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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东北地区是我国四大盐碱土分布区之一
。

特殊的气候
、

地形和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以及人类不合

理的农业技术措施和社会生产活动等人为因素加剧了该区盐碱化发生
、

分布与演变
。

本文系统分析了东北地区盐

碱土的分布
、

成因及盐碱特征
;

阐述了其农业生物治理措施
:

种稻洗盐
、

耕作措施
、

培肥措施
、

种植耐盐植物和

生物排碱
:

并对该区盐碱土农业生物治理措施及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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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盐碱化与次生盐碱化是当今世界土地退化

的主要问题之一
。

我国东北地区盐碱土面积 38 4 万

h扩
,

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3
.

1%
,

其中盐碱土耕地总

面积 12 8 万 h m Z ,

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 .6 8% : 己治

理盐碱土耕地面积 57
.

1 万 h m Z ,

占全区盐碱土耕地

总面积的 44 .7 %
。

东北地区是我国土地盐碱化最严

重的地区之一
,

同时也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集中

分布区之一 (表 一) I` ]
。

表 1 东北地区盐碱土面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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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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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盐碱土分布

东北地区盐碱土主要集中分布在
:

①松嫩平原

西部
,

该区有广泛的闭流区和矿化度很高的无尾河
,

目前盐碱土面积达 3 0 0 万 h m Z
,

而且仍以每年 2 万

h扩 速度快速增长
。

该区盐碱土被嫩江和松花江分

割成南北两大块
。

南片以吉林省镇贵
、

挑南
、

通榆
、

乾安
、

农安
、

前郭等县为集中分布区
,

北片以黑龙

江省的安达
、

肇州
、

肇源
、

杜蒙
、

林甸
、

大庆
、

龙

江
、

泰来等县市为集中分布区 (表 2) 沙 31
。

②西辽河

平原冲积低地
,

丘陵间低地
,

封闭盆地及古河道等

地区
。

③辽西西侧的小柳河
、

绕阳河和大小凌河中

下游地区
,

辽河平原北部辽河中游河谷也有分布
,

包括辽宁省的黑山
、

台安
、

新民
、

康平
、

彰武
、

法

库等县
。

上述地区统称为内陆盐碱土区
,

土壤以苏

打盐碱土分布为主
。

④ 辽河平原南部临渤海的滨海

地区
,

包括营口
、

盘山
、

锦县和大洼等市县
,

土壤

以氯盐为主
,

称为滨海盐碱土区 4[]
。

2 东北地区盐碱土成因分析

造成东北地区土地盐碱化既有 自然方面的 因

素
,

也有人为方面的因素
。

2
.

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
、

地形
、

水文地质
、

冻

融作用等
。

水文地质因素为盐碱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和发育空间
;
气候因素决定了盐碱化发生的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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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松嫩平原盐碱土集中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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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是冻融作用不能被忽略
;
地形因素对盐碱化则

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

2
.

1
.

1 气候因素 我国东北地区属于北温带半

湿润大陆季风性气候
,

本区降水集中
,

夏季降水占

全年降水量的 7 0 % 一
so % ;

春季少雨多风
,

十年九

春早
,

使得春季蒸降比远大于年均蒸降比
。

由于干

燥度较大
,

土壤水的毛管上升运动超过了重力下行

水流的运动
,

土壤及地下水中的可溶盐类随上升水

流蒸发
、

浓缩
,

不断累积于地表
。

如吉林省西部平

原
,

在强烈的季风影响下
,

全区年降水量 4 0 0 一 5 0 0

m m
,

而年蒸发量高达 12 0 6 r 。〔 n ,

年蒸发量是降雨量

的 3倍以上
,

而春季蒸发量为降水量的 8 一 9倍 11, 5
一

6]
。

2
.

1
.

2 地形因素 东北地区的地形主要是新构

造运动中间上升并受不同程度切割的高平原
、

台地

和阶地地貌
,

多为波状起伏的漫岗
,

地形比较开阔
,

坡度比较小
,

微地形极为复杂
。

本区有较多的江河

及各支流
,

如松花江
、

嫩江
、

乌苏里江
、

挑儿河
、

蛟流河等
,

加上区内夏季降雨集中
,

这些地表水绝

大部分不能通过河道或地下径流及时排往区外
,

而

停留在区 内地势较低的河
一
湖漫滩上和汇集在局部

洼地中
,

从而使得水分平衡主要靠蒸发来调节
:
水

中携带的盐类累积下来
,

使区内半内流区和闭流区

的地表水
、

地下水逐渐被矿化
,

土壤也逐渐盐碱化 5[]
。

2
.

1
.

3 水文地质因素 东北地区大部分浅层地

下水地处半封闭式的蓄水盆地
,

再加上低平的地形

地貌特点
,

使地下水流动滞缓
,

地下水排泄方式以

蒸发为主
。

本区地下水埋深 1
.

5 一 3 m
,

矿化度 2 一 5

g lL
,

高者达 10 叭
,

盐分以碳酸盐为主
,

且含有大

量代换性 N +a
。

因此
,

局部地区的浅层地下水
、

高

地下水矿化度以及主要靠蒸发调节的弱地表径流
,

这些东北地区特有的水文地质因素加速了本区土地

盐碱化的发生与演变
。

如松嫩平原三面环山
,

周围

高地岩石风化后
,

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携带大量可

溶性盐类 (主要是 N a H C 0 3
和 N处 C 0 3 ) 向平原区汇

集
,

每年可达 巧 万 t
,

使得该片土地盐分含量不断

增加

2
.

1
.

4 冻融作用 冻融作用与东北地区土地盐

碱化的关系十分密切
,

但其影响一直为前人所忽视
。

本区每年有长达半年的冻结期
,

不但冻结期长
,

而

且冻层厚度大
,

一般可达 1
.

2 一 1
.

5 m 左右
。

在黑龙

江省南部
、

内蒙古东北部
、

吉林省西北部冻土层可

超过 3 m
。

除存在春季强烈积盐和秋季返盐两个积

盐期外
,

本区还存在伴随土壤冻融过程而 同步发生

的
“

隐蔽性
”

积盐过程
。

在土壤冻结过程中
,

结冻使土壤冻层与非冻层

的地温产生一定差异
,

底层土壤水盐 明显地向冻层

运移
,

引起土壤毛管水分向冻层移动
,

盐分也随之

上升
,

在冻层中累积
,

冻层 以下土壤水分和盐分含

量下降
;
同时地下水不断借毛管作用上升补给

,

使

水分和盐分不断向冻层移动
,

所以造成水盐在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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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量累积
。

冬季
“

隐蔽
”

积盐过程与地下潜水有直

接的联系
。

当春季来临 气温回升
,

地表蒸发逐渐

强烈
,

使冬季累积于冻层中的盐分
,

转而向地表近

乎
“

爆发式
”

地聚集
,

这种过程直至冻层化通为止
。

在冻层化通之前
,

它像一块隔水层
,

隔断了冻层之

上土壤水分与冻层之下潜水的联系
。

因此
,

东北地

区春季强烈积盐的实质是冬季冻层中大量累积的盐

分随着春季蒸发在地表的强烈聚集
,

而与潜水位并

没有直接的联系15
一

6]
。

2
.

2 人为因素

造成东北地区土地盐碱化的人为 因素是很多

的
,

归纳起来主要如下 4 种
。

2
.

2
.

1 缺乏完善的排水系统 排水不畅
、

缺乏完

善的排水系统是造成土地盐碱化的重要原因
。

东北

地区从 2 0 世纪 5 0 年代末以来修建了不少大中型灌

水渠和平原水库
,

由于工程不配套
,

仅修了灌溉工

程
,

未修排水工程或 田间工程
,

不能及时将灌区内

多余灌溉积水排出去
,

抬高了地下水位
,

促使和加

剧了土地次生盐碱化的发生
。

如松嫩平原西部
,

上

世纪 70 年代修建引嫩工程
,

每年引嫩江水 .4 65 x

10“ 耐 进入该区
,

由于工程不配套
,

导致耕地中的

次生盐碱化面积 1 9 8 0 年比 19 5 9 年增加 2 3
.

7 % 12
,

7
,

`01
。

2
.

2
.

2 不 良灌溉管理和灌溉技术 在东北地区
,

灌区开发后大量引入河水
。

由于灌溉定额过大和灌

溉技术不完善
,

除一部分引水渗漏损失外
,

送入 田

间的水大量渗入地下
,

结果抬高了地下水位
。

此外
,

水田灌区管理不善
,

常采用大水漫灌
,

使地下水位

抬高
,

盐分上升
;
或在排水条件不好情况下水旱插

花种植
,

地下水位上升
,

引起次生盐碱化
。

而后
,

不得不大量引水采用大水压盐的办法
,

造成盐碱化

与次生盐碱化的恶性循环
。

2
.

2
.

3 农业技术措施不当 农业技术措施使用

不当
,

会加重土壤盐碱化的程度
。

由于受传统习惯

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

东北大部分地区仍沿袭

着广种薄收
、

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
。

重用轻养
、

重

化肥轻农肥
、

重产出轻投入
,

这种掠夺式的经营方

式
,

使全区土壤养分平衡失调
,

有机质含量下降
,

土壤理化性状渐趋恶化
;
再加上种植结构单一

,

地

面作物覆盖率低
,

促使土壤盐碱在表层强烈积聚
。

当耕地发生盐碱化后
,

由于未及时采取措施
,

进行

精耕细作
,

培肥改土
,

从而加重了该区耕地盐碱化

的程度
。

2
.

2
.

4 过度垦殖 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垦殖
,

如滥

垦
、

过牧
、

伐薪
、

采药等都是导致土地盐碱化的不

良经济行为
。

上世纪 5 0一
叫~

6 0 年代
,

由于没有因地制

宜利用土地资源
,

东北地区盲目开展了大规模的垦

荒运动
,

包括毁林开荒
、

开垦草地
,

使农业生态环

境受到严重的破坏
,

发生了大范围的土地盐碱化
,

形成了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的恶性循环
。

19 58 一

1984 年的 26 年期间
,

由于不合理地利用草地
,

如

过度放牧
、

割草
、

搂柴
、

烧荒和挖药等原因
,

吉林

西部草地盐碱化面积增加了 16
.

5 万 h扩
,

平均每年

增加 6 8 7 5 h m ZI Z
,

` o
,

’ 3一 , 4 ]
。

3 东北地区盐碱土特征

与我国其他几大盐碱土集中分布区如黄淮海平

原
、

河套平原和西北干早半干旱区等相比
,

东北地

区盐碱土有明显的 自身特点
。

( l) 盐碱类型以苏打盐碱化为主
。

本区地下水

埋深 1
.

5 一 3 m
,

矿化度 2 一 5 叭
,

高者达 or g几 ;

地下水和土壤盐分组成以碳酸盐为主
,

呈强碱性反

应 ( p H 9
.

0 一 10
.

0 )
,

代换性 N a +

百分率 ( E S p ) 较

高
,

因此对作物危害更大
。

(2 ) 该区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区
,

受西伯利

亚寒流影响
,

有保持半年的冻土层
,

深 1
.

2 一 1
.

5 m
。

冬季
“

隐蔽性
”

积盐与春季强烈积盐过程均与冻融作

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

( 3) 草地盐碱化占比例重
。

东北羊草草原已有

6 0 % 的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

且每年以 1
.

5 %

一 2 % 的速度递增
;
松嫩平原盐碱化草地面积 2 4 0

万 h时
,

占松嫩平原草地的 2/ 3 以上
;
吉林省西部

草地有 30 % 一
50 % 已变成碱斑裸地

。

4 东北地区盐碱土农业生物治理措施

农业生物措施可 以减少土壤蒸发
、

防止返盐
、

降低土地盐碱化程度
,

还可使土壤中现有盐分重新

分配
,

使表层含盐量降到作物耐盐极限以下
,

保证

作物出苗生长
,

达到合理利用盐碱化耕地的目的
。

由于东北地区的盐碱化特征不同于其他地区
,

所以

农业生物治理措施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
。

4
.

1 种稻洗盐 (碱 )

在一定的水源和良好的排水 出路条件下
,

种植

水稻是治盐 (碱 ) 改土
、

争取农业增产的有效措施
。

其优点是边利用边改良
,

在利用中改良
。

在种植水

稻的过程中
,

土壤中可溶性盐类
,

随着换水渗水
,

排出田块以外
,

或渗到土壤底层
,

因而脱盐 ( 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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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显著[ ’ ,9, 川
。

盐碱土种稻改良的技术关键是实行

成片规模化开发
,

建立完善的灌排工程体系
,

实行

单灌单排
,

保证洗碱灌溉定额
,

并将稻 田水排泄到

外流河中去
,

以保证不发生异地次生盐碱化
。

1 9 84

年以来
,

松嫩平原苏打盐碱土区
,

通过发展种植水

稻 13 3 万 h扩
,

单产由原来的 3 00 0 k g小扩提高到

525 0 kg 爪扩
; 黑龙江肇源县 19 75 年在盐碱土上种

植水稻 17
.

33 h m Z ,

单产达 4 05 0 k g角m Z ,

隔年种植

面积扩大到 133
.

33 h时
,

单产就达到了 4 5 9 8 k吵扩
,

到 19 85 年水稻单产已为 6 3 3 8 kg 爪扩
。

另经测定
,

土壤在种稻前 O 一 4 0 c m 土层平均含盐量为 1
.

87

g瓜g
,

通过种稻洗盐
,

含盐量下降到 .0 62 9瓜g
,

p H

值由 9
.

1 降到 8
.

1
,

改良效果显著
。

生产实践证明种

稻洗盐改良盐碱土确实效果显著 3[, 7
,

’ 2]
。

需要指出的是盐碱化耕地种稻
,

除了要有水源

保证外
,

还必须要有健全的排水系统
,

切忌盲 目扩

大稻 田面积和水
、

早 田插花种植
。

4
.

2

4
.

2

耕作措施

合理的耕作制度 采用合理的耕作方法

(如浅翻深松耕作
、

旋松带状耕法 ) 不仅可以疏松

土壤
,

打破不透水层
,

而且可 以促进耕层盐分迅速

随水分下渗
,

提高土壤散墒作用
,

对次年春季盐分

的回升起到控制作用
。

中耕除草可以破坏毛细管作

用
,

防止盐分上升
,

提高土壤温度
,

增强土壤透性
,

促进幼苗根系发育和幼苗生长
。

黑龙江省安达县通

过在轻度盐化草甸土上种植大豆
,

松土深度达 30
-

35
c m

,

当年大豆增产 44 %
。

此外
,

推广轮
、

间
、

套等多种耕作制度
,

如草

田轮作
、

套种绿肥等
,

不仅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速

效养分
,

而且可以改善土壤物理性状和耕性
,

抑制

土壤返盐
。

据河套灌区改碱试验
,

套种草木挥后
,

土壤体积质量 (容重 ) 由 1
.

42 g lc m 3
下降至 1

.

37

g c/ m 3 ,

孔隙度由 46 %上升为 48
.

3%
,

全盐含量仅为

未套种的 55 .9 %
。

4
.

2
.

2 科学整地 耕地盐碱化的发生常与地表

不平整有关系
。

据禹城改碱试验区的研究
,

在相同

的土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下
,

盐斑的部位一般要比邻

近的地面高出 2 一 5 c m
,

盐碱的分布状况
,

从盐斑

的边缘到中心
,

盐碱逐渐加重
,

所以科学整地对改

良盐碱化耕地极为重要
。

但必须注意的是
,

平整土

地后也要留有一定的坡度
,

以保证灌区水浇地灌水

时行水顺畅
。

一般渠灌的地面坡度为 l 4/ oo
一 1 /80 0

,

井灌的地面坡度为 1 13 0 0 一 115 0 01 71
。

4
.

2
.

3 换土改碱斑 碱斑是苏打盐碱土在地面

的表露
,

是寸草不生的光板地
。

对于一些表层碱斑

呈零星分布
、

不易通过大面积的生物改良措施在短

期内达到改良效果的盐碱土
,

换土以改变碱斑土壤

的理化性状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措施
。

具体做法是
:

把表层土挖出运走
,

挖深约 l m
,

以见较松的底土为

止
;
然后

,

底层垫一些砂子
、

炉渣等隔碱
,

上层再

填上 30
一 5 0 。 m 的好土

。

黑龙江省青岗县新村采用

换土改碱方法
,

搬走碱斑 4 0 00 余块
,

造 田 5
.

4 h m Z ,

结合开挖田 间排水沟
,

盐碱危害得到治理
,

粮食单

产由原来 9 7 5 k g小衬 提高到 3 0 0 0 k g小扩 [̀
·

” ]
。

4
.

3 培肥措施

提高盐碱土的肥力状况是其农业生物改良利用

的关键
,

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施用 的平衡施肥是盐

碱化培肥改良的重要原则
。

盐碱土 N
、

P
、

K 和 zn

营养元素缺乏 比较突出
,

由于盐碱土 N +a 和 H C 0 3
-

含量很高
,

土壤溶液呈碱性
,

N 肥应以 N H 4十一N 和

尿素为宜
; P 肥应以磷酸二钱

、

重过磷酸钙为佳
;

K 肥以硫酸钾为佳
。

肥料用量根据作物种类
、

品种
、

土壤肥力及盐碱化程度等条件的不同而异
。

施肥的

基本原则是适量为止
,

不宜过多
,

以免造成次生盐

碱化
、

土壤酸化或者对土壤结构造成不良影响
。

4
.

3
.

1 增施有机肥 在盐碱土上增施有机肥
,

能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

提高土壤的缓冲性能
,

改善

耕层结构及物理性状
,

减少地面蒸发
,

有效地控制

土壤毛细管水的强烈上升
,

从而显著地减轻地表积

盐
。

有机肥主要原料有畜禽粪
、

秸秆
、

石灰
、

枯草

等
,

可通过过圈
、

坑沤
、

堆制
、

过腹等形式积攒农

家肥
,

秸秆
、

根茬可利用机械粉碎直接还田 11, 3,8
,

, 6]
。

黑龙江省肇源县城郊
,

由于长期以来施肥结构过于

单一
,

盐碱化耕地越种越板结
,

单产不超过 巧oo

k吵扩
,

通过增施优质农家肥后
,

单产超过 3 7 5 0

kg 小时
。

据研究
,

松嫩平原通过向盐碱斑上施枯草

以改良草地盐碱化
,

施枯草 l(
.

5 万 k吵m Z ) 两年

后
,

p H 由 10
.

0 5 降至 5
.

5 3
,

含盐量由 5
.

6 glk g 降至

.2 5 9瓜g
,

碱化度由 6 .4 59 % 降至 35
.

7 6 %
,

体积质量

下降了 .0 61 g lc 耐
,

孔隙度提高 16 .0 2 %
,

而且效果

随着施枯草量的增加而增强 〔’ 2, ’ 51
。

4
.

3
.

2 种植绿肥 盐碱土种植绿肥
,

并实行草

田轮作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速效养分
,

也可 以使

土壤体积质量变小
,

孔隙度增大
,

渗透性增强
,

不

但有利于作物生长
,

而且有利于排水洗盐
。

吉林省

通过种植绿肥大面积压青增加土壤有机质
,

每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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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1 一 2 茬
,

连续 3 年后
,

耕层有机质达 .7 0 9弋
,

使盐碱土达到半熟化和熟化程度
。

据试验
,

盐碱化

耕地在种植田著前耕层 (0
一

20 c m ) 含盐量为 3
.

0 4

g瓜g
,

压青后则降到 1
.

65 g lk g
,

减少 1
.

39 9弋
,

脱

盐率达 44 .7 % ;
而未种田昔的晒旱地 (留麦地 ) 的

耕层含盐量前后仅减少 .0 75 9瓜 g
,

脱盐率为 23
.

7 %
,

压青比留麦地脱盐率高 21 %
。

常种植的绿肥品种有

草木挥
、

黑麦草
、

首稽
、

田善
、

绿豆
、

大豆等
。

在

我国的盐碱化地区
,

种植绿肥
、

实行草田轮作己被

多年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

应努力加以推

广 18
,

, , 一 , 8 1
。

4
.

4 种植耐盐植物

耐盐植物包括耐盐作物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

和耐盐牧草
。

种植耐盐作物
,

可以提高盐碱化耕地

的利用率
,

扩大盐碱化耕地的种植面积
。

其关键是

在盐碱化程度不同的耕地上
,

选种相宜的耐盐作物
。

不同作物的抗盐能力是不同的
,

耐盐 (碱 ) 能力较

强的大田作物有
:

玉米
、

向日葵
、

苏丹草
、

甜菜
、

大豆
、

红麻
、

棉花
、

高粱
、

大麦等
。

但作物的耐盐

能力和作物的不同生育时期
、

不同品种以及土壤肥

力
、

农业技术
、

土壤水分
、

温度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14

,

19
,

2 1
,

24 ]

盐碱化草地在东北地区盐碱土上占相当比例
,

耐盐 (碱 ) 牧草的筛选与种植对保护东北地区草地

资源及促进畜牧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

目前针对

盐碱化草地土壤
,

国内开展了大量的水盐动态模拟

研究 [2 5一 26 1
。

羊草 (娜
m u : c人i n e n s is ) 是松嫩平原盐

碱化草地上的优势植物
,

是耐盐碱性较强的一种优

质牧草
。

它 的生态 分布幅度很 宽
,

能和璋毛

( A e l u

orr
u s s in n e n s i s

)
、

碱茅 (尸
u e c i n e zzia et n u

价
o ar )

和碱蓬 ( s ua
e
da g la uc a) 等耐盐碱性较强的植物组

成混合群落
。

郭继勋等 20[ l在松嫩平原南部种植虎尾

草 ( hc lo ir : v igr
a at ) 以改良盐碱化草地

,

封育 4 年

后光碱斑 已全部被植物覆盖
,

群落产量达 4 50 gl m Z ,

其中羊草约占总产量的 45 % 以上
。

松嫩平原四方山

军马场从 19 64 年开始试种羊草
,

现种草面积 己发展

到 300 0 h扩
,

平均产干草 巧oo k沙扩 以上
。

人工

种植的羊草从第 2 年开始
,

密度逐年增加
,

第 4 年

到第 8 年羊草的密度与产量已比较稳定
,

覆盖度达

到 80 % 以上
,

大大降低了碱斑面积 [20
,

22
一

231
。

4
.

5 生物排碱

所谓生物排碱就是大力植树造林
。

植树造林可

以改善农田小气候
,

对土壤水盐运动进行调控
,

将

土壤蒸发转变成植物蒸腾或水面蒸发
。

同时
,

树木

的强大根系和庞大的叶面积
,

可以降低地下水位
,

通过抑制土壤蒸发达到控制土壤表层积盐 (碱 )
。

综

合各地试验资料
,

林带影响蒸发的最大范围可为树

高的 2 5 一 35 倍
。

在树高 or 倍处
,

可减少水面蒸发

n % 一
30 % ;

树高 20 倍处
,

可减少 4 % 一 or % ;
树高

2 0 倍范围以外
,

可减少 3 % 一 6%
,

且林带格网密度

与蒸发量呈反比27[ ]
。

松嫩平原安达市中本村盐碱土

综合治理试验 区
,

营造林带 4 条
,

林业覆盖度达

5
.

3%
,

试验区基本上达到树成行
,

林成网
,

建立了

合理的农 田生态体系
。

试验区结合林带的兴建
,

修

建排灌沟渠各 5 条
,

实现了早能灌
、

涝能排
。

同时

采取了掺砂 改土
、

浅翻深松
、

种植绿肥
、

增施有机

无机肥料等一系列农业生物技术措施
,

把一个旱
、

涝
、

风蚀
、

盐碱的低产地区
,

变成 了高产稳产 的粮

食基地 “ 5 1
。

常种植的耐盐 (碱 ) 乔
、

灌木有沙枣
、

怪柳
、

白蜡树
、

沙棘
、

构祀
,

这些树种耐盐碱
、

抗旱
、

耐

涝
,

能在土壤盐分 .7 0 一 or .0 叭g 环境下生长
;
绿萍

耐盐碱和贫瘩
,

是重度盐碱土改良的好品种
,

有蓄

水
、

淋盐
、

增肥和改土的多重效果
;
在沟渠两侧种

植
,

不仅可降低地下水位
,

还可减少水土流失
,

防

止塌坡淤积
,

巩固农田工程效益
。

5 东北地区盐碱土农业生物治理的几点建

议

5
.

1 因地制宜
,

合理采用农业生物治理措施

对于轻度和中度盐碱土
,

推行以自然恢复与农

业生物改 良相结合的措施
。

由于本区夏季雨热同期
,

降水后表层土中的可溶性盐分可被雨水淋溶冲入低

洼地或随水下渗到土壤深层
,

在短时间内可使表土

层的含盐量及 p H 下降
,

此时即为季节性的可恢复

盐碱化
。

此时应掌握时机实施农业生物改良措施
,

使有害盐类不能上返
,

加快盐碱土逐渐向良性方向

转化
。

对于重度盐碱土
,

施加化学调节剂改善土壤的

理化性质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措施
。

化学调节剂对调

节土壤 p H 和碱化度
、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有快速

显著的作用
。

常用的化学调节剂有石膏
、

磷石膏
、

黑矾等
。

经处理后的重度盐碱土再适当采用一些农

业生物措施
,

不仅可起到降低土壤盐分的作用
,

而

且可 以培肥地力
,

提高土壤有机质
,

为土壤的熟化

提供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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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土的治理
,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区域水盐运

动的调节
,

因此其治理要从水的管理入手
,

重点是

排水问题
。

5
.

2 走综合治理与开发的道路

东北地区土壤盐碱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

成的
,

因此在开发和治理中要走综合的道路
,

正确

处理好利用与改良
,

水利工程改良措施
、

农业生物

改良措施和化学改良措施的关系
。

①治理方法上的

综合
。

根据不同的条件
,

将水利工程措施 (灌溉
、

排水
、

放淤等 )
、

农业生物改良措施 (平整土地
、

深

翻改土
、

增施有机肥
、

种植绿肥
、

种植耐盐作物等 )

和化学改碱措施 (施石膏
、

磷石膏
、

糖醛渣等 ) 结

合起来
。

②注重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结合和统一
。

注意调整作物布局
,

发展多种经营和

畜牧业
,

抓住改土的关键措施
,

建立高产
、

稳产
、

优质
、

低耗的生产技术体系和用地养地相结合 的农

业结构
。

5
.

3 建立盐碱化监测组织
,

为农业生物治理提供决

策支持

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 是一种采集
、

存储
、

管理
、

分析
、

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计算机系统
,

可 以为

土地利用
、

资源管理等提供设计
、

规划和管理决策

服务
。

建立盐碱退化信息系统及盐碱退化预警系统
,

可以利用遥感
、

地理信息系统和 G PS 全球定位技术
,

使快速
、

经济
、

准确
、

动态监测土壤盐碱化成为可

能
,

以便即时地掌握本区盐碱土数量和盐碱化程度

的动态变化趋势
,

为盐碱化危险度评估和盐碱退化

农业生物防治提供信息和决策上的支持 128
一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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