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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介绍第1 4届 国 际 L壤学大会有关盐渍土 壤研究的论文和 讨论会概 况的基础上
,

提 出 了今后 的研究 取

点
,

即利用新 技 术研 究盐 溃土 , 寻求改 良盐溃土 的新方法和 将盐渍土的研究与农业生态 和 环境保护 的研究相 结

合
。

1 9 9 0年 8 月在 日本京都召开的第 14 届国际土壤学大会收到了数十篇有关土壤盐渍化问题

的论文报告
,

大会分设的 45 个分组讨论会中就有两个是专门讨论土壤盐渍化问题的
,

表明人

们对土壤盐渍化问题关注
。

目前
,

世界各地还有相当面积的盐碱地尚未得到改 良和利用
,

而

且
,

随着全球灌溉面积的增大
,

土壤次生盐渍化有 日趋加重的趋势
。

根据 已有的经验
,

至少

有 50 %的灌溉土壤发生过次生盐渍化
。

笔者根据这次大会上涉及到土壤盐渍化问题 的报告
、

论文及有关讨论会的情况
,

拟就以

下两个问题谈谈 自己的认识
。

一
、

当前研究盐渍化的重点

( 一 )盐演土改良措施的研究 着重研究不 同地区不同环境条件下
,

改 良盐渍土的方法
。

主要特点是
:

( 1) 重视综合改 良
。

在中国
、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论文中
,

均十分强调综合改 良措

施
。

我国专家在讨论江苏省盐渍土改良问题时指出
:

土壤盐渍化的防治
,

要与河流流域的开

发整治相结合
,

土壤改良应 以调节水
、

肥
、

盐为中心
,

同时要建立合理的农业经济体系
,

在有

水源条件的地方
,

改旱作为水稻
。

匈牙利专家通过对中欧及东欧地区盐渍土的研究
,

提出灌

溉冲洗
、

施用化学改良剂和种稻改良三结合的综合改良措施
。

罗马尼亚学者提出以排水为主

的综合措施
,

在水源充足的地区种植水稻及实行水早轮作
;
在作物生长季节则重视耕作措施

,

以调控土壤剖面盐分状况
。

( 2 ) 多途径改 良利用
。

与会专家认为
,

不同类型的盐渍土
,

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尽相同
,

应

该采取不同的改良利用方式
。

印度土壤学家研究在高钠质土 ( H ig h ly S od i c 5 0 11 )地区
,

采用

植树改 良的办法
。

在这类土壤上首先用机械方法打直径为 15 厘米
、

深度为 1 20 一 1 50 厘 米 的

钻孔
,

然后换入施有石膏和肥料的土壤
,

并在其上植树
,

树木成活率可达 80 % 以上
,

且生长

良好
。

他们在 2 50 万公顷土地上
,

采用此法植树获得成功
。

在许多论文中都提到种稻改 良盐渍土的问题
。

在含盐较重的盐渍土地区
,

由于地势低洼
,

排水 困难
,

不宜种植旱作
,

而种稻则可降低排水标准
,

还可 以边改良边利用
。

匈牙利
、

罗马

尼亚
、

苏联
、

泰国
、

中国都在大面积盐渍土上种稻
,

取得 良好的改土增产效果
。

( 3) 探索新的改 良方法
。

冲洗
、

排水
、

增施有机肥料及一些能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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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耕作措施
,

已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改良方法
。

但是冲洗
、

排水措施的应用中尚存在不少问

题
。

首先
,

由于灌溉水资源 日趋紧张
,

冲洗所需水分往往不易满足 ; 而排水排盐又常与环境

保护发生矛盾
。

盐水排入河流
,

势必将增加河水的盐分
,

从而影响灌溉和城市用水
。

因此
,

从

生态和环境保护角度考虑
,

必需研究新的改 良方法
。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向土壤中注入聚丙烯酸脂溶液
,

与土壤作用后形成 约 0
.

5 厘 米 厚 的

不透水层
,

从而可减少下层土壤的水分蒸发
,

减少盐分 随毛管水蒸发向表土累积
。

他们还对

不透水层形成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

试验表明
,

这种减少盐分在表土累积的方法可使作物产量

明显增加
。

伊拉克土壤学家研究了将沥青混入表层 5 厘米土层中
,

然后进行冲洗
,

可提高土温 1
.

3一

2
.

3 ℃ ,

从而提高盐分的溶解度
,

增加淋洗效果
。

此外将原油加入冲洗水百
,

可以减少淋洗水

的蒸发损耗并提高水温
。

(二 )土旅水盐运动规律的研究 1
.

zS ab ol cs 指出
,

引起土壤盐分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水

盐在土壤剖面及其周围环境中的运动
。

研究土壤中水盐运动规律不仅是定量评价灌溉水质和

确定灌溉水量的关键
,

而且对于阐明盐渍化和脱盐过程也十分重要
。

罗马尼亚土壤及农业化学研究所的研究认为
,

盐分的水平运移主要受地下水运动的影响
,

其垂直运动
,

则主要受上升土壤毛管水的影响
。

由于盐分的水平和垂直的再分配
,

产生对土

壤水分物理
、

化学
、

生物特性的影响
,

从而影响农业生产
。

瑞士土壤和水管理研究所
,

从水

量平衡的角度
,

对地下水位埋深较小情况下土壤盐渍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

研究表明
,

在夏季
,

大气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

其差额约为 3 00 毫米
,

这部分水量要依靠地下水的上升毛管水来平

衡
,

因而导致盐分随上升毛管水向耕层的累积
。

为使盐分不向耕层累积
,

需将毛管水上升运

行速度降低到 1 毫米 / 日
,

为此
,

就要将地下水埋深控制在 3一 5米
,

这不仅在排水技术上存

在困难
,

而且所需要的投资也大
。

其实
,

适当加大灌溉水量
,

也可以达到平衡差额水量的目

的
。

由此可见
,

通过土壤水盐运动规律的研究
,

可 以提 出更为合理而经济的土壤改良措施
,

同

时也为土壤盐渍化预报提供理论依据及基本资料
。

(三 )土坡次生盐演化的预测预报研究 由于灌溉事业的发展而引起的土壤次 生盐 渍化
,

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
,

因此
,

预报土壤次生盐溃化是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

会上有关盐渍

化预报的论文共有 6 篇
。

匈牙利学者通过多年对中欧及东欧自然环境及土壤盐渍化发生发展

规律的研究
,

对盐渍化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

认为在苏联
、

匈牙利
、

捷克和奥地利等 4 个国

家
,

由于灌溉事业的发展
,

可能发生次生盐渍化的土地面积将近 2 00 万公顷
。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所对我国滨海盐渍地区的水盐动态进行了 8 年的观测研究
,

提出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预

报理论和方法
,

对中国山东省打渔张灌区的土壤次生盐渍化提出了预报
,

为灌区的管理和改

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

南非水分研究委员会研究了利用数学模型
,

预报河流筑坝后灌溉回归水

中
,

盐分离子组成可能发生的变化
,

对灌区的发展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了重要作用
。

(四 )合理调节土壤水盐动态的最佳灌溉制度研究 排水措施在防治土壤盐渍化中有重要

的作用
,

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灌溉
,

排水将事倍功半
,

采用合理的灌溉制度
,

可以促使土壤脱盐

并向着不断提高肥力的方向发展
。

反之
,

如灌溉措施不 当将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
。

因此世界

各国十分重视灌溉制度最佳化的研究
。

美国在盐渍土改 良研究中一直非常强调通过适当的灌

溉来调节耕层的土壤水盐状 况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
,

深入研究了灌溉淋洗需要量的问题
。

在中国学者所作
“

中国黄淮海平原盐渍地区小麦的最佳灌溉制度
”

论文报告中
,

提出了既能降



低耕层
_

L壤盐分义能适时供应小麦生长所需水分的灌溉制度
。 一

些国家的专家认为对于弱盐

渍化甚至中等盐渍化的土壤
,

完全可以通过采用合理的灌溉制度调控上壤盐分状 况
。

二
、

土壤盐渍化研究的展望

从本届大会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

土壤盐渍化的防治
,

作为全球性 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

好 的解决
,

还有许 多问题需要努力去探索和研究
。

笔者认为
,

今后的土壤盐渍化研究有如下

的儿种趋势
:

( 一 ) 利用新技术 利用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技术研究土壤中的水盐返移规
`

1
.: 已有 20 多

年的历史
。

在其初始阶段
,

只是对一些简化了的现象作些定量的研究
,

近些年来则已经能够

对较复杂的现象进行描述
。

此次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有些 已能应用数学模型
,

利用 电子计算

机计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例如
,

中国学者提交的
“

区域水盐季节动态预报的数学模型
”

一文

中
,

利用数学模型
,

对中国的黄淮海平原曲周试区的水盐 动态提出预报
。

苏联土壤学家对有裂

缝的粘重土壤中盐分运动进行了数学模型计算
,

日本 K y u s h u 大学研究了条播灌溉地土壤水分

运动的三维解获得满意的结果
,

根据计算结果
,

提出了减小土壤盐分累积的措施
。

此大会上

有两个分组提出了有关数学模型研究论文共 5 篇
。

伊拉克土壤学家利用放射性同 位 素
“ “

N a

和
3 ”

C l研究淋洗过程中土壤水盐运动规律
,

得到了用一般方法难以发现的规律 许多国家在

研究工作中均利用盐分传感器
,

电磁感应电导仪等新的测试手段
。

可 以预计
,

在今后若干年

内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出现
,

它们将进一步推动土壤盐渍化研究的发展
。

( 二 )探寻新的改良方法 自从苏联土壤学家于 30 年代提出治理盐渍土的排水观点以来
,

多数国家都围绕着排水措施进行盐渍土防治的研究
,

在一些地区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但

在某些条件下
,

采用排水措施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

例如
,

排水出路问题 ; 排水设施的管理问

题
;
特别是明沟排水的塌坡问题以及排水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

。

因此探寻新的改 良方

法将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
。

如前所述
,

厂

此次大会上 已提出一些新的盐演土改良方法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一些新的改 良技术将会出现
,

另外如何利用大量的工业废弃物来改 良土壤
,

也将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

(三 )与农业生态和环境保护研究密切结合 多年来的生产实践证明
,

上壤盐渍化的防治

与农业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密切柑关
,

由于土壤盐渍化的防治往往与区域性的河流治理和大

面积的土地利用及农业布局有关
。

因此采用任何一种防治措施都必须同时考虑创建良好的农

业生态体系和有利于环境保护
。

阿根廷土壤学家提出的草场因放牧过度而引起土壤盐渍化的

问题 ; 在我国和其它国家 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和利用含盐工业废水灌溉而引起土壤盐分累积等

问题
,

就是例证
。

我国处于干早和半干早气候带的土地面积约占全 国总土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
,

土壤盐

渍化问题一直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国家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

题的研究
,

已经并继续组织大批科技力量进行盐渍土调查和盐渍土发生演变和防治措施的研

究
。

特别是 5 0年代末
,

由于大面积发展灌溉而 引起的次生盐渍化的出现
,

更引起国家的重视
,

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
,

在综合防治土壤盐渍化
,

上壤水盐动态和次生盐碱化预报等研究方面

均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

此次大会我国提交的 4 篇论文
,

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看都不低于其它

国家
,

表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

我们应该继续不 断的吸取
一

世界各国的

先进经验
,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

把土壤盐渍化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