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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过后，敕勒川草原上云雾缭绕，别有意趣。
“这里天高云淡，空气新鲜，非常漂亮！”参加“外媒看青城”媒体采风活动的来自巴勒斯坦的记者拉尼

娅·哈姆达拉，在看到敕勒川草原后感慨道：“通过对比了解这里的变化，我们感受到了一棵草的力量。我
回国之后会写一些关于这里的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内蒙古，知道呼和浩特，知道美丽的敕勒川草原。”

在生态修复方面，蒙草集团发挥好“一棵草的力量”，让昔日乱石滩变身首府后花园。
十几年前的敕勒川草原，受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度成为沙石遍地

的荒滩。每到春秋季节，风一起就漫天黄沙、沙石遍地。从2012年开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进下，整
合各技术单位、蒙草科研团队从草原生态大数据平台调取这里的水、土壤、空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
态数据，结合科研人员实地调研、采样、分析，制定出“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的综合治理方案，应用
适地乡土植物品种、多样性建植方案、人工干预与自然恢复结合的方式改良土壤、重建植被群落。

两年后，这片土地从荒滩恢复成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的草原，多种植物、动物陆续回归，干草产量、年
固碳量、年释氧量总体提高近12倍。2020年，敕勒川草原被国家林草局列入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名单。

如今，敕勒川草原重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美风光，与大青山前坡森林绿化带共同构建起呼和
浩特北部生态屏障。周边村民依托修复好的草原，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搞采摘经济、打造旅游品牌，这
里的生活、生产、生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系统治理，“草”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是内蒙古
生态保护修复的缩影，如今，精准生态修复的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服务“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监管，还致
力于提高“农林牧草种养殖”产业效能。

在蒙草小草数据指挥中心，小草数字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操作生态资源大数据
平台。点击大屏地图任意位置，该坐标区域的水、土壤、空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态数据一目了然，
系统会自动给出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方案。

“我们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方式‘读懂’自然界的声音，感知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共生和竞争关
系，在任何一个经纬度下都能匹配出最适合的植物。”小草数字公司林草事业群负责人张丽娜向记者介
绍，“我们通过融合遥感与地面调查，为草原生态做全面体检，精准评判草原健康状态，预测生态演变趋
势。基于多源生态数据，智能分析待修复区历史现状，平台自动生成区域特色修复方案，高效精准指导
生态规划。修复后，通过生态指标比对与实地验证，结合遥感宏观监测，全面剖析生态变化，科学评估修
复成效与措施贡献。”

除生态修复外，蒙草集团的数据资源和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在生态监测、农田管理、巡护等方面大显
身手。小草数字公司通过青城巡护App为全市1166名生态护林员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禁牧区，地面感
知监控设施与视频识别技术融合，动态捕捉放牧行为，为执法提供新视角。

得益于坚实的科技基础，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扩绿、兴绿、护绿并举，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共完成草原生态建设任务 112.52万亩。全市草原植被盖度由 2010年的
32.34%提高至 2023年的 46.15%，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等荣誉。

沙地治理种子生态包、专用肥料、种子绳、AI智能机械、可装配化防沙治沙新材料……记者在蒙草集团的草业
技术创新中心看到，防沙治沙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一个又一个新产品引人注目。

传统播种时，风一吹，种子就容易和沙子一起被吹跑，如今，这一难题被蒙草集团的科研团队轻松解决。采访
中，记者看到一种由“种子＋肥料＋保水剂”等编织而成的可降解纸绳——种子绳，“通过这一新型的播种方式，能
够避免种子漂移、虫噬，提升植物苗期抗逆性，可节约种子60%以上，里面的保水剂和微生物菌肥能够让种子在环
境恶劣的条件下提升成活率15%到20%左右。”陈睿珏说。

而这仅是蒙草集团在防沙治沙领域研发出来的一个“小创新”产品。依托生态大数据导航，按照修复地水、土
壤、空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态数据，蒙草集团推出了“一地一方”定制化配置“乔灌草+保水因子+有机肥+微
生物菌肥”混合的种子包、种子绳、种子杯等产品，解决市场各类生态用种需求，累计修复草原、矿山、沙地、盐碱地
等各生态类型近3200万亩。

蒙草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院兼成果推广研究院院长陈翔向记者介绍：“种子包选用耐旱、生长快、自繁力强的生
态和饲用兼用型草种配置，配比根系发达植物，可以实现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地上生产力、帮助草原自愈、修复效
果持久等效果，可推广应用于大面积退化、沙化草原修复及废弃地治理。”

作为一家草科技上市公司，蒙草集团围绕草种、牧草、生态修复、机械研发、光伏治沙等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
关，采集、驯化、培育耐旱、耐风沙、抗逆性强的荒漠植物，在数字技术导航下创新研发机械、装备、技术、材料、新工
艺，集成荒漠化治理技术体系、示范与工程推广，实施退化草原修复、沙地治理、盐碱地改良等一系列重大生态保
护和修复治理工程，累计治理轻、中、重度荒漠化土地千余万亩。此外，蒙草集团牵头创建的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
心（筹）从50家联合创建单位征集筛选出技术类、产品类、品种类、机械类、著述类共167项防沙治沙成果，为“三
北”攻坚项目提供有效技术支持。

“我们的自研DCT播种机可连续作业400亩，允许土地最大落差60厘米。自研固沙机每日铺设沙障近3万
米，质量均匀稳定。草原高速条播机工作速度达15公里/小时，日播量900亩至1300亩。”陈睿珏介绍，通过自研、
改造、引进等多种方式，蒙草集团创新打造荒漠化治理机械体系，拥有踏勘、动力、耕整、播种、养护、数字化监管等
机械设备1270余台，实现全流程自有机械化作业，广泛应用于沙地治理、退化草原修复，保障大规模防沙治沙顺
利进行。

如今，蒙草集团已经拥有国家林业草原风蚀沙化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农牧交错区耕地地力保
护与提升重点实验室、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草种资源开发利用实验室、内蒙古牧
草育种与良种繁育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等30多个国家、省（自治区）级科研平台，联合多家科研
院所、高校、企业共同创建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构建草业人才库、成果库，加速应用转化。

依托蒙草集团在草种业的领先地位，呼和浩特市成功培育了自治区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并积极推动其向国
家级草业技术创新中心升级。

自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实施实体化运行机制以来，已在草生物育种与良种繁育、饲草转化利用与高效生
产、草地生态修复与功能提升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该中心将面向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战
略需求，聚焦草品种培育、草地生态修复、饲草生产与利用、智慧草业四大任务，布局生物育种、草地精准修复与功能
提升、优质饲草生产与高效利用、智能装备研发与应用等四大研发中心，重点攻克制约我国生态安全、种业安全、大食
物观下的粮食安全战略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建立起草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保障体系。

优质草种是草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种好草，要育好种，一颗小小的种子里有大文章。
进入蒙草集团种业中心，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羊草、紫花苜蓿等重要草种的登记、筛选、收集工作。
蒙草种质资源及检化验中心负责人郑丽娜介绍：“我们按照逐一登记、种子清选、脱水干燥、种子检测、

密封包装、种子入库及定位、种子监测等工作环节，根据利用目的和保存期，将采集来的种质资源放到常温
库、中期库和长期库保存，为内蒙古生态建设提供种质资源保障。”

蒙草集团扎根内蒙古干旱半干旱地区，采集驯化高产、耐旱、耐盐碱等优质种质资源，建成国家林草种
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收存各类种质资源2200种、6万余份，标本15万余份，土
壤150万份，涵盖生态修复、饲草、道地中草药、特色作物等，同步配套28万亩采种田，其中种业中心种质资
源圃及原种田占地近4800亩，包括重要乡土草自有品种原种田、草地修复牧草评价良繁田等，让草种既存
在库里也育在地里，实现保护利用同步进行。将种质资源采收利用与数字种业技术深度融合，开发专用
App集成野外采集数据记录、田间观察数据记录、实验报告等功能，高效精准确保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存
储等环节数据及时、准确、真实、完整，为育繁基础科研工作提供数字智慧。

有了优质种源，如何高效挖掘利用、培育适用草种？蒙草科研团队突破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关键基因
挖掘、高效基因编辑与遗传转化体系等技术瓶颈，形成优质草种选育技术体系，包括分子育种、杂交育种、
重离子束诱变、EMS化学诱变等创新技术，有效缩短育种实验周期，快速改良目标性状，极大地加快了优良
品种培育进度。

在蒙草种业中心内，种苗在育种加速器的帮助下加速成长。
“在我们这个区域，一些品种约90天可以完成生育期，通过技术手段降低冬季环境条件给育种带来的

影响。”蒙草集团副总经理陈睿珏表示。据了解，育种加速技术体系中光周期诱导技术能显著缩短紫花苜
蓿生长周期，加速种子生产迭代，从1年1次提高至1年3次。

育种加速器既能模拟自然光线，还能根据不同草种类型及其生长阶段调节温湿度等关键环境参数，为
种子的快速扩繁与优质培育提供条件。

除了利用育种加速器、人工气候室等现代育种手段外，蒙草集团还在积极尝试航天育种、分子育种等
前沿繁育技术，为优良新品种培育提供创新种质，逐步打造“品种梯队”，持续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市场
需求。

此外，蒙草集团还建立了表型基因精准鉴定实验室，解决了种质资源保存和育种过程中的一大
难题——草种基因精准鉴定。陈睿珏告诉记者：“以前公司进行种质资源鉴定和评价时，需要先把采来的
种子育苗，出苗后才能观测记录生育期的各项指标；现在可以对植物新鲜叶片取样提取植物基因数据，选
择优异基因片段进行保存，为创新育种提供优异种源材料。以前，研发人员在种子入库前要检测每一份种
子的发芽率，现在尝试通过多光谱仪将种子拍照，就可以基本判断种子的活性范围，减少种子损耗。”

如今，蒙草集团已经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建有草种良繁基地19个，采种田28万亩，制种车
间33万平方米。形成了优质草种选育技术体系，编制《退化草地修复技术规范》国家标准（GB15/T37067-
2018）等各类标准 509项，申请专利 870项，草种业专利数量居全球第六，获批全国首家草产业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选育295种乡土植物应用到各生态类型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使用权品种85个，其中25个草
品种入选国家林草局“三北”工程良种推荐目录。

蒙草集团：小草扎根 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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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草种业中心小草数字指挥中心

蒙草微生物研究院 草产业检测中心

草产业检测中心实验室

智能种子立体库

蒙草种业中心小草智慧之家“组培室” 土壤库

蒙草种质资源库（长期库）
敕勒川草原

草业技术创新中心（航拍） 敕勒川草原

近年来，蒙草集团围绕“乡土草种驯化选育与良种生产、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技术与装备研发、‘三北’工程区草业防沙治沙技术示范”开展攻关，聚焦“乡土种源保障”与“生态大数据导航”，突破多项科研难点，构建起“保、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为

草原、沙地、矿山、废弃地、沿黄流域生态治理，海绵城市及绿地建植给出因地制宜的生态解决方案，恢复生物多样性及自愈力，累计修复国土面积近3200万亩，探索“政府+科研院所+能源企业+生态企业+农牧民（合作社）”治沙新路径。

从花卉到绿化，再到驯化乡土植物进行大规模生态治理，蒙草走出了一条合国情、顺地情的生态修复之路。让苍茫沙地化作林海草原，疮痍矿区变成悠悠青山，千里盐碱地成为万亩良田，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北疆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