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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好养好黑土地”

的指示精神，2021年3月中国科学院启动“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科技会战面向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

标，针对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需要破解的关键科

学技术难题，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和示范，致力于形

成用好养好黑土地的系统解决方案。

为了让公众更加科学系统地认知黑土地，了解

黑土地保护关键技术与创新模式，中国科学院总结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的主要成果，编制东北黑土

地保护与利用年度报告，介绍东北黑土地基本情况，

总结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重要科技进展与成效。

2022年度报告重点介绍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技术

与模式，介绍了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现状，以及

国际经验和科技进展，总结了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

用的关键技术和典型模式，报告中国科学院“黑土

粮仓”科技会战主要进展。



1. 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概况：主要成效

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主要成效显著，保护性耕作实施
面积2022年底达到83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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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黑土地保护科技进展

国际黑土地研究已实现跨学科式发展

«

黑土地作物种植

黑土地发生与演变

黑土地健康与保育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黑土地固碳与气候变化

黑土区土壤修复

六大研究主题领域：



3. 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关键技术

这些技术在东北地区黑土地保护、提

质增效和作物高产稳产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

这些技术在东北地区黑土地保护、提

质增效和作物高产稳产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

保护性耕作技术

地力培肥技术

土壤退化防控技术

作物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黑土地保护前沿技术

遴选技术库：国家部委

和东北三省一区发布的

300余条农业主推技术、

保护性耕作技术及中国

科学院“黑土粮仓”科

技会战成果

遴选原则：先进、适用、

成熟且具有较强地域特

性



4. 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技术模式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技术模式是指针对特定区域黑
土地退化的主要特征和保护利用的关键难题，所
形成的多项关键技术综合集成的解决方案。

6家权威部门发布
36项技术模式

权威发布

归类整理

问题导向 地域特点 技术组合特征

国家部委 地方政府 相关机构



5.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示范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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