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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颖琦

从“一池雪”到“七彩光”，我市自
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还湖于民”
以来，千年盐湖实现了从产盐区、工业区
到生态保护区、旅游打卡地的华丽转
身。如今，古老盐湖迎来新机遇，再绘高
质量发展新画卷，这些新发展的背后，离
不开科研队伍的支持和助力。

新模式：
市校合作超越“单打独斗”

进行盐湖水样及底泥样品取样、水
质采样、空气采样、气溶胶采样、藻类采
样、岩石和土壤采样……无论是烈日炎
炎，还是寒风凛冽，科研团队都会如约来
到盐湖岸畔，收集最新的盐湖样本数
据。每一次采集，每一项研究，每一个成
果，都让他们激动不已，对大家而言，盐
湖是一个生态资源宝库，也是一个历史
文化宝库，更是一个科研资源宝库。

从2023年1月，“盐湖生态环境本底
调查与研究项目”启动以来，我市盐保中
心与山西大学科研团队开展市校合作，
以运城盐湖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
象，积极探索运城盐湖如何以“生产盐
湖”向“生态盐湖”转变的路径。过去一
年，科研团队开展了盐湖植被多样性、大
气环境、土壤、水环境及水生物研究等5
个课题研究，已完成 3 次阶段性成果汇
报。从中条山和盐湖的诞生到各种古老
而神秘的藻类，从1亿年前光合作用下的
原始生态系统到“七彩盐湖”的形成，盐
湖特殊生境微生物、卤虫资源，以及火烈
鸟、天鹅、黑鹳等鸟类的栖息习惯……多
年来，经科研人员研究和编写关于盐湖
生物多样性的著作与论文数量可观。

2023年6月16日，山西省运城盐湖
保护利用研究院在运城学院挂牌。立足
科研治湖，研究院开展了盐湖生态环境特
征及其演变规律、盐湖地质探源、盐湖特
殊气象4项研究，为厘清盐湖本色、科学保
护盐湖、充分利用盐湖提供数据支撑。研
究院的成立，是我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五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有力
举措，标志着运城盐湖的研究和发展步
入快车道、开启新阶段。

围绕盐湖生态保护和利用，研究院
组建科研团队，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凝

练出嗜盐微生物、盐文化、盐化工、盐湖
生态保护、盐湖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10
个科研团队。“嗜盐微生物资源利用团
队”入选山西省科技创新人才团队。研
究院牵头的运城盐湖生态保护与资源利
用厅市共建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获批，这
将为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盐湖保护与利
用学术研究高地、盐湖研究人才引进培
育基地、盐湖文化传播交流阵地提供有
力支撑。

围绕盐湖生态保护和水污染治理、
盐湖保护利用和高质量发展、盐湖及其
周边历史文化遗产3方面，研究院取得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嗜盐微生物资源利用
团队已从盐湖中分离嗜盐细菌菌株，并
发现新物种15个；在盐文化方面发表相
关论文报道5篇，撰写有关盐湖保护利用
的资政报告两项。

2024 年 3 月 14 日，“运城盐湖生态
保护与资源利用厅市共建山西省重点实
验室”在市盐保中心揭牌，该重点实验室
将依托盐湖的地域优势和特色资源优
势，围绕特色生态资源发掘与多样性保
护、重要生态资源功能发掘与开发利用、
盐湖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生态保护和
资源利用研究领域等方向开展科学研
究，加强微生物学、化学、分子生物学、植
物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重点
针对盐湖嗜盐微生物、卤虫、盐生植物、
黑泥、生态修复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依
托独特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打造省内
一流的盐湖领域战略科技力量。

“这一年来，运城学院作为盐湖科学
研究工作的牵头单位，共申报盐湖相关
自然科学项目立项22项，盐湖研究相关
社科项目立项13项，举办讲座、笔谈及研
讨等其他相关成果17项……”运城学院
教授咸增强说，“让盐湖更好地造福于人
民，是我们当下的科研目标。下一步，我
们将进一步优化运作模式，借鉴省内外
经验，建立以运城学院为主体，省、市共
同支持的高效运作模式，加快打造盐湖
绿色生态产业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中作出贡献。”

新路径：
实地调研弥补历史空缺

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因此，厘
清池盐文化，让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一

代代传承下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了更

好地厘清盐文化历史，更好地传承和发
展盐湖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
源，我市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大兴调研
之风，全面探索“厘清本底、保护盐湖”
的新路径，为科学治理盐湖提供了科学
依据。

2023年5月16日起，市盐保中心持
续开展盐湖水系调研。调研主要围绕盐
湖周边来进行，重点摸排了客（污）水进
入盐湖的情况和危害。组织市水利勘测
设计院10余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对盐湖
内的排水进行了深入调研，摸清了中条
山31条沟道排水情况，并提出科学解决
曲村、义同、西姚3个水库向盐湖排放客
水的方案。

2023年7月、9月，在市盐保中心的组
织下，市盐文化研究会集运城人文历史、
地质勘探、考古文保等领域的专家和学
者，开启“河东盐文化万里行”洛阳与西安
两段不同路径的调研活动，在行走中探寻
盐历史遗迹，归纳盐衍生文化，全方位研
究和佐证运城盐湖在北方乃至全国的历
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为运城盐湖保护和
利用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撑。

“‘河东盐文化调研万里行’沿着河
东大盐曾经的足迹，打破河东盐池历史
研究的局限性，探寻历史长河中河东大
盐的辐射踪迹，重新激活‘洛阳与西安，
同食河东盐’的文化认同，对传承发扬河
东池盐文化、探寻盐文化命脉具有重要
意义。”咸增强说。作为调研组成员，咸
增强实地走访探寻河东大盐的辐射历史
和范围，进一步溯源河东池盐文化。

与此同时，研究院围绕运城盐湖的
生态保护、文化传承、资源利用等领域举
办多场讲座和专家论坛，进行了广泛研
讨和交流，对推进运城盐湖的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相
关研究人员广泛参加各类学术研究会，
通过学术思想碰撞和交流，将为推进运
城盐湖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思路、新方法及新路径，旨在多角度为古
老的运城盐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平台：
科学普及加深盐湖认知

“盬，这个字读‘gǔ’。《说文解字》里

讲‘盬，河东盐池也’。这是专属于运城
盐池的文字。”走进河东池盐博物馆，参
观者可了解盐湖的形成过程。

“这张图展示的是‘垦畦浇晒法’，
又称五步产盐法。这一工艺孕育于春
秋战国时期，终成于隋末唐初，是先
民 在 长 期 劳 作 过 程 中 创 造 的 智 慧 结
晶，是中国乃至世界盐业生产史的重
大 技 术 贡 献 ，比 欧 洲 晒 盐 法 早 了 近
1000 年 ，2021 年 更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张张稚嫩的脸
庞中间，河东池盐博物馆的讲解员正
在为研学的小朋友讲解盐湖的形成、
发展和利用。一粒盐，从日常生活上
升到国家命脉，又从国家命脉转为生
活 日 常 。 河 东 池 盐 博 物 馆 依 托 声 、
光、电等先进技术，将 5000 年人类开
采利用盐池的历史浓缩于一馆，做好
科普工作，让更多人了解河东历史、
了解池盐文化。

利用假期，盐湖区党校教师张建
芳 来 到 河 东 池 盐 博 物 馆 进 行 课 题 调
研，寻找盐湖生态保护和修复课题的
相关素材。她说：“这几年盐湖周边的
变化非常大，博物馆展品也非常丰富，
具体生动地给我们展现了河东盐历史
和盐文化，不论是对当地人还是游客
来说，都是很好的科普平台，能更好地
了解河东历史，感受盐文化的魅力。”

在河东池盐博物馆不远处，就是
我市盐湖保护和开发中心，也是盐保
中 心 基 于 科 研 成 果 建 立 的 科 普 教 育
基 地 。盐 保 中 心 与 山 西 大 学 合 作 共
建，建立了中条盐池生物多样性馆、
地 质 馆 、人 文 资 料 馆 等 科 普 6 馆 ，包
括中条动物馆、盐湖生态馆和中条植
物 馆 等 展 厅 ，将 大 家 的 科 研 成 果 科
学、具体地呈现给每一个前来参观的
人。

在这里，近可参观科研数据和科研
结果，远可登悦来阁观看盐湖科研现
场。2023 年 6 月以来，市盐保中心初步
统计并整理了有史以来近 600 名盐官、
38个盐商家族，以及池盐产、运、销等盐
湖历史文化资料；2024年开年，市盐保中
心围绕盐湖生态保护主题，出品《七彩盐
湖的秘密》系列科普教育片，用形象生动
的语言向观众解密盐湖的水、藻类、土
壤、植物、气溶胶等，了解它的昨天、今天
和明天。

究 好究 好““ 盐 池 学盐 池 学 ””
——我市扎实做好盐池科学研究

七彩盐湖七彩盐湖 记者记者 茹雅茹雅 摄摄

科普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