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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初，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东部

的 8000 多亩农田里，水稻即将进入拔节孕穗

期。“长势很好！”这里的种植户告诉记者，在

这片良田沃土上，种植一季水稻和一季小麦，

平均亩产分别达 1400 斤和 1100 斤。

细看就会发现这片农田的特殊之处：田

块间隔 50 米就开有 5 米左右宽的大沟，不仅

开得密，而且又宽又深——这里曾是寸草不

生的盐碱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盐城最早开

发的盐碱地。

历史上，苏北沿海海岸线不断东迁，海水

浸渍的盐淤泥发育成了滨海盐碱地。作为江

苏的农业大市，盐城拥有 1160 万亩农田，其

中近 500 万亩由盐碱地开发而来。

多措并举，不断改良
盐碱地

滨海盐碱地受海水影响形成，盐分高、养

分低、危害大。为了挖掘后备耕地资源，1952
年，江苏在盐城设立新洋农业试验站。新洋

农业试验站后隶属于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从盐城市亭湖区东部这片 8000 多亩

的盐碱地起步，开始了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探

索之路。

“滨海盐碱地发育在海水浸渍的盐淤泥

上，积盐过程先于成土过程，盐源充足、排水

不畅，导致地下水位浅、盐分补给快，极易返

盐。”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葛汉

勤介绍，早期改良遇到了许多困难。

葛汉勤打了个比方，治理盐碱地，就像看

病治疗一样，有三种常见方法：做手术、吃药、

调理。

田块之间的一条条大沟，便是“做手术”

留下的痕迹。

“ 盐 碱 地 上 ，首 要 解 决 的 是‘ 盐 往 哪 里

去’，挖沟排盐是第一步。”新洋农业试验站站

长洪立洲告诉记者，当时水利工程尚未完善，

开挖沟渠后用雨水来冲洗排盐，也叫“旱改”。

为了在改良的同时增加经济效益，上世纪

50年代开始，这块盐碱地第一次种上了耐盐的

经济作物——棉花。棉花的根系可以涵养水

分，叶片覆盖能减少蒸发返盐，棉花还能卖出

好价钱，这里逐渐发展成商品棉种植基地。

90 年代，随着河道水系和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日益完善，这片盐碱地引来了上游淡

水。那时，棉花的收益较低，这里开始种植水

稻，实施“水改”。“有了灌溉水，洗盐加速了。”

洪立洲介绍，到 2000 年，这 8000 多亩盐碱地

的平均盐度降到 2‰以下，基本脱盐。

除了“做手术”挖沟排盐，盐碱地还吃上了

“良药”——化学改良剂。针对盐碱地碱度强、

肥力差的“病根”，“药方”中增加了酸性调理剂、

补充了氮肥。化学改良剂施到田里，当季见效：

pH值从 8.5降到 8.0，为作物生长提供了条件。

相比第一块盐碱地缓慢的“疗程”，盐城

最新开发的一块盐碱地——位于东台市的江

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条子泥 10.12 万

亩生态种植示范基地，则通过“升级版”方案，

实现了“隔年吨粮田”的成功改良。

在这连片的农田里，只见茂盛的水稻，却

看不到一排排大沟。怎样排盐呢？“我们做的

是‘微创手术’——用暗管排盐。”江苏省沿海

开发集团（东台）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尚辉介

绍，管道埋在地下，不仅提高土地利用率，防

止地下水抬升返盐，更重要的是通过集水管

和排水渠将尾水排入生态缓冲区消解，减少

了面源污染。

在“吃药治疗”上，这里也采取了创新疗

法。尚辉介绍，一方面，化学改良剂照施，另

一 方 面 ，在 改 良 初 期 种 植 了 一 批“ 先 锋 植

物”——碱蓬和田菁，它们一个降盐、一个肥

田，都可以在中重度盐碱地上生存下来。更

值得一提的是，田菁根瘤固氮培肥，根系分泌

有机酸，很好地中和了土壤的碱性。

这 片 盐 碱 地 2018 年 开 始 大 面 积 改 良 ，

2019 年部分田块就实现了两季平均亩产超

2000 斤——这标志着盐城盐碱地改土技术

进入新阶段。

精挑细筛，选育耐盐
碱植物

改良后的土壤种什么？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一颗适宜的好种子被筛选出来，从种在

田头到结出果实，要“过五关斩六将”。

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洋试验

场的 20 亩土地上盖了 3 个大棚，每个棚的地

块里栽种着大豆、苜蓿、黑麦草等植物。仔细

观察，植物生长情况有所不同：有的“格子”

里，作物长势喜人，油亮亮的；有的“格子”里，

作物虽然长起来了，但叶子枯黄；还有的“格

子”里一片荒芜。

“这些 4 米长、3 米宽、3 米深的‘格子’，叫

‘盐池’，是种子‘比试’的第一关。”江苏沿海

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盐土农业研究室主任邢

锦城告诉记者，比试分为两个项目：不同植物

在同一盐度下的耐受程度，以及同一植物在

不同盐度下的生长情况。

盐度怎样控制？记者看到，每个池中还

有一截管子伸出土壤，所有管子连通到大棚

外的一个调控室，里面有 4 个水池。“用海盐

与水配置出高、中、低不同盐度——里侧两个

小水池盐度是 30‰，外面两个分别是 6‰和

3‰。”邢锦城介绍，这些盐水不是直接浇到土

壤表面，而是通过埋在“格子”底部的管道，从

下往上渗透，更接近盐碱地的真实状况。

为实现作物既耐盐、又高产、还好吃，选

出的“耐盐冠军”还要与“高产冠军”“口味冠

军”杂交，培育出“综合冠军”，再经过一代代

繁育直到性状达到稳定。

接着，经过繁育的“综合冠军”被带到位

于大丰区与东台市交界处的金海农场。这里

是真正的盐碱地，也是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的种植示范基地。靠近海边的 400
亩地上，梯次分布着盐分含量不同的土壤。

“我们好中选优，筛选出耐盐又高产的大

豆品种‘苏黄 1 号’。”农场管理人员刘冲介

绍，农场还在持续比选优良品种。

大豆的“擂台”旁，是碱蓬和田菁的“比武

场”。“除了是改良土壤的先锋植物，碱蓬还是

优质蔬菜和油料作物，田菁可用于制作饲料，

也要既扛得住高盐，又品质稳定。”邢锦城介

绍，目前盐城已选育出“盐稻 12 号”“盐油杂

10 号”“盐豆 2105”“盐菁 6 号”“沿海碱蓬 1
号”等耐盐水稻、耐盐油菜、耐盐大豆、耐盐牧

草、耐盐绿肥等植物新品系 30 余个，起到稳

粮保供的作用。

强产富民，拉长壮大
产业链

记者在条子泥生态种植示范基地遇到卢

基华的时候，他正操作无人机给水稻追肥。

“最近水稻在抽穗，正是一年中最关键的时

期，补充养分很重要。”种植能手卢基华介绍

起自己的经验：盐碱地上种庄稼，不仅要经常

补水压盐，施肥也要“少吃多餐”。

卢基华是东台本地人，今年 58 岁，过去

承包村里的流转土地种水稻，2018 年被公司

“挖”来开发盐碱地。他被聘为田间管理负责

人，带着 36 名农民种植 1.2 万亩农田，年人均

收入 10 万多元。

尚辉告诉记者，在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支持下，一方面，通过

多措并举的“升级版”方法进行盐碱地治理改

良，大大缩短了开发利用周期；另一方面，精

选耐盐碱特色品种，“苏黄 1 号”“盐菁 6 号”等

从金海农场脱颖而出的“擂台冠军”都在这里

进行了规模化种植。

最令尚辉骄傲的是，这两年，基地的水稻

田里还种上了“南粳 9108”——这是一种优质

稻米，在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

评中获得金奖。“亩产稳定在 750斤左右，很受

市场欢迎。”卢基华告诉记者，这意味着盐碱

地通过治理，也能大面积种植优质水稻了。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东台）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林四新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1.2 万

亩绿色有机农田每年收获水稻、大豆、玉米等

粮食作物 8300 吨；2.6 万亩“国家级健康养殖

示范场”养殖梭子蟹、基围白虾等水产品年产

2 万吨；打造“条子泥”农产品品牌，包含二大

类 18 个细分品种，年总产值 6 亿元。如果算

上从上游饲料到下游加工，拉动整个产业链

产值超百亿元。

再算算社会账：除了吸引卢基华这样的

职业农民 30 多人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基地的

种植板块每年忙季还面向周边招募季节工，

每年用工超 3000 人次；水产板块则是对外发

包，累计带动近 1 万名农民增收。

在这片盐碱地的综合利用中，还有一笔

生态账——

海堤里侧的连片鱼塘旁，有一块 720 亩

的开阔地。透过架在堤上的望远镜，可以看

见数不清的鸟儿正在休憩，有细长脖子的白

鹭、红色长腿的东方白鹳、朱红色羽毛的火烈

鸟……这里就是国内第一块固定高潮位候鸟

栖息地“条子泥 720 高地”。

“这片盐碱地围垦时，我们预留出 4 万亩

生态用地，并在 2020 年又让出 720 亩养殖区，

改造地形、修复湿地。在滩涂上觅食的候鸟

不用为躲避涨潮而四处找落脚点了。”林四新

介绍，每到收获季，鱼塘、田里还会留点小鱼

小虾或作物给鸟吃。滨海盐碱地的开发，很

好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图①：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品

种选育试验基地。 咸学明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品

种筛选人员在监测作物田间光合效率。

贺亭亭摄（人民视觉）

江苏盐城综合开发利用盐碱地——

昔日不毛地 如今米粮仓
本报记者 姚雪青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盐碱地治理⑦关注盐碱地治理⑦

R

核心阅读

江苏沿海地区因海水浸
渍的盐淤泥堆积，滨海盐碱地
广布。盐城市拥有 1160万亩
农田，其中近 500万亩由盐碱
地开发而来。近年来，当地因
地制宜修复、利用盐碱地，在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海 菜 花 为 中 国
特有种，对生长环境
要求极高，被誉为水
质的“试金石”。随
着近年来洱海水质
不断提升，已在一些
地区实现连片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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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洱海湖面，海菜花已

到盛开期，进入最佳观赏时节——远

看星星点点，宛若繁星坠水；近看花

娇叶繁，又如一幅流动的水彩画。

海 菜 花 是 水 鳖 科 水 车 前 属 的 一

种沉水植物，为中国特有种。海菜花

有 3 片花瓣，呈白色倒心形绽放在水

面上，花瓣洁白无瑕、晶莹剔透，中间

包裹着一抹鹅黄色的花蕊。它的根

生长在水底的淤泥里，细长的茎和叶

在水中摇曳，仿佛一根风筝线，牵引

着湖面的花朵。

海菜花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只

能在水体洁净、透明度较高的水体中

生长，被誉为水质的“试金石”。海菜

花曾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的湖泊、河流和池塘中，由于人类活动

等影响，分布面积逐渐缩小。如今，海

菜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

水生植物，同时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我们知道，水会隔绝空气，随水而生的海菜花，花开在水

面上，根茎叶却生在水下，如何进行光合作用？研究发现，二

氧化碳在水体中的扩散速率仅是空气中的万分之一，虽然水

中二氧化碳浓度低，但大多数水生植物浓缩二氧化碳的能力

比陆生植物更强。海菜花的叶片可以吸收溶解水中的二氧

化碳，以满足光合作用的需求，根系也可以从水底的淤泥里

吸收和固定碳源，促进光合作用进行。

对海菜花而言，影响其生长最重要的因素是光照，清

澈透明的水体能保证自身光合作用顺利进行。随着水深

增加，沉水植物获得的水下光照显著减少，海菜花可通过

改变自身的形态和生理特征适应水下的弱光环境。研究

发现，在一定的水深区间，海菜花的叶长、单片叶面积、株

高和茎叶长均随水深增加而增加，从而获得更多可利用性

光，来提高自身光合作用的效率。当然，如果水质不够清

澈，没有足够的光照穿透水面，海菜花自身的形态和生理

特征不论怎么改变也难以生存。这也是海菜花被人们称

作水质“试金石”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大，洱海水质持续向好，海菜

花自然分布面积已有 25 万平方米左右。洁净的水质，也为

洱海流域一些地区开展人工种植海菜花打下了基础。在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当地在推进洱海流域水质保护与

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将人工种植海菜花作为生态产业进

行扶持和培育。目前，海菜花在洱源县右所镇松曲村已实

现连片种植，总面积达 1500 多亩，年产值 1800 多万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

报记者叶传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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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的海菜花。 王夏磊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