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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君健 殷俊杰

盐城师范学院湿地学院专家团队潜心攻关解难题

把盐碱地变成“新粮仓”

经过

整整一季的酝

酿，眼下，盐阜平原

的万顷稻田丰收忙。

这是四季轮转的自然演绎，

也是朝耕暮耘的辛勤成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适宜

农作物生长。在黄海之滨绵延 582 千

米的海岸线上，遍布着白茫茫的盐碱地。

由于土壤中可溶性盐类含量过高，大多数在此

生长的植物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毒害和抑制，甚至

无法成活。

盐城沿海滩涂总面积达4533平方千米，占全省沿海滩涂

面积的70%。开发利用好宝贵的滩涂资源，对于人均耕地面积

0.7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江苏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为此，无数科研工作者奔走在广袤盐碱地上，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而

滩涂每年淤长的特性，决定了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由盐城师范

学院湿地学院专家团队领衔的攻关小组，正在创造着“沧

海变桑田”的奇迹。

盐城师范学院湿地学院起步于联合
国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是在江苏省滩涂
生物资源与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江苏省
盐土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和江苏滩
涂生物农业协同创新中心的基础上建设
而成，也是全省第一家湿地学院。

在校园一众洁白高大的建筑中，湿地
学院的教学楼枝蔓缠绕，格外引人注目。
教学楼前的“士子林”葱茏翠绿，是院长唐
伯平心中的骄傲。“这些都是我们学生入
学时亲手种下的柿子树，取谐音‘士子
林’。”每逢有人来学院参观，唐伯平都兴
致勃勃地带他们看一看这片林子，“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学生
不仅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还要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在沾着泥土、冒着热气的田
间地头，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油菜亩产323.87公斤破全国历史纪
录，水稻亩产1553斤创全省新高……”去
年，由湿地学院专家团队牵头、学生们精
心养护的重盐土改良试验田屡屡迎来“高
光时刻”。全球滨海论坛会议期间，大家
还在老师的带领下，组织分论坛相关议

程，打开了国际化视野。
今年5月，湿地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

生朱颖回到这里，向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
的学习经验。得益于学院老师的精心指
导，在校期间，她在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
竞赛、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品竞赛中取得佳绩，还以第一作
者身份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作为
学院0001号录取通知书的获得者，朱颖
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她鼓励同学们
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为盐城湿地保护研究贡献青春力量。

一千多年前，范仲淹任东台西溪盐仓
监时，主持修筑范公堤，为帮助百姓抵御风
浪侵蚀、发展农业经济作出了杰出贡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
志抒怀，也成为湿地学院的校训格言。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一群群脚踩盐
土、头顶烈日的“参赛者”接力奔跑，让曾
经的荒芜盐碱滩涂，华丽蜕变为生机勃发
的万顷良田。

这片不断向海生长的神奇土地，正在
上演更多的传奇故事。

向着下一个目标，接力奔跑！

发展盐碱地农业是一项全球性
难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且仅有两
个研究方向——改良盐碱地块，让荒
滩变良田；选育耐盐植物，向种子要
产量。

先要“鸡”还是先要“蛋”的问题，曾
一度困扰唐伯平许久。作为盐城师范
学院湿地学院院长、省滩涂生物资源与
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他深知农业
科研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过程，“一旦

‘上路’，就意味着再难‘转弯’或‘掉
头’。”

2010年，一篇关于“南方的耐盐水
稻品种到北方进行试验”的新闻报道，
触动了唐伯平，“我们意识到，国内盐
碱地面积大、类型多、分布广，适合所
有盐碱地貌的广谱型种子其实很难做
成。但如果探索出加快改良盐碱地的
技术，那么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就真正
有了保障。”

经过前期调研，唐伯平带领团队
选择了位于射阳的江苏顺泰农场作
为研究盐碱地改良的试验场所。团
队中汇集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周春霖、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
头人张代臻等业界颇具影响力的科研
专家。

回望这段经历，令张代臻记忆最深
的，是那一片几乎望不到尽头的“火
红”。“普通盐碱地的含盐量是千分之几，
但顺泰农场一度达到了千分之几十，地
上满是红彤彤的盐蒿。”

传统盐碱地改良做法是围垦、蓄水、
养鱼，等到盐分稀释，再施加肥力。专家
团队在此基础上做了许多技术性调整和
尝试，可周期依然漫长，“有时出现返盐、
倒灌现象，几个星期的辛苦都白费。”张
代臻说。

“起跑阶段”困难重重。茆训东教授
的出现，为团队带来了新的思路。作为
盐城农业系统的老专家，他结合多年基
层经验和新理念新技术，对灌排、翻淤、
增肥等环节做了本地化改良，力求让盐
碱地能够实现快速脱盐。

起初，大家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
度。没想到几个月后，试验田里的盐分
真脱了下去。所有人都激动地欢呼起
来——突破的方向，找到了！

先要“鸡”还是先要“蛋”？
经过长期研究实践，湿地学院专家团

队主导攻关的“滨海重盐土快速高效改良
利用技术”逐渐成熟，总结出了“水源保
障、灌排配套、土地平整、电通路畅”4项基
础措施和“耕、泡、耙、旋、平”5N脱盐法。

成效如何？2017年，他们在重盐碱地
改良试验中，创下了两季小麦亩产1243公
斤的“滨海重盐土头年吨粮田”全国纪录。

当时的一篇新闻报道这样写道：“今
年夏收时节，一批批从海南、浙江、河北、
东北及西藏等地慕名而来的考察学习团
队，相继踏入江苏省盐城市沿海曾经的废
弃盐田上察看小麦生长态势，了解土地含
盐量，听取科技创新过程介绍。”

张代臻介绍，许多科研方面的重大突
破，往往在于认知上的改变和提升，“经过反
复比对研究，我们认为盐碱地改良并不需要
改变它原有的土壤结构，只要针对地下30
公分耕作层，让它快速脱盐、适合耕种。”

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大量数
据支撑和详实文本记录。2022年，戴长荣
博士加入湿地学院专家团队，负责研究脱
盐时地下30厘米耕作层里的化学、生物
学、地理学反应，用精密的公式编制可复
制、易推广的操作路径。

与通常印象中，整天与精密仪器打交
道的科学家不同，戴长荣的面庞黝黑、眼
神明亮，更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农业专
家。在他看来，“盐碱地通常也是生态脆

弱区、敏感区，改良技术不仅要快速有效，
更要绿色安全。”

为此，湿地学院专家团队专门配套研
究了“种养一体化”技术，将从盐碱地脱盐
排出的盐碱水引入田边挖好的田头塘，精
心选育适合的鱼类品种进行养殖。这是
一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目前已
经获批江苏省科技厅重点项目。

一系列的创新成果离不开集体的智
慧和力量。为了深入贯彻国家“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加快盐碱地水稻种植高
产高效进程，早在2014年起，专家团队就
成立了课题组。历时7年多，课题组把论
文写在盐碱地上，持续开展了以废弃盐田
和滨海新垦盐碱地快速高产高效为中心
的科研攻关，创造了十多项高产新纪录，
获批了一批发明和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地下30厘米，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盐碱地油菜测产现场

农作物样本比照农作物样本比照

湿地学院组织专家团队观摩调研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湿地学院师生参与“种养一体化”实验

盐碱地试验田农机作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