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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新技术解锁盐碱地里的
“丰收密码”

轻度盐碱地施用嗜/耐盐微生物菌剂后，水稻长势良好,且增产
效果明显，增产幅度达4.95%

眼下，正值中国产粮大省黑龙江

的丰收时间。不仅沃野黑土丰收在

望，而且农业科学家正用一种新技术

提高盐碱地的生产力，也找到了盐碱

地里的“丰收密码”。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

由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专家组成的测

产组走进长山乡长红村的嗜/耐盐微

生物菌剂水稻试验田，相邻的两块地

水稻长势差异明显——一块水稻稀

疏，土地泛白。另一块水稻植株密

实，棵棵“压弯了腰”。

“这片地含盐量高，有的地块返

盐严重，地上白花花一片，水稻亩产

没上过一千斤。”54岁的乌长占祖辈

都守着这片盐碱地，种了30多年大

田的老把式，期待着新技术为这片盐

碱地带来新生。

“经专家组反复测算比对，未施

用菌剂的水稻亩产485.96公斤，施

用菌剂的水稻亩产510.03公斤，增

产幅度4.95%。”测产专家组组长、黑

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教授郑桂萍

表示，2022年黑龙江水稻平均亩产

为503公斤，专家组一致认为，在轻

度盐碱地于返青后施用一次嗜/耐盐

微生物菌剂的情况下，水稻长势良

好且增产效果明显，值得大面积示

范推广。

郑桂萍告诉记者，测产结果表

明，不仅水稻增产明显，玉米、大豆的

增产幅度分别达到6.60%和7.92%，

经济效益显著。

郑桂萍提到的嗜/耐盐微生物菌

剂，就是盐碱地里的“丰收密码”。

东北黑土地因稀有而珍贵，被誉

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虽然东北粮

食产量节节高，但是由于长期过度开

垦利用、气候变化、水土流失加剧等

多种因素影响，黑土地正在变薄、变

硬、变瘦。

据统计，黑龙江省现有盐碱地总

面积超过1000万亩。这种“特殊耕

地”的治理和利用，一直是各地攻坚

的课题。为充分挖掘盐碱地粮食生

产潜力，甘南县依托与东北农业大学

共建的基础，积极探索盐碱地综合开

发利用的新途径。

2023年，东北农业大学姜巨全

教授盐碱地微生物团队联合山东农

业大学丁延芹、杜秉海教授土壤微生

物团队研制的盐碱地专用绿色生物

菌剂——嗜/耐盐微生物菌剂，通过

喷施作业方式对45亩盐碱地水稻、

玉米、大豆等作物进行试验。

这一技术此前已在山东盐碱

地的冬小麦、玉米、大豆，新疆盐碱

地的棉花，江苏盐碱地的辣椒上有

很好的应用，明显提升了盐碱地生

产力。

“就好比用生物菌剂给作物的

根系做了一层保护膜，让作物能够

适应任何盐碱程度的土地。”项目负

责人、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姜巨全说，盐碱地的综合利用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唤醒盐碱地这

一“沉睡”资源，充分挖掘盐碱地开

发利用潜力，是科研工作者不懈努

力的目标。 （据新华社）

10月12日，记者从新疆农业科

学院获悉，新疆哈巴河县玉米千亩示

范田亩产1230.29公斤，创全国冷凉

区大面积玉米高产纪录。

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10月9日邀请并组织农业农村部

玉米专家指导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专家组、国家和新疆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等疆内外9位专家对哈巴河县库

勒拜镇萨尔塔克台村玉米高产示范

田进行实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农业

农村部“关于玉米高产、超高产田间

测产验收方法和标准”，对1300亩高

产示范田进行现场实收测产，平均亩

产达到1230.29公斤（含水率14%），

创造了全国冷凉区大面积玉米高产

纪录。

据悉，该示范田由国家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乌鲁木齐综合试验站、新疆

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新疆农业科学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哈巴河县农业农村

局、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巴河县农业产

业技术研究院、哈巴河县库勒拜镇等

单位联合创建。

新疆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副所长杨杰研究员说，该示范田选用

早熟耐密高产品种，采用增密种植、

导航单粒精播、水肥精准调控、精准

化控、病虫草害综

合防控、机械粒收

等玉米密植精准

调控关键技术，综

合施策，为我国冷凉区玉米单产提升

工程提供了科技支撑、示范引领。

新疆哈巴河县库勒拜镇萨尔塔

克太村村委会主任吐尔逊汗·乌拉兹

说，以前种玉米亩产仅七八百公斤，

产量低，收入不高，现在用了新技术，

不光籽粒收得多，还能多卖钱，专家

们的技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玉米生产对畜牧业发展起着

重要的支撑作用。新疆哈巴河县

有效积温仅2400℃，属于农牧交错

区，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要求较

高。新疆农业科学院高度重视粮

食产能提升工作，选派科技人员扎

根生产一线，把玉米高产技术送到

田间地头，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帮着农民赚，实现了玉米产能

的大幅提升。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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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玉米高产示范田亩产创全国冷凉区高产纪录

果树秋肥施得好
来年高产跑不了

5版

鲜食玉米收获
告别“人工掰”

6版

新疆“海鲜”火“出圈”
背后的农业科技有哪些

4版

BEN QI KAN DIANBEN QI KAN DIAN

本 期 看点

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三秋”””””””””””””””””””””””””””””””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