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提出土壤肥力的指标和培肥措施
。

2
.

土壤发僵实质上就是土壤结构性的恶化
,

导致土壤保水性能的过度发育
,

但是引

起的因素却是复杂的
。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
,

似乎可 以得出这样的印象
,

土壤粘粒在 3 0一

3 5 % 以上时
,

土壤发僵的主要因素就是质地过于粘重
。

虽然土壤有机质含量 的提高和特性

的改善
,

有利于发僵程度陈减弱
,

但所起作用是微小的 (如练湖农场采的土壤 )
。

土壤粘粒

含量在15 一 30 %时
,

虽然粘粒对某些影响土壤发僵的因素 (如交换性盐基的组成 )起一定

的制约作用
,

但作为土壤发僵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
,

而土壤有机质却上升为主要因素

了
。

初步结果表明
,

发僵土壤一般有机质含量较高
,

这与群众反映的土壤发僵是 因渍水时

间延长所致相一致的
。

但是也表明土壤有机质对结构特性的影响不仅有一个量而且还有

质的问题
。

看来
“

僵土
”

与
“

松土
”

间不仅有机质量上有差异
,

特性上也可能很不相似
。

无

机胶结物无定形铁和硅
,

也影响着土壤发僵
,

而且同有机质相似
,

不仅有一个量而且还有

形态的影响存在
。

这些都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

此外
,

改制后土壤 p H值虽看不 出变化
, “

松

土
” “

僵土
”

间也无明显差异
,

但影响 P H 的土壤交换性盐基组成分的变化 (钙的降低同镁

和钠的增加 )
,

却较为普遍
。

这一变化对于土壤发僵的影响程度可能是次要的
,

但这一现

象仍值得注意
。

黄泛平原低矿化度地下水条件下

土壤盐溃化原因的初步研究

宋荣华 金道本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黄河泛滥平原系由黄河多次泛滥沉积而成
。

因为沉积地形复杂
,

岗
、

坡
、

洼相互交织
,

排水不畅
,

常引起土壤发生盐渍化
。

土壤盐渍化的发生不仅与地下水有关
,

地面水的影响

也很明显
,

特别是低矿化度地卞水的地区
,

盐溃土的形成和改良与地面水的关系就更为密

切
,

所以群众早就有
“

涝盐相随
”

的经验总结
。

研究地面沥 涝水和土壤水分侧向运动与土

壤盐渍化的关系
,

不仅可以使我们对黄泛平原土壤盐演化 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

而且可

以根据水盐动态规律
,

因地制宜地提出改 良措施
。

1 9 7 3年我们开始在江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

这个

地区的地下水多属淡水
,

矿化度 0
.

4一 0
.

9克 /升
,

地下水深 2一 2
.

5米
。

根据以往的研究
,

在这种条件下多不形成盐渍土
’ l’ ,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盐渍土分布得很广泛
,

表土含盐量

可高到 1一 3 %
。

为查明低矿化度地下水条件下土壤盐渍化的原因
,

我们除进行野外调查

研究外
,

还布置了田间水盐动态试验
,

以便对水盐动态规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

两年多

* 参见中国科学院土城及 水土保掩研究所等
,

华北平原土族
,

99 灭
, 19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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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共采集和分析了 129 个剖面 的9 84 个土壤标本
,

92 个地下水标本
,

42 个水库水
、

洼地积水

和地面径流标本
,

共设置了 14 个田 间水盐动态试验点
。

下面根据获得的初步资料
,

讨论

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地区盐演土形成和改 良的途径
。

,

一
、

地面沥涝水和土壤水分侧向运动与土壤鼓演化的关系

在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
,

盐渍土主要分布于洼地及其边坡上 (图 1 )
。

洼地盐渍

土的形成和分布
,

有二种基本形式
。

北

一
南

黄河故道

季6
,ónUS

海拔高度ǎ米à

8 1 0 (公里 、

L 非盐渍上 兀
.

非盐演土夹杂零星盐斑

ul
.

轻盐泊化土堆 袱 中度眨强度故溃化土准

图 1 张集公社地形和土堆断面图

1
.

在汇积地面径流但不积水的浅平洼地
,

盐演土形成和分布于洼地底部
。

张集公社

孟庄大队大队部以南
,

有一面积为 1 30 一 1 50 亩的注地
,

洼地边缘至洼地底部的高差是 25 一

35 厘米
,

洼地底部形成面积约 3 亩的盐渍土
。

根据地形测量和纵切洼地 1 50 米范围内 5

个 3米深土壤剖面的观察和盐分分析资料
,

土壤 。一 3 00 厘米深都是 砂 壤土
,

地下水深

2
.

2 8一 2
.

49 米
,

地下水矿化度除剖面 2 略高以外
,

其他剖面都在 1 克 /升左右
。 5 个剖面

的土质相同
,

地下水位较深
,

地下水矿化度近似
,

但土壤含盐状况相差悬殊
。

这说明土质

和地下水不是导致土壤盐渍化差异的主要因素
,

可能是由于地面径流和受重力影响的土

城水沿坡向洼地下部移动
,

将高地分散的盐分集中洼地底部而逐渐形成盐演土
。

洼地底

部的盐渍土剖面 1 和 2 ,

表土含盐量高达 1
.

37 一 2
.

50 %
,

比四周坡地非盐渍土剖面 3
、

4
、

5 的表土含盐量高 10 一30 倍 (表 1 )
。

表 1 浅平洼地的土堆含盐 t 及地下水矿化度

一自七
ō斑廿1一nU

一ù一月̀一月,一心自 一一月,一̀公一几Unl一ùnùn甘

地地面高程程 剖剖 各 土 层 含 盐 t %%%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一一一一一}

. ,

一一}
,, n 八 J 丹丹 尸 八

阅 - ... , 内 几 , r 八八八 J门姗 目曰曰 怕户 矛̀ .口日日

(((米 ))) 号号 U — 111 1— 舀舀 0

-
` VVV ` U

ee
门 UUU O V 二 日 日日

I U V

一
I O VVV I O U

一
` U VVV 伪二 氏氏 . ,仁 」月 ...

厘厘厘厘 米米 厘 米米 厘 米米 皿 米米 厘 米米 厘 米米 魔 米米 (米 ))) (克 /升 》》

333立
。

555

;;;
2

。
5 000 1

。
1 555 0

。
2 888 0

。
0 999 0

。
0 666 0

。
0 666 0

。
0 666 2

。
3 000

333 1
。

55555 1
。

3 777 0
一

6 444 0
。

3 000 0
。

1999 0
。

2 000 0
。

1 666 0
。

0 666 2
。

2 888

2
.

在汇积地面径流的积水洼地
,

盐渍土形成和分布于积水区边缘的坡地上
。

下面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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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例子加以说明
:

( 1 )张集公社孟庄大队西北湖洼地与坡地交接处
,

有一深 。
.

6 米宽 12 米的排水沟
,

1 9 7 2年排水出路堵塞后
,

长期积存地面径流和盐分
,

积水深度 。
.

3一。
.

4 米
,

根据 1 9 7 3年 10

月 2 3日的采样分析
,

矿化度是。
.

40 克 /升
。

由于积水及其盐分向坡上移动和累积
,

1 9 7 4年

6月
,

盐演土扩张到距积水面 14 米的地段
,

地面与积水面高差 0
.

5米
。

1 9 7 4年n 月 10 日
,

盐

演土再次扩张到距积水面 31 米的地区
,

地面与积水面高差。
.

57 米 (图 2 )
。

受积水侧向运动

影响而产生盐演化的土壤 (剖面 6 )表土含盐量达 1
.

60 %
,

比不受积水影响的非盐渍化土

坡 (剖面 7 )的表土含盐量高25 倍 (表 2 )
,

而且氯化物和硫酸盐占盐分总量的 94 %
,

所种

黄豆全部死亡
。

( t几坡剖而
、

一

九七四年六月盐流 1
几界线 (

飞1
.

、
· ,

, 、 、 一咨

一

)L 七四年 1一 J丁盐渍 七界线

备

卜坡剖面 )

7

斗一 地 l栩

3 1 6 (1 积水 面

了
.

” ( )厘 术 5 7厘 未

: !
.

1 ,〕

1\一夕
一

卜
, 、水沟

海拔高度一米ù

3 (】
.

(、 ( j

川 2 0 石0 琦兀, 1 1 0 (米
`

`
j和水 面的即离

图 2 积水洼地的盐浪土分布情况

表 2 积水洼地的土壤含盐 t 和地下水状况

地 下 水 状 况

度

土 城 剖 面 号

…
-

一

1
1

}

各 土 层 含 盐 t

0一 1 } 0一 5

厘 米 } 厘 米 (米 )
矿 化 度

(克 /升 》

已d̀11ù月才ùK

:
一知,人ōbQù

:
’ 6。

…
0 ` 5 `

. 0 6 } 0 。 0 5

0一 1 0

厘 米

0
。

3 2

0
.

0 5

( 2) 公社
“

五
·

七
”

干校以西的大面积积水洼地
,

雨季积水面宽可达 2 00 一30 。米
,

根据

1 9 7 3一 1 9 7 4 年不 同季节的 4 个水样的分析
,

洼地积水的矿化度是 0
.

31 一。
.

73 克 /升
。

根

据东西纵切洼地 80 。米范围内的地形测量和 20 个剖面 的土壤和地下水分析资料
,

土质和地

下水条件很近似
。

O一25 0厘米深的土壤都是砂壤土
,

而在深 50 一 60 厘米处夹有 3一 6厘米

厚的粘土层
,

地下水矿化度除剖面 22 和 26 较低外
,

都在 0
.

6克 /升左右
,

地下水深 2
.

0一 2
.

4

米 (图 3 ,

表 3 )
。

由于洼地长期汇积水盐
,

盐分随水分向坡上移动和累积
,

致使坡地土壤

盐溃化
。

积水洼地西岸较陡
,

积水侧向运动影响土壤盐渍化的范围是 1 65 米左右
,

盐演土

地段地面距积水面 的高差是 0
.

4一 1
.

4米左右
,

表土含盐量在 0
.

27 一 2
.

96 %之间
。

积水洼地

东岸坡度较缓
,

积水侧向运动影响土壤盐演化的范围是 25 0米左右
,

盐渍土地段地面距积

水面高差是 。
.

4一 1
.

2米左右
,

表土含盐量 。
.

2一 1
.

0 % 之间
。

而离积水区 28 0一 300 米处

(剖面 27
, 8 )

,

受积水侧向运动的影响小
,

表土含盐量下降到 0
.

04 一 0
.

18 % (图 3 ,

表 3 )
。

由于

坡地盐演土 的形成主要受洼地水盐侧向运动的影响
,

所以土壤盐分组成与洼地积水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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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近似
,

而与地下水的盐分组成不同
。

上层土壤的盐分组成中氯化钠和硫酸钠的含量

占盐分总量的 50 一90 % ;地下水盐分组成中抓化钠和硫酸钠含量只占盐分总最的4一 5 %
;

洼地积水的盐分组成中抓化钠和硫酸钠含量占盐分总量的20 %
,

远较地下水为高
,

而与土

坡盐分组成相近
。

东

一
西

海高拔度

三

不不甸耐耐

乏生〔j 1 6 0 2 4 0 3 2 0 4 ( J ( ) 马 8 ( ) 5 6 0 6 4 0 7 2 (1

8 至 27 为采祥例国号
。

I一一轻盐演化土族
, l— 中度及吸度盆演化土城

。

图 3 积水洼地的土堆盐演情况

表 3 积水洼地的地下水和土滚含盐 t

8 ( ) 0 (米
、

{
.

_

}
各 土 层 , 盐 t %

}工 决 -
土 城 类 型 !

_

卜

—
万

-

一一一一不一 甲万万丫一一了厂一一
—

「一一一一丁 一一

一一
}俐面号 } 0一 1 } 1一 5 } 5一 1 0 } 1 0一 2 0 } 2 0一 4 0 } 4 0一 60 } 60一 8 0

- 一斗一
一
{旦…燮

-

{竺吧竺件州竺
竺{竺土

轻盐退化土级 } 8一 1 0 } 0
。

0 4一 { 0
。

0 3一 } o
。 0 2一 } 0

。
0 2一 { 0

。
0 2一 } 0

。
0 2一 } 0

。
0 2一

一 望 」燮竺匕竺兰三巴匕i竺片黑竺
一燮i口竺

中度及强度盐 l
, , _ 。 。 1 0 . 。

_ l 。 。 。

_ l 。 。 月

_ l 。 。 .

_ 1 。 。 。 _ _

}
。 。 .

} 。 。 。

巴曰妞 , ` . 上日日 1 1 1

—
山 U I 甘 . ` 甘—

l 甘 . U O—
l 钻 . 甘 , —

l 幼 . 甘叨—
l 叨 . U ` —

l 叼 。仙自—
l 甘 . 幼 ` —顶 乍̀ 江二 臼陀 } 0 , “ 。 } 。 的 。 } 八 月亡 } n , 八 } 八 八 。 } 八 八 巴 } 八 八 , { 八 八 -

`皿,
}

`

一
` o

{ “ ” 1 ”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地 下 水 状 况

深 度
(米 )

矿化度
( 克 /升 )

0
。

5 9一
州|一

2
。

O一
2

。
2 7

5 3一
0 。 6 9

以上所述是积水洼地和不积水洼地盐渍土形成和分布的两种基本形式
,

还有第三种

形式是上述二种情况同时存在
。

为进一步查明洼地积水中的盐分怎样向坡上运动和累积及其通过的土层厚度
,

我们

布置了三组田间水盐动态试验
,

三组是在不同积水区边缘坡地上的三个重复
。

每组试验都

包括四个处理和一个地下水观测井
。

每组的布置都是在平行积水区的边缘坡地上
,

同时

挖掘四个面积 1平方米
、

深度 1
。

5米的土柱
,

用 口径 1平方米
、

长 1
.

7米的塑料布筒将土柱

套住
,

支撑塑料布筒口高于地面 10 厘米
。

四个土柱的处理是
:
将第二个土柱 ( l )地面以

下迎积水区一面的塑料布全部切去
,

第三个土柱 ( I )地面以下。一30 厘米迎积水区一面的

塑料布切去
,

第四个土柱 ( 万 )地面以下 30 一 60 厘米迎积水区一面 的塑料布切去
,

而第一

个土柱 ( I )则不作任何切除
。

然后将四个塑料布筒内 。一 5厘米含盐量较高的表土铲去
,

换上非盐演土
,

最后埋设地下水观测井并填平挖土处
。

试验的目的是
:
通过对塑料布简

内土城盐分的季节性变化测定
,

研究在相同地下水和大气条件下
,

洼地积水 通 过 表 土

。一 30 厘米
、

心土 30 一 60 厘米以及全剖面。一 1 5。厘米向坡上运动
,

对塑料布筒内土壤积盐

的影响
。

第一个塑料布筒内的土柱只受地下水的作用
,

作为对照
。

试验过程中
,

共分析了

6次筒内土坡含盐 t
,

限于篇幅
,

现将三组试验之初 4 月份的土镶含盐量和经过半年之后

10 月 2 5日的土壤含盐量变化列入表 4 。

表中数据清楚表明
,

洼地积水向坡上运动累积盐

分
,

以 30 厘米以上的表土进行得最强烈
,

地面以下 30 一60 厘米的心土则较弱
。

10 月 25 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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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土壤含盐量比较
:
土柱 ( I )的土壤含盐量很少变化 ; 土柱 ( I )和 土 柱 ( l )0 一 1伊

厘米土壤平均含盐量增加 1倍左右
, 。一 80 厘米土壤平均含盐量增加 20 一 50 % ;土柱 ( VI )

。一 10 和。一 80 厘米土壤平均含盐量则增加得很少
。

表 4 试 验 土 柱 的 土 壤 含 盐 盘 (1 9 74 年 )

各各 土 层 含 盐 t %%%

试试验开始的的 只受地下水水 全剖面受积水水 距地 面 O一 3000 距地面 30 一 6QQQ
土土坡 含盐 ttt 影 响响 侧向运动补给给 厘米受积水侧侧 厘 米受积水侧侧

(((((土柱 I ))) 盐 分分 向运动补给盐分分 向运动补给盐盐
(((((((土柱 l ))) 《土柱 m))) 分 (土柱 IV )))

444 月月 1 0月 2 5 日日 10月 2 5日日 10月 2 5 日日 1 0月2 5 日日

000一 1 000 0一 8 000 0一 1 000 0一 8 000 0一 1000 0一8 000 0一 1 000 0一8 000 0一 1 000 0一 8 000

厘厘米米 厘米米 厘米米 厘米米 厘 米米 厘 米米 厘 米米 皿 米米 厘 米米 皿 米米

000
。

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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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野外调查研究和田间水盐动态试验
,

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
地面径流把高地

数分汇积在洼地中
,

而在洼地形成盐渍土
。

一些积水洼地的盐分随水向坡上 移 动 和 累

积
,

使坡地土壤盐渍化
,

这是张集公社一带黄泛平原盐渍土形成和分布的一般规律
。

二
、

地下水对土壤盐溃化的作用

由于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地区
,

地下水多属于矿化度为 0
.

4一 1 克 /升的淡水
,

所

以地下水虽然参与盐渍土 的形成过程
,

但对土壤盐渍化的影响不大
,

而被地面沥涝水与土

壤水侧向运动的因素所掩盖
。

在地下水为土壤盐渍化主要因素的地区
,

地下水与土壤盐渍化的关系很密切
:
如含盐

地下水高于临界深度
,

即可形成盐渍土
,

低于临界深度
,

则不形成盐渍土 , 地下水位越高

或地下水矿化度越大
,

土壤含盐量也越重 ; 土壤盐分组成与地下水盐分组成基本相一致
。

可是在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地区
,

土壤盐渍化与地下水之间缺乏上述密切关系
。

根据华北黄泛平原轻壤土地区的研究结果
,

当地下水矿化度为 1一 3 克 /升
,

地下水深

度在 1
.

8一 .2 1米以下的情况下
,

一般不形成盐渍土
。

但是张集公社的二陈集
、

坡李秦
、

公社
“

五
·

七
”

干校一带的坡地以及一些高平地区的浅平洼地
,

地下水为淡水 (矿化度 0
.

4一 1

克 /升 )
,

地下水深 2
.

2一 2
.

5米
,

盐演土却广为分布
,

表土含盐量可高到 1一 3 %
,

就是因为这

些地区汇积地面径流及其盐分的缘故 (表 5 )
。

另外
,

孟庄大队西面及西北面和李村大队的

大面积非盐渍化的平坦耕地
,

地下水矿化度同样是 0
.

6一 1 克 /升
,

地下水深 1
.

4一 2
.

3米
,

这些地区地下水较浅
,

土壤反而没有或仅显轻微盐渍化
,

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平坦
,

不受积

水的影响 (表 5 )
。

因此我们初步认为
,

在当地的自然和耕作条件下
,

单靠地下水的作用
,

难于引起土壤发生明显的盐演化
。

由于土壤盐演化与地下水的关系被地面水侧向运行所掩盖
,

所以无论是盐演土 的表

土还是心土
,

其盐分组成与地下水的盐分组成不一致
。

张集公社盐演土地区
,

地下水盐

分组成主要是重碳酸钙
、

镁
、

钠
,

占盐分总量的 70 一 95 %
,

舰化钠很少
,

硫酸钠经常没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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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微 f图 4一
( 1)〕

。

而盐演土 。一 5厘米表层的盐分组成中
,

氛化钠和硫酸钠占盐分总 t 的

7 5一95 %
,

重碳酸钙
、

镁含量则很少〔图4 一 ( 2 ) 〕
。

盐渍土心土 60 一 1 00 厘米的盐分组成中
,

普遍含重碳酸钠
,

抓化钠和硫酸钠〔图 4 一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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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查明该地区地下水与土壤盐演化的关系
,

1 9 7 3年和 1 9 7 4年布里了 4 个田间

水盐动态试验
。

试验方法是
:
在有代表性的砂壤质盐演土地段

,

分别挖掘面积 1 平方米
、

深度 1
.

5米左右的土柱二个和土坑二个
。

二个土坑 (试一1
、

试一 2) 内用口径一平方米
、

长

1
.

7米的塑料布简
,

从坑底到地面紧贴土坑四壁放妥
,

塑料筒内填以含盐盆为。
.

04 % 的非

盐演土
,

高度与地面平
,

紧实度达到自然状况的容重 1
.

4左右
。

二个土柱 (试一 3
、

试一4) 用

口径 1 平方米
、

长度 1
.

7米的塑料布筒将土柱套住
,

将土柱上端10 厘米含盐童高的表土铲

去
,

换上含盐 t 少的非盐渍土
。

最后支撑塑料布筒筒口高于地面 10 厘米
,

填平挖土处
。

以

上四个试脸都切断了塑料布简内土壤与筒外土城的水盐联系
,

但保持着地下水与大气对

塑料布简内土坡的自然关系
,

以便单独测定地下水对土城盐演化的作用
。

所有 4个试验都

清楚表明
:
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地区

,

在地下水深 1
.

6一 2
。

2米
、

地下水矿化度季节性

变动于 0
.

4一 1克 /升之间的地区
,

在当地地下水蒸发和降雨的影响下
,

只受地下水影响的

土城一年之中表土含盐量变动于 0
.

04 一。
.

1%之间
, 。一1 00 厘米土壤平均含盐量变动于

。
.

03 一。
.

07 %之间
,

塑料布筒内的试验土壤的含盐量
,

虽随季节而略有变化
,

但在一年内

是平衡的
,

没有盐分累积的迹象 (图 5 )
。

通过野外调查研究和野外水盐动态试验可以看出
:
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地区

,

地下水参与了土城盐溃化过程
,

但尚不是导致当地土壤盐渍化的主导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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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低矿化度地下水条件下的盐溃土改良

}

研究盐渍土的发生演变规律
,

主要目的是为了发挥主观能动性
,

因地制宜有效地利

用改良盐渍土
。

据初步研究
,

张集公社一带黄泛平原地区的地下水矿化度很低
,

并有一定的出流
,

不

至于 引起土壤强烈盐渍化
,

但地面沥涝水在地表强烈蒸发下引起的土壤水盐侧向运动
,

可

能是导致这个地区土壤强烈积盐的主导因素
。

因此
,

浅沟排涝
、

注地种稻
、

平整土地和种植

绿肥相结合
,

即可改良当地的盐渍土
。

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在改良盐渍土的过程中
,

首先是

除涝
,

接着进行平整土地
,

种植绿肥和洼地种稻
,

取得很大成绩
。

孟庄大队土地总面积 4 2 50

亩
,

过去涝灾严重
, 1 9 6 3年 7 月总降雨量为 4 1 3

.

9毫米
,

最大降雨强度是 7 月 6 日
, 8 小时

降雨 1 1 5
.

3毫米
,

受涝面积高达 1 9 9 6亩
,

占总耕地面积的43 %
,

盐渍土面积为 1 9 0 0亩
,

占总

面积的45 %
。

1 9 6 4年后经过挖沟排涝
,

情况大变
。

1 9 7 2 年 7 月总降雨量和降雨强度都大

于 1 9 6 3年 7 月 (总降雨量为4 64 毫米
,

最大降雨强度是 7 月 2 日
, 6小时降雨 23 8毫米 )

,

但

受涝面积只有 37 亩
,

仅占总耕地面积 0
.

8 %
,

盐渍土面积也下降到 4 00 亩左右
,

约占总耕地

面积的10 %
。

孟庄大队在开沟排涝的同时
,

就进行了一般的土地平整工作
,

并接着大种

绿肥
。

绿肥可增加地面覆盖
,

降低地表蒸发作用
,

绿肥翻压后可改 良土壤结构
,

削弱土壤

盐分的表聚性
,

减轻盐害
,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

孟庄大队通过开沟排涝
、

平整土地
、

种植绿肥后
, 1 9 6 9年又开始在低洼盐渍土地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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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水稻
。

9 7 1 3一 9 17 4年发展到 6 0 10亩左右
,

年产量 1 00 万斤上下
,

占粮食总产量近 50 %
,

使

过去亩产数十斤的低产田或盐荒地
,

一跃而成亩产70 。一80 0斤的高产田
。

孟庄大队在有

排水的条件下大面积连片种稻
,

不但没有因为种稻而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
,

而且种稻 1一 2

年后
,

表土含盐量由 0
.

5一 1
.

。%降低到。
.

1%左右
,

全剖面含盐量下降到 0
.

05 %左右
,

并可

进行水早轮作
。

孟庄大队改良盐渍土后
,

产量不断增加
,
1 9 6 3年粮食总产 1 6

.

3万斤
, 1 9 6 9

年增加到 7 5
.

7万斤
,
1 9 7 3年增至 21 1万斤

。

表 6 孟 庄 大 队 改 建 排 水 沟 的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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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 …二
沟 深

} }
底 ,

{
1。。 米 ,

{
边 坡

! }
占用拼地

(米 ) ! } (米 ) ! (米 z
)

1 0 0米 沟

的土方 t

(米 3 )

孟庄沟占

华 北 沟
用 地

( % )

孟庄沟占
华北沟土
方 t

(% )

月肠

几甘7几甘
-nù八甘品口,人.上̀主

l

8
舟0óU工勺

..一

八甘O甘八甘舀01101102一

一

。
5

一
8

1 . 2
一

5

1
,

1
。

2 5

。
6

。
5

1 3 1 0

2 5 0

1 7 1 2

1 2 0

1 6 0 0

4 2 5

2 5 50

3 4 1

n.ùU

:
.

0

。
3

1 . 2
。

5

1 : 1
。
2 5

一北庄一北庄一华孟一孟华一一一一

排
一

排

支 排

。
5

。
6

1 . 2
。

5

1 . 1
。

2 5

1
。

0

2
。
0

1 8 5 0

57 5

3 4 12

5 8 1

10 0

17

庄北

卜卜厂阵几尸一
l

户产

但是
,

孟庄大队在生产发展的同时
,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

在排水系统方面
,

重视排地

面沥涝水改良盐演土的效益
,

而忽视地下水对土壤盐渍化的作用
,

所以田间排水网虽比较

齐全
,

但骨干排水沟不够
,

而且不是经常保持排水通畅
,

这样会限制进一步防治土壤盐演

化的效果
。

在田间排水沟的规格方面
,

有深浅不一
,

通阻不等的现象
,

排水沟过浅或受阻塞

将影响及时排水
,

排水沟过深
,

又不必要地花费较多人力物力
。

在平整土地方面
,

重视小

块而忽视大块
,

小块耕地比较平整
,

而一些较大的浅平洼地和坡地
,

土地平整工作未跟上
,

还存在局部积涝和土壤斑状盐演化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量的提高
。

在种植绿肥方面
,

随

着土壤改 良工作的顺利进展和对产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

绿肥和粮食争地的矛盾显露了出

来
,

绿肥面积有逐年缩小之势
,

从长远来看
,

可能反过来会影响产量 的进一步提高
。

针对以上问题 19 7 4年增加和修建了七条总长度约 8 公里的骨干排水沟
,

解决了部分

地区的排水问题
,

为提高整个地区的排水能力创造了条件
。

孟庄大队准备在此基础上逐

步改建田间灌排系统
,

要求的原则是
:
灌排分立

,

先骨干后 田间
,

排水系统以田闻浅排水网

为主体
,

配以少数较深骨干排水沟
,

达到及时排水通畅
。

这样的结构
,

既能重点放在排除

地面沥涝方面
,

同时也不忽视控制一定地下水位的作用
,

并可以大量节省人力
、

物力
、

和耕

地
,

排水沟的规格如表 6
。

孟庄大队还准备进一步平整土地
,

并采用生长期短或早熟的绿

肥品种
,

进行作物与绿肥合理的间作套种和轮作以解决绿肥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

以上扼要介绍了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地区盐渍土形成和改良研究工作的进展情

况
。

黄泛平原低矿化度地下水条件下的盐渍土分布很广
,

盐演土的发生演变和改良
,

有其

共同规律
,

也有地区性特点
,

今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
,

对这些共性和特性将会有进一步

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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