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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滨海盐演土的发生过程
、

特性及改良利用问题
,

已有较多的论述〔从 2〕
。

我们将第二次

土城普查的资料
,

与第一次土壤普查的资料作了一些对比分析
,

结果表明
,

苏北滨海盐渍土

经过二十多年长期改良利用
,

盐渍土的分布界线发生了明显东移的变化
,

现整理如下
。

一
、

苏北滨海盐溃土的分布规律

苏北滨海盐渍土的分布规律仍然和过去一样与海岸相平行呈带状分布
,

愈近海盐分愈重
,

地下水矿化度亦然
。

故自东向西土壤含盐量逐渐减少
,

地下水矿化度逐渐下降
。

根据土壤含

盆量和地下水矿化度状况
,

可以划分成几个带
。

1
.

盆盐演土带 主要分布范围
,

自新海堤向西平均两公里左右
,

土地总面积约 3 5
.

5万亩
。

1 米土层平均含盐量 > 0
.

4%
,

盐分化学组成
,

阴离子以抓为主
,

阳离子以钠为主
。

地下水矿

化度10 一 30 克 /升 (个别在 30 克 /升以上 )
,

地下水的盐分组成与土壤相同
。

2
。

中盐波土带 紧靠在重盐渍土带以西
,

大约在黄海公路以东 4 公里的范围内
,

土地总

面积约 8 0
.

5万亩
。

1米土层平均含盐量在。
.

2一。
.

4%之间
,

盐分组成同样以氛化钠为主
,

地

下水矿化度 5一 10 克 /升
。

3
.

轻盐液土带 主要分布在黄海公路东西两侧 16 公里范围内
,

土地总面积约为 19 4万亩
。

1 米土体平均含盐量为。
.

1一。
.

2%
,

土壤盐分组成与重盐渍土带和中盐渍土带不同
,

阴离子

以重碳酸根和氯根为主
,

同时两者含量相近
,

阳离子仍以钠为主
。

地下水矿化度 5一 10 克 /升
。

4
.

底层轻度盐化潮土带 分布在灌溉总渠以南
,

轻盐渍土带以西至串场河
,

沿岗河东侧
,

灌溉总渠以北中山河以西
,

南潮河以东地区
,

面积约 3 80
.

5万亩
。

1米土层平均含盐量 < 0
.

1%
,

50 厘米以下土层含盐量 > 。
.

1%
,

地下水矿化度在 2 ~ 5克 /升之间
,

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约 1
.

77

米
。

但由于地下水矿化度还比较高
,

土壤质地轻
,

毛管作用较强
,

仍有返盐的威胁
,

因此
,

要

注意用养并重
,

熟化耕作层
,

加强排水措施
,

在巩固改良的基础上
,

加快心
、

底土脱盐
,

使

之完全向潮土方向发展
。

5
.

灰潮土带 主要分布在串场河以东至通榆河两侧狭长地带
,

面积约 43 万亩
,

以江淮冲

积物为主
,

质地多为轻壤质
。

由于灌概水源和水质较好
,

二十多年来采取水早
、

绿肥轮作
,

盐

分淋洗较快
,

目前 1 米土体盐分含量均 < 0
.

1%
,

地下水矿化度 1 ~ 2克 /升
,

早季浅层地下水

埋深在 2米以上
,

耕层有机质含量 > 1
.

3%
,

熟化程度较高
,

已无返盐现象 (表 1 )
。

6
.

黄潮土一盐化潮土带 主要分布在苏北灌溉总渠以北废黄河三角洲
。

自滨海县 废 黄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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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出口处向西到响水县呈不连续的扇形分布
,

面积约” 万亩
,

其中黄潮土 83 万亩
。

为黄泛冲

积母质
,

质地有轻壤和粘土
,

沙粘相间
, p H值较高

,

多在 8
.

5以上
,

1米土体含盐量 < 。
.

1%
,

地下水矿化度 1~ 2克 /升
,

浅层地下水埋深 1
.

6 ~ 1
.

8米
,

耕作层有机质含量约 1%
,

无返盐现

象
。

但在废黄河两侧缓坡地上
,

亦有插花斑状盐化潮土分布
,

面积约 16 万亩
,

虽然 1米土体内

平均含盐量 < 0
.

1%
,

地下水矿化度 1~ 2克 /升
,

但因心土层常夹有粘土层
,

影响水盐正常运

行
,

故春秋两季有明显的积盐
,

作物立苗困难
,

产量很低
。

二
、

滨海盐渍土的演变

通过前后两次土壤普查资料对比分析
,

目前各类盐渍土面积合计为 31 。万亩
,

比 19 5 9年减

少了 12 3万亩
,

下降28
.

4% , 盐渍程度也有减轻
,

例如 1 9 5 9年中
、

重盐渍土面积为 1 9 3
。

7万亩
,

而 目前下降到 n 6万亩
,

下降了 40
.

2%
,

由于面积减小和盐渍程度的降低
,

使盐化土壤和底层

轻度盐化土壤的分布界线
,

比 1 9 5 9年平均向东迁移了 6
.

15 公里
。

说明二十多年来采取的水早
、

奋 绿肥轮作
,

用养并重
,

加速熟化
,

重视排水等措施是正确的
。

但是也应该看到
,

在大丰县 的

王港到射阳县新洋港下游以及射阳河下游
,

盐渍土面积还相当大
,

地下水矿化度亦高
。

其原

因是地势低洼 , 防潮闸经常关闭
,

既抬高了地下水位
,

又减少了周年的排水量 , 此外
,

近年

知
间排水沟淤浅

,

如射阳县大兴公社 3 7 5。条排水沟
,

有 2 4。。条淤浅不通
,

占全部排沟的 6 6%
,

因而使地下水位常年较高
,

排水排盐不畅
,

盐分不易脱除
。

苏北滨海地区
,

土壤盐渍化与地下水矿化度的相关性非常密切
,

一般土壤盐渍化程度随矿

化度增高而加强
。

相反
,

地下水矿化度下降相应地土壤含盐量亦随之降低
,

这种规律性已在

盐渍土分布规律中充分反映了
。

随着地下水矿化度的变化
,

地下水化学组成也发生变化
。

但由于滨海地区的特殊性
,

大于

3 克 /升以上者
,

各离子组成的比例基本稳定 (表 2 )
。

表 2 滨海
、

盐城
、

射阳和东台县沿海地区地下水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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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壤盐分
、

地下水矿化度与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关系

根据普查资料整理归纳表明
,

当 1 米土体平均含盐量 < 。
.

1%
,

地下水矿化度 < 1克 /升

和 1~ 2克 /升时
,

土坡盐分和地下水矿化度
,

不影响有机质的累积和耕作层的熟 化 (图 1 )
。

当

1米土体平均含盐量在 0
.

1~ 0
.

2%
,

地下水矿化度 3~ 5克 /升时
,

以及 1 米土体含盐量在。
.

2~

0
.

4%
,

地下水矿化度为 5~ 10 克 /升时
,

与土旗耕层有机质含量成负相关 (图 2 )
。

这表明土城

盆分含 t 提高
,

地下水矿化度增加
,

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和有机质的积累
,

同时也影响土城耕

层熟化程度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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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在水利土壤改良措施的基础上
,

加速土壤淋盐排盐作用
,

建立豆科绿肥轮作
,

不

断培肥地力
,

使耕作熟化层增厚
,

以达到巩固土壤改良成果
,

提高生物产量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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