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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县后营大队是河北内陆平原盐碱地区综合治理

早涝盐孩
、

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典型代表
。

19 5 8年后

曹大队开始引石津渠水灌溉
,

因有灌无排发生了次生

盆孩化
。

头年增产
、

二年平产
、

三年减产
。

1 9 61 年河

北省水科所开始进行调查研究
, 1 9 6 3年建立了龙治河

试脸站
。

为对早涝盐碱进行综合治理
,

由河北省组织

浪深龙治河解决了排水出路后
,

在后营公社四
、

五支

排间建立了 以后营大队为重点的两万 亩试 验 区
,

于

1 96 4年基本上完成了排灌工程配套
。

后营大队实行早

涝盐孩综合治理
,

效果显著
,

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变

化
。

按人均生产粮食计算
,

1 9 6 2年仅 3 57 斤
,

1 9 7 3年达

千斤
, 1 9 7 9年达 1 7 6 5斤

。

十八年来
,

平均每年贡献粮

食 29 万斤
,

棉花 3
.

2万斤
。

社员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

幅度提高
。

实践证明
,

土坡次生盐碱化不是发展渠灌

的必然结果
,

只要有灌有排
,

综合治理
,

不但次生盐

旅化可以防治
,

而且原有的盐碱地也得到改良
,

完全

可能建成贡献商品粮棉的高产稳产田
。

表 1 后营大队盐碱地的变化

年年 份份 好 地地 轻 盐 碱 地地 重盐碱地地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 3555111 9 5 222 35 000 4 5 000 19 3 555

111 96 444 6 5 000 4 5 000 3 2 555

1119 7 444 2 0 6 000 6 5 000 9 444

1119 8 111 2 7 1 333 30 44444

次生盐碱化发展
,

1 9 6 2年又下降到 32 万斤
,

平均亩产

15 7斤
。

1 9 6 3年遭到了特大洪水
,

开挖了龙治河
。

第三阶段
, 2 9 6 4一 1 9 7 1年

,
2 9 6 4年完成了干

、

支
、

斗
、

农深沟排水系统配套工作
,

19 6 5年又配上毛沟 (或

条田沟 )
。

同时
,

大搞平地
、

增肥
、

造林
,

实行早涝盐

碱综合治理
。

年平均粮食总产 63 万斤
,

平均亩产 43 6斤
。

第四阶段
, 19 7 2一 1 9 8 1年

,

开挖的燕河穿过后营
,

又打了深机井
,

加上农林措施的作用
,

生产有了大幅

度增长
。

年平均粮食总产为 14 3万斤
,

平均亩产 1 0 2 3斤
。

~
、

盆喊地改造利用的四个阶段

后营大队位于河北省深县南部石津灌区的下 游
,

属于滋阳河流域
。

该队现有耕地 3 17 3亩
。

解放前
,

主

要是刮盆起土围埂
,

靠雨水压盐种植作物
,

生产低而

不称
。

解放后
,

从起初适应利用自然
,

逐步发展到改

土治水
,

综合治理早涝盐碱
。

盐碱地由2 8 2 3亩减少到

4 60亩 , 好地由 3 5 0亩增加到 27 2 3亩 (表 i )
。

粮
、

棉总

产增加了三倍多
。

该队改造利用盐碱地 30 年
,

可以大

致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1 9 5 2年一 1 9 5 8年

,

采取挖坑换土
、

井

水压盐
、

修
“

死台田
”

等办法改造盐碱地
,

没有成功
。

年

平均粮食总产 34 万斤
,

亩产 1 13 斤
。

第二 阶段
,

1 9 5 9一 1 9 6 3年
,

开渠引水灌溉 以 后
,

1 9 5 9年
、

1 9 6。年总产 比 1 9 5 8年增产一倍
。

但只灌不排
,

. 进行此项研究工作的
,

主要是河 北省水科所和原龙 治

浦城脸站的 同志
。

19 79一 19 8 1年还有深县科委的 同志
。

参加

* 文 I 写的还有陈秀玲
、

王性祷
、

何 敏生
、

丁乃好
、

高秀生

. 同志
。

二
、

草涝盐玻的发生与特点

这里属半干早季风气候区
,

多年平均降水仅 5 08 毫

米
,

且 80 %集中在 6
、

7
、

8 三个月
,

以致早涝不均
,

这是形成盐碱地的前提条件
。

(一 )早涝特点
1

。

春早夏涝
。

按后营近 18 年资料
,

偏早偏涝的年

份各占 8 年
。

由于年内雨量不均
,

常导致先早后涝
。

如

1 9 7 3年 1一 5月份降雨仅 17 毫米
,

而 6一 8月阴雨绵绵
,

降

雨 4 6 5毫米
。

2
。

大早大捞
。

年际降水最变差大
。

1 9 7 2年大早
,

降雨仅 17 6
.

6毫米
,

1 9 6 4年大涝
,

降雨达 1 0 2 9毫米
,

相

差 6 倍
。

3
。

春早严重
,

也有秋早
。

3一 5月多年平均降雨仅

55 毫米
,

占年降雨量 12 %
。

夏早较少
,

而 9
、

10 月间
,

多年平均降雨也仅58 毫米
,

常致秋早
。

4
。

连早连涝
。

1 9 7 2年的大早持续到 1 9 7 3年 5 月下

旬
。

1 9 6 5年春到 19 6 6年夏
,

1 9 7 5年春到 1 9 7 6年夏
,

也

都是持续干早
,

造成冬小麦严重缺水
。

涝年也有连续

性
,

如 1 9 5 3一 1 9 5 4年
, 19 6 3一 1 9 6 4年

,

19 77一 197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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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连续涝灾
。

(二 )盐碱地形成条件

l
。

干早积盐
,

涝盐相随
。

按多年资料分析
,

3一 6

月份平均蒸发量大于降雨量 10 倍
,

在地下径流滞缓
,

地

下水位浅的地方
,

蒸发积盐大于淋溶洗盐的作用
,

盐

分即在地表聚积
,

雨季是季节性脱盐阶段
,

但涝后又

易引起地下水位抬高而积盐
。

2
.

地形地貌与土壤母质影响盐分的累积与分移
。

缓岗地下水埋藏深
,

一般无盐碱化
。

微斜平地 (即二坡

地 )
,

土质多砂粘间层
,

但粘土层深而薄
,

地下水矿化

度较高
,

盐碱严重
。

微斜低地
,

多壤质夹胶泥
,

地下

水矿化度低的
,

盐碱较轻 ; 地下水矿化度高的
,

盐碱

较重
。

3
.

不良的地下水条件是影响盐碱化的主要因素
。

一般地下水位越浅
,

径流越缓滞
,

矿化度越高
,

盐碱

程度越重
。

据观测
,

在粉砂壤土地 区地下水埋深为 1

米时
,

其潜水燕发量大于地下水埋深为 2
.

5米时的 6倍
。

地下水矿化度多为加一 20 克 /升
,

甚 至可高达 39 克 /升 ,

(三 )盐碱地的类型与特征

这里属于内陆盐碱地类型
。

可分为轻盐碱地
、

重

盐碱地和盐碱荒地
。

盐碱荒地呈斑块状分布于耕地中
,

一种是结皮盐土
,

以氯化物为主
,

一种是蓬松盐土
,

以

硫酸盐为主
。

盐碱地有以下特点
:

1
.

土壤盐分季节性变化明显
。

早季强烈积盐
,

雨

季淋溶脱盐
。

2
.

土城盐分表聚性强
,

主要累积在 0一 10 厘米
,

以

下土体含盐量骤然降低
`
仅在地下水矿化度高的情况

下
,
心底土中的含盐量才较高

。

3
。

盐分组成主要是氰化物硫酸盐或硫酸盐 氯 化

物
,

以硫酸盐为主
。

(四 )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发生

后营自1 9 5 9年开始大面积渠灌
,

到 19 6 3年以前
,

均

无田间排水系统
,

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
。

主要原因是
:

1
.

灌后抬高地下水位引起地表积 盐
。

1 9 6 2年 夏

灌
,

村东每亩灌水量 120 立方米
,

灌后地下水上升 1米
,

与汛期紧相连接
,

高水位持续时间长
,

至翌年春季各

层土城含盐量均超过灌前
,

O一 20 厘米由0
.

29 写增加到

0
。

33%
。

2
。

渠道两侧演盐严重
。

1 96 3年春灌
,

支渠 水 深

0
.

38 一 0
.

53 米
,

沿渠两侧 50 米范围内
,

地下水埋深由

原来 2
.

6一 2
.

7米上升到 1
.

3一 1
.

7米
,

土坡渍盐严重
。

其

演盐范围
:
支渠 50 一 10 。米

,

斗渠 20 一 40 米
,

到 1 9 6 3年

后营大队渠道两侧即演盐80 余亩
。

3
.

灌水量或灌水时间不当也会加重 涝 盐 灾 害
。

19 59 年春在村东大水压盐
,

抬高了地下水位
,

又连下

了两场小雨
,

雨后返盐
,

千亩棉苗60 % 死亡
。

1 9 6 2年

复早
, 7 月 了 日每亩浇水 12 。立方米

,

7 月 13 日后连续

降雨 18 。毫米
,

没有排水设施
,

地下水高水位持续时间

长达 30 余天
,

作物受渍
,

50 亩谷子绝产
,

800 亩玉米严

重减产
。

由于地下水位高
,

又造成来年春季返盐
。

三
、

滋溉与排水工程

(一 )渠灌工程 水源来自岗南
、

黄壁庄两大水库
,

经石津总千渠
、

四干
、

一分干把水送到后营
。

1 9 5 8年

开始修建灌渠
,

当时无排水系统
。

斗农渠在修建排水

系统后
,

多为灌排并列布置
。

农渠 以下有临时的毛渠

和垅沟
,

毛渠一般布置在田间道路的两侧
,

条田沟之

间 12 一 15 米一条垅沟
。

畦 田规格自1 9 7 2年改为小畦
,

每

亩 22 一 27 个畦
。

一个流量每日能浇到 1 6 0 0亩
。

灌渠工

程标准与土方量见表 2
。

(二 )机井工程 由于地面水源的限制
,

一年只能

引水二
、

三次
。

满足不了作物的需要
。

浅层地下水矿

化度很高
,

不宜灌溉
。

1 9 6 6年开始打深井
,

开采第三

( 25 0米左右 )及第四 ( 3 5 0米左右 )两个含水 层 的 地 下

水
。

(三 )排水工程 自1 9 6 3年按除涝治
“

碱
”

要求疏浚

了龙治河
。

后营大队从五支排排水入龙治河
。

龙治河

底宽 11 米
,

深 4 米
,

边坡 1 : 2
.

5
,

排沥流量每秒 42 立方

米
。

1 97 2年开挖了燕河
,

经过后营北边排入龙治河
。

燕

河底宽2
.

5米
,

深 4 米
,

边坡 1 : 3 ,

排沥流 t 每秒 28 立

方米
。

支斗农田间排水工程
,

在已建灌概集系的基础上

进行配套
。

农排按控制田间地下水位在临界深度以下

的要求设计
。

轻砂壤土的地下水临界深度 为 1
.

8米一

2
.

1米 , 重镶或轻坡夹胶泥的为 1
.

5一 1
.

8米
,

沟深大于

临界深度 0
.

3一0
.

4米
。

农排间距
,

村东 2 00 一 30 0米
,

村

西 4 00 一 5 00 米
。

经实际观测资料分析
,

B (影响 范围 ) =

1 2 1
.

o s H (沟深 ) 一 3 0
.

峨。
。

为了排沥防演
,

z , 6 5年在农

排间又增挖了毛沟 (或条田沟 )
。

排沟工程标准与土方

量见表 3
。

四
、

滋排结合对综合治理早涝盐碱的作用

(一 )排涝

1 9 6 4年全年降水 1 0 2 9毫米
,

其中汛期 降 雨 60 4毫

米
,

日最大降雨 14 7
.

8毫米
。

当时农田全部为五支排所

控制
,

80 %为斗排控制
,

42 %为农排控制
。

7 月下旬

至 g 月底
,

各级排沟排出大里沥水
。

四斗排控制范圈

每亩排水近千立方米
。

从而大大减少了积水面积
。

过

去年年受涝的
“

南窑坑
”

(地名 )
,

因靠近 五支排
,

排水

及时
,

作物免受涝害
,

平均亩产 40 0斤以上
。

靠近斗排
、

农排的
“
西河沟

”
(地名 )

,

多秘高粱平均亩产达 8 1 0斤
。

排水工程对排涝抗灾有显著作用
,

如在支斗农沟配套

的五支排范围
,
受灾三成以上面积只占15 %

,

而尚未

1 3 1



农 空 灌 集 工 程 标 准 与 土 方 资

水水 抓抓 菜 高高 底 宽宽 边 坡 内 外外 条 致致 长 度度 土 方 ttt

(((米 ))) (米 ))) (米 ))))))) (米 ))) (万立方米 )))

支支 菜菜 0
。

8 555 1
。

2 000

斗斗 莱莱 吞
。

6 555 0
。

9 000

农农 菜菜 0
。

4 555 0
。

6 000

合合 计计计计

表 3 排 沟 工 程 标 准 与 土 方 t

排排 沟 断 面面 纵 坡坡

沟沟 深深 底 宽宽 边 坡坡坡 条 数数 长 度度 总土方 ttt 每亩 土方 ttt

(((米 ))) (米 ))))))))) (米 ))) (万立方米 ))) (立 方 米 )))

222
。

8一 3
。

000 0
.

5一 1
。

222 1 : 222 1 111 111 2 50 000 5
。

2 555 16
。

555

222
。

5一 2
。

888 0
。

555 1 : 1
.

7 555 8 0 0 0 1 00 0 000 444 29 0 000 4
。

3 888 1 3
。

888

111
。

8一 2
。

555 0
。

555 1 : 1
。

2 5一一 l 111 l 000 56 0 000 5
。 1000 16

。

lll

111一 1
。

222 0
。

555 1 : 1
。

555 50 0 0 7 0 0 00000 26 50 000 5
。

5666 17
。

555

1111111 : 111 1 1
’’’

37 50 000 2 0
。

2999 6 3。 999

222222222 50 0 4 0 0 00000000000

开挖斗农沟的三支排范围
,

受灾面积占60 %
,

还没有

修班支排的四干一分干以北地段
,

或有积水
,

或受演

容
,

很少收成
。

196 9年排水工程已全部配套
,

该年 降水 7 35
.

8毫

米
,

其中 7 月份 42 2
.

7毫米
,

日最大降雨 2 30 毫米
,

积

水当天就能排完
,

充分发挥了抗灾增产作用
。

(二 )防演

排水沟不仅及时排除沥水
,

而且能使雨后抬高的

地下水位较快的回降
,

防止作物受演
,

抑制汛后返盐
。

1 9 6 4年汛期
,

一次暴雨使地下水位接近地表
,

在排沟

形响范围外
,

地下水埋深小于。
.

4米的时间在 6天 以上
,

作物受演
。

而在距沟 80 一 15 。米范围内
,

2一 4天就回降

到 0
.

4米以下
,

作物不涝不演
。

汛后在排水沟控制范围

内
,

地下水位回降速度快
,

据分别在无排水
、

距支排

18 0米和距支排 30 米的地点观侧对比
,

起始地下水位均

为 O ` 5米
,

然其回降速度分别为每昼夜 4
、

10 和 22 厘米
。

(三 )排盐

有了通杨的排水系枕
,

把雨涝为害的不利因素
,

变

成排盐的有利因素
,

在排沥的同时也带走了大 t 盐分
。

196 4年 7 月 21 日至 9 月30 日
,

在四斗排控制范围内
,

据

侧井平均每亩排赴近一吨
。

汛后早季也能排除浅层地

下成水
。

在龙治河和五支排排咸时间为 3 28 天
、

斗排排

成时间为 2 0 0天的情况下
,

使排沟影响范围内的土城明

显脱盐
。

因此
,

在排水沟系邃套后
,

遇上雨量充沛的

年份
,

能使土城盐碱普遍有所减轻
,

一
、

两年就显著

改好
。

五支排西侧
“

北马场
”

(地名 )距沟 3 00 米范围内耕

地中的盐斑面积
, 1 9 6 3年占3 7%

, 1 9 6 5年只 占。 .

5 %
,

到 19 7 4年已全部消除
。

(四 )灌水淋盐

在排水的基础上灌溉
,

盐分能排走
,

变压 盐为淋

盐
,

逐步从根本上消除盐害
。

1 9 6 5年五支排春灌前 (3

月份 )排盐6 9 9。公斤
,

春灌时 (4 月份 )排盐增大到 6 0 3 5。

公斤
。

在排沟控制下
,

加大浪水定额
,

有利于土城脱

盐
。

1 9 6 5年青年试验田
,

每亩用 1 10 立方米水灌溉
,

0一

50 厘米土城脱盐 21 一 44 %
。

农排渗出地下咸水的矿化

度达 1 4一 16 克 /升
。

1 9 6 7年春在盐荒地上
,

每亩灌水 2 00

立方米洗盐
,

使 40 厘米土层含盐量由原来的 0
.

55 %降

到 o
.

n %
,

脱盐 80 %
。

在灌排条件好的地方
,

经过8一

10 年
,

盐斑消除
,

底土脱盐
,

地下水有所淡化
。

后营

村东
“

东庄户
”
地

, 1 9 6 6年盐斑还占3 3
.

8 %
, 19 7 4年已

完全消除
,

变成了好地 (表 4 )
。

(五 )防止灌后返盐

在排水条件下
,

斑后抬高的地下水位回降速度快
,

有利防止返盐
。

村西北
“

楼上地
”

(地名 ) 1 9 6 5年 4 月结

合压盐进行播前灌
,

灌水定顿 10 。一 1 20 立方米
,

地下

水埋深由 2
.

2 3一 2
。

32 米上升到 0
.

43 一 1
.

5米
,

灌后三火

1吕名



表4 灌排条件下
“

东庄户
”

土壤和地

下水盐分变化( %)

土土 层层1 9 6 2年年1 9 6 3年年1 9 74 年年1 9 石0 年年

((( 厘 米))) 6 月1 4 [111 5月1 3日日4 月 30 日日4 月月

OOO一1 000 0
.

2777 一一0
。

1 111 0
。

888 0

111 0 一 2000 0
.

2000 0
。

1 000 0
。

0777 0
.

0999

0 222一 5000 0
.

2444 0
.

1 666 0
。

0888 0
。

1 000

0 555一6 0 555
。

2777 0
。

111 20
。

01 888 0
。

1 000

666 5一1 1 5550
。

555 20
.

20 222
。

1 3330
。

1 666

111 1 5一1 4 0 555
。

888 30
。

2888 0
。

1 77777

111 4 5一1 7 000 0
。

3111 0
。

2999 0
。1 44444

111 7 0 一0 000 20
.

5 555555555

埋埋 深深 2
.

0 5551
。

5 2221
。

61 000 。6 555

((( 米)))))))))))

888
.

2444 7
。

0 555 2
。

4111

平均每天下降8 一1 0 厘米
,

15 一20 天便回降到临界深度

以下
。

1 9 6 3年没有排水工程
,

春灌后地下水上升
,

10

天内地下水每天只下降 1
.

4一 3
.

5厘米
,

停灌后 66 天才

恢复到灌前水位
。

1 9 6 5年多穗高粱地经过播前
、

拔节
、

扬花灌溉的土壤脱盐稳定
,

全生育期含盐 量 均 小 于

1 9 6 4年汛前含盐量
,

地下水也有所淡化
。

有了排水工

程
,

避免灌渠长期积水
。

灌排并列
,

排沟对灌渠起到

了截渗作用
,

灌渠两侧地下水上升很少
,

距五支渠两

侧 50 米仅上升 0
.

03 一 0
.

18 米
。

修建排水工程以后
,

渠

道两侧演盐的80 亩地都已改好
。

(六 )抗早增产

1 9 6 5年春旱
,

降雨不足 50 毫米
,

土壤失墒深度达

知一 40 厘米
。

到 四月初
,

村北不灌的土壤 O一 40 厘米含

水率只有 4
.

5一 1 2
.

2 %
,

灌溉的土壤含水率达到 23 %
,

灌比不灌的小麦增产 5 8
.

7 %
。

小麦灌扬花水前 10 一 30

厘米土壤含水率仅 8 %
,

灌后土壤含水率增到 27 %
,

至

作物成熟还在 15 %
,

灌比不灌的千粒重增加 3 克
。

春

播作物在播前 ( 4 月 6 日 )O一 10 厘米 土 壤 含 水 率 仅

1 1
.

8 %
,

低于种子发芽出苗的适宜水分 ( 17 一 21 % )
,

灌

后土壤水分上升到 27 % ( 4 月 9 日 )
,

至 5 月 5 日仍在

18 一 20 %
,

棉花
、

玉米
、

高粱苗全苗旺
。

浇过播前
、

拔

节
、

抽穗三水的多穗高粱
,

全生育期土壤 水 分 适 宜

( 1 5一 2 0 % )
,

平均亩产 4 9 0斤
,

最高的 6 0 0斤
。

后营大队自排灌配套
.

综合治理早涝盐碱以后
,

盐

碱地大部改好
,

1 9 8 1年比 19 6 4年减少了 84 % , 有渠有

井抗早能力显著提高 , 田间排水工程配套
,

能够除涝

防渍 ; 土壤肥力有所提高
,

土壤有机质从 0
.

5一 0
.

6 %

提高到 1
.

2 %左右 , 农林牧结构与作物布局有所调整
,

这些为稳产高产及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创造了 条 件
,

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

1 9 7 2一 19 8 1年
,

平均年总产粮食为 1 43 万斤
,

棉花

总产为 4 万斤
,

比综合治理前第一
、

二阶段的粮食分

别增加 3
.

2倍
、

2 倍及棉花 3
.

5倍
、

l 倍
。

社员收入成倍增长
, 19 5 7一 1 9 5 8年人均分配收入

仅 2 1元
,

1 9 7 2一 19 8 1年为 10 9元
,

其中 1 9 8 1年为 1 8 0元
。

另有社员家庭养殖业收入人均 80 元
。

自1 9 6 4年综合治理以来
,

到 1 9 81 年
,

国家累计投

资 10
.

5万元
,

每亩33 元
,

主要用于建筑物配套
,

深井
、

电网补助
。

用于治理的自筹资金 43 万元
,

平均每亩 13 6

元
,

主要用于土方劳务投资及打井材料等方面
。

投资

与收益进行比较
,

投资收益率为 2 1
.

1 %
,

投资偿还期

为 4
.

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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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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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国外重要科技信息
,

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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