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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国之大者。

2022年，吉林省全面启动“千亿斤粮生产工

程”力争通过十年左右时间，推动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达到1000亿斤，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重任。

2021年，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达807.84亿斤，

增长率居全国前十大产粮省第1位。

10年，200亿斤！粮从哪来？

农业专家们将目光投向耕地面积为219.7

万公顷的吉林西部半干旱地区。

吉林西部素有“八百里瀚海”之称，虽然地

势平坦，光热充足，但多年来季节性干旱严重、

水肥利用效率低、土壤肥力低，粮食产量长期

低而不稳。

吉林西部有何增粮潜力？如何实现绿色增

粮？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增粮：

“水肥一体”加减法

西部粮食生产实现“三高五低一带动”

在专业地图上“俯瞰”吉林大地，全省的地

貌、气候、资源禀赋一目了然。从东部的长白

山脉到西部草原，地势由高至低，降水量也逐

级递减。到了西部地区，年降水量仅有300至

450毫米。

缺水，粮食如何增产？

省农科院王立春专家称，吉林西部半干旱地

区主要包括白城、松原全部及四平西部和长春西

部，这些地区虽然降水量少，但地下水资源比较

丰富，现有电机井13.39万眼，配套设施齐备。

近年来，全省启动的河湖连通、引嫩入白、哈达山

水利枢纽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使得过境水得到进

一步有效利用。这些基础条件为解决西部季节

性干旱提供了有效措施和可能性。

农业专家为何将增产目标聚焦在吉林西部？

“我省中、西部高产作物面积大，具有较大的

粮食增产潜力，是实现千亿斤粮食工程的核心区

域。以目前的现状看，单纯靠增加耕地面积和种

植结构性调整来实现增产，空间已经有限。西部

地区受季节性干旱、自然降水利用效率低和土壤

障碍等因素影响，增产潜力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释

放。所以，我们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克服自然不

利条件，在西部实现增产的潜力非常大。”王立

春称。

以玉米为例，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吉林省玉

米播种总面积424.61万公顷，总产量587.91亿

斤，平均单产13845.8斤/公顷。西部白城和松

原地区玉米播种总面积126.9万公顷，占吉林省

玉米播种总面积的29.87%；两个市县玉米总产

量168.17亿斤，占全省28.6%；平均单产13257.3

斤/公顷。

单产相差近600斤/公顷，总播种面积大，西

部增产是一笔大账。

记者调查发现，省农科院王立春科研团队用

10年科研攻关所创新的西部玉米水肥一体化产

效双增技术，在西部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在松

原市乾安县、长岭县、宁江区、扶余市、前郭县，白

城市的洮北区、大安市、通榆县、洮南市等地区，

平均公顷增产5400-6000斤、增产30%以上，水分

利用效率提高43.0%、肥料利用率提高30.0%，每

公顷综合收入增加4800元以上。

专家介绍，应用新技术可以实现“三高五低

一带动”，即：玉米产量提高、水肥效率提高、经济

效益提高，降低水资源浪费、降低肥料投入、降低

环境污染、降低作业次数、降低劳动强度，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增收：

科学“配餐”按需供给

向“人工智能化”“规模化”
“大型机械化”要效益

在乾安县大遐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的现代化示范田内，记者看到一排排大型现代

化农机具正在作业。

“大遐的地块主要是产量较低的盐碱地，我

们只能向农业技术要产量，新技术的应用使耕地

薄田变肥田，低产田变高产田。”大遐畜牧场党委

书记刘子良说。

大遐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吉林

省体量最大的农垦企业，2019年，他们利用土地

国有便于集约的体制优势，在遐字分场通过返租

土地、职工以土地入股方式，当年共计集约土地

1370公顷。

因为土地贫瘠，传统的耕作方式很难实现

增产增收。为此，省农科院团队作为技术支撑

单位进驻。专家们因地制宜，运用水肥一体

化、测土配方施肥、秸秆翻埋还田、浅埋滴灌等

农业高产高效技术，使大遐的低产田变高产

田。

到2021年，大遐的耕种面积从1370公顷发

展到4666.7公顷，单产从每公顷18000余斤增加

到24000斤。玉米产量突破1.12亿斤，年收入

1.12亿元，参与耕地集约的农户人均收入4.48

万元，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

“玉米水肥一体化种植基地在2021年已产

生丰厚收益，在局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喜

获丰收，公顷产量最高达到30000斤，创本地玉

米单产新高，平均产量比周边农民常规种植模式

增产40%以上，公顷增产粮食8000斤，增收6920

元。”刘子良对水肥一体化技术有着更为直观和

感性的认识，他告诉记者，水肥一体化之所以容

易推广，增产增收效果好，主要是“精准”两个

字。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在玉米的不同生育时期，

按照玉米的生长需要向玉米精准供给水肥，保证

水肥充足却不浪费，形成一种人工作业下的“智

能化”。

“新技术的应用，也快速促进了大遐规模化

和大型机械化的进程，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基

础，同时，大遐也享受到新技术推动下规模化、机

械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刘子良说。

新技术不仅让大农场受益，合作社也享受到

了新技术所带来的增收快乐。

记者在松原市宁江区民乐村春峰玉米种植

合作社了解到，2016年以来，省农科院团队在合

作社建立30公顷水肥一体化示范田，公顷平均

产量由 20000 斤提高到 24000 斤，实现节肥

23.1%、增产39.1%，籽粒品质达到国家一等粮标

准，每公顷增加纯收入3300元。

2021年，民乐春峰合作社玉米种植面积发

展到867公顷，合作社负责人周大柱算了一笔

账：水肥一体化技术每公顷土地每年需要多投入

1000元左右，但却可以多打出6000斤玉米，多收

入5000至6000元，这笔账划算。

经专家多轮调查和测算，水肥一体化技术多

年多点平均公顷产量达24000斤，平均每公顷增

产6000斤以上，增收4800元以上。

西部半干旱地区的玉米总播种面积约

166.67万公顷，按这样的比例计算，西部总增产

潜力不低于100亿斤。

“增产100亿斤是全面推广新技术的理论数

据，或者说是试验数据。在实际生产中，可能会

受新技术推广面积，技术到位程度、各种自然条

件和客观因素等多重影响，但是西部半干旱地区

通过新技术保证增产80亿斤是非常有可能性

的。”专家称。

增效：

黑土保护做乘法

让“千亿斤粮”可持续

“要在利用黑土地的过程中，保护好黑土

地。”这是省农科院团队一直秉承的科研理念。

正是这种科研理念，支撑着专家们以水肥一体化

技术为核心，创新了诸如“玉米秸秆全量深翻还

田+滴灌水肥精准施用”等节水培肥丰产高效生

产技术模式。

洮南市洮府乡南郊村南郊一社农户刘学军

是新技术新模式的受益者。2021年他的玉米产

量是24878.58斤/公顷，对照增产5118.38斤/公

顷，增产率25.90%，增加产值5118元/公顷（1元/

斤），增加综合收入4593元/公顷。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的15公顷玉米全部采

用了省农科院的水肥一体化新技术和保护黑土

地的新模式。

新的集成技术，让农民享受到增产增收的经

济效益，有动力更快更好地接受和推广新技术，

同时，通过节水节肥培肥黑土等大大增加了生态

效益。

据专家多年多点测算，西部玉米种植区大面

积采用节水培肥技术模式后，耕层土壤有机质年

均增长3%以上，固碳440万吨，节水5.1亿立方

米，肥料效率提高20%以上，增加纯收益25.2亿

元，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将为实现我

省粮食总产量登上1000亿斤新台阶、黑土耕地

质量持续提升、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

据介绍，水肥一体化技术在2018年被制定

为地方标准“玉米轻简化滴灌栽培技术规程”，标

准号DB 22/T 2924—2018，该标准的实施，实现

了玉米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2021 年“吉林省半干旱区玉米轻简化滴

灌栽培技术创新与应用”获吉林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

而此前，与该技术相关的2013～2015年吉

林省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玉米水肥高效利

用技术研究”，提出了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

水肥高效利用的非充分灌溉技术和供水供肥模

式，此模式于2015年被专家验收评价为国内领

先水平。

与本技术相关的2014～2016年吉林省科技

厅重点项目“玉米水分亏缺补偿技术研究”，提

出了东北半干旱区玉米轻简化调亏滴灌栽培技

术，该技术于2016年被专家验收评价为国内领

先水平。

“我们不仅要实现1000亿斤的产量目标，还

要让这种生产能力有后劲儿、可持续，让子孙后

代永远都不会挨饿。”专家王立春说。

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科技。我省全面

启动“千亿斤粮生产工程”，更要结合新农业建设，不断向

农业科技创新要产量、要品质、要效益。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前夕，记者对我国著名玉米栽培和

养分管理专家、省农科院王立春研究员进行了采访。

王立春是我省第一批专业技术一级研究员，现任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东北玉米高产高效栽培和黑土资

源高效利用技术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为我省玉米生产发

展作出了贡献。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针对我省西部应用推广的“水

肥一体化”绿色增产增效新技术进行了深入解答。

记者：前段时间，我们对我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绿色增
粮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在西部地区“水肥一体化”新技术
的应用，得到当地政府、大型农场、合作社以及农户的广泛
认可，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水肥一体化”技术以及它的增产
效果？

王立春：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原理就是依据玉米需水需

肥规律，通过滴灌方式将水肥均匀、适量、准确、直接地输

送到作物根部附近地表，再浸润到根系区域，使根系活动

区的土壤保持最佳水分、养分供应状态。这项技术破解

了传统种植方式水肥供应与玉米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灌溉

水和肥料损失大的难题。同时由于这项技术实现了水分

和养分的精准调控，满足玉米全生育期对水分与养分的

需求，因此可大幅提高玉米种植密度。玉米种植密度从

传统模式的5.5万株/公顷增加到7.5万株/公顷，进而实

现玉米产效双增的目标。

经过我们多年、多点对示范田测算，水肥一体化技术

公顷产量可以达24000斤，比传统种植技术平均每公顷增

产6000斤以上。比如：松原市乾安县、长岭县、宁江区、扶

余市、前郭县，白城市的洮北区、大安市、通榆县、洮南市等

地区，平均公顷可增产5400-6000斤，增产幅度达30%以

上，水分利用效率提高43.0%、肥料利用率提高30.0%，每公

顷综合收入增加4800元以上。我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玉米

播种面积按167万公顷计算，采用这项技术增产潜力不低

于100亿斤。

记者：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吉林西部增产增收效果
显著，是否存在水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需要哪些配
套设施？ 这项技术在西部地区大面积推广存在哪些
限制因素？

王立春：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吉林西部增产增收效果显

著，主要是由于解决了该区域降雨量少、季节性干旱和玉

米生育后期养分供应不足的问题。在半干旱地区大面积

推广该技术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首先该地区地下水资源

丰富，特别是近年来多项水利工程已投入使用，地表水资

源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完全可满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用水

需求。并且该地区农田灌溉系统较为完善，现有灌溉机

井13万多眼，配套设施基本齐备，可保证大部分耕地滴

灌需要。但是，如果167万公顷全面实现水肥一体化技

术应用，按每眼井平均滴灌面积10公顷计算，还需新建3

万眼灌溉机井。该区域原有农用机具基本可以满足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要求，仅需在原播种机添加滴灌带铺设装

置即可。

该技术在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限制因素一是小农户分

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技术统一实施，需要提高集约经营程

度来化解分散经营带来的弊端。二是少部分机井是以柴

油机作为动力，效率较低、能耗较大，难以满足高效节水的

需要。需加速推进灌溉井动力“油改电”（柴油机改为电动

机），满足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的需要。

记者：水肥一体化技术精确供水供肥，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实现了一种“人工智能化”，这样精准的供给方式，对
于普通农户来说，这种技术容易操作吗？它对基础设施的

要求是否较高？农民一次性投入是否过大呢？请给农民
朋友们算算账？

王立春：我们已经制定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并制

作了实用技术手册。对水肥一体化的水肥管理进行了详

细讲解。如在玉米哪个生育时期需要补水和施肥，补多少

水和施多少肥都有详细介绍。同时结合我们的技术培训，

农民完全可以快速掌握这一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实施一般是1眼井控制10公顷面

积，为1个作业单元，每个单元初始投入18500元左右，主

要用于购买水泵、施肥器、主干管、支管、管件、滴灌带等。

但水泵、施肥器、主干管和管件这些设备都可以反复利用，

每年只需要更换支管和滴灌带，对其他基础设施没有特殊要

求。这样折算每年公顷投入仅需1080元。但应用该技术却

可多收入5000至6000元。扣除成本，净收入可达4000元至

5000元。该技术初始投入较多，需要政府给予补贴支持。

记者：我们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青睐水肥一体化
技术，除了因为投入少见效快之外，还因为它对黑土地保
护或者说它的生态效益非常好，您请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在
增产前提下利用新技术保护黑土地，如何在增收的前提
下，保证生态效益？

王立春：水肥一体化技术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可有

效避免化肥向深层土壤的淋溶渗漏，从而避免地下水的污

染。同时水肥一体化技术与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相结

合，可打破犁底层，构建肥沃耕层，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微

生物性状，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研究结果表明，连

续秸秆深翻还田5年，可使耕层厚度由5厘米增至30厘米、

土壤有机质增加18.6%、地力等级提高0.3-0.5个等级。该

技术的实施，为水肥资源、秸秆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出了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水肥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实现了土壤

肥力的提升，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由于秸秆焚烧和水肥管理

不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了黑土地，对现代农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读懂“水肥一体化”绿色增产新技术
——访省农科院专家王立春

本报记者 孙翠翠

1010年年，，200200亿斤亿斤！！粮从哪来粮从哪来？？

用科技创新扛稳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用科技创新扛稳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我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绿色增粮调查—我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绿色增粮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翠翠孙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