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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低平易涝区土壤盐
分的季节性变化

吴 英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肥所 哈尔滨 1 5 8 00 6)

摘 要

松嫩平原低平易涝区地势低平
,

排水不杨
.

涝
、

演灾害时有发生
.

严重限制了本区的农业发展
.

针对这

一侍点
,

进行了土坡盐分季节性变化的定位观侧
.

初步查明了该区黑土与草甸土剖面盐分组成
、

耕层土坡盐

分季节性变化和冻结期土壤剖面盐分变化的规律
.

为其缘合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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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低平易涝耕地
,

在黑龙江省境内有 1 8 15 .5 万亩
,

占耕地面积 2 .9 5 %
,

这类耕

地由于海拔高度低
、

地下水位高
,

土壤水分和盐分形成了独特的动态变化
.

特别在春季土壤

返盐现象严重
、

有效养分释放缓慢
,

影响作物的早期生长
.

因而研究该区代表性土壤—
黑

土
、

草甸土不同层次土壤盐分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

对低平易涝耕地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

具有

重要的意义
.

1 试验方法
199 1一 19 9 5 年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太平川镇东兴村试验区基点上

,

于冻结期和非冻结期

对该区代表性土壤— 黑土
、

草甸土及其过渡地带草甸黑土的耕层和不同深度土层
,

在不同

季节进行定位取样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黑土和草甸土剖面盐分组成

于秋季土壤剖面盐分稳定初期
,

对黑土
、

草甸土及其过渡地带的草甸黑土进行了盐分分

析
,

结果表明
,

0一40 cln 土层总含盐量 3 种土壤分别为 1
.

69
、

1
.

92 和 1
.

6 7 9 / k g, 40 一 10 c0 m

土层总含盐量相对较低
,

分别为 1
.

07
、

1
.

37 和 1
.

2 39 / k g
.

随着黑土向草甸土的过渡
,

地势

的不断降低和土壤水分的增加
,

土壤剖面总含盐量也不断增加
.

0一 1 oo
c m 土层总含盐量平

均黑土 为 1
.

32 9 / k g
,

草甸黑 土为 1
.

4鲍 / k g
,

草甸土 为 1
.

599 / k g
.

从 全剖 面来 看
,

加一 40 c m 土层总含盐量在草甸土和 草甸黑土 上均明显高于黑土
,

分别为 .2 09
、

2
.

10 和

1
.

60 9 / k g
,

这是该区草甸土和草甸黑土春季返盐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该区黑土

、

草甸土及草甸黑土土壤剖面阳离子 以水溶性 N +a 为主
,

占阳离子总量的

71
.

5 % (黑土 )
、

62
.

2 % (草甸土 )和 75
.

9 % (草甸黑土 )
.

黑土
、

草甸土和草甸黑土土层中 c a

找
M g+2 和 K

十

的含量甚微
.

阴离子以 H c o 了为主
,

占阴离子总量的 74
.

3% (黑土 )
、

81
.

5 % (草甸

土 )和 80
.

5 % (草甸黑土 )
.

3 种土壤均含有微量的 c l 一和 5 0 犷
,

不含 c o 犷(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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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类型土坟剖面盐分组成 19 叫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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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溶性 N +a 含量较高
,

土壤胶体颗粒趋于分散
,

在雨水淋溶作用下
,

细粘粒向下移

动
,

形成细密
、

坚实的不透水层
,

是该区土壤表涝的主要原因
,

所形成的 N a H c o 3
是这一

地区土壤表层春季返盐的主要化学类型
.

.2 2 黑土和草甸土耕层土壤盐分季节性变化

耕层盐分的变化与降水的冻融影响密切相关
.

整个变化过程可分 4 个时期
.

.2 2
.

1 春季返盐期

该期土壤盐分的积累是在土壤冻层之上进行的
.

参与该时期返盐的地下水
,

是土壤融冻

水和积存于冻层之上的大气降水以及灌溉水等共同构成的冻层上水
.

在耕层土壤之下
,

没有

融化的冻层处于融冻阶段
,

潜水在冻层的影响下
,

伴随着春季蒸发
,

土壤盐分随毛管水的作

用而上升
,

积累于土壤耕层
.

6 月 20 日对耕层土壤水溶性 N +a 占阳离子比重测定结果表明
:

黑土为 64 3 %
、

草甸土为 60
.

9 %
.

随着蒸发作用的不断增强
,

土壤离子浓度与矿化度的提

高
,

耕层盐分不断积累
.

7 月 10 日测定 N +a 含量
,

黑土为 .0 8 79 / k g
; 草甸土为 .0 6 8 9 / k g

,

分别占阳离子总量 82
.

1% 和 74 .4 %
.

.2 2 .2 夏季脱盐期

7
、

8 月份是该区降水量最多的季节
,

耕层之下的冻层解冻之后
,

融冻水和地下潜水相

结合
,

加之此时地表有作物覆盖
,

蒸发作用减弱
,

土壤盐分呈下淋趋势
.

8 月 1 日测定结果

表明
:
黑 土 N +a 含量 为 。

.

0 5 9 / k g
,

草甸土 为 .0 07 9 / gk
,

分别 占阳离子总量的 38
.

5 % 和

3 1
.

8 %
.

.2 2 .3 秋季积盐期

参与此期积盐的地下水是非冻结期的潜水
.

秋季积盐一般是在 9一 10 月上可进行
,

此时

潜水达到 临界深度以上
,

盐分随水分上升到耕层土壤
.

9 月 3 日测定结果表明
:
黑土中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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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占阳离子总量 6 8. 5%
、

草甸土为 7 8.0 % ;10 月 5日测定
,

黑土 N +a 占阳离子总量的

77
.

5 %
,

草甸土为 80
.

7 %
.

草甸土中 N +a 的含童明显高于黑土
.

.2 .2 4 冬季盐分稳定期

从 10 月下旬开始结冻至次年 3 月耕层土壤开始解冻
,

由于冻层的形成
,

该时期成为年

度中水分
、

盐分变化最稳定的时期
.

10 月 31 日
、

12 月 15 日和 3 月 20 日
,

对黑土和草甸土

} 10 c m 和 10一2 c0 m 土层取样
,

分析结果表明
:
黑土全盐含量和 N +a 含量

,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减少 ;草甸土 卜 10cm 土层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全盐和 N a

堵量也略有下降
,

而

10一20 cln 土层全盐与 N +a 的含量却逐渐升高
.

冬季耕层土壤积盐多寡
,

与冻结期前的潜水位的高低有关
.

黑土潜水位低
,

耕层盐分相

对较少
,

而草甸土的潜水位相对较高
,

所以含盐量也相对较高
.

.2 3 黑土和草甸土冻结期土壤耕层盐分的变化

土壤耕层盐分变化与水分的蒸发
、

渗人形式
、

土壤结冻时的温度梯度及土壤水分的毛细

管现象密切相关
.

冻结过程中土壤耕层盐分迁移的方向和数量
,

取决于耕层中原始含盐量
、

离子的化学类型及冻结速率
.

于冻结期间 ( 10 月 31 日
、

12 月 15 日和 3 月 加 日)对该区黑

土
、

草甸土耕层土壤定位分层取样
,

对土壤全盐量
、

水溶性 N +a 和 H C O歹的含量进行了测

定
.

.2 .3 1 黑土冻结期耕层的盐分变化

O一 10C m 耕层
,

10 月 31 日测定结果表明
: N +a 在阳离子总量中所占比例为 2 4 .8 %

,

12 月

15 日为 15 .9 %
,

3 月 20 日为零
,

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表 2)
.

而 H C o 3
在阴离予总量中随着

时间的推移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

分别为 53 .8 %
、

63
.

6 % 和 “ .7 %
.

10 月 31 日后 卜 10 c m 耕

层 3 次测定的全盐量呈降低的趋势
.

表 2 冻结期土坟耕层盐分变化 ( 19 9 4一 1 9 9 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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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访

c碗
一

H c o 歹 a
一

N
a +

e
a +

00ùb自I

…
几J自J
口

6咤曰
ù

6600OJ..4502
,1

M g卜

.0 0 0 2

.0 0 0 3

.0 00 7

全盐 t

伍 / k g )

N +a 占阳

离子总t

(% )

H C O于占

阴离子总

t ( % )

时间
度深(cm土类

0
.

19 2

0
.

17 3

0
.

17 7

04仍050002
.1.

:0
000

飞即2
,JóU00 000,

J,口才Oó“ù0000 010 月 3 1 日

Oee l o 12 月 15 日

黑 3 月 2 0 日

10 月 3 1 日

O- 2 0 12 月 1 5 日

3月 2 0 日

0

O
.

0
.

0 9

0
.

10

0
.

0 3 0
.

06 0
.

04 0
.

0 7

0
.

0 2 0
.

0 3 0
.

04 0
.

0 7

0
.

0 2 0 0
.

0 5 0
.

0 1

3 5
.

3 4 0
.

9

2 1
.

4 52
.

9

0 7 6
.

9

10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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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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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5
.

0

2 9 4 6 7
.

4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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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甸草土

1 0一2 0 e m 耕层
,

10 月 3 1 日 N a +

占阳离子总量 3 5
.

3 %
,

12 月 15 日为 2 1
.

4 %
,

3 月 2 0 日

下降为零
.

H C O了含量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

3 次测定结果分别 占阴离子总量 的 40
.

9 %
、

52 .9 % 和 7 .6 9 %
.

全盐 量逐 渐 降低
,

3 次 侧 定结 果分 别 为 .0 399 / k g
、

.0 31 9 / k 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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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9 9 / kg
.

黑土耕层冻结期间
,

全盐量逐渐降低
,

N +a 迅速下渗
,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解冻期
.

.2 3 .2 草甸土冻结期耕层的盐分变化

草甸土耕层全盐含量明显高于黑土 (表 2)
.

0一 1 c0 m 耕层全盐含量 10 月 31 日测定结果

为 .0 5 5 9 / k g
,

12 月 15 日以后
,

全盐含量基本稳定在 0
.

4 9 9 / k g 水平
.

10一 2 0C m 耕层全盐

含量与黑土的情况相反
,

3 次测定结果分别为 0
.

5 5 9 / k g ( 10 月 3 1 日)
、

0
.

6 3 9 / k g ( 12 月 1 5

日)和 0
.

6 79 / k g (3 月 2 0 日)
,

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

o一 1c0 m 耕层
,

10 月 31 日测定 N +a 占阳

离子总量为 35
.

7 %
,

12 月 15 日以后稳定在 8一 9 %
.

而 10一2 c0 m 耕层
,

N +a 含量在冻结期间

逐渐升高
,

这是该区草甸土春季返盐现象严重的潜在因子
,

3 存在问题及治理措施
该区土壤耕层春季返盐现象严重

,

N a H C o 3
积于地表

,

土壤 p H > 8
,

严重地影响了作

物的苗期兰长
.

由于土壤中 N +a 含量高
,

土壤胶体颗粒趋于分散
,

粘粒向下运动
,

形成了坚

实不透水层
,

从而造成了该区土壤通透性不 良
、

冷浆
、

速效养分释放缓慢
,

作物前期生育迟

缓
,

影响了作物产量的提高
.

该区地下水位埋深浅
,

土壤冻结期间由于温度梯度和水分的毛细管现象
,

N
a 十

迅速下渗

是次年春季返盐的潜在因子
.

降低该区地下水的埋藏深度
,

是防止土壤春季返盐的重要措

施
.

旱改水种稻治涝
,

是治理该区草甸土壤的最佳手段
.

19 94 年在黑龙江省水利厅的配合

下
,

对该区 2 00 公顷草甸土早田进行了水利工程改造
,

完成了排灌主体工程
,

其中 1 20 公顷

耕地在 19 9 5 年获得了每公顷净增 38 00 一 4 5 0 0 元的经济效益
,

较种植旱田效益提高 4 倍
.

旋松带状耕法
,

是治理该区黑土耕地的有效措施
.

该种耕法不仅可以疏松土壤
、

打破不

透水土层
,

而且可以促使耕层盐分迅速随水下渗
,

提高土壤的散墒作用
,

对次年春季土壤盐

分的回升起到了明显的控制作用
.

试验结果表明
:
作物整个生育期间

,

旋松带状耕法比垄作

耕法 。一 2 c0 m 耕 层 总含盐量 降低 17 一42 .6 %
、

水分 降低 .2 4一 .3 8 %
、

土壤容 重 降低

0
.

0 2 8刁
.

1 1 0 9 / e m ’ 、

土壤水稳性团粒 ( > o
.

2 5 m m )增加 2
.

4一1 5
.

2 % ; 5
、

1 0
、

1 5 和 Zo e
m 耕层

深度作物苗期地温分别提高 .0 35 ℃
、

.0 25 ℃ 和 .0 05 ℃
,

生育中期地温分别提高 0
.

97 ℃
、

0
.

9 5℃
、

0
.

8 5℃和 0
.

5 5℃
.

利用草炭
、

有机肥
、

砂子和炉灰改良土壤
,

对降低土壤容重
、

改善土壤通气透水状况和

促进土壤养分转化
,

均有明显的作用
.

通过 1 99 1一 1 9 9 5 年的研究
,

查明了以绥化试区为代表的松嫩平原低平易涝耕地土壤盐

分的季节性变化
,

揭示了影响生产力发挥的障碍因子
,

通过治理措施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