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在哈达山水利枢纽、引嫩入白和大安灌

区“三大水利工程”基础上的吉林省西部土地开发

整理重大项目是吉林省增产 50 亿 kg 商品粮建设

任务的“十大工程”之一，是目前我国投资最多、规
模最大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可为吉林省新增盐

碱地水田 9.6 万 hm2。项目自 2007 年启动以来，

随着水利和田间建设工程的逐步完工，项目区新

增盐碱地水田已经陆续投入使用。根据笔者近年

来对新增盐碱地水田种植户的详细调查发现，由

于稻农种植技术参差不齐，各新增盐碱地水田之

间发展很不平衡，产量和效益差异很大，普遍存在

盐碱地水稻种植技术“跑粗”现象。面对这一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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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盐碱地水田开发，如何实现盐碱地水稻种植稳

产高产，为吉林省增产 50 亿 kg 商品粮做出新贡

献，笔者结合多年来盐碱地开发种稻的科研和生

产实践，围绕吉林省西部新增盐碱地种稻的技术

节点进行剖析，为今后的盐碱地水稻生产提供一

些参考。

1 吉林省西部新增盐碱地水田水稻

品种熟期的选择

1.1 水稻品种长白 9 号的历史评价

水稻品种长白 9 号在吉林省西部盐碱地水稻

生产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长白 9 号是 1994 年

通过吉林省审定的中早熟期水稻品种，表现高产

稳产耐盐碱，综合性状好，在吉林省西部推广种植

近 20 年，是吉林省历史上单一品种种植年限最长

的水稻品种，深受农民欢迎。以白城地区为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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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吉林省西部新增盐碱地水田在水稻品种选择、水稻秆腐菌核病的发生及防治、盐碱地水稻施肥、
插秧与机械化收获及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与审定等关键种稻技术上进行了科学的剖析，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改进

和加强的意见及建议，为今后盐碱地水稻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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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长白 9 号在吉林省西部年种植面积仍在

80％以上，未来几年还会有相当的种植面积，还没

有被其他品种完全取代的可能。其长盛不衰的原

因除了长白 9 号本身高产稳产耐盐碱之外，由于

气候因素，白城地区 7 月初～8 月末降雨少，空气

湿度小，稻瘟病发病轻或不发病是它种植年限长

的重要原因。另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吉林省大

部分育种单位育种基地的气候因素对选育中晚熟

等水稻品种有利，对选育中早熟品种不利。早熟品

种到秋季出现早衰现象，秋季决选困难，很难选出

好的早熟材料；再加上中早熟水稻品种种植面积

没有其他熟期面积大，各育种单位从发展上和经

济效益上不会向中早熟期的水稻材料倾斜，造成

了中早熟水稻品种长期缺乏的局面，客观上也助

推了长白 9 号的长期种植。
但长白 9 号由于推广年限长，在实际水稻生

产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种性严重退化、抗倒伏

差、品质差等，已经不能满足水稻生产发展的需

要，迫切需要新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来更新换代。
目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选

育的东稻 4 生育期 131 d，在吉林省为中早熟水

稻品种。经过近 3 年在吉林省西部的大面积种植

表现高产、耐盐碱、食味佳、耐肥抗倒，具有明显的

优势，深受农民欢迎，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主推水

稻品种。
1.2 白城地区水稻种植品种的生育期选择

按照西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规划，吉林

省西部新增盐碱地水田主要集中在白城的镇赉县

和大安市。这些地区的光热优越，≥10℃的活动积

温为 2 900～3 100℃·d，无霜期 145 d，与长春温

和半湿润亚区的光温相同[2]，但笔者认为这些地区

种植的水稻品种生育期只能在 130 d 左右，最长

不能超过 135 d，而长春地区主推水稻品种的熟

期为 140 d。这是由于这次新开垦的水田多为中

重度盐碱地，土壤 pH9.0 以上，含盐量在 0.3%～
0.7%之间[1]，严重推迟水稻的生育期。除了盐碱直

接伤害之外，由于苏打盐碱土渗透性极差，造成土

壤通气性差，春季土壤解冻化冻时间推迟，地气上

传缓慢，造成土壤耕层冷凉时间较长，严重影响水

稻的缓苗。此外，西部春天的大风对水稻缓苗也有

很大的影响。插秧过后到 6 月末 7 月初西部地区

气温相对其他地区普遍偏高，地气也上来了，盐碱

地水田耕层温度也上来了，造成水稻“伏天”滞后

大量疯狂分蘖，使水稻生育进程严重延迟。另外还

有一个原因是白城地区早春和晚秋每天的最低气

温与长春比较明显偏低，也影响水稻的生长。基于

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白城地区新增盐碱地水稻品

种熟期不宜过长。

2 新出现的盐碱地水稻病害呈急剧

蔓延趋势

最近几年在吉林省西部盐碱地水田新发现了

水稻秆腐菌核病，有快速蔓延之势，且盐碱越重的

地块发病越重，是盐碱地水稻的“稻瘟病”，在吉林

省属于水稻新发生病害。该病在水稻抽穗期大量

发生，且具有隐蔽性强、发生迅速、危害性大、难于

防治等特点，其发病症状容易与稻瘟病、螟虫等病

虫害相混淆，轻者减产 30%~40%，重者绝收。
建议省里应立专项，重点开展水稻秆腐菌核

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田间发病规律、传播途径、
影响发病条件等方面研究，以及进行农药种类和

剂量的药效试验，同时从抗病品种选择、合理施

肥、水分管理等方面也要进行摸索，尽快找出一条

以农药预防为主，多种手段并存的综合防治体系。
省级植保部门要在水稻的生产季节在吉林省西部

病害发病区进行连续多年的预测预报，为水稻生

产提供信息支撑。

3 盐碱地稻田施肥技术走入误区

吉林省西部稻区以苏打盐碱土为主，由于苏打

盐碱土具有可溶性盐含量高、pH 高、交换性钠含量

高、分散性强、渗透性差等特点，使秧苗返青滞后，

秧苗生长发育缓慢。长期以来西部盐碱稻区农民习

惯通过加大施肥量来促进秧苗生长。一般每公顷施

用纯氮 225～250 kg，个别达到 300 kg，施肥量过

大，比非盐碱地水田大一倍还多，而且全部的肥料

都在水稻分蘖盛期的 6 月 20 日前用完，忽视穗粒

肥，结果造成营养生长旺盛，贪青晚熟，无效分蘖增

加，有效分蘖严重降低，出穗不齐，每穗粒数减少，

倒伏严重，严重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基于以上分析，在盐碱地开发种稻生产实践

中，一定要改变传统的盐碱地种稻施肥量过大、以
前期施肥为主的技术模式，减少氮肥的施入总量，

追肥后移，减少分蘖肥、重施穗肥，从增加每穗粒

数上下工夫。

4 新增盐碱地水田与机械化的矛盾

尖锐

吉林省西部人少地多，劳动力资源十分短缺，

盐碱地水稻生产从插秧到收获必须走机械化发展

5 期 13杨 福等：对吉林省新增盐碱地水田种稻技术的几点新认识



的道路。但由于新增盐碱地水田物理性质恶化，土

壤高度分散，泥浆不沉淀，形成超级“悬浮液”，水

稻无法插秧立苗，严重影响盐碱地尤其是新开垦

盐碱地水田机械插秧质量；到了秋季，由于盐碱地

水田渗透性极差，稻田断水后田面水分几乎不下

渗，造成田面长时间积水，土壤始终处于泥浆状

态，水稻收割机无法下田收获，错过了水稻的最佳

收获期，等到收割机能下地的时候水稻大部分已

经倒伏，造成严重减产。因此，盐碱地水田尤其是

新开垦的盐碱地水田，要大力推广“旱整平、轻耙

地”等水田整地技术以满足插秧机的要求；为了配

合收割机械作业一定要选择耐盐碱、抗倒伏、生育

期早、秋优型水稻品种，尽量选择宽式履带收割

机；适时断水，必要时在稻田中央开出排水沟，确

保能及时排水，为水稻机械收割创造条件；因地制

宜，在劳动力相对多的稻区要以人工收获为主，能

通过人工收割的地块就要人工收割，人工收获和

机械收获相结合，不能搞一刀切。

5 耐盐碱水稻品种培育及审定

不同基因型的水稻材料其耐盐碱性差异明显，

耐盐碱基因只有放在盐碱环境中才能表达出来。为

了不使水稻的耐盐碱性状丢失，充分利用水稻的耐

盐碱性基因资源，建议每年参加吉林省水稻筛选试

验和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的水稻中早熟期、中熟水

稻品系，除在吉林省其他试验点进行试验外，重点

在白城地区的镇赉、大安、乾安等地进行农业耐盐

(碱)力鉴定，制定针对吉林省西部盐碱地区水稻品

种审定的区域标准。以往水稻品种的审定对抗稻瘟

病性审查严格，存在“一票否决”制度。由于吉林西

部地区尤其是白城地区水稻抽穗灌浆期 (7 月末至

8 月中下旬)降雨偏少，空气湿度小，不利于稻瘟病

菌生长，稻瘟病不发生或发生轻。因此，对参加上述

区域试验进行农业耐盐(碱)力鉴定表现好的品系在

品种审定时应该放宽稻瘟病抗性标准予以审定，只

不过限制其应用推广区域。近 20 年长白 9 号的推

广和应用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水稻的耐盐碱性是极其复杂的数量性

状，其分子机制还很不清楚，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

分子育种、转基因手段培育出耐盐碱的水稻品种，

耐盐碱水稻品种的培育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还要

以常规育种为主。

6 要大力加强新增盐碱地水田地区

种稻服务技术体系建设

吉林省西部新增盐碱地水田土壤主要是苏打

盐碱土(以 Na2CO3 和 NaHCO3 为主)，具有可溶性

盐含量高、pH 高、交换性 Na+ 含量高、分散性强、
通透性差等特点，严重影响水稻的产量和品质，这

就形成了盐碱地种稻技术的特殊性。盐碱地种稻

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从育苗、插秧、施

肥、田间水分管理、病虫草害防治到成熟、收获与

非盐碱地种稻技术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非盐碱

地稻区，盐碱地种稻技术性更强，技术节点更多，

技术环节更复杂。同时，西部盐碱地水稻种植时间

相对较短，农民种稻经验少，尤其是新增盐碱地稻

区多数农民和经营者对盐碱地种稻知识匮乏，对盐

碱地水田种植技术掌握不好。因此，西部盐碱稻区

更加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迫切需要方方面面的

专家、技术推广人员到西部进行种稻技术指导，全

省的水稻科技力量要向吉林省西部盐碱地水稻倾

斜，组织盐碱地水稻的重大科技攻关。要强化西部

地区水稻科技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西部地区盐碱地

水稻生产技术服务网络，改变目前盐碱地水稻种植

技术跟不上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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