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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小草

草原的生态功能是全球性的，有“地球皮肤”的美称。它占据着地球
上森林与荒漠、冰原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覆盖着地球上许多不能生长森
林或不宜垦植农田的生态环境较为严酷的地区。植物群落的演替规律一般
是先有草，才有灌木，再有乔木，因此草也被称为“先锋植物”。

树能抵挡风沙，草则能固沙保土。致密的草不仅能有效地防治水土流
失，为灌木、乔木的生长创造条件，还可以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止水
土流失，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的黄河、长江、辽河、黑龙江等主
要水系均发源于我国草原区，草原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水系变化。

“我曾到呼仑贝尔大草原考察，看到大草原上正在将双向二车道公路
改造为宽阔的双向八车道公路，公路两侧密种着数排高大乔木，却破坏了
草原风貌和生态景观。”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
长孙发政痛心地表示。

目前，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退耕地区生态面貌得到
初步改善。按照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养、退、休、轮、控”，退
耕还林还草是重要的举措之一。把不适
宜耕种的或者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危害
的陡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和对水质有
可能造成污染的重要水源地周边耕地进
行退耕还林还草，是我国耕地草原河湖
规划的重要措施之一。

2014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等 5 部委
联合印发的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
方案》 提出，到 2020 年，将全国具备条
件的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约4240万亩
退耕还林还草。

草业科学一路高歌

放眼世界，新西兰、澳大利亚、荷
兰、以色列，这些靠草地起家的国家，
草地畜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我国草
原面积近60亿亩，是农田面积的3倍之
多，但草业在我国国计民生中还没有发
挥应有的生态经济作用。如何利用草，
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科学家们心
心念念的使命。草业专委会多次发表文

章、接受采访，建议将“草”提高到与“山、水、林、田、湖”
一样的高度。

2017 年 7月 19日，在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中第一
次写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也提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这是对草原生态地位的
重要肯定，对推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草的地位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了我国绿色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了“草”的生态文明建设，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

在我国“以粮为纲”的年代，钱学森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提
出了草产业概念，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所言“为我国草业
科学开辟了一条新路，起了点石成金的作用”。

草业专委会的委员单位重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饲
料桑就是草产业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饲料桑不仅适应性强，能
在严寒、酷暑、水淹条件下生长，而且富含蛋白质和各种营养元
素，还可以降解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它的问世，给在条件恶劣的
区域中发展草产业带来了曙光。生态退化的高寒山区、干旱荒漠
草原、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区等地，如今都可能有草产业的出
现。

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钱永刚看
来，发展草业是我国绿色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草业的潜
力是巨大的，把草地生产经营的种植业、畜牧业、加工业和商贸
服务业结合起来，可以形成物质循环、生态优化、科学管理的高
效产业，收到集约、生态、循环、经济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绿
色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草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与人类、动植物休戚相关。“水
呀 土 啊 青 春 的 绿 草 啊 ， 你 们 是 大 草 原 的
心”。这是笔者作词作曲的 《水土生态之
歌》 的歌词，艺术地表达了草在大自然中的
重要位置，这首歌曲已收入 《水土保持 （小

学） 读本》。
我国草原面积约占囯土面积41％，是我

国主要江河源头和水源涵养区，重要的生态
屏障，大多处于边陲和少数民族地区，关乎
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发展战略和民族团结与
进步。同时，草山草坡、湖海滩涂、农林隙

地、园林绿地等也分布大量草地，共生资源
十分丰富。

小草还是建设美丽城市的绿色基底，它
的生态功能是其他物种不可替代的。草坪不
仅是居民休憩的场地，还关系到防灾避险、
水土保持；在崇尚运动的现代社会，高尔

夫、足球等运动更是离不开草坪；在边坡、
废弃地的生态修复中，生命力极强的小草，
更是不可或缺的先锋植物……

草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国
家所重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
十七次会议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这是对“草”地位的重要肯定，
对推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

近年来，我国生态修复、草坪绿化事业
发展很快，草原保护与修复取得了显著成
效。2016 年全国天然草原鲜草产量连续 6 年
实现稳中有增，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4.6％，草原生态退化得到有效遏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院士就以战
略科学家的高瞻远瞩，提出和创立了知识密
集型草产业理论：以草地为基础，利用日光
能量合成牧草，然后通过种草养畜，再通过

生物、化学、机械等一切可利用的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建立起创造物质财富的高度综合
的草产业系统。这一理论为我国草业科学开
辟了新路，使一个生态系统发展为一个行
业，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我国草原近 60亿亩，是农田面积 3倍之
多，但目前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生态经济作
用，草原每亩产值还不到 1 元。如果搞知识
密集型草产业，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年产值
有望达到几千亿元。发展草产业，是我国绿
色发展、经济转型的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中
国的需要。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唐朝诗人李白描写出草的生命韧性。没有花
香，没有树高，默默无闻的小草在新时代将
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
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唐朝诗人李益在《塞下曲》中这样描绘边塞草原的迷人春
色。广袤的草场及其养育的牛羊马群是中国草原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何用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草
原，在合理的载畜量下，发挥科技的力量，提高草地的生产效率，是当代中国的新课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家就提出了创立知识密集型草产业理论，即以草地为基础，用牧草
养畜，再通过生物、化学、机械等一切可利用的科学技术，建立起创造物质财富的高度综合的产业系
统。这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种草的思想，为我国草业科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如今，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草业发展与应用提出
了更高要求。运用新理念、新技术科学种草势在必行。目
前，西藏自治区南木林县就摸索出了一条科学种草、变

“废”为“宝”的路子。
前一阵，南木林县艾玛岗乡的人工饲草基地又迎来了丰

收。从田边望去，大片大片的草地织成一片绿色外衣，在阳
光下格外耀眼。当地百姓格列指着草场笑着说道：“这一茬又
能收获一大笔呢。”

然而，在 10 年前，这片茂盛的草场只是一片贫瘠的土
地。大风吹过，扬起的风沙让人看不到回家的路。而让这一
切发生改变的，正是运用科学种草原理建成的人工饲草基地。

西藏天然草地面积超过 8000万公顷，但高原生态环境脆
弱，天然草地质量较差，阻碍了草牧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
问题，2010 年，中国科学院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成立了西藏高
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高原地区草业学科体系建设和
草业技术研发、推广放到了重要位置。在草业研究人员的指
导下，当地百姓将人工种草的理论付诸实践，终于，荒废多
年的土地上长出了绿色的饲草。该研究中心也在西藏科技厅
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首家省级草牧业科技示范园——西藏
草牧业科技示范园。

示范园通过人工种草引导规模化高产高效人工草场发
展，有效缓解了人、草、畜矛盾，为发展草业经济开辟了一
条新路。目前，南木林县已建成人工饲草基地5.8万亩，成立
了由艾玛岗乡8个村参与的人工饲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入
社群众达6500多人。

收获良好经济、生态效益的不只有南木林县，人工科学
种草的样本也同时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广泛推广，覆
盖全区37个县，达30余万亩，经济效益达4亿元。

像西藏一样因地制宜、发挥技术优势的科学种草正在全
国各地展开，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北京
林业大学教授、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会长卢欣石认为，
草业越来越注重系统化、战略化和科学化。做好科学种草，
结合种植区域的气候条件选对草种是关键，同时还需要解决
草的繁殖问题、优化草的利用方式。“牧草的种类繁多，每种
都有不同的生态功能。在种草的时候，要了解草的生物学特
性，既要考虑它的生态功能，又要发挥它的生产效能。”

“科学种草要考虑的不单单是草的问题，还牵扯到整个生
态系统以及生产的层次和结构，因为草业还与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食物安全紧密相关。未来草业的发展要促进整个生
态系统的和谐和稳固，发挥不同生产层级之间的耦合效益。
一个生产层级紧密结合、具有耦合效益的系统，才是一个现
代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卢欣石表示。

““草不谢荣于春风草不谢荣于春风””
孙发政孙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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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种草 变废为宝
汪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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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讴歌的对象，是

生命力的典型代表。新时代，中国将草纳入到山水

林田湖这一生命共同体中。发挥小草在生态系统中

的大作用，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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