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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盐渍化土地种植耐盐小麦效应分析 

罗廷彬 任 崴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在新疆盐渍化土地种植耐盐冬小麦试验示范结果表明，盐碱弃耕地和盏碱荒地种植“石冬 5号”耐盐冬小 

麦，脱盐效果较好，比种植其他作物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种植深根系牧草t有利于改良低产盐渍化土 

地，提高土地生产力，具有现实的增产袋益和长期生产效应；实行作物轮作倒茬，可防止耕地再度救生盐渍化，为提 

高盐渍化土地生产力寻求了有救连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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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il planting salt-toleran t wheat in sallnized fields in Xinjian g．LUO Ting—Bin，REN Wei(Xi 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JEAtgO01，9(4)：1O2～ 103 

Abstract The experiments of planting salt—tolerant wheat in salinized fields are conducted in Xinjiang．The results 

sb_~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salt—toterant wheat Shidong一5 -which are planted in the abandoned and wasteland salin— 

ization field，is good and it has Inore high benefit than any other crops in economy and social[ntergration．Combining 

the salt—tolerant pasture of deep rootg，the salt-tolerantwheatwhichis planted，cflnincrease yield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salinized fields，have realistic benefit and permanent effect in production． 

Key words Salinized fields，Salt—tolerant wheat，Production benefit 

盐碱地改良一般采用化学方法、物理方法和生物方法，化学方法即利用土壤改良剂如 NTOC、石膏和磷 

石膏结台灌水施肥，减少土壤盐分对作物的危害·]；物理方法即深耕与浅耕相结合，改善土壤物理性质，建立 

合理的排灌系统，压沙、换土改碱等0：；生物方法即施入微生物制剂，作物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和种植“盐 

生 植物、耐盐作物和耐盐牧草 ]。此外，许多国家则把培育抗盐作物品种作为提高盐碱地利用效益的重要措 

施之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治理干旱区土壤盐渍化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如 

排水洗盐”、“种稻压盐 ，即用大量的水灌溉 空地”，将土壤上层盐分淋洗到土壤下层，同时用 排碱沟 排去 

盐水后再种植作物，这些措施的优点是 洗盐”后第 l茬作物保苗较好，产量也较高。不足之处是排水洗盐或 

种稻洗盐后前期用水量较大，为0．6～1_0万 m ／hm ，同时排水沟建设一次性投资大，且排水会造成另一片 

土地盐渍化，影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中国科学院阜康荒漠生态系统观测开放试验站经 l0多年研究表明，利 

用耐盐冬小麦“石冬 5号”作为盐渍化土地的先锋作物，在不用“排水洗盐”、“种稻洗盐”的情况下直接种植可 

以解决这些问题。 

1 “石冬 5号”冬小麦耐盐效果 

“石冬 5号”耐盐冬小麦是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土壤研究所培育而成，先后在北疆、南疆盐碱地上大 

面积种精，其单位产量为 3750~4500kg／hm 。在硫酸盐或硫化物一硫酸盐为主的盐碱地上，其耐盐适宜值为 

土壤含盐量 0～109g／kg，出苗率为i00 ～92 ；临界值为土壤含盐量>15g／kg。该小麦前期长势好，叶色 

深绿、叶片中部较宽，麦穗为纺锤形，成熟时呈红色，有芒，口紧，不易脱粒。小穗个数为 l8土2，平均穗粒数 

42．9，平均单穗重 1_9g，千粒重为 43~lg，株高 9o~5cm。若适当晚播对产量影响不大，但播种较晚时需加大 

播种量 “石冬 5号”冬小麦耐盐效果显著，一是在弃耕地及新垦荒地种植效果较好，一般 弃耕地”及可开垦 

荒地L地下水 1．5m以下)土壤含盐量大多在 20g／kg以内，种植耐盐小麦时先将“弃耕地”或荒地平整翻耕曝 

晒，采取干播湿出的种植方式，土壤表层大部分盐分快速随水下移，不影响耐盐小麦发芽出苗，保苗面积达 

75 以上 ．，J、麦前期根系生长快，冬前一般无死苗现象；土地盐渍化较严重时，次年早春及时灌水，将上升 

t 中国科学院 康荒漠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开放蛄基金项目(9g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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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分淋洗到小麦根系层底部，并套种草木樨，以后正常灌水、管理，6月底小麦收获后草木樨迅速生长；9月 

中旬收割草木樨后再次播种耐盐小 表l tE 土 1种 s号一 长年小 套 霉± 盏*蚍 

麦套种草木樨。由表 l可知，在土壤 1 s。Ilsä叫 v删l0n自h日恤 Itt01e口 c Shidoag-5 k p md a咖g m ㈣ field 

含盐量为 17．87g／kg的条件下种 

植耐盐小麦套播草木樨，不仅第 1 

季小麦可获得满意的收成，且草木 

樨的地上部分长势良好，可作为饲 

养家畜的干饲草；同时在整个生育 

期随植株根系的生长及灌水，使土 

壤中盐分随根系向下淋洗，有利于 

土壤脱盐，脱盐率高达 85 以上， 

按此方案种植 2～3年可使盐渍化弃耕地或盐渍化荒地变成正常耕地。根据跟踪调查，至 1 999年全疆盐碱地 

种植的耐盐小麦其保苗面积可达75 以上，平均单产达 3643．5kg／hm ，而一般小麦品种在此土壤条件下种 

植其保苗面积<60 ，且产量较低，无法继续种植，这说明在常规管理条件下种植耐盐小麦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加之配以合理轮作措施套种草木樨，2年后土壤盐分降低，播种玉米单产可达 6750kg／hm 以上。二是“石 

冬 5号 耐盐冬小麦可改良低产盐渍化耕地，低产盐渍化土地地块中常出现 盐斑”，作物在“盐斑 处不出苗 

或生长差，地表覆盖参差不齐，土壤蒸发与植物蒸腾量在同一地块不同位点差异很大，盐分在“盐斑”处逐渐 

聚集，连年种植则引起“盐斑”面积逐年扩大，盐渍化程度渐重，作物产量逐年下降，一般冬小麦单产为 2250 

3000kg／hm 。若在这种盐渍化耕地上种植“石冬 5号”耐盐冬小麦当年保苗面积可达 75 以上，提高了地 

表覆盖度，同时在灌溉过程中盐分随根系向下淋洗，根层盐分不断减少，翌年再次播种。石冬 5号”耐盐冬小 

麦其保苗面积达 95 以上，“盐斑 基本消失(见表 1)，之后可种植常规丰产性品种。 

2 “石冬 5号”耐盐冬小麦效益评估 

在低产盐渍化耕地上种植“石冬 5号”耐盐小麦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中低产盐碱地上种植“石冬 5号” 

耐盐冬小麦其籽粒产量 比一般小麦高 1131．5kg／hm ，秸秆产量高 1800kg／hm 以上，秸秆多用于饲养家畜 

可向土壤提供较多有机肥，加速土壤改良。如北疆 142农场种植“石冬 5号”耐盐冬小麦其保苗率为 8O ，平 

均单产3450kg／hm ，3年后其中部分土壤含盐量由17g／kg降为5g／kg，可正常种植其他作物；而南疆的柯枰 

县阿恰乡 1998年试种的 0．3hm 盐渍化土地“石冬 5号 耐盐小麦，其保苗面积达 92．0 ，单产为 4560 

kg／hm ，为一般冬小麦产量的 2倍。故 石冬 5号 耐盐冬小麦在盐渍化耕地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种植效果 

优于其他小麦品种，可显著降低土壤耕层盐分含量，其保苗率较高，使地表覆盖度增加，在早春起到一定的覆 

盖作用，防止一部分盐分随土壤蒸发而返回上层；在作物后期生长过程中随根系的不断扎深，根从下部吸收 

水分的能力较强，相对减少了盐分随土壤水分蒸发上升到土壤表层的盐量，同时根系还可作为“通道”随着灌 

溉盐分淋洗至根系层以下。在新垦盐碱荒地上连续 3年种植“石冬 5号”耐盐冬小麦，土壤盐分平均每年下降 

27．5 ，产量可达 4800kg／hm ，其脱盐效果和增产效益显著 利用耐盐冬小麦接棉花茬均获得较好效益 

种植耐盐小麦改良盐渍化土地，不仅有当季的经济效益，还可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轻盐碱化土地 

若不进行合理种植，土壤盐分会上升，变成重盐碱化地甚至被迫弃耕变成荒地。盐渍化耕地“灌水洗盐 后种 

植一般丰产品种前期效益为正值，后期效益为负值，这是因为 灌水洗盐 需要工程投资较大。盐渍化土地直 

接种植“石冬 5号 耐盐冬小麦，既不用前期大量投资，也不涉及环境恶化问题，因此效益为正值，且其效益远 

大于“灌水洗盐”处理，其中特别是环境效益尚难以价格估计。1 995年以来新疆盐渍化土地种植“石冬 5号” 

耐盐冬小麦 0．18万hm。，增产小麦 219．9l万kg，平均每 hm 增产 1207kg，节省了肥料、劳力，降低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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