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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植物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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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植物的贡献及其在水土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2023年首个全国生态日专题论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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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理事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认识草本植物

2017 年 6 月 6-8 日，在重庆召开
的“全国草牧业科技创新成果交流暨产
业化现场观摩研讨会”上，笔者主持会
议开幕式和主题报告，提出将“草”纳入

“山水林田湖”的建议，得到与会草业界
代表们的一致响应，写入会议纪要中呼
吁，得到中央采纳。也就是这次会议一
个多月后，2017年 7月 19日，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时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同年10月，“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此
后，国家林业局改为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
成立了草业学院。草业，进入了新的发
展时代。

2017年8月24日《中国花卉报》头版
头条报道：“首次将‘草’纳入‘山水林田
湖’”，对笔者进行专题采访。

2018年1月2日笔者应邀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草不谢荣于春风”文章。

（二）小小草大生态新时代

历史上，提起草人们通常是贬义
的，如“草包”“草草了事”“草菅人
命”。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真正将草
登入大雅之堂的是 2017 年 7 月 19 日，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37 次会议
上，将“草”纳入“山水林田湖”，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上世纪 90年代初，笔者从科研院

所来到改革开放的深圳，着力于开展种
草防治水土流失，恢复生态景观，改善人
居环境。笔者主持完成的《类芦种质资
源的开发利用》课题，用国产草种替代进
口草种，成本低，效果好，创造性地走出
了一条草种国产化的道路，通过中国工
程院任继周院士、关君蔚院士、魏复盛
院士等组成的专家组的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取得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草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

价值，如今已得到充分认识与肯定，来
之不易。1984 年 6 月，人民科学家钱
学森院士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

《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文章，同年
12 月，在中国农科院学术大会上作题
为《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 建立农业型
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
海业和沙业》的报告，将草业列为第六
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1994年李毓
堂先生出版 60 万字的《草业》专著，任
继周院士为该书作序说：“这是第一本
关于草业的专著”“既是史论，也是发
展论”；钱学森评价《草业》专著说：“真
是草业的洋洋大观，好得很。”至此，立
草为业的局面从理论上初步呈现，农
业、林业、草业成鼎立之势。2021 年
李毓堂先生出版《中国草原管理建设
和草业发展史程纪实》，笔者为该书作
序说：“立草为业，教育要先行”。

一是环境贡献：调节气候、防风固
沙、净化大气、清洁水体、保持水土；二是
资源贡献：中药材资源、饲草饲料、基因
库等；三是生态贡献：土壤的形成、水源
涵养、物质循环、园林绿地都离不开草本

植物；四是文化贡献：运动场草坪、观赏
花卉、文学艺术、旅游休闲；五是文明贡
献：人类历史上，稻、黍、麦等作物的培育
和种植，使人类由狩猎、采集，进入定居
的农耕文明，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

（三）草本植物对人类的贡献

现代生态农场，在玉米地里，害虫更喜
欢取食杂草，杂草客观地保护了玉米，从而
实现作物丰产丰收。果园里，自然生长的杂

草，保护了猕猴桃不生虫害，还可利用林下
杂草，养鹅喂鸡，禽类粪便又培肥林下土壤，
促进果树生长，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五）生态农业也需要“杂草”

2023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8月15日
设立为全国生态日。这天，孙发政（右）在上海浦东新区
会见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2023 年 8 月 15 日首个全
国生态日，华南农业大学校园
绿草如茵。

（下转第9版）

水土生态系统中的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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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土生态系统

我们讲自然，其本质上是在一定气候条件下
的水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水土生态指水、土、植被在其运动和演化过
程中的一切关系的总和，冰川、沙漠、荒漠、盐湖
等也是水土生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地球上类型
多样的生态系统，孕育、滋养着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放眼大地，大自然是由水、土、植被三大要素
构起的生态景观，水、土、植被相互联系、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水土生态的深刻内涵。

山水林田湖草沙本质上是水土生态山水林田湖草沙本质上是水土生态

我们讲气候主要是指水热条件。一
定区域的热量状况取决于这个区域在地
球上所处的位置，而引起区域水热条件变
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

转。所以，水土生态是在一定气候条件下
的水、土、植被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
系。农业八字宪法也是在一定气候条件
下农业所遵循的规律。

（二）水土生态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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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基于生命共同
体理念的系统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强
调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
性、关联性和系统性。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同类型的自
然景观，它们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这
就是水土生态。水土生态概括了自然
界所有的生态景观和生态系统类型。

（三）水土生态与山水林田湖草沙

水 土 生 态 概 括水 土 生 态 概 括
了 地 球 上 各 类了 地 球 上 各 类
生态系统生态系统

考古资料告诉我们，随着人类的定
居，原始农业开始了，原始农业的出现，是
人类驯化和利用野生草本植物的开端。
人类在长期劳动中逐渐熟悉了一些草本
植物的生长规律，慢慢地培育了像稻、粟、

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人类逐渐从狩猎、采
集经济，过渡到定居的农耕文明。十八世
纪中叶，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当今已是知
识经济时代，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文
明社会，草与人类仍息息相关。

（四）没有草本植物就没有人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