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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滨海盐演土的特性及其改夏简题
*

唐 淑 英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苏北滨海盐清土呈带状分布于江苏省东部
,

总面积豹二万平方公里
。

前人在这个地

区的工作较多
,

作者曾总桔各方面的查料
,

栽作土壤改良分区
,

将另文发表
。

本文仅就盐

清士的特性
、

形成条件和重要的改良简愚
,

商的介招
,

以供参考
,

并箫指正
。

一
、

苏北滨海盐演土的形成条件

苏北滨海平原
,

是由苏北凹陷为第三祀和第四耙沉积物琪充而成 ll. 习。 填充物质
,

除

来 自长江
、

淮河
,

以及诉
、

沫等河外
,

更重要的是 1 1 9 4一1 8 5 5 年黄河夺淮期 简所带来的大

量泥沙
。

平原的大部地区
,

在 1
,

00 0一 2
,

00 0 年前还是滨海浅滩或岸外水下沙洲因〕,

出陆

时期多在 1
,

00 。一50 0一20 0 年以 内
,

亦郎黄河夺淮期简
,

且愈往东
,

成陆年龄愈短
,

只有南

部范公堤以西
,

南通地区的古长江三角洲平原部分
,

成陆时期被早
,

为汉代以来所沉积
。

苏北滨海盐清土的形成和发育
,

密切受到各种 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

由于临海

较近
,

海潮对土壤的影响十分重要
。

海潮影响陆地的方式有三种
,

一种是淹没土壤
,

一种

是海水借河流倒灌
,

另一种是海水渗漏补抬地下水
。

苏北滨海大部地区的成陆方式是河

水将泥沙先汇流入海
,

复翘波浪与潮汐的接拌推移
,

在岸边形成水下堆积体而渐次出海成

陆囚]
。

在地质过程中就曾遭受海浸
,

出陆后又握常受 日
、

月
、

年高潮及海啸的淹没
。

淹淡

范围因潮位的高低而不 [rt]
,

海喃为患最大
,

往往可及 10 一25 公里 ; 沿海的入海港河未建

阴前
,

河水位低落的春夏之交
,

海水可倒灌入内陆腹地
,

一般可上朔 1 5一20 公里 ; 海堤 内

侧宽豹 0
.

, 一1 公里的带状地段
,

常受梅水或海堤河高矿化水的渗漏
,

多属光板地
;

海水的周期性淹没与渗清
,

抬滨海广大地区的土壤及地下水带来大量盐分
。

黄海海

水的矿化度
,

一般为 25 一35 克 /升
,

以氛化物为主
,

直接影响土壤盐分的舍量和祖成(表 1)
。

由于侮势逐渐东移
,

土壤脱离海潮影响的时简不同
,

成陆与成土年龄乃有长短
,

因而

在海堤内形成三个平行海岸的土壤分带
,

由西到东分布着袒度盐化与脱盐土带
、

中度盐化

土带和张度盐化与滨海盐土带 ; 海堤外的盐清淤泥
,

因各种潮位所及的范围 不}司
,

可分为

年高潮淹没带
、

月高潮淹没带和 日高潮淹没带
。

各分带的淤泥或士壤的盐分含最及地下

水矿化状况都不相同 (表 2 )
。

苏北滨海地区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地区的东段
,

射阳河以南属季风北亚热带大

陆东岸气候
,

以北为季凤暖温带大陆东岸气候
。

两个不 同气候带内的气候因素虽有一定

差异
,

但都有明显的季风性和海洋性特征
:
一般雨量较为丰沛

,

冬半年少(25 一35 多)而夏

半年多(“一75 肠) ;蒸发量在 多月开始显著增高
,

而在 10 月显著降低
,

降雨量在 6 月开始

, 本工作是在熊毅先生及王遵亲同志的指导与帮助下进行的
,

单光宗
、

邵希澄同志曾参加部分室内
、

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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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l 费海海水与苏北浪海盐漪土的盐分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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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口梅水

新泽港梅水

滨梅草甸盐

士(士 4 2 ) *

轻度盐化滨梅

耕种草甸士 (北 4 )*

水下 2一3 厘 来归5
.

32 克/ 升

同 上

l米土层平均值

地 下 水

l米土层千均值

地 下 水

2 1
·

6嘴克/升
0

.

6 3%

23
,

82 克/升
0

.

1 2%

2
.

0 9克/升

CO犷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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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5

0
.

5 0

1
。

, 5

巾
采集地点 : 土 42: 射阳县新泽试验站 2 排 巧条田

,

19 63 年 5 月 2 , 日采
。

北 4 : 盐城县南律公社北舍大队
,

东庄生产队小王地
,

19 63 年 6 月 2 日采
。

致 2 黄瀚平康各土翻分. 的土. 及地下水盐汤状况

碍碍碍
轻度盐化与脱盐盐 中度盐化土带带 翰度盐化与滨梅梅年高潮淹没淤泥泥 月高潮淹没淤泥泥 没淤泥泥

土土土带(北 斗)
...

( 中 3 )
***

盐土带(梅 5 ) 今今 带(梅 斗) ***
带(海 3 )

... 2 )
...

OOO一 10 厘来来 0
.

1 1%%% 0
.

1 5%%% 0
.

8 2%%% 0
。

8 9%%% 1
.

3 0%%% 0
.

7 2%%%

1110一 10 0 厘来来 0
.

1 2%%% 0
.

17%%% 0
.

5 1%%% 0
.

5 3%%% 0
.

5 7%%% 0
.

52%%%

111 0 0一 - 2 0 0 且米米 0
.

23%%% 0
.

18%%% 0
.

5 6%%% 0
.

56%%% 0
.

6嘴%%% 0
.

5 3%%%

全全 剖 面 平均均 0
.

1 7%%% 0
.

1 7%%% U
.

5 5%%% 0
.

56%%% 0
.

6 4%%% 2 1
.

6 克/升升

地地 下 水水 2
.

1 克/升升 7
.

2 克/升升 2 2
.

2 克/升升 3 0
.

7 克 /升升 2 9
.

1克/升升升

.
采样地点: 北七 同表 lo

中 3 : 射阳县新泽公社中港大队
,

中港生产队西二排二条
。

1 9 63 牟 5 月 26 日采
。

梅 5: 射阳县方弦盐场以西 3 里
。

19 63 年 6 月 8 日采
。

梅 七 新泽港以南
,

新梅堤以东 3一 4 里
。

1 9 63 年 6 月 8 日采
。

梅 3 : 新泽港以南
,

新梅堤以东 7一 8 里
。

1 9 63 年 6 月 8 日采
。

梅 2 : 新泽港以南
,

新梅堤以东 9一 10 里
。

1 9 6 3年 6 月 8 日采
。

显著增高
,

而在 9 月显著降低
,

因而出现 3一5 月及 9一10 月两个蒸发大于降雨的阶段
,

和

6一8 月降雨大于蒸发的时期( 图 1 )
。

这对土壤淋盐下压提供有利条件
,

同时
,

也引起土城

水盐动态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的急剧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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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盐城县阵雨全( 22 年平均 )与水面燕发

量( 7 年平均 )各月分配图

苏北滨海地区的地势
,

在射阳河以南是由南

向北倾斜
,

地面高程 (以废黄河入海口 为基点
,

下

同
。

) 自 4一5 米援降至 1一1 .5 米 ; 射阳河至灌河

之简
,

受黄河多年的冲积和泛滥的影响
,

自废黄河

河岸向南北两侧延伸
,

呈脊背状地形
,

海拔高度

由5一6 米急降至 1一2 米 ; 灌河以北
,

地势又趋平

援
,

西北略高而东南略低
,

地面高程多为 2一 3 米
。

全区从南而北
,

可分为长江三角洲平原
、

黄淮平

原
、

废黄河三角洲平原和海湾平原儿个地貌单元
。

各地貌单元内的土壤母质来源不同
,

土壤厦地也

有差异
。

长江三角洲平原大多属 砂厦 土和 壤盾

求毋

0�七母斗

土 ; 黄淮平原主要属壤厦土 ; 海湾平原全为粘质土 ; 废黄河三角洲平原的土坡质地变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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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不但在水平分布上有变化
,

剖面的垂直变异也较明显
。

由于地貌和沉积物盾的不同
,

也影响这个地区土壤盐清特性的殊异
。

地下水的埋藏深度主要是随地形的变化而变化
,

大致地面高度下降 1 米
,

地下水位lll]

升高 50 厘米左右
。

全区地下水位一般均较高
,

早季多在 1一2. 多米
,

只部分地区略深或略

浅
,

雨季RlJ 较早季抬 高 0
.

, 一1
.

5 米左右
。

地下水位变化的总趋势是由南向北愈来愈高
,

黄

泛平原lllJ 从废黄河两岸垂直向两侧逐渐变浅
。

其他小地形的变异
、

农 田排水状况
、

港河水

位的高低以及农业利用方式也可影响地下水位的局部变化
。

地下水矿化度受海浸的影响很大
,

离海愈远
,

海退愈早
,

海浸濒率愈少
,

地下水淡化程

度愈大
。

由东至西平行海岸可把地下水划分为若千带
,

愈接近海岸
,

矿化度愈高
。

地下水

矿化度最低< l 克 / 升
,

最高在30 克/升以上
。

按矿化度不同可分为< 1
、

1一 2
、

2一乡
、

5一

1 0
、

1 0一2 0
、

2 0一3 0 和 > 3 0 克/ 升七极
。

深层地下水的矿化度是愈往下层矿化度愈高
,

可供开采利用的淡水层多理藏在 15 0一

20 0 米的第四耙中上更新兢的承压水层
。

地下水矿化度的垂直变化状况
,

各地也有不同
,

大丰县附近 1 8. 5 米处的地下水矿化度为 14 克 /升
,

而盐城县附近相近深度的地下水矿化

度HlJ 只 2
.

7 克/ 升[ll1
,

可能与第四耙地层的成陆年龄有关
。

地下水水厦可分为三个类型 : (1 ) H C 0 s- CI一Mg
一N a ,

(2 ) sq
一C I一Mg

一N a ,

(3 ) C I-

M g 一N a 。

矿化度 < 1 和 1一2 克 /升的地下水属第一种水型 ;矿化度 5一20 克 /升的属第二

种 ; > 20 克 /升的属第三种 ;矿化度 2一 5 克 /升的地下水为过渡类型
,

有属第一种
,

也有属

第二种水型
。

从阴离子来看
,

地下水中的氛化物始格占优势
,

并且是随着矿化度的增加而急剧
_

L

升
。

大部地区硫酸盐较重碳酸盐含量高
,

硫酸盐随矿化度增加而上升
,

当矿化度增加到一

定数值时 (一般是 5一 10 克 /升以上)
,

上升更速
,

而重碳酸盐的含量始格无甚变化
。

废黄

河三角洲lllJ 是重碳酸盐比硫酸盐含量高
,

重碳酸盐随矿化度增加而上升
,

而硫酸盐无甚变

化
。

从阳离子来看
,

幼始格占艳对优势
,

随矿化度的增加而成直修上升
。

在废黄河三角洲

地区
,

载的含量相当高
,

当地下水矿化度 > 3 克 /升时
,

镁的含量随地下水矿化度呈直核 卜

升 ;其他地区镁的含量较低
,

上升趋势也较平援
。

盐清淤泥随着逐渐脱盐而开始有生物的演生和更替
,

最初是耐盐的微生物活功
,

挑而

生长盐生植物(盐篙植物草落)
,

再而演生耐盐植物 (樟毛草草落 )
,

最后为禾本科植物 (茅

草拿落或芦草攀落)所代替
。

自然植被的演替过程
,

促进表土的增厚
,

增加土壤的有机厦

含量
,

改善表土的精构性和孔隙状况
,

从而加速土壤的脱盐作用
。

盐荒地开垦后
,

如能掌

握合理利用的原RlJ
,

栽种适宜的作物
,

采用合理的耕作技术
,

也可加速土壤盐分的减低和

土壤肥力的提高
。

此外
,

兴筑海堤对这个地区土壤盐清情况也有很大的影响
。

本区唐宋时便筑了 范公

堤
,

清末以来
,

距范公堤数十里又修了不少零星挡潮小堤 [71
,

解放后又修筑了南北速桔的

新海堤
,

且除灌河外
,

各大港河入海口都已建有涵阐
,

因此
,

大部地区已消除海潮的侵袭和

油水的危害
。
大多地区已桔合自然排水河道修挖了人工分极排水系枕(当地称为婉田化 )

,

对排除土坡及地下水的盐分
,

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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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苏北滨海盐演土的特性

滨海盐清土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

大多数盐清土属于海水淹浸盐清土
,

其积盐与股盐

过程是因海潮的进退而交替进行的
,

长江三角洲平原
、

黄淮平原及梅湾平原均属之
。

另一

类是黄泛滨海盐清土
,

分布于废黄河三角洲
,

大部地区未曹受海水淹没
,

海水只通过沿河

倒灌影响陆地
。

海水淹没盐清土包括滨海草甸盐土
、

盐化滨海草甸土
、

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

滨海耕

种草甸土和各种滨海盐清水稻土 ;黄泛滨海盐清土包括斑状草甸盐土
、

盐化耕种浅色草甸

士及耕种浅色草甸土等
。

各种土壤的基本性质虽有一定差异 (表 3 )
,

但同类土城
,

在发生

演变上都有其内在速系
,

因此
,

在土壤积盐与脱盐的一般舰律
,

剖面积盐与脱盐的特征
,

盐

分的水平分布状况及土壤肥力特征等方面
,

都有共同的表现
,

现分述如下
:

(一 ) 土城积盐与脱盐的一般规律

随着土姨积盐过程或脱盐过程的发展
,

各种离子有一定的消长规律
。

两类盐清土都

有一个共同的趋势
,

氛离子含量随全盐量增加而急剧上升
,

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占艳对优

‘之,以
一 ‘1)J

!
jlJ............40肠肠M口

《2 户C月
一 (1心I-

八叫长。。之喇翎祝缺�

摊申

《Z , 5 0石
屯, )比幻石

双‘2 )朋万

烘 干 残 值 (% )

图 2 土坡积盐与离子果积关系

O ) 梅水淹浸盐演土 ( 2 )黄泛滨梅盐清土

势
。

总碱度的变化不甚显著
,

最

初随全盐的增加而逐渐升高
,

但

最高含量不超过 0
.

4一 0 .6 毫克当

量 / 10 0 克土 ; 以后
,

当海水淹浸

盐清土的全盐量 > 0. 3多和 黄 泛

滨海盐清土的全盐量 > 0. 1外时
,

总碱度便随全盐的增加而渐次降

低
,

降低到一定数值时 (豹 0
.

1一

0
.

3 毫克当量 / 10 。克 土 ) 郎趋于

稳定
。

两类盐清土的硫酸盐含量虽

然都是随全盐量的增加而略有上

升
,

但上升程度并不一样
。

海水

淹浸盐清土的盐分舍量愈高
,

硫

酸盐的增值愈大
,

溶 性盐 总量

> 0
.

, %时
,

硫酸盐的含量多在 1

毫克当量 / 10 0 克土以上
,

并常高

达 5一10 毫克当量/ 1 0 0克土
。

黄

泛滨海盐清土的硫酸盐含量随溶

性盐合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并不

明显
,

硫酸盐含量大都 < 1 毫克

当量 / 10 0 克土 (图 2 )
。

两类盐清土的盐分粗成
,

在比例上也有不同
。

当海水淹浸盐 清士 的溶 性盐 总量

< 0
.

2 弓务和黄泛滨海盐清土的溶性盐总量 < 0. 弓%时
,

c1 一 > H C O 子 + C盯 > 5 0 犷; 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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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盐清土的溶性盐总量 > 0. 25 多和 > 0. , 多时
,

Cl 一 > 5 0 犷> H C礴 + C叮
,

土壤中虽

仍以积累氛化物为主
,

但硫酸盐比重碳酸盐和碳酸盐多
。

如上所远
,

两类盐清土在盐分祖

成的差异
,

可以硫酸盐的合量为指标
。

(二 ) 剖面积盐与脱盐的特征

海水淹没盐清土
,

不渝是在积盐过程或脱盐过程中
,

_

上下层土壤都同样具有积盐或股

盐的特征
。

在土壤积盐时
,

不但表士盐分含量高
,

心
、

底土盐分含量也很高 ;在土壤脱盐过

程中
,

虽然由于各土层脱盐的速度与弦度不同
,

表
、

心
、

底土的盐分含量有一定差值
,

而形成

各种盐分剖面
,

但随着脱盐程度的不断增加
,

各土层的盐分含量都将下降到 0
.

1一0
.

15 务

以下
。

海水影响不大严重的废黄河三角洲平原地区
,

不渝是斑状草甸盐土或盐化耕种浅色

草甸士
,

其积盐与脱盐的变化都只是在表层
,

士壤盐分大部积聚在剖面上部 4 0一50 厘米

的土层中
,

特别是表层 10 一20 厘米
,

含量最高 ;越到下层盐分越视
,

不希那种士壤
,

心
、

底

土的含盐量都在 0
.

1一0. 2 %左右
,

只有在有厦地相对较粘的夹层的个别地区
,

其心
、

底土

的盐分合量才会较高
,

可达 0
.

2一0
.

4 另以上(图 3 )
。

(三 ) 土城盐分的水平分布状况

曾为海水速片淹没的滨海地区
,

若成陆年龄
、

开垦历史和利用方式相近
,

AlJ 土壤的积

盐或脱盐程度大体一致
,

呈现大面积速片积盐或脱盐的特征
,

因而形成平行海岸的不同土

壤分带 (表 2 )
。

各分带的幅度与历史上海啸的淹没范围相吻合
。

同一分带中
,

自然和人

为的微域地形
,

虽也引起盐分水平分布的变化
,

但一般只影响表层 2 0一30 厘米的土层
,

而

心
、

底土的盐分
,

特别是地下水的盐分变化不大
,

只有在自然或人工排水条件很不相同的

局部地段
,

下部土层和地下水的含盐状况
,

才会发生被大的差异
。

废黄河三角洲平原地区土壤盐分的水平分布状况HlJ 与上述不同
,

由于整个地区盐分

含量较少
,

而黄河泛滥期简又形成形形色色的微域地形和千变万化的盾地剖面
,

因而土壤

盐分在重新分配过程中除表现出表层积盐的特征外
,

还有花斑积盐的特性
。

盐土或盐化

土壤
,

以斑状集中分布在数平方米到数百平方米的面积上
。

(四 ) 土城肥力特征

由于成陆方式
、

母质类型和土壤理化性盾的差异
,

海水淹浸盐清土和黄泛滨海盐土的

肥力状况亦有所不同
。

随着海势东移而渐次出海成陆的滨海盐清土
,

土壤质地校为均匀
,

保蓄水肥能力相近
,

随水带来的营养元素也较均匀地分布在母厦中
。

随着土壤 自然脱盐
,

植被更替的顺序大致一样
,

可垦地的表层往往含有机盾 1
.

, 一3. 0另以上
。

开垦后
,

如能注

意耕作施肥
,

不断熟化耕层
,

可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
。

如只利用而不培肥
,

土壤的有机盾

和氮素将迅速减少
,

土壤肥力也将 日盘降低
。

废黄河三角洲平原
,

土壤盾地的分异较为明显
,

不但在沉积过程中
,

包括植物营养元

素在内的可溶性物质在母盾中分配极不均匀
,

而且不同质地的母盾对养分的保蓄能力也

不一样
。

砂质土保蓄能力小
,

交换量一般仅 5一10 毫克当量/ 1 0 0 克士
,

有机盾含量一般

仅 0
.

5一 0
.

8多
,

较高的也不过 1务左右
,

含氮量仅 0
.

04 一 0
.

05 多
,

施肥效果明显
。

粘质土的

交换量在 30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以上
,

土壤有机盾含量较高
,

在 1
.

5一2
.

5多
,

氮的舍量也相

应较高
,

多在 0
.

1 5一 0
.

3多
,

养分的保蓄能力也较孩
,

而释放能力Rl1 较弱
,

施肥效果不如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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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当量 / 1 00 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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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滨梅草甸盐土(a) 与斑状草甸盐土(b)盐分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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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土明显
,

但后效较长
。

机械粗成介于两者之简的壤盾土
,

交换量多在 10 一20 毫克当量/

10 0 克土之简
,

对肥力的保蓄与释放都较适中
,

但所在地形部位较易积盐
,

盐清化程度较

重
,

土坡肥力的发探就受到严重的影响
。

因此
,

提高这个地区的土壤肥力
,

必镇采取不同

的途径与不同的措施
。

两类土壤的磷素含量都不高
,

多在 0. n 一0. 13 另 (几o, )以下
,

在耕垦利用过程中又极

少补抬
,

所以一般都有缺磷现象
。

却肥一般都较充足 [5]
。

三
、

苏北滨海盐演土的改夏利用简肠

苏北滨海盐清土的改良利用
,

有很多研究成果和实践趣嗽
,

本文仅就儿个主要阴题
,

提 出来尉萧
。

(一 ) 技栩地下水位和淡化地下水周颐

地下水位高
,

地下水矿化度大
,

都是影响土壤盐清化的重要因素
。

所以
,

在土壤改良

的工作中
,

如何控制地下水位和淡化地下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阴题
。

苏北滨海地区
,

地势

较为低平
,

大部地区的地面高程多在 1
.

, 一3. 0 米之简
,

而沿海港河闹口水位
,

因受海潮的

顶托
,

最大限度排水只能达到零米标高
,

排水确甚困难
。

而滨海地区海堤外的地下水位
,

一般都较海堤内相同高程地段的水位低
,

而堤内农 田

虽已开挖了各极大小河网
,

但因末极排水沟的深度不大
,

又常受淤塞
,

排水不锡
,

引起地下

水位的抬高
,

因而堤内荒地的地下水位又较农地深 (图 4 )
。

虽然如此
,

苏北滨海地区的土

壤还是不断地朝着股盐的方向发展
,

特别是分极排水系枕较完善的地区
,

高矿化的地下水

得到不断的排除而不断地淡化
,

使士体不断脱盐
。

苏北滨海地区土坡盐清化程度
,

不仅决

定于地下水位的高低
,

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地下水的矿化度
。

因此
,

把地下水位控制在一定

深度以下
,

并没法淡化高矿化地下水
,

是这个地区改良盐清土的重要途径
。

淡化地下水的

办法有二
:
一是加速地下水的循环运动

,

一是加张控制潜水蒸发的弦度
。

所以
,

除增加末

极排水沟的密度和通锡程度
,

以提高土壤淋盐和地下水淡化的效果外
,

还必填加弦地面复

盖来削弱毛管水流上升的速度与张度
。

如能把旱季地下水位控制在 1
.

5一2
.

0 米以下
,

就

能为土壤脱盐和地下水淡化提供先决条件
。

实验征明
,

条沟简距越小
,

淋盐效果越大
,

一

般条沟简距以 50 一1 00 米为宜
。

(二 ) 抑制地玻范盐巩固脱盐效果简皿

苏北滨海地区降雨的分配是雨季促进土壤脱盐
,

而早季又引起土壤返盐
。

壤盾土城

脱盐容易而返盐亦速
,

粘盾土壤不易淋盐而返盐亦慢
。

为了抑制地面返盐
,

巩固股盐效

果
,

必填充分利用雨水以淋洗盐分
,

并没法诚少地面蒸发以避免返盐
。

特别是在排水条件

并不十分通锡的地区
,

加弦地面复盖
,

抑制地面蒸发
,

更显示其重要意义
。

苏北滨海一带

的农民一向重视盐土的地面复盖
,

他们款为
:
壤质盐化土壤是

“

腊月里冻不得
,

六月里晒

不得
” ,

普遍有
“

以草养田
,

以荒养熟
”

的习惯
。

盐荒地在开垦后
,

除采用人工复盖(铺生盖

草
、

楷杆还田
、

漫淤
、

压沙等 )外
,

还进行生物复盖 (种植椽肥牧草
、

培育耐盐树木及防风林

等 ) 以抑制地面返盐
。

在耕作方面
,

农民十分重祝土壤培肥
,

改良土壤枯构以抑制返盐
。

各种复盖物中
,

椽肥不但有复盖地面
,

改良土壤的作用
,

还可以提高土壤肥力
,

应抬予足够

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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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垂道梅岸的地下水埋藏深度与矿化度的变化

采样地点: 梅 6: 射阳县林场以南
,

老梅堤以西 2 里
,

19 63 年 6 月 9 日采
。

土 3 1 : 射阳县新洋试验站 2 排 1 5条田
,

19 63 年 5 月 2 5 日采
。

大 3: 盐城县南洋公社大洋大队队部东 100 米
,

19 63 牟 6 月 3 日采
。

其 他 : 见表 l
、

表 2
。

(三 ) 土城改耳措施的配套和因地制宜简颐

苏北滨海地区现有的土壤改良措施是丰富多采的
。

在水利改良措施方面
,

有分极排

水
、

沟恤台田
、

排水种稻
、

灌溉冲洗
、

围捻蓄淡等 ; 在生物改良措施方面
,

有护青养星
、

种植

株肥
、

培植耐盐林木和沿海防凤林等 ;在农业改良措施方面
,

有铺生盖草
、

漫淤压沙
、

翻
“

黑

土
, , 、

中耕松土
、

翻耕多耕
、

冻晒土垫等
。

水利改良措施的作用
,

主要在于加速土壤脱盐和

地下水淡化 ;农业改良措施的作用
,

主要是械少地表蒸发
,

诚袒盐分危害 ;生物改良措施的

作用
,

主要在抑制地表返盐
,

巩固淋盐效果
。

各类措施在土壤改良中都有一定的效果和不

可代替的作用
,

必填配套应用
。

有些措施要同时并举
,

如灌溉冲洗
,

种稻淋盐
,

必须同时加

张排水措施 ;有些措施 lllj 有承前启后的关系
,

如农业生物改良措施
,

必复在排水排盐
、

降低

地下水位和降低土壤盐分的前提下效果才显著
,

而水利措施的作用也必须在农业生物改

良措施的相糙配合下才得巩固
。

各种各类措施之简都有着相辅相承和互相接替 的 作用
。

土壤的脱盐和熟化
,

也是各种措施在配套应用过程中粽合作用的枯果
。

粽合改良和配套应用
,

并不是各种措施都全部用上
,

而必镇因地制宜地选择
。

有些措

施
,

有地区的局限性
,

同一措施应用在不同地区会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

如翻耕多耕和

冻晒土坚
,

对黄泛粘盾盐化土来视
,

有促进土壤淋盐
、

提高土壤肥力的效果 ;但对海水淹浸

谈厦盐化土来砚
,

却有导致枯构破坏和盐清化加剧的危险
。

有些措施
,

AlJ 受条件的限制
,

不能随意推广
,

翻
“

黑土
”
只能在有

“
黑土

”
埋藏且埋藏不深的地区应用

,

盖草只有在草源丰

足的地区应用
。

有些改良措施
,

如分极排水和种植椽肥
,

虽有普通推广的意义
,

但也要根

据各地区的不同条件分别要求
。

排水是整个改良工作的重要措施
,

总的要求是一致的
,

但

在不同地区
,

具体要隶就有不同
,

旱作
、

水旱翰作和速按种稻的地区
,

对排水的要求就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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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

同属早作区
,

由于盐清情况和环境条件不同
,

排水要求也有差异
。

栋肥的推广
,

在

品种选择
、

栽培方式及其在翰作周期中的地位
,

都要因地而异
,

因时而异
。

(四) 盐波土的合理利用简颐

土城改良是盐演地区作物增产的重要关键
,

但合理利用土地也很重要
,

土壤的改良和

利用必须枯合起来考虑
。

全部地区有荒地也有耕地
,

盐清程度不同
,

如何合理改良利用应

充分考虑
,

作出规划
。

耕地之中也应合理布局
,

那些地区以旱作为主
,

那些地区是水早翰

作
,

那些地区速按种稻
,

都应根据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作出合理安排
。

一般来靓
,

地势校

高
、

内外排水较好的地区可进行早作 ;低平而排水困难地区
,

如有灌溉水源可发展种稻 ;有

灌有排而土坡脱盐较好的地区
,

可实行水早翰作
。

苏北滨海早作地区的翰作
,

主要是解决棉粮比例和栋肥在翰作中的地位
,

以及作物茬
口的安排简题

。

翰作方式也要看土壤的盐清程度
,

盐清越重的地区
,

宜种作物的种类就越

少
,

翰作方式也就筒单 ; 反之
,

盐清较袒的地区
,

翰作方式可以多样化
。

水早翰作地区
,

要

注意防止返盐
,

合理地确定水稻与早作物的简隔年限与栽培年限
,

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
。

速艘种稻区
,

如有可能要逐步过渡为水旱翰作
,

既可提高肥力
,

又可增加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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