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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展现出独特的生态学意义。作为一种典型的耐盐碱植物，盐地碱蓬不仅能够

适应并改良高盐碱土壤，还能通过其生长活动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平衡。本文探讨了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的

生态学作用，包括其降低土壤盐分、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养分以及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能力。盐地碱蓬的生态

修复潜力为盐碱地的治理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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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盐碱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类型，因其高盐

分和不良的土壤结构对农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重

大挑战。盐地碱蓬作为一种典型的耐盐植物，在高盐碱

土环境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它不仅能够适应高盐

环境，还能通过其生长和繁殖活动改善盐碱地的生态环

境。本文旨在探讨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的生态学

作用，以期为盐碱地的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和

技术支持。

1��盐地碱蓬概述

1.1  盐地碱蓬的生物学特征
盐地碱蓬（Suaeda salsa（L.）Pall.），别名翅碱

蓬、黄须菜，属于苋科碱蓬属。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高度通常在20至80厘米之间，茎直立且圆柱状，呈现黄
褐色，具有微条棱，无毛，并有分枝，这些分枝细瘦且

开散或斜升。盐地碱蓬的叶片条形，半圆柱状，通常长

度为1至2.5厘米，宽度为1至2毫米，先端尖或微钝，无
柄，枝上部的叶较短。其花序为团伞状，通常包含3至5
朵花，腋生，在分枝上排列成有间断的总状花序。花两

性，有时兼有雌性，胞果内含种子，种子黑色，形状为

双凸镜形或歪卵形。盐地碱蓬的花果期在7至10月之间。
盐地碱蓬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陕

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山东、江苏、浙江的沿

海地区，主要生于盐碱土，在海滩及湖边常形成单种群

落。它性喜冷凉及阳光充足的环境，不耐暑热，但耐盐

碱和耐湿，适宜生长的土壤pH值在8.5至10.0之间，生长
适温为16至25℃。植株入秋后转红，观赏性极佳，我国
著名的盘锦红海滩，其主体就是翅碱蓬，可用于滨海荒

地、盐碱地等成片种植绿化。

1.2  盐地碱蓬的耐盐碱机制
盐地碱蓬具有特殊的高盐耐受能力和适应机制，它

利用离子调节和渗透调节来抵御高盐浓度环境。在高盐

环境下，盐地碱蓬通过吸收土壤中的高浓度盐分，积

累在体内，以减少根部细胞内部的渗透差，使根部细胞

能够保持水分平衡。盐地碱蓬还能够分泌特殊的盐腺结

构，将过多的盐分排泄出体外，从而有效地控制细胞内

部的渗透压，保持细胞正常的功能和生活活力。盐地碱

蓬的耐盐碱机制还与其根系和植物生理特性有关，盐地

碱蓬的根系繁杂且发达，能够扩大吸收土壤养分和水分

的吸收面积，从而增加了对高盐环境下的水分和养分获

取能力，盐地碱蓬具有较高的盐分耐受性基因和生理机

制，能够在高盐环境下维持生长和代谢的正常进行[1]。盐

地碱蓬的耐盐碱机制还涉及到其植物生长素和抗逆蛋白

的合成和调节。植物生长素能够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和发

育，增加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能力。而抗逆蛋白则可

以在高盐环境下稳定细胞膜和蛋白质结构，减少渗透调

节的负担，增强对盐分的耐受能力。盐地碱蓬的耐干旱

特性也为其适应高盐环境提供了帮助。在盐碱地的干旱

条件下，盐地碱蓬能够通过调节气孔大小和频率来减少

水分蒸发，降低叶片表面温度，从而减少水分的丢失和

植物的脱水，它还可以增加植物体内的保水能力，通过

调节细胞壁蛋白的合成和活性来维持细胞水分平衡。

2��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的土壤改良作用

2.1  降低土壤盐碱度
盐地碱蓬作为一种典型的耐盐碱植物，在高盐碱土

环境中展现出卓越的土壤改良能力，首要体现在其能够

显著降低土壤盐碱度。盐碱土是指土壤中可溶性盐分

含量过高，导致土壤理化性质恶化，作物难以生长的土

地类型。盐地碱蓬通过其独特的生理机制，能够吸收并

积累大量的盐分，从而有效降低土壤中的盐分浓度。盐

地碱蓬的根系能够深入土壤，吸收并积累包括氯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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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钠、碳酸钠等在内的多种可溶性盐分。这些盐分在

植物体内以离子形式存在，并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被运

输到叶片，最终以盐腺分泌的方式排出体外，或积累在

植物组织中。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植物在高盐环境下生

存，同时也起到了降低土壤盐分的作用。盐地碱蓬在生

长过程中，能够释放有机酸等酸性物质，这些物质能够

中和土壤中的碱性成分，从而降低土壤的pH值。高盐碱
土往往呈碱性，而盐地碱蓬的这一特性有助于改善土壤

的酸碱平衡，为其他作物的生长创造更为适宜的环境。

盐地碱蓬的枯枝落叶及根系残体在分解过程中，能够释

放出大量的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质能够与土壤中的盐

分发生反应，形成难溶性的盐类，从而降低土壤中的可

溶性盐分含量。

2.2  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的土壤改良作用还体现

在其能够显著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盐碱土往往存在土

壤结构紧实、通气透水性差、保水保肥能力弱等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作物的生长和产量。而盐地碱蓬

的生长和繁殖，能够有效地改善这些不良的土壤物理性

质。盐地碱蓬的根系发达，能够深入土壤，增加土壤的

疏松度和通气性[2]。其根系在生长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向

土壤深处延伸，打破土壤紧实的结构，形成更多的孔隙

和通道，从而提高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这一变化有

助于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和矿化，进一步提高土壤的肥力。盐地碱蓬的根系还能

够分泌大量的有机物质和黏液，这些物质能够与土壤颗

粒紧密结合，形成稳定的土壤团聚体。土壤团聚体的形

成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这

些团聚体还能够减少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保护土壤资

源。盐地碱蓬的枯枝落叶及根系残体在分解过程中，还

能够释放出大量的腐殖质和矿物质，这些物质能够进一

步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腐殖质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含量，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保水能力；而矿物质则能够补

充土壤中的养分元素，促进作物的生长和发育。

2.3  提升土壤养分含量
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的土壤改良作用还表现

在其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盐碱土由于盐分含量过

高，往往导致土壤中的养分元素被大量淋洗和流失，使

得土壤养分含量严重不足。而盐地碱蓬的生长和繁殖，

能够有效地增加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改善土壤的肥

力状况。盐地碱蓬在生长过程中，能够吸收并积累大量

的养分元素，包括氮、磷、钾等大量元素以及钙、镁、

铁、锰等微量元素。这些养分元素在植物体内以有机或

无机形式存在，并通过植物的残体分解和根系分泌物等

方式释放到土壤中。盐地碱蓬的根系分泌物还能够促进

土壤中难溶性养分的释放和转化。这一过程有助于进一

步提高土壤的养分含量和肥力水平。盐地碱蓬的生长还

能够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土壤微生物是土壤

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够分解有机物质、

释放养分元素、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等。盐地碱蓬的

生长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有机物质和养分来源，

从而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土

壤的肥力水平。

3��高盐碱土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3.1  高盐碱土环境的土壤特性
高盐碱土环境是一种极端的土壤条件，其土壤特性

显著区别于正常的中性或微酸性土壤。这类土壤通常含

有大量的可溶性盐分，如氯化钠、硫酸钠、碳酸钠等，

导致土壤溶液中的盐分浓度远高于植物细胞液的浓度。

高盐碱土的pH值往往偏高，呈碱性或强碱性，这对植物
的生长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高盐碱土中的盐分还会与土

壤中的钙、镁等阳离子结合，形成难以被植物吸收的盐

类化合物，进一步降低了土壤的肥力。

3.2  高盐碱土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制约因素
高盐碱土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渗透

胁迫、离子毒害、营养失衡和生长受阻等方面。渗透胁

迫是高盐碱土环境对植物生长的首要制约因素，由于土

壤溶液中的盐分浓度过高，植物细胞在吸收水分时会面

临巨大的渗透压，导致植物细胞难以从土壤中吸收足够

的水分，造成植物体内水分亏缺，进而影响植物的正常

生理功能[3]。离子毒害也是高盐碱土环境对植物生长的

重要制约因素，土壤中的高浓度盐分会对植物细胞产生

毒害作用，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干扰细胞内的代谢过

程，甚至导致植物细胞死亡。特别是钠离子和氯离子等

有毒离子的积累，会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产生严重的负面

影响。营养失衡也是高盐碱土环境限制植物生长的关键

因素之一，高盐碱土中的盐分会与土壤中的养分元素结

合，形成难以被植物吸收的化合物，导致土壤中有效养

分含量降低。植物在高盐碱土环境中为了维持细胞内的

渗透平衡，会主动吸收和积累大量的盐分，这进一步加

剧了植物体内养分元素的失衡状态。高盐碱土环境还会

对植物的生长造成直接的阻碍，土壤结构的破坏、通气

性和透水性的变差，使得植物根系难以在土壤中正常生

长和发育。高盐碱土环境中的有毒离子和渗透胁迫等因

素也会干扰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理过程，导

致植物生长缓慢、生物量减少，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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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盐地碱蓬的盐碱地生态修复策略

4.1  盐地碱蓬的栽培与繁殖技术
基于盐地碱蓬的盐碱地生态修复策略首先依赖于盐

地碱蓬的有效栽培与繁殖技术。盐地碱蓬作为一种耐盐

碱、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其栽培与繁殖技术相对简单

且高效。在栽培方面，应选择适宜的盐碱地作为种植基

地，通过改良土壤结构、调节土壤水分和养分等措施，

为盐地碱蓬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根据盐地碱蓬的生

长特性和周期，合理安排播种时间和密度，确保植株能

够充分生长并发挥生态效益。在繁殖方面，盐地碱蓬可

通过种子繁殖和营养繁殖两种方式进行。种子繁殖适用

于大规模种植，而营养繁殖则可通过扦插、分株等方法

进行，有助于快速扩大种群规模。为了提高盐地碱蓬的

适应性和抗逆性，还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等手段进行品

种改良，培育出更适合盐碱地环境的优良品种。

4.2  盐碱地生态修复模式的构建
盐碱地生态修复模式的构建是基于盐地碱蓬生态修

复策略的核心。在构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盐碱地的生

态环境特点、盐地碱蓬的生长特性和生态效益等因素。

具体而言，可采用盐地碱蓬单种或与其他耐盐碱植物混

种的方式，构建多层次、多物种的生态修复系统。通过

合理搭配植物种类和布局，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结构，

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抵抗力。结合土壤改

良、水分管理、养分调控等生态工程技术，进一步优化

盐碱地的生态环境，促进盐地碱蓬的生长和繁殖，加速

盐碱地的生态恢复进程。

4.3  生态修复效果的评估
生态修复效果的评估是基于盐地碱蓬的盐碱地生态

修复策略的重要环节。评估内容包括盐地碱蓬的生长状

况、盐碱地生态环境的改善程度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在评估过程中，可采用实地观

测、数据分析、遥感监测等多种手段和方法。通过对盐

地碱蓬的生长高度、冠幅、生物量等指标进行监测和分

析，可以直观地了解盐地碱蓬的生长状况和生态效益。

通过对盐碱地土壤盐分含量、pH值、有机质含量等理化
性质的测定和分析，可以评估盐碱地生态环境的改善程

度。还可通过调查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数量、分布以

及食物链关系等指标，评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

样性。根据评估结果，可以及时调整和优化生态修复策

略，提高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效果和可持续性。

结束语

盐地碱蓬在高盐碱土环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生态

学角色。其强大的耐盐能力和土壤改良功能，不仅为盐

碱地的生态恢复提供自然解决方案，还促进土壤养分的

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随着对盐地碱蓬生态学意义

的深入研究，其在盐碱地治理、生态修复及农业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未来，应继续加强盐

地碱蓬的保护与利用，为构建更加健康、稳定的生态系

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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