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转型 破解“一带一路”气象灾害

小小菌草扎根泥土，如今竟链接全球，成为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螺丝钉”。9

月2日，“全球生态与ESG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于服贸会开幕式当日举办。会议上，联合

国菌草技术项目首席技术顾问、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国家菌

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院长林冬梅回顾菌草技术从研究原点到落地推广的历程 ，作出宝

贵经验分享。在林占熺看来，菌草技术已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菌草

事业在生态、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与2023全球生态与ESG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所提

倡的主旨高度契合。

‘幸福草’菌草技术
破解生态难题

2023年服贸会上，“全球生态与ESG可持续发展高
峰论坛”如期举行，会议上一项种植技术引人注意，小
小菌草历经多年“生长”，已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一员。

菌草的技术原点要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林冬梅回
顾称，彼时，农民需要生产食用菌，但伴随着食用菌的广
泛种植，树木也被砍伐落地，“菌林矛盾”已日益突出。

为破解“菌林矛盾”难题，彼时一项新项目“菌草”
技术应运而生。当时，主攻农林研究的林占熺及其研究
团队首先提出“以草代木”的设想，并开始利用野生植
物进行研究，发明了中国特有的“以草代木”菌草技术。

如今，40多年过去，在本届服贸会上，提及菌草技
术，林占熺依然满眼自豪，据他介绍，菌草技术是我国为
了脱贫和保护生态环境，从“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发
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
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经济、社
会、环境三大效益结合，利于生态、粮食领域安全。

“从生态角度出发，以树木森林的资源来进行食用
菌和药用菌栽培，因此取名为菌草，菌草可以说是一个
新的技术领域，是草和菌交叉的技术领域，因此，它还
是一个新型产业，更是一个新鲜学科。”林冬梅进一步
解读称。

菌草产业以草高大生物量的草本植物为核心原料
来生产，在农业方面生产菌菇、生产饲料，在工业、材料
方面则可以应用于板材。“凡木质纤维素森林资源能够
做的事，我们都可以用草替代”，林冬梅总结称。

每年后退20米的岸线
3个月固住了

然而，菌草的升级，并未止步于食用菌，而是多种
应用场景进发，日渐融入“双碳”，如今更走向国际。据
林冬梅介绍，历经40年的发展，菌草技术已从“以草代
木”栽培食药用菌拓展到饲料、肥料、生物质能源、材
料、生态治理等领域的综合利用产业体系，未来更有望
形成大宗商品生产原料。

那么，菌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助力“双碳”？林冬
梅表示，菌草光合作用效率很高，一公顷菌草可生产上
百吨鲜草，可以进行转化，从工业角度而言，总体体量
最大，但同时，菌草土地资源利用率最高。此外，菌草可
代替竹子、木片应用工业化、板材材料。

“从最新科技成果来看，则不得不提及可生产再生
纤维素的纤维， 一公顷草若用来做纤维产值大概是10
万美元。”林冬梅举例称。

在生态方面，通过种植菌草可形成生态安全屏障，
并且进行产业高质量发展。例如，内蒙古2009-2019年
岸线后退200米，平均一年后退20米，菌草用3个月时间
把岸线固住了，使之不会再被侵蚀。

1995年起，菌草技术就已应用于黄河、尼罗河、湄
公河的生态治理，经28年探索，为江河流域的生态治理
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社会、 经济效益
相结合的新途径。林冬梅表示。

2000年以来，菌草技术开始迈出国门。据悉，其技
术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南非等多个国家建立了
示范基地。2021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为菌草援外20周
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重要贺信。 强调
“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林占熺曾指出，在他心中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让菌
草成为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如今这一心愿已实现。
“通过国际合作与援助， 现在菌草技术已推广至全球
100多个国家，为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再生资源利用
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林占熺表示。

小小菌草背后，可以看到，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可持续发展重要参与者的中国再次向世界分享了
中国经验，而其ESG经验也正惠及全球，行稳致远。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郝彦

全球气温屡破纪录、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
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气象经济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9月2日
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气象经济高峰论坛吸引了200
多名嘉宾和专家参与。中国正持续推进产业结构
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以
市场化方式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提升
气候治理能力，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作出积极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下人类面临的共
同挑战，这是参与第二届国际气象经济高峰论坛
的专家和嘉宾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来自于亲身
体验，还来自于权威数据。

IPCC的气候评估报告指出， 在亚欧大部、南

北美洲东部、非洲南部等地区，强降水事件持续
增多。同时，未来全球气温将进一步升高。若全球
气温比现在上升1℃， 那么极端降水发生频次将
上升约30%。

“2023年7月已经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
的月份，世界各地发生了热浪、干旱和洪水等破
坏性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 在第二届国际气象
经济高峰论坛上，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呼
吁所有国家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也强调，发展新能
源成为应对全球资源危机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必
由之路。

共识已达成，实际操作却没那么简单。全

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
院长周原冰罗列，“比如减排差距大、 对传统
发展路径依赖性强、 统筹减排与发展安全难
度大等”。

能源转型与经济民生发展高度融合，社会各
界利益协同既是低碳减排工程，又是民生保证工
程，也是经济产业发展工程。对于中国如此，对于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亦如此。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在论坛上发布的“一带一
路”气候状况报告，“一带一路”是全球气象灾害发
生最频繁的区域之一，气象灾害会影响到粮食生
产、生态建设、重大工程建设、人类健康环境以及
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很多方面。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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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能做的 都能用“幸福草”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