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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国际干旱区土地开发大会”于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宋怀龙和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的魏复盛院士联合完成的关于“咸水复合生态农业的构建及其在荒漠化防治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 
    该论文指出，荒漠(化)地区都缺水，缺的是淡水；荒漠(化)地区又大多又不缺水，不缺咸水。地质勘探调查
初步查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西北和中北部荒漠(化)地区潜水层中的地下咸水(包括微咸水、半咸水和咸水)，
其分布面积在138万平方千米以上，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4.3%，其中微咸或半咸水的储藏约有400亿立方米，且每
年有近140亿立方米可供开发利用。中国有盐碱地(包括盐碱荒漠)约合35万平方千米。这意味着中国地下咸水不
仅埋藏在盐碱荒漠的地下，还广泛存在于其它类型的荒漠(化)地区，如沙漠的地下。 
    地下咸水具有分布广、储量大、埋藏浅、易开采等特点，这为中国荒漠化地区的生态修复和“咸水复合生态
农业”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关键的水资源条件和实施的可能性。 
    “咸水复合生态农业”就是以咸水——就是以咸水为荒漠化生态修复和建设的前提(先决)资源条件，利用耐
盐碱动植物及咸水各自的自然属性，在荒漠化地区开展种植盐生或耐盐碱植物、养殖盐生或耐盐碱水生动物(主
要是海水经济动物)，饲养相关的经济动物和家畜等等，构建并形成农林牧副渔和谐共存的咸水复合生态农业的
生产系统。 
    在荒漠(化)地区构建“咸水复合生态农业生产系统”，既可以达到荒漠化地区生态修复的目的，同时还可以
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早年，中国就已经成功地利用地下咸水在塔里木沙漠公路建设防护带，取得很好的生态防护效果。近年来，又开
始在西北和中北部干旱、半干旱荒漠(化)地区利用地下咸水对盐碱荒漠(或斑漠)进行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的试验
研究。这些试验已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比如在中国内蒙古和河北的退化草原的盐碱斑漠上，利用地下咸
水成功种植了从滨海湿地引入的、且在当地也有少量分布的耐盐碱草本植物，期望已退化成盐碱斑漠的草原获得
恢复，并使得盐碱尘暴源得到治理；在西北荒漠化地区开展了用咸水养殖海水对虾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在新疆
罗布泊地区盐碱荒漠种植一些耐盐碱的草本植物，以提供野生骆驼越冬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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