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盐 溃 土
、

嚎旗纵凑 流 会 纪 矍

英明领袖华 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出了
“

提高

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

的伟大号召
,

一个
“

追

科学
,

九亿神州争飞跃
”

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兴起
。

在这

科学春天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下
,

为 了进一步落实抓

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

为了实现 《 1 9 7 8一 1 9 8 5年全国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草案 ) 》 中提出的盐碱土改良研究

的奋斗目标
,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加速农业现代化进

程
,

中国科学院和农林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主 持 召 开 的
韶
全国盐渍土学术交流会

” ,

于 1 9 7 8年 4 月 15 日至 23 日

在山东省德州市举行
。

会议的内容是
:

交流盐渍土方

面的科研成果 ; 总结综合防治土壤盐渍化的经验和方

法 ; 介绍国外盐渍土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
讨论今后盐

渍土改良利用的研究方向
。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水电部
、

农林部
、

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
、

全国二十个省 (市
、

区 )部分农林局
、

农林水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和一些地
、

县有关部门等 1 10 个单位
,

代表共 1 95 人
。

这次会议是我国盐渍土研究方面建国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学术会议
。

会议传达 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
,

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讨论
,

受到极大鼓舞和教育
。

遵照

毛主席制定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和华主席

关于
“

学 习
、

学 习
、

再学习
,

团结
、

团结
、

再团结
”

的指

示
,

代表们敞开思想
,

各抒 己见
,

畅所欲言
,

互相学 习
,

共同提高
,

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

气氛热烈
,

呈现出一

片
“

百花争妍春满园
”

的兴旺景象
。

代表们一致认为
,

这个会开得好
,

开得及时
,

是粉碎
“

四人帮
”
以来

,

我国

土壤学界规模较大
、

代表面较广的一次学术交流盛会
,

必将推动今后盐渍土改良利用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
。

全国盐渍土学术交流会收到的研究报告和科学论

文共 131 篇
,

在大会上宣读的有 32 篇
。

这些论文和报

告
,

涉及盐渍土的发生分类和改良分区
,

盐渍土的基本

特性
、

水盐运动规律
、

水利土壤改 良
、

农业生物改 良
、

化

学改良
、

水盐测试方法
、

仪器研制和国外盐债土研究动

向等各个方面
,

内容十分丰富
。

此外
,

到会的土壤学界

老一辈科学家的发言
,

谈了他们从事土壤改良工作几

十年来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今后工作的设想
,

使青年同

志受到很大鼓舞
。

会议后期
,

就盐渍土的分类及改良

分区
,

井灌井排
,

培肥改土
,

黄淮海平原的攻关会战
,

南

水北调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

在此基础上
,

初

步提出了今后科研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

会议一致认为
,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

下
,

近十多年来
,

随着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群众运

动的深入发展
,

我 国盐渍土改 良工作成效显著
,

农业生

产面貌有很大改善
。

据统计
,

全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原

有盐碱耕地 1亿多亩
,

己有一半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良
,

其中以黄淮海平原改 良面积为最大
,

背河洼地放淤稻

改
、

滨海地 区围海造田和大面积种稻成效显著
,

新疆开

垦改良了大面积的重盐碱荒地
。

盐渍土治理规模和途

径方面
,

已发展到流域统一规划
,

农
、

林
、

水结合
,

旱
、

涝
、

盐
、

碱
、

咸
、

瘦综合治理 ; 在科学研究方面
,

专业队

伍研究与群众性科学实验相结合
,

逐步形成 四级农科

网
,

这是我们的特色
。

现在科学研究工作实行多学科
、

多兵种联合作战
,

正 向深广方面发展
。

在综合治理的

战略思想指引下
,

各地区根据当地的自然特点
,

生产条

件
,

抓住不 同改良阶段的主要矛盾
,

因地制宜地采取多

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

创造和积累 了改良利用盐渍土的

许多新经验
:

如河北省黑龙港地 区曲周县张庄
、

南皮县

乌马营等盐改试验区实行井
、

沟
、

渠结合
,

排咸补淡
,

综

合治理早
、

涝
、

盐
、

咸 ; 河南省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采

取井
、

渠结合防治次生盐碱化 , 山东省禹城县改碱实

验区实行井灌井排
,

井
、

沟结合
,

种植绿肥等综合改 良

盐碱地
;
浙江省肖山县头蓬垦区在海涂上当年 围 垦

、

当年种稻
、

当年高产 ; 吉林梨树前郭灌区采取排
、

灌
、

平
、

抗
、

肥综合措施
,

种稻洗盐改 良苏打盐土 ; 宁夏灵

武农场采取排
、

稻
、

平
、

林
、

肥 (绿肥 )等综合措施改 良内

陆干早盐土 ; 新疆二十九团农场实行排水种稻
,

综合

治理荒漠盐滩等等
,

推动了盐渍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大批粮
、

棉亩产上
“

纲要
” 、

过
“

长江
” 、

超千斤的社
、

队不

断涌现
,

充分显示了盐碱地改 良的广阔前景
。

生产推动科研
,

科学指导生产
。

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
“

农业学大寨
”

群众运动的推动下
,

广大盐渍土科学

工作者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的道路
,

开展了盐渍土改

良科学研究
。

尽管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的疯狂千扰破坏
,

严重影响了这项研究工作向

纵深发展
,

但受党和毛主席多年培养和教育的广大科

技人员
,

仍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

坚持为农业生产

服务
,

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贡献力量
,

实行领导
、

群众

和科技人员三结合
,

在总结群众改土治水经验的基础

上
,

做 了大量研究工作
,

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

根

据提交会议的资料和近年来的研究
,

大致可概括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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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
。

组织有关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
,

农
、

林
、

水部门进行了区

域性的盐碱土调查
,

为分区治理提出了措施和途径
。

、

盐溃土发生分类与改良

分 区的研究
二

、

盐渍土水盐运动规律的研究

研究我国盐渍土 的发生分类和改良分区间题
,

对

于制定农业生产规划
,

因地制宜地分区分片治理
,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

根据大量科学考察和试验研究资料
,

业已查明我国盐渍土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 三 种
: ( 1 )

现代积盘过程
,

在不同条件下
,

有海水浸渍
、

地下水影

响
、

地下水和 沥涝水综合影响
、

地面径流影响等四种类

型
; (2) 残余积盐过程

;
.

( 3) 碱化过程
。

根据盐渍土

的形成条件
、

成土过程
、

土壤特性
、

不同发育阶段的主

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

以及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

初步将我

国盐债土分为盐土和碱土 两大土类
,

其中盐土又划分

了六个亚类
,

即滨海盐土
,

草甸盐土
.

沼泽盐土
,

碱化盐

土
,

洪积盐土
,

残积盐土 ;碱土划分了四个亚类
,

即草甸

碱土
,

草原碱土
,

龟裂碱土
,

镁碱土
。

同时分别对盐土

和碱土 的理化性状及其分级指标进行了研究
。

在豁渍

土分类研究中
,

近年来还对我国某些特殊盐渍土类型
,

如西藏高原徽土
、

西北的硝酸盐盐土
、

碳酸镁盐土
、

镁

质碱化土壤以及 辽宁滨海的苏打盐渍土进行了调查研

究
,

积累了一些新资料
。

为了便于统一规划
,

因时
、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进

行综合洽理
,

对我国盐渍土改 良利用分区进行了研究
。

分区暂时采用两级制
,

即改 良区和改良片
。

改 良区的

划分是 以生物气候特征作为主要依据
,

同时也考虑河

流水文特性和成土类型
,

以及土壤盐渍区域的相关性
。

改良片的划分是在同一改 良区内
,
以骨干河流流域范

围为单元
,

并根据农业地域气候变化
,

同时考虑盐渍类

型及其组合和农业利用特征
。

根据上述原则
,

初步将

我国盐溃地区划分为六个改良区和二十一个改 良片
,

即
: L 滨海海浸盐渍区

: ( 1) 渤海片
,

(2 ) 黄海片
,

( 3 ) 东海片
,

( 4 ) 台湾海峡南海片 ; 2
。

东北苏 打 碱

化盐渍区
:

( 1 ) 二江片
,

( 2) 松嫩片
,

( 3) 呼伦贝尔

片
,

(叮 辽河片 , 3
〕

黄淮海斑状盐渍区
: ( 1) 黄河一

海河片
,

( 2) 黄河一淮河片
, ( 3) 汾河一渭河片 ; 今

宁蒙片状盐溃区
: ( 1 ) 内蒙古高原片

,

( 2) 桑干河一

大黑河片 (豹 黄河一河套片
,

(妇 鄂尔多斯一黄土高

原片
,

乐 甘新内流盐渍 区
: ( 1 ) 阿拉善一弱水片

,

( 2)

额尔齐斯河一玛纳斯河片
,

临 ) 塔里木一疏勒河片
;

6
·

青藏高寒盐溃 区
:

( 1 ) 柴 达 木一涅水片
,

(2) 羌

塘山原片
,

(3 ) 雅鲁藏布江片
。

同时分别 比较了各盐渍

区的主要特征
,

提出了综合洽理的措施和途径
。

与 此

同时
,

黑龙江
、

吉林
、

河南
、

山东
、

内蒙和新疆等省区也

研究土壤水盐运动规律
,

既是认识盐渍土发生演

变的理论基础
,

也是改 良利用盐渍土的主要依据
。

近年

来
,

许多单位对盐渍土的形成
、

发展规律及其与外界环

境条件互相关系的研究十分重视
,

通过区域水盐动态

的长期定位观测
,
为本地 区盐渍化的预侧预报提供了

一定的科学依据
。

例如山东打渔张灌 区多年定点资料
,

说明了粉沙壤土潜水位动态的特点及其上升下降的规

律
,

并将灌区水盐运动翅分为三种动态类型
:

即垂直

均衡型
、

敬向排出非均衡型和横向补给非均衡型
。

根

据这些类型的特点
,

提出了建立维持水盐均衡的排水

系统和消除水盐横向补给的具体措施
。

河北 曲周张庄

定点观测资料探讨了咸水利用 中水盐运动的特点和规

律性
,

根据咸水灌溉后土壤盐分变化
,

划分出土壤水盐

动态的四种类型
:

即轻积型
、

强积型
、

均衡型和淋滤型
。

根据不同情况
,

通过调节灌溉水量来控制根系主要活

动层的含盐量
,

使之表现为均衡型或淋滤型
,

以 利当季

或下季作物生长
。

黑龙江松嫩平原水盐动态特征说明
,

季节性冻土不但影响积盐过程
,

而且造成了特殊的地

下水状况
,

参与积盐的有冻层上冻融水和冻层下潜水
,

因此控制冻融水盐变化
,
是防止春季土壤返盐的关键 ;

而秋季采取降低潜水位于 临界深度 以下
,

以及耕翻耙

地等措施
,

是防止返盐的重要措施
。

山西太谷县水秀

公社南部大队的观测资料说明
,

土壤水盐动态的年周

期性变化与气候季节性变化的相互关系
, 3一启月为积

盐期
,

7一 9月为脱盐期
,

10 一 1 1月为回升期 ,1 2一 2月

为稳定期
,

并根据水盐运动 的周期性变化
,

提出了相

应的作物栽培管理措施
。

宁夏银北地区盐碱化春麦排

地的土壤水盐动态观测
,

提出了春麦几个主要生长期

中土壤水盐运动规律
,

研究 了结冻与融冻期的水盐运

动状况
,

论证了春季滞水层形成的原因及盆渍化发展

过程
,

提出了土壤水盐的控制标准
。

此外
夕

通过水盐运

动规律的研究
,

发现黄淮海平原低矿化地下水条件下
,

低浓度盐溶液在土体中的运行和蒸发
,

远较高浓度盐

溶液为快
,

尤以轻质土最为显著
,

促使土壤表层大量积

盐 ; 如果地下水中含重碳酸钠和 碳酸钠较多
,

则易引

起土壤碱化
。

三
、

水利土壤改良的研究

盐渍土改良
,

必须以水利措施作为先行
,

在排灌的

基础上
,

农业技术措施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近 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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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持续干早
,

井灌井排迅 速发展
。

据统计
,

截至 1 9 7 6年底
,

北方各省
、

市
、

自治区打井的县

己发展到 85 0多个
,

打井 2切多万眼
,

其中配套井达 200

多万眼
,

年提取地下水 4 0任多亿立方米
」

,

井灌面积约一

亿七千万亩
,

尤以冀
、

鲁
、

豫三省发展最快
。

许多盐碱地

区从井灌抗早
,

发展到既灌 又排 ; 从利 用浅层地下水
,

发展到利用中
、

深层地下水 ; 从单纯井灌井排发展到

井
、

沟
、

渠结合
,

实行地上水和地下水的统一调节与控

制
。

目前许多科研单位进行了研究
,

大量资料充分证

明
,

在较好的水文地质条件下
,

机井可 以抽水灌溉
,

淋

洗土壤盐分 ; 降低地下水位
,

防止土壤返盐 ; 腾出地

下
“

库容
” ,

减缓地面涝情
。

井
、

沟
、

渠结合
,

采
、

补结合
,

既能抽咸换淡
,

加速地下咸水淡化
,

又能调节地下水

贮量
,

建立
“

地下水库
” 。

河北省黑龙港地区
,

通过沟
、

渠
、

井等水利设施
,

综合运用排
、

灌
、

蓄
、

补等各种措施
,

调控地下水量
、

水位和水盐动态变化
,

并在土体中形成
“

地下水库
” ,

把大气降水
、

地上水
、

土壤水和地下水联

通起来
,

合理调度
,

达到旱
、

涝
、

盐
、

咸的综合治理
。

它

标志着我国水利土壤改良工作的新进展
。

在排灌系统

的运用上
,

黑龙港地区的治理经验已 总结出四种结合

形式
:

( 1) 有河库水源的 自流灌区
,

应沟 渠配套
,

渠

井结合 ; ( 2 ) 河 网建设要蓄排分开
,

严格控制蓄水位
;

( 3 ) 井灌井排应与沟排
、

渠灌结合 ; ( ,1) 井灌区内要

深中浅井结合
,

有采有补
。

盐渍地区咸水的利用 改造
,

也是近年来开始研究

的新课题
。

许多科研单位重点研究咸水灌溉对作物生

长和土壤积盐的影响
。

研究资料证明
,

黄淮海平原地

区冬小麦拔节及其后期用 3一 5克 /升的咸水灌溉
,

比不

灌水的可增产 2一 5成 ; 玉米抽穗期
、

棉花盛花期进行

咸水灌溉
,

亦可获得增产
。

内蒙河套地区及宁夏南部
,

用理一 5克 /升的咸水灌溉小麦
、

大麦
、

糜子等作物
,

增产

效果显著
。

咸水灌溉对土壤的影响则 因灌溉水质
、

水

量
、

土壤类型
、

排水条件而异
,

一般地说
,

土质轻
,

排水

条件好
,

土壤积盐量小
。

就黄淮海地区来说
,

咸水灌溉

虽引起土壤暂时积盐
,

但夏季雨量大而集中
,

汛期有个

自然淋盐过程
,

冬
、

春又可灌溉淋洗
,

土壤耕层含盐量

可达到周年不积累
,

盐分组成没有明显变化
。

有的单

位还对当地咸水灌溉 的水质进行了评价
,

提出了盐碱

危害的分级指标和综合指标
,

作物的盐害诊断和耐盐

指标
,

咸水改造利用的综合指标等
。

}司时也提出了咸

水灌溉的方法和技术
。

一 些科研单位还研究了 在 井
、

沟
、

渠结合和排
、

灌
、

蓄
、

补并用条件下咸水在利用中的

淡化问题
,

在一定的水文地质条件下
,

通过抽咸和补

淡
,

淡化率可达 1。一初写
。

但咸水变淡
,

是咸水与淡水

混合的结果
,

而咸水淡化的速度
,

则取决于抽咸强度和

补淡条件
。

抽咸与补淡的时间及运用
,卜

根据黑龙港地

区多点试验
,

其方式有 以下儿种
: (功 早春返浆期抽

咸
,

降低地
一

F水位
,

防止土壤返盐
,

结合春灌洗盐补淡 ,

(邵 在汛前抽咸
,

利用成水抗早
,

腾出地下
“

库容
” ,

为

防涝及雨水补淡创造条件 ; (3 ) 汛期抽咸
,

排走雨水

从土壤中淋洗到地下水中的盐分
,

边抽边补
,

利于防涝

防托
,

加速土壤脱盐
;
(4 ) 汛后抽咸

,

使高地下水位

迅速降低
,

以防土壤返盐
,

并结合冬灌洗盐补淡
。

此外
,

在水源不足的稻改区
,

有的单位还研究了含

有一定数量盐分的回归水的利用
,

并提出了回归水利

用的水质标准
、

利用技术和防止盐害的综合措施
。

磁

化水的应用正开始进行
,

初步试验表明
,

磁化水能改善

土壤的通透性能
,

增强土壤脱盐效果
,

增加土壤中可

溶氧
,

提高土壤或肥料中养分的利用率
。

四
、

农业生物改 良的研究

种稻
、

放淤和水早轮作是我国改 良盐碱地的传统

经验
。

在水源有保证
,

有一定排水条件
,

肥料
、

劳力较

充足的前提下
,

因地制宜地在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区采

取这些措施
,

往往可 以收到费省效宏产量高的效果
。

黄

河中
、

下游背河洼地的试验研究证明
,

淤灌种稻既可淋

洗土壤盐分
,

又能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还能增加土壤养

分
,

同时抬高了地面
,

相对降低地下水位
,

改土增产效

果显著
,

但必须在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前提下
,

实行排

灌结合
、

井渠结合
、

种稻与发展绿肥结合
,

方能巩 固改

良效果
,

促进高产稳产
。

近几年来
,

我国北方盐碱地

区
,

早地改水 田
,

水稻面积 日益扩大
,

辽宁
、

江苏研究滨

海盐土种稻工作越来越深入
。

大量研究证明
,

种稻改

良促进土壤脱盐速度快
,

脱盐率高
,

脱盐层深 ; 在排水

条件下种稻
,

还可淡化地下水
。

种稻年 限越长
,

淡水层

厚度越大
,

土壤脱盐越稳定
。

滨海盐土的研究资料还表

明
,

当地下水矿化度淡化到 1一 3克 /升
、

淡化层厚度大

于 1
.

5米或土壤含盐量 约在仇 1% 时
,

在有排水的条件

下
,

可以转为水早轮作
。

东北苏打盐土种稻改 良的资

料表明
,

若能结合施用有机肥料和石膏
,

不仅加速土壤

脱盐
,

还有降低土壤酸碱度的作用
。

浙江
、

辽宁
、

江苏

等省新围海涂
,

边围海
、

边设计
、

边垦 殖
,

当年种稻 即可

获得高产
。

此外
,

辽宁盘锦地 区还对滨海盐土的
“

稻缩

苗
”
以及苗床酸化作了研究

。

种植绿肥是综合治理盐碱地的一项重要 内容
。

大

量研究表明
,

在盐碱地区人少地多
、

肥源缺乏的条件

下
,

因地制宜地发展绿肥
,

不仅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善

土壤结构
,

加速土壤脱盐
,

加强地面覆盖
,

减少地面蒸

发
,

抑制土壤返盐
,

也是盐碱地区解决青饲料
,

促进农

牧结合
,

用地养地相结合的重要增产措施
。

山东的研

究资料表明
,

在中度盐碱地上压一季田著
,

可使耕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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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盐分含量下降 别一胡 %
,

每年 增 加 土 壤 有 机 质

0
。

05 一。
.
1%

,

土壤孔隙度可提高到 50 % 以上
,

并有增

温和加强土壤物理活性的作用
,

使盐化土壤
“

冷
、

板
、

死
”

状况有所改善
。

据地下水观测资料
,

田警生长期内
,

雨季脱盐和生物排水的作用也非常明显
。

各地的资料

还表明
,

目前东北和西北盐碱地 区
,

研究了粮草轮作制

以及首藉
、

草术栖和其它肥
、

饲兼用的绿肥品种 ; 华北

地区研究了中一重度盐碱地上
“

一粮一肥 ( 田普等 )
” 、

轻盐碱地上
“
两粮一肥 (田著

、

怪麻
、

绿豆 )
”

等轮
、

间
、

套

方式及其改土培肥效果
;
苏北花碱土地区总结研究了

群众在轻碱地上种植豆科
、

禾本科混播和
“

四季绿肥
”

的经验 ;上海研究了在复种指数高的条件下
,

滨海盐土

粮
、

棉套种田著的改土培肥效果
。

各地的研究资料还

表明
,

在轻
、

中度盐碱地上实行绿肥与其它有机肥相结

合
,

绿肥与磷肥相配合
,

更能提高其改土培肥效果
。

通过合理的耕作栽培
、

施肥养地
、

种植绿肥等措

施
,

加厚土壤熟化层
,

对土壤水盐运动有明显的影响
。

据苏北滨海地区的定位研究表明
,

表土熟化度较高
,

年

周期脱盐率为30 一 5 。% ; 而未熟化的土壤
,

年周期积

盐率则在30 % 以上 ; 熟化层愈厚
,

脱盐率愈高
。

由于

熟化层有良好的结构
,

较多较大的孔隙和 良好的水分

物理性质
,

往往能在土表几厘米形成干燥覆盖层
夕

具有

明显的抑盐作用 ; 加之表层疏松
,

容水
、

渗水作用强
,

又具有明显的琳盐作用
。

根据研究资料
,

初步定出土

壤熟化指标如下
:

有机质 .1 4一 1
。
5% 以上 ; 大于。

.

25

毫米水稳性 团聚体含量在 25 % 以上
,

较大的团聚体明

显增加
;
容重小于 七 2 5 克 /立方厘米 , 总孔隙度大于

5 4一 55 % ; 非毛管孔隙占总孔隙率的 1 5% 以上
。

此外
,

一些科研成果还表明
,

在一 些缺乏水利条件

的地区
,

采取躲盐巧种
,

适时耕耙
,

深翻客土
,

围捻平

种
夕
抗盐栽培等措施

,

都具有一定的抑盐
、

保苗增产作

用
,

若配合绿肥
、

有机肥
,

培肥熟化土壤的效果更好
。

山

东
、

苏北的研究资料表明
,

植树造林
,

可起生物排水作

用
,

在林带防护范围内
,

可削弱旱
、

涝
、

盐危害
,

对各种

作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废液残渣
,

试制成功土壤保墒增温抑盐剂
,

研究证明
,

它具有改善土壤水热条件和抑制返盐的功效
,

效果稳

定
。

但在使用时
,

必须注意适用范围
、

使用条件和方法
。

六
、

实验手段与分析方法的研究

五
、

化学改良的研究

在化学改良和改良剂的研究方面
,
近年来也有新

进展
。

东北用腐殖酸类物质改 良苏打一碱化土壤
,

新疆

用风化煤粉改良苏打盐化土壤
,

山西用黑矾
、 “

磷矿石
”

改 良瓦碱
,

苏北用磷石膏
、

石膏改良瓦碱等都开展了研

究工作
,

试验证明
,

在有灌排条件下
,

这些物质在不同

程度上均有降低土壤酸碱度和碱化度的明显作用
。

若

配合深耕深翻
、

平整土地和施用有机肥料包括翻压绿

肥
,

其改土增产效果更好
。

此外
,

山东省充分利用工业

在盐渍土改良研究工作中
,

实验手段的革新和分

析方法的改进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

近年来
,

很多科研

单位对这方面都给予一定重视
。

在测定方法方面
:

山西水科所对石灰性土壤代换

量及代换性钠的测定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

认为有机

质含量低的石灰性褐土及苏打碱化土壤
,

其代换量用

碱性 ( N H
4
)
么c 0 3 容量法侧定较好

,

有机质含量高的

肥沃土壤
,

用中性 C a C卜方法较为适宜 ; 吉林农业大

学对苏打盐碱土的过滤及有色滤液中 C a + + 、

M g
+ 于

离

子的测定方法作了探讨
,

认为根据胶体双电层构造的

理论
,

用 1 : 1的水浸液可使胶体分散度降低
,

达到加快

过滤速度的 目的 ; 中国农科院农 田灌溉所介绍了一种

室内模拟试验
,

用放射性碘 1 “ ,
和硫

” 5
示踪方法

,

研究

松沙土土体和地下水水盐运动规律
,

认为有利于验证

用物理化学
、

水动力学研究土壤盐分运动 的计 算 问

题
。

在土壤水盐侧试仪器仪表方面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所对离子选择性电极的研究及应用于盐渍土分析

进行了研究
,

认为需要的试
、

样少
,

测定快速
、

准确
,

可用

于有色溶液的测定
,

有利于研究土壤中阳离子交换平

衡及土壤和植物等方面的分析工作
,

同时还试制成功

侧定土壤水分的负压计
,

关于直接用于定点观测土壤

盐分动态变化的盐分传感器
,

现正在继续研制和完善

中
。

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制成功一 种 L F一

离子 自动分析仪
,

利用光电效应和 自动数字显示工作

原理
,

采用集成电路制成
,

可以连续测定土壤水浸提掖

中七种盐类离子含量
,

实现了取样
、

滴定
、

计数
、

清洗全

部自动化 ; 同时还试制成功电导 p H 自动测定装置
,

可

以自动显示计数
。

此外
,

宁夏的 B一 D `
型 电导仪

,

浙江

的T Y 一 1 型盐量计
,

河北的水质分析箱等
,

已在群众性

的科学实验中加以应用
。

会议认为
,

总结我们的工作
,

盐演土改 良研究虽取

得很多重要成果
,

但应当看到
,
我国科技人员的基础理

论知识薄弱
,

研究工作还不深入
,

科技理论水平不高
,

在盐渍土改 良措施特别是综合治理方面
,

虽具有我国

的特点
,

但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测试手段方面与先进国

家相比
,

还有一段差距
,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
“

四人帮
”

的

严重干扰破坏
夕

这种差距越来越拉大了
。

认识落后
,

才能去改变落后
。

学习先进
,

才有可能

赶超先进
。

通过会上对国外研究动向的介绍和 讨 论
,

了3口



认为我国盐溃土改良利用研究
,

特别是在某些基本理

论和新技术应用方面与国外相比
,

主要存在 以下几方

面的问题和差距
。

1
.

关于盐土和碱土的分类
、

分级问题
,

迄今我国

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盐渍土分类系统 ; 碱土和碱化

土壤的分级
,

也没有一个切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指标 ;苏

打盐土的划分尚未有统一的标准 ; 镁质碱化土壤的形

成和特性很少研究
。

苏美各国对盐土和碱土的分 类
、

分级都作了很多工作
,

根据大量的研究资料
,

制定了各

自的分类系统和分级指标
,

各种碱化二上壤和苏打盐化

土壤的形成
、

特性
,

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

当然这些科

学资料是值得学 习和参考的
,

但也要根据我国的实际

情况
,

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
,

拟定具有我国特点的统一

的分类系统和分级指标
,

并着重研究苏打和碱化土壤

的形成和改 良间题
。

我们在盐渍土基本特性方面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

际先进水平
。

近二十年来
,

欧美各国广泛研究 了土壤

挤液的盐分组成变化和迁移规律 ; 阳离子 的浓度
、

活

度及其在土壤胶体表面双电层
、

扩散层中的交换平衡
、

离子扩散等变化规律
,

以及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

国外

对钠质盐渍土中的钠离子状况与土壤碱化过程和特性

的关系
,

以及土壤质地
、

盐渍度
、

C :a M g 比 和交换性钠

比 ( E S R )
、

钠吸 附比 ( S A R )
、

碱化度的关系的研究

亦较多
。

有关盐类阴离子交换性能的研究
,

亦有报道
。

盐渍土中粘土矿物的组成和变化
,

钠
、

镁等盐类对枯土

矿物变化的影响正在进行研究
,

而且取得一定结果
。

此

外
,

对氮
、

磷肥料在盐渍条件下施用的有效性
,

盐渍土

中微生物的组成及生态变化等也进行 了一些研究
。

目

前国外在盐渍土特性的理论研究方面
,

已广泛地涉及

到土壤物理化学
、

胶体化学
、

电化学的范畴
,

并应用数

理推导来进行研究
。

2
.

关于土壤水盐动态研究
,

国外开展了区域性的

水盐平衡和定位观测试验
。

苏联在农业科学十 二年远

景规划中
,

把研究合理灌溉和防治土壤次生盐溃化的

科学理论
,

列为土壤改良研究的重要项目之一
,

着重研

究灌溉地区地下水状况
、

土壤水盐运动规律和 水盐平

衡问题
,

并发展调节水盐平衡的理论和淡化地下水的

方法
。

在水盐动态的研究方面
,

国外还应用经验公式

进行数理推导
,

开展了盐分移动的数学模拟
,

并运用流

体力学
、

水动力学理论
,

进行土壤水盐运动规律和水

盐平衡的计算
。

关于盐渍化预测预报方面的研究
,

国

外过去采用地理相似法
、

区域水盐平衡法和启发式法

( a 。 p衅
: 。 砚 C二 。 益 eM

T 。动 等
,

而目前又发展试图通

过模拟试验和运用电子计算机的数理推导方法
,

进行

土壤盐渍化预测预报的研究
。

3
.

研究盐与植物之间的关系
,

查明土壤盐分对作

物生长的危害及其机理
,

目前国外在这方面 的研究非

常活跃
,

而我国还是薄弱环节
,

某些方面则基本上是空

白
。

例如国外研究土壤盐分对作物的影响机制
,

有 的

已深入到植物细胞代谢甚至分子生物学的范畴
,

对作

物盐害诊断提供了许多新途径
,

同时从能量的观点研

究盐渍条件下植物的渗透调节和水分平衡
,

从矿质营

养和离子平衡的角度研究盐渍条件下土壤与作物的关

系
,

这些都是我国应该赶超的内容
,

因为这些研究对于

土壤盐渍化和作物盐害的预测
、

预报和预控都有密切

关系
。

另一方面
,

关于不 同作物耐盐度及其诊断
、

提高

耐盐性的方法等
,

国外的研究 比较广泛和深入
,

从土壤

指标到作物的生理生化指标
,

研究 了不同盐土类型的

生产性能
,

从选育耐盐 品种到使用各种有机
、

无机化学

物质处理种子
,

多方面地研究 了提高作物耐盐性的方

法
。

美国还整理编制 了全 国性的各种作物耐盐系统表
,

以指导农业生产
。

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细致
,

总结研究群众看苗诊断盐害的经验也仅仅停留

在表面上
。

因此
,

今后必须加强盐与肥
,

盐与植物之间

互 相关系的研究
。

4
.

目前我国各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大专院 校 的

研究设备和实验手段
,

不能适应和满足科研工作的需

要
,

而许多重大科学成果的获得
,

首先是由于有了新的

研究设备和实验手段
。

拥有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
,

这是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

现在欧美一些 国家

已应用航摄和卫星照片判读
,

研究盐渍土和其他土类

的分布规律
,

统计土地资源
,

确定地下水流向 ; 应用土

壤盐分传感器观测土壤水盐动态变化
,

同时开始应用

到研究植物对水分和营养元素的吸收的模拟试验 ; 利

用电子探针测定土壤盐分含量及灌溉地段水盐状况
;

应用同位素示踪测定水盐运动 ; 电子计算机技术
,

已

应用于进行土壤中盐分累积与淋洗及对植物毒害性的

计算
;
测定土壤水浸液和地下水中各种离子的离子选

择性 电极
,

国外 已广泛应用
。

近十年来
,

苏联和美国进

行了电流 (直流电和高频率电流 )改 良盐碱土的室内和

大 田试验
,

对改善土壤结构性与通透性
、

紧实度与持水

量
、

脱盐与脱碱均有明显效果
。

目前正进一步研究在直

流电场 的土壤中产生的物理和物理化学过程
,

进而阐

明电流改良盐碱土的理论基础
。

虽然电流改 良实际应

用 到农业生产中为时尚早
,

但它也是一种加速改良利

用盐碱土的新途径
。

会议认为
,

为 了使盐渍土改良研究工作尽快适应

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需要
,

使科学走在生产前面
,

必

须在现有基础上
,

总结经验
,

认识差距
,

看准方向
,

明确

任务
,

抢时间
,

争速度
,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代表

们认为
,

要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科学技

术发展趋向
,

全面规划
,

远近兼顾
,

抓住重点
,

研究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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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治理中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科学技术 问题
。

经会议讨论
,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理论技术有

以下几方面
:

.1 加弧盐溃土发生分类和基本特性 的研究
,

制定

我国统一的分类系统和分级指标
,

研究不同盐渍类型

土壤溶液中各类盘分组成变化
,

迁移规律及各种盐类

的相互作用
。

开展不同盐渍地区改良利用规划及综合

洽理区划的研究
,

探索不同盐渍区水盐动态规律
、

区域

水盐平衡以及盐渍化预测
、

预报
、

预控的技术
,

建立防

治盐渍化的监测系统
。

.2 加强井灌井排的适宜条件
、

平原水文和调节控

制水盐运动的理论研究
。

探索不同盐渍地 区适宜的排

灌体系
。

研究井
、

沟
、

渠结合
,

采补结合
,

改造利用地下

成水
,

以及调控地上水
、

地下水的理论和 技术
。

3
。

加强农业生物改 良措施的研究
,

探索土
、

肥
、

冬盐椒作物
、

收章
、

林水 )相互影响的规律
。

着重研

究绿肥
、

有机肥的改土机理
、

土壤中肥盐 的关系
。

开展

不同盐土类型对作物危害机理 的研究
,

制定一套适 于

我国的土壤和作物的盐害诊断技术和方法
。

4
.

加强水
、

盐测试手段 的仪表化
、

自动化和微型

化的研究
。

尽快使放射性同位素
、

航空判读
、

遥感技术
、

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在盐渍土研究中加以应用
。

关于南水北调间题
,

有关单位的代表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
,

一致认为南水北调必将对黄淮海平原的水盆

均衡
、

农业生产和生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
建议有关

单位从速开展顶期效果的科学研究
。

在南水北调的工

程规划及其实施方案中
,

应包括防治土壤盐渍化 的内

容
。

与会者一致表示
,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

引下
,

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

策
,

以只争朝夕 的战斗姿态
,

为加快盐渍土防治研究的

步伐
,

极大地提高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理论
,

迅速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
。

( 刘 文 攻 刘寄 }凌 )

会 议 专 题 讨 论
争二七砚 仁〔 忆加洲 牛忙吧 减 c二二心 二. 二心二 书 之̀ ; 福〕 ;

冲已岛仁 JJ ; 离二弓̀ ` j

盐 溃 土 分 类 及 改良 分 区 专 题 讨 论 概 况

我国欲渍土分布广泛
,

类型众多
。

盐渍土分布地

区
,

气候
、
地形地貌

、

水文地质
、

成土母质
、

成土年

龄 以及人类的活动都有明显的差异
,

深刻地影响撅溃

土的形成
、

特性
、

类型
,

及其改良利用途径
。

要正确

地改 良和利用土壤
,

首先必须真正地认识土壤
,

研究

土壤的形成
、

演变以及它的特性
。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

期改造利用盐渍土的斗争实践中
,

积累了丰富的识土
、

用土经验
。

全国各迫的科研土作者也对盐渍土做了大

量工作
,

为草拟我国盐渍土的分类提供了不少宝贵的

科学致据和资料
。

为了便于统一 规划
,

因时因地制宜地

采取综合措施防治土壤盐渍化
,

有必要形成一个统一

的盐渍土分类原则和分类系统
,

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

全国性的盐渍土改良利用区划
。

鉴于上述原因
,

本次全国盘渍土学术交流会就此

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

关子盐溃土的形成和特性

建国以来
,

盐溃 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和定

位试验研究
,

基本上摸清盐渍 二L的形成过程
,

主要有

三种类型
。

(一 )现代积盐过程

现代积盐过程是形成各种现代盐渍土的最主要的

一种成土过程
。

盐渍土多半分布在地形低挂
,

地面和

地下经流汇聚
,

出流不扬
,

地下水位过高
,

盐分积聚

的地方
。

地面水和地下水以及母质中含有的可溶盐类
,

由于干旱及半干旱气候的影响
,

在强烈的地表蒸发作

用下
,

通过土体毛管水的垂直和水平运行向地表累积
,

这是土壤现代积盐过程最普通的形式
。

土壤现代积欲

过程又有 以下几种情况
:

1
.

海水浸溃影响下的盐分累积过程 我国 沿 海

各省
、

市自治区漫长的滨梅地带和岛屿四周
,

广泛分

布着各种滨海盐渍土
。

滨海盐渍土的盆分主要来 自海

水
,

而且积盐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其独有的特点
。

滨海盐渍土不仅表层积盐重
,

而且整个剖面含盆

也很高
,

地下水的矿化度大
。

土壤和地下水的盘分组

成和海水一致
。

除少数酸性滨海硫酸盐益溃土外
,

均

以氯化物占绝对优势
。

2
.

地下水影响下的盐分累积过程 在各种 现代

盆渍土形成过程 中
,

除洪积盐渍土外
,

不 良的地下水

状况是引起土壤积盐的根本原 因
。

干旱与半千旱地带

立召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