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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是指大兴安 岭 以东
,

小兴安岭以南
,

长 白山和 松辽分水岭 以北
,

海拔高度在

1 20 一 2 20 米之 间的近代冲积沉积低平原
,

面积约 20 余万平方公里
。

区内盐土类包括草甸苏打

盐土亚类
、

碱土类的草甸碱土亚类
;
盐碱化沼泽土亚类以及苏打盐 化

、

碱化草甸土和草甸黑钙

土等亚类
。

据吉
、

黑两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统计
:

区内盐碱化土壤的面积 37
.

26 万公顷
,

其中耕地

84
.

9 万公顷
,

占盐渍化土壤总面积的 22
.

78 %
,

均与碳酸盐草甸黑钙土和碳酸盐草甸土呈复区

分布
,

是限制本区农牧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

我们根据多年工作实践
,

就盐渍化土壤资源利用改 良及一些问题提 出一些认识
。

一
、

盐渍土的利用与改良

(一 )盐渍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盐渍土资源应以发展牧业为宜
,

适当地安排一定面积的农业生产基地和林业用地
,

防止无

组织无计划地开垦荒地
。

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

加重盐碱的危害
。

建国初期
,

黑
、

吉两省已将盐碱

化草地集中分布的近 30 个市县作为农牧业生产结合区域
。

但调查发现
,

群众在开垦荒地时
,

把

碱斑超过 15 %的碱化土壤垦为农田
,

碱斑在 10 一 15 %的草原
,

是优质草地
,

应作为草场加以保

护
,

作为发展牧业的基地
,

已垦为农 田的
,

应有计划的退耕还草
,

发展牧业
。

对碱斑少于 10 %的

农业用地的轻
、

中度盐碱化耕地土壤
,

在水源充足
,

排水完善的地区
,

适当种植水稻
。

种旱 田作

物
,

应增加耐盐作物
,

如甜菜
、

向 日葵
、

高粱
、

小麦等作物种植面积
。

(二 )盐渍土的改良措施

1
.

水利工程措施

( l) 解决排水 出路
,

完善排水体系

松嫩平原的盐溃化土壤
,

均分布在土质粘重
,

地面和地下水径流不畅的低平原一级阶地和

河漫滩
,

六七十年代
,

先后兴建了排水骨干工程
,

初步改变了封 闭的自然状态
,

在正常的降雨年

分
,

可排除地表积水
,

从而减少地下水补给来源
,

随地表积水的排除
,

也带走了一些盐分
,

但排

水工程还不够完善
,

标准也较低
。

( 2) 发展灌溉

盐渍土地区
,

属大陆性半干旱季节冻土区
,

区内存在盐碱干旱
、

内涝等多种 自然灾害
,

为使

农牧业生产
,

获得稳产高产
,

还必需坚持在确保排水畅通前提下
,

发展灌溉
。

据黑
、

吉两省初步

统计
,

目前松嫩平原水稻种植面积约 4 00 余万亩
,

亩产在 4 00 公斤 以上
,

不仅为国家生产大量

粮食
,

也使盐渍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良
。

例如
,

二棵树农场
,

利用该场优质地下水丰富的优势
,

采取大 口径群井措施
,

发展井灌种植水稻
,

使原来不能进行农牧业生产的盐渍草地
,

成为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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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粮食生产基地
。

区内旱 田作物区
,

已打 6 万余眼机电井
,

利用地下水
,

进行旱作物和蔬菜的灌溉
,

有的还以

井为中心
,

作为小区经济作物轮灌区
,

使作物增产 20 一 30 %以上
。

一些老灌 区
,

地下水位较无

并灌区降 1一 3 米
,

为根治盐碱灾害打下了基础
。

2
.

农业技术措施

农业技术措施
,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良盐渍土
,

但能起到防盐
、

治碱
、

改善物理性能和增加

植物营养元素
,

提高农作物和牧草产量的作用
,

且具有投资少
、

收益快
、

便于推广运 用等优点
,

这些措施是
:

( 1) 施 用农家肥
,

种植绿肥
,

秸秆还 田
,

增加土壤有机质和氮
、

磷
、

钾等植物所需的营养元

素
。

( 2) 粮草轮作
。

黑龙江省农科院土肥所
,

在兰西县轻度盐化草甸土
,

采用草木挥
、

玉米
、

谷子

轮作
,

牧草喂羊
,

羊粪还 田
。

经试验
,

草木择根茬加羊粪
,

第一年后效玉米增产 41 %
。

( 3) 浅翻深松或超深松
,

改善土壤物理性能
。

多年实践证明
,

盐渍化土壤适时耕作
,

是防盐

治碱的一项重要措施
。

( 4) 在有沙源的盐渍土区进行压沙治碱
、

客土改 良盐渍土
。

( 5) 施用磷酸三钠渣
、

沸石
、

石膏
、

糠醛渣等改良剂
。

3
.

林业措施

本区处于国家三北防护林区内
,

林带对抑制土壤盐渍化有明显的作用
。

据 中科院原林土所

资料
,

在轻度苏打盐化草甸土或碳酸盐草甸上栽小叶杨
,

3 年左右可达郁闭程度
,

增强调节水

分
,

保护土壤
,

降低风速
,

减少蒸发的能力
。

林带内土壤脱盐显著
,

表土 o一 10 厘米含盐量已降

至 2 克 /千克
,

盐分下移到底土 40 一 60 厘米
,

已长出好的羊草
。

而远离林带的
,

全剖面盐分仍集

中在 。一 20 厘米
,

含盐量 4 克 /千克以上
。

在林带断条处
,

碱斑土壤盐分不仅没有减少
,

反而使

局部风速加大
,

蒸发增强
,

表土 1一 10 厘米盐分有显著的增加
,

全盐量在 8 克 /千克以上
。

4
.

草原盐碱土的改良

就全区而言
,

草原盐渍土改 良
,

还是十分薄弱的
,

但各地也提出了行之有效措施
:

( l) 浅翻耙压
。

疏松土壤
,

蓄水压盐
,

促进碱草繁殖
,

亩产碱草 1 90 公斤
。

对生长在盐层浅
、

含盐量多的土壤上的碱草进行深松耙压
,

能起到促进碱草繁殖增产的效果
。

对退化严重盐碱草

原
,

根据盐分含量及盐层深浅
,

采取浅翻耙压或深松耙压
,

补播碱草籽
,

亦能亩产干草 22 5 公

斤
,

较未采取浅翻
,

松耙措施的增产 4

—
5倍 (肇洲改 良草原站资料 )

。

( 2) 施肥
。

亩施厩肥 1 0 0 0 公斤
,

或施硝酸钱 20 公斤
,

或厩肥与硝酸按混施
,

可分别增产

83 %
,

64 %和 1 43 %
。

蛋白质提高 21 %
,

粗纤维降低 34
.

7% (红色草原牧场一分场资料 )
。

( 3) 建立草库仑
。

草库仑面积一般为 3 00 一 4 50 亩
,

沿草库仑四周
,

挖 1一 1
.

5 米深沟
,

草库

仑 中产草量
,

较天然草场产草量提高 2一 3 倍 ( 四方 山军马场 )
。

此外
,

采取分区轮牧
、

灌溉
、

种草籽
,

建立人工草场等改良利用盐渍草场
,

都有好的效果
。

二
、

问题与对策

(一 )问 题

1
.

盐渍土资源不清
。

现有关于盐渍土面积的资料
,

主要依据 50 年代末松花江流域规划期

间土壤调查组提 出的资料 (流域 内 1 72
.

4 万公顷 )及黑
、

吉两省 80 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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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此外还有灌
、

涝区进行的中小比例尺土壤调查提供的资料
。

但它们大多是通过典型调查
,

结合 1 / 2 0 万至 15/ 万地形图推测来的
,

与实际差距很大
。

因此 目前流传的有关盐渍土面积的

资料只能供参考
。

2
.

盐溃面积扩大
。

各地在和盐渍土灾害斗争中
,

特别是排水条件好的水稻灌区
,

和坚持农

牧业等综合技术措施改 良利用的盐渍土
,

盐溃土都有程度不同的改良
,

甚至成为稳产高产的农

田
,

但所占的面积不到 20 %
,

草原盐碱面积扩大尤为突出
。

黑
、

吉两省松嫩平原原有草原面积

54 6
.

2 万公顷
,

至 1 9 8 6 年仅有草原 3 59
.

2 万公顷
,

草原面 积减少 1 87
.

0 万公顷
,

草原垦为农

田
。

盐碱斑 (草甸苏打盐土 )一般在 5一 10 写
,

甚至 15 %
,

或更多
。

由于不合理耕翻
,

使暗碱变为

明碱
。

白城子地区农业区划办资料表明
,

全区 1 9 5 8 年盐碱化土地面积 1 07
.

9 万公顷
,

到 1 9 8 4

年 已发展到 1 43
.

96 万公顷
,

扩大了 33
.

3%
。

26 年来盐碱化以每年 1
.

1%的速度递增
。

松花江

流域
,

50 年代全流域盐渍土面积为 1 72
.

4 万公顷
,

而 80 年代中期
,

黑
、

吉两省松嫩平原盐渍土

面积达到 37 2
.

6 万公顷
。

改 良盐渍土的根本措施
,

是通过排水工程
,

将土壤中的过多盐分冲洗排除
,

并结合农业
、

生

物和化学改 良等综合措施
,

才能达到根治盐碱的目的
。

但由于 目前排水工程常不配套
,

有干渠
,

缺少支渠和毛渠
,

只能排除地表积水
,

达不到防治盐碱的作用
。

农家有机肥也有减少的趋势
。

过

度放牧
,

草原缺乏严格的保护管理
,

毁草开荒尚未完全杜绝
,

所有这些都是加速土壤渍化的原

因
。

3
.

盐渍土研究工作 日益削弱
。

为了开发利用改良盐渍土资源
,

区内先后成立了盐碱土利

用改良试验研究所 (站 )
,

两省农科院土肥所和水利院
、

所
,

亦将盐碱土利用
、

土壤水盐动态规律

研究列为本单位主要工作 内容之一
。

目前
,

队伍老化
、

人员流散
、

设备损坏
,

研究工作处于半停

顿状态
,

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

国家虽 已将松嫩平原列为国家
“

八五
”
期间重点科技攻关区

域
,

但仅局限于黑土区
。

(二 )对 策

1
.

查清盐渍化土壤资源
。

目前
,

应充分利用最新航卫片图
,

辅以实地调查
,

力争在短期内

提出较准确的盐溃化土壤资源量
,

为合理利用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

2
.

将松嫩平原盐渍土资源利用改 良
,

列入
“

九五
”
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 目

。

目前
,

国家科

委
,

正着手拟定
“

九五
”

期间攻关事宜
,

应争取作为专题列为重点攻关项 目
,

增加对盐渍土资源

利用改良科学研究的投入
,

稳定科研队伍
。

3
.

认真总结并推广区内外盐渍土利用改 良经验
。

区内外盐渍土利 用改良的先进典型较

多
,

应认真进行总结推广
,

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经常开展学术活动
,

是学习
、

交流
、

推广先进

经验行之有效的措施
。

4
.

随着人 口 的增长
,

人 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

充分合理开发利用盐渍土资源是

当务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