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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棵梭梭树下的草原困境
文｜摄   章  轲

“一亿棵梭梭”项目分布区。   资料来源：SEE

肃、内蒙古等6省；5月 11～ 12日，

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青

海柴达木盆地、甘肃河西、宁夏、

陕西北部等地再度出现扬沙或浮尘

天气。

沙尘暴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

大面积地表荒漠化和沙化是重要因

素。去年底，国家林业局公布的《中

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称，“土

地荒漠化和沙化是当前我国最为严

重的生态问题”。

5 月 14 日至 17 日，记者跟随

阿拉善 SEE 基金会“一亿棵梭梭”

项目组进入被称为“我国最大的沙

尘源地之一”的阿拉善，探寻荒漠

化治理之策。

沙尘源区的牧民们

“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这里

的草很高、很多。当时我家里养了

1000 多只羊。”16 日，阿拉善左旗

苏海图嘎查（注：嘎查，系蒙古语，

行政村之意）牧民沈永保开着一辆

皮卡，带着记者在自家的草场上转

悠。

而此时，要想在草场上找到一

进入 2016 年春季，有些久违

的沙尘暴“超越”雾霾，再度成为

空气污染的“首凶”，袭扰北方各地：

今年 2 月 18 日，内蒙古阿拉

善盟吉兰泰地区出现今年首场沙尘

天气；3 月 3 日，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出现今年以来最强沙尘天气，锡

林郭勒盟等 3 个盟市出现沙尘暴；

4 月 15 日，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

的酒泉市敦煌、瓜州等多地出现沙

尘天气，瓜州县出现了黄色“沙尘

墙”，当地市民看见了“滚滚沙墙

吞噬县城”的罕见景观；4月 16 日，

甘肃民勤出现今年首场沙尘暴，天

空变为昏黄一片。

到了 5月份，沙尘暴依旧挥之

不去。“五一劳动节”期间，西北

地区出现沙尘天气，波及青海、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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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绿草已经很困难了。记者放眼四

周，尽是荒漠和戈壁。由于干旱少

雨，又缺少植被，草场上沙土松软。

车行过去，尘土飞扬。

一位牧民向记者描述了在阿

拉善常常见到的景象：黄沙滚滚半

天来，白天屋里照灯台，行人出门

不见路，一半草场沙里埋。

在苏海图嘎查牧民胡开竟的

家，记者看到，屋后的羊圈里空空

荡荡。“我们家早已经不养羊了。

这里前些年就实行禁牧，靠买草料

养羊不划算。”胡开竟说。

由于超载放牧和气候变化等

因素，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苏

海图的生态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差。

草场退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接一

场的沙尘暴。胡开竟说：“在草场

好的地方，几亩地就可以养一只羊，

而在沙化草原区，需要 100 亩地才

可养活一只羊。但过去是养的越多

越好。”

记者此前在阿拉善乌达木塔

拉嘎查采访时看到，村里有的牧民

还养着羊。牧民赵文志说，“现在

牧民们舍不得杀羊，甚至连羊奶都

舍不得挤。因为挤了奶，羊就少膘

了，卖不上价钱。”

由于草场沙化严重，近年

来，在牧区甚至冒出了一项新的职

业——“抖羊沙”。有人专门帮牧

民清理棚圈和院落里的沙子，帮羊

抖去身上重达几斤甚至十几斤的沙

子，防止沙子吸热后烫伤羊皮。

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赵

文志和记者的脚下却是细细的黄

沙。不远处，几只瘦骨嶙峋的骆驼

在觅食。“记得当年，在草地上开

苏海图嘎查牧民沈永保开着专业挖坑机在为梭梭种植打坑

苏海图嘎查牧民胡开竟在自家的梭梭林中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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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地架起蒙古包，割下来的草就

能装上一车。那时候，骆驼趴在地

上，动一动脖子，周围的草就够吃

上一天了。”记者注意到，赵文志

说这番话时，他的眼睛里放着光芒。

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

点实验室去年 12 月编写的《阿拉

善 SEE 生态协会荒漠化防治战略

与项目评估报告》称，不合理的人

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导致阿拉善地区

土地出现严重退化，不仅影响了当

地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

也阻碍了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主要沙

尘源区，阿拉善地区的生态危机也

威胁到了相邻省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甚至波及到华北、西北，以及

更远的江淮地区。”

早在十多年前，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就参与到阿拉善的荒漠化

和沙化防治。当时一项调查显示，

阿拉善草原生态系统生物种类贫

乏，数量稀少，结构简单和营养极

少，并随水量减少，植物种类、密

度、盖度和质量不断锐减。

由于超载放牧和气候变化的

共同作用，阿拉善地区的草场每年

以 2.6 万亩的速率递减，退化面积

达 334 万公顷以上，原有的 130 多

种植物种现仅存 30 多种；植被覆

盖度降低了 30-80%，大面积的草

场已无草可食；180 余种野生动物

（包括国家一、二、三类珍稀动物）

或迁移他乡，或濒临绝迹，生物多

样性严重减少。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 2011 年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9 年底，

阿拉善盟的沙化土地面积为 20.43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75.7%，

居内蒙古第一位。

阿拉善境内分布有腾格里、乌

兰布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过去

几十年来，三大沙漠一直在扩展，

乌兰布和沙漠以每年 8-10 米的速

度前移，巴丹吉林沙漠也以每年

20 米的速度推进。

沙尘暴频次越来越高，强度越

来越大，危害程度也越来越重，不

仅给阿拉善地区经济社会带来极大

危害，而且也波及到其它地区。

2009 年，中科院向国务院呈

送的相关报告称：“阿拉善地区是

我国最主要的沙尘源区，也是我国

抗御风沙侵袭的第一道重要生态屏

障。阿拉善的沙尘现象不但影响河

西走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等商

品粮基地以及华北和京津地区的安

全，而且还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

甚至北美地区。”

变迁的生产生活方式

记者在阿拉善采访时了解到，

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如今阿

拉善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源在

于蒙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被破坏。

传统社区蒙族人的游牧有三

种方式：多次迁徙（最起码随着一

年四季的变化而迁往不同的草场）、

二次迁徙（一年之中搬迁两次，前

往冬营地和夏营地，目前牧区的主

要游牧方式）以及走“敖尔特”（临

时迁徙，解决草场受灾时的草畜矛

盾的问题）。

无论采用何种的游牧方式，其

目的都是为了利用草原地带各个草

地的季节差异，以便更大限度地获

取牧草，同时又使草场得到合理的

保护。

草场由家庭承包后，分给每户

牧民的草场都包括冬盘和夏盘两块

草场，使得游牧的方式得以继续。

但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定居，采

用游牧方式的牧民就减少了。

之后，各家各户都建了围栏。

拉了网之后，牲畜在一个地方来回

走，围栏里的草不是被吃完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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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践踏完了。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生态学家刘书润对记

者说，“牲畜对草场的作用，践踏

一般强于采食。”他解释说，经常

移动的蒙古包周围由于放牧较轻，

加上牲畜粪便的滋养，草原很快恢

复，甚至长得比原先还好。而围栏

内和居民点附近的草场很容易就被

牲畜踩坏。定居点周围没了草，就

更增加了牲畜走动的距离和时间，

加强了践踏力度，退化面积和强度

越来越大。

历史上，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

们有许多养护草原的措施，比如在

搭建蒙古包时，不能将包内的草皮

铲掉，当收拾起蒙古包迁往他处时，

草场依旧，同时也要把垃圾烧掉并

且掩埋；交通工具不能乱走以免破

坏草场；将草场上晒干的牲畜粪便

捡回来生火做饭、取暖，这样既不

污染草场又解决了燃料的问题。

在阿拉善蒙族社区，有丰富经

验的蒙族牧民总是能把牲畜数量调

整到适应草场最佳承载量的状态，

否则牲畜带来的收益就会减少。每

当春季接完羔子，牧民总要处理一

批老的牲畜，使得牲畜的数量保持

稳定的最佳状态。

据记者了解，阿拉善地区土地

荒漠化和沙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则是农耕生产方式的“入侵”。

“我和胡开竟的祖辈都是甘肃

民勤的，当初因为民勤没法生存逃

荒过来的。”沈永保对记者说。

“大约是 60 年代，很多民勤汉

人来了，他们砍了很多树和灌木，

盖房子、盖羊圈、砌井……以前羊

圈都是用木头干柴盖的，井里面的

一圈都是用木头砌的，后来木头没

有了，就用水泥做了。人多了以后，

羊也越来越多，草场上的树和草越

来越少。”苏海图嘎查牧民乌兰扣

的妻子对记者说。

“大集体”时期，当地政府在

“农业学大寨”、“牧民不吃亏心粮”

等政策的推动下，纷纷在草场上开

荒种地，寻求粮食自给。阿拉善盟

最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右旗地区也积

极开荒垦种。史料记载，1964 年，

全旗播种面积 732 亩，总产量 7.8

5 月 14 日至 17 日，“一亿棵梭梭”项目推广大使、歌手谭维维（图中举牌者）赴阿拉善
左旗及苏海图等沙漠地区参加公益探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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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单位面积产量平均 75.5

公斤。文革期间，各公社、生产大

队相继开荒，大办农业。1968 年，

全旗播种面积 1508 亩，比 1964 年

增加 1 倍。1974 年，全旗播种面

积 4842 亩，是 1964 年的 6.6 倍，

10 年增长 561.5%。

记者在阿拉善左旗腰坝镇沙

日霍德嘎查采访时看到，那里基本

上已经成为典型的农业耕作区，种

植了大量的玉米。许多牧民用抽上

来的地下水，大水漫灌式地浇地。

《阿拉善地区蒙族生产生活方

式的变迁和生态环境保护》调查报

告称，农业对当代蒙族社区的生态

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证明其并非

是恢复生态的最佳方案，没有使人

们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建立和谐

的关系，只能作为转移牧业带来的

贫困危机的权宜之计。

该报告说，“目前，农业对生

态的破坏还没有被当地政府和社区

居民所重视，而农业如果在生态危

机面前也难以为继的时候，草原路

在何方？”

一亿棵梭梭能带来什么？

在近年来的固沙过程中，人们

发现“梭梭 + 肉苁蓉”的固沙模

式可以带来较高经济效益，实现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因此

被公认为理想的沙产业治沙模式，

在广大沙区进行推广。

“在阿拉善防治沙漠，阿拉

善 SEE 也曾经做过多种尝试，但

在总结过去十年项目经验的基础

上，最终选择种植梭梭。”阿拉善

SEE“一亿棵梭梭”项目负责人庞

宗平说。

他介绍，阿拉善地区历史上曾

有的 800 公里以梭梭林为主体的荒

漠植被带已经严重破坏和退化，而

荒漠区梭梭的天然更新速度是十分

缓慢、艰难的，因此，必须采取人

工促进的方式来恢复这片天然生态

屏障。

2014年 10月，阿拉善SEE“一

亿棵梭梭”项目启动。计划在未来

10年，种植一亿棵梭梭，恢复 200

万亩以梭梭为主体的荒漠植被，构

建阿拉善绿色生态屏障，阻断腾格

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

的交汇握手，从而改善当地的生态

环境，同时通过梭梭的衍生经济价

当地牧民通过沙障阻止沙丘进一步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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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提升牧民的生活水平，使 1000

户牧民从传统的牧业转向沙生植物

产业，并增收致富。

其实，种植梭梭，给牧民们增

收最大的是肉苁蓉。这是一种寄生

在梭梭树根部的植物，有“沙漠人

参”之称。在胡开竟家，他找出几

根干肉苁蓉对记者说，市场上一根

新鲜的肉苁蓉能卖到百元，有的还

能上千，而肉苁蓉的种子卖到 2 万

元一公斤。

胡开竟告诉记者，2010 年，

他就尝试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之

后他加入了阿拉善 SEE 发起的社

区梭梭种植项目。

按照阿拉善 SEE 社区梭梭种

植项目的规定，牧民们到苏海图合

作社报名，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

梭梭种植和验收，再由 SEE 进行

抽查复验。同时 SEE 还会对牧民

进行种植培训，一对一辅导，牧民

收获的肉苁蓉通过合作社统一对外

销售。整个执行过程十分严格，对

牧民的要求也非常高，种出来的梭

梭只有达到标准，牧民才能拿到种

植补贴。

胡开竟家有 1.7 万亩草场，1

万亩种上了梭梭。16 日下午，第

一财经记者在胡开竟家的梭梭林看

到，早些年种植的梭梭树已经有 2

米多高，将要成熟的肉苁蓉随处可

见。“去年我家卖肉苁蓉的收入有

20 多万元。”胡开竟说。

沈永保家去年的收入与胡开

竟差不多。采访时，他主动提出给

记者演示一下专业挖坑机是怎么为

梭梭种植打坑的。只见拖拉机开动

后，一个旋转头钻入地下，只需要

几秒钟，沙地上就出现了一个直径

约 50 厘米、深约 60 厘米的坑。

沈永保说他仅机械设备的投

入就超过 15 万元，梭梭种植面积

达到了 3000 亩。去年，他家收获

了第一批人工种植的肉苁蓉，共

800 多公斤。“现在最大的希望就

是，有一家肉苁蓉加工厂，提高产

品附加值。”

“从整体上来说，SEE 目前以

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共赢

为主要目标，以植被恢复和农业

节水为主要任务的战略选择基本适

合阿拉善地区荒漠化防治的实际需

求。”中国科学院上述评估报告认

为，但在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任务

和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以便

能够实现阿拉善地区荒漠化防治的

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记者从阿拉善 SEE 了解到，

过去 10 年，SEE 已经在阿拉善地

区种植 22.5 万亩梭梭。

中国科学院专家团队通过遥

感监测、野外考察及典型区各项主

要环境指标的观测，发现阿拉善地

区整体植被覆盖度、项目区土壤有

机质含量、空气湿度表现出增加趋

势，而人工梭梭林内的风速显著降

低，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沙漠化土

地面积以每年 40 平方公里的速度

减少。

但评估报告也表示，阿拉善地

区的三大沙漠是地质历史时期形成

的。这三个沙漠及其之间的戈壁和

山前冲洪积扇的地理空间分布是由

当地的地质构造、地表特征和风场

所决定的。广阔的沙砾质戈壁因有

适宜的空气动力学粗糙度，为过境

风提供了良好的输沙场，使得沙物

质不会在此积累，因此才能保证在

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没有出现三大

沙漠在此“握手”的现象。

“利用梭梭固定活动沙丘或增

加沙化草场的植被，有利于沙漠化

土地的治理，减少沙尘暴的发生。

但是在原生戈壁上种植梭梭，则

会破坏地表砾石层，造成下覆的

第四纪疏松沙质沉积物出露，在

风力作用下就地起沙形成新的沙

丘。”评估报告说 ：“如果把三大

沙漠之间的戈壁带全部种上梭梭，

会真的通过人类作用导致三大沙

漠握手。”

调查发现，虽然在 SEE 的规

划中，没有把所有的原生戈壁种上

梭梭，但是从项目规划图和实地考

察中发现有大面积的戈壁滩已被改

造成人工梭梭林，地表砾石层遭到

显著破坏，就地起沙的现象已经开

始出现。

专家调查还注意到另一个现

象，梭梭本身是耐旱的沙生植物，

在成活后不需要灌溉，但是要嫁接

肉苁蓉获的较好经济效益的话，每

年每亩梭梭至少需要灌溉 100 方

水，也就是说 200 万亩梭梭的耗水

量每年大约是 2000 万方。由于该

区降水极其缺乏，又没有地表径流，

主要靠抽取地下水灌溉。

“长期下去，地下水位势必下

降，不仅会导致人工梭梭林覆盖度

降低，原生植被死亡，还会影响周

边绿洲的地下水位，带来不可估计

的影响。”评估报告建议，对项目

区的可行性进行专业科学论证，在

沙漠边缘利用梭梭和肉苁蓉营造固

沙锁边林，以防止沙丘活化前移为

首要生态保护目标，其次兼顾经济

效益。在项目规模的制定中严格按

照区域的水土资源承载力进行科学

设计，切忌违背自然规律，出现不

可持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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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重大环境问题之一，荒

漠化影响着全球 1/4 的土地和 1/6 的

人口，它不仅直接导致干旱半干旱区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馑，还威胁着

许多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

全，阻碍着全球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是世界上受荒

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内蒙古草原面积占自治区土地

总面积的 74%，占全国草原面积的近

1/4。草原生态系统是内蒙古面积最

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屏障的主体。

《内蒙古草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研究》报告称，严格保

护、合理开发利用草原资源，对于构

建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这份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农业资源与农村环境保护

创新团队编著，将于今年 6 月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对外出版。调查

显示，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原面积占

其草原总面积的 59%，并且每年还在

以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退化和沙化，草

原平均产草量与 20世纪 50年代相比，

至少减少了 30%。内蒙古草原荒漠化

的加剧已使草甸草原的生产力下降到

原生群落的 25%-30%，典型草原的生

物量也已下降 60%-80%，草群盖度显

著减小。

草原沙化退化不仅危及农牧民的

生存和发展，也威胁着整个华北地区的

生态安全。报告介绍，中国北方四大沙

尘暴源区中有三个位于内蒙古境内，内

相关链接：

蒙古地区沙漠土地已达42.08万平方千

米，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5.7%。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项目组编著的《内蒙古发展定

位研究》报告也介绍，作为我国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具有天然的自

然地理优势。内蒙古地处北疆，占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面积的 69.2%，拥有

13 亿亩草原、3.5 亿亩森林、6000 多

万亩水面和湿地，草原、森林面积均

居全国之首，不仅是北方面积最大、

种类最全的生态系统，而且是东北众

多江河水系之源、北方大陆性季风必

经之地，是这个核心区的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

除此之外，内蒙古草原还为京津

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了巨大

碳汇。研究发现，内蒙古是碳汇大区，

全自治区 13亿亩天然草原固碳能力为

1.3 亿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6 亿吨。内蒙古有 5.6 亿亩可利用

的荒漠化土地，可种树 1.2 亿亩、种

草 2.8 亿亩，可实现碳汇 12 亿吨。

同时，内蒙古也是减碳潜力大

区，全自治区风能资源总储量近 9 亿

千瓦，居全国首位。大多数盟市具备

建设百万千瓦级甚至千万千瓦级风电

场的条件。年日照时间为 2600-3200

小时，居全国第 2 位，具备较好的建

设太阳能基地的条件。

内蒙古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

授、院长赵吉测算的结果显示，内蒙

古温带草原总碳储量为 37.6 亿吨。退

化草地碳汇潜力巨大，草地固碳量为

4586 万吨 / 年，二氧化碳吸收量为

16815 万吨 / 年。内蒙古森林固碳量

为 3601 万吨 / 年，二氧化碳吸收量

为 13203 万吨 / 年。赵吉认为，这些

碳汇资源一旦实现市场交易，由于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巨大，其内在价

值应远高于碳减排交易价格。

（责编：张志国）

为什么是内蒙古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