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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北京雨燕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福娃“妮
妮”的原型，是北京中
轴线申遗的首个数字
形象。它们十分擅长
长距离飞行，除繁殖期
间进入洞穴产卵、孵化
和育雏外，其他时间几
乎不落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

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荒漠化和土地沙化

实现“双缩减”，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得到有

效抑制。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任务 3.05 亿亩，封禁保护总面积达 2707.65 万

亩，建立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41 个、国家

沙漠公园 99 个，在我国北方风沙线上筑起一

道乔灌草科学配置的绿色生态屏障。

大力发展节水林草，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

荒 漠 化 防 治 工 作 必 须 牢 固 树 立 以 水 定

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理念，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力发展节水

林草。

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农业开发

的影响，半干旱地区农牧交错区水资源制约

逐渐凸显，干旱频发、地下水位下降及河流

（湖泊）断流干涸，成为威胁固沙植被稳定维

持的新问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

曼沙漠化研究站研发了乔木树种深注水造林

技术和膨润土改良剂保水灌木造林技术，解

决了人工造林过程中的土壤水分损失及亏缺

问题，有效提高了该地区造林的苗木成活率，

实现了半干旱地区沙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亿利集团创新研发的微创水汽种植法，相比

传统造林种草方法可省水 50%以上，成活率

提升至 85%。

“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水分

承载能力，以雨养、节水为导向，选用耐干旱、

耐瘠薄、抗风沙、抗盐碱的乡土树种和草种。”

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生态保护与修

复研究所研究员卢琦说，还应充分依靠科技

手段，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中 国 科 学 院 新 疆 生 态 与 地 理 研 究 所 研

究员雷加强介绍，建立高抗逆性的荒漠植物

种质资源库是发展节水林草的基础，还要遵

循植物需水和耗水规律进行因需灌溉、精细

灌溉，同时运用技术手段抑制干旱地区土壤

水分蒸发，“此外，还应加强防沙治沙的水利

设施建设，重视防沙治沙生态渠道的工程建

设，加强生态堤坝、生态闸等基础设施的维

护力度。”

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
积极推进产业治沙

荒漠化防治应坚持“近自然恢复”的科学

理念。保存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2200 种 6 万

份，蒙草生态为选育抗逆性强、经济效能好的

乡土草品种提供种源保障。

雷加强认为，坚持科学治沙，要宜乔则

乔，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沙则沙。要利用

本地乡土物种，通过科学有效的人工辅助和

管理措施，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到受人为干

扰前的状态，实现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加强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

理，着力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此外，还要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

度，坚持乔灌草相结合。卢琦介绍，在树种选

择上，必须因地制宜，坚持科学规划，“在风沙

严重、水源缺乏的流沙扩展区，应重视配合机

械沙障种植沙生灌木和固沙草本植物，形成

阻隔风沙的第一层防护体系。在灌草植被隔

离风沙区的后方，适当种植经济林果等耐旱、

抗旱的优良品种。在最内层绿洲区域，可以

培育针叶和针阔混交林带，最终形成由外到

内全域圈层防护结构的生产—生态格网化防

护体系。”

在广袤无垠的沙地、荒漠半荒漠地区，干

旱的气候、丰富的光热资源是许多产业所需

的有利条件。从因害设防到产业治沙，如何

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我国沙漠地区的自然资

源，始终是荒漠化防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沙区因地制宜发展饲料、经济林果、沙漠

旅游等林沙产业，建立了一批特色林沙产业

基地。据统计，沙区年产干鲜果品 4800 万吨，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4，年总产值达 1200 亿

元，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 50%
以上。

“荒漠化防治工作还应与乡村振兴、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

有机融合。”卢琦表示，在继续推进沙区种植

业、养殖业，培育沙区绿色食品产业、开发利

用砂基材料、发展沙区生态旅游产业等基础

上，加大力度开发“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

高效益”产业，启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工厂

化农业、光合工程等工程项目。

加强防沙治沙技术的
创新、集成和应用

科技 创 新 是 防 沙 治 沙 的 利 器 。 在 防 沙

治沙实践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紧密围绕经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开展了沙漠形成

演变与环境变化、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流

沙固定、干旱区生态建设、沙区资源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在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总结出了

100 多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荒漠化防治技术，

在非洲、亚洲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

推广和应用。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我国

防沙治沙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贡献率有

待提高，科技助力防沙治沙面临一些困难和

挑战。

“目前，防沙治沙科学研究存在空间尺度

大、涵盖内容多、运行机理和规律复杂等多种

限制因素，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对区域性核心

技术攻关聚焦不够，国家级条件平台数量较

少、覆盖面不全，科技成果与生产应用衔接不

够紧密，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水平和数量有待

提高。”卢琦说，应通过防沙治沙和生态建设

工程项目的实施，带动防沙治沙技术的重大

创新、集成和应用，建立与国家重大生态工程

相适应、全面完整的知识密集型现代防沙治

沙科技体系。

卢琦介绍，未来应尽快设立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研发，以科

研院所和技术推广单位为依托，开展联合攻

关，加大投入，鼓励创新。健全荒漠化监测预

警与观测研究网络体系，建立以国家监测中

心、地区监测中心和省级监测中心为主干，以

定位监测站等为依托的监测体系，形成与荒

漠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长期观

测与研究网络体系。

雷加强认为，要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成

果转化，打通政产学研用链条，搭建防沙治

沙成果转化平台。还要加强现代技术在防

沙治沙中的应用，如利用北斗、5G 技术和无

人机，进行精准识别、实时监测、快速响应；

基于大数据分析，分区布局、因害设防、精准

施策。

我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防沙治沙技术创新

科学治沙 筑牢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董丝雨

每年 4 月至 7 月，在北京前门、天

安门、故宫、景山、颐和园等地，常见

一群群燕子在古建筑间飞舞，这种燕

子被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为“楼燕儿”，

学名北京雨燕。

小小的北京雨燕可不简单。它

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福娃“妮妮”的

原型，是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首个数字

形象。《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的中国宣传片中也有它矫

健的身影。北京雨燕已经成为北京

乃至中国的一个熠熠生辉的文化符号。

这种鸟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夏候鸟，北京雨燕每

年 7 月下旬离开北京，飞越内蒙古，跨越天山山脉；再继

续飞越红海，最终到达非洲南部越冬，次年春天再返回

北京，长途往返飞行约 3 万公里。它们十分擅长长距离

飞行，除繁殖期间进入洞穴产卵、孵化和育雏外，其他时

间几乎不落地，在空中进食、休息、交配。飞行时，北京

雨燕又窄又长的翅膀充分展开，形成一条弧线，飞行速

度最高可达 48 米/秒。北京雨燕血液中高含量的血红蛋

白，使它们在飞行时能维持体内氧气的供给。

北京雨燕的飞行也很有特点。因为脚趾短小，且都

朝前生长，这种特殊结构让它们无法抓取树枝栖息或是

在地面上行走，而是更适合悬挂或攀附在悬崖峭壁、建

筑的缝隙中。一旦落地，不借助外力很难起飞，要从高

处向下俯冲，扇动翅膀才能飞行。

作 为 著 名 古 都 ，北 京 拥 有 城 楼 、箭 楼 等 众 多 古 建

筑。这些建筑中梁、檩、椽交错，形成了一个个人造“洞

穴”，有利于北京雨燕繁殖后代。近年来，除了古建筑，

北京雨燕也在各种新式建筑中寻找新家。北京市民惊

喜地发现，在天宁寺桥、国贸桥的桥洞下，就出现了北京

雨燕上下翻飞的身影。

北京雨燕的喙很短，不像其他鸟类用喙去“捉”虫子，

而是在飞行中，张大喙让飞虫“自投罗网”。一只北京雨

燕一个夏季可食虫约 50 万只，包括大量蚊、蝇、虻等，故而

农谚有“燕子田野飞，五谷堆成堆”之说。

优美的外形、坚韧的品格，这样的北京雨燕，赢得了

很多人的喜爱。

（作者为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本

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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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考察并主
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
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近年来，我国多措并举推
进荒漠化治理，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防沙治沙工作取得巨
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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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者常钦）近日，由中国地质

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承担的《全国土地退化监

测评价设计方案》通过专家验收。方案按照土壤及土地退化

类型的分布特征，将全国划分为 10 个土地退化监测大区、43
个土地退化监测区，覆盖全国所有土壤、土地退化类型。

2021 年 6 月，自然资源部启动了土地退化监测工作，由

指挥中心依托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网在重点地

区开展。两年来，团队以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站网

为支撑，研究掌握土地退化机理、预测土地退化变化趋势，

以重点区示范为抓手，建立了全面系统的监测指标体系。

按照不同土壤、土地退化类型，结合全国自然资源要素综

合观测站网布设，构建了全国土地退化监测网，为实施全

国土地退化监测评价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全国土地退化监测评价设计方案》通过验收

我国已构建全国土地退化监测网

本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者李红梅）北

方大部地区本周继续维持晴朗多云的状态，

高温有所发展。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南方地区雨水频繁，高温暂退，北方地区高温

将有所发展，尤其是华北一带。13 日夜间至

15 日，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

预计未来三天，华北、黄淮及新疆、甘肃

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35—39 摄

氏度的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将超

过 40 摄氏度。预计 13 日夜间至 15 日，华南南

部及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 13 日 20 时至 14
日 20 时，四川西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

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

警）。云南南部和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

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醒，14 日至 16 日夏收区大部

天气晴好利于麦收，陕西中部等地建议避开

16 日降水时段，抓紧抢收。

华北黄淮等地有高温天气
夏收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麦收

本报南昌 6月 13日电 （记者朱磊）记者

近日从江西省财政厅获悉：江西省与广东省

正式签订第三轮东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标志着东江流域保护和治理工作迎来新

的跨越。

2022年以来，江西省财政厅牵头会同省生

态环境厅，与广东省有关部门开展多轮磋商并

共同起草补偿协议。此次签订的第三轮补偿

协议，将东江赣粤交界断面下泄水量和下泄流

量纳入了考核范围，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逐步从

单纯水质补偿转到对生态产品存量维护和增

量提升的补偿；资金用途更广，将补偿资金用

途从专项用于生态保护治理调整为用于支持

源区经济社会发展。

东江发源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是广东

省重要的饮用水源。2016 年 10 月，赣粤两省

签 订 了《东 江 流 域 上 下 游 横 向 生 态 补 偿 协

议》，正式启动东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在首轮生态补偿成效显著的基础上，赣粤两

省于 2019 年底签订第二轮协议。

赣粤第三轮东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签订
从单纯水质补偿转到对生态产品存量维护和增量提升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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