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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沿海受旱与咸酸田面积的分布与
抗旱、耐盐种质资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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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了广西沿海地区的北海、防城港、钦州 ３ 市 ８ 县(区)１９７５￣２０１０ 年耕地面积、干旱受灾面积和咸酸田面积的动

态变化以及抗旱、耐盐作物种类和分布ꎻ收集了一批水稻、木薯及芋头的地方种质资源ꎬ并对其进行了抗旱性和耐盐性的鉴定

评价ꎮ 本研究对广西沿海种质资源保护及利用ꎬ对抗旱、耐盐性研究及育种利用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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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临南海北部湾ꎬ大陆海岸线长 １４８５ ｋｍꎬ
岛屿海岸线长约 ３５０ ｋｍꎬ广西沿海地区属亚热带海

洋性气候或亚热带季风气候ꎬ年均气温约 ２２ ４ ℃ꎬ
年降雨量达 １６００ ｍｍꎻ尽管属于丰水地区ꎬ但因受

冬、夏季风交替影响和境内复杂地理环境的作用ꎬ季
节性旱灾频繁发生ꎮ 春旱更是广西沿海地区主要的

灾害性天气之一ꎬ其影响范围广ꎬ对农作物危害大ꎬ
发生频率达 ７０％ ~９０％ ꎮ 在春旱重灾年ꎬ水稻播种

延迟ꎬ春种作物长势不良ꎬ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

或失收[１]ꎮ 广西沿海盐害以咸酸田为主[２]ꎬ咸酸田

是中国热带或亚热带滨海区一种以反酸为主、兼盐

害的低产水稻土ꎬ是由于沿海地区酸性硫酸盐土经



　 １ 期 李丹婷等:广西沿海受旱与咸酸田面积的分布与抗旱、耐盐种质资源鉴定

人为围垦种植水稻后形成的[３]ꎮ 咸酸田面积约占

广西沿海地区耕地面积的 １０ ５％ ꎬ占水田面积的

２４ ０％ ꎬ是水稻产量的首个制约因子ꎮ 本研究通过

农业基础数据普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ꎬ了解了广西

沿海地区干旱及盐害情况ꎬ摸清了抗旱、耐盐作物种

类及分布ꎬ并获得一批抗旱、耐盐种质资源ꎬ为抗旱、
耐盐性研究及育种利用提供材料ꎬ为广西沿海农业

生产中对抗干旱及盐害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方法

广西沿海地区包括北海、防城港、钦州 ３ 市 ８ 县

(区)ꎬ即北海市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浦县ꎻ
钦州市钦南区ꎻ防城港市港口区、防城区、东兴市ꎮ
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干旱受灾面积、盐咸地(咸酸

田)面积、滩涂面积等的数据普查由各市农业局完

成ꎬ自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０ 年ꎬ每 ５ 年为 １ 个时间节点ꎮ
农作物抗旱、耐盐种质资源调查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之间进行ꎬ先后组织 ８ 批次共 ４５ 人

次开展调查ꎬ调查范围覆盖广西 １８ 个临海乡镇ꎬ包
括北海市 ６ 个镇(涠洲镇、福成镇、兴港镇、沙田镇、
党江镇、公馆镇)ꎬ钦州市 ４ 个镇(大番坡镇、犀牛角

镇、贵台镇、东场镇)ꎬ防城港市 ８ 个乡镇(江平镇、
光坡镇、江山镇、峒中镇、东兴镇、扶隆镇、企沙镇、茅
岭乡)ꎮ 以水稻、甘蔗、旱粮(木薯)等为调查重点作

物ꎬ内容包括抗旱、耐盐资源种类和分布等ꎬ收集沿

海地区作物种质资源(品种)ꎬ采集各类资源所在地

的土壤类型和盐碱度等信息ꎮ 种质资源考察与收集

方法参考郑殿升等规程[４]ꎮ
１ ２　 抗旱、耐盐品种鉴定评价

１ ２ １　 试验材料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广西沿海地区调

查收集的水稻品种 １４０ 份、红薯 ２０ 份、木薯 ２０ 份和

芋头 １０ 份ꎬ水稻耐盐对照为 ＩＲ３６ꎬ抗旱对照为巴西

旱稻ꎮ
１ ２ ２　 抗旱性鉴定及评价　 ２０１１ 年于南宁市广西

农科院试验网室内完成ꎬ设置旱胁迫及正常灌溉 ２
个处理ꎬ３ 个重复ꎬ在水分敏感期进行反复旱胁迫ꎬ
收获时取 ５ 株测产ꎮ 计算抗旱系数 ＝ 旱作处理产

量 /正常灌溉产量[５]ꎮ 按抗旱系数评价鉴定材料的

抗旱性ꎬ即 ０ ~０ ２０ 为极弱ꎬ０ ２１ ~ ０ ４０ 为弱ꎬ０ ４１ ~
０ ６０ 为中ꎬ０ ６１ ~ ０ ８０ 为强ꎬ０ ８１ ~ １ 为极强ꎮ
１ ２ ３　 耐盐性鉴定及评价　 水稻发芽期耐盐性鉴

定及评价方法参考韩龙植等[６￣７] 和郭望模等[８]ꎻ水
稻苗期耐盐性鉴定及评价方法参考藏金萍等[９]ꎬ略

有改动ꎮ
薯类及芋头耐盐鉴定及评价:利用海边滩涂高

盐地与内陆低盐地对照种植方法ꎬ高盐地为防城港

东兴市的沿海滩涂ꎬ土壤电导率 ２７５ ~ １００７ ｍｓ / ｍꎬ
低盐地位于南宁广西农科院试验基地ꎬ土壤电导率小

于 ５０ ｍｓ / ｍꎮ 正常管理至收获称重ꎮ 计算耐盐性系

数 ＝盐地产量 /非盐地产量ꎮ 按耐盐系数评价鉴定材

料的耐盐性ꎬ即 ０ ~ ０ ２０ 为极弱ꎬ０ ２１ ~ ０ ４０ 为弱ꎬ
０ ４１ ~０ ６０ 为中ꎬ０ ６１ ~０ ８０ 为强ꎬ０ ８１ ~１ 为极强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广西沿海地区干旱受灾面积及盐咸地(咸酸

田)面积的变化

干旱地和咸酸田是广西沿海地区中低产田的主

要组成部分ꎬ干旱地主要分布于坡地梯改型和灌溉

改良型旱地中ꎬ灌溉条件差ꎬ对雨水依赖严重ꎮ 咸酸

田是广西沿海水田的主要特点ꎬ来源于不同时期的

围海造田ꎮ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０ 年ꎬ广西沿海地区干旱受灾面

积和盐咸地(咸酸田)面积都呈现下降趋势(图 １)ꎮ
干旱受灾面积由 １９７５ 年的 １ ６７ 万 ｈｍ２ 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０８ 万 ｈｍ２ꎬ减少了 ３５ ３％ ꎬ占耕地面积由

１０ ５％降至 ８ ８％ ꎬ仅减少了 １ ７％ ꎬ由此可见ꎬ尽管

灌溉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灾ꎬ但广西

沿海地区干旱受灾情况没有得到有效控制ꎮ 盐碱地

(咸酸田)面积减少较干旱受灾面积更明显ꎬ１９７５
年盐碱地(咸酸田)面积 ３ ３９ 万 ｈｍ２ꎬ至 ２０１０ 年降

至 １ ２８ 万 ｈｍ２ꎬ减少 ６２ ２％ ꎬ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下降了 ５０％ ꎬ减少的咸酸田大部分变成了海水养殖

图 １　 广西沿海耕地面积、干旱受灾面积、
盐碱地面积及滩涂面积的变化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ꎬ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ｒｅａꎬａｃｉｄ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ａｒｅａꎬ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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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ꎮ 同期ꎬ广西沿海地区的耕地面积减少 ３ ７８
万 ｈｍ２ꎬ单咸酸田就减少了 ２ １１ 万 ｈｍ２ꎬ占 ５５ ８％ ꎬ
说明咸酸田改成渔用是广西沿海地区耕地减少的主

要原因ꎮ
２ ２　 抗旱、耐盐作物种类及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ꎬ广西沿海地区的主要作物为水

稻、甘蔗及旱粮(红薯、木薯和芋头)ꎬ２０１０ 年分别占

当地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３２ ８％ 、１５ ２％ 和 １４ ３％ ꎮ
本研究在调查的众多作物种类中ꎬ仅列出以上 ３ 种

作物的抗旱、耐盐品种种植及分布情况ꎮ
２ ２ １ 　 耐盐、抗旱水稻品种种植情况及分布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０ 年间ꎬ咸酸田占广西沿海水稻田面积的

２５％ ~３０％ ꎬ是水稻田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在广

西沿海地区水稻种植史中ꎬ一批强耐盐性的地方水

稻品种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ꎬ比较有名的如赤禾、
深水莲、毛禾、咸稳等ꎬ曾在广西 ３ 市沿海乡镇大面

积种植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ꎬ在本次调查的 １８ 个沿海

乡镇中ꎬ这些品种已基本灭迹ꎮ 仅在防城港市港口

区茅岭乡、合浦县党江镇、钦州市钦南区东场镇发现

有耐盐地方水稻品种种植ꎬ因为该地仍有用于水稻

种植的重咸酸田ꎬ海水倒灌田ꎮ 如钦南区东场镇的

英窝村ꎬ有大约 １２ ｈｍ２稻田每年都会在 ８ 月份遭受

海水倒灌ꎬ这些稻田每年都种植水稻品种赤禾ꎬ已经

几十年了ꎮ 在合浦县党江镇ꎬ也是因为当地仍种植

约 ４ ７ ｈｍ２ 重咸酸田ꎬ主要水稻品种是毛禾和水底

勾ꎬ也是种了几十年的老地方品种ꎮ 在沿海的有些

乡镇ꎬ亦偶见典型的耐盐地方品种种植ꎬ但不是需要

其耐盐特性ꎬ而是因为耐盐品种多为红米ꎬ符合当地

人们喜食红米的习惯ꎮ
对于轻咸酸田ꎬ博优系列杂交稻种植面积占绝

对优势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０ 年ꎬ占水稻播种面积的 ３０％ 以

上ꎬ２０１０ 年在北海市高达 ５７％ ꎮ 该系列品种之所以

在广西沿海保持大面积种植ꎬ一是因为其中等耐盐

性ꎬ适合于轻咸酸田ꎬ二是其米质符合当地饮食

习惯ꎮ
广西沿海地区抗旱水稻品种多为糯稻品种或粳

型品种ꎬ即当地所称的旱糯、大糯及旱谷ꎬ糯稻品种

是保留较多的老地方品种的一个类型ꎮ 由于广西沿

海地区农民喜食糯米ꎬ并将糯米做成米饭、粽子、糍
巴等用于地方风俗仪式、祭拜等宗教活动ꎬ因而广西

沿海地区至今仍保留有较多的地方糯稻品种ꎬ在本

次调查的 １８ 个乡镇均有零星分布ꎬ其中以防城港市

港口区、北海市合浦县分布较多ꎮ
２ ２ ２　 耐盐、抗旱旱粮种植情况及分布　 广西沿海

地区旱粮主要为红薯、木薯ꎬ还有少量芋头ꎮ 红薯主

要分布于防城港市港口区、东兴市ꎬ不仅是当地人们

的杂粮ꎬ更是一种经济作物ꎬ是东兴的特色农产品ꎬ
创出红薯品牌“红姑娘”ꎬ产品除了供给全国各大城

市ꎬ还出口日本等亚洲国家ꎮ 防城港市除主要种植红

姑娘品种外ꎬ大多农户都会种一些自留的农家品种ꎬ
除了满足自身需要ꎬ少量则用于出售ꎮ 在防城港市港

口区江平镇调查时ꎬ发现很多农户同一块田里就种有

几个不同的品种ꎬ多则可达七八个ꎬ因各红薯品种口

感差别很大ꎬ多种可以满足家庭不同成员的需求ꎮ
广西沿海红薯对抗旱的要求比耐盐高ꎬ因为广

西有盐害的多为水稻咸酸田ꎬ用于种植红薯的盐地

较少ꎮ 仅在东平一带有一些盐地用于种植红薯ꎮ 据

当地农民反映ꎬ尽管地咸ꎬ但种出的红薯并没有咸

味ꎮ 相比之下ꎬ抗旱是红薯种植的第二大问题(第
一是病毒)ꎬ广西沿海多为丘陵地ꎬ浇灌条件很差ꎬ
所种品种抗旱性普遍较好ꎮ

木薯的种植已不作为食用ꎬ而是作为生产能源

酒精的原料ꎮ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由于政策支持及市场需

求旺盛ꎬ广西沿海木薯种植增多ꎬ最高时面积可达

１ ７ 万 ｈｍ２ꎬ广泛分布于合浦县、钦南区、东兴市、防
城区等沿海乡镇ꎮ 因为木薯加工要求品种越少越

好ꎬ因此沿海木薯品种比较少ꎬ推广南植 １ 号、华南

２０１、南洋红等少数几个品种后ꎬ原有的木薯品种逐

步减少ꎬ但在农户的庭前屋后、菜园、篱笆等地ꎬ仍可

见零星木薯地方品种ꎮ 广西沿海用于种植木薯的多

为干旱、贫瘠的土地ꎬ因此对木薯的抗旱性要求比红

薯更高ꎬ全生育期几乎不浇灌ꎮ
芋头在沿海地区只有零星分布ꎬ而且都是分散

种植于庭院前、菜园里ꎬ作为家庭杂粮以增加饮食多

样化ꎮ 也正因如此ꎬ广西沿海没有育成的芋头品种ꎬ
所种植的都是农户祖辈留下的农家品种ꎬ多样性很

高ꎮ 因为种植地都是庭院、菜园等低盐土地ꎬ可随时

浇灌ꎬ因此无法了解其品种的抗旱、耐盐特性ꎮ
２ ２ ３　 耐盐、抗旱甘蔗种植情况及分布　 甘蔗是广

西沿海品种最单一的农作物种类ꎬ这与行政部门及

糖厂要求有关ꎬ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广西沿海种植的甘蔗

品种 ６５％以上为台糖系列ꎬ还有 ２５％左右的粤糖品

种ꎬ其他如果蔗只有少量分布ꎮ 与木薯一样ꎬ也有少

量其他品种零星分散种植于园子里ꎬ或当篱笆ꎬ或散

落丢弃自生自灭ꎮ 甘蔗分布于广西沿海的所有乡

镇ꎬ以北海合浦等地的甘蔗面积最大ꎮ 甘蔗对耐盐、
抗旱要求都很高ꎬ有报道称ꎬ甘蔗品种粤糖 ００￣２３６
的耐盐性好ꎬ可以在由咸酸田改造的地里种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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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期 李丹婷等:广西沿海受旱与咸酸田面积的分布与抗旱、耐盐种质资源鉴定

产量ꎮ
２ ３　 抗旱、耐盐种质鉴定评价

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从广西沿海收集的水稻品种

１４０ 份、红薯 ２０ 份、木薯 ２０ 份和芋头 １０ 份进行了抗

旱性、耐盐性鉴定ꎬ筛选出一批抗旱、耐盐种质ꎮ
２ ３ １　 水稻抗旱、耐盐种质鉴定评价　 １４０ 份水稻

品种抗旱性鉴定:筛选出极强抗旱性水稻品种 ８ 份ꎬ
强抗旱水稻品种 １１ 份ꎬ中等抗旱性品种 ３７ 份ꎬ３ 个

抗性等级水稻品种数占总鉴定数的 ４０％ (表 １)ꎮ
发芽期及苗期耐盐性鉴定:４８％ 的沿海水稻品种都

表现出中等以上发芽期耐盐性ꎬ２８％ 表现出中等以

上苗期耐盐性(表 ２)ꎮ 而 １５０ 份广西非沿海水稻地

方品种只有 １０ 份具有中等以上发芽期耐盐性ꎬ显著

低于沿海地区ꎬ说明广西沿海地方水稻品种的耐盐

性较好ꎮ

表 １　 评价为极强抗旱性的水稻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ｉｃ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

序号

Ｎｏ.

收集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名称

Ｎａｍｅ

５ 株产量(ｋｇ)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５ ｐｌａｎｔｓ

对照

ＣＫ

旱胁迫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抗旱系数

ＤＲＣ

１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０５ 旱谷(大番坡)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８４
２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３０ 畲谷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８３
３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３３ 麻谷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８５
４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６０ Ｒ１９ ０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８６
５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６４ Ｒ５８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８７
６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６６ Ｒ８７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８７
７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９０ Ｒ８８ ０ ２４ ０ ２２ ０ ９１
８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９２ Ｒ９２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８７
９ 对照 巴西旱稻 ０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８９

ＤＲＣ: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不同生育期表现为极强耐盐性的水稻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ａ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ｒｉ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序号

Ｎｏ.

收集号

Ｃｏｌｌｅ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名称

Ｎａｍｅ

发芽第 ４ 天

４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发芽第 １０ 天

１０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相对盐害率

Ｒ
耐盐评价

Ｅ
相对盐害率

Ｒ
耐盐评价

Ｅ
对照

ＣＫ
１％盐水胁迫

ＳＳ
耐盐评价

Ｅ

１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７８ 细谷牛脚 １ ９ ８６ 极强 ＨＴ １５ ７１ 极强 ＨＴ １ ５ ６７ 中 ＭＴ

２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８２ 细谷牛脚 ２ １４ １８ 极强 ＨＴ １５ ００ 极强 ＨＴ １ ５ ００ 中 ＭＴ

３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２５ 细谷仔 １３ ９７ 极强 ＨＴ ４０ ００ 强 Ｔ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４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３２ 老谷 １９ ５８ 极强 ＨＴ ５６ ３４ 中 ＭＴ １ ５ ００ 中 ＭＴ

５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０４ 水谷 ２４ ２６ 强 Ｔ ２７ ４１ 强 Ｔ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６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０５ 毛禾 ４５ ０７ 中 ＭＴ ６２ ５９ 弱 Ｓ １ ２ ３３ 极强 ＨＴ

７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０６ 水底勾 ６９ ２９ 弱 Ｓ ７０ ７１ 弱 Ｓ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８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７２ ４３ ６８ ４９ 弱 Ｓ ８５ ８２ 极弱 ＨＳ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９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７３ ４６ ４５ ４５ 中 ＭＴ ４８ ２３ 中 ＭＴ １ ２ ３３ 极强 ＨＴ

１０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７４ ５１ ４１ ５５ 中 ＭＴ ６１ ９７ 弱 Ｓ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１１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８６ ６５ ６３ １２ 弱 Ｓ ６４ ５４ 弱 Ｓ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１２ ２００９４５００９７ ７１ ５０ ３６ 中 ＭＴ ６１ ０３ 弱 Ｓ １ １ ６７ 极强 ＨＴ

１３ ２００９４５０１０１ ７３ ４５ ３９ 中 ＭＴ ６８ ０９ 弱 Ｓ １ １ ００ 极强 ＨＴ

１４ 对照 ＩＲ３６ １６ ０８ 极强 ＨＴ １９ ８６ 极强 ＨＴ １ ２ ３３ 极强 ＨＴ

ＨＴ:Ｈｉｇｈｌ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Ｍ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Ｓ: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ꎬＨＳ: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ꎬ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Ｒ: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ａｌｔꎬＳＳ:
１％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３ ２　 旱粮作物抗旱、耐盐种质鉴定评价 　 从 １６
份来自防城港市和 ４ 份来自钦州市的红薯品种中ꎬ
筛选出中等抗旱以上材料 ９ 份ꎬ中等耐盐以上材料

１１ 份(表 ３ꎬ表 ４)ꎬ说明广西沿海红薯抗旱、耐盐性

较好ꎮ
２０ 份来自沿海 ３ 市的木薯品种中ꎬ抗旱以上材

料 １０ 份ꎬ中等耐盐以上材料 １４ 份(表 ３ꎬ表 ４)ꎬ尽管

耐盐不是木薯生产的主要矛盾ꎬ但实际上收集到的

木薯品种的耐盐性却相当好ꎮ
１０ 份芋头品种中获得强抗旱品种和中等抗旱

各 ２ 份ꎬ所测芋头中没有强耐盐品种ꎬ只有 ３ 份中等

耐盐品种(表 ３ꎬ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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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评价为极强抗旱性的水稻、红薯、木薯、芋头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ꎬｃａｓｓａｖａꎬｔａｒｏ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

序号

Ｎｏ.
收集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作物种类

Ｔｙｐｅ
名称 Ｎａｍｅ

５ 株产量(ｋｇ)Ｙｉｅｌｄ ｏｆ ５ ｐｌａｎｔｓ

对照 ＣＫ 旱胁迫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抗旱系数

ＤＲＣ

１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２３ 红薯 京族红姑娘 ２ ８０ ２ ４３ ０ ８７

２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９８ 红薯 灵山薯 ２ ０７ １ ８０ ０ ８７

３ ２０１０４５０００６ 红薯 北海薯 １ ７０ １ ３７ ０ ８０

４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２４ 木薯 白梗木薯 ２３ ９７ １９ ９０ ０ ８３

５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６８ 木薯 木薯 １(犀牛) ２８ ２３ ２３ ４０ ０ ８３

６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１０ 芋头 番鬼芋 / 北京芋 ５ ００ ４ ０３ ０ ８１

７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１２ 芋头 芋头 １ ３ ８７ ３ ２７ ０ ８４

表 ４　 评价为极强、强耐盐性的红薯、木薯、芋头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ꎬｃａｓｓａｖａꎬｔａｒｏ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ａｌｔ

序号

Ｎｏ.

收集号

Ｃｏｌｌｅ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作物种类

Ｔｙｐｅ
名称

Ｎａｍｅ

５ 株产量(ｋｇ)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５ ｐｌａｎｔｓ

低盐对照

ＣＫ
高盐胁迫

Ｓｏ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耐盐系数

Ｓａ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耐盐性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１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０９ 红薯 光坡香薯 １ ７３ １ ４３ ０ ８３ 极强 ＨＴ

２ ２０１０４５０００３ 红薯 白姑娘 １ ３３ １ ２０ ０ ９０ 极强 ＨＴ

３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１３ 红薯 钦州薯 ２ ２０ １ ４０ ０ ６４ 强 Ｔ

４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２８ 木薯 犀牛木薯 ２５ ００ ２１ ９７ ０ ８８ 极强 ＨＴ

５ ２０１０４５００１９ 木薯 广东薯 ２４ １３ ２１ １０ ０ ８７ 极强 ＨＴ

６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１２ 木薯 糯木薯 ２８ ２３ １７ ４３ ０ ６２ 强 Ｔ

７ ２００８４５００１４ 木薯 南洋 １(白茎) ２８ ４０ １７ ５７ ０ ６２ 强 Ｔ

８ ２００８４５０１２９ 木薯 色薯 ２４ ３３ １５ ３３ ０ ６３ 强 Ｔ

３　 讨论

３ １　 干旱及盐害长期危害广西沿海地区农业生产

广西沿海 ８ 县区干旱受灾面积和盐咸地(咸酸

田)面积在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０ 年间尽管有下降趋势ꎬ但仍

然占耕地面积的 ２０％左右ꎬ是广西农作物生产的主

要限制因子之一ꎮ 咸酸田对水稻生产总量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ꎬ１００ ~ ２００ ｋｇ 的单产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ꎮ 对抗干旱及盐害有 ３ 种方法ꎬ一是兴修水

利、改良土壤ꎮ 二是调整种植结构[１０]、改变栽培方

式[１１]ꎮ 三是抗旱、耐盐农作物品种的选育与利

用[１２￣１３]ꎮ 其中第 ３ 种方法是最经济有效的措施ꎬ然
而ꎬ由于以往对抗旱和耐盐育种的重视程度不够ꎬ加
以这些性状本身遗传和生理的复杂性[１４￣１５]ꎬ缺少有

效的鉴定筛选手段ꎬ难以打破抗旱性和耐盐性与不

良性状的连锁累赘ꎬ导致水稻抗旱和耐盐品种培育

的进展非常缓慢[１６]ꎮ 因此ꎬ下一步应该加强抗旱和

耐盐育种研究ꎬ以应对干旱和盐害威胁ꎬ提高农作物

产量及效益ꎮ

３ ２　 加强广西沿海地区抗旱、耐盐品种资源的创新

利用

广西沿海地区在渔业等其他产业迅速发展、农
业良种推广加快ꎬ作物品种日趋单一的今天ꎬ仍有一

些老地方品种因具有某种优异性状或能满足当地农

民的特殊需要而得以沿用至今ꎮ 例如深水稻品种深

水莲、赤禾、毛禾等ꎬ因其对咸酸田、海水倒灌田有特

殊的适应性ꎬ能忍耐高盐并能随水涨而茎长ꎬ又迎合

当地农民喜食红米的特性ꎬ因而得以保存ꎮ 又如紫

芋ꎬ被用来治疗热毒、消石、降压等疾病ꎬ此类资源因

具有土著医疗保健作物ꎬ满足农民特殊需要而得以

保存[１７]ꎮ 还有糯稻ꎬ由于广西沿海地区农民喜食糯

米ꎬ并将糯米做成米饭、粽子、糍巴等用于地方风俗

仪式、祭拜等宗教活动ꎬ因而广西沿海地区至今仍保

留有较多的老地方糯稻品种ꎬ抗旱水稻品种主要集

中在这类材料中ꎮ
在本次调查中ꎬ收集并鉴定出一批抗旱、耐盐品

种资源ꎬ如水稻品种细谷仔和水谷ꎬ在发芽第 ４ 天、
发芽第 １０ 天和苗期均表现出强耐盐性ꎬ另有 ２ 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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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期 李丹婷等:广西沿海受旱与咸酸田面积的分布与抗旱、耐盐种质资源鉴定

稻品种在这 ３ 个时期表现中等以上耐盐性ꎬ是水稻

耐盐研究及育种的宝贵资源ꎮ 然而ꎬ要使这批资源

在水稻研究及育种中得到有效的利用ꎬ还需要开展

更深入更精准的鉴定评价ꎬ加强优异基因发掘与研

究ꎬ加强优异种质的创新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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