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海大队改造利用滨海盐碱地经验

天津市南郊 区上古林公社沿海大队

天 津 市 农 业 科学研 究所 土 肥 室

沿海大队地处渤海之滨
,

与塘沽盐场仅一捻之隔
,

地势低洼 (地下水位一米左右 )
,

地

下水矿化度 30 一60 克 /升
,

土壤质地为重城一轻粘土
,

盐分主要为抓化物
,

是我市郊区耕地

盐碱最重的大队之一
。

全大队四百八十二户
,

二千七百 口人
,

二千九百亩耕地
。

解放后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

指引下
,

广大贫下中农翻了身
,

走上了集体化的光明大道
。

但是
,

由于刘少奇一类编子反

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和破坏
,

放松了对盐碱地的治理
,

次生盐溃化严重
,

产盈一直停

滞不前
。

1 9 7 。年以来
,

在毛主席
“

农业学大案
”

指示的指引下
,

大队干部社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

著作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发扬了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与天斗
、

与地斗
、

与阶级敌

人斗
,

掀起了改良盐碱地运动的一个又一个高潮
,

使土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产最逐年大

幅度地提高
。

1 9 7 4年全大队的总产量比 1 9 6 6年增长 1 1
.

7倍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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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年来我们以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引路
,

大搞群众运动
,

经过不断总结经验
,

反复实

践
、

反复认识
,

初步摸索到一些滨海盐碱地的脾气及改良利用的办法
。

1
.

深沟机排
,

降低水位
,

控制返盐

改种早田的初期
,

总结了过去种植小片台田的经验
,

又参照河北省沧县黄家花园搞台

田的经验
,

认识到盐害与地下水有关
,

地下水位低
,

盐就返不上来
。

根据这个道理
,

在排水

条件不好的村东 70 0亩重盐碱洼地搞台田
,

用抬高地面的办法降低地下水位
。

台田田面抬

高20 厘米左右
,

面宽 7 米
,

长 1 40 米
,

沟深 1
.

2一 1
.

5米
。

搞台田后
,

在春秋返盐季节地下水位

距地面在 1
.

2米以下
,

较抬前降低了 30 厘米左右
。

由于地下水位距田面低
,

经过逐年脱盐

后
,

返盐程度逐渐减轻
。

但是这种办法是从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

地条窄短
、

沟多
、

耕种管理费工
,

不适合机械化操作
。

现在
,

对三千亩基本农 田的改造
,

采用了开 深沟
,

机械



化排水降低地下水位
,

以达到控制返盐 的目的
。

在三千亩基本农 田的改造中是有反复的
。

1 9 6 8年底掀起了改土治碱群众运动的高潮
,

在原稻田排水系统的基础上重新加宽加深
,

一

个冬春搞了二十多万 土方
,

投工两万多个
,

基本上作到 了沟沟相通
,

有排水出路的比较健

全的排水网
。

1 9 7 0年改土工程发挥了效益
,

产量显著提高
。

但是
, 1 9 7 1年又放松 了土地改

造
,

在灌排水沟没有整修
、

土地未进一步平整的情况下
,

又进行了大水漫灌
,

结果排水不

畅
,

抬高了地下水位
,

造成 1 9 7 1年春季返盐严重
,

盐斑扩大
,

小麦仅拿苗 5 成
,

产量下降
。

我

们根据毛主席关于
“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褥到予想的结果
,

一定要使 自己的思想合

于容观外界的规律性
,

如果不合
,

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

的教导
,

对照几年来的改土实践
,

认

识到所 以减产就是思想不合于外界客观规律性
。

于是
,

在 1 9 7 1年秋冬我们又把三千亩 土地

毛排
、

支排全部加宽加深 (毛排深 。
.

9一 1 米
,

上 口宽 1
,

7 米
,

下 口宽 0
.

2米
,
支排深 1

.

2米
.

上 口宽 2
.

1 米
,

下 口宽 。
.

3二 0
.

理米 )并加宽加深了一条排干
.

提高了防涝和排除地下水的

能力
。

因此
,

19 7 2年虽遭到严重的干早
,

土地返盐程度仍显著减轻
,

粮食总产量超过了种

旱以来历史上的任何一年
。

儿次挖沟的效果使我们体会到
,

排水系统的好坏
,

关系到改良

盐碱地的成败
,

好的排水系统是盐碱地改造的基础
。

1 9 7 2年底在现有排灌系统的基础上
,

作了土地改造规划
,

规格是
: 毛排间距 1 3

.

5米
,

深 。
.

9一 1 米
,

上 口宽 .] 7 米
,

底宽 0
.

2 米
;

支排间距 30 0 米
,

深 1
.

5 米
,

上 口宽 3
.

3 米
,

底宽 0
.

3一0
.

5 米 ; 排干 (灌水干渠两侧各一

条 )深 1
.

7 米
,

上 口宽 4
.

4 米
,

底宽 1 米
。

至 1 9 7 3年 已基本实现了规划要求
。

由于排水系

统标准的不断提高
,

土壤盐分逐步下降
,

早季返盐幅度也越来越小 ( 表 2 )
,

盐斑地 1 9 71 年

占耕地 5 %
, 1 9 7 2 年为 3%

, 19 7 4 年降到 1%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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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水平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

我们感到条田排水系统规格比起台田虽然

进了一步
,

但毛排 间距仅 15 米
,

仍然嫌窄
。

由于毛排过密
,

地条窄短
,

给机械化操作和耕作
、

施肥
、

管理等都带来很大不便
。

另外
,

毛沟过密
,

占地也多
,

土地利用率低
.

仅排水毛沟一项

即占耕地 25 %
。

因此
,

从 1 9 7 2年冬开始
,

搞了一部分毛排间距较大的土地进行试验
。

毛排

间距有 30 米
、

40 米
、

60 米等
,

经两年观察
,

防涝及控制地下水位防止返盐方面效果均较好

如四队试验的 40 米毛沟间距的 40 多亩地
,

改后第一年
,

产量与毛沟间距 15 米地条平产
,

达到亩产 4 00 斤
,

第二年小麦亩产 5 10 斤
,

夏茬高粱 50 0 斤
,

全年过了千斤
。

1 9 7 3 年又采

用隔条沟平一条沟的办法搞了 20 。 亩
,

庄稼长势较好
,

贫下中农说
“

这下拖拉机在田里可

以大显身手了
” 。

2
。

充分利用淡水水谏
,

滋溉洗盐围墙平种
,

蓄淡压盐



沿海大队水源条件不好
,

只有部分田块有时能引水库水进行灌溉
。

盐碱地灌溉
,

不但

能满足作物于旱季节的需水要求
.

而且还能起到显著淋洗盐分 的作用
。

因此
,

在有条件

的地区
,

我们就 充分利用水源 发展灌溉
。

1 9 7 。 年冬灌
,

。一20 厘米土层灌前 C l 一 含量

0
.

0 81 %
, 2 0一 10 0 厘米土层灌前 C l 一含量 。

.

1 22 %
,

灌后分别下降到 。
.

0 53 %和 0
.

08 %
,

脱盐率约为 34 %
。

在暂时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

充分利用雨水
,

围捻平种
,

蓄淡压盐
。

即在

地条四周打 30 厘米高的土埂
,

根据地面平整程度在田面横向打几道腰埂
,

作成畦田
,

畦内

达到平整
,

接纳雨水
。

下雨时勤检查
,

注意加固围捻和腰埂
,

使雨水下渗至排沟排出
,

严

防田面跑明水
。

打腰埂前
,

从春天开始化冻到雨季到来之前
,

抬地 2一4 遍进行晒堡
,

使

耕层土壤干透
,

以便于雨季对盐分的淋洗
。

村东的 70 0亩光板地修成台田后
,

就是用这种

办法
,

自1 9 6 9年至今
,

已有一半土地 O一20 厘米全盐含量由改造前 4
。

20 %降至 0
.

08 %左右
,

脱盐效果极为显著
,

小麦亩产达 1 00 斤
,

高粱亩产达 20 。一5 0了斤
。

一次降雨
,

土壤脱盐也

很显著
。

据 1 9 7 1年测定
, 7 月 25 日降雨 50 毫米

,

降雨前 O一20 厘米土层全盐量为 0
.

29 %
,

降雨后为 0
.

15 %
,

脱盐率达 48 %
,

较灌水洗盐效果显著
。

因此
,

我们不仅把这一经验用在

盐碱荒地上
,

在基本农田上也采用了这一办法
,

高粱地不管雨水多大
,

只要边捻能围得住
,

就不排明水
,

玉米地积水不超过两夭即不排明水
。

3
。

增施有机肥料

盐碱地除含对作物有害的盐分外
,

结构不好
,

肥力低是另一特点
。

而盐碱地改 良的 目

的
,

就是从生产出发
,

不仅要消除有害的盐分
,

还要提高土壤肥力
,

变低产为高产
。

增施有

机肥料对改良盐碱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它是变低产为高产的物质基础
。

它能改善土壤

的化学
、

物理和生物学特性
,

改良土壤结构和水分状况
,

为淋洗盐分和作物生长创造良好

条件
,

因此对于改良盐碱地来说
,

增施有机肥料与水利改良措施 (排水
、

灌水 )具有同等重

要的意义
。

因此
,

在大抓养猪积肥的同时
,

大搞
“

四合一
”

堆肥
。

各种作物秸杆除留部分作

酸化饲料外
,

在已解决社员燃料的情况下
,

全部铡碎
,

与人粪尿
、

马粪
、

猪粪混合堆积沤制
。

这几年施肥水平不断提高
,

自1 9 7 1年以来
,

麦田
、

春玉米
、

高粱地每亩平均施有机肥 5 千斤

以上
。

自 1 9 7 3 年以来
,

夏玉米
、

夏高粱地基本消灭了白茬
,

每亩平均施有机肥达 3 千斤以

上
。

土壤肥力 也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
, 1 9 7 1年土壤 全氮量为 0

.

0 63 一0
.

08 4%
,

全 磷 量

为 0
.

1 3 5一 0
.

1 4 6%
,

速效磷 为 9一 1 4 p p m
,

1 9 7 4 年分别上升至 0
.

0 7一0
.

0 9 8%
, 0

.

1 4 4一

0
.

1 8 7%和 1 6
.

5一 3 0
.

gp p m
。

4
。

攀搜返盐规伸
,

精耕作
,

细 , 理

这里年降雨量平常年份为 5 00 多毫米
,

蒸发量 1 8 0 0多毫米
,

特别是 3 至 6 月和 9 月
、

10

月两个月的降雨量仅 1 7 5
.

6毫米
,

而蒸发量达到 1 20 0多毫米
,

是降雨量的 7 倍
,

因此极易造

成返盐
。

这里土壤质地经测定。一1 00 厘米土层多属轻粘或重壤
,

结构不好
, “

湿时泥泞
、

干

了梆硬
” ,

容易返盐
。

根据这种特点
,

在春秋干早季节
,

除严格控制地下水位外
,

采用各种

措施尽量在地表保持一疏松土层
,

以切断土壤毛细管
,

抑制返盐
。

如耕地
,

要尽量掌握在不

干不湿时进行
,

过湿耕作破坏土壤结构
,

以后几年返盐严重
,

不好拿苗
。

在耕地时间上
,

秋

耕不春耕
,

秋耕结合冬灌
,

春天解冻前耙地 1一2 次
,

使表土疏松
,

地气下去后
,

耙两遍保

墒
。

如墒情差
,

可镇压一次
。

春天干燥多风
,

若春耕
,

容易跑墒
,

耕多深
,

干多深
,

不利于大秋

作物出苗
。

此外
,

在返盐的关键时期
,

还应配合其它管理措施
,

如早春化冻前后搂麦
、

锄

麦 ; 玉米高粱出苗后
、

雨后
、

灌水后
,

多锄多耪
,

以抑制返盐
。

1 9 7 3年 6 月在 3 队高粱地测



定
,

灌后中耕者 。一10 厘米土层全盐为 0
.

3 22 %
,

未中耕者全盐为 。
.

8 96 %
,

返盐极为严

重
。

所以
,

通过合理的精耕细作和栽培管理措施
,

能使同样水肥条件下的土地加速脱盐
,

抑制返盐
。

概括起来就是排
、

灌
、

肥
、

管四个字
,

是几年来我们在变革盐碱地的现实中的体会
。

在

这几个措施的关系上我们认为
: 深沟排水

,

控制地下水位灌溉洗盐是高产稳产的必要条

件 ; 增施有机肥
、

精耕细管
、

培肥土壤是高产稳产的基本措施
。

总之必须以粮为纲
,

全面

发展
,

边利用
,

边改造
,

以排
、

灌
、

肥
、

管为中心
,

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

进行综合治理
,

才

能把盐碱地逐步地改造成稳产高产农田
。

当然
,

在认识盐碱地和改造盐碱地的道路上这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

目前粮食产量还

不算高
,

盐碱的危害也还没有根本制服
,

盐碱地的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还需今后在实践过程

中进一步摸索
,

进行不断总结提高
。

目前沿海大队广大干部贫下 中农正遵循毛主席的教

导
,

发扬大寨精神
,

积极投入改造盐碱地的新战斗
。

黄棕 壤 上 的 苗 木 施 肥 试 验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土壤教研组

本文是近几年来在南京林产工业学院苗圃所进行的肥料试验的总结
。

试验材料是 当

前林业生产上的重要树种水杉 ( eM t a s e q u o i a g lyP t o s t r o b id e s )
、

湿地松 ( P i n o s e l l i o l t i i )
、

火炬松 ( P i n 。 : t a e d a )
、

健杨 (尸妙
u l u s e u r a o e r i c a n a

f
.

r o b u s t a ) 以及其他一些树种
。

试

验地的土壤为下蜀黄土所发育的黄棕壤 〔 2〕。

下面仅就试验结果讨论几个问题
。

为便于比

较起见
,

本文有关数据都以净面积计算
。

一
、

不同苗木对肥料的反应

对同样的肥料
,

各种苗木的反应是不同的
。

以一年生苗而言
,

除个别例外
,

通常对氮

磷钾平衡肥料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表 1 )
,

实生苗对肥料的反应比扦插苗为大
,

小粒种子

的速生树种 (如响叶杨 )反应比大粒种子的 (如麻栋 )为大
。

但是
,

有些树种 (如水杉 )的移

植苗
,

在移栽当年施肥效果不大
,

直到移栽次年根系发展健全之后
,

施肥才有显著效果 (表

2 )
。

因此
,

苗圃施肥要看情况
,

在一般土壤上暂时不需要施肥的苗木就不必施速效肥料
,

以免造成浪费
。

二
、

施 肥 盆

以健杨一年生扦插苗为例
:
在目前苗 圃耕作管理条件下

,

每亩一次追施相当于 N S斤

的化肥就有反应
,

但效果还不大 , 一次追 N 10 斤时氮肥 的增产效率最高
; 一次追 N 15 斤

时增产效率有所降低
,

但肥效显著 , 一次追 N 25 斤时
,

增产效率降低很多
,

但仍有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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