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河北平原地下水临界深度的初步研究
河北省水利厅勘侧视针院土壤队

戮 1土妞贾地与蹄界深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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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决定于最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壤水分与空气

状况的耍求
。
当地下水矿化度大于 。

.

5 克 /升时
,

必须

考虑到地下水借助毛管上升
,

对士壤的具盐作用
。

矿

化度愈高
,

土壤表层果积的盐分愈多
,

对作物危害出就

愈大
,

这时临界深度要求的也就愈深 (表 2 )
。

表 2 地下水破化度与欧界漂度的关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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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平原属半干早性气候
,

年平均降雨量豹 5 00

毫米左右
,

有 60 % 雨量集中在七
、

八两月
,

蒸发量为

1 ,

80 。一 2 , 。 00 毫米
。

河北平原地势低平
,

河流多为地

上河或半地上河
,

雨季地表径流难以宜泄
,

并增补地下

水源
,

致在厂大相对低洼地区地下径流不铅
。

在这种
一

情况下
,

地下水条件成为形感土绒盐溃化的主耍因素
。

郎当地下水埋藏蛟浅
,

矿化度教高时
,

地下水及底土中

的可溶盐极易随土壤毛管水上升
,

水分蒸发
,

盐分在地

表及土体中累积起来形成盐清土
。
因此地下水埋藏深

度和矿化度与土染盐渍化有密切关系
。
而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
,

地下水的深浅
,

又成为影响土壤盐债

化的一个重耍指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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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下水临界2料廷的概念
,

郎地下水位在开始发生士

壤表层盐演化时
,

所处的最大深度
。
因此地下水临界

深度
,

是采取防治土壤盐演化措施时所必不可少的指

标
。
故研究地下水临界深度具有重大自切理输与实践意

义
。

一

地下水猫界深度
,

受各种自然与人为因素的粽合

影响
,

也即受气候
、

少肇攀质
、

地下水矿化度等自然因

素
,

以及耕作
、

施肥
、

灌溉
、

排水等人为活动因素的粽合

影响
。
由于 自然条件与人为活动因素的改变

,

临界 ;果

度也发生变化
。

在考察地下水临界深度时
,

必须考虑到气候对土

攘及作哟拍勺影响
。

春季特别干旱
,

土壤返盐最为强烈
,

严孟抑制着作物幼苗期的正常生长 ;夏秋正当汛期
,
雨

盘充沛
,

对士攘有一定琳盐作用
,

且作物已生长高大
,

耐盐度校高
,

故作物受到抑制作用蛟小
。

因此观察研

究地下水临界深度
,

主要应当在爪后秋季从春季作物

幼苗阶段进行
,
同时也籍合其他季节的悄况

在平原地区
,
如在小麦毛生米

、

森谷地上
,

耕深 巧

一20 厘米
,

每亩施粗肥钓 3 ,
00 0 斤左右的措施下

,

地

下水矿化度在 1 克 /升左右时
,
由于士壤盾地的不同

,

影响临界深度也就不同
。

鲤壤土因毛管性能弧
,

水分上

升速度快
,
临界深度就蛟大

,
中壤土次之 ;重续土及拈

土
,

毛管水分上升速度馒
,
临界深度蛟小 (表 1 )

。

地下水矿化度的高低对土壤的累盐起蒲重要的作

用
。
当地下水矿化度小于 。

.

5 克 /升时
,

土壤果盐作用

很小
,

临界深度位更应诚小
,

但这月
:

不是决定于其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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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耕作
、

施肥
、

灌溉
、

排水等活动
,
使土坡熟化

层的厚度
、

土缝精构
、

理化性状
,

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

所以决定临界深度时对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
,

应当充

分考虑
。 一响童靛来

,

正砂的拼作
、

施肥
、

灌排措施
,

抑制

了盐分的果积
,

减小了地下水的临界深度
。

耕作主耍

是切断毛管作用
,

减少蒸发盆
,

改良土缝理化性状
。
由

于深耕深翻
,

嘴加士壤非毛管孔隙
,

有助于盐分淋洗和

诚少水分的蒸发
,
使土壤表层不易累盐

,

深耕深翻精合

灌溉
,

对淤洗盐分作用更为有效
,
i快溉排水增加土绒中

的下渗水分
,

促使土壤地下水的进一步脱盐
,

共临界深

度数硫亦应诚小
。
由于施肥啥加 r

二卜壤有机质
,

改善

了士绒桔构
,

一方面诚少了燕发量和 已管上升你用
,卜另

一方面亦抑制了土壤盐分对作物的危害
,
因此

,

施肥址



的多少
,

亦可影响地下水临界深度
。
如滨海台 田 地

区
,

拿众精耕袖作
,

注意施肥
,
士壤有机质含量一调良均

达到 1
.

85 %
,

士攘精构良好
,

多为团块状精构 ;台田边

椽有排水沟也进一步加速土壤脱盐
,

故其临界深度较

耕作粗放
、

施肥盘小
、

士壤有机盾含量低
、

无排水措施

的平原地区为小 (表 3 )
。

表 3 土盛改贾利用措施对地下水防界深度的形响

( 3 ) 禾吐用排水沟两侧无盐演化与秘度盐浪化过渡

地段进行观侧研究 (如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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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地形高低有变化地区毛盐清化

与袒度盐清化过渡地段

无盐 ;青化区

移度盆清化区

另外
,

不同作物及其不同的发育阶段其耐盐度亦

不相同
。
小交

、

王米比高粱
、

棉花耐盐度低
,

幼苗期比

后期耐盐度低
,
因此

,
临界深度要求

,

也就不同
。
同时

作物复盖度的不同
,

对土壤蒸发 与盐分累积速度也不

同
,

影响临界深度亦有变化
,

复盖度大
,

其值小些
,

复盖

度小
,

其值要求的高些
。

粽上所述
,

地下水临界深度的数值因不同条件而

异
,

井受各种粽合因素的影响
,

因此只考虑某一方面而

忽视其他方而均是不正确的
。

过去敲为地下水临界深

度等于毛管上升高度加根系活动层的厚度
,

这是不全

面的
,

其缺点就是忽视人为耕作等活动的积极作用
。

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
,

对河北平原地区的地下水

猫界深度提出以下初步意见 :在早作条件下
,

地下水矿

化度为 i一 3 克 /升
,

土壤表层含盐量为 0
.

1%左右时
,

不同土壤质地其地下水临界深度兑表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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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下水临界深度的观察研究方法
,
主耍是通

过观察研究无盐淡化及袒度盐清化之阴过渡地段的上

攘
、

地下水及作物生长等情况
,

进行反复比蛟
,

确定地
下水的临界深叭 ; u 水方法提出以下两点!

1
.

选择适宜地段
,

进行野外实地观侧研究
。
例如 :

(幼 在地形高低有变化地区
,

选择无盐演化与娜

度盐溃化过渡的地段进行观洲研究 (如图 1 )
。 ·

( 2 ) 利用低佳地周围娜度盐债化与无盐淡化过渡

地段进行观侧研究〔如图 2 )
。

图 3 排水沟两侧无盐演化与姐度盐清化过渡地段

在观察地段
,

应在无盐演化与袒度盐伎化地区分

别开挖剖面
,

侧量地下水深度
,

观察纪裁士壤剖而情

况
、

作物生长状况以及周围最观
,

并采取土壤及地下水
. 丫

标本
,

进行化殷分析
,

以便进行此蛟
。

2
.

进行士壤及地下水资料的扶舒与分析
。

把鞭度

盐演化与无盐值化地区的土染及地下水资料 (包括土

壤质地
、

含盐量及化学粗成
、

作物生长状况
、

地下水埋

藏深度
、

矿化度
、

水盾等 )进行扶针
,

挺过分析比校
,

确

定地下水猫界深度
。

关于地下水的临界深度
,

今后应当深人研究各种

不同条件下的临界深度
。
应考虑几( l) 不同作物

。
如小

麦
、

玉米
、

棉花
、

高粱等 ; (习不同土壤盐分扭成
。
如碳

酸盐
、

氯化物硫酸盐
、

硫酸盐氟化物
、

氛化物盐等 ; ( 3 )

不同地下水矿化度
。
如 i一 2

、
2一苏

、
5一 1 0

、
1 0一 3 0

、

> 3 0
.

克 /升 ; (们不同土峨质地
。
如砂峨

、

邺城
、

中壤
、

壤盾夹粘质
、

粘质等 ; ( 5 )不同人为措施
.

如刻作水平

及方式
、

灌溉排水条件
、

施肥情况
、

蝙作方式等
。

在观侧研究方法上夕除前述洲望能与秋舒方法外
,

还

可采用定位观侧
,

通过排水沟拭脸以及研宪土续毛怜

上升高度等方式进行研究
,

井互相进行比蛟印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