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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牧场治理“三
板斧”最值得称道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农业以畜

牧业为主，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

家”，是世界上四大“沙尘窝”之一。

澳大利亚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非常

重视土地保护和荒漠化治理。除了

制定有关管理法规，包括颁布《草原

管理条例》《土壤保护和土地爱护法

案》，还提出了以生物措施为主，利

用植树、种草等多种生物和工程措

施综合治沙的战略。

在植物治沙方面，澳大利亚根

据干旱程度对植物的限制作用不

同，种植了不同植物进行防沙治沙。

对年降水量大于500毫米的海岸沙

丘，他们先种草使流沙固定，然后种

豆科等植物，最后种乔木和灌木。对

于年降水量超过 250毫米的内陆沙

丘，则主要是种草。这些措施取得了

非常明显的效果。

澳大利亚土地荒漠化主要由于

草场退化，为此，澳大利亚重点围绕

牧场开展了治理，最值得称道的是

其“三板斧”措施：第一，严格实行轮

牧制度，减轻草场的负担。农场一般

被水泥柱和铁丝网分隔成了一个一

个的方块，不同的方块是不同的放

牧区，澳大利亚人通常不会在同一

个牧区里连续放牧，而是轮流使用

不同的放牧区，以便牧草能有足够

的时间恢复。第二，大力推广圈养制

度。为了防止羊群将草连根拔起，破

坏植被，澳大利亚政府大力推行圈

养，在生态不是很好的地方更是如

此。通过割草圈养牲畜，保留草根和

草茬，进而起到了固沙的作用。第

三，科学搭配畜群数量和种类。澳大

利亚养畜非常严格，养什么、养多少

都不由农场主决定。澳大利亚政府

每年都要对各牧场作一次普查，以

确定下一年的载畜量。在同一个畜

群里，牛、羊的数量搭配也是经过科

学测算的，从而达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为了保证一些沙漠地带的长久

安宁，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澳北

方地区推出了“沙漠知识经济”战

略，开始在沙漠淘金，以此长期地、

可持续地促进沙漠地带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

以色列 多措并举成效
显著

为防治荒漠化，以色列采取了

一些办法，在防止土地荒漠化的同

时恢复已经荒漠化的土地。如，制止

乱砍滥伐及过载放牧、大规模植树

造林、排水、开发水资源、减轻对土

地的使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集约

化农业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许多

荒漠化地区得到治理，生态系统逐

渐恢复，防止了进一步荒漠化。依靠

农业研究开发和技术成果推广服务

相结合，依靠农业和体制创新，使农

业发展具有了可持续性，避免了半

干旱地区的盐碱化，并利用这些经

验加上“北水南调”工程，对以色列

中部和南部半干旱地区和大部分干

旱地区，甚至超干旱地区进行了大

规模的防治荒漠化工作。

以色列认为，改善局部气候是

防治荒漠化的一个手段。其方法是，

把发展干旱农业和限制放牧等措施

结合起来，减少地面在白天的地表

反照率，增强对流，从而增加降水机

会。实践证明，采用这个方法的地

区，当地气候得到了改善，在半干旱

地区南部沿海和内盖夫沙漠北部出

现了降水总量有所增加的现象。

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对农作物采

用地表灌溉的方法，即漫灌或沿垄沟

灌溉，结果造成了水的大量浪费，原

因是蒸发快，水达不到作物根部系

统。另外，在两次灌溉之间，作物面

临缺水状况，而且盐分开始积累。后

来在灌溉技术上进行研究开发。先

是使用压力喷灌，为现代农业的发

展和提高水的使用效率起了很大作

用。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开

发和推广使用滴灌技术设备，为灌溉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农

业活动极少让土地长时间裸露，灌溉

使用输水工程送过来的淡水，或者是

经过处理的城镇污水，或者把用过的

灌溉用水进行过滤之后再使用，因此

没有出现土壤盐碱化问题。

以色列还利用滴灌技术发展

“保护农业”，即“受到保护的农业”。

“保护农业”的基础是温室大棚。温

室大棚在不同的季节和每天不同的

时间里根据需要，或者全部打开，或

者部分打开，做到既可以吸收二氧

化碳，也最大限度地减少害虫进入，

因此很少使用杀虫剂。温室大棚里

的农业生产是集约化的，高效使用

水、土壤和空间。“保护农业”技术在

以色列的农业成功中起了很大作

用，大大减轻了对土壤资源的需求

压力，也是防治荒漠化的技术之一。

巴西 政府和民间携起
手来

提起巴西，人们会想到世界水

量第一大河亚马孙河，有“地球之

肺”美誉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好像与

荒漠化搭不上边。其实不然。翻开巴

西植被图表，就会发现在东北部地

区约有 155万平方公里被标为暗红

或淡黄色，那里是巴西受到荒漠化

侵蚀的地区。荒漠化破坏了巴西人

的家园，巴西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

的严重性，采取了各项得力措施，使

荒漠化得到了有效遏制。

首先对全国所有荒漠化地区进

行综合的环境调查和评估，以此为

根据，巴西政府制定了以实现经济、

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口协调发展为

目标的“防治荒漠化全国行动规

划”，为荒漠化的防治奠定了基础。

其次，着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在

一些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

民为了获取更多的收成，不惜以破

坏环境为代价。巴西政府通过教育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举办培训班

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还在每个乡

建立了农技推广站，由巴西农科院

和农技推广公司垂直领导。农技站

不仅为农民提供稳产高产的种子，

还指导农民因地制宜，从事不破坏

土壤和植被的农业生产。

再次，建立并完善各级领导协调

机构，为防治荒漠化提供了组织保

障。巴西建立了联邦、州和地方（市、

镇）三级政府防治荒漠化协调委员

会。三级政府职责明确。联邦环保部

为职能部门，由一位副部长主管。但

是，防治荒漠化单靠政府不行，应由

全社会参与，因此，委员会成员有的

来自民间和非政府环保机构。防治荒

漠化行动规划和具体措施的制订，不

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必须按照协调

机构的民主决策程序，经过反复论证

才能出台。 （本版编辑综合）

编者按>>>>

每年的 6 月 17 日是“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

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威胁

着全球三分之二国家和地区、

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

采取了政策、法律、科技、行政

等一系列措施，推动荒漠化防

治工作。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局长张建龙表示，开展防治

荒漠化科技创新应该具有全

球视野，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

源，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

开展荒漠化防治科技攻关。本

期我们来看看域外国家在荒

漠化防治方面是怎么做的。

新华社联合国6月17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7

日发布一份报告说，2030年世界人口

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85亿，2050年

达到97亿，2100年或将达到110亿。

这份名为《世界人口展望2019：

发现提要》的报告说，从现在起到

2050 年，一半的世界新增人口将集

中在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

果（金）、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印

度尼西亚、埃及、美国等 9 个国家。

预计2027年左右，印度人口将超过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报告发现，世界人口增速在放

缓，更多国家人口出现萎缩。从现在

到2050年，人口出现萎缩的国家或

地区数量将增至55个，其中26个国

家或地区人口萎缩将超过10%。

报告称，全球妇女平均生育率

已经由 1990 年的 3.2 降至现在的

2.5。到 2050 年，全球妇女平均生育

率将继续下降到2.2。

报告认为，世界人口老龄化加

剧，65岁及以上人口将成为增长最快

的年龄组。目前，全世界约9%的人口

超过65岁，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

达到16%，届时欧洲和北美地区65岁

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全世界8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目前的

1.43亿增加到4.26亿。报告认为，人

口老龄化将增加社会保障压力。到

2050年，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将从目前

的72.6岁增至77.1岁。预期寿命地区

不均衡状况有所改善，但目前，最不

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仍然

比世界平均水平短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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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人的经典夜宵，小龙

虾必定榜上有名。而又有多少国人

能想到，这份美味的原始食材竟也

可以取自遥远的尼罗河畔，且抵达

中国餐桌的时长不超过36个小时。

意想不到的致富源泉

“在中国人来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对付’这么多野生小龙虾。”今

年40岁的叶海亚·阿卜杜拉娴熟地

捏着刚刚从河中捕捞上来、还在舞动

着钳爪的新鲜小龙虾。作为尼罗河流

域近5万捕虾、收虾渔民中的一员，

他坦言最初对小龙虾十分不看好。

上世纪 90年代，尼罗河流域首

次发现小龙虾踪迹，然而因其惊人

的繁殖力和破坏力，它们很快就被

贴上入侵物种的标签。

“小龙虾给当时的埃及渔业造

成不小困扰，渔民们一直呼吁彻底

清除它们。”刚刚结束一场小龙虾专

题讲座的艾因沙姆斯大学教授马格

迪·哈利勒说，小龙虾当时在埃及

“声名狼藉”，不仅是渔民口中的“尼

罗河蟑螂”，更是水产专家眼中的生

态环境大敌。

通过数年观察与研究，哈利勒等

专家学者渐渐发现，相较于北美洲等

地区的小龙虾，埃及野生小龙虾体型

更大、产量更丰富，其鳃部也呈现为

更清洁的“白鳃”。而这些优秀指标也

渐渐引起外国投资者注意。

2015 年，北京麻辣诱惑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韩东将自己的小龙虾

生产基地建在距埃及首都开罗约一

小时车程的斋月十日城。

“中国人是第一批埃及小龙虾

的外国投资者。”哈利勒说，随着中

国食品企业对尼罗河小龙虾资源的

开发利用，原本被埃及渔民诅咒的

小龙虾渐渐成为沿岸渔民增收来

源。粗略统计，尼罗河流域捕虾量最

小的一名渔民平均年收入也可达约

5万埃及镑（约合2万元人民币）。

名不虚传的“中国速度”

“为保证野生小龙虾鲜度，我们

将从捕捞到运回国内的总时间严格

控制在36小时内。”韩东说。

清晨5时，当地渔民会将下放在

河中的特制捕虾网捞出，在倾倒、分

拣、称重后搬上前来收虾的专门货

车。这是他们在每年4月至9月捕虾

季的日常工作。

上午9时，各地收虾货车陆续抵

达麻辣诱惑位于斋月十日城的工厂

大门口。员工们迅速将小龙虾倾倒

在生产线上，并开始按照不同克数

标准进行称重，分拣至不同颜色的

筐中，整个流程顺畅高效。

下午5时，包装好的成品虾被运

往机场，装进提前预订好专属仓位

的飞机，凌晨起飞前往北京等中国

城市。十余小时飞行后，顺利抵达的

小龙虾们就从机场发往各店，再经

大厨巧手烹饪，端上餐桌。

经过不到 36小时旅程，一只只

野生“洋”小龙虾就这样顺利呈现在

中国食客眼前。

授人以渔的东方智慧

“现在正是小龙虾（捕捞）旺季，

工厂每天除 2 小时消毒外，其余 22

小时都在生产。”麻辣诱惑埃及事业

部负责人韩旭介绍，厂里约 300 名

工人在旺季都会“两班倒”工作，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供应。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穆奈姆对

于这样的生产节奏和严苛的生产标

准早已习惯。作为 150 余名本地员

工中的一员，阿卜杜勒-穆奈姆十

分愿意同中国伙伴们一起工作。

“在这里工作令我更有事业心，

我给自己设立了更高的目标。”三年

前还是一名普通员工的阿卜杜勒-

穆奈姆如今已是车间助理主管。他

说，是小龙虾改变了他的生活。

从渔网到手套，从捕虾技术到

水产知识，阿卜杜勒-穆奈姆和家

人都是从中国工厂那里免费得到

的。在持续学习和操作中，像阿卜杜

勒-穆奈姆这样的渔民又不断向其

他村民传授捕虾技能，尼罗河流域

很快成立起一支“捕虾大军”。

受益的不仅仅是渔民和工厂工

人。据介绍，埃及当地一家为中方生

产泡沫包装箱的企业的生产规模在

过去两年中从1台机器、2名工人迅

速扩大到2个工厂、14台机器。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哈利勒教

授正在埃及渔业部门和中方工作人

员帮助下制定小龙虾捕捞相关法律

法规。“大家都希望维护小龙虾产业

的健康发展，因为这将令每一个人

从中受益。”

“中国人的特点是勤劳、智慧、

讲诚信，希望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永

不停止。”阿卜杜勒-穆奈姆说。

（新华社 吴丹妮 李碧念 郑思远）

新华社法兰克福
6 月 17 日电（记者沈
忠浩 左为）第34届国

际超级计算大会17日

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

中心拉开帷幕。为期4

天的大会以“助力创

新”为主题，聚焦E级

超算等下一代高性能

计算发展及其在科学

和商业领域的应用。

国际超级计算大

会联合主席马丁·莫

伊 尔 在 开 幕 式 上 表

示，今年大会主题恰

如其分地反映了高性

能计算如何推动各领

域科学研究和商业进

步，随着 E 级超算技

术投入工业应用，将

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助

力创新。

E 级超算是指浮

点 运 算 速 度 达 每 秒

百 亿 亿 次 的 超 级 计

算机，它的研制被公

认 为 是 国 际 高 端 信

息 技 术 创 新 和 竞 争

的制高点。

本届国际超算大

会主要包括会议和展

览两大部分。会议探

讨话题包括E级超算系统的研发

及应用、下一代高性能超算组件、

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生命科

学中的并行处理、量子计算、基于

高性能计算的云计算、机器学习

与大数据分析等，超过 400 名专

业人士将发表演讲。

国际组织“TOP500”17 日在

大会上发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

算机500强榜单，中国境内有219

台超算上榜，在上榜数量上位列

第一，美国超算“顶点”仍是运算

速度冠军，浮点运算速度达到每

秒14.86 亿亿次。新榜单还有一大

看点是史上首次所有上榜超算的

速度都突破了每秒千万亿次。

国际超级计算大会1986年创

始于欧洲，已成为一年一度全球

高性能计算领域的盛事。今年约

有 3500 名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注

册参会。

信 息 短 波

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
有“大心脏”的小星系

新华社北京 6月 17 日电欧洲航

天局日前发布公报说，天文学家利用

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一个有“大心

脏”的小型星系。这个奇特星系个头

很小，但仍在疯狂“造星”，而且中心

可能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这个星系编号为 ESO 495-21，

它的直径仅约3000光年，相比之下，

银河系直径约为 10 万光年。目前这

个小星系仍在上演狂热的“造星”运

动——大量新的恒星正在形成。此

外，该星系的中心可能还存在一个与

其个头不相称的超大质量黑洞。

天文学家说，这些对于一个直径

仅 3000 光年规模的星系来说，显得

不同寻常，将会为人类理解星系形成

和演化提供新思路。

针对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来

源，天文学界目前仍存争论，有的认为

星系形成在先，有的认为先有黑洞，然

后才吸引星系围绕。通过此次对ESO

495-21星系的观测，天文学家倾向认

为，这个星系是一个年轻的早期星系，

它的中心能存在如此大质量的黑洞，

很可能表明黑洞形成在先，星系是后

来发展并在黑洞周围不断演化的。

肠道细菌
助力A型血变身“万能血”

新华社渥太华 6月 17 日电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近

日在英国《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发

表论文介绍说，某些肠道细菌能够

“吃”掉类似红细胞上抗原的物质。他

们深入分析后发现，一种名为 Fla-

vonifractor plautii 的肠道细菌能够

产生两种特殊的酶，同时使用这两种

酶可去除红细胞上的抗原A，使A型

血转化为O型血，这一发现有望缓解

输血血液短缺问题。

华人科学家
邓青云等3人
荣获2019年京都奖

新华社东京 6 月 14 日电（记者

华义）日本知名的科技和文艺成就

奖——京都奖14日揭晓2019年度获

奖名单，美籍华人科学家邓青云、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冈

恩和法国太阳剧团创始人阿丽亚娜·

姆努什金因各自成就而获奖。

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

奖由日本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

捐资设立，是一个表彰对人类科学和

文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奖项。

京都奖由稻盛财团每年颁发一次，分

为“先进技术”“基础科学”以及“思想

和艺术”三大奖项。

今年的“先进技术”奖授予了美

籍华人科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邓

青云，以表彰他在有机发光二极管高

效化和实用化方面作出的先驱性贡

献；冈恩因对宇宙历史研究的贡献获

得“基础科学”奖；姆努什金获得“思

想和艺术”奖，她数十年来不断革新

戏剧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为世界奉

献了许多独创性作品。

今年的京都奖颁奖仪式将于 11

月 10 日在京都举行，每位获奖者将

得到1亿日元（约合640万元人民币）

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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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至少两小时
亲近自然有益身心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新一期英

国《科学报告》杂志上近日发布的一项

大规模调查研究表明，每周至少花两小

时亲近自然，比如前往城市公园、绿地、

郊外山野和海滩等，有助于身心健康。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英格

兰地区近 2万名居民的数据后发现，

与那些完全不接触自然的人相比，每

周花两个小时亲近自然的人身体明

显更健康，且心理状态也更好。而虽

然接触了大自然，但一周内总时长不

足两个小时的人则没有明显优势。

研究结果显示，每周两个小时亲

近自然的时间可以是一次性达到，也

可以是几次外出积累，都会有助于身

心健康。研究考虑到了性别、职业、健

康状况、贫富等因素。

研究共同作者、瑞典乌普萨拉大

学的特里·哈蒂格教授表示，这一发

现可为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提供支持

证据，使他们可以像提出每周健身时

长建议一样，建议咨询者每周花相应

时间亲近大自然以助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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