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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调研的第三站，是一条长
长的公路。

地处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面积达 33.76 万平方公
里，是全球三大极端干旱区之一，也
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称作“死
亡之海”。“死亡之海”里却有着丰富
的地下油气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战
略资源基地，因此，这里修建了一条
南北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全长 522
公里的世界最长的贯穿流动沙漠的
等级公路。

这条中国石油投资 8 亿元建成
的经济通道，1995 年贯通后却因连
续积沙面临严峻挑战，公路养护费
用逐年增加，严重制约正常油气勘
探开发。

“我们的总体思路是，用机械防
护确保公路修建和早期运营，用生
物防护保障公路长期运营。”中科院
塔克拉玛干沙漠研究站站长徐新文

说，早期试验在 1991 年就已开始。
“我们首先要查明沙漠公路沿线地
下水环境特征，一开始以为‘死亡之
海’没水，后来推土机一推沙里有
水，以为水源很丰富，却发现水质很
差，都是矿化咸水。”

经过 10 多年日复一日的研究，
科研人员确定了沙漠公路的风沙危
害形式，确定了主要植物种的适应
灌溉水矿化度范围，最终确立了防
护林体系三大结构模式，并开发了
咸水灌溉技术体系，在 30.5 公里的
小范围防护林试验中取得成功。

随后就是大规模推广。2003
至 2006 年建设的沙漠公路防护林
生态工程，总投资 2.18 亿元，林带
总 体 宽 度 72 至 78 米 ， 总 面 积 为
3128 公顷，种植各类苗木近 2000
万株。在气候干旱、风沙强烈、高
温酷热、降水稀少的沙漠腹地，建
设者们点亮了这条全长 436 公里的

绿色生命线。
现在，这条绿色生命线上，每

隔 4 公里就有一间小房，那里住着
维护防护林的工人。在其中一座

“水井房”里，黄自友和周慧丰这
对来自四川的中年夫妻，已在此服
务 7 年。他们在柴油发电机的轰鸣
声中，看守着抽水井和一条条黑色
细管。这些设施抽取的地下咸水，
滴 灌 在 沙 漠 公 路 两 旁 的 防 护 林 。

“我们每年 3 月到 10 月在这里，每
个月两人收入 4200 元，需要每天
步行检查两次，看看管道是否正
常。”黄自友说。

“我们这里原来气候干燥，心情
烦躁，生活枯燥。”位于沙漠腹地的
塔里木油田塔中作业区党支部书记
万红心说，“如今公路绿化带建起来
了，塔中沙漠植物园也建起来了，现
在有绿色，有鸟有野兔，在这里工作
心情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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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笔绘出沙海绿舟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新疆的地理特征是“三山夹两盆”，其

中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塔里木盆地这

块幅员辽阔、干旱少雨的地区，被人们称为

南疆。极端干旱的自然环境限制了这里的

发展，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21个

分布于南疆。在这片生态脆弱的区域里，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用智慧和汗水描

出了阻遏黄沙的绿色屏障，也绘出了可持

续发展的宏伟蓝图。7月底8月初，记者用

9天时间，两度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重点

探访了南疆五地州中的3个，行程3000多

公里，调研科技扶贫、科技援疆的现状与

未来。

“ 农 民 凭 什 么 听 我 们

的？当地政府凭什么听我们

的？”在 9 天的采访中，策勒

站副站长桂东伟的两个问题

让笔者印象颇深。

中科院的研究者们研究

的问题往往高大上，而农民

们需要的只是已经成熟的实

用技术。如何在田间地头的

常规工作中，拿出叫得响的

顶尖成果？如何让文化水平

偏低的贫困地区农民，理解

现代农业的技术与运作？

在对南疆科研工作者的

实地采访中，笔者深深领会到

立地方能顶天的道理。

他们用现代化示范基地

来引导农民的决策。

新疆生地所助理研究员

张波博士等科研人员在墨玉

县加罕巴格乡恰尔巴格村推

广水稻高产示范模式创建。

一开始，农民们不愿改变省

力但产量低的传统水稻撒播

种植方式，当看到示范基地

撒播田、条播田、插秧田摆在

一起，不同长势带来的鲜明

对比后，就有农民坐不住了，

把田里长势不好的小麦割

了，主动找张波学插秧，行距

多少，株距多少，都严格按他的指导来。

他们用实用有效的技术来促进政府的决策。

在温宿县，副县长郭伟对阿克苏站的科学家们在

当地推广棉花、核桃、红枣立体种植滴灌节水技术赞不

绝口。“这个技术当年嫁接、当年见效、当年结果，让农

民能很快见到效益，方便我们推广。”

这样接地气的基础工作，不仅提高了当地农民收

入，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同时也为他们做出国际先进

水平的研究成果打下坚实的基础。荒漠化防治、公路

防沙等技术，都以其实用有效引得国际同行惊叹，并向

非洲、中亚等地区推广。

在实战 PK 中完胜美国和欧洲同类系统的塔里木

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系统，凝聚了 100 多位科研人员

的艰辛劳动。如，研究人员在监测地羊圈搭帐篷住，用

手工检测塔河中下游 12300 棵胡杨树胸围的原始数

据，后来才改为卫星遥感测量。

这种脚踏实地的风范，让我国自主研发的干旱区生态

用水实时计算方法和模型系统，仅用7个参数就达到了

92%以上的精度。而欧洲同类模型一套价值100万元，参

数90多个，用于塔河流域后，精度只有50％—60％。

在南疆几个野外台站采访中，记者多次听到受访

者提到建立于 1843 年的英国洛桑农业实验站。在洛

桑站，监测土壤营养元素变化的长期实验已历时 172

年，漫长的数据积累，让那里出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研究

成果，也让那里的每一粒土壤价比黄金。我们有理由

相信，科技工作者们在南疆洒下的汗水日积月累，未来

也将让这里的每一粒沙子贵比黄金。

立地方能顶天

佘惠敏

南疆有广袤的沙漠戈壁，也有
美丽的绿洲农田。

南疆调研的第一站——阿克
苏，维吾尔语意为“白水城”，就是典
型的南疆绿洲。作为古丝绸之路上
的重要驿站，这里素有“塞外江南”
美誉。

在这片传统的绿洲上，大水漫
灌这种传统农业种植方式，正向膜
下滴灌的高效节水模式转变。

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依希来木
其村的红枣立体种植节水灌溉示范
点，记者采访到一位 55 岁的维吾尔
族农民吐尔洪·买卖提。他家有 14
亩红枣、9 亩核桃，采用高效节水技
术后收入一下增加不少。“以前是漫
灌，收入一年只有 4 万多元，2009
年开始改为滴灌，水费省了，劳力省
了，产值还高了。现在我家一年能
有 12 万元收入，在村里算中等人
家。”

温宿县副县长郭伟给记者算了
一笔细账：大水灌一亩地，一年要 6
次，耗水约 900 方；而改用滴灌后，
一年灌 8 至 12 次，耗水约 300 方。

“滴灌比漫灌更有益于红枣生长，不
仅每亩地每年可以节约五六百方
水，有机生物肥料、农药也可以随水
施用，田间出草少，易管理，水费和
劳动力投入大大降低。”

给农民们提供滴灌、嫁接、施
肥、施药等田间技术培训的，是当地
县、乡的技术人员；而给这些技术人
员提供理论指导和详尽解决方案
的，则是中科院阿克苏水平衡试验
站的专家们。

“阿克苏所在地是南疆地区最大绿洲，是以棉花、林果
业为基础的灌溉绿洲。我们始终在想一个问题，上游不断
开荒，下游水逐渐减少，流域盐碱化会不会导致绿洲消失？”
在中国科学院阿克苏水平衡试验站站长赵成义看来，仅仅
简单地将漫灌改为滴灌，并不能真正保护生态，科学家必须
有更长远眼光，在自然资源限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中
寻求平衡。

事实上，滴灌立体技术在兵团农场棉田中的使用，要比
在农民林果园中使用早很多。人们发现，由于当地干旱气
候导致的降水量极少而蒸发量极大，实施滴灌后，兵团的土
地滴灌时间越长，棉田中盐分的积累就越多，富饶的农田有
可能变成荒芜的盐碱地。

“两座大山压着我们，一个是水，一个是盐，要掌握平
衡谈何容易。”赵成义说，“原来漫灌可以把盐分压下去，滴
灌省水了，盐分却慢慢上来了”。

如何面对水量和盐分的双重制约？
阿克苏水平衡试验站开展了一系列试验示范，种什么

作物、多长时间漫灌一次洗盐，可以达到产量和耗水量的最
佳平衡点？已有农田如何通过间种其他作物的多熟立体种
植结构，充分利用当地丰沛的光热资源？

在长年累月的监测和密密麻麻的数据中，科学家们摸
透了这片水土的秉性，研究出膜下滴灌的立体种植水肥盐
一体化技术。

“何时滴灌积盐，何时淋洗脱盐，如何复播，如何间种，
我们都有因地制宜的详细试验数据和技术方案。给个表
格，农技员就可以操作了。”赵成义说。

南疆调研的第二站是和田，和
田地区位于新疆最南端，古称“于
阗”，藏语意为“产玉石的地方”。这
个历史悠久的古丝绸之路重镇，现
在正担负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
双重重任。

“和田所辖 7 县均为国家级贫困
县，中科院在和田地区帮扶农牧民
增收示范项目意义重大。”和田地区
行署副专员古丽尼沙汗·买提尼牙
孜说，“科技扶贫，有助于我们实现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扎根于此，
给当地百姓带去了科技和希望。

在和田地区，绿洲仅占 3.7%，山
地占了三分之一，其余均为沙漠戈
壁。弱小的绿洲极易被流沙吞噬，
这条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古丝绸之
路，历史上曾有 20 余座古城被流沙
湮没。因此，构建生态屏障，就成为
科学家们在这一地区的首要任务。

在和田地区策勒县，1983 年建
站的策勒荒漠生态试验站，其目的
就是要“解除风沙对县城的威胁”。

“当时县城已两度搬迁，却第三
度沙临城下，已退无可退。”曾任该站
站长、现为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副所长的雷加强，谈起 30 多年

前的情形依旧记忆犹新。他介绍说，
当时老一辈科研人员通过试验研究，
曾建立拦沙河、草灌带、灌木林、乔木
林四位一体的荒漠化防治方法，获得
两项联合国大奖。该技术经过 20余
年应用，不仅在全国各地荒漠化治理
中发挥作用，还出口非洲，成为对付
撒哈拉大沙漠的利器。

用生态屏障解决生存危机后，
又面临满足发展需求。

“要让老百姓愿意建立生态屏
障，必须有收益，所以我们提出建立
经济型生态屏障。”策勒站副站长桂
东伟说，在构建了荒漠化防治模式
后，策勒站又先后建立了棉花高产
模式和肉苁蓉高产稳产模式等重大
科技成果。尤其是肉苁蓉高产稳产
模式，通过在梭梭等生态屏障植物
上嫁接肉苁蓉这种素有“沙漠人参”
美誉的名贵中药材，让当地农民防
沙治沙的同时提高收入，大大提升
人们构建生态屏障的积极性。

研究人员不仅提供技术，更深
入乡村，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生
产和生活模式。中科院新疆分院自
2014 年 3 月以来，先后派出 3 批 27
人进驻和田地区墨玉县加罕巴格乡
的巴西恰瓦格村和阿依玛克村。

科研人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带
来了林下养黑鸡、种维药，盐沼地养
鹅，稻田养鱼蟹等多种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的技术示范，带来了太阳能
路灯、电脑远程教育、维汉双语教学
软件、科普活动，甚至帮村里的孩子
们组建培训了篮球队。

毕业于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的 20
岁阿依玛克村姑娘如孜妮娅孜罕·麦
提图尔荪，如今就在村里的双语夜校
进修。“用软件学汉语很方便，可以比
较读音是否准确，还有很多图片。村
里5到18岁的孩子们都来学，他们很
喜欢学汉语，有的孩子还想将来当主
持人。”她使用的双语教学软件，正是
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发的。

村民图孙买卖提拿家里的 2 亩
地参与了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
所的林下种植维药试验示范项目：

“工作组出主意，技术指导，我们出
人力。只要工作组在，我们心里都
很踏实，千万个放心。”

“最初举办文体活动时几乎没
人响应，现在跳舞活动、篮球比赛都
有了，村民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中
科院新疆理化所综合办主任冯涛是
派驻阿依玛克村工作组的组长，他
对驻村工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南疆调研的第四站，是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就设在这里。

作为世界第五大、中国最大的内陆河，
全长2700公里、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
的塔里木河是整个南疆的生命之水。这条
生命之水曾经面临严重生态危机。

“塔河干流下游曾经近 400 公里河道
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矿化度持续上升，尾
闾台特玛湖干涸，大片胡杨林死亡。”塔里
木河流域管理局副局长托乎提·艾合买提
说，自 2001 年我国启动投资高达 107 亿
元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保护重大工程项
目后，经过 10 几年的努力，规划中的节
水、输水目标基本实现，结束了塔河下游

河道连续断流 30 年的历史。“但目前南疆
人口增长很快，资源性缺水依然存在，将
来发展一要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二要进行
整个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这个 107 亿元的重大工程里，投资
2 亿元、由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担当的塔里木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系统
尤为引人注目。在塔管局可视化会商平
台中的硕大地图上，塔里木河流域各个监
测断面的水质水量等数据实时更新，一目
了然。

塔里木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系统是
生态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
是利用遥感、遥测、地理信息系统、模型模
拟技术，实现全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

统一管理，实现全流域生产用水、生活用
水、生态用水的统一调度。

系统的总设计师、新疆生地所所长陈
曦介绍，该系统自 2002 年开始建设，历时
9 年，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竣工验收，是一
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钥匙工程，其实
际运行实现了塔河水资源调配，有效实现
了节水、输水目标。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了世界干
旱区最大流域水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物
联网平台，生态用水监测和预测精度比国
际同类系统提高了 30％。”陈曦自豪地说，

“联合国推荐的水文监测系统，需要非常
密集的监测点，不适应塔河经常变化的环
境，设备也不适应塔河流域的极端环境，

仪器经常被高温、低温、风沙搞崩溃，于是
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监测系统”。

塔管局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永琴说，和
塔河治理同步的信息化建设，让如今的塔
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更加精确便捷。“整个
流域非常大，纵横都是 1000 多公里，靠人
工不可能管得过来。现在，我们的水库监
测点，视频监测等数据，都是实时传回，实
时掌握。”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共做了三套塔河
治理方案，目前正在使用的是前两套方
案。”陈曦说，“在第三套方案里，我们建议
建立水交易市场和水生态市场，现在正在
建，建成后可以实现整个流域的水资源优
化配置”。

流域管控中协调水资源

死亡之海上点亮生命线

生态屏障里稳定求发展

两座大山下寻找平衡点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绿色的防护林带让沙漠公路免于被流沙侵蚀。

阿依玛克村村民艾力努尔巴克正按中科院新疆分

院驻村工作组技术指导，利用核桃林下空地喂养黑鸡。

中科院新疆分院驻村工作组在巴西恰瓦格村组建

了双语篮球队，让孩子们通过篮球运动学习汉语。

墨玉县巴西恰瓦格村，中科院援建的盐沼地养殖

示范基地里，承包户库尔班·肉孜买买提正在喂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