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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叫井滋井排

井灌井排是改良低洼易涝盐碱的一种措施
。

它利用水泵从机井内抽吸地下水
,

以灌

概洗盐
,

同时又可降低地下水位
。

在同一机井内通过抽水灌溉不仅起了灌溉作用
,

也产生

降低地下水位的作用
,

使机井起到灌溉
、

排水的双重作用
,

并且这两种作用是紧密结合的
,

所以叫做井灌井排
。

这种措施可以降低田间排水沟渠的除涝标准
,

并避免因灌溉不当
,

而

引起抬高地下水位产生次生盐碱化的危害
。

(二 )井滋井排为什么能降低地下水位

当水泵从机井内抽水时
,

可以看到井水位很快地下降
,

在井水位和地下水位之间产生

一个水位差
。

地下水在水位差的作用下
,

通过机井滤水管 (花管 )流入井内
。

离井愈近
,

地

下水流速愈大
,

地下水位就降得越深 , 离井愈远
,

地下水流速小
,

地下水位下降的幅度也

就小
。

这样在机井周围就形成一个地下水的下降漏斗
。

随着机井抽水时间的加长
,
漏斗

的范围也逐渐由小变大
。

当机井抽出的地下水水量和地下水来水量相等时
,

机井内的水

位和降落漏斗的范围就趋向稳定
,

在一定时间内
,

保持相对 的平衡
。

这是一眼机井抽水时

的情况
。

当很多机井同时抽水时
,

井与井之间还有相互影响和干扰的作用
,

可形成范围较

大的地下水下降漏斗
,

引起整个井灌井排区地下水位的下降
。

所以机井抽水
,

可以在较短

时间内起到降低地下水位的作用
。

当然
,

要使一个地区的地下水位普遍下降
,

并控制在不

引起土壤盐碱化的临界深度以下
,

不是靠一
、

二次短期的抽水所能解决的
,

而必须结合灌

溉
,

进行经常的
、

多次的
、

每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抽水
。

另外
,

在井灌井排区
,

由于少引或者完全不从区外引水
,

充分利用机井抽出的地下水

来灌溉
,

这样就减少了对区内地下水的补给
,

也有利于机井降低和控制区内的地下水位
。

降低了地下水位
,

不仅为改良盐碱地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

而且在土体内腾出了原地下

水所占有的那部分
“

空间
” ,

这样在汛期就能增加降雨入渗率
、

多容纳一部分地面捞水
,

一

定程度上可起到缓和涝情的作用
。

(三 )井灌井排为什么能加速土壤的脱盐

由于机井抽水降低了地下水位
,

所以把抽出的地下水用来灌溉洗盐时
,

就大大减小了

地下水对灌溉水下渗的顶托作用
,

有利于灌溉水的下渗
。

同时
,

由于机井的抽水加快了地

下水的流动速度
,

促使土体中形成一股 比较稳定的
、

具有一定渗透强度的下渗水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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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土体中的盐分逐步带到较深土层部位
,

提高灌水淋盐 的效果
,

使表土和耕层的土壤较

快地脱盐
。

井灌井排可以加速土壤脱盐
,

但要巩固土壤脱盐的效果
,

还必须与施肥
、

种植绿肥
、

平

整土地
、

耕耙等农业技术措施密切配合
。

(四 )井灌井排为什么能排除浅层矿化度较高的地下水

灌排结合的机井抽水时
,

不仅抽出深层优质 的地下水也抽出浅层矿化度较高的地下

水
,

浅层的
“

苦水
”

和深层的
“

甜水
”

在机井内混合
。

但是一般说
,

浅层的
“

苦水
”

水量较小
,

深层的
“

甜水
”

水量较大
,

所以
,

两种水混合后
,

井水的矿化度仍大大低于浅层
“

苦水
”

的矿

化度
,

可用来进行灌溉和洗盐
。

机井经过长期抽水
,

浅层矿化度较高的
“

苦水
”

将逐步被排

除
、

淡化
。

但如两种水混合后 的矿化度仍较高
,

不宜用来灌概
,

则机井应以排为主
,

也就是

说应集中力量从机井内抽出高矿化度的地下水
,

通过排水沟或排水管道排 出区外
,

同时从

区外引入淡水或在区内打深机井抽出深层的
“

甜水
”

来进行灌溉
,

补给浅层地下水
,

取代被

抽出的高矿化度地下水
,

这种措施也叫
“

抽咸换淡
” 。

当浅层地下水 淡化到可用来灌溉时
,

就可在同一井内把井排和井灌结合起来
。

如上所述
,

井灌井排的作用是多方面 的
。

井灌井排一般适用于我国北方低洼易涝的

盐碱地区
,

但要有丰富的低矿化度地下水源才能实现
。

井灌井排具有工程小
、

投资少
、

见

效快的优点
。

近十年来
,

井灌井排在河南
、

山东
、

河北
、

新疆等省
、

自治区有了很 大的发展
,

并已在综合治理早
、

涝
、

盐碱灾害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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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对水稻的养分供应条件较好
;
长

:

处理的肥料组合中偏重于前
、

中期养分
,

由于没有
“

长

效肥慢
” ,

形成后期脱力
;
而长

:

处理 则因养分释放过程中偏于平均分配
,

未能符合中釉稻

生长过程中的需肥特性
,

故此两组长效肥的增产效果均不及长
。 。

长效碳馁在砂质土
、

保

蓄性差
、

容易漏水漏肥 的地区使用
,

增产效果明显
。

长效碳按虽能显著抑制碳按的挥发
,

但并未根本改变碳馁易于挥发的特性
,

其养分释放途径仍系气相外渗方式 〔魂〕 ,

故在深施

条件下更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

长效碳馁由于石腊沥青封面料用量不同而能制成多种不同释放速率的品种
,

可以进

行多品种组合搭配作为基肥一次施用
,

肥效基本上可 以持续到中釉稻的收获
。

这样
,

既

可节省分次施肥用工
,

又可达到经济用肥
,

更有利于水 田施肥作业机械化
。

长效碳按并不能代替有机肥料
,

如在绿肥的基础上与农家肥料配合使用
,

将能更好地

发挥其增产作用
。

此外
,

根据作物需肥特性
,

长效碳按有时尚需与其他普通氮肥配合使用
。

长效碳按确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化肥新品种
。

在这次试验过程中
,

普遍受到贫下

中农的欢迎
,

他们反映说
: “

长效肥
,

真正好
。

一次施
,

用工省
;
肥效长

、

损失少
;
稻苗壮

、

产

量高
。

碳按换新貌
,

科学实验就是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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