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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地退化指由于使用土地或由于一种营力或数种营力结合致使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

区的雨浇地、水浇地或草原、牧场、森林和林地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下降或丧失。
宁夏的土地退化类型，按其成因和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以风力作为外营力的土地风蚀类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宁夏中部干旱地区。据 2009年全国荒
漠化普查，宁夏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1346191.8hm2，占全区总面积的 26.0%。其中，轻度风蚀荒
漠化土地面积 474461.2hm2，占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的 35.2%；中度 685501.7 hm2，占 50.9%；重度

137098.1hm2，占 10.2%；极重度 49130.8hm2，占 3.6%。
在降水或流水重力作用下形成的土地水蚀类型，主要分布在海原县、西吉县、彭阳县、原州区

和隆德县、同心县、盐池县的部分地区。据调查，全区轻度以上的侵蚀面积 1654776 hm2，占全区
总面积的 32%。其中，轻度水蚀面积 420545 hm2，占总侵蚀面积的 25.4%；中度 570602 hm2，占
34.5%；重度 390465 hm2，占 23.6%；极重度 273164hm2，占 16.5%。

土壤次生盐渍化类型，主要分布在平原灌区农田区，但南部山区清水河流域苦水灌区也有盐

渍化土地分布。据 2009年全国荒漠化普查，全区盐渍化荒漠化面积为 63289.2 hm2，占全区总土
地面积的 1.2%。其中，轻度 30392.9hm2，占盐渍荒漠化土地面积的 48.0%；中度 17315.1hm2，占
27.4%；重度 8252.0 hm2，占 13.0%；极重度 7329.2hm2，占 11.6%。

据估算，全区由于土地退化，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折合人民币占全区 GDP总
量的近 10%，可以看出土地退化造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直接经济损失比较明显。多年来，宁夏

在土地退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估计每年用于防止土地退化的
投入占全区 GDP总量的 10%~15%。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国家和地方投入力度的加大，

土地退化带来的经济损失会呈明显减缓趋势。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科技人员对全区荒漠化地区的自然、经济及荒漠化发展趋势、防治利用
技术进行了综合、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将科技成果应用到荒漠化防治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不同荒
漠化类型、程度、区域、立地条件下配套的、行之有效的综合防治技术和方法。

宁夏 GEF-OP12项目协调办公室、执行办公室为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宁夏在土地退化防治方
面的经验和成果，组织相关技术人员，从盐碱地改良、流沙固定、水土保持、农田防护林营造、退化

植被恢复、退化土地利用等方面编辑了《宁夏土地退化防治实践》，全面总结了全区范围内的 18
个防治土地退化实践模式，对今后宁夏土地退化防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宁夏土地退化防治实
践》的出版，使宁夏在土地退化防治领域的先进理念和成果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推广，将为宁夏

乃至全球的土地退化防治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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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柽柳造林
宁夏·惠农

将盐碱地用机械措施进行整地，配套灌溉措施，营造柽柳灌木林。
技术示范区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惠农区，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

平均气温 8.2℃，年平均降水 243.1mm，年平均无霜期 153d。以风沙土、
灌淤土为主，土壤瘠薄。
主要技术措施
（1）整地。含盐量 0.2%~0.6%的盐碱地在造林头一年秋季用机械

将盐碱地平整、深翻，冬季灌水洗盐，第二年春季对造林地挖穴栽植；
含盐量＞0.6%的盐碱地，要在造林前一年开沟，沟上部宽 50~60cm，下
部宽 30~40cm，沟深 40~50cm，利用农闲季节灌水洗盐，特别是灌足冬
水，造林时在沟内挖穴栽植。
（2）苗木。苗木要选择地径在 0.5cm，苗高 50cm,无病虫害、生长健

壮的一年或二年生苗木。苗木起苗后用清水浸泡 24小时，让苗木吸足
水分。
（3）定植。栽植时挖长、宽、深各 20~30cm 的穴，栽植深度 15~

20cm，不要窝根，踩实保墒。视土壤墒情，栽后浇水 1~2次。
（4）抚育管理。在造林第 1年，当 50%的苗木萌发时，对未萌发及

抽干的部分进行二次截干，剪口位置高于萌芽处 5cm左右。根据柽柳
生长情况，可在造林后第二年、第五年进行平茬，促进柽柳萌发，扩大
树冠。以后每隔 2~3年平茬 1次。柽柳极耐干旱和瘠薄，成活后不需要
进行施肥和灌溉，同时病虫害较少，一般不需要进行人工防治。
该项技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推广性，可推广应用于宁夏及周边

省区引黄（河）灌区盐碱地营造柽柳灌木林，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建
设，降低地下水位，保护农田，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区域
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左图：柽柳灌木林

右图：柽柳

摄影：惠学东

位置：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

技术应用面积：40km2

水保措施类型：工程/植物措施

土地利用类型：其他类（盐碱地）

气候：干旱

WOCAT 数据库索引：

对应的方法：充分利用盐碱化土地资源，大力

营造柽柳灌木林

编辑：惠学东，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日期：2012年 1月

编者评论：该技术在银川平原有灌溉条件的盐

碱地营造柽柳灌木林中应用，其主要目的是充

分利用盐碱化土地资源，营造柽柳灌木林。该

技术的应用，将起到治理盐碱化土地、增加森

林覆盖率、保护农田、增加粮食产量、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

1.
盐
碱
地
改
良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土地利用问题
地下水位较高，土地盐碱和盐渍化程度较重；
不进行土壤改良，造林成活和保存率低。

土地利用 气候 退化类型 水保措施

其他类
盐碱地
（造林前）

林地
（造林后）

干旱 盐碱化 生物措施：
灌溉造林

技术措施的作用/影响
主要包括 减少盐分，改良土壤

降低地下水位
提高植被覆盖度
保护农田

次要作用 减少沙尘暴
调节气候

环境

海拔（m） 地貌 坡度（%）

很陡（>60）

陡（30~60）

较陡（16~30）

倾斜（8~16）

缓坡（5~8）

平缓（2~5）

平坦（0~2）

生长季: 4~9月
土壤肥力: 非常低
土壤质地：以沙粒为主
表层石砾含量：砾石很少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低（<1%）
土壤排水性能：差
土壤侵蚀度：高

>4000
3000~4000
2000~3000
1500~2000
1000~1500
750~1000
500~750
250~500

<250

自然环境

平均年降雨量（mm）

>4000
3500~4000
3000~3500
2500~3000
2000~2500
1500~2000
1000~1500
100~500

<250

0~20
20~50
50~80
80~120
>120

土壤深度（cm）

平原/高原 山脊

陡坡

山脊
缓坡

坡麓
谷底

人文环境

户均耕地（hm2）

<1
1~2
2~5
5~15
15~50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10000
>10000

土地使用权：国有 、集体

土地所有权：国有、集体

产品的市场定位：农民自用

要求的技术水平：田间工作者/推广工作者：高；土地利用者：中

非农业收入的重要性：占总收入的 10%~50%

2



技术制图

左图：整地
整地规格：方坑或圆坑
长×宽×深=
30cm×30cm×30cm
右图：栽植
栽植密度：3333株·hm-2

株行距：1m×3m或 1.5m×2m
株距

行距

深

长

宽

实施活动、投入与成本

实施活动

1.造林设计。

2.机械平整土地或开沟整地。

3.田间道路、灌溉渠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4.沿路、渠垂直方向栽植柽柳，株行距 1m×3m或 1.5m×2m，3333株·hm-2。

每公顷实施活动投入和成本

投入

土地平整（4台班）

生产道路（300m）

栽植费

种苗（3333株）

合计

成本（RMB，元）

800

30

333

833

1996

土地利用者承担份额（%）

100

16.7

技术维护和日常管理所需每公顷每年的投入和费用

投入

抚育管理人工（10工日）

合计

维护和日常管理活动
1.林木抚育管理，包括病虫害防治、平茬等。
2.平茬。造林 6年后且红柳树冠达到 200覆盖度达到 70%时，进行平茬。 成本（RMB，元）

800

800

土地利用者承担比例（%）

1.
盐
碱
地
改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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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接受/采用
技术使用区所有林场职工和农户在盐碱地营造灌木中均采用该技术；
由林业部门为主体推广部门；
没有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采用该技术的其他企业和农户数不到 10%。

效益成本对比 短期 长期

实施

维护 /日常管理

土地利用者对效益/成本的评价

成本适中，效益低

积极

积极

非常积极

非常积极

技术的影响
生产和社会经济效益 生产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不利方面

社会文化效益

生态效益

区域外效益

为种植者提供燃料、饲料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开发利用盐碱地的知识

大面积盐碱地得以改良
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改善了生态环境

带动了周边地区农民开发盐碱地的积极性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无

社会文化的不利方面
无

生态损失

目标区外损失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

缺点→如何克服或解决
林木在盐碱地种植，且为灌木林，经济效益不明显→大力开展应
用研究，提高综合利用价值

优点→ 如何维持和进一步完善

改良盐碱地，改善环境→及时平茬复壮

降低地下水位，提高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推广扩大覆盖面

主要参考资料

［1］张建锋，宋玉民，邢尚军，等.盐碱地改良利用与造林技术[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2，30(6)：124- 129.

［2］王权胜，王强.盐碱地造林技术措施[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02,30(2):38- 39.

［3］孙洪范，姜玉波.几种盐碱造林技术措施的对比试验[J].林业科技,2008，33(2)：11- 13.

［4］宗福生.盐碱地造林树种选择试验研究初报[J].甘肃林业科技，1997，（1）：32- 47.

［5］王鸿伟，宁晓光，王恩海，等.抗干旱耐盐碱树种的选择[J].林业科技，2006，31(3)：12- 15.

［6］杨光滢，朱灵益，韦少敏，等.“三北”地区盐碱地宜林性评价[J].林业科学研究，1999.12（1）：66- 73.

联系人:惠学东，宁夏林业技术推广总站；联系电话：0951- 4101355；电子邮件：hxdch989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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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盐碱化土地资源，大力营造柽柳灌木林
宁夏·惠农

政府投资，农民投工的模式发展灌木林
2000年，惠农县人民政府立足县情，针对惠农县地处干渠和干沟

末梢，地下水位高，土地盐碱化程度高，荒地面积大，生态环境恶劣的
现状，决定结合惠农县实施的“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工程”等国家重点
生态林业建设工程，采用“盐碱地柽柳造林技术”，通过“政府投资，农
民投工”的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盐碱荒地资源，大力营造柽柳灌木林，
改善生态环境。
该项目由惠农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惠农县林业局和各乡镇人民

政府负责。资金由中央、地方政府组织筹措，技术由林业部门负责，各
乡镇组织农民进行造林

推广经营模式
1.政府投资，农民投工。由政府统一组织对盐碱化土地资源进行统一
规划，统一整地，统一配套水利设施，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技术指导，分
户种植经营，推广面积 10 km2。
2.政府投资，林场实施。由政府将国有土地划拨给国有林场，并给予资
金扶持，由国有林场组织栽植和经营管理，推广面积 30 km2。

左图：在平整好的盐碱地上人工造林

右图：林分调查

摄影：惠学东

位置：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方法应用面积：40km2

土地利用类型：其他类（盐碱地）

气候：干旱

WOCAT 数据库索引：QA

对应的技术：盐碱地柽柳造林，QT

编辑：惠学东，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技术推广

总站

日期：2012年 1月

编者评论：本项目的建设不仅是治理盐碱化土

地，改善我区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为新农村

建设做出贡献。在方法推广的同时，通过参与

造林和管护，增加农民和林场工人收入；保护

灌区农田，增加作物产量；改善人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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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目标和制约因素

问题
政府投入资金不足；
投入成本较大，农民积极性不高；
柽柳灌木林产业尚未开发利用，经济效益低。

目标

通过综合集成，形成营造柽柳灌木林的技术体系；
为全社会治理盐碱化土地资源、开发柽柳灌木林产业提供典范；
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制约因素

主要因素

技术方面

经济方面

描述

种植技术、管理技术缺乏

资金不足

解决办法

政府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指导

加大国家造林补助，农户自筹劳动力

参与和决策

目标群体

政府 /决策者 规划设计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

方法费用承担份额（%）

国家造林苗木补助 90

农户 10

合计 100

技术选择的决策：自治区、市级的造林、水利相关部门专家。
推广技术所用方法的决策：由县级造林专家决定。
方法设计：国家与省级层面的林业、水利等相关部门的专家。

社区的参与

阶段

开始

规划

实施

监测 /评估

研究

参与方式

从未参与

从未参与

付费、配合

没有

没有

具体活动

基础设施建设承包给专业公司，农民参与造林

报告。土地利用者没有参加

林业部门研究。土地利用者没有参加

男女参与的差异：机械平整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以男性为主，造林、经营管理以女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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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图
基地建设由国家林业局、
自治区林业局、惠农区林
业局进行项目资金补助、
行业管理及技术指导

推广与提高

培训: 由县级林业局有关技术人员对参与项目实施的乡镇技术干部、林场工人和农民工进行造林及管理培训。

培训效果良好，使乡镇干部、林场工人和农民基本掌握了该技术。

推广:由林业技术推广部门和乡镇干部负责，主要采用现场培训等形式向农户推广种植管理技术，林场及农民

种植户基本上掌握了该项技术。

研究: 2001年以来，宁夏林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惠农区林业局开展了柽柳盐碱地造林技术研究，提高了盐碱地营

造灌木林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土地使用权的重要性:土地权属对技术推广无影响。

激励措施

劳动力:林场职工、农民自己投工，工价每人每天 70～80元。

投入: 国家造林每公顷苗木补助 750～1800元。

信贷:主要由银行贷款支持。

对当地机构的支持：技术的应用使农民对治理盐碱化土地资源、发展柽柳灌木林产业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提升

了当地林业部门的盐碱地造林技术应用能力。

激励措施的长期影响:由于在盐碱地营造灌木林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项目的存在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但没

有激励措施或资金支持，农民和林场职工使用该技术的积极降低。

国家林业局

自治区林业局

县级林业局

土地利用者

1.
盐
碱
地
改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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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评估

乡镇林业技术推广站定期测定成活率、生长量、覆盖度

林业部门问卷和实地调查林场职工、农民对此方法的认知情况

部门定期调查林场职工和农民的收入

县、乡林业部门定期调查治理区面积及其结构变化

林业部门统计调查每年直接收益的林场职工和农户的数量

林业部门观测与实测相结合，定期调查技术覆盖的面积和效益

技术方面

社会文化方面

经济 /木材产量

治理区面积

涉及的土地利用者数量

方法管理

方法与指标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定期测定土壤养分、土壤地下水位

监测内容

自然因素

方法的影响

方法的改进（建立在监测和评价的结果之上）：没有变化。
水土资源管理的改善：降低了地下水位和土壤含盐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幅提高。
方法被其他项目和土地利用者采纳：此方法被当地政府、农户、国有林场广泛开展采纳。
可持续性: 由于此方法投入成本必须有政府资金补助、银行信贷支持，没有补助土地使用者继续使用该技术可
能性较小。

结论

后续产业开发利用的限制→规模控制在 333 km2以内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互相促进→不断优化产业链条

缺点→如何克服

投入高→建立多元投资机制

优点→如何维持和完善 *

科研、示范、应用紧密结合→探索长效推广机制

主要参考资料

［1］张建锋，宋玉民，邢尚军，等.盐碱地改良利用与造林技术[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2，30(6)：124- 129.

［2］王权胜，王强.盐碱地造林技术措施[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02,30(2):38- 39.

［3］孙洪范，姜玉波.几种盐碱造林技术措施的对比试验[J].林业科技,2008，33(2)：11- 13.

［4］宗福生.盐碱地造林树种选择试验研究初报[J].甘肃林业科技，1997，（1）：32- 47.盐

［5］王鸿伟，宁晓光，王恩海，等.抗干旱耐盐碱树种的选择[J].林业科技，2006，31(3)：12- 15.

［6］杨光滢，朱灵益，韦少敏，等.“三北”地区盐碱地宜林性评价[J].林业科学研究，1999.12（1）：66- 73.

联系人:惠学东，宁夏林业技术推广总站；联系电话：0951- 4101355；电子邮件：hxdch9898@163.com。

8



1.
盐
碱
地
改
良

盐碱地改良栽培枸杞
宁夏·惠农

通过简单的技术措施将盐碱地进行改良，然后采用枸杞高标准栽
培技术，大力发展盐碱地枸杞产业。
技术示范区位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中温带大陆气候，年平

均气温 8.2℃，年平均降水 243.1mm，年平均无霜期 153d，年降水量
243.1mm，年平均蒸发量 2443.5mm。全年无霜期 144~165d，适宜各种
植物生长。
主要技术措施
（1）盐碱地改良。①整地。将盐碱地按宽幅 50m分割成条。两边分

别修水渠和排水沟，后将条田分割成 666m2的小田块，田块间筑 30cm
高田埂，分别平整田块，高差控制在 10cm之内。②去碱。时间为两年，
方法有压碱（灌水）和洗碱（灌水两天后再排水）。一年反复 10次左右。
③晒田。夏天时将地深翻 30cm，晒至 11月。④施肥。可种植一年绿肥
作物或在施入秸秆等有机肥到秋季深翻。
（2）枸杞栽培技术。①栽植时间。3月 15日~4月 15日。②栽植品

种。地径 0.8cm以上的宁杞 1号、4号、7号。③栽植方法。定植当年株
行距 0.6m×3m，第三年隔一株间伐一株，每三个田块间留 3m宽作业
道。定植穴标准为 0.4m×0.4m，在穴内施入 1kg左右牛粪与表土拌匀，
栽植时采用一埋二踩三提四水栽植法。④栽后管理。修剪：定干 50cm，
发芽后上端留 10cm分枝带，在分枝带内培养分布均匀、生长健壮的骨
干枝 3~5个，其余萌芽及时去除。骨干枝长到 30cm时短截，逐年培养
树冠、树高。灌水：每年灌水 4~6次，适时、适量灌水，严防积水。施肥：
定植后每隔 20d喷洒叶面肥，灌水时全年追施 3次化肥，9月份施适
量有机肥。除草、防病虫害：及时除草。枸杞的病虫害种类很多，常见的
20多种，其中蚜虫、黑锅病、白粉病最为常见。枸杞病虫害坚持以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结合各地实际，开展统防统治工作。
盐碱地栽植枸杞，不仅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有效地增加

了当地农民收入，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作用。

左图：枸杞园

右图：宁杞 1号

摄影：薛振华

位置：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

技术应用面积：31.5km2

水保措施类型：工程/植物措施

土地利用类型：农地（盐碱地）

气候：干旱

WOCAT 数据库索引：

对应的方法：充分利用枸杞耐盐碱的特性，大

力发展盐碱地枸杞栽培

编辑：薛振华，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技术推广

总站

日期：2012年 2月

编者评论：该技术在宁夏北部地区盐碱地实施

运用，其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枸杞耐盐碱的特

性，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该

技术的应用，将起到改良盐碱地、增加森林覆盖

率、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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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问题
风蚀和沙埋普遍发生；
无灌水条件，造林很难成活。

土地利用 气候 退化类型 水保措施

其他类
农地
盐碱地
（造林前）

林地
（造林后）

干旱 化学降解 生物措施：
灌溉造林

技术措施的作用/影响
主要包括 改良盐碱地

提高植被覆盖度
增加农民收入

次要作用 减少沙尘
调节气候

环境

人文环境

户均耕地（hm2）

<1
1~2
2~5

5~15
15~50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10000

>10000

土地使用权：国有

土地所有权：国有

产品的市场定位：商业

要求的技术水平：田间工作者/推广工作者：高；土地利用者：中

非农业收入的重要性：占总收入的 10%~50%

海拔（m） 地貌 坡度（%）

很陡（>60）

陡（30~60）

较陡（16~30）

倾斜（8~16）

缓坡（5~8）

平缓（2~5）

平坦（0~2）

生长季: 4~9月
土壤肥力:非常低，弱碱性，有一定的固氮能力
土壤质地：壤质
表层石砾含量：砾石很少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低（<1%）
土壤排水性能：中等
土壤侵蚀度：高

>4000
3000~4000
2000~3000
1500~2000
1000~1500
750~1000
500~750
250~500

<250

自然环境

平均年降雨量（mm）

>4000
3500~4000
3000~3500
2500~3000
2000~2500
1500~2000
1000~1500

100~500
<250

0~20
20~50
50~80

80~120
>120

土壤深度（cm）

平原/高原 山脊

陡坡

山脊
缓坡

坡麓
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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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制图

左图：整地
将盐碱地按宽幅 50m 分
割成条。两边分别修水渠
和排水沟，后将条田分割
成 666m2 的小田块，田块
间筑 30cm 高田埂，分别
平整田块，高差控制在
10cm 之内。
右图：栽植
栽植密度：3333株·hm-2

株行距：1m×3m

株距

行距

实施活动、投入与成本

实施活动

1.造林设计。

2.整地。

3.栽植。

4.田间管理。

每公顷实施活动投入和成本

投入

整地（30工日）

栽植（15工日）

合计

成本（RMB，元）

2400

1200

20521

土地利用者承担份额（%）

10

造林管护（80人·日）

种苗（3333株）

肥料（60m3）

灌水（3900m3）

4000

6666

4500

1755

30

1.
盐
碱
地
改
良

水渠 50m宽带子地 排水沟

1亩左右块状地

30cm高地埂

维护和日常管理活动
1.林木抚育管理，包括修枝、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及林木管护。

2.沟、渠、路维护，包括沟、渠淤泥清淤以及沟、渠、道路塌陷后

的维修。

3.采摘。栽植当年就可采摘。

技术维护和日常管理所需每公顷每年的投入和费用

投入

基础设施维护（6工日）

抚育管理人工（12工日）

合计

成本（RMB，元）

45

91

60510

土地利用者承担份额（%）

100

100

100

肥料（1250kg）

药剂（56kg）

灌水（3900m3）

采摘（600工日）

90

12

272

600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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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接受/采用
技术使用区所有茨农在枸杞栽植中均采用该技术；
由林业部门为主体推广部门；
没有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采用该技术的其他企业和农户数不到 30%。

效益成本对比 短期 长期

实施

维护 /日常管理

土地利用者对效益/成本的评价
积极

积极

非常积极

非常积极

技术的影响
生产和社会经济效益 生产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不利方面

社会文化效益

生态效益

区域外效益

增加农民工收入
对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提高了社会发展盐碱地枸杞产业的知识

有效改善盐碱荒地利用
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改善了生态环境

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枸杞产业的积极性

无

社会文化的不利方面
无

生态损失
无

目标区外损失
无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

缺点→如何克服或解决

前期整地费用高→继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采摘期用工量大且成本高→借鉴新疆解决棉花采摘难题的经验，
达到茨农与采摘工双赢的目的；尽快研发采摘机械

优点→ 如何维持和进一步完善

有效利用盐碱荒地，改善环境→稳步发展枸杞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推广扩大覆盖面，进一步提高经济
效益

主要参考资料

［1］马晓平，张志宏，王兴民.盐碱地改良栽培枸杞技术.宁夏林学会 2011年学术论文.

［2］俞益民.宁夏盐碱地枸杞栽培技术及研究成果.内蒙古林业，1995（3）.

联系人:薛振华，宁夏林业技术推广总站；联系电话：0951- 4100985；电子邮件：19209388@163.com。

12



1.
盐
碱
地
改
良

充分利用盐碱地资源，大力发展枸杞产业
宁夏·惠农

通过政府支持、技术部门协助、社会参与，农民作为主体，利用盐
碱地，大力发展枸杞产业。

为了使石嘴山市枸杞产业发展计划全面得以实施，成立市政府主
管领导为组长，林业、发改委、财政、农牧、水利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实
施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全面抓好落实。市、区（县）两级也成立响应组织，并专设枸杞产业
工作站，负责技术指导、业务培训、技术服务、科技推广等工作；县、区
各级政府积极落实招商引资各项优惠政策，依托各种项目积极引进国
内外资金，鼓励民间投资，拓展资金渠道和融资方式，形成了投资主体
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格局；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
户”“协会＋基地＋农户”的利益联合机制，减少茨农的市场风险；技术推
广部门大力示范推广盐碱地枸杞栽培技术、枸杞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生产技术。
由自治区林业局及市、县分级下达枸杞产业建设任务，县林业局、

乡镇府负责实施。
主要推广经营模式：采用政府+科技部门+农民+市场的发展模式，

由政府提供土地、种苗，科技部门提供技术，农民负责栽植、管护、采
摘，产品由市场直接销售，销售所得归农民所有。

左图：种植枸杞

右图：枸杞采摘

摄影：薛振华

位置：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

方法应用面积：6667km2

土地利用类型：其他类（盐碱地）、荒地

气候：干旱

WOCAT 数据库索引：QA

对应的技术：盐碱地枸杞栽培技术，QT

编辑：薛振华，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技术推广

总站

日期：2012年 2月

编者评论：本项目的建设不仅是治理盐碱地，

改善宁夏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也将对增加

宁夏森林覆盖率做出贡献，更重要是有效促

进了当地农民增收。在方法推广的同时，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方法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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