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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研究系列报告（15）】

提升西北内陆干旱绿洲区粮食产能的建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以及

党的二十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围绕新一轮

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组织甘肃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及宁夏大学等单

位专家，组成了西北内陆绿洲区粮食产能提升专题研究组并开展了

专项调研，提出了西北内陆绿洲区粮食产能提升的政策建议，供参

考。

一、基本态势

西北内陆绿洲区主要包括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边缘

的高山山麓地带、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总耕地面积约 476万

公顷。2021年，新疆、甘肃及宁夏三省（区）粮食总产达 23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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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 3.6%。目前，西北内陆绿洲区粮食生产

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总产及单产呈增加趋势，主要贡献

在新疆。2000 年以来，新疆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产及单产呈持

续增加趋势，2021年，新疆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3557.48万亩，粮

食总产量 1735.80万吨，占三省区 72.5%，单产 487.93公斤/亩，与

2010年相比，新疆播种面积、总产及单产分别增加 50.8%、27.4%、

18.0%。甘肃河西绿洲灌区自 2015年以来因制种玉米及高原夏菜等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降低趋势，

但单产呈增加趋势，2021 年，甘肃河西绿洲灌区粮食作物单产

499.18 公斤/亩，较 2010 年单产增加 5.2%。2010 年以来，宁夏绿

洲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产量均相对稳定。

二是粮食种植制度以小麦、玉米一熟制为主，但“冬小麦－大

豆”等两熟制呈增加趋势。宁夏和甘肃绿洲区以小麦、玉米一熟制

为主，小麦一熟面积分别为 139万亩和 176万亩，玉米一熟面积分

别为 484万亩和 426万亩。甘肃河西灌区 2018年开始逐步推广“小

麦－绿肥－玉米”两年三熟制种植模式。新疆逐步扩大“小麦－绿

肥－玉米”（北疆）与“棉花－小麦－棉花”（南疆）两年三熟制，

2021 年以来，两种模式的面积分别达 220 万亩和 770 万亩。根据

区域资源禀赋特征，实践证明，在西北绿洲区适度发展适宜的多熟

制具有增产减碳的积极作用。

三是粮食产能的重点区域以耕地面积大、灌溉水源充足、机械

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为主。就发展区域而言，新疆绿洲区以光热

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灌溉水相对比较充裕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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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喀什、塔城、建设兵团、阿克苏市为主；甘肃绿洲区以耕地面

积大、地处石羊河与黑河流域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为主；宁

夏绿洲区以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较大、水利设施较为完善、机械化

水平高的吴忠市为主。

四是西北绿洲区未来粮食高产潜力可观，重点在新疆。从目前

已有的高产技术实践来看，该地区具有进一步发展高产超高产的区

域资源潜力。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连续多年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奇台总场创造了单产达 1512—1663公斤/亩的全国玉米高

产纪录，近 3年在该区每年示范面积达 2000万亩。甘肃农业大学

通过集成精量导航覆膜播种、水肥分带精准管理、小麦浅埋滴灌、

玉米宽窄行、全程机械化等技术，研究形成了小麦、玉米宽幅间作

模式，实现了“超吨粮”目标。宁夏、甘肃绿洲区通过技术集成、

良种良法配套，研究形成了内陆灌区玉米一熟超吨粮农作制模式，

近 3年甘肃、宁夏两省每年推广面积达 600万亩。从潜力预测来看，

2035 年新疆绿洲区粮食作物产量预期可达 2800 万吨，较 2021 年

总产量增加 61.3%；甘肃绿洲区粮食作物产量可达 350万吨，宁夏

绿洲区粮食作物产量可达 291万吨，较 2021 年总产量略有增加。

三区合计粮食产能预期可达 3441万吨，具有新增约 1000万吨产能

的潜力。

二、主要制约因素

（一）资源型缺水严重，农田用水效率偏低。总体来看，本区

域部分地区还在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的使用率低，且灌溉设备年久失修、老化严重，输水设施落后，漏

水严重，导致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灌溉定额普遍偏高，灌水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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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小麦、玉米、水稻等作物生产中农户灌溉定额分别高达 400、

600、900立方米/亩，漫灌与常规膜下滴灌灌水效率分别低于 40%

与 70%，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设施落后、灌溉输水效率低，无效蒸

发大，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偏低。小麦漫灌与常规滴灌水分利用效率

平均为 1.1 千克/立方米与 1.4 千克/立方米，玉米漫灌与常规滴灌

水分利用效率平均为 1.9千克/立方米与 2.5千克/立方米。棉花需水

量多，与粮食作物争水抢水现象更加突出。棉花农户灌溉定额高达

800立方米/亩，但漫灌与常规滴灌水分利用效率仅为 0.5千克/立方

米与 1.3千克/立方米。

（二）耕地次生荒漠化、盐碱化面积大。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影响，甘肃河西走廊及沿黄灌区、宁夏引黄灌区、新疆内陆灌区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耕地荒漠化与盐碱化现象。甘肃盐碱化耕地主要

分布在疏勒河、黑河、石羊河及沿黄灌区的中东部地区，重、中、

轻度盐碱化耕地分别达 74.9、170.0 与 239.3 万亩，分别占耕地的

15.5%、35.1%与 49.4%。宁夏盐碱化耕地主要分布在北部引黄灌区

和清水河川局部灌区，以银川平原北部尤为严重，重、中、轻度盐

碱化耕地分别达 37.5、56.7与 133.4 万亩，分别占耕地的 16.5%、

24.9%与 58.6%。新疆重、中、轻度盐碱化耕地分别达 110.6、476.3

与 1843.4万亩，分别占耕地面积的 4.5%、19.6%与 75.9%。

（三）粮食产能提升的政策保障体系滞后。近年来西北内陆绿

洲区粮食产业化发展趋势加快，融入了农业订单、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等保障和约束机制，从政府层面制定了基于生态安全的水资源、

土地资源保护等约束政策，形成了相应的配套制度，但这些制度中

大部分效力不足，影响了粮食产能提升农作制的规范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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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高效化水平。以甘肃河西绿洲灌区为例，不同区域均按水

资源特征和种植制度制定有详细的配水制度，但针对如何执行配水

制度、如何分配水权、如何进行水交易等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实施保

障体系，形成了种植制度与政策保障制度的错位。尽管一些现代农

业技术在西北内陆绿洲区已普遍使用，在占比约 10%的大型农场新

技术应用普及率更高，例如新疆等地作物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无人

机喷药等比例达到 95%以上。尽管占比约为 55%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等中等规模经营的集约化水平显著提升，但现代技术应用

能力依然不足。

三、政策建议

（一）优化区域作物布局，积极推进粮食种植制度改革。根据

自然地理特点与农业实际，建议将新疆绿洲区划分为“南疆沙漠绿

洲灌区”与“北疆内陆绿洲灌区”2大生态区域，将甘肃绿洲区划

分为“沿山冷凉灌区”“中部温暖灌区”与“沙漠沿线灌区”3大

生态区域，将宁夏绿洲区划分为“中部干旱扬黄灌区”与“北部引

黄灌区”2大生态区域。根据区域内热量和水资源条件，因地制宜

配置单作玉米、小麦、马铃薯和小麦间作玉米、玉米间作大豆、花

生等种植模式，充分挖掘热量和水资源承载潜力。坚持农田用养结

合，集成应用保护性耕作制度、土壤轮耕制度及种植绿肥制度，提

高粮食可持续生产水平。

（二）发挥区域规模化生产优势，创建国家智慧粮食产业示范

区。西北灌区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特别是新

疆棉花、甘肃河西玉米制种、宁夏小麦等农业机械化程度居于全国

前列，农场或经营组织的面积较大，近年来智能灌溉、农业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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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展较快，具有大面积创建智慧粮食集中产业示范区的良好基础。

要根据作物标准化生产需求，建设“灌区农田一张图”，根据小麦、

玉米、马铃薯等关键生产季节，充分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人工

智能等科技手段，构建实时动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体系及智能管理

体系，为我国智慧农业建立区域示范样板。

（三）强化科技引领，集中力量打造西北绿洲区“超吨粮”集

中产区。新疆绿洲区通过集成优良品种、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

技术，实现大田玉米单作“吨半粮”、冬小麦-大豆复种“超吨粮”

高产高效栽培；甘肃绿洲区在机械化满足前提下，集成优良品种与

高效水肥管理等技术，适度扩大玉米间作小麦/豆科作物，实现“超

吨粮”；宁夏绿洲区主要通过选育、推广中晚熟品种，普及宽窄行

种植、平衡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通过增加玉米种植密度实现

增产，构建玉米密植高产低水分籽粒直收技术全程机械化模式，创

建西北玉米高产“超吨粮”集中产区。建议，国家在西北灌区统筹

部署，集中资源，在新疆、甘肃、宁夏创建 500万亩以上的“超吨

粮田”，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贡献。

（四）强化水资源管理，多措并举消减耕地荒漠化与盐碱化障

碍。一是优化农业水资源调配，改善水资源保障水平。要充分利用

各种水资源，实现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源、跨流域和跨区域

调水等水源的联合运用、互补余缺，有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二

是要实行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规划，建立起权威、统一、高

效的流域农业水资源管理体制，合理调度和集中管理水资源；同时

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原则和流域水资源特点的水价体系，加强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三是在积极推广用膜下滴灌技术的同时，建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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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同种植方式下的多样化适水种植制度。四是多措并举推进

耕地盐碱化综合防治，将灌溉排水与农业、生物、化学等措施相结

合，优化耕作和灌排制度，加快选育耐盐碱作物品种，因地制宜发

展耐旱、耐盐碱作物，推动实施盐碱地分类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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