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

2022 年“暑期科研采风”活动表彰的通知 

暑期是科研人员野外采风、实地考察的高峰时期。为了激发学生

对科研生活和纪实文学的热爱，记录忙碌的科研中回归自然的美妙、

丰富野外采样文化生活、反思科研生活的点点滴滴与个人成长、黄土

高原研究所组织开展了“暑期科研采风纪实”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部分老师和研究生的大力支持。现对此次活动表

现优秀的同学予以表彰，提交的优秀作品将在网页展示。 

研究生姓名 作品名称 班级 导师姓名 

李厚春 

杨国婷 
雁北风光——平朔采样纪实 2021级 张红 

戎  荣 锡盟外业调查纪实 2020级 孙斌  武志涛  杜自强 

李  雪 美丽乡村行 2021级 贾宁风 

黄土高原研究所 

2023.3.4 



 

雁北风光——平朔采样纪实 

 

李厚春 杨国婷        

2021、2022 级研究生         

导师：张红 

 

1 采样行程 

2022 年的 7 月底，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土壤微生物课题组、北京大学

和忻州师院的师生，在朔州的平朔露天煤矿复垦区进行为期 3 天的野外调查。 

7 月 30 日，采样团队从山西大学坞城校区（太原）出发，一路向北的路上，

从高楼大厦到丘陵起伏，直至群山峻岭。途径雁门关时，看着连绵的群山，我们

切身体会到了平原到丘陵的地貌变化。大概中午 1 点到达后，经过简单休整下午

到达安家岭矿区，对矿区恢复过程中草本植物展开调查。 

7 月 31 日，在安太堡复垦区在前两年采样的基础上，我们针对缺失的数据

进行补充采样，寻找矿区复垦中的原地貌以及对原地貌的植被和土壤进行采样。 

8 月 1 日，我们对矿区不同样地的土壤进行水分入渗实验，因为水分作为影

响矿区环境主要的因子之一，不同样地的水分入渗实验有助于理解矿区环境形成

的原因。 

 

图 1 出行路线                   图 2 途径雁门关 

2 采样目的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我们在加深生态学专业学识的同时，对露天煤矿的开采

以及矿区长达三十年的复垦现状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复垦区的植物调查，主

要包括覆盖度，高度，盖度，树高，胸径等数据；不同样地的土壤采样，主要包

括土壤酶活和理化性质等数据；此外，我们对平朔矿区的不同复垦模式进行定位，

以便后续结合遥感数据进行解译。 

采样在前两年采样的基础上，针对新提出的科学问题进行补采数据，以便于

兼顾不同的复垦类型和不同的复垦年限，同时为遥感分辨不同复垦植被提供实地

的观测数据。 

 

图 4 矿区遥感图 

3 采样区域介绍 

3.1 矿区介绍 

平朔露天煤矿是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主要包括安太堡露天煤矿区和安家岭

矿区。安太堡露天煤矿位于朔州市区与平鲁区交界处，1984 中国煤炭开发总公

司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安太堡一号露天煤矿的协议，计划合作开采

30 年。安太堡煤自 2002 年正式投产以来，最高日产原煤 7.9 万吨。安家岭矿区

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设，生产能力实现了 1500 万吨。 

平朔露天煤矿区域地势呈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升高趋势，平均海拔 1200~1500 

m，是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温差与年温差较大，年

平均降水量约为 500 mm，降水集中于 7、8 月份，无霜期一般在 4~9 月份。 



 

 

图 5 平朔矿区分区图 

3.2 采样点介绍 

在平朔安太堡和安家岭矿区复垦地内，采用以空间代时间的方法，在不同恢

复年限的样地重设置不同配置方式的群落样方。草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紫花苜蓿，

分别调查不同恢复年限的紫花苜蓿群落；灌木选取沙棘和柠条样地；乔木选取代

表针叶林的油松群落，分别调查恢复 4 个年限的油松，并选取代表阔叶林的榆树

群落，分别调查恢复 4 个年限的榆树；自然组选择苜蓿样地周围的自然恢复样地、

自然恢复 15 年样地以及矿区原地貌。 

 

图 6 采样点图 

4 调查实况 

草本样方大小设置为 1 m×1 m，灌木样方设置为 5 m×5 m，乔木样方设置

为 10 m×10 m。在每个乔木样方内选取 3 个草本样方来统计草本的物种，高度，

盖度等数据，灌木统计物种，株数，高度，盖度等，乔木统计物种，冠幅，高度，



 

胸径等。 

在去除表层土后，5 cm~10 cm 采集土壤样品，并根据样地内物种的不同，

采集每个物种根际与非根际的土壤。 

 

图 7 草本层采样 

 

5 团队照片 

 

图 8 合照 

 

图 9 合照 

6 心得体会 



 

--李厚春：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经过了为期三天的野外采样生活，我学习到

了与校园内没有办法学习到的东西，对矿区有了一次直观的认识，见识到了大自

然的美丽与伟大。一路上，领略群山的巍峨，雁门关外一望无际的平原与陡峭的

群山构成天然的“长城”；感受了河流的生生不息；体会到个人在广阔的大自然

中的渺小；更加铭记了同学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深深认识到团结的重要。 

在采样中，认识了平朔矿区上百种植物，以及对矿区长达三十年的复垦过程

中的植被变化有了最直观的认知。大自然中的每一株植物都有其地位和角色，我

们称之为生态位，在矿区复垦植被演化中不同植被的变化，宛如人在一生中经历

的不同阶段，感受到在不同的阶段会面对不同的环境因子，要做的是不断的扩大

自己的生态位或认识到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态位。 

--杨国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这次野外采样，我们对平朔矿区的生

态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专业人员的讲解下，我们认真记录了平朔矿区的复垦

历史；在团队的配合下，我们成功采集了平朔矿区的植被和土壤样本；在导师的

带领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平朔矿区的科研采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自己亲

身所看、所观、所想，对于研究区域、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都有了一个整体的

把握，这对于后期的学习无疑是必要的环节。 

通过这次野外采样，我们收集到珍贵的数据，这些数据将为半干旱大型煤矿

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维持机制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同时，我们也重点

关注平朔矿区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特征，生态系统的退化

机理和恢复、生态系统碳中和效应，为矿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7 附件（调查中的一些植物） 



 

 



2022 年暑期锡盟外业调查纪实
戎荣 2020级硕士研究生

导师：孙斌  武志涛  杜自强

一、实验名称及地点：

2022 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灌草植被调查实验。

二、实验时间：2022 年 7 月 26 日-8 月 19 日。

三、参与人员

山西大学：戎荣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孙斌、李长龙、李毅夫、闫紫钰、岳巍、刘昊、曹巍。

云南师范大学:苏文森

西南林业大学：许政勇

中国科学院：吴俊珺、李艺

四、调查内容与使用仪器及工具

调查内容：测量锡盟草地生物量和土壤理化性质及部分灌木与树木的生物物

理参数。

调查工具：植被生物量调查：电子天平（感量 0.01 克），枝剪，档案袋，塑

料袋；植被盖度调查：卷尺、测绳、针刺法；灌丛参数测量：RTK、卷尺。调查

路线记录：Qpad、相机、RTK；野外调查记录表。

五、具体工作：

1.草地取样

样地布设：1*1 米样方调查和 32*32 米样地调查相结合，注意样地边线方向，

使用 GPS 记录位置并使用 RTK 记录样地中心点以及四角坐标；样地选择需要考虑

与影像对应；



样地记录

植被覆盖度测量：区分灌和草，光合和非光合植被，使用针刺法测量；

草地生物量调查：需要调查 3块样方进行平均，在剪草前照相，剪草后及时

称量植被地上生物量鲜重；

放样方 剪草



剪草前 剪草后

其他测量：植被高度统计

其他要求：每天总结处理调查数据，整理样地记录表，规划次日调查路线。

2.土壤调查

调查内容为草地叶面积指数、土壤含水量、裸土表面温度、植被表面温度、

植被光谱，并将数据录入电子表格

测量草、灌叶面积指数



测量土壤水分及取土样

测量植被光谱数据

3.灌木取样

灌木维度测量：利用 RTK 对灌丛冠幅以及基径进行圈存，利用卷尺测量灌丛

高度。

实际工作照

灌木取样：在 32*32 米样地内，根据灌丛覆盖度以及分布个数获取 2-4 株灌



丛的“标准枝”（3枝）；间隔一个样地收获一株灌丛的全部地上生物量，共计 25

株。

灌木覆盖度测量 标准枝选取与清点

设置标准样方 灌木剪取

4.无人机数据

根据样点选取，无人机将对每一样地范围进行飞行。



无人机样地飞行

5.内业处理

外业调查数据的处理（将纸质表格录入电子表格，并且计算相关数值）；采

集草、灌生物量需整理、称重并烘干；将多袋土样开口风干，预防土样发霉，导

致后期土样检验不准确；对前几天的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下面的工作计划与任务。

清点样袋 样品称重

样品烘干



清算土样

六、收获与总结：

所谓科学研究，简言之就是有目的的探究，通常是以用发现的事实修正现有

结论为目的而进行的大量调查和实验。因此，收集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科学资料

的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研究水平的提升，只有资料丰富才能提高科学的生产能

力，坚持做科学的野外考察去收集第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野外实习是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野外实习，可以加深对学科知识基本原理和实际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培

养空间观点和综合分析能力，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野外实习不仅可

以培养和锻炼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而且还可以使我们领略到各地的秀丽风光。

野外工作不同于校园生活，有时需要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早出晚归，生活和工

作条件比较艰苦，这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精神。在野外实习期

间，通常是以小组或小班为基层工作单位去完成某项实习任务，要靠团队同学有

组织，有纪律的共同努力，并且在这期间，团队师生同吃、同工作，这大大有助

于团结团队精神。

就本人研究方向与研究对象，此次外业实习中利用 RTK 得到了样地和单株灌

丛的精确定位以及对灌丛的圈存工作，获取得到不规则的冠幅面积，不规则冠幅

的周长，东西、南北冠幅长度等灌丛的易测因子信息。利用“标准枝”法根据其

生物量的平均大小与总枝数计算整株植物的生物量。通过对灌丛化草原小叶锦鸡

儿灌丛地上生物量的调查，以期能够为基于“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实现大范围

灌丛化草原地上生物量遥感估测提供科学参考。

最后，附上外业中与牛羊相依，绿草为伴的美好风景。



在内蒙古，湖泊叫做淖尔，它是他们的海。

绿色和太阳便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

无人机下，每一景都是大片。

一个汽车零件，在他手里变成了艺术品，和他一起守护着家乡。



美丽乡村行

历时三月，从荒废三十载突然拔起四栋蘑菇

小屋的网红打卡地婴溪村到宁武关边塞留有较完

整明长城遗址的大水口村，再到拥有着深厚文化

底蕴、古色古香的传统村落梁村和良户村，由晋

北到晋南，不仅领略了原生态的黄土沟壑、山川

河野，感受了峥嵘岁月下建筑遗存的沉积变迁，

也深深体会到三晋人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

我的调研生活在惬意中展开……

“回归乡野，简静而居” 的蘑菇屋带给我

多重感悟，我崇拜于佳佳老师不忘初心坚守自我特色的超前精神，震撼于他在

荒野之中凭空造就民宿的耐力、气力和创造力，更被他摒弃世俗眼光回归村庄

守护人的洒脱深深折服。爬山头，看星星，采用六顶帽子思维模式畅谈村庄发

展，没有城市的嘈杂，没有人群的喧嚷，就这样静静感受着中国乡村的魅力。

平遥县婴溪村蘑菇屋全景图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大水口村是 2019 年实用性村庄规划的试点村，此次

调研旨在了解规划落地工作的进展情况。短短三年，村落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收入水平等诸多方面得以改善，可见有针对性、简洁的乡村规划对发展社会经



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多方面目标的

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与大水口村村委、村民交流

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称的梁村和良户村，村内均保有大量文物古迹，村

庄发展走文化旅游路线，两村落的实践已然证明，合理的开发历史遗存不仅可

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多元文化的交融。此外，在梁村调研过程

中，有幸与晋中信息学院三下乡同学就新农村建设展开热烈讨论，并见证梁村

老人拍摄婚纱照、圆其婚纱梦的温馨场面。

与梁村村委、良户村村民、晋中信息学院下乡同学交流 梁村老人拍摄婚纱照



四个村落，三个旅游圣地，两个网红打卡点，不同的乡村有其不同的味道，

给予我不同的体会和感想。村庄不能失落，它也不允许失落！在乡村振兴战略

稳步实施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村庄在脱贫摘帽后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正如村民所说，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在此次的调研

实践中，我真切的感受到三晋乡村的发展，认识到自我能力的欠缺，同时领会

到调研活动不仅仅是数据的采集过程，更是发现村庄需求集结团队力量进行社

会服务的过程。即将步入社会的我们，理应学会将知识能力实践化，为乡村

建设发展贡献自我力量！

                                              姓名：李雪

班级：2021级硕士研究生

                                              导师：贾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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