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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依据《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团体标准《盐碱障碍

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程》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于2024年11月份

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T2025355。

本标准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提出，由河北省质量信

息协会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

二、重要意义

盐碱地障碍田是指因土壤盐分和碱化问题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限的耕地。

我国盐碱地面积约5亿亩，其中可开发利用的达2亿亩，是重要的后备耕地资

源。提升盐碱地质量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作为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夏玉米在盐碱地分布区具有广泛的种植基

础。然而，受盐碱胁迫影响，普遍存在出苗率低、生长迟缓、产量下降等问

题。通过发展盐碱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助

力农民增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发布的《关于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意见》中提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

是补充耕地后备资源、保护现有耕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战略意义。2024年自然资源部《关

于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

调，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坚持以水定地，合理开发利用盐碱地

等耕地后备资源。

目前，针对当前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生产中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栽培措

施混乱、产量不稳定等问题，为系统提升盐碱地耕地产能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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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对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进行系统

规范，重点包括产量指标体系、生产基础条件、播种技术规范、科学施肥方案、

病虫害综合防控等关键环节，旨在为盐碱地夏玉米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高效栽培模式，切实提高盐碱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产量稳定性，促进夏玉米

产业在盐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盐碱地农业提质增效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因此，制定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程标准符合我国充分

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

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要求。该标准将填补盐碱地夏玉米标准化生

产技术的空白，解决农民在实际生产中面临的技术瓶颈问题，推动盐碱地资源

的高效利用，提升农业质量和效益。

三、编制原则

《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

性、一致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首先，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等编制起草；其次，该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

准协调一致，相互兼容并有机衔接；再次，该标准的制定符合盐碱障碍粮田夏

玉米抗逆增产栽培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6月，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牵头，组织开展《盐碱

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程》编制工作。2025年7月，起草组进行了

《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程》立项申请书及征求意见稿草案

的编制，明确了编制工作机制、目标、进度等主要要求。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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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年6月上旬，召开第一次标准起草讨论会议，初步确定起草小组

的成员，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相关单位和负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分

工；

（2）2025年6月中旬-2025年6月下旬，起草工作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检

索国家及其他省市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调研各同类产品的情况，并进行总结

分析，为标准草案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3）2025年7月上旬，分析研究调研材料，由标准起草工作组的专业技术

人员编写标准草案，通过研讨会、电话会议等多种方式，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

行了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名称为《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

程》。本标准起草牵头单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向河北省质

量信息协会归口提出立项申请，经归口审核，同意立项；

（4）2025年7月1日，《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规程》团体

标准正式立项；

（5）2025年6月中旬—2025年7月上旬，起草工作组召开多次研讨会，对标

准草案进行商讨，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

栽培技术的播前准备、播种期管理、田间管理、收获期管理和记录档案，初步

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工作组将标准文件发给相关标准化专家进行初审，

根据专家的初审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及依据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培技术的播前准备、播种期

管理、田间管理、收获期管理和记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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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港流域麦玉复种轮作的盐碱障碍粮田夏玉米抗逆增产栽

培。

2.规范性引用文件及主要参考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及主要参考文件包括：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500 秸秆粉碎还田机 作业质量

NY/T 1997 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规范通则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根据行业共识规定了“盐碱障碍粮田”的术语和定义。

3.1

盐碱障碍粮田 saline-alkali obstacle grain field

土壤中可溶性盐分含量或pH值对农作物生长发育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导致粮

食产量受到影响的耕地。

4.盐碱土壤条件

经黑龙港流域定位试验数据验证，当耕层EC值＞950 us/cm时，夏玉米出苗率

会下降；＜350 us/cm时，盐碱胁迫效应不显著。该区间覆盖了轻度至中度盐碱地

的主要类型。

基于土壤养分有效性与作物耐受性的平衡，pH＞9.0时，铁、锌等微量元素有

效性下降超50%；pH＜7.3时，不符合盐碱障碍粮田的定义范畴。



6

5.播前准备

秸秆处理参数：留茬≤20 cm、切碎≤10 cm的要求，参考NY/T 500标准并结

合盐碱地特性优化。粉碎过粗易导致秸秆腐熟不匀，形成盐分聚集微区；过细则

增加作业成本。切断合格率≥95%可确保秸秆均匀还田，降低土壤透气性差异。

品种选择标准：发芽率≥95%、纯度≥98%的指标，针对盐碱地种子萌发出苗

障碍设定。

开沟排盐设计：对EC值＞800 us/cm的地块，按7 m～10 m间距开沟（深35 cm～

40 cm），利用“盐分随水迁移”原理，通过重力排水降低耕层盐分。

6.播种管理

播期抢早原则：黑龙港流域6月10-20日播种，可使夏玉米在灌浆期避开8月下

旬的低温胁迫（日均温＜20℃持续超3天会导致灌浆停滞）；

水分管理梯度：根据灌溉水矿化度调整灌水量；

矿化度1.3 g/L～2 g/L时，每亩灌25 m³～30 m³，采用“少量多次”策略，防

止盐分随水分蒸发表聚；

矿化度＜1.2 g/L时，可适量增加至30 m³～40 m³，满足洗盐需求。滴灌/喷灌

较畦灌节水30%，且盐分纵向分布更均匀；

种肥间距（8 cm～10 cm）：通过田间肥害试验确定，＜8 cm时苗期烧苗率较

高，＞10 cm则养分利用率会下降。30-8-6配方肥的氮磷钾比例，针对盐碱土磷有

效性低和钾易淋失的特点设计；

机械化作业适配性：气吸式播种机行走速度控制在4 km/h，可使株距合格率

达95%以上，避免因速度过快导致的漏播或重播。宽窄行配置兼容高架喷雾机械作



7

业，为中后期病虫害防治预留操作空间。

7.苗期管理

7.1 抗逆技术组合原理

中耕松土策略：“雨后必耕”可破坏土壤毛细管，试验表明雨后24小时内中

耕，表层土壤盐分可降低5～8个百分点；“有草必耕”则通过减少杂草蒸腾，降

低根区土壤水分竞争，尤其在盐碱地干旱年份，中耕可使苗期水分利用率提升

15%。

灌溉水矿化度放宽至2.2 g/L：基于玉米苗期耐盐阈值（EC值≤4.0 ms/cm，

对应矿化度约2.2 g/L）设定，此时通过小定额灌溉（25 m³/亩～30 m³/亩），可

维持根区盐分动态平衡，不影响幼苗生长。

苗后除草适期：玉米3～5叶、杂草2～5叶时施药，此时玉米心叶尚未展开，

定向喷雾可避免药剂接触生长点。试验显示，该时期施药杂草防效达90%，较过早

（杂草＜2叶）或过晚（杂草＞5叶）施药，亩增产10%～15%。

7.2 病虫害防控重点

粗缩病防控以切断灰飞虱传播链为核心，结合播种期种衣剂处理和苗期吡虫

啉喷雾，可使发病率控制在5%以下。地老虎防治采用毒饵诱杀，较常规撒施药剂

减少农药用量40%。

8.中后期管理

8.1 水分-养分协同调控

分层灌溉策略：矿化度2.0 g/L～2.5 g/L时，采用“25 m³/亩～30 m³/亩+间

隔10天”的小定额灌溉，通过多次淋洗防止盐分累积；矿化度＜2.0 g/L时，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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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加至30 m³/亩～35 m³/亩，满足穗期需水高峰。

追肥决策模型：当基肥氮素＜10 kg/亩且目标产量＞550 kg时，需补施尿素7

kg/亩～11 kg/亩。该阈值通过氮肥运筹试验确定，不足时亩产量下降15%～20%，

过量则导致倒伏风险增加。干旱年型结合灌水追施，可使氮肥利用率提升。

8.2 抗倒伏与抗病虫技术

化控最佳时期：7～11片展开叶时施用胺鲜・乙烯利，此时正是基部节间伸长

敏感期。

9.收获期管理

9.1 适期收获的增产效应

生理成熟标志（乳线消失、黑层形成）的确定，基于籽粒灌浆曲线监测：此

时百粒重达最大值的98%。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收获，既确保玉米充分成熟，又为

后茬小麦播种预留10～15天整地时间，保障麦玉轮作周年产量。

9.2 秸秆还田的盐碱改良作用

按NY/T 500粉碎（长度≤10 cm）还田后，秸秆覆盖可使土壤蒸发量减少12%～

15%，抑制秋冬季节盐分表聚。同时，秸秆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有机酸可中和土壤碱

性，长期定位试验显示，连续3年秸秆还田可使耕层pH值下降0.3～0.5个单位，EC

值下降10%～15%。

10.记录档案

两年以上的记录可用于分析盐碱地改良效果、品种适应性演变，为技术迭代

提供数据支撑。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政策和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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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并在制定

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他省市地方标准，在对等内容

的规范方面与现行标准保持兼容和一致，便于参考实施。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八、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立规范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制定系统的团体标准管理和知识产权处置

等制度，严格履行标准制定的有关程序和要求，加强团体标准全生命周期管

理。建立完整、高效的内部标准化工作部门，配备专职的标准化工作人员。

建议加强团体标准的推广实施，充分利用会议、论坛、新媒体等多种形

式，开展标准宣传、解读、培训等工作，让更多的同行了解团体标准，不断

提高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认知，促进团体标准推广和实施。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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