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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盐溃土改良利用分区

刘文政 王遵亲 熊 毅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曹

我国西北
、

华北
、

东北和滨海地区
,

广泛分布着大面积的盐渍土
。

这种土壤
,

土层深

厚
,

地形平坦
,

适于机耕
。

但土壤中含有盐碱
,

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很大
。

建国以后
,

为

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

对一些流域进行了规划
,

改建和兴建了很多灌区
,

进行了巨

大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

对促进盐渍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改造盐碱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 1 96 4

年开展
“
农业学大寨

”的群众运动以来
,

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由基本建设有了更大规模

的发展
,

各地群众改良利用盐渍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盐溃地区农业生产普遍得到

提高
,

并出现了很多高产典型
,

不少社
、

队
,

产量
“
上纲

” 、“
过江

” 、

超千斤
,

为改造盐碱地提

供了榜样
。

但我国盐渍土面积很大
,

可垦盐碱荒地甚多
,

而各地自然条件又很复杂
,

盐渍

类型繁多
,

治理措施也有差异
。

为了迅速改变盐渍地区农业生产面貌
,

顺利地改良利用盐

渍土
,

必须综合分析与归纳各种自然因素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

根据客观现实的可能性
,

充

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

以求在现有农业经济条件下
,

因地制宜地综合防治影响农业生

产的各种自然灾害
。

为此
,

将我国盐渍土进行改良利用分区
,

是十分必要和急需的
。

盐溃土改良利用分区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统一规划
,

因地
、

因时制宜地采取措施进行综

合治理
,

尽可能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因素
,

改造不利的自然因素
,

发掘盐渍土潜在的生产

能力
,

有计划
、

有目的地进行改良利用
,

扩大耕地面积
,

提高土壤肥力
,

为建立旱涝保收基

本农 田
,

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

获得农作物的高产稳产创造条件
。

一
、

分区的原则和系统

!

盐溃上改良利用分区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

涉及的面较广
,

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

如

生物气候特征
、

盐溃土的成因类型
、

水盐动态变化
、

河流水文特性
、

水文地质条件
、

农业生

产现状和改良利用方向等
。

分区的原则主要是分析不同地区的 自然条件及其对农业生产

所产生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

归纳各种不同盐渍地区的盐溃成因类型及其组合
,

农业生产

特点和土壤改良问题
,

并提出主要的治理途径
。

分区系统采用两级制
,

即改 良区和改良

片
。

改良区的划分主要是以生物气候特征为依据
,

同时考虑河流水文特性和成土类型
,

以

及土壤盐渍区域的相关性
。

生物气候特征可以反映盐渍土的成因类型
、

积盐特点和积盐

强度
,

以及水盐的季节性动态变化
,

同时又是确定农牧业生产发展方向的重要参考因素
。

盐渍土的形成与盐分的季节性变化
,

受生物气候的影响
,

又与地形
、

母质
、

河流水文特性及

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相关联
。

而洪
、

涝
、

盐
、

沙
、

淤等自然灾害与河流水文有密切的关系
,

对盐渍土的形成和改良有直接的影响
。

根据河流水文特性
,

可以有效地对河流水量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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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透流进行调节与控制
,

以便进行水
、

土资源平衡计算
,

有计划地开垦盐碱荒地
,

改良利用

盐渍土
,

发展农业生产
。

成土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盐渍类型某些地带性和地区性

特点
,

如滨海地区
,

海水浸渍
,

对盐溃土的形成和特性有决定性的意义 ; 东北草原地带
,

则

以苏打盐化与碱化为其主要特点 ; 西北干旱地区
,

土壤强烈积盐
,

盐渍地球化学分异规律

明显
,

而且有残余盐土和龟裂碱化土壤存在
。

由于成土类型不同
,

在改良利用和治理途径

上也有很大差异
。

分析生物气候变化
,

了解河流水文特性
,

摸清盐渍土的成土类型
,

可以

更确切地反映出各地带和地区的差异
,

从而了解不同盐渍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和不

利条件
,

为定向改良盐溃土提供依据
。

改良片的划分是在同一改良区内
,

以骨干河流流域范围为单元
,

并根据农业地域气候

变化
,

并考虑土壤盐溃类型及其组合和农业利用特征
。 “
水盐相随

” ,

治盐必先治水
,

把土

壤盐渍化的防治与流域规划结合起来
,

既可改善流域水文状况
,

进行流域范围内水盐平衡

的调节与控制
,

同时又可治理其他农业自然灾害
。

在流域范围内
,

由于地形
、

地貌
、

水文地

质条件不同
,

而与之相应的土壤盐渍类型及其组合也不相同
。

土壤盐溃类型
,

既体现了地

域性的变化
,

也决定防治措施的差异
。

由于农业地域性气侯变化
,

相应的农业土地利用特

征及耕作制度也有差别
。

对流域范围内的综合自然因素进行分析和概括
,

可以确切地了

解各种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
,

土壤改良问题的性质
,

进而阐明因地制宜的综合防治措施的

差异性
,

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根据上述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原则
,

将我国盐渍土划分为六个改良区和二十一个改

良片(见图)
,

即
:

(一) 滨海海漫盐溃区 1
.

渤海片; 2
.

黄海片 ; 3
.

东海片 ; 4
.

台湾海峡南海片
。

(二)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演区 1
.

三江片 ; 2
.

松嫩片; 3
.

呼伦贝尔片 ; 4
.

辽河片
。

(三 ) 黄淮海斑状盐溃区 1
.

黄河一海河片 ; 2
.

黄河一淮河片 ; 3
.

汾河一渭河片
。

(四) 狱宁片状盐溃区 1
.

内蒙古高原片 ; 2
.

桑干河一大黑河片 ;3
.

黄河一河套片 ;

4
.

鄂尔多斯一黄土高原片
。

(五 ) 甘新内流盐演区 1
.

阿拉善一弱水片 ; 2
.

额尔齐斯河一玛纳斯河片 ; 3
.

塔里

木一疏勒河片
。

(六 ) * 截高寒盐溃区 1
.

柴达木一徨水片 ; 2
.

羌塘山原片 ; 3
.

雅鲁藏布江片
。

二
、

关于分区和分片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区界的划分

分区界线主要是根据综合自然条件来划分的
,

既考虑到生物气候特征
、

河流水文特

性
、

成土类型和积盐特点
,

又考虑综合治理途径的一致性
,

同时也考虑了现行省
、

区行政界

线
。

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与一般自然区划不同之处在于
:
自然区划着重于自然因素和分

布规律的分析与归纳
,

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自然景观或景观群中所存在的共同性与差异截
从而为我国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工农业的发展等提供依据
‘

).2)
。

而盐渍土改良利用

l) 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主编 : 中国农业土壤志
,

1 9研
。

2)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
,
1 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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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则是在考虑综合自然条件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
,

进而具体分析各自然条件与

盐溃土形成的关系
,

以及对农业生产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

并揭示不同盐渍地区土壤改良间

题和农业生产特点
,

从而提出相应的以改土
、

治水为中心
,

同时治理与盐碱有关联的其他

农业自然灾害的途径和措施 (王遵亲等
, 1 9 6 4 ; 封丘县除灾增产区划工作组

, 1 9 6 6 )
。

例

如
,

滨海海浸盐溃区包括几个不同的生物气候带
:

它的划分并不是按照生物气候特征
,

而

主要是根据成土类型
,

并考虑治理途径的一致性
。

滨海盐溃土的形成主要受海水浸渍的

影响
,

在防治上必须首先沿海岸线修筑防潮堤
,

并在河流人海 口修筑防潮闸
,

防止海水人

浸倒灌
,

同时
,

凡泥质海岸
,

均可进行海涂围垦
。

因此
,

滨海海浸盐渍区是根据滨海盐溃土

分布的界线来划分的
,

其界线基本上与海岸线平行
。

再如
,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溃区与黄淮

海斑状盐溃区的界线是以现行省的行政界线为限
,

这样划界
,

便于统一规划
。

而黄淮海斑

状盐渍区的南界则是以年积温 4 , 0 0℃ 线为限l) ,

基本上与淮河主流相吻合
。

界线以北
,

作

物可二年三熟或一年两熟 ;界线以南
,

基本上无盐溃化了
,

作物均可一年两熟
。

(二) 关于片界的划分

土壤盐分的运动是与水分的运动相伴随的
,

治盐必先治水
。

实践证明
,

土壤盐渍化的

防治必须与流域规划结合起来
。

分片界线的划分
,

既要考虑盐渍土形成的自然条件
,

也要

考虑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的特点

,

又要考虑综合治理的方便
。

因此在确定片界时
,

是以

骨干河流为单元
,

基本上按流域范围来划分
,

同时也适当地考虑了现行省
、

区行政界线
,

这

样便于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盐碱与其他农业自然灾害
。

由于不是盐溃类型分区
,

而是盐渍

土改良利用分区
,

所以片的范围实际上比该片盐溃土分布的面积为大
。

例如
,

松嫩片与呼

伦贝尔片的界线是以嫩江水系与额尔古纳河水系的分水岭大兴安岭为界 ; 黄河一海河片

与黄河一淮河片是以黄河为界等
。

但在滨海海浸盐溃区内划片
,

就不能以骨干河流为单

元
,

而是要考虑盐渍土 的分布范围
,

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

例如台湾海峡南海片与东海

片的划分是以闽江口为界
,

因为在南海片内酸性盐溃土与碱性盐渍土都有分布
,

酸性盐溃

土的形成
,

除生物气候与海水浸渍的影响外
,

主要与红树林群落残体腐烂后的分解物有

关
,

红树林群落的分布界线基本上是北止闽江 口
,

而且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界线也接近

如此2). , ) ,

故以闽江口作为两片的交界线
。

黄海片与东海片的划分是以杭州湾南端的舟山

群岛为界
,

其主要根据是
,

因受长江出海口潮汐南移的影响
,

杭州湾与长江口 的沉积物类

型基本上是一致的 (陈吉余等
,
1 9 64 ) ; 再则黄海片的盐渍土分布与海岸线平行呈连续带

状
,

其海岸多为泥质
,

母质多为壤质或沙质 ; 而东海片多为石质海岸
,

母质多为粘质
,

盐渍

土分布虽与海岸线平行
,

但呈不连续的条带状
,

因条带较窄
,

图上无法表示
。

南海片内
,

既

有碱性盐溃土
,

又有酸性盐渍土
,

沿福建
、

广东海岸线多呈交错零星分布
,

一般面积不大
,

在图上也无法表示出来
。

(三) 几个片的具体划分问题

1
.

呼伦贝尔片的划分
。

呼伦贝尔位于大兴安岭以西
,

从自然地理条件和生物土壤条

件来说
,

应归入蒙宁片状盐渍区
。

但从水系来考虑
,

克鲁伦河
、

乌尔逊河及其汇流后的额

1)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初稿)
,

19 5 9
。

2 )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中国植被区划 (初稿)
,

1 9 6 00

3 ) 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等 : 福建省东南部植被区划
,
1%几



2 期 刘文政等 : 我国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

亨

尔古纳河则属黑龙江水系
,

而且呼伦贝尔地区已隶属于黑龙江省
,

为便于统一规划进行治

理起见
,

拟将该地划人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渍区
。

2
.

汾河一渭河片的划分
。

该片处于黄土高原地区
,

包括渭河(径河
、

洛河 )
、

汾河
、

谏水

等几个黄河支流
。

由于地壳上升
,

河流下切
,

形成以支流为单元的地堑式盆地 (河谷盆地

或山间盆地)
。

这些盆地于喜马拉雅时期开始形成
,

其下陷作用至今尚未终止
,

在下陷过

程中
,

为
.

上新统红土
、

第四纪初期的湖泊沉积物
、

红色黄土和黄土所填充
, ’。

该片地貌虽与

华北平原不同
,

而且海拔亦较之为高
,

盐渍类型和农业利用情况略有差异
,

但生物气候
、

河

流水文
、

土壤盐分季节性变化和农业自然灾害等
,

均与华北平原很相近似 ; 再则该地区土

壤侵蚀严重
,

淤积河道
,

阻塞排水
,

而且水
、

土
、

盐均随水流下移而至黄淮海平原
,

因而又构

成了黄淮海平原水
、

盐的部分来源
。

因此
,

将汾渭地区单独划分成片而归入黄淮海斑状盐

渍区
。

3
.

桑干河一大黑河片的划分
。

该片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
,

包括内蒙呼萨平原和山西

雁北山间盆地两个不同的地貌单元
。

但两地同处于栗钙土向淡栗钙土和褐 土的过渡 地

带
,

盐渍类型基本相同
,

土壤盐渍化特点
、

农业土地利用特征和治理途径上也有其一致

性
‘’

,
2〕, 唯呼萨平原的大

、

小黑河为黄河支流
,

而位于山间丘陵地带的大同盆地的桑干河
、

阳高盆地的南洋河属海河水系
,

但在治理上均可自成单元
。

根据分片原则
,

将两地并入一

片
。

从生物气候特征来说
,

呼萨平原与雁北地区同属寒冷干草原大陆性气候
,

成土类型均

属于草原型
,

故将该片划人蒙宁片状盐渍区
。

4
.

柴达木盆地的划分
。

柴达木盆地处于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

既有青藏

高寒地区的特点
,

也有蒙新干旱地区的特点
。

但柴达木盆地四周为高山所环抱
,

北有祁连

山
、

阿尔金山等与甘新内流盐渍区隔离
,

南以布尔汗布达山与昆仑 山为 界
,

海拔 高程

2 6 0 0一3 0 0 0 米
,

比塔里木盆地高出 1 6 0 0一2 0 0 0 米
,

较青藏高原低 10 0 0 多米
,

而且生物气

候特征又与青藏高原相近似
,

海拔高
,

气候干寒
,

积温较低
,

盆地内大气环流以偏西风占绝

对优势
,

属青藏高原西风急流影响范围
‘) ,

其成土类型属寒漠型
,

土壤盐分的季节性变化不

很明显
,

有大量盐矿存在
。

此外
,

柴达木盆地还有它自己的特点
,

日照强烈
,

日温差大
,

水

分不足
,

风力强劲
,

风沙危害
,

盐渍化较重
,

戈壁和沙地面积也较大
,

农业比重较小
,

畜牧业

比重较大
。

根据上述理由
,

并考虑到徨水流域自然情况类似兰州黄土高原地区
,

但行政区

隶属青海省
,

故暂将徨水流域与柴达木盆地并为一片而划入青藏高寒盐渍区
。

,
.

雅鲁藏布江片的划分
。

藏南地区
,

地形变化较大
,

气候
、

土壤
、

植被也比较复杂
。

由

于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
,

温度较高
,

降水较多
,

气候比较湿润
,

干燥度一般在 1 以下
,

适宜于多种作物的生长
,

农业比较发达
,

是西藏主要的农业地区
。

但在山间湖盆区及温泉

附近和季节性积水洼地
,

有盐渍土分布
,

在江孜及 日喀则地区的农耕地中
,

由于地下水位

较浅
,

排水不良
,

也有零星的盐斑出现
, ,
(贾文锦

,

19 6 4 )
。

因此
,

单独分片进行治理
。

l) 中国科 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2 )

3 )

农业部全 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主编 :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初稿)
, 1 95 9

。

中国农业土壤志
,

19 6 40

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 : 西藏的土壤
,

l ,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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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各盐渍区的主要特征及综合治理途径

(一 ) 各盐溃区的主要特征

我国盐渍土分布地域辽阔
,

各地自然条件复杂
,

生物气候差异很大
,

土壤盐渍类型
、

程

地地地 范 围围 气 候 特 征征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无无无无箱期(天))) ) 10 ℃持持 积温(℃))) 一月平均均 七月平均均 年降水量量 干 燥 度度 其 他 气气

续续续续续期(天))))) 温度(℃))) 温度(℃))) (毫米))))) 侯 特 点点

滨滨盐盐 北起辽东东 北部 ::: 巧 0一2 1 000 3 2 0 0一4 5 0 000 一 1 4一OOO 2 4 一 2 999 4 0 0一 7 0 000 1
.

0一 1
.

555 沿海常有有
海海一一 半岛

,

南至至
1 成 哎 , , 哎哎 2 0 0一3 0 000 4 5 0 0一8 0 0 000 0一 1 555 2 6一 3 000 8 0 0一 2 0 0 000 0

.

5一 1
.

000 合风袭击击
~~~ 项项 台 湾 西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3 0 0以上上 8 0 0 0一9 5 0 000 巧一 2 222 3 0左右右 10 0 0一 2 0 0 000 0

.

75一1
.

000 沿海常有有姆姆姆 岸
、

雷州半半 中部 ::::::::::::::: 台风袭击击
浸浸区区 岛

、

海南岛岛
,

2斗0一全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部分地区区
及及及南海诸岛岛 南部 ::::::::::::::: 有台风袭击击
的的的滨海一带带 全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东东碱碱 松 嫩 平平 1 2 0一1 8 000 1 10一1 6 000 2 0 0 0一3 4 0 000 一 16一
.

一 2 777 1 8一2 444 4 0 0一8 0000 1
.

0以上上 寒潮强强

北北化化 原
、

呼伦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 烈
,

冻期长长
苏苏盐盐 尔地区

、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打打债债 辽河地区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lll区区 三江平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黄黄盐盐 冀鲁豫境境 1 7 0一2 2 000 巧 0一2 1 000 3呼0 0一4 5 0 000 一 1斗一OOO 2 4 一2 999 4 0 0一80 000 l
。

0一1
.

555 春季风力力
淮淮淮 内广大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强盛

,

升温温
海海演演 河 冲 积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快

,

春旱严严
斑斑斑 原

、

安徽淮淮淮淮淮淮淮淮淮 重
,

降水年年
状状区区 北

、

江苏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变率大
,

常常
淮淮淮和晋陕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 有亢旱旱
渭渭渭平原地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蒙蒙蒙 内蒙
、

宁宁 12 0一1 8 000 1 10一 1 6 000 2 0 0 0一 3 2 0 000 一 5一一 2 000 2 0一2 666 1 0 0一3 5000 1
.

5一4
.

000 春 季 干干

宁宁宁 夏黄河冲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燥
,

降水变变
片片片 平原

、

陕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 率大
,

常有有
状状状 宁黄土高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旱灾灾
盐盐盐 地 区 及 晋晋晋晋晋晋晋晋晋晋
演演演 北

、

冀北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区区区 间河谷盆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甘甘甘 新盈
、

宁宁 东北部 ::: 1 6 0一1 8 000
, , n n , , n nnn

一 1 0一
·

一 2 666 2 2一2 555 1 00一2 0 000 3
.

0一8
.

000 春季比较较
新新新 夏贺兰山以以 1 6 0一1 8 000 16 0一2 1 00000000000000000 一 9一 一 1555 2 , 以上上 小于 10 0

,,
8

.

0一20 以上上湿润
,

夏季季
内内内 西阿拉善地地 南部 ::::: “

U U

es
J ‘ U UUUUUUU

不少地方方方 干旱旱

流流流 区及甘肃河河 1 8 0一2 6 00000 30 0 0一斗2 0 0000000 仅数毫米米米 日 照 强
,,

盐盐盐 西走廊西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日 照 时 数数

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演 多
,

风力强强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青青青 青海柴达达 柴达木 ::: 3 0一1 2 000 9 0 0一 2 6 0 000 一 101 从下下 1 0一2 000 2 0一2 0 000 2
.

0一 2 000 除徨水流流
藏藏藏 木盆地

、

徨徨 1 2 0一2 2 000 1 0 0以下下 斗0一2 0 0 000 一 5肠
、

下下 5一2 000 10 0一斗5 000 1
.

0一 2
.

000 域外
,
日照照

高高高 水流域
、

西西 西藏 ::: 至 12 0000000000000 强
,
日照时时

寒寒寒 藏羌塘山原原 1 5 0以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数多
,

风力力
盐盐盐 及雅鲁藏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强

,
日温差差

渍渍渍 江流域地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大
,

羌塘山山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原空气稀薄薄

分

饰

l)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初稿)
,

19 590

2) 农平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主编
: 中国农业土壤志

,

19 6.1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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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度和特性
.

各异
,

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状况不同
,

各盐渍地区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
,

因此
,

在

改良利用上也有很大差别
。

为了便于比较各盐渍地区的主要特征
,

现列表简述如下 (表

1)
。

(二 ) 分区治理途径

1
.

滨海海浸盐渍区
。

我国东部滨海及东南沿海一带
,

由于长期受海潮浸渍的影响
,

沿

的 主 要 特 征
, ’, 2 ’

食

布

河河 流 水 文文 成土类型型 积 盐 特 点点 盐 渍 类 型型

地地处诸河尾间
,

河流坡降很小
,

加之受海海 海 浸 型型 北部与中部盐分累积与淋溶交交 氯化物物
潮潮顶托

,

影响地面及地下径流排泄
。。。

替进行
,

北部累积占优势
,

中部淋淋 酸性硫酸盐盐
溶溶溶溶略大于累积

,

一般表层有盐结结结
皮皮皮皮

。。。

南南南南部土壤盐分以淋溶为主
,

累累累
积积积积微弱

。。。

水水系有黑龙江
、

松花江
、

辽河等
,

河水流流 草原一草草 盐分累积与淋溶交替进行
,

累累 苏打盐渍化化
ttt 年平均值相差很大

,

多水期与枯水期都都 甸型型 积略大于淋溶
。

水盐动态有季节节 碱化化
很很长

。

四月出现春爪
,

夏汛于五
、

六月间随随随 性变化
,

春末夏初积盐
,

夏末初秋秋秋
降降水增加而开始

,

春汛与夏汛之间有一低低低 脱盐
,

初冬至早春土壤冷凝融冻
,,,

水水期
,

时间甚短
。

洪水主要发生在夏秋雨雨雨 亦有微弱积盐过程
。。。

季季
,

内涝往往与洪水相连
。

河流冰期 3一555555555

个个月
。。。。。

主主要水系有黄河
、

海河
、

淮河等
。

平原河河 草 甸 型型 盐分累积与淋溶交替进行
,

累累 硫酸盐氯化物物
流流人海 口少

,

河道分歧
,

断面狭小
。

春有枯枯枯 积大于淋溶
。

土壤水盐有明显的的 氮化物硫酸盐盐

水水期
,

夏有洪汛
,

秋有涝患
,

冬季河水流量量量 季节性变化
,
3一6 月积盐

,
7一9月月 瓦碱碱

剧剧减
。

早涝交替
,

涝后又旱
。。。

脱盐
,

1 0一H 月盐分回升
,

12 一一一
次次次次年 2 月盐分稳定

。

盐分表聚性性性
强强强强

,

心底土含盐量并不高
。。。

有有黄河
、

大小黑河及诸小河
。

除黄河为为 干草原一一 盐分以累积为主
,

淋溶微弱
,

除除 硫酸盐氯化物物
过过境大河外

,

大
、

小黑河注入黄河
,

常年有有 荒漠草原型型 表聚性强外
,

心底土盐分也高
,

且且 氛化物硫酸盐盐
水水

,

其他诸河
,

多属内流
,

流程很短
。

大多多多 有以硫酸盐为主的盐结晶 析 出
,,

苏打盐渍化化

数数内流河道
,

降雨有水
,

雨后即干
,

径流散散散 地表有盐结壳
。。

龟裂碱化化
失失

。。。。。

、、

除伊犁河
、

乌伦古河一额尔齐斯河等为为 荒漠草原原 土壤积盐常年进行
,

基本上无无 硫酸盐盐

外外境河外
,

玛纳斯河
、

奎屯河
、

塔里木河
、

疏疏 一荒漠型型 淋溶过程
,

而且积盐速度快
,

强度
...

氯化物硫酸盐盐
勒勒河

、

弱水
、

石羊河等均为内流
,

消失于沙沙沙 大
,

程度高
,

表聚性很强
,

多次发发 硫酸盐氯化物物
漠漠中

,

或渗入地下变为潜流
,

或注人湖泊
。。。

生盐分重新分配
,

有含盐量很高高 龟裂碱化化
径径流集中

二

F夏季
,

秋季以后
,

流量减少
。

除除除 的残余盐土
,

地表有厚层盐结壳
。。

苏打盐渍化化
降降水外

,

高山冰雪融化是河水主要来源
。

年年年年 硝酸盐盐
平平均流量比较稳定

,

变差系数 很小
。

北北北北 镁质硫酸盐和碳酸盐盐
弧弧有春汛

,

南弧及河西地区
,

春汛则不显显显显显
著著

。。。。。

青青海主要河流有格尔木河
、

那棱格勒河
、、

寒 漠 型型 柴达木盆地夏秋积盐
,

基本上上 氯化物硫酸盐盐

柴柴达木河等均系内流
,

积雪与降水为其主主主 无淋溶过程
,

有残余盐上
。。

硫酸盐氯化物物
要要补给来源

,

河流没于沼泽及盐湖
。

徨水水水 西藏高原土壤水盐无明显的季季 苏打盐渍化化
汇汇人黄河

,

东流入海
。

较大河流初春水量量量 节性动态变化特征
,

藏南地区盐盐 硼酸盐化化
略略增

,

七
、

八月为汛期
,

水位涨落变化大
。

较较较 分累积与淋溶均较微弱
,

盐分含含含

小小河流多为间歇河
,

洪水季节有水
。。。

量不高
。。。

西西藏雅鲁藏布江为外流
,

其余均为内流
,,,,,

注注入湖泊或盐湖
,

流程短
,

流量小
。

较大河河河河河
流流四 月解冻

,

积雪五月开始融化
,

有冻月l
,,,,,

河河流冰期
一

氏
。。。。。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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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线呈带状分布着大面积的盐渍土和盐渍淤泥
,

地形平坦
,

海拔高程多在 10 米以下
,

地

下水透流排泄不畅
。

北部地区
,

地下迁流几近停滞
,

周期性的潮汐
,

使海水浸渍倒灌
,

范围

可达 20 一40 里
,

因之土壤和地下水中盐分都很高(熊毅
、

席承藩
,

19 6 5)
。

闽江口以南(包

括台湾省)局部地段
,

除碱性盐土外
,

还有酸性盐 土(黄继茂
, 19 , 8 ; 龚子同等

,

19 6 4 )
。

沿

海大部分地区
,

常有台风袭击
。

为此
,

沿海岸线应修筑和整修防潮堤
,

特别是北部泥质海

岸的河流人海口要建防潮闸
,

防止海潮浸渍和海水倒灌
。

为了减轻台风危害
,

应普遍植树
-

造林
。

海滩可种大米草
、

注王
、

咸水草等
,

以促淤保滩护岸
,

改良土壤
。

江苏滨海地区如新洋试验站
,

海拔高程 2 米左右
,

地下水埋深 1
.

, 一2
.

0 米
,

地下水矿

化度 10 一30 克 /升
,

土壤含盐量较高
。

由于受海潮顶托和高程的限制
,

深沟自流排水有一

定困难
。

根据新洋试验站多年的改土经验
,

如能维持浅密沟排水(沟深 1
.

2一 1
.

, 米
,

间距

5 0 米左右
,

并保持排水通畅)和常年种植绿肥
,

可调节和控制水盐平衡
,

抑制地面返盐
1 , 。

根据滨海地区定位试验研究的资料进一步表明
,

通过合理的耕作栽培
、

施肥养地
、

种植绿

肥等措施
,

加厚土壤熟化层
,

对土壤水盐运动有明显的影响
。

表土熟化度较高
,

年周期脱

盐率可达 30 一50 务; 而未熟化的土壤
,

年周期积盐率则在 30 务以上 ; 熟化层愈厚
,

脱盐率

愈高
。

由于熟化层有良好的结构
,

较多较大的孔隙和良好的水分物理性质
,

往往能在土表

几厘米形成干燥覆盖层
,

具有明显的抑盐作用
,

加之表层疏松
,

容水
、

渗水作用强
,

又具有

明显的淋盐作用(唐淑英等
, 19 7 8 )

。

辽宁盘锦地区
,

在滨海盐土上大面积种植水稻
,

既改

良土壤
,

又获得较高产量
。

为了与海争地
,

向大海要粮
,

浙江省肖山县头蓬垦区和辽宁省

兴城垦区
,

筑堤围海
,

兴建灌排渠系
,

种植水稻
、

棉花
、

绿肥等作物和牧草
,

取得了改土增产

的显著成效
2
)(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农场等

,

1 9 7 4 )
。

南海滨海地区的酸性盐土 (又名咸酸

田
,

磺酸田)
,

群众的改良措施是健全排灌渠系
,

灌水冲洗
,

施用河泥
、

石灰或壳灰
,

加强耕

作等综合措施
,

并选用耐酸耐咸的作物
, ,
(龚子同等

,
1 9 6 4 )

。

2
.

东北苏打一碱化盐渍区
。

东北地区
,

冬季气候严寒
,

有较厚的冻土层
,

春季干风盛

行
,

春旱秒涝明显
,

排水不畅
,

苏打盐化和碱化比较普遍
,

局部地区还有沼泽化现象
。

在治

理时
,

首先要改善区域排水条件
,

开凿人工新河
,

增设排水出路 ; 其次是修建排水一集水系

统
,

疏干沼泽
,

修筑田间排水沟网
,

排除农田洪涝
。

闭流洼地
,

可采取井排井灌
,

做到涝排

旱灌
,

排灌结合
。

在具备排水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深耕
、

松土
、

掺沙
、

垄作
、

施用热性肥料等

措施
,

改善土壤通气性和提高地温
,

以防寒
、

抑盐 和防治土壤沼泽化
。

广泛植树造林和种

草
,

以防止风沙危害
,

增加地面覆被
,

有利于抑制返盐
。

同时注意农牧结合
,

有计划地开垦

荒地和发展草场
,

严禁过度放牧
,

防止草原退化而引起土壤返盐
。

近几年来
,

黑龙江
、

吉林的盐碱地改良有了很大的发展
,

对苏打盐化和碱化土壤的改

良
,

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

黑龙江省青岗县新村大队在地势低洼易涝
、

土质粘重瘩薄的苏打

盐化土壤上
,

首先进行水利土壤改良
,

继以挖盐换土和铺砂施肥 ;在重盐碱地上挖掉
“
碱疤

拉
” ,

换以肥沃的黑土 ; 在轻盐碱地上铺一层厚约 2一 4 厘米的砂子或粪肥掺砂 ; 同时大量

l) 江苏省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 : 苏北滨海盐土区农田水利改土作用的研究
,

19 7 4
。

2 ) 浙江省科技局情报研究所 : 盐碱上的改良及其利用 (专辑 )
,

1 9 7 3
。

3) 福建农学院土壤教研组 : 连江县磺酸田改良的理论与实践
,

1 9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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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有机肥料和广种绿肥
,

以抑盐肥 田
,

取得了良好的改土效果
1 )。 低洼易涝地带苏打盐

碱地的改良
,

只有在搞好排水的基础上
,

其他改良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

吉林省农安县

新刘家公社采取排(排水)
、

台(台条田 )
、

抗(抗碱保苗)
、

压(压绿肥
、

压土沙 )
、

改(化学改良

剂) 措施综合治理苏打盐碱地
,

取得了良好成效欢
。

吉林省梨树
、

前郭等灌区采取排 (排

水)
、

灌(保苗灌溉 )
、

平 (平整土地 )
、

抗(抗碱栽培)
、

肥(客土增肥 )措施种植水稻
,

改土增产

效果显著
, ,。

苏打盐化和碱化土壤的改良
,

在水利土壤改良与农业土壤改良结合的情况

下
,

若能施加化学改良物质如石膏
、

黑磷
、

腐殖酸类物质等
,

则改土增产成效更快
。

3
.

黄淮海斑状盐溃区
。

黄淮海地区是一个平坦的大平原
,

但中
、

小地形微域起伏
,

岗
、

坡
、

洼相间
,

河流坡降缓
,

支流多
,

水系呈扇形分布
.

,

人海口少
,

尾间宣泄不畅
,

洪
、

涝
、

旱
、

盐
、

咸并存
,

交互危害农业生产
,

盐化和碱化土壤呈斑状分布在耕地中(熊毅
、

席承藩
,

1 9 6 , )
。

根
.

据毛主席
“
一定要把淮河治好

” , “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 , “
一定要根治海河

”的

指示
,

三大水系得到了初步治理
,

兴修了一些骨千排水工程
,

增辟河流入海 口
,

改变水系上

大下小
、

洪涝争道
、

尾间宣泄不畅的状况
,

为洪
、

涝
、

旱
、

盐
、

咸治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本

区盐溃土改良必须和洪
、

涝
、

旱
、

咸一起考虑
,

进行综合治理
,

而且要上下游兼顾
,

采取上

蓄
、

中疏
、

下排的方针
。

在山区
,

建水库
,

筑梯田
,

植树造林
,

控制水土流失
。

平原地区
,

首

先要防洪
、

除涝
,

改变涝盐相随的状况
,

并因地制宜
,

采取井
、

沟
、

渠结合
,

浅
、

中
、

深井结合
,

排
、

灌
、

蓄
、

调结合
。

同时应大种绿肥和增施有机肥料
,

巩固土壤脱盐效果
,

提高土壤肥力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
, 19 7 8 )

。

华北平原地区
,

地面水源不

足
,

地下水源有限
,

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应进行南水北调
。

但南水北调后将会引起

土壤生态系统
、

水盐均衡
、

农业生产等一系列重大变化
,

因此
,

在其规划实施方案中
,

首先

应考虑次生盐渍化的防治问题
。

河北省黑龙港地区
,

原来洪
、

涝
、

旱
、

盐
、

咸多害共存
,

十几年来
,

在治理海河的基础上
,

通过采取沟
、

渠
、

井等水利设施
,

综合运用排
、

灌
、

蓄
、

补等各种措施
,

调控地下水量
、

水位和

水盐动态变化
,

并在浅层地下水的地层空隙
,

形成
“
地下水库

” ,

把大气降水
、

地上水
、

土壤

水和地下水合理调度
,

达到旱
、

涝
、

盐
、

咸的综合治理幻。

河北省曲周县张庄大队
、

南皮县乌

马营公社沟
、

渠
、

井结合
,

深
、

浅井结合
,

采
、

补结合
,

抽咸换淡
,

改造利用地下咸水气河南省

封丘县和山东省禹城县实行井灌井排
,

综合治理旱
、

涝
、

盐s)(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1 9 7 5 ); 河南省人 民胜利渠灌区井
、

渠结合
,

防治土壤次生盐溃化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等编
,
1 97 7 )

,

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

在洼涝盐碱和低佳易涝地区
,

利用深沟河网
,

排蓄兼顾
,

把除涝
、

排盐与抗旱灌溉结合起来
,

逐步形成排
、

灌
、

蓄
、

滞联合运用的深渠河

网
,

天津市静海县
、

河北省沧县舍女寺大队
、

吴桥县杨家寺公社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河北

省((改良盐碱地创高产》编写组
,

1 9 7 4 )
。

黄河两岸背河洼地
,

可引黄淤灌
,

种植水稻
,

山东

省历城县
、

河南省原阳县原武公社等在灌排结合
、

井渠结合的基础上
,

淤灌种稻
,

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

1 ) 青岗县新村 公社新村大队 : 涝碱地上建设高产稳产农 田
,
1
‘
)7 5

。

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土肥耕作研究所 : 排
、

台
、

抗
、

压
、

改综合治理旱田苏打盐碱土
,

19 7 8
。

3) 吉林省 农业科学院土肥耕作研究所 : 排
、

灌
、

平
、

抗
、

肥缘合治理水田苏打盐碱土
,

19 7 8
。

4) 河北省水利局
《综合治理旱涝碱咸

》
编写组 : 综合治理早涝碱咸

,
1 9 7 8

。

5 ) 山东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 井灌井排
、

井沟结合改良盐碱地的作用与效果
,

19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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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蒙宁片状盐渍区
。

本区地形复杂
,

气候干旱
,

东部呈现干旱景象
,

西部则显漠境草

原特征
,

农业有赖于灌溉
,

盐溃土主要呈片状分布于黄河
、

大小黑河冲积平原和桑干河河

谷低地
,

内蒙古高原
、

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中河谷及低地亦有零星分布
。

平原地区
,

虽得黄河灌溉之利
,

但引进水量太多
,

排水困难
: ,

地下水位过高
,

土壤盐溃化严重
,

阻碍农

业生产的发展
。

因此
,

应加强灌排渠系配套
,

提高农田基本建设标准 ; 根据灌区排水能力
,

量出而入引水灌溉
,

实行计划用水 ; 水文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区
,

可进行井灌井排或井渠结

合 ; 自然排水困难的地区
,

应设置扬排站
。

由于该盐渍区存在地广人稀的情况
,

应注意农
、

林
、

牧结合
,

发展多种经营
。

宁夏灌区
,

十多年来整修和兴建了大批排灌工程
,

大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

建设
,

采取排(开沟排水排盐
,

降低地下水位)
、

洗(洗盐和种稻)
、

灌(灌水压盐)
、

农(耕耙
、

施有机肥及种绿肥 )
、

管(加强渠系管理 )等综合措施
,

盐溃土改良成效显著
,

很多县
、

社粮

食产量大幅度上升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综合勘查队
,

19 7 6 )
。

灌区内原来盐碱较重的

灵武农场
,

经过排水
、

种稻
、

淤灌
、

平地
、

种绿肥和造林后
,

粮食亩产已过
“
黄河

”。

平吉堡农

场井灌井排试验
,

已取得降低地下水位
、

加速土壤脱盐
、

节源开流
、

农业增产的初步效果l) 。

内蒙河套灌区
,

地势低平
,

排水不畅
,

解放后虽进行了旧渠改建和渠系配套
,

但农田基本建

设标准低
,

灌溉管理不善
,

大量引水
,

排水问题未很好解决
,

土壤盐渍化仍是限制当前农业

生产的重要问题
,

应提高排水能力
,

实行计划用水
,

切忌大水漫灌
,

加强灌溉管理
,

进行渠

道防渗
。

灌区中游
,

排水应以明沟为主
,

条件适宜的地区
,

可实行沟排井排结合
,

乌拉特前

旗长胜公社竖井排水已初见成效2) 。

下游地区
,

自流排水困难
,

应进行机械排水
。

黄土高

原的河谷滩地
、

低地及咸水灌溉地区
,

目前可视情况实行人工引水和充分利用天然降水轮

歇灌溉
,

注意淋洗土壤盐分
,

改善灌溉水质
,

进行土地平整
,

加强精耕细作
,

多施有机肥料
,

选种耐盐作物s)o

,
.

甘新内流盐溃区
。

甘新内陆地区
,

环抱高山峻岭
,

广布戈壁
、

沙漠
、

湖泊
,

河流多为

无尾河而消失于沙漠或注入低地和湖泊
。

极端千旱缺水
,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
。

在这个

地区内
,

盐碱荒地面积大
,

土壤含盐量甚高
,

风蚀
、

沙害也较严重(文振旺等
,

1 9 6 , )
。

为发

展农牧业生产
,

应开源节流
,

充分调节地面逸流
,

挖掘地下水源
,

充分利用融冰化雪
,

计划

用水
,

合理灌概和冲洗
,

有计划地开垦改良盐碱荒地
。

在有河水之利的地区
,

可引水灌溉
,

实行排水冲洗或种稻改良盐渍土
。

扇缘地区
,

如地下水源丰富稳定
,

可大力发展机井
,

以灌

为主
,

灌排结合
,

防治土壤盐渍化
。

同时应大种绿肥
,

广辟肥源
。

普遍推行和选育抗旱
、

耐

盐的作物和品种
。

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和种草
,

既可绿化荒漠
,

防风固沙
,

又可进行生物排

水
,

改良利用盐溃土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二十九团农场
,

在极端干旱缺水
、

土壤含盐量 3一10 多
、

地下水矿

化度 10 一50 克 /升甚至更高的盐碱荒滩上
,

经过多年赤背赓战
,

大力改变生产条件
,

建成

了土地平整
,

排灌渠系成网
,

便于实行机械化耕作的园田
。

在与盐碱作斗争的实践中
,

摸

索出一套以种稻改土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措施
,

健全排灌渠系
,

控制地下水位 ; 种稻压盐
,

l) 宁夏农科所等
: 平吉堡农场井灌井排试验报告

,
1 9 7 70

2 ) 乌拉特前旗长胜竖井排水试验组 : 长胜竖井排灌试验阶段报告
,

1 9 7 7
。

3 ) 田积莹等: 宁南清水河流域土壤次生盐渍化及其防治的研究
,
1 9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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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

萝

淡化地 下水层 ; 改建条田
,

实行水旱轮作等
,

使粮棉产量逐年上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

师勘测队二十九团工作组
,

1 9 7 5 )
。

6
.

青藏高寒盐渍区
。

本区山峦起伏
,

地势高寒
,

地形崎岖
,

沼泽湖泊星罗棋布
,

湖泊多

为咸水湖
,

部分入秋即行干涸
。

盐渍土主要集中在柴达木盆地和羌塘山原
,

多呈环状出现

在湖沼周围
,

河流沿岸
、

河谷及局部洼地也有分布
,

藏南宽谷湖盆区及温泉附近
,

亦见有盐

渍土
‘

仪贾文锦
,

19 6 4)
。

本区人烟稀少
,

、

以畜牧业为主
,

农业不甚发达
。

耕地不多
,

耕作粗

放
,

耕地中常有盐斑
。

盐碱荒地面积较大
,

盐矿资源丰富
。

本区盐碱荒地的开垦
,

应集中

在盐分含量较低而有水源的地方
,

首先进行勘测与规划设计
,

充分利用地上与地下水资

源
,

调节逸流
,

修建排灌渠系
,

建立农业基地与基本农 田
,

采取逐步扩大耕地面积与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并举的方针
。

对盐碱地的治理要水利先行
,

完善排灌渠系
,

降低地下水位
,

平

整土地
,

冲洗盐分
,

同时加强农业的精耕细作
,

多施肥料
,

培肥土壤
,

巩固脱盐效果(青海省

农林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

1 9 6 2 )
。

有地下水源的地区
,

应充分开采利用
,

可进行竖井

排灌刀。 对盐矿资源
,

可逐步进行工业开采利用
。

参 考 文 献

落

王遵亲等
,

19 6弋 山东聊城土壤盐渍化防治的区划及措施
。

土壤学报
,

第 12 卷 1 期
,

10 一 21 页
。

文振旺等
,

19 6 5: 新疆土壤地理
。

科学出版社
。 。

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农场等
,

19 7 4: 辽宁省兴城拦海垦区盐土种稻改良初报
。

土壤
,

第 2 期
,

盯一55 页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1 9 7 5: 井灌井排在防治旱捞盐碱中的作用
。

土壤
,

第 斗期
,

1 88 一1 99 页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
,

19 7民 中国土壤
。

79 一90 页
,

科学出版社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等编
,

19 77: 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
。

3 24 一3 29 页
,

农业出版社
。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综合勘查队
,

19 7 6: 宁夏土壤与改良利用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陈吉余等
,

1%失 钱塘江河 口沙坎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
。

地理学报
,

第 30 卷 2 期
,

109 一 122 页
。

河北省
《改良盐碱地创高产

》
编写组

,
19 7 4: 改良盐碱地创高产

。

砂一76 页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 19 6 2: 柴达木盆地盐斑的形成及其改良
。

新疆农业科学
,

第 8 期
,

30 0一 3 02 页
。

封丘县除灾增产区划工作组
,

19 6 6: 河南省封丘县除灾增产区划
。

土壤学报
,

第14 卷 l 期
,

l一 12 页
。

贾文锦
,

19 6失 西藏定结盆地雅鲁河流域土壤地理
。

土壤通报
,

第 2 期
,

20 一24 页
。

唐淑英等
,

19 阳 : 土壤耕层熟化度对水盐动态的影响
。

土壤学报
,

第巧卷 1 期 39 一53 页
。

黄继茂
,

1 9 5 8 : 广东滨海强酸性盐渍水稻土化学特性的研究
。

土壤学报
,

第 6 卷 2 期
,

1抖一 1 20 页
。

龚子同等
,

19 6失 强酸性盐渍水稻土的发生
。

土壤学报
,

第 12 卷 2 期
,

1 8 3一19 1 页
。

新祖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勘测队二十九团工作组
,

19 7 5: 重盐碱土综合改良利用经验
。

土壤
,

第 2 期
,

6 7一 71 页
。

熊毅
、

席承藩
,

19 6 5: 华北平原土壤
。

科学 出版社
。

娜 l) 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 : 西藏的土壤
,

1 9 700

2) 青海省水电局水利科学研究所等 : 青海柴达木盆地杂海地区治水改碱试验总结
,

19 7 6
。



1 1 2 土 壤 学 报 1 5 卷

水

O E LIMIT A T IO N O F S A L T
一

多权FFE C T E D SO ILS FO R

R E C LA MA T IO N A N D U T IL IZ A T IO N IN C H IN A

Liu W
er n 一sen g

,

W an g T z
un

·

eh in g an d Y
.

H se u n g

(N
a 牡而艺件9 1九s才公t肠te o

f s诫 S时眺配
,

A e心
e饥艺a s玄几众心)

S恤m a r y

In th e n o rt be
r n

,
n o r thw es te r n ,

n o r th e

威
, ,
rn an d the eo朋灿红 挽g 旧n s o f 伪in a ,

跳1‘a

ffe
e te d 50 11 5 a r e foun d in lar g e a r

呱
5

.

T he d istribu tio n o f s
uc h 5 0 115 15 50

e x te n siv e .a叮d th e 宜a tu ral eo n di tio n s

un 血
r y
而

eh th ey e x i就 are
5 0 e o m 娜e x th a t th e

so ix ty p es

are
n

二
er o

us
a n d th esr : al in ity ar

o
d p r

叩
e r ties a r e v兹

r ied
.

In o r d er to Pr

om
o 加 。

ur 鳍
r ieul tur al p r o d

一

u eti o n a n d b r in g in to e ffe o t the m o d er n i
-

跳ti o n in 鳍月eu ltu r e at a g r e a饶r sP吧 e d
,

it 15 n ee e

姗职 to d eli m it al l th e 朋正t
一a ff即 te d

5 0 115 o f o u r eo
un t职 fo r r ee la m a tio n a n d u 桩11名a tio n

,

in a d d iti o n’ to m 山
n g a n o v er a ll

Plan n ln g .

姐d a e

m P代he n si v e m an
ag em en t

.

T o at ta in th is en d
, a tw o

.

g r别d es sys协m 15 脱d
,

n am ely
,

th e

ame
lio r a tin g r e

gi
o n

an d am ell or at in g she et
.

T h e d elim itat io n o f the fo r m er 15 Pr
远

a r i厅 o n the bas is o f

b io eh m at ie e o n d itio n
,

ta肚让l’g also in to ‘e o
u-n l th e h y dro lo沙 Pr oPer t俪

。f r iv ers
, 5 0 11

-

fo r m in g tyPe s in r碗眺io n to th e s

毗.a ffe o ted 50 11 a r eas
,

w hile w itl lin th e s

am
e r e

gl
o n

,

the u n it in d elha ita ti o n o f the

am
eh o r at in g sheet is b脱d o n i切 m 滋n r iv e r w a te r sh e d

,

gl
v in g d u e eo n si面

r a tio n to th e typ es o f , l‘a
,

ffeo te d 5 0 115 a n d th eir a艘扣e iati
o n a s

w ell 够 th e e h劫韶忱r is桩朋 。f a gr ie u ltur
al u tiliz a tio n

.

A ee o r d i心 to the Pr in e ip les m e n tio n ed 欲 , o v e ,

C hin a ’5 sa lt- a ffe ete d 50 115 m a y b e

d ivi d e d in to th e fo llo杭n g si x a m elio r

ati
n g : :e gi o n s : (1 ) the e o a sta l se a 一s o

ak
ed s a lt

-

a ffe ete d 5 0 11 r e g io n ; (2 ) t he n o r t地 a ster n s o d ie
一
a lk a lin e 5 0 11 r e g io n ; (3 ) th e Pate h

一

Iik e

s缸t
一a ffeeted 5 0 11 r e g io n in the Pla in o f th e Y e ll《》w R iv er 一

H u a ih o R iv e r 一

H a ih o R iv e r ; (4 )

the
sh

e et- lik e sa lt
, affe e te d 的11 r e

gi
o n 叹n M o n 石犷o lia an d N in gh

sia ; (5 ) th e s alt
一a ffe ete d

5 0 11 r e gi o n in K a ll su名in ki an g e n d o rh eie b a shi ; 皿d (6 ) th e al Pin e 、a闽tie sal t
司aff既ted

50 11 r e g io n in C址 n
沙ai

一

T ib e t
.

W ith in t】i既e r eg io n s ,

tw en ty
一o n e

am
e lio r a tin g sh ee ts

ar
e s u b d iv id e d

.

.

In this P aP e r , a e o m Pa r iso n o f th e m a in eh a r a ete r is血 9 a n d the 叨m P r ehe n siv e

m 犯
a g e m en t fo r e叨h sal t

一a ff既加d 50 11 ar ea 二让 e d i鱿us sed
.

丫

葺

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