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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县避东地区主要土壤为盐土
,

土壤养分贫乏
,

产丝低
。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
,

由于

采取丫以治示
、

排盐
、

改土为重点的综合措施
,

农业生产获行狡大灼发展
,

粮
、

棉平均单产

分弱达 4 68 公斤 /亩和 5了公斤 /官
。

但到 70 年代以后
,

粮食平均单产一直在 5 00 公斤 /亩左右徘

徊
,

棉花产量低而不稳
,

平均单产降至 33 公斤 /亩
。

海门县通东地区土壤由于成陆和开垦历史不 同
,

土壤的盐分含量多少和地下水矿化度的

高低与离黄海的远近有关
,

离黄海愈近含盐量愈高
,

靠近黄海边的东兴乡兴垦村 8组
,

地下水

的矿化度高达 22
.

8克 /升
; 而离黄海较远的地下水矿化 度一般在 1克 /升左右

。

棍据地下水的矿

化度和 1米土体的含盐量
,

通东地区的主要土壤属盐土类— 潮盐土亚类
,

其面 积 为 20
.

5万

亩
,

占通东地区土地面积的 94 %
。

其中离黄海近的重盐土
、

中盐土
、

轻盐土的面 积 为 1
.

1万

亩 , 离黄海较远的
,

虽然地下水矿化度仍为 1克 /升
,

但 1米土体的含盐量已小于 0
.

1 %
,

属盐

土中的脱盐土
,

其面积为 1 9
.

4万亩
。

根据土壤质地和含盐量
,

通东地区盐土主要分 6个土种
,

即沙性脱盐土
、

沙性中盐土
、

沙性轻盐 土
、

壤性脱盐土
、

壤性重盐土
、

粘性脱盐土
。

一
、

低产原因

海 门县通东地区低产的原因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
。

现就海 门县 在 1 9 8 2一 1 9 8 4年第 2次

土壤普查中发现的儿个问题分述如下
:

(一 )水系乱
,

甲沟水质差
,

早
、

涝
、

渡害严重

50 年代至 60 年代
,

通东地区通过大搞水利
,

引淡排咸
,

并港建闸
,

拆坝造桥
,

杜绝了海

水倒灌
,

加速了土壤淋盐 ; 同时通过水早轮作
、

铺生盖草
、

秸草还田
、

扩种绿肥等农业改土

措施
,

作物产量迅速提高
。

但到 70 年代
,

尤其是 1 9 7 6年
,

通东地区大撼
“

样板片
” ,

把开通吕

河堆积在沿河两岸的沙土进行填沟并窕
,

造成沟浅窕阔
、

水系乱
,

引起了早
、

涝
、

渍害频频发

生
。

严重影响作物灌溉和人们生活用水
。

据 1 9 8 4年 6月上
、

中旬调查的通东地区 1 0 1 9条甲沟
,

其中无水干固的有 77 条
,

占总数的 8 %
,

水深为 0
.

1一 0
.

5米的有 3 33 条
,

占总数的 33 %
。

干旱

时采取埋高涵或在甲沟 口 门桥下打坝进行蓄水
,

但至雨季时
,

则造成坝埂阻塞
,

排 水 困难
,

形成渍害
。

此外由于无法引进淡水
,

致使甲沟水质变劣
。

对甲沟水质的分析结果 (表 l) 表明
,

甲沟水质主要存在以下 3个 问题
:

1
.

p H值高
。

60 年代由于沟河相通
,

甲沟水 p H < 8
.

3 ,

而现在 p H值平均为 8
.

8 ,

其中大

于 8
.

5的占5 9 %
,

最高的 p H值在 10 以上
。

2
.

含有一定量的残余碳酸钠
。

60 年代
,

在甲沟水中没有残余碳酸钠
,

而现 在 大多数含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宋家齐
、

许福涛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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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海 门 县 通 东 地 三 甲 沟 水 质

项 日 p H 值 钠含量 ( % )碱 量 ( % )
残余 碳酸钠

( 毫克 当量 /升 )
矿化 度 《克 /升 )

X 士 58
.

8 士 0
.

74 58
.

6 土 1 3
.

4

变 幅 7
.

2一 10
_

0 3 5
.

3一 77
.

4

甲沟条数 5 7 58

之L
:

表 中 X 为平均值
,

S 为标准差 (下 同 )
。

4 2
.

8 士 1 3

1 9
.

9一 6 8

5 8

7 6 土 0
.

8 3

0 1一 4
.

04

37

88 士 0
.

5 ]

4 7一 3
.

9 8

5 7

有残余碳酸钠
,

平均为。
.

76 毫克当量 /升
,

其中含量大于 1
.

25 毫克当量 /升的 占 14 %
,

最高 的为

4
.

04 毫克当量 /升
。

3
.

钠的含量和总碱量都比较高
。

分析 58 条 甲沟水质
,

钠的含量平均为 59 环
,

其 中 超 过

6 0 %的有 34 条
,

占59 % ; 总碱量大于 50 %的有 16 条
,

占28 %
。

从以上可看出
,

通东地区的甲沟水质 已不宜用作灌溉水
,

但 目前 由于无法引进淡水
,

一

遇干旱
,

仍用此水抗早
,

不仅影响了当季作物的生长
,

而且会使土壤产生碱化的危险
。

( 二 )地下水矿化度高

通东地区地下水的矿化度大多在 1克 /升 以上
。

分析的 1 25 个地下水样
,

其中 属强 矿化度

的有 4个 ( 10 克 /升以上 )
,

占 3 %
,

中矿化度有 97 个 l( 一 5克 /升 )
,

占78 %
。

由于通东地区土壤

中的粉砂粒含量高
,

一般在 65 % 以上
,

土壤多为轻壤质
,

土体受地下水的活动影响大
,

因此
,

如不注意土壤培肥
,

高矿化度的地下水中的盐分极易返至地表
。

例如王浩乡四 总 村 7组的一

个土壤剖面
,

盐分表聚 明显
, 0一 5厘米含盐 0

.

2 07 %
, 5一 10 厘米 为 0

.

巧 %
,

10 一 20 厘 米 为

0
.

1 27 %
,

50 一 1 00 厘米为 0
.

55 %
。

由于土壤返盐
,

耕作层含盐量高
,

影响作物生长
。

( 三 )土壤趋向碱化

通过对 土壤的盐分含量
、

盐分组成
,

p H值和碱化度的分析 (表 2 )
,

目前通东地区土壤人

多数已脱盐
,

但在脱盐过程中部分土壤有碱化趋势
,

主要表现在
:

.1
_

L壤 p H值高
。

26 个音J面
,

1 82 个土样分析统计
,

平均 p H值为 8
.

5 ,

其中在 8
.

5以上的

占 6 6 %
,

有的层次高达 9
,

愈向下 p H值愈高
。

o一 5厘米 p H值平均为 8
.

4 ,

20 一 1 00 厘米为 8
.

5
,

1 0 0厘米以
一

『为 8
.

6
。

2
.

土壤盐分组成中
,

重碳酸盐所 占的比例大
,

有残余碳酸钠存在
。

18 2个样品中
,

以重

碳酸盐为 韭的99 个
,

占54 % ; 以氯化物为主的 66 个
,

占36 % ,
硫酸盐为主的 17 个

,

占9 %
。

由

于土壤盐分组成中重碳酸盐比例大
,

总碱度 ( H C O
3一 + C O

3 “ 一
)相应增高

,

占土壤阴离 子总量

5 0 % 以
_

}二
,

其中有残余碳酸钠 ( H C O
3一 + C O

3 “ 一
) 一 ( C a “ + + M g “ 十

)的土样有 1 4 0个
,

占 7 7多石
,

部分地区上壤全剖面各层次都有苏打化趋势
。

3
.

土壤有一定的碱化度
。

分析 26 个土壤剖面
,

除表层。一 5厘米碱化度较低
,

平均为 2
.

3 %
,

且都在5 % 以下
,

属非碱化外
,

其余各层次均有不同程度的碱化现象
。

5一 10 厘米土 层 碱 化

度平均为 3
.

2 %
,

其 中碱化度在 5一 10 % (属弱碱化土 )的占19 %
,

最高的碱化度为 9
.

2 % ; 10 一

2 0厘米土层的碱化度平均为 4
.

5 %
,

其中碱化度为 5一 10 %的 占35 %
,

碱化度在 10 一 20 % ( 属

强碱化土 )的占 8 % ; 20 一 50 厘米土层的碱化度平均为 6
.

9 %
,

其中碱化度为 5一 10 %的 占35 %
,

碱化度为 10 一 20 % 的 占19 %
,

碱化度大于 20 % (属碱土 )的 占4 % ; 50 一 1 00 厘米土层的碱化度

平均为 9
.

2 %
,

其中碱化度为 5一 10 % 的 占31 %
,

碱化度为 10 一 20 的占39 % ; 100 厘 米 以下的

碱化度更高
,

平均在 10 %以 卜
。



表 2土 壤 盐 分 及 碱 化 度

深 度
(厘 米 )

离子组成 (毫克当量 / 1 0 0克 土 )

项 目

n0

0一 5 X士 S 变幅

p H

8
.

4

0
.

3 3

7
.

3一
8

.

9

全盐 %
CO

3 2一

HCO s-
I C一 5 0

` 2- + N
+

碱化度
(% )

1 0 0 4

0
,

0 3 4

0
.

0 22一
0

.

2 0 7

_

:: :
,

;: :
.

:{

00而

0
.

2 7

0
.

0 3 3

0
.

2 1一
0

_

3 3

0
.

0 2一
1

.

3 8 卫不

0
.

20

0
.

0 8

0
.

0 7一
0

_

4 1

M g Z +

0
.

1 1

0
.

0 5

0
.

0 6一
0 2 5

0
_

1 8

0
_

1 2

炭而

2
.

3

1 0 7

0
.

8一
4

.

2

O
ù
U

5 一 1 0 X 士 S 变幅

8
.

5

0
.

3 2

7
.

4一
8 9

’

::: :
.

::
.

2 9

.

0 4

2 3一
.

3 8

0 1 7 0
.

10 0
.

2 6 3
.

2

0
_

2 0 0
_

1 8

0
.

18

0
.

0 7

0
.

0 6一
0

.

37

0
.

0 9

0
.

0 3

0
.

0 4一
0 17

0
_

1 9 2
_

2

0 0 2 3一
0

.

1 5 0

。 丫
0

.

U吕

0
.

0 1一 {

1
_

0 2 1 次晶 .00石
1

.

0一
9

_

2

:
.

;:
0

.

1 7

0
.

0 7

0
.

0 3一
0

.

3 6

:
_

:;
4

_

5

3 2
.015021

8 4

10一 20 士 S 变幅
0

.

2 3

7
.

6一
8

_

8

:
.

:: :
.

::
一 0

.

0 2 3一
0

.

1 3 4

}一一
{ 0

.

0 6 9

4 0
.

05 1

00而

{
一

;
…“

{ 0 6

…
一
。

}

.

3 1

.

0 4

2 5一
.

39

0 3 1

0
.

3 2

0
.

0 1一
1 1 2 飞石 尹鑫

1
.

3一
1 2

、

2

075.072
n
ù
U0

.

0 4

2 0一 5 0 X 士 S 变幅

8
.

5

0
.

2 6

7
.

6一
8

_

9

0
.

0 2

0
’

0 2 8一
0

.

2 87 .00品

.

32

.

0 6

19一
.

4 1

.

:: :
_

::
0

.

0 3一
3

.

6 6

0 贾
O 吕匕

0
.

20

0
.

18

0
.

0 6一
0

.

5 9

0
.

12

0
.

1 1

0
.

0 5一
0

.

5 8

: :
0

.

0 8一
3

.

6 0

1
.

4一
2 1 6

ù”n

5 0一 1 0 0 X 士 S 变 幅

8
.

5

0
.

2 6

7 6一
8

_

9

0
.

Q9 6

0
.

0 87

0
.

03 2一
0

.

2 8 9

`

::
.00孤

0
.

3 5

0
.

0 5

0 2 9一
0

.

4 6

0
.

6 2

0
.

17 ::
9 2

5
_

3

0八”

0
.

0 5一
3

.

3 5

0
.

2 1

0
.

2 1

0
.

0 2一
1

.

0 0

0
.

14

0
.

0 7

0
.

0 5一
0

.

3 8

0
。

0 2一
0

.

2 4

1
.

0 1

0
.

8 3

0
.

2 7一
4

.

0 4

2
.

5一
19

.

9

1 0 0一 1 50 X 士 S 变幅

8
.

6

0
.

2 4

8
.

2一
9

.

0

0
.

0 8 1

0
.

0 4 0

0
.

0 8

0
.

0 6 : ::
0 4 0一
2 2 2 .00石

0
.

3 0一
0

.

5 0

0
.

6 0

0
.

5 6

0
.

0 7一
2

.

4 9

:
’

::
。

.

。。一 4
。

.

0
_

6 6

.

1 2

.

0 5

0 6一
_

2 2

0
.

0 8

0
.

0 4

0
.

0 4一
0

.

18

1
.

0 3

0
.

6 5

0
.

3 7一
3

_

2 2

`

;
·

:
ù
Un

3
.

2一
2 2

.

3

n0

15 0 以下 X 士 S 变幅

8
.

6

0
,

3 2

8
.

1一
9

.

0

0
.

0 8 6

0
.

0 3 9

0
.

0 3 9一
0 1 9 3

: ::
0

.

3 9

U
.

0 匕 : :{
。 叮
0

。

2 艺

0
.

3 0一
0

.

4 8

0
.

1 2一
2

_

2 2

0
.

1 6

0
.

0 9

0
.

0 5一
0

.

4 4

0
.

1 1

0 0 5

0
.

0 5一

0
.

0 7

0
.

0 4

0 0 4一

1
.

1 3

0
.

6 4

0
_

3 8一

1 3
.

6

7
.

3

2
.

7一
1

0
·

2 9 } 0
·

1 4 } 2
·

5 2 } 3 4
·

2

造成通东地区土壤碱化趋势的原因
,

主要有以下 3点
:

( l) 甲沟水质差
,

p H值高
,

碱度大
,

有的含有残余碳酸钠
,

经常用此水 灌 溉
,

导致土

壤碱化
。

( 2) 土壤中存在较多的中性盐氯化钠和碳酸钙
。

土壤吸收性复合体上的钠 离子 被水解
,

因此 p H值和总碱度都有增高
,

使土壤发生碱化
。

( 3) 地下水中的残余碳酸钠
,

随毛细管上升蒸发过程中
,

钠离子进入土壤吸收性复合体
,

使土壤发生碱化
。

对地下水的分析结果表明
,

通东地区王浩乡四 总村
、

刘浩乡成河村等剖面点

地下水钠离子含量占全盐量 50 % 以上
,

王浩乡四总村地下水残余碳酸钠达 1
.

42 毫克当量 /升
,

钠离子与钙镁离子比值达 3
.

08
,

说 明地下水也有碱化趋势
。

( 四 )土坡理化性状变差

通东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
,

平均为 1
.

17 %
,

比全县低。
,

2 3 %
,

土壤全氮
、

全磷

含量分别为 0
.

0 89 %和 0
.

1 58 %
,

比全县低 0
.

0 15 %和 0
.

00 5 %
。

土壤板结
,

通透性能弱
,

土壤物

理性状差
。

土壤理化性状变差的主要原因
,

一是减少了豆科
、

绿肥等养地作物
。

1 9 6 5年
,

通

3 3



东地区 种植蚕 二
、

资 、 等 .
、

科城物达 1 3万 六
, ,片耕

.

吐的 65 %
.

刊 1 9 7 9年鱿 井材汉 万
;

泊 付
. 1̀ 钊

地的 20 % ; 1 9 6 5年 屯绿肥血积为 2 5 3 4 5亩
,

19 81 年只
一

汀2 0 00 亩
,

间作绿肛交 劝 沐 扮打拈
,

小七
-

绿肥使 !班
。 一

…
·

不甲 、
.

。 : 从
_

川
。

1 9 6这一 19 6 6 乍
,

件年秸草还州引了亩
,

价 以后称专次 匀 朴: 造从

原料或燃料
,

孙还 川 八
一

:
卜 井玉米棉花夹种连作代替

!
’

粮棉轮作
。

60 年代
r

厂
】

热
: 、

地区

实行的耳熟半资半
:

_

议蚕 喊 )
、

秋熟半粮半棉 2年 4熟轮作制
,

有利干士壤养用结合
,

方利 于粒

棉稳产高产
,

钾
犷

到 70 年仕推行玉米棉补夹种连作制
,

种植棉花面积 占耕地的 80 % 以 匕
,

了三洲

进行轮作
,

造成 扭坡址二力下降
,

氮
、

磷
、

钾比例失调
,

病虫害猖撅
,

土坟午态万境严袱的恶

化
。

二
、

改良措施

要改变通东地区的低产面貌
,

必须从治水改土为重点的基础工程做起
,

采取水利工程措

施和农业技术措施结合的办法进行
`

1
.

整治沟坝等刀
、

利设施 妥在通东地区建成一个引得进
、

排得出
、

降得
一

下
,

行挂外咸
.

.

能

蓄水
、

能灌溉
、

六琉抓
“
制的纷合利用的新水系

,

首先必须整治甲沟
,

采取必要
.

为截弯取户
_ ,

片: 宽

竣深
,

挖通 口 门
,

清除坝埂
,

建涵造桥
。

使呆沟变活沟
,

以改善水质
,

彻底价决通东地区的

早
、

涝
、

演害问题

2
.

调整作物布局
, /

含理轮作
。

以麦
、

稻
,

麦
、

豆 (绿肥 )
、

棉花水旱轮作或麦
、

豆 (绿肥 )

棉花
,

麦
、

豆 (绿肥 )
、 :长米黄赤豆夹种轮作的两年四熟制

,

代替玉米 与棉花夹种的一年两熟

连作制
,

以利于淋盐改土
,

涪养地力
。

3
.

秸草还田
,

增加土壤有机质
。

通东地区土壤偏砂
,

有机质含量低
,

秸 草还 田笼增加

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措施
。

例如通东地 区的新余乡长兴村 12 组
,

连续 3年每年秸草还 田 1 5 0公斤

1亩
,

上城有机质由 1
.

04 % 址升到 1
.

18 %
,

增加了 1 3
.

5 % , 土壤容重由 1
.

32 克 /厘 米
“ 一

下降到

/
.

28 克 /厘米
“ ,

土城的理化性状明显改善
。

4
.

种植幼
、

吧 经肥厂
一

通东地区重要有机肥源
,

近年来由于
“

扩麦缩绿
”

和蚕豆绿肥收枯
,

绿肥鲜夯
.

广谊
: ,

析 降
,

埋青数毋逐年减少
。

因此
,

必须增加种植绿肥的面积
。

积极推广通

东地区亡妇为名兴认汁和植组狱的改主经验
。

兴无村原来亩产棉不过百
,

粮不过千
。

1 9 7 9年起

种足了绿肥面形;
,

朴仪熟茬 日改为
“

一麦一绿
” ,

基本上亩亩有绿肥
,

此外是保证绿肥鲜草产量
,

采取蚕豆和箭舌豌豆混播
,

每亩鲜草产最达到 12 5 0公斤左右
。

由子兴无村大种绿肥
,

再加
_

卜秸

草还田等培肥拼施
,

兴元讨山低产区变成了通东地区的高产区
,

粮食和棉花亩产分洲由 1 9 7 7

年的55 5公斤和 47 公斤提高到 19 8 2年的 7 15 公斤和 91 公斤
。

5
.

发展猪羊
,

交积优质肥料
。

通东地区原来养猪 比较多
,

养羊比较少
,

但近 年来猪的

数量下降较多
,

养羊只有 4 万多只
,

占全县 14 %
。

通东地区杂草多
,

羊的饲料充 足
,

因 此在

恢复养猪的同时
,

应大力发展养羊
,

以增加培肥改土的优质肥料
。

推广和实行 !: 冰改良拼施
,

通东地区的低产面貌一定能迅速改变
,

并将发展成海门县一

个重要的粮
、

棉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