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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植物就能终
结雾霾横行？ 他们正
在尝试，验证理想。

如果化学家雷学
军成功，草木皆“兵”，
“霾伏”可解。这也是长
沙县“零碳模式”的重
要政策支撑。

这会是解决碳排
放难题的“终极绝招”
吗？雷学军自信地说，
此模式若能推广，“将
是对生态的拯救”。

省内农业专家力
挺， 称项目研究基础
好，技术路线可行；林
学与生态学专家却对
此悲观，他们认为，此
举初衷值得鼓励，但
不具备可行性。

但如若成功，这
或成为第一张骨牌，
无疑将引发全国的
“多米诺效应”。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黄定都

科技部、环保部：
成本低，具有较强操作性

科技部调研室主任胥和平称，
过去人们的努力，一是通过专用技
术收集人类生产生活的碳排放，但
技术成本高、数量规模小；二是希
望通过森林吸碳、固碳，但周期长
且是阶段性的， 最终仍形成碳排
放。通过速生植物固碳，为我们解
决碳排放问题打开了新思路。速生
草可以充分利用劣质土地， 像河
滩、海岸等资源，实现大规模的碳
收集、封存，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有
效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去年12月21日，国家环保部、
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工信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东北亚
开发研究院专家前往跳马科研基
地调研， 一致认为速生草本植物
储碳技术对实现碳源等于碳汇具
有较强的操作性。

农学专家：技术路线可行

长沙市科技局发展计划处处
长何静称，雷学军主导的“降低大
气温室气体植物种植与填埋技术
与示范项目”，已被列为重点培育
战略新兴产业科技支撑项目。立
项前由专家进行了前期评估。来
自省农科院、省蔬菜研究所、湖南
农大的农学专家出具的意见称：
项目已经开展前期研究， 并取得
了多项专利，项目研究基础好，技
术路线可行。

草木成“兵”，生态拯救还是反生态
“零碳之梦”引发争议 部分专家期待而一些专家悲观

实验方法值得商榷

速生、丰产草本植物捕碳
真的强过乔木吗？

雷学军曾用两者做了对
比实验。实验组的植物为速生
的陆生（皇竹草、甜象草）和水
生草本植物（凤眼莲、芦苇），
对照组则是常绿乔木（桂花、
女贞）及落叶乔木（国槐、鸡爪
槭）。

省林科院森林与湿地生
态首席专家李锡泉教授对此
有不同看法。他说，无论草本
还是乔木均只有一段生长期，
其余时候休眠，草本植物的生
长期比乔木短， 从全年来说，
捕碳总量并不一定占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王光军教授
也指出，用来作参照的乔木是
园林树种， 且桂花生长缓慢，
进行对比实验拿林业用材林
作为参照标本才合理。

王光军进一步指出，森林
植被系统吸收储存二氧化碳，
除了固定到树木里面的一部
分，另一部分是被固化到土壤
里。实验没有考虑到速生植物
刈割后土壤里的二氧化碳会
释放。

担心有“副作用”

王光军还质疑， 这将是
“反生态”之举。他说，生态学

有个“产量恒值法则”，植物的
生长快慢、产量跟土壤肥力、温
度、水分等多种因素有关，总捕
碳量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下猛
增。

王光军说， “植物捕碳量
增加过程中， 会消耗土壤中的
氮、磷肥，固碳时把其他的营养
成分氮磷也固定了。 如果过分
丰产， 土地就透支了以后几十
年的生产。 这对生态并非是好
事。而且生长快的植物，腐烂还
原得越快， 根本起不到固碳作
用。”

短暂“固碳”后续难处理

在生态学家看来， 碳产品
如何处理也是难题。 碳产品量
太大的话，需要消耗，但囤积时
间短，也不能埋在土壤里。

雷学军最初采用的是掩埋
法，后改为综合利用，一部分碳
产品封存用于碳交易；一部分替
代化石能源作生物质能源使用。

速生草本植物从原料变成
碳产品， 在此期间需要经过粉
碎、干燥、成型等步骤，“这个过
程本身就要消耗能量， 要耗费
电或者煤。”李锡泉直言。

李锡泉还认为， 目前生物
质能源技术尚不成熟、 使用成
本高，难以推广。他笑称，“水稻
棉花等农作物秸秆也同样能固
碳，同样可用作生物质能，又何
必专门种草？”

深度

●实验设计不科学；对生态有副作用；作生物质能源
使用，技术不成熟、成本高，难被市场接纳。争议 ●项目已开展前期研究，取得了多项专利，研究基础

好，技术路线可行；为解决碳排放问题打开了新思路。

赞成 质疑

速生草科研基地，雷学军(右）跟他
的学生在检查速生植物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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