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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稻田对其周围旱作土壤的影响

1
.

无盐斑一立苗 2
.

盐斑一不 立苗

土地区则因水分侧渗
,

作物受渍
。

井灌区影响范围较小
,

不超过 5 0米
,

一般 10 一 20 米
,

河

灌区影响范围大
,

一般可达 80 一1 00 米
,

甚至更多
。

要达到水旱双丰收
,

粮棉双高产
,

对上述现象必须加以防治
,

特别是河灌区更应重视
,

可采取
: ①合理布局调整插花地

,

尽量使水稻连片种植
。

最好是按框安排
,

利用已有的排

水沟隔开水早作物
。

②稻区周围挖较深的截渗沟
,

种稻期间保持该沟通畅
。

③邻近稻区

的早地选种耐渍耐盐作物或绿肥如高粱
、

田著等
。

学术讨论

盐 土 与 碱 土 分 类 的 商 榷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盐土组

在我国干早
、

半千早以及滨海地区有许多盐土和碱土
,

含有较多的盐分或碱分
。

在土

壤发生及演变过程中
,

土壤的盐碱成份是最活动易变的部分
,

并具有它自己的客观运动规

律和属性
,

而形成盐化和碱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壤类型
。

这些土壤具有由盐碱属性赋予

的独特的不 良理化性质和生产特性
,

而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不利土壤因素
。

人们对这些

不同盐化和碱化程度的土壤
,

一般统称之为盐渍土或盐碱土
,

但实际上
,

它们并不尽属于

一个单独的土类
。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多认为盐土和碱土是土壤分类学上的两 个 独 立土

类
,

而表层或底层中具有不同盐化或碱化程度的
,

但其盐分积累或碱化程度尚未发展到盐

土或碱土阶段的土壤
,

则作为亚类或土属分别从属于有关的土类
。

也有人将兼有盐碱成

份的盐土或碱土称之为盐碱土
,

并作为一个独立土类而与盐土和碱土并列
。

这种盐碱成

份兼有的盐土或碱土
,

在自然界中是客观存在的
,

但如从土壤发生学的观点出发
,

联系土

壤发生演变的自然和人为条件
,

来研究这些盐土或碱土的盐化和碱化状况以及现在处于

怎样的土壤发展阶段和分段时
,

就可能发现所谓的盐碱土类
,

是包括了一系列发展方向相

* 本文经盐土组同志集体讨论
,

由王遵亲 同志执笔 ,



反的盐土和碱土的分段 (亚类或土属 )
。

例如
,

由于自然和人为条件改变后
,

某些盐土伴随

脱盐过程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碱化并向碱土过渡
,

以及碱土复盐而向盐土演
「

变
,

可能在盐碱

成份上相类似
,

但发展方向迥然不同
,

改 良途径和措施也不一样
。

因此将兼有盐碱成份的

盐土或碱土视为一个独立的盐碱土类
,

显然是不妥当的
,

而应该根据盐碱运动状况和所处

的自然及人为条件相联系的发展阶段来加以研究
,

将其分别作为盐土或碱土的亚类或土

属
,

更合乎实际
。

至于作为盐渍地球化学过程产物的盐壳
、

盐泽及盐渍淤泥等
,

如同许多

盐池
、

碱池一样
,

因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没有高等生物的参与
,

所 以不属土壤概念的范畴
,

因

此也不能视为土壤分类学上的独立土类
。

但在研究一般统称之为盐渍土或盐碱土的发生

演变以及盐渍地球化学的物质来源和迁移累积规律时
,

作为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不能忽视盐壳
、

盐泽
、

盐渍淤泥和盐池
、

碱池的形成及其与盐渍土关系方面的研究
。

关于盐土和碱土分类原则的确定
。

遵照毛主席关于
“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

律
”

的教导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以大量科学调查研究和生产实践材料

为基础
,

对盐土和碱土 的成土过程和条件以及特性加以比较研究
,

分清成土过程中各发育

阶段和分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

它们相互转化的条件和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
。

以起

决定性作用 的主要成土过程
、

盐碱运动状况和地球化学特征以及对植物的影响和改良途

径为划分土类的依据
。

在一个土类范围内
,

又以盐碱起源
、

与主要成土过程相伴随的附加

成土过程
、

反映盐碱状况和附加过程特征的土壤性态以及改良利用方式
,

作为进一步划分

亚类的考虑因素
。

在一个亚类范围内
,

主要根据受盐碱成份属性制约的理化性状
,

划分为

不 同的土属
。

在土属以下
,

以发育程度 (如积盐层和碱化层厚度或积盐量和碱化程度等 )和

反映发育程度的剖面性态以及某些地方性因素 (如所处的地形部位等 )和改 良利用措施划

分为不同的土种
。

属于盐土土类范畴的土壤
,

其共性是
:
在诸种成土过程中

,

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积盐过

程
,

各种易溶性盐类不论在一年中经历如何的季节性变化
,

但总的趋势是向地表累积为

主
。

按盐份组成及对植物危害程度的不同
,

当土壤表层的积盐总量一般达到 0
.

6一 2%时就

属盐土的范畴
。

以氯化物为主的盐土
,

其含盐下限一般为。
.

6 %
,

含有较多石膏的硫酸盐

盐土
,

其积盐下限指标为 2 %左右
,

分布面 广量大的各种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及 硫酸盐一

氯化物盐土
,

其积盐下限指标为 1 %左右
,

当 1 00 克土壤的易溶性盐组成中含苏打在 。
.

5毫

克当量 以上时的盐土
,

即属苏打盐土范畴
。

盐土危害植物主要是由于过量的易溶性盐类

累积而增高土壤溶液的渗透压所引起的生理干早
、

氯离子和化学碱性盐类对植物组织的

腐蚀毒害作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植物吸收营养元素的比例失调
。

盐土改良包括消除

盐类危害及不断提高土壤肥力两个主要内容
。

虽然这两个方面是 同等重要
、

互相促进和

不可代替的
,

但消除盐类危害
,

毕竟是改 良盐土的前提
。

盐类溶于水并随水而运动
,

要消

除盐类危害
,

首先要因势利导控制调节地面径流和地下径流的运动
,

因此防治一个地区的

土壤盐渍化
,

必须以调节改善当地 的地面和地下径流状况为先导
,

统筹兼顾
、

全面规划
,

使

水有来有去
,

水利工程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
,

灌溉和排水密切结合
,

因地制宜综合治理
,

方

能达到经络通
、

疾病除
。

按前述分类原则
,

盐土可分为以下几个亚类及一些相应的土属
:

1
.

草甸盐土 草甸盐土是积盐过程和草甸成土过程相伴随
,

由各种类型的草甸土逐

步积盐演变而成
。

因此除具有作为盐土特征的积盐层和各种可溶性盐类按其溶解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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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剖面中呈交错垂直分异外
,

还有草甸成土过程的特征
。

按盐分组成又可分为
:

抓化

物盐土
,

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

硫酸盐盐土
,

石膏一硫酸盐盐土及个

别地区的硝酸盐盐土等土属
。

由于各种易溶性盐类的化学特性不同
,

故各盐土土属具有

独特的形态学特征
。

如氯化物盐土
,

常呈油腻色泽的潮湿地表
,

故又称潮湿盐土
,

群众称
“

卤碱
” 、 “

万年湿
” 、 “

黑油碱
”

和
“

油碱
”

等 ;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和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

又称结皮蓬松盐土
,

群众称
“

白不咸
” 、 “

面碱
”

和
“

毛拉碱
”

等 ; 硫酸盐盐土又称结壳蓬松

盐土
,

群众称
“

扑腾碱
”

等 ; 硝酸盐盐土群众称
“

硝土
” 。

2
.

沼泽盐土 沼泽盐土是积盐成土过程和沼泽成土过程相伴随
,

由各种类型的 沼泽

土或盐泽干涸积盐演变而成
。

因此除具有作为盐土特征的积盐层外
,

还具有各种原有沼

泽土类型的剖面特征
。

有些地区群众称这种盐土为
` ·

水碱土
`

, 、 “

臭碱土
” 。

按盐分组成和

沼泽类型又可分为
:

泥炭或腐泥沼泽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

泥炭或腐泥 沼泽硫酸盐一氯

化物盐土
,

泥炭或腐泥沼泽硫酸盐盐土
,

泥炭或腐泥沼泽石膏一硫酸盐盐土
,

草甸沼泽氯

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

草甸沼泽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

草甸沼泽硫酸盐盐土及草甸沼泽石

膏一硫酸盐盐土等土属
。

3
.

滨海盐土 滨海盐土系由盐渍滨海淤泥直接发育而成
。

在我国福建省
、

台湾省以

北至辽东半岛滨海地带
,

多为碱性滨海氯化物盐土 , 而广东
、

广西省滨海地带
,

则以中性

滨海氯化物盐土及酸性滨海硫酸盐盐土 (有红树林分布的地段 )为主
。

4
.

残余盐土 残余盐土主要分布在我国荒漠草原和漠境地带的古老阶地上
。

它 是

由于地壳上升或侵蚀基面下切
,

地下水位下降
,

改变了原有积盐条件
,

加之气候干早
,

原积

累于地表的大量盐分
,

甚少琳溶而残留下来的盐土
。

现代积盐过程极为微弱
,

仅借助年内

稀少的降水
、

泌盐盐生植被和风力搬运等方式
,

使盐类在地表有所增减和重新分配
。

有些

地区的群众称这种盐土为
“

干盐土
” 。

按盐分组成大致可分为
: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

硫

酸盐盐土
,

石膏一硫酸盐盐土等土属
。

5
.

洪积盐土 洪积盐土主要分布在我国漠境地带个别 山前洪积扇和阶地上
。

其 盐

分的主要来源是 由于流经含盐地层而矿化了的地面径流
。

在荒漠生物气候带的强烈燕发

影响下
,

洪积物中的盐分富积于地表
,

而成为基本上与当地地下水无联系的特殊现代积盐

过程的产物— 洪积盐土
。

按盐分组成大致可分为
:
氯化物盐土

,

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及硫酸盐盐土等土属
。

6
.

碱化盐土 以化学碱性盐类为主的盐土形成过程常同时伴随有碱化过程
,

或伴随

盐土频繁交替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过程而产生碱化现象
,

但还未发展到碱土阶段
,

称为碱

化盐土
。

有些地区群众称为
“

马尿碱
” 、 “

水碱
”

等
。

按其盐分组成暂可分为
:

苏打盐土
,

碳酸镁盐土等土属
。

属于碱土类土壤的共 同特点是
:

在各种成土过程中
,

决定碱土特性的成土过程是碱

化过程
。

一般情况下
,

碱化过程与脱盐过程相伴发生
,

土壤中可溶性盐类处于淋溶脱盐状

况
,

多集 中于碱化层 以下
,

即使盐化碱土
,

表层含盐量也极少超过 0
.

5 %者
,

但在碱化层土

壤溶液中
,

普遍含有一定数量的苏打
。

碱土吸收性复合体中
,

交换性钠占代换总量的20 %

以上
,

P H 值高达 8
.

8或 9 以上
,

土壤无机和有机部分皆高度分散
,

胶粒和水溶性腐殖质淋

溶下移
,

湿时泥泞
,

干时坚硬
,

通透性和耕性极差
。

碱土不利于一般植物生长
,

主要是由于

过高的碱性腐蚀毒害植物根系及土壤含有过量的交换性钠所引起的一系列不良的理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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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因此改良碱土
,

要在具有一定灌排条件的基础上
,

可分片逐块地着重
二
采取深耕深翻

、

增施有机肥料 (包括合理的轮作
,

间作
、

套种
、

翻压绿肥 )和化学改良相结合的措施
,

以降

低或消除碱性危害
,

改善土壤因含有交换性钠所引起的不良理化性质和耕性
。

同时运用

一定的灌排条件
,

以防治在碱土改良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土壤盐渍化问题
。

碱土可进一步按前述分类原则
,

分为以下几个亚类和相应的土属
:

1
.

盐化碱土 盐化碱土是我国半湿润地带的碱土
。

由于地面水侧渗和地下水 上 升

蒸发的作用
,

还伴有草甸和盐化的附加成土过程
。

盐化碱土可以是由于 自然和人为条件

的改变
,

使碱土复盐而尚未达到盐土阶段所致
,

也可以是从盐土逐步脱盐并碱化而来
,

但

仍有轻微的积盐过程
。

有些地区群众称此为
“

二性碱土
” 。

因此暂可将其分为
:

草甸碱土

和瓦碱等土属
。

2
.

柱状碱土 主要分布在我国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
,

而与地带性土壤呈复域
。

在

柱状碱土的成土过程中
,

没有地下水作用 的参与
,

而伴随有草原化的附加成土过程
。

有些

地区群众称此为
“

暗碱土
” 、 “

碱格子上
” 。

根据生物气候特征和碱化程度所产生 的土壤性

状
,

分为
:
深位柱状碱土

,

中位柱状碱土和浅位柱状碱土等土属
。

3
。

龟裂碱土 主要分布于我国荒漠草原及漠境地带的山前平原和古老阶地上 相 对

低平的地段
,

在盆地平原 的倾斜地形部位
,

也间或有之
。

系在荒漠草原及漠境生物气候条

件下
,

主要由于地面间歇积水的淋溶作用
,

经盐土脱盐碱化而成
。

一般与当地的盐土
、

零

星孤立的荒漠化矮小砂丘组成复域
。

国内外 已有文献中涉及的龟裂土类型
,

有相当大的

部分属龟裂碱土
。

龟裂碱土具有碱土的所有发生学特征
,

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

由于风蚀

和水蚀作用
,

以其短柱状或
“

馒头
”

状碱化层裸露地表和由于地下水微弱参与成土过程
,

具

有轻微表层盐化
,

而区别于柱状碱土和盐化碱土
。

按其理化性状暂分为龟裂碱土 (群众称

为
“

白僵土
”
)和青白土 ( ?) 等土属

。

此外
,

对目前国内外仍有争议的镁碱土
,

由于缺乏资料
,

暂不拟列入分类系统中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然界也 总

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因此
,

人类总褥不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

土壤分类应是土壤科学现有发展水平的总体反映
,

是随

着人们对土壤这个历史自然体与生产劳动的产物的认识和改造的不断深化而 不 断 发 展

的
。

由于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水平有限
,
·

业务知识水平不高以及缺乏实际的生产斗争知

识
,

加以参考的文献
、

材料也不尽全面
,

所以经我们集体讨论研究提出的这个盐土与碱土

的分类系统
,

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盐土和碱土现有的研究水平
,

因此不可能是完善的
,

甚

至可能还存在错误
,

有待今后通过不断的科学调查研究和生产实践
,

经大家共同努力
,

使

盐土与碱土分类方面的工作不断地发展
,

并及时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
。

附盐土与碱土分类系统表
:

土 类 亚 类

1
.

盐 土 1
.

草甸盐土

土 属

① 氛化物盐土

② 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③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④ 硫酸盐盐土

⑥ 石膏一硫酸盐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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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沼泽盐土

。

滨海盐土

。

残余盐土

5
.

洪积盐土

6
.

碱化盐土

I
。

碱土
.

盐化碱土

2
.

柱状碱土

3
.

龟裂碱土

⑥ 硝酸盐盐土

① 泥炭或腐泥沼泽硫酿盐一氯化物盐土

② 泥炭或腐泥沼泽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③ 泥炭或腐泥沼泽硫酸盐盐土

④ 泥炭或腐泥沼泽石膏一硫酸盐盐 土

⑤ 草甸沼泽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⑥ 草甸沼泽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⑦ 草甸沼泽硫酸盐盐土

⑧ 草甸沼泽石膏一硫酸盐盐土

① 碱性滨海氯化物盐土

② 中性滨海氯化物盐土

③ 酸性硫酸盐盐土

①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土

② 硫酸盐盐土

③ 石膏一硫酸盐盐土

① 氯化物盐土

② 硫酸盐一氯化物盐土

③ 氯化物一硫酸盐盐 土

④ 硫酸盐盐土

① 苏打盐土

② 碳酸镁盐土

① 草甸碱土

② 瓦碱

① 深位柱状碱土

② 中位柱状碱土

③ 浅位柱状碱土

① 龟裂碱土 ( 白僵土 )

② 青白土 (? )

.

镁碱土 ? )

分析方法

土壤按态氮与硝酸态氮的连续测定

陈 志 荣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土壤按态氮与硝酸态氮的测定
,

在常规分析中多应用比色法
,

虽较简便
,

但限制因素

亦较多
。

本试验使用半微量 定氮仪
.

用 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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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I
:
O 粉剂在碱性 介质中直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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