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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国盐碱地改良取得的巨大成绩

根据最近初步统计
,

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约四亿余亩
,

主要分布在新疆
、

青海
、

甘肃

宁夏
、

内蒙
、

黑龙江
、

华北地区
、

以及从辽宁到广东的滨海地带
。

所在地形平坦
,

上层

深厚
,

适于机耕
,

潜在肥力很大
,

是一个巨大 的土地资源
。

但主要由于含盐量大
,

限制作物

生长
,

甚至荒芜
,

至今三亿 多亩尚未开垦利用
。

如能消除土壤过量盐分
,

加 以培肥
,

生产

潜力很大
,

就能成为重要的粮棉基地
。

解放后
,

在党的领导下
,

贯彻执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的指示和
“

农业学大案
”

的号召
,

广大农民群众
,

大批资本主义
,

大干社会主义
,

对土坡盐碱

化做了不懈的斗争
,

已使全国耕地 中一亿多亩的盐碱地
,

一半以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良
,

改变了原先的低产面貌
,

有的达到了高产稳产
。

改良面积 以黄淮海平原为最大
,

其中土壤

盐碱化比较集中的黑龙港地区
,

改良面积达到三分之二
,

扭转了
“

南粮北调
”

的局面 , 河

南北部
、

东部黄泛平原
,

改良面积七百万亩 , 山东聊城地区
,

经过改良盐碱地面积大为减

少 , 江苏原有八百七十万亩盐碱地
,

已有六百万亩改造成为良田 , 浙江沿海地 区
.

采用

拦海造田
,

种植水稻
、

棉花等作物
,

改良了大面积滨海盐土
, 黑龙江

、

吉林两省以苏打

盐土为主的耕地
,

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初步得到改良
; 辽宁盘锦地区

,

在滨海盐土上种稻

一百多万亩
,

把过去的
“

南大荒
”

变成 了
“

南粮仓
” ,宁夏引黄灌区

,

不同程度的盐碱地 占耕

地面积的 67 %
,

经过 改良
,

1 9 7 3年降到了 30 %左右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

盐碱地面积很

大
,

已开垦改良的达八百万亩
,

成了重要粮棉基地 ; 还有其它改良地区
,

不能一 一列举
〔

近几年来
,

我国盐碱地改良不仅面积大
,

进展快
,

而且涌现出不少亩产千斤的高产典型
,

如安徽肖县的郭庄大队
、

江苏射阳县新潮九队
、

山东滨县杨柳雪大队
、

山西祁县屹垛
、

九

汲大队等
。

同时还出现了大面积高产稳产的地区
,

如河北石家庄地区和河南新乡 地 区
。

这些先进社队和地区的涌现
,

为我们征服 自然灾害
,

改造盐碱地
,

发展农业生产
,

展示出

无限广阔的前景
。

目前
,

我们已经能够基本上控制灌区的次生盐演化
,

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
,

提高了单

位面积产量
,

初步扭转了因土壤盐碱化而减产
,

甚至废耕的不利局面
。

我们对土壤及水

文地质调查和定位观测
,

累积了大量盐碱土发生
、

发展和演变的资料 ; 针对不同地区特

* 本文参考和 引用了 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 主编 的 《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 良》 和 中国 科学院南京 土 城

研究所主编 的《 中国土城》 有关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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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了多种农
、

林
、

水改良利用试验
,

取得了不少经过推广
,

行之有效的成果
。

我国农

民群众通过
“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 ,

明确了以水
、

肥为中心
,

因地制宜地采取综

合措施是改良盐碱地
、

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途径
,

已在各地做出了样板
,

取得 了比较成熟

的经验
。

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
,

为了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

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十

分艰 巨的
,

必须加倍的努力
,

做出更大的贡献
。

二
、

历史的经验说明社会制度对盐碱地改良有重大的影响

在古代农业生产中
,

扩大耕地面积是一个主要的增产途径
,

由于盐碱地分布在平坦

地区
,

因此早就成为改良利用的对象
。

我 国是世界上农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

辛勤的

劳动农民对盐碱地做了长期的卓越的斗争
,

在改 良措施方面
,

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
。

但

由于解放前长期的封建社会
,

近百年来还加上帝国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
,

一

直是小农经济
,

分散经营
,

科学技术既难发展
,

也不能推广应用
。

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

利用
,

土壤得不到改良
,

就是已有的几个较大灌区
,

如宁夏银川灌区
、

内蒙古民生渠灌

区
、

陕西关中灌区等
,

不是有灌无排
,

就是年久失修
,

灌区内土壤次生盐渍化严重发展
,

很多田地废耕
。

解放后
,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

小农经济改为集体经济
,

大力兴修水利
,

发展灌溉
,

深

拼改土
,

盐碱地的调查和改 良利用研究也相应地得到发展
,

都为有效地改良土壤和迅速发

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

但 由于认识
.

七的片面性
,

也受积 习限制
,

一直到了 1 9 5 9年
,

对土

壤盐碱化还沿用
“

以水为纲
,

综合治理
”

的防治方针
。

以致一度在有些地区兴修水利
,

发展

灌溉
,

改良盐碱地时
,

重灌轻排
,

重水轻农
,

灌排失调
,

耕作粗放
,

引起灌区地下水位上

升
,

土壤次生盐渍化仍有发展
,

延续 了历史上的严重教训
。

通过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
,

特别是 1 9 6 4年开展
“

农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动以来
,

贯彻执行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山
、

水
、

林
、

田
、

路综合治理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建成高

产稳产农田
,

在修建中必须既搞好治水
,

又搞好改土
。

对盐碱地改良也必须遵循同样的

原则
,

明确以水
、

肥为中心的综合措施
,

是改良盐碱地的正确途径
,

使我国盐碱地改 良

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从此
,

不仅迅速制止和解除了灌区土壤次生盐演化的威胁
,

而且改 良了很多老盐碱

地
,

有的达到了高产稳产的水平
。

我们在盐碱地改 良工作中
,

已经取得比较 可 靠 的 成

果
,

但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

在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

正待我们努力加以提高和发

展
。

三
、

盐碱地改良的目的和影响土壤盐碱化的因素

改 良盐碱地必须首先明确 目的与要求
,

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

才能圆满地完成

任务
。

改 良盐碱地的 目的
,

是从生产需要出发
,

变低产为高产
,

或者是把不毛之地改为 良

田
,

达到稳产高产
。

因而要求从两方面着手
,

一是排除盐分 , 二是培肥土坡
。

不排除盐

分不能保产
,

不培肥土壤不能高产
,

而排盐和培肥是密切联系的
。

培肥土壤能改变土壤

理化生物性质
,

既有利于排除土壤中盐分
,

又有利于巩固排盐的效果
。

而排盐本身就是

一种培肥方法
,

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
,

二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
。

必须做到这样的全面

改良盐碱地
,

才能发展农业生产
,

达到高产稳产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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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卜 .

叫口勺

为了达到上述的改良目的
,

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

还要事先明确土壤盐碱化的原 因
,

也就是一般所谓
“

来龙
” ,

搞清楚
“

来龙
” ,

是为了掌握好
“

去脉
” ,

加强针对性
,

减少盲 目性
,

大有利于取得预期成果
。

土壤盐碱化 的发生发展是在本地区内自然因素综合影响的长期作用下土壤中水盐运

动的结果
,

在耕作地区兼受人为活动的影响
。

认识水盐运动规律
,

就能依据客观规律
,

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改变不利的自然条件和改善人为活动
,

把积盐转化为脱盐
,

并防碱

化
,

提高土壤肥力
,

达到改良盐碱地
,

增加农业生产的 目的
。

土壤 中可溶于水的盐分
,

常随水的运动而运动
。

大地的盐分一般来源于岩石风化
,

在

随水运动过程中
,

使土壤母质和地下水中都含有一定盐分 , 还有海潮的侵渍
,

也能把盐

分带到陆地
。

当地下水位过高
,

使盐分向地表聚积时产生盐化
,

水盐从土体中排出时产生

脱盐
。

土壤盐碱化的发生
、

发展和演变
,

就是土壤中积盐和脱盐这一对矛盾对立统一的

结果
。

土壤 中积盐作用和脱盐作用 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随着条件的改变
,

它们的强度

不同
,

而且能够相互转化
。

因而是能控制
,

使它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的
。

首先是气候条件对于水盐及其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

大气降水是地面水和地下

水的来源
,

它直接补给地下水
,

可使土壤发生自然淋洗作用 , 大气蒸发可使土壤水分汽

化
,

促使地下水补给土壤水
,

在地下水位过高情况下
,

引起土壤表层或地表积盐
。

湿润地

区和雨季的土壤脱盐作用与干旱地区和早季的土壤积盐作用就是这样产生的
。

我国广大

北部地区尤其是西北高原
,

气候从半干早到干早
,

一般降水少
、

风大
、

蒸发强
,

形成土壤积

盐的条件
,

分布有大面积的盐碱地
。

地形条件对于地面
、

地下逸流状况具有重要影响
。

坡降大逸流快
,

盐分一般随水流失
;

坡降小径流慢
,

盐分易于聚积 , 至于低平地区
、

河道两侧
、

注地边缘
,

往往水盐汇集
。

低洼

地内局部高起
,

蒸发量大
,

往往形成盐斑
。

不仅在我国广大的半干早
、

干早区
,

而且在半湿

润区的低平地区都可产 生土壤盐诚化
。

地面水包括沥水
、

洪水
、

河水
、

海水等
,

受季节和水质 的影响
,

夏季降雨集中
,

地面水

随着地面坡降而逸流快慢不同
,

或淋盐
,

或积盐
,

而低处及其边缘则大量汇集
。

海水在涨

湘时淹没地面
,

还通过倒灌
,

补给地下水
,

引起土壤盐演化
。

地下水是影响土壤盐碱化的一个主要条件
,

它的埋藏深度以及矿化度和盐分组成直

接影响土壤盐碱化的轻重和危害程度
,

埋藏越浅
,

矿化度越高
,

碳酸盐类越多
,

危害越大
。

土族质地对水盐运动也有影响
,

一般砂壤渗透较快
,

上升也较快
,

粘泥渗透慢
,

上升

慢
。

在砂粘间层沉积情况下
,

致密而厚 的粘层成为阻隔层
。

从气候条件和地形条件来看
,

我国土壤产生盐碱化 的地区范围很广
,

面积很大 ,
.

加
上母岩和水源水质以及地面生物的影响

,

盐碱土 的种类繁多
。

东从滨海地带
,

西至新琅 :

西藏高原
,

南自海南诸岛
,

北到内蒙古
、

黑龙江
,

从海拔几米到五千来以上的不同生物气候

带都分布有盐碱土
。

至于种类
,

有盐土和碱土两大类
,

在盐土方面按其盐芬组成可分氯化

物盐土
、

硫酸盐盐土
、

氯化物硫酸盐和硫酸盐抓化物盐土
、

苏打盐土氛
,

还有镁质碳酸盐盐

土
、

硝酸盐盐土
、

硼酸盐盐土等
;
在碱土方面有构造碱土

、

龟裂碱土
、

瓦碱等
。

总的来说
,

情况比较复杂
。

还有耕作管理
,

如耕深耕浅
,

耕细耕粗
,

灌多灌少
,

一次灌
,

分次灌
,

地面覆盖密和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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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间长和短等
,

都能影响土体内的水盐运动
,

或有利于洗盐
、

抑盐
,

或助长土坡积盐和脱

盐
。

四
、

以水
、

肥为中心的综合措施是改良盐碱地的正确途径

我国盐碱土的成因复杂
、

分布辽阔
、

种类繁多
,

因此
,

改良治理必须采用综合措施
,

因

地制宜地分析矛盾
,

解决矛盾
。

盐碱土 的生成是由于土壤中水盐运动的结果
。

水和盐 (指

可溶性盐 )是土壤中最活动的物质
,

在地下水内和土壤内含盐较多的地区
,

水和盐的移动

在剖面上成层聚积时就 引起土壤盐演化
。

土坡中的水和盐是活跃的成分
,

移动很快
,

易于

聚积
,

也容易淋失
,

因而我们需要掌握水和盐运动的年度和季节性的规律
,

以便防止盐分

过分聚积
,

并适当加强淋失
,

以求达到一定的平衡
,

并且严格地加 以巩固和保持
。

这就是

改良盐碱地和 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基本要求
。

从植物生长的要求和土城理化生物性质

的改善来说
,

土壤含盐既不宜过多
,

也不宜过少
,

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
,

也就是要掌握和保

持一定的水盐平衡
,

不使有害于农作物生长和破坏土壤理化生物性质
,

而使有利于农作

物生长和改善土城理化生物性质
,

这才达到排除过量盐分改良土壤的 目的
。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

控制与调节土壤中水的运动是防治土集盐碱化的关键
。

而土

坡中水的运动与地面逸流和地下逸流息息相关
,

要想控制地面逸流和地下逸流不致引起

积盐作用
,

往往要对一个流域或地区的水系进行全面规划
,

统筹治理
。

采用治水这个重要

措施
,

改良盐碱地是完全必要的
。

长期以来
,

国内外以水治盐
,

成为改良盐碱地的首要措

施
。

用水淋洗土壤中过量盐分
,

必须具备含盐量低的水源
,

一般利用河水
,

还须具备相应

的排水出路
,

必要时
,

需要疏浚
,

使它足以排除原有的积水和过量的灌概水
,

保持不会使表

土返盐的地下水位深度
。

如有灌无排
,

或排水不畅
,

往往造成涝盐相随
,

不但盐碱改不

了
,

灌后反而有加重的危险
。

利用井水
,

实行井灌井排
,

是我国农民群众的一种创举
。

目

前
,

井深由 30 ~ 40 米
,

发展到 50 0米以上
,

抽出地下水
,

进行灌概
,

相应地降低地下水位
,

同

时加强土壤水的垂直下降运动
,

形成地面灌溉水与地下水的循环
,

土城盐分随之向下移

动
,

向脱盐的方向发展
,

成为改良盐碱地的有效措施
。

还有种稻改良盐碱地
,

只要有充足

的含盐量低的水源
,

淹没地面
,

形成淡水层
,

在落水后灌水全部排出
,

保持一定的地下水

位
、

就可种植水稻
,

是一种边利用边改良
,

利用 与改良相结合的好办法
。

在我国各地普遍

采用
。

再利用河水灌溉
,

还可有选择地放淤
,

改良土壤
。

在盐碱地区只要有良好水源
,

又有相应的排水出路
,

都可用水洗去过量盐分
。

根据土

壤盐碱化的轻重不同
,

或用深沟
,

或用深
、

浅沟结合
,

或用井灌井排
,

要因地制宜
。

如果有

水源
,

而这个地区或流域的水系没有很好治理
,

排水不畅
,

则地下水位很容易升高
。

在排

水条件还不能满足降低地下水位要求的地区
,

应当怎么办呢 ?在目前不具备灌溉条件的地

区
,

盐化较轻的土壤
,

不经洗盐
,

能否改良利用呢 ? 另外
,

以水洗盐
,

只能满足排盐的要求
.

还不能稳产高产
。

所以
, “

, 问爪要从各方面去 ,
,

不能只从单方面行
” ,

必须针对矛盾采

取相应的措施
,

才能有效地改 良和利用盐碱土
。

在自然状况下
,

滨海盐土由于降雨较多
,

地面较湿
,

耐盐植物生长较易
,

土壤有机质积

累较多
,

通过有机质改善土壤理化生物性质
,

又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

自然植被的生长与土

壤有机质的累积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表 1 )
。

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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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点 { 土

滨海盐土的有机质含且与自然植被状况

滚 } 深度 ( 厘米 ) { 有机质 ( %)

.
_

二
_

{ 滨 海盐土 } 。一 5 }
狂办 { { }

一
}一

一二一
_

竺创生卫
_ _

0
。
5 ~ 0

。

8

l
。
0 ~ 1

。

5

山东

0一7

7一 7 2

7 2一 4 3

0
。

7 7

0
。

3 2

0
。

4 7

主 要 自 然 植 被

光板地或生长零星盐篙
、

喊蔽含盐 草类

茅草 为主夹有部 分璋毛草
、

羊 角菜
,

胃类
,

扭 盖度 5。一 70 %

光板地
,

仅有稀 疏桂柳

土壤中有机质的作用是很大的
,

能够改善土壤结构
,

减少地面蒸发
,

既利盐分下淋
,

又

堵盐分上升
;
能够增强微生物活动

,

产生各种有机酸
,

既能中和土壤碱性
,

又能溶解各种养

分 , 有机质本身的吸附力也起一定的缓冲作用
。

可见除水以外有机质是改良盐碱地的另

一重要物质
,

而它的作用
,

主要是培肥土壤
,

同时又能巩固排盐的效果
。

在具备灌排条件

的盐碱地区
,

除用水淋盐外
,

还要采取措施
,

大量增加土壤有机质
,

才能达到高产稳产 , 在

不具备灌排条件的盐碱地区
,

土壤在一定的盐碱化范围内
,

通过增加大量有机质
,

加以改

良
,

也能达到高产稳产
。

因而 我们说
,

关于土壤肥力问题
,

在很大程度上
,

也可以说是土壤

有机质问题
,

是不为过分的
。

这是从我国各地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

条客观事实
。

苏北滨海地带
,

在地下水位仅 1一 2米情况下
,

他们多种绿肥和施用大量有机肥料
,

改

善土壤结构
,

增加地面覆盖
,

以减少地面蒸发 ( 表 2 )
,

从而抑制盐分上升
,

降低盐分的危

害
,

同时增加了土壤养分
,

使作物获得高产
。

表 2 绿肥地与冬闲地土堆蒸发情况对比

土地情况
堪 蒸 发 量 ( 浓米 )

3 月 2 1 日阴 )
3 月 2 2 日晴 4 月 1 0 日晴 】 4 月 15 日多云 4 JJ Z O 口晴

绿 肥 地

冬 闭 地
!:: ::: ;::: ;:;:

1
4 Jj : 5 ; ,份,

{

…
。

· , 8

1
}

l · 9 9 【
:{:

注
:

江苏 农学院 1 9 7 2年资料
。

苏北新洋试验站 1 9 5 5~ 1 9 6 0年在土壤含氛盐约 0
.

2%的棉田内
,

通过种植绿肥 (若子
、

黄花菜
、

黑麦草 )
,

试验结果表明
:

耕层土壤的氛盐由0
.

19 %
,

逐年下降到。
.

03 % , 土壤有

机质由 0
.

95 %
,

逐年上升到 1
.

42 % ;全氮量由 0
.

0 47 %
,

逐年上升到 0
.

0 98 % ,
棉花单产由

3 5
。

8斤
,

逐年上升到 1 1 9
。

8斤
。

河北芦台农场建场二十多年来
,

经过培肥改土
,

采用水稻
、

早作与牧草轮作
,

发展畜牧

业
,

大盘增施农家肥料
。

土壤含盐量由开垦前 0
.

3~ 1
.

4 %
,

降低到 O
。

2 %左右
;
盐斑地原先

占耕地面积的 30 %
,

降低到 3 % 以下 , 土壤有机质由 0
.

5~ 1
.

2%
,

上升到 1~ 2 % , 全氮量

由 0
.

0 3~ 。
.

0 9 %
,

上升到。
.

1~ 。
.

16 %
,

已逐渐过渡成为高产稳产田
。

近年来
,

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改良盐碱地的斗争中
,
从先采用 以水为中心的综合措

施
,

继而发展到以水
、

肥为中心的综合措施
。

对于这个发展过程
,

河南省新乡县洪门公社

总结近十多年来改良盐碱地的经验
,

提出
“

排
、

灌
、

平
、

肥
”

的综合措施
。

这个公社地处古黄

河背河洼地
,

80 %的耕地是老盐碱地
,

已有 1 9 0 0年之久
。

位于引黄人民胜利渠灌区
,

骨干

何道在 1 9 6 5年得到治理
.

,

排水出路有了改善
。

在此基础 上
,

洪门公社针对历年的生产斋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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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改变生产面貌的主要矛盾
,

逐步总结出
“

排
、

灌
、

平
、

肥
”

的综合改良措施
。

在 1 9 6 3年大

涝之后
,

秋季几乎绝收
,

这时涝是主要矛盾
,

在公社党委领导下
,

大挖排水沟
。

1 9 6 4年夏

早
, 1 9 6 5年偏旱

,

早的矛盾突出了
,

公社决定恢复引黄灌溉和打井抗早
。

灌概后
,

平整土地

和肥力问题突出了
,

因此在 1 9 6 5年冬和 19 6 6年春大搞平地和积肥
。 “

排
、

灌
、

平
、

肥
”

综合措

施初步掌握后
,

生产面貌大变
,

粮棉上了
“

纲要
” , 1 9 6 9年在整理排灌的基础上

,

又掀起大

搞平地和积肥运动
,

1 9 7 1年粮棉过了
“

黄河
” ; 1 9 7 1年开始加大加深排水系统

,

大搞大地园

田化和科学管理
,

19 7 3年粮棉过了
“

长江
” 。

改良盐碱地的综合措施
,

除洪门公社的
“

排
、

灌
、

平
、

肥
”

外
,

还有苏北滨海地区的
“

水
、

肥
、

林
、

种
、

管
” ,
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措施和提法

。 “

排
、

灌
、

平
”

实质上是解决水的问题
,

以水

琳盐
,

必须有灌有排
,

同时必须平整土地
,

才能收到灌水淋盐的效果
。

还有提出
“

台
”

的
,

也

是为了解决水的问题
。 “

肥
”

主要是指有机质肥
,

或种绿肥
,

或施农家有机肥料
,

做到秸秆

尽量还 田
。 “

种
”

要搭配绿肥
,

进行合理轮作
,

避免单一种植
,

同样是解决肥的问题
。

还有围

堰蓄淡或蓄淡养青是一种既属于水又属于肥的改良措施
。

林带具有良好的防护作用
,

一般有防风固砂护堤的作用
,

还能改变小气候
,

减少地面

蒸发
。

通过林带的燕腾
,

还能起生物排水降低地下水位 的作用
。 “

管
”

要因地制宜
,

滨海地

区一般要浅耕浅播
,

避免翻上含盐较高的生土
,

而黄淮海平原采用开沟播种
,

这是一种根

据水盐运动规律进行躲盐巧种的办法
。

我国农民群众在轻盐碱地区
,

掌握了春旱时盐分

聚积土表
,

夏雨时盐分下淋深层的运动规律
,

一般春早时开沟播种
,

心土湿润少盐 (表 3 )
,

利于发苗生长
,

夏雨时注意耙地防止蒸发
,

不使返盐
,

保证作物生长良好
。

在管理上只要

掌握水盐运动规律
,

主动地加 以运用
,

看起来是一种临时改良措施
,

甚至是躲避性质
,

实际

上能够收到可靠的增产效果
。

表 3 开沟播种地垅背与沟底盐分和水分状况

一
采 样深度 (厘米 )

0 ~ 5

5 ~ 15

1 5~ 35

垅

1
。

O
。

O
。

背背背

注
:

资科引 自中国农业科 学 1 96 3年 2 期

一般认为治水是改良盐碱地和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先决措施
,

所以必先治理流域

水系
,

开排水沟
,

降低地下水位
,

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
。

要知道在土壤含盐较多或是干旱

地区
,

虽然重视了降低地下水位
,

但如不重视合理灌溉或整地不 良
,

往往仍会返盐或生盐

斑
。

当然
,

降低地下水位不是越深越好
,

在地下水一般含盐不多的地区
,

还应有利用地下

水资源的一面
,

因此地下水不宜降低过深
。

由子土壤水盐移动比较迅速
,

所以在改 良盐碱

地过程中
,

返盐现象往往暂时是难免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重要的是掌握土壤中水盐运动规

律
,

探明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水盐平衡状况
,

并且严格地持续地加 以控制
,

才能比较主动地

更为可靠地改良盐核地和防治土城次生盐演化
。

不仅如此
,

还要采取培肥改土措施
,

加以

巩固
。

总起来看
,

在各种改良盐孩地的措施中
,

水和肥 (主要是指有机质 )是两种主要的改良
( 下转 2 0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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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8 6页 )

物质
。

我们研究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
,

都应该从内因外因
、

从矛盾性质来分析
。

水盐运动

规律是内在矛盾 ( 内因 )
,

而各种措施都是外因
,

采取各种综合措施调节水盐运动规律
,

也

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

而达到改良盐碱土的目的
。

为什么要把水
、

肥提到主要地位
,

而不提压砂
、

施石膏或其他酸性物质等改良物质呢 ? 这是从主要矛盾来考虑的
。

水
、

肥是

大量存在
,

普遍存在的
,

作用是比较巨大的
。

水
、

肥二者以何为主
,

依具体条件而定
,

或突

出水
,

或突出肥
。

以水
、

肥为中心
,

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其它措施
,

例如林
、

管等
,

构成综合措

施
。

党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
,

并且向高标准发展
,

使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
,

也为盐碱地改良开辟了新的前景
。

在农业学大寨的具体技术中
,

要求建设大寨

田
,

也就是高产稳产田
。

大寨 田的修建要求或标准是什么呢 ? 大致包括造田
、

改土
、

灌排
、

造林等四个部分
,

要在坡地造梯田
,

沟田
、

梁田
,

在盐碱地要造条 (坑 )田
、

台田
,

在风砂地要

造林网方 田
,

在一般农地要造园田
;
同时或接着要改土

,

通过调节土质
,

增施有机质肥
.

加

上及时深耕
,

造成一尺左右的深厚活土层
;
要做到有灌有排

,

早涝保收
;
还要大造保土蓄水

林和防护林带
。

也就是实行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山
、

水
、

林
、

田
、

路综合治理
,

这和以水
、

肥为中心的综合措施
,

实质上是一致的
。

通过大建大寨田
,

既有排灌
,

又有深厚活土层
,

岂

不是既能淋盐
,

又能巩固排盐
,

还进一步为高产稳产
,

创造坚实的基础吗
。

我国盐碱地改

良工作必将随着
“

农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动而更广阔更深入地开展
。

我国农民群众在改良盐碱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而归根到底是由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
“

改造中国
” , “

农业学大案
”

的光辉思想的

指引
,

我们要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
,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

坚持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
,

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
,

乘胜前进
。

分析方法研究

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模拟比色阶的制作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营养诊断组

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的田间速测方法中
,

多数用比色法
,

这就需要有比色标准
,

如果

每次测定都作标准
,

就比较繁琐
,

为 了快速简便
,

在速测中常用模拟色阶作为比色标准
。

模 拟色阶的制作方法很多
,

如用彩色印制的或人工绘成的比色卡
,

用相对稳定的有色溶液

配制
,

用透明胶片或涤纶薄膜染制以及用塑料或有机玻璃加染料配制等等
。

不同材料制

作的比色阶各有其优缺点
。

下面就有色溶液
,

透明胶片和有机玻璃模拟比色阶的制作力

法简介如下
。

一
、

有色溶液模拟标准色阶的制作

有色溶液模拟标准色阶是利用某种色调稳定的染料按系列标准模拟配制而成
。

制备

2 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