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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 唤醒沉睡的耕地资源
——新疆盐碱地治理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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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的农耕史，就是一部治理盐渍化的历史。作为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新疆将盐碱地治理作为

一项长期任务、一项常态化工作，大力推进盐碱地改造提升这一系统性工程，努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经过

多年不懈努力，“盐碱地里麦花香”“盐碱地里打新粮”“盐碱地里建粮仓”等场景，已在新疆处处可见。

在精细化上下功夫

□ 本报记者 乔文汇

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是一道世界性

难题。如何有效破解？作为盐碱地面积

大、类型多、积盐重、成因复杂的地区，新疆

多年来积极探索实践，让片片“碱疙瘩”变

身“金疙瘩”。

如今，治理盐碱地的手段越来越丰

富、技术越来越先进，关键在于如何细化

类型、因地制宜、科学施策、组合运用相

关技术。一句话：盐碱地治理需在精细化

上下功夫。

推进盐碱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是建

立健全盐碱地监测评价体系，在许多地区

还是一个短板。监测评价体系不健全，会

导致相应盐碱地治理手段应用后，难以掌

握具体的成果数据，也就无法科学评估治

理效果。

开展分类分区治理，是推进盐碱地精

细化治理的应有之义。目前，这项工作在

新疆还存在不少难点、堵点和痛点，大部分

地区盐碱地治理还比较粗放，技术应用也

不够精准；另外，没有打破地州市之间的行

政区划界限，连片治理、整体推进力度不

够。这些问题事关盐碱地治理的整体性和

系统性，亟待解决。

端稳中国饭碗，盐碱地大有可为。推

进盐碱地精细化治理，应与高标准农田建

设、推广机械化耕作等结合起来，并强力助

推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是两项课题、一个

目标，许多措施有相通之处，可运用“综合

运算”，整合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使投

入产生出综合效益。

推进盐碱地精细化治理，还应重视和

发挥市场的力量。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

创新市场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引导鼓励民

间资本深度参与盐碱地治理，建立健全“谁

投资、谁受益”的利益分配机制，拓展盐碱

地产业化开发路径。同时，深化产、学、研、

治相结合，扶持专用肥、改良剂、盐生植物

加工和咸水利用等相关企业发展。

“你看，我们这里曾

经寸草不生，现在平均每亩能打 400

多公斤冬小麦，再加把劲都能赶上正常地

了。”在新疆阜康市上户沟哈萨克族乡黄山村，

有一片盐碱地经过治理变身麦田。时值 5 月，

这里绿油油的麦田长势良好，一派生机。经营

这片土地的阜康市恒大农场负责人刁望轩感

慨，“向盐碱地要粮食难度确实不小，但潜力

也大”。

阜康市可利用耕地面积约 65 万亩，有近三

分之一存在盐碱化。在整个新疆，约三分之一

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盐碱化；盐碱地面积约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新疆盐碱地治理战线长、任务

重，这意味着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巨大。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农

业农村部盐碱地生物资源与评价利用 （西北内

陆盐碱地） 重点实验室主任田长彦向记者介

绍，据第三次土壤普查初步判定，新疆有 1462

万亩盐碱荒地具备开发潜力，可每年新增粮食

190 亿斤。

新疆将盐碱地治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一

项常态化工作，已探索出一系列有效手段，成

效显著。这几年，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

牢中国饭碗，新疆又开展了一系列攻关行动，

正加速唤醒沉睡的耕地资源。

巩固成效科学管理

新疆地形地貌复杂，总体呈现“三山夹两

盆”格局，容易导致土壤盐渍化。一方面，新

疆河流大多为内陆河，从山区挟溶盐不断向盆

地输送盐分；另一方面，蒸发强烈且降水少，

造成含盐地下水通过上升水流向地表积聚，形

成盐碱土。

“地里天生有碱和盐，没法完全除掉，只能

想办法把它们从耕地中拿出来、集起来、管起

来，不让它们产生危害。”种田老把式、阿克苏

市阿依库勒镇农民阿布都热木·米吉提说：“盐

和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它们在哪里，以

及多和少的问题。”

“受地形、气候等因素影响，新疆盐碱地将

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田长彦说，经

过长年实践，盐碱地治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关键是针对某一区块，如何能以最低的成本产

生最佳的治理效益。

在开展盐碱地治理过程中，新疆特别重视

分类推进，对于没有产生次生盐碱化的灌区，

以预防为主；对已经产生次生盐碱化的灌区，

实施防治并举；对盐碱地改良取得成效的灌

区，则重在巩固提高治理成果。

以阜康市的盐碱化耕地为例，其中有 80%

以上为次生盐碱化，盐分组成主要以硫酸盐为

主。这种土壤结构，湿时泥泞、干时板结，导

致农作物出苗困难。“在治理过程中，阜康市针

对每一区块盐碱地分类施策，取得良好效果。”

该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方勇说，盐

碱地治理是常态化工作，须紧盯土地盐碱指标

的变化，每个阶段采用不同治理手段。

王 智 是 种 棉 大 户 ， 也 是 阜 康 市 一 家 亲 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在盐碱地采用

了 3 年酸碱平衡剂，棉花平均亩产从 300 公斤攀

升到去年的 470 公斤。“今年，有 880 亩土壤改良

条件比较好，准备向亩产 600 公斤冲一冲。”他对

记者说，“长年与盐碱地斗，越来越有信心。”

盐碱地治理宜采取集中连片、规模化治理

方式，效率高、效果也有保证。“引导农牧民将

耕地流转给种植企业、农业合作社，开展盐碱

地治理，既保证了定居牧民收入，又可将土地

化零为整，整体推进盐碱地治理，一举两得。”

昌吉市庙尔沟乡党委书记袁彬说。

在昌吉市庙尔沟乡，连片盐碱地经过治理

已从荒地变身为棉田、麦田，成为分配给从大

山搬迁出来的定居牧民的耕地。牧民哈那恩于

2013 年下山定居，落户在庙尔沟乡和谐二村，

全家分配有 54 亩耕地。他将这些耕地以每亩

1200 元的价格流转给昌吉市龙源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每年仅流转费收入就达 6.48 万元。

“盐碱地治理，其实就是做好科学管理，把

握好选种、整地、施肥、灌溉等环节，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只有土地规模化经营，才能更

好实现盐碱地有效治理。”昌吉市龙源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宗平告诉记者，“我们在和谐

二村共流转经营 1.77 万亩土地，虽然都是盐碱

地，但无论是种棉花还是小麦，产量均在稳步

提升。”

有效治理关键在水

盐随水来，盐随水去，水既是土壤积盐的

因素，又是土壤脱盐的载体。因此，盐碱地有

效治理的关键在水，要协调好水和盐的关系，

特别是对于水资源短缺的新疆更是如此。“盐碱

地改良与利用不论什么技术，关键是水的保

障。可以说，新疆地区的农耕史，就是一部治

理盐渍化的历史。”田长彦说。

过去，新疆常以“大灌大排”稀释土壤中

盐碱的方式去盐压碱，需要水资源高强度开

发。但受水资源约束，这种方式不可持续。田

长彦表示，如何以更少的水去除更多的盐，一

直是在盐碱地治理方面探索的课题。

为集约高效利用水资源，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推广节水控盐技术，通过春灌“滴水出

苗”和“干播湿出”技术组合模式，大幅减少

驱盐用水量。在尉犁县阿克苏普乡轻度盐渍化

棉田进行的实验表明，应用节水控盐技术比漫灌

平均每亩节水 75 立方米；平均出苗率 81.3%，比

漫灌出苗率提高 7 个百分点。“我们结合高标准

农田建设，推广应用新技术。”尉犁县阿克苏普

乡农业发展中心主任买买提依明·库尔班说，当

地水资源相对紧缺，采取“干播湿出”等技术

只需播种后滴灌“出苗水”，既节水又增产。

有的地区则按照生产生态相协调的思路，

通过种植水稻洗盐。此举既有一定经济效益，

又有降低土壤含盐作用。温宿县托甫汗镇水资

源相对充足，目前水稻种植面积逾 2 万亩，水

稻成为该镇除林果以外的第二大农业产业。“昔

日盐碱滩，今朝种稻田”成为当地种植水稻开

展盐碱地治理的生动写照。

然而，种植水稻也会面临水资源制约。大

面积种水稻会抬升区域地下水位，进一步加重

盐碱化问题。对此，新疆一些地区以水旱轮作

方式，保障土地生产力。具体来说就是开展一

年水稻种植，洗一洗土壤耕作层的盐分后，可

保障三四年的旱地作物生长；种植旱地作物三

四年后，会导致土壤耕层盐渍化，影响作物生

长，再进行一年的水稻种植。

着眼于水资源高效利用，滴灌节水技术在

新疆逐步推广普及，这也给盐碱地治理带来新

挑战。田长彦介绍，滴灌技术可将水和养分直

接输送到作物根部，也使土壤中植物根层盐分

淡化，但并不能把盐分从农田中排出，进而造

成土壤积盐。“滴灌技术的普及应用，也形成了

一个从可以防治盐渍化到新的盐渍化抬头的过

程。”田长彦认为，从长期看，应防止在土壤表

层下 40 厘米或 60 厘米处形成不透水的盐结盘

层，对于地下水位高或土壤盐分重的农田，应

恢复排碱渠，适时适当增加春秋灌溉洗盐水

量。加强防风林带建设，也是防止土壤次生盐

渍化的必要措施。

对此，新疆于 2016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实

施了“新疆干旱区盐碱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研

究与集成示范”项目，聚焦盐碱地治理重大科

技问题，研发出新疆干旱区高效节水农田去盐

抑盐关键技术。该技术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有效控制根层盐分含量，实现了驱盐与深

度节水的统一，为解决因普及滴灌技术而导致

的新盐渍化趋势，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盐碱土地中的盐碱含量是动态变化的，同

一区块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状况、不同耕作

方式下，盐碱含量均会发生变化。一场雨甚至

一场风，也会造成盐碱含量起伏，这是盐碱地

治理的一个难题。

对此，新疆在治理过程中一方面以不变应

万变，即通过平整土地、建立防护林带等具有

普适性、通用性的传统方式，开展土壤改良和

利用；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地块不同阶段的盐碱

含量，增施相应有机肥以及采用其他化学改良

措施，精准施策，以变应变。

今年春播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阿

拉尔市十团昌安镇，大家采用了深耕粉碎松土

机开展松土作业。这种农机配有螺旋钻头，可

高速旋转入地表以下 60 厘米，将土壤板结块粉

碎成颗粒粉末状，随后盐碱就可随灌水沉降到

深耕层底部。去年，当地在 500 亩棉田开展了

实验，增产效果明显，每亩增产 50 公斤至 100

公斤。

“土壤板结、不平整，会造成低处水多、高

处水少、高处积盐，影响作物出苗生长。”十团

昌安镇十二连党支部书记陈国刚介绍，“十二连

有近 3000 亩黏性比较重的板结地，通过深耕粉

碎松土耕作方式，能有效改变土壤的通透性、

渗水性，可有效治理盐碱。我们有信心把低产

田改造成高产田。”

眼下，盐碱地治理手段多样，但每一种都

有优点与不足，具有一定适用范围和条件。有

专家建议，应立足盐碱含量动态变化这一事

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综合施策，打出治

理组合拳。比如，有的地方在土壤盐碱地里使

用石膏后，再灌水洗盐；有的地方推广耐盐植

物改良盐碱土壤，并利用微生物和植物共同改

良；有的地方适时采用“作物专用肥+土壤改

良剂”，均取得了良好治理效果。

虽然区域盐碱含量动态变化，但新疆地处

内陆，盐类等物质在区内循环，从整体上看基

本平衡。基于这一事实，客观上要求盐碱地治

理应有大局观。来自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的专家张龙表示，应建立统一完善的排水

排盐系统，着眼于区域性水盐平衡，对水土资

源统一规划、综合平衡。

“为充分发挥渠系排水的作用，应从全流域

着手，地方与兵团、地区与地区之间互相配

合，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张龙在 《近二十

年新疆灌区盐碱地变化情况分析和对策研

究》 中建议，正确处理上游与下游、地区

与地区、农区环境与绿洲边缘环境之间

的关系，建立流域完善、完整的排

水、排盐系统。

着眼于精准掌握新疆南

疆盐碱地情况，科学准确

反映南疆地区盐渍化的

动 态 演 变 过 程 ，

2022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

合调查中心启动了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区土壤盐

渍化现状调查项目。该项目为期 3 年，计划结

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通过统一布设点位，均

匀采集土壤层 0 至 60 厘米处土壤样品，让数据

更加精准全面。

“去年，我们在南疆绿洲区采集了约 6000

个点位的土壤样品，今年将细化工作，力求提

供全域、高精度的调查成果。”环塔里木盆地绿

洲区土壤盐渍化现状调查项目负责人赫银峰

说，调查结果将为破解南疆全域土地盐渍化问

题提供依据和基础支撑，进一步探索南疆盐碱

地改良和综合治理方案。

培育发展咸水产业

在盐渍化严重的土地，真的寸草不生吗？其

实不然。如今，在新疆克拉玛依、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二师三十三团等地，未经治理的盐碱地郁

郁葱葱，上面都生长着一种盐生植物——盐地碱

蓬。这种植物善于“吃盐”，每亩地可带走 400 多

公斤盐分，三四年后，就可以种植常规作物。

在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一处棉田，曾种

植过 3 年盐地碱蓬，第 4 年种下棉花，平均亩产

达 350 公斤。

新疆地下特别是荒漠下，是一座“咸水海

洋”，这也是一种资源。将盐碱地治理与咸水利

用相结合，发展咸水产业，成为新疆盐碱地治

理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方向。田长彦介绍，有的

盐生植物可以食用，有的可作饲料，有的可以

作药材，还有的可以作为景观绿化，用途多

样。营养丰富的盐地碱蓬就可以食用，凉拌、

清炒或包饺子均可。此外，盐生植物还可用于

制生物炭，改良酸化土壤。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三团，当

地职工不仅成功种植了盐地碱蓬，还注册了

“皇硒菜”商标，打出了“碱地珍品”特色招牌，平

均每亩纯收入达 2000 元。农户阿迪力·哈合提

通过直播带货，将盐地碱蓬卖到乌鲁木齐和北

京 、 广 州 、 深 圳 、 杭 州 等 地 ， 拓 宽 了 增 收

渠道。

新疆一些地区还在盐碱地上种植盐角草、

盐爪爪、黄花补血草、野榆钱菠菜等盐生植

物。这些植物既能“吃盐”，又具备经济价值，

让曾经干裂、泛着白花的不毛之地，焕发出勃

勃生机。

兵团二师三十三团还利用地下丰富的咸水

资源，建设卤虫养殖池，发展卤虫养殖。卤虫

是鱼虾幼体饲料，能够在高盐的环境下生存，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据测算，在咸水中养殖卤

虫，每亩水域可创收上万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二团新

井子镇则将除盐压碱形成的盐碱水引流，在大

漠戈壁上造出了一座秀美湖泊。通过大力发展

旅游业，当地走出了一条盐碱地综合治理新

路。今年“五一”假期前，依湖而建的“望湖

驿站”景区开门迎客，当地职工首次吃上了

“旅游饭”。这片水域位于二团新井子镇二十三

连辖区内，该连党支部书记张学辉说，“我们将

依湖打造集吃、住、游、购于一体的旅游度假

地，推进农旅融合发展”。

新疆发展咸水产业，才刚刚起步。盐生植

物规模化利用的基础是规模化种植，这在新疆

还没有实现。特别是新疆盐碱地分布广泛，须

针对不同类型的盐生植物、不同区域开发有针

对性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发展咸水产业，新

疆有条件、有基础、有潜力，应进行顶层设

计，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合力推进。”田长

彦说。

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工作人员在采集盐渍化土壤样品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工作人员在采集盐渍化土壤样品。。赫银峰赫银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