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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河是甘肃省三大内陆河之一，民勤位于其下游。民

勤绿洲曾是阻断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重要屏障，但

由于石羊河的过度消耗，民勤县已经成为我国北方沙尘暴

“四大”发源地之一，并已对甘肃中部、内蒙古河套平原乃至

整个华北地区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这一生态悲剧的

再次重演，自2001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14次批

示和指示——“决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现根据我们

多年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承担国家西部专项所取得的成果，

特提出以下防治对策建议。

l 民勤生态环境的演变轨迹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石羊河的下游，由于降水量

少(112．9毫米)，蒸发量大(2637．8毫米)，土壤积盐严重，

属典型的内陆干旱封闭的盐渍系统。干旱和盐渍这对孪生因

子成了生态演变的动力和关键。

1．1青土湖的生态演变

青土湖位于民勤绿洲最北面、是石羊河的终端湖，在上

世纪50年代前，石羊河的径流量在5亿立方米以上，有大量

余水注入湖内，所以青土湖是烟波飘渺，水鸟成群，植被丰

茂的湖泊景观。以后随着源头的水量减少和中上游用水增

加，石羊河水很少流入民勤，终端湖也随之逐渐干涸。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考查，青土湖早已不存在了，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盐渍荒漠。原来1米多高的芦苇，变成

了只有10公分上下的鸡爪芦苇，其中伴生的多为典型的盐生

植物花花柴、有叶盐爪爪。仅有的灌木也是耐盐的柽柳和黑

果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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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再次考察青土湖，这里已被流沙覆盖，植被

极其稀疏，只有少量耐盐的柽柳和黑果枸杞在风中摇曳，最

为引人注意的是红柳阻挡的流沙形成了一个个沙包。现代的

民勤人早已遗忘了这片曾经水草丰茂的湿地。

1．2民勤湖区的生态演变

民勤湖区是指紧邻青土湖的五乡、87个村，即现有的西

渠、中渠、东湖、收成和红沙梁5个乡镇，有农户1．73万户，

农村人口8．2万，土地总面积143万亩。石羊河上世纪70年

代来水3．17亿立方米，80年代2．28亿立方米，90年代1．51

亿立方米，到2001年入境量仅为7230万立方米，湖区配水

人均1．87亩。为了弥补地表水的严重不足，上世纪末开始大

规模开采地下水，年均提取地下水在5亿立方米以上，地下

水位每年以0．5～1米左右的速度下降，由70年代的1—9米

降到现在的12～28米。同时矿化度也逐年升高，年平均升高

率约O．13克／升，平均达到6克／升以上，最高的地方达到

16克／升左右。加之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蒸发量大等特点，

使盐分逐渐聚于地表，土壤盐渍化加重，现湖区约70％的土

地严重盐渍化而弃耕。不少群众因土地无法耕种而背井离

乡，成了生态难民。土地也因此加剧了风蚀过程，加速走向

盐渍化和沙漠化。这种由于水资源减少引起土壤盐渍导致沙

漠化也是民勤湖区生态演变的规律。

民勤人民在与风沙作斗争中采用了不少方法，做出过重

要贡献，但是由于对生态演变规律掌握不够，单纯地强调了

治沙，结果事倍功半，沙漠治理反而越治越严重。从我们研

究得出的结论看，土壤盐渍是沙漠化的前兆，盐渍区是绿洲

和沙漠之间的过渡带，如果不治理好这一过渡带必然引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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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治沙必须先治理盐渍”。

2治理盐渍防止沙漠化的具体对策

2．1用生物治盐

过去通过挖沟排碱、漫灌洗碱、竖井压碱等多种措施，

一是对内陆地区而言，水将盐无法真正排走，只能使下游盐

渍加重而盐漠化；二是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如挖排碱沟，

再一次破坏了土地的完整性；三是耗资巨大，如打竖井，每

1～2亩地一井，投资最少在5万元以上。经我们研究认为真

正治本的办法是生物治理，利用抗盐、耐盐植物，通过全年

候的绿色覆盖，防止盐分表聚和培肥地力达到使盐分逐渐降

低的目的。

2．2防盐种植

防盐种植是在内陆盐渍区种植植物的一项关键技术，现

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应用这种方法可以人为在高盐渍区创

造低盐小环境，使一般耐盐作物在高盐渍区能种植成功。在

土壤全盐2％甚至更高的环境，大面积种植成枸杞、甘草、麻

黄、桑、杜仲、小黑麦、油葵等。不仅有效地治理了盐渍，控

制了土地沙化，扩大了土地利用面积，而且创造了比种庄稼

高出数倍的经济效益。

2．3培植盐地农业

盐地农业是指在土壤表层或亚表层(一般厚度为100厘

米左右)，水溶性盐类累计量超过O．3％，致使大多数植物受

到不同程度抑制甚至不能成活的生境中，应用耐盐抗盐的植

物(包括盐地植物和具有潜在抗盐能力的非盐生植物)进行

种植生产的一种特殊农业。

2．3．1盐地农业是节水型

农业

民勤是严重缺水地区，不仅

降水少，而且降水时间分布不均，

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所以

我们如果改变一般农作物的春种，

而利用牧草或耐盐植物秋播秋种，

则可转弊为利。如民勤9月份土壤

含水量可达14％～15％，能满足一

般植物发芽所需的土壤水分含

量。而到了春季，土壤水分含量

不足7％，一般作物无法发芽(需

灌水)，即便是耐早植物无灌水

时种子也难发芽。

一般农作物耗水量大。以种

植小麦为例，需灌水250～310立

方米／亩，实际目前每亩灌水高达380～900立方米，既浪费

水资源，又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

种植耐旱、抗盐的植物红豆草、柽柳、枸杞、沙枣，一

般只需80立方米／亩，是种小麦的1／3。经测，红豆草植物

体总含水量只有69．2％，比苜蓿少近8个百分点，但它束缚

水含量还要高出苜蓿4．8％。种植这种耗水量少的经济作物，

等于把一份水当三份水用，这对民勤这样的严重缺水地区很

有现实意义。

2．3．2盐地农业是免耕型农业

其做法是利用多年生的牧草或乔灌木进行农业生产而

形成免耕农业，其优点除能大幅度减少劳力外，还具有全年

候绿色覆盖、蓄水保墒、减少风蚀、培肥地力、改良土壤的

作用。

2．3．3盐地农业是特种经济型农业

农作物为人类提供淀粉、蛋白质和油脂等营养物质是最

基本的。但是还有许多化工、医药，甚至能源也需要从植物

中去寻找，而盐地植物，因为长期生长在特殊环境中，体内

常产生一些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常常是珍贵的化工、医

药、食品、能源原料。如多糖、萜类、黄铜、生物碱、乙醇、

香料、纤维等。我们研究发现盐角草、骆驼剌油中0【一亚麻

酸含量高，可抗衰老；枸杞除直接食用外，还可提取枸杞多

糖这种高级保健食品；罗布麻既可提取降压药，也可将其纤

维制成高级保健面料；甜高梁是最佳生物能源等。正如

Waisel预言：植物界的未来将属于盐生植物，我们必须向自

然界中的盐生植物索取。因此，也可以断言，未来农业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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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属于“盐地农业”。

3．盐地农业的成功模式

3．1盐地药产业

甘肃是全国药材主要产区之一。现有药材品种9500多

种(包括野生)，居全国第二位。中药材很重视地道性，原因

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生长的中药材有着其它环境中无法替代

的有效成份和药理活性。而在盐地这一特殊生态环境条件下

生长的甘草、麻黄、枸杞、黑果枸杞、罗布麻、红花、肉苁

蓉、锁阳等都是其它生境无法相比的一些内陆盐地地道中药

材，因品质上乘，药效独特而蜚声海内外。如甘草、麻黄等

最适合在盐渍沙地上生长，现人工在盐渍土上种植成功，仅

麻黄一项每亩纯收入在1800元以上。还有锁阳和肉苁蓉，它

们是以盐地植物白刺、枸杞、梭梭为寄主的寄生植物，因有

补肾壮阳、延年益寿之功效，被誉为“沙漠人参”和“不老

草”，如果大力开发，可以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现仅以其中的枸杞产业加以说明：

考查发现，枸杞的家族有极强的耐盐性，如黑果构杞，

在土壤全盐大于6％的生境中都能正常生长，这是很多植物

无法比疑的，此外甘肃枸杞、宁夏枸杞能耐受2％以上的盐

度。而且这种典型的盐生植物如果离开了盐溃生境，反而生

长发育不良，品质下降。

枸杞防治盐渍效果显著。枸杞在耕作层土壤含盐1％时

生长旺盛；在1．5％生长正常，在全盐达到2％的土壤中成活

率都在90％以上。种植3年，耕作层土壤全盐降到0．6％，脱

盐率超过70％。

枸杞的经济效益突出。枸杞是一种早产型经济植物，在

栽培当年就有零星挂果，第2～3年进入经济果期，亩产干果

150千克左右，收入干元左右，是种粮的两倍。到盛果期亩

产200～300千克，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

甘肃枸杞质量上乘。《本草纲目》李时珍日：“古者枸杞，

地骨取常山者为上，⋯⋯而又以甘州(今甘肃张掖)者为绝

品”。我们在景泰县试验所产的枸杞果实肉厚、味甜、个大质

优。大部分被宁夏商人收购去，标以“宁夏枸杞王”出售。经

我们分析证实。景泰产的枸杞比宁夏中宁枸杞糖含量离出2

个百分点，维C高出4个百分点，微量元素锌、铜都要略高，

所以质量称得上是上乘。

现在景泰县从政府到群众都看到了种植枸杞在防盐洽沙

的效果和为县域经济及人民生活带来的实惠，自动地大力推

广，现已在景泰县北和内蒙古接壤的巴丹吉林沙漠南缘建成

了一条30米宽，十多公里长的枸杞防护林带，在盐渍化严重

的地区种植枸杞万亩以上，起到了治盐防沙的显著效果，也

—一矗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

3．2盐地桑蚕产业

我国是世界丝绸业的发祥地，也是当今世界蚕、丝生产第

一大国。但过去产区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下游的杭湖嘉和珠江三

角洲，随着近代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沿海工业的兴起，桑蚕业

出现了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转移的大趋势。而西北内陆以干旱和

盐渍为主要生态条件，能否发展种桑养蚕，我们进行了研究。

首先在土壤全盐为1．O％的条件下，采用塑料薄膜覆盖、

芽片贴接等技术成功地繁育出优质桑苗。经用避盐种植的方

法移栽后，成活率达到96％，并能正常生长发育。因为日照

充足、日温差大，桑叶干物质积累较多，病虫害少，叶质良

好。这为西北盐渍区培植桑蚕产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通过对蚕的特性研究，发现这种变温动物，在温和

凉爽，湿度相对小，日温差大的气候条件下，不仅生长发育

好，而且病害少、产量高、丝质优。鲜茧出丝率高达20％。同

时解舒丝长、解舒率等各项指标均可与江浙相比。

第三是宜桑面积大。西北内陆是盐渍土的主要分布区，

仅甘肃河西走廊就有各类未开垦的盐渍土2698．8万亩，其中

只需初步改造后就可种桑的盐渍化耕地约130万亩。每亩养

2张蚕，就能养260万张，每张初级产品以300元计，直接

经济收入可达7．8亿元。可见，发展种桑养蚕，调整产业结

构，退耕还林，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出口创汇，振兴地方

经济，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桑树对防治土壤盐渍和阻挡风沙作用显著。经测

二年生桑树林地，1米深土壤含盐由原来的1．0％降至0．61％。

这与绿化覆盖减少地表蒸发和生物排盐密切相关。同时，桑

树成林后，可减低风速，降低蒸发，防止盐份表聚，防止土

地风蚀沙化。相反，加大植物蒸腾，降低地下水位，这些都

有利改变农田小气候，控制返盐，促进脱盐。加之植物根系

活动和枯枝落叶增大土壤有机质，使土壤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发生根本改变，土壤容重降低，孔隙度增大，有机质转化率

提高，土壤养分得到改善，逐渐使盐渍土改造成可持续发展

的耕作土壤。

研究证实，在西北发展种桑养蚕不仅可能，而且还有相

对的优势。不仅符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退耕还林的大政方

针，而且对改良盐渍化土壤，防止风沙危害，提高群众的经

济收入，早日实现小康等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事实告诉我们，土壤盐渍化是沙尘暴的起因、沙漠化的

先导、生态灾难的元凶。治理沙漠必须先治理盐渍，治理盐

渍才是防沙的关键，这是我们对防止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的建议，并殷切希望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建议能

付诸实施。_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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