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腾格里某生态修复方案为例，谈治理中的普遍错误

文/周晋峰

摘要：生态修复显然已经关联每个人的生态生活环境。何为生态修复？怎样的修复方案是生

态的？目前生态修复治理方案还存在哪些问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

称：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博士结合腾格里某生态修复方案，分析指出三点：

一是确定生态修复的方案时，不能走过场、走形式，绑架专家；二是不能以工业文明的惯性

思维，把生态修复当做“流水生产线”式的短平快操作；三是在生态修复方案制定和项目具

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三方专家的长期参与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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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 5年生态文明建设显著成效时指出，“重大生态

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在部署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时强调，“实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美丽中国，应科学把握生态修复的重要作用和实

施路径。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一方面要保存量，确保生态环境不再继续遭到破坏、

保障生态环境资源存量不减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改善生态环境的增量路径，

通过生态修复提升资源供给和产品供给的规模与质量。



何为生态修复？简单讲，就是一条能够有效提升生态环境资源供给规模与质

量的增量路径。一般而言，是指运用生物工程、生态工程的技术和方法，通过某

种工程措施重建被破坏或退化的生态系统，使得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原有状态或者

接近原有状态。但生态修复到底怎么做？什么修复方案是生态的？应该从生态文

明角度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考虑。

以前曾被邀请参加某个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修复方案专家论证会，因为时间

等多重原因没能亲自到赴现场，但会后有关人员将资料—《某林区沙漠污染项目

生态恢复方案》拿给了我，后来有时间去看却大吃一惊。这份修复方案是一个已

上市、很了不起的污染治理公司做的。公司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修复领域遥遥领

先。但这份《生态恢复方案》却是完全错误的，听说在专家论证会上也已被否定。

最重要、根本性错误是土壤修复的指导思想和方向。

第一，它主要的资金用于填平土壤。这地方由于拉走污染土壤而留下了一些

坑，此方案要把出现的坑都填起来，这个是整个工程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怎么

填呢？就要在附近挖土进行回填。但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没有必要的，在另外一

个地方去挖土，自然就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地表。众所周知，地表并不是平平的是

最好的，有坑有山包才是自然的环境。如果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挖土填坑，会带来

很大的自然扰动，这是一种对自然的破坏。

第二，就是种树的问题。这个地方在沙漠边上，本来种的树林就难以存活，

而且种了十年以上仍然需要浇灌来维持这些树的生命，同时树也成片死亡，这本

身就证明人为在这里种树的行为是反自然的。这是缺水地区，种树这样的努力是

完全错误的，淡水的浪费，环境的扰动都会对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确

实存在着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风险，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像沙坡头一样，要准备

草方格，与本地情况相结合。

第三，这个方案里还包含有杀虫。此地修复的目的不是种粮食，是为了保护

自然。我们认为杀虫、除草和种树都是错误的。我们这里是干什么？这里不是要

种树，也不是要种草。



整个土壤修复应该有基本思想——保护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在这里的

体现就是山水林田湖草。这里是沙漠和草原的交界，我们主要应该让它恢复草的

覆盖率，遏制沙漠的发展，这是核心。第一目标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了这个目

标，我们应该先做生物多样性调查，然后再做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个的修复方案

应该是以这个为核心，而不是种树，种草或者其他什么别的。在这个核心之外，

可以有几个副中心、副目标，包括防止荒漠化进一步发展等，这样的目标可以作

为二级、三级目标。

生态修复的项目，大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内容：一是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此地的物种和栖息地特点是什么？要调查清楚，生态修复的第二项内容的就是针

对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的生物多样性修复。哪些物种有破坏？哪些基因有减少？

哪些有风险？哪些有问题？要有针对性。

二是考虑栖息地类型。比如这里是草原和沙漠交接处，现在此地带处于荒漠

化和沙尘的威胁下，那么我们怎么能保护住现有栖息地？实际上生态修复就是就

以栖息地为核心的保护，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修复为核心目标。应该

围绕这些核心来展开工作，而不是依据传统工业文明的要把地整平，草皮好看，

树好看，因为好看不是生态的标准。生态不是工业文明时代所认为的整齐树木，

整齐草皮。从现有的《生态恢复方案》来看，充其量只能是工业文明时代下的一

个工业项目，不能算是生态文明思想下的生态修复。

这个地方要进行修复，初期我们可以补一些草，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沙漠

化、荒漠化的威胁。长期则应该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长期稳定的发展。

工作初期可以进行施肥浇水，但是绝不能以施肥浇水为基础，因为此地不支持这

样的自然条件。将这些细节真正纳入修复方案，这才是生态文明建设，才是生态

修复。

另外，生态修复的专家评估也不能全请林业的专家，因为生态修复不是种树。

也不能只请污染治理的专家，因为修复不是简单检查土壤的污染状况。因此，除

了环境污染专家、林业专家，还要请什么专家？请昆虫专家，请鸟类专家，请基

因学专家和栖息地的专家，要把生态真正地扣住“生态”，所以专家组就应该是



各方各面的生态专家组成，综合对生态项目进行评估，这样才能最终做出来一个

好的生态效果。

生态修复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的项目。所以从如何请专家，如何设定目标，

到如何实施方案，我们都不要忘了“生态”才是目的和目标，只有这样做的项目

才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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