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徐州黄泛平原

旱 改 水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旱改水调查队

江苏省徐州黄泛平原是由黄河冲积而成
,

位于洪泽湖以北
,

微山湖以南
,

包括丰县
、

沛

县
、

铜山
、

唯宁和邱县的南部
,

地形平坦
,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
,

总坡降在万分之一左

右
。

废黄河河床两侧一般有宽约 4一 10 公里的高滩地
,

高滩地外缘为带状堤旁洼地
,

再向

外侧平原又略为高起
,

有历次黄河决口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扇形地
。

在不同的地貌部位
,

水文地质条件也不同
,

高滩地地下水位深达 4一 6米
,

堤旁洼地多小于 1
.

5米
。

扇形地 由顶

部到边缘地下水位逐渐抬高
。

顶部质地砂
,

地下水位较低
,

中部以细砂和壤土为主
,

地下

水位 1
.

5一 4 米之间
,

边缘一般质地较重
,

地势低平
,

地下水位在 1
.

5米以内
。

土壤的形成受气候
、

地貌和母质的影响很大
,

受耕作的影响也极其深刻
。

由于黄泛冲

积物的质地分选明显
,

土壤种类多依据质地的差别来区分
,

如分为飞砂土
、

两合土
、

淤土

等
。

由于气候比较干早
,

蒸发量为降水量的 2一 3倍
,

当地下水位不到 3 米时
,

砂壤质土壤多

产生盐渍化
,

因此
,

在堤旁洼地和扇形地 的
“

二坡地
”

部位有斑状盐碱土分布
。

根据 1 9 5 8年

土城普查资料
,

徐州黄泛平原的耕地中
,

淤土 占30
.

1%
,

两合土 占1 2
.

3%
,

砂土 占 31
.

4%
,

各种类型的盐碱土 占耕地总面积的2 6
.

2%

这里原来是两年三熟的早作区
,

在 1 9 5 8年大跃进时曾试种过水稻
,

1弱 9年以后又在总

结群众经验的基础
_

L
,

开始试点发展到大规模种植
, 1 9 7 1年水稻面积发展到 1 00 多万亩

,

1 9 7 2年发展到 2 00 多万亩
。

不仅在河灌地区进行早改水
,

而且在井灌地区也进 行了早改

水
。

1 9 7 2年我们重点调查了河灌水源不足的铜山县张集公社与河灌水源较丰的铜山县郑

集公社以及井灌的丰县宋娄公社
。

根据典型地区的调查结果
,

涝洼盐碱地种稻是一项有

效的改土增产措施
。

但为了达到水早双丰收
,

粮棉双高产 的 目的
,

在早改水过程中
,

还必

须明确和解决几个问题
。

一
、

旱 改 水 的 增 产 原 因

这几年种稻的情况说明
,

水稻在徐州黄泛平原的粮食增产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以我

们调查的公社为例
,

不管是河灌区还是井灌区
,

种稻均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特别是涝洼盐

碱地增产效果更显著
。

种稻之所以增产
,

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

1
.

种稻洗盐
,

改 良了盐碱地
。

徐州黄泛平原大面积的盐碱地
,

种植早作每亩最多只收

1 00 多斤
,

重盐碱地根本不能立苗
,

改稻后 由于加速淋盐
,

减轻或消除了盐分危害
,

不但水

稻亩产可达几百斤
,

稻茬麦有的也获得 2 00 一 30 0斤
,

因此增产幅度大
。

根据调查和分析
,

一般在有一定排水条件下种稻一年后
,

盐分即大量减少
,

二年后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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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土层盐分就可减少到不致危害作物的程度
,

能够保证早作出苗 (表 1
、
2 )

。

表 1 盐碱土种稻改良前后盐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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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盐碱土种稻改良后的盐分变化 (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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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的全盐含 t 为每升水的克数
,

地下水的离子组成为每升水的毫克当 t 数
。

2
.

未种稻前
,

盐碱地只能一季田著一季麦
,

涝注淤土地也多为一季晒堡麦
,

改稻后可

由一熟变两熟
,

提高 了复种指数
。

3
.

水稻本身是个抗涝保收的高产作物
,

一般说
,

在同样肥力水平下
,

比早作产量高
,

特别是注涝盐碱地增产幅度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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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旱改水必须因地制宜

早改水能否进行
,

首先决定于水源条件
,

然后根据土壤条件
,

合理安排
。

为了巩固早

改水效果
,

还需不断进行土壤培肥
。

所以
,

水是前提
一

土是基础
,

肥是条件
。

选择旱改水的土壤可首先考虑盐碱地
,

盐碱地种稻不仅是增产措施
,

_

而且也是有效的

改土措施
。

其次是涝洼地的淤土
,

旱作易受涝
,

产量不稳
,

种植水稻则能较好地利用地力
。

其他非盐碱地
,

仍以早作为主
,

特别是飞砂土和泡砂土
,

耗水过多
,

保水性差
,

肥力低
,

改

稻要特别慎重
。

水
、

土
、

肥条件
,

不但在一个县内有区别
,

即使在一个公社
,

一个大队中的各个生产队

之间也有明显差异
。

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
,

初步分为河灌和井灌两个大类型
,

其下又细分

为若干区
。

1
.

河灌地区
:

河灌区水源条件较好
,

但如排水条件较差
,

盐碱地种稻后
,

稻地周围次

生盐演化的问题则比较突出
。

因此
,

水稻的种植和发展既要考虑到水源和现在的土壤情

况
,

也要考虑排水和防止次生盐渍化
。

( l) 水源较丰的河灌地区
:
如铜山县郑集公社的大部分大队水源较充足

,

灌溉条件

亦好
,

目前已经机电双配套
,

水稻面积发展快
,

1 9 7 2年水早比例已各占一半左右
。

同时以

春稻为主
,

夏稻为副
,

水稻产量较高
,

早作产量亦高
。

土壤以淤土为主
,

其次为砂土和盐碱

土
,

大部分土壤适于种稻
。

根据水
、

土
、

肥
、

劳等条件
,

类似铜山县郑集公社这样的社队
,

可 以实行一人一亩稻
,

并

且适当多种春稻
,

一方面保证水稻高产
,

一方面解决夏收
、

夏种
、

夏管的矛盾
。

稻改重点首

先是盐碱土
,

其次为淤土
。

这类地区的问题是
:
用排水沟蓄水

,

影响了排水
,

致使较大面

积的土壤出现次生盐溃化
。

因此必须做到有灌有排
。

同时
,

施肥水平还不适应高产稳产

的要求
,

必须重视轮种绿肥和养猪积肥
。

( 2) 水源较缺的河灌地区
:

如铜山县张集公社
,

其浅层地下水源不丰
,

沿废黄河修筑

了地上水库
,

水源条件有所改善
,

已由井灌变成河灌
,

水稻面积有一定发展
。

但从发展水

早灌溉用水来看
,

目前水源远远不足
,

尤其是春稻栽插季节水源不能保证
。

以1 9 7 2年为

例
,

种稻 1
.

2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1 6/ )
,

主要利用向阳
、

卫东
、

黄玖三个水库
,

加上部分井水

及沟塘水灌溉
,

在五月底六月初前后尚有半个月时间用水很困难
,

影响了春稻栽插与保

苗
,

故这里春稻比例小
,

一般只占稻改面积的 20 一30 %
。

这类地区盐碱地面积大
,

以铜山县的张集公社为例
,

盐碱地占4 5
.

3 %
,

重盐碱地达

3 3
.

5%
,

种稻改良效果显著
。

该公社 的孟庄大队从 1 9 6 9年以来
,

主要在盐碱地上种稻
,

并

逐年扩大
,

粮食产量亦不断上升
, 1 9 7 1年粮食亩产超过纲要

, 1 9 7 2年又有大幅度增产
。

这类地区种稻改良盐碱地是改土增产的重要途径
,

但因目前水源有限
,

进一步扩大稻

田
,

必须根据条件稳步发展
。

同时
,

在发展旱地灌溉也能增产的非盐碱地上
,

则不一定发

展水稻
。

此外
,

砂碱薄地除盐碱外
,

还因养分少和土质砂
,

种稻后容易板结
,

所 以必须大种

绿肥
,

把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

重盐碱地上实行一季稻一季若
,

既巩固洗盐效果
,

又提高了土

壤肥力
。

此外
,

这里大的排水出路不通畅
,

排盐受到影响
,

必须及早加 以解决
。

2
,

井油地区
:
井灌区水源一般无河灌区好

,

灌溉成本较高
,

但井灌抽水能降低地

] 1 1



下水位
,

兼有井排的作用
,

种稻后次生盐渍化的影响无河灌区严重
。

在井灌地区
,

到底

是以有限的水源优先发展早地灌溉还是种稻
,

目前有不 同的看法
。

通过调查使我们认识

到
,

只要因地制宜
,

合理安排水早比例
,

井灌区种稻亦能收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

丰县宋娄

公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该公社在井灌种稻方面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

( 1) 地下水源条件较好
,

盐碱土比重大的队
:
可以丰县宋楼公社毕娄后队为代表

,

该

队盐碱地面积 占40 %
,

全部在盐碱地上进行稻改
, 1 9 7 2年水稻面积占耕地面积 3 1

.

3%
,

有

井 3 眼 (深 2 浅 1 )
,

机电配套
,

除保证水稻用水外
,

早作普遍灌溉
,

粮食亩产超双纲
,

达到

水旱双丰收
。

这种水土条件的社队
,

种稻有显著的改良盐碱土和增产作用
,

旱改水的面积

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大一些
。

( 2) 水源条件较好
,

以淤土为主的队
:

可以丰县宋楼公社王连庄南队为代表
。

该队

绝大部分是涝洼淤土地
,

过去易涝
,

修筑台田虽提高了抗涝能力
,

但仍不能确保增产
。

去

年开始打井种稻与发展早地灌溉
, 1 9 7 2年水稻面积占耕地 17 %

,

亩产均在 80 0斤以上
,

旱

作产量也较高
,

达到了水早双丰收
,

粮棉双高产
。

在涝洼淤土地区
,

水稻抗涝能力强
,

增产

幅度 大
,

根据水源情况可适当发展水稻
。

( 3) 水源条件较差
,

以泡砂土为主的队
:

如丰县宋楼公社李大娄大队孟庄后队
、

毛

娄
、

刘屯等生产队
,

地下水源短缺
,

每眼浅井只能灌稻 田 10 一20 亩
,

深井水量多的也不过灌

30 亩
。

土质砂
,

耗水量大
。

这种类型的生产队可考虑进一步开辟地下水源
,

发展旱地灌

溉
,

目前不一定发展水稻
。

至于井灌成本高
,

是否能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

这还要看每眼井能灌多少面积和水稻

的单产而定
。

据调查只要每眼井可灌 30 亩以上
,

水稻亩产以 5 00 斤计算
,

稻草价值便可抵

油 电费用
,

可灌 50 亩以上的则有余
。

三
、

培肥是巩固旱改水效果的关键

旱改水虽有明显增产效果
,

但某些地区增产幅度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

头一
、

二年水稻

亩产高出当地平均亩产 1一2倍
。

三
、

四年后则只高出平均亩产几成了
。

增产幅度降低的

根本原因是由于肥料跟不上
,

故要巩固早改水的效果
,

必须进行培肥
。

1
.

发展绿肥是培肥的一个重要途径
:

( 1) 黄泛区土壤养分含量一般都不高
,

有机质大多在 1% 以下
,

全 氮 多 为 0
.

02 一

0
.

0 6%
,

全磷多为 0
.

12 一 0
.

16 %
,

每百克土中的速效磷约为 0
.

20 一0
.

60 毫克 (用 1% ( N H
4

)
2

C O
3

液提取 )
,

种稻后在洗盐的同时
.

又淋失掉一部分养分
,

土壤肥力则更感不足
,

种植

绿肥能提高土壤肥力
。

( 2) 砂碱地因粗粉砂含量相当高 ( 30 一 70 % )
,

种稻后
,

土壤容易板结
,

种植绿肥能

改良板结
,

特别是采用豆科与禾本科如黑麦草与若子混播掩青
,

或施用紫穗槐叶和秸秆还

田效果良好
。 ·

( 3) 绿肥能够增加地面复盖
,

抑制盐分上升
;
分解产生有机酸

,

中和土壤碱性
,

可巩

固洗盐改良效果
。

因此
,

种植绿肥后盐碱地及淤土地都能持续增产
。

如铜 山县张集公社半山三队几块

盐碱地
,

种稻二
、

三年后 1 米土层内全盐量均下降到。
,

05
`

%以下
。

由于绿肥掩青使耕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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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稍有增加
,

酸碱度降低
,

碱化程度减轻 (代换性钠减少
,

碱化度变小 )
。

改稻二年的若子

掩青地比未掩青的水稻产量高
,

前者亩产 50 0斤
,

后者 3 00 斤
。

改稻三年若子掩青量高达

3 0 0 0斤 /亩的水稻亩产达到 7 0 0斤 (表 3 )
。

表 3 掩青种稻改良盐碱土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铜山县张集公社半山三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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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发展绿肥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l) 保证绿肥的种植面积
:

在我们调查的地区
,

一年生绿肥多为若子
、

田著
,

稻改面

积大的以苔子为主
。

绿肥的种植面积各地是不平衡的
,

比例高的大队如丰县宋娄公社毕

娄大队
、

铜山县郑集公社田庄大队
、

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均达到土地面积的 40 %左

右
.

比例低的大队只 占10 一20 %
,

甚至低于 10 %
。

一般绿肥比例高的大队粮食产量也高
。

因此有必要保证一定的绿肥面积
。

绿肥面积大
,

不仅可以提供较多的肥料
,

而且有利于用

地养地
。

如冬绿肥能达到 40 %时
,

若子可 以平均三年一轮
,

重盐碱地可四年二轮
,

先种两

年稻茬若子
,

然后再种稻茬麦
。

此外
,

多年生绿肥中紫穗槐的肥效高
,

其鲜草的氮
、

磷
、

钾含量比若子和田著都高出一

倍以上 (含氮 1
.

32 %
,

磷 0
.

36 %
,

钾 0
.

79 % )
,

可结合条田化在灌
、

排沟边尽量发展
,

既可增

加肥源
,

又可起到护坡作用
。

同时亦可利用部分盐荒地远田成片种植
。

( 2) 保证稻茬若子适时播种
:
若子适时播种是保证全苗和提高鲜草量的 重要 措施

。

为解决夏稻成熟收割和若子适时播种的矛盾
,

群众已创造了不少经验
:

① 在夏稻收割的

同时灭茬种着子
; ② 稻茬耪若子 ; ③ 稻茬穴播着子 ; ④ 稻田带营养土撒播着子等

。

( 3) 以磷增氮
,

提高绿肥鲜草量
:
除用磷肥作基肥外

,

叶面喷磷也有明显增产效果
,

叶面喷磷法即在若子返青时或紫穗槐幼苗期
,

用过磷酸钙和水为 1 : 1 0 0的溶液喷射于叶

面上 (可用普通喷雾器 )
,

根据试验
,

能增产鲜草量一倍左右
。

四
、

旱改水后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1
,

平原水库周围土壤次生盐演化的防治和库堤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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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黄河两岸的平原水库对保证早改水的水源起了重要的作用
。

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

第尸
,

地上水库引起周围土壤次生盐渍化和沼泽化
。

第二
,

砂堤的护坡问题
。

如铜山县张

集公社的向阳水库
,

一般蓄水位为海拔 33 一34 米
,

高出地面 3一4米
,

共蓄水 2 00 万立方
。

1 9 7 1年冬蓄水以来
,

到 1 9 7 2年底
,

由于库水渗漏
,

使周围地下水位普遍提高
,

招致了沼泽

化与盐渍化的发展
。

而且有显著的苏打积累
,

在盐渍化为主的地段
,

表层 C O盲含量可达

1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以上
,

对作物危害相 当大 (见表 4 )
。

目前沼泽化 的 范 围 已伸展到

表 4 水库附近土壤盐分含量及盐分组成

采 上深度 }全 盐 阴离子 (毫克 当量 / 10 0克土 ) 阳离子 (毫克 当 t / 10 0克土 )

当.020.049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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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西南

0一 1 6

1 6一 2 9

2 9一 67

6 7一 8 0
10 0米

0
。
0 4 2

0
。

0 2 5

0
。

0 2 1

0
。

0 2 6

222 444 0
。

3 8 999 0
。

6 000 0
。
2 666 0

。

9 777 6
。

4 333 2
。
5 777 3 。

7 444 痕迹迹 l 。
9 111

水水库西南南 0一 111 2
。

4 8 000 2 1 。
8 555 19

。
0 666 0

。

5 777 0
。
4 888 0

。

2 555 5
。

7 222 0
。

1 444 3 4
。 4 333

222 0 0米米 0一 1 666 0
。
5 0 555 4

。
2 111 2

。
0 111 1

。
7 666 0

。

5 666 0
。

1 777 0
。

1 444 0
。

0 666 7
。

5 666

11111 6一 3 222 0
。
0 3 000 0

。
0 888 0

。
0 444 000 0

。
3 888 0

。

1 222 0
。

1 444 0
。
0 222 0

。
3 000

33333 2一 6 777 0
。

0 2 000 0
。

0 999 0
。
0 555 000 0

。
2 666 0

。
1 444 0

。

0 999 0
。
0 111 0

。
1 444

66666 7一 1 0 000 0
。
0 1 555 0

。
0 666 0

。

0 555 000 0
。
2666 0

。

0 888 0
。

1444 0
。
0 111 0

。
0 999

地地地 下 水***

99999 666 0
。
3 5333 0

。

8 333 0
。
6 666 0

、
8 777 4

。

6 555 l
。

6 999 3
。

4 000 0
。
0 333 2

。
0 999

水水库西南南 0一 111 1
。

9 2000 7
。
3 999 10

。
2 555 9

。
2 666 2

。
1777 0

。
1444 0

。

7 444 0
。
1 555 2 8

。
3 222

444 0 0米米 0一 1666 0
。
16 000 l

。
5 333 0

.

6 000 0
。

2 666 0
。
4 444 0

。
1 444 0

。

0 777 0
。
0 444 2

。
4 555

11111 6一 3 666 0
。

0 1 777 0
。

0 555 0
。
0 444 000 0

。
2 999 0

。

1 111 0
。
1 444 0

。

0 111 0
。
0 888

33333 6一 8 555 0
。

0 1 777 0
。

0 444 0
。

0 222 000 0
。

3 000 0
。

1 333 0
。
1 333 0

。

0 111 0
。
0 888

地地地 下 水***

11111 0 666 0
。

3 5 666 0
。

4 777 0
。

4 111 0
。

0 888 5
。
5 444 3

。

0 333 2
。

7 111 0
。

0 444 1
。
4 999

水水库西南南 O一 111 0
。
7 8 000 9

。

3 999 2
。

8 666 O
。

8 777 0
。
3 444 0

。

1 111 O
。

2 999 0
。

0 777 1 2
。

8 777

666 0 0米米 0一 2 000 0
。

0 3222 0
。

1333 0
。

0 222 0
。
0 777 0

。

3 777 0
。

0 999 0
。

0 666 0
。
0 111 0

。
4 222

22222 0一 5 555 0
。

0 1555 0
。

0 333 0
。

0 555 000 0
。

2 333 0
。

1 444 0
。
0 666 痕迹迹 0

。

1000

66666 5一 1 0 000 0
。

0 1555 0
。
0 333 0

。

0 444 000 0
。
2 333 O

。

0 777 0
。

0 666 痕迹迹 0
。

1 666

地地地 下 水 ***

11111 2555 0
。

3 2 000 0
。

4 777 0
。

0 444 0
。
6 888 5

。
3 777 3

。

0 888 2
。

2 888 0
。
0 333 1

。 1 444

* 地下水含盐量为每升水的克数
,

地下水 的离子组成为每升水的毫克当量数
。

2 00 一 30 。米以外
,

盐渍化明显加重的地段达到 50 0米左右
,

此范围内一般高程在 30 米以上

地段
,

地下水位都在 1
.

5米 以内
,

30 米以下地段地下水位不足 1米
。

盐渍化加重
,

甚至已

经改良的土壤又发生 了明显的次生盐渍化
。

因库水外渗严重
,

而且堤岸内外冲沟很明显
,

堤坝安全可能受到影响
,

急需采取护坡措施 (见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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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面水库对周围土滚的影响
.

地面积水 2
.

沼 泽化 (地下水位 < 100 座米 ) 3
.

盆演化 (地下水位 > 10 0厘米 ) 4
.

沙底淤

为此应采取措施
:

( 1) 挖防渗沟
,

减免地下水位抬高
:
将渗出的水分就近引入沟中

,

及时排除
。

( 2) 采取措施
,

种好水稻
:

由于地下水位高
,

应安排水稻
,

不宜旱作
,

并需采取

以下措施
: ①在栽稻前

,

灌水泡 田
,

将多量盐分洗掉
,

减轻危害
,

保证水稻及时返青发棵
,

正常生长 ; ②冬耕晒堡
,

防止有毒物质的积累 , ③施用磷肥作面肥或沽秧根
,

促进新根

生长
,

增强抗病能力
。

( 3) 加强护坡防渗工程
:
采用石头衬砌护坡防渗

,

并结合种植紫穗

槐等进行生物护坡
。

2
.

统一规划
,

瀚排分立
,

解决排水出路问题

种稻洗盐虽能将土壤盐分压到深层或地下水中
,

但必须配合解决排水出路
,

才能使土

层和地下水中的盐分不断排除
,

彻底改良盐碱地
,

否则
,

土壤还有随时返盐 的可能
。

目

前
,

在灌排蓄间题上还存在着矛盾
,

且灌排系统配套不够完善
,

必须首先进行统一的流域

规划
,

解决上下游排水出路问题
,

建立统一的灌排系统
,

及早实行灌排分立
,

使盐分通过各

级排水沟排出
。

3
.

消除早包水
,

水包旱
,

以免土壤产生次生盐碱化

随着早改水的发展
,

早包水
,

水包早的现象比较普遍
,

稻田附近的旱地地下水位抬

高
,

在影响范围内轻
、

砂壤土地区盐斑增加
,

盐分加重
,

造成了次生盐渍化 的危害 ( 见图 2 )
。

图 2 系张集公社张集大队的一块旱地盐斑图
,

该条田在 1 9 7 2年邻地未种稻时很少盐斑
。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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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稻田对其周围旱作土壤的影响

1
.

无盐斑一立苗 2
.

盐斑一不 立苗

土地区则因水分侧渗
,

作物受渍
。

井灌区影响范围较小
,

不超过 5 0米
,

一般 10 一 20 米
,

河

灌区影响范围大
,

一般可达 80 一1 00 米
,

甚至更多
。

要达到水旱双丰收
,

粮棉双高产
,

对上述现象必须加以防治
,

特别是河灌区更应重视
,

可采取
: ①合理布局调整插花地

,

尽量使水稻连片种植
。

最好是按框安排
,

利用已有的排

水沟隔开水早作物
。

②稻区周围挖较深的截渗沟
,

种稻期间保持该沟通畅
。

③邻近稻区

的早地选种耐渍耐盐作物或绿肥如高粱
、

田著等
。

学术讨论

盐 土 与 碱 土 分 类 的 商 榷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盐土组

在我国干早
、

半千早以及滨海地区有许多盐土和碱土
,

含有较多的盐分或碱分
。

在土

壤发生及演变过程中
,

土壤的盐碱成份是最活动易变的部分
,

并具有它自己的客观运动规

律和属性
,

而形成盐化和碱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壤类型
。

这些土壤具有由盐碱属性赋予

的独特的不 良理化性质和生产特性
,

而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不利土壤因素
。

人们对这些

不同盐化和碱化程度的土壤
,

一般统称之为盐渍土或盐碱土
,

但实际上
,

它们并不尽属于

一个单独的土类
。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多认为盐土和碱土是土壤分类学上的两 个 独 立土

类
,

而表层或底层中具有不同盐化或碱化程度的
,

但其盐分积累或碱化程度尚未发展到盐

土或碱土阶段的土壤
,

则作为亚类或土属分别从属于有关的土类
。

也有人将兼有盐碱成

份的盐土或碱土称之为盐碱土
,

并作为一个独立土类而与盐土和碱土并列
。

这种盐碱成

份兼有的盐土或碱土
,

在自然界中是客观存在的
,

但如从土壤发生学的观点出发
,

联系土

壤发生演变的自然和人为条件
,

来研究这些盐土或碱土的盐化和碱化状况以及现在处于

怎样的土壤发展阶段和分段时
,

就可能发现所谓的盐碱土类
,

是包括了一系列发展方向相

* 本文经盐土组同志集体讨论
,

由王遵亲 同志执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