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嫩平原盐碱土的形成与地臀
、

地貌

及水文地臀的关系

熊 绍 遭
(黑龙江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大队 )

松嫩平原为一厂大肥沃的冲积平原
,

是黑龙江省

的主要耕作区
,

们因土壤欲碱化
,

弋部分土地都不能利

川
,

成为我国北部的一个荒源
。

欲翻创匕
_

上续主要分布于本省的林甸
、

安达
、

泰康

(杜尔泊特 )
、

明水
、

盛源等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

这些

地区的年降雨量一般为 3 。。一 5。 。 余毫米
,

年平均蒸发

度工{ IJ在 l , 3训一 1 , 弓{ , ( } 毫米
。

本文主要从地贡
、

水文地盾的观点来探索本区盐

碱十的形成
,

所 以不得不对一些地质
、

地貌及水文地质

加 J州下打单的描地
(。

、

盐碱化土壤分布地区的地质
、

地

貌及水文地质概况

(一 )地质
.

隋况

松嫩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属 中生代的拗陷地带
。

自
「
} 生于划叉后一直仪角向的地盾构造运动为主

。

在负向

达功的影响下堆积千米以上的白至记陆相地层和厚度

超过一百米的第四耙沉积层
。

松嫩平原的四周期力
一

扎

有上升性盾的大
、

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
。

上升地律冬

为中生代的中
、

酸性喷出岩和海西期的花岗岩粗成 `一 }

j 、 口

白墓耙地层在平原地区出露极少
,

主要为第四记

的松故沉积 层
。

现按地层时代将第四耙地层分别概过

如下 (由老到新 ) :

.j 下更新抗 (Q
l
) : 主要 为洪积 或冲积洪积 作川

形成的黄
一

创丸亚粘土
、

白粘土
、

砂和砂砾石
,

厚度不等
,

一

般为 5一 5。 米 ;分布于大
、

小兴安岭的山麓地带
,

利
-

构成山前冲积洪积倾斜平原的一部分
。

2
.

中更新梳 (Q
Z
) : 主要为冲积洪积作用的 产物

。

表层为厚们 10 一叨 米块状精构的黄土状亚粘土
,

共 卜

则为厚 10 一 4 。米的砂和砂砾石
。

见于小兴安岭山麓

地带
,

井与下更新就地层共同构成山前冲积洪积倾斜

平原
。

3
.

上贾新枕 (Q
3
卜 为河流冲积及湖泊沉积哄

。 、
中

人
F 、到一Zj/白一恤/岭、

子
安]

确
兴

犬

叹勿
, , 中一下更新枕冲积洪积层

Q少
p

叭 }
:

更新桥冲积洪积层

图 1

叫 ! 上更新梳冲积层

沈 上更新统湖 积层

以
【
全新抗冲积层

松嫩平原盐清化土的分布与地盾
、

地貌关系示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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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层的表层认 !厚豹 2一 6米的黄土状亚粘十
,

局部有薄

层的亚砂土
,

其下为砂砾石
。

湖泊沉积层均为黑色或

灰黑色的游泥质亚粘土和粘三
: ,

厚 2一 30 米
。

木系地

层分布于平原中部
,

井粗成广大的河谷冲积平原 ;亦为

术区伙碱土发育的
一

地带
。

4
.

全新抗 (Q
;
) : 河流近代冲积层

。

表层为厚 1一 3

米的粘性土
,

其下为砂砾石
。

整个松嫩平原在新地质构造运动上为承继蛟老构

迭的下降区
。

但因构造作用发育不均衡而 显差 异险
。

从吟尔滨
、

按化
、

明水
、

钠河
、

联摸理东的地幸片为相对上

升区
,
郎东部隆起带 ;龙江

、

甘南
、

嫩江联接以西为相对

的检慢沉降区
,

郎西部援漫沉降带 ;住两带之简的齐齐

哈尔
、

安达
、

肇源等地 lHJ 为相对的下降强烈地带
,

郎中

央拗陷带
。

富裕尔河及双阳河从上升地带流人本区时

河道消失形成内陆河 (图 2 )
。

(二 )地貌概况

松嫩平原地形平坦
,

四周高于 中部 l 。一 6。 米
,

略

向平原中心倾斜
。

整个平原可分为 两个 大的地貌单

元 : 山前冲积洪积倾斜平原和河谷冲积平原
。

山前冲积洪积平原 : 位于大
、

小兴安岭山前地带
。

河谷创割强烈
,

显波状起伏
。

降水不易停集
,

常被沟谷

排浅 ;地下水也易被沟谷排法
,
因而成为平原中部的地

下水补粉区
。

诃谷冲积平原 : 几无沟谷切割
,

地形 甚为 平坦
。

除小丘
、

注地外几乎无别的微地貌类型
,

因而呈现单调

的平原地貌景观
。

小丘 : 一种是土丘
,

另一种 lRJ 为风成砂丘
。

砂丘

一般高出周 围平地 4一印 余米 ; 士丘 lRJ 高出周围平地

0
.

5一 l 米
,

极少超过 2米者
。

佳地 : 按其戍因可分为 : 风触佳地
、

溯伯沼泽洼

地
、

槽状 (丘 )注地 (古河道 )和内陆河下游封阴注地
。

( l) 风蚀洼地— 位于砂丘与砂丘之阴
。

大小为

几十到一百余平方米
,

雨季集水
,

早季干涸
。

( 2 ) 湖泊及沼译洼地—
一般为 1 00 一 3 00 平方

米
,

大者可达数平方公里
,
常年集水 ;其水一般都为矿

化度蛟高的碱水
。

( 3 ) 檐状洼地 (古河殖 )一一长条状
,

形若当今的

河道
。

( 4 ) 内陆河下游洼地一
一位于双阳河及富裕尔河

的下游了可流消失处
。

(三 )水文地厦概况

松嫩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肝藏于第四耙的松散沉

积层中
。

肝藏于平原东部的下更新就冲积洪积层中的

地下
,

地下水埋藏深度为 5一 10 米或更大
,

并为矿化度

低于 0
.

, 克 /升的重碳酸钙垫水
。

在平 原西部 地下水

/
厂 /

111_
.

2

IV

I 大兴安岭隆起带 ; 11

川 松嫩平原凹陷带 :

11 卜 1东部隆起带
,

拗陷带 ;

vI 松辽分水岭隆起带
。

小兴安岭及张广才岭隆起带 ;

川
一
2 西部援慢沉降带

,

川
一
3 中央

厂
新构造分区界搔

盐清化土分布界任

圈
盐清化分布区

图 2 松嫩平原盐清土的分布与新地盾构造 关系图

(根据 l , 59 年第 吕期
“

水文地盾工程地质
”

作者振新

地质构造分区图略加修改 )

盼藏于卞更新扶的冲积洪积层 中
,

地下水埋藏深度 ,一
1 (1 米

,

为矿化度低于 。
.

5 克 /升的重碳酸钙型 水
。

平

原中部的地下水主要并藏于上更新枕和全新抚的冲积

层
,

地下水埋藏深度一般为 1一 2米
,

甚至更小
,

地下

水矿化度一般为大于 1 克 /升的重碳酸纳或钙型水
,

以

重碳酸钠型者为主
,

有的地区地下水矿化度可达 3 克 /

升
。

二
、

盐碱土的特征

(一 )盐碱土的分布特征

盐碱士的分布及其发育程度与本区的地盾
、

地貌

及水文地质情况相适应
,

这对了解盐碱土的形成及发

展将提供极宝贵的资料
。



1
.

盐碱土分布 区的地盾特征 :盐碱土主要分布于

松嫩平原的中部河谷平原上
,

即为新地质构造运动的

中央拗陷带内
。

由于案科也质构造运动的影响
,

堆积了

超过 1 00 米厚的上更新杭沉积层
。

上部为粘性土
,
厚

们 l一 6 米
,

下部为数十或一百余米厚的砂及砂砾石
。

在平原的低佳部分 (注地 )
,

堆积了近代的溯相或沼泽

相的淤积质亚粘土和亚砂土类沉积
。

这些粘性
一

上一般

郡
.

具有蚊高的毛袖管性能和校低的渗透性
。

耗野外就

坑注水熟脸征明渗透系数为 。
.

5一 1
.

8米 /昼夜
。

2
.

盐碱土分布 区的地貌特征 : 就总的方面税
,

所

有的盐碱士均分布于平原中部的河谷 冲积平 原地带 ;

但是盐碱上也井非遍及整个平原的所有部位
,

而只是

在一些低洼地带和局部的高小丘上才有分布
。

小丘 : 粘性土祖成
,

高出四周平地豹 。
.

5一 1 米
,

而积甚小
,

山数平方米至二
、

三十平方米
。

按小丘外形

可以分为两类 : 一种外形若礼帽
,

一种外形泽圆形若髓

头
。

礼帽状小丘
,

顶部有一小凹部
,

凹部雨季存水
,

雨

后全被然发 ; 丘四周为一凹地所环耀
,

雨季存水
,

雨

后被燕发干涸
。

盐碱土主要发育在丘顶边橡的高起部

分
,

以丘伯部的边椽为重
,

愈往顶 中心的低洼部分盐腻

化程度渐鲤
,

以至消失
。

鳗头形土丘的四周亦被洼地

环麟
,

雨季有水
,

雨后被蒸发千侧
。

盐碱化程度以丘顶

为重
,

愈往丘边椽程度减握直到消失
。

。

注地 : 与土丘一样
,

常为本区盐碱土 的集 聚地
。

按洼地的成因可分为四种
。

(切 风颤注地 : 形若卵回 或焉 蹄状
。

凡卵 圆 形

者
,

四周均为砂丘润徐亮
,

为无出 日的封阴型
。

形若焉蹄

者为开扩形的出 口
。

就其活动性
,

又可分为两种
,

郎活

动的及稳定的
。

活功的洼地其底部偷未达到潜 水而
,

在风触作用下 尚可批擅下切
。

此佳地由于风触作用何

朱修息
,

盐分紧集机会不多
,
盐碱化程度袒微

。

稳定的

注地其底部已达潜水而
,

风凶作用已不再起作用
,

利于

盐分的集紧
,

盐碱化程度皎重
。

在各个洼地中其盐碱

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

一般在注地中心较重
,

愈向四周

程度愈性
。

( 2 ) 溯泊及沼泽洼地 : 注地与湖泊 (水泡子 )和沼

译伴生
,

枯环磕湖泊和沼泽地分布 ; 环矮湖泊分布者
,

常构成溯 }介地
。

大多数湖泊长年不干
,

受地下水和降

雨补拾
,

溯水为高矿化度的重碳酸纳型水
。

如安达附

近兴隧池水
,

矿化度为 6
.

9 克 /升
,

其中 H C 0 3
接近 2

一

克 /升
, C。 丁也是 1 克 /升多

,
lC 为 1

.

5 克 /升
, S 。 、 仅

l一 。
.

2 克 /升
,

在阳离子的粗成
:

一

扫低为 2 克 /升多
,

aG

及 M g 均在 。
.

01 一。
.

02 克 /升阴
。

盐碱化的程度一般

也是愈往佳地巾心愈重
,

愈向注地的四周 (远离洼地中
咨

心 )愈握
,

但在接近湖泊或沼泽水体所占据的洼地中心

时
一

也有变袒现象
。

( 3 ) 柑状 (古河道 )洼地 : 松嫩平原的南部 (安达

以南 )分布着一些长条形的
,

并与松花
、

嫩江及其支流

速通或接近的佳地
,

极似古河故道
。

洼地宽 2 00 一 5叨

米
,

低于其两侧地面 1一 2 米不等
。

除两季有袖小水流

外
,

其余季
`

、亨干涸
。

盐渍土在洼地中校为发育
。

(幻 内陆河下游洼地 : 富裕尔河及双阳河为松嫩

平原中北部的两条内陆河
,

在其下游发育若广大的封

阴型洼地
,

洼地中发育詹沼泽化及盐渍化
,
一般程度校

重
。

3
.

盐碱士分布区的水女地质特征 : 在松嫩平原盐

凌化土分布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与非盐渍化地带的水

文地盾条件有所差别
,

达些差别表现在地下水的埋藏

深度
、

矿化度
、

水化学成分
、

地下水径流及循环条件等

方面
,

现分述如下 :

( l) 地下水径流及循环条件 : 在盐谈化现象校明

显的松嫩平原中部
,

地形平坦
,

切割极微 ; 含水层由袖
.

砂粗成
,

地下水流动困难
,

交错不易
,

排波亦难 ;地
一

F水

排澳的主要路径为蒸发
。

例如双阳河和富裕尔河下游

的佳地
,

地下水受地表水 (河水 )补拾
,

地下水无其他跳

径排注
,

只有依靠蒸发作用予以排 1徐
。

( 2 ) 地下水化学成分及矿化度 : 凡盐清化现象明

显的地区地下水化学类型均为重碳酸纳型水
,

很少为

重碳酸钙型水
,

个别地区也有重碳酸氯化纳型水及重

碳酸硫酸钠型水
,

矿化度一般超过 1克 /升或接 近 1

丈 /升
,

地下水大都具有咸味
。

非盐值化地区的地下水

一般均为重碳酸扔型水 (表 1 )
。

( 3 ) 地下水埋藏深度 : 凡盐碱土分布的地区
,

地
下水埋藏深度一般都在 卜一 2 米

,

雨水季节其埋藏深度

则小于 1 米
。

无瑜是雨季或早季
,

这样的地下水埋藏

深度都小于粘性土的毛袖管上升高度
,
郎 已超过地下

水的临界埋藏深度
,
因而极易蒸发

。

而非盐碱土分布

地区的地下水埋藏深度均在 3一 5 米或 5一 10 米
,

甚至

超过 10 米
。

(二 )盐碱土的特征
1

.

在松嫩平原上发育着的盐碱土
,

按化学 比质款

琴 为苏打盐士
,
按分布特点多为斑点状的或岛状自o(J

2
.

凡盐渍化明显的地方植物稀少
,

甚至地面光 龙
,

井
一

具灰白色或黄褐色的盐斑
。

3
.

凡盐渍化了的士接表面均有一层 3一 1 0 匣米厚

的黑色或灰白色的疏松盐碱士或坚硬的盐精皮
,

其 厂

则为塑性蛟高的坚硬盐械化了的士层
,

一般为黑揭色 :

愈往深处土层愈是柔妙
,

其盐碱化程度愈握
。

4
.

盐碱化土层一般厚 30 一 1。 。厘米
,

上部盐溃 (匕

程度蛟重
,

下部蛟握
。

程度最重的上层厚 3一 10 厘米
,



表 1盐清化地区的地下水化学成分及地下水化学类型

阴 离 子 含 最
(乌克 /升 )

阳 离 子 合 量

(毫克 /升 )矿化度
水

取 样 地 点 火化学 类型

HC O 3 50么
Mg (克 /升 )

大同成北东 工。公里 (浅层水 )

大同孤东 5公里 (浅层水 )

常家 围子 (深层水 )

太康县 (深层水 )

太康县北琴池边 (浅层水 )

喇嘛句子球 (深层水 )

林甸县小围子 (浅层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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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度以阴
、

阳离子含量总和诚去 l / 2 H C o : 。

具有白色的精晶盐粒门冬等巧为坚硬的盐渍化土层
,

愈往
甘

下渐变为未盐债化的土壤
。

5
.

盐碱士除在垂直剖面上具有盐碱化程度的分异

性外
,

在水平方向上也具有明显的分异性
。

( l) 礼帽状小丘上的盐碱士 : 一般以礼帽状小丘

顶部的突起边椽为最重
,

愈往帽顶的低佳部分渐渐变

握
,

直到其最低的部分则完全消失
。

( 2 ) 发育于卵圆状小丘上的盐碱土 : 一般以丘原

部最重
,

逐渐往边椽其程度变握直到消失
。

( 3 ) 发育于洼地中的盐碱土 : 愈往洼地的集水名班

分盐碱化程度愈重
,

当接近集水部分时反而消失 ;愈往

洼地边椽愈轻
,

百到 2肖失
。

中
,

仪注地中心最重
,

但接近沼泽或湖泊水体时由重而

鲤
,

直至完全消失 ; 远离洼地中心也由重而轻直至消

失
。

主要兄于安达以南及其以西的地区
。

斗
.

槽状 (古河道 )洼地型盐碱土 : 盐碱土主要分布

于古河道洼地中
。

以古河道的下渊陈左清 化程度最重
,

上游愈轻 ;在横过佳地的横剖面上
,

由于资料缺少难以

确述
,

但按地貌及水文地盾特点看可能洼地的中心重
,

边椽轻
。

此型主要晃于安达以南的地因
。

5
.

内陆河下游封阴洼地型盐碱土 : 盐碱土普遍都

杖发育
,

尤以接近河流水体梢失的洼地部分最为严重
。

此型主要见于安达和林甸以西的富裕尔河及双阳河下

游的封即型注地中
。

三
、

盐碱土的分类 四
、

盐碱土的形成原因

我们对于本区的盐清土多偏重于地面稠查
,

很少

进行突脸窒的研究
,

因 而难以根据盐清土的化学成分

进行分类
,
只能从其分布的特篇作分类

。

然而这种分

类在某些程度上也正反映了盐清土的分布特点
,
同时

也反映了在形成过程及形成因素的不同特点
。

现分为

如下各类 :

1
.

丘型盐碱土 : 按小丘的形状可分两种 :

礼帽状丘型盐碱土 : 重盐碱土发育于丘顶的边椽

突起部分
,

愈往中心程度愈娜
,

直到消失
。

以林甸以北

和以东的双阳河两岸最为明显
,

且盐碱化程度蛟重
。

抓回状丘型盐碱土 : 重盐碱土发育于丘顶
,

愈是

远离丘顶愈攫
,

直到梢失
。

此型多发育在林甸以南及

安达以北的地区
。

2
.

风触洼地型盐碱土 : 盐碱士分布于风成砂丘阴

的风触洼地中
。

重盐碱土发育于洼地的中央部分
,

愈

往洼地边椽程度愈蚁
,

以至完全消失
。

以大同镇以东

的他拉哈
、

多耐站
、

九扇阴等地最为明显
。

3
.

溯滨及沼泽注地型盐碱土 : 盐诚土发育于洼地

松嫩平原地区盐碱土的分布与地盾
、

地貌及水文

地盾等具有密切的符合性
,

这种符合性并非偶然现象
,

而正反映了盐碱土的形成与它们的互
二
泪关系和它刊在

盐碱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笔者献图通过盐诫

士的分布特点来探封它的发 生和 发展
。

下 面就 将地

盾
、

地貌及水文地盾因素在盐碱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分别加以封瑜
。

地盾构造作用
,

尤其是新地质构造作用是本区盐

碱土形成的最毖本的作用
。

它道接控制了地貌的发展

和形态
、

地下水的埋藏深度
、

含水层机械粗成
、

地下水

径流及循环条件和地表水体的分布等
。

如富俗尔河及

双阳河的消失邮是此作用的桔果
。

虽然如此
,

但它仍

是盐碱土形成的潮接原因
,

它井未直接参与盐碱士的

形成过程
,

而只是通过受它直按控制的地貌
、

水文地反

及地表水体来实现的
。

盐诫土分布地区广泛的发育着一层具有高度毛管

性能的粘性土
,
它的毛袖管帮助了埋藏蛟浅的地下水

上升而蒸发
,

帮助了地下水中盐分向地表累积
,

它是促



洲 盐分向
_

卜迁移的亡 了刻芍素
。

松嫩平原地形的起伏直接控制了地下水中盐分迁

移至地表的可能哇 (如在地形较 沂的都位
,

地下水埋藏

性深 !T于
,

地下水中扯分的堆积条件不良
,

形成盐碱十的

可能竣小 ;企队让的都位
,

地下水埋藏蛟浅
,

并易形成

地表积水
,

易于 浮至欲碱王的形成 ) ;同时
,

也擦制 了地

表水的停积和共
r
一

};盐分的聚积
。

地下水的理藏深度及水化学特征是本区盐碱
一

曰砂

城的直接原因
。

地下水理藏蛟浅
,

往往小于地下水中

盐分向地表聚积的临界抑藏深度 ; 地下水可直接受蒸

发作用的器响
, 只需在蛟为适宜向勺地貌条件下就可使

地下水中盐分向地表果积
。

所以地下水埋藏深度的特

点
,

对木区故分的积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地下水的

化学成分
,

决定
一

」
’

盐碱十的化学类型
。

木因地下水都

为犷化度在 1 克 /升左右的低矿
一

化水 (少数在 1一 3 克

袒重

地下水位

曰
盐分迁移方向

图 ; 礼帽状丘型盘碱土的形成示意图

水及地下水供抬
。

地表水中的盐分在蒸发作用的影响

下丘顶作横向迁移
,

井进行累积 ;在地表水集聚部分以

下的地下水不易受蒸发
,

位于丘顶以下的地下水则易

于接受蒸发
,

在其影响下其中盐分向丘便作垂宜运功
,

井向丘顶集聚
。

因而
,

在丘镇形成了蛟重的欲碱土
,

向

丘顶四周洼部减鲤直到完全消失 (图 4 )
。

/升 )
,

对于盐碱土的形成来税
,

并非是

极为有利的
。

但因地下水盼藏于上更

新枕溯泊粘 {
二
层了又土的 栩斑砂 层 中

,

池下水的 径流及循环迟楞
,

易于使地

下水中的盐分在蒸发浓精作用的彩响

下进行巢积
,

形戍盐清十
。

由此可晃

术区抉不减 卜的形成过程校为援慢
,

在

重重重

_ _ - - - - -

-t 一 $
一

土
- - - - - - - - - - -

一地下水位

夕 盐分迁移方向

图 4 卯圆状丘型盐碱土的形成示意图

它形成的第一阶段为含有盐分的袒度盐化士壤
,

再袒

过比校长的时期才渐渐变为盐碱土
,

所似这里的盐碱
卜的形成可能是耀过了蛟长的时期渐渐形成的

。

不容筱疑
,

木区的气候及水文因素在盐碱 卜的形

成过程中仍
一

具相当重要作用
,

但限于本文的内容和篇

幅不再赘述
。

上述仅是本区盐渍 }匕士壤形成的有关条

件及它们在盐浩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下面再歌款盐

分的迁移和果积的方式
。

盐分的迁移在各个都位上 各不相同
,

往往受微地

貌的摊制
。

1
.

丘型盐碱士 : 盐碱士分布于丘镇
,

由于外形不

同
,

其分布情形也不同
,

盐分的迁移过程也各异

( l) 礼帽状丘型盐碱土 : 地 下水埋藏 深度 l一 2

米
,

丘伯及 丘周围的注部雨季存水
,

早季干涸
。
庄顶及

丘周围注部 中的地表积水
,

在蒸发作用的影响下其盐

分向 丘顶边椽的突起部分移动和果积
。

位于地表集水

层以下的地下水
,

在地表水的掩盖下不易蒸发
,

盐分缺

乏果积条件 : 而在丘值边椽婴起部分以下的地下水易

于蒸发
,

其中盐分 \{J 垂直移动为主
,

多向丘镇边椽的突

起部分移功
。

所州盐讯化涅度在丘顶边椽重
,

愈向中

心愈牲
,

直至完全泊失 (图 .l)
。

( 2 ) 卵回状丘型盐碱土 : 卜丘周 围的洼部雨季存

水
,

其下地下水坦藏深度 l 米余
。

土壤中盐分为地表

2
.

风触洼地型盐碱土 : 土雄 中盐分主要为地下水

供抬
。

洼地中部地下水 埋藏深度蛟浅 ( 0一 。
.

弓 米左

右 )
,

愈向边椽地下水埋藏深度愈深
,

因而中部的地下

水亦较边椽部分易于接受蒸轰
。

地下水在蒸发作用的

影响下其中盐分作垂直运动并于佳地 中界积
,

以注地

中部果积最争
,

边椽蛟少
。

边椽地带的盐分在降雨流

向洼地中心的过程中又进行一次清洗
,
使边椽部分盐

分稀释
,
而中心部分浓度增大 (图 , 、 。

地下水位

t 地下水中盐分迁移方向
, , 降雨洗盐流动方向

图 5 风触洼地型盐碱土的形成示意图

3
.

湖滨及沼译汰地型盐碱土 : 土壤 中盐分主要为

地下水及地表水供拾
。

地表水在蒸发作用 的彭 响下
,

其中盐分作侧向移动
,

但倒向移动只能在离湖
、

沼水体

不远的范围 内进行
,

远离湖
、

沼水体渐次泊失 ; J也下水

中盐分仍琪垂直移动为主
,

因而在佳地周围的近水 (地

表水 )部分盐碱士较重
,

远离地表积水体时程度 lllJ 渐次

诚鞍 (图 6 )
。



积特点 ;洼地中的盐分累积及移动方式 nJl 与湖泊及沼

泽洼地者相同
。

- -

一个全》 = =一下亡 -
、

一 -一

一
五

、

桔 藉

尸 盐分迁移方向
地下水位

图 6 湖招及沼泽洼地型盐碱土形成示念图

4
.

糟状 (古河道 )洼地型盐碱土 : 佳地略向中心倾

斜
,

在横剖面上若呈檐形
。

土壤中盐分主耍为地下水

供拾
,

次为地表水
,

然洼地的下游部分地下水与地表水

起着同等主要的作用
。

地下水中盐分的累积主要借助

土壤的毛栩管作用进行垂直移动
。

按洼地的外形估静

其在横剖面上以中心重
,

边椽握 ; 在纵剖面上 lllJ 上游

魂江
,

下游重 (图 7 , 8 )
。

一口娜 重严 }__
_

_ _ 土土舀二 二七
.

一 一 一 地下水位

全盐分迁移方向

图 7 古河道洼地型盐碱土形成示意图

上游

/ 盐分迁移方向

图 8 古河道洼地型盐碱土形成示意图

5
.

内陆河下游封阴型洼地 : 土壤中盐分为地下水

及地表水供胎
。

佳地面积蛟大
,

地形复杂
,

常有卵回状

小丘及洼地
。

盐分的堆积及迁移亦相应复杂
。

小丘上

的盐分果积及移动型式具有与卵圆状小丘上的盐分累

1
.

松嫩平原的盐碱土
,

护仁非某一因素的精果
,

而是

众多因素的反映
。

这些因索在盐碱士的发生和发展过

程中是互相制豹
、

互为条件的
,

所以在研究本区盐碱土

的形成及其改良时
,

必须粗成专阴的粽合胜队伍 (包括

土壤
、

农业
、

地质
、

水文地质
、

水利等 )
,

从多方面收集查

料进行粽合分析
,

方能得出更为确切的精渝
。

2
.

地下水在盐请化土壤的形成过程中
,

以溯相拈

土层理上的浅层地下水所起的作用最大
,

从表层和深

层 (湖相粘土层以上及以下 )的地下水水化学特点郎可

着到此点 (表 1 )
。

3
.

理解盐碱土的形成时地盾因素是基本的
、

主要

的
,

在制定改良措施时
,

则应从改变地貌及水文地盾条

件入手
,
郎平整洼地和降低地下水位

。

,
.

为更有效的改良盐碱化土地
,

必须根据不同地

区的土壤地质
、

地貌及水文地盾条件
,

侧定既能充分满

足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

又能保征不至形成土壤盐渍

化的地下水埋藏深度 (郎地下水的临界埋藏深度 )
。

5
.

为更有效的降低地下水位
,

必须根据不同地区

的不同地质及水文地质特点
,

实际侧定地下水的影响

半径
,

以便殷舒具有高效率的排水系抗
。

6
.

从总的方面看来
,

本区地下水仍处于矿化的第

一阶段
,

即低矿化阶段
,

这似乎不利于盐碱土的形成
。

但从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看
,

刻是在比蛟适宜的地

质
、

地貌及水文地质等条件下握过比蛟长的时期渐渐

形成起来的
。

在影响盐碱化形成的那些自然因素浚有

破坏以前
,

郎使在低矿化地下水分布的地区也可能发

生土壤盐碱化
。

于是
,

可以预侧 :在不改善导致土壤盐

碱化的那些自然条件以及在不 合理的利用清况下
,

盐

清化作用将粗擅发展
, 已有的盐诚土将变得更为严重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