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薄
,

下伏砂层层位高
,

肥水分布稀少
。

以西安为界分为两片
:

西部眉户周片
,

东部渭华

华片
。

1
.

眉户周片 ( 1
6 a

) 本片位于澄河以西的渭河两岸滩地和 渭河南岸阶地
。

河流峪道

密布
,

含水层组成物质复杂
,

肥水只分布在少数古老的大村镇内
。

本片肥水氮
、

盐含量均

低
,

水量充沛
,

在开采地下水时
,

注意开发利用肥水
。 ;

2
.

渭华华片 ( l
。 b

) 本片位于坝河以东的 渭河南岸和 黄河西岸的阶地和滩 地 以 及

洛渭之间的沙苑 J地下水受当地降水补给外
,

还受山区裂隙水或河水补给
,

肥水分布稀

少
,

氮盐含量均低
,

可就地开发利用
。

( 二 ) 高源亚区 ( 皿了 )

,
’

本亚区位于渭北黄土源亚区的北侧
,

肥水分布稀疏
,

只在地势低平的居民点内有少量

肥水分布
,

地下水位埋藏较深
,

大量开发利用有 困难
。

旱 涝 盐 咸 综 合 治 理 的 研 究

— 曲周试验区四年工作总结 (1 97 4一 1 9 7 7年 )

华北农大曲周墓
』

氛

河北省黑龙港地区的曲周城北 35 里
,

有十多万亩盐碱地
,

其中心地区是远近有名的
“

四大碱
” 。

面积八千余亩
,

耕地六千亩
,

包括张庄
、

大街两个大队的全部和其他 四个队的

部分土地
,

分属三个公社
。

我们选择这个地区为旱涝盐咸综合治理试验区
,

该区和黑龙港

地区其他盐碱地一样
,

这里春旱秋涝
,

地盐水咸
。

旧曲周县志上
,

明朝崇祯年间就有
“

曲邑

北乡一带
,

盐碱浮卤
,

几成废壤
,

民间赋税无 出
”

的记载
。

1 9 7 4年春
,

治理试验还没有开始

之前
,

六千亩试区里
,

两千多亩是红荆碱蓬丛生
,

地面起伏不平
,

盘土疙瘩林立
,

耕地分散
,

田块零乱
,

不少地块拿苗只有五
、

六成
。

这个地区旱季地上水很缺
,

地下百米 内全为矿化度在 7 克 /升左右的咸水
,

未被利用
。

开采深层淡水的成井深度在 25 0一 3 00 米
,

并灌面积仅达 7 %
。

从地上地下水源和开采利

用情况看
,

这里的抗旱能力很低
。

另外
,

由于地势低洼
,

排水系统零乱不全
,

降雨量 100 毫米

左右就成涝灾
。

试验区内盐碱地的特点是分布广 (占土地面积的87 % 以上 ) ;
含盐多 (耕层

含盐量多在 1%或 2%以上 ) ; 积盐深 (一米以下土体含盐量仍在 0
.

7 % 左右 ) ;
厉史长 (据史

书记载约两千年 )
。

在这样情况下
,

应当怎样进行治理
。

我们研究了历史经验和教训
,

认为早涝盐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相互制约
。

旱是水少
,

涝是水多
,

地盐和水咸与地下水位抬高直接相关
。

所以
,

问题的中心在
“

水
”

字

上
,

也就是说
, “
四害

”

是通过水分的多与少
,

排与蓄
,

以及地下水位的高与低诸矛盾的运动



而表现出来的
。

因此
,

综合治理早涝盐咸的实质在于按照水盐运动的客观规律
,

人为地

创造条件
,

科学地调节控制水量和水位
,

合理地调度排水
、

灌溉和蓄水
,

便矛盾转化
,

达到

旱能灌
,

涝能排
,

碱地变好
,

咸水变淡
。

为此
,

我们在试验区所采取的治理方案是
:

以海河工程系统为基础
,

从利用咸水
,

扩

大抗旱水源入手
,

在地下建立一个能够勾通和统一调度大气降水
、

地面水
、

地下水 (深层淡

水和浅层咸水 )和土壤水
,

排灌蓄相结合的浅层地下水库
。

通过它来调节和控制水量和水

位
,

并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

达到综合治理早涝盐咸的目的
。

综合措施分工程部分和农林部分
。

工程措施是调控水量和水位的主要手段
,

包括 ( l)

井群
; 一个深机井 (淡水 )和 4一 6个浅机井 (咸水 )为一井组

,

联通使用
,

控制七
、

尽百亩土

地
,

做到分层开采
,

咸淡混用
,

特别是浅井
,

它是建立浅层地下水库
,

调节水量
,

控制水位
,

排除地下水和土壤中盐分的主要设施 ; ( 2 ) 沟网 :
是以深沟为骨干的深浅沟系统

。

干支

沟联通成网
,

以封闭的截渗网形式将土地分割为四至五千亩左右的地块
,

为一相对独立的

治理单元
。

深沟起灌
、

排 (排涝
、

排咸
、

排盐 )
、

蓄
、

补 ( 引渗补淡 )的多种作用
。

每一治理单

元内
,

在浅井和深沟 已能控制潜水位的情况下
,

再设排除地面径流的浅沟系统 ; ( 3) 灌溉

一排咸系统
:

支以下是灌排分开
,

灌概渠系中还结合排除浅井抽出的咸水
。

为进行排灌而

配之以机电动力系统
; (4 ) 坑塘

:

沟坑结合
,

以蓄水
、

引渗为主
。

这套工程措施是改变农业

生产基本条件的农 田基本建设
。

农林措施主要包括平 (地 )
、

压 (人工压盐 )
、

肥 〔特别是有机肥和绿肥 )
、

林 (带 )
、

种 (科

学种田 )五个方面
。 ’

它们是发挥和巩固工程效益
,

综合治理旱涝盐咸
,

培肥土壤
,

建立高产

稳产农 田的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

井沟渠工程措施和平
、

压
、

肥
、

林
、

种等农林措施
,

作用不同
,

又是有机配合
,

综合地发

挥作用
,

在盐碱土地区成为全面落实农业
“

八字宪法
、
”

的保证
。

但是
,

水是中心环节
,

在调

控永量和水位上
,

浅井和深沟起着主导作用
。

为了科学地运用浅井一深沟体系
,

我们还配

合科技网建立起水盐动态监测系统
。

四年来
,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

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运动中
,

各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

和农林措施进展较好
。

目前试验区有深井 12 眼
,

浅井 48 眼
,

挖沟8
.

8 5万米
,

动土 78 .5 2万

方 ; 各级建筑物 11 。多座
,

扬水站一座 ;
’

植树 28 万余株
; 63 0 0亩耕地全部进行了粗平

,

其中

1 5 00 亩进行了细平
;
种二年和多年生绿肥三百多亩

,

井
、

沟
、

渠
、

林
、

路
、

田
、

电已初具规模
,

过去的老碱窝初步展现出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景象
。

试验期间
,

为了抗旱防涝除盐和改咸
,

通过浅井抽水调控潜水位
,

共抽水 2 05 天
,

抽出

咸水 2 3 5万方
,

排除盐量约 1
.

1 8万吨
。

另外
,

为了灌溉和压盐
,

冬春季引河水 18 。万方
,

开采

深层淡水 32 万方
。

配合浅并
、

深沟工程的兴建
,

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

从而有效地调控了区

域性的水量和水位
,

综合治理了早涝盐咸
。

现在整个试验区内
,

河水灌溉 7一 10 天
,

井灌
1 5天

,

全试区能够普浇一遍 ; 防涝能力由过去不到 1 00 毫米就发生涝害提高到一次连续降

雨 35 0毫米以上可不受涝 ; 盐碱地面积由87 %下降到 2吕%
,

试区两米土体储盐量由4
`

.

0 3万

吨降到 .2 90 万吨 ; 60 纬的浅井水矿化度由7克 /升左右降到 5克 /升左右
。

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
,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种田的普及
,

试区所在大

队的产量也有了稳步的增长
,

先进大队增产幅度较大
。

张庄大队洽理前单产两百多斤
,



治理后一年上《纲要》
,

连续两年过《黄河》 , 1 9 7 7年小麦一季超《纲要》 ,

全年达九百斤
。

大

街大队治理后
,

三年三大步
,

一年
“

上纲
” ,

二年
“

过河
” ,

三年
“

跨江
”
( 由1 9 7 3年单产 1 30 片提

高到 1 9 7 6年的 8 0 9斤 )
。

1 9 7 7年单产达到 8 5 0斤
。

以上是综合治理旱涝盐咸及生产情况
,

科研成果初步总结有以下儿个方面
:

1
.

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研究了旱涝盐咸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综合治理的途径
。

旱涝

盐咸是在一定条件下
,

自然界水分运动的一种具体反映
,

研究这种水分运动和水盐平衡

的规律性是认识和治理旱涝盐咸的关键
。

在地上水源不足
,

地下浅层水咸 (矿化度低于 7

克 /升 )的涝洼盐碱地区 (仅河北平原就有二千万亩左右 )
,

综合治理旱涝盐咸的途径是
:

从

利用咸水
、

扩大抗旱水源入手
,

在地下建立一个能够调控水量和水位
,

排灌蓄相结合的地

下水库
,

使水分运动和水盐平衡服从抗旱防涝和除盐改咸的需要
,

丛而建立高产稳产农

田
,

主要的措施是以浅井和深沟为主的
“

井沟结合
,

农林水并举
”

的综合治理方法
。

2
.

咸水利用
:

试验区四年来十五项咸水利用试验的结果表明
,

只要具备良好排水条

件和采用科学方法
,

矿化度低于 7 克 /升的微碱性咸水是可以用于灌溉小麦
、

高粱
、

玉米
、

棉花等作物的
。

增产幅度一般在 2一 6成
,

多则一倍以上
。

此外
,

还可用于冲洗改 良盐碱

地
。

根据咸水灌溉过程中土壤水盐动态变化和运动规律
,

初步总结和提出了计算和预测

咸水灌溉时土壤水盐状况的经验公式
。

此外
,

探讨了小麦
、

棉花不 同生育期的耐盐指标
。

根据以上的试验和研究
,

提出了咸水灌溉的
“

三看
”

诊断法 (即通过看水
、

看土
、

看苗的方法

来判断能否灌 ?何时灌?灌多少和灌几次 了)和其他六项技术和方法
。

3
.

调节水盐运动
,

搞好防涝除盐
:

通过浅井一深沟体系对潜水位及土壤中水盐运动

的方向和强度的调控
,

能够取得更好的防涝除盐的效果
。

浅井群抽水时
,

潜水位日降值

平均为 2
.

4一 5厘米
。

因此
,

根据防涝除盐的要求
,

结合灌溉
,

从浅井中抽出咸水
,

可使潜

水位按一定速度和幅度下降
。

三年试验表明
,

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旱季积盐过程基本停止
,

还可提高防涝能力约二倍以上
。

如能配合灌溉压盐
,

积盐过程可变为脱盐过程
,

脱盐率可

达 1 2一2 4% (指两米土体
,

下同 )而一般条件下对照区盐碱土的积盐率为 15 一 30 %
。

雨季是盐碱土的自然脱盐季节
。

除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地面平整程度和土壤渗透性影

响土壤脱盐外
,

潜水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

试验证明
,

旱季和雨季浅井抽水
,

可使雨季潜

水位控制在 2
.

5米 以下
,

大大加速土壤的 自然脱盐过程
,

使两米土体脱盐率 由无抽排措施

的 4一 5%剧增至 20 一 48 %
。

由于抑制了积盐过程和加速了脱盐过程
,

四年来
,

盐碱地面积

由 8 7 % 下降到 28 %
,

排除两米土体盐量约 1
。

1万吨
。

4
.

咸水改造
:

浅层地下咸水限制了水利化的发展
,

又是土壤盐碱化的祸根
,

并加剧工

农业用水的矛盾
。

为了根治旱涝盐必须改造咸水
。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
,

地下咸水化学的

动态变化的研究
,

初步揭示出咸水化学在综合措施的作用下动态变化的规律性和咸水淡

化的阶段性
,

明确 了咸水的可分割性和改造的可能性
,

从而拟定了咸水分级
,

咸水改造 (利

用 )水质指标和曲周试验区咸水淡化的界限指标
。

目前试区地下咸水已普遍出现淡 化 趋

势
,

60 %的浅井区地下水的矿化度已由 7 克 /升下降为 5 克 /升
,

局部排咸
,

脱盐和补淡条

件好的地段
,

咸水矿化度 已降为 4 克 /升左右
,

接近淡化第一界限指标 (毛 4克 /升 )
。

另外
,

在农林水综合措施下
,

也进行了土壤改良
、

作物营养诊断和土壤培肥的科学试

验
,

对指导大田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