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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农业科学家韦本辉及其粉垄耕作技术发明成果记农业科学家韦本辉及其粉垄耕作技术发明成果

□ 全睿娴 文/图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对自

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

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

永恒课题。科学认识致灾规律，

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

有人说:“人类是大自然的主

人,我们可以无限制地向大自然

索取资源。”这显然是不对的，人

类不能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无

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就是

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

境,最终受伤害的还是人类自

己。我们应当与大自然和谐共

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科学保护

生态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

大自然既有美丽善良的一

面，也有咆哮不安的时刻。在中

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我们无法忽

视和忘记一幕幕自然灾害发生时

的场景：2004年印度洋产生了高

达100英尺的海啸，造成约29万

死亡；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

地震，令多少房屋满目疮痍，多少

家庭支离破碎；2011年3月日本

东北部海域9级地震及引发的海

啸，已造成2.6万多人确认死亡或

失踪……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

客观因素，又有人类自身的因

素。近20年，本人重点研究自然

科学，研究领域涵盖地震前兆规

律、雾霾、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

灾害、城乡规划与建设等，创立了

新的地震学说及相关基础理论。

2014 年以来先后在《中国改革

报》、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半

月谈网等中央级主流媒体以及相

关学术期刊发表多篇有关地震、

雾霾、地质灾害、城乡规划等方面

的文章，在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并

为我国开拓地震学术研究、雾霾

防治、“海绵城市”建设等提供了

有益的决策参考。

研究发现，影响世界经济发

展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政治环境、

法律法规、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水

平和自然环境。从世界城市分布

图不难看出，自然环境的优劣直

接影响着世界人口、城市规模以

及经济发展实力的分布，而自然

环境，如地震、雾霾、山体滑坡、泥

石流、洪涝灾害等，对世界经济发

展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17

年全球灾害性天气和气候事件经

济损失，据评估高达 3200 亿美

元，是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一

年。从我国应急管理部、国家减

灾委办公室等多部门会商分析统

计结果看，2018年，洪涝和地质

灾害共造成我国3526.2万人次受

灾，6.4万间房屋倒塌，13.9万间

严重损坏，65万间一般损坏，直

接经济损失1060.5 亿元。在世

界各国还有许多自然灾害影响

经济发展的案例，无法一一在此

陈述。

这些数据和案例说明，自然

环境尤其是自然灾害对世界各国

的经济发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影响。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多发

性和相似性，致使一些国家及民

众在应对自然灾害上往往偏重于

应急处置，预防和治理不够。事

实上，多年观察研究表明，加强对

自然灾害有效的预防和治理，可

以有效地减少其对各国经济的影

响，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经

济损失。这其中，要创新策略，牵

住科学这个“牛鼻子”，依靠切实

管用的依据和方法，开辟新路径。

在地震科学研究中，本人曾

提出“板块移动”不是地震成因，

是地震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种外在

表现形态。地震成因归纳总结有

两大因素：一是外在因素，主要表

现为天体引力；重心不稳重力不

平衡；二是内在因素，主要表现

为：地球的自转公转运动和地心

吸引力不平衡。另外，地震有很

多前兆现象而且大部分是有规律

的，只是因各地地形地貌季节等

地理条件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地

震前兆现象和规律，地震的前兆

现象和规律其实就隐藏在人们司

空见惯的气候变化中，尤其是异

常气候的变化。涉及地震科学方

面研究论文，发表在相关权威期

刊上。

在研究气候异常变化原因及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本人曾研究

过灾害的影响，也曾深入探索其

中的内在运行规律，提出各国应

加强节能减排顶层设计，通过制

定严格措施等，减少对石油、天然

气等地下资源的开采、消耗和依

赖，进一步放缓对地球结构的破

坏速度，并加大对新能源、清洁能

源的投入和开发利用。与此同

时，减少硬化地面建设面积，加大

绿化建设力度，使绿色植被有效

转换空气中和地表中的污染物，

从而实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研究中国西南震中区等地地

质灾害。针对地心引力作用下重

力重心失衡，地下资源过度开采、

过高过密建筑等原因造成的山体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本人曾提出

解决途径和方案，包括成立专业

机构做好西南乃至全国范围内的

地质灾害调查统计分析，组织相

关人员就治理和开发西南山区进

行科学论证，制定科学合理长治

久安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方

案，并视情况采用分片分段步步

推进或分片分段同时进行开发和

治理，让肥沃的土地规划为农田，

贫瘠的土地规划为建设用地，适

当提高河床海拔高度，使农林渔

业合理布局，人口分工合理，居住

环境宜居宜农宜林宜渔宜商等，

构建全新的平衡生态系统，科学

合理、生活舒适健康的全新环境，

让当地老百姓实现千年安居梦。

近年来，我参加了“中法建交

50周年”，以中国企业家代表出

访法国、摩洛哥;到韩国参加“联

合国第 28 届国际职业妇女大

会”；在中巴建交40周年，参加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出访巴西；参加

了“博鳌亚洲论坛”，北京APEC

峰会等，利用这些重要的时机和

场合，积极加强与相关政要、外交

使官、科学家等交流，呼吁重视以

预防和治理为主，共同应对自然

灾害，得到了多方面的共鸣和响

应。数据表明，中国从2016年以

来全国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有逐年递减的趋势。本人能

够贡献绵薄之力，深以为慰。

我历来崇尚科学家的求索精

神，又多年奋战在经济社会大潮

中，对科学目标的选择理性而清

晰，脚步坚定而执着；对经济发展

规律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解

析。在我看来，科学，一向以问题

为导向，因解决问题而生，落脚点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服务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科

研之路从来无坦途，只有甘心攀

登和奉献，才能领略“无限风光在

险峰”格局与境界。传播中国科

学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彰显科学

魅力，我无悔付出，也必将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科研报国，展现一

位科研工作者的理想信念与担当

精神。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地球运行规律与系统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

□ 徐国信 文/图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华诞之际，我们振奋地看到了获

得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者的

贡献事迹和精神境界。这里有

一个细节很是打动人心，“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在来北京

前，还去田地里观看了稻田长势，

而在参加完国家勋章颁授仪式，

当天就返回湖南，他说：“明天还

要到田里去。”这就是袁隆平。

像袁隆平这样怀有“忠诚、

执着、朴实”精神的科学家，还有

很多，他们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和历史向前的车轮。广西农业

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粉垄耕作技

术发明人韦本辉教授，就是其中

一位“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田

地里”的农业科学家。

韦本辉研究团队自主研发

的农耕新方法“粉垄耕作技术”，

颠覆耕作传统模式，基于“超深

耕深松不乱土层”的“全层耕”或

“底层耕”（遁耕），构建起新的

“超级耕作层”和“超级土壤水

库”，填补了世界农耕史空白。

该技术不但让现有耕地倍增利

用土气水光等“天地资源”，具备

“增产、提质、保水、生态、淡盐”

定力，而且能改造各种类型盐碱

地、退化草原、果园、荒漠化土地

生态重建及土地整理等，可战略

培育成“大格局农业”，走粮优、

肉好、鱼多等绿色发展之路，助

力我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

事实上，早在2011年，袁隆平

得知广西粉垄水稻试验增产效

果明显时，就派他的骨干助手

邓启云、白德朗专程到现场考

察，并从他的研究经费中批列粉

垄超级稻专项，于2013年在三

亚及湖南隆回等地进行了杂交

水稻超高产粉垄栽培试验。

袁隆平认为粉垄技术是“革命性

的绿色耕作技术”，建议媒体、政

府部门和农业科研单位、企业联

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粉垄技术，

加快粉垄技术的试验、推广和应

用。2019年9月11日，袁隆平

还对“粉垄农耕”作了题词。

多年来，粉垄引发的“新闻

事件”反响广泛。今年6月24

日，《人民日报》在要闻版头条

刊登新闻报道《从事农业科研

40多年的韦本辉——这个教授

像农民》；8月13日，《光明日报》

在头版头条刊登《一位农业科学

家的泥土情怀》长篇通讯，把粉

垄技术和科学家精神推向一个

新高度。这两篇报道，还很快

入编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足见对“农业

英雄”的重视。

36种作物见证粉垄
“自然力”神奇

是应该相信“看天吃饭”“听

天由命”，还是应该相信“人定胜

天”“改天换地”？显然是后者。

10年来，粉垄技术已有36

种作物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

进行实践，不断演绎一个个鲜活

的“改天换地”事例。其中，在宁

夏、陕西、甘肃、河北、河南、新

疆、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

等10省（区）低度、中度、重度三

种类型盐碱地试验，实现了“淡

盐 ”20% ~40%、增产 20% ~

40%。新疆尉犁县2016年粉垄

当年棉花增产48.8%，2019年9

月的第四年棉花亩产达412公

斤，增产81.7%，创新疆重度盐

碱地改造棉花高产和增幅纪

录。山东东营含盐9.2‰的重度

盐碱地，经粉垄三次处理，0厘

米~20厘米耕作层土壤盐分已

下移，2018年9月经专家验收，

第一茬玉米鲜重亩产810公斤、

增产73.0%；高粱生物总量平均

每亩8220公斤、增产287.9%；

2019年6月专家验收，第二茬小

麦增产 154.2%。2019 年河北

盐山县粉垄春小麦，零灌溉比常

规灌溉每亩节水370.9立方米，

增产20%以上，这也意味着华

北平原农业走节水发展之路的

可行性。

2019年 1月，在广西隆安

县那桐镇实施的1850亩中的旱

地粉垄雨养甘蔗超高产示范现

场，广西科技厅组织的专家团队

检验结果是：“粉垄雨养甘蔗平

均每亩原料蔗达10.6吨，比对

照7.5吨增产40%以上!”这意味

着粉垄雨养甘蔗栽培破解了我

国南方地区甘蔗等作物“三旱一

低”（春、秋、冬旱和冬春低温）制

约单产提高的“瓶颈”问题。

2019年 9月，焦裕禄曾工

作过的地方——河南兰考县，固

阳镇范寨村范彦堂粉垄后第

4 年玉米持续稳定增产。经专

家验收，耕地深翻后粉垄一次第

4年种植玉米亩产693.1公斤，

粉垄比对照增加 128.5 公斤/

亩，增幅达18.3%。实验证明，

耕地土壤经粉垄一次，目前已达

到9年持续增产!

捷报频传。今年粉垄首次

用在“世界屋脊”西藏地区，科学

检验表明粉垄青稞折干亩增幅

达20.03%，粉垄栽培青稞秸秆

生物量亩产达1408公斤，比常

规栽培增幅高达41.38%，这对

西藏支柱产业振兴、造福广大藏

族同胞意义重大。

托起“健康饭碗”和
生态文明

看前景可用“望远镜”，看问

题就得用“显微镜”。由于中国

人口多，人均耕地资源、可利用

水资源少等因素，近几十年为保

障粮食和肉类等农产品的增产

潜力，农业上不得不大量投用化

肥农药农膜，在养殖业的饲料上

使用大量添加剂，造成这几十年

来国民食用的食品及饮用水或

多或少含有“化学品”，身体健康

受到影响，导致各种疾病病人增

多、生育能力下降等。

科学应对上述问题，粉垄科

学体系创造了“发力点”和“突破

口”。据了解，粉垄在零增加或

适量减用化肥农药的条件下可

增产10%~50%以上，作物品质

提高5%，贮水量增加1倍,实现

了粮食增产提质及安全性。而

其奥秘，是对自然资源的高效活

化利用：地球表层宜耕土地松土

量增加1倍~2倍；土壤保水增

加1倍；土壤氧气增加1倍；土壤

速效养分增加10%~30%；土壤

降盐20%~40%（土壤中有害物

质净化作用有待观察）；作物强根

壮体生物量增加20%~30%；作

物净光合效率提高5%~30%；土

壤甲烷等气体减排10%左右；地

面空气湿度提升10%以上。

有专家用数字作了精确阐

述，中国近14亿人口的主要粮

食来源，说到底是靠18亿亩耕

地的平均 16.5 厘米耕作层的

1981亿立方土壤。如果将耕地

10亿亩粉垄平均加深到36.5厘

米、盐碱地2亿亩粉垄深40厘

米、草原 10 亿亩粉垄深 35 厘

米，可粉垄活化土壤总共达

6482亿立方，比现行农耕方式

增加 4502 亿立方增幅达 1.27

倍。激活增加这些土壤，不仅为

增加食物来源提供土地产出基

础，同时向地下拓宽增容了国土

立体空间6482亿立方。

耕地粉垄后，仅仅在地面上

种植现有的良种，平均每亩每年

就可增产粮食(农产品)100亿公

斤~150公斤，照此计算，10亿

亩耕地粉垄每年可增产粮食

1000亿公斤~1500亿公斤；3亿

亩盐碱地粉垄，按照平均每亩每

年增产粮食(农产品)300公斤，

每年可增产粮食900亿公斤；10

亿亩草原粉垄，按照平均每亩每

年草产量增产1.5倍，每年可增

产大量的优质肉、奶产品。新增

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至少可增加

养活4亿人口以上，这对守好

“健康饭碗”和国家长治久安是

功勋性贡献。

2017年5月，“粉垄绿色生

态农业技术”被农业部列入全国

100项主推技术之一。

科研报国的“韦本辉
现象”

韦本辉几乎没有什么业余

爱好，工作就是他的全部。在

40多年的农业科研生涯中，他

极少过节假日，“奔波”是不变的

常态。他因此也被人戏称“工作

狂”“拼命三郎”。

韦本辉是“科研高产户”，他

在大豆、甘蔗、马铃薯、淮山药、

木薯、红薯、粉垄等方面的软科

学研究，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达13项之多。鲜为人知的是，

他1998年负责从台湾规模引

进的甘蔗新品种“新台糖 22

号”，曾占广西甘蔗面积 70%

以上，最多年份的 2011 年达

1065.55万亩，至今已累计推广

超过1亿亩，而全国人民吃到的

糖制品至少有50%来自于这一

品种的贡献。

1954年出生的韦本辉尽管

已年至花甲，但仍像年轻人一样

精神勃发地工作着。有时候不

到一个月时间里，他的行程就达

数万里。他先后赴西藏参加“山

南市粉垄青稞示范”验收项目，

应邀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

学院作“粉垄全层耕、底层耕培

育农业与生态增长新一极”的报

告，冒着高温到新疆尉犁县考察

指导粉垄改造重度盐碱地种植

棉花……不论是卷起裤腿下地，

和农民促膝交流，还是在实验室

挑灯夜战，他分秒必争的忘我工

作精神令人感动。他的这种行

为方式被称为“韦本辉现象”。

韦本辉具有战略科学家的

素质与胸怀，正在构筑“粉垄”促

进人类“依自然生”的发展梦

想。据悉，今年国庆假期7天，

韦本辉除了3天回北流老家陪

年迈老母亲外，1天到隆安看他

的粉垄水稻、甘蔗研究与示范基

地外，其余时间都在思考和写作

粉垄的重大理论文稿——探讨

阐释“粉垄现象”，他想将粉垄在

一定的合理区间内耕作松土越

深利用土壤养分、空气氧气、空

气水分、空气温度和天然降水、

空间沉降物、太阳光能等数量越

大、通过作（植）物体内转化变成

人类所需的粮食及其它农产品

的产出量越大等现象，上升到

“粉垄定律”的层面上，让更多人

参与其中，最终希望“粉垄”能够

促进人类进一步认识自然、敬畏

自然、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创新策略防治自然灾害创新策略防治自然灾害 科学维护经济健康运行科学维护经济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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