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 灌 并 排 专 题 讨 论 概 况

井灌井排是 目前我国盐渍土改 良工作中重大研究

课题之一
。

参加大会的代表提交的论文和 工 作 报 告

中
,

有关井灌井排和咸水改造利用方面的约占2 6%
。

从

地区分布上
,

遍及各个盐渍区
,

但比较集中的和发展较

快的是华北地区
。
为了总结井灌井排和咸水改造利用

的效益及其适宜条件
,

会议组织了专题讨论
,

介绍了各

地试验研究情况
,

交流了经验
,

提出了一些有待继续深

入研究的问题
。

现将讨论情况和试验研究中的阿题归

纳如下
·

我国井灌已有很久的历史
,

但过去井灌多是在水

文地质条件较好而土壤无盐渍化的地形部位上 进行
,

作为灌排结合改良盐碱地的并
,

虽开始于 5。年代
,

但在

6。年代 以来
,

由于我国北方地 区持续干早
,

急需开发利

用地下水
,

因而才发展起来的
。

从目前来看
,

井的运用

形式大致可议分为三种
: .1 以灌为主 沼

.

灌排结合 ;

3
.

以排为主
。

但三种形式的运用差别在子
:

以灌为主的

井多在非盐碱地 区
,

水质较好
,

只用于灌溉
,

无排水要

求 ; 灌排结合的井 (指浅井 )
,

分布在盐碱地区
,

水质因

地而异
,

一般尚可
,

既需要灌溉淋盐
,

更需要排水降低

地下水位
;
以排为 目的的井

,

水的矿化度高
,

多分布在

滨海地带和内陆一些低平地段
,

不宜灌溉
,

只能用以抽

咸降低地下水位
。

一般地说
,

在一定深度内有一层或多

层含水层
,

其间无明显的隔水层次
,

富水性好
,

水质较

好
,

井灌井排的效果比较明显
。

深层地下水的开来
,

对

浅层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不大
。

在开采浅层地下水时
,

只有在大面积
、

大规模发展井灌的条件下
,

提取的地下

水量超过地下水的自然补给量和人工补给量时
,

潜水

位才能普遍下降而起到井灌井排改良盐碱地的作用
。

代表们认为过去防治土壤盐渍化多采取渠灌
、

沟

排
,

虽取得一些成绩
,

但有些地区因受地形或高程的

限制
,

深挖排沟进行自流排水确有困难
。

现在渠灌
、

沟

排的基础上
,

增设机井
,

进行井灌井排
,
实行浅

、

中
、

深

结合
,

组成井
、

沟
、

渠体系
,

并综合运用排
、

灌
、

蓄
、

补等

措施
,

达到天上水
、

地面水
、

土壤水和地下水的统一调

节与控制
,

并在土体中建立
“

地下水库
” ,

这样把改造盐

碱与改造咸水结合起来
,

从而加强水盐在水平方面与

垂直方面的交换循环
,

促进土壤水盐和地下水盐的运

动向着脱盐和淡化的方 l旬转化
,

大大加速 了综合治理

旱
、

涝
、

盐碱
、

咸的进程
。

实践证明
,

井灌井排措施受一定水文地质条件的

限制
,

有的地区效果不明显
,

有的地区效果较好
,

若与

其他措施配合
,

效果更为显著
。

因此
,

在讨论中
,

很多

同志认为
,

井灌井排要根据水文地质条件
,

与其他措施

配合
,

因地制宜地运用
。

近几年来
,

各地进行的很多试验研究说明
,

在有河

水灌溉的渠灌区
,

若水文地质条件较好
,

可实行井渠

结合灌溉
,

控制渠灌引水量
,

以井灌补渠灌之 不及
,

以渠灌补井灌之不足
,

这样可调节地下水贮量
,

把地下

水位控制在一定深度
,

防治土壤盐碱化
。

河南人民胜

利渠灌区和陕西人民引径灌 区就是明显的例证
。

在地面水源缺乏
,

而早涝盐咸共存的地区
,

例如河

北省黑龙港地区
,

由于历史上河流泛滥沉积的影响
,

地

形大平小不平
,

岗
、

坡
、

洼起伏
,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

地

下咸水分布广泛
,

应进行井
、

沟
、

渠配套
,

浅
、

中
、

深井结

合
,

综合运用排
、

灌
、

蓄
、

补等措施
,

采取早春积盐高峰

季节机井抽咸
,

降低地下水位
,

防止土壤水盐向上运

行
,

并结合春灌洗盐补淡 ; 汛前抽咸
,

利用咸水抗旱
,

腾

出地下
“

库容
” ,

为防涝及雨水补淡创造条件 ; 汛期沟
、

井排水
,

增加伏雨洗盐效果
,

边抽边补
,

又利于防汾防

托 ; 汛后机井抽排
,

使高水位迅速下降
,

防止土壤返

盐
;
冬季渠灌补淡

,

加速土壤脱盐
。

河北 曲周县张庄

公社大街大队及南皮县乌马营公社等试点区取得了初

步成功的经验
。

在存在旱
、

涝
、

盐的地区
,

若水文地质条件较好
,

可

进行井灌井排
、

井渠结合改 良土壤
,

在明沟排涝的前提

下
,

不用渠水或少用渠水灌溉
,

进行井灌井排
,

既可开

源节流
,

又能降低地下水位
,

防止土壤返盐
,

还能灌溉

淋洗
,

加速土壤脱盐
。

北京市通县永乐店富各庄大队
、

山东省禹城县实验区
、

河南省封丘县试验区等都取得

了改土增产的显著效果
。

旱情较重而无涝灾威胁的地区
,

如地下水量较丰

富
,

水质较好
,

应大力发展机井
,

充分开发利用地下水
,

开源节流
,
扩大灌溉面积

,

在井灌的同时
,

又可起控制

地下水位
、

防止土壤返盐的作用
,

灌排两用
,

兼收两利
。

例如宁夏平吉堡农场和新疆焉脊北大渠公社的试验 已

初见成效
。

在水文地质条件较差
,

而盐碱较重 的地 区
,

如 自然

排水有一定困难
,

但地下水又适用于灌溉
,

可考虑小井

距竖井排灌
,

用井群控制浅层地下水位
,

利用灌水或伏

雨促进土壤脱盐
。

青海省孕海灌区和内蒙乌拉特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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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胜地区的试验均取得一定效果
。

如地下水矿化度小

于 5克 /升
,

可适当进行抗旱灌溉或咸淡水混合或交错

灌溉
,

但应加强农业技术措施
。

在双层结构的水文地质条件下
,

竖井排水对水位

下降和水质变化有一定的影响
。

内蒙杭锦后旗
、

河北束

鹿
、

山东打渔张等试点
,

都有类似的问题
,

如打渔张试

点抽水试验观测
,

水位回升出现倒 比降现象
,

说明有深

层水补给表层潜水的作用
,

由于粘土隔层的影响
,

表层

潜水和深层水水力联系较微弱
。

内蒙杭锦后旗通过试

验初步认为
,

在双层结构水文地质条件下
,

竖井排水对

承压水的减压效果较显著
,

而对上层潜水的排水效果

较差
。

我国北方许多平原地 区
,

咸水分布面积较广
。

如

何利用和改造咸水
,

不仅在生产上
,

而且在理论上 也是

一个重要课题
。

近几年来许多研究单位已进行了不少

工作
,

初步取得一些结果
。

陕西 渭南灌区电灌局认为 < 1
.

7克 /升者可常年使

用灌溉 ; 里
.

了一 3
。

o克 /升者每年可灌 2一 3次沼一 5克 /升

每年可灌 1一 2次 ; > 5
。

O克 /升者仅在严重干旱季节作

为
“

救命水
”

源
。

并提出为了防止盐分在土壤中过量累

积
,

应 以井灌
、

渠压 的灌水方式
,

即并灌两次
、

渠灌一

次
。

根据试验井灌两次
、

渠灌一次
,

比单纯井灌二次土

壤表层盐分少 40 一 50 %
。

河北曲周试区 曾分别用 3
、
4

、

5
、
6克 /升咸水

,

在好地上进行浇灌小麦的小区试验
,

与

用淡水浇灌小麦相比
,

均取得 了较好产量 ( 6。。一7 00

斤 /亩 )
。

但随矿化度增加
,

从 4 克 /升开始
,

小 麦 根

系吸水能力下降
,
6克 /升咸水灌溉

,

效果显然较差
。

另

外
,

又在重壤质与轻壤质两种不 同土壤质地的好地上
,

分别用 4
。

6
、
5

.

1
、
5

.

7
、
7

。

5克 /升等咸水进行浇麦 试 验
,

两者结果十分相近
。

从表层 20 厘米土
.

壤积盐率 来 看
,

咸水灌概的大于淡水灌溉的
。

由于原始含盐量 不 高
,

未超过小麦耐盐极 限
,

所以麦苗都能正常生长
,

但考种

结果咸水灌溉 的均稍低于淡水灌溉 的各项指标
。

咸水灌溉的增产效果
,

越是干早越明显
,

但是在利

用咸水时
,

还应 注意不同作物不同时期
,

例如棉花应在

开花期 以后 比较合适 ; 小麦以拔节 以后为宜
。

在盐渍

化的土地上用咸水灌溉
,

还应适当加大灌水定额
。

咸

水灌溉后
,

土壤有不 同程度的积盐和板结
,

应及时中耕

松土
,

配合农业措施效果更好
。

从各地的试验和生产实践表明
,

用咸水浇灌
,

土壤

表层盐分都有一定累积
,

但是有的地区经过雨季或用

淡水灌压
,

盐分又可受到淋洗
。

因此在有排水的条件

下
,

只要咸水利用得当
,

有可能控制耕层内盐分周年不

会明显累积
,

但土壤是否会碱化
,

有待研究
。

试验和生产实践 已证明
,

用碱性水浇地容易引起

土壤碱化
,

例如在黑龙港地区有些地方的深层和浅层

地下水中
,

有一 种碱性淡水
,

矿化度 1
。

。一 1
.

5克 /升
,

但
p H值可达 8

.

0一 8
。

5
,

水中钠离子占阳离子总量 90 %左

右
,

并富含小苏打
,

水中苏打含量即 ( H C O二
+ C O动 -

( C a 州
一

+ M g
“ 于

)大于 2
.

5毫克当量 /升
,

钠吸附 比大于

10
,

用这种水灌溉
,

易使钠离子进入土壤吸收性复合

体而发生碱化
。

在讨论中
,

与会者认为咸水改造是改造大 自然的

一项宏伟措施
,

也是近 儿年来开展的新课题
。

改造咸

水成为淡水
,

扩大地下水资源
,

是干旱和半干早缺水地

区当前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

改造咸水
,

是通过浅井把一定深度的咸水抽出来
,

并从沟渠河道排到海里
,

地下水位下降后
,

腾出来的土

壤孔隙〔有人称为地下
“

库容
”
)

,

就可以吸收雨水
、

灌溉

水及河渠渗透的淡水
,

经过抽排咸水及补充淡水的多

次反复过程
,

使咸水逐渐淡化
,

这项措施称之为
“

抽咸

补淡
”

或叫
“

抽咸换淡
” 。

咸水改造是在井
、

沟
、

渠结合
,

排
、

灌
、

蓄
、

补并用条

件下
,

使地下咸水逐步得到淡化
。

近年来
,

南皮县抽咸

区大部分地 区地下水逐渐变淡
,

淡化率 2一 75 %不等
,

仅局部地区地下水矿化度有所增加
。

曲周试 区与原来

矿化度相比较
,

下降 2克 /升的占井数 2 6%
,

淡 化 率

3。%
,

下降工克 /升的占井数 3 4%
,

淡化率巧%
,

下降小

于 1 克 /升的占并数 40 %
,

淡化率 < 巧%
。

河南豫东试

区一些基点
,

开采 0一 9 年从原来 4一 5 克 /升的 降 为

1
。

7一 2
.

0克 /升
,

淡化率达 50 % 以上
。

在井的影响半径范围内
,

受井影响最快
、

最频繁的

地方
,

其淡化率愈高
。

江苏东台水利试验站
,

通过抽咸

引灌
,

在试 区内地下水矿化度有很大下降
,

从距井不同

距离看
,

距井愈近淡化率愈高
,

影响半径可达 275 米
,

而对照区矿化度变化不大
。

通过各个试点的观测证明
,

咸水完全是可 以改造

的
,

随着浅层地下咸水逐年淡化
,

咸水体范围逐年缩

小
。

同时随地下水矿化度的降低
,

其化学类型亦有所

变化
。

咸水的淡化最初是咸水与淡水相混合的过程
,

并

逐步为淡水所代替
,

所以其变化大小和快慢
,

取决于抽

咸量 和淡水补给量的大小 以及相互取代的条件
。

总而

言之
,

咸水的淡化与水文地质条件
、

工程布局
、

原始矿

化度
、

抽咸强度
、

淡水入渗补给程度等因素有密切的关

系
。

咸水的淡化是以抽排咸水为前提
,

因为只有腾出

地下
“

库容
” ,

才能多补淡
,

抽咸是为了补淡
,

补淡从而

巩固改造咸水的效果
。

所以在进行抽咸补淡时
,

一定要

解决咸水的出路间题
,

否则可能造成咸水搬家
。

根据一些试验的初步结果
,

有的单位提出了咸水

灌溉技术
、

水质指标和作物耐盐指标等
。

但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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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认为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

井灌井排已有很大发展
,

截至 1 97 6年底据不完全

统计
,

全国打井县发展到 8 50 多个
,

打井 2 4仓多万银
,

机

电配套 210 多万眼
,

目前还在进一步发展
。

有的代表提出
,

有的灌区由于渠道引水方便
,

不加

限制
,

大引大灌
,

促使地下水位升高
,

不仅土壤盐溃化

有所发展
,

而且在这种地区井灌并排的作用也很难发

挥
,

加上打井灌排投资设备费用 比自流灌溉高
,

群众

要求并非十分迫切
,

所以打井后没有充分发挥机井设

备的作用
,
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
,

近年来井灌区产量在上

升
,

但是发展井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何题
,

如有的地方

并距过密
,

同取一层水
,

群井互相干扰的现象比较普

遍
,

井水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

单井出水量愈来愈少
,

机泵下卧也解决不了问题
,

造成改机换泵的经济和物

质困难
。

因此提出在发展井灌时
,

应该根据所在地区的

地下水贮量
、

给水能力而合理布局
。

并要注意深
、

中

浅结合
,

分层取水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为了保证井灌井排工作更好地

适应当前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
,

今后还应结合农田

规划
,

流域的治理
,

并根据水文地质条件
,

因地制宜地

推广应用
。

同时应进一步研究井型结构多 深
、

中
、

浅井

的合理布局 ; 咸水利用的适宜矿化度和化 学 组 成 范

围
,

以及对土壤
、

作物的影响 ; 改造咸水的补淡最佳方

式及各阶段补淡的最大允许量
,

以及浅层回灌中地下

水的弥散理论 ; 井
、

渠结合的布置形式 ; 改进机泵设

备
,

采用 自动化控制管理等新技术
,

以便扭转日前存在

的低效
、

多费的现象
。

(黎立群 )

培 肥 改 土 专 题 讨 论 概 况

农业生物措施改良盐碱地的作用和效益问题
,

是

1 0 7 8年全国盐溃土学术交流会上的主要议题之一
,

其

中议论最多的是盐碱地的培肥熟化间题
。

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
,

与会代表一致

认为
,

防治土壤盐碱化必需采取以水肥为中心的综合

措施
。

因为盐碱地不仅土壤盐碱重
,

理化性质不 良
,

地

下水矿化度大
,

而且往往是肥力低
,

存在着盐
、

碱
、

瘦
、

板
、

死
、

冷
、

渍多种低产因素
,

综合影响着农业生产
,

其

中主要矛盾则是盐 (碱 )和瘦
。

因此
,

改 良盐碱地必须

消除盐碱与培肥地力相结合
。

这次会议
,

同志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

就是盐与

肥的关系
。

土壤盐分不除
,

肥力难以提高 , 提高土壤

肥力
,

不但是低产变高产
,

实现高产稳产所必需
,

而且

与土壤水盐动态的调节息息相关
。

因为盐分的排除或

积聚
,

不但与灌排条件有关
,

也受耕层土壤渗漏与蒸发

两个对立过程的影响
,

蒸发大于渗漏
,

往往导致土壤积

盐
,

渗漏大于蒸发
,

则导致土壤脱盐
。

土壤盐碱化多发

生在干早和半干旱地区
,

大气蒸发往往大于降水数倍

至十数倍
,

甚至数十倍
,

对土壤一地下水的蒸发和盐分

状况有着强烈的影响
。

试验研究资料证明
,

要有效地

减少蒸发
,

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
一方面采用农林生物

措施
,

加强地面覆盖
,

调节小气候
,

变蒸发为蒸腾
,

减少

士坡蒸发强度 ; 另一方面
,

采用各种耕作和培肥熟化

措施
,

改善耕层结构
,

增多大孔隙
,

削弱土壤毛管水的

上行运动
,

促使表面儿厘米形成薄层干燥覆盖层
,

降低

土壤一地下水的蒸发强度
,

抑制土壤返盐
。

从盐渍土的形成和改良条件来看
,

我国广大滨海

盐渍区在淤积过程中
,

长期受海水的浸溃与淹没
,

含盐

沉积物十分深厚
,

地下水矿化度也很高
,

且因地势低

平
,

田间排水沟深度受限不能挖深
,

加之水盐活动濒

繁
,

蒸发返盐速度快
,

强度大
,

不易消除盐分的影响
,

因

此必须排盐和培肥结合
。

开垦前
,

要水利先行
,

垦殖

后
,

要水肥并举
,

才能抑制土壤返盐
,

加速脱盐
,

提高农

业生产
。

黄淮海平原的斑状盐渍土
,

一般土层中盐分

平均含量并不高
,

地下水矿化度也不大
,

但由于地面和

地下径流滞缓
,

地下水位较高
,

且地面岗
、

坡
、

洼起伏
,

往往导致
“
二坡地

” 、 “

洼中高
” 、 “

高中洼
”

等地形部位

上的土壤的强烈积盐
。

群众在生产斗争中积累了许多

水肥并重的识土用土改土经验
, “
涝盐相随

” 、 “
牛瘦生

癣
,

地薄起碱气
“

肥大吃碱
”

等都是他们对水一盐和

盐一肥关系的概括
。

耕层熟化度的提高
,

可相应降低

地下水临界深度的要求
。

因此
,

在防治早
、

涝
、

碱
、

瘦综

合措施中
,

平地
、

培肥的明显改土增产效果是与排灌水

利措施的作用相当的
。

气候极端干早的甘
、

新
、

青等地

区
,

盐渍土的含盐量很高
,

总降比很大
。

没有灌概就没

有农业
,

因此
,

潜溉冲洗
、

排水排盐是改 良利用盐碱地

的前提
,

但也必须培肥跟上
,

才能巩固脱盐的效果
。

在

碱土和碱化土壤的防治方面
,

增施有机肥料
,

培肥熟化

土壤
,
具有改善土壤的不 良理化性质和消除碱害的明

显作用
,

特别是对轻
、

中度碱化土壤的改良更显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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