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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良 向 荒 滩 要 效 益
——山东东营市盐碱地综合利用调查

作为退海之地，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有

340 万亩盐碱地，一度被称作山东“北大荒”。老

一辈东营人有句话：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

还难。当年，胜利油田在东营市河口区初建的时

候，采油指挥部周边白茫茫的盐碱滩上，只有一

棵孤零零的树，“一棵树”由此成了这里特殊的地

标和地名。

如何把盐碱地变为粮食丰产区？近年来，东

营市立足黄河三角洲盐碱特色，发挥黄河三角洲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优势，初步探索出了一

条“以盐适种、生态优先、用养结合、提质增效”的

可借鉴、可复制推广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特色路

子，为我国盐碱地综合治理与科学利用作出了

示范。

自 1983 年建市以来，东营市新增耕地面积

60 万亩，盐碱耕地占比由建市之初的 80%降至

59%，近 10 年间粮食产量增加了 13 亿斤，过去的

不毛之地成为粮油基地。

做强“种子芯片”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育耐盐碱作物品

种、发展盐碱地种业是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中之

重。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加强种质资源、

耕地保护和利用等基础性研究，转变育种观念，

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

盐碱地转变，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对于滨海盐碱地而言，因地制宜，选育耐盐

碱品种是一项重要工作。就像发展旱作农业不

是治理旱地而是要推广耐旱作物一样，盐碱地综

合利用要由“地适应种”向“种适应地”转变。东

营市利津县汇邦渤海农场项目部经理孙海栓告

诉记者，农场近年来与山东省农科院合作，开展

了大豆、玉米、小麦等十几个种类 50 多个品种的

耐盐碱筛选试验。选育的“齐黄 34”等大豆品种

抗 盐 碱 、抗 旱 耐 涝 ，蛋 白 质 与 脂 肪 总 和 含 量

63.26%，比普通品种高约 3 个百分点；“邦玉 339”

等玉米品种亩产达 600 公斤，比相同土壤环境下

普通品种亩产高 150 公斤左右。

在这片含盐量很高的土地上，“种子芯片”研

发正不断结出硕果。

记者来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的耐盐碱植物育种平台时，研究员刘志鑫正

在观察紫花苜蓿幼苗的生长状态，在人造的高盐

生长环境中，作物叶子表现出发黄的性状。旁边

的加速器“橱窗”中，杂交大豆、燕麦、黑麦草等作

物也在人造环境中呈现不同的生长特征。

“我们布局建设了多个适应不同植物、不同

品种的育种加速子模块，模拟自然的光、温、水、

气条件，筛选耐盐碱品种，实现植物育种加速迭

代。”刘志鑫说。

瞄准盐碱地生物育种、产能提升和生态化

利用 3 个领域，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将加快集聚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资

源，聚力攻克核心关键技术，产出高水平标志

性科研成果，力争用 3 年时间，建成国家耐盐

碱作物育种创新中心，培育耐盐碱作物突破性

新品种 （系） 80 个，推广耐盐碱品种和新技术

面积达 3000 万亩。

距离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几十公里的东营市现代农业示范区，芦苇、翅碱

蓬曾是这里的主角，有些盐分高的土地连荒草也

无法生长。“为设计好抗盐碱作物种子‘芯片’，中

国科学院提前谋划布局了种子创新研究院山东

基地暨中科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瞄准抗

盐碱作物品种选育，围绕抗盐碱作物种质资源收

集、鉴定、保护，耐盐

分子机理解析，耐盐品种选育，盐碱

地栽培技术等展开系统研究，为盐碱区农业高质

量绿色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和模式，服务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教授级工程师、黄河三角洲盐碱

地农业试验站站长王建林介绍。

目前，中国科学院种子创新研究院从 8000

余份大豆中筛选出 18 份耐盐资源，从 1 万余份水

稻中筛选出 14 份耐盐资源。

针对我国耐盐碱植物种质资源稀缺、育成品

种少的问题，东营市建设了山东黄河三角洲耐盐

碱作物种质资源库，搜集保存耐盐碱粮油、牧草、

中草药等种质资源 2 万余份，在种质资源圃种植

大豆、苜蓿、藜麦、玉米等 13 类作物 1 万余份种质

资源，为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

王建林团队从 2014 年开始进行杂交水稻试

验，经过几万份的淘汰，终于创制了耐盐优质水稻

新材料，选育了耐盐香型水稻新品种“盐黄香粳”，

该品种适应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的同时，在香味、食

味值、抗倒性、丰产性、外观品质等方面都表现优

异。经测定，在 6‰盐碱地上用 3‰微咸水灌溉亩

产达到 515.31 公斤，米质达到国标一级米 。 此

外 ，团 队 还 选 育 了 耐 盐 花 生 品 种 盐 花 9 号，研

发的“滨海重盐碱地花生高产栽培方法”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实现了良种良法相配套；选育了长穗偃

麦草，耐盐能力可以达到 10‰以上，产鲜草量可

以达到 3 吨至 4 吨/亩；选育了科甜系列甜高粱品

种，在 3‰至 5‰的盐碱地上，产草量可以达到 4吨

至 7 吨/亩；选育了生物量超大的优质豆科牧草田

菁新品种，在 5‰至 8‰的盐碱地可以正常生长，

产鲜草量达到 2.5吨至 3.5吨/亩。

发挥创新原动力

盐碱地改良是世界性难题。“上世纪 80 年

代，我刚初中毕业，当时东营大面积盐碱地撂荒，

到处白茫茫一片。把盐碱地改良成高产田，让人

人都能吃饱饭，是我毕生的理想。”山东乾舜水土

治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盖俊山回忆。

怀着治理改良家乡盐碱地的梦想，盖俊山投

资了 5000 余万元进行技术攻关，取得盐碱地综

合利用 2 项国家发明专利、1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系统解决了盐碱地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瓶颈和

难题，还总结形成了根治盐碱地“封域双层真空

负压阻控综合技术体系”，为根治盐碱地提供了

技术支撑。

“新技术主要采取盐碱地原土原位、地下双

层、全机械化、自动化立体施工技术，可有效防止

盐碱地治理后土壤盐渍化和次生盐渍化。地下

部分主要有 4 方面创新：垂直物理隔离周边盐

水，双层排碱管淋洗和控制地下盐水，负压集排

双层排碱管内盐水，定期高压反冲措施确保排碱

管设施长期使用。地上部分主要对地下全系统

进行物联网现代化智能管控，满足精准农业发展

要求。”盖俊山说，“公司还自主创新研发了双壁

任曲防淤堵排盐管专利产品，内壁光滑，能有效

防止管道淤堵问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撂荒 16 年、几近寸草不生的高度盐碱地，经

过盖俊山技术团队改造后，小麦亩产达到 357.11

公斤。2022 年，山东乾舜水土治理科技有限公司

“封域双层真空负压阻控综合技术体系”根治盐

碱地在垦利区垦利街道试验成功，3000 亩撂荒地

变粮田，标志着东营市盐碱地治理技术创新实现

重大突破。

“今年，小麦长势比去年还好，预计能达到亩

产 500 公斤。”盖俊山兴奋地说，“我们公司又流

转了 5000 亩地进行盐碱地改良，同时还承接了

垦利区 2 万亩、河口区 4000 亩的盐碱地改

良工程。”

“10 年前，农场土地盐碱化、高洼

不平，3.9 万亩土地可以耕种的不

到 1 万亩，而且产量非常低，玉米亩产只有 600 多

斤，大豆亩产不到 200 斤。”在汇邦渤海农场，孙

海栓看着眼前平整的土地，感慨万千。

10 年来，汇邦渤海农场不断探索，把盐碱地

变成了丰产田。最初，农场采用改地的方式，先

后进行激光精平、深松，配套沟渠路、桥涵闸等基

础设施，提高土地使用率。投资 1.1 亿元引入暗

管排碱技术，把带有小孔的管子埋到地下 1 米多

深，土壤里的水会慢慢下沉渗进管子里，汇集到

集水管主管道，通过强排泵站排出，排出水分的

同时盐分也排走了。

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离不开科技创新。盐

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跨领域、多学科的系统工

程，需要整合多方资源，进行系统集成创新。去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

心由科技部批复建设，成为农业领域第 5 家国家

级技术创新中心。

刘志鑫介绍说，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将依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

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等 18 家高校院所、企

业，加快搭建全国盐碱地科技创新网络体系，聚

力推进科研攻关，深化人才队伍建设，重点解决

盐碱地综合利用共性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引领

性技术问题，为盐碱地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如今，东营市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市现代农业示范区为主阵地，大

力推进盐碱地农业科技创新。目前，东营市已

建设国家盐碱地农业科学观测试验站、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研究院等盐碱

地综合利用科技创新平台 36 处，东营市滨海盐

碱地绿色开发及生态保护重点实验室、东营市

盐地藜麦种质技术创新中心等市级科技创新平

台 23 处，盐碱地科研平台体系逐步完备。加快

引进盐碱地高层次人才，引进中科院、中国农

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50 余家高校院所 100 余

个科研创新团队。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围

绕耐盐碱生物育种、盐碱地产能提升、智能农

机装备制造等核心课题集中攻关，一批标志性

科技成果面世；盐地藜麦试种成功，育成多个

耐盐牧草、马铃薯、中草药等特色品种 （系）；

自主品牌熊蜂实现工厂化规模生产；“鸿鹄”系

列智能农机研制成功。

构建产能提升体系

如何提高盐碱地综合利用率，东营一直在

探索。

台田上种庄稼，台下池塘养鱼虾，利津县汀

罗镇陈家屋子村是全国“上农下渔”模式的发源

地。早在 1994 年，陈家屋子村村民就探索“挖土

为塘、注水养鱼，堆土成台、在上耕作”的“上农下

渔”模式。

“我们村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老人们有一

句口头禅‘陈家屋子拐筐子’，意思是陈家屋子以

前靠要饭才能生活。”陈家屋子村村委会主任陈

召会说，后来村里大力推广“上农下渔”模式，发

展了一批富民产业，大大降低了土地盐碱化，“现

在村里有 1200 亩台田、池塘，500 亩纯台田，村民

腰包都鼓了。”

滨海重盐碱地改良的关键在于控制地下水

位、洗盐排盐，“上农下渔”模式充分运用了水盐

运移规律，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

创造了良好条件。如今，汀罗镇“上农下渔”占地

约 10 万余亩，台田以种植棉花为主，玉米、林果

等为辅，台田渗入鱼池的水含有一定盐度，适宜

养殖草鱼、鲤鱼、南美白对虾等品种，露天养殖水

面达 2 万余亩，台田种植 6 万余亩，实现耕地亩产

增收 2000 元，水面养殖效益亩均 1 万元，充分释

放了土地产出效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除了粮食，盐碱地上能不能种出经济作物？

“这肯定要下一番功夫。”河口区林业中心工作人

员杨小奎告诉记者，由于耐盐碱果树种质资源稀

缺，导致耐盐碱果树难以形

成规模化、集约化、产业

化技术体系，一直

制 约 着 盐 碱 地 经

济作物等发展。

如 今 ，这 种 局

面被扭转了。记者

来到河口区义和镇

林果基地，山东省国

家 林 草 乡 土 专 家 侯 宝

顺正在给果农们做技术

指导，其他几位果树专家也

在指导着果树种植及果园建

设，仔细观温度、测湿度、察苗

情。“与常规种植模式不同，该果树

基地采用宽行密植起垄覆盖、果园生

草地力培肥、土壤有机菌剂改良等节本

增效技术，宜机械化，智能水肥、绿肥‘+’等

国内外先进种养技术也将在此集中应用。”侯

宝顺介绍，该基地同步配套了智能果园系统，通

过物联网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控温度、湿度、光

照、风速、pH 值等指标参数，并根据参数及时调

整管理措施，为全园机械化操作、标准化管理打

下基础。

近年来，河口区深度挖掘盐碱地资源利用潜

力，先后引进维纳斯黄金、响富等优良果树品种

50 多个，高效改造梁家苹果种植基地，突出建设

新户镇果园居、义和镇果立方、六合街道众城等

高标准林果产业基地，采用高标准钢管立架、水

肥一体化设施、铺设园艺防草地布等国内先进种

植模式建园，让果树林和盐碱地双向适应，推动

林果产业有序健康发展。目前，河口区投资 1700

余万元，将建设耐盐碱果树种质资源圃 120 亩、

种苗繁育区 50 亩、高效栽培示范区 430 亩及相关

配套工程及设施。

加大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在尊重科学规律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是关键。盐碱地有轻度中度重

度之别，东营市针对不同的盐碱类型和生产条

件，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品种为核心的盐碱地产能

提升体系，做好品种、土壤、耕作、水利等技术

集成，构建适用的盐碱地农业技术模式。

在 轻 中 度 盐 碱 地 ， 选 育 耐 盐 高 产 粮 油 作

物，集成资源高效生产技术，构建高效种植制

度，大幅提升粮油作物产能。在中度盐碱地，

选育耐盐饲草作物，集成种草、制草、养畜关

键技术，建设规模化草牧场，结合粮油作物秸

秆，形成盐碱地“牧草生产—牛羊养殖—粪污

还田—地力提升”的种养结合模式。在重度盐

碱地和近海滩涂，筛选、驯化耐盐植物，实现

饲草化利用；同时集成咸水渔业养殖技术，建

设标准化渔场，实现盐碱地和多水源的综合高

效利用。因地制宜打造“粮油饲协调、农牧渔

结合”的滨海盐碱地产能提升示范样板，实现

从盐碱荒滩逐渐向农场、牧场、渔场的转变，

为我国滨海盐碱地利用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

标准技术体系。

以盐碱地生态高效农业为牵引，东营市构建

多类型盐碱地高效利用模式，带动现代高效农业

加快发展。2022 年，东营率先开展盐碱地等耕地

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垦利区、黄河三角洲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纳入山东沿黄大豆产业

集群并入围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

东营市以 1 个百万只肉羊产业园、3 个百万头生

猪基地、6 个万头奶牛牧场建设为主导，初步形

成了百亿元畜牧业产业集群。大闸蟹精养面积

达 8 万亩，海参、对虾面积分别发展到 17 万亩、42

万亩，渔业产值突破百亿元。同时，积极搭建产

业发展平台，先后创建 1 个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3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 个省级现代农

业强县、4 个国家级和 9 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粮食、乳

品、水产品年加工能力分别达 170 万吨、87 万吨

和 8 万吨，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大米品牌价值

分别达到 26.12 亿元、10.93 亿元，产品附加值显

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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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义

建立多样化立体性的盐碱地绿色发展

模式，对于提高区域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提高粮食保障能力，深化

利用盐碱地生产的各种饲草植物、功能植

物，构建适合不同区域盐碱地综合治理的生

态经济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滨海盐碱地改良以“改”为主

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技术资源投入成本

高，而且盐碱地开发用途较为单一，主要用

于粮食生产。当前，亟需构建以耐盐碱作

物、新品种为基础的综合性一体化解决方

案，挖掘盐碱地利用潜力，建立适生控盐与

生态化利用的盐碱地绿色发展新模式。中

国农业科学院近年来率先布局启动的重大

科研攻关任务“盐碱地产能提升关键技术与

集成示范”项目，就是在黄河三角洲形成了

针对不同类型盐碱地的粮油作物、饲草作物

和特色作物产能提升技术体系。

具体来讲，轻度盐碱地着力解决粮油作

物产能和养分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破解轻度

盐碱地低投入技术需求和绿色消障产能快

速提升技术难题，重点开展耐盐高产品种鉴

选、微生物抗盐促生、化肥减量增效、配套栽

培技术的研究集成，形成滨海盐碱地粮油作

物丰产增效技术模式，实现多产粮目标。

中度盐碱地着力解决饲用作物产量低、

品质差、盐分表聚化严重等问题，从优质品

种筛选、高效阻盐培肥、多水源利用等层面

攻关，破解中度盐碱地障碍消减与饲草作物

产能提升难题，实现产得好目标。

重度盐碱地着力解决适生耐盐碱特色

作物少、含盐量高且盐分淋洗难等问题，从

快速脱盐、智能调控、适生种植等层面攻关，

破解重度盐碱地快速排盐与适应种植难题，

实现有特色目标。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盐碱地改良团队首席
科学家）

山东省东营市地处黄河三角洲核心，属滨海盐碱类型区，地下水埋深浅、矿化度高，土体盐分重，以氯化物为主，受海潮影响

大，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利用难度最大的三角洲型盐碱地之一。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营市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

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记者近日来到东营，探访当地盐碱地综合利用的

经验。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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