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讨论

盐溃土改良利用分区的商榷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盐土组

我国境内盐渍土的分布面积很广
。

这种土壤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很大
。

解放以后
,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

进行了巨大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

对促进盐渍地区农业生

产和改造盐碱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 1 9 6 4年开展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以来
,

农田水利建设有

了更大规模的发展
,

群众性的改良利用盐渍土工作也不断开展
,

盐渍地区农业生产普遍得

到了提高
,

并出现了很多高产典型
,

为改造盐碱地提供了榜样
。

但我国盐渍土面积很大
.

类型繁多
,

为了迅速改变盐渍地区的农业生产面貌
,

顺利地改 良利用盐渍土
,

必须根据客

观现实的可能性
,

充分发挥人们主观的能动性
,

因地制宜地综合防治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

自然灾害
。

因此
,

确定我国盐渍土的改良利用分区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急需
。

现将我们初

步拟定的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的意见简介如后
,

以供讨论
。

一
、

改良利用分区的原则和系统

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的目的
,

是为了便于统一规划
,

因地因时制宜地采取措施进行综

合治理
。

因此应综合分析与归纳各种自然因素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

以求在现实农业经济

条件下
,

尽可能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因素
,

改造不利的自然因素
,

发掘盐渍土楷在的生产

能力
,

有计划
、

有目的地改良利用盐渍土
,

提高土壤肥力
,

为建立基本农田
,

获得农作物的

稳产高产创造条件
。

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

涉及的面较广
,

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

如

生物气候特征
,

盐渍土的成因类型
,

水盐动态变化
,

河流水文特性
,

水文地质条件
,

农业生

产现状和改良利用方向等
。

分区的原则主要是分析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及其对农业生产

所产生的有利和不利 的影响
,

归纳各不 同盐渍地区的盐债成因类型及其组合
,

农业生产特

点和土壤改良问题
,

并提出主要 的治理途径
。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盐演类

型繁多
,

分区系统采用两级制
,

即改良区和改良片
,

以后再在片内划分改 良块和改良地段
。

改良区的划分是以生物气候特征作为主要依据
,

同时也考虑河流水文特性和成土类

型
。

生物气候特征可以反映盐渍土的成因类型
,

积盐特点和积盐强度
,

以及水盐季节性动

态变化
,

同时又是确定农牧业生产发展方向的重要参考因素
。

盐演土的形成与盐分的季

节性变化
,

受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同时与地形
、

母质
、

河流水文特性及水文地质条件等因

素直接相关联
。

因此
,

分析生物气候的变化
,

摸清盐演土 的成因类型
,

掌握河流水文特性及

水文地质条件
,

可以更确切地反映出地区性的差异
,

特别是大区农牧业环境的特点
,

从而

* 本文主要拟稿人为刘文政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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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盐渍地区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

为定向改良盐渍土壤提出依

据
。

具体依据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

1
.

生物气候特征 分析不同盐渍地区生物气候变化和各种自然 因素的相似性 与 差

异性
,

阐明盐渍土发生的 自然条件
,

而以降水量与可能蒸发量之 比即干燥度
*

作为一地区

气候干湿的主要参考指标
,

它既考虑了水分的收入 (降水量 )
,

也考虑了水分的支出 (可能

蒸发量 )
,

而干燥度的大小
,

既反映了土壤积盐过程的特点和积盐强度
,

也可说明盐渍土改

良的难易
;
同时大部分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多在温度升至 1 0

”

C 以上才开始
,

低于 1 0
O

C 的气

温对植物生长 的意义较小
。

所 以积温可 以认为是反映植物生长所需热量资源的最简单而

最直接的指标
。

2
.

河流水文特性 洪
、

捞灾害与河流水文密切关联
,

对盐渍土的形成和改良有直接

的影响
。

必须充分了解河流水文特性
,

从而有效地对河流水量及地下径流进行调节与控

制
,

对水
、

土资源进行平衡计算
,

有计划地开垦盐碱荒地
,

改良利用盐渍土
,

发展农业生产
。

3
.

成土类型 盐渍土是一种隐域性土壤
,

它的形成虽与生物气候条件有关
,

但受地

区性条件 (如地貌
、

母质
、

地下水状况等 )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大
,

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
,

盐

渍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某些地带性特点
。

滨海地区
,

海水浸渍
,

对盐渍土的形成及

其特性有决定性的意义
;
在半干早地区的冲积平原

,

中
、

小地形对水
、

盐重新分配有重大作

用
,

以表聚性强的斑状盐渍化为其特征
;
东北草原地带

,

以苏打盐渍化与碱化为其主要 的

特点
;
在西北干早和极端干旱的条件下

,

土壤强烈积盐
,

盐渍地球化学分异规律明显
,

而且

有残余盐土和龟裂碱化土壤存在
;
青藏干早寒漠地区

,

则 以沿湖沼泽苏打盐化和其他地

区少有的特殊盐土为特征
。

由于成土类型不同
,

在改 良利用和治理途径上也有很大差异
。

改良片的划分是在同一改良区内
,

以骨干河流流域范围为单元
,

根据农业地域气候变

化
,

同时也考虑土壤盐渍类型及其组合和农业利用特征
。

根据这一原则对综合 自然因素

进行具体分析和概括
,

可以更确切地了解各种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
,

土壤改良问题的性

质
,

进而阐明因地制宜的综合防治措施的差异性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具

体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
:

1
.

骨千河流的分布
“

水盐相随
” ,

治盐必先治水
,

治水时必须考虑治盐
。

因此
,

以河

流水系为基本单元
,

进行流域规划
,

就可把治盐与治水
、

灌溉和排水结合起来
。

这样
,

既可

改善流域水分状况
,

进行流域范围内水盐平衡的控制与调节
,

又可防治其他农业自然灾

害
,

从而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

2
.

土滚盐演类型 由于地貌
、

水文地质条件的不同
,

土壤盐渍类型及组合也不相同
。

因此
,

土壤盐渍类型既体现了地域性的变化
,

也决定了防治措施的差异性
。

3
.

农业利用特征 阐明在不同片内
,

由于农业地域性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相应的农业

土地利用特征及耕作制度
,

指出农业进一步发展方向
。

4
.

土城改良问题 根据片内各种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

提出以土

壤改良为中心的因地
、

因时制宜的综合防治措施
。

根据上述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原则
,

我国盐渍土可划分为六个改良区和二十一个改

良片 (见图 )
。

* 干操度 二 日平均温 度 分 10
O

C 持续时期的积温总和

同时期 的降水量
x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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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滨海海浸盐演区 包括四个改良片
,

即
: (l ) 渤海片

; ( 2) 黄海片 , (3 ) 东海片
:

( 4) 台湾海峡南海片
。

2
.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渍区 包括四个改良片
,

即
: ( l) 三江片 ; (2 ) 松嫩片 , (3 )

呼伦贝尔片 , (4 ) 辽河片
。

3
.

黄淮海斑状盐渍区 包括三个改良片
,

即
:
( l) 黄河一海河片 , (2 ) 黄河一淮河

片 , (3 ) 汾河一渭河片
。

4
.

宁蒙片状 盐渍区 包括四个改良片
,

即 : ( l) 内蒙古高原片
; (2 ) 桑干河一大黑

河片
; (3 ) 黄河一河套片 , (4 ) 鄂尔多斯一黄土高原片

。

5
.

甘新内流盐渍 区 包括三个改良片
,

即
:

(1 ) 阿拉善一弱水 片
, ( 2 ) 额 尔 齐 斯

河一玛纳斯河片
, ( 3) 塔里木一疏勒河片

。

6
.

青藏高寒盐渍区 包括三个改良片
,

即 ( 1) 柴达木一徨水片 , ( 2) 羌塘山原片
;

( 3) 雅鲁藏布江片
。

二
、

关于分区和分片的几个问题

1
。

关于分区界线的划分

分区界线主要是根据综合自然条件来划分 的
,

既考虑到生物气候
、

河流水文
、

成土类

型
,

也要考虑土壤盐渍区域的相关性和综合治理途径的一致性
,

同时也考虑了现行省
、

区

行政界线
,

尽可能使分区的矛盾在分区的原则中统一起来
。

盐渍土改 良利用分区与一般

自然区划不同之处在于
:

自然区划着重于自然因素和分布规律的分析与归纳
,

尽可能准

确地反映自然景观或景观群中所存在的差异性与共同性
,

从而为我国各种自然资源 的开

发利用
,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提供依据
,

而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则是在考虑综合自然条件

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
,

进而具体分析各种自然条件与盐渍土形成的关系
,

以及对农

业生产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

并揭示不同盐溃地区土壤改良问题和农业生产特点
,

从而提出

相应的以治水
、

治盐为中心
,

同时治理与盐碱有关联 的其他农业自然灾害的途径和措施
。

例如
,

滨海海浸盐渍区
,

包括几个不同的生物气候带
,

它 的划分
,

并不是按照生物气候特

征
,

而主要是根据成土类型
,

并考虑治理途径的一致性
。

滨海盐演土的形成主要是受海水

浸渍的影响
,

在防治上必须首先沿海岸线修筑或整修防潮堤
,

并在河流入海 口修筑防潮

闸
,

杜绝盐分来源
。

同时
,

沿岸又可进行海涂围垦
。

因此
,

滨海海浸盐渍区是根据滨海盐

渍土分布的界线来划分的
,

其界线基本上与海岸线平行
。

2
.

关于片界的划分

土城盐分的运动是和水分的运动分不开的
,

治盐必先治水
。

实践证明
,

土壤盐渍化的

防治必须与流域规划结合起来
。

分片界线的划分
,

既要考虑盐渍土形成的区域 自然条件
,

也要考虑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的特点
,

更要考虑综合治理的方便
。

因此在确定片界时
,

以

骨干河流为单元
,

基本上按照流域范围来划分
,

同时也适当地考虑了现行省
、

区行政界线
,

这样便于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盐碱和其他农业 自然灾害
。

由于它不是盐渍分区
,

而是盐

渍土改良利用分区
,

所以片的范围实际上 比该片盐渍土分布的面积为大
。

但在滨海海浸

盐渍区内划片
,

就不能以骨干河流为单元
。

在这样的区内划片不但要考虑盐渍土分布的

范围
,

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

例如台湾海峡南海片与东海片的划分是以闽江 口为界
,

因为在

南海片内酸性盐渍土与碱性盐演土都有分布
,

酸性盐渍土的形成除生物气候与海水浸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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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外
,

主要与红树林群落残体腐烂后的分解物有关
,

红树林群落的分布界线基本上是

北止闽江 口
,

而且这里又是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界限
,

故以闽江 口作为两片的交界线
。

黄海片与东海片的划分是以杭州湾南端的舟山群岛为界
,

其主要根据是
,

因受长江出海 口

潮汐南移的影响
,

杭州湾与长江 口的沉积物类型基本上是一致的 ; 再则黄海片的盐渍土

与海岸线平行呈连续带状分布
,

其海岸多为泥质
,

母质多壤质或沙质
,

而东海片多为石质

海岸
,

母质多粘质
,

盐渍土分布虽与海岸线平行
,

但呈不连续的条带状
。

3
.

几个片界的具体划分问题

门 ) 汾渭片的划分 该片处于黄土高原地区
,

包括渭河 (径河
、

洛河 )
,

汾河
、

谏水等

几个黄河支流
。

由于地壳上升
,

河流下切
,

形成 以支流为单元的地堑式盆地 (河谷盆地或山

间盆地 )
。

这些盆地于喜马拉雅时期开始形成
,

其下陷作用至今尚未终止
,

在下陷过程中
,

均为第 四纪初期的湖泊沉积物
、

红色土和黄土所填充
。

该片地貌虽与华北平原不同
,

而且

海拔亦较之为高
,

盐渍类型和农业利用情况亦有差异
,

但生物气候
、

河流水文条件
,

土壤盐

分季节性变化和农业 自然灾害等均与华北平原很相近似
;
再者
,

该地区土壤侵蚀严重
,

淤

积河道
,

阻塞排水
,

而且水
、

土
、

盐均随流水下移而至黄淮海平原
,

因而又构成了黄淮海平

原水
、

盐的部分来源
。

因此将汾渭地区单独划分成片而隶属于黄淮海斑状盐演区
。

( 2) 桑干河
、

大黑河片的划分 该片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
,

包括内蒙呼萨平原和 山西

雁北山间盆地两个不 同的地貌单元
。

但两地 同处于栗钙土向淡栗钙土和揭土的过渡地带
,

盐渍类型基本相同
,

土壤盐渍化特点
、

农业土地利用特征和治理途径上也有其一致性
,

唯

呼萨平原 的大小黑河为黄河支流
,

而位于山间丘陵地带的大同盆地的桑干河
、

阳高盆地的

南洋河属海河水系
,

但在治理上均可自成单元
,

根据分片原则
,

将两地并入一片
。

从生物

气候特征来说
,

呼萨平原与雁北地区同属寒冷干草原大陆性气候
,

成土类型均属干草原

型
,

故将该片划入宁蒙片状盐渍区
。

( 3) 雅 . 藏布江 片的划分 藏南地区地形变化较大
,

气候
、

土壤
、

植被也比较复杂
。

由

于受印度洋暖湿气流 的影响
,

温度较高
,

降水较多
,

气候比较湿润
,

干燥度一般在 1 以下
,

适宜于多种作物生长
,

农业比较发达
,

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地区
。

但在山间湖盆区及温泉附

近盐渍土有零星分布
。

农耕地中
,

由于地下水位较浅
,

排水不 良
,

也有零星的盐斑出现
,

因

此
,

单独分片进行治理
。

(4 ) 柴达木盆地和呼伦贝尔地区的划分 该两地单独分成片是无疑义的
,

问题在于

归属于那一个盐渍区
。

柴达木盆地处于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域
,

既有青藏高寒地 区的特点
,

也有蒙

新干早地区的特点
。

但柴达木盆地四周为高山所环抱
,

北有阿尔金山
、

祁连山等与甘新盐

渍区隔离
,

海拔高程 2 6 0 0一 3 0 0。米
,

比塔里木盆地高出 1 6 0 0一 2。。 o 米
,

较青藏高原低 1 0 。。

多米
,

而且生物气候特征又与青藏高原相近似
,

海拔高
,

气候干寒
,

积温较低
,

盆地内的大

气环流以偏西风 占绝对优势
,

属青藏高原西风急流影响的范围
,

其成土类型属寒漠型
,

土

壤盐分的季节性变化不很明显
,

有大量盐矿存在
。

此外
,

柴达木盆地还有它 自己的特点
,

日照强烈
,

日温差大
,

水分不足
,

风力强劲
,

风沙危害
,

盐渍化较重
,

戈壁和沙地面积也较

大
,

农业比重较小
,

畜牧业 比重较大
。

根据上述理由
,

并考虑到徨水流域自然情况类似兰

州黄土高原地区
,

但行政区隶属青海省
,

故暂将徨水流域与柴达木并为一片划入青藏高寒

盐渍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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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位于大兴安岭以西
,

从 自然地理条件和生物土壤条件来说
,

应归入宁蒙内陆

盐渍区
。

但从水系来考虑
,

克鲁伦河
、

乌尔逊河及其汇流后的额尔古纳河则属黑龙江水

系
,

而且呼伦贝尔地区已隶属于黑龙江省
,

为便于统一规划进行治理起见
,

拟将该地划入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渍区
。

另外
,

吐鲁番一哈密盆地和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流域
,

从 自然条件来说
,

与南疆有

相类似之处
,

也有不 同之处
,

由于资料不够
,

未单独分片
,

而暂时归在塔里木一疏勒河片

内
。

三
、

各盐渍区的主要特征及综合治理途径

(一 ) 各盐渍区的主要特征

我国地域辽阔
,

资源丰富
.

自然条件复杂
,

生物气候差异很大
,

盐渍类型繁多
,

积盐特

点不同
,

各盐渍地区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

因此
,

在改良利用上也有很大差别
。

为便于

比较各盐渍区的主要特征
,

现用表简述如下 (表 1 )
。

(二 ) 分 区 治 理 途 径

1
.

滨海海浸盐演 区 由于长期受海潮浸渍
,

土壤和地下水中盐分含量都很高
,

沿海

大部分地区常有台风袭击
。

因此首先是沿海岸线修筑或整修防潮堤
,

并在河流入海口修建

防潮闸
,

防止海潮侵袭和海水入侵倒灌
,

杜绝盐分来源
。

同时因地制宜兴建不同规格 的灌

排渠系 (如苏北灌溉总渠以南地区的条 田等 )
,

淋洗盐分
,

自流排水困难的地方
,

可采用机

械扬水或竖井排水
。

排水不畅 的低洼易涝地区
,

在有水源保证的条件下
,

可连片种稻压盐
,

或修排水通畅的条田或沟恤台田
,

逐年扩大改良面积
。

盐碱荒地
,

群众有通过蓄淡 (水 )压

盐和蓄淡养青 (种草 )阶段
,

使土壤盐分降低后再种作物的经验
,

可 因地制宜地推广应用
;

也可直接开垦
,

进行排水 冲洗或种稻
,

加以改良利用
。

为了提高土壤肥力
,

减轻盐害
,

应 广

种绿肥
。

对海涂进行围垦
,

拦海造 田
,

可扩大耕地面积
。

适宜地区
,

应植树造林
,

减轻风 害
。

2
.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溃区 本区盐演土利用率不高
,

苏打盐渍化与碱化是农业生产

与土壤改 良中的主要问题
,

某些地方沼泽化改良也很重要
。

此外
,

春夏缺水
,

夏秋洪涝
,

风
、

沙
、

寒亦有危害
。

为此
,

应首先改善区域排水条件
,

开凿人工新河
,

修建排水一集水系

统
。

充分利用水源发展灌溉和洗盐
,

并灌溉草场
,

发展畜牧业
。

凡有河水灌溉或弱矿化地

下水丰富的地区
,

均可发展水稻
,

改良利用盐渍化土壤
。

对于苏打盐渍化与碱化土壤的改

良
,

应采取化学及生物措施
。

修筑田间排水排涝系统
,

并加强农业技术措施
,

可改善土壤

通气性
,

增高地温
、

防寒和防止土壤沼泽化
。

植树造林种草
,

以防止风沙危害
,

增加地面攫

被
。

同时
,

应注意农
、

林
、

牧结合
,

发展多种经营
。

3
.

黄淮海斑状盐演区 春早
、

秋涝和土壤盐渍化已是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

有的地

方
,

洪水
、

风
、

沙
、

侵蚀也造成很大危害
。

主要治理途径应 以骨干河流为单元
,

进行流域规

划
,

对洪
、

涝
、

早
、

盐碱
、

风沙等自然灾害进行全面治理
,

采取上蓄
、

中疏
、 一

「排的原则
,

分期

分批疏浚骨干河道和一些较大的支流
,

并兴修一些水利主干工程
,

增辟河流入海口
,

改善

排水出路
,

海河治理后
,

黄海平原大面积的盐渍土得到改良
,

洪
、

涝灾害得到基本控制
,

就

是一个明显 的例证
。

另外
,

平整土地
,

健全排灌系统
,

大力修建田间除捞治理盐碱工程
,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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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地面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是改良平原地区盐演土的重要措施
。

在山区及黄土高原建水

库
,

筑梯田
,

植树造林
,

控制水土流失
。

平原地区
,

在有条件的地方
,

应充分利用地下水资

源
,

因地制
.

宜发展井灌井排或井渠结合
,

目前大规模地发展井灌
,

对抗早治盐起了很大的

作用
,

同时也控制了地下水位
,

如配合明沟排涝
,

就可同时治理早
、

捞
、

盐碱
;
并应注意充分

利用河水
,

进行补充性灌溉
,

如河水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

应进行南水北调
。

凡有足

够水源保证的低洼易涝盐碱地区
,

可连片种植水稻
。

对瓦碱化的改良
,

可采取深翻 (耕 )
、

施用化学改良剂和有机肥料以及种植绿肥等措施
。

总之
,

要结合土地利用规划
,

采取水

洲

表 1 各 盐 演 区

气 候

气点
·

台台有

一有有区击

他特
一

常击击常地袭

一海袭海袭分风

其候一沿风沿风部台箱 期天
范 围 }无

》 10
O

C

持续期
( 天 )

积 沮
(

。

C )

一月平
均沮度
(
.

C )

七月平
均温度
(

。

C )

年降水 t
( 毫米 )

征

干 操 度

4 0 0一 7 0 0

8 0 0一 2 0 0 0

10 0 0一 2 0 0 0

北北起江江 北部 ::: 1 5 0一 2 1 000 3 2 0 0一 4 5 0 000
一
14一 000 2 4一 2 999

东东半 岛
,

甫甫 1 6 5一 2 2 555 2 0 0一 3 0 000 4 5 0 0一 8 0 0 000 0一 1555 2 6一 3 000
至至台海西海海 中部

:::
3 0 0以 上上 8 0 0 0一 9 5 0 000 15一 2 222 3 0左右右

岸岸
、

南海请请 2 4 0一全 年年年年年年
岛岛

、

雷 州半 岛岛 南部 :::::::::::

的的滨海 ~ 带带 全 年年年年年年

东东旅旅 包括三三 1 2 0一 1 8 000 1 10一 1 6 000 2 0 0 0一 3 40 000
一

16一
一
2 777 1 8一2 444

北北化化 江平原
、

松松松松松松松
苏苏盆盆 辽平原及呼呼呼呼呼呼呼
打打 演演 伦贝尔地 区区区区区区区

lll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黄黄盐盐 冀普像像 1 7 0一 2 2 000 1 5 0一 2 1 000 3 4 0 0一 4 5 0 000
一
1 4一 OOO 2 4一 2 999

淮淮淮 境内广大 的的的的的的的
海海演演 黄河 冲积平平平平平平平
斑斑斑 原

、

安傲淮淮淮淮淮淮淮

状状 区区 北
、

江苏徐徐徐徐徐徐徐
淮淮淮和 晋狭汾汾汾汾汾汾汾
渭渭渭平原地 区区区区区区区

宁宁宁 内浪全全 12 0一 18 000 1 10一 16 000 20 0 0一 3 20 000
一

5一
一
2000 2 0一 2 666

浪浪浪 境
、

宁X 黄黄黄黄黄黄黄

片片片 河 冲 权 平平平平平平平
状状状 原

、

映甘宁宁宁宁宁宁宁
盐盐盐 黄土高原 及及及及及及及
演演演 山西展北 各各各各各各各
区区区 山间盆地地地地地地地

新新扭全全 东北部
::: 16 0一 18 000 22 0 0一 3 2 0 000

一
10一

一
2 666

境境
、

宁夏贺贺 1 6 0一 1 8 000 16 0一 2 1000 30 0 0一 42 0 000
一
9一

一 1 555

兰兰 山以西 阿阿 南部
:::::::::

拉拉善地 区及及 1 8 0一 2 6 000000000
甘甘南河西 走走走走走走
脚脚西 部部部部部部

1
。
0一 1

。
5

0
。
5一 1

。
0

O
。
7 5一 1

。
O

4 0 0一 8 0 0 1
。
O以上

寒翻 强 烈
,

冻期长

4 0 0一吕0 0 1
。
0一 1

。
5

春季风力强
盛
,

升沮快
,

春早 严 宜
,

降水年变 率
大
,

常有亢

早

。
5一4

。
O

春季 干 操
,

降 水 变 率

大
,

常有早
灾

10 0一 2 0 0 0一 8
。
0

春季比较澡
润
,

X 攀干
早

小于 10 0
,

不少地方
仅数遨米

0一20 以上
日照吸
,
日

照时 数 多
,

风力强

甘新流内盐演区

青海柴
达 木盆地

、

涅水 流城
、

西成羌塘 山
原及 雅普截
布江 流域 地
区

柴达术
:

12 0一 2 2 0 3 0一 12 0 } 9 0 0一 2 6 0 0
一

1 0以 下 1 0一 2 0 20一 2 00 0一 2 0

西旅
:

15 0以 下 1 0 0以 下
至 12 0

瑞0一2 0 0 0
一
5以下 5一 20 1 0 0一 4 50 1

。
0一 2

。
0

除惶水流城

外
,
日照强
,

日 照 时 数
多
,

风力强
,

日温 差 大
,

羌塘 山原空
气稀薄

燕青高寒演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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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农业
、

生物等多种措施
,

综合治理各种农业自然灾害
,

逐片逐块地改良土壤
。

同时应大

种绿肥和多施有机肥料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建立稳产高产农田
。

4
.

宁旅片状盐演 区 本区干早缺水
,

排水出路不畅
,

盐渍化普遍
,

加之风沙危害
,

作

物产量低而不稳
。

但平原地区
,

引黄具有便利条件
,

必须完善目前已具规模的灌排系统
,

充分发挥其灌排作用
。

根据灌区排水能力
,

量出而入引水灌溉
,

实行计划用水
,

切忌大水

浸灌
,

防止次生盐渍化
。

建立农田排水系统
,

切实保证排水通畅
,

如自然排水困难
,

可设置

扬排站
。

洗盐一定要在有排水条件的情况下进行
,

适宜地区
,

可通过种稻洗盐
,

改良盐渍

的 主 要 特 征

河河 流 水 文文 成 土 类 型型 积 盆 特 点点 盐 溃 类 型型

地地 处诸河尾间
,

河流坡降很小
,

加之受受 北部与 中部盐分累积与淋溶溶 抓化物物
海海潮顶 托
,

影 响地面及地下径流排泄
。。

交替进行
,

北部累积 占优势
,

中部部 酸性硫酸盐盐
淋淋淋溶略大于爪积

,

一般表层有盐盐盐
结结结 皮

。。。

南南南部土 集盐分以淋溶 为 主
,,,

爪爪爪积徽 弱
。。。

水水系有黑龙江
、

松花江
、

辽河等
,

河 水水 草原一草甸甸 盐 分爪积 与淋溶交替 进 行
,,

流流量年平均值相差很大
,

多水 期与枯水期期 型型 爪积 略大于 淋溶
。

水盐动态有季季

都都很长
。

四月 出现春汛
,

夏 汛于五
、

六 月间间间 节性变化
,

春末 夏初积 盐
,

夏末初初
随随降水增加而开始

,

春汛与夏汛之 间有一一一 秋脱盐
,

初冬至早春土壤冷凝融融
低低水期
,

时间甚短
。

洪水主要发生在 夏秋秋秋 冻
,

亦有徽弱积盐过程
。。

雨雨季
,

内涝往往与洪水相连
,

河流冰期 3一 55555 一一
个个月

。。。。

主主要水系有黄河
、

海河
、

淮河等
。

平原原 草 甸 型型 盐分景积与淋溶交替 进 行
,

}硫酸盐抓化物物
河河 流入海口 少

,

河道分歧
,

断面狭小
。

春有有有 景积大于淋溶
。

土城水盐有明显 {抓化物硫酸盐盐
枯枯水期
,

夏有洪汛
,

秋有涝患
,

冬季河水流流流 的季节性变化
,
3一 6月积盐

,
7一9 }瓦碱碱

量量剧 减
,

旱涝 交替
,

涝后又早
。。。

月脱盐
,

10 一 11 月盆分回升
,

12 一
.

次生盐砍化化

次次次次年 2 月盐分稳定
。

盐分表聚性
,,

强强强强
,

心底 土含 盐量并不商
。 ’’

有有黄河
、

大小 黑河及诸小河
。

除黄河河 干草原一荒荒 盐分以累积为主
,

淋溶微弱
,,

硫酸盐氛化物物
为为过境 大河 外

,

大
、

小黑河注入黄河
,

常年年 漠草原型型 除表聚性强外
,
心 底土盐分也高

,,

抓化物硫酸盐盐
有有水
,

其他诸河
,

多属 内流
,

流程很 短
。

大大大 且有以 硫酸盐为主的 盐 结 晶 析析 苏打盐渍化化
多多数 内流河道

,

降雨有 水
,

雨后 即干
,

径流流流 出
,

地表有盐结壳
。。

龟裂土土
散散失

。。。。。

除除伊犁何
、

乌伦古河一顺 尔齐斯 河等等等 土壤积盐常年进行
,

基本上上 硫酸 盐盐
为为外境河外

,

玛 纳斯河
、

奎 屯河
、

塔 里木河
、、、

无 淋溶过程
,

而且 积盐速 度快
,

强强 抓化物硫 酸盐盐
魂魂勒河

、

弱 水
、

石羊河 等均 为内流
,

消失于于于 度大
,

程度高
,

表聚性很 强
,

多次次 硫酸 盐抓化 物物
沙沙淇 中
,

或渗入地 下变为潜 流
,

或 注入湖湖湖 发生盐 分重新 分配
,

有 含盐 量很很 龟裂 碱土土
泊泊

。

径流集 中于夏季
,

秋季 以后
,

流 量减减减 高 的残余盐土
,

地表有厚层 盐结结 苏打盐演化化
少少

。

除降水外
,

高 山冰雪融化是河水主要要要 壳
。。

硝酸盐盐
来来源

。

年平均流 t 比较稳定
,

变差系 数很很很很 镁质硫酸盐和碳酸盐盐
小小

。

北祖有春汛
,

南获及河西地 区
,

春汛则则则则则
不不显著

。。。。。

青青海主 要河流有格尔木河
、

那棱格勒勒 寒 漠 型型型 抓化物硫酸盐盐
河河

、

柴达木 河等均 系内流
,

积雪与降水为其其其其 硫酸盐抓化物物
主主要补给来源

,

河 流没于 沼泽及盐湖
。

涅涅涅涅 苏打 盐淡化化

水水汇入黄河
,

东流入 海
。

较大河流初春水水水水 翻酸盐盐
ttt 略增
,

七
、

八月为汛 期
,

水位涨 落变化 大
。。。。

盐泥泥
较较小河流多 为间歇河

,

洪水季节有水
。。。。

盐矿矿
西西藏雅 鲁藏布江 为外流

,

其余均 为内内内内内
流流
,

注入湖泊或盐湖
,

流程短
,

流量小
。

较较较较较
大大河流四月解冻

,

积雪五月开始融化
,

有冰冰冰冰冰

川川
,

河流冰期长
。。。。。

戛公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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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应用抗坏血酸和氛化亚锡

混合还原剂测定土壤全磷的比色法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化验室

在土壤全磷的测定中
,

灵敏
、

简便的钥蓝 比色法
,

几乎已经逐渐代替了磷的重量分析

和容量分析方法
。

现今常用的铂蓝还原剂有氯化亚锡
, 1
,

2
,

4一氨基蔡酚磺酸
,

抗坏血酸

等
。

氯化亚锡作为还原剂
,

它具有灵敏度高
、

能在室温下迅速显色的优点
,

但其颜色稳定时

间短 (仅 5一20 分钟 )
,

易受 F
e + + 十

的干扰
。

使用 1
,

2
,

4一氨基禁酚磺酸还原剂〔 ’ 〕 , 其颜色较

稳定
,

受 F
e + + +

干扰程度也较轻
,

但灵敏度显著降低
。

浙江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曾对四

种铂蓝 比色法进行了研究 〔幻
,

提出了抗坏血酸还原法〔 3〕 , 具有颜色稳定时间长
、

I了。
干 + 十

的

干扰小等优点
,

但必须在沸水浴上加热进行
,

其操作手续仍不简便
。

我们在试验中证明
,

磷的铝蓝比色
,

在加入氯化亚锡前
,

先加入少量抗坏血酸
,

这样不

土
。

碱化土壤的改良
,

除施用化学改良剂外
,

主要应采取深耕
、

压沙
、

施有机肥料和轮种绿

肥等措施
。

不具备条件发展农业的地区
,

以畜牧业为主
,

应注意发展草场
,

避免过度放

牧防止草场退化
。

同时应重视植树造林
,

防治水土流失和风沙的严重危害
。

5
.

甘新内流盐演区 主要问题是极端干旱缺水
,

盐碱荒地面积很大
,

土壤盐渍化很

重
,

戈壁
、

沙漠面积也大
,

风沙危害严重
。

本区首要问题是解决灌溉水源
,

为此
,

必须

全面规划
,

开源节流
,

融冰化雪
,

挖掘地下水源
,

调节径流
,

计划用水
,

合理灌溉
,

有计划地

开垦荒地
。

盐渍土改 良应与土地利用规划结合起来
,

以水利措施为主
,

防治结合
,

排水

洗盐
,

深排与浅排结合
,

同时采取多种农业技术措施和生物排水措施
。

排水困难 的地区
,

可进行机械扬排
,

有条件的地区
,

可进行竖井排水
。

有水源的地区
,

可发展水稻
。

扇缘地

区
,

地下水资源丰富而又比较稳定
,

发展井灌井排
,

以灌为主
,

灌排结合
。

大种绿肥
,

广辟

肥源
。

普遍推行选育抗早
、

耐盐 的作物和品种
。

碱化和苏打盐渍化土壤的改良
,

除采取

农业
、

生物措施外
,

还应采取化学改良措施
。

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和种草
,

绿化荒漠
,

减低

风速
,

控制沙丘流动
,

进而逐步利用与改造 戈壁和沙漠
。

6
.

* 藏高寒盐浪区 本区地势高寒
,

以畜牧业为主
,

农业不甚发达
,

耕作粗放
,

盐渍

荒地较多
,

盐矿资源丰富
,

耕地中常有盐斑
。

为此
,

应扩大草场
,

进一步发展畜牧业
,

并加强

农业 的精耕细作
。

对盐矿进行工业开采利用
。

盐渍土的改 良利用
,

应集中在盐分含量较

低且有水源的地区进行垦殖
,

规划灌排渠系
,

平整土地
,

冲洗盐分
,

种植耐盐作物
,

建立农

业基地和基本农田
,

采取逐步扩大耕地面积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的方针
。

有地下水

资源可供开采的地区应进行井灌井排
。

农耕地中盐斑的改 良
,

主要是开沟排水
,

降低地下

水位
,

平整土地
,

进行灌概压盐
,

并重视土地培肥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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