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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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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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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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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河流冲积平原
、

洪积冲积扇下部扇缘
,

地下经流滞

缓
,

旱季地下水位高于 当地地下水临界深度的地方
,

土壤多发生不同程度的盐渍化
。

其积盐强度首先取决

于地下水埋藏深度与矿化度
,

同时也必然受气候的干

旱程度与土壤性质的影响
,

但地下水埋藏深度则是决

定因素
。

地下水作用下 的积盐特点是土壤表层明显积

盐
,

而 心
,

底土的盐分含量 自上而下明显地逐渐递减
。

土壤上部强烈积盐层的盐分含量和厚度
,

随气候干旱

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

新疆南疆地区是我国盐渍土含盐

层最厚
、

含盐量最高的地 区
。

土壤盐分组成和地下水

盐分组成基本一致
。

3
.

地下水和地面渍涝水影响下 的盐 分 累 积 过

程 土壤的这种积盐过程除主要受地下水作用外
,

地

面渍涝水也明显 地影响积盐过程
。

地面渍涝水不仅可

恶化地下水状况
,

而且还可通过土壤毛管侧向运动直

接影响土壤积盐
。

这种盐渍过程形成的盐渍土有明显

的特点
,

即土壤盐分 的表聚性特别强
,

盐分在整个土

壤 ft]J 面中的分布呈
“

丁
”

字形
,

地表有极薄的积盐层
,

盐分含量在 1一 2%左右
,

甚至 3一 5%
,

而心底土含盐

一般小于 0
.

1% 或 0
.

1一 0
.

2 %左右
,

极少超过 0
.

3%
。

在地下水和地表水含盐均较低的情况下
,

地表土壤积

盐层富含氯化物
,

而显示与地下水和地表水盐分组成

不一 致性的特点
。

4
.

地面径流影响下的盐分累积过程 我国 干 早

地区
,

如新疆天 山南麓有不少含盐地层
,

每当春夏冰

雪融水和骤雨汇成的地面径流经过这些含盐很高的岩

层
,

溶解了其中的盐分
,

成了矿化的地面经流
,

有些

地方还汇集部分矿化裂隙泉水
,

在其流 出山口成为散

流之后
,

受 强烈的地表蒸发
,

盐分随即聚积地表而形

成没有地下水参与的现代盐渍土
。

(二 )残余积盐过程

土壤在过去地质历史时期
,

因地下水作用而发生

过强 烈积盐
,

形成了各种盐溃土
。

之后
,

由于地壳上

升或侵蚀基面下切等原因
,

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

不

再参与现代成土过程
,

土壤的积盐过程基本停止
。

同

时由于气候干旱
,

降水稀少
,

使过去累积下来的盐分

仍大量残留于土壤中
。

残积盐渍土的特点是地下水埋

藏深
,

矿化度大
,

土壤积盐重
,

盐分的最大聚集层不

是在地表
,

而是随气候条件的不同处在亚表土或心底

土中
。

(三 )碱化过程

土壤的碱化过程是指土壤溶液中钠离子进入土壤

吸收性复合体的过程
。

它的发生是多途径的
。

东北黑土

区的草甸碱土
,

有可能是苏打盐土逐渐脱盐碱化所致
。

草原碱上则可能是由于地形的变迁
,

地下水水位下降
,

草甸碱 土进一步脱盐演化而成
。

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

特点是都具有明显的碱化构造层
,

在碱化层大而坚实

的构造面上
,

粘附着淋溶下移的腐殖质和粘粒
,
而形

成具有光泽的暗色胶膜及部分白色粉末状 二氧化硅
,

碱化层下为盐分淀积层
。

由于草甸构造碱土尚有地下

水参与成土过程
,

使土壤具有明显的草甸成土过程的

特征和轻微的季节性积盐现象
,

淋溶层和碱化层含盐

一般不超过 0
.

5%
。

盐分组成中以碳酸钠和重碳酸钠为

主
,

一般都超过全盐量的 50 %
,

甚至高达70 一90 %
,

碱化度在 30 一 40 % 以上
。

除中
、

深位草原碱土和草甸

碱土的淋溶层外
,
p H值都接近 9 或 9 以上

。

草原碱土有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干或侵蚀基面的下

切
,

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

改变 了草甸碱土的形成条

件而 向草原碱土过渡
。

草原构造碱土 的现代成土过程

主要是向脱碱草原化发展
,

中
、

深位草原碱土的淋溶

层不仅 p H 值为 7一了
.

5
,

完全没有代换性钠
,

也没有

游离的苏打和小苏打
,

有机质含量为 2一 4%
,

从野外

的剖面观察
,

可看到屑粒状结构
。

华北平原的瓦碱是我国半干旱地区所特有的碱化

土壤
,

根据室内外的研究
,

可 以认为它的形成主要是钠

质盐渍土在积盐和脱盐频繁交替过程中使土壤碱化
,

以及低矿化地下水中的重碳酸钠和碳酸钠在上升积累

过 程中使土壤碱化这二种途径
。

瓦碱的含盐量与碱化

度都没有草甸及草原 碱土高
。

龟裂碱土是 我国漠境和半漠境地带的碱土
。

在当

地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主要由于地面间歇性水的淋溶

作用
,

使各种钠质盐土脱盐碱化而成
。

龟裂碱土上儿

乎无高等植物
,

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

2一 0
.

5%
。

龟裂

碱土的剖面特征地表为灰白色的结皮层
,

下接儿公分

鳞片状的淋溶层
,

然后就是极坚硬的短柱状或大棱块

状的碱化层
,

再下为积盐层
。

龟裂碱土的含盐量也不

高
,

全剖面都不超过 。
.

3%
。

碱化土壤的形成是多途径的
,

而母质与地下水中

有苏打存在会加速土壤的碱化
,

所以在研究碱化土壤

的同时
,

必须注意到研究土壤中苏打的来源间题
。

我国

碱化盐土 (主要是苏打盐土 ) 分布广泛
,

几乎所有的

盐溃区中都有苏打盐土的分布
。

苏打的来源都是因地

而异
,

松嫩平原
,

山西大同
、

阳高盆地等的碱化盐土
,

苏打主要来自岩石风化 ; 我国不少地 区
,

分布有霉绿

色的古湖相沉积物
,

其中含有较多的苏打
,

直接影响

到当地碱化盐土 的形成 ; 硫酸盐的生物化学还原作用

产生苏打
,

这是现代沼泽注地和 洼地边缘碱化盐土中

苏打的来源
,

但这种苏打来源有限
,

分布面积较小 ;

中性钠盐对碳酸钙作用
、

碱交换作用以及生物矿化所

引起的苏打积累
,

在某些特定地区肯定有一定的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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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今后研究
。

在盐渍土的形成研究中
,

对气候条件
、

地形地貌
、

水文地质
、

母质注意得 比较多
,

对于生物作用以及成

土年龄研究得不够
。

除南方滨海地 区
,

红树林对酸性硫

酸盐盐土形成的影响进行过一些研究
,

而对北方于早
、

半 于旱地区生物积盐作用研究得很不够
。

南疆地区的

胡杨是一种特殊的乔木
,

耐早又耐盐碱
,

本身又具有分

泌盐碱的能力
,

常在树干或树枝上分泌凝结成 白色结

晶
,

称为胡杨碱
,

当它脱落地表
,

增加了表层土壤的

苏打含量
,

年复一年
,

使土壤逐渐演化为碱化盐土
;
又

如红柳灌木的枝叶有富集镁盐的作用
,

其中镁离子 的

含量明显超过钠离子
;

其他如盐爪爪
、

盐穗木等许多

盐生植被都具有集盐作用
,

应该加以研究
。

土壤的成土年龄也应引起重视
,

特别是乾早地区

的一些盐土荒地
,

随着成土年龄的增加
,

土壤积盐程

度加强
,

积盐层的厚度与盐分含量都有显著增加
。

近几年来
,

随着各地广泛开展盐渍土水盐动态的

研究
,

加深了对盐渍土形成过程的认识
。

黑龙江水利

勘测设计院研究了东北松嫩平原冻层对土壤积盐的影

响
,

对该地盐渍土的积盐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

又如结合青藏高原 自然资源考察
,

初步查明了西藏高

原盐渍土的形成和类型
,

填补了高原盐土研究 的空 白
,

查明 了西藏高原地区
,

盐债土的形成主要受内陆湖泊

的影响
,

在当地千早的气候条件下
,

湖水逐渐浓缩
,

湖

泊四周逐渐干涸的地段
,

很快地发育为各种类型的盐

土
,

还应该指出
,

在西藏这样高寒地区
,

出现碱化盐

土 (包括苏打盐土和碳酸镁盐土 )
,

主要是受当地岩石

风化的影响
。

土类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成土过程
,

盐碱运

动状况和地球化学特征
,

以及对植物的影响和改良途

径作为划分的依据
。

亚类的划分是 以在一个土类范围内
,

与主要成土

过程相伴随的附加成土过程
,

反映盐碱状况和附加过

程特征的土壤性态以及改 良利用方式作为主要考虑的

因素
。

土属是在一个亚类范围内
,

主要根据盐碱成分不

同而引起的土壤理化性状来划分
。

土种是在土属 以下
,

以发 育程度 (如积盐层和碱化

层厚度
,

以及积盐量和碱化程度等 ) ,

和反映发育程度

的剖面性态和改良利用措施作为考虑 因素来划分
。

变种则是按土壤质地等划分的最低分类单元
。

大

多数认为根据上述原则
,

在盐渍土中可分出敖土和碱

土二个独立的土类及相应的 10 个亚类
。

土 类 亚 类

盐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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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甸碱土
、

草原碱土
、

龟裂碱土
、

镁质碱土
。

也有人提出把盐渍土分为三个土类八个亚类
。

土 类 亚 类

滨海盐土

内陆盐土

碱

内陆盐土
、

沼泽盐土
、

草甸盐土
、

早盐土
、

碱化盐土
。

草甸碱土
、

草原碱土
、

龟裂碱土
。

二
、

盐溃土的分类

我国广大的贫下中农在与盐渍土作斗争中
,

积累

了丰富的 识土用土经验
,

他们根据土壤地表形态分为

卤碱
、

瓦碱
、

明碱
、

暗碱等等
,

这些统称之谓盐碱地
。

实际上
,

就土壤属性和改良途径来讲
,

它们是不同的

二个土壤系列
,

即盐化土壤系列和碱化土壤系列
。

其

中除教 土和碱土外
,

还有从属于其他有关土类 的不同

盐化和碱化程度的土壤
。

在盐渍 土的形成过程中
,

土

壤的盐碱成分是最活动易变的部分
,

具有它 自己的客

观运动规律和属性
,

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程度的盐化和

碱化土壤
。

与会代表通过讨论
,

大多数认为盐渍土与其他各

种土壤类型一样
,

应该根据它的形成条件
、

成土过程

与土壤属性来统一 考虑它的分类
,

分清成土过程中各

发育阶段的主要
、

次要矛盾
,

它们相互转化的条件及

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

个别同志认为盐土和碱土的分类命名
,

应 以群众

名称为主
,

但对整个分类未作系统阐述
。

盐土是指地表和接近地表的土层中含有大量可溶

性盐类的土壤
。

至于划分盐土时的含盐量指标
,

现在

还没有完全统一 的标准
,

暂用表层含盐量 0
.

6一 2%为

盐土
。

由于氯化物的毒害大于硫酸盐
,

氯化物盐土的

含盐下限一般为 0
.

6%左右 ;含有较多石膏的硫酸盐盐

土
,

含盐 下限为 2%左右
;

氯化物硫酸盐或硫酸盐氯化

物盐土的含盐下 限为 1 %左右
。

碱化盐土的含盐量一

般略小于氯化物盐土
,

但其溶液中 C O
3 一

离子的含量

大于 C a
’

卜+ + M g
十 +

离子 0
.

5毫克当量
,

即土堆溶液 中出

现 。
.

5毫克当量苏打时称苏打盐土
。

对平均含盐量的计算深度持有不 同意见
,

有的认

为应 以 30 厘米土层平均含盐量为标准
。

新疆地区都是

用 3 0厘米平均含盐量达 2%定为盐土的 ;在滨海地 区有

人认为应以 1米土层平均含盐量作为划分的标准
;
黄

淮海平原的盐渍土
,

盐分集中地表
,

形成很薄的积盐

层
,

心底土含盐很低
,

所以有人建议根据积盐层和根

层的平均含盐量作为分级指标
。

对于苏打盐土中苏打的含量指标
,

也有不 同的标

2污4



准
,

表示方法也不统一
。

有的用总碱度 ( H C O
3 一 ) 超

过 1 % (阳离子中以钠为主 )作为苏打盐土 的 划 分 指

标 ; 也有用C O 3 一

> ( C a 牛 十 + M扩
小

) 离子 0
.

5毫克当量

作为指标的
。

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

另外
,

对于碳酸镁盐土
、

硝酸盐盐土
、

硼酸盐盐

土由于缺乏具体研究
,

暂时还未提出适当的指标
。

碱土的分类在我国才开始研究
:

暂分为四个亚类
。

碱土的分级指标至今还缺乏研究
,

目前大家都用碱化

度 (交换性钠占阳离子交换量的百分数 ) 20 %作指标
,

大于 20 % 的为碱土
。

但是它还需要结合剖面形态
,

土

壤的其它理化
、

生物特性
、

改 良的难易程度才能决定
。

例如
,

华北平原有不少瓦碱
,

碱化度超过了 20 %
,

但由

于它阳离子交换总量低
,

一般只有 5一 10 毫克当量
,

个

别低到 4 毫克当量左有
,

这样的碱化土壤通常只要有

一定的灌溉排水条件结合深耕施用有机肥料
,

不需特

殊的改良措施
,

就可开垦利用
。

这种土壤应该隶属于

其他土壤类型中作为一个碱化亚类
。

确切地说
,

华北

平原碱土的碱化度指标应该超过 2 0%
,

其他地方也有

类似情况
,

具体的划分尚待研究
。

镁质碱土的划分也有待研究
。

根据河西走廊镁质

碱化盐渍土的初步研究
,

其 p H > 9
,

总碱度 > 1
.

5一
2

.

。 毫 克 当 量
,

水溶 性 M g / C a > 5一了
,

M g C O 3
/

C a C O 。
为 1

.

3一 1
.

5
,

代换性镁占阳离子代换总量的

80 % 以上
,

耕层土壤的可溶盐含量为 1 % 左右
。

总之
,

各种盐土和碱土的分级指标
,

是一个有待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三
、

关于盐渍土的改良利用分区

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的 目的是为了便 于 统 一 规

划
,

因时
、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

尽可

能充分地利用有利的自然因素
,

改造不利的自然因素
,

发掘盐渍土潜在的生产能力
,

有计划
、

有 目的地改 良

利用盐渍土
,

扩大耕地面积
,

提高土壤肥力
,

为建立

旱涝保收基本农 田
,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
,

获得农作物

的高产稳产创造条件
。

全国盐渍土改良利用分 区暂用两级制
,

即改良区

和片
,

进一步在片内划分改良块及地段
。

分区的原则主要是分析不同地 区的自然条件及其

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有利
、

不利影响
,

归纳不同盐渍

地区的盐渍土成因
、

类型及其组合
,

农业生产特点和

上壤改良问题
,

并提出主要的治理途径
。

在改良区具体划分的时候是以生物气候特征为主

要依据
,

同时考虑河流水文特性和成土类型以及土壤

盐渍区的相关性
。

由于生物气候特征可 以反映盐渍土

的成 因类型
,

积盐特点和积盐强度以及水盐的季节性

动态变化
,

同时
,

影响农牧业利用方向和改良措施
。

滨海改良区地跨几个生物气候带
,

但都受海水影响
,

其形成条件
、

成土过程和土壤特征基本一致
,

所以单

独划为一个改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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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盐渍类型及组合和农业利用特征
。

根据盐渍土改 良利用分区原则
,

把我国盐渍地区

暂拟分为 6个改良区和 21 个改 良片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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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渍区
:

(1 )三江 片 ; (2 ) 松

嫩片 ; ( 3 )呼伦贝尔片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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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宁蒙片状盐渍区
: ( 1 )内蒙古高原片

;
(2 )桑

干河一大黑河片 ; ( 3 )黄河一河套片 ; ( 4) 鄂尔多斯一

黄土高原片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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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塔里木一疏勒河片
。

e
.

青藏高寒盐渍区
: ( 扮柴达木一徨水片 ; (助羌

塘高源片 ; ( 3 )雅鲁藏布江片
。

有人认为改良区的划分原则
,

不应以生物气候特

征为主要依据
,

因为它不是土壤区划
。

再则
,

在同一

生物气候带中
,

改良利用条件不一样
,

如渭河
、

汾河

流域与华北平原放在一个改 良区
,

其中渭
、

汾河流域

土壤很少涝的问题
,

而华北平原有涝的威胁
,

显然放

在一个区内是不合适的
。

在改良区具体划分时
,

有人认为应该把明显脱盐

和非盐溃地区不放在改良区内
,

例如淮河 以北
,

兰州 以

北都划为一个改 良区
,

其实黄土高原基本没有盐渍土
,

它的主要矛盾是水土流失而不是盐渍土改 良问题
,

应

该在盐渍土改良分区内划分出来
。

在改良片的划分上
,

一种意见认为以骨干河流为

单元
,

基本上按照流域范围来划分
,

同时也考虑到现行

省 区行政界线
,

这样便于统一规划
,

并且认为它不是

盐渍分区而是盐渍土改 良利用分区
,

所以片的范围实

际上比该片盐渍土分布的面积为大
。

另一种意见则强

调限于明显的盐渍土才能划进改 良片
,

否则片的范围

太大
。

有人认为改良分区只分两级
,

范围过大
,

为便于

实际应用
,

宜再分一级
。

(俞仁培
、

蔡阿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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