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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苏打盐碱土水稻大面积超高产
本田管理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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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安古河道盐碱地开发万亩试验区，选用非盐碱性超级稻吉粳 88 进行了轻度苏打盐碱土粳稻

超高产试验。结果连片面积 7.33 hm2，产量达到 10 768.2 kg/hm2(标准水)，较对照的超级稻品种吉粳 503 增产

7.5%。较区域平均产量 8250 kg/hm2 增产达 30.5%，创出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粳稻大面积超高产纪录。本

田管理的关键技术包括：高效洗碱使盐分降低至接近非碱性土壤临界值；适时早插延长生育期与合理密植争

取穗多高产技术相结合；以原创配方施肥为基础，同时增施农肥，施足氮肥；控水上创用“浅 - 深 - 浅 - 湿”灌

溉模式，实现高效节水。试验结果使原创品种吉粳 88 突破了非盐碱区界限；不同类型苏打盐碱土不仅可以开

发种稻，而且有可能实现超高产，对提升区域水稻产量建设粮食基地具有重大经济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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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iques of Large-scale Super-High-Yield of Rice
in Light Soda Saline-Alkali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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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uper high yield experiment of rice was carried out on saline-alkali land development ex-

perimental area of Daan ancient river channel using 'Jijin 88', a super rice variety of non-salin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 was 10768.2 kg/ha in 7.33 hectares, which was 7.5% higher than that of 'Jijing 503' and

30.5%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of rice production on the Songneng Plain, so it became a new record of rice unit

yield in the plain. The key technique included: reducing the saline of soil to critical value of the non-s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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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河道研究发现，严重退化的盐碱地生态环

境，却掩盖着大面积可开发土地，是全国少有的后

备农业资源[1-3]。苏打盐碱地种稻总面积目前已达

到约 40×104 hm2。特别是大安灌区等国家级灌区

的梯次上马，可使全区水稻达到 60×104 hm2，成

为国家重要的优质商品粮基地。
然而，受治碱技术等因素限制，该区稻田绝大

多数处于中低产状态，公顷产量徘徊在 7 500 kg

上下，高产面积十分局限。而按公认标准，连片面

积达到 6.66 hm2 (100 亩)、产量达 10 500 kg/hm2

才定为超高产，这在本区尚无先例。这表明，苏打

盐碱地能否种稻的问题虽已解决，但能否大面积

高产，特别是大面积超高产，已成为亟待突破的科

技前沿。而这一科技难题一旦突破，则松嫩西部水

稻基地的产能将提高约 40%，经济效益与科技创

新意义均十分巨大。
为此，作者以水稻产量达 10 500 kg/hm2，连

片示范面积 6.66 hm2 为目标，于 2011 年在大安

古河道盐碱地万亩试验区开展轻度苏打盐碱地粳

稻超大面积高产试验，并获得成功。试验涉及复杂

技术体系，本文仅就本田管理的关键技术进行初

步分析。

1 试验区环境分析
大安古河道盐碱地综合开发万亩试验区始建

于 1989 年，总面积达 1.7×103 hm2，是目前亚洲最

大的内陆苏打盐碱地综合开发试验区。适于不同类

型、不同尺度的苏打盐碱地农业试验。1996 年完成

轻 - 中度苏打盐碱土种稻洗碱及高产试验[4]，2000

年完成含碱斑的重度苏打盐碱地洗碱种稻试验[5]。本
次试验在万亩试验区中部的韩福元泡老稻区的轻

度苏打盐碱土进行。
1.1 试区地貌环境

地貌属于松嫩低平原的嫩江古河道地貌系

统，由嫩江阶地、高、低河漫滩和湖泡低湿地 4 种

类型构成，其中，后三类地势低平开阔，接近月亮

湖，适于引嫩水田开发。韩福元泡经排干种稻[3]，

现为轻度苏打盐碱土类。
1.2 试区气候环境

试区属于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据大安气象

站资料，年气温 4.3℃，年降水量 413.7 mm，夏季

占年雨量的 60%，水热匹配，而春季少雨干旱。年

蒸发量 1 750 mm，年日照 3 012.8 h，无霜期 142

d 左右，≥10℃积温 2 921.3℃·d。光热条件基本

可以满足水稻生长需求。
本次以张俊国等培育的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进

行试验[6]，生育期 142 d，积温 2 950～3 100℃·d，可

见其关键气候指标已达阈值。本次采取适早播种，

旱育壮秧等技术加以克服。
1.3 试区土壤环境

轻度苏打盐化土(含盐量在 0.1%～0.3%)，主

要分布在韩福元泡面积达 246.66 hm2，原为轻 -

中 - 重度苏打盐碱土组合，自然肥力较高。经过

16 年 连 续 洗 碱 种 稻 ， 绝 大 多 数 盐 分 已 经 降 到

1.5%左右；营养物质氮、磷、钾状态较好。1996 年

以来一直保持平均 9 000～10 000 kg/hm2 的高产

状态，为超高产试验提供了基础。
1.4 试区植被环境

韩福元泡原为碱性浅湖，周边被无植被碱滩包

围，呈现碱质半荒漠景观。但剖面测量发现，古河道

未被封闭前，为淡水湿地，沉积厚层沼泽化草甸土，

故原始肥力高。随着种稻治碱的推进，目前已属于典

型的适应轻度苏打盐化土壤的水稻人工植被。
1.5 试区水文与水资源环境

本区降水固然不足，但地下水和江河水丰富。
浅层地下水埋深仅 0.5～3.5 m，深层(>90 m)为承

压水。本试验水源来自嫩江与洮儿河汇合处的月

亮湖水库(东灌区)，属于优质低矿化淡水，可确保

试验对水资源的需求。
综上分析，试区环境基本要素对实施水稻超

soil used drip washing, transplanting rice proper earlier to extend the growth period and planting closely to

get more ears, applying formula fertilizer and plus manure to supply enough nitrogen, irrigating by shal-

low-deep-shallow-wet mode. This experiment extended the cultural range of 'Jijin 88' and broke non-alkali

limit. Different types of soda saline-alkali soil can be developed to grown rice, even super-high-yield can be

achieved. This is of important econo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regional rice yield and con-

struct food production base.

Keywords: Light soda saline-alkali soil; Super-high yield of rice; Songnen plain; Daan; Ten thou－
sand mu experiment area in ancient river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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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地泡田(王文富地块)洗碱降盐效率

样品编号 深度(cm) 总盐(%) pH EC
分析结果(mg/kg)

Na+ Mg2+ K+ Ca2+ CO3
2- HCO3

- Cl- SO4
2-

泡田前试验地土壤含盐量(%，mg/kg)

2011-F-1 0～10 0.15 7.54 225 242.95 51.86 12.91 93.73 0.00 805.20 230.75 23.37

2011-F-2 20～30 0.12 7.36 127 102.60 23.95 144.16 61.91 0.00 732.00 124.25 13.86

2011-F-3 40～50 0.08 7.49 93 87.93 19.70 21.93 59.31 0.00 497.76 145.55 9.49

2011-F-4 60～70 0.07 7.58 82 80.04 17.57 13.65 55.84 0.00 439.20 124.25 8.62

泡田后试验地土壤含盐量(%，mg/kg)

2011-F-5 0～15 0.12 7.44 231 157.80 62.31 10.94 136.62 0.00 658.80 142.00 32.60

2011-F-6 15～30 0.11 7.62 146 193.68 23.17 7.16 40.51 0.00 658.80 150.88 16.01

2011-F-7 35～40 0.10 7.66 109 141.81 16.01 12.03 54.88 0.00 622.20 150.88 11.94

高产试验具有可行性。

2 以洗碱为核心的改土技术
2.1 适度深翻，精细整地

试验水田通常翻地一般深度为 25 cm。考虑

到土壤有机质层厚达 45 cm，为了改善通气性和

开发深部营养成分，降低表层”聚盐“现象。同时超

级稻深根特性表明，除约 80%的根系分布在土壤

表层 20 cm 以内，还有约 20%分布到 20～40 cm，

而这两类较深根系却对超级水稻后期发育有直接

影响[7]。吉粳 88 属于根系发达，多长根的品种。据此，

本次翻地深度控制为 35 cm 左右。同时以旱水结合

方法，精细平整试验地，无僵块，排水平稳通畅。
2.2 设计合理降盐指标，高效泡田降盐

经 测 定 ， 本 次 超 高 产 试 验 土 壤 含 盐 量 为

0.15%上下。考虑到产量与土壤含盐量呈负相关

的规律，若达到超高产，必须通过高效泡田使含盐

量降至 0.1%左右，即接近非盐化土壤。为此，我们

在 5 月 10 日左右开始泡田，使土壤表层含盐量明

显降低(表 1)。

表 1 说明，按照泡田降盐设计，泡田后秧苗根

区 土 壤 表 层 0~10 cm 含 盐 量 已 由 0.15% 降 到

0.12%，接近于非盐化土壤。

3 水稻生物生理调控
3.1 适时早插内延生育期

吉粳 88 生育期等同于大安无霜期，超高产试

验有相当风险。但碍于尚无既耐盐碱又生育期短，

还能超高产的水稻品种，只有大胆尝试。我们的思

路是通过挖掘气候资源潜力，来保证生育期和有

效积温。为此，采取提早播种、培育大苗的苗期管

理措施(另文详述)，并适时早插。5 月 15 日前后当

气温稳定通过 10℃时就开始插秧，5 月 25 日全

部结束。收获期在 10 月 15 日开始，满足了生育期

要求。主要采用机插，并尽量浅插(深度 3 cm)以抑

制低节位分蘖造成减产。
3.2 合理密植在穗多上挖掘高产潜力

育 种 者 指 出 ， 要 使 吉 粳 88 获 得 >10 000

kg/hm2 的高产，栽培上首先应确保穗数，然后再争

穗大。插秧方式 30.0 cm×(13.6～14.8)cm，每穴

插秧苗数 5.1～5.8 个[6]。而考虑穗大问题可以通

过优化肥 - 水 - 热组合加以解决。在插秧方式

上，采取了合理密植，以 26.0～28.0 cm×14.0～

16.0 cm，4～5 苗 / 穴为基本模式。

4 配方施肥基础上增施农肥并施足
氮肥

4.1 以配方施肥为基础

松嫩西部盲目过量施肥是水稻管理的共性问

题。但对于实现超高产目标，又必须满足肥料需

求，关键是科学调控。本次基本遵照吉粳 88 培育

者 推 荐 的 配 方 施 肥 960： 氮 (N)220.3～228.0

kg/hm2、磷 (P205)102.0～1l1.5 kg/hm2。钾 (K2O)

28.5～38.7 kg/hm2。
4.2 增施农肥，施足氮肥

同时考虑到苏打盐碱土结构较差，增加多施

农家肥措施，结合翻地每公顷施 45 000 kg。为了

充分发挥吉粳 88 生物生产量较大、生育后期需肥

量较多的优势，使产量在 10 000 kg/hm2 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注意控制钾肥而施足氮肥。
4.3 合理调配肥种和时间

施肥中底肥、分蘖肥、补肥、穗肥的比例是：3∶
4∶2∶1。底肥除农家肥外，每公顷尿素 100～120 kg，

二铵 200 kg，钾肥 75 kg。纯磷 70～85 kg，作为底

肥；纯钾 90～110 kg，底肥 70%，拔节期追 30%.并

正确掌握施肥时间(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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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轻度苏打盐碱土水稻大面积超高产施肥调控

时间 肥料种类 数量(kg/hm2) 功效

翻地 农家肥 1 500～3 000 底肥，增加基础肥力，改善土壤结构

5 月末～6 月初 尿素 100 分蘖肥

7 月上旬 尿素 120～150 穗肥

- 钾肥 75 -

8 月 10 日 尿素 45～50 粒肥 出穗后如果叶发黄时施用

表 3 苏打盐碱地粳稻大面积超高产灌溉制度试验控水模式 cm

灌水模式
孕穗

抽穗 乳熟 黄熟
前 中 后 前 后

浅 - 深 - 浅 - 湿 3.3 4 4 3.3 6 6 4 3 1-0

返青
分蘖

5 创用“浅 - 深 - 浅 - 湿”模式合理
控水
在灌溉制度上，松嫩西部基本处于粗放状态。

为了节水并有效控制返碱，我们在流行的“浅 - 深 -

浅”模式基础上加以改进[8-9]，创用“浅 - 深 - 浅 -

湿”模式，并在灌水过程中采取凉田而不晒田的控

水技术(表 3)。

由表 3 可见，穗期前的水层设计比现有同类

模式段降低，既有利田面增温，同时节水。每次灌

水后直到露地—湿而不干，才再次灌水，达到凉而

不晒的效果。机制上，水层不论浅、深，都与湿润状

态交替，既不是传统的盐碱地“全水层”，也避免引

起返碱的晒田 [10]。按“浅-深-浅-湿”模式的田间

灌溉总用水量为 7 978.05 m3/hm2，较目前松嫩平

原西部一般每公顷平均约 13 500～15 000 m3，节

水 26%～46%。是该盐碱地稻区的一种高效节水模

式[11]。应属于目前松嫩平原模式，可应用于古河道

中部低洼稻区。高效节水的机制除合理的灌溉模

式外，试验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接近地表；表土

黏重，故渗漏量低，也是重要因素[12]。

6 结果与讨论
2011 年在松嫩平原西部大安古河道盐碱地

开发万亩实验区轻度苏打盐碱土区，进行的粳稻

超高产试验，面积为 15 hm2，选用非盐碱性超级

稻 吉 粳 88， 测 产 结 果 ， 平 均 产 量 达 到 9 000

kg/hm2。其中 7.34 hm2 按自然水计算，达到 10

850 kg/hm2。经采用国家规定的理论产量测产法

与平方米实割验证相结合测产结果，达到 717.88

kg/666.67 m2(标准水)，合 10 768.20 kg/hm2。较对

照的超级稻品种吉粳 503 增产 7.5%。若与大安市

近年水稻平均产量(标准水)8 250 kg/hm2 比较，则

增产达 30.5%，创松嫩平原西部首个苏打盐碱地

粳稻大面积栽培的高产纪录[13]。
试验涉及复杂技术系统。在本田管理上采取

一些关键技术措施。主要包括：1. 以洗碱降盐为

核心，结合适度深翻，精细整地的控土技术；2. 适

时早插内延生育期与合理密植争取穗多高产的水

稻生物生理调控技术；3. 以配方施肥为基础上，

增施农肥，施足氮肥；4.创用“浅 - 深 - 浅 - 湿”
灌溉模式合理控水。

这一结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 原创品种吉

粳 88 的种植范围限于非盐碱区，地理界线不超过

松原市中部。本次试验突破了这一地理界线，扩展

到吉林省西部广大盐碱地带，试验表明，吉林省西

部盐碱区不同类型苏打盐碱土不仅可以开发种

稻，而且可以在轻度苏打盐碱土实现超高产。2．松
嫩西部盐碱地开发种稻正在进入历史新时期，未来

水田面积将达到近 6×105 hm2，成为东北仅次于三

江平原的第二大水稻基地。那么，本试验对全面提

升区域水稻产量自然具有重大经济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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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治玉米螟
2011 年玉米螟危害十分严重，普通农户平均

减产约 20%～30%。在 6 月末，刘兴军用辛硫酸对

甲拌磷颗粒撒入心叶内，防治玉米螟。在 7 月中下

旬用乐果喷药防治蚜虫。在玉米授完粉后要到地

里查看，为减少养分损失，及时去掉空秆和小棒。
此后对第二代玉米螟也进行了重点防治。通过这

些措施，刘兴军的玉米田基本没有玉米螟，没有发

生因玉米螟导致的秸秆折断问题。

7 滴灌施肥保证粒重
根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1995 年 6 个点的联

合试验，在底墒充足的条件下，拔节期灌水增产

23％，灌浆期灌水增产 19％，而浇拔节水和灌浆

水的增产 39％。在年降雨量≥350 mm 的地区，灌

水更是决定产量的关键[11]。2011 年 8 月份，正值

玉米灌浆期，二十多天没有下雨，刘兴军用“高产

高效竞赛活动”赠给的滴灌设备对玉米进行了一

次滴灌施肥，保证了后期子粒灌浆速度[12]。

8 利用生长调节剂防倒伏
耐密性品种玉米分蘖都比较多，亩产吨粮田

要及时去掉玉米分蘖，防止在田间争肥争光[3]。由

于亩产吨粮田密度大，在玉米八片叶时用玉黄金

进行叶面喷施，矮化植株，抗倒伏，提高产量。

9 适时晚收获、增加粒重
适时晚收增加产量，实验证明适时晚收能提

高产量和品质，降低玉米水分，有利于储藏保管，

所以不能提早收获，应适时晚收。刘兴军一般在

10 月 5 日后收获。而且割倒后一周左右再扒，增

产效果特别明显。

以上总结的吨粮田的技术集成说明吨粮田的

实现需要关注每一个管理细节，任何一项技术不

到位，都会影响其它措施的效果。
这次梨树地区玉米实现吨粮田是一个重大突

破，它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由农户自主实现的，充

分说明在吉林省中部实现玉米大面积高产是有潜

力的[13]。可以预见，吨粮田的实现将会极大地刺激

农户提高玉米单产的积极性，推动梨树地区、甚至

吉林省其它地区的玉米高产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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