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生态 2022年 5月 11日 星期三1414

西藏有大面积天然草原，草地畜牧业是当

地农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在那曲、

阿里等地，由于长期过度放牧，再加上海拔高、

寒冷和干旱等原因，草产量低、退化后恢复慢，

导致不少草地不同程度退化，生态功能减弱，

生产力下降。”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余成群说。

2010 年开始，西藏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人

工种草项目，以缓解草畜矛盾带来的草原生态

安全问题，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缓解草

地资源环境压力，获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没想到种草竟成功了”

日前，在平均海拔 5000 米的那曲市尼玛

县人工种草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草种子和

肥料。据介绍，因为高寒气候，这里 4 月份土

壤还没解冻，5 月底才能正式开始种草。

“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没想到种草竟成

功了。在这里，燕麦平均株高 1.5 米，高的能达

1.7 米。”那曲市草原站畜牧师严俊说，2021 年，

他们在尼玛县万亩有机饲草基地创建了全程

机械化区域化人工种草模式，加快了那曲草牧

业转型升级和草原恢复。

作为西藏主要畜牧业生产基地，那曲草原

面积大，但海拔高、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为此，

那曲市相关部门把引种筛选推广适宜高寒牧

区的优质牧草品种、提高牧草总量、减轻草地

压力、缓解过牧引起的草畜矛盾和草场退化问

题作为重要任务。

那曲市草原站站长、高级畜牧师旦久罗布

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牧草引种筛选工作。经

过 10 多年努力，他们从区内外引进牧草 100 多

种，成功筛选出适宜那曲不同区域种植的牧草

品种 19 种，并在 2021 年成功推广优质高产牧

草燕麦品种集中连片 5 万余亩、房前屋后人工

种草 4.6 万亩。

“目前，我们已探索出 4 种区域化人工种

草模式，分别是针对牧户单户几亩地的‘房前

屋后、圈窝子’人工种草，针对联户十几亩地

的‘草牧业科技创新示范村’人工种草，针对

合作社、养殖大户几百亩的‘适度规模’人工

种草和针对规模较大合作社及企业几千亩甚

至上万亩的‘全程机械化’人工种草模式。”旦

久罗布说，发展区域化人工种草，在防治水土

流失、风沙和荒漠化，提高饲草产量，加快天

然草地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均有促进作用。

“现在不仅牛羊能吃饱，
我们的村子也变美了”

位 于 喜 马 拉 雅 山 北 麓 的 日 喀 则 市 康 马

县涅如堆乡，工人正在万亩人工种草基地上

有 条 不 紊 地 开 展 种 植 ，随 处 可 见 忙 碌 的

场景。

“我们今年准备继续种植紫花苜蓿、燕麦

草和绿麦草。”涅如堆乡乡长嘎玛旦达说，6
年 来 ，涅 如 堆 乡 开 辟 了 2.3 万 亩 人 工 种 草 基

地，建设了与之相配套的绵羊养殖业、草颗粒

生 产 线 ，让 村 庄 更 绿 更 美 ，也 为 群 众 增 加 了

收入。

41 岁的占堆是涅如堆乡贡巴村村民，以

前一年中外出打工两三个月，其余时间在家干

农活，一年收入也就 1 万元左右。自从有了合

作社，占堆比以前忙碌多了。“我现在在合作社

主要是喂羊，每个月有 4500 元，年底还有分

红。”占堆开心地说。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塔杰村，年底可

以按照每只绵羊 70 元的标准分红，去年全乡

有 400 户村民参与分红，共计 50 多万元。”合作

社负责人立新介绍，除此之外，合作社还吸纳

了项目区的 200 多人就业。

在合作社的饲草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忙

碌。立新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增加饲草的附

加 值 ，把 青 干 草 充 分 利 用 起 来 ，生 产 颗 粒 饲

料。“现在不仅牛羊能吃饱，我们的村子也变美

了。”66 岁的村民伦珠说。

近年来，西藏相关部门按照“政策引、项

目推、技术促、典型带”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

人工种草，种草养地，种草养畜，林草间作，固

沙聚水。目前，全区人工种草保留面积达到

157 万亩。

“让种的每棵草都发挥
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西藏自治区气候中心（西藏自治区遥感应

用研究中心）主任边多表示，人工种草在缓解

草畜矛盾、巩固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治理

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余成群介绍，西藏当前面临草原退化、沙

化和荒漠化等环境问题。人工种草在牧草产

量、品质以及抗自然干扰、区域水土保持、保证

牧草资源稳定等方面优势明显。研究表明，有

草皮地面与无草皮地面相比，地面径流量减少

47%、冲刷量减少 77%。人工种草生长快速，

大面积开展人工种草还可以有效降低风对土

壤的侵蚀并有效应对土壤沙化。

筛选适宜的饲草品种、开展人工草地建

设，有利于土壤养分条件的改善，提高植被覆

盖度、高度和密度。人工草地植物叶面积大，

光能利用率和生产力更高，牧草净化空气能力

更强。近年来，为了快速、准确、科学地判定人

工种草成效，西藏自治区遥感应用研究中心利

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在自治区农牧厅提

供的 1066 个全区人工种草地块中选取 153 个

典型地块开展人工草地卫星遥感监测分析评

估。分析结果表明，人工种草区域牧草长势

喜人。

“人工种草使自然草场得以休养生息，同

时在牧草产量、品质、抗自然干扰以及区域水

土保持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边多说，接

下来，他们将利用遥感技术继续加大对人工种

草的监测力度，在利用遥感技术评价草种适宜

性等方面提高研究和应用水平，“在人工种草

前开展气候适宜性评价工作，避免盲目种草、

保证按需种草，让种的每棵草都发挥其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

上图：那曲市尼玛县人工种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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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高寒地区的西藏，曾
因过度放牧、草地退化等原
因，面临草畜矛盾和生态问
题。近年来，西藏在那曲、日
喀则等地推广人工种草项目，
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走
出了一条适合高原地区的“种
草养地、种草养畜、林草间作、
沙固水聚”草业发展之路。

本报北京 5 月 10 日电 （记者李红梅、邱

超奕、常钦、王浩、李刚）5 月 9 日，贵州东部、

湖南中部和西北部、江西西北部、广西东北部

部分地区降了暴雨。10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 10 日夜间至 13 日，

江南、华南及贵州、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

中 江 南 南 部 、华 南 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有 大 暴

雨。大部累计降水量 50—70 毫米，江南南部

至 华 南 大 部 100—200 毫 米 ，广 西 中 北 部 、广

东中北部和沿海地区局地超过 300 毫米。上

述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

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高；江南南部、华南

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山洪、地质

灾害。多部门启动相关预警，部署防范应对

工作。

10 日，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

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主持防汛视频会商

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商研判，视频连线江西、湖

南、广东等省份防指和消防救援总队、森林消

防总队，进一步安排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

范应对工作。会议指出，各地一定要高度警

惕，严阵以待，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以行

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统筹

好防汛救灾工作和新冠疫情防控，抓细抓实

各项措施。

自然资源部 10 日 8 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

Ⅳ级响应，要求相关省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高度重视本轮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强

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巡查排查

等工作，协助地方党委政府落实防灾主体责

任，共同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和工程建设运营

单位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严密防范人类

工程活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水利部于 10 日 10 时针对广东、广西等地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并派出 2 个工作

组分赴广东、广西防御一线，督促指导地方做

好监测预报预警等有关工作。水利部珠江水

利 委 员 会 已 启 动 水 旱 灾 害 防 御Ⅳ级 应 急 响

应，广东、广西两省份水利厅分别启动应急响

应 ，正 在 按 照 规 定 开 展 各 项 暴 雨 洪 水 防 御

工作。

10 日 18 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

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 10 日 20 时至

11 日 20 时，福建中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

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

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

中，广东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橙色预警）。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5 月 9 日 20 时，

广东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并于 10 日 20
时将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Ⅱ级。记者从广东

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21 支水域救援专业队

和全省各地消防救援站已经全部落实“装备

上车、舟艇上架、器材入箱”，做好抗洪抢险

准备。

此次强降雨过程为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

雨，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

灾风险高。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应尽量避免

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并防范城乡积涝可能对

生产生活及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右图：5 月 10 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潇水

北路，城管工作人员在清理下水道，加快路面

排水速度。当日，道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

及时组织人员疏通下水管道，保障市民出行

安全。 蒋克青摄（人民视觉）

华南等地强降雨将持续

多部门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本报北京 5 月 10 日电 （记者寇

江泽）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2022 年

一季度，3641 个国家地表水评价考核

断面中，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8.2%，

同比增加 5.2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

例为 1.0%，同比减少 1.1 个百分点，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全国水生态环

境保护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

出，部分断面水质出现反弹，部分地区

消除劣Ⅴ类工作滞后，旱季“藏污纳

垢”、雨季“零存整取”等问题突出，城

乡面源污染正在上升为制约水环境持

续改善的主要矛盾。

全国 25 个劣Ⅴ类断面（扣除自然

因素影响）分布在 12 个省份，其中云

南省数量最多，为 7 个。22 个水质明

显恶化断面（扣除自然因素影响）分布

在 13 个省份，其中安徽省数量最多，

为 4 个。

全国汛期污染强度较大的前 50
名 断 面 ，分 布 在 15 个 省 份 ，江 西 、湖

北、云 南 省 数 量 较 多 ，分 别 为 9 个、6
个、6 个，占比为 42.0%。其中，江西省

萍乡市龙山口断面、山西省长治市北

寨断面、安徽省宣城市管家渡断面汛

期污染强度位于全国前三名，分别达

到考核目标限值的 11.24 倍、11.09 倍、

10.89 倍。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深入贯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以推动落实“十四五”重点流域规划为主

线，以落实问题发现和推动解决工作机制为着力点，督促

指导问题所在行政区域解析症结、研究对策，扎实推动问

题解决。对于突出问题久拖不决的，有关线索将移交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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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吗？正前方！”发出这一声惊呼的，是广东

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技术科科

长陈希。他正和团队伙伴一起，在保护区核心水域，参

加一项白海豚种群联合调查行动。眼前的二十几头白

海豚，白色的皮肤透着粉红，在海浪中上下游动，不时

发出叫声。

“今天遇到的种群比较年轻化，有的还带着小海豚，

代表这个群体蓬勃发展的趋势，令人欣喜。”陈希的兴奋

溢于言表。随同他们一起出海的，还有一艘拖曳着声学

设备的橙色无人船，此时已悄无声息地记录下了双方的

相遇。

中华白海豚数量稀少，世代栖息在河口近海咸淡水

交汇处，其中珠江口海域活跃着世界上最大的中华白海

豚种群。如何及时掌握这片蔚蓝海域海豚种群数量的变

化及分布情况，让一代代科研人员动足了脑筋。在 4 月

23 日“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前夕，广东珠江口中华白

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等机构开启的调查行动中，最新的“无人船+被动

声学监测系统”技术被引入。这也是该项技术在国内首

次运用于中华白海豚监测。

“动物发出的声音，可以看成是它们的语言，是它们

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陈宇维介绍，将声呐设备和声学技术应用到白海豚保

护中，能为白海豚科学研究和保护管理提供重要数据

支撑。

据介绍，以往定期的考察活动，主要是使用渔船搭载

设备。然而，白海豚对水下声音很敏感，为了避免机械噪

声对其造成干扰，通常要用长达 80 米甚至 100 米的绳索

拖曳声呐仪，操作难度较大，监测到的声音也不够清晰。

此次调查行动中，研究人员发现，由无人船拖曳的声呐设

备采集到的音频文件，导入可视化数据编辑软件后，背景

噪声很低，白海豚发出的脉冲串轨迹清晰可辨。研发提

供这种调查船的珠海云洲智能工程服务部副总经理麦振

江介绍，这艘无人船采用电驱动，行驶时基本静音，能最

大限度避免监测过程船只噪声对白海豚的干扰，有效提

高了监测效率。

用声学监测等技术提高监测效率

在珠江口 邂逅中华白海豚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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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0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淮

河水利委员会结合流域实情和工作实际，制定并印发

《“十四五”时期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实施方案》，提出力争

到 2025 年，洪泽湖、骆马湖等重要湖泊萎缩水面逐步恢

复。流域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水位）得到有效保障，淮河

干流及重要湖泊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达到 90%以

上。河湖岸线保护利用规划体系基本建立，规划约束机

制较为完善，重要河湖的岸线保护区、保留区管控得到加

强，并基本符合相关管控要求；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河湖管理范围全面划定；存量“四乱”问题

基本清零，新增“四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河道采砂秩序

稳定向好；地下水超采区水位逐步回升。淮河流域及山

东半岛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0.8 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

率提高到 90%以上。

《实施方案》从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按照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统筹淮河流域水资源与

水域岸线空间，统筹地表水和地下水，提出了重点抓好萎

缩干涸湖泊与断流河流修复、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河湖生

态保护治理等 7 个方面 27 项任务。下一步，淮河水利委

员会将按照水利部部署安排，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建立工

作台账，强化责任落实，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不断提

升淮河流域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维护河湖健康生

命，努力打造让流域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

淮委印发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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