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10 智 库

作为地球上珍贵又稀有的土壤资源，黑土地是最适宜农

耕的土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

强东北黑土地保护和地力恢复，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黑土地概念，统一黑土分类标准。组织中国科

学院、农业科学院及其他科研院所并联合国内外专家，对黑

土地概念采用土地利用现状与土壤类型的组合模式进行定

义和明确。参考多种黑土分类标准，构建系统、科学、统一的

黑土分类标准，对黑土的土壤类型进行明确划分，为开展黑

土地资源专项调查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构建黑土地资源专项调查技术标准。借鉴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土壤调查等经验与方法，以传统土壤调查技术

方法和调查内容为主，辅以遥感、近地光谱等技术，建立黑土

地资源调查技术方法；借鉴耕地质量监测、土壤环境监测等

经验与方法，针对黑土地地表覆盖多样性和各土壤理化性状

指标变化特征的复杂性，分别遴选黑土地质量及其退化的关

键指标，并根据各类指标性状设立相应的监测周期、指标阈

值；结合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

案》，针对黑土地资源条件，确定野外调查样点数量与位置。

三是开展专项调查并绘制黑土地资源“一张图”。运用

高分卫星、无人机等成熟的遥感技术，详细调查黑土地土壤

类型、利用现状、面积及分布情况，获得全面、准确、权威的黑

土地数据，并建立全国统一且唯一的黑土地数据库，形成全

国黑土地资源“一张图”。

四是建立黑土地统一大数据平台，监测预警黑土地动态变

化。合理选取黑土地监测指标，对黑土地按照面积比例建立监

测点位，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5G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

黑土地动态监测预警网络和大数据平台，对黑土地土壤指标、

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等情况实施全天候、全覆盖监测；建立全国

黑土地质量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划分黑土地质量与生态风险级

别，设立黑土地质量与生态风险预警值，构建黑土地动态监测

预警机制，对东北地区黑土地的利用现状、质量、生态及变化、

发展趋势、风险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和预警管理。

科学保护修复治理黑土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粮食生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当前，我国耕地资源相对不足，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保护性开发利用并提升耕地质量，成为亟

待解决的农业发展问题之一。

东北西部盐碱地位于我

国北方风沙带的东端，是东

北黑土地保护的前沿屏障。

调研发现，当前东北西部盐

碱地保护与开发仍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加强该地区盐碱

地保护性开发已刻不容缓。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不

利于黑土地保护。东北西部

盐碱地，包括已开发利用的

盐碱耕地和未利用的盐碱荒

地等，主要位于松嫩低平原

和辽河平原，占东北内陆地

区盐碱地面积的 90%以上，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均有

涉及。其中，松嫩低平原盐

碱地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

集中分布区之一。在区域特

殊的地质、气候、水文等条件

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东北西

部特殊类型的盐碱土。该类

型区域的深层承压水中含有

大 量 苏 打 ，且 在 40cm 至

100cm 土层中存在 CaCO3不

透水层，导致淋滤盐碱不易

实现；同时由于年降水量远

小于蒸发量，在强烈蒸发作

用下，地下水借助土壤毛管

作用上升，携带可溶性盐分

至土壤表层蓄积，使得地表

土壤逐渐碱化；并且由于该

类型土壤的渗透性差、肥力

低，也会抑制土壤微生物活

动，导致植被覆盖少、生物丰

度低、风蚀严重，且有进一步

恶化的趋势。有的生态屏障

作用退化，还可能导致东部

黑土地侵蚀的加速。

传统的扩张开发意识强

烈，保护性开发程度不高。

东北西部盐碱地得到过一定

程度的开发利用。东北西部

松花江、嫩江、洮儿河、西辽

河等过境地表水较为丰富，

盐碱地土壤虽然渗透性差，

但是保水保肥性能较好，也

建设了大型水利工程设施

等。但是，由于缺乏保护性

开发技术，局部地区也出现

了开发水田撂荒，盐碱化重现的问题，

致使盐碱地科学开发利用受到极大制

约。以东北西部的吉林省大安市为

例，该市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当前未得

到开发利用的盐碱地约有 105 万亩，

占全市总面积的 14.24%，由于保护性

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直接影响到该区

域的土壤后备资源生产潜力发挥以及

湿地等生态资源建设的成效。

科技支撑明显不足，部分关键治

理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盐碱地尤

其是苏打型盐碱地治理是一个繁杂

的系统工程，政府对此已设有相关的

科技计划资助项目，但仍存在一些关

键问题尚未解决，如地下水、微地貌

和冻融作用下土壤苏打盐碱化的形

成机理，地块、区域、流域不同尺度下

“土、肥、水、盐”的耦合规律，经济、高

效的盐碱地生物修复技术和工程装

备研发投入，且研发的某些调理剂产

品应用的资金成本较高不易推广，当

前支撑盐碱地治理与利用的科学技术

体系仍需进一步研究完善。当前治理

利用的科技投入不足，在

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盐

碱地保护性开发利用。

实施盐碱地开发性保

护，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科技集中攻

关，促进成果转化应用。

一方面要摸清盐碱地资源

家底。集成天、地、空等先

进调查技术与传统调查技

术，摸清区域内盐碱地的

盐碱化程度、数量、分布以

及修复与利用潜力。另一

方面，进行关键技术攻关，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

术体系。东北西部盐碱地

的土壤类型主要为苏打盐

碱土，其治理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种

改良剂或某一些技术难以

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加

强对工程、化学、农艺、生

物等综合治理技术的系统

集成研究，打造形成和逐

步完善成本控制在合理区

间、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

系与产品系列。

二是尊重区域实际，

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要

细化和明确未利用地中需

要限制开发的具体地类和

相应规模，限制开发需要

适当考虑区域特点，条件

适宜的地区应允许进行集

中保护性开发。另一方

面，做好顶层设计，形成盐

碱地开发利用、生态治理

与有效保护相结合的整体

策略，以科学合理的开发

利用促进生态的有效保护

和生产的持续发展，实现

多目标有效协同。

三是科学组织实施，

有序开发利用。首先，细化

评估盐碱地的开发适宜

性。在对盐碱地形成机理

进行科学认知的基础上，细

化评估标准，明确精准划定

适宜保护性开发的盐碱地

区片及其规模。其次，以水定地加强水

利工程建设。目前该区域水利工程建

设已初步具备盐碱地改良治理的水资

源条件，应尽快建成投用并加强水利工

程网络归并协同。最后，建议政府加大

投入，适当以新增耕地指标收益撬动社

会资本进入。

四是构建监管运维机制，保障持

续发挥效益。一方面，明确管护责

任，落实专项资金。将土地所有权与

管护责任都划归村集体，由村集体将

新开发利用的土地流转给新型经营

主体进行经营，并在流转费中计提设

施运维和管护等费用。另一方面，建

立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利用遥感、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动态监测网

络系统，对土壤性状、盐分状况、利用

情况、生态修复等方面实施定期动态

监测，保障开发利用的盐碱地持续发

挥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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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据第二次土壤普查

数据，全国盐碱荒地和部分得到耕种的盐碱地共有5亿多亩，

其中约2亿亩具备农业（耕地、草地等）开发的潜力。盐碱地

的高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守耕地红线具有重要意

义，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修复治理盐碱地迫在眉睫。

黑土概念界定不明。我国黑土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该

地区地貌类型多样，土壤资源较丰富，但是不同的土壤分类

标准关于黑土定义的侧重点不同，黑土的概念及其分布范围

存在较大争议。目前缺乏统一的黑土分类标准。现有关于

黑土的分类有五个体系：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应用分类、第

二次土壤普查应用的发生分类、国际土壤学会和联合国粮农

组织及国际土壤参比中心制定的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的

分类、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根据不同的

土壤分类体系和分类标准开展的调查工作，其调查对象及其

精度要求明显不一致。并且，不同的学者根据其研究方向和

研究内容，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划分黑土的类型，给出不同

的黑土概念和范围边界，导致黑土地面积分布成果出现较大

差异，大大降低了黑土地相关统计数据的可应用性。

黑土地资源底数不清。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明

确是指耕地资源。而耕地资源数据调查归属自然资源部，该

种调查侧重于依据土地利用现状确定分类，即连续三年种植

粮食作物即视为耕地。但是，这种耕地包括了黑土、黑钙土、

风沙土等多种土壤类型，并且在资源调查中，缺乏对黑土土

壤的调查，导致了东北黑土地的底数不清。目前已开展的两

次土地调查和一次国土调查工作，均未针对黑土地资源开展

过专项调查和相关专题研究，也未专门针对黑土地面积和分

布数据展开过专门统计和建库分析。现有土壤数据多是 30

年前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精度低、信息不全，且与实际情况

差别较大。

黑土地资源退化程度不详。近年来，有关黑土地变薄、

变瘦、变硬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但是退化程度如

何？究竟瘦了多少？变得多硬？具体趋势怎样？这些问题

都缺少确切的答案。在黑土资源利用方面，缺少对黑土资源

状况及其演变趋势的持续、大面积跟踪监测，黑土质量保护、

退化硬化及生态恶化等状况没有得到及时阻止与有效治理。

粮安天下，耕保为先。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

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破解耕地问题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核心

内容。尽管多年来我们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二三产业快

速发展，优质耕地持续减少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同时，由

于多年来的耕地高强度利用，导致全国性土壤酸化加剧、华

北地下水下降、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壤重金属污染加重、西北

地区农膜白色污染扩展等问题频发，质量退化日益成为掣肘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甚至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问

题。作为“中国粮仓”的东北地区，其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

的问题更是不容小觑。

但是，对于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其保护开发

工作中还存在概念不详、底数不清、现状不明等问题，严重制

约了黑土地保护战略的精准施策。当前，亟需明确黑土地概

念，开展黑土地资源调查和专题监测，查清资源家底，密切跟

踪其动态变化，为我国制定黑土地保护、修复和治理战略提

供准确的科学依据。

精准施策需要精准调查

近年来，中央财政通过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补助等项目

资金，不断加大黑土地保护支持力度，持续推进东北地区发

展保护性耕作。据统计，2015 年至 2020 年，中央累计安排支

持东北地区实施保护性耕作资金 47 亿元。保护性耕作实

施 5 年来成效显著，保护性耕作面积大幅增加。据《中国农

业机械工业年鉴》数据，从 2008 年到 2016 年，黑、吉、辽三

省 保 护 性 耕 作 面 积 由 917 万 亩 发 展 到 5169 万 亩 ，增 长

464%；黑土地变薄、变瘦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控制，据内

蒙古等地长期监测数据，地表径流量平均减少 60%，土壤流

失减少 80%，黑土地土壤表层蓄水能力和供水能力得到恢复

和提高。

针对我国黑土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退化、分布等情

况和问题，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开展了黑土地调查相关系列

工作。

原国土资源部依托1984年和2007年两次国土资源调查，

建立起了高精度黑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库；2016 年启动了东

北黑土地 1∶250000 和典型地区 1∶50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调查，在黑土地退化严重地区，开展高精度土地质量调查和

生态功能评价。2020 年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在沿用各部门已有数据

基础上，重点补充了耕地生态环境和土壤条件相关的实地

调查。

原农业部分别于 1958 年和 1979 年开展过两次全国土壤

普查工作，通过采样化验和挖掘土壤剖面，获取土壤属性信

息和指标数据，建立了东北地区土壤数据库；2013 年至 2015

年间，在东北黑土区开展耕地质量评价工作，在黑土地保护

范围内建立了 276 个国家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采集

土样近 2 万个；2015 年开始，在东北地区 17 个县（市）开展黑

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建立了 170 多个标准化耕地质量长期定

位监测点。

2005 年水利部联合相关科研单位开展中国水土流失与

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在东北黑土区进行了水土流失调

查；2015 年起，开展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及土壤流失量等常年

持续性观测，强化水土保持动态监测与预警；2018年起，采用

卫星遥感技术结合野外现场调查，开展全国水土流失年度动

态监测。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原环境保护部于 2005 年至 2013

年开展了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化验分析了土壤

元素全量、有机污染物和部分土壤理化性质等指标，揭示了

黑土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20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

展年度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到 2017年初步建成了国

家土壤环境监测网。

尽管相关部门和有关科研单位在东北地区围绕黑土地

的土壤类型、质量、退化和污染等做了一些调查与监测工作，

但是跟黑土地战略保护需求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调查

时间跨度大（1979 年至 2018 年），特别是作为黑土地退化、耕

地质量评价的基础数据，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距今已经过

去 40 年。二是调查内容不一致，由于不同部门在不同时期

基于服务目标的不同开展相关工作，导致调查内容差异较

大。三是调查布点差异大，调查布点从一个样点涵盖 2000

亩（污染元素调查）到 10 万亩（土壤主剖面）不等。四是调查

成图的比例尺跨度很大。五是缺乏统一的基础数据平台。

尽管各个部门都将调查成果（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等级、自

然资源部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水利部侵蚀调查等）整合建立

了各自的数据平台，但是各数据平台的坐标体系、数据内容、

数据形式等都不统一。

调查数据需要统一规范

统筹推进保护与修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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