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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进入平原后河床高亢
,

称为
“
悬河

, ,

河堤成

为黄海平原与黄淮平原的分水岭
,

渗水成为两侧地下

水的源头
,

更由于历史时期的多次决口泛滥
,

形成了

背河洼地区一千万亩的涝
、

碱
、

风沙地
。

沿黄人民在

长期实践中逐步认识背河洼地的特征
,

取黄水 之 利
,

避黄河之害
,

合理利用黄河水沙资源
,

引黄淤灌改良

沙
、

碱地
,

成效显著
。

为此
,

在多年调查研究和定位

试验的基础上
,

对黄河背河洼地区的特征及引黄淤灌

的经验作一梗概讨论
,

以供参考
。

一
、

背河洼地的形成及其特征

黄河下游大堤两侧背河洼地区
,

西起河南省郑州
、

武阶
,

东至山东省垦利
、

沾化
,

包括二十一个县市
,

全

长 6 07 一70 。公里
,

根据黄河侧渗水而引起土集盐碱化

的分布边界
,

其宽度约 1一 10 公里
。

背河洼地的形 成

与黄河下游河道的特征
、

堤防
、 “

悬河
” 、

侧渗
、

决滋

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

是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

中河床的继续抬升
,

则起着主导作用
。

堤防
、 “

悬河
”

对背河洼地形成的影响
:

黄河中游

流经西北土质琉松的黄土高原
,

极易被暴雨冲刷
,

便

黄河挟带巨量泥沙
,

由山峡突入平原
,
河床纵坡比降

顿减
,

水流缓慢
,

泥沙沉淀
。

河床逐年加高
。

人们修

筑堤防
,

防御洪水
, `

秦代统一堤防后
,

泥沙的沉积被

约束在一个较狭的范围内
,

从此
,

河床堆积抬高的速

度加快
,

遂由地下河变为
“

悬河
” ,

这更促进了黄河的

侧渗与决口泛滥
。

黄河大堤自沁河 口到兰考东坝头段
,

元
、

明两代继宋末黄河南迁之势
,

大河归于汁泛道后
,

至今已有 6 00 年的历史
,

东坝头至入海 口
,

自1 8 5 5年

到现在
,

已有 12 5年的历史〔 1〕
。

整个黄河下游大堤 的

堤距是上宽下窄
,

堤线是上直下曲
,

故下游泄水能力

减弱
。

河道愈宽
,

泥沙沉积愈多
,

促使河床上升愈快
,

水流愈级
,

随之泥沙沉积就愈快
。

如河南的秦 厂 段
,

每年上升 17 厘米
,
山东的高村段

,

每年上升 21 厘米
。

三门峡水库泄洪排沙后
,

河床上升加剧
,

据黄委会水

文队观测
,

1 9 7 0年以来
,

封丘曹岗段上升速度为35 厘

米 /年
,

郑州花园口段
,

为65 厘米 /年
,

故河床上升愈

高
,

背河愈低洼
。

沿黄人民为了防汛
,

在大河两侧近

堤基处
,

挖土岁修大堤
,

使平缓耕地变成向大堤倾斜

的带状平洼地形
,

所以两侧耕地与黄河床的临背高差

达 5一 10 米
。

如封丘县曹岗背河洼地
,

比黄河滩 地 低
1 0

.

6 6米
。

河道
、

侧渗及潜水位对背河洼地涝碱 轻 重 的 影

响
:

黄河自郑州至东坝头段是险工段
,

由于主流通近

堤岸而行
,

加重了背河洼地段的侧渗水t
,

洪水愈大
,

侧渗量也愈大
,

如开封段背河洼地宽3一 10 公里
,

黄河

单位长度补给量
:

丰水年一昼夜为 11弱立方米 /公里 ,

干早年为 9 40 立方米 /公里 ,平水年 为 1 0 6 8立方米 /公

里
* 。

由于黄河水大量侧渗
,

补给了两侧地下水
,

因之

潜水位不断上升
,

如封丘曹岗背河洼地中心
,

春季地

下水埋深仅 0
.

32 米
,

洼地以外的微斜地
,

埋深 1
.

8米
。

距大堤愈近
,

受黄河侧渗影响地带
,

涝碱灾害较重
。

决 口
、

漫滋对背河洼地涝碱
、

风沙地 形 成 的影

响
.
由于河床日高

,

常决口慢滋
,

决口处形成常年不

枯的坑潭
,

呈现
“

紧沙
、

慢淤
、

清水碱
”

的沉积 特 点
,

形成扇形地
,

扇轴处为细沙
,

扇面处为两合土
,

扇面

边缘静水沉积处为胶泥
,

低洼处积水千涸后
,

表层盆

分聚积
。

大溜流经处的故道沉积细沙
,

被风力搬运推

向槽形洼地两侧
,

形成沙丘沙拢
。

如 1 8 0 3年的封丘大

工决口 ,

形成大沙河沙拢带
。

1 8 4 1年的开封柳园口决

口处
,

则风起沙飞
。

背河洼地区因不断决 口 ,

遗留许

多大小
、

深浅不等的坑潭
。

背河洼地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它

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

第一
,

地势低洼
。

河床愈上 升
,

背河愈低下
,

大堤两侧险工段就愈多
,

且多封闭性槽

形洼地
,

地表水
、

地下水
、

黄渗水等长期滞流
,

排水

不杨
,

盐溶般汇聚洼地愈多
,

盐喊化就愈重
。

第二
、

潜水位高
。

黄河侧渗量愈大
,

潜水位上升愈快
,

地势

愈低洼
,

则潜水位埋藏愈浅
。

第三
、

土地清薄
,

未固

定之沙丘
,

多随季节风的吹向而作水平移动
,

风力愈

强
,

移动愈远
,

因此
,

背河洼地区的土壤清薄
,

肥料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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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受风沙危害
。

第四
、 “

四害
”

威

胁严重
。

高亢沙地的早灾
,

摺形洼 地 的

雄灾
,

浅平洼地的涝灾
,

沙垅地带的风

沙等四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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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河洼地区的分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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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河挂地区的分区治理
,

应当 按 照

综合治理
,

以淤灌为主 , 线片结合 (即沿

黄河一条线
,

黄河两岸背河洼地两大片 )

以片为主 , 改造与利用相结合
,

以改造

为主 , 点面结合
,

先点 后 面
,

先 易 后

难
。

在改造措施 上 采 取
“

抬
、

降
、

压
、

耐
”

的办法
。 “

抬
” :
即抬高地面

、

提高土

城肥力 ; “

降
” :
即降低地下水位

,

降低

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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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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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分 , “

压
” :
即压碱

、

压 沙
、

压

草 , “

耐
” :
即选种耐碱

、

耐涝
、

耐清
、 i.’i:

,

:
. 禁

.

尸理`
声/矛̀

杂耐

时以

早的作物品种与林木树种
,

以适应现在

的生境条件
。

背河洼地 区可划分八个不同的改造

利用类型区 (图 1 )
。

1
。

浅平涝碱洼地类型 多 分 布

在本区地形开阔的平洼
、

微斜平 原 上
,

如武涉东至原武西的部分背 河 洼 地 段

等
。

耕层以下
,

土壤多粉沙
,

雨季 有 短

期积水现象
, 以硝碱

、

盐碱为主
,

碟形

洼地的土质枯重
,

其上部多分布有牛皮

碱
。

涝碱严重
,

作物不易立苗
,

排水沟

易下沉坍塌
,

部分地块暂时积水
。

因此
,

在人少地多区
,

以引黄放淤为主
,

结合

小区片淤灌种稻
。

在人多地少
,

接近城

市肥源充足地方
,

以淤灌种稻为主
,

结合

井渠
,
以免枯水季节不能引黄水而影响

育苗
。

哲时积涝段
,

开挖骨干排水沟与

自然河道相通
,

稻前平整土地
。

暂无引

黄条件地段
,

可发展井灌
,

结合种稻
,

洗

压盐碱
,

并选种耐涝盐性绿肥 掩 青
。

固

定排灌渠道两侧造防护林
,

大堤基根多

行造林截吸黄渗
,

并选种耐涝盐的速生

树种
,

借以生物排水排盐
,

固堤防风
。

2
。

擂形涝碱洼地类型 多 分 布

在背河洼地近期黄河决 口
,

主榴横穿的

}{

搏

洲娜你彻

公以琳

月.百

,
壤

裂
,

泌

煞

* 该 图由李均同志 帮助演绘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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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

如河南封丘
、

山东哪城等背河洼地段
。

纵坡比

降小
,

地势低洼
、

黄渗严重
,

四周高亢
,

排水受阻
,

涝

碱严重
,

历史时期因决 口频繁
,

小型扇地多
,

相间分布
,

牛皮碱
、

臭碱较多
,

作物不立苗
,

林木不活
。

改造利

用时
,

以引黄淤灌稻改为主
,

井渠结合
,

在疏浚现有

排水骨干渠道基础上
,

增修支沟排水渠系
。

封闭性洼

地中心地段
,

可开挖平行大堤的骨干截渗排水沟
,

并

在尾间建立电排站
,

提排入黄
。

采用放淤后之 清 水
,

提排到黄河滩中
,

借以灌溉高滩型的
“

气死龙 王地
” 。

在堤基缘宜营造森林吸水带
。

人少地多区
,

若进行稻

改
,

肥料欠缺
,
可选种耐盐性绿肥

。

封丘的天然
、

文

岩渠入黄河处
,

受黄水顶托
,

可向北开挖骨干排水渠

直通卫河
,

或在长垣向东北开挖与徒骇河相通的排水

集
,

直接入海
。

3
。

芦苇坑潭
、

盐化沼泽
、

下湿地类型 多分布

在决 口大溜及频萦决口的槽形洼地段
,

如开封柳 园 口

坑潭
、

黑岗口 坑潭
、

山东济河县的决口坑潭等
。

浅水坑

潭
,

为当时决口后大溜流行道
,

常平浅水停滞
,

芦苇丛

生
,

冬浅夏深
,

洼地四周
,

表土以下
,

常处饱和状态
。

该类型区四季皆可引黄沉沙
,

填垫坑潭
,

伏汛期间
,

再

引黄淤灌
,

一年放淤
,
两次淤成

,

既可巩固堤防
,

又

可增加新耕地面积
。

暂无引黄条件者
,

若坑潭水深
,

矿

化度不高
,

可发展养殖事业
,

培养水生草类
。

沼泽下

湿地可种藕
、

菱
、

荚白或耐涝碱的水谷及田著等
。

近

城市的坑潭
,

可暂作引黄蓄洪 的 临 时 蓄水 库
,

供

城市工业用水
,

并可作为养殖 淡 水 鱼 类 的 天 然 鱼

池
。

4
。

沙碱洼地类型 多分布在本区黄河多 次 决

口
、

泛道交错地段
,

如开封市西北郊
,

中牟县 杨 桥
、

三刘浩
,

长垣县临黄沙孩段
。

注地内起伏不大
,

周边

多分布有沙丘沙垅
,

以沙土为主
,

洼地中心有薄层两

合土
,

地下水位浅
,

早季 O
。

8一 1
.

2米
,

矿化度高
,

p H

值8
。

5一 n
,

以牛皮核
、

奥孩为主
。

平洼地段多 硝 碱

及盐碱
,

作物不立苗
,

沙土润水肥
,

异常疮薄
。

高亢

沙地及沙垅
,

早浦碱沙并存
。

城郊区
,

应以淤灌为主
,

先 白地放淤
,

再种稻淤灌
,

并适当布设机井
,

引水渠道

宜采用半地下河式
,

可减免侧渗
。

在地势起伏 较 大
、

人少地多的沙孩洼地
,

宜采取白地放淤与种稻淤灌交

迭进行
,

有的宜采用
“

先淤后改
” ,

种稻数年后 还 早
。

在起伏不大的沙孩洼地段
,

宜采取水早轮作
。

距大堤

较近
,

受黄渗影响重
、

涝碱严重地段
,

可在较长时期

内采取种稻淤灌的措施
。

若当前无引黄条件
,

可发展

井灌井排
,

洗盐碱后
,

选种忍涝盐
、

耐摘薄
、

耐千早

树种
,

固沙固堤
,

并选种耐涝盐的绿肥掩青
,

开辟肥

诬
。

5
。

陡堤险工类型 多分布在黄河主流遥 近 堤

岸
、

堤岸薄弱的地段
,

如封丘曹岗的十里险工
,

山东

济河的二十六段险工等
。

地势低挂
,

侧渗严重
,

常年

积水或下湿
。

整个黄河下游
,

共有险工段招 8段
,

伏汛

期间
,

洪水直趋大堤
,

威胁着大堤安全
。

所以在改造

时
,

应以引黄淤背固堤为主
,

先淤平临近大堤的坑潭
,

然后实行白地放淤与种稻淤灌的轮换制
,

在采用此措

施的过程中
,

逐步淤高堤基
,

最后进行提液淤背
。

在

淤背固堤区
,

必须排灌工程配套
,

水早田间开挖沟沟

相通的截渗沟
。

6
。

波状起伏沙地类型 多分布于背河洼 地 中

近期决口孩萦的大溜泛道区
,

如封丘的黄睦
,

兰考的东

坝头等
。

沙地面积宽展
,

多系高差 0
.

5一 1
.

2米的波状

沙地
,

地下水较深
,

为轻度盐化
、

风起沙飞的重沙灾

段
,

土壤极其带薄
,

多为沙荒
。

因此
,

宜采取引黄澄

浑盖沙
、

引浑撤清等方法进行连续放淤与间歇放淤
,

并

结合白地放淤
,

淤平波状
,

压埋流沙
,

淤后早作
,

逐

步实现方田化
,

营造农田防护林
,

选种耐早耐瘩树种
,

或进行粮林间作
、

粮果间作
。

无引黄条件者
,

先平整土

地
,

选种耐风沙
、

耐瘩薄的绿肥牧 草
,

培 养 地 力
,

再

种植花生
。

或选种速生树 种
,

逐 步 实 现 沙 区 园 田

化
。

7
。

沙丘沙蜜带类型 多分布在近期黄河 决 口

大很流行的槽状大型洼地段两侧
,

如开封西北郊
,

封

丘大沙河两侧
,

长垣县脑里等沙丘沙拢带
。

沙丘沙垅
,

若断若续
,
长

、

短
、

高
、

低不一
,

丘间多为沙碱洼地
。

沙

丘有活动
、

固定
、

半固定三种
。

宜采取引黄拨沙
、

引

黄拉沙
、

引黄漩沙腰等方法
,

拉平 1一 5米高的 沙 丘
,

然后引黄澄浑撤清
,

沉淤两合土和胶泥
,

再打机井灌

溉
,

种植耐瘩性绿肥
,

掩青培土
。

无引黄条件者
,

活

动沙丘沙垅带
,

可营造防风固沙林
,

选择耐早
、

耐盐

乔灌木树种
。

半固定沙丘
,

宜营造耐早性的果 树林
,

如枣树纯林等
。

固定沙丘
,

选种灌木条子林及速生耐

帝的刺槐林
。

8
。

轻度盐碱早涝地类型 分布在背河洼 地 边

唇的二坡地段
。

地形开阔
,

受黄渗影响轻微
,

地下水

较深
,

雨季 1
。

5一 2
.

2米
,

多沙坡土
,

二坡上早季
,

地

表起白霜
,

以硝盐为主
,

并有卤盐分布
,
土坡轻度 盐

化
,

地表稍有起伏
,

间有小碟形洼地
,

土坡府薄
,

早象

明显
,

产量很低
。

宜引黄白地放淤
,

淤后打机井早作
,

种植绿肥掩青
,

培养地力
。

个别地段
,

若肥力较充足
,

可引黄淤灌种稻
,

数年后还早
。

无引黄条件者
,

可平

整土地
,

对局部碟形盐碱斑洼地
,

宜进行深翻
,

打破

胶泥层
,

消灭盐斑
,

再种植耐盐性绿肥进行培土
。

兴

建机井
,

提水灌溉
,

固定的渠道两则
,

宜营造乔灌木

护堤林
,
选种耐早

、

盐
、

产量高的作物品种
,

配合种
’

植绿肥
,

培养土城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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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引黄淤灌的技术措施

(一 )引黄淤滋的原期和要求

在上述背河洼地八个类型区中
,

均可进行引黄淤

灌
。

但在具有潜伏性盐碱化的地区
,

盐分多在土体中

呈分散状态
,

一旦地下水位抬高
,

盐分向地表 聚积
,

就会招致土壤盐碱化
。

为了防治土壤盐碱化
,

引黄淤

灌必须以排定灌
,

以灌定引
,

先开排水出路
,

使骨干

排水渠系畅通
,

大
、

中
、

小排水渠道应沟沟相通
,

沟

不断路
,

路不阻水
。

为使引黄淤灌达到改 良沙
、

碱地

的目的
,

必须提高淤地质量
,

使新淤地达到厚
、

匀
、

平

的要求
,

在技术工程上要求作到
“

三防
” ,

即防 围堤
、

格堤决口
,

淹没庄稼 , 防盐碱搬家
,

危害邻区 ,防淤地

质量低
,
再度返盐

。

必须严格要求领导技术千部及群

众
,

合理配水
,

科学灌水
,

及时退水
。

(二 )引狡淤瀚的技术措施及经脸

1
.

合理布局灌排渠系 淤灌区引黄渠 口 的设

计
,

必须满足灌区全部用水的要求
,

渠 口高程应保证干

集有足够的纵坡
,

使整个灌区能自流灌溉
,

闸门应设在

水流平稳
、

主流靠近固定大堤岸处
。

渠 口的具体位置宜

布设在黄河主流的凹峰顶点偏下游处
,

利用
“

弯 道 环

流
,

关系
,

便于控制水流
,

以免设在凹峰顶点被淘刷
。

总千渠首与黄河主流的引水交角宜呆取 39
。

一 44
“ ,

以

免粗沙入渠
。

引黄淤灌区的渠系
,

一般采用干
、

支两

级
,

淤灌区面积较大
,

亦可采用千
、

支
、

斗三级固定渠

道
。

淤灌区内灌排渠系的布置
,
应根据地形确定

,

若

进行大面积盐碱洼地淤灌
,

渠系应与地形等高线平行
,

便于引水和退水 , 大面积平坦沙碱地淤灌
,

末级灌排

渠道应顺地形坡向相间布局
,

以减少淤方内的地面高

差
,

这样能节约用水
。

为了缩短放淤时间
,

要求流量

较大
,

因之愉水渠的断面也应适当加大
,

根据淤送所需

流量及
`

允许流速
”

进行设计
。

引水渠道与淤方格田间
,

应缩短引水距离
。

白地放淤与淤灌稻改区应相邻布局
,

可减免防渗设备
。

输水渠尾间应设预备淤方
,

可充分

利用送水渠的尾水放淤
,

且为预防淤方格堤冲决时的

临时性蓄水用
,

并进免尾水的浑水退入自然河道中淤

塞河床
。

2
.

合理布局进退水口及围堤
、

格堤 各种引黄

淤灌类型的干
、

支
、

斗渠引退水口 门
,

均应有简易防护

设备
,

防止冲刷
、

决口
,

进水口应设在淤方稍高处
,

利

于偏细硕粒入淤方
。

退水口除排清水外
,
又起着控制

田面水的深度和田中水流速度
,

若退水口布局 过 低
,

因水压过大
,

易被冲垮
。

若采用连续放淤法
,

进
、

退

水口断面要大致相等
,

若退水口大于进水口 ,

流速过

大
,

淤泥沉淀不多
,

且颊粒偏粗
,

退水口若小于进水

口
,

清水撤不出
,

浑水不能向前推进
。

若为小型条畦

式放淤
,

畦长宜 100 米
,

宽 20 一 30 米
,

畦格高度应高出

放淤最后阶段畦内水面0
.

3一 0
.

5米
。

大
、

中型淤 方 以

1 5 0一25 0亩为宜
,

最大不宜超过 300 一 4 00 亩
,

围堤设

计必须通过简易侧盘
,

其高度应根据计划落淤厚度及

引水量大小而定
。

引水定额
,

决定于含沙量
、

计划落

淤厚度
,

若引水渠中黄水含沙量为 30 一 40 公斤 /立方米

时
,

计划淤厚 10 厘米
,

则每亩需水量当为2 0 0。一 3。。。

方
,

以此类推
。

3
.

引黄淤灌的类型及技术经验 沿黄背 河 洼

地及适宜引黄淤灌的地方
,

根据地形特点
、

盐化程度
、

沙土分布情况
、

放淤目的
,

可分成三大引黄类型区
。

( 1) 沙碱平地类型区
:

占引黄淤灌面积 的 80 %
,

其落淤厚度
:

中轻度盐碱地宜。 .

3一。 .

5米 , 平沙地宜

0
.

2 5一 0
.

30 米 , 槽型沙碱洼地宜 0
.

5一 0
.

8米
。

据我们

在中牟杨桥灌区试验
,

斗级灌排渠系布置形式
,

宜采

取灌排相邻式
。

排灌相间布全时
,

仍是单面进水入淤

方
,

易形成扇形地
,

即落淤为沙土一两合土一胶泥的
“

三节地
, ,

达不到匀
、

平的淤地要求
。

淤方大小可视地

形而定
,

一般以小方为主
,

中方为副
,

少量大方
,

这

样便于采用多 口进
,

多 口退
,

连续放淤的办法
,

达到

快
、

好的淤地要求
,

由于淤方小
,

易于人工改流和赶淤
,

也易于采用挑沟引浑
、

移动口 门
、

回流蒙淤等措施 , 且

小方内
,
地形齐一

,

便于引退水
,

一旦决口
,

便于抢

救
。

但其缺点是淤方设计过小
,

淤方数量增加
,

从而

增加了围
、

格堤的土方工程
。

局部高亢地形建筑淤方
,

可采用中方正方形
,

这

样可以高地
、

道路作围堤
,

省工
。

在中方内地形 平 坦
,

浑水入方后
,

由于水流的回转分选作用
,

可达到下细

上粗
、

下实上虚及匀
、

平的淤地要求
。

在地形崎岖处可少量进行大方放淤
,

这样可利用

崎枢的自然地形
、

道路
、

废堤作不规则的围堤
。

若方大
、

水大
,

在多口进退的条件下
,

能达到多
、

快
、

省的要求
。

若大方小水
,
地形起伏交错

,

浑水入淤方后
,

低处落

淤厚
,

高处不上水
,

清水排不出
,

很难完成当年放淤

改土任务
。

引黄放淤其淤方的进
、

退水口应有不同的布置
。

若

采用多口进
、

退法及活动 口门法
,

每一个淤方引浑水入

方
,
可在输水渠道上开设 4一 6 个进

、

退水口
,

口门断

面相等 , 若布置成双边进
、

单边退
,

或连方进
、

退放淤
,

则可利用引浑撤清法或引浑沉淤法
,

便于调节水流动

向
,

特别是双边
、

多 口对称布置
,

宜进行交错回 流 沉

淀
,

使沉积物沙淤交错压盖
。

在放淤方法上
,

可采用连续放淤与间歇放淤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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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分选沉淀法
,

即引浑水入淤方后
,

封闭进
、

退水口

门
,

进行静水沉积
,

使悬浮质的胶泥先沉积底部
,

然

后开退水口 门撤清水
,

再打开进水口
,

连续放淤
,

最

后开退水口门撤清
。

即整个放淤行水过程为静水 , 动

水 , 静水
,

放淤后的成效大
,

群众欢迎
。

此外
,

还有三楞两条渠式淤灌法
,

即将淤方设计

成方格畦式
,

把四畦划成一淤方
,

·

渠水直接从支渠同

时进入每淤方的四个畦中
,

然后使清水退入排水 渠
,

方与方互不干扰
,

淤地质盘高
。

(2 ) 坑潭
、

固堤类型区
:

背河洼地中的坑潭或自

然洼地
,

可作临时性的沉沙池进行放淤
,

在其周围
,

利

用自然高坑地形修围堤
,

引浑水入池后沉沙澄清
,

可

作水稻育苗用水
,

或灌溉早田用
。

较深
、

大的坑潭
,

可

进行轮换间歇放淤
,

其周围可开挖数条引水构
,

使浑

水直入坑心
,

由其中心向外淤淀
,

逐渐淤平
。

在险工

段宜采取提灌式引黄固堤法
,

即在上述水平式引黄放

淤的坑潭或洼地基础上
.

宜采取条渠式的划方 设计
,

逐渐修高围堤
,

淤高超过引水渠的高程时
,

再修提灌

站
,

常年提水淤背
,

采用连续放淤法
,

逐渐淤高
。

若

在含沙量低的春季放淤
,

可在黄河槽中设立泥沙搅拌

器
,

利用虹吸或提灌站引浑水入蓄水池
,

再提灌入淤

方
。

如山东历城等采用此法
,

效果很好
。

( 3) 沙丘沙拢带类型区
:

此类型多分布在背河洼地

或近期决口
、

改道的故泛道带
,

以水力
、

风力的合力作

用形成沙丘沙拢带
。

宜采用引黄拨沙开路放淤法
,

即

先在被沙垅包围的封闭性沙碱洼地中
,

拨沙修路
,

打

开缺口
,
顺从沙丘沙垅走向修筑围堤

,

用人工平整洼

地内的小沙包
,

采用多 口进
、

一口 退的连续放淤法
,

进

行长方形设计
,

每方 100 一2 00 亩
,

这样能使较大的流

量入淤方
,

顶冲前进
,

用人工在沙丘基部拨沙 冲 淘
,

使洼地淤平
,

沙丘拉平
。

或者引浑水入多 口进水的淤

方
,

尾间设一退水口
,

进三出一
,

使浑水有足够的沉

淀时间
,

淤后翻耕
,

使沙土变成两合土
。

如封丘司庄

等公社采用此法
,

成效显著
。

4
.

引黄淤灌的时间及水质
`

每年六月下 旬 至

八月中旬
,

黄河水量最大
,

泥沙最多
,
且细顺粒小于 0

.

01

毫米的胶体成分占含沙量的40 % (表 1 )
。

伏讯 期 间
,

第一次洪水来时
,

其水泥最肥
,

因一年中的枯枝落叶
、

表 1 人民胜利渠首和黄河秦厂段多年平均各月含沙t (公斤 /米’ )

二乒之{
1

…
2

卜}
4

卜…
6

…
7

…丁…刃下
濡零瓦…瓦…

一

周夏…需 :i--fJJ
一

烹丁票
一

…丽…
一

噩匡
地表的有机质及 土壤细粒风化物

,

被暴雨冲刷搬运到

河中冲流至下游
。

其次是七
、

八两个月的六十天 中为

最理想的
“

好汤头
”

浑水
,

且此时黄水的矿化度也最低
,

自封丘至山东东阿段
,

夏秋雨季
,

黄水为淡水型
,

全
一 、

盐量仅。
.

2一 0
.

36 克 /升
,

C l
一

为。 .

005 克 /升
,

5 0 -4 为

0
.

00 5克 /升
,

H C 0 3
一

为 0
.

2 2 ,克产升
,

C 0 3
一

为 0
.

0 2 5

克 /升
,

C a + 十

为 0
.

0 2 4 克 /升
,

M g
+ + 、

为 0
.

0 3 1克 /升
,

N +a 为。 。

02 克 /升
,

因此
,

黄河水质一年四季皆比其两

岸各城市井水矿化度低得多
。

故不必担心引黄水淤灌

而会引起土坡发生盐演化
。

四
、

引黄淤湛的效能

所谓
“

黄潦膏凝
,

禾稼茂止
,

久淤之地
,

厕 利 十

倍
。 ”

这是黄河流域古代人民对引黄淤灌
,

改土肥田的

总结
,

凡有引黄淤灌传统的地方
,

就能把黄土高原上

流下的肥水沃泥层层收回
,

用于淤灌田亩
,

改 良沙
、

碱地
,

使
“

无雨苗不长
,

有雨流黄汤
,

耕地年年陡
,

盐

狱似白霜
,

沙多地清薄
,

生活无保障
”

的地方
,

变成沃

野 良田
。

河南引黄灌区已有二十一个县市修建引黄例

门三十五座
,

引黄淤灌改土 90 万亩
,

灌溉早作物保证称

产高产面积 20 0万亩
,

引黄种稻50 万亩
,

加上引黄抗早
、

远距离补给地下水的收益面积
,

共 5 00 万亩
* ,

具体成

效如下
:

1
、

改良盐碱土的不良化学性状 黄 河 伏 汛期

间
,

引含沙量大的浑水入田
,

在高温条件下
,

土城盐

分充分溶解于水
,

并随水淋洗排走
。

中度盐被化土城
,

平均落淤 5 厘米时
,

每亩就需 1 1。。一 1 5。。立方米的浑

水
, 已超过重盐碱上冲洗所需定额的三至四倍

,

故引

黄淤灌洗盐效果显著
。

1 9 7 2年我们在中牟县杨桥灌区

进行引黄淤灌试验
,

在重盐碱地块
,

淤前口一 5厘米上

层中
,

全盐量为 1
.

66 %
,

放淤后下降到 0
.

2 06 %
,

脱盐

率达 87 %
。

不同厚度的落淤胶泥层
,

就有不同的抑制

土壤返盐的效能
,

落淤 5 厘米厚
,

就有著显压隔盐碱

* 河南省黄河河务局
:

柯南省引黄淤谁座谈会 纪 共
。

1 9 74年 1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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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落淤 30 至 4。厘米厚
,

五至八年不返盐
,

落淤

50 至 70 厘米厚
,

十至十五年不返盐
。

且淤泥中含粘粒

较多
,

可增加土壤的代换性盐基总量
,

这就为降低土

坡碱化度创造了先决条件
。

黄水淤泥中富含碳 酸 钙
,

若结合种稻淤灌
,

对碱化苏打盐土则起着
“

化学 改 良

剂
”

的作用
。

2
.

改良盐碱土
、

沙质土的物理性状 引黄 淤

灌
,

对黄水中大量的悬浮物质入田
,

与沙质土混合
,

使

土壤物理性得到改良
。

如原阳引黄试验分析
,

在轻壤

质盐碱土上
,

落淤 5 厘米厚的胶泥
,

与其下 15 厘米厚

的土壤翻耕掺和后
,

可将原来含物理粘粒 32 % 的轻壤

土
,

变成含物理粘粒 4 0
.

3 %的中壤土
。

根据我们在中

牟杨桥灌区试验
,

在距淤方进水口 1 24 米处
,

共落淤 20

厘米厚
,

其中两合土厚 1 厘米
,

细沙土厚 7 厘米
,

胶

泥厚 12 厘米
,

然后将两合土
、

细沙土与胶泥进行 耕 作

匀和
,

可得到保水保肥的两合土偏粘的土壤
,

改变了

原来土壤的漏水漏肥的性状
,

增加了防盐
、

保墒保肥

作用
。

3
.

提高土堆肥力
,

增加单位面积产且 据人

民脏利渠灌区测定
,

黄 水 淤 泥 中 含 有 机 质。
.

8 8一

1
.

0 %
,

速 效 氮 0
.

004 一 0
.

0 07 %
,

速 效 磷 0
.

0 0 2一
。 .

00 4 %
,

速效钾 0
.

0 74 一 0
.

05 %
,

若落淤 5 厘米厚
,

每

亩地随淤泥进入田中的速效氮为 3
.

94 一 6
.

54 市斤
,

相

当于 1 8一 32 市斤硫酸按的肥效
。

群众说
: “

淤厚两三寸
,

顶施十车粪
” 。

因此
,

引黄淤灌可使产量大增
。

如开封

杜 良公社
,

淤灌前平均亩产只有5。一 80 斤
,

淤灌后增

产六倍 , 杨寨公社第一生产队
,

1 9 7 2年淤灌种稻改良

盐碱地
,

平均亩产 802 斤
,

一季上
“

纲要
” 。

一般说
,

引

黄淤灌改土后
,

比淤灌前增产一至五倍
。

此外
, :

引黄淤灌还可抬高地面
,

相对地降低了地

下水位
,

加固堤防
,

削弱黄水洪峰
,

抑制河床上升等
。

现在黄河下游大堤两侧
,

尚有 1 5。。万亩适宜引黄淤灌

的盐碱地和沙土地
,

今后应因地制宜
,

科学地利用黄

河水沙资源
,

有计划的进行引黄淤灌
,

改良土坡
,

为

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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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自动绘制土壤图的尝试
*

—
以 云南腾冲侍朝坝土壤图为例

周慧珍 赵 锐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娘研究所 )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

一
、

问邃的提出

现代遥感技术出现以来
,

传感器
、

运载工具
、

讯息

传输处理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

使得获取遥感数据的

周期越来越短
、

数量越来越大
。

然而大量反映地面实况

的遥感数据必须及时分析判读
,

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

息
,

并绘制成各种专业图件
,

才能供给有关部门使用

而发挥其功效
。

所以遥感数据的自动识别分类与自动

制图
,

越来越成为令人关注的研究课题
。

早在五十年代
,

制图自动化的研究就 已引起人们

重视
。

开始时主要研究解决把各种数字资料 (包括分析

测定数据
、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 ) 输入计算机进行处

理
,

然后 自动制出各种图表的理论与方法
。

以后研制了

图数转换设备
,

发展了数字化技术
,

能够把各种图形

资料和图象资料数字化
,

再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与制

图
。

近年某些发达国家又在着手建立直接应用遥感数

据 (磁带 ) 进行自动识别分类与自动制 图的方法与系

统
,

并开始应角于土地利用调 查制图及地质普查制图

等〔 1
,

2
,

3〕。

在土坡研究方面也取得一些成 功 的 实 例

〔2
,

3〕 。

不过至今比较成熟的方法还只有利用训练 区 的

监督分类法
。 、

这是由于土壤的特殊性
、

复杂性
、

土壤分

类指标不易形态化
、

分类系统不够严密等原因
,

所以应

用这种方法
,

除开始需去实地调查研究
,

掌握试验区实

况
,

训练计算机对试验区进行 自动识别分类
,

然后让

冲 本文曾得到戴昌达同志的布助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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