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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
科学与工程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以下简称“西农水保所”）有这样一
个团队，他们是土壤的“医生”，为土
壤“把脉问诊”，开出“良方”，只为让
贫瘠的土地里开出希望之花。

2023年 4月，“十四五”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典型区域中低产田土
壤固碳与产能提升协同技术和应
用”正式立项，作为参与方，水保所
立即成立由王仕稳、郭胜利、殷俐
娜、王蕊等人组成的土壤固碳与耕
地质量提升团队。

为了更好地开展项目，团队构建
了包含陕西长武、安塞、旬邑、大荔、
永寿、安康和宁夏固原等地的试验示
范基地网络，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
要往返于杨凌至各地试验站点，将研
究中的新发现、新成果落地试验示
范，致力于进一步提高西北地区土壤
固碳能力和耕地质量，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传承——
“将坚韧的心根植土地”

曾经的黄土高原“满目疮痍”，生
态环境脆弱、土壤侵蚀剧烈，有着“种
一坡、收一车，打一斗、煮一锅”的艰
辛。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造就了黄土不“黄”、满目皆绿，曾
经的“低产田”变成了“米粮川”的盛
景。

“我想我们更应该守护这份来之
不易的成果，沿袭前辈精神，将坚韧的
心根植土地，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驾
护航。”2011年初，王仕稳来到西农水
保所就职，一直为提高黄土高原地区
旱地农业稳产高产和可持续发展而努
力奋斗。

1956年，辛树帜先生发起组织陕
北农业生产与水土保持考察工作，同
年，中国科学院在杨凌成立了西北第
一个科研机构——水土保持研究所
（西农水保所前身）。一代代水保人
在这里赓续奋斗、砥砺前行。

久久为功，为民造福。以我国水
土保持和旱地农业学科的开拓者和
奠基者朱显谟、山仑院士等为代表的
一批批科研人员，他们铢积寸累，为
实现“守土”梦想，把青春与科研论文
书写在了辽阔的黄土地上。

“关注、解决水土保持的问题，是
水保人的责任与使命。随着时间的
推移，变的是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
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旱区，用
科技端稳中国饭碗的精神。”水保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仕稳说。

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老一
辈的科研工作者解决了“吃得饱”的问
题，新一辈则要面对“吃得好”的同时，
实现土壤资源永续利用。王仕稳说，
项目成功立项，激发了他们勇攀科技

高峰的奋斗热情。他们希望用科研的
力量让一粒粒“金种子”钻出肥沃的土
壤，为提升粮食产能贡献力量。

科研——
“‘碳’寻新质生产力”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土壤
不合理的利用会导致沙化、贫瘠等症
状，对生态环境、粮食生产安全都会
带来严重影响。因此，一场和“土壤
固碳”的战斗在土壤固碳与耕地质量
提升团队中打响。

在西农水保所的一间实验室里，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仪器和土壤。
王仕稳正聚精会神地做实验。“这些土
都是我们从不同地区背回来的，别看
我们跟‘土’打交道，但我们做的事可
一点都不‘土’。”王仕稳说，找寻出“中
低产田土壤固碳潜力和途径”，这对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供给和推进“双
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农水保所东北角的一片试
验田里，绿油油的小麦苗匀根壮。“我
们正结合不同小麦品种的水分利用
效率、产量和生物量数据，为旱区筛
选出适宜生长的高光合、高根系、高
产量和高水分利用效率的品种。”水
保所副研究员殷俐娜介绍，团队正通
过筛选高固碳品种来挖掘促进农田
高效固碳的新途径。

当前，我国中低产田面积约13.9
亿亩，占耕地比重近70%，尤其是土
壤有机碳含量低，已成为制约中低产
田产能提升的主要因素。若能小幅
度增加土壤中的含碳量，则可以显著
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同时提
高土壤肥力。

“900，竟 然 达 到 了 900 微 摩
尔！在零下 8摄氏度的天气下，玉
米秸秆深还田后，土壤中微生物还
能如此活跃，真是令人太欣喜了！”2
月下旬，天气寒冷。在长武县洪家
镇王东村的一片试验田里，传出了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从项目立项开始，郭胜利就带领
团队在渭北旱塬长武县设立了冬季
玉米秸秆腐解试验，开展玉米秸秆不
还田、浅还田与深还田三种类型对比
试验，研究低温条件下不同深度秸秆
腐解过程和影响因素。

水保所副研究员王蕊则通过水
保所长期积累的土壤、气候、作物产
量、经济发展等数据，探寻、分析我国
西北地区农田土壤固碳的影响因素、
产量变化，为下一步我国西北地区土
壤固碳和产能提升协同提升提供理
论支撑。

耕地土壤固碳和产能协同提升
是公认保障农业生产和缓解气候变
化的有效对策，但目前缺乏“理论-
技术-模式”的系统解决方案。王仕
稳介绍，团队正尝试从高碳品种筛

选、高碳栽培技术等多方面
构建农田高碳生产技术体
系，创新技术应用模式，

“碳”寻出一条土壤新质
生产力的技术途径，助
力土壤“增肥”、粮食“增
产”、农户“增收”。

推广——
“关乎项目成败的关键”

4月7日，一场推动
校企合作的签约仪式在
西农水保所与陕西年年
丰德农植保技术有限公
司之间举行，双方表示，将
围绕该项目进行技术产品
研发和示范推广，共同举
起践行“双碳”和“粮食安
全”的战略旗帜，推出一条
可复制、可推广的“土壤固
碳和产能提升”的创新模式。

此次签约仅仅是推动
项目技术落地落实的一个缩
影。“我们不能‘闭门造车’，
要‘开门’搞科研，与企业建立
良性合作，将技术物化，打通

‘知产’变‘资产’的最后一公
里。”郭胜利说。

自项目立项开始，该团队
就围绕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
里”，开展了多种模式的探索：构
建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固碳与产能
提升技术实体展示，协助企业技
术物化；紧密结合地方政府高标农
田建设，秸秆还田等大型项目，与
地方农技部门联合开展示范培训；
借助媒体平台等提高技术推广覆
盖度、影响力和知名度。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
迅猛，促使经营模式发生显著变
化。随着企业、种粮大户、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加入，推动
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发展，这也衍
生出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新
农人’，加之新媒体环境的火热，
这都为我们打通农业科技进村入
户提供了良好契机。”王仕稳说，
技术推广是此次项目中的关键
一步，团队正合理利用这些资
源，让科技成果“落地开花”。

普天之下，莫非“沃”土。
西农土壤固碳与耕地质量提
升团队正用细化的分工协
作，把“土壤固碳和产能提
升”各技术要素聚合起来，
打好“西北中低产田土壤
固碳与产能提升协同技
术模式筛选与示范”漂
亮仗，为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实现碳中
和、碳达峰目标贡
献“西农力量”。

与与““土土””为亲为亲 破解破解““粮安粮安””密码密码
——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土壤固碳与耕地质量提升团队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谷幸 殷存峰

郭胜利（中）与团队成员查看土壤
中的生物活性数据。

殷俐娜（中）在麦田里
筛种高固碳作物品种。

王仕稳（左一）与团队成
员查看低温下的土壤墒情。

王仕稳（前排左）讲解不同有
机碳含量土壤吸水能力差异。

郭胜利（右二）在长武田
间查看秸秆还田腐烂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