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防治土壤盐清化稠查中应注意的几令踢题

黎 立 拿

防治土篡;盐渍化是半千旱
、

千旱地区发赓灌溉农

业趁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一稠艰亘的任务
。

为了达到

有数地防治目的
,

必须深刻地了解和掌握灌溉地区土

壤及地下水的盐分运动胡
l

律
,

以及在自然条件和人为

活动相互影响下的永盐动态
,

从而查明盐覆化发生原

因
,

根据当地的真体条件提出因时因地制宜的切实可

行的规划和粽合治理的措施
。

因此
,

在进行防治土壤

盐溃化剥查工作中应慧注意叔下几方面的周题 :

一
、

重祖地下水状况的稠查研究

半干旱
、

千早地区士壤盐睛化归根到底是不员的

地下水状况弓}起的
,

所以研究王壤盐倩化的原因
,

必须

研究地下水的来龙去脉
、

化学粗成
、

含盐量溉及融向它
们的变化因素

。 ’

躺查研究地下水状况的主耍内容是 :

1
.

全也下水的来源
、

补拾二
2

.

地下水的流向
、

出路 ;

3
.

地下水年度及季节哇变化 ;

“ 斗
.

地下水的化学粗成和矿化度 ;

弓
.

灌溉对上述状况的影响
。

为了达到上述耍求
,

必须有一定密度的地下水观

察点和果样点
。

在 J唆应强拥指出
,

研究上述周题的同

时必镇与士壤紧密精合
,
即是靓上述每一项的变化对

于土迄襄盐清化产生什么影响
, 反过来土肇特性不同对

地下水变化有什么关系
,

缭解达些因果关系后
,

对防治

出罐盐清化及渠系合理布置提供科学依据有极大的意

义
。

在防治土壤盐清化的洞查中
,

主要是研究浅层潜

水的状况
,

必要时也可收集匀来层水的资料加五里乏研究
。

地下水埋藏深度是指潜水面距地面的深度
,

当挖

开剖面到一定深度时
,

有水微微渗出的玉亮象
,

典时显疽地

面的深度称为地
一

F水出现水深度
。

继 i清向下挖就会有

大量的永渗出
,

并在坑底汇集成自由水面
,

这时我介时巴

这种深度习惯地称为
盯

水埋藏深度
,

乏种自由水面

的深度
,

最初井不是稳定的
,

只有当它逐份靳上升接近于

出现深度
,

消除了静水压差之后
,
才能趋于稳定

。

此外
,

在自然情况下 (在没有挖开王壤剖面前 )
,

卖际上月
:

不

存在任何的地下水自由水面
。
因此

,

应熟把翘常处于

水分鲍和
止

失态的出现水层着作地下水层的上限
,

事卖

上土壤毛普上升水的移动也是从出现水层开始的
,

所

叔我们鼠载款层的出现深度对子研究土壤盐化是有极

大意义的
。

当地下水位出现屯交深时
,

土壤盐清化现象

往往是道接由某些透永困难的粘土层或紧砂土层的影

响而产生的悬着滞水层引起的
。

在这种情况卞
,

暮着

滞水层 (或鲍和水层 ) 的出现深度
,

应作为确定熟土壤

临界深度的基础
。

二 土壤厦地水革分布和垂道排列的状况

土壤盾地是决定士壤透水性以及毛管水上升高度

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
由于土壤盾地

,

水平分布和垂官排

列不同
,

影响水分移动和分布不均衡性
,

对子盐债化的

发生
、

发展有直接关系
。

在洲匕平原齐多研究沓料表明
,

在相似的水文地

质状况下
,

握盾土皎粘盾士容易发生盐化
。

在剖面中

土壤肩地垂有排列不同
,

特别是存在有出现玄体位
、

厚度

和桔构不同的背粘层时
,

噜加土壤水盐运动的复杂性
。

粘土层能超着隔水隔盐作用
,

使地下水毛管上升高度

不易达到地表
,

防止士篡;的盐化 ; 但也起着阻碍 7狄分
、

盐分下移的作用
,

常会形成悬着滞水层或鲍和水层
,

在

这种情况下
,
即使地下水位很深

,

土壤也会发生盐化
。

`

土壤盾地的垂官排列
,
除了影响水盐垂盲运行之

外
,

也对士壤的水盐水平移动产生影响
,

在自然界中往

往由于不透水层的水平分布状况不同
,
导致潜水的战

现深度
、

流向
、

速度在不矢的距离中有所改变
,

例如在

几百亩甚至几干亩的范围内
,
由于盐类遭受明显的分

异作用
,

有的地方半现甜水井 (淇水井 )
,

有的地方助出

现苦水并
,

有的地方士壤无盐化现象
,

有的地方则出现

严重的盐化砚象
。

、

由此可完
,

在线菌华 J撇区广大的冲积平原
,

进行

防治士壤盐值化稠查时
,

根据沉积学原理
,

掌握河流沉

积物的水平及垂宜分布规律和各种质地的沉积层次性

状
,

以及与土壤水盐运行的关系
,

对正确地研究土壤盐

化发生和确定防治措施 (如拟定灌溉
、

冲洗定额
、

灌排

系毓的布置
、

规格
,

采取一系列相适应的农业措施等 )
,



者巧具有重大的理渝和实践意义
。

剖面中夹有的粘土层
,

对土道夏水盐的垂道和水平

移动具有明显的影响
,

因此我们应熟对它的沉积学的

份布规律
,

出现部位
、

层数
、

厚度
、

精构和理化隆质作仔

翩的研究
。

在野外除祥袖观察鼠截外
,

还应孩进行土

攘水分物理的测定
,

侧定毛管水上升高度和速度时应

在野外进行
,

棘以窒内侧定
。

三
、

土壤盐清度的划分和盐斑
·

形成发屏的研究

土嚷盐债度的划分
,
因发生类型

_

(盐分的矩成 ) 和

植物耐盐度等而有所不同
,
由于土壤盐分含量不能在

野外
一

碉查制图的当时确定
,
所溉常根据植物拿落 (盐荒

:

地 ) 或盐斑及作物生长受抑制的程度所占观察面积的

百分数 (农耕地 ) 加以初步划分
,

以后再根据室内分析

资料进行仔韧校正
,

作出最后的确定
。

`

在次生盐化地区
,
盐斑的田现表示士壤已盐化达

J 叮明显阶段
,

其突在盐斑未形成叔前盐化 已挫开始了
,

人们往往对土壤盐化的了解是从盆班的出现才被重砚

豹
,

而盐斑的扩大和精小关系着土壤盐清化程度
。

在华北平原地区
,
目前确走土壤盐清度一般采取

.

以下的划分标准 (表 l) :

6
.

安业耕作措施的影响 ;

7
.

各种类型盐斑之简的发生学关系
。

研究盐斑的发生和发展
,

除了对上述因葬鑫作
“
面”

的研究外
,

还应选择较典型的地块作祥栩的专阻比的

稠查研究
,
制盐斑分布平面图

,

制图可用特天的比例

尺
,

如 1八
, 0 0 0 、

1 / , 0 0 ,

甚至 1 / 3 0 0 、
i 八 0 0 ,

将欲斑的

形状描搪在图上
,

在一年中刹查制 图 1一 2 次
,

根据这

些不同时溯的图幅能看出盐斑的发展状况
。

在研究盐

斑时不能腑离盐斑的类型及农业措施进行研究
。

对于

歌置专阴研究盆斑发尘发展的地段必须建立田背档案

或观侧能载
。

盐斑地的另一个特点是同一地块出现不同类型的

盐斑
,
郎使同一盐斑其中心和周围盐分含量也有些区

别
。

造成这种状况以及它们之背的相互搏化关系也是

研究盐斑任务时所要回答的简题
。

盐清度等毅刽分表

等 粗 农作物生长受抑制及缺苗
现象占观察面积的%

10 以下
10一 3 0

3 0一 5 0

5 0 以上

ù符一

表一!

考|

l
度度度度

弦

袒中池极

但是盐分不是唯一抑制作物生长的因素
,

其他如

肥料不足
、

水分不够
、

耕作棒放等也可引起作物生长不
且

,

甚至缺苗断堆
,
因此

,

对珊查者来靓
,

应祛注意具体

地块的实际清况
,

加以分析和确定
。

土接次生盐化的发展是由点扩大到面
,

郎由小盐

斑扩大到大盐斑
。

盐斑的含盐量通常蛟高 , 因而抑制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

甚至不出苗
,

大大地影响农作物的

产量
。

因此在稠查中
,

对盐斑的发生发展以及当地拿

众对盐斑的改良耗阶应抬予充分重砚
,

为了弄清盐斑

的形成和分布观律
,

应裁研究以下几方面 ;

1
.

微域地形高差的影响 ;

2
.

渠道
、

道路等醋筑物的影响 ;
-

3
.

生壤盾地或者质地垂直排列的影响 ;

4
.

灌溉方面的影响 ;

,
,

地下水矿化度潍水位高低的影响 ;

四
、

土壤标本的采集简题

采集土壤标水
,

现在看来大致有两种 :

.1 按规定深度而采集的
,
如 。一 2一多

、
5一巧

、

巧

一 3多
、 3 5一7 。

、
夕0一 1 0 0 、

1 0 0一 1 , o 厘米 …… (也有
o一 2一 ,

、
,一 2 0 、 2 0一 4 0 、

斗。一 ` o 、
石。一 8 0 、

8。一 1 0 0 、

1 0 0一 1 3 0 、 1 3 0一 1 6。
、

i ` o一 2 0 0 厘米…… )
。 ·

2
.

按土壤发生层次井者虑到盐溃化土嚷 的 特点

朵集的
,
如表层分的袖些

,

把地表盐霜
,

桔皮单独划分

采集 ; 心土奴下分得稍粗些
,

当发生层次趁厚时
,

适当

划分出来采集
。

这两种方法按不同耍求可玖选择采用
,

我俏可以

分析这两种采土方法的优缺点
,

第一种方法是由于固

定深度
,

这样就便
一

于舒算
、

换算士层的合盐量及比蛟各

种土壤变种的含盐量 ,定位熟墩多朵用此法
,
如通常在

文章中看到在 o一巧 厘米或者 。一 2 0 厘米 含 盐 量 多

少
,

10 。:
厘米平均含盐多少等

。

这种方法没有顾及土壤的发生层次和土维盾地的

排列
,

在采土时
,

很可能朵集的样本刚好在两种不同质

地之简
。

第二种方法的优缺点刚与第一种方法相反
,
当针

算比校土体含盐量校为不便
,
由于按照土壤的发生层

对土壤各种不同厦地以及盐分 的 果积特点有所反映
,

此外
,

遇到土层技厚时可适当将同一层中划分两层果
土

。

特别遇到粘
、

砂爬康 )相简时
,

盐分的上升可能受

到拈土层的阻隔而在粘土层
一

F限果积盐的精晶
,

达样

的果士更有优点
,

更能体瑰出盐分的集积特点和粘土

层的作用
。

应当指出
,

在研究土壤含盐量的同时
,

可以选择一

些具有代表性的剖面侧定土壤水分
,

特别在野外进行

工五班W



作物耐盐度的了醉时
,

郎采集作物不同生矢势 (正常或

受抑制等 ) 的土壤样本时更有重大的生产意义
。

土壤

水分状况不同
,
尽管是具有相

.

同的含量或者含盐量稍

高会产生不同的桔果
,
因为土缓治浪浓度不同对作物

的影响亦不同
,

如果忽略了这一点
,

对于作物耐盐度的

研究桔果就可能不正确
。

此外
,

采集王壤样本的同时
,

应采集地下水样
,

把

水和土的盐分含量
、

粗成相联系来研究
,

更便于圃明土

壤盐值化的发生原因或者是脱盐趋势
。

采集土壤样本的剖面除了必须祥袖描述
、

豁载外
,

还应注明样本采集的裔`位 (盐斑
、

非盐斑
,

距灌排渠的

冠近
,

稍高部位或稍低部位
,

… 勺
,

由于果集的部位不

同
,

其含盐量有很大的差异
,

特别是分析样本在盐斑中

和非盐斑中采集
,

其差异性更为明显
。

此外
,

采集的时

筒不同追 p使在同一地点果集
,

其分析籍果是有很大变

化的
,

例如在灌溉前 (或雨前 )
,

灌溉后 (或雨后 )以及灌

溉前后 (降雨前后 ) 相简隔的天数都应氯载
,

昆载这些

情况对于了解土壤中盐分含量的变化和盐分移动特点

是很有签处的
。

五
、 `

人类农业挑济活动
.

盐清化在自然条件下
,

盐分的累积和淋溶社程
,

受

自然过程支配
,

但在人的农业忽济活动下
,

除受自然因

素的影响外
,

同时受到人为的影响极为亘大
,

有时占着

支配称位
。

人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
,

对盐溃化的斗争挺脸是

极其丰富的
,

而且各地不一
,

但不外乎农业技术及水利

技术措施两方面
,

在生产实践中必须把两者紧密地桔

合起来
,

才能发挥相棘相成的作用
。

及时加强农业措

施可以适当减少水利措施的耸担和工程成本
,
提高灌

溉和洗盐效果
,

有了合理的灌排
、

水利措施
,

减少旱涝

盐害的威胁
,

盆可显示农业措施在农业墉产方面的亘

大作用台
因此

,

两者对防治土壤盐澎匕
,

保征农业生产上是

相得盆彰相互就一的
,

任何只强稠一方面而笼低另一

方面作用的思想和作法
,

都是片面的
。

但在不同具体

条件下
,

两者可有主次先后
,

鲤重援急之分
,

在暂时因

劳力缺乏水源不济而没有灌排条件下
,

耕翻晒堡
、

围堰

平种
、

蓄淡压盐
、

及时松土施肥
、

保墒保苗
、

选择耐盐作

物
、

进行合理的蝙种换茬等农业措施
,

达到抑止盐分上

达地表河级收到显著的生产效果
。

在有灌溉条件下
,

女阵

果地势较高
,

地卞水位深 ( > 3 米 )
,

矿化度低 ( < 2 克 /

升 )
,

土壤基本上无盐化威胁
,
目前只要严格控制灌溉

定额
,

加强田简管理
,

不一定非耍强稠排水
,
也可达熟

防止土壤盐化
,

不断提高产量的目的
。

显然
,

在以上两
种事例情况下

,

加强农业措施是主要的
。

但在有灌溉
而生壤有严重盐化威胁情况下 ; 只强刹农业措施的作

用
,

而忽视正确的灌排相桔合的水利措施
,

就可能招致
极其严重的后果

。

在盐清化严重的地区
,

必须把水科

改良措施放在主要地位
,

尤其要把排水措施列为前提
,

农业措施也必须及时跟上
。

由此可见
,

防治土壤盐清

化必须具有粽合思想
,
因时因地采取切突可行的措施

,

也就是挽
,

应熟树立农业土壤改良和水利士壤改良相

精合
,

灌溉与排水相精合
,

近期和远期相籍合
,

比壤脆
盐和提高肥力相精合的思想

。

在稠查过程中向农民粱
众及当地有关的工作干部翻阴和举行座歌是必不可少

的
,
了解内容大致包括 :

1
.

当地拿众改良盐碱地的握输
,

土地
.

利用 的厉
史

,

改良盐清化士壤时建立相应的耕作特点
,

拿众对耐

盐作物的逃择
,

翰作换茬制度等 ;

2
.

灌溉历史
、

面积
、

定额
、

次数
、

时期
、

灌溉前后地

下水位的变化
、

盐化面积扩大或精小
、

盐分的增加或减
少 (或者盐土类型的变化 ) ;

3
.

地面排水出路
、

地下径流
、

l排水沟深度众及它

的作用 ;

斗
.

对防治土壤盐清化的意兑
。

一

最后
,

编写报告或专题萧文时
,

必须根据当地自然
条件

,
农业生产特点

,

土壤特性进行振写和希述
。

那种

抄袭教科书
,

能扰提出措施的做法是不能解决简题和

指导农业生产的
。

为此
,

不仅要掌握大量具体原始脊
料和数据

,

而且要分析
、

运用这些查料和数据来圃明土

壤的发生演变
,

揭露土壤盐清化原因和提出防治的途
径

,

或拟定因时因地制宜
,

切实可行的防治规划和粽合

治理措施
。

目前各地农民摹众对于利用改良盐碱地已提出迫

切的耍求
,

土壤工作者可根据稠查地区具体情况制定
士作规范和要求

,

来从事工作
,

斗解庆生产上所提出来

的有关防治土壤盐清化的卖际简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