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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自河南郑州桃花峪以下为地上河
,

两岸大堤外侧形成宽约 2一10 公里的浸润盐

演区
。

黄河浸润盐演区在黄河高水位的影响下
,

地下水矿化度虽然只有 1 克/升左右
,

但

地下水位浅
,

沥涝和土壤盐渍化十分严重
,

治理也较困难
。

目前
,

黄河河床仍在不断淤高
,

本区水盐平衡状况有进一步逐渐恶化的趋势
。

要使本区治理收到良好的效果
,

就必须了

解黄河浸润盐渍区的特点和掌握水盐运行规律
,

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良方法
。

一
、

黄河浸润盐渍区土壤盐渍化的特点

黄河自中上游每年携带约 1 7 亿吨泥沙穿过峡谷进人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后
,

流速骤

减
,

输沙能力下降
,

每年有 斗亿吨左右的泥沙淤积在河道中。
,

致使河道每年上升 0
.

09 一

0
.

22 米幻。

随着河道不断上升
,

两岸河堤逐渐加高
,

遂使黄河变为地上河
。

目前黄河已高

出大堤外的地面 3一 10 米
,

河水与河堤两侧地下水的水头差加大
,

河水的侧渗补给量剧

增
,

抬高地下水位
,

引起土壤沼泽化和盐渍化
,

因而形成黄河浸润盐渍区
。

浸润区土壤盐渍化的特点是
:
(l) 黄河侧渗逸流抬高地下水位

,

加速了土壤盐渍化

的发生与发展
。 19 7 9 年我们从垂直黄河的方向实测了河南封丘县黄河到西合村之间地

段的地面和地下水高程(图 l)
,

资料表明
,

黄河水位高于西合村附近平原地段的地下水位

12
.

8 米
,

迂流平均比降为 1/ 1 1 0 0 。 在距黄河 5 公里范围内的河滩地
,

虽受河水侧渗补给

影响
,

但由于地势高
,

地下水位深度 3一9 米
,

土壤没有盐渍化威胁 ;距黄河5一 10 公里的黄

河浸润盐渍区
,

因地势低洼
,

受河水侧渗补给
,

地下水位深度只有 1
.

4一 1
.

6 米
,

土壤普遍盐

演化 ; 距黄河 10 公里以外的平原地段受侧渗补给的影响小
,

地下水位深 3一 4 米左右
,

土

壤盐渍化轻
。

(2) 土质轻
,

返盐快
,

加剧了土壤盐分的表聚性
。

本区毗邻黄河大堤
,

历史

上黄河经常决口泛滥
,

水流较急
,

绝大部分地区都沉积粉砂壤土
。

据测定
,

在地下水位相

.
本文蒙王遵亲同志审改

,

谨表谢忱
。

l)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所等
,
19 7 8: 黄河流城不同地区来水来沙对黄河下游冲淤的影响

。

2 ) 河南黄河河务局引黄淤滋处
,
19 7歇 引黄淤灌和泥沙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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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润盐溃区 平原

图 1 黄河流向平原的地下逸流断面

似的条件下
,

粉砂壤土的地面蒸发量远远大于粘土
。

粘土若因曝晒而使地表形成 0
.

, 一2厘

米的干燥结壳
,

切断表土与下层土壤的毛管水联系
,

则地面蒸发量更小
。

在地下水矿化

度 1 克/ 升左右的条件下
,

地下水位深 2
.

16 米
,

粉砂壤土都有盐渍化现象 ; 地下水位深于

1
.

6斗米
,

粘土却没有明显的返盐 (表 1 )
。

表 1 粉砂维土与粘土的地面蒸发且与盐溃化程度

1 , 、 , 二 ~ 上 !
。 : . r_

{地表有干嫌
l 粉砂壤上 l 粘 土 l程兰品奋丁

姗翩洲砖 I
一

一
一一弃二二平一-

一
一}

一
阵 :)匹卫卫丑 :卫‘

1 1 1 2 1 1 1 4 1 气 1 6 1 7 1 8 1 9 1 10 1 1 1 1 12

地下水位深( 米) ! 1
.

3 0 } 1
.

9 1 } 2
.

1 6 } 2
.

4 8 } 2
.

9 5 } 1
.

64 } 1
.

8 7 { 2
.

2 0 } 2
.

3 7 { 3
.

10 { 1
.

牛7 { 1
.

9 7

日蒸发t (花米 ) 1 5
.

7 }呜
.

1 } 2
.

2 } 1
.

4 } 0 } 1
.

9 0 } 1
.

3 1 } 1
.

6 0 } 0
.

3 0 } 0 1 0
·

6 0 1 0
.

30

土城盐演化程度 I 重 】重 】轻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注 : 表中枯土是指上层 30 厘米左右
,

以下为粉砂城土
。

试验过程中的空气湿度为 ; 白昼 .14 一“%
,

夜晚 7 4一

88 肠: 观侧地点 : 河南封丘县水择大队
。

二
、

治 理 途 径

针对黄河浸润盐溃区土壤盐渍化的条件和特点
,

治理上应采取以下措施
:

(一 ) 排水 由于黄河浸润盐渍区排水出路不畅和河道易于淤塞
,

要完全依靠明沟

自流排水以拦截黄河流向本区的大量地下迁流
,

并大幅度降低地下水位至临界深度以下
,

是很难办到的
。

如天然渠走原阳和封丘两县黄河浸润盐渍区的骨干排水河道
,

曾数次加



土 坡 学 报 1吕 卷

深加宽
,

但疏浚后 3一 4 年即重新淤塞而减低排水作用
。

19 7 4 年天然渠清淤 1
,

20 。万立方

米
,

19 7 8 年又淤积 8 00 万立方米 ; 大车集附近的河道断面
,

只有清淤结束时的 l/ 6
,

仅能

排涝而排地下水的作用甚微
。

在目前黄河浸润盐渍区排水不良和地下水位浅的条件下
,

根据我们在河南封丘县水

骚大队的试验
,

建立末级排水沟深度不小于 1 米的排水沟网
,

用以退水排涝
,

并配合少数

骨干排水深沟 (2一 3 米) 控制旱季地下水位在深度 1
.

5 米以下
,

进行引黄放淤和种稻
,

可

以收到改良利用盐渍土的良好效果
。

如若进一步发展井灌
、

井排
,

实行井沟渠相结合
,

自

流排和提排相结合
,

对拦截黄河侧渗水流
,

降低地下水位和防治土壤盐溃化将更为有效
。

(二 ) 引黄放淤 最近十多年来
,

引黄放淤改良盐溃土的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
,

但

淤区及其周围的水盐动态变化
,

放淤的标准和要求将影响放淤的效果
。

水骆大队 1 9 7 6 年

放淤 4 80 亩
,

围堤高 1
.

3一2 .3 米
,
7 月 23 日放水

, 9 月 10 日停止引水
,

放淤区水深 0. 8一

1
.

3 米
,

总灌水量约 4 00 万立方米
,

落淤粘土厚 22 一33 厘米
,

新淤粘土含盐量 0
.

06 %
。

新

淤粘土层以下的原土壤剖面
, 。一 l 厘米含盐量由放淤前的 1

.

09 多降低到放淤后的 0
.

02 并
,

1一5 厘米土壤含盐最 由放淤前的 0
.

3 4 % 减少到放淤后的 0
.

05 外
。

放淤后与放淤前的地

下水状况比较
,

矿化度有所增加
。

放淤过程中
,

放淤区周围 170 米范围内
,

地下水位有明

显的上升
,

据 8 月 19 日观测
,

离放淤区 25 米的土壤剖面 1 4
,

地下水位深 0. 83 米
,

比距放

淤区 3 30 米处(受放淤影响不明显 )的地下水位高 0
.

47 米
。

放淤区地面积水疏干 25 天后
,

其周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
,

土壤含盐量没有明显的增加(表 2 )
。

1
.

放淤区及其周边水盐动态
。

根据我们的试验
,

放淤宜一年完成
,

放淤地块面积一般

以 2 0。一 4 00 亩为宜
,

放淤时间最好在雨季
,

引水时间 50 一70 天
。

由于放淤面积较小
,

引

农 2 放淤区及其周围土城含盐t 的变化(% )

土土质和深度度 放淤区(剖面 13))) 距放淤区 25 米(剖面 1勺勺

(((匣米))))))))))))))))))))))))))))))))))))))))))))))))))))))))))))))))))))))) 放放放 淤 前前 放 淤 后后 放淤后与与 放 淤 前前 放 淤 后后 放淤后与与
(((((19 7 6 年 666 (1 9 76 年 1 111 放淤前比较较 (1 9 76 年 666 (19 7 6 年 1 111 放淤前比较较
月月月 2斗日))) 月 1 8 日))))) 月2 4 日))) 月 18 日)))))

放放放 0一55555 0
.

0 66666666666

淤淤淤 5一2 55555 0
.

0 66666666666

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新新新 0一111 1
.

0 999 0
.

0 222 一 1
.

0777 0
.

2 333 0
.

2 666 十 0
.

0 333

淤淤淤 1一555 0
.

3444 0
.

0 555 一 0
.

2 999 0
.

1888 0
.

1礴礴 一 0
.

0 444

粘粘粘 5 一 1000 0
。

1 111 0
。

0 444 一 0
.

0 777 0
.

0 999 0
.

0 777 一 0
.

0222

土土土 10 一2 000 0
.

0 777 0
.

0 555 一 0
.

0 222 0
.

0 888 0
.

0 999 + 0
.

0 111

层层层 2 0一4 000 0
.

0 666 0
.

0 666 000 0
.

0 555 0
.

0 666 + 0
.

0 111

以以以 40 一7 000 0
.

0 888 0
.

0 777 ee 0
.

0 111 0
.

0 333 0 0呼呼 + 0
.

0 111

下下下 70一10 000 0
.

0 888 0
.

0 555 一 0
.

D333 0
.

0 333 0
.

0 333 000

的的的 1 00一1 5000 0
.

0 444 0
.

0 777 + 0
.

0 333 0
.

0333 0
.

0 333 000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垠垠垠垠垠垠垠垠垠垠
剖剖剖剖剖剖剖剖剖剖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地地地 深度(厘米))) 10 333 1斗888 + 4 555 1 3 111 15 111 十 2 000

下下下 矿化度(克 /升))) 0
.

9 000 1
.

4 000 十 0
.

5 000 1
.

2 444 1
.

1999 一 0
.

0 555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注 : + 为增加
,
一为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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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水时间又短
,

所以对放淤区及其周边水盐动态的影响时间也较短
,

土壤返盐不明显
。

2
.

放淤标准
。

水骚大队在支排深 1
.

5一 2
.

4 米
,

间距 1
,

0” 米
,

农排深 1 米
,

间距 2 70 一

3 00 米
,

早季地下水位深 1
.

67 一 1
.

95 米
,

地下水矿化度 0
.

48 一 1
.

“ 克 /升的条件下
,

南地放

淤粘土厚 5 厘米左右
,

放淤两年后有 :10 一20 务的面积返盐 ; 东地放淤粘土厚 8一 12 厘米
,

放淤 4 年后有 巧一25 沁的面积返盐 ;西北地放淤粘土厚 15 一21 厘米
,

放淤 4 年后有 10 务

左右的面积明显返盐 ; 北地放淤粘土厚 28 一36 厘米
,

放汲以后已经十二年
,

未见土壤盐溃

化
。

放淤地的土壤返盐速度与排水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

在排水条件较好和地下水位较深

的情况下
,

放淤粘土抑制土壤返盐的效果较好
,

反之
,

则较差
。

朱袋大队和阎猜大队
,

放淤

粘土厚度为 25 一33 厘米的地块
,

与水骚大队的北地放淤厚度相似
,

但因没有田间排水沟
,

早季地下水位深度仅 l一 1
.

3 米
,

土壤蒸发强
,

返盐快
。

朱碧大队东地放淤后 6 年
,

有 20 一

3 0 关的面积返盐
。

因此
,

我们初步认为
:
在控制旱季地下水位深 1

.

5 米以下的条件下
,

放

淤粘土厚 30 厘米左右
,

在技术上可以办到
,

改良盐溃土的效果也很好
。

水骚大队的实践表明
,

放淤的粘土毛管传导性弱
,

地面蒸发量少
,

土壤不易返盐
,

粘土

愈厚
,

抑制土壤返盐的效果愈好
。

但放淤区面积要与引水量大小相适应
,

引水量小而放淤

区面积过大
,

难以达到放淤标准 ; 引水量大而放淤区过小
,

水流急
,

泥沙不易沉淀
。

一般地

说
,

在黄河含沙量为 20 一30 公斤/立方米的情况下
,

引水一个流量
,

放水 钓一 50 天
,

可使

2 00 一钓0 亩改良地块沉积粘土厚 25 一40 厘米
。

放淤的步骤是
,

先关闭放淤区的退水闸

门并进行放水
,

待水深达到要求和泥沙下沉后
,

将退水闸降低到只排上层清水而不排下层

棍水的高度
,

同时控制放淤区的进出水量大致相等
,

直到放淤结束
。

(三) 种稻 在黄河浸润盐演区种稻虽可获得较高产量
,

但需水量大 (每 亩 每 年

用水 1
,

5 00 立方米左右 )
,

引水时间长 (每年引水 12 0一1 40 天)
,

因此
,

大面积种稻的渠

系和 田间大量渗水
,

往往破坏区域水盐平衡
,

抬高地下水位
,

导致稻田周围次生盐渍化

和沼泽化的发展
。

根据本区排水不良的特点
,

我们认为长期种稻地 块
,

应 该处 于地 势

低洼和水文地质条件闭塞的地段
,

或在排水河沿岸的低洼处
。

在这些地段
,

只要有一定

的截渗排水条件
,

稻区对周围旱地的不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表 3 )
。

但在种稻淋洗土壤

盐分之后
,

应视情况转为早作或进行有绿肥参与的水旱轮作
,

以防周围土壤次生盐渍化

农 3 稻区布局与周边土城次生盐溃化的关系

稻 田周围土壤次生
盐渍化发 展情况

地 点

地 形 面 积(亩) 种稻年数 周围土 质
向稻区外扩
张距离(米)

表土 O一 l 厘米
含盐魔

’)
(呱)

水骆大队

朱碧大队

阎碧大队

水异大队

朱奢大队

司庄大队

排水河边低洼处

排水河边低洼处

粉砂壤土

粉砂坡土

粉砂坡土

粉砂壤土

粉砂壤土

粉砂壤土

0

0

10一2 0

2 0 一3 0

3 0 一6 0

3 0一斗0

0
.

0 5一 0
.

12

0
.

2 2一0
.

呼7

0
.

3 7一 1
.

2 0

0
.

8 3一 1
.

10

1
.

2 斗

1
.

59

,‘月JfjfJn甘�UC甘on
�
00

�今眨Jl、Jn甘0
,j223
,j勺‘

地地地往 地平平平

1) 3 6 个土坡剖面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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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与发展
。

水异大队 3
,

60 0 亩土地中原有 3, 00 0 亩盐碱地
,

19 6 7 年至 19 6 9 年粮食平均年总产仅

为 37 万斤
。 19 7 0 年 以后进行放淤和种稻

,

产量虽有所增加
,

但因放淤不当和种稻布局不

合理
,

一些地块放淤后又重新返盐
,

稻 田四周发生严重的土壤次生盐演化
,

使粮食年总产

停留在 80 万斤左右
。
1 9 7 6 年以后

,

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
首先是整修排水沟

,

将支排加

深到 1
.

5一2
.

4 米
,

间距 1
,

05 5 米 ;农排不浅于 1 米
,

间距 27 0一30 0 米
,

以保证排涝和控制

早季地下水位深度在 1
.

5 米以下
。

第二把 1
,

00 0 亩稻田由旱地中间转移到排水河天然渠

边的低洼处
,

并完善了新稻区的灌排系统
,

这样既避免了稻区对周围早地的不良影响
,

又

使原稻田周围约60 0亩次生盐溃土
,

在稻田搬走 2 年后基本上全部恢复生产
。

第三以每年

放淤约 5 00 亩的速度
,

将 1
,

3 00 亩盐碱地放淤到粘土厚 22 一35 厘米
,

使其基本上不易重

新返盐
。

第四针对大队地广人稀和肥料短缺的特点
,

每年种植绿肥 1
,

0 00 一 l
,

3 00 亩
,

使改

良后的土壤肥力得以保持与不断提高
。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
,

使 19 7 8 年的粮食总产达到

12 0 万斤
, 1 9 7 9 年增加到 16 3 万斤

, 1 9 8 0 年猛增到 23 6 万斤
。

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
,

水

群大队的副业也逐渐扩大
,

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

黄淮海平原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

黄河浸润盐渍区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亚系统
。

黄

河浸润盐渍区在黄河侧渗和不良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影响下
,

地下水位高
,

土壤盐渍化和

沥涝面积大
,

致使农业生产落后
,

自然景观荒凉
,

与相邻黄河高滩地欣欣向荣的景观形成

鲜明的对照
。

目前水骆大队根据试验研究结果
,

采取了以上措施后
,

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产量逐渐赶上高产的黄河滩地
。

但从生态系统的结构
、

功能和演变来看
,

水

驻大队生产上的变化并没有使水盐平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生态结构仍属单一型
,

功能效

应有限
,

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并没有建立起来
,

只是对水盐状况进行了有限的调控和因地

制宜的合理利用
。

今后如不能巩固和提高改良效果
,

建立新的生态平衡
,

就有可能向改良

前的生态状况逆转
,

认识这一潜在威胁是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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