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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耕层熟化度对水盐动态的影响
*

唐 淑 英 张 丽 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七

冷

苏北滨海盐溃土地区
,

地势低平
,

地下水位高
,

矿化度大
,

排水深度有限
,

但雨量较多

而较集中
,

有一定自然淋盐条件
,

因此
,

壤质地区的盐渍土
,

脱盐较容易
,

返盐亦很快
,

水盐

动态变化频繁
,

防盐保苗困难
,

产量低而不稳
。

当地劳动人民
,

在长期与盐渍化作斗争的过

程中
,

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综合改良经验
,

针对难于彻底排除土壤
一
地下水盐分影响的实际

情况
,

重视了水盐动态的调节与控制
,

在建立条排沟排水系统的基础上
,

同时采取加强地

面覆盖
,

培肥熟化表土的措施
,

从而抑制了土壤返盐
,

促进了土壤发育
,

变无收为有收
,

变

低产为高产
。

为了总结这些宝贵的群众经验
,

探索土壤熟化层在盐渍土形成演变和改良

利用过程中的作用
,

为了加速建立土壤覆盖层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进行了耕层熟化度对抑制土壤返盐
,

巩固提高脱盐效果的试验研究
。

为了集中反映熟化层的作用
,

排除其它可变因素的干扰
,

我们在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

的撩荒地上布置了 田间对比试验
。

试验地土壤的原始含盐量是
: 0一5 厘米为 0

.

54 6 多
,

5一2 0 厘米为 0
.

2 0 9 务
, 2 0一6 0 厘米为 0

.

2 7 1多
, 6 0一 1 0 0 厘米为 0

.

2 5 7 务
, 1 0 0一2 0 0 厘米

为 0
.

3”多
,

地下水矿化度在 20 克 /升左右
,

属中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

试验区的西半边

留作改良地
,

东半边分为七个小区
。 1

、

2
、

3 区依次换上厚度为 1 0
、

1 ,
、

2 0 厘米熟 化程

度较高
,

全盐量为 0. 0 52 务 的表土 ; 4 、
5

、

6 区依次换上 20
、

15 和 10 厘米厚
,

全盐量为

0
.

0 6 6 多
,

熟化程度较低的表土 ; 7 区保持原状
,

作为对照
。

各区均埋设深度为 1 0
、

2 5
、

5 0
、

10 叭 1 50 和 2 00 厘米六个深度的土壤水分湿度计
,

系统观测土壤水分动态
,

并取土分析盐

分
。

此外
,

还结合大田及全区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

开展室内分析和模拟试验工作
。

几年来

取得一些资料
,

现仅就熟化层的作用进行初步总结
。

一
、

熟化层对土壤水盐动态的影响

为了确定熟化层的作用
,

试验开始阶段
,

各小区都不加任何地面覆盖
,

也不种植作物
,

并经常清除杂草
,

在保持地表裸露的情况下进行水盐动态观测
。

19 7 3 年 10 月至 19 74 年 11 月的盐分动态资料表明(表 l)
:
表土熟化程度不同

,

厚度

不同
,

土壤盐分的变化就不一样
。

从一米土层平均含盐量的变化可以看出
:
试验开始时

,

一米土层 的平 均 含 盐 量在
0

.

2 28 一 0
.

2 82 多之间
。

一年后
,

表土熟化程度较高的小区
,

不论其厚度如何
,

盐分含量都有

较大幅度的降低
,

表现 出明显的脱盐状态
,

年周期脱盐率为 30 一50 务
,

熟化层愈厚
,

脱盐

才
* 李冬顺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协作单位为江苏省盐城地 区新洋试验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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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愈高 ;表土熟化程度较低的小区
,

盐分的年变化因厚度不同而异
,

厚度为 10 与 15 厘米

者
,

脱盐现象不明显不稳定
,

厚度为 20 厘米者
,

土体年周期脱盐率在 15 多 左右 ; 对照区的

土壤盐分则大幅度增加
,

表现出明显的积盐现象
: .

年周期积盐率在 30 % 以上
。

表 l 一米土层平均含盐t 变化

小小 区区 全 盐 量 (%))) 脱盐率或积盐盐
率率率率(% )))

777773 年 1 0 月月 74 年 6 月月 7 4 年 6 月月 7斗 年 8 月月 7 4 年 9 月月 7 4年 1 1 月月 7斗 年 1 1 月月
1111111 8 日日 2 3 日日 10 日日 4 日日 1 3 日日 13 日日

熟熟化度较高高 111 0
,

2 5000 0
.

2 1888 0
.

19马马 0
。

1 4 111 0
。

1 4 000 0
。

1 6 333 一 3 4
。

8 000

2222222 0
.

2 4333 0
.

2 1333 0
。

1 9 999 0
。

1 1 555 0
.

10 999 0
.

17 888 一 26
.

7 555

3333333 0
,

2 2 888 0
.

18 555 0
.

17 666 0
.

1 1 666 0
.

10 333 0
。

1器器 一 46
.

0 555

熟熟化度较低低 444 0
.

2 3 UUU 0
.

2 2 111 0
.

2 2 999 0
。

1 8 777 0
.

1 8 555 0
。

19 999 一 1 3
。

斗888

5555555 0
.

2斗555 0
.

2 0 666 0
.

2 0 333 0
.

1 7 333 0
.

2 2 444 0
.

2 5 666 十 4
.

4 999

6666666 0
.

2 5 222 0
.

18 555 0
.

2 0 666 0
。

1 9 000 0
.

1 9 666 0
.

2 4 000 一 4
.

7 666

对对 照照 777 0
.

2 8222 0
.

2 7 000 0
.

3 3 111 0
.

2 9 555 0
.

2 7 999 0
.

3 7 777 + 33
.

6 999
协

耕层熟化程度的不同
,

不仅土壤盐分动态有差别
,

也使地下水发生了变化 (图 1)
。

布

置在试验地上相距不过 20 米的两个地下水观测井
,

试验开始时的地下水埋深和矿化度是

基本一致的
, 1 9 74 年 6 月 18 日测定

,

靠近表土熟化度较高的 2 号井
,

其地下水埋深为 1 82

厘米
,

矿化度为 20
.

4克/ 升 ; 靠近表土熟化度较低的夕号井
,

分别为 1 86 厘米和 20
.

6 克 /升
。

经雨季淋盐后
,

同年 10 月与 11 月测定
, 2 号井的矿化度升高到 24 克 /升

, 7 号井升高到

21 一22 克/ 升
,

这是土壤盐分向下淋移的结果
。

” 年 5
、

6 月
,

地下水硫化度又都回降到

2 0 克 /升左右以后随着降雨和蒸发的变化
,

地下水不断发生淡化与矿化的循环
,

但从水盐

动态相对稳定的春旱末期来看
,

两个观测井的高矿化地下水都是朝着淡化的总趋势发展

的
。

在这个过程中
,

两测井各季节的地下水位仍是基本一致的
,

而其矿化度则不相同
, 2 号

井总是比 7 号井高
,

二者的相对差值则因季节而异
。

以 7 5 年的资料为例
:
一次降雨或连

续降雨 3 0一50 毫米以上时
,

土壤地下水位往往急剧上升到 30 一80 厘米之间
,

此时井水的

矿化度都很低
, 2 井一般在 6一11 克 /升

, 7 井则在 3一5 克 /升
, 7 井的矿化度只有 2 井的

3 0一50 多 ; 雨后地下水位回降到 80 一1 20 厘米范围时
, 2 井的矿化度增加到 10 一 17 克/

升
, 7 井增加到 5一10 克 /升

,

后者为前者的 40 一6 0多 ; 地下水在 1 20 一 180 厘米范围内继

续浓缩时
,

矿化度急剧升高
, 2 井达 18 一28 克/升

, 7 井达 13 一18 克/升
,

接近或超过全年

最高值
,

此时 7 井地下水的矿化值为 2 井的 60 一阳 多; 地下水位继续下降到 18 0一2 50 厘

米之间时
,

两个测井矿化度变化都不大
,

彼此间的差值还继续缩小
,

水位回降到 2 50 厘米

以下时
,

往往是春旱末期
,

此时两个测井的地下水矿化度基本一致
,

差值不到 10 多
。

这些

资料说明
:
降雨时

,

表土熟化程度高的地段
,

土壤淋盐强度大
,

脱盐快
,

地下水矿化度就较

高
,

表土熟化程度较低的地段
,

土壤淋盐强度小
,

脱盐慢
,

地下水矿化度就较低
。 2 号井的

地下水矿化度恒大于 7 号井
,

正由于表土熟化度较高的 1
、

2
、

3 区的脱盐率大于 4
、

5
、

6
、

7 区的结果
。

此外
,

从盐分组成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熟化层对土壤水盐动态的影响
。

熟化程度高
,

处

于脱盐状态的小区
,

Cl 一 的含量减少
,

H c O矛 的含量增加
,

与滨海盐渍区土壤的离子消长

规律相同 (表 2 )
。

去



期 唐淑英等 : 土壤耕层熟化度对水盐动态的影响 4 l

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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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小厘米宙

图 l 试验地地下水季节变化曲线

表 2 各小区 O
一 、

H C O 犷 的含t 变化 (l 米土层平均 )

19 夕4 年 6 月 1 8 日 19 7 4年 1 1 月 1 3 日 增 减 数

C I一 H C O 歹 C I一 H C O歹 C I 一 H C O 了

当 占阴离}毫克当
小区

0 01 子总量
(% )

量 / 1 0 0
克土

占阴离子 {毫克当量 1占阴离子 {毫克当量1占阴离子l毫克当量 }占阴离子
总量 ( % ) !/ 10 0克土 1总量 ( % )】/ 10 0克土}总 量(% ) l/ 10 0 克土l总量( % )

毫克当量 }占阴离子
/ z uo 克土 I总量 (% )

克八土毫量克

一 0
.

7 7 2

一 0
.

5 9 8

一 0
.

6 7 9

一 0
,

4 1 1

+ 0
.

5 9 6

+ 0
.

8 2 2

+ 1
.

斗1 7

一 1 2
。

9 7

一 8
。

1 2

一 1 4
.

5 1

一 6
.

1 0

十 0
.

0 2

十 3
.

7 6

+ 3
.

6 3

+ 0
.

0 3 8

十 0
.

0 3 8

十 0
.

0 4 9

+ 0
.

0 3 1

十 0
.

0 2 8

一 0
.

0 7 2

一 0
.

0 0 6

十 7
.

47

+ 2
.

7 3

十 1 0
.

9 4

+ 1
.

8 5

一 1
.

1 2

一 5
.

2 1

一 3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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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2
。

5 9 4

2
.

6 5 5

2
.

0 4 7

2
.

8 2 2

2
.

6 7 8

2
.

2 5 4

3
.

5 6 9

0
。

3 9 2

0
.

3 9 9

0
。

3 6 6

0
.

3 7 2

0
。

3 9 9

0
.

4 3 3

0
。

3 8 0

1
.

8 2 2

2
.

0 5 7

l
。

3 6 8

2
。

4 1 1

3
.

27 4

3
。

0 76

4
.

9 86

0
.

4 3 0

0
.

4 37

0
.

4 1 5

0
.

4 0 3

0
.

斗2 7

0
。

3 6 1

0
。

3 7斗

2J4

总之
,

无论从土壤
一
地下水盐分含量的变化或从主要离子的消长规律来看

,

都可以说

明
:
熟化层对土壤的脱盐

,

地下水的淡化和土壤盐溃性质都有明显的影响
。

在心底土含

盐量
、

地下水位
、

地下水矿化度
、

土壤质地
、

排水条件及土壤蒸发的外界条件都基本相同的

情况下
,

仅由于裸露表土的熟化程度和厚度的不同
,

就产生了积盐和脱盐两种不同的结

果
。

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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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熟化层对抑制返盐和加强淋盐的作用

苏北滨海地区末级排水沟的深度一般为 1
.

0一 1
.

2 米
,

条田宽度一般为 50 米左右
。

排

水试验资料说明
‘, ,

在地下水位高时
,

条沟的深度
,

特别是间距的影响较明显
,

地下水下降

速度快
,

水位低时
,

沟 的作用就相对减弱
,

而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的作用则相对增大
,

因此

水位下降速度变小
,

当地下水位在沟深以下而继续下降时
,

土壤蒸发的作用就愈 来愈 主

要
。

埋深为 50 厘米和 1 00 厘米的地下水蒸发试验资料又说明
‘, ,

地下水因土壤蒸发作用而

下降的强度
,

为受排水
、

蒸腾和蒸发诸因素综合影响而下降的数量的 3 0一60 多
。

因此
,

土

壤的脱盐状况
,

一方面决定于降雨淋盐的强度
,

一方面要看减少蒸发
,

抑制返盐
,

巩固脱盐

效果的大小
。

熟化表土正因加强了这两方面的作用
,

从而使土体的脱盐率大大提高
。

(一) 抑制返盐的作用

换土处理后的试验地
, o一20 厘米平均含盐量虽因熟化程度和熟化层厚度 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l
、

2 、 3 区分别为 0
.

1 3 5多
、

0
.

0 9 5多和 0
.

1)5 2多 : 4
、

5
、

6 区分别为 0
.

0 6 6多
、 0

.

2 0 7 多

和 。
.

142 多)
,

但在换土的深度范围内含盐量都是很低的
。

这些表土层是否能维持较低的

含盐状况及其季节变幅怎样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有否抑制返盐的作用及其作用的

大小
。

在心
、

底土和地下水含盐量仍较高的情况下
,

虽然熟化程度不同的表土都有脱盐和

返盐的变化
,

但熟化程度较高者
,

返盐幅度要小得多
。

才

全

盐 。
.

3

去乃万�

多一头
夕

/

一/
卜龄|卜

称

, 9 7 3
t

卜O 6 2 8 8 」0 口 4

观 测 日 粼

1 ! 】3 7 5
·

5
· 10

户一��/一
?

图 2 不同厚度及熟化程度表土 (0 一20 厘米 )的盐分变化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对照区的表土
, 19 74 年春 一 19 7 5 年春

,

各季节的含盐量都较高
,

而

1 )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 : 排水试验初步总结资料
,

19 6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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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且 。一20 厘米的平均含盐量恒较心
、

底土为高
,

说明它的盐分表聚性很强
,

既无抑盐作用
,

淋盐作用也很弱 ;熟化程度较低的表土
,

各季节的含盐量虽比对照区低
,

但比熟化程度较

高的表土高
,

且不论是换土后第一个与第二个春旱季节或秋旱时期
,

表土返盐的速度和强

度都较大
,

未能维持换土时的低含盐状况
,

而上升到 0
.

15 一0
.

25 多之间
,

说明这种表土也

没有抑制返盐的作用
,

虽然雨季时淋盐作用较明显
,

但往下淋移的盐分和心底土原有的盐

分
,

都能很快回升到地表
,

淋盐的效果得不到巩固
。

正如群众总结该区盐分季节变化时所

说的
: “ 7

、

8 月份地如筛
, 9

、

10 月份又上来
, 3

、

4 月份更厉害
”
一样

。

熟化程度较高的表土
, 1 9 74

、

19 7 , 年旱季的返盐状况并不一样
, 1 9 7 4 年由于换土时

翻动土层
,

引起土壤强烈蒸发
,

以致 6 月雨季前表土的含盐量也上升到 0
.

1一。
.

18 关之间
,

但经雨季淋盐后又大幅度回降
,

以致比刚换土时还低
,

接着复经秋旱和春旱两个返盐季

节
,

盐分含量虽略有回升
,

但基本是保持原来较低的含盐状况
,

并朝着继续下降的方向发

展
。

可见熟化度较高的表土具有抑制返盐的作用
。

在土壤蒸发的外界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

熟化程度较高的表土
,

所以有抑制返盐的

作用
,

是由于大团聚体和大孔隙较多
,

这样既对下层土壤水分的上升有限制作用
,

又能促

进热的对流和水气的涡流运动 (袁剑舫
, 1 9 6 4 年)

,

因此
,

晴旱时
,

表土蒸发较快
,

湿度较

低
,

并往往能在表面几厘米形成薄层干燥覆盖层
,

从而影响着土体的蒸发
。

熟化度较高表土 的蒸发速度较快
,

从两次盆钵蒸发模拟试验的结果可以证明 (表 3 ) :

土壤的累计失水量和蒸发量都是熟化度较高表土 > 熟化度较低表土> 心土
。

由于土壤孔

隙率的不同
,

土壤的容水量和容气量也不同
,

熟化程度较高表土的含水量百分率仍然比较

高
,

但在三相容积比中
,

不同熟化度土壤的水分容积百分比则极相近
,

而空气容积%则是

熟化度愈高而愈大
,

固体部分的容积多则是熟化度愈高而愈小
。

这种变化对植物的生长

来说
,

水气 的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 ; 对水分的运行来说
,

由于占有孔隙容积的空气较多
,

起

着切断毛细管的作用
,

下层土壤水分的上行蒸发运动就受到削弱
,

盐分的积累也就减少
。

表 3 熟化度不同土壤盆钵蒸发模拟试验结果

鑫 试验日期 处 理 督薰⋯域卜
总孔度
(% )

重量含
水 量

三相容积比(% )

(% ) } 水 气l固

面厘钵(勺盆积米

梢
一.11 .1, .1�了�了�了

⋯
,乙,�,�尹0112

,乙IJ4
1 9 7 5年 6 月1 1一2 0 日

共 10 天

熟化度较高表土

熟化度较低表土

心 土

熟化度较密表土

熟化度较低表土

心 十

15 9
.

9 0

1 62
.

86

1 6 1
.

3 6

5 3 7
·

”

}
3

·

3 6

50 4
·

“

}3
·

“9

斗斗7
.

0 1 2
。

77

53
.

5 1

5 1
.

6 6

4 7
.

6 0

1 9
.

1 1

1 8
。

9 5

1 6
。

9 9

1 9 7 7年 8 月6一20 日

共 15 天

1 0 1
.

23

1 0 1
.

46

9 8
.

6 9

咚6 2
.

5

4 53
。

5

3 6 4
.

8

2
.

7 1

2
.

7 1

2
.

7 1

5 2
.

0 3

5 0
.

5 6

斗7
.

6 0

1 1
。

7 4

::

4 0 2 9

3 8
.

7 5

3 5
.

9 3

4 7
.

9 7

4 9
。

4斗

5 2
.

40狱洲

不

注 : 1) 75 年各处理均为三个重复平均 ; 77 年各处理均为四个重复平均
。

2 ) 饱和含水量 : 熟化度较高表土为 3 6
·

3% : 熟化度较低为 3 4
.

5% :心土为 2 9
.

5% ( 1 9 75 年 ) 和 2 9
.

0% ( 19 7 7年 )
o

试验区田间土壤吸力资料还说明 ( 图 3 ) : 在旱季时
,

10 厘米处的土壤吸力
,

都是熟

化程度高者大于熟化程度低者
,

也就是前者的湿度低于后者
,

二者的差值一般为 1。一 1 00

厘米
一
水柱

,

熟土层的厚度愈大
,

差值也愈大 ; 25 和 50 厘米处的土壤吸力则反之
,

基本上

是熟化程度高者小于熟化程度低者
,

二者差值极小 ; 1 00 厘米处的土壤吸力则有交叉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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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熟化程度高者时而较大
,

时而较小
,

1知 与 2 00 厘米处的土壤吸力则极相近或基本相

同
。

由此可见
,

不同熟化程度的土壤剖面之间
,

土壤吸力的差别主要在表土层本身
。

国外

的研究资料表明 (T ay fo r ,

1 9 7 2 )
,

土壤水分张力与导水性的关系成反相关
,

吸力愈大
,

导

水性愈小 ;吸力愈小
,

导水性愈大
。

因此
,

当土壤水分由湿度较大的下层向湿度较小的上

层移动到表土附近时
,

熟化程度较高的表土就起着滞缓水分上升运动的作用
。

关于干燥层的形成
,

可以从 1 9 7 4 年的田间观测资料说明(表 4 )
: 6月 26 日是降雨 14

毫米后的第五个晴天
, 1一6 区 o一5 厘米土层的平均含水量都极相近

,

只有含盐量高的对

表 4 试验小区薄层表土含水盆的变化(1 9 7 4 年)

小小 区 号号 深度(厘米 ))) 含 水 量 (% )))

6666666 月2 6 日 8 时时 6 月2 8 日 8 时时 2 8 日增减 数数

11111 0一222 17
.

8 777 15
.

5 222 一 2
.

3 555

22222一 555 2 0
.

0 000 2 1
.

3 999 + 1
.

3 999

00000 一555 19
.

1 555 19
,

0 444 一 0
.

1 111

22222 0 一222 18
.

6 777 15
.

6 333 一3
.

0斗斗

22222一555 2 0
.

9 555 2 0
.

4 222 一0
.

5333

00000一555 19
。

8 444 1 8
.

5 000 一 1
.

3 444

33333 0 一222 16
。

0 222 1 1
.

8 888 一4
。

1444

22222一555 2 1
.

3 999 1 7 9222 一 3
。

4 777

00000一555 1 9
.

2斗斗 1 5
.

5222 一 3
.

7 222

44444 0一222 1 7
.

8 333 1 8
.

8 333 + 1
.

0 000

22222一555 2 0
.

9 555 2 0
.

0000 一 0
.

9 555

00000一555 1 9
。

7000 19
.

5 333 一 0
.

1 777

55555 0一222 1 7
.

8 999 1 7
.

6 777 一 0
.

2 222

22222一555 2 0
.

4 555 20
.

7333 + 0
.

2 888

OOOOO一555 19
.

4555 19
.

5 111 + 0
.

0 666

66666 0一222 1 8
.

0000 1q
.

3 777 + 1
.

3 777

22222一555 2 0
。

3 888 2 0
.

1222 一 0
.

2 666

00000一555 1 9
。

4333 19
.

8 000 十 0
.

3 777

77777 O一222 19
。

0 333 2 0
.

0 444 十 1
.

0 111

22222一555 2 4
.

4 666 2 4
.

0 222 一 0
.

4 444

OOOOO一555 2 2
.

2 999 2 2
.

4 333 + 0
.

1444

照区较高
,

但熟化程度较高
,

厚达 20 厘米的 3 区
, 0一 2 厘米的含水量则比其他各区低 2一

3 务
,

已显出了形成干燥层的势头
。

两天后
,

对照区及熟化程度较低的小区
,

由于毛管水的

补给较多
,

含盐量较高
,

吸湿性较大
,

表层的含水量变化不大
,

而略有增减 ;熟化度较高的

各区
,

表土层的含水量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特别是 。一 2 厘米都降低得比较明显
,

从而形

成了含水量相对较低的薄层干燥层
,

其干燥程度与熟化土层的厚度成正相关
,

厚达 20 厘

米的 3 区
,

不但 0一 2 厘米土层的含水量下降到 n
.

88 多
, 2一 5 厘米土层的含水量 也 比其

他小区低得多
。

这是由于熟化程度高的表土
,

具有较多的大孔隙
,

以致由下向上运行的毛

管水流的补给低于表层蒸发的速度
,

表土乃逐渐变干
,

表面几厘米的薄层失水更快
,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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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千燥的覆盖层
。

干燥层形成后
,

表土水分的蒸发
,

主要是以水气的分子扩散而通

过干燥层的
,

即使干燥层下面仍有较多的水分
,

但蒸发速度却显著减慢 (袁剑舫
,

1 9 64 )
,

盐

分也不随之上移
‘’,

土壤
一
地下水蒸发的强度也就降低

,

因为地下水蒸发的强度
,

不仅随地

下水埋深的增加而下降
,

而且随表层含

水率的增减而增减 (图 4 )
。

总之
,

熟化程度较高的表土
,

由于干

燥度增加
,

水分张力增大
,

形成薄层干燥

层等
,

综合影响着土壤整体的水分运动
,

降低其蒸发强度
,

从而减少盐分向地表

的积累
,

就以74 年春旱期 6 月 18 日与 28

日两次盐分测定资料来看(表 , )
,

虽然各

小区的土壤盐分都有表聚现象
,

但盐分

累积状况却因熟化程度和熟化层厚度不

汗水燕发弦度(笼飞
夜�

2 0 2 5 3 0 3 5

O 一 5 厘来土址水分 〔% )

图 4 潜水蒸发强度和表土层含水量关系曲线

( 南京水科所资料)

同而有差别
。

表土熟化度较高者
,

盐分的表聚主要是一米土层内土壤盐分的垂直再分配
,

虽然有的表土和心土的含盐量有所增加
,

但底土和一米土层的平均含盐量都有所减少 ; 表

土熟化度较低者
,

土壤盐分的表聚现象虽然主要也是土体盐分的垂直再分配
,

但一米土层

表 5 不同熟化度小区春旱返盐季节各土层的盐分变幅

小小 区区 熟化程度及熟土土 测定 日期期 全 盐 (% )))

层层层厚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OOOOOOOOO一20 厘米米 2 0一6 0厘米米 6 0一1 0 0 厘米米 1 米平均均

lllll 熟化程度较高高 1 9 7 4年 6 月18 日日 0
.

1弓000 0
.

1 8 444 0
。

2 6555 0
.

2 0 888

厚厚厚度 10 厘米米 6 月 2 8 日日 O
。

15 444 0
.

2 1222 0
.

19 777 0
.

19斗斗

增增增增减数数 + 0
.

0 1 444 + 0
.

0 2 888 一 0
.

0 6888 一 0
.

0 1 444

33333 熟化程度较高高 1 97 4年 6 月1 8 日日 0
。

1 4 444 0 1 8 111 O
、

2 2 555 0
.

1 9 111

厚厚厚度 2 0 厘米米 6 月 2 8 日日 0
。

1 3 888 0
.

1 5 666 0
。

2 1斗斗 0
。

1 7 666

增增增增减数数 一 0
.

0 0 666 一 0
.

0 2 555 一 0
.

0 1 111 一 0
.

0 1 555

魂魂魂 熟化程度较低低 19 7 4年 6 月1 8 日日 0
.

2 2弓弓 0
.

2 0 666 0
.

2 3斗斗 0
.

2 2 111

厚厚厚度 20 厘米米 6 月 2 8 日日 0
.

2 6 777 0
.

19 999 0
.

2 3 999 0
.

2 2999

增增增增减数数 + 0
.

0 4 111 一 0
.

0 0777 + 0
.

0 0 ,, + 0
.

0 0 888

66666 熟化程度较低低 19 7 4年 6 月1 8 日日 0
.

1 5 777 0
。

16 222 0
.

2 2 111 0
.

18 555

厚厚厚度 10 厘米米 6 月 2 8 日日 0
.

2 1弓弓 0
。

1 9 555 0
.

2 1 000 0
.

2 0 666

增增增增减数数 + 0
.

0 6 !!! 十 0
.

0 3 333 一 0
.

0 1 111 + 0
.

0 2 111

77777 对 照 区区 19 7 4年 6 月1 8 日日 0
.

斗4‘‘ 0
。

1 6 444 0
.

2 7 999 0
.

2 6 666

6666666 月 2 8 日日 0
.

4 牛了了 0
.

2 9 555 0
。

3 1 111 0
,

3 3 111

增增增增减数数 一 0
.

0 0 111 + 0
.

1 3 111 + 0
.

0 3 222 + 0
.

0 6 555

的平均含盐量却有所增加
,

说明一米以下土层的盐分有向上积累的现象 ; 熟化度既低
,

含

盐量又高的对照区
,

一米土体各层位的含盐量都明显地增加
,

说明一米以下的土壤盐分和

高矿化地下水参与盐分的积累
。

l) 贾大林
、

傅正泉 : 利用放射性碘
, 3 ‘

和硫” 研究松砂土土体和地下水盐分的运动
。

1夕7 7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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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加强淋盐的作用

淋盐作用与耕层的厚度和熟化程度的关系
,

可以从 19 7 4 年春旱末期
、

雨季期中和雨

季以后的土壤盐分季节变化资料来分析
。 19 7 4 年全年降雨量为 1 0 0 0 毫米强

,

属于丰水

年
,

但雨季降雨量和常年相近
, 6 月 15 日至 11 月 13 日共降雨 4 4 2. 9 毫米

,

其中 7 月 12 日

至 8 月 n 日共降雨 33 8. 8毫米
,

这之前为 31
.

5毫米
,

这之后为 72
.

6 毫米
。

在这样的降雨条

件下
,

熟化程度和熟土层厚度不同
,

淋盐效果也不一样
。

从淋盐深度来看
,

熟化层厚度所起的作用较大
,

厚度为 20 厘米者
,

不论熟化程度的高

低
,

淋盐深度都大于 1 米 ; 厚度为 10 厘米者
,

深度可达 80 厘米左右
,

厚度为 1 5 厘米
,

熟化

程度较高者
,

淋盐深度也在 1 米以下
,

熟化程度低者只到 80 厘米左右
。

从淋盐量来看
,

由

于淋盐反盐相消的结果
,

熟化度较高者比熟化度较低者大 (表 6 )
。

表 ‘ 雨季前后各小区土坡盐分动态自 9 7夺年 )

打

去

小小 区区 日 期期 各 土 层 全 盐 量 (% )))

(((((月
.

日)))))))))))))))))))))))))))))))))))))))))))))))))))))))))))))))))))))))))))))))))))))))))))))))))))
OOOOOOO一 5 厘米米 5一10 厘米米 10一加厘米米 2 0一4 0厘米米 4 0一60 厘米米 6 0一8 0厘米米 8 0 一1 0 0厘米米 0一 10 0厘米米

11111 6
.

2 888 0
.

1 7 666 0
.

1夕000 O
。

13 444 0
。

1 9 888 0
.

2 2 666 0
.

2 3 666 0
.

15 888 0
.

19 444

88888
。

1 000 0
.

0 3 000 0
.

0 2 888 0
.

0 3 777 0
.

1 0 999 0
。

15 999 0
。

1 9 444 0
.

2 0 888 0
.

14 111

99999
.

444 0 0 7 888 0 0 5 000 0
.

05 666 0
。

1 0 444 0
.

1 3 888 0
.

1 8 333 0
,

2 1 555 0
,

1 4 000

33333 6
.

2 888 0
.

1 7 888 0
。

12 666 0
。

12 333 0
.

1 4 888 0
.

1 6 444 0
。

1 9 777 0
.

2 3 000 0
.

17 666

88888
.

1 000 0
.

0 3夕夕 0
.

0 2 444 0
.

03 555 0
.

0 7666 0
。

1 5 000 0
.

1 6 000 0
。

16 444 0
.

1 1777

99999
.

444 0
。

0 4 888 0
.

0 3 666 0
.

05 000 0
.

0 7333 0
.

1 0 666 0
.

1 3 555 0
.

15 444 0
.

1 0333

斗斗斗 6
.

2 888 0
.

3 7 000 0
.

2 1666 0
.

24 000 0
。

1 8 888 0
.

2 1000 0
.

2 3 444 0
.

2 4 444 0
.

2 2999

88888
。

1 000 0
.

12 888 0
.

0 7 333 0
.

10 444 0
.

1 8 222 0
.

2 0 222 0
.

2 2 111 0
.

2 2 777 0
.

1 8 777

99999
。

444 0
.

2 2 333 0
.

17 888 0
.

14 999 0
.

16 333 0
.

1 8 111 0
.

2 0 444 0
.

2 0 111 0
.

1 9555

66666 6
。

2 888 0
。

2 5 444 0
。

19 888 0
.

2 1000 0
.

1 9222 0
。

19 888 0
.

2 0 444 0
.

2 1666 0
.

2 0666

88888
。

1000 0
.

1 7 555 0
.

10 222 0
.

13 000 0
.

1 8 555 0
。

1 9 111 0
.

2 2 111 0
.

2 2 111 0
。

1 9()))

99999
.

444 0
.

2 4 111 0
.

1 1555 0
.

17 222 0
.

17 000 0
.

1 9 666 0
.

2 1777 0
.

2 2 333 0
。

1 9666

77777 6
。

2 888 0
.

6 1 000 0
。

4 3 444 0
.

3 6 888 0
.

2 9 000 0
。

3 0 000 0
。

3 0 000 0
.

3 2 222 0
.

3 3 111

88888
。

1 000 0
.

5 5 444 0
.

2 1888 0
.

2 8888 0
.

2 8333 0
.

2 8 888 0
.

2 8 000 0
.

2 8 333 0
.

2 9 444

99999
.

444 D
。

6 5 111 0
.

2 5 999 0
.

2 5 333 0
.

2 3 222 0
.

2 7 444 0
.

2 6 000 0
.

2 7 666 0
.

2 7 999

协

从降雨最多最集中的 7 月 13 日至 8 月 10 日的 29 次土壤吸力资料可以看出 (表 7)
:

雨季中期土壤吸力都很低
, 1 00 厘米以下各层位的土壤吸力均为负值

,

说明此时地下水位

很高
,

都在一米以上
。 1。

、

2 5
、

5。厘米处的土壤吸力亦在 1 00 厘米
一
水柱以下

,

可见这个

时期土壤剖面湿度很大
。

而厚度相同时
,

土壤剖面各层位的土壤吸力
,

都是熟化程度高

者较熟化程度低者小
,

说明前者人渗和保蓄的雨量较多
,

土壤含水量较大
,

有利于加强淋

盐作用
。

同时
,

值得注意的是
,

熟化程度较低而厚达 20 厘米的 斗区
,

它与 3 区之间由于熟

化程度不同所引起的土壤吸力差最小
,

不如与 5
、

6 区之间因厚度不同而引起的差值大
。

说明熟化度较低的表土
,

厚度增加到 20 厘米时
,

也有利于纳雨淋盐
。

因此
,

从淋盐作用来看
,

表土层的厚度比熟化程度来得明显
,

但熟化程度的提高
,

更有

利于淋盐作用和抑盐作用的加强
,

因而
,

厚达 20 厘米
,

熟化度又较高的 3 区
,

其淋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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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计埋深
(厘米)

表 7 雨季期中各区土玻吸力

土 壤 吸

(19 7 4 年 7 月13 日一8 月 1 0 日2 9次平均)

力 (厘米
一
水柱)

l 0

2 5

5 0

1 0 0

1 5 0

2 0 0

+ 6 9
.

7 5

十 5 1
.

0 6

+ 25
.

6 9

一2 0
.

8 5

一 7 1
.

1 3

一 12 1
.

6 5

+ 7 8
.

3 9

十 6 0
.

13

+ 3 2
.

5 3

一 1 8
.

夕7

一 7 1
.

8 9

一 1 19
.

8 4

十 6 9
.

7 1

+ 5 3
.

4 7

十 2 5
.

8 4

一 2 2
.

6 0

一 7 2
.

3 5

一 1 2 4
.

52

弓
·

7 8
.

弓
一

6 1
。 ;:

一 2 0
,

1 1

一7 0
.

15

一 1 20
.

49

+ 7 2
.

7 6

+ 5 7
.

7 2

十 2 8
.

3 5

一 2 0
.

3 2

一 7 2
.

1 8

一 1 2 2
.

3 9

十7 8
.

2 1

+ 6 0
.

6 3

+ 3 3
.

83

一 18
.

斗0

一夕0
.

3 8

一 1 19
.

5 6

也就最大
。

熟化度较高的表土
,

所以有促进淋盐的作用
,

是因为熟化表土有较大的孔隙率
,

特别

是非毛管孔隙较多
,

能接纳较多的雨水
,

随下渗水流而去的盐分也就较多较快
。

据南京水

科所 19 6 1 年在新洋试验站做的抽水试验结果
:
一米土层的平均渗透速度为 1 米 /昼夜

。

我们在田间分层测定试验地 40 厘米以上土壤渗透速度 的 结果又表明: 粉砂壤质的表土

由于容易板结
,

在地表淀板的情况下
,

其渗透系数往往小于心土
,

只有厚达 20 厘米而熟

化程度较高的 3 区才接近于心土 (表 8 )
,

由此可见
,

本区壤质沉积物的透水性是良好的
,

表 8 试验地透水性测定结果

滋

2 7
.

0

2 7
.

0

2 4
.

5

2 5
.

0

平平平均渗透速度度 K
: 。

毫米 /分钟钟
(((((K

:

)(毫米 /分钟)))))

00000
.

6 111 0
。

4 000

00000
.

9 888 0
.

6 555

lllll
。

3 777 0
。

9 ,,

22222
.

1 555 1
.

4 888

00000
.

8 777 0
.

5 888

00000
.

9 777 0
.

6 000

11111
.

8 444 1
.

1 666

11111
.

0 444 D
.

6 444

00000
.

9 111 0
。

5 999

表000地241
7 区

(试验 区原始地段)

么

一jl,心夕七J11少
..

⋯
�6�UC,o
n乙2

,j气21,j,4表表表表表地地地地地区区区区区
,.二,‘,jl‘少护O

注 :
测定方法为管子法

。

平均渗 透速度以 10 一巧 个管子 则定结果平均
K

t

—
测定时温度的渗透系数

Kl
。-

一 1。℃时的渗透系数

透水性较差的土壤剖面主要受表土的影响
,

熟化并加深耕层
,

就能提高土体的渗透速度
,

加强淋盐强度
。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
: 即使是地下水位较高

,

矿化度较大
,

土壤盐分又较重的滨海地

区
,

在一定排水的基础上
,

培肥熟化表土
,

就能抑制随水而来的盐分的上行积累
,

促进随水

而去的盐分的下行排除
,

从而加强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这一基本规律中去盐的优势作

用
,

加速并巩固脱盐的效果
。

三
、

具有抑盐作用的土壤熟化指标

表土要熟化到什么程度
,

要达到什么指标
,

才有抑制返盐和加强淋盐的作用
,

这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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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土壤覆盖层必须回答的问题
。

从调节水盐动态的目的出发
,

我们先着手模索直接有关

的土壤物理指标
,

其他方面还有待深入
,

仅就现有资料提 出初步看法
。

(一 ) 有机质含 t
。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固相中最活跃的部分
,

是形成土壤结构和肥力

的物质基础之一
。

它随着土壤的发育而有规律地变化
,

并密切影响着土壤的基本特性
,

特

别是水分物理性质
,

从而影响着土壤的水盐运动
,

因此
,

它是土壤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

标
。

苏北滨海地区
,

盐溃母质的有机质含量较低
,

壤质者为 0. 3一0
.

5多
,

粘质者为 0
.

6一

0
.

8多
。

成土过程开始以后
,

随着自然植被的更替
,

表层有机质含量不断提高
,

当土壤演变

到可以垦种棉花的茅草地时
,

10 厘米左右的表层有机质提高到 1
.

5一2
.

5 多之间
。

开垦后
,

土壤有机质往往发生较大的变化
,

在只重利用
,

不注意培肥的情况下
,

含量递减
,

引起土壤

返盐
,

因此群众把退化
一
返盐相提并论 ;而在用养结合的情况下

,

土壤耕层的有机质有所增

加
,

而且逐渐向深层积累
,

从而提高耕层的厚度和熟化程度
,

起着防盐增产的效果
,

群众也

往往把熟化与脱盐联系起来
。

综合我们试验区和面上的调查研究资料来看
,

苏北滨海地区的宜垦地 (中度盐化滨海

草甸土 )
、

耕种熟地 (轻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等 )和1
、

2
、

3区的有机质含量
,

上限虽有一些

差别
,

而下限都在 1
.

3 务左右
,

平均含量大多在 1
.

朽多以上(表 9 )
。

据此
,

我们认为
:
具有

抑制返盐作用的熟化表土
,

其有机质含量指标约在 1
.

, 多左右
。

当然
,

对高产再高产来说
,

有机质含量要求还更高一些
,

有机质累积层愈厚愈好
,

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进行培

育 ,

表 9 苏北滨海地区各种土城及试验区土壤有机质含t (%)

0一10 厘米有机质含量(% )
土 壤 类 型 主要植被或宜种作物

变 幅 平 均 值

本
_

(个 )

去

滨海草甸盐土

强度盐化滨海草甸土

中度盐化滨海草甸土

中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底层中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轻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7 区 (对照 )

呼
、

5
、

6 区(熟化度较低)
1 、

2
、

3 区(熟化度较高)

盐篙
、

光板地

璋 毛 草

茅 草

棉花
、

绿肥

棉
、

麦
、

绿肥

棉
、

麦
、

杂粮

撩 荒 地

棉
、

麦
、

绿肥

棉
、

麦
、

杂粮

0
.

4 2一 l
。

0 5

0
。

86一 l
。

2 0

1
.

3 3一2
.

5 0

0
.

8 1一 1
.

2 7

1
.

2 0一 l
。

4 0

l
。

3 0一 l
。

8 0

0
.

9 8一1
.

15

0
。

9 0一 l
。

18

1
.

3 0一 1
.

7 4

::

::

l 8

l0

l 2

1峥

)

2 3

6

l5

! 7

一‘夕护0OQ
月’t

4C
�qJ’t

.

⋯
1.‘‘卫�nU
..1

协

(二 ) 土壤结构
。

土壤结构状况是熟化程度的基本物理指标
。

由于良好的土 壤结 构

具有多孔性
,

不仅有利于渗水淋盐
,

而且能促使干燥层形成
。

试验地上熟化程度较高的

表土
,

直径大于 0
.

25 毫米水稳性团聚体的含量比熟化度较低的表土和对照区高得多
,

达

28
.

33 多 ; 滨海盐土随着生草作用的加强
,

自然植被更替到可垦的茅草地时
,

> 0
.

2 , 毫米水

稳性团聚体增加到 1 7一26 多 (平均为 23
.

11 关)
,

垦殖利用后
,

随着有机质的变化而有增

减
,

高度熟化的表土
,

团聚体含量可增加到 45 关
,

但当增加到 2 , 一26 务左右时
,

土壤返盐

已很轻 (表 1。)
。

因此
,

对水盐运动来说
,

苏北滨海壤质土地区具有抑盐作用的熟化表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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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构指标是直径> 0
.

25 毫米团聚体含量在 2 , 外 以上
。

至于各级团聚体含量的变化
,

试验地土壤由于换土时强烈扰动
,

规律不明显
,

但从土

壤发生演变过程 中各种土壤团聚体的平均值可以看出
:
在土壤结构改善过程中

,

开始主

要是 1一0
.

5 毫米和 0
.

5一。
.

25 毫米两级有所增多
,

而改善到有抑盐作用的结构状况时
,

则

是 > 5 和 5一3 毫米的含量显著提高
。

表 10 试验地及苏北滨海各类型土壤的水稳性团聚体平均含盆 (%)

} 各 级 团 聚 体(毫米)

土壤类型

熟化程度较高的 1
、
2
、
3 区

熟化程度较低的 4
、
5

、

6 区

7 区 (对照 )

滨海草甸盐土

强度盐化滨海草甸土

中度盐化滨海草甸土

中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轻度盐化滨海耕种草甸土

滨海耕种草甸土

一

一宜二
一

一卜
-

二二一}一生卜
上些一}二全兰二阵型宜‘

{
‘

·

6 6
{

4
·

8 6
{

‘0
·

8 ,
{

‘0
·

6 6
}

“8
·

3 3

}
‘

·

‘3
}

5
·

3 9
}

6
·

‘0
{

’
·

5 ,
}

‘8
·

7 ‘

}
“

·

5 4

}
“

·

6 0
1

”
·

2 2
}

”
·

2 0
}

‘2
·

9 9

!
’

·

‘3
!

’
·

5 ,
}

2
·

, ,
}

2
·

8 ,

}
’0

·

”‘

;
‘

·

2 5
⋯

‘
·

5 2
}

’
·

2 8
}

‘
·

o ,

}
‘2

·

0 ,

{
“

·

3 4

}
”

·

3 6
{

4
·

7 4
}

3
·

3 4

{
之‘

·

”

}
注

·

5 6
1

2
·

6 5
}

4
·

7 8
{

‘
·

65
{

‘4
·

U u

!
’

·

2 3

}
斗

·

5 5

}
5

·

8 0

}
’

·

4 4

1
25

·

2 2

1 4
·

0 8 } ”
·

0 9 ! ’0
·

7 3 }
5

·

76 }
”,

·

‘

生

游

注 : 取样深度 O一 10 厘米
.

(三 ) 孔隙度和容重
。

土壤中水分的保持与移动
,

主要决定于孔隙性与透水性
,

孔隙

的大小
、

形状和孔隙度又取决于土壤机械组成和土壤结构
。

苏北滨海壤质土地区的机械组

成一般是 : < 0
.

01 毫米物理性粘粒含量变动在1 1一40 多的范围
,

大多为 2 0一30 多
,

< 0
.

0 01

毫米粘粒含量往往 < 10 多
,

在土壤发育过程中
,

一般变化不大 ;土壤结构则随熟化程度而

变化
,

土壤孔隙状况也就有所不同
。

上壤孔隙度又与反映土层构造的容重有着密切关系
,

孔隙增加
,

容重减小
,

孔隙减少
,

容重增大
,

其中主
.

要是非毛管孔隙度的增减
。

从试 区和大

量调查资料来看
:凡是具有抑制返盐作用和含盐量低的土壤类型

,

其表土的容重一般都在
1

.

0一1
.

25 克/ 厘米
3

之间
,

总孔隙度> 54 多
,

高者达 60 多 以上
,

其中毛管孔隙在 45 一” 拓
,

非毛管孔隙大都在 7一 12 多
,

占总孔度的 15 一20 多
。

盐分较重
,

返盐较快的土壤
,

表土容

重多在 1
.

25 一 1
.

4克/ 厘米
, ,

总孔度在 46 一54 外之间
,

其中非毛管孔度占总孔度的 4一 15 务

表 11 试验地各小区的孔隙特性

衣

容 重l总孔隙}毛管孔
二育 效 孔 隙 (% ) > 0

.

05 }> 0
.

1 }有效孔
小 区 }土壤熟化程度K克 /厘}度

米
3

) l(% )
隙 度
(% )

非毛管
孔隙度
(% )

> 0
.

2

毫 米

0
·

2一 !0
·

1一
_

毫 。
匆l}毫

。
’

桨
熟化程度较高}

‘
·

2 4

熟化程度较低}
’

·

3‘

对 照 区 1 1
.

3 斗

5斗
.

斗0

5 1
.

6 1

5 0
.

70

4 6
.

3 0

4 6
.

9 1

4 7
.

6 0

8
。

4
.

3
。

0
.

8 ! 1
。

9

而丽二万丽不掩尸一}毫米孔 !毫米孔}隙度少

}戮}戮}鳄}翌{鳖}里
}
‘o

·

2

}
3

·

5
1

2 6
·

9
1
’

·

5
}

z
,

斗

1
’8

·

9

】“
·

5
}
’

·

‘
}

2 7
·

‘
}

2
·

9
}
‘

,

。

}
’7

·

,

}’‘
·

o ! 3
·

” 1
2 6

·

8 } ”
·

2
} ”

,

2
!
’4

·

“

一j,
了

‘,‘

⋯
0
一UCU

申
有效孔隙度(% ): 指 。

.

2一0
.

0 05 毫米孔隙
。

注 : 取土 日期
: 1 9夕斗 年 6 月取样深度均为 O一 10 厘米

。

(表 1 1 )
。

据此
,

我们认为
:
抑盐熟化表土的容重指标应是 < 1

.

25 克 /厘米
3 ,

总孔隙度指标

应是 > 55 务
,

其中非毛管孔隙度在 15 务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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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从部分土壤有效孔隙的测定结果看出
:
熟化程度较高

,

淋盐抑盐作用较明显的

土壤
,

不但非毛管孔隙多
,

而且> 0
.

05 毫米的有效孔隙也较多
。

几种不同熟化度的土壤薄片显微鉴定结果也表明 : 熟化程度不同
,

孔隙状况和结构

特性都有差异
,

试区外的光板地
,

呈未垦荒地所特有的层状裂隙微结构和不连续层状裂隙

微结构 ; 试区内的表土
,

因受耕作的影响
,

均为多孔整块状微结构
,

但孔隙的发育则不相

同
,
随着熟化程度的提高

,

大孔隙明显增多
,

由薄片计算的孔隙率
,

熟化程度较高者比熟化

程度较低者多 42
.

9拓
,

比对照区多 58
.

4 务
,

而且熟化度较高者已有微团聚体的形成(见图

版照片 )
。

至于熟化层的厚度指标
,

应从各方面统一考虑
,

对抑制返盐来说
,

熟化程度的影响较

熟化层厚度明显
,

但在熟化度相同情况下
,

厚度愈大
,

影响也愈大 ; 从加强淋盐的角度来

说
,

熟化层厚度的影响较熟化程度更明显 ;从促进增产的方面来说
,

熟化程度和熟化层厚

度同等重要
。

在熟化度相同的情况下
,

作物产量随熟化层厚度的增加而增加 ; 在厚度相同

的情况下
,

产量随熟化度的提高而提高
。

因此对调控水盐动态
,

抑制土壤返盐来说
,

熟化

耕层的厚度起码是 1。厘米
,

考虑到提高淋盐效果和促进增产的目的
,

要求逐渐培育到 2。

厘米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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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耕层熟化度对水盐动态的影响 图版 I

1
.

光板地表土的层状裂隙微结构
2

.

撩荒地表土口区 )颗粒排列紧密
,

有少量裂隙和孔隙

3
.

熟化度较低表土。
、
5

、
6 区)

,

有较多孔隙
,

但无微团聚体发育

呜
.

熟化度较高表土(l
、

2
、
王区 )

,

孔隙多
,

并有微团聚体形成

不同熟化度表土薄片显微照片 (23
.

, X 透射光乡

(本所地理室曹升赓同志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