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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滩上的绿色守望
□  包爱科   本刊记者  李白薇

【2011年度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荒漠草原典型盐生植物适应逆境的机理研究”】

我国是土壤盐碱化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盐渍化土地超过1亿公顷，约占全

球盐碱地面积的10%，对国家生态环境

安全、农牧业生产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我国盐碱化土壤

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特别是甘肃省河

西走廊等重要粮食产区，因灌溉引起的

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尤为突出。传统的

栽培作物由于长期生长在良好的环境

下，抗逆性普遍不强，因而盐害往往导

致农牧业生产严重受损。在我国西北荒

漠区盐碱化土壤中生存的盐生植物经

过长期演化，对盐渍环境有很强的适应

能力，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生态

屏障，也是极为珍稀的种质资源库，蕴

藏着丰富的抗逆基因资源。因而，对盐

生植物适应逆境的机理进行深入系统

研究，对我国荒漠区生态环境的恢复

重建、盐渍化土壤的改良与利用及农作

物和优良牧草抗逆性的遗传改良具有

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为了探明长期适应盐渍环境的盐

生植物的抗盐机理，为我国盐碱化治理

和农牧业生产提供科技支撑，兰州大

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王锁民带领

他的科研团队在我国西北盐碱化荒漠

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系统研究。20余

年来，他们从野外调查、采样，到室内

实验、分析，直至发表高水平论文，历

尽千辛万苦，却始终坚持如一。从2000

年获得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整

株水平钾、钠选择性鉴定抗盐植物类型

及抗盐性研究”资助开始之后的十余年

间，他们累计得到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科技部、农业部、甘肃省等部门

单位20余项课题支持。

艰辛的付出也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如今，团队中已有2人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入选“甘

肃省领军人才”；获批国家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发表论文120

余篇，其中36篇被SCI刊物收录。同时，

“荒漠草原典型盐生植物适应逆境的

机理”的研究成果使我国盐生植物抗

盐机理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

国盐碱化治理和栽培作物抗盐性遗传

改良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们赢得了2011

年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化繁为简，精确分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盐

生植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许许

多多不同的类型，其抗盐机制也不尽相

同，甚至相去甚远。因此，建立一套简

便、准确的分类体系，以便能够精确鉴

别抗盐植物类型及评价植物抗盐能力

是盐渍区植物的筛选引种、抗盐机理研

究及抗盐性育种的关键。

近50年来，国内外众多知名实验

室就这一重要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建立了很多分类体系，然而这些体

系大多依靠形态解剖观察定性辨别盐

生植物类型，不仅程序繁琐，而且无法

从生理机制上准确界定抗盐植物的归

属，缺乏量化的评价指标。针对这一问

题，王锁民及其团队首次运用系统学的

思维观念，从植物根系—土壤界面及植

株根—茎—叶（穗）不同部位之间相互

关联的整体与宏观角度去认识器官、亚

器官水平上的生理生化变化，创新性地

提出了定量计算钾、钠选择性吸收和运

输能力的公式，并据此构建了区分抗盐

植物类型的生理指标体系。该体系快捷

简便，能客观准确地对植物不同品种的

抗盐能力及抗盐植物类型进行定量评

估，在抗盐植物分类、植物抗盐机理以

及抗盐性育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应用价值。

  独辟蹊径，难题得破

钠离子被认为是土壤盐碱化对植

物造成伤害的最主要原因，通过控制

钠进入植物体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个问题十

分关注：一是钠离子进入植物体内的途

径，二是植物自身阻止钠进入其体内的

手段。

在钠吸收途径研究方面，以往国

际上大多采用自身“拒盐”的植物作为

研究材料。因这些植物本身不会大量吸

收钠，所以想依靠它们探寻“盐怎么进

入植物体内”这一问题的答案始终是国

际性难题。王锁民和其科研团队在广泛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开创性

地采用大量吸收钠的积盐植物研究钠

吸收机制，成功发现了钠进入植物体内

的两条重要途径。这项新发现修正了国

际学术界关于植物钠吸收机制的观点，

为高等植物钠吸收机制的研究奠定了

理论基础，有助于植物学家通过减少钠

的进入以控制其毒害效应，在农作物抗

盐性的基因工程改良方面有重要应用

价值，得到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高度

评价。

另外，小麦、水稻和玉米等重要的

粮食作物均为单子叶甜土植物，这些

植物本身在一定范围内可控制钠进入

其体内，但能力较弱，适应盐渍化土壤

的潜力十分有限。如何提高它们的“拒

盐”能力一直是学术界致力解决的重要

问题。王锁民及其团队通过大量的野

外调查，发现长期适应盐渍环境的禾

本科盐生植物具有极强的拒盐能力，首

次证实了强拒盐植物小花碱茅不仅能

通过根部加厚的内皮层限制钠进入体

内，还能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生长所需

要的钾，从而十分抗盐。这一机制的阐

明，为发掘强拒盐植物中蕴涵的丰富抗

逆基因并将其应用于粮食作物抗盐性

的遗传改良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长期以来，王锁民带领科研团队

秉持“发挥西部特色，服务国家需求”

的理念，始终坚守在祖国的西部荒漠

区，渴饮咸水，饥餐风沙，十余年如一

日，系统阐明了荒漠草原典型盐生植物

的抗盐机理，为我国西北生态环境的

改善和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

技支撑。当前，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已

应用于生产实践并正在显现出巨大的

效益。

在对 积 盐植物多年研究的基础

上，王锁民团队发现阿拉善荒漠草原上

的梭梭、白刺和霸王靠大量吸收钠来适

应干旱环境，据此他们研制出一种新型

的能增强荒漠植物抗旱性的钠复合肥

并获国家发明专利。该肥料可繁育荒

漠旱生植物的强抗旱种苗，并能有效提

高其移栽成活率和生长速率，目前已在

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交汇地带

的甘肃民勤县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得

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生

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他们从荒

漠旱生植物中克隆出一系列抗逆基因

并导入优良豆科牧草中，获得抗逆性显

著增强的转基因品系，部分品系已获农

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批准

进行田间中间试验。

在采访过程中，团队带头人王锁民

一直强调：“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要更加注重依

靠西部特有的环境和植物资源，‘从实

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而更好地服

务社会和国家。”

王锁民正在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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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锁民(左一)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林业局副局长

白生明(左二)在阿拉善右旗钠复合肥推广现场

2.   王锁民(右三)在荒漠区指导学生

3.  王锁民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