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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探索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滨州方案”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的盐
碱地呈现梯度特点，有1‰的轻度盐
碱地到 13‰ 的重度盐碱地分布其
中，当前，在这里生长的一片结穗饱
满玉米田十分引人关注，这片玉米
不同于普通玉米品种，它是滨州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成功繁育
的耐盐碱高产多抗玉米。

 该园区耐盐碱高产多抗玉米
新品种繁育项目与淄博农科院合
作，首先筛选出 10 至 20 份高产 5%
以上的品种，再从中优选出 3-5 个
进行复配试验，从而实现玉米能完
全达到抗盐碱。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服
务中心粮食作物与种质资源研究室
主任正高级农技师卢振宇介绍，目
前该园区已进行了 900 余个玉米组
合的丰产鉴定试验，初步选出高产
耐盐碱组合16个，在抗盐碱、抗病虫
上取得了较好表现。

□晚报记者 房艳梅 通讯员 孙艳刚

近年来，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积极探索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现代农
业发展模式，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农
业科技示范推广、产业融合发展等方
向，突出项目招引、试验示范、孵化科
技成果，大力试验推广“种地相适”模
式，形成了“试验田”、育出了“创新
苗”，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遍地
开花”。

如今，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内盐碱地治理科技不断取得新突
破，耐盐碱作物新品种选育等技术研
发、成果申报类项目达到 18 个，已经
推广各类新品种、新技术8万余亩，为
加快塑造滨州农业产业新优势注入了
新的动能与活力，为服务乡村振兴和

“齐鲁粮仓”的建设探索提供了盐碱地
综合开发利用“滨州方案”。

>>>示范新品种，开辟盐碱地种植葡萄新天地

    进入 8 月份，滨州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盐碱地葡萄新
品种硕果垂挂、长势喜人，第
一、二茬相继上市。

园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该园区在盐碱地试种
葡萄的第二年，虽然还未到

丰产期，但是在试用先进的
技术管理下，所种植的京香
玉品种糖度达到 18%-19%，
亩 产 量 达 到 1250-1500 公
斤，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6 元
左右，产量、口感以及卖相上
都已崭露头角。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盐碱地葡萄新品种引种和先
进种植模式示范项目与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采
用篱壁式和棚架式两种种植
方式，集成多项管理新技术。
目前引进了山东农业大学耐

盐碱砧木 1 种，种植葡萄苗
木 868 棵，还包含酿酒葡萄
品种香百川、蜜光、宝光等 5
种鲜食品种，成功后将在盐
碱地区大力推广种植。

>>>综合施技策，开创冬枣与羊肚菌双收模式

    当前，在滨州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冬枣林里，颗颗冬
枣犹如绿宝石般预示着丰收
的到来。近年来，园区利用
枣园中生草保水效果好，并
且腐烂到地里后能增加土壤
有机质的特点，通过高标准
建设改造枣园，使土壤酸碱
度达到了适合冬枣生长的条
件。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林果冬枣研究室副主任李庆
军介绍 ，园区从 2007 年就
开始试验枣园生草技术，有
效维持了枣园生态平衡，改
善了土壤性状。同时，冬枣
栽种采用篱壁模式，便于机
械化作业、果实采摘，改善枣
园光照和通风。
    通过草园生草和篱壁栽

种模式综合使用，冬枣种植
管理上实现了不用激素，不
施化肥，农药用量减少 40-
60%，显著提升了冬枣的品
质。
    依托沾化冬枣种植资
源，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联合市食用菌推广中
心，探索开展林下羊肚菌栽
培技术研究与示范，形成了

羊肚菌盐碱地大棚种植和冬
枣林下栽培两种成功模式。
冬枣林下栽培羊肚菌充分利
用冬枣冬季休眠期和冬枣设
施防风保温潜力，一方面成
功种植出高品质的羊肚菌，
另一方面通过施用有机肥、
营养包，加上菌包自身丰富
的有机质，实现每亩增加有
机肥2吨以上。

>>>良种配良法，实现盐碱地里小麦增产19.13%

    今年夏粮收获期间，山
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迎
来了优质耐盐瘠小麦品种及
配套抗逆丰产技术示范田、
新型小麦种肥“九甲麦硅”滨
海盐碱地小麦示范田实收测

产专家组，经过综合对比，优
质耐盐瘠小麦及配套抗逆丰
产技术示范田较对照田增产
19.13%，新型小麦种肥“九甲
麦硅”滨海盐碱地小麦示范
田较对照田增产19.13%。

    近年来，滨州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与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合作，在
园区内的试验田种植耐盐碱
杂交小麦品种成果丰硕。目
前，园区杂交小麦渤海创新

研究院已在园区完成 3760
个杂交组合及 5000 余个杂
交种试，选育的耐盐碱小麦，
2023 年实打验收“京优 368”
亩 产 达 583.5 公 斤 、“ 京 优
612”亩产达到658公斤。

>>>培育无絮柳，“仁居柳”系列6个耐盐碱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与山东逸一农林科技责任有
限公司共同建设了无絮柳新
品种创新基地，以耐盐碱柳
树和无飞絮柳树品种的选育
为重点进行柳树种质资源的

搜集、保存及利用，并示范推
广无飞絮柳广泛种植。

园区已成功优选和鉴定
旱柳、垂柳核心种质 300 余
份；筛选出雄性柳树种质资
源 96 份，定向选育并通过国

家审定“仁居柳”系列 6 个耐
盐碱无飞絮柳树新品种，这
些品种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
耐干旱、耐盐碱、耐瘠薄、无
飞絮，都表现出了比较好的
生长态势。

“仁居柳”系列无絮柳新
品种的成功培育和种植为瘠
薄及盐碱地区园林应用提供
了更多选择，正逐步成为一
支深受市场欢迎的苗木新力
量。

>>>繁育多抗玉米
成功筛选出16个
耐盐碱高产组合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把开展
盐碱地中草药种植作为推进盐碱地
综合利用、写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
文章的重要内容，自 2021 年起一直
进行耐盐碱中草药品种筛选以及绿
色栽培模式创新工作，目前，园区内
中草药种植基地种植了丹参、肉苁
蓉、黄芩、虎杖、半夏、艾草、金银花
等十余种耐盐碱中草药，其中丹参
的种植效益最高。

园区内丹参种植是2023年引进
的，包括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两个
品种，在种植上采用了大垄覆膜双
行交错、土壤微生物处理等高效绿
色栽培模式。大垄覆膜双行交错栽
培技术区别于传统的单垄单行栽培
模式，通过使用起垄机起宽垄，并覆
盖黑色可降解地膜，从而充分发挥
覆膜增温、保墒、抑制杂草功能，双
行交错种植既保障了植株之间良好
的通风，又有效保障了植物的光合
效率，对于提高丹参产量和品质具
有较好作用。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中草药
与蔬菜研究室副主任姚志鹏介绍，
园区在中轻度盐碱地进行丹参种植
实验，不仅表现出了较好的耐盐碱
性，而且其丹参酮类等有效成分高
于药典标准值30％以上。

>>>创新栽培模式
盐碱地里也能种出
高品质丹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