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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是我国栽培粮童和棉花白钮主要
.

基 )地
。

解故以后
,

在党的镇导和广大农民拿众的努力

下
,

新建和整修了很多灌区
,

灌溉面积有了很大的发

展
,

特别是握过 1 9 5 7一 1 9 , 8两年冬春的水刹化运动的

高潮
,

不少地区 已粗墓本上突现了水利化
,

而且很大部

分是引河水的自流灌溉
,

它保视了粮棉产量成倍地堵

长
。

`

在大规模兴修水利
、

发展灌泊印勺同时
,
由于对自然

规律掌握得还不够充分 , 对于殖防盐硷化缺乏深刻的

队私有些灌区注意了灌概
,

没有及时注意灌区内必要
.

的除涝排水阴题
。
因此

,

一些灌区的盐硷化有所发展
,

影响作物产量的提高
。

更多的灌区 lRJ 是农业措施及灌

水技术跟不上
,
因而促使了地下水的升高

,

加重了盐硷

化的威胁
。

根据目前隋况来看
,

防止盐硷化的发生和

发展已成为灌区农业增产上的一镇重要措施
。

(一 )土攘次生盐硷化发展情况及其特点

黄河下游灌区士壤次生盐硷化的发展其有下远一

些主要特点 :

1
.

发生普温
。

根据有关各省的材料和我仍的刹查
,

’

, . . 口

~
~ .

, .
、

在豫北
、

豫东
、

山东等处的引黄灌区以及河北不少引河

水灌区
,

灌溉几年后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土壤次生盐

硷化
。
豫北的人民胜利渠灌区

,

从 1 9 5 2年到 1 9 5 9 年
,

盐论化面积从 ” 万余亩扩展到 17 万余亩 ; 山东刘春

家滋区
, 1夕多6 年冬

,

灌溉以来
,

” 万亩耕地中就大钓

有 7
.

3 万亩成为盐脸化土地
。
严重的象河北省的金阴

渠灌区
, 1 9 5 0 年修建后

,
由于次生盐硷化的严重发展

,

而曾于 1 9 5 3 年停止灌溉
。

2

通丝塑
。
解放前的老灌区

,

不少巳有次生盐

硷化的发生与扩展这是尽人告知的
。 1 9 4 9 年以后新修

的一些灌区
,

在开灌之初
,

地下水位一般距地表 3一斗

米
,

开灌后 1一 2 年普遍上升 1
.

5一 2
.

0 米
,

握过三年左

右的时简
,

土壤次生盐硷化开始发生
,

握过五年左右时

简
,

有的地区次生盐硷化土壤可能会从零星发展搏变

为向蛟大面积的普温发展
。
当然

,
由于土壤

、

地形
、

地

下水
、

水利工程和农业灌溉技术等的不同
,
发展的快慢

与程度也有所不同
。

3
巡竺担埂

。

华北平原地区的洼涝与盐硷伴随而

生是众所周知的
。

根据现有材料的分析
,

对于次生欲

硷化
,

这个规律性同样存在
。
次生盐硷化的发展往往

是和灌区 内涝分不开的
。

如有的在过去被基众称为 “ 气

死龙王
, ,

的地区 (意郎任凭倾盆大雨
,

也难积水成涝 )
,

在变成为易涝的同时
,

开始发生了次生盐硷化
。

斗
.

点钱分布
。
黄河下游灌区的大部分地区

,

土壤
, 口 . 口

一次生盐硷化目前在长期输水渠 (总干 )
、

大型定期翰水

渠 (千
、

支 )两岸和沿村边洼地
、

平原水牵周围等主耍是

使抉 (带状 )分布
,

在灌水地段内部 lRJ 还是些点状盐斑
。

长期愉水堪和大型定期灌溉渠以及蓄水系杭两岸的坎

生盐硷化具有逐渐加霓的性质
。

根据刹查
,

在人民胜

利渠两岸的一些地区
,

在砂56 年
,

盐硷化宽度每侧不

施在不同条件下所引鹉的效果如何
,

应进行总桔和研究
。

第二是种植水稻改良盐硷土
,

这是一个

具有中国特点的盐硷士改良措施
,

我们不仅在低洼盐硷地创造了翘验
,

也在不透水的苏打盐土中

收效
,

我俩应系枕地进行总拮
。

第三个简题是灌区土壤盐硷化的预报工作
,

这在我们国家是一个

斯的科学工作
,

并且还是一个草众性的科学工作
,

应早日布骨
,

推行下去
。

应歌指出
,

灌区士壤盐硷化的防治工作带有地方性的特点
,

必项 因地制宜和粽合进行
。

所似

不管是开展工作或进行科学研究
,

都必须发动广大翠众来搞
,

使之成为擎众性的工作
,

这样才能迎

接材 lJ建投高潮
,

短助内解决简思 、
·

一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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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2 0 0 一 3, 0米
, 1 9 5 9 年只J已延伸到 4 0 0 , 6 0 0米

。
ILJ

东打憔张的大型固定渠道两侧盐硷化发展也其有同样

的性盾
。

灌水地段内部盐斑地也已有逐渐扩大
、

向速

片发展的趋势
。

此外
,

在发生次生盐硷`阳勺同时
,

普湿的是地下水

位的上升
。

地下水位的升高
,

傅极少部分低洼土地过

于湿测 (接近沼泽化 )而难以耕种
,

更多的则是形成土

峨水分过多
,

便土续沮度降低
,

士攘通气不佳
,
而便作

物生清
`

不直
。

这对于作物的苗期影响更大
。
, 些农 田

的缺苗
.

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

黄河下游灌区土续次生盐硷化的情况我明了防止

上裘次生盐硷化的重耍性
。
由子次生盐硷化点钱的分

布
,

也抬改良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

这更靛明了防的重要

性
。
因此

,

在这一地区
,

无榆目前次生盐硷化有否或者

鞭重如何
,

抬合治涝改进灌溉工作
、

防止地下水的稚植
上升或降阮地下水位都是一稠刻不攀薇的工作占

.

(二 )灌区土族次生盐硷化发生的签本原因

草作灌区土壤次生盐硷化除了土壤
、

地残气候等

自然因紊外
,

其签本原因是一年和多年简滋区水盆不

能平衡 ,从而弓i起地下水位的上升
,
由此带来了土嫂剖

面的盐芬失去平衡
。
水量入超 (来水盆大于用水量和

排水量 )
,

盐分随着水盘的增加而积累
。

我们仓粗从人民胜利渠开灌后的第四年 ( 1 9 , 6年 )

开始在它所属的东一滋区进行了区城的水盆平衡针算

分析
,

精果表明
,

从 195 ` 年 ` 月到幼” 年 ` 月的三年

中
,

在这 18 万亩耕地上
,

除去扫卜水盘和作物的耗水爱
,

平均每亩浮入超水 t 2 36 公方
。

这一大宗水量全部补

抬了地下水和土撼水
。

根据刹查的材料
,

在工程不健

全的灌区
, “ 入超

,

泳爱都比上列数值为大
。
水盘人韶

引起的后果是 :

( l) 盐量啥加
。

很据水量平衡和盐里平衡估算表

明
,

在人民胜利渠东一灌区
,

三年中每亩盐 t 增加了

, 。 公斤左右
,

折算为作物最大容根层 ( 0
.

8米 ) 的千土

重的百分数为 。
.

。 。 7%
。 “ 因为黄河下游灌区的主耍水

源为黄河
,

水的矿化度很低 (根据近几年来的实侧
,

它

不过在 。
.

3 克 /升左右 )
,
因此

,

积果的盐盆不算多
。

( 2 )地下水位的抬高
。

仍以上远灌区为例
,

开灌俞
,

年最低地下水位距地表 3
.

,一峪
.

。米左右
,

而从 1 9 5 4 年

起
,

全区平均最低水位刻分别上升 2
.

6 4 , 2
.

23
, 2

·

01
,

2
.

0 7
, 1

.

9 , 到 1 9 ,夕年的 1
.

7 0米
,

从而便得这个灌区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全年大部 分时 简 地下水在
1

.

0一 1
.

5 米
。

根据我朽在这里的拭脸研究征明
,
当地

下水上升到距地表 1
.

2 5一 1
.

50 米时
,
由于地下水的影

响使性个土层的水盐关系有了根本的变花
,
郎开始从

赶去可能的淋洗或抢定状态变为积果
,

以至千表土和

整个土层土壤盐分都呈不稳定状态
,

而且主要呈墉加
.

的趋势
。

观测资料表明
,

在这里的份些非盐硷化土城
,

三年中全剖面含盐量增加了 。
.

02 7一。
.

0 62 % (占干上

重 )
,

相当于原含盐盘 30 一朽 %
,

表土含盐盘刻咐加得

更快更多
,

艳对值堵盆为 。
.

0 38 一 0
.

22 3%
,

相当于潦

含盐量的 50 一 2 00 %
。

这正是 导致土壤次生盐硷化的
、

关键所在 `

为什么在这一地区
,

灌溉后
,

地下水会发生新的变

化呢 ?

对于黄河下游灌区而言
,

地下水的升高是不合现

灌溉和内涝积水粽合影响的桔果
。
在灌区内

,
由于施

行大水漫遭或大定额液水 (每次每亩净`灌水 盈越过

匆一 60 立方 )
,

土质不良的渠道大最渗水
,

长期翰水架

和大型固定渠道常年或定期的高水位对两岸的 影 响
,

集道工程厦盈或管理遥用不善造成的决口 ,

和由于缺

乏必耍的退水系杭而便得雨后滋溉波水
、

决口 ,

表面流

失水量无法排出等等
,

每年每次灌溉都有大宗的水盈

补抬了地下水
,

使得在灌溉季节桩了时地下水位大大

高于开灌前同一时期的水位
。

再由于一些灌区在开灌

之初
,

对于排涝系抗考虑不周
,

新修灌溉集道破坏了灌

区多年形成的天然排水出路
,

加以地下水位升高造成

的土绒容蓄能力减弱
,

积水嘴多而又便内涝加剧
。

像

北引黄灌区有一些过去称为“ 气死龙王
, ,

的土地
,

目前

在 50 一 60 毫米的降雨情祝下
,

都会局部受涝
,

这是很

牌人的变化
。

不正确的灌溉和不适宜的灌排系挑造成的内涝积

水的补枪
,

和由此而引起的地下水升降规律的根本变

化
,

从嘴加来 t 和减少去盈的两个方向上加速 了灌区

地下水的上升
。

此外
,

有的地区不合理的分散种稠
,

在无防止稻田

渗水的措施条件下
,

也会引起周围早柞地区的出城盐

硫化
。

(三 )滋区土维次生盐硷化的全耍防止措施

防止灌区土雄次生盐破化的方向是和发生上壤次

生盐硷化的原因作斗争
。
既然导致上坡次生盐硷化的

根本原因是地下水的升高
,

土壤次生盐硷化开始于长

期翰水渠或大型定期灌溉集道两岸
、

村边洼地和蓄水

系杭周围
,

抖且具有沿着上述渠道和系杭向两岸和周

围上地推移
,

和与之同时在农业和灌溉技术不良的地

段产生盐斑等特性
,

那么
,

防止的主要措施应当是 : 控

制早作灌区地下水位的变化
,
制止沿矢期翰水或大型

固定渠系和蓄水系挑等两岸或周围地区土绒次生盐硫

化的发生与发展以及渭除滋水地段上盐斑 产 生的 原

6 .



因
。

根据我们在黄河下游灌区的稠查以及重点在人民

胜利纂灌区的拭脸研究材料
,

提出以下一些内容供生

产
_

h 参考
。

前巳输征
,

’

控制早作灌区地下水的变化是防止土

城次生盐硷化的墓木措施
,
因此

,

魏制标准是需耍首先

解决的简题
。
这也就是地下水的 “临界深留

,

的确定简

盆
。

过去有关文献上提出的防止土壤次生盐硷化的地

下水临界深度一般都在 3一咯米
,

根据我介,调查献脸研

究征明上远标准偏大
。

根据我们在华北平原灌区的调

查
,

临界深度一般为 1
,

5一 2
.

。 米
。
这是因为本地区具

有每年集中的降雨和大量灌溉水的琳洗
,

大部分地区

地下水矿化度和鹰土含盐量低的自然特点
。
在人民胜

利渠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土质以极姨为主 )的献脸研究

征明
,

从保征农作物丰产和防止士壤次生盐破化粽合

耍求出发
,

早作灌区地下水位可以按下远标准来控制 :

在全年艳大部分时简内将地下水控制在 “ 安全深 度”

(临界水深 )以下
,

艳对不耍超过 “ 警戒深度” ;在汛期
,

允黔雨后地下水位有校多上升
,

但以保持在“ 短期允赘

极限水位
, ,

以下为原R[J
。

在地下水矿化度较低的条件下

(小于 1一 2 克 /升 )
,

袒壤
、

砂壤的安全深度为 1
.

9一 2
.

3

米
,
中缝

、

重壤为 1
.

6一 1
.

9 米和粘土为 1
.

3一 1
.

5 米
。

替戒深度系指地下水超过这个深度后
,

土壤盐分将会

较大最的积果
,

对于容易
`

粗盐
, ,

的极质土绒
,

这个深度

等于 1
.

5 米左右
。
根据裁脸材料分析

,

棉花的极限水

位为 i 米左右
,

其他秋作物可以稍为提高
。

根据这些毽制标准
,

控制地下水变化
、

防止上绒次

生盐破化的水利措施主耍是 :

( l) 根据旱作灌区内涝积水特点
,

修武旱作灌区的

排水系杭
。

雨后地面积水对于黄河下游灌区的棉花和

其他秋作都有极不良的影响
,

短期积水都将便作物蒙

受揖失
,

井且使积水渗入地下
,

造成土续改良状况的恶

化
。
因而

,

及时排尽早作地区田面的积水是治涝的签

本要录台根据我们在七鱼音棉作地段的研究
,

’

保征半

产的楠田治涝标准是角后
、

: ` 1
.

, 直衣内排感田面叔

永
。

按照这个杯准毅舒的排水某就同样也能保征讯期

时地卞水位不至上升到距生撼表 l 米以上
’

(讯期前地下

水位 1
.

5一 2
.

。 米 )
,
因而这是满足丰产和防止土壤次

生盐硷化两个要求的标准
。
从现有排水出路与容蓄地

区能力和工程投资与劳力来考虑
, 日暴雨量可选择十

年一遇
,

在豫北地区灼相当于 10 。一 120 毫米
。

根据在

那里的大面积上两年径流观侧资料分析
,

在上述排涝

标准与十年一遇的 日暴雨情况下
,

早作地区的排水模

数为 。
.

25 升 /秒 /亩
。

从灌区内涝特性出发
,

需要为被灌溉渠系所割裂

的地面径流安排一个合理的汇集系抗
。
在七里曹的生

产实践和状脸研究赶明
,

在早作灌区
,

利用巳有的田

简灌溉系杭改为亦能排涝的灌排两用系获其有三节省

`省地
、

省士方
、

省建筑物 )和一便利`便于加速宜波积

水 )等优点
,

看来它是北方早作灌区一瑕费省效宏
、

切

突可行的田朋治涝工程
。
目前

,

它已在豫北弓l黄灌区

广泛果用
。
田简灌溉渠道改建为灌排两用

,

只需将集

底加深 。
.

3一 0
.

, 米即可 ;出盾较蜓渠道
,

可适当拓宽

边坡
。
此处需要指出

,

对于愉水能力在 3 00 升 /秒以上

的灌溉渠道
,

目前看来
,

实行灌排两用渠道是不适宜

的
。

在较为低洼地区
,

实行台田沟网也有一定作用
。
所

朋台田沟网
,

郎在棉田中
,

敏隔 2一 8 米
,

开挖深 。
.

2一

。
.

咭米的小沟
,

沟简地面相对成为台田
,

台田阴的小沟

与每隔 1 00 一 200 米的灌排两用渠道或拼水沟形成一

套完整的灌排系扰
。
它除了其备加速大秋作物地区的

田面积水的宜波以外
,

还具有监时蓄水的作用
。

例如

当台田净直 2 米时
,

能使 日降雨 10 0一 12 。 毫米产生的

30 一 4 0 毫米的径流全部拦蓄在沟网中
,

而便田面浚有

水层
。

这对于书泳出路 目前还未彻底解决以前的地区

农作物的丰产
,

以及为了减蜓下游宜拽地区的负祖和

避免排水流盘洪寒过大而节省排水工程土方都有一定

的意义
。

( 2 )节钓用水
,

精减浮灌水定额
,

实行针 l1R用水
,

提

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华
。
目前

,

这一地区的许多灌区
,

实际用水量过大
,

大多数地区
,

每亩每次灌水量均在

50 一60 方或更多
,

大水漫滋的可高达 1叩 方以上
,

造

成灌后地下水的猛升
。

在人民胜利集灌区的研究征明
,

如果把净灌水定额压振到 30 一切方 /亩
,

就可众保征

灌后地下水极少地升高
。
华北地区目前墓本上还算是

一个缺水地区
,

榨减潜水重对于充分利用水源
,

扩大灌

溉面积都是一稠有深远耀济意义的措施
。
为了保征小

定铭灌水的实施
,

改善灌水技术是个关键
。
为此

,

应雪

大力提倡平整土地
,

修筑必耍的田简工程
,

采用沮沟短

畦 (一般长度可定在 30 一扣 米以内 )
,

对于棚仑这类中
耕作物生育前期采用隔沟灌水

,
中后期采用袖流沟献

所有逸些措施都是既有助手书钓角水 ,’ 防止地卡水的

匀公编
,

梢大灌水地段内部的盐谧;也极有初于提高准概
质复

,

辣缸作物丰户
。 ` ’ `

`

性渠架上
,

应舀产防渠道决由从行有舒划地用水

以提高灌油冰的有妙利用粤炸
。
从过去的愉况看来

,

执

行舒划用水成功的关键在于田阴渠系上合理 粗 徽用

水
。

在人民胜利渠的研究趾明
,

采用这渭措施
,

可以提

高水的有效利用率 10 一 20 %
,

是防止地下水上升的一

稠有力措施
。
执行这填措施贵在持之有恒

, 日积月果
,



郎生安效
。
入民胜利集小冀一斗所属灌区从 1 9 54年

推行针划用水以来
,

水的有效利用率不断提高
。
从 1 9 54

年的 0
.

3 9逐步提高为 1 9弓5年的 0
.

呼3乡 , 1 9 5 6年的 0
.

6 6斗

和 1 9 5 8 年的 0
.

7 2 2 。
因此

,

这块地段 , 灌溉 六 年来
,

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
,

土签盐硷化也极少发生和扩展
。

这个袒除是值得参考的
。

从目前的条件靛来
,

狡村人

民公社的成立
,

不仅为执行大型集道的针划用水也为

执行田简的有舒划与合理的用水提供了坚实的保砚
。

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

是完全能够使舒划用水工作

在我国持久地进行下去的
。

’

( 3 ) 关于沿水康和长期输水渠道两岸王壤次生盐

硫化的防止措施
,

最好的办法是采取防渗措排
。

如目前

因为投资大或施工困难
,

可先开挖截水排水沟
,

截住渗

水并能迅速降低两岸地下水位
,

基本上也能够解决水

庸和长期输水渠两岸次生盐硷化的阴题
。
由于它可似

精合排涝工程和在整修两侧取土坑基础上进行
,
因而

.

工程投裔蛟少
。

截水排水沟深度至少 1
.

,一 2
.

。 米
,

并

且一定要保持通锡状态
。
如果地形允养或大型渠道具

有跌水
,

截水沟中的水流最好导人下游灌溉渠或本渠

道跌水下游
,

以便再度利用
。

在稻田与旱地的交界处
,

也可用这种截水排水沟
,

以截住稻田渗水对早作地区

的影响
。

这种截水沟最好和稻区的排水系抚相精合
,

以减少占地与开挖劳力
。

对于定期输水渠道
,

如果土质较袒
,

渗漏量大
,
也

应因地制宜的进行樱济有效的防渗措施
。

根据小型豁

脸
,

利用黄河水中翻小粘粒褂伽和进行夯实都能减少

渗漏水童而一加 %以上
。

前者可用于翰水能力教大的

渠道
,

后者可用于田简渠系
。
桔合在这些集道上的糠

化枪树
,

也能收到吸收渗漏水 t 和坠固厦块防止决口

的双重效集
。

土壤肥力
、

改善土缝物理性耳
、

防止土维次生盐舜化的

重耍措施
。

而且
,
由于良好的农业技术

,

大大减少了盐

分通过毛翩管向表上的积聚
,
因而可以适当减少地下

水的安全裸度
。

根据在河北
、

河南一些灌区的洞查
,

农

业技未完善的地段
,

地下水的安全深度可以减少。
.

3一
0

.

5 米
,

这对于节省排水工程的开挖劳力与占地
,
也同

样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

( 6 )为了防止稻田对周围早作地区的不良影响
,

要

特别注意早作港区内合理地布置稻田
。

县和公社都有

必要作出全县和全公社范围内的作物种植规划
,

避免

分散种植水稻
。

防止土壤次生盐硷化的主要措施及其 具体 内 容
,

需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

找出根源
,

对症下

药
,
才能作到多

、

快
、

好
、

省
。
为此

,

有 巴外耍加强已建成

的灌区的有关的观测和戮殷研究工作
,

特 glJ 是应当普

温开展攀众性的地下水观测和水盐定位观侧工作
,

以

便掌握灌区上壤盐硷化的发生演变想律
,

为制定防止

措施提供更可弃的查料
。

同时
,

这种军众性的大规模

观侧工作
,

对千我们根据水位水盾和土壤 盐 分 的变

化
,

作出防止次生盐硷化的预报也有着娜 IJ留耍的意

义 。

末毅的排水渠深度
、 . , . ` . .曰 . . . . . ~

一
目. 创口.

.
,

一

壑2二旦乏米来莽针
,
井固距醚蜂主亘透远崖力

2 0 0一斗0 0 米
。

李粤湾粤冬人友发只井声济行等泞平烤争 于
俘是提减声早林形启力

,

提征作物丰育的事襄聋馋
,

燕
县禅琪埃袱:率挑水

,

种友衣 粤是控制和
水位最有

初咖卞
的

。

尽娜憋下
。

终衅攀水降呼盯书价和
水进哪概朔精食的烤嘴

,

是哪岑花烤炭
L

( , )采用农业水利粽合措施
,

实现灌溉园田化
。
园

田化是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的集中表现
,

是农业高

产的重要保征
。
在有次生盐硷化威胁的灌区

,

实现园

田化不仅是保征农业增产的根木措施
,
同时也是提高

黄河下游灌区土壤次生盐硷化的发生与发展有着

内在的自然因素和外来的人为因素
。
从以上的分析

,

不

难看出
,

人类活动的因紊是主导的
,

因而握过人们的主

观努力
,

土壤次生盐硷化也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

根据我们的认激
,

灌溉和土续次生盐硷化是复杂

的自然矛盾两重性的反映
,

但其中有主次之分
。
当干

早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的时候
,

千早是矛盾的主耍方

面 ;广大攀众在党的镇导下以回天之力战胜千旱
,
引水

滋溉
,

正是解决主耍矛盾的正确道路
。

所有的灌区
,
由

于棋本战胜了千旱
,

每年都取得了丰收
。 ;招毕灌留申`

于争秒孕只西考牛的冬牛巷咧吸发砂碘牛亡晃有
.

二定的脚叫俱热之湾诊声卿嚼导̀嘶更沈号七份旨
·

养中的二仑指李西弓: 即乡攀咨然呛侈亨叭勒顿
叮攀水利化辱禅够只)碘

,

早峪最想甚错穆的。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
已樱消除了灌溉土壤

次生盐硷化的社会根源
。
旧社会遣留下来的不合理用

水方式正在迅速地被克服
,
因为对自然荣件歌激不足

而在开滋初期考虑欠周的排水工作等也正在 重新考

声
,

有的已握州堵突现
。
以人民公社无比优越的形式

所粗擞起来的厂大农民
,

在一挺敲撤与掌握土城次生

盐硷化的及生原因和规律之后 就一定能够迅速朵取U t L I」J匕 1 目 “ 韧 声阅` 二仁二 J刀 卜肚习 门 ,

“ 尹口匕 r呀
`
拭 J l口 , 月洲

J
沪上二月匕 勺 , JJ J ;吧七 刁写月入

各种措施消除灌溉土地上产生次生盐硷化的可能 性
,

制止灌区盐破地的扩展
,

保视农业丰产
。

皿 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