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伽师县盐溃土形成条件及其改良利用
.

` 愁

张 德 良

不新通伽师 县政府)

伽师县是新疆水苦低产的盐碱窝
,

也是甜瓜之乡
。

19 8 2一 19 8 3年第二次土壤普查查明
:

非

盐化的农耕土壤面积仅占全县耕地的 1
.

。% ,轻杜可七的占
1 4

.

2%
,

中盐化的占2 1
.

。%
,

强盐化

的达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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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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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一 、 土壤盐潦化形成条件
.

( 一 )
`

、

土滚盐演化的自然条件 了
·

1
.

地形
:
伽师县位处喀什噶尔干三角洲的克孜河流域下游

。

西连天山和昆仑山的接合点 ,

北依夭山南支柯坪山系
,

南靠昆仑山前山的英吉沙背斜带
。

第四纪以来
,

西
、

北
、

南三面山

区不断隆起
,

平原一直处于相对下陷状态
,

形成三面拜山东面开阔而微倾的半封闭型盆地
。

成

为喀什
、

疏附
、

疏勒
、

阿图什等上游市县地表
、

地下水汇集区
。

加之地势低平 (平均坡降1 / 3。。。 ),

岩性细
,

致使区域排水不畅
。 ` , ·

思 一
’ _

:
’

_
’

“
2

.

气候
:

属暖温带干早荒摸气候
。

多年平均 ( i亏5 9一1 9 8 4年 )年降水量56
.

1毫米
,

年蒸发

蓄 2 2 4 1毫米
,

年蒸发量为年降水量的 40 倍
。

强烈蒸发导致土体水盐垂直运动以上升为主
,

·

形

成盐分表聚
,

积盐强烈
。

3
.

水文及水文地质
. `

二
.

, ’

( ” 河水含盐
:

克孜河上游流晕第三系富含石膏的含盐地层
,

使河水出山口未经污染离

子径流遥就居全地区五大河流之首
。

达 3叨毫克 /升
,

离子年径流盈达 1 16 万吨 (表 1 )
。

( 2) 洪水含盐
:
北面柯坪山

;

因有含盐地甚困镶
,

’

硬拱水含盐甚高
.

据普查取样测定
,

矿

表 1 喀 什 地 区 主 要 河 流 禽 子 径 流 最 * (多年平均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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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高达 7
.

0 7克/ 升
,

使之成为县境北部耕
、

荒地的主要盐源 (表 2 )
。

( 3) 潜水含盐
:

伽师为大区潜水消耗区
,

长期强烈蒸发浓缩而致含盐很商
。

普查表明
:

弱矿

化潜水 (3 一 5克 /升 ) 占全县面积 2 2
.

7%
,

矿化水 (5 一 10 克 /升 ) 占了
.

90 %
,

强矿化水 ( > 10 克 /升 )

达 6 9
.

4%
。

埋藏浅矿化
,

度高的表潜地下水是造成盐渍化的又一重要条件
。

(二 ) 盐演化的人为因素

1
.

农业结构被破坏
:

伽师历史上为农林牧三结合的农业生态系统
,

由于盲目扩大耕地面

积
,

使
“
三结合

”

结构解体
,

盐渍化过程加剧
。

( 1) 减少了干排面积
,

破坏了水盐平衡
。

历史上伽师一亩农田靠 2 一 3 亩夹荒地为其平

衡水盐
。

解放以来
,

耕地扩大 1
.

47 倍 (含军垦农场 )
,

农田与天然干排面积比由1 : 3变成 1
.

6 : 1
,

导致了农区地下水位急剧上升
。

( 2) 毁林为田
,

加剧了水份循环紊乱和水盆平衡失调
。

森林覆盖面积由历史上的 10
.

4 %

下降到 5
·

80 %
。

以亩沙枣林年蒸发 “ 50 吨水代
,

可使近 1
.

` 8亿吨地下潜水由生物良性蒸腾变为

裸土恶性蒸发
。

按林地地下水平均矿化度 5
.

蛇克 /升计
,

每年使地下潜水中 7 0
.

3万吨盐分随水

燕发表聚土体
。

·

工3) 大面积改草为田
,

造成草缺
,

畜少
,

畜瘦
。

亩载畜量由1 9 5 1年的0
.

72 头下降到 1 9 8 1

年的.0 42 头
,

仅每亩牲畜粪肥就减少 41
·

气多
,

·

草扬被毁使有机肥源严重短缺
,

农地不仅易于

次生盐渍化
,

且很难巩固脱盐效果
。

, -

( 4) 用水的恶性循环
。

五十年代后期如师年均进水为 1 1
.

3亿立方
,

六十年代减少 20
.

9%
,

七十年代又减 9 , 9%
,

八十年代大兴水利回升到 1 0
.

5亿立方
,

仍比五十年代后期少 7
.

4%
。

值

此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

却没有同时建立新的灌一排和水一盐平衡系统
,

致使强盐化土播前必

须强行三次压盐 ( 30 。立方 /亩 )
,

中盐化土至少两次洗盐 ( 2。。立方 /亩 )
。

按渠道引水有效系数

35 %
,

八十年代平均田间总引水量 3
.

7亿立方计
,

全县 4 5
.

3万亩强盐化土仅播前洗盐就 耗 水

1
·

36 亿立方
,

26
·

7万亩中
、

轻盐化土播前耗水 0
.

53 亿立方
,

严项合计占全年总引水量的
5 ’

·

`%

不仅使冬小麦春早缺水
,

秋播争水
,

而且影响棉花
、

甜瓜
、 ,

玉米等生育期需水
,

造成农田水

缺返盐
,

需水越多
,

水位越高
,

盐害越重
,

周而复始
,

恶性循环不止
。

2
.

水利规划不合理
:

( 1) 上排下灌
,

加剧了灌水水质恶化
。

仅上游县市的农田废水 (排碱渠水 )
,

排入伽师灌渠

的郁 8处
,

碱水常流量 4
.

6方 , 上游厂矿企业污水排放粼尹处
,

常流量 1
.

35 方
,

两项合计相当

于洪水期 (6
、

7
、

8月 )总进水量的5
.

5一 3
.

5%
,

枯水期的37 一 33 %
。

致使水质越往下游越差
。

河

水出山口到喀什以西五里桥
,

离子总量平均每公里仅增 0
.

色2毫克 /升
,

五里桥到七里桥为喀什

城市污染段
,

离子总量由760 毫克 /升增至 8 33 毫克 /升
,

平均每公里增 9
.

1毫克 /升
,

七里桥至

伽师西界夏格玛上升到 1 4 4。毫克 /升
,

平均每公里增加 1 3
.

6毫克 /升
,

夏格玛到下游平原水库

贝那木
,

平均每公里增加 1 4
.

1毫克 /升
,

水库污染达到顶峰
,

到最下游伽师总场
,

上升到 2 7 0 0毫

克 /升
. 。

可见上排下灌是伽师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

( 2) 引多排少
。

喀什噶尔河水系灌区
,

平均弃水量弓l排比为 25 : 1 ,

年引盐量在灌区中
、

下

游达 22 2万吨
,

伽师受害最重
。

加之克孜河水量集中
,

夏季占全年水量55 %
,

且水浊泥多
,

含

沙童达 5
。

93 公斤 /米
“ ,

河床浅
,

容水量小
, 又无泄洪渠

。

每年洪期
,

排碱渠成了泄洪渠
,

致

使长期淤塞而失去了排碱作用
。

* 引自
:

新理喀什地 区土城普查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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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不
,

19 公o4

13 8



( 3) 平原水库布局欠妥
。

除表潜地下水矿化度高外
,

第一层隔水层 ( 13 一 20 米 ) 以下的潜

水矿化度
,

全县平均为 5
.

77 克 /升
。

在此条件下大建平原水库 (全县有 10 座 )
,

枯期强烈返盐
,

水库蓄水含盐量逐年增加
。

据普查期调查
:
县境内八个水库一个渔场

,

造成盐渍化面积 6万

亩
,

弃耕 2 万亩
,

平均单产由建库前 2 26 斤 /亩下降到 1 40 斤 /亩
,

减产 38 %
。

3
.

作物布局和农业技术措施不当
:
耕作粗放

,

施肥不足
,

不合理的作物布局是巩固脱盐

效果的最大障碍
。

该县从 1 9 7 1一 1 9 8 2年
,

耗地作物 (粮食及经济作物 )占播种面积的 9 3
.

9 %
,

自

养作物 (甜菜
、

蔬菜 )占4
.

17 %
,

而养地作物 (绿肥 )仅占1
.

95 %
* 。

如此布局
,

使土壤既
“

板
,

又
“

瘦
” ,

容重最高达 1
.

5克 /厘米
3 ,

最低也在 1
.

2克 /厘米
“ 以上

。

透水透气性差
,

返盐迅速
,

种植

绿肥固氮率低
。

加之串灌
、

漫灌
、

田间管理粗放
,

都是加剧土壤次生盐化的人为因素
。

综上所述
,

伽师的盐渍土
,

是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改良利用
,

必须从

综合治理着手
。

二
、

伽师盐渍土的改良与利用

(一 ) 因土种植
,

恢复农林牧三结合农业结构 在该县土壤生态系统中
,

根据盐化程度
,

土城属性之不同
,
恢复

、

建立和完善农林牧相结合的农业结构
,

是改良利用本县盐渍土的治

本之策
。

1
。

培肥轻
、

中盐化土
,

巩固脱盐效果
,

建立稳产高产基本农田
:
占全县耕地 37

.

1%的非
、

轻
、

中盐化土是本县宜农耕地
。

重点是
“

肥
” 。

调整用肥结构
,

建立科学施肥休系
,

以用为主
,

优水优肥优管理
,

用养结合
,

建设成粮
、

棉高产稳产低成本农田
。

2
。

改造强盐化土
,

重点突出
“

退
” :
县境上

、

中游轻盐化区的局部强盐化土
,

宜种首楷或

退耕还林
,

担负起以田养畜以牧促农或以林促农的重任 , 下游重盐化区排水较好地段
,

充分

利用速效钾含量高达 2 10 p p m 以上的优势
,

作为伽师甜瓜的生产基地
,

实行首楷一春麦一甜瓜

一首偕轮作 ; 无排水系统的恶性循环地段
,

退耕还林
,

发展以怪柳为主的天然耐盐灌丛和沙

枣为主的人工薪炭林
,

恢复
“

三结合
”

的农业结构
,

缓和农村
“

四料
,

(燃料
,

饲料
,

肥料
,

木料 )

紧张矛盾
,

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结构内部的能源危机
。

3
。

典型盐土
,

关键是
“

稳
” :

目前难以改良
。

在土壤生态系统尚未建立起新的水盐平衡体

制前切忌垦植
。

仍作为辅助平衡水盐的天然干排区
。

( 二 ) 因地制宜
,

合理布局滋
、

排
、

泄
、

留
、

扬系统 伽师治理盐化
,

重点是
“

排
. 。

通过

完善灌排渠系
,

改造蓄水
,

增加泄洪
、

扬排设施
,

才能充分发挥
“

排
”

的作用
。

1
.

南引北排
,

治理克孜河流域
:
南引

,

从喀什市
_

L游 20 公里水质无污染处引水
,

改建扩

建河床较高污染轻的克孜河南渠
,

配套农区内输入控制工程
,

改善灌溉条件
,

实行以水为中

心综合治理
。

北排
,

克河北岸及下游是次生盐化重灾区
。

必须尽快完善主干排工程
,

使各河

高矿化尾水和北部含盐山洪及表潜地下水有路可排
。

2
.

配套各级排渠
,

增加泄洪渠
:

根据试验结果
,

缩小各级排渠间距
,

下游地段毛排间距

缩至 40 一 6 0米为宜
。

增加泄洪渠
,

使泄洪排碱分家
。

水流滞缓地段建立扬排站
,

加速排渠流

速 , 改造
、

调整蓄水布局
,

建设好山区水库
。

(三 ) 因水制宜
,

充分发挥水在改土绮肥中的作用
。

1
.

改革灌水制度
,

节约灌溉用水
:

严禁大水摄灌
,

推广浸灌沟灌畦灌
,

进一步搞好喷滋

( 下转第 1 4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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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锌肥对水稻增产效果愈显著
。

总的看来
,

三种施肥方法 中以锌作底肥效果最好
,

根据统计分

析得到
,

土壤 {j’ 效锌与锌作底肥的水稻净增产量间的回归方程为 y = 2 7宁
一

16 7叉 , :
·

二 一 0
.

肠 7 ,

达 1 %显著水准
。

六
、

结 语

开江县土壤中锌的含量受成上母质的影响
。

不同类型土壤的全锌含量有一定差异
,

但均

比国内外的平均含量高 , 有效锌
.

与全锌含量有一定关系
,

但没有规律佳的变化
, 有效锌含量

的丰缺与土壤农化性状有密切关系
,

在土壤有机质含蟹偏低的情况下
,

有效锌与有机质含量

呈正相关 , 有效锌与 p H
、

有效磷呈负相关
。

全县缺锌的土壤占耕地面积的 90 %以上
。

早地土壤有效锌含量更低
。

因此
,

在早地作物

上施用锌肥对提高产量是无疑的
。

水稻上施锌肥不仅能防洽苗期
“

坐莞
” ,

而且提早分莫
、

成穗

多
、

经济性状好
,

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土壤有效锌含量愈低
,

`

施用锌肥的效果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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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翻试验 , 减少非
、

轻
、

中盐化土洗盐定额
。

20 0方 /亩
,
强盐化土宜保证 200 一 3 00 方 /亩

,

地
,

抢场播种
,

抢时中耕
,

防止返盐
。

非
、

轻盐化土宜用水 1 00 方 /亩
,

中盐化土宜 1 00 一

灌淤土类要少量多次
,

潮土类不早不灌 , 抢墒犁

2
.

发称夏洪优势
,

培肥改土
:
克孜河夏季洪水多

,

水质好 (。
.

1 8克 /升 )
,

加之夏季光
、

热

丰富
,

有利脱盐改土和作物生长
。

( 1) 利用夏洪扩种绿肥盆县境上游轻盐化灌淤土区实行短

期复播绿肥和麦田套种草木择并举 ; 中游中盐化灌淤杏区实行复舞牌豆与播种首藉并举
, 下

游重盐化溯土区扩种首猎
,

利用夏洪增加产草量
。

(幻 利用夏洪种植水稻
,

改良恶性构型重盐

化土
。

即下游底粘
、

腰粘构型潮土区
,

在完善灌排渠系前提下种植水稻
,

实行肥
、

稻
、

瓜轮

作
。

( 3) 利用夏洪
,

发展草场和薪炭林
。

有计划地引洪
、

`

拦洪
,

在北部盐化棕漠土区发展怪柳

为主的耐盐灌丛
,

上
、

中游盐化草甸土区发展沙枣为主的双层草场萝最下游洪泛洼地发展胡

阳和怪柳
。

扩大生物排碱面积
,

增加
“
四料

, ,

摆脱农业能源危机
。

此外
,

变废水为宝
,

将大

区干排碱水引入南部沙漠
,

分期分批发展高度耐盐的胡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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