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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甜渝土壤咙演J匕的原因时
,

必镇先搞清楚奥分

的来源以及某些咙分的积聚过程
,

和 与此相养的上壤

和地下水 n丹蔺
。

在 ;粼七阴题前
,

先举例来貌明奥分的

来源
,

以帮助我侧进一少了解焉省
、

开都河三角洲地区

的咙分{青况
。

吐兽番的火陷山及康稗塔格山有扑多含嚷地层和

鞭矿
,

很多兜分堆积在山脚
,

椿成坡积噪化
。

山前平原

也有咙化
,

但与山脚的奥化不同
,

欲改良糟施也就不一

样
。

这仅是自然界!:理分积聚的山种方式
,

J储肠河起源于雪钱之上
,

它的水不含赚分
,

也部

我护晰稍的淡水
,

但并不是儒免其中伯封可东西都浚有
,

正
如阿夫达教投所清的

:

嗦分在白然水中井非没有
,

而淤
牙娜洲寺矿化度在 0

.

2一 0 、 3份0
.

4 克 /升的水
,

都称为淡

水
。

郎使是淡水 ,也同样会弓l起上壤嫩演化
。

如图 士
,

由很多小支流汇集的山阴河谷
,

在谷 口形

成了洪积易
,

沉积物的分布规律是近谷口处为碟胃
、

砂

乳沉积物
,

离芥 口远处为壤赞及粘贸沉积物
。

早
,

蒸发量大
,

河沐雨旁廖出的水很快蒸发
,

奥分就积

聚在地表
。

如图 2
,

当河沐水位高出附近地面时
,

河水就会补

可部粉附近的地下水
,

我们知道
,

地下水位在 1
.

7米时
,

以毛管方式迅速向上蒸发
,

因此当河水邃到 1处时
,

分水已开始蒸发
,

地下水矿北度林会增大
。

亦一定条

f盯
,

矿化的塔下水因比重大
,

仍可向 2处移动
,

重复

倩上述的过程
,

地
一

F水犷化度又增大
,

到第 3 处
,

地下

刁调丫匕彭 ltJ更大
。

右 。` 齐

、 % ,

图 2 河床 与附近地下水的关系

地下水的流速不仅与距河沫远近及沉积物筑地有

关 (创距河床愈远
,

沉积物愈粘重
,

地下水流速就慢 )
,

而且与地形关系:也甚密切
。

(近河床处
,

坡霉火
,

流速

快 ;距河床远时
,

坡度小
,

流速减漫 )
。

在二河之明的河

阴地 (图 3 ,
,

由于承受雨侧河水补拾
,

地下水矿化度就

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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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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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渗「都河推剖面模式图

开都河自山地流出又形成一个三角 洲
,

山于开
二

邵

河的河床较高
,

起箔补拾周圃地了水源的作用
,

我护沦
见到许多上连剖面具有明显的层状层 次

,

印靓明是由

于沉积过程而抬高了河床
。

山于矛粉床高出地面
,

以及河床 的 沉 积物资地朴

砂
,

故水分向四周溶薄
。

在苏联的北方地区就会形成

沼浑
,

生减遣盏哗耐湿性植物
。

但壳析疆
,

山于气候午

图 3 河简地的地下水补籍关系

一

其次
,

在三角洲地区
,

共地
一

下水的流向
,

不仪刊上
下移动

,

而 .-g 也可向左右雨侧移动 (如图 1 中小箭头听

指 )
,

故在三角洲的巾部突化程度校河岸雨侧为帜
。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桔渝
:

为 了搞清本地区贩演上

分布的规律
,

首先就得搞清本地区的地貌条件
,

即所考
察的地区

,

在地貌上周郁个区
。

上壤工作拜应当学会

观察地貌
,

翻lJ忱应千取地貌学家的帮助
·

咚可解 ;抵络
个阴题

。

进行野外工作!’l{] 第二个原 l1JJ
,

就是应对地下水的

运动和化学粗成有所了解
,

因 为土壤咙清化与地 卜水

的运动和化学粗成关系密 切
,

所以搞乍壤
`

}勺应当和水

文地筑人具在一 i驾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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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剖面后
,

参察地下水位与河水位灼高低
,

部可断定

地下水的补粉类型
。

如地下水位低丁何水位
,

那就可

确定地下水是山河水邃透补拾的
`

在工作之前
,

应准备一分地下水埋藏深度图
,

其中

包括高
、

低河水位时地下才几埋藏深度图
。

对灌区来能
,

应包括在灌水量最大与最小时的地下水埋藏深度图
。

如有了这些青料
,

就可确定地下水的流向及积聚情况
。

这同样可采用地下水的化学祖成— 地球化学方

法来加以斜正
。

如图 2 所示
,

在弟 工区内
,

矿化度最

小
,

在第 3 区内矿化度最大 ;积据这一瓷半} 也可确定那

个地区地下水的薄动情况
。

以上所述有关确定地下水流动的方法
,

丰壤工作

者应亡接掌握
,

因其与上连关系密切
。

现妇耳淡静灯水与
_

呱的关 系
,

~

笼该企什么条

件下于开始 七壤咙溃化
。

土壤盛演化 ,布色生对地下水 的深度 有
, 一

定的要

求
,

如地下水位绝 7翎米时
,

那土壤产坐盛清化与地
`

下水无关
,

只有当地下水达临界深度时
,

攘分:犷会沿上

壤毛韧管上升
,

产生咙化
。

因此稿挽清上的同志
,

应孩

会确定木地区的擂界深度
。

确定临界深度井不困难
,

除了在挖上坑时
,

观察地
一

F水沿毛管上升的高度外
,

偷有其他方法
。

柯夫达用

座标法 (图 4 ) 把收集到的瓷半物 n以整理
,

作成座标
,

如

地下水位在 6米时
,

矿化度为 1 克 /升
,

而达 1
.

7米时
,

矿`匕变增大最快
,

由此可得出一条曲雄
,

在曲拢最陡处

的地下水位深度郎为临界深度
,

因此 1
.

7米
,

即为乡备界

裸变
。

确定临界深度对王壤改良作用很大
。

我公住要把

熨演
_

五改良好
,

就必填把地
一「水位降至临界深度以下

,

否则
,

旋唤是很困难的
。

表层 N a
CI

: N a :

3 0 ; 二 4 :
1

,

那 印 可确定此突上的梁分
-

来源是由于地下水蒸发所致
,

因 为溶解度大的堕分容

易上到王地表
。

.

如进行地下水和上壤溶液的分析 (图 5)
,

上攘溶

液的溉度自下而上逐 渐增高
,

由 20 克 /升增至 30

克 /升
,

最后达 50 克 /升
。

一

户

石膏 ( C溺仇 ) 由于溶解度最小
,

首先施和而沉淀

析出
,

向上
,

N aS 仇
、

N a CI 也因鲍和而相稚析川
,

此郎
是各士层的奥分分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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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于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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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习砂

!

图 石 土奥刻面中峋爽分努奚图

应当指川
: N a CI 在下部并非浚有

,

而是向
_

七升成
为桔皮了

,

下部 Na CI :

嘛
“ 8 0广 几, 1

,

而上部N a
CI

, N a :

5 0 ` 二 :4 1
,

这就淤明篮分是在逐 i所J舍高
。

在自然界中
,

奥分!均分布是很复杂灼
,

并不一定象

我们所志的那么 典型
。

’

如无考上壤改良实输站的州瑕

桔果
,

发现在洗奥过程中氯化纳跑得最快
。

天然洗兜
、

也如此
。

所以对我们来沈
,

最火的冈题是稿入乳州
又地

区的戛纂分是在牟常故增加呢? 还是亡减少了如果上奥色
层 N a

CI
: N a Z S O ` 二 1 : 4

,

我 们就可恶为这种上维是在

进行脱赚
。

如果此地区介进行灭然脱晓
,

我脚就应投

法使天然脱取过程能顺利进 i于
。

由此可以得 i姗占渝
:

上 壤与地下水必须同时进行

分析
,

不能企这一剖面分析上壤
,

另 一 剖面分析地
.

下

水
。

如不知道临石铆畏度多少
,

就不知道拼水沼彝的深度
。

如不知道地
一

f 水的矿化度与上壤含奥最
,

就 不可能知

道目前是在积吸? 还是在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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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深度 (米)一
图 4 临界深度的确定示意图

提据监界深度的大小
,

就可决定彬卜水涛的莎是g竺
。

为了了解上壤中笙尊分白勺分布肤祝
,

土壤学宋在挖

掘土壤刘面后应对各层上进行噢分分析
,

以便断定上

壤晓化是否仍在进行
。

我们对所采集的水样和上样进

行分析
,

如发现地下水中 N a CI :

Na
: 5 0 ` 二 1 :

1
,

而土壤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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