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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川平原主要土壤的形成
、

特征及

其改夏利用途径
*

王 吉 智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棕合勘查队)

叙川黄河冲积平原
,

位于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简
,

属荒漠草原地带
。

平原两侧高

阶地
,

地下水较深
,

形成淡灰钙土
。

平原中部的近代黄河冲积平原区
,

地势低平
,

地下水位

浅
,

多属盐化浅色草甸士
,

在两千多年长期淤灌耕作影响下
,

大部分形成淤灌浅色草甸土
。

平原中的低洼地
,

盐化重
,

多分布盐土
,

部分地区因脱盐碱化
,

而形成龟裂土(白理土 )
。

地

面积水的湖泊地区
,

形成沼泽土 (湖土)
。

现将这些土壤的形成
、

特征与改良利用途径分

萧如后
。

一
、

淡 灰 钙 土

淡灰钙土是本区的地带性土壤
。

关于这类土壤的定名
,

目前尚有不同意晃
,

有人称为

灰钙土
,

有人称为淡棕钙土
。

淡灰钙土发育于平原两侧高阶地的洪积冲积物上
,

排水条件

良好
,

地下水埋藏深度多大于 3 米
,

矿化度多小于 1 克 /升
。

自然植被由旱生带刺的小半

灌木与旱生禾本科矮草祖成
,

主要有猫头刺 (0铡。沙
。ci p妙“

。
)
、

木旋花 (co
, t,o lt,u lar

tr
叮

u c a , t滩0 11。。)
、

栩叶锦鸡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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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 。 , to o户滩y zla )

、

达扁里胡枝子 (L。户
e J。 : a Ja ‘u ri a

)
、

沙生斜茅 (St iPa 脚re o a) 及耐旱篙属等
。

复盖度很小
,

豹为 5一30 务
。

因植被稀疏
,

雨季 (7一9 月)温度较高
,

有机贯分解快
,

土壤中有机厦含量多小于
1务

,

氮
、

磷
、

钾等养分含量也很低 (表 1 )
。

本区年降水量虽小 (豹 20 0 毫米 )
,

但多为障雨集中降落
,

对淡灰钙土尚有微弱的淋

洗作用
,

谈酸钙大量淀积在15 厘米以下
,

呈灰白色斑块
,

含量豹 10 一25 务
,

表土 ca C O ;
含

量为 4一10 多
,

60 厘米以下为 6一14 务 ;碳酸钙淀积层比较紧实
,

可影响植物根系的伸展
。

溶解度较碳酸钙大的可溶盐淋洗更甚
,

在谈酸钙淀积层或其下可晃到少量的盐分
。

一般

不晃石膏的溶淀现象 (表 l )
。

由于气候干早
,

温差变化较大
,

物理风化张
,

加以洪积冲积母厦多属于砂性
,

故淡灰钙

土所舍物理性粘粒均小于 30 务
,

粘粒含量不足 10 务 (表 1 )
。

水稳性团聚 体极 少
,

不足

3 %
。

持水性小而渗透性大
,
田简持水量一般 13

.

6一18
.

4 务 (容积多)
,

全剖面渗透系数可

高达 26
.

8 毫米/ 小时
,

所以淡灰钙土的储水保墒性差
,

极易发生干早
。

在高阶地中局部地形比较平援之处
,

地下水埋藏深度多小于 3
.

5 米
,

可形成草甸淡灰

. 19 5 7 年中国科学院土缝队及水电部土艘翎查总队曾进行宁夏青翎峡灌区土典翎查
,

本文系在这个工作墓础上

补充而成
。

并承熊毅与席承落两先生指教
,

滋此致谢
。

文中土类名称
,

系 1 9 5 7 年工作所定
。

登料为集体劳动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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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土
,

植被比较密茂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

可达 1
.

5务
。
土壤表层含盐较高

,

达 0. 3 % 左

右
。

底土可觅绣杖锈斑
。

碳酸淀积层在剖面中出现的部位较低
。

谈灰钙土一般不需特殊改良郎可开星农用
,

但有干旱及次生盐化的威胁
,

也有风沙为

害
。

为保征农业生产的稳定收成
,

必须进行灌溉
,

但是淡灰钙土的持水性小
,

而渗漏大
,

应

实行勤浇浅灌的原AlJ
。

一般粮盒作物
、

薯类
、

甜菜及棉花等
,

均可种植
。

淡灰钙土含有一定盐分
,

灌溉后有次生盐化威胁
,

因此必复注意合理灌概
,

并修干
、

支

极排水沟
。

草甸淡灰钙土及某些地下水位较高的淡灰钙土地区
,

次生盐化威胁较大
,

部分

开垦灌溉后已发生盐化
,

应开挖斗
、

农极排水沟 ; 在某些阶地发育较好
,

阶地宽度不大
,

且

有水触切沟的淡灰钙土地区
,

可不修排水沟
。

此外
,

应注意灌概及渠道渗漏水通过地下水

向阶地下的近代冲积平原地区排泄
,

以免引起近代冲积平原地区发生次生盐化
。

淡灰钙土甚为贫赓
,

应多施有机肥料及氮
、

磷肥料
,

并可种植豆科及禾本科牧草以改

良土壤
。

据沙城子土坡改良站初步观察
,

淡灰钙土施磷肥
,

可被作物大量吸收 ;又据敌站

拭毅
,

草木择在淡灰钙土上生长良好
,

对提高土壤肥力有一定作用
。

为防业风沙为害
,

应积极营造防护林
。

据潮湖农爆七站趣翰
,

沿灌溉渠道两侧营造柳

树
,

豹 7 年郎可形成林网
,

收到显著的防护效果
。

二
、

盐 液 土

本区盐清土的形成除土城母盾含盐及气候干早两个基本条件外
,

地下水状况是促使

土城盐化的值接因案
。

在荒地中
,

如地下水埋藏深度小于 3 米
,

郎可引起土城盐化 ;在灌

区耕地中
,

如地下水埋藏深度小于 1
.

7一2 米
,

土壤发生盐化 ( 图 1 )
,

如小于 1 米
,

土壤发

生强烈盐化
。

土坡盐化的演变与地下水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

凡地下水位上升的地区
,

土壤

盐化加重 ; 地下水位下降的地区
,

土城盐化械权 ; 地下水位稳定在距地面 1
.

7一2 米以下

时 (指灌头水前的地下水位)
,

土块不致发生盐化
。

地形与土坡盐化的关系也很密切
。
洪积扇及高阶地的地势高

,

自然排水条件良好
,

盐

土分布很少
。

近代黄河冲积平原地区
,

地形低平
,

自然排水条件差
,

水分及盐分易于积集
,

多有盐土分布
,

下游尤多于上游
。

小地形局部高起处最易盐化
,

常形成盐斑
,

靓明地面不

平整
,

往往是灌区农 田斑状盐化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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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斗
,
0 0 0 米)

渠道渗漏
,

可抬高渠侧地区的地下水位
,

所

以渠侧土壤常有盐化
。

一般干
、

支渠的影响范

围豹 5 0 0一1
,

5 0 0 米
,

斗
、

农渠小于 5 0 0 米
。

渠

道翰水期长
,

水位高及年龄短
,

影响较大 ;反之
,

影响较小
。

影响盐清土形成的 因素很多
,

他如 录
湖泊

、

山洪
、

稻田都可抬高地下水位
,

引起土壤 篇1

明
’
只

、

囚外
、 ”口 囚 , , ‘

’

切 , 只 ’阅 户山 ’ 月
、

件
’ 认 ’

~ 一~ 喇

次生盐化
。

洲

根据盐分对农作物生长(主要指苗期 )的关 如

一 一
.、

.

一
,

一 ~ 、

⋯
_ , , , .

_
L . , ,

_

二
, , .

洲
系

,

可将本区土壤分为非盐化
、

袒盐化
、

中盐化
、

荡/ ” ’ J , 切
一

‘

一一~
产碑

~
7 ’

~
’“ 、

~ 一
’

~ 、 ’

~
’ “ 、

镜

弦盐化及盐土五极
。

随着土壤盐化程度的加

张
,

硫酸盐显著向土壤 表层 累积
,

氯化物次之

(表 2)
。

但不同条件下可形成不同类型的盐清

土
,

其盐分粗成也互有差异
。

低洼地区
,

地下水埋藏深度为 90 一170 厘

米
,

矿化度多为 10 一25 克 /升
,

土壤盐分多在地

表及表层累积 (表 3 )
。

其中草甸盐土(白盐土)

的地表有白色薄层盐枯皮
,

自表层开始郎晃矫

较绣斑
,

盐分祖成以硫酸盐为主
,

氛化物次之
。

口
扮一一下犷一一下打一

网

一下亩一一

地下水埋藏深度(厘米)

图 1 银川平原各地区地下水埋咸深度与

土缝含盐蚤关系

A
.

银川河东地区
,

B
.

银川地区
,

C
.

银川

平罗县老卢地区 (老浴区)
,

D
.

银川平罗县

新户地区(新灌区)
, E

.

四川渠灌区
。

蓬松盐土所处地形被草甸盐土略高
,

盐拮皮之下常有厚的 1一10 厘米的松散土层
,

此层可

兑大量盐桔晶
,

以硫酸盐最多
,

石膏含量也较其他盐土多
,

一般含石膏 0
.

4一 10 拓; 潮湿盐

土(黑油碱)含较多的镁盐
,

镁离子的舍量为 10 一48 毫克当量/ 1 0 0 克土
,

而草甸盐土及蓬

松盐土均小于 10 毫克当量/ 1 0 0 克土 ;苏打盐土(禺尿碱 )含有多量碳酸纳 (c o 犷含量多为

1 0一 3 0 毫克当量八0 0克土)
。

沼译盐土分布于季节性积水洼地
。

不仅受地下水作用
,

也受地面积水影响
,

土壤既有

孩燕的盐化作用
,

也有沼泽过程
。

除在地面兄有大量盐分枯晶外
,

还可晃到潜育层及腐泥

层
。

4
’

干盐土多分布子较淡灰钙土低的二极阶地上
。

目前地下水埋藏深度在 3 米以下
,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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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 1一7 克/ 升
,

对土壤盐化影响已较小
。

推想未形成阶地前
,

兹地地下水位比现在高
,

盐分直接可向地表累积
,

地下水位下降后
,

表层原来所积累的盐分受降雨影响下移
,

于是

形成现在的干盐土
。

这是一种自然脱盐不彻底的盐土
,

一般剖面下部含盐较重
,

上部含盐

不多 (表 3 )
。

目前在地形更高处的干盐土
,

地下水位更深
,

荒漠草原植被增多
,

剖面中 20

或 30 厘米以下
,

可兄不明显的石灰淀积
,

似有向淡灰钙土过渡的象征
。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冲积平原地区
,

开沟排水
,

以降低地下水位
,

并排除土城及地下水

中的盐分
,

是盐清土改良的首要措施
。

解放以来
,

叙川平原实行大力排水
,

已趣收到显著

成效
,

有 69 多的湖泊积水被疏干
。

据宁夏水电局寮料
, 1 9 , 4 年至 1 9 , 7 年

,

地下水位有逐

年降低的趋势
,

沿大沟 2一 4 公里范围内
,

地下水位一般下降 0. 70 一 3
.

0 米 ; 每年由排水沟

排入黄河的盐分
,

豹合 1 00 一16 3 万吨 (1 95 7一1 9 6 0 年 )
。

目前灌区内的耕地面积已扩大

一倍
,

作物产量也逐年上升
。

但还有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过高
,

急需加强排水 ; 在排水出

路有困难的低洼地区
,

应采用锡水排水
,

以便排水出流通锡
。

部分地区还应完善排水系

就
,

使排水沟配套成网
,

并做好排水沟的清激与养护工作
。

过浅的排水沟应适当加深
,

根

据 19 , 8 年及 19 6 2 年大面积实地靓查
,

本区灌溉耕种的中壤盾土块
,

地下水 临 界深度豹
1

.

7一 2
.

0 米
,

AlJ 盐清土地区田简排水沟深度应达到 1
.

7一 2 米
。

若要求土壤彻底脱盐
,

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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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
。

开沟种稻是本区象众改良利用盐清土的成功题麟
。

但种稻的效果亦以排水条件为前

提
,

排水较好时
,

土壤盐分可逐年减极 (表 4 ) ; 排水不良时
,

盐分在种稻淹水后虽然下降
,

但从停水至次年播种前
,

又会重新上升 (表 , ) ; 稻田还可抬高周围地区的地下水位
,

加重

周围土堪的盐化
。

故采用种稻措施改良利用盐清土时
,

应保孤必要的排水条件
,

并需合理

布修稻田
。

稻田应安排在地形较低
、

土块盾地较重的地区
,

否AlJ 不宜布置亦不宜与早地

插花分布
。

稻田与早地之简
,

应有深沟相简
,

以免抬高旱地的地下水位
,

使旱地发生盐化
。

农 4 拼水胶好箱田皿年盐分亥化 (全盐% )

土 层(皿来) } Oee lo 4 0一6 0 1 60一 10 0 产 t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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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不彻底
,

略有退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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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也是改良盐清土的有效措施
,

地形较高而盾地较袒的盐清土
,

可进行冲洗盐分
。

冲洗必需排水
,

并需拮合农业技术措施以巩固冲洗效果
。

冲洗时期
,

秋天较容天有利
。

在有排水条件的洼地
,

还可放淤改良盐演士
。

盐分不太重的士坡
,

若有一定排水条

件
,

也可枯合灌溉洗盐
。

平整土地
、

合理耕作
、

施有机肥料及种植撼肥作物
,

对防治土城盐

化均有很大作用
。

在盐演土地区
,

还可选种耐盐作物
,

如大麦
、

甜菜
、

棉花
、

向 日葵
、

水稻及

葱等
,

但当土块盐分超过 1务时
,

这些耐盐作物亦不能生长
。

换土压沙对改良盐演土虽有

一定作用
,

但不便大面积推广
。

三
、

龟 裂 土

龟裂土分布于古湖与洼地边徐
,

以及不同地形单元之阴的交接低地
,

部分分布于山洪

沟之尾简
。

这些地区排水不良
,

可有季节性积水
,

但不会长期积水
,

故水分在土壤中运行

比较烦繁
。

龟裂土形成的第一步可能是苏打盐化
,

目前向龟裂土过渡的盐土及邻近龟裂土的盐

土
,

一般都合有较多的谈酸幼 (表 6 )
。

苏打盐化之后
,

在水分运动比较频繁的条件下
,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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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

2 555 l000 3
。

5 000 2
.

6 000 1 7
.

8 666 13
。

8 111 0
.

2 888 0
。

0 888 3 7
.

呼lll

龟龟裂性土土 表土 (1
.

5一 1 0))) 1
。

0 777 1 000 l
。

8 555 峪
.

1222 8
.

1 222 4
。

0 333 0
.

1666 < 222 17
。

9 666

(((初具龟裂土土 表土下 (1 0一2 3 0))) 0
.

2一0
.

5 777 l000 < 222 < 555 < 666 < 333 < 0
.

33333 < 3
.

6 444

特特性)))))))))))))))))))))))

龟龟裂松盐土**** 盐拮皮 (< 0
.

2))) 呼
.

斗444 9
。

444 1
.

1斗斗 呼
.

9 888 斗2
。

888 2 1
.

4 999 0
.

1666 0
.

0 444 7 0
.

2 111

(((兼具龟裂土及及 松土层 (0
.

2一l))) 8
.

5 111 9
。

444 5
.

3 111 6
.

6 888 7 8
.

8333 3 3
.

3 222 0
。

1 888 0
.

0 777 12 3
。

8 999

松松盐土特性))) 松土层下 Ose Zo的的 0
。

444 8
.

4或或 0
.

333 2
.

555 2
.

555 0
.

888 0
.

222 0
.

0 555 5
。

8 555

>>>>>>>>> 99999999999999999

.
标本采自 : 平罗大兴墩北 3 0’ 四 500 米

*. 标本采自 : 平罗西大滩

离子逐渐进入土壤胶体
,

土壤发生碱化
,

龟裂土盐分较少而交换性纳较高
, pH 值可超过 9

(表 7 )
。

由于交换性钠对土壤颗粒的分散作用
,

龟裂土水稳性团聚体不足 6务
,

干时板枯
,

地面龟裂
,

龟裂层下常有鳞片状拮构的土层
,

再下为短圆柱状
、

梭柱状或棱块状拮构
。

龟

裂土一般坚硬擞密
,

孔隙度平均为 37 .6 多
,

而容重高达 1
.

权一 1
.

7 4 克 /立方厘米
。

龟裂土

湿时泥浮
,

渗透性极差
,

全剖面吸水速度为 8
.

53 一31
.

8 毫米/ 小时
,

渗 透系数仅 0
.

2 46 一

0. 95 斗毫米/小时
。

玻 7 . 裂土盐分粗成

蘸蘸
))) PHHH 全盐盐 C a CO aaa C aSO ---

盐分粗成 (毫克当量/ 1 00 克土)))

(((((((% ))) (% ))) (% ))))))))))))))))))))))))))))))))))))))))))))))))))))))))))))) CCCCCCCCCCCCCO 犷犷 H CO万万 C I--- So rrr C a 」
~
十十 M g ++++ N a+ 十十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十十

000一lll 9
。

000 0
。

2 333 10
。

斗111 0
。

0 5呼呼 0
。

0000 0
.

5 777 0
.

3 777 2
.

8999 0
。

2 999 0
.

7 000 2
.

8 444

lll一444 9
。

000 0
.

1 111 9
.

7‘‘ 0
.

0 6 555 0
.

0 000 0
。

7 999 0
.

4 999 0
。

5555 0
.

2 999 0
.

3 000 1
.

2斗斗

444一 999 9
.

000 0
.

0 999 9
。

4 888 0
。

0 1斗斗 0
.

0 000 0
.

5 777 0
.

6 222 0
.

3 111 0
.

1444 0
.

1555 1
.

2 111

999一 1 888 9
.

555 0
.

1 111 1 0
.

3 999 0
.

0 0 888 0
.

0 000 1
.

2呼呼 0
。

3 777 0
.

2 222 0
.

2 000 0
.

1 000 1
.

5 333

111 8ee 3 888 9
.

555 0
.

1222 1 4
.

8 555 0
.

0 0 444 0
.

0 000 1
。

1 333 0
.

咚999 0
.

3 888 0
.

2 999 0
.

4 555 1
.

2 666

333 8一5 777 9
.

555 0
。

1222 1 1
.

5 555 0
。

0 7 888 0
.

0 000 0
。

4 555 0
.

3 777 1
.

1888 0
。

2 444 0
.

3 000 1
.

4 666

555 7一9 222 8
。

SSS 0
.

0 888 1 3
.

1 222 0
.

0 2 999 0
.

0 000 0
.

4 555 0
.

嘴999 0
.

3 999 0
.

2 999 0
.

3 000 0
.

7马马

999 2一 10 555 8
.

000 0
.

0 777 1
.

5 777 0
.

10 222 0
,

0 000 0
。

2 333 0
。

4 999 0
.

斗555 0
。

2 999 0
.

1555 0
,

7333

1110 5一 13 000 8
.

222 0
.

0 777 3
.

2 555 0
.

10 777 0
.

0 000 0
.

2 333 0
.

3 777 0
.

5777 0
.

2 999 0
。

1 555 0
.

7333

111 30一 14 000 8
.

222 0
.

0 7777777 0
.

0 000 0
.

2 333 0
.

3 777 0
.

5 777 0
,

2 999 0
.

1 555 0
.

7333

地地下水水 8
。

777777777 0
.

0 666 0
.

3 555 0
.

5 444 0
.

6 111 0
.

0 777 0
.

3 999 1
.

1666

(((2 0 0厘米)))))))))))))))))))))))))

样品采自银川平吉堡

龟裂土理化性厦异常恶劣
,

一般不生长高等植物
。

部分地区可觅蓝椽藻 (材ic r oc ol、 ,

州脚‘
口 v ar

.

“二丹州)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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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裂土不趣改良
,

无法利用
。

攀众对耕地中龟裂土斑块
,

建按多年接入砂土及煤渣
,

有一定成效
。

平罗土城改良拭翰站对龟裂土进行改良拭盼
,

采用深耕
、

施有机肥料
、

勤换

水勤排水及施用石膏等措施
,

种植水稻获得较好收成
,

土壤性质也得到一定改良 〔’1。

四
、

沼 泽 土

沼泽土主要形成于积水湖泊洼地
,

生长水生喜湿植物
,

如 三棱草 (‘‘印
“ ,
州gu 。。

L
.

)
、

寸草 (care
二 c lu ‘, 二u la )

、

金戴戴 (H
a

lcr 户。to t, “ t人。ica )
、

香蒲 (巧琳
a

而
, i二。

如PP 日 及芦草 (p 寿阳 g m 介。 co 。 , “ , 众) 等
。

本区沼泽土形成过程的特点主要是嫌气条件

下的有机盾堆积及潜育作用
,

同时还有一定的盐分累积
。

潜育沼泽土(青土 )的形成可视

为本区沼泽土的初期阶段
,

这时
,

土壤因潜育作用
,

形成多量亚秩化合物
,

呈青灰色 ;但有机

质不多
,

豹 2一3 务
。

在嗜育沼泽土的基础上
,

可进一步发育成腐殖质沼泽土 (子泥土 )
,

这

时有机厦累积较多豹 4一 7 多
。

土壤呈灰黑色
,

糊状
,

若积水时期更长
,

刻逐渐进入草炭沼

泽土阶段
,

草炭由粗有机真粗成
,

厚度 自几十厘米至几百厘米不等
,

呈棕色或黑色
。

在水

分汇集的同时
,

盐分也随水汇集
,

故本区沼泽土均含有一定盐分
,

湖水含盐 1一10 克/升
,

土层中含盐多大于 0. 8 多
。

改良利用沼泽土的措施
,

首先在于开沟排水
,

涸干地面积水 ; 为避免积水涸干后发生

盐化
,

还需降低地下水位
。

在排水之后
,

沼泽土一般可以种稻 ;因含多量有机质
,

垦殖头几

年可不施肥
。

草炭沼泽土还可取出一部分草炭作肥料
。

沼泽土因含水过多
,

温度较低
,

且

含多量还原性物盾
,

故在耕作上应特别注意翻晒
,

以提高土温
,

氧化土壤中的还原性物厦

和促使土坡养分释放
。

部分一时不易疏干的湖泊
,

可培殖芦草或养焦
,

以发展副业
,

但应

镜湖挖沟
,

以保征附近农 田不受湖水浸清
。

五
、

淤灌浅色草甸土 (淤油土 )

趣过两千多年灌溉耕作的浅色草甸土已发生变化
,

成为淤灌浅色草甸土
,

虽仍具有浅

色草甸土的一般特征
,

但土壤盾地
、

地形
、

地下水及土壤盐分都发生很大变化
。

本区灌溉

水来自含有大量泥沙的黄河
,

因灌 i既而在农 田中淤积的泥沙
,

一般每年厚达 1一 3 厘米 ;稻

田及专阴放淤的地块
,

撇积更厚
,

积年累月
,

使灌区大部分耕地都在原来的黄河沉积物上

复盖了一层深厚的灌水淤积物
。

这些淤积物都属均匀的中壤土或重壤土
。

灌水淤积是与耕作活动交迭进行的
,

灌水淤积物受耕作及作物根系穿插的影响
,

不仅

不晃沉积层次
,

且因边淤边耕使得土壤的熟化土层不断增厚
,

厚度自数十厘米至两百多厘

米不等 ;这与华北平原等黄河冲积平原地区的耕种浅色草甸土不同
,

那里耕作历史虽亦悠

久
,

但剖面中沉积层次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2]
。

灌区渠道多沿高处分枝开挖
,

而土地开发也都 自渠道附近开始
,

渠道附近受淤积影响

较大
,

地面升高较快
,

故在灌区内形成一种特殊的地形
,

郎垂直渠道顺自然坡度逐极降低

汉延渠

务
图 2 阶地式援斜地形示意图(贺兰立尚堡南)

的阶地式援斜地形 (图 2 )
。

由于灌溉时田块筑

埂挡水
,

致使各个阶地高差虽仅数十厘米
,

而过

渡却十分明显
,

导致地下水及土坡盐分发生变

化
,

阶梯式援斜地形的上端
,

排水条件变好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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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及其改良利用途径

下水位相对降低
,

土壤处于脱盐状态
,

土壤及地下水的盐分
,

均由阶梯式援斜地形的上端

逐渐移向下端 (表 8 )
。

玻 8 附地式粗斜地形与土皿及地下水含盐关系

图 2 中各级阶地号确

土级全盐t
(% )

0
.

0 6 2

0
。

0 52

0
。

0 52

0
,

l斗

0
.

1 0

0
。

0 8

0
。

18

0
.

1 5

1
.

7 0

0
.

3 3

0
.

2 5

2
.

3 0

0
.

4 8

0
.

2 6

土土土表心底

地 下 水
矿化度 (克 /升)

埋藏深度(厘米)

0
。

5 5

2 2 0

0
.

9 3

1 7 0

样品采自贺兰立尚堡南

淤灌浅色草甸土趣过耕作施肥
,

改善土壤拮构
,

土盾松软
,

有利保墒
,

减少盐分
,

增加

养分
,

为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灌区农民在作物收获后
,

特别重视土地翻晒
,

冬灌

后一般进行多次耙糖
。

据宁夏农科所查料
,

平罗前进公社前进大队伏翻晒地
,

土壤表层速

效氮的含量 (0. 01 1务)比小麦套种大豆的 (0. 00 7 外)及复种荞麦的 (0. 00 7 % )为高
。

又据

前进农锡一锡 19 56 一 195 8 年三年拭翰
,

趣过耙糖的地在播种前土壤含水量豹 20 拓
,

而未

握耙糖的地仅 16 务左右
。

灌区潭众素有种植首蓓
、

草木握及蚕豆等椽肥作物的习惯
,

对提高地力
、

熟化土壤有

显著的作用
。

据宁夏农科所查料
,

豆科椽肥作物 的 茎叶
,

含N 豹 2
.

1一 3
.

斗务
,

含 P刃
,

豹
0

.

15 一 0
.

7 多
,
K刃 豹 1

.

9一 2. 8务
。

翻压椽肥不仅可以丰富土壤中的养分
,

还可以增加土壤

有机震 ; 首稽地的有机厦就比一般土壤的多 (表 9 )
。

水稳性团聚体也有明显增加
,

如土壤

盾地过砂
,

AlJ 土壤团聚作用较差 (表 9 )
。

较 , 苗借地有机盆及水. 性团肠体含.

种种桩年限限 土 层层 有机质质 水 稳 性 团 聚 体(% ))) 土奥质地地

(((((厘米))) (% )))))))))))))))))))))))))))))))))))))
>>>>>>>>> 5毫米米 > l 旁米米 > O

·

2 5 奄米米米

111 000 0一222 2
。

0 555 4
。

999 9
.

444 2 2
。

999 砂 缝 土土

22222一l峪峪 1
.

1000 3
。

999 9
。

lll 1 8
.

99999

lllll斗一2 555 0
.

9 888 2
.

000 6
。

lll 2 0
.

00000

22222 5一3 555 0
.

9 666 l
。

111 3
。

斗斗 8
.

77777

33333 5一4 9999999999999

77777 0一222 1
.

6 666

}
, ,

·

”” 5 5
。

888 5 6
.

999 中 奥 土土

22222一2 000 0
.

7 999 14
。

444 3 1
。

666 5 6
.

55555

22222 0一5 333 1
.

122222222222

lllll 0一 1222 1
.

5 555 ,

兰
888 ‘

生
555 ,

生
888 中 奥 士士

11111 2一 2 666 l
。

199999999999

22222 6一 4 000 1
。

100000000000

lllll 0一 1 111 l
。

4 333 15
。

555 2 3
.

666 3 1
.

333 中 缝 上上

11111 1一2 111 0
.

3 777 2 9
.

333 4 3
.

888 5 5
.

00000

22222 1一3 333 0
.

8 33333333333

33333 3一 4 555 0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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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 10 泛趁. 作的脸泪滋色, 甸土珠分肚况

土土城热化度度 热化土层厚度度 地形及盐盐 士 层层 有 机 质质 全 址 (% )))

(((((皿未))) 演状况况 (且米))) (%)))))))))))))))))))))))))))))))))))))))))))))))))
NNNNNNNNNNNNNNN P, 0 ... K 一000

熟熟 土土 > 10 000 高田
,

非盐盐 表 土土 l一1
.

6 (部分分 0
.

1一0
.

1 555 0
.

1 7一0
.

2 呼呼 l
。

5一2
.

111

漪漪漪漪区区 (0一 20 ))) 达3))) 0
。

lee o
.

1 444 0
。

1 8
~ we o

。

2 333 1
.

2一2
.

000

亚亚亚亚亚 表 土土 0
.

8一l
。

444 0
.

0 8 se刃
.

111 0
.

1 7ee -0
.

2 000 l
。

3一 1
。

999

(((((((((2 0一斗0 ))) 0
。

6ee o
。

999 0
。

0 7一刃
。

0 999 0
。

1 6ee 刃
。

2 000 1
.

6一 1
。

999

心心心心心 土土 0
.

斗一刃
.

666666666

(((((((((4 0一10 0)))))))))))

底底底底底 土土土土土土
(((((((((10 Oee ZOO)))))))))))

翰翰度熟化化 6 0一 10 000 高田 中略低
,,

表 土土 1一 l
。

555 0
.

09一0
。

lll 0
.

1 888 1
.

2一2
.

000

褪褪褪褪盐清区为主主 亚 表 土土 0
.

see l
。

333 0
.

0 6
~ se刃

。

0 999 0
。

1 888 l
。

2一2
。

000

中中度熟化化 3 0一6 000 低田 中鞍高
,,

表 土土 0
。

7一1
。

555 0
。

0 888 0
.

2 000 1
。

2一 1
.

666

中中中中盐改区为主主 亚 表 土土 0
.

8一 1
。

333 0
。

0 888 0
.

1888 1
。

呼一l
。

666

褪褪度熟化化 < 3 000 低田
,

重盐清清 表 土土 0
.

7一l
。

lll 0
.

0 888 0
。

2 000 1
.

3一1
。

999

区区区区为主主 亚 表 土土 0
.

, 一0
.

888 0
。

0 333 0
。

2 000 1
。

咯一1
.

666

玻 U 种抽水拍的生泊滋色, 甸土性宜的变化

利利用方式式 土 层层 PHHH 全 盐盐 容 重重 孔陵率率 有机厦厦 好气性菌菌 赚气性菌菌
(((((厘来))))) (% ))))) (% ))) (% ))) (理了克克 (万

到
克克

二二年早一年稻稻 0一2 000 7
.

999 0
。

1666 1
。

2 999 5 1
.

222 l
。

1444 8 5
.

777 7 8
.

777

的的粉作作 2 0一5 000 8
.

000 0
.

1222 1
。

3999 呼7
,

333 0
。

9 888 2‘
。

000 5 8 9
。

000

人人~ . 月 卜. 创们们 0一2 000 8
。

000 0
。

1888 1
。

4 111 5 0
.

444 1
.

3 888

性
,, 9 1

。

000

ZZZZZZZZZZZZZZZZZZZZZOee 5 000 8
。

111 O
。

1 111 l
。

6石石 3 8
.

222 l
。

Dggggg 1 8 9
。

888

产产尸 气J .

, 户川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的的怡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常常 年 稻稻 0一2 000 7
.

999 0
。

5 111 1
.

3 444 4 9
.

777 2
.

0 444 ,

生
‘‘ 1 70斗

。

000

22222 0一5 000 7
.

999 0
。

1 888 l
。

4 222 4 6
.

222 2
。

2 22222 2 0 15
.

555

根据宁夏农业科华研究所资料

此外
,

施肥及合理翰作倒茬
,

对翻节和补充土块养分及改善土壤的理化生物特性也有

很重要的作用
。

早作淤灌浅色草甸土随着耕种年限的增长有机厦及养分增多 (表 10 )
,

土嫂水分物理

性盾也变好
,

但在常年稻田趣稻早翰作而改为常年旱作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淤灌浅色草甸

土
,

虽然盐分有所降低
,

但有机盾反较水稻土时期诚少
,

这可能是由于好气性微生物增加

的拮果 (表 1 1)
。

淤灌浅色草甸土握过耕种
,

土块肥力虽有提高
,

但其中有部分土壤仍有不同程度的盐

化
,

应加张排水
,

严格管理灌溉
,

重视农业措施
,

加弦和巩固土壤脱盐
。

并需施用有机厦及

氮案肥料
,

加弦椽肥作物的种植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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