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握水盐运行特点 指导沙碱土改良

徐 茂 戴志新 顾鲁同

(江苏省农林厅土肥 站 )

丰县早作沙碱土 (盐碱化沙土的俗称 )属黄泛冲积母质形成的土壤
,

该区是暖温带半湿润

季风性气候
,

虽光热资源充足
,

年平均降雨量达 7 00 一 80 o m m
,

但分布极不均匀
,

且雨 热 同

季
,

因而土壤中易溶性盐也借助水而迁移和积累
,

即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

为了消除和防

止土壤中盐分向表层集中
,

从 60 年代起
,

就以治水为先导
,

疏通排水河道
,

开沟排水
,

开展

小流域分区治理
,

有效地控制了区域地下水位
,

对盐碱地改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

实践证明
,

在一定的农田排水设施的基础上
,

结合各种农艺措施
,

特别是培肥土壤
,

加

强自身调节能力
,

适当降低排水沟的标准也是切实可行的
。

笔者试图从土壤水盐运动 规 律
,

探索改 良沙碱土的有效途径
。

一
、

沙碱土的水盐运行特点

(一 )盐分在土雄剖面中呈
“

T
”

形分布 该 区降雨量偏少
,

年平均为 70 0一 80 Om m ,

但分布

极不均匀
,

多集中于夏季 (6 一 8月 )
,

水分年蒸发量较大
,

蒸降比约为 2 : 1
。

在春季无灌溉 条

件下
,

土壤盐分含量在剖面中呈
“

T
”

分布
。

剖面中盐分分布状况表明
,

表层 (0 一 20
o m )含盐量 1一 g2 k/ g的轻度盐碱土

, 1米土体 平

均含盐量均小于 1 9 / k g ,
表层含盐量 2一 4 9 / k g的中度盐碱土

, 1 米土体平均含盐量在 1
.

5 9 / k g

左右 ;表层含盐量 4一 6 9 / k g的重度盐碱土
, 1 米土体平均含盐量在 2一 3 9 / k g

。

从以上数据来看
,

如果将盐分均匀地分布在 1 米土体中
,

农作物就能忍耐土壤中盐分
,

如果将更深的土层作为

调控对象
,

那么土体中平均含盐量则更低
。

(二 )盐分在土峨剖面中星积盐和脱盐的交替状态 沙碱土周年水盐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季

节性的强烈积盐过程和自然脱盐过程的交互更替
,

其一般特点是
:

1
.

春季强烈蒸发— 积盐阶段 (3 一 5月 )
:

这是一年中降水很少
,

蒸发最盛的干早时期
。

其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10 倍左右
。

盐分主要积聚在表土 (0 一 2 c0 m )
,

占。一 2米土体 积 盐 量的

8 1%
。

2
.

雨季淋溶— 脱盐阶段 (6 一 8月 )
:

此时期降雨量占全年的 60 一 70 %
,

这是一年中集中

降水和土壤脱盐的季节
。

3
.

秋季土壤蒸发— 积盐阶段 (9 一 10 月 ) : 9 月后
,

气温很快回降
,

季节平均温度和春

季接近
。

而蒸发量只及春季的二分之一强
,

土壤呈积盐状态
。

4
.

冬季相对稳定阶段 ( 12 月至翌年 2 月 )
:

在西北气流的绝对控制下
,

冬季干燥寒冷
,

月

平均气温在 。 ℃以下
,

降水极少
,

蒸发量不高
,

土壤冻结期在75 天以上
。

土壤冻结过程 中
,

水分主要以气态形式向上层转移凝结
,

盐分运动基本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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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水矿化度较低
,

可供灌溉用
。

(四 )利用盐碱土区土体中盐分含量不均匀性和农作物耐盐性允许一个区域的土体含盐量

有高有低
,

按作物耐盐性大小
,

合理布局
,

进行盐分与作物布局的空间调控
。

总之
,

这个地区土壤盐渍化状况取决于土壤的蒸发积盐与淋洗脱盐两种过程的对比
。

从周

年看
,

当土壤水盐向上运动大于向下运行过程
,

则土壤向盐渍化方向发展
; 反之

,

则不发生

盐溃化
。

因此
,

调控水盐运动
,

最基本的就是减少或抑制土壤水分上行
,

以调控作物主要根

系活动层的水盐平衡
。

二
、

农艺措施对水盐运动的影响

不同农艺措施 (增施有机肥 + 秸杆覆盖
、

施用化肥
、

裸露地 )
,

可以改变沙碱土水盐运动

规律
,

形成各有特色的调控功能
。

(一 )不同措施对土旅含水量及含盐量的影晌 试验表明裸地 (不让其生长任何植被 )的水

分曲线变化平缓
,

而盐分变化大起大落
,

反映 了盐分表聚特点
。

而施有机肥并以秸杆覆盖的

旱地保水能力大于裸地
,

具有较好的抑盐效果
。

这是由于覆盖的秸杆能缓冲雨水对地表的直

接冲刷
,

增强了雨水的下渗
,

同时促进了土壤有机质增加
,

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状
,

提高了

土壤的蓄水能力
,

减少了耕层土壤水分的蒸发
,

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土壤返盐
。

据测定
,

以桔

杆覆盖的土壤含水量 (绝对值 )相对值增加 12 一 30 %
。

(二 )不同措施对土坡盐分空间变化的影响 表 1 表明
,

在春季返盐季节
,

不同处理地的

1 米土层内含盐量有很大的差异
。

与裸地相比
,

铺草处理上层土壤 (0 一 35 厘米 ) 中盐分含量

明显降低
,

特别是表层 (0 一 15 厘米 ) 含盐量平均比裸地低 3 6
.

3%
,

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千早季

节
,

铺草起了较好的抑盐作用
。

其原因之一是通过地面覆盖
,

增加土壤有机质投入
,

改善土壤

结构
,

能够减少地面蒸发
,

既利盐分下淋
,

又抑制盐分上升
。

表 1 不同处理对 1米土体中各层土壤盐分含里的影响 ( g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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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措施对培肥土坡及作物产量的影晌 田间覆盖秸杆
,

经过夏
、

秋季高温
、

高湿

和干湿交替而分解
,

从而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

补充了土壤中各种元素
。

试验表明
,

连续 3 年

履盖秸杆的土地
,

土壤有机质较未覆盖者增加。
.

89 k/ g ,

土壤氮
、

磷
、

钾均有不同程度 的 提

高
,

·

土壤物理性状也得到了改善
。

同时小麦可增产 5
.

3一 8
.

5%
,

玉米增产 5
.

5一10
.

3%
。

因

此
,

覆盖秸杆不仅起抑盐作用
,

而且也是培肥土壤
,

促进作物增产的有效措施
。

三
、

改良沙碱土的有效措施

改变和控制不利的水迁移是改良沙碱土的理论依据
。

通过水利和工程措施
,

控制地下水

位
,

改变局部地区水循环
,

消除土壤盐分富集条件
,

是改良沙碱土的重要手段
。

然而在实践

中常常受水源和排水限制
。

因而要有效地改良沙碱土
,

还必须掌握水盐运动规律
,

探明适宜

作物生长的水盐平衡状况
,

并持续加以控制
。

而有效的控制途径是培肥土壤等农艺措施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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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控制得宜
,

不仅能够降低灌溉定额
,

节约用水
,

降低排沟工程标准
,

而且能收到长期改良

之效
,

同时起到高产稳产的 目的
。

(一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趁设

1
。

地下水位的高低是影响土壤积盐与脱盐的重要因素
。

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使干
、

支
、

毛
、

渠及畦田配套
,

疏通大
、

中
、

小三沟等
,

一方面可用于排涝防渍
,

另一方面则起到

排盐及降低地下水位
,

控制土壤春
、

秋季节盐分聚积至表层的作用
。

2
。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
,

发展井灌
。

该区的地下水矿化度较低
,

多可供作物利用
。

发展

井灌
,

不仅可以解决抗早水源
,

而且由于地下水位的降低
,

可以抑制土壤返盐
。

但发展井灌
,

要注意采补结合
,

避免出现区域性漏斗
。

(二 )加速土滚培肥

土壤瘩薄
、

盐分含量高
、

理化性状不良是沙碱土的 自身属性
,

要改变这种属性除改良环

境条件外
,

主要还取决于人为向土壤的投入
,

培肥土壤一方面起到提高土壤的保墒性能
,

再

加上植被覆盖率增加
,

减少了土壤的蒸发
,

抑制了土壤返盐
,

使土体中过多的盐分调控在作

物根系主要 活动层 以下
,

使作物根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以肥调水
,

以水控盐
,

调节盐

分
“

时
、

空
、

形
”
的变化

,

达到有盐而无害的 目的
。

具体措施包括
:

1
.

广辟有机肥源
,

增加有机肥料的投入
,

通过秸秆还田和在轮作中安排绿肥作物
,

进行

将用地与养地结合起来
。

2
.

以无机促有机
。

即适当地增施化肥
,

提高生物产量
,

从而为土壤提供更多的有机物质

来源
。

3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大量的作物秸秆通过畜禽过腹还田
,

提供充足的厩肥
,

对改善土壤

性状调控水盐运动有利
。

4
.

加强农田林网工程建设
。

农田林网既可改变农田小气候
,

又能起到生物排水的作用
,

从而降低地下水位
。

此外
,

林带可降低风速 30 一 50 %
,

有利于减轻地面蒸发
,

控 制 土 壤 返

盐
。

(三 )改善耕作栽培措施

1
.

平整土地是加速土壤脱盐
,

防止返盐和改良盐斑的重要措施
。

地面高低不平
,

在早季
,

较高部位比较低部位的土壤蒸发量要大
,

结果使局部较高部位积累较多的盐分
。

雨时
,

低洼

处易积涝成灾
,

高地则涝后积盐
。

2
.

起垄沟播是根据土壤剖面中盐碱呈
“

T
”

分布特征和
“

盐向高处爬
”
的水盐运动规律

,

创

造出的特殊耕作措施
,

起垄沟播可使作物苗期减轻盐害
,

起到了巧种躲盐的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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