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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洼盐碱地重盐碱区域 ,以渔改碱挖池抬田时 ,在原地面铺设 1层塑料薄膜 ,利用其隔水的作

用 ,阻断盐碱上升的通路 ,达到稳定性降盐碱的效果。试验分 3组进行 , A 组为好土台田(含盐量 2.40‰)铺设

薄膜 , B组为好土台田不铺设薄膜 , C组为重盐碱土(含盐量 23.54‰)台田铺设薄膜 ,结果铺设薄膜的 C组降盐

碱效果明显 , A组土壤含盐量逐渐降低并稳定在 1.5‰左右;B组土壤盐碱含量呈逐渐上升的态势 ,最高已达到

18‰以上 ,证明薄膜有着良好的隔盐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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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渔改碱综合治理是改造利用低洼盐碱地的有效途径 。我国已有许多以渔改碱综合治

理的开发区域 ,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是十分明显的。以渔改碱的主要

工程技术措施是挖池抬田 ,挖池抬田能有效地缓解台田土壤的盐碱化 ,就在于其抬高了地

面 ,相对地降低了地下潜水 ,起到了降低土壤含盐量的作用[ 1] 。但由于土壤中所含盐碱具

有随水而来 ,随水而去的特点 ,所以只要土壤中有盐碱来源 ,改碱效果就不稳定也就不会有

持久性。如何隔断盐碱上升的渠道 ,对低洼盐碱地以渔改碱的效果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课题 。我们利用塑料薄膜的隔水作用和其降解年限长的特点 ,探索其对台田土壤的隔碱效

果 ,达到稳定性降盐碱的目的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和条件

本试验在山东省禹城市大程乡低洼盐碱地的重盐碱区进行 ,盐碱地土壤含盐量 15 ～

29.52‰, pH 值 8以上。

1.2　在盐碱地上进行抬田

试验分为 3组 ,A 组 、B组和 C 组 ,每组试验面积 60m
2
;A 组和 C组在原地面铺设塑料

薄膜 ,B组不铺设塑料薄膜;A组和 B组的台田用含盐量较低的土(原土含盐量为 2.4‰)称

为好土 ,土质为沙壤土和粘质土(其中粘质土约占 60%),C 组为重盐碱土(土壤原含盐量为

23.54‰)称为碱土 ,土质为沙壤土;每组分为 3种不同高度的台田(低台田 、中台田 、高台

田),低台田从原地面堆高 0.5m ,中台田堆高 1m ,高台田堆高 1.5m 。由于 A组和 C组薄膜

铺设在台田下原地面 ,相邻池塘的水位均在原地面以下 ,所以鱼池池水对台田土壤盐碱的变

化没有直接影响 。

台田下铺设淄博产聚乙烯塑料薄膜 ,其厚度为 0.08mm 。

1.3　试验台田堆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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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3月底完成 ,台田边为养鱼池塘 ,采样时间从 97年 5月开始 ,每年 5 、7 、10 月 ,

到99年 5月共 7次(编号 1 ～ 7),定期采集土样样品为台田土壤耕作层土样(0 ～ 20 、20 ～

40cm),测定其盐碱含量 ,测定方法为离子测量法 。同时在原地设对照点 CK 并采集土样和

地下潜水的水样 ,进行化验方析 ,研究其土壤含盐量的变化及地下潜水的理化状况。

台田建成后在其含盐量变化到一定程度后 ,在台田上试种农作物 ,1997年夏季试种大

豆 、棉花 , 1998年春种大麦 ,夏季种玉米 ,1999年在采取一定的农艺措施后种植玉米 。

2　结果与讨论
2.1　薄膜隔盐碱效果对比分析

试验显示 3个试验组台田土壤含盐量的变化其差异是十分显著的 ,底部铺设塑料薄膜

的台田 ,由于薄膜阻隔了盐碱上升的渠道 ,其隔盐碱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图 1);不铺薄膜的

台田土壤则逐渐盐碱化(图 2)。

图 1　A组台田含盐量变化

图 2　B 组台田含盐量变化

2.1.1　A组台田在薄膜上堆放含盐量较低的好土 ,由于薄膜对地下盐碱水的阻隔作用 , 3

种高度的台田其土壤含盐量的变化呈稳定下降的趋势 ,即使在每年土壤返盐的最高峰期也

已基本上稳定在 1.5‰左右 。薄膜以上台面土壤的总含盐量不会增加 ,而随着时间推移 ,还

会进一步降低 ,再经过采取一些农艺措施后 ,作物种植将越来越好。

2.1.2　B组台田是不铺设薄膜的好土 ,由于没有薄膜的阻隔 ,在土壤毛细管作用下 ,受地下

盐碱上升的影响 ,台面土壤的含盐量变化较大 ,而且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3 种高度的台田其

变化不尽相同 , 0.5m 高台田土壤盐碱含量上升最快 ,至 1999年 5月已经高达 18‰以上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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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不能种植;1m 高台田土壤含盐量上升到 12‰以上;1.5m 高台田土壤含盐量也已经上

升到 7‰以上;证明在较强的蒸发作用下盐碱上升是很强的 ,尽管试验土质不完全是砂壤

土 ,作物基本不能生长;与 A组形成鲜明的对比。B组 3种不高度台田的土壤盐碱含量变化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田高度较高(必须超过地下水的临界深度),盐碱上升慢 ,改盐碱效果

较好的原理。

2.1.3　塑料薄膜上堆放盐碱土的 C组台田 ,耕作层土壤的盐碱含量下降比较明显 ,从原混

合土样的 23.54‰下降到 12‰以下 ,从 97年 7月至 98年 10月间 , 1m 高台田和 1.5m 高台

田土壤含盐量降至 3.5 ～ 7‰之间 ,但在 1998年的秋季和 1999年春季严重干旱 ,蒸发作用

强 ,有一定程度回升 ,使薄膜以上土壤中所含盐碱大量积聚到表层 ,含盐量上升到 11‰;但

比原来混合土样 23.54‰的含盐量其下降幅度还是很明显的(图 3)。

图 3　C 组台田含盐量变化

2.1.4　原地面对照点的土壤含盐量变化始终在较高的水平上 ,最高曾达到 29.52‰;地下

潜水的矿化度也是较高的 ,始终在 10g/L 以上 ,最高达到 16.45g/L ,地下潜水的高矿化度是

影响地面土壤高含盐量的主要因素(图 4)。

图 4　对照点含盐量变化

2.1.5　作物种植情况　97年在试验台面上种植棉花 ,C 组和 B组 0.5m 台面未出苗;98年

春季种大麦 ,C组和 B组 0.5m台田未出苗 ,其它生长一般 ,夏季种植玉米 ,C 组 0.5m 台面

和B 组 0.5m 台面未出苗 ,其它长势尚可;99年采取施肥浇灌等农艺措施后种玉米 ,C 组和

B组 0.5m 台田 、B组 1.0m 台面未出苗 ,其它 1.5m 台田生长最好 ,折合亩产量达到 400千

克;1m台田次之 ,折合亩产量达到 350千克;0.5m台田较差。

2.1.6　辅设塑料薄膜的成本及经济效益分析　挖池抬田铺设薄膜每亩需 700m2 ,每千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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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0.08mm)12m2 ,共需用 58.33 千克 ,每千克 7元 ,即每亩台田增加投资 500 元左右。待

到土壤含盐量降至正常水平 ,再经过一系列农艺措施改造 ,种植经济作物 ,一亩台田一年种
植小麦 、玉米两茬 ,以 1998年价格计 ,比不铺设薄膜的台用增加的收入即可超过 500元。以

塑料薄膜在地下自然降解 50年计 ,其社会 、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如果改用再生薄膜 ,还可降
低成本 20%。

2.2　薄膜隔盐碱的主要作用
低洼盐碱地有着比较特殊的理化状况 ,土壤中含盐量高 ,致使作物不能正常生长 。产生

盐碱的原因有三 ,有盐碱来源 ,蒸发量大 ,地下水位高。改造低洼盐碱地 ,降低土壤中的盐碱
含量 ,使其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就要从主要原因着手 ,但事实上蒸发量大 ,以目前科学技术水

平 ,是人力所不可能改变的 ,只有从阻断盐碱来源和降低地下水位上作文章 。以渔改碱挖池
抬田生态工程正是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挖池抬田时抬高了地面 ,相对地降低了地下水

位 ,对台田土壤起到了减缓盐碱侵害的作用 ,收到了明显的改碱效果 。实践已经证明其经
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因此也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得以大面积推广。

在盐碱化程度很高的重盐碱地 ,单靠挖池抬田工程 ,所建成的台田往往返盐现象严重 ,

土壤脱盐效果差 ,种植效果差 ,难以实行“上粮下渔”综合经营。原因是由于土壤的毛细管作
用 ,使盐碱有随水而来 ,随水而去的特性 ,只要有盐碱来源(地下潜水含盐量高),就会有返盐

现象的发生 ,土壤就会发生盐碱化。阻断盐碱来源就能达到稳定性改碱的目的 。塑料薄膜
具有良好的隔水作用 ,在挖池抬田时把薄膜铺设在原地面 ,在薄膜上堆土形成台田 ,含盐量

的地下水就不能随蒸发而将盐分积聚到台田土壤的表层 ,这样隔膜以上台田土壤就没有新
的盐碱来源 ,而台田土壤中原先所含的盐碱成分随着浇灌降雨等的淋洗作用有所减少 ,从而

达到稳定性改碱的目的。
2.3　薄膜以上台田高度探讨

从试验中A 组和 C组台田的台田高度看 ,1m台田和 1.5m 台田其保墒作用经测试无明
显差异 ,作物生长也无明显的不同;而 0.5m台田其土壤保墒作用较差 ,土质失水快 ,在生产
实践上不能采用 。在生产实践上可根据具体情况从薄膜以上抬高 1 ～ 1.5m 或更高。

2.4　铺设塑料薄膜的环境保护责任
塑料薄膜的利用包括农用薄膜的利用 ,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也使农业生产增产 ,但

对环境有着潜在的危害 ,目前被称为白色污染 。其原因就在于其自然降解年限太长(有资料
报道为 50 ～ 100年),但对于在低洼盐碱地用薄膜隔盐碱来说 ,降解年限长正是我们所要求

与希望的 。薄膜隔盐碱是一次性应用 ,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每年应用量相比是微不足
道的 ,况且让其在 1.5m深的地下自然降解 ,不会造成环境问题 。以实际利用 50年计 ,产生

的社会 、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在低洼盐碱地挖池抬田时 ,将薄膜铺设在台田下 1 ～ 1.5m 深处 ,对土壤改盐碱效果明
显。它不会产生任何环境问题 ,因此在实践上是成功的 ,在施工中不需要特殊的工艺 ,在技

术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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