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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
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近年来，多地多部门强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建设，以
科研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持续性。

■美丽中国R

菌草，有人将其称为“幸福草”。在巴布

亚新几内亚等国家，菌草被当地百姓亲切地

称为“中国草”。

菌草到底是什么草？简单地说，这是一种

可用作食用菌、药用菌栽培的高大草本植物。

1996年，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专家

学者在福建福州参加首届菌草业发展国际研

讨会，菌草从此有了中英文名称和定义。令我

骄傲的是，直到现在，国际上菌草的英文名字

都是汉语拼音“Juncao”，因为菌草技术是我国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

菌草源自自然界，但目前我们在生产上

应用的菌草，是经长期系统选育而得的一个

新的类别。

菌草有什么用？最初，它被用于食用菌、

药用菌的培养基，栽培出优质食药用菌。经

过多年选育、创新，其功能也从最初的“以草

代木”种菇，拓展到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

生物质能源开发等领域。

菌草还是生态治理的先锋植物。它根系

发达、光合效率高、适应性广，耐旱、耐盐碱、耐

瘠薄，抗逆性强、保水保土。其中，巨菌草高度

可达 7米，富含内生固氮菌，可在坡地、沙地、盐

碱地快速生长，能有效改良盐碱地。福建平潭

的幸福洋滩涂盐碱地，见证着盐碱地变菌草良

田的奇迹。在这片重度盐碱地，经过 4年试验，

我们筛选出的“绿洲 1 号”菌草，可以在含盐量

9‰以下的盐碱地种植生长。

我将菌草用于生态治理的故事，还得从多年

前说起。1993年，我在福建长汀、连城两县的严

重水土流失地种植菌草，取得很好的蓄水保土效

果。1994年，我在山东实施菌草技术扶贫时，路

过黄河边，看到河床裸露、黄河断流，老乡赶着马

车就从被泥沙堆高的河床上过，我一时说不出话

来。自此，我下定决心，要把菌草带到黄河流域

去。2010年，我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戈壁滩种植

菌草，其鲜草亩产量达20吨；2013年，我和团队驻

扎内蒙古阿拉善盟乌兰布和沙漠，种下的菌草在

多次“死而复生”后，终于让流沙得到治理。如今，

菌草已在黄河沿岸 9省区种植。今年，在黄河内

蒙古段流沙严重区域，种植菌草不到100天，已阻

止约 1400吨的黄河输沙量。其中，2013年在阿

拉善菌草防风固沙示范基地种植的菌草，其根系

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固沙作用。

总之，虽然叫菌草，但它如今的应用范围

已远远超过“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

的最初定义。菌草技术已成为一项保护生

态、带动增收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技

术。我一直期待，菌草能成为造福更多人的

“幸福草”，也期待有一天，菌草能在生态治理

上发挥更大作用，筑起地球生态安全屏障，成

为造福子孙后代的“生态草”。

（作者为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国家菌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本报记者王

崟欣采访整理）

上图：黄河内蒙古阿拉善盟段，河岸种植

的菌草起到防风固沙等作用。受访者供图

菌草是什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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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片片浅

滩之上，一群鸟儿掠过，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

水边嬉戏。

“我们开展了渤海攻坚海洋生态修复、蓝色

海湾整治等行动，推进砂质岸线修复、植被修复、

底栖生物增殖等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海洋生态功

能，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水平。”山东省海洋局党

组书记、局长张建东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

得到恢复与增长，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效。

用最严格制度织就生物
多样性保护网络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管言明介绍，近年

来，山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的意见》《山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山东珍

稀濒危树种种质资源名录》等，野生动植物保护法

规政策体系日渐完善。去年，山东进一步更新了

《山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谋划

了 30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今年，全省开

展优先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省级层面重

点选取生态功能最重要、生态系统最典型、分布面

积最广泛的 9 个区域开展调查，各市分别开展其

他优先区域的调查工作。

在云南，针对濒临灭绝动植物的保护工作也

有了日益完善的制度保障。十年来，云南印发

《云 南 省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12—2030 年）》，并先后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程、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等系列规划计划。目前，云南

省已建设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362 个，全省 90%
的典型生态系统和 80%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林草资源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对重要生态系

统实行提级保护，划定并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开

创了全面保护天然林、草原、湿地、沙区植被和野

生动植物新局面，提高了我国在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修复方面的引领者地位。

十年来，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统

筹推进。通过制定重要栖息地名录、划建自然保

护区等方式，防止规划和建设项目违法违规破坏

野生动物栖息地。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将重要生态廊道和典型生态系统

纳入国家公园范围，有效保护了近 30%的陆域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设立三江源等 5
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以科研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

山间秋日，清晨已有了几分凉意，四川栗子

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代勤龙又起

了个大早。推开窗，他一边嗅着空气中的竹木芳

香，一边把仪器塞进背包，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巡

护工作。

栗子坪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是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大熊猫国家公园栗

子坪片区地处小相岭山系，由于栖息地破碎化严

重、人为干扰等，这里的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

受到影响。2018 年 1 月，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与复

壮研究开放实验室在这里挂牌，成为在自然保护

区内以大熊猫小种群保护为目标开展科学研究

的实验室。代勤龙等 4 名青年人才被引入，组建

了科研团队，在石棉县区域成功建立起大熊猫

DNA 数据库。“现在我们已能实现区域内大熊猫

小种群精细化管理，及时掌握每只大熊猫的情

况。”代勤龙说。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专职副局长张绍军表示：“我们将继续推进科研

一体化建设，加强专业科研机构、队伍、人才的建

设与交流合作，以科研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远

处的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正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借助监测网络，实时掌握人为活

动状况，通过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现状的实时监

测，确保鸟类繁衍栖息不受人为活动干扰。

山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遥感、雷

达、无人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借助“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网络，打造全方位监管体系，筑牢巡查管

护网络，实现重点保护区监测数据实时采集、实

时传输。“下一步，山东将持续发挥科技力量，建

立更加完善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强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制度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活动。”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宋继宝说。

系统治理，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2021 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族传

统养蜂技术入选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工程”案例。养蜂过程中，独龙族群众巧妙使

用了 38 种植物，极大促进了当地生态养蜂的发

展。蜜蜂又是当地特色经济作物草果的主要传

粉者，养蜂也促进了当地草果产业的发展。

十年来，通过实施珍稀濒危、极小种群和特

有物种的拯救、保护、恢复工程，云南省重点野生

动植物种数保护率分别达到 83%和 77%，滇金丝

猴增长到 3300 只左右，绿孔雀、西黑冠长臂猿等

旗舰物种数量稳定增长。曾经在滇池野外灭绝

的滇池金线鲃，人工繁育成功，重新被引入滇池；

华盖木、毛果木莲、漾濞槭、滇桐、巧家五针松等

30 种极小种群植物，通过就地、迁地和繁育回归

等抢救性保护措施得到有效保护……目前，云南

省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就地、

近地、迁地、种质资源保存、人工繁育与回归等多

元化保护体系。

十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出台《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和濒危物种拯救工程，

划定了 35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多地多部门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守护多样物种 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李 蕊 杨文明 李凯旋 常 钦

菌草是生态治理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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