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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封丘县盐清土及其改豆途径
*

刘春堂 强鸿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河南封丘县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南部
,

南和东南紧靠黄河
,

北依大行堤
,

是历来内涝盐

碱为害十分严重的地区
。

如若摸清盐清土形成和分布规律
,

不仅对防治当地土壤盐碱化

有实践意义
,

而且对豫北
,

甚至华北平原沿黄河分布的盐清土的粽合治理
,

也有一定的参

考作用
。

现将 1 9 6 3 年在靛县进行的有关盐清土稠查查料
。

加以整理
,

并就盐清土的改良

途径作些初步探尉
,

不当之处
,

希予指正
。

一
、

盐清土主要形成因素的特点

封丘县盐清土的形成
,

受黄河泛滥沉积的影响很大
,

其中特别是地形和地下水条件
。

(一 ) 气象与地形 封丘的气候
,

具有华北平原气候的一般特征
,

全年旱季长而蒸

发量大(年蒸发量 1
,

80 0一2, 00 0 毫米 )
,

雨量不多 (年降雨量 50 0一70 0 毫米)且集中
,

60 多

以上集中于 7一 9 三个月
,

形成春旱秋涝
、

涝后又旱
、

旱涝交错的特点
,

导致当地土壤旱季

积盐
,

雨季脱盐
。

封丘盐清土的发生发展与古代和近代黄河决 口泛滥所形成的地貌和沉积物特征有密

切关系 [1, ‘,5] 。

据县志昆载 [7] : 自宋朝至今的近八百年简
,

黄河决 口共 28 次
。
目前明显可

查的
,

并与现在地貌有关的黄河决 口泛滥
,

豹有三个时期
:

1
.

乾隆十六年(公元 1 7 5 1 年)
,

河决阳武
,

又决祥符朱
,

趣太平雄
,

沿原 阳县东入延津
、

封丘两县之渠
,

至居厢合流至跌炉
。

目前封丘县西北的援岗
、

洼地与零星沙丘
,

就是当时

泛滥沉积的产物
。

2
.

嘉庆八年六月 (公元 1 8 0 3 年 )
,

河决衡家抽
,

向东北直冲封丘全境
,

东到陶北入长垣

图 1 地貌纵断面图(东经 “
.

7
。

)

从以上三个晚期的决 口泛滥桔果
,

县境
。
目前的杠旗沉沙地及其东南侧 的沙

丘拿
,

郎是当时的河床遣迹
。

3
.

咸丰五年六月
,

铜瓦箱决 口 ,

黄河北

下
。 1 9 3 3 年 8 月

,

决 口于柴房
、

大庄
,

漫溢

贯孟堤
。 1 9 3 4 年 8 月

,

河决贯台 口
。 1 9 3 5

年
,

河复决店集
、

双玉
、

沙窝等村
。

以上决
口泛滥的桔果

,

形成县东大 面积沙地
。

洞黄大
河漫滩,.、,黄

可以黄河大堤为界
,

将全县划分为两大地貌单元
。

*
本文承熊毅先生审阅

,

谨此致谢
。

参加封丘土壤调查的有原属本所的曾宪修同志
,

新乡专区农科所
、

封丘试验站的同志
,

并获得封丘县委大力支

持
,

特此一井致谢
。

有关盐分数据由本所阴世杰同志负责分析
,

引用的部分水文地质数据来自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大队调查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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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南为无盐清化威胁的黄河滩地
,

堤北 为冲积平原
。

自明朝刘大夏筑大行堤后
,

太行堤北

停业泛滥
,

堤南平原
,

仍历理近代的黄泛沉积
,

改变着旧有的地形 (图 1 )
。

黄河决口泛滥是形成平原地貌的主要动力
。

根据黄河
“

紧沙慢淤
”

的沉积规律
,

拮合

封丘具体情况
,

可将冲积平原的决 口泛滥
,

区分为急流型
、

漫溢型和静水型三种沉积方式
。

相应地形成三种不同的沉积物和地貌类型
。

一般急流沉积
,

系指黄泛主流和决 口附近的

沉积
。

急流沉积的量大
,

速度快
,

沉积物多属较粗的砂粒和粉砂
,

且易垫高河身而冲槽漫

溢
。

垫高了的援岗和起伏沙地
,

由于风的营力作用
,

易形成沙耽
、

沙丘拿
、

丘简洼地和平铺

沙地 (如嘉庆八年衡家袖决 口 ,

流向东北的故河床 )
。

漫溢沉积
,

是急流冲槽而 出
,

向面上

泛滥的拮果
。

其特点是范围广
,

流速援而沉积的颗粒较糊
,

多属砂壤厦和轻壤厦土
。

河

床两岸堆积成竟背的微斜冲积平原q 静水沉积是泛滥水流最后集汇于洼地在静水情况下

沉积而成
。

沉积物多属中壤厦
、

重壤厦和粘土
。

一般急流和静水沉积地带
,

尚无严重盐

化
。

而次生盐清土多集中在漫溢沉积地区
。

(二 ) 水文地厦条件 地下水埋藏深度
,

在堤北平原地区
,

由于地势低平
,

排水不

惕
,

以及常年黄河渗漏补拾
,

地下水位很浅
。

据 1 9 5 6 年 斗一 5 月中国科学院土壤队稠查查

料
一

〔’] ,

西部应举
、

朱庄
、

踵燮城一带地下水位为 1
.

5一 2
.

0 米
,

北部关屯至辛安店一带为

1
.

。一 1
.

5 米
,

东部高产角
、

鲁岗一带为 2
.

0一 2
.

5 米
,

大部分地区小于 2 米
。

现将全县地下

水埋深的分布状况列于表 1 和图 2 。

地下水矿化度及其化学性盾
,

根据 1 9 6 3 年春福制的全县地下水矿化度及其化学类型

图 (图 3 )
,

其分布观律是
:
靠近堤北为一竟数公里的黄河浸消带

,

地下水埋藏浅
,

矿化度

小于 1 克 /升
,

以重碳酸钠钙镁型水为主
。

往北地下水顺地面坡降
,
由西南流向东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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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封丘地下水埋深及等水位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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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封丘瓢地下水埋深的主要分布袱况

埋 藏 深 度
(米)

1
.

0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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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一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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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一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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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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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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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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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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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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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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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分 布 地 区

荆龙宫
、

东璋鹿市以西
,

牛常
、

前居痛以北曹岗一带
,
大娄堤

、

官屯一带
,

县东风皇台
、

董马牧
、

柳园一带

大功至城关
、

播固
、

留光
、

鲁尚及黄陵以北地区

从黄陵
、

油坊至西林村
,

宽约 l一2 公里一带

黄河滩地
,

靠近河床部分

黄河滩地
,

从顺河街
、

小庄至县东新庄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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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封丘地下水矿化度及其化学类型图

(本图系根据河南省水文地质队和新乡专区水利局的资料编制)

文岩渠
。

由于地势低平
,

坡降小
,

内排水不良
,

地下水埋藏较浅
,

地下水厦逐渐浓精
。

当矿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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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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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0 1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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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

5 3 0 3
.

5 4
.

0

化度为 1一 2 克/升时
,

由重碳酸水过渡为

重碳酸氛化物水
,

纳的比例相应增高
。

部

分地下水滞流地区
,

矿化 度 可达 2
.

0一 2
.

,

克/升
,

变为氯化物重碳酸水
,

纳的比例更

高
。

硫酸根离子随着地下水矿化度增高而

援慢递增
,

但始胳低于氯离子和重碳酸根

( 图 4 )
。

总的看来
,

这个地区地下水矿化

度一般不高
,

大部地区为 1
.

0一 L S 克 /升的

弱矿化水
。

其所以在低洼滞流地区埋藏很

�未、帜姗�喇如伟姐

矿化度(克 /升)

图 4 封丘西部地区地下水矿化度和离子组成关系图

浅而矿化度不高
,

初步款为
,

一方面由于黄河淡水的不断补拾
,

另一方面是这个地区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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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涝
,

降雨下渗也起到一定的淡化作用
。

从黄河到文岩渠一袋
,

地下水矿化度和化学类型

的变化已显示出水平分异的特点 (表 2 )
。

表 2 距黄河不同垂道距离的地下水确化度及其类型变化袱况

距河床
(公里)

距大堤
(公里)

矿化度
(克/升)

阴阳离子毫克当量
(百分含量)

水化学类型 水质等级

滩地
、

丁庄东南 2
,

。00 米
H C O

3
6 9

.

l

C a 5 2
.

0 N a 2 4
.

I Mg 2 3
.

9
H C O a

一 N a
·

C a
,

M g 淡水

金龙 口东南靠近堤北
H C O

:
7 1 6

N
a
3 9

.

8 M g 30
.

9C a 2 9
.

3
H C O 3

一N
a ·

C a
·

M g 淡水

后九家东北 2 00 米
H C O

o
6 7

.

9

西合村西头

N a 4 5
.

4M g
.

3 1
.

7

H C O
:
6 O

.

OC 12 9
.

1

N a 5 6
.

SM g 2 6
.

l

H C O
:
斗9

.

5 C 13 5
.

l

H C O
:

一N a
,

M g 淡水

H C O 3
·

C l一N a
·

M g 弱矿化水

杨村西约 5 00 米
N a 5 9

.

6
H C O 。

·

C I一N a

弱矿化水

龙化东约 1
,

0 00 米
H C O o 3 8

.

OC 13 6
.

SS O ‘2 5
.

2

N a 7 8
.

7
H C 0 a

·

C I
·

5 0 ‘
一 N a

弱矿化水

西王庄北约 2 00 米
C l斗1

.

4 H C O
33 5

.

SSO ; 2 3
.

1

N a 6 3
.

7
C I

,

H C O
。

一N a

矿化水

大沙东南 7 00 米(近文岩
渠)

H C O
3
4O

.

IC 13 7
.

3

N
a
5 5

.

7
H C O a

一

C l一 N a 弱矿化水

(三) 地下水动态及其影响因素 封丘地区地下水的入流 因素
,

主要是降雨的入渗

和黄河的补拾
。

出流条件主要依靠大气蒸发和天然坡沟的排泄
。

由于这些自然条件比较

稳定
,

所以地下水动态也大致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状况
。

如灌溉不合理
,

人为地增加来

水量
,

排水阻滞
,

可剧烈地抬高地下水位
,

引起土壤次生盐清化
。

响影地下水动态的因素

主要有三方面
:

首先是黄河的浸消
,

郎使在一般枯水季节黄河水位也比堤北地面高出 4一 6 米
,

比地

下水位高出更多
。

河水不断向堤北浸消
,

形成一条背河浸消带
,

土壤挫常潮湿
,

历来就是

重盐清土区
。

从图 5
、

图 6 可以看出黄河对堤北地区的影响
,

西部一袋 (从杠旗灌区引水

渠口到文岩渠 )在九家以南
,

水力坡度大于 1/ 2
,
。0 0 ; 自此往北

,

坡度减少到 1 / 4
,
0 0 0 。 矿

化度和水化学类型的变化
,

在九家以南
,

矿化度小于 1 克 /升
,

为重碳酸纳钙镁型水 ; 自此

向北
,

就过渡为重碳酸氯化物纳镁型水
,

税明在黄河水直接浸润下
,

水厦也和黄河近似
。

再从盐清土的类型与分布来看
,

九家以南是重盐清土区
,

并以苏打盐清土为主
。

黄河浸消

带在荆龙宫地区的竟度有 3一 4 公里
。

东部一拔 (曹岗渡 口至天然渠)
,

在曹岗以南
,

水力

坡度较大
,

曹岗以北受黄河故道沙区 自西向东的地下水流的影响
,

水位比曹岗以南稍高
。

地下水矿化度在曹岗到辛庄义一筱以南
,

小于 1 克/升
,

为重碳酸纳钙镁水 ;以北的地下水

矿化度 1
.

0一 1
.

5 克/ 升
,

为重碳酸氯化物水
。

原有盐清土的分布范围
,

亦在此拔以南
。

曹

岗地区黄河浸消竟度为 2一3 公里
。

至于河水补抬量多大
,

目前尚无可靠数据
。

根据这样

大的水位差
,

以及滩地的渗漏系数 (据河南省水文地厦队野外侧定桔果为 2. 0一6
.

0 米 / 昼

夜)针算
,

每年流入封丘的补拾量是相当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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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从黄河 (曹尚渡口 )至潘固地下水位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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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黄河浸消带范围内
,

地下水埋藏必然较浅
,

土壤翘常潮湿
。

虽然地下水矿化度小

于 1 克 /升
,

但规年大量蒸发
,

招致盐分积累
。

一

由于地下水属重碳酸纳钙镁型水
,

因而土壤

也以苏打盐清化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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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涝水的入渗也有很大的影响
。

封丘西部及堤北浅槽洼地属地下水滞流 地区 [7]
,

每逢雨季积涝成关
,

地面水不能排出
,

而抬高当地地下水位
,

形成长期涝盐相随的状况
。

对比 1 9 5 3一 1 9 5 7 年封丘地区握涝与盐清土分布关系 (图 7 )可以看出
,

除县西北地区系撇

洼地而盐清化现象不显外
,

县西历年内涝地区的东部边椽
,

大致也是老盐清土与一般好地

或次生盐清士的分界袋
。

厂、
、、

疙凡
伙~ _

·

尸 ~ ~

二厂《
飞

老盐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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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封丘地区内涝与老盐清土关系图

不合理的引水
: 用水和阻水可以增加地下水来水量

,

抬高地下水位
,

扩大或加重土壤

盐清化
。

有些地区
,

由于灌溉不当
,

常年翰水和大水漫灌
,

地下水受到大量来水补始
,

水位

抬高
,

特别是在灌水与降雨双重影响下
,

地下水一直保持高水位 (图 8 )
,

使土壤沼泽化和

盐清化过程迅速发展
,

如在重灌轻排的同时
,

打乱原有排水系就
,

或不适当地修筑一些边

�来碑�咧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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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渠
、

堤路
、

垠等建筑
,

而使篷流受到拦阻
,

可形成爵多人为的死角积水区
,

造成严重内涝

和盐碱化
。

反之
,

去除阻水的障碍
,

恢复和疏浚天然排水出路
,

内涝
、

盐碱就会显著减轻
。

二
、

盐清土类型及其分布

封丘县盐清土的类型很多
,

分布各有观律
,

现略述于后
:

(一 ) 盐清土的分布 封丘县原有盐清土 21 .8 万亩(图 9 )
,

集中分布于县西天然渠

以北的东樟鹿市
、

应举
、

大村一带
,

以及黄河浸消地区
。

最近几年除沙区
、

淤涝地区外
,

大

老盐清土

一次生盐清土

—袒度盐清士尼笼勿
中度盐清土医要三习
重度盐清土皿m刃

盐土 (盐荒 地 )匡垂国

部分轻壤
、

砂壤质浅色草甸土区
,

曾普通产生次生盐清化现象
。

根据土壤稠查桔果
,

全县

H C O :
·

C I

H C O a
·

5 0 ‘

水草里C O a

H C O a 5 0 一 C l

C I
·

50 -
山
压

地下水矿化

度 (克 /升)一
0

.

5一 1
.

0

1
.

0 一 }2
.

0一13
.

0一2
.

5

0 !一1
.

0

老盐碱地区 } 次 生盐碱地区

图 10 盐清土盐分地带性分布示意图

盐清化面积占总耕地面积 50
.

5 %
。

其中

盐土 9. 2 多
,

重度盐清土 1 1
.

1 %
,

中度盐

清土 17 7 %
,

鲤 度 盐清土 19 .9 形
。

原有

盐清土的盐分粗成以碳酸盐
、

重碳酸盐

氯化物盐清土为主
。

次生盐清土以硫酸

盐氯化物类型为主
。

从黄河大堤顺地下

水流向东北去
,

盐清土盐分粗成有呈地

带性分布的趋势(图 1 0 )
。

(二 ) 盐清土类型 目前 国 内 有

关盐清土分类的方法较多
,

且颇不一致
。

封丘县不同盐清土的形成
,

均与地下水的盐分粗成有发生上的直接联系
,

因而在分类方法

上
,

拭图参考苏联斯拉推锡带夫修正的舒卡列夫地下水的分类原P[J
。

郎盐清类型的命名
,

是以耕层土壤水浸液中舍量超过 阴离子总数 25 多 的那些阴离子为根据
,

主要离子放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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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次要离子放在前面
。

当 出现碳酸纳时
,

因其对作物有剧毒
,

且在改良上具有特殊意义
,

因之
,

当其合量超过 0
.

00 5 % 时
,

应突 出在命名中加以反映
。

盐清土类型与地下水矿化度及其离子粗成有密切关系
。

从图 4 和图 11 可以看出
,

当

�权洲。。之啊祝箭研�啊如咔镶

地下水矿化度小于 2 克 /升时
,

土壤耕层盐分

合量也不高
,

盐清类型以苏打盐清土和氛化

物重碳酸盐盐清土为主
。

随着地下水矿化度

增高
,

氯离子递增
,

Hl] 耕层盐清类型以重碳酸

盐氯化物和硫酸盐氯化物为主
。

现将全县各盐清土类型及其盐 分粗成

( 表 3 ) 加以筒述
。

1
.

苏打盐清土代 多零星呈斑状分布于

原有盐清土区
,

且距黄河大堤愈近
,

苏打含量

愈重
。

一般苏打盐清土区地下水矿化 度 在

2
.

l
。

0
。

C a

什

M g村

0
.

10 0
.

2 0 0
.

30 0
.

40 0
.

5 0 0
.

60

全盐%

图 H 土壤 0一 20 厘米全盐量与离子含量关系图
0

.

5一 1
.

。克 /升简
,

属重碳酸纳钙镁型水或重

碳酸盐氯化物钠镁型水
。

土壤耕层盐分合量低于 0
.

2 %
,

但由于其碱性重
,

作物幼苗 黄

瘦
,

甚或难于捉苗而渝为荒地弃耕
。

2
.

重碳酸盐氯化物盐清土
:
分布于西部洼涝盐碱地区

。

敲区地下水位一般为 1
.

0一

1
.

, 米
,

矿化度 1
.

0一 1
.

5 克 /升简
,

属重碳酸钠镁型水或重碳酸氯化物纳镁型水
。

多为中度

或斡度盐清士
,

拿众习惯种植高粱
、

樱黍
、

菱草等耐盐作物
,

并款为只填加强耕作施肥
,

郎

可获得较好收成
。

3
.

硫酸盐氯化物盐清土
:
集中分布于次生盐清土区

,

拿众称卤碱土
。

属中度盐清土类

型
,

地下水位 1
.

5一 2
.

0 米
,

矿化度 1. 5一 2. 0 克 /升
,

为重碳酸氯化物钠镁水型
。

草众款为

在地下水逐渐下降情况下
,

加强耕作施肥
,

农业生产恢复较快
。

此类盐清土有明显的表层

积盐特征
。

4
.

氯化物硫酸盐盐清土
:
分布于次生盐清土区

,

拿众也称卤碱土
,

地下水状况以及性

厦与硫酸盐氯化物盐清土近似
,

突出特点是旱季地面蓬松
,

较易捉苗
。

5
.

氯化物盐清土
:
分布于次生盐清化比较重的封阴洼地

。

地下水滞流
,

矿化度均在
2 克 /升以上

。

土壤耕层盐分合量在 0
.

50 多以上
,

氯离子在阴离子毫克当量中占 艳对优

势
,

危害作物严重
。

氛化物盐清土一般多属重度盐清土或盐荒地
。

l) 根据调查结果
,

苏打盐清土的分布和性质有三个特点: (l )呈片状分布于老盐碱土区
,

次生盐清土区内基本没

有
。

( 2 )长期积水
,

并着生芦苇等耐湿植被的盐化沼泽洼地和坑塘
,

苏打含量较多
,

分布也较普遍
。

( 3 )苏打多

积聚于表层
。

根据以上生长条件
,

分析苏打成因有两种可能:

¹ 与招泽化过程有发生上的联系
。

黄泛沉积之后
,

在各种洼地内
,

首先出现沼泽化过程
,

井陆续有湿生植

被成长
,

随着沼泽土逐渐脱水
,

就会出现盐清化过程
,

于是湿生植被腐烂分解
,

积累一定数量的有机质
,

这些有

机质在嫌气条件下
,

通过微生物作用
,

少量的硫酸钠被还原
,

有可能生成苏打
。

也正由于平原地区决口改道频

繁
,

使干原沼泽化过程的时间较短
,

有机质积累较少
,

因而一般表土层生成的碳酸钠含量是有限的
。

À与地下水有密切关系
。

黄河大堤北侧渗漏过来的是重碳酸钠钙镁型水
,

因而堤北浸润区的土壤盐分组

成中
,

主要也是重碳酸钠
。

重碳酸钠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碳酸钠
。

至于如何转化 ? 在什么条件下转化 ?

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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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要盐清土类型的盐分袱况

士士壤类型型 采集地点点 深 度度 全盐盐 C o rrr H C O 犷犷 C I一一 5 0 犷犷 C a

什什 M g ++++ K 十 十 N a +++

(((((((厘来))) (% ))))))))))))))) (按差数法)))

毫毫毫毫毫毫克当量 / 100 克土土

苏苏打盐清土土 封丘西大大 0一555 0
.

2 888 0
.

3 666 2
。

2 222 1
,

1 111 0
。

斗666 0
.

4 888 1
,

0 333 2 6444

村村村 东 南南 5一1 555 0
。

1 333 0
.

2 777 1
。

3 555 0
.

4 000 0
.

1 666 0
。

2 111 1 3 333 0
.

6444

55555 0 0 米米 15一3 888 0
.

1 777 0
.

3 666 0
.

7 888 0
.

1 555 0
.

1 111 0
.

2 111 0
.

0 999 1
.

1 000

3333333 8一5 666 0
.

1 000 痕迹迹 0 8 222 0
。

2 000 0
.

1 111 0
.

2 111 0
.

3 000 0
.

6222

5555555 6一 9 777 0
.

4 000 000 0
。

6 222 0
.

1 555 0
.

1 111 0
.

2 444 0
.

0 111 0
.

6333

9999999 7一一 0
。

1 666 OOO 0
。

6 222 0
。

0 888 0
.

0 777 0
。

2呼呼 0
.

2 000 0
。

3 333

地地地地下水水 0
.

8 111 1
.

4 222 1
。

4 666 3
.

4 999 0
.

7 777 1
.

5 555 2
.

7 多多 2
。

8斗斗

重重碳酸盐
一
氯氯 封邱丁寨寨 0一 555 0

.

4 999 000 1
.

6 333 5
.

3 666 0
.

8 111 0
.

0 666 0
。

0 333 夕
.

7 111

化化物盐清土土 N E 7 0 0米米 5一 1 000 0
。

1 444 000 0
。

8 000 1
。

0 000 0
。

3 000 0
.

0 666 0 2 111 1
.

8333

1111111 0一2 000 0
。

1 333 000 0
。

5 666 1
.

7 555 0
。

2 111 0
.

2 444 0
。

7 555 1
.

5 333

2222222 0一斗000 0
.

1555 000 0
.

5 111 1
,

7 999 0
.

3 333 0
.

4 888 0
.

5 777 1
.

5 888

4444444 0一6 000 0
.

0 555 000 O
。

斗888 0
。

3 999 0
。

0 999 0
.

6 0
___

0 1 222 O
,

2斗斗

6666666 0一8 000 0
。

0666 000 0
.

7555 0
。

3 666 0
.

0 666 0
。

3 000 0
.

6 000 0
.

2 777

88888880一1 0 000 0
.

0 888 000 0
.

7 555 0
.

6 111 0
。

0 999 0
。

2 444 0
.

6 999 0
.

5 222

11111110 0一15 000 0
.

0 888 000 0
。

6 999 0
.

6 444 0
.

1 222 0
.

3 999 0 1 000 0
.

9 666

地地地地下水水 0
.

8 111 000 10
。

6 888 2
.

7 111 1
。

斗000 3
.

2 111 5
.

0 888 6
.

5 000

硫硫酸盐氯化化 封邱城关关 0一555 0
.

9 999 000 0
。

4 444 8
。

9 333 6
.

3 111 4
.

3 666 1
.

6 777 9
.

6 333

物物盐清士士 边 庄 NNN 5一1 555 0
。

3 333 000 0
.

4 777 1
.

4 666 2
.

8 888 1
.

4999 0
.

6 666 2
.

6 666

EEEEE 3 0
0
15 000 巧一3 000 D

。

1666 000 0
。

6 222 1
.

0 666 0
。

6 999 0
.

2777 0
.

2 111 1
。

8 999

来来来来 3 0一5 000 0
.

1333 000 0
.

6 999 0
。

8 111 0
.

夕333 0
.

2 夕夕 0
.

3 000 1
.

6 666

5555555 0一7 000 0
.

1 777 000 0
.

7 111 O
。

9 111 1
.

2 666 0
.

2 777 0
。

0 999 2
.

5 222

7777777 0一9 000 0
.

1555 000 0
.

6 777 0
.

7 666 0
.

7 888 0
.

2 444 0
.

2 333 1
.

7斗斗

9999999 0一1 2 000 0
.

3 555 000 0
.

6 111 0
.

7 666 0
.

7 111 0
。

1 444 0
.

1 999 1
.

7 555

11111112 0一l , 000 0
。

1111 000 0
.

6 111 O
。

6 555 0
。

5 222 0
,

0 333 0
.

1 555 1
.

6 000

1111111 5 0一2 0 000 0
.

1 000 000 0
.

6 777 0
.

5 000 0
.

斗777 0
.

0 333 0
.

0 999 1
.

5 222

地地地地下水水 0
.

7 111 OOO 9
.

4 000 2
.

1 111 1
。

8 444 4
.

9 000 4
.

7 777 3
.

6 888

氯氯化物硫酸酸 封邱
、

北北 0一555 1
.

2 222 000 0
.

3 555 6
.

9 333 9
。

6 333 3
。

8000 1
。

3 222 1 1 7 999

盐盐盐清土土 崔庄庄 5一2 000 0
.

2 111 000 O
,

多lll 1
.

6 444 0
.

6 666 0
.

4 222 0
.

1555 2
.

2 444

2222222 0一4 000 0
.

1222 000 0 4 333 1
.

0 444 0
.

3 000 0
。

3 000 0
.

1555 l
。

3 222

4444444 0一 6 000 0
。

1 111 000 0
.

, 333 0
.

6 444 0
。

3斗斗 0
.

1 555 0
.

1 555 1
.

2 111

6666666 0一 10 000 0
.

0 777 000 0 4 555 0
,

3222 0
。

2 111 0
。

1555 0
。

1 222 0
。

7 111

1111111 00一1 5000 0
.

1000 000 0
.

夕555 0
.

斗333 0
.

2 777 0
.

1222 0
.

0 999 l
。

2 444

1111111 50一2 0 000 0
.

0三三 000 0
.

5 111 0
.

3 222 0
。

1888 0
.

1222 0
。

1222 0
.

7 777

2222222 00一2 5000 0
.

0 555 000 0
.

4 000 0
.

2 111 0
。

0 333 0
。

2 111 0
。

1222 0
.

3 111

地地地地下水水 2
.

7 111 000 16
.

1 555 2 1
,

5 222 10
.

2 000 7
.

6 111 9
.

5222 3 0
.

7 444

氯氯化物盐盐 封邱孙碧碧 O一555 1
.

5 000 OOO 1
.

8 999 1 3
.

9 888 1
.

8222 0 1 222 0
.

0999 1 7
.

斗888

清清 土土土 多一1 888 0
.

2 222 000 1
.

0 777 1
.

6 111 0
.

5444 0
.

0 666 0
.

1 222 3
.

0斗斗

11111118一斗555 0
.

0 999 000 0
,

8 333 0
.

斗666 0
.

0 666 0
.

1222 0
。

0 333 1
.

2 000

斗斗斗斗5一6 000 0
.

0 777 000 0
.

5 666 0
.

3 222 0
.

0 666 0
.

0999 0
.

1 555 0
.

7 000

6666666 0一8 000 0
.

0 888 000 0
。

6 999 0
.

5 000 0
.

1222 0
.

1222 0
。

0333 1
.

1666

8888888 0一1 0 000 0
.

0 666 000 0
.

5 333 0
,

3 999 0
.

0 999 0
.

0 999 0
.

1222 0
.

8 000

11111110 0一1 6 000 0
.

0 555 000 0
.

4 888 0
.

2 999 0
_

2 111 0
.

1222 O
。

1 888 0
.

6 888

地地地地下水水 2
.

5 999 000 2 ,
,

7 777 1 4
.

0 222 7
.

7 111 3
.

0 111 1 2
.

1 999 32
.

3 000

注: 地下水含盐以克/升
,

离子以毫克当量 /升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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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盐清土改夏分区

根据当地气候
、

地形
、

水文地盾
、

盐清类型等 自然特点
,

拮合拿众握啸及农
、

林
、

水利有

关技术部阴的治理意兑
,

将全县划为七个区 (图 12 )
,

每个区有其在自然地理上区别于其

他地区的特殊性
,

在改良利用上亦有明显的特点
,

现本着粽合抬理的原HlJ
,

对各区提 出一

些关键性的技术意晃
。

夏夏夏
匡匡匡

卜卜一一
一 ~ 一州州

iii ,,

图 12 封丘县土壤改良分区图

1

—
西部洼滋地带老盐清土区 2

—
黄河浸润地带苏打盐清土区 3

—
微斜平原地带次生盐

清土区 斗

—
北部洼涝地带中

一
重壤土区 5

—
黄河滩地带沙

一
轻壤土区 6

一
微斜平原地带

非盐清土区 7

—
黄泛主流地带沙丘沙土区

(一 ) 黄河浸消地带苏打盐清土区 位于黄河大堤北侧洼地
,

呈带状分布
,

其竟度

豹 2一斗公里不等
,

长期翘受黄河浸消
,

地下水位翘年保持在 1 米左右
,

矿化度小于 1 克/

升
,

为重碳酸纳钙镁型水
。

盐清土表层多合苏打
, p H 值高达 9 以上

,

严重地毒害着作物

的出苗和成长
。

治理盐清土的途径主要是截渗
、

排涝和改良苏打盐清土尚题
。

水利方面

实行深沟截渗
、

深井抽水截渗
、

放淤
、

沟恤台田 ; 林业方面采取生物排水
,

利用积水洼地发

展覃塘 ;农业方面改种水稻
,

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改良苏打盐清土等 ; 所有这些措施均有

可能对敲区的粽合治理发挥实效
。

(二 ) 西部窟涝地带原有盐清土区 敲区特点是低洼易涝
,

涝盐相随
,

盐碱并存
。

地

面水活动频繁
,

地下水径流阴塞和迟援
,

使水盐长期滞积
,

形成了西部大面积的光板盐碱

地
。

敲区一般地下水位均在 1
.

多米以内
,

矿化度 1一 2 克/升
,

属重碳酸氯化物钠镁水型
。

土体盐分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并大部属袒壤厦中度或重度盐清土
,

因表层以下多具粘土

夹层
,

拿众有起土习惯
,

地面堆积有较多的盐堆
,

形成本区主要地貌特征
。

另外
,

本区普遍

有苏打存在
,

生产上主要是涝碱周题
,

因而在改良途径上
,

目前首先应敲孩稠浅沟排涝
,

逐

撕完善排水工程
,

排除土壤及地下水中盐分
。

林业方面应于碱荒地造林
,

选用耐盐的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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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
、

紫穗槐
、

枣树等发展果农简作
。

农业方面应大力发展牲畜
,

积施粪肥 ;近年来当地贰种

成功的田氰生长良好
,

可作椽肥
,

以地养地
。

同时可选种耐盐耐涝的高粱
、

视
、

黍
、

碱谷

等
,

实行简混套作
,

以琪阴补空
,

多种多收
。

(三) 微斜平原地带次生盐清土区 除黄河滩地
、

东部沙区
、

西部淤涝地区外
,

靶壤

和砂壤质浅色草甸土区
,

均有大面积的次生盐清土
。

鼓区地势比较平坦
,

地下水矿化度

1一 2 克 /升
,

以重碳酸氯化物钠镁型水为主
,

盐清土发生类型多属硫酸盐氯化物或氯化物

硫酸盐盐清土
。

比较重的多分布在渠系两侧
、

水库周围
、

灌而未受水的高地
、

水旱插花种

植地区
,

以及排水不良的封阴地区
。

最近几年
,

由于排水条件的改善
,

脱盐较为迅速
,

因而

拿众有信心通过耕作施肥等保苗措施
,

加以利用改良
。

(四 ) 微斜平原地带非盐清土区 敲区集中分布在扛旗沉沙池东南
,

以朱村铺
、

前

后 高士庄
、

小鲁岗
、

徐罗文为中心的铿壤厦浅色草甸土区
,

一般地下水位 2
.

0一 2
.

5 米
,

矿化

度 1 克/ 升左右
。

目前一般作物生长良好
。

无盐清土改良的固题
,

惟填注意排除涝水
,

加

强耕作
,

培肥土壤
,

预防土壤次生盐清化的发生
。

(玉) 北部窟涝地带中壤重壤土区 敲区地势低洼易涝
,

拿众通称
“

淤洼地
” ,

一般

无盐清化现象
。

其主要特点是秋涝严重
,

种不保收 ; 旱季不易保墒
,

耕作费力
。

但土地自

然肥力较高
,

构成效县有名的小麦集中高产地区
。

治理方面主要是秋季排涝
,

提高土壤肥

力
,

改善土壤耕性
。

在 目前劳畜缺乏
、

秋涝尚未彻底解决前
,

可于洼涝地区实行一年一熟
,

种成一季麦
,

与两季相比
,

亦不少收
。

(六) 黄泛主流地带沙丘沙土区 平铺沙土集中分布在县东部的黄陵地区
,

其主要

特点是沉积年限短
,

发育微弱
,

土盾偏沙
,

易遭风触
。

肥力膺薄且不易保墒
,

是敲县花生集

中产区
。
目前治理重点是营造农 田防护林带

,

如爵划种植大叶惕
、

毛白福
、

加拿大摇
、

旱

柳
、

侧柏
、

白腊条等
。

其次是提高土壤肥力
,

发展椽肥
,

加弦冬春地面复盖
,

以培护农 田
。

沙丘集中分布在嘉庆八年的黄泛主流区
。

其中包括沙丘拿及丘简洼地
。
目前沙丘多

呈半固定状态
,

农业无法利用
,

重点在营造防风 固沙林
,

极积发展楼槐
、

小叶棍和紫穗槐

等
。

沙丘边椽村庄宜发展枣
、

梨
、

杏
、

桃等果木
,

增加社具收入
。

(七) 黄河滩地地带砂级轻壤土区 黄河滩地位于大堤以南
,

系黄河大堤修筑后
,

历挫黄泛交互沉积而逐渐形成的
。

此区地势高燥
,

地下水位 5一10 米
,

无盐清化威胁
。

土

质大部系鲤壤
。

生产上存在的主要周题是怕旱
,

需要发展井灌
,

争取稳收高产
。

在进行封丘县盐清土的改良时必填重祝旱涝碱相互联系的关系
。

封丘县的气候特点

是旱季长
,

雨季短而集中
,

旱涝不均
,

一年四季的顺序是先旱后涝
,

涝后又旱
,

旱涝交错
,

涝

碱相随
。

旱季地表积聚的盐分通过暴雨溶解汇集于洼地
,

以后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蒸发

又将盐分带至地表
,

周而复始
,

旱涝碱三位一体
,

周期性地危害着作物的出苗和成长
。

旱

季
,

土壤水分大量蒸发
,

主要是地表返盐和积盐的过程
。

雨季
,

暴雨渗入地内
,

土体盐分暂

时向下淋移
,

是压盐过程
,

由于盐分仍然存于土体
,

为下一个周期性的返盐提供条件
。

因

此
,

雨季可理解为地表积盐的潜伏期
。

当然
,

雨季
、

暴雨积涝本来是坏事
,

但如何将不利因

素棘为有利条件
,

最大限度地加弦雨季排涝
,

用暴雨淋洗旱季地表积聚的盐分
,

并敲法排

出
,

是排涝治碱的一种办法
。

从改良盐清土的角度出发
,

目前采取竟而浅的排涝工程是有

盘的
,

因为排涝也可以排去一部分盐分
,

又可以减少补抬地下水的水量
。

排涝和治碱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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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相成的
。

旱的固题
,

也需要考虑
,

根据省水文地厦队第一期勘探查料
,

封丘县西部第一

层承压水 (顶板埋深 n 一巧 米
,

底板 30 一相 米 )水量丰富
,

矿化度 0
.

6一 0
.

7 克 /升
,

水温

17 ℃
,

每小时能抽水 1 7一18 吨
。

因此
,

在敲县打井下泉
,

发展井灌
,

既能抗旱
,

又能降低

浅层地下水
,

利用淡水压盐
,

改良盐碱地
。

在水利方面排涝治碱
,

打井抗旱的同时
,

还要加弦农业措施
,

增施粪肥
,

发展碌肥
,

以

改善土壤拮构
,

同时
,

加弦耕作
、

增加复盖
、

减少蒸发
,

抑制返盐
,

亦是加速和巩固脱盐的有

效措施
。

参 考 文 献

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 : 华北平原的土壤
。

科学出版社
,

19 6 0
。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土褒肥料研究所 : 豫北引黄灌区封丘县土壤调查报告
。

19 6 3
。

熊毅: 豫北平原早涝碱的治理
。

河南省除涝治碱指挥部编印
,

1 9 6 20

河南省水文地质队 : 原延封灌区封丘地区盐碱土改良水文地质勘察第一
、

二期工程简报
。

油印资料
,

19 6 3
。

王遵亲等 : 山东聊城盐清土的形成条件及其分布规律
。

土壤学报
,

H 卷 4 期
,
3招一36 。夏

,
1 9 6 3

。

河南省新乡专区水利局 : 原延封灌区 19 62 年总结资料
。

油印资料
。

封丘县人委会存 : 封丘县志和续县志
。

几.J1.J1.J
1
1.J, .J1.J11?�dJZ

ll�夕�61/r..r.Lr.LF..Lr卫r
.L一eeL



5 8 土 壤 学 报 1 3 卷

3 ACO月EHH b lE n o叼B b l y E 3八A 中3 H认幻 CE BE PHO认 勺ACT的 n POB
.

X 3 HAHb 的 n y T训 的X M E月的OPA以M的

月旧 月脚Ib 一
T aH H H、a H

Xy
H 一q姐

(万“
c r u r g r n o 、6 。‘ u g口o

6P
e 月u 叮 Ce , 。c尤 o xo 3 只泛c r 日e、、o 4 A凡a口e邢 u u n Po 6

.

X , “a 、吞)

PesIO M e

fl Po H ex o 米职
H脱 H 3 Bo 刀幻 u H 只 3 a e

彻
eH H曰 x

no
q B y朗八a 中3 H u心 ee咒PH o 盆 q a eTH

rIP
o B

.

X o H皿b , K Po Me K刃H MaT四 e eK联 中卿
oPo B , T aK

肥
T eeH o e B只saH H e Pa 3二二aM H u H朋。及H e H H -

只MH PeK H X yaH x 3 H r H八Po r eo 几。

阴ec 心幽 y叨o B
既MH Mee粗 o em B n o e卫e八H ee B PeM只

.

H 3

r eH eT二e eK二 中
aK T oPo B 朋a二 e

fiLIJ
u M。 朋二“

二
e :
二

Ta H o e rPyH
T o Bo x Bo 八 P二o 让 Xy

aH x 3
,

那
-

中助货Pa u既 naB
o

皿oB bl x B o 八 H H ePau H o H a几、H o e o Po

lne
H H e

.

P ac
llP

o eT P阳洲
e T

姗
B 阳e o刀 e H -

H H x
no

: B o Me eT so H
彻

b Hyo 3 a K o H o MePH o eT b
.

fl o
朋

o T
二

a M PeK H
Xy 阳

x o K e eBe Po 一Bo c T
二y

no e卫e及o B aT e几b H o Be TPeq a
阴

e只 eo 八o BH e ,

6 H Ka P6o H a , o 一 x 几o PH八H o e
, ey汀呻aT H o 一x 卫o PH

服曰e ,

x 几o PH八H o 一ey刀 b中a粗b le H x 丑oP H 八H二e saeo 二e H H o e n o q B b l
.

fl o ye卫阳H H M H eB o 直eT BaM no
q B o o 6 Pa s o B aH H 只 0 6 卫 aeT b 3 a eo 卫eH H b lx n o q B B

ye
3八e 中, H u 旧

Pa 3八eo eH a H a 3 Me二H o Pa T

二
。 x Pa益o H a :

(i ) Pa益o H e o八o B o x 3 a eo 二eH H o x no q B B 3 o H e ,

。, -

T a。呱e益c o P二 o益 Xy
a H x 。: (2 ) Pa n o H ne PB二H o sa e o二 eH H o x no : B B n o H 。

二
HH o直 H n e PH o -

八二e eK H 3 aT o
o

eH H o 盆 so H e : (3 ) Pa益o H BT oP二H o 3 ae o o eH H b , x n o、B B ao H e
二

a6 o B o o H H e T o 益

a 卫刀幻BH a刀b H o 益 PaB H
朋以

.

B o TH o 山e H H H K oM朋
eK eH o ro Pely刀HP叱a H H只 3 a eyx H , n ePe

yB
卫 a水H eH

叹
H 3 aeo 丑 eH H只 n o q B ,

rIP
e 刀饥 e B eer o , n o 及tl e PK阳 a田T 及PeH HPO B aH H e 3 aC T o 益H o益 B o 八bl H n PoM仪 BKy e

溯
e益 e no M o以 b幻

川HP服
Hx H Me卫K H x 及Pe H

.

八几只 6 oPb6 班 e 3 aey x o 直 H PeeT aBPa 班H e益 saeo 卫eH H只 M o

姗
0 Pa3 B那aT 。

o Po 山eH He K o 卫。八u aM H
.

B e Po 只粗o , 0 6Pa 3 o B aH H e e o八o B b xx 3 aeo 卫eH H叹x
no

q B
I-IP

o H e x o 八HT
no

e o e
盯。坦

。M 八即M ny
T 只M : (1 )

o H o eo nP o Bo

彻
aeT eo

nP
o u ee eoM sa6 o 几a q娜an H只 n o : B

二
H

(2 )
丁e e H o eB : 3 aH o e K a : e eT BeH H目M eo eT a Bo M rPyH

T o B o x B o 八
.

八。:

抑y q 二二二
。T H x n o : B

H e o 6 x o 且。
o y八e。、T b 60 0 b o o e B H H M a H H e ee : b eK o x o 3 。益eT B eH H H M MePo

llP二
T
二M (

T a K ,

Po e o -

e e
皿

H e H B H e ee H He o Pr aH皿eeK
叮 y及o 6PeH

戚 )
, r H n eo B皿H幻

,

rIP咖
eH eH
姗

q ePH o r o Ky o o Po e a H

c ePbl H T
.

n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