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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盐溃土的特性及其改良
`

蔡 阿 兴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

不久前
,

作者有机会赴斯里兰卡参与研究斯里兰卡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发生和防治 问 题
。

现简介如下
。

斯里兰卡属 印度洋热带岛国
。

陆地面积 6 5 6 1 0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面积 40 0万公顷
。

全国

人 口 1 6 0 0万
,

平均每人 占有耕地0
.

25 公顷
。

斯里兰卡有盐渍土 20 万公顷
,

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 5 %
。

据斯里兰卡调查部资料
,

全国

共有 23 个土类
,

其中包括盐土和碱土 2 个土类
。

盐渍土中大多数为滨海氯化物盐土
,

少量为

碱土
。

近年来
,

斯里兰卡为了增加粮食生产
,

解决由于人 口增加而增大对粮食的需求的矛盾
,

国

家引进外资
,

重点开发最大的马哈韦利河
,

以发展灌溉事业
,

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

经数年努

力
,

现 已根本扭转了粮食一向依赖进 口的局面
。

但是
,

在发展灌溉的同时
,

由于防治土壤次

生盐渍化的措施没有相应跟上
,

导致次生盐渍化土壤的发生和发展
,

影响了粮食生产
,

引起

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

斯里兰卡一年无春
、

夏
、

秋
、

冬四季之分
,

但有明显的雨季和早季之别
。

雨季在每年的
、 10 一翌年 1月

,

早季在 5 一 9 月
。

早季常刮大风
,

最大风速达每小时 65 公里
。

斯里兰卡国土的 92 %为前寒武纪红色变质岩组成的
,

全岛中部为山地
,

四周低平
,

山地

最高峰达 3 0 0 0米口上
,

四周低地平原
,

全岛分布 3 个准平原
: 海拔 。 一 15 0米为第一准平原

;

1 50 一 60 0 米为第二准平原 , 60 0一 1 5。。 米为第三准平原
。

低地平原称为西南平原
、

东南平原

和北部平原
。

这些平原均为缓起伏地形
。

全岛河流较多
,

都发源于中部 山地
,

向四周呈放射状分布
。

最大的河为马哈韦利河
,

它

水量丰沛
、

水质好
,

流域面积大
。

近年来经大力开发
,

得益匪浅
,

与此河相距 10 0多公 里 的
“
中国农业示范农场

”
即以此河水灌溉

。

在早季该河水矿化度为 0
.

35 克 /升
,

雨季为 0
.

23 克 /升
。

然而在农场 内盐渍土的地下水矿化度则较高 ( 表 1 )
。

表 1 农场地区盐溃土的地下水水质状况 ( 19 8 6年 )

采样号 F e l一 I L : 7
F e Z一 2 L 7 F e 3 R 1 3

F e 4一 I R I F e s一 I R 7
农场井水

矿化度 (克 /升 )

采 样日期 (月 / 日 )

1 0
.

3 2

协
_ _

3 / 2。 一
_

3八 9 3 / 2 6 3 / 2 5

5
.

7 6

3 / 2 0

0
.

6 8

4 / 5

斯里兰卡滨海盐溃土主要是受海浸和海啸的影响而形成的
,

部分则是因对海 岸 管 理 不

善
,

导致雨季发生海水倒灌而形成的
,

例如首都科伦坡北郊的一片盐渍土
。

农场地区次生盐溃化的原因
,

主要是地处低洼
、

地下水位高 (一般 < 1 米 )
,

雨季甚至高
仪 达地表 , 地下水矿化度高

,

因而
,

盐溃土常常在小水库周围呈环状分布 ; 在排水沟附近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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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盐溃土的分布
、

盐分类型

斯 ’} 【竺 卜盐渍土主要分布在东南部
、

东

邵洽海
、

北部和东北部
,

次生盐 渍土多分布

在灌溉地区
,

常呈复区分布
。

斯里兰卡四周

被印度洋包围
,

因而滨海盐渍土在沿海呈带

状分布
,

干旱 区次生盐渍土主要分布在谷地

的中下部和下部
,

这些地方往往地下水位较

高
、

矿化度也高
,

并与冲积土和低腐殖质潜

育 :
尸廷复区分布

。

在滨海盐渍土区
,

土壤含盐量较 高
,

通

常种植椰子树
,

在有灌溉的地方
,

种植水稻
。

在干 ” i.l 区次生盐渍土发生前
,

通常都能种植

作物
,

但当土壤含盐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

作

物则不易长好
,

因而多数采取雨季种 1 季水

稻
,

儿余时间休闲
。

因此
,

土地利用率不 高
,

粮食产量停 留在每公顷1 5 0 0公斤左右
。

滨海盐上主要为氯化物盐类
。

干旱区的

次
’
!毛盐渍土的盐类可分两类

:

在盐土中主要

为 C l一 N a型 ; 在碱土中以 H C O
3

一 N a 为主
、

此外
,

尚有少量的 C O
。

一 5 0
、

一 N a 和 H C O
3

一 C l一 N a 型 ( 表 2 )
。

盐土表层盐分含量达 4 2
.

3 克 /千克
,

最

高的达 13 0 克 /千克
,

C l
一

占阴离 子 总 量 的

9 2
.

6 %
,

N a 十

占阳离子总量的7 4
.

5 %
,

C I/ S比

为 1 3
.

1 ,
p H 7一 8

。

在碱土中
,

总碱度达 10 厘

摩 /千克 土
,

N a +

占阳离子总量 的9 7
.

7 %
,

p H

在 9 以
_

匕 甚至高达 10
.

4
,

全剖面有游离的

碳酸钠
,

代换性钠含量高达 20 厘摩 /千克土
,

表层土壤碱化度为 80 %左右
。

( 二 )气候对土壤盐分的影响

全国受季风的影响
,

导致全年雨量分布

极不均匀
。

例如农场地区
,

雨季仅有 4 个月
,

而雨量 占全年降水的 59 %
,

其 余 8 个月仅 占

42 %
。

在早季
,

蒸发量与降水量之比 为 3
.

7

(雨季为 0
.

6 )
,

而且风很大
,

土壤盐分随水分

急剧地向
_

L运动
,

在一个旱季里
,

表土积盐

率较雨季高达 26 倍
。

在雨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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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而减少
,

但由于地下水位高
,

排水不畅等原因
,

脱盐不多
。

可见
,

斯里兰卡盐渍土的盐分在

土体里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

即旱季积盐时间长而强
,

雨季脱盐时间短而弱
。

( 三 )地形对土壤盐分的影晌

盐渍土的分布
、

含盐量与地形关系密切
。

根据农场地区与小水库作垂直断面的土壤剖面

的盐分分析资料
,

随着田块与水库相对高差的增大
,

表层 20 厘米土层的平均含盐量逐渐降低
。

从野外景观上也清楚可见
,

凡地势较高地段
,

地表都长满了禾本科杂草
,

无盐霜可见
,

植被

复盖度 10 0 % ; 而地势较低地段
,

土表有盐霜
,

及少量盐斑
,

植被复盖度 70 %左右
; 而 近 水

库地段
,

由于地势更低
,

地表盐霜及盐斑更 明显
,

植被复盖度仅 20 一 30 %
。

此外
,

微地形对

盐分的影响也很明显
。

据测定
,

微高地的表层 5 厘米土层内平均 电导率为 1
.

3 0 5 5 / m ,

紧邻的微

低地 (高差 3 一 5 厘米 ) 电导率为 0
.

2 8 35 / m
,

前者为后者的 4
.

6倍
。

可见
,

在改良盐 渍土中
,

平

整土地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

(四 )地下水对土壤盐分的影响

地 下水对 仁壤盐渍化发生和发展 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地下水位与地下水质而实现的
。

滨海

地区受海水影响而发育的盐土
,

其盐分组成主要为 N a
一 lC

; 在干旱地区
,

若地下水水 质 属

c1 一N a 型
,

那末
,

在它影响下发育的盐土为cl 一 N a 型盐土 ;
若地下水 组成为 H C O

3

一 N a 型

(如表 3 中的 9 号井 )
,

则土壤发育成碱土
,

其盐分组 成 为 lC 一 H C O
。

一 N a 型
,

土壤 p H达 10

以上
。

当地下水位超过临界水位时
,

地下水极易通过毛细管到达地表
,

这样地表积盐
一

I
一

分强烈
,

尤 J U在高温
、

多风的旱季
。

反之
,

如果地下水位在临界深度 以下
,

毛管水达不到地表
,

这样

地
一

下水中的盐分不易在地表积累
。

妇 分析结果 (表 4 )表明
,

当地下水位保持在 1
.

5米以下
,

地表无返盐现象
,

植物生长正常
。

反之
,

地
一

井有明显的积盐现象
,

而且地下水位越高
,

土壤积盐强度越大
。

表 3 地 下 水 对 土 壤 盐 分 的 影 响

盐分类型剖 {地下

面 } 水位

一
(厘泪

一
J

…
}

9 4 1

盐分含量

克 /千克土
克 /升

离子 组成 (厘摩 /千克土 )

F e Z _ 2 ’

R 7

(表土 )一
选号井

C O , 么一

…H
C O

“ -

{

0
_

0 0
「

0
_

25

5 0
` :

一
c a : ·

M g Z ·

}N
a · 二

K
·

土壤类型

6 9
.

2 8 8 1 1 3
.

1 6 」 5 4
`

7 9 C I一 N a

9
.

0 1
.

1 0
_

3 7
一

10

6 4

5 1

10
.

7 9

l
_

6 2

23
_

3 6 60

l 0

0 止 乙9

3 1 17

O g C 工一 N a

E e 凌 _ 2

L 1

(衷」几 )

9号井

C I
一

C O

一N a

H C O 犷
{

级 20 一

.19
7 一 4

·

41 .15
4 3 3

·

6 3 · 4
·

口 .0 10 曰
工 与

·

8 8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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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 下 水 位 与 土 壤 积 盐 的 关 系

地 点 剖面号
地下水位

(厘米 )

土壤含盐量 (克 /千克 )

0一 1 厘米 1 一 5厘芽 5一 20 厘米 20 一切厘米 40 一 100 厘米

农场水库附近

r e Z _ Z R `

F e
卜

2 R 5

F e Z _ 2 R 7
4 4

.

5 2 2
.

5 3
.

9 4
.

4 2
.

1

qonU月ésn月一a,生月 I
J

注
:

采样时间为 1 9 8 6年 8 年 8 日
。



二
、

改良利用概况

滨海盐土和内陆次生盐渍土
,

它们的成因
、

盐分组成等不尽相同
,

改良利用方法也不一

样
。

滨海盐土目前多 次采用种植耐盐的椰子树
,

一部分地 区
,

雨季种一季水稻
,

斯里兰卡设

有两个培育耐盐水稻良种的试验站
,

他们成功地培育出一些耐盐
、

高产的水稻品种
,

这对开

发利用盐渍土起了促进作用
。

(一 )种植耐盐水稻 盐渍土上种稻是改 良和利用盐渍土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

稻田地表常

保持一定的水层
,

使土壤水分向下运动
,

底土盐分不易向上移动
,

此外
,

密集的水稻根系
,

促

进淋盐
,

在排水通畅的情况下
,

土壤向脱盐方 向发展
。

斯里兰卡农民种稻
,

虽然耕作粗放
,

产量不是太高
,

但它仍是利用盐渍土的有效 办 法
。

值得一提的是
,

盐渍土上不宜直播水稻
。

此外
,

欲使盐渍土上种稻成功
,

要 十分注意栽

培技术
。

(二 )降低地下水位 据调查
,

农场地区的次生盐渍土的地下水位常在 1米以内
,

雨季拟
-

至在 50 厘米以内
。

其主要原因是小水库库底很浅
,

加之水平坝的存在
,

使水库终年保持高水

位
,

直接影响周围农田
。

因此
,

加深小水库和把水平坝降至 1米以下
,

以期地下水位达到临

界深度以下
。

通过适当加大排水沟的深度
,

以保证排水沟畅通无阻
,

解除农田地下水受水库

水顶托
、

侧渗的影响
。

(三 )加强水管理 目前
,

渠道渗漏严重
,

灌溉渠
、

排水沟杂草丛生
,

动物洞穴 比比皆是
.

闸门设备残缺不全
,

跑水
、

漏水相当普遍
,

极需加强水管理
,

改免费供水为按供水量
、

受益

面积征收水费
,

并将其用于维修和增加渠道设施
。

提高输水利用系数等等
,

同时要改进灌水

技术
,

不 串灌
,

改漫灌为畦灌
。

(四 )注意作物布 局 在早季降水很少
,

灌溉水又不足
,

因此不少地 区
,

尤其是干旱地区
,

普遍不种水稻
,

全种旱作 , 在雨季
,

全种水稻
,

不种早作
。

在今后
,

随着供水条件的改善
,

在

水
、

早作物布局
_

L
,

要统筹考虑
。

在盐渍土区
、

水
、

早作不插花分布
,

作物布局时
,

在谷地

上部和中
、

上部布置 以早作为主
,

如棉花
、

大豆
、

芝麻等
,

中下部和下部布置水稻
。

即使在

雨季
,

在谷地上部
、

中上部适当种植早作和插种一些绿肥
,

以减少土壤渗漏水补给地下水
,

这

样
,

有利于中下部和下部作物的生长
。

(五 )种植绿肥
、

培肥土壤 斯里兰卡耕作粗放
,

过去不仅很少使用有机肥
,

甚至也没有

施用化肥的习惯
。

国家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

对施用化肥的农户国家实行补贴办法
,

鼓励农民

施用
,

从养地用地角度出发
,

在轮作周期中
,

有计划地安排绿肥茬或者豆科植物
,

以提高土

壤肥力
,

这对改 良土壤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可行的
。

(六 )推行化学改良 对于碱上
,

除采取上述各项改 良措施外
,

还需增施 一 些酸性物质或

含钙物质
,

如石膏
、

废盐酸
、

废硫酸等
,

以降低 p H
、

变钠质土为钙质土
,

并改善其一系列的

理化性状 ; 在水利条件保证的前提下
,

大量施用有机肥
,

也能逐渐改 良碱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