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 卷 第 1 期

1 9 6 5 年 3 月

土 壤 学 报
A C T A PE D O L O G IC A S IN IC A

V o l
.

1 3
,

M a r c h
,

1 9 6 5

江苏徐淮平原土壤盐碱化防治握脸

单 光 宗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徐淮平原分布于诉
、

淮
、

沫
、

洒等河下游
,

由黄

泛沉积物淤积而成
,

地势平坦
,

土层深厚
,

气候温

和
,

是一个良好的农业生产基地
。

但是
,

这个地区

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十分严重
,

长期以来农业产

量都很低
。

为了彻底改变生产上的落后面貌
,

徐

州和淮阴专区曾于 1 9 6 3 年底分别召开会议 讨 论

和制定发展生产的方案
,

井选择重点社队进行试

点
。

经过一定时期的试验
,

这些试点普温都取得

了良好成绩
。

一
、

形成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

的 自然条件

徐淮平原属于季风性暖温带气候〔’〕,

年平均

降雨量约 6 00 一80 。毫米
,

年蒸 发 量 约 工2 0 0一

1 8 0 0 毫米
,

蒸发量为降雨量的 1一1
.

5 倍
,

雨量分

配不匀
,

显著集中在夏季
, 6

、
7
、

8 月降雨量占全年

降雨量的 60 % 左右
。

每届汛期河水陡涨
,
因排泄

不畅而酿成洪涝炎害
,

汛期以后则多数河道干涸
,

因缺乏灌溉水源而普遍发生旱象
。

尤其是黄河夺

淮以后
,

河道淤塞
,

炎害频生
,

十年有九年受炎
。

据孙敬之等查考的历史记载资料征明 [21 : 1 9 0 6一

1 9 斗。年的 3 乡年中
,

共发生大水炎 1 2 次
, 1 9 4 多年

以后曾连续 5 年发生大水炎
。

解放以后进行了大

规模的河道治理工作
,

早涝炎害已大大减轻
,

但是

由于原来基础太差
,

一时难以彻底治理
,

所以早涝

问题至今还未获得根本解决
。

本区地势虽然较平缓
,

但微地形起伏不平
,

局

部高差在 1 米以内的洼地井不罕见
,

淮阴
、

涟水
、

沐阳
、

宿迁
、

难宁及沛县等沿废黄河
、

大沙河
、

六塘

河两岸都有这种小洼地分布
,

这些洼地乃是地表

径流和地下径流汇集之处
,

也是盐碱化和沼泽化

较严重的地区
。

土壤发育于黄淮冲积母质上
,

质地轻
,

结构不

良
,

且含有一定数量的易溶性盐分
,

地下水矿
‘

化度

一般在 1 克/升左右
,

土壤平均含盐 量 在 0
.

1一

。
.

2% 之间
,

化学成分为氯化物重碳酸钠镁
,

或重

碳酸氯化物钠镁型
,

地下水位随季节而变化
,

早季

地下水埋深 2
.

, 一4
.

0 米
,

汛期约 1 米左右
,

短期

接近地面
,

土层中盐分含量也随季节而变化
,

干早

季节蒸发强烈
,

含盐的地下水沿土壤毛普上升而

引起表土强烈积盐
,

表土含盐量最高可超 过 1一

2 %
o

历来盐碱土的发展与早涝炎害关系很大
,

一

般大早大涝之后盐碱面积往往迅速增加
。

由于盐

碱化和沼泽化相依相随
,

交互为害
,

因此盐碱化和

沼泽化的原因也难尽截然分开
,

旱
、

涝
、

盐碱是交

织在一起影响着农业生产
。

二
、

以排水为中心的粽合改豆措施是防治

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的有效途径

限制徐淮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很多
,

土

壤不仅存在有盐碱化和沼泽化的威胁
,

同时还有

土地清薄和干早的问题
,

所以改良土壤的措施应

当是多方面的
、

综合的
,

既有水利改良措施
,

也应

有农业和林业改良措施
。

但是上述各种因素对农

业生产的危害程度有轻重的不同
,

因此在治理程

序上应有缓急之分
。

根据实际的农业生产情况
,

徐淮地区的摹众和干部
,

都认为盐碱化和沼泽化

是影响生产发展的关键
,

防治土壤盐碱化和沼泽

化
,

就能迅速地改变生产面貌
。

解决盐碱化和沼

泽化的根水措施在于排水氏 4〕
。

因此
,

在当前的治

理工作中
,

以排水为中心
,

以开沟排水作为土壤改

良的第一步
。

经过这一年来的试验工作
,

虽然试

点地区的条件比较差
,

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都较

严重
,

但各试点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

盐碱化程度减

轻了
,

受涝受溃面积缩小了
,

作物产量成倍增长
。

例如沛县敬安公社过去历年受涝受渍
, 1 9 6 3 年因

秋雨太多
,

洼地基本无收
。

今年也是雨水较多的

年份
,

但由于有了排水工程作保障
,

虽然曹遇到五

年一遇的 1 68 毫米的 日降雨量
,

可是雨过田干
,

作

物基本上没有受害
,

今年 5
、

6 月份的地下水位比

前四年同时期降低了 20 厘米
,

盐碱化面积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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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

今年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显著上升
,

三麦平

均亩产 1 30 斤
,

高粱 2 00 斤
,

晚玉米 28 0 斤
,

大豆
1 00 斤

。

又如洒阳县双巷公社历年平均亩产不过

数十斤
,

炎害严重的情况下
,

有种无收
。

在大搞水

利以后
,

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增长
,

今年平均亩产

都超过 1 00 斤
。

徐淮地区修建排水工程有两条经验
,

值得介

绍
。

第一条经验是如何使排水工程当年 发 挥 效

盆
。

排水工程能当年发挥效盆
,

不仅可以缩短资

金周转过程
,

还能坚定拿众对排水改良的 信心
。

排水工程包括大
、

中
、

小型工程
,

在施工的时候应

当从大工程着手还是从小工程着手? 是值得进一

步研究的问题
。

1 9 6 0 年以前徐淮部分地区督修建

过一些大型水利工程
,

但是由于中
、

小型工程未能

及时配套
,

大型工程也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

有些工

程因坍塌淤塞而废弃
。

实践靓明从中
、

小工程着

手不仅投资小
,

而且牧效快
。

试点地区 目前一般

都仅具有比较完善的农田内部排水系统
,

大型渠

道很少
,

可是这些小型工程
,

在当前除涝治碱 中已

发挥了显著的效果
。

第二条经验是砂土地区排水沟的塌坡 问 题
。

砂土结构性不良
,

容易产生水土流失
,

常常塌坡撇

塞
。

徐淮地区拿众流传着
“
一年挖

、

二年淤
、

三年

甲
,

的说法
,

可见排水沟塌坡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

砂土排水渠道塌坡容易产生阻水
,

往往影响了排

水的出路
。

为了进一步提高排水的效果
,

除有必

耍考虑竖并排水的措施而外
,

湖西地区已开始进

行井渠结合的灌排试验
,

效果良好
。

如何防治排

水沟的塌坡是当前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

徐淮地

区的经验是
,

在渠道顶坡和边坡上植树种草
,

以增

强砂土的稳定性
,

能防止冲刷
。

选用的树种和草

种一般都具有抗旱
、

抗涝
、

耐碱
、

耐膺
、

生长快的特

点
,

适宜的树种有曰杨
、

槐树
、

祀柳
,

护坡的植物有

紫穗槐
、

田蓄
、

决明
、

黑麦草
、

爬根草等
。

难于推行
。

酒阳县农曝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学同

同志的条瑰深翻法是一种花工少
、

效率高的土地

深翻法
。

条壤深翻的深度约 1
.

3一 1
.

5 尺
,

翻一亩

地只需两个人工和半个畜工
。

条壤深翻的方法是

逐年翻
、

隔沟翻 (如 图 1 )
,

每两年翻完一块地
,

第

一年翻甲沟
,

第二年翻乙沟
。

翻地井不影响当年

生产
,

在翻地过程中作物也实行条壤栽植
,

作物种

在当年i柴翻的墉沟上
。

1
.

3一 1
.

5 乙乙沟沟 甲沟沟 乙沟沟
,尺杏

三
、

农业措施在土壤改良中的重要作用

历年来徐淮地区的广大蓦辈众
,

在农业改良方

面积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

共中以条撬深翻
,

种

植绿肥和翻黑土(埋藏潜育腐泥层 )所取得的效盆

最显著
。

这些措施不仅能抑制盐碱
,

还能提高土

壤肥力
,

而且措施后效也比较持久
,

是值得介绍和

大力推广的
。

条撬深翻
。

深翻可以改良土壤
,

但是一般深

翻法速度慢
、

费工大
,

在士地多
、

劳力少的情况下

令 2
.

4 尺介

图 1 条堤深翻与条嫌种植示意图

条瑰深翻的特点是
,

在深翻土地的同时施用

大量的有机肥料
,

有机肥料的来源问题则靠粗肥

细造来解决
。

所谓粗肥细造乃是常年将箕杆
、

杂

草等有机废料放置在粪塘里沤制
,

沤到半腐熟的

程度时取出
,

井捶和一些泥土和粪尿再堆到地面

上
,

经半月或一月郎可腐熟
,

因制作方法简单
,

拿

众容易接受
。

条壤深翻的操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 步骤 :

(l) 用拖拉机将要翻的地先普遍耕翻一湿
,

耕深约
1 市尺

,

耕后随郎耙平
。

(2 )平整地面以后再用人

工犁开沟
,

将松土拨向两侧
,

每隔 2
.

4 尺开一沟
。

(3 )用铁铣将沟底键平成 1 尺深
、
2

.

4尺宽的深沟
。

(4 )在沟内铺一层粪肥
,

厚约 l 寸
,

再用人工犁浅

耕一遍
,

耕深约 3一 , 寸
,

将土和粪混匀以后裸露

过冬
,

以促进分解
。

(, )翌年春将取出的土壤仍然

揖入沟内
。

(‘)在已翻过的条瑰上施一层饼肥或

粪肥再平地作哇
。

由于条撤深翻要求作畦开沟和分层施肥
,

所

以除涝防碱和培肥的效果都是十分明显的
。

张陈

大队原来是泅阳县农易邻近的一个大队
,

土质差
,

盐碱很重
,

但自 1 9 6。年土地进行了全面的条琉深

翻以后
,

盐斑全部消除
,

当前单位面积产量已赶上

农曝的一般水平
。

洒阳县农易重视土壤改良工作
,

平均单位面

积产量逐年提高
,
1 9 5 7 年玉米平均亩产 1 6 0 斤 ;小

麦平均亩产 1 20 一 1 30 斤 ; 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1 50

斤
。

而 1 9 6 4 年玉米平均亩产达 2 7。一3 00 斤 ; 小



土 壤 1 3 卷

麦平均亩产 20 。余斤 ;棉花平均亩产皮棉达 1 60 一

1 7 0 斤
。

种植绿肥改良土壤也是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

量
,

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

绿肥的鲜草产量

很高
,

能生产大量的有机肥料
。

盐碱地种植绿肥

尽后
,

不但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良土壤结构和提

高土壤肥力
,

而且由于绿肥生长过程中茎叶密茂

覆盖地面
,

减少了蒸发
,

能抑制土壤返盐
。

据淮阴

农科所分析
,

百子 2 5 0 0一3 0。。斤的鲜草产量相当

于 7 5斤硫酸按或 25 0 斤棉籽饼的肥效
。

种过绿肥

的土壤和未种过绿肥的土壤在有机质含量和盐分

含量方面差异是很明显的
。

未种过苦草 的 土 壤
0一 20 厘米土层内有机质含量为 。

.

7 8% ,

全盐量

。
.

23 %
,

而种过苦草以后 有 机 质 含量则 增至

1
.

94 %
,

而全盐降低至 0
.

11 %
。

种过绿肥的土地

土质疏松
,

呈暗黑色
,

种植年限愈长熟化层愈厚
,

种过一年绿肥的地
,

熟化层厚度是 15 厘米
,

连续

种过三年绿肥的地熟化层厚达 22 匣米
。

泅阳县棉花原种易在 1 9 6 0 年建踢初期
,

平均

亩产皮棉为 1 18 斤
,

但是在近年大力发展绿肥生

产以后
,

目前平均亩产皮棉达 巧 5 斤
。

淮阴市农

科所试验靓明
,

种植绿肥可增产粮盒 25 %
。

目前在徐淮地区已试种成功的绿肥有 苔 子
、

田蓄
、

苦草
、

紫穗槐等
,

但由于在茬口安排和留种

技术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

因此目前还没有大面

积推广
。

应当立郎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

迅速地把绿肥安排到大田轮作中去
。

翻黑土 : 淮阴专区涟水
、

灌南等县地下普温

都埋藏有黑土层 (埋藏潜育腐泥层 )
,

埋深一般约
2一3 米

。

当地摹众历来就把翻黑士作为一 项 改

良土壤的重要手段
。

翻黑土可议改善土壤的水分

物理性质
,

能调节土壤水盐动态
,

减少土壤蒸发
,

防止土壤返盐
。

新翻黑土疏松多孔
,

有利于雨水

琳盐
。

黑土肥力较高
,

有机质含量可达 2一3 % 高

者可达 5 %
,

因此翻黑土还可提高土壤肥力
,

涟水

县灰灯乡联合社原来亩产仅 60 斤的地
,

在翻过黑

土议后
,

亩产达 4 20 斤
。

翻黑土不仅当年受益
,

而

且后效作用也是很显著的
,

持续的年阻和黑土层

铺的厚度以及黑土中养分的参少有关
,

据摹众经

验 [5]
,

一般铺 3一4 寸黑土
,

能管 3一4 年
, 4一5 寸

黑土能管 10 一1 5年
, 5一 6寸黑土可管 20 年左右

,

6一7 寸黑土可管 3 。一叨 年
,

黑土层厚达 8 寸以上

可以保靓土壤多年不再返盐
。

翻黑土的时间
,

一

般是 10 月中旬开始
,

至第二年麦收以前结束
,

约

有 1 50 一1 80 天的施工时间
,

雨季汛期因地下水位

高
,

施工较困难
。

黑土虽然肥力较高
,

但是
,

如果

利用和培养结合不当
,

也会发生退化
,

退化的黑上

不仅肥力减退
,

而且容易返盐
,

因此
,

在利用过程

中
,

应当注意增施肥料培养地力
。

农业措施是长期以来拿众和自然作斗争的有

力武器
,

在防治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方面起了很

大的作用
。

在目前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 威胁 很

大
,

而灌排措施又跟不上的情况下
,

农业改良措施

十分重耍
,

郎使今后具备了完善的灌排系统
,

以农

业措施来巩固和提高土壤改良效果也是十分必耍

的
,

今后在土壤改良工作 中应当充分发挥这些农

业措施的作用
,

要进一步因地制宜地推广这些经

验
。

但是
,

在肯定农业措施重要意义的同时
,

也要

认识它的不足之处
,

有些经验带有局限性
,

只能在

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
,

而且农业措施对于防治土

壤盐碱化和沼泽化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
,

当盐

碱化和沼泽化太严重的情况下
,

农业措施往往难

以充分发挥效盆
,

所以在土壤改良中必须重视农

业措施和水利措施的配合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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