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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滨海地区
,

南起盐山
、

青县
、

静诲
,

东握天津
、

七里海
、

芦 台
、

柏各庄拉
、

乐亭几关营
,

止于

昌契县南沿海沙论以东以南的渤海沿岸
。

滨海地区
,

原属海退地
,

本来就碰留大量盐分 ; 再因海潮海啃的没袭 (海水矿化度达 3 , 克 /

升 )
,

又把大量盐分携回陆地
。

由于海水顶托的影响
,

滨海地下水位一般在 1 米左右
,

矿化度构

10 一 50 克 /升
,

在滨海地区土壤合盐量已超很高的基础上
,

又进一步累积盐分
,

形成大面积的盐碱

荒地
。

.

盐碱危害是滨海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
。

农业生产的丰歉
,

取决于同盐碱地做斗争的

成收
。

历史上农民军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

积 累了丰富的翘脸
,

而近代通过修建灌 i既排水工程
,

种

植水稻
,

实施水旱翰作
,

改造利用了大面积盐碱地是一项成功翘硫
。

早在明代万历年简
,

天津郊区白塘 口葛沽一带即开始 引水种稻
,

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
。

近

者光褚年朋 ( 1 8 8 0 年 )
,

在小站开鸭厂诚河
,

大量垦荒种稻
。

其后草粳城
、

芦 台相糙开为稻 田
,

解

放前达 100 万亩
,

但产量不高
,

亩产只二百多斤
。

解放后
,

在党的倾导下
,

由于大现模的近代排水

灌 i既工程的修建
,

创办了芦台
、

柏各庄等静多大型 国营农踢
,

稻田面积逐年发展
,

使盐碱地得到改

造
。

水稻产量逐年提高
,

平均亩产达到 斗00 斤
,

比解放前提高一倍
。
多年种稻的袒喻靓明

,

滨诲

及洼涝盐碱地
,

在利用种稻的过程中
,

能够得到改良
,

重盐碱地
一

也可在开垦的当年受徒
,

亩产 3 00

_ 40 0斤 q

为什么种稻可以既利用又改良盐碱地 ? 这是 由于在水稻生育期尚
,
田 面保持着一定的淹灌水

层
,

它使土壤握常处在灌 i既水层的淋洗过程
,

土壤中盐分得以下移至底土和地下水中
,

由排水沟排

走
,

种和对土壤起长期冲洗盐分的作用
,

使水稻根系活动层的土壤脱盐
,

水稻正常生长
,

同时淹灌

水层可值接避免因弦烈蒸发而使土壤表层积盐
。
由于淹灌水层的压力作川

,

下渗淡水将原来的高

矿化度地下水逐浙淡化
,

形成了淡水层
。

这是运用灌溉与排水措施控制与改变地下水条件 的精

果
。
由于这种作用甚至在光板地 上

,

种稻一年
,

就使土壤盐分 由 l 务左右降低到 0
.

2外以下
,

脱盐

率达 80 多左右
,

地下水矿化度 由 30 克 /升降低到 3一 7克 /升
·

。
因此

,

在利用盐碱地种稻的过程

中
,

起到了改良作用
。

但种稻能否彻底改良盐碱地
,

并不决定于种稻年限的长短
,

而取决于排水条件的好坏
。

小站

前营种稻虽已 89 年
,

但现在地下水矿化度仍高达 拼 克 /升
,

在水稻停灌后
,

土壤表层舍盐仍达 。
.

3

一 .0 5形
。

而芦台农坍
,

种稻 3 年后
,

在 2 米深处的地下水已挫淡化 (小于 3 克 /升 )
,

土壤舍盐小

于 。
.

2 % : 种稻改良后又速擅种旱 5 年
,

土壤亦未返盐
。
由表面看来似乎是反常的现象

,

但如进一

步分析其排水条件
,

就能弄清其实质
。

小站地势低洼
,

地面高程 2
.

8一 3
.

斗米
,

稻田排水可入外边河
,

但断面过小
,

下游 191
_

塞
,

河水位一般在 3
.

5 米
,
田 面与排水沟落差很小

,

囚此排水出路不惜
,

起不到

排除篙矿化度地下水的作用
。

至于芦台农踢
,

地面高程一般在 3
.

。一 、
.

。 米
,

坡度较大
,

地而开湘
,

有前运河做为排水出路
,

低潮时自流排水
,

高潮时
一

落闹防潮机械排水
,

使田 面 与排沟水位始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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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校大落差
,

大大便利了高矿化度地下水的外排
。

从小站种稻历史情况来看
,

开垦初期
,

只灌不

排
,

一亩一饭
,

只有近址埂处
,

水稻能够生关
,

址田中部
,

稻秧全部死亡
,

土壤始格不能脱盐
。

这就

充分就明
,

如果只灌 下排
,

想指靠长期的淡水压盐
,

土壤井不能脱盐
,

如果排水不赐
,

盐分不能 全部

排走
,

仍然碰韶在底土及地
一

{: 水中
,

土五奥也得不到彻底改良 ; 但在排水良好
、

出流通惕的条件下
,

谈水压洗的盐分及高矿化度的地下水能够排出
,

并不需要很长时尚
,

土壤就能得到比校彻底的改

王运
。

也有人献为小站
、

城校城等地尽管土壤没有得到彻底改良
,

但其产量
一

也并不低
,

因此
,

在盐碱

地种稻并不需要排水以求彻底改良
。
这种款锻井不全面

。

因为如果盐碱地皮有得到比较彻底的

改造
,

年年就要为克服盐碱危害付 出代价
。

小站
、

罩粗城等地
,

由于地下水矿化度仍很高
,

所以从

水稻停灌以后到第二年种稻以前
,

土壤又累积了大量盐分
,

因此需要大量的淡水拉荒洗碱
。

不极

城地区每年每亩稻田需要拉荒水 30 。 立方米
,

原有锡水殷备保种水和 46
,

00 。 亩
,

几年来稻 田始胳

不能扩大
。
由于土壤返盐快

,

稻 田改种早作及蔬菜均不保收
,

死苗严重
。

遇干旱少水年份
,

无水

种循
,

收成就没有保蔽
。

相反的
,

在芦 台农踢
、

团泊洼等地
,

有些耕地由于土壤脱盐彻底
,

地下水

淡化
,

不仅每年拉荒水减少到 1 20 立方米 (主要是泡田整地)
,

而且由于地下水已握淡化
。

可使排水

再利用
。

芦台农踢常年回归水利用率达 3 2 %
,

做到了开源节流
,

扩大了灌溉面积
。

排水对改造盐碱地具有决定性意义
,

但是滨海地 区处于各河尾简
,

地势低平
,

_

且尚有部分地区

注涝封阴
,

没有 自流排水条件
,

排水+ 分困难
,

对此
,

天津地区采用机械排水
,

收到了很大效益
,

是

一项成功握喻
。

如团泊洼
,

四周高起
,

无天然排水出路
,

采用电力排水
,

降低地下水位 0
.

8一 1
.

0 米
,

排出大娥盐分
,

据观测杭补
, 1 9 , 6 年到 1 9 6。 年共排出盐分 25 0万吨

。

生荒地原含盐 。
.

9一 1
.

3多
,

种稻 3 年后已降低到 。
.

1斗一。
.

片 另
,

脱盐效果显著
。

水稻亩产一般达 40 0一 5 。。 斤
。

楼庄洼在独流

减河南侧
,

地 而高程 2
.

4一 3
.

斗米
,

修建独流减河以后
,

河水握常侧渗补箱地下水
,

到 1 9 , ` 年
,

全都

盐碱荒蒸
,

种不保收
, 1 9 , 8 年修电力揭水站

,

建立起田阴排水系扰
,

故种稻 1年后
,

地下水郎显著

谈化
。

在 3 米以上的地下水矿化度为 1
.

5一 2 克 /升
。

土壤舍盐量 由原来 0
.

8一 L o务
,

降低到 0
.

2 形

左右
,

水稻亩产 6 00 斤
。

排水种稻是改造滨海盐碱地的好办法
,

但 目前还不可能在滨海地 区全部实施
,

主要阁题在于

水源不足
。

滨海垦荒种稻濡大量水源拉荒洗盐
,

而河北省水量不丰
,

特别是春天水枯
,

矛盾尤为尖

锐
,

目前有限水源
,

仅能推持现状
,

如遇旱年
,

稻田就无保荻
。

种稻需水
,

但水源不足
,

是一个很大

矛盾
。

而稻 田长期速作 : 往往引起土壤板拮
,

肥力降低
,

杂草丛生
,

影响水稻产量
。

种那农时集中
,

劳力忙阴不均
,

影响劳力
、

机具生产潜力的发挥
。

稻 田地区
,

粮食品种单一
,

铜料无法解决
,

指靠外

稠
,

这又与运帷能力不足发生矛盾
。

对以上这些咫题
,

过去的实践征明
,

只有实行水旱蝙作
,

才

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

国营芦台农踢
,

最初利用原有揭水肃备
,

只种水稻 1
.

2一 1
.

7 万亩
,

早作 8 ,
0 0 0

亩
。

但在 1 9 5 3 年实行了水旱蝙作
,

加弛了握营管理
,

水稻面积深征 工
.

5一 2 万亩的情况下
,

旱作而

积年年扩大
,

到 1 9 6 。 年旱 田面积达到四万多亩 (不包括新井入的耕地 )
,

总产量年年增加
, 1。 , l 年

全踢总产量为 究 6万斤
,

1 9 , 3 年实行水旱翰作时
。

却提高到 l ,

00 7 万斤
,

而 1 9 6 0 年则为 l
,
3 26 万

斤
。

这样
,

充分利用有限的水源种稻
,

作为改良盐碱地的手段
,

当土壤 已翘脱盐地下水淡化时
,

却

改种早作
,

而又可在新星荒地上种稻
,

如此循环不已
,

不但总产量增加
,

而且使大面积荒碱地得到

了改造
,

变成良田
。

水早蝙作
,

不仪有利于改良利用盐碱地
,

提高作物总产量
,

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
,

提高水

旱作物的单位而积产量
。

实行水旱翰作使土壤好气与嫌气分解交替进行
,

有利于养分的累积和释

放
。

水旱翰作比迹茬稻的土壤氮素增多 40 并
,

因而水旱骗作后
,

水早作物单产逐年都有提高
。

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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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农塌小麦和水稻 1 95 2年末翰作时亩产分别为 6 9斤及 60 0 斤
,

而翰作后到 1 9弓6 年则为 2 08 斤

及 7 35 斤
。

水旱蝙作
,

有利于消灭杂草
,

节省大量劳力
。

长期种稻
,

易于水生植物滋生
,

杂草往往变多
,

据

稠查常年水稻
,

每平方米有杂草 4 00 株
,

因此稻田除草占用劳力很大
,

豹占管理水稻总工 日的 60 一

知另
,

汉沽农踢除草所花劳力占水稻成本的 30 一 50 多
。

种稻后改种旱作时
,

使水生植物失去了服

以生活的水分条件
,

因而水草大量死亡
,

在种过小麦的休阴地上种稻
,

每平方米杂草仅 19 株
。

同

样
,

在种租过程中旱生杂草不能耐水而死亡
。
这样水灭旱草

,

旱灭水草
,

既有利于作物生长
,

又节

省大量劳力
。

此外
,

水旱翰作井能增加作物品种
,

农时交错
,

可以翎剂忙阴
,

充分发挥劳力及机具殷备的潜

力
。

粽上所述
,

改造滨海盐碱地的基本握脸是
:
充分利用种稻过程中所必需的淹灌水层淋洗土壤

盐分
,

建立淡水层
,

改良盐碱地
,

但能否彻底改造的关键在于排水条件 ;握过排水种稻改好的土地
,

种植旱作或水旱翰作
,

扩大耕地
,

以不断提高肥力及作物产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