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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良治理盐碱地、促进盐碱地农业高效利用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盐碱地农业

可持续利用是基于生态适宜性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目标，通过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获取盐碱地农业生产力的持续维持与

提高。通过回顾盐碱地农业利用的研究进展发现，尽管相关技术模式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系统的盐碱地资源调查监测缺乏、基

础理论研究薄弱、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在对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技术

可持续性、改良模式可持续性以及管理决策可持续性分别评价的技术体系与思路。开展科学的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构

建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技术与管理支撑体系对促进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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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要提高，粮食安全有

保障的迫切要求，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合理开发一定

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率成为补充

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盐

碱地总面积约为 3 600 万 hm2，具有利用潜力的盐碱荒

地与盐碱障碍耕地约 1 236 万 hm2[1]，大致可分为滨海

盐土和海涂、黄淮海平原盐渍土、东北松嫩平原盐土

和碱土、半漠境内陆盐土和青新极端干旱的漠境盐土

五大片[2]。改造治理及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促进

盐碱地农业高效、可持续利用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改善生态环

境、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

和物力改造盐碱地，开展了盐碱地的大规模考察、勘

测垦殖、改良和利用的实践，盐碱地改良技术和研究

不断发展，在土地盐碱化发生过程、机理、防治及合

理利用等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取得了大量

研究成果[3]。然而，相对于丰富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成

果，有关盐碱地可持续利用管理的探索较少。国内对

于盐碱地的研究偏重于治理和改良，对盐碱地进行合

理开发利用的战略规划及管理决策重视不足，同时对

盐碱地资源也未从整体上予以认识[4]，呈现出重技术、

轻管理的不可持续态势。因此，结合盐碱地农业利用 

 

 

 

主导技术、模式和相关利益群体意愿，探索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相互协调的盐碱地农业利用可持续评价技

术体系以及管理决策技术支撑体系，构建盐碱地农业

可持续利用管理制度，成为盐碱地农业利用配套技术

模式研究与示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技术效益，

促进盐碱地高效、持续利用的基础保障。本文在明晰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基本内涵与研究进展的基础

上，探讨了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与

思路，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1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内涵 

从土壤学角度来看，盐碱地与盐碱土、盐渍土的

概念相近，是各种盐土、碱土以及不同程度盐化和碱

化土壤的总称，其特点是土体中含有较多的盐碱成分，

具有不良的物理化学性质，致使大多数植物的生长受

到不同程度的抑制[5]。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

标准（GB/T21010- 2007）将盐碱地定义为表层盐碱聚

集，生长天然的耐盐植物的土地[6]。基于资源学视角，

结合盐碱地的土壤学内涵及资源利用管理需要，本文

认为盐碱地是受到盐碱化危害的土地资源，是一个由

土壤、气候、水文、生物及人类活动所组成的自然经

济综合体，主要包括因受盐碱化影响而难以利用的未

利用土地及具有盐碱化障碍的耕地。其中，盐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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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滨海和内陆盐碱湖沼等也可视作广义概念上的

盐碱地资源。因此，盐碱地可持续利用也便成为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指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

土地资源进行开发、使用、保护与治理，并通过一定

的组织机构，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其核心

内容是协同和公平[7]。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

结合盐碱地的自身特点，本文认为盐碱地可持续利用

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机制，对盐碱地

资源进行开发、使用、保护与治理，以获取盐碱地生

态经济功能的持续维持和提高。盐碱地生态经济功能

的持续维持和提高不仅体现了盐碱地开发利用与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也突出

了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具有高效利用、可持续利用

的双重特性。 

综上所述，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就是盐碱地可

持续利用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基于生态适宜性与人

类经济社会活动目标，通过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

获取盐碱地农业生产力的持续维持与提高。在自然生

态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盐碱地农业利用的经济效

益，并在利用过程中，考虑区域的相互影响，使其具

有社会可承受性。不难看出，盐碱地的农业可持续利

用，要求根据盐碱地利用的多目标性，有机地组织各

种可行的技术改良模式，尤其强调传统方法与现代方

法的结合、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广的结合以及技术模式

与管理机制的结合，构建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技

术与管理支撑体系。 

2  我国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概况 

2.1  基本进展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盐

碱地资源调查、改良技术研发、改良模式总结与推广、

盐碱地可持续利用管理等多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盐碱地改良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盐渍

土改良技术和土壤次生盐渍化、碱化的防治等方面的

研究较为深入，对盐渍环境和盐渍土的发生演变以及

改良利用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调查和试验研究，很多区

域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具有创新性的盐碱地综合整治工

作，大量盐碱地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有效地防止了土

壤盐渍化的进一步发展[1-2, 8-10]。尽管根治盐碱化、摆

脱土壤盐碱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态带来的危害并非

易事，但广大科技人员和人民群众在盐碱地农业利用

方面还是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方法。“盐随水

来，盐随水去；盐随水来，水散盐留”便是人们在长

期的盐碱地治理过程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土壤盐分运

行受水分运行支配的基本规律。盐碱地农业利用的技

术方法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物理改良、水利改良、化

学改良、生物改良等几大类，其中既有古老的技术，

如平整土地、深耕晒垡、及时松土、微区改土、灌水

洗盐、种植水稻、种植耐盐植物等；也有近代传统改

良方法，如灌排配套、蓄淡压盐、灌水洗盐、地下排

盐以及化学改良技术等；还有利用生物化学新技术所

研制的新型土壤改良剂（如氮磷钾增效剂），以及利用

新型材料和先进施工技术所实施地下暗管排盐工程、

“改排为蓄、水地共处、和谐生态”治理新模式等[11-12]。 

结合盐碱地农业利用技术发展及盐碱地综合治理

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盐碱地综合治理实践大致经历

了以下几个阶段：“农改”阶段，大体在 1958 年以前，

主要以农业综合治理与生物措施为主，侧重于推广农

民群众经验，如刮盐起碱、围埝养青、翻淤压碱、耕

作防碱、多施有机肥、种植耐盐植物和防盐、抑盐等

栽培措施。“水改”阶段，即从 1958 年到 1960 年代末，

以水利改良措施为主，如大力发展引黄灌溉和平原水

库等，但由于重灌轻排、兴渠废井，导致了大面积的

土壤盐渍化，后来经过根治黄河，挖沟排水，并配合

井灌井排，使盐渍化面积逐步缩小。到了 1970 年代，

发展到“农水”结合综合治理阶段，通过工程措施和

农林生产措施相结合，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80 年代，

为了研究盐碱地的治理，国家在黄淮海平原 5 省 2 市

先后建立了若干试验区，如山东省的禹城、俊县、寿

光，河北省的曲周、南皮，河南省的商丘、封丘，江

苏省的睢宁等，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生产上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经济上有了明显的改善，科研上也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13]。1980 年代末期以来，以改造中低产田、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基本目

的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得以推广实施。盐碱地的改良

利用作为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中的重要工作，

也被纳入了规范化管理轨道。与此同时，国家还先后

启动了大量与盐碱地治理与农业利用相关的科研项

目，促进了盐碱地综合治理实践和相关科学研究工作

的有机结合，推动了盐碱地农业利用技术、改良模式

及其管理决策的深入发展。 

2.2  主要问题 

随着盐碱地农业利用技术、改良模式研究与实践

工作的不断进步，我国盐碱地改良治理工作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目前我

国盐碱地资源的数量与分布情况等数据还是依据全国

第一次与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做出的结论，第二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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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壤普查距今已有 30 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盐碱地资

源调查工作亟待更新。有必要利用目前先进的 3S 技

术，结合盐碱地改良治理工作的需要，开展系统的、

专业的盐碱地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构建全国土壤盐渍

化的监测预报体系，为制定盐碱地治理的宏观、长期

战略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再者，尽管我国盐碱地改良治理工作已经陆续开

展了几十年，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迄今为止，却

从未对盐碱地改良治理在国家层面进行全面规划，仅

有部分省份对本区域的盐碱地改良治理进行过较为全

面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盐碱地综合治理的目标任务。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盐碱地改良治理存在着多方投

入、多头管理的现象，缺乏宏观管理决策战略指导与体

制保障，致使各地盐碱地改良治理工作政出多门，使有

限的盐碱地改良与治理资金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宏观发展战略的缺失导致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

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技术模式、管理体系等研

究不够系统深入，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强的研究内容。

尤其是在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的结合、理论探索与实

践推广的结合以及技术模式与管理机制的结合方面，

综合性、系统性强的研究十分缺乏。因此，立足全国

与区域视角，结合盐碱地农业利用技术、改良模式的

不断深入探索，通过开展科学的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

用评价，构建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技术与管理支

撑体系成为加快盐碱地资源开发进程，促使盐碱地农

业利用综合效益稳步提高的重要途径。 

3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与思路 

3.1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 

土壤水盐运动规律、盐渍土物理化学性质等理论

研究是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水利工程，

农业技术，生物、化学等改良技术和措施是盐碱地农

业可持续利用的主要技术手段，而完备的政策与科学

的组织管理体系则是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

障。因此，在明晰盐碱地农业利用综合效应响应机理

的基础上，揭示盐碱地农业利用过程中利益主体（如

政府、企业、集体、农户等）相互关系，针对不同类

型盐碱地农业利用技术与改良模式的周期性以及风险

特征，从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等方

面解析盐碱地农业利用的可持续性，研发盐碱地农业

利用可持续评价技术，将盐碱地农业利用作为一个复

合生态经济系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参与

系统运转的技术模式、财力物力、管理决策等各类可

控因素进行高效调控，以获取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涉及的对象类型复杂，评

价尺度较为宽泛，技术体系的设计尤为重要。盐碱地

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技术体系在结构上，要融盐碱地

农业利用技术、改良模式以及管理决策的可持续性评

价为一体，在评价内涵上考虑保持和提高生产力（生

产性）、降低生产风险（安全性）、保护自然资源（保

持性）等方面，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可行性

和社会接受性（图 1）。 

 

图 1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技术体系 

Fig. 1  Evaluation technical system of saline-alkali l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use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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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技术思路 

3.2.1  盐碱地农业利用技术的可持续性评价    盐

碱地农业利用技术的可持续性评价技术思路为：①定

性分析：确定评价对象和范围，结合盐碱地农业利用

技术研发理论与实践，考虑不同类型盐碱地农业利用

技术的周期性以及风险特征，选择典型区域、典型技

术作为评价对象，分析各评价对象与区域范围的土地

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判断土地利用趋

势类型；②定量评价：调查获取评价对象相关数据，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在生态平衡、经济可行、

社会接受等方面建立影响各评价对象可持续状况的指

标体系，确定相应权重，确定各评价对象的指标实际

值，并选择适当方法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计算各评

价对象的各类评价指数值和总指数值，在单因素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多因素综合评价。 

3.2.2  盐碱地农业利用改良模式的可持续性评价     

盐碱地农业利用改良模式的可持续性评价技术思

路为：分析盐碱地农业利用改良模式的综合效应响应

机理，从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等方

面构建盐碱地农业利用改良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结合相关案例开展循环经济型、

低碳农业型等典型盐碱地农业利用模式评价，为生态

友好型盐碱地农业利用模式的推广提供示范。 

3.2.3  盐碱地农业利用管理与决策的可持续性评价     

盐碱地农业利用管理与决策的可持续性评价技术

思路为：综合分析现有盐碱地农业利用管理政策制度，

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典型农户调研、政府访谈

等形式获取第一手资料，揭示盐碱地农业利用过程中

各利益主体（如政府、企业、集体、农户等）之间的

相互关系，构建利益共赢、相互协调的盐碱地农业利

用管理与决策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试点推行、定

期回访等方式获取管理决策的实践数据，构建科学的

评价指标采用定量方法进行可持续性评价。 

4  结论与展望 

作为重要的土地资源，盐碱地的农业可持续利用

是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之一。

本论文在明晰盐碱地及其可持续利用概念的基础上，

阐述了盐碱地农业利用的内涵。并通过回顾盐碱地农

业可持续利用相关研究进展，发现宏观发展战略的缺

失导致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

弱，技术模式、管理体系等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缺乏

系统性和综合性强的研究内容。研究认为，结合盐碱

地农业利用技术、改良模式的不断深入探索，通过明

晰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技术体系与思路，从技

术可持续性、改良模式可持续性以及管理决策可持续

性等方面开展科学的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评价，构

建盐碱地农业可持续利用的技术与管理支撑体系成为

加快盐碱地资源开发进程，促使盐碱地农业利用综合

效益稳步提高的重要途径。 

鉴于土壤水盐运动规律的复杂性，土壤中盐分运

移、积聚及其变化过程，盐渍土的发生演变与新型盐

渍化评估技术方法，土壤水盐调控，盐碱地资源的利

用与管理，土壤盐渍化的防控，盐渍化的环境效应，

全球变化、人类活动与土壤次生盐渍化的相互影响等，

将成为国内外盐碱地研究的重点问题[1, 14-16]。与此同

时，盐碱地农业利用过程中的优化管理与宏观战略决

策等研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尤其是与盐碱地农业可

持续利用技术、改良模式紧密结合的盐碱地农业可持

续利用潜力评估、可持续利用评价、管理决策技术等

将成为盐碱地领域研究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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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o enhance the 

agricultural efficient use of saline-alkali land.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and social-economic activity goals,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aline-alkali land is throug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saline-alkali l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on saline-alkali land’s agricultural use, it 

was found that relevant technical model had been experienced a great progress but survey and monitoring system of saline-alkali land resources was 

lacked, basic theory was insuffici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was imperfect. The paper inquired into the evaluation connotation of saline-alkali l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use and established the respective evaluation technical system and thoughts in view of technology sustainability, improvement 

model sustainability and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sustainability. It is of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saline-alkali l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use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saline- alkali l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use, establish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 of 

saline-alkali l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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