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粘质盐土草滩地开垦改良利用
’

荆 素 贞

(江 苏 省 国 营 云 台 农 场 )

一
、

澳海枯质盐演土的环境特点

滨海粘质盐土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响水
、

灌云至连

云港沿海一带
。

气候属于淮河流域和华北过渡地带
。

地

势平坦
,

地面真高约在 1
.

8一 3
.

6米 之间
。

西部略高于

东部
,

呈向海岸倾斜的缓坡地貌
,

常受海水浸溃
。

系

新海湾泻湖相沉积母质
,

后为黄河沉积物复盖
,

呈强

石灰性反应
。

滨海淤泥刚出露地表时为光板
,

然后生长自然植

被
,

植被演替如下
:

盐加权平均值 < 0
.

15 % 的盐土占耕地面积的5 1
.

17 %
,

而 > 0
.

40 % 的盐土仅占耕地面积的 6
.

69 %
。

到 1 98 2年

粮豆总产 8 2 6
.

9 4万斤
,

是 1 9 5 5年建场初期 粮豆 总产

( 5 8
.

3 8万斤 )的 14
.

16 倍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土城

不断地脱盐熟化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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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自然脱盐过程表土层增厚
,

有机质含量增加 ( 2 一
4 % )

。

由于有机物的团聚作用
,

形成一定的块状结构
,

有利于水份的渗透
,

加速自然淋盐过程
。

逐渐发展到

璋毛
、

芦苇
,

进入茅草群落
。

本区原是一片草滩荒地
。

1 9 5 0年整治沂河
,

疏浚

了河道
,

停止了海水泛滥漫溢后
,

相继建立了东辛
,

云

台
,

五图河等大型农场
。

垦植过程中
,

兴建了以排为

主
,

灌排配套的水利系统
,

解决了地面积水和地下水

的去路
。

随着开垦利用
,

土体逐层离盐
,

地下水逐步

淡化
,

土壤逐渐演化为不同盐演度的耕种草甸土
。

江苏省云台农场属滨海粘质盐渍土
,

1 9 52年建场

时
,

抓盐含量 < 。 .

20 % 的盐土仅占耕地 面 积 2 1
.

8%
,

而> 0
.

40 %的盐土却占49
.

6%
。

到 1 9 8 0年一米土体抓

二
、

改良利用的途径

总结三十年来的生产实践
,

总的说
,

土坡是向脱

盐熟化方向发展
。

由于措施不同
,

土壤发生了不同的

变化
。

现分述如下
:

1
.

早耕条件下土堆向脱盐熟化方向发 展 这 一

类土壤主要分布在地面真高 2
.

9一 3
.

4米之间的西部地

区及烧香河畔
,

地势较高
,

垦前植被以茅草为主
,

夹

杂盐篙
、

碱蓬
。

1 9 5 2年建场初期即进行开垦
,

农田基

本建设标准较高
。

建成以排为主
,

能灌能排
,

灌排分

开
,

四沟配套的大型机械化条 田 (干排深 3
.

5一 4 米 )
,

为麦豆 (绿肥 田著 )棉花三年四熟制
。

这一 类土城由于有良好的排水条件
,

通过伏耕蓄

淡淋盐
,

土壤逐渐淡化
。

地下水水位下降
,

水质淡化
。

开垦初期一米土体平均氯盐为 0
.

33 一0
.

53 %
,

到 1 9 8 0

年减少到 < 0
.

05 %
。

地下水水位由60 厘米左右下降到

1
.

2一 1
.

3米
,

同时地下水矿化度由24 一 28 克 /升 降低

到 2 一 4 克 /升
。

随着开垦年代的增加
,
盐分减少

,

拱

层 不断地熟化
,

有机质稳定在 1
.

5一 2
.

0% (衰 2 )
。

土

城的理化性状和生产性能得到明显改特
,

成为农场的

* 本文承王遵亲先生斧正
,

特此致谢
。

表 1 云 台 农 场 土 堆 盐 份 的 演 变

氛 盐 % 0 。
0 6一 O

。

0
。

1 6一0
。 25 一 0

。

2 6一 0
。
3 0

。

3 1一 0
。
4 0 } > 0

。
4 00一l5

…
各级盐 分

的土城 占

耕地面积

%

1 9 5 2 (建场勘侧 )

19 5 5 (建场勘溯 )

19 6 3 ( 土坡普查 )

1 9 8 0 (土坡普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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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
。

小麦单产可达 0 50一 0 60斤
,

皮棉单产 10 0一

1 2 0斤
。

但应该指出
,

这一类土壤开垦后
,

有效磷迅速下

降
,

从初垦时的 3 2 P P m减少到 3一 S P P m ( 29 8 0年测定 )
。

为确保土壤稳产高产
,

合理施用磷肥是一个很重要的

间题
。

2
。

种稻淋盐条件下土堆的演化 这类土壤 种 稻

前都系撩荒地
,

土坡含盐量高
,

一米土体氯盐含量为

p
.

7一 1
. 。%

,

早作物不能立苗
。

在有淡水水源条件下
’

建立独立完善的千河
,

排沟
,

条沟
,

中心沟四沟配套

灌排分开的机械化农田
。

通过淡水泡洗 3 一 4 次
,

当

O一 20 厘米氯盐降至 0
.

2% 左右开始种稻
。

种稻期间
,

灌

水要迅速及时
,

浅水勤换
,

排水要彻底
。

这样种稻三
、

五年后土体 自上而下逐渐淡化
,

尤以表层 40 厘米脱盐

比较迅速
。

例如三分场家东大荒田
, 1 969 年前为一片

虾须
,

盐篙
。

O一 40 厘米土层中氯盐含 量 为 0
.

456 %
,

1 9 7 0年兴修水利后引淡水种稻 到 1 9 7 3年
,

氯 盐 降 到

七
.

20 6%
,

平均年脱盐率 18
.

1%
。

水稻生长良好
,

单产

1 00一 5 0 0斤
。

由于水稻生长期内田面淹水
,

抬高了地下水位
。

影

响 40 厘米以下土层的脱盐
,

致使种稻十年后 40 一 60 厘

米土层盐份仍达 0
.

65 %
,

地下水矿化度为 32
.

8克 /升
。

为此
,

应该考虑4。厘米土层盐份降到。 .

20 %左右
,

早

作物可以立苗时立即回早
。

同时按早作标准加深排水

沟网
,

进一步淋洗心
、

底土盐份
,

把地下水降低到 1

米以下
。

此后应结合种植田著绿肥
,

培肥地力
,

改普

土壤理化性状
。

3
.

土壤向脱盐碱化方向发展 这类土壤主 要 分

布在地面真高 2
.

6一 2
.

8米的一
,

二分场
。

地势低洼
,

排

水困难
。

垦前植被以芦苇
、

三棱草为主
,

夹杂部分碱

蓬
,

为群众放牧之地
。

开垦时兴修了大型条田
,

开挖

了灌排水渠
,

但标准不高
。

排沟深度 60 一 80 厘米
,

条

沟深仅 40 一 60 厘米
,

起不到排水淋盐
,

淡化地下水作

用
。

初垦时以早改为主
, 1 9 5 8年后改种水稻

,

耕作粗

放
,

抬高了地下水位
,

促进了盐份聚积
,

因此产盆低

而不稳
。

1 9 7 8年后疏浚了条排沟
,

加深了云善河
,

改

善了排水出路
,

调整了作物布局
,

逐步 回早为麦
、

豆

(绿肥 田著 )和棉花轮作
。

如七排沟区的 1 7 0 0余亩土地
,

1 9 5 2年垦前60 厘米平均抓盐为。 .

6 53 %
,

开垦时种早作

三年到 1 9 5 5年
,

氯盐减少到。 .

3 73 %
,

平均年脱 盐 率

14
.

3%
。

1 9 5 8年改种水稻后
,

由于条沟淤浅
,

排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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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讯

尿素水解中H Ns 对

根 系 的 毒 害

罗质超 唐永良 刘芷宇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尿素是农民欢迎的一种氮肥
。

但在施用过程中存

在转化为气态 N H 3或随后出现亚硝酸盐对 作 物 出苗

和生长产生毒害的问题
。

本文主要研究尿素分解过程

中所产生 H N 3的毒害
。

受毒害的植株
,

叶片有似缺钾的褐斑
、

焦枯
.

严重

时死苗等症状
。

根系生长明显受抑制
,

无根毛
,

不长新

根
,

严重时根尖呈褐色或坏死
。

当气态N H 3浓度为 5 微克 /厘米
3
时

,

作物根系就

受到明显伤害 , 达 30 微克时
,

经 6小时处理
,

作物的

根
、

芽都不能生长
,

即使取消 N H 3作用也不能恢 复
。

但是在低浓度时
,

取消N H 3作用后置于正常环境中能

逐渐恢复生长
。

水稻对 N H 3 的抗逆性比小麦要强
。

同

时受害植株体内钾素出现外滋
,

如水稻
,

小麦幼苗在

N H 3 环境中经 6 小时处理后
,

发现体内 K
+

和游离氨

基酸有较明显的渗出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不论是石灰性土坡或酸性土攘
,

尿素分解过程中施肥 区土壤p H都升高
,

这就为尿素分

解后生成的N H 4 干向N H 3转化提供了条件
。

在石灰性

土坡上种小麦
,

表施尿素 2 00 p p m ( N )或每亩条 施 25

斤致使根系受到伤害 , 在分萦期和拔节期 追 施 尿 素

20 0 p p m ( N )
,

经 10 天左右小麦根系的干物重与对照

相比反而有减少的趋势
。

而在酸性土壤上只在缺钾条

件下观察到这一现象
。

可以认为受 N H 3毒害的植株与

钾素营养失调有一定的关系
。

根据试验结果
,

提出如下措施
,

对防止尿素毒害

是有效的
。

1
.

尿素作种肥或基肥施用时
,

应采取施后复土再

播种
,

使种子与尿素相隔一定距离
,

忌用尿素拌种下

地
。

2
.

尿素用量过大
,

特别是条施或其它方式集中施

用时
,

可能造成施肥区局部 p H显著升高而产生 N H 3

的毒害
。

一般迫施量应低于 20 斤 / 亩
。

3
.

当作物根系尚未发育良好或在移栽期
,

施用尿

素最易造成伤害
。

所以
,

尿素作追肥时
,

应在根系生

长良好和吸收能力较强时施用为好
。

这有利于防止伤

根
,

也利于提高尿素氮的利用率
。

4
.

尿素宜溶水施用或施后 浇水
,

可 以利用土壤对

尿素吸附能力较弱的特性
,

使尿素随水向土坡下层移

动而达到尿素深施的目的
。

试验结果表明
,

溶水施用

3 天 内尿素氮以 N H 3途径损失的氮明显少于 尿 素表

施
。

5
.

泥炭有缓冲土坡 p H的作用
,

尿素加泥炭处理

的土坡 p H变化比单施尿素的低 0
.

5个单位
,

表明加泥

炭有利于防止N H 3逸失和毒害
。

此外
,

受害的植株地

上部分含钾量降低
,

在缺钾条件下施用尿素毒害效应

更为明显
。

因此
,

施用尿素的同时
,

应考虑到其它养

分的配合施用
。

畅
,

土体中下层盐份无法排除
,

60 厘米土层内氯盐娘

终徘徊在 0
.

3% 左右
。

而土坡碱性 日益增强
,

土坡总碱

度绝对含量增加
,

1 9 80年测定土壤的总碱度为 1
.

78 毫

克当盆 / 10 0克土
,

较 1 9 6 5年总碱度 ( 1
.

17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绝对值增加。 .

61 毫克当量 / l 。。克土
,

相对 增 加

3 4
.

3%
。

C O 3 “ + H C 0 3 一之和是C a 十 十 + M g
十 +

之和 的

2
.

7倍 (表 2
,
3 )

,

出现了残余碳酸钠
。

同时阳离子中一价

离子与二价离子之比高达 4
.

15 一 1 1
.

97
。

土壤干时板结

龟裂
,

湿时泥泞分散
,

呈强碱性反应
,

p H达 9
.

0左右
。

早作物常因返碱缺苗断垄
,

粮食单产仅 10 。一 200 斤
。

土坡向脱盐碱化方向发展
。

三
、

结 语

1
。

滨海枯质盐演土改良利用
,

首先建设以 排 为

6 4

主
,

灌排分开
,

四沟配套的高标准水利系统
。

同时培

肥地力
,

实行早改为主的粮肥棉轮作
。

并应注意土壤

氮
、

磷
、

钾元素的协调
,

促使土壤向脱盐熟化方向发

展
。

2
。

种稻淋盐是改良盐土的先行措施
。

当土壤表层

淡化到小于 0
.

2% 盐份时
,

早作物可以立苗即需回早
,

并加深水利设施以利进一步淋洗心
、

底土盐份
,

降低

地下水位
,

种植 田著绿肥
,

实行水早轮作
。

3
。

对垦前系湿生性植被为主的低洼盐渍土
,

垦植

过程中应以排除盐碱为前题
,

切实开挖排水沟
,

降低

地下水位
。

严防钠质盐类在土体内作上 下反复运动而

使土壤碱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