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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改造低洼盐碱地的基本经验

(一 )大搞农田水利
,

改兽排灌条件
,

加速

土壤脱盐

、

低洼盐碱地的一般特征

夭律除北部一倡属于山区
、

山麓平原
,

绝大部分地

区为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
。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

海拔一般多在.2 6米以下
,

坡降工/ 印如一 1/ 100 00 左右
,

低平注下
,

仅大注的面积就将近 20 0万亩
。

根治海河以

前
,

海河水系上大下小
,

河道撇浅
,

义多封闭洼地
,

排水

不杨 ,每到汛期洪水下泄进洼
,

造成洪沥灾害不断 ` 受

洪赫晰涝的尉响
,

既将上游盐分汇积到洼地
,

又拾高

了地下水位
,

一般埋深均在 1
。

。一 .1 5米 之间
。

同时
,

作

为诊质的第四纪沉积物本身又残留有未量盐分
,

加上

受海潮不断侵袭
,

故地下水矿化度很高
,

低的 5一 10 克 /

升熟高的达匆克 /升以上
,

另外
,

本地区属于暖踢带半

湿服的季风气候
。

年平均雨量大于砧。毫米
,

7。%集中

在入冬两月下释
,

二

春季于阜多风
,

年蒸发约大于降水的
3倍

,

而 3至 仑月份的平均蒸发量大于降雨 6一 10 倍
。

在于早多风的春季
,

地面强烈蒸发使高矿你度地下水

沿土壤毛细耸孔隙上升
汉引起土缪盐碱化

,

形成大面积

轻熏不同的盐碱地
。

但由于受河流的泛谧
、

摆动
,

交互

沉积的聋攀呵
,

土壤质地粗细不一
,

无其是经过味期洽理

和耕作
,

土壤盐碱程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

一般是离海

越远
,

耕作时问越长
,

排水条件越好
,

地下水质愈淡
,

士壤盐碱就越轻
。
目前

,

土澳的含盐量
,

轻 的 。 ,

2一

。
.

4% 鱿重的叭6一卜。%
,
少数高于卜。%

。
土壤上下

层的含盐量比较接近
,

盐分组成以氯化物占绝对优势
,

当土壤含欲量。
·

雀~ 七。% 时
,

其中 C l 一 占阴离子总量

6 0一 80 % ; 而 K
十 摇

一

N扩 则占附离子总量的句一肠%
。

土壤的 p }仃
.

5一名
. 。。

.1 打通排水出路
_

为了防
一

治低洼易涝盐碱 地 区

洪水和沥涝的发生
,

根治盐碱
,

要结合海河工程
,

按流

域
、

按地区进行全面规划
,

在原河道基础上
,

开挖和

疏竣独流减河
、

潮白新河
、

永定新河等骨干河道
,

并在

入海口建立防潮阿
,

然后分区分片开挖大排千
,

以打通

排水出路
。

此外
,

还建设了一批必要的扬水站
,

充分利

用机械排水
,

便排咸排沥畅通无阻
,

改变涝碱柑随现

象
,

控制与降低地 下水位
,

这对促进全市低注盐碱地

的改造发挥了重大作用
。

2
,

搞好田间排水配套工程 在打通排水出 路 的

前提下
,

为了琳盐排咸
,
降低地下水位

,

防止作物受托

受淹
,

各社
、

队普遍分期完善干
、

支
、

斗
、

毛 四级排水系

统
,

并按规格标准达到了配套
。

按低洼盐碱地排水要

求
,

采用深沟机排效果较好
。

在修建排水工程时
,

根据

土壤质地
、

地下水矿化度等不同条件
,

因地制宜地确定

了沟深
、

间距和断面
。

末级排沟 (斗排 )的深度
,

一般

要求保证把田间地下水位控制在不易返盐 的深度
,

实

现排沥排咸的目的
。

实践证明
,

地下水埋深经常保持

在70 一 80 厘米以下
,

早作物生长普遍良好
,

超过这个限

〔〔裁))豁舒黝戮

{兔井李
一

在春早少雨季
三
污

,

小麦等柞物更需耍灌水保墒
。

作

物生长期灌溉
,

也起了压盐
、

淡化地下水的作用
。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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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末级排水沟的深度与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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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灌水通畅
,

结合排水工程
,

几年来健全 了干
、

支
、

斗
、

毛四级灌渠
。

近凡年我市一些先进社
.

队发展喷灌
,

在节约用

水
、

增加产量上越来越显示 出它的优越性
,

而且对防止

地下水位抬高
,

治理盐碱地
,

起了一定的作用
,

目前正

在有计划地推广
。

4
.

深渠河网抗旱
、

除涝
、

治理盐碱 根治海河以

来
,

静海县广大人民在实践中
,

利用排水骨干河道进行

蓄水
,

把除涝
、

治理盐碱同灌溉结合起来
,

形成 了排
、

灌
、

蓄
、

滞联合运用的深渠河 网
,

使综合治理早
、

涝
、

盐又有了新的发展
。

现在静海县一般年份的涝灾 已基

本得到控制
,

灌溉面积 已扩大 70 多万亩
,

盐碱地减少了

2邝
,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

宝纸县 自 1 9 7 6年在潮白新河

等骨干河道进行河 网蓄水
,

对改造盐碱地
、

抗早浇麦保

丰收也起了显著作用
。

所谓深渠河 网化
,

就是把排
、

灌的干
、

支两级渠道

合为一个系统
,

挖成深沟进行蓄水
,

而斗
、

毛两级仍灌
、

排分开
,

成为两套系统
,

它只满足田间排水与配水的要

求
,

均不蓄水
。

灌水时从深渠河网扬水入斗渠
,

以下自

流灌溉
。

排水时斗
、

毛沟汇积的咸水和沥水
,

自流入支

排排出
。

因此
,

深渠河网不 同于一般排灌系统
,

可以一

渠多用
,
能起到综合治理早

、

涝
、

盐碱的作用
。

它排沥

除涝能力大
,

排咸改 良盐碱地作用强
,

而又可利用河道

大量蓄积夏秋雨水灌溉
,

有利于抗旱增产
。

但是
,

采 用

深渠河网蓄水时
,

应防止地下水位抬高
,

避免加剧土壤

次生盐碱化
。

5
。

修筑条田除涝
、

排咸保产 在局部低洼易涝地

区
,

土壤盐碱重
,

排水不畅
,

一 时无淡水水源可利用
,

据我市南郊区上古林大队的经验
,

修筑条 田
,

除涝
、

排

咸
、

改土
,

增产效果显著
。

由于条 田开挖排沟
,

从而相

对降低 了地下水位
,

提高了除涝防治盐碱的能力
,

而且

通过围捻
,

还能增强伏雨淋
.

盐的效果
。

条田沟的深度

一般多为 1
.

。一 1
.

5米
,

其间距多为 50 米 ; 在涝碱严重

的地 区
,

有的向距为 30 米
。

(二 )狠抓农业措施
,

提高地力
,

巩固改土效果

1
.

平整土地 我市每年都结合翻耕土地
,

分批进

行平整土地
,

起高垫低
,

这对低洼盐碱地的改造发挥 了

重要作用
。

第一
,
减少 了地面径流

,

防止了水肥 的流

失 ; 第二
,

水分均匀下渗
,

能提高伏雨淋盐和灌水洗盐

的效果
,

同时也避免了佳地受 淹高处返盐的现象
;
第

三
,

能节约一半的用水
,

有利于控制地下水位
,

防止次

生盐碱化
。

2
.

深耕深翻 低洼盐碱地土壤板结
,

特别是犁底

层更为粘重
、

坚实
,

直接影响通气
、

透水和作物扎根
。

最近儿年
,

各郊 (区 )
、

县大抓深耕改土
,

每年都结合机

耕进行深耕
,

加厚耕作层
,

已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

经过深耕深翻的土地
,

活土层加厚
,

疏松
、

透气
,

渗

水保水能力加强
,

杂草减少
,

病虫害减轻
。

深耕深翻现

已成为改良盐碱地和提高地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

石
.

增施有机肥
,

种植绿肥 我市低洼盐碱地土质

较粘重
,

有机质和氮素含量低
。

有机质含量一般 0
.

8一
1

.

2 %
,

氮素含量仅 0
.

06 一 00 08 %
,

所以施用有机肥
,

对

改造低注盐碱地有更为重要作用
。

近几年除合理施用

氮
、

磷化肥外
,

各郊 (区 )
、

县都广开肥源
,

其中主要大搞

养猪积肥
,

并广泛利 用坑泥
、

老房土
、

坑土 等土杂肥
,

实

行堆肥
、

沤肥和秸秆还田
。

此外
,

各社
、

队还根据用地养地的原则
,

结合间作
、

套种
、

轮作倒茬
,

安排了田蔷
、

草木裤
、

首楷
、

紫穗槐等

绿肥的种植
,

对提高地力和促进土壤脱盐
,

起了重要作

用
。

(三 )大力植树造林
,

彻底改变洼地面貌

在大抓水利
、

农业措施的同时
,

郊 (区 )县普遍重视

了植树造林工作
。

几年来
,

低洼盐碱地河渠
、

道路两

侧
,

植树造林有很大发展
,

彻底改变了那种
“

盐碱窝十

里没有树一棵
”

的面貌
。

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静海

县杨家园大队
,

自 1 9 6 5年以来
,

遵照毛主席
“

植树造林
,

实现大地园林化
”

的伟大指示
,

积极发展林业
, 一

卜多年

来坚持不懈
,

至今全大 队共植树 25 万株
,

灌木切多万

棵
,

目前已部分成材 自用和上交国家
。

最重要的是植

树造林改变了生产条件
,

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
。

植

树造林前
,

耕地土壤盐碱为害严重
。

据 1 9了4年土壤普

查
,

经过综合治理的耕地
,

土壤含盐量 已显著下降到

0
.

10 一。
.

刊%
,

粮食亩产由过去几十斤一跃猛增到 8 0 0

斤
。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
,

在植树造林中要注意以下几

点
:

第一
,

造林必须合理布局
,

做到排
、

灌
、

路
、

林相结

合
;

第二
,

路边
、

田边
、

植树要因地制宜
,

一般株距 2
,

。

米
,

行距 1
.

。米
,

两行为宜
;
第三

,

种植抗盐树种
,

如榆

树
、

柳树
、

杨树
、

白蜡树
、

紫穗槐
、

红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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