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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翅滨藜在民勤青土湖引种栽植试验及抗盐碱研究

张 祯 吴雪茹 张玉婷 马吉虎 牛永秀
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 甘肃 武威 733000

摘� 要：采用引种栽植试验，通过在不同试验地、不同土壤PH值、不同含盐量的情况下引种栽植四翅滨藜，观察
四翅滨藜在不同时期发芽率和成活率的生长状况，研究四翅滨藜在不同土壤PH值及含盐土壤中的生长状况。结果表
明，四翅滨藜可以在一定含盐量的土壤中正常生长，但较高的土壤含盐量会抑制其生长，土壤含盐类型不同，抑制作

用的强弱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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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四翅滨藜(Atriple canescens)属藜科滨藜属常绿或准
常绿灌木，是美国科洛拉多州立大学农业试验站、农业

部林业局山际林业和牧场试验站等多个单位通过持续25 
年的努力，选育出的对荒漠、半荒漠山旱地牧场改良极

有价值的木本饲料树种，四翅滨藜叶片中的粗蛋白、粗

脂肪和紫花苜蓿相当，远高于玉米秸秆，且适口性好，

牛、羊、马、驴等均较为喜食，可青饲、青储或制成混

合饲料。据资料显示，四翅滨藜可在土壤含盐量5-15g/
kg、PH值8-9.5的盐碱地上生长，每公顷四翅滨藜一年能
从土壤中吸收2吨以上的盐分，有“生物脱盐器”的美
称。在澳大利亚，南非、北非、以色列和北美地区，四

翅滨黎也己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最重要的饲料灌木。*

民勤青土湖地处民勤湖区，近二十多年来，随地表

淡水来水量骤减，地下水反复提灌浓缩和利用高矿化度

地下水灌溉，促使次生土壤盐渍化的逐步增大。由于盐

碱地面积的扩大，导致农业产量下降，生态林草退化，

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引发一系列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前，根据武威市委做出《关

于实施生态安全战略的决议》的精神，实施生态立市战

略，全力抓紧实施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规划。由于在生

态治理过程当中，有许多关键共性的技术问题急需解

决，造林树种单一、苗木成活率低、需水量大、存活率

低等问题急需创新突破，开展四翅滨藜引种造林试验的

研究，符合武威市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和建设生态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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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需求。通过四翅滨藜引种造林试验的研究，逐步示

范推广，将为推进全市生态治理工作跨越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和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

1 青土湖试验性放养基地基本情况介绍

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青土湖试验性放

养基地总面积20万亩，共划分为3个林班，其中位于红东
路北侧的1林班面积为18.8万亩，位于西渠镇煌辉村的2、
3林班面积为1.2万亩。
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该区域灌木林地16.19万

亩，其中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14.22万亩；其他林地
0.16万亩；盐碱地2.4万亩；水浇地320亩；沙地8465.6
亩；乔木林地75.3亩；其他非林地3993.6亩。
根据2021年三北退化林分调查，该区域较大区域植

被盖度较低，70%以上区域的植被盖度在30%以下。其主
要原因为该区域降雨量偏低以及土壤盐碱化程度严重。

按照中心下一步发展规划，将在该区域实施濒危野

生动物实验性放野。目前，该区域大部分地方植被比较

稀疏，适合动物采食的植物种类和数量极为有限，对野

生动物放养后的野外采食存在一定的困难。鉴于以上情

况，就需要在该区域进行林草补植，以便提高该区域植

被盖度，特别是要增加抗旱抗寒、耐盐碱及动物可采食

的灌草品种及数量。

2 四翅滨藜的引种及栽植

2022年4月1日至7日，从武威市林科院引种四翅滨藜
一年生假植苗木800株，在青土湖放养基地选择4个试验
区域进行引种栽植。具体的引种栽植试验区为：一号试

验地位置在青土湖放养基地骆驼场西南方撂荒地；二号

试验地位置在青土湖放养基地马场西侧撂荒地；三号试

验地位置在青土湖放养基地红东路北侧（2021年封育项
目区1标段）碱滩地；四号试验地位置在青土湖放养基地
红东路北侧（2021年封育项目区2标段）平缓沙丘；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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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地栽植四翅滨藜，均按造林技术要求完成栽植，栽植

完成后及时进行了浇水。在栽植完成2周内均完成了2次
浇水，保证了四翅滨藜苗木发芽期间不失水。

3 观测调查与数据统计

3.1  从2022年4月21日至5月23日，进行了每周一次的
四翅滨藜苗木发芽情况调查及数据记载，详见下表1。

表1：不同时期发芽率统计表

调查时间 调查区域
调查株数
（株）

发芽株数
（株）

发芽率
（%）

4月21日

一号试验地 100 0 0

二号试验地 100 0 0

三号试验地 100 0 0

四号试验地 100 0 0

4月28日

一号试验地 100 0 0

二号试验地 100 0 0

三号试验地 100 0 0

四号试验地 100 0 0

5月7日

一号试验地 100 47 47

二号试验地 100 0 0

三号试验地 100 0 0

四号试验地 100 0 0

5月15日

一号试验地 100 76 76

二号试验地 100 0 0

三号试验地 100 0 0

四号试验地 100 8 8

5月23日

一号试验地 100 87 87

二号试验地 100 1 1

三号试验地 100 3 3

四号试验地 100 15 15

3.2  2022年6月8日至2022年9月7日，对四个试验地进
行了3次成活率调查及数据统计，详见下表2。

表2：不同时期成活率统计表

调查时间 调查区域
调查株数
（株）

成活株数
（株）

成活率
（%）

6月8日

一号试验地 40 38 95

二号试验地 40 1 2.5

三号试验地 40 5 12.5

四号试验地 40 12 30

8月4日

一号试验地 40 35 87.5

二号试验地 40 1 2.5

三号试验地 40 4 10

四号试验地 40 0 0

9月7日

一号试验地 40 34 85

二号试验地 40 1 2.5

三号试验地 40 4 10

四号试验地 40 0 0

3.3  2022年6月中旬，分别在以上4个试验地进行了土
壤采样，并进行了土壤PH值及土壤含盐量数据的测定，
详见下表3。
表3：不同试验地土壤PH值及含盐量测定统计表

土壤采样区 PH值 EC值 含盐量（g/kg） 地类

一号试验地 8.32 1.08 0.72 撂荒地

二号试验地 8.43  > 20  > 13.4 撂荒地

三号试验地 8.81  > 20  > 13.4 碱滩地

四号试验地 8.24 0.65 0.44 平缓沙丘

4 试验结果与分析

4.1  结果分析
（1）根据表1及表3对照分析，土壤PH值与含盐量越

高，四翅滨藜发芽时间越迟；

（2）根据表2及表3对照分析，土壤PH值与含盐量越
高，四翅滨藜成活率越低；

（3）根据表2及表3对照分析，土壤PH值低于8.32、
含盐量（g/kg）小于等于0.72的撂荒地，四翅滨藜成活率
较高，能够正常引种栽植；

（4）根据表2及表3对照分析，土壤PH值大于等于
8.43、含盐量（g/kg）大于等于13.4的撂荒地及碱滩地，
四翅滨藜成活率很低，不适合引种栽植；

（5）根据表2及表3对照分析，土壤PH值大于等于
8.24、含盐量（g/kg）大于等于0.44的沙丘，不适合引种
栽植四翅滨藜。

5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及推广应用前景

5.1  经济效益
随着引种栽植试验的实施，适宜盐碱地栽植苗木品

种的选择，一是可有效提高盐碱地造林树种单一，苗木

存活率，进而节约补植补造苗木及劳动力成本，同时

四翅滨藜是作为目前较理想的肉苁蓉新型寄主植物种，

造林成功后可以进一步研究四翅滨藜嫁接肉苁蓉示范推

广，带动当地经济转型发展，经济效益显著。

5.2  社会效益
引种栽植试验的实施，一是为武威市荒漠化盐碱区

治理提供新的造林树种及栽植技术，四翅滨藜(Atriple 
canescens)有“奇迹树”、“生物脱盐器”的美称，有效
提高武威市盐碱区土地利用率；二是四翅滨黎也己成为

干旱、半干旱、含盐量高的荒漠地带植被、水土保持的

先锋树种，示范样板的建设可发挥明显的辐射带动。将

对提高武威市荒漠化盐碱地造林成活率，有重要的促进

意义。

6 问题及讨论

鉴于监测、化验等条件的限制，对土壤采样及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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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范围不够全面。土壤PH值介于8.32-8.43、含盐量（g/
kg）介于0.72-13.4范围内的区域能否引种栽植四翅滨藜无
法确定，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及测定；本次土壤监测仪

器为简易型监测仪，测定数据仅仅可以作为参考值，需

要进一步使用较精准的土壤测定方式对该区域的土壤进

行较准确的测定；受自然等条件限制，该区域施工难度

较大，且无专项项目经费支持，试验区引种栽植面积及

栽植数量较小，数据代表性不强，上述数据仅仅作为参

考值，数据的准确性尚需进一步验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引种在盐碱地上的四翅滨藜可以吸收土

壤中的盐分[1]，但含盐量过高也会表现出抑制作用，且

土壤含盐类型不同，抑制作用的强弱也不同。据统计，

我国饲料需求量每年2亿吨，但目前生产总量只有7400万

吨，缺口很大[2]。由于羊、马、驴等均较为喜食四翅滨

藜，且其可生食、青贮或制成混合饲料，所以人们称它

为骆驼、牛、羊的“救命草”[3]。优良特性决定了四翅滨

藜既可作为盐碱地改良的先锋树种，又可作为盐碱地良

好的水土保持树种，同时还是非常好的木本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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