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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增加其他地理位置特殊、气候环境特别的区

域；在作物种类上，结合可能纳入认证目录的作物种

类，适当纳入对农业产业影响大、国际贸易需求急的

蔬菜、种薯、种苗和经济作物作为试点作物，进一步

提高认证试点的代表性，以取得更多实效，积累更多

经验。

3.3 进一步增强种子认证效果　加大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培训、会议、报告和媒体等渠道，宣传政策、制

度、要求和效果，提高种子认证制度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让各级领导、更多企业和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充分

了解认证制度，接受认证种子。

3.4 推动种子认证制度落地　尽快出台《种子认证

管理办法》，制定配套方案，培育认证机构和技术人

员，强化示范带动作用 [3]。谋划筹建认证机构，综合

考虑工作需求、作物种类和专业技术能力谋划机构

布局，确保各作物、各地区都有主体来承担认证工

作，避免认证机构无序发展；思考谋划认证机构主

体，充分吸收管理机构、检验机构之外的新主体来承

担认证工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优惠政策等支持，

做好制度实施的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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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盐碱化土壤约 95 亿 hm2[1]，我国盐碱耕地

达 760 万 hm2[2]，盐碱化土壤在我国黄淮海麦区分

布广泛，环渤海湾地区农田受盐碱危害尤为严重 [3]。

淡水资源匮乏进一步限制了盐碱地区农作物生产力

提升。提高盐碱农田的作物生产力对于在人口不

断增长、耕地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合理开发利用盐碱

“后备耕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指出要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

化。氮、磷等化学肥料是重要的农业投入品，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9 年我国每 hm2 耕地化肥

使用量为 799.3~921.6kg。部分粮食主产区每 hm2 单

季氮使用量超过 200kg，磷使用量超过 120kg[4-5]，远高

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磷矿石是不可再生

资源 [6]，过量使用磷肥引起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将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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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育适宜滨海地区盐碱农田氮磷高效、节水抗旱农作物新品种，有助于滨海盐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结合文献调研

和长期工作经验，着重探讨滨海盐碱地区“低投高效”农作物育种策略，以期为该地区育种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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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农业生产走向“低氮、磷供应”模式。

培育适宜盐碱农田氮磷高效、节水抗旱农作物新

品种是一项重要任务，有助于盐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充分的文献调研基础上，结合多年的一线农业

推广工作经验，以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区为例，以周年

“低投高效”为目标，提出对应的农作物育种策略。

1　 与盐碱农田农作物轮作模式相配套的育

种策略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区地处暖温带，农作物生产

可实现一年两熟；当前，该地区的主要轮作模式为小

麦 - 玉米。如果采用一年两熟制，实现周年内农作

物增产增效需要统筹兼顾轮作农作物的生长特性。

为适应种植结构调整、农牧业均衡发展，可适当发展

冬小麦 - 大豆、春小麦 - 玉米、燕麦 - 玉米、大麦 -
玉米生产模式。若采用春小麦 - 玉米、燕麦 -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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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麦 - 玉米模式，玉米育种可选择生产期适当延

长的基因型，以实现周年增效。

2　低氮磷投入耐盐碱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策略
为避免歧义和误解，有必要对“低投高效”育种

目标进行明确：在同一个较低水平的肥料投入基础

上，与当前农作物生产力相比，通过育种手段，实现

综合农业生产效益提升。育种目标确立之后，首先需

注重种质材料的筛选鉴定工作，在较低肥料投入条

件下，通过育种手段提升当前农作物品种的生产力。

根系是作物获取氮、磷营养的重要器官，同种

作物不同根构型的基因型在氮、磷获取和利用方式

上存在显著差异。育种实践中应注重探索根系性状

与养分利用关系，将根系性状作为后代材料取舍的

参考。同时，氮、磷供应量与供应深度对作物根系发

育存在显著影响，育种工作要在适当的氮、磷运筹栽

培条件下进行。开花后茎秆及叶片氮素向籽粒转移

的效率也会影响最终氮素利用效率，需要对育种材

料的根系、地上植株生理性状综合评估。

由于磷素在土壤中难以转移，在表土层分布占比

较大的根系构型更有助于作物适应低磷环境 [7]。例如，

有研究表明玉米冠根数目较多的基因型相对于冠根

较少的基因型根系分布深度降低 24%，而叶片磷含量

增加了 37%[8]。除根系发育早期外，根系总长度的绝

大部分由侧根长组成，侧根长主要由侧根数目和单条

侧根平均长度决定，侧根性状与表土层的磷素利用极

为密切 [9]。Jia 等 [10] 发现侧根分枝密度较大的玉米基

因型更有利于磷素吸收。磷高效利用选择育种要兼

顾这些已知的根系性状与磷利用关系。

3　节水耐盐碱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策略
与低氮磷投入耐盐碱农作物培育策略类似，首

先要确立节水耐盐碱农作物育种工作目标：即在雨

养旱地或限水条件下进一步改良当前农作物，获得

“新基因型”提高生产力。节水耐盐碱新品种培育

工作要注重探索根系发育进程与降雨或水分供应的

关系。在淡水资源紧缺地区，可采用燕麦 - 玉米或

春小麦 - 玉米生产模式，育种实践中注重选择根系

性状与自然降水匹配度较好的后代材料。

4　讨论与展望
盐碱地区“低投高效”农业发展模式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种业管理部门、从事育种的科研院

所与企业、农业合作社、农民经营个体等多方面参

与。盐碱区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和推广是盐碱地区

农业的“低投高效”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需要建

立完善盐碱地区“低投高效”农作物新品种评价指

标体系。建议在盐碱地区设立专门农作物新品种

评定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农作物品种（系）区域试

验和生产试验，试验结果提交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在滨海盐碱地区，新品种审定应划分专门耐

盐碱组别。以低肥投入、节水抗旱为目标的育种工

作，又可进一步细化设置耐盐碱低肥组、耐盐碱旱肥 
组等。

科研院所和企业育种单位应注重加强新品种

的推广工作，充分调动农业合作社、农民经营个体的

生产积极性。随着制度逐步完善、社会各方面的逐

渐重视，适宜盐碱农田周年“低投高效”农作物育种

策略可将农作物新品种的增效“基因”最终表达在

农业生产和社会效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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