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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平原
,

是我国大型引黄灌区之一
,

土地总面积 1 19 万公顷
。

地势平坦
, _

!

层深厚
,

光照充足
,

水土资源丰富
,

是 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粮
、

糖
、

油生产基地
。

但由于自然条件

和历史原因
,

目前仍有将近一半的土地处于撩荒状态
,

成为这里农牧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制灼

因子
。

同时
,

在这些盐碱荒地中
,

碱土和次生碱化土壤的比例逐年增大
,

导致增加改 良利用盐喊

荒地的难度
。

为了使这些碱荒地尽快的恢复生产能力
,

使该地 区的农牧业生产得到持续发 展
.

几年来
.

我们在不同程度的碱化荒地和中低产 田上进行了 4 种方案的改 良利用试验
。

6 个处理的对比

试验结果表明
,

施足化学改良剂 (磷石膏 )
,

配合水利
、

生物
、

农业的综合改良效果最佳
。

这 一方

案的特点是效果明显
.

成本低廉
,

所需时间短
,

而且容易被广大农民掌握
,

加上区内目前有 丰富

的磷石膏资源
,

因而该方法 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

现将综合改良的效益和合理开发碱荒

地对策分析如下
。

一
、

重碱荒地改良利用的效益分析

采用上述综合改 良的效益分析是 以盐碱程度最严重的 1 号试验 区和较严重的 2 号试验区

为例进行的
。

(一 )经济效益

改良碱荒地是一项复杂的环境工程
,

根据系统工程原理和 F uz gz 的系统功能转换关 系
:

A ~ R 一 ( r ij) 一 B
,

其主要症结是转换机器能失调
,

使土壤性能下降甚至完全丧失
,

因此在

常规投入 ( A )和正常转换器 ( R ) 的基本关系中
,

产品输出 (B )不随输入增加而增多
。

即在本试

验中由于土壤的严重盐碱化而失去生产能力
。

为此
,

试验通过建立新的投入结构和基本转换器

— 在改善碱荒地理化性能的基础上
,

种植耐盐碱先锋植物穆子 (穆子是本试验筛选出的能在

非常清薄的土壤上正常生长的作物 )
。

这是我们进行投入产出效益分析的基本依据
。

分析采用投入产 出法
,

因改良基础近乎不毛之地
,

故系统 内部消耗的价值投入视为零
.

投

入只计算系统 外直接输入和水利设施
、

机械设备等的折旧两部分
,

一次性植物产品计算 为产

出
。

现将 1号试验区 5 个处理方案与对照的平均单位规模 (亩 )投入产出实物量列 入表 1

在表 l 的基础上
,

按各种投入和产出的现行价格
,

计算 出单位规模产投 比和新增纯 收益

(表 2 )
。

从表 1
、

表 2 可看出
,

5 种处理的投入产出效果均 比对照高
,

但只有施磷石膏的 3 个处理

( 班
、

w 和 v 处理 )有纯经济效益的增长
,

尤以施足量磷石膏 ( 15 0 0 千克 /亩 )的处理 m 为最佳
。

参照国家有关规定
,

在计算的纯效益基础上
,

乘以缩值系数 。
.

7
。

这样
,

上述各 个处理 中仍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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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班和处理 W 的产投 比高于 1
,

分别为 1
.

79 和 1
.

57
,

其它均小于 1
。

也就是说
,

此两个处理

在短期内即可获得较高的纯经济效益
,

是较理想的改 良措施
。

处理 I
、

I
、

V 虽无明显纯效益的

增长
。

但产投比均高于对照
,

逐步改 良后也可能获得纯经济效益的增长
。

表 1 199 0一 199 2年 1号试验区平均单位规模投人与产出的实物状况

处处 理理 III 亚亚 mmm WWW VVV 讥讥 说 明明

施施施糠醛渣渣 施有机肥肥 施磷石膏膏 施磷石膏膏 施磷石膏膏 对照照照

投投投 水利工程投 资 (元 ))) 2 1
.

000 2 1
.

000 2 1
.

000 2 1
.

000 2 1
.

000 2 1
.

000 以全部水利工 程投资的的
八八八 施改 良剂 (千克 /亩 ))) 1 5 0 000 1 5 0000 15 0 000 1 2 0000 6 0 000 000 应 有控制 面积使用 8 年年

机机机械折旧 与耗油油 1 5
.

000 1 5
.

000 1 5
.

000 1 5
.

000 1 5
.

000 1 5
.

000 平均折算
,

每亩 56 元
,

每每
(((((元 ))) 96 000 9 6 000 9 6 000 9 6000 9 6000 9 6 000 年每亩 7 元

, 3 年计 21 元元

灌灌灌水量 ( m 3 了亩 ))) l 555 1555 4 000 4 000 l 555 1 555 改良剂各处 理不同
,

均为为
化化化肥

、

农药药 7
.

000 7
.

000 9
.

000 9
.

000 7
.

000 6
.

000 一次性投人人

(((((千克 /亩 ))) 555 555 3 000 3 OOO 555 555 3 年累计值值

签签签理用工 (工 / 日 ))))))))))))))) 3 年累计灌水 15 次
,

包括括
种种种子 (千克 /亩 ))))))))))))))) 冲洗 3 次

,

秋汇 3 次
,

生生

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期灌水 9 次 (l 年 3 次 )))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肥为磷酸二按和尿素
,,

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素只在处理 ,
、

VI 作小小
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追肥

、

农药每亩约 2 元元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间作业平均用工
,

水利利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程用工除外外

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括穆子
、

草木择和小麦麦
3333333333333333333 年的全部播种量量

产产产 掺子产量 (千克 /亩 ))) 32 333 3 0 000 9 8 000 84 999 4 6 555 1 7 0
.

000 3 年累计干草重
,

鲜折干干
出出出 草木挥产量量 5 000 3 888 1 8 888 1 6333 8 888 000 4 : 111

(((((千克 /亩 ))) 5 OOO 3 888 1 8 222 1 5555 8 888 000 3 年累计干草重
,

鲜折干干
小小小麦产量 (千克 /亩 ))) 5 000 3 888 2 0 000 16 777 8 888 OOO 4 : lll

小小小麦秸秆产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小麦籽实实际产量量

(((((千克 /亩 ))))))))))))))) 种子和秸秆按 l
: 1

.

1 折折

表 2 1号试验区各处理的单位新增纯收益和产投比 ( 1 990 年一 1 992 年平均 )

处处 理 代 号号 III III III WWW VVV UUU

单单位产出 (元 /亩 ))) 1 16
,

999 1 0 5
.

222 5 3 0
.

666 4 5 6
.

666 17 4
.

555 5 1
.

000

单单位投入 (元 / 亩 ))) 1 4 9
.

000 1 7 5
.

000 2 0 7
.

000 2 0 4
.

000 14 1
.

000 1 1 6
.

000

新新增纯收益 (元 / 亩 ))) 一 3 2
.

111 一 6 9
.

888 3 2 3
.

666 2 5 2
.

666 33
.

555 一 6 5
.

000

价价值产投 比比 0
.

7 888 0
.

6000 2
.

5 666 2
.

2 444 1
.

2 444 0
.

4 444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碱化程度较重的二号试验区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它们的

纯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加明显
。

二号试验 区的水利
、

机械投入与 1号试验区相同
,

施改良剂磷石

膏 30 0一 45 0 千克 /亩
,

灌水总量 80 。 米
3

/亩
,

化肥投入增加 25 千克 (尿素 )
,

管理用工 12 工 日 /

亩
。

第 1 年种移子 (混种草木择 )
,

亩产鲜草 2 5 。。 千克
,

第 2
、

3 年种小麦
,

亩产分别为 2 55 千克

和 30 0 千克
。

3 年累计总投入 25 2
.

8 元 /亩
,

总产出 6 70
.

4 元 /亩
,

新增纯收益 4 17
.

6 元
,

平均年

净产值 1 39
.

2 元
,

产投 比 2
.

65
。

乘以缩值系数后
,

每年亩纯收益仍可达 98 元
,

产投 比达 1
.

8 6
。

可见
,

在较重盐碱荒地上采用这一改 良利用方案
,

纯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加可观
,

具有很好的推

广应用价值
。

(二 )生态效益

改良后的碱化土壤
,

在土壤环境
、

生物覆盖
、

资源利用等方面均有明显变化
。

现以 1 号试验

区的处理 皿 为例
.

用 4 个单项生态效应
,

1 0 项指标计算其综合生态效益
。

6 8



1
.

治碱改土效应
:

主要指改 良措施对土壤根本障碍因素的减弱程度
。

改 良前后对 。一 20

厘米土层土壤的 pH
、

碱化度
、

含盐量
、

容重和渗透系数进行了测定与比较
。

2
.

生物效应
:

生物覆盖由改 良前 的不足 5%提高到 70 %以上 ( 指牧草与作物的平均覆盖

度 )
,

亩均生物产量增加 20 。 千克以上
。

3
.

绿洲效应
:

由于土壤性能的改变和生物覆盖的增加
,

高温季节 7 月中
、

下旬
,

近地表气

温降低 1一 Z C
,

大气相对温度增加 巧一 20 %
,

早春播种时
,

地表温
、

湿度较稳定
。

4
.

资源效应
:

主要计算改良前后植物对光能的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变化
。

表 3 处 理 l 的 综 合 生 态 效 益 计 算

单项生态效应变化情况

p H 值由 10
.

6 降到 7
.

5 ;碱化度由 84
.

2 %降到 9 二

由 。
.

9 6写降到 0
.

28 %
,

土壤容重由 1
.

53 降到 1
.

由 3
.

9 x 1 0一 “增加到 1
.

1 又 1 0 一 电

生物搜盖度净增 60 一 7 0 %
,

生物产量约增加 200 千克
应物效生

7 月中下旬 近地表气温 降低 1一 2℃ ,

大气温度相
2 0 %

植物光能利用率平均为 。
.

6%
,

土地生产率为 1”

单单项生态态 影响综合合 单项生态态
效效益指数数 生态效益益 效益 系数数

((( e ))) 的程度度 ( f )))

222
.

9 555 很大大 0
.

4 000

111 6
.

000 较大大 0
.

2 555

111
.

000 一般般 0
.

1 555

555
.

2555 较大大 0
.

2 000

应洲绿效

源应资效

注
:

渗透系数用南 55 型渗透仪 测定
。

上述各项的计算结果列于表 3
。

通过下式可以计算出综合生态效益
: E 一艺 ( 。

.

f )

式中
: E 为综合生态效益指数

; e 为单项生态效益指数
; f 为单项生态效益系数

。

根据上式
,

求得综合生态效益指数为 6
.

4 1
。

即改 良后 比改 良前生态效益提高 6 倍以上
。

以

同样的方法
,

求得其它各处理的综合生态效益指数分别为
: I (2

.

8 4)
,

l (2
.

2 3)
,

VI (6
.

14 )
,

V

(4
.

3 3 )
,

对照 (1
.

6 6 )
。

计算结果和经济效益的表现顺序相一致
; 以施足量磷石膏的综合方案效

果最佳
。

(三 )社会效益

首先
,

从 自然环境来看
,

该地区属典型的无灌溉便无农业的干旱地区
。

虽有黄河水源的优

越条件
,

但该地区因自然和历史的原因
,

带来了土壤盐碱化的危害
,

甚至退化为不毛之地
。

通过

改 良利用
,

不仅恢复了撩荒土地应有的生产能力
,

开发 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

而且获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
,

从而为建立和稳定国家及 自治区的重点商品粮基地
,

开辟了实质性的重要途径
。

其次
,

磷石膏改 良剂是该地区所产的工业废渣
,

将其利用后
,

不仅变废为宝
,

同时减少了污

染
。

再次
,

选定的先锋植物品质优良
,

产量高
,

可做为饲养牲畜和淡水鱼的优质饲料
,

从而促进

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
,

为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条件
。

同时
,

农
、

牧
、

渔业通过饲料与肥料的关系
,

互为因果
,

相得益彰
,

有利于形成 良性循环的大农业生产体系
。

最后
,

大幅度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
,

不仅促进工
、

农
、

牧
、

渔业的密切结合和协调发展
,

增加

社会和农民的收益
,

同时为社会闲散劳力的就业提供了机会
,

进而加速了该地 区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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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
,

且呈现出上层高于下层的趋势
。

三
、

小 结

1
.

污水中某些成分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土壤颗粒的结合状态
,

但改变不了土壤质地类别
。

2
.

秋茄幼苗的根系对改善红树林盐土的 p H 值起到一定的作用
。

3
.

排放污水会使红树林盐土的水溶性盐含量有所提高
。

4
.

红树林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与污水处理浓度有较密切的关系
,

高浓度污水会显著增加土

壤有机质
。

5
.

经 1 年的污水处理
,

土壤的理化性质未发生显著改变
,

种植其上的秋茄幼苗能维持正

常生长
,

用模拟的秋茄湿地系统处理人工合成污水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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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灌区盐碱荒地的开发利用

试验和效益计算结果说明
,

灌区内约 45 万公 顷的盐碱荒地
,

只要合理采用化学
、

水利
、

生

物及农业等综合措施
,

均可在短时间内
,

用较低成本得到改造
。

但开发利用时要 因地制宜
,

即
:

宜农则农
,

宜牧则牧
、

宜渔则渔
。

并采用工
、

农
、

牧
、

渔业相结合的方式
。

第一
,

在地势较高
、

盐碱程度较轻
,

周围有水利设施而且交通方便的地方可开发为农田
。

象

3号试验 区
,

距农民住宅较近
,

采用上述综合措施
,

使碱荒地在改 良的第 2 年
,

小麦产量为 2 55

千克 /亩
。

第二
,

对盐碱程度严重
,

地形较低 (包含集水洼地的周围 ) 又连片分布的碱荒滩
,

改良时
,

可

施用一定数量的磷石膏
,

并种植穆子与碱茅
,

之后便可开发为牧场
。

因这里有草有水
,

发展畜牧

业不仅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提供充足的有机肥
,

而且可以调整该地区的产业结构
。

象试验中的

1 号试验区属于此类荒地
。

试验中为 了说 明所选综合措施的有效性
,

将其改造为农田
,

但用工

用料较多
。

因此
,

在大面积开发时
,

可改造为牧场
。

第三
,

平原内有很多洼地 (俗称水泡子 )
,

近年用其发展淡水养鱼效果很好
。

但因鱼饲料较

贵
,

成本仍然较高
。

这些洼地周围多分布有盐碱化草甸土
。

试验中
,

施适量磷石膏后
,

种植穆子

产量很高
。

用掺子枝叶做鱼饲料获得成功
,

这样不仅改良了洼地周围的荒地
,

同时降低了渔业

的成本
,

并且改善了生态环境
。

最后
,

在以上开发利用工作中
,

磷肥厂还应做好磷石膏的销售服务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