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受 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
,

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

不能控制这些 自然因素
,

所以
,

农业工作必须实事求

是
,

因地制宜
,

按科学办事
。

目前
,

我们的灌溉事业还

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现象
,

灌区内灌排系统不配套 ; 灌

溉排水一条沟 ,挖好的排水沟堵起来 , 利用自然排水河

道蓄水灌溉 , 打了井不用
,

因渠废井等等 ; 象这样不合

科学道理的现象也不少
。
这些事情不解决

,

南水北调

这样现代化的工程很难发挥效益
。

现在水利部重建了
,

把引水和用水管水统一起来
,

我相信今后的灌溉事业会有很大的发展
,

南水北调可

以搞好
,

黄淮海平原的工农业生产可以得到蓬勃的发

展
。

南水 北 调 灌 区 土 壤 次 生 盐 溃 化 防 治

19了9 年科 研 协 作 会 议 纪 要

南水北调
,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提出

的一项改造自然的宏伟事业
,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这

一工程十分关心
,

曾作过多次重要指示
,

华主席在五届

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

要
“

搞好解决西北
、

华北和

西南地 区干早问题的骨干工程
,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

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 。

该工程对解决黄淮海平原地

区工农业用水
,

加速农业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19 73年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制定了 19 7 8

—
1 9 8 5年

“
南水北调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

”

科研规划
,

其中第五

研究课题为
“

南水北调灌区土壤次生盐演化防治
” 。

为

了进一步落实该课题计划
,

中国科学院委托南京土壤

研究所主持
,

于 1 9 7 9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南京 召开了

课题落实会议
。

熊毅同志自始至终亲自主持 了 会议
,

讨论的主要内容是
,

南水北调灌区土坡次生盐渍化的

防治
,

落实课题研究计划的具体内容
、

工作部署和协

作等间题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
、

中国农业

科学院
、

水利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
,

天津
、

河北
、

河南
、

山东
、

江苏
、

安徽 (缺 )等省市的农业
、

水利和水文地质

科研部门及大专院校等三十个单位
,

共计40 名代表
。

会议介绍了最近中国水利学会在天津召开的
“

南

水北调规划学术讨论会
”

概况
,

着重关于防治灌区土城

盐碱化问题的讨论情况
。

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而热烈

的讨论
,

受到了鼓舞和启发
。

一致认为
,

在黄淮海平

原进行大规模地引蓄江水
,

发展灌溉
,

如果南水北调工

程和灌区规划不周
,

措施不当
,

管理不善
,

违反自然发

展的客观规律
,

必将遭受严重的恶果
。

代表们指出
,

过

去大规模引黄灌溉
,

重灌轻排
,

致使地下水位迅速抬

高
,

灌区普遍发生不同程度的次生盐渍化情景
,

记忆犹

新
。

因此
,

必须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
,

认真

总结因地制宜综合防治土壤盐碱化的措施
。

调 水 后
,

会不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
,

这是影响南水北调成败

的关健间题之一
。

加强南水北调灌区土壤次生盐演化

防治的科研工作
,

是十分重要的
。

只有开展多学科的

研究
,

各单位共同协作
,

才能提出更好的综合防治盐碱

化的方案和措施
,

为充分发挥南水北调工程效益提供

可靠的科学依据
。

这次会上
,

各单位充分交流了对开展该课题的设

想和打算
.

着重讨论了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
,

现将讨论

情况归纳如下
。

一
、

湘区土雌盐浪化综合防治区划

会上
,

首先对综合防治区划的重要性和 意义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
,

认识比较一致
。

大家认为
,

南水北调必

须与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和发展这个地区的农业生

产统一起来考虑
。

黄淮海平原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

自然条件复

杂
,

历史上就经常发生早涝盐碱等灾害
,

它们互为因

果
,

相互制约
,

文错为害
。

同志们指出
,

黄淮海平原有

些地区
,

土壤次生盐渍化一再反复
,

主要是由于对当

地自然条件
,
及其对早涝盐碱发生的客观规律缺乏正

确的科学认识
,

不是采用因地制宜的综合措施
,

没有很

好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

而是凭长官意志办事
,

头痛

医头
,

脚痛医脚
,

顾此失彼
,

结果是必然受到自然的惩

罚
。

所以
,

在治理上
,

必须采取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的

原则
,

这种缘合治理的概念
,

是在长期反复实践斗争中

得来的
。

综合治理区划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

通过综

合分析和阐明早涝盐碱咸形成的条件 (包括 自然条件

和人为措施 )
,

及其发生发展规律
,

为了便于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而划分出治理的区和片
,

并提出因地制宜的

战略性防治途径和措施
。

不少同志指出
,

区划工作要

根据任务和 目的来确定
,

当前
,

我们要作的黄淮海平原

综合治理区划
,

其主要 目的是为南水北调灌区土城次

生盐碱化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主要内容应该根据条件

的综合分析
,

提出不同地区应如何确定灌区范围选择

合理的灌溉方式制定防治盐碱化的途径和措施
,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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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盐均衡
,

使之灌溉而不发生盐碱化
。

山东和河北的同

志深有体会的指出
,

南水北调促进了综合区划工作的

开展
,

只有在综合区划的基础上
,
才能搞好灌区规划

,

从而再进行典型滋区设计
。

通过讨论
,

大家一致认为
,

综合区划的作用应该有三个方面
:
一是为挖掘黄淮海

平原的生产潜力
,

提供各级领导作为统一指挥生产的

一幅战略参考蓝图 ; 二是为因地制宜推广已有防治早

涝盐喊的成功经验服务 , 三是为防治土壤次生盐演化

拟定不同类型的灌区工程规划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

不

少同志认为
,

综合治理 区划与规划是有联系的
,

但有

区别
,

不能互相代替
。

区划是带有战略性的蓝图
,

是规

划的墓础和依据
。

规划是比较具体的实施方案
,

是区

划的补充
。

基层的 (县以下的 )区划和规划是难于严格

区分的
,

基层区划不仅要求提出治理原则和途径
,

而

且也要求有具体的措施和实施方案
。

对区划的原则和依据是这次讨论的重点之一
,

大

家认为
,

分区的原则和标准很重要
。

会上
,

山东水科

所的代表较系统的作了题为
“

南水北调工程鲁西北早

涝盐核综合治理区划的分区原则和方法的商榷
”

的重

点发言
,

他们认为早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的原则是由

区划的目的和任务而决定的
,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服务

的区划
,

它的任务则是为灌区配置和灌区规划
、

设计为

对象
。

区划原则主要考虑以下三点
: ( l) 根据影响

、

产

生旱涝盐碱灾害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基 础 的 类 似

性
,

以及农业生产远景发展的类似性 , ( 2) 要合理的

利用自然条件
,

如水资源条件和现有的工程基础
,

也要

充分估计到改造自然条件的可能性和兴建
、

改建必要

的工程设施 , ( 3) 保持一定的行政区划的完整
,

但也

不完全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

根据上述原则
,

他们编绘

了二十万分之一的鲁西北平原早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

图
,

按区
、

亚区和片三级进行区划分级
,

将鲁西北平原

划分为三个治理区和廿个亚区
。

区的划分和命名
,

主要依据气候的早涝特征和 区

域性的盐演化特征
,

并表示早捞盐碱情况的基本特点

和治理原则 , 亚区主要是依据微地貌
、

土墩类型
、

浅层

地下水的水质和所在水系来划分
,

并提出早涝盐礴的

治理途径
,

作为准区配置和规划的依据 ; 片主要是依

据土雄质地
、

土雄盐演化程度和浅层地下淡水的富水

性而划分
,

并提出早涝盐碱治理的主要技术措施
,

供灌

区设计使用
。

在山东代表发言的基础上
,

有同志认为
,

从整个黄

淮海平原来看
,

区的划分应以水盐均衡为出发点
,

考虑

目前治理和将来引江后的水盐均衡
,

为了便于调节大

区域的水盐状况
,

应 以骨千排水河道所控制的范围为

荃础
,

按水文状况和流域来划分
。

在一个区的范围内
,

儿乎所有的地面径流和地下径流
,

最终都是通过这个

骨干排水河道而谊泄出去
。

因此
,

除涝和防治土壤盐

碱化
,

以及防早而发展灌溉时
,

均可自成一个独立的水

盐均衡系统和排灌系统
。

亚区也可按区内下一级排水

骨干河道来划分
。

也有同志强调
,

黄淮海平原属半千

早
、

半湿润季风型气候
,

早涝盐碱的形成和土壤水盐运

动主要是受生物气候因素的影响
,

因此
,

区的划分应

以生物气候特征作为主要依据
。

同时
,

还认为目前全

国的 区划中
,

生物气候是一级分区的重要指标
,

采用

一致的分区标准
,

便于黄淮海平原区划和全国 区划统

一
。

亚区的划分
,

可 以内陆和滨海为主要划分的依据
。

至于滨海地区
,

大家认为从自然条件特征和治理来看
,

应单独划为一个治理 区
,

放在区还是亚区
,

可进一步

商榷
。

还有同志认为
,

省以下的区划
,

区的划分应以

土城类型及其基本性状
,

以及产生这些性状的条件为

主要依据
。

亚区应反映影响土壤发展的主要因素
,

考

虑地域水盐运动和水盐均衡状况及其调控措施
。

片应

以提高土壤肥力为重点
,

反映采用的主要农业技术措

施
。

鉴于黄淮平原面积大
,

地域条件复杂
,

问题繁多
,

治理途径和措施各异
,

因而
,

区划分级不宜太少
,

否

则会增加下一级区划的负担
,

分级太多
,

则眉 目不 清
,

所以
,

大家认为
,

黄淮海平原 区划以采用三级 (或四级 )

分区为宜
。

区和亚 区为地域性相对较固定的
,

而片为

类型片
,

同样的片可 以在不同的区和亚区内出现
。

大家还讨论了进行区划工作时
,

应 注意和考虑的

一些问题
,

有同志提出
,

作综合治理区划要有生态系

统的观点
,

要进行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
,

不能只分析阐

明自然条件的特点
,

按自然条件来分区
,

而必须考虑反

映出人为的作用
,

特别是工程条件
,

排灌和农业生产

活动的影响等
,

同时
,

也应适当考虑各省
、

区的行政界

线
,

这样对区划的实施和统一治理更为有利
。

治理措

施要考虑远近结合
。

区
、

片的命名不要太长
。

通过讨论
,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
,

在过去各
l

准位工作

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已有的基本资料和实践经验
,

组

织现有的科技力量
,

在一
、

二年内
,

先作出黄淮海平原

综合治理区划草图和简要说明
,

提供南水北调工程规

划参考
。

同时
,

各省有关单位完成省一级的区划
,

也可

选择一个流域或一个地区
、

县
,

进行基层区划
。

为 了求

得区划标准的统一
,

暂定成图的比例尺
:

黄淮海平原

区划采用五十万分之一 ,省级区划为二十万分之 一 : 地

区和县级区划为十万分之一至五万分之一
。

二
、

土坡水盐运动和次生盐演化预测预报

土壤水盐运动是研究土壤盐渍化发生演变和防治

的理论基础
,

也是土壤次生盐渍化预测预报的科学依

据
。

大家认为
,

这项研究工作很重要
。

过去对水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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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研究
,

各地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

积累了不少资料
,

通过区域水盐动态的长期定位观测
,

为阐明本地区土

壤盐碱化发生演变规律
,

以及提出调节水盐动态的措

施
,

使之 向有利于脱盐方向发展
,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依据
,

生产上起到工有益的作用
。

南水北调对土墩水盐运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和要求
。

一是调水后灌区会不会发生土城 次 生 盐 渍

化 ? 二是如何防治 ?要回答这些 问题
,

必须要进一步加

强水盐运动和预测预报的研究
。

调水后
,

必然要打破

这个区域的水量平衡
,

从而改变土壤水盐运动的规律
,

加上新建的引
、

蓄
、

灌
、

排工程措施的影 响
,

水盐运

动将发生新的变化
,

因此
,

水盐运动的研究必须结合

防治措施来做
。

地下水位的高低是影响灌区土壤次生盐溃化发生

的重要条件之一
,

也是影响土族水盐动态的重要因素
。

有些 同志指出
,

对地下水临界深度的研究
,

我们曾做

了不少工作
,

但对临界深度的科学含义
,

认识并不完

全一致
。

过去仅把临界深度作为对排水工程要求的一

个指标
,

实际上
,

目前在生产实践中
,

所采用的调节

水盐运动的措施
,

不仅是渠灌和明沟排水
,

而是多种

多样的综合措施
,

如井灌井排
,

井渠沟结合
,

明沟暗

管排水结合
,

还加上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等
,

在各种不

同条件下
,

水盐动态显然是不一样的
,

临界深度值也

是不同的
,

需要进一步研究清楚
,

这对阐明综合防治

措施的作用
,

可提供科学依据
,

对预测预报也是一个

重要的指标
。

有的同志认为
,

水盐运动和预测预报研究
,

仅结

合防治措施来做还是不够的
。

引水和排水干线两侧
,

以及水库周围上壤盐演化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

所以
,

还

要结合一个灌区或流域进行区域性水盐运动和水盐平

衡的研究
,

估算来盐和去盐量
,

阐明区域性积盐和脱

盐的方向
,

对预测预报有一定参考价值
。

这种方法虽

然精度差一些
,

但也不可忽视
。

井灌井排对控制地下

水位
,

调节土壤水盐运动和防止土坡返盐的作用是显

著的
,

但井灌井排本身不能排走上体中的盐分
,

所以
,

在井沟结合或井渠沟结合类型的灌区
,

研究土壤水盐

动态和灌区水盐平衡
,

可能对排盐的排水沟的设计有

一定参考价值
。

与会代表在讨论 中谈到
,

国内外对在灌溉条件下
,

土壤水盐动态变化的预测预报方法
,

大致 有 以 下 几

种
: ( 1) 地理相似法

。

此方法的依据
,

是用假定自然

条件相似的灌区进行比较判断
。

实际上
,

完全相似的

自然条件是难得的
,

仅是粗估
。

( 2 ) 启示法
。

根据 已

有资料
,

通过专家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
,

经过分析判

断
,

作出预报
。

(3 ) 区域水盐平衡的方法
。

根据灌区

或流域的来水量 (灌水量
、

降水量和进入灌区 的 地面

径流最等 )和排水量
,

计算来盐童和排盐量
,

再估算区

域的水盐平衡
,

是积盐还是脱盐
。

此法也 有 不 足 之

处
,

它没有计入土壤— 地下水系统中水盐的补亏
,

不

能反映土壤和地 下水水盐运动之间的联系
。

( 3) 应用

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预侧预报
。

目前国外在这方面

的研究进展是比较快的
,

此方法比上述诸方法精确可

靠
,

并可作出灌区内土镶中水盐运动 状 况
,

预 报 五

年
、 一

1年后的变化
,

做到精确的数量预报
。

其计算方

法的精度
,

主要决定于确定土城参数的精度
。

有些因

素
,

如蒸发强度 ( 由气候
、

土壤
、

植物类型和地下水

深度所决定 )
,

渗透强度 (与土壤性质
、

气候和人类经

济活动等有关 ) 和地下径流的能蚤 (自然和人工排水

性能 ) 等
,

在数量上都可 以测定
,

所以
,

就有利于从

数量方面研究水盐运动和预测预报
。

目前
,

我国应用

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水盐运动和预测预报葵本

上是空 白
,

有同志认为
,

从发展来看
,

这是一个方向
,

应加强水盐运动的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
,

有很多基本

的参数需要求得
,

因此
,

有条件的单位应重点探索
。

在进行室外定位观测研究的同时
,

要开展室内模拟试

验
,

我们现有的研究手段和仪器设备都比较落后
,

必

须重视这 一薄弱环节
,

注意水盐运动测试仪表的革新

和引进
。

大家一致认为
,

在南水北调灌区内的重点试

验区
,

建立水盐运 动预测预报监侧网
,

配备 自动记录

监测装置
,

对土坡和地下水水盐动态变化进行长期观

测
,

以适应南水北调工程和科研现代化的要求
,

提供

科学依据
。

三
、

早涝盐玻成综合治理的研究

黄淮海平原自然条件极其复杂
,

历史上经常发生

早涝盐碱灾害
。

在讨论中
,

同志们 回顾了旱涝盐碱咸

综合治理的发展过程
。

五十年代末期
,

冀各豫曾大规

模引黄灌溉
,

采取大水漫灌
,

有灌无排
,

只 蓄不排
,

土壤普遍发生次生盐碱化
,

因此
,

大搞挖沟排水
,

除

涝治碱
,

收到一定效果
。

有些地 区受地形条件影响
,

排水沟深度和出路有限制
,

排水不畅
,

土城次生盐碱

化仍难以控制
,

六十年代发展 了井灌井排
,

如河南人

民胜利渠引黄灌区
,

在发生次生盐演化以后
,

先疏泣

骨干排水河道
、

打通排水出路
,

又打井灌溉
,

采用井

渠结合
,

既补充了渠水之不足
,

又降低地下水位
,

有

效地控制了土壤次生盐碱化
。

井灌井排
,

是用井把灌

排统一起来
,

并在黄淮海平原普遍推广运用
,

在防早
,

防盐和提高农业生产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

实践证明
,

发展井灌井排也要与沟渠相结合
,

因为排洪
、

涝
、

沥水

和咸水还要靠明沟
。

地下浅层咸水是土城盐碱化的
“

祸

根
” 。

后来
,

在地下咸水地区
,

又采用抽咸补淡
,

咸淡

水混合溉灌
,

既充分利用当地地下水资源
,

又促使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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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水的淡化
。

通过生产实践
,

逐渐统一了对早涝盐碱

成综合治理的认识
,

因此
,

在治理上不能简单化
,

措

施上不能一刀切
,

必须因地制宜地采取井沟渠结合
,

排
、

灌
、

平
、

肥
、

林综合措施
。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也证明
,

采用单一的措施
,

往往难以奏效
。

在讨论中
,
大家认为

,

为了加速黄淮海平原早汾

盐孩咸综合治理
,

为迎接南水北调和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要求
,

科研工作必须跟上去
。

在总结过去盐碱地改

良和早涝盐孩咸综合治理经脸的基础上
,

今后应进一

步研究综合措施对防治土壤盆碱化的作用和理论
,

既

要考虑目前惰况下
,

应采取的措施
,

也要考虑南水北

调后
,

条件改变了怎么办
。

综合治理早涝盐碱是一个

重要的思想方法
,

它并不意味着在治理的时候
,

各种

措施都一齐上
。

地各早捞盐碱咸问题的程度不一样
,

土

城盐被化发生的条件不同
,

盐碱的类型不一
,

轻重不

等
,

因此
,

防治的措施也不尽相同
。

今后要在综合治

理区划的蓦础上
,

着重研究井 (井灌井排
、

抽咸换淡 )
,

管 (暗管 )
,

钩 (明沟 )
,

渠 (渠灌 ) 和农业措施因地制

宜的合理配置
,

及其综合防治效果
,

并通过试点取得

经验
,

才能使防治土壤盐碱化的工作逐步深入和顺利

前进
。

最后
,
会议制定了 1 9 7 9一 1 9 8 0年

“

南水北调灌区

土镶次生盐演化防治
”

科研计划
,

各单位落实了 研 究

课题
,

分别在各省市不同地区开展
,

由承担单位协同

地方共同完成
。

研究题目和内容大致归纳以下几方面
:

1
.

南水北调滋区土滚盐波化的形成条件及其综

合治理区划 着重研究早涝盐碱咸的形成条件
,

防

治途径及其综合治理区划
,

在各省进行工作的基础上
,

完成五十万分之一的黄谁海平原综合治理区划
。

河北
、

山东
、

河南
、

江苏等省有关单位分别作出典型地区的

综合治理区划
。

2
。

土滚次生盐溃化预测预报的研究 包 括 灌

区土壤水盐动态
、

水盐均衡和次生盐演化预测预报的

研究
。

主要研究内容有
:
不同条件

,

不同防治措施对土

镶水盐动态的影响 , 输水干线
,

平原水库和稻田周边

水盐运动规律及其调控措施 , 早涝盐碱咸综合治理 区

的水盐运动规律
,

最佳潜水位动态过程线和三个适宜

(潜水适宜埋深
、

矿化度
,

土壤适宜含盐量 )的研究 ,

室内外模拟土壤和地下水水盐运动及土壤盐溃化预测

预报方法的研究
,

探索利用电子 计 算 机 模 拟 的 方

法等
。

3
.

早涝盐碱咸综合治理的研究 此项目研 究

的内容较多
,

又可分四个课题
。

( l) 抽咸换淡加速地

下咸水淡化的研究
,

主要研究井型结构和井群布局对

咸 水 改 造 的 作 用 , 咸 水 淡化的标准和措施等
。

( 2)

咸水和微碱性水灌溉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

主要研究盐

性水
、

碱性水和咸淡水棍合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 , 磁

化对改变水质的影响及磁化水对改良盐碱地的作用
,

咸淡水混合作为 农田灌溉用水的标准的 确定等
。

( 3 )

井
、

沟
、

渠
、

管结合对抗早
、

除涝
、

防渍和防治土壤盐碱

化的作用
。

主要研究井
、

沟
、

渠
、

管结合的合理布局及

其运用 , 暗管排水的规格标准及其效果 ; 管村和滤刹

的选择和试制 ; 粉砂集土地区适宜排水方式的研究等
。

( 4 ) 农业措施培肥土壤及防治土壤盐碱化的作用
。

主

要研究农水措施结合综合防治土壤盐碱的作用
,
有 机

肥
、

绿肥对土壤性质和土壤水盐运动的影响等
。

4
.

南水北调对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及预测 的 研

究 主要研究黄淮海平原水文地质条件及调水后对

平原地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

为了组织协调研究工作计划和交流研究成果
,

经

讨论协商
,

成立了
“

南水北调灌区盐溃化防治科研 协

作组
” ,

协作组成员共12 人
,

由熊毅同志担任组长
。

会

议并初步商定每年召开一次科研汇报会
,

交流工作经

验和科研成果
,

并制定下年度计划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畅所欲言
,

各抒己见
,

气氛热

烈融洽
,

使会议开得 比较圆满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黄淮海平原土壤次生盐碱化的防治本来就是一个老问

题
,

但是
,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形势下
,

南水北调

工程的实施又增添了新内容
,

这将大大促进黄淮海平

原次生盐碱化防治工作的深入进展
。

通过这次会议
,

大家一致表示
,

我们有这样一支兵种比较齐全的科研

力量
,

有统一的思想
,

又有团结协作的气奴
,

我们有

信心完成
“

南水北调灌区土坡次生盐渍化防治
”

这一光

荣而艰巨的科研任务
。

通过这个任务的完成
,

我们的

盐演土防治工作有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会议秘书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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