水就成了闲水，汇集农闲水

冬灌流沙地就成为开展大面积固沙造林试

验研究的关键。”

吐鲁番冬季气温多在零下 15 摄氏度左

右，极端低温在零下 28 摄氏度，冬灌是一项

艰苦的工作。“冬水引来的时间基本到了 12
月下旬，还必须连续浇灌，每 6 小时轮流倒

班，晚上只能提盏马灯照亮。冬水的量很

大，遇上废弃坎儿井塌陷，一不小心人就会

被冬水冲到沙坑里。”潘伯荣回忆。

通过实地考察和国内调研，针对当地的

气候、土壤和风沙特点，科研人员开始从西

北各沙区引种固沙植物，沙拐枣、梭梭、红

柳、胡杨等 10 多种优良抗风固沙耐旱植物逐

步选育成功。

1975 年，经过规划设计，科研人员在已

营建的大面积人工固沙灌木林中划地筹备

建设新疆第一座植物园——吐鲁番沙漠植

物园，用以更好地引种收集干旱荒漠区的各

类植物，并对它们进行繁殖培育。

迁地保护荒漠植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植物园建设与发展

的历史就是植物引种收集和繁殖培育的历

史。”潘伯荣说，干旱荒漠区面积大、植物分

布稀疏，因此，每次出野外引种植物的行程

距离都很长。为了这些宝贵的植物，科研人

员野外引种的足迹遍布新疆、甘肃、宁夏等

省份的荒漠地区。

野 外 考 察 引 种 途 中 ，常 伴 着 困 难 与 风

险。潘伯荣记得和同事到新疆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引种，当时县里几乎没有饭馆，一

日三餐只能靠招待所，“我们通过额尔齐斯

河上的吊桥到县城对面的沙漠里采种、采标

本，再从吊桥返回就赶不上晚饭了，只能从

额尔齐斯河里游过去，赶回招待所。”

每年引种回来的植物，还要下功夫繁殖

培育。吐鲁番春季多大风，不仅开春培育的

苗木被吹毁，许多栽植多年的树木也都被吹

死。1979 年 4 月的一天，植物园里就只有潘

伯荣一人，下午 1 点开始起风，持续了 24 个

小时，“我们的苗圃，表层 10 厘米的土都被吹

走了，幼苗和未出土的种子都不见了，大苗

圃被全部吹毁。”潘伯荣回忆，“只能从头再

来，拿出剩下的种子重新育苗。”

历经恶劣环境中的一次次尝试，植物园

里的物种逐渐丰富起来，如今，这片曾经的

不毛之地遍布各类植物，把沙地牢牢抓在根

系之下。沙治住了，这里逐渐变成适宜生活

的地方，站在植物园内的观景台上可以看

到，周边种起了葡萄，还有当地居民搬迁过

来生活。“这都是几十年不断固沙的成果。”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喜勇博士说。

现在，植物园有十几名科研人员。科研

之外，引种培育工作并未止步，接力棒交到

了王喜勇手中。他介绍，最多时植物园引种

栽培植物 700 余种，但因气候等原因，有些植

物会栽培失败，“热带沙漠的植物在咱们这

过不了冬，一个冬天就冻死了。”目前，植物

园已引种栽培植物 500 余种，其中荒漠珍稀

濒危特有植物近 60 种；已建立常温和低温种

质资源库，长期有效保存荒漠植物种质资源

600 余种、3500 余份。

目前，植物园已建成荒漠经济果木专类

园、荒漠野生观赏植物专类园、柽柳植物专

类园等 12 个特色植物专类园（区）。“可以说，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是我国迁地保护荒漠植

物资源最多的植物园，除了固沙植物外还有

药用植物。研究出人工培育技术，就不用挖

野生的，这样也可以减少因挖掘草药带来的

荒漠化。”王喜勇说。

为防风治沙工作提供支持

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

漠，红柳、梭梭、沙拐枣等固沙植物分布在一

条纵贯沙漠的公路沿线，梭梭的冠幅达到四

五米，有效阻挡了风沙对公路的侵害。这条

世 界 上 最 长 的 沙 漠 公 路 在 2005 年 完 成 了

436 公里的全线绿化，防沙林带为沙漠增添

了生命的气息。

这些植物都是由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筛

选出的。“从修路开始，我们就研究防沙问

题 ，在 零 公 里 处 做 试 验 ，刚 开 始 种 树 来 不

及 ，就 用 草 方 格 ，‘ 寸 草 防 丈 风 ’嘛 。 然 后

选 择 了 沙 拐 枣 做 先 锋 ，虽 然 抗 盐 性 不 强 ，

但生长速度快，一年就能长 3 米高，再搭配

红 柳 、梭 梭 ，建 立 起 了 全 线 的 防 风 工 程 。”

潘伯荣说。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从建园时就走上了

“ 以 科 研 促 建 园 ”的 发 展 模 式 。“ 高 温 、风

沙、缺水……在这样的条件下都能存活的

植物，放在哪里不能活？我们做的就是在

极端条件下选育植物，栽培成功后运用到

防风治沙工作中去。”潘伯荣说，虽然防沙

植 物 大 多 是 耐 旱 、耐 盐 碱 及 耐 高 温 的 ，但

不 同 的 沙 漠 需 要 选 择 不 同 的 荒 漠 植 物 ，

“ 比 如 有 些 沙 漠 盐 碱 化 程 度 比 较 高 ，但 温

度相对不是很高，那在植物的选择上就要

更 注 重 耐 盐 碱 性 而 不 是 耐 高 温 性 。”吐 鲁

番 沙 漠 植 物 园 的 科 研 任 务 之 一 就 是 寻 找

适合不同沙漠环境的植物，为人工繁育荒

漠植物创造条件。

数百种在荒漠中生长的植物来到中科

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后，经过科研人员的选

育，又从这里走向中国北方治沙防沙前沿。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开发了引种栽培成功的

荒漠植物资源，为“三北”防护林工程、防沙

治沙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沙漠公路防

护林工程以及干旱地区城市防护绿地建设

工程提供荒漠植物苗木上百万株、种子 50 多

吨，为促进荒漠化防治、发展沙产业等作出

了积极贡献。

现在，科研人员又把目光放在了基因研

究上。“提取荒漠植物的抗旱耐盐基因，通过

基因编辑的方式运用到农作物的种植上。

目前我们已经在棉花种植研究方面取得了

成功，试验田里已经有很成熟的应用了。”吐

鲁番沙漠植物园主任张道远说。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引种荒漠植物500余种—

治沙治出个植物园
本报记者 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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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新疆吐鲁番
市风沙危害严重，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来到这里治理风
沙，建设了中国科学院吐鲁
番沙漠植物园。

通过野外引种、繁育培
植，植物园里的物种逐渐丰
富。目前，植物园里生长着
500 多种耐盐、耐旱的荒漠
植物，为防风治沙工作提供
了支持。

■美丽中国
走进植物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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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5 日，立夏。

说是“立夏”，但或许一些人体感

上并不会觉得炎热，因为全国大部分

地区还不是气候学意义上的夏天。这

一天，常常只有福建福州到南岭一线

以南地区已经达到气候学上的立夏标

准，即平均气温连续 5 天大于或等于

22 摄氏度——通常来说，全国大部分

地区可能距该标准还有少许差距。

明明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

天，为何这一天在二十四节气里会被

称为“立夏”？

这要从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说起。

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

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古

人最终形成了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知识体系，并以此指导

实践。虽然古人对世界的经验认知和现代的科学标准之间

有一些差距，但最终它们在时令变化方面却精妙贴合，且与

农时、物候紧密联系，显示出现代统计学的意义。

就说立夏，此时北半球随着太阳高度角的抬升，气温明

显回升，昼长夜短更加明显。顾名思义，“立夏”之后，春天

结束，夏天开始。自此，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开始北

移，江南正式进入雨季。

其实，二十四节气中有很多反映季节、气温、降水、天气

现象等的节气，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反映季节的变化，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小暑、大暑、

小寒、大寒反映气温的变化。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反映降

水的变化，白露、寒露、霜降反映天气现象。至今，二十四节

气仍对现代气候学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夏季 6 个节气跨越 3 个月，人们由此认识了全年最热的

季节，并可以根据节气提示的气候规律，适应高温潮湿天气

进行作息，加固堤坝防范洪涝灾害，安排农事活动。

比如，小满节气时，北方的大麦和冬小麦灌浆饱满，南

方江河水满；芒种节气时，我国南方主汛期已经开始，雨量

充沛，气温显著升高；夏至日，北半球白天最长、夜晚最短，

这段时间天气最是变化莫测，高温天气、对流性天气频发。

小暑节气的标志就是“出梅”和“入伏”，即长江中下游梅雨

季节终结，伏旱天气开始；大暑则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候，

这时，华北一带已经进入俗称“七下八上”（即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的主汛期，是华北一年中降水最多的时段，再加上

气温高，“桑拿天”成为这个时段的“标配”。针对夏季的气

候，各地需适时开展防汛备汛等相关工作，百姓生活宜注意

防暑降温。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酷暑天，葵榴发，喷

鼻香十里荷花。”四季之夏，是大自然最热情洋溢的季节。

让我们走近它、读懂它，感受夏季的独特之美。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

专家，本报记者李红梅采访整理）

立
夏
就
是
真
正
入
夏
了
吗
？

朱
定
真

夏季 6个节气跨
越 3 个月，人们由此
认识了全年最热的季
节，并可以根据节气
提示的气候规律，适
应高温潮湿天气进行
作息，加固堤坝防范
洪涝灾害，安排农事
活动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本报贵阳 5月 4日电 （记者汪志球）贵州省积极开展碳汇

研究工作，毕节市林业局已发放全省第一张林业碳票，第二张碳

票的发放工作正在进行。

碳票是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相当于一片森林

的固碳释氧功能作为资产交易的“身份证”。贵州省林业局支持

毕节在全省率先开展碳汇研究。今年 2 月，毕节制定印发《毕节

市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计量方法（试行）》。该办法充分考虑贵州、

毕节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实际，创新提出把灌木林纳入林业碳票

碳减排量计量范围，因为灌木林在贵州森林面积中占很大比重。

贵州省首张林业碳票由黔西市毕绿生态绿色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申请，涉及面积 2203 公顷，碳汇核算期为 5 年，具体是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碳减排量 13.573 万吨。今

年 3 月，贵州银行毕节分行通过“林业碳票质押+保证”的“混合

型”方式为黔西市毕绿公司下游劳务承包方毕节市农投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授信 500 万元贷款额度，首次放款 200 万元到账，为

碳票流通融资进行积极的实践。

积极开展碳汇研究工作

贵州首张林业碳票发放近日，成群的白鹤划过蓝天，回到了

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

省白城市镇赉县，是白鹤迁徙途中重要

的停歇地。该保护区总面积 14.4 万公

顷，生物多样性丰富，是鹤、鹳等珍稀水

禽适宜的栖息地，成为候鸟迁徙通道上

重要的停歇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白鹤，每年春秋两季在保护区停歇

时间超过 100 天。

今年春季，白鹤如约而至。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科学考察委员会常务委

员、吉林白城护飞队队长潘晟昱介绍，今

年 3 月中旬开始就有白鹤、白头鹤、灰

鹤、豆雁等候鸟陆续到达镇赉县，目前候

鸟数量已经达到十几万只。

“据调查，今年春季白鹤在莫莫格保

护区及附近区域停歇活动，目前已超过

4000 只。”潘晟昱说。

图为莫莫格保护区里的白鹤。

潘晟昱摄（人民视觉）

白鹤回到
莫莫格

本报记者 孟海鹰 刘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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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果沙拐枣

分类地位：蓼科，沙拐枣属

鉴别特征：灌木，高 40—120厘米，

老枝呈“之”字形拐曲；叶线形；花鲜时白

色，2—4朵簇生叶腋；花期 4—6月，果

期5—7月

生活习性：生长于荒漠的固定沙地

和沙丘、砾质戈壁、洪积扇

▲短穗柽柳

分类地位：柽柳科，柽柳属

鉴别特征：灌木，叶鳞片状，总状花

序密集；花瓣 4数，卵形，粉红色；花果期

4—5月

生活习性：生长于荒漠河流阶地、湖

盆边缘中重度盐碱地

本报北京 5月 4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央气象台预计，5 月

5 日 8 时至 8 日 8 时，北方地区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降温 5—10
摄氏度。中央气象台 5 月 4 日 18 时发布大风降温预报。南方地

区 7 日起多降雨。

“五一”假期，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5 月 4 日白天，内蒙

古东部、辽宁西部、北京、天津、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超过 33 摄氏度。假期结束，受冷空气影响，5 月 5 日 8 时至 8 日 8
时，西北地区、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 5—10 摄氏度

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

温可达 12 摄氏度以上。上述部分地区并伴有 5—7 级偏北或偏

南大风，阵风 8—9 级，局地 10 级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需关注 5—7 日北方地区的大风降温、沙尘

天气及不利影响，关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6—8 日，重庆、

贵州、江南大部、华南等地迎来较强降雨，需关注局地强对流和

短时强降雨的不利影响。

北方地区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
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2摄氏度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