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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焉省盆地土壤积盐特征

及其改良利用分区

黎立群 董汉章 石万普 祝寿泉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壤研究所

焉替盆地是位于东天山主脉及其支脉之间的一个山间陷落盆地
。

盆地内水土资源丰

富
,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
、

畜牧
、

芦苇
、

渔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

但盆地内广泛分布盐渍

化土壤
,

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

为了加速盆地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发展
,

及综合治理开

都河流域
,

我们曾研究盆地的土壤资源及其改良利用条件
,

并提 出分区改良利用的意见
。

一
、

盆地自然条件概况

焉替盆地是个山间陷落盆地
,

四周环山
,

盆地的西北部及西部山麓带有中生界
、

新生

界出露
,

老第三系中常夹有含盐地层
,

成为盆地的盐源之一旧
。

盆地的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
,

边缘海拔高度为  米
,

最低处为博斯腾湖 以下简

称博湖
,

湖面高程为  米 年测
,

盆地所有地表水都从不同方向流入博湖
,

以

致该湖成为盆地的水盐汇集中心
。

博湖又是孔雀河的源头
,

不仅对盆地的水盐调节有一

定的作用
,

而且对孔雀河流域亦有密切的关系
。

盆地气候具有大陆荒漠气候特征
,

年降水量稀少 一 毫米
,

蒸发强烈 年蒸发量

一   毫米 蒸降比值高达 以上
,

℃ 的积温为   ℃ 左右
,

热量充足
,

无

霜期 一 天
,

有利于春麦
、

玉米
、

水稻
、

油菜
、

甜菜
、

瓜果等的生长
。

盆地中最大的河流是开都河
,

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化水补给
,

流量稳定
,

多年平均流

量 立方米 秒
,

该河从西北流向东南
,

最后注人博湖 另有黄水沟 多年平均流量

立方米 秒
,

进入盆地后折向东流
,

注人博湖
。

在盆地的北部还有几条小河
,

如 清水河
、

曲惠沟
、

乌什塔拉河等
,

平时水量不大又不稳定
,

河水出山口后
,

多渗人戈壁砾石层中
,

变

成潜流
,

以地下水的形式注人博湖 川 。

在盆地的东面和南面是千燥的低山
,

平时无经常地表水河流
,

几条山沟只在春季融雪

和暴雨山洪才有短暂的水流
。

由上可见
,

盆地水源绝大部分来自西北部和北部
,

整个盆地地表水年总径流量约

亿立方米
,

而开都河约占 外
,

在地区分布方面极不平衡
。

这种水文特征
,

对于盆地的地

貌
、

水文地质
、

土壤盐溃化
、

灌溉农业和土壤改良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

盆地盐溃土的分布相当广泛
,

根据 年的不完全统计
,

盆地 内的可垦荒地中
,

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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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文承熊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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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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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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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盐土的面积约 万亩左右
,

约占可垦荒地的 拓。
。

此外
,

在 万亩耕地中
,

因受

盐害而缺苗减产的约占播种面积的 沁左右
。

在三角洲和扇缘以下
,

土壤中镁
、

钠重碳酸

盐
、

碳酸盐累积较普遍  习 ,

不少剖面 值都很高
,

钠碱化度一般为 一 拓 镁碱化度

为 一 外
,

有的土层可高达 外为
。

土壤和地下水碳酸镁有明显累积
。

因此
,

要进一步

发展盆地的农业生产
,

都面临着一个改良盐碱地的艰巨任务
。

盆地土壤的分布规律与水文
、

地貌和水文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

盆地周围为宽度不等

的洪积冲积扇群所环抱
,

在这一带有一些老的灌溉绿洲分布
,

地下水埋深大于 米
,

多为

砾质棕漠土
。

从山麓至湖滨其沉积物由粗到细
,

地下水透流随地形从高到低
,

逐渐由通

畅变为滞缓
,

地下水位和矿化度也随之升高和增加
。

在扇缘以下发育着各类盐化土和盐

土
。

二
、

盆地地下水和土壤盐分累积特征

一 地下水盐分票积特征

盆地的地下水一方面通过河
、

渠水的大量渗漏和过量的灌溉水补给 开都河水矿化度

。 一 克 升 而产生淡化作用
,

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蒸发而进行着矿化过程
,

两者交

替反复进行着
,

因此
,

地下水是矿化还是淡化
,

则取决于排水条件的好坏
。

在三角洲范围内
,

由于河渠网密度大
,

地面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全也大
。

地下水矿化度

的分布规律总是上游低
,

下游高
,

近河低
、

远离河高
。

据我们在 年在盆地采集的

个水样的化学分析结果统计 克 升的占 多
,

一 克 升的占 并
,

一 克 升的

占 多 , 克 升以下 占水样总数的 并 大于 克 升的只 占 多 表
。

在 克 升以下的地下水中
,

不常占优势
。

当地下水矿化度超过 克 升时
,

的含里就占优势 有时甚至 占绝对优势
。

高于 克 升的地下水往往是处在滋区的外

缘
,

尤其是在两个灌区之间
,

地下水流动不畅
,

又受到灌区地下水的静水压力的影响
,

在强

烈蒸发下浓缩而矿化
。

相反
,

在灌区内经常得到灌溉水的补充
,

排水条件好的
,

地下水矿

化缓慢或有淡化的趋势
。

就地下水的化学组成而论
,

以 叮 为主的水 包括与 犷或
一
次要离子相结

合的类型在内 占水样的 ”务 以 犷为主的水占 务 以
一
为主的水占 另

。

值

得注意的是
,

含游离 浑 包括痕迹或微盆在内 的水占水样总数的 务
,

其中存在于

, 克 升以下的占水样总数的 关
,

而 出现于 克 升以上的占水样总数的 , 并 表
。

以阳离子组成而论
,

为主的水约占 拓
, 十

为主的水约占 并
,

为

主的约占 务
。

属于镁
一
钠质的水 占总数的 关

。

由上可见
,

在水的化学类型上
,

盆地地

下水是以
。一 一

吨
一

型和
一

’
一 一 型占多数

,

而 口 一 型水是个别的
。

就水平分布来说
,

在冲积扇部位的地下水
,

其阴离子以 叮 或 犷
一

呀 为主
,

阳离子以
十
为主或为

一 、 一 ,

总是含有显著数最的 在三角

洲平原的中上部
,

阴离子多以 犷
一

呀 或 叮 为主
,

阳离子则以
一

吨 较多

新沮荒地资源综合考寮队 年 ,

焉奢盆地荒地资源综合评价与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 初稿

黎立群等 焉奢盆地土壤一地下水中碱性盐类的来源和累积 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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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洲的中下部及湖滨
,

阴离子以 C1 一50 犷和 50犷一CI 一
为主

,

阳离子以 M g十十 一
N

a+ 或

N a+ 为主
,

在湖滨或局部低洼汇水的地方
,

可出现个别的氯
一

钠型水
。

综上所述
,

盆地地下水盐分累积特征
,

可归纳如下 (表 1)
:

(l) 由于受灌溉下渗水的淡化
,

盆地大部分地下水的矿化度小于 5 克/升 ;

(2) 地下水中有明显的苏打累积 ;

(3 ) 地下水中以 so 犷的累积占优势
,

C1

一
/s
o 军当量比值小于 1者占水样总数的 78 务;

(4) 地下水中以 N a+ 为主
,

但 M g++ 有明显富集
,

镁系数大于 60 务者占水样数的

60
.
5务

。

( 二) 土滚盐分系积特征

千早地区的水文地质状况
,

对土壤盐渍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焉眷盆地的土壤积盐

过程是与地下水位有密切的关系
。

在扇缘以下
,

地下水位都处于 l一2
.
5 米之间

,

而大部

分只在 1
.
5 米左右

,

土壤有不 同程度的盐演化
,

常见的盐土类型有: 草甸盐土
、

普通盐土

(原称典型盐土)
、

沼泽盐土等即
。

草甸盐土多是由草甸土积盐演变而来
,

生长植被有岌岌草 (A ch an al h
oru , ,

Pl
。。d 。“)

、

赖草 (A
。。u

ro l即idi uo das夕, r a
ch y ,

)

、

芦苇 (ph
rago i介 ,

co 。二 u赫)
、

甘 草 (G ly
c, r rh i : 。

“
ra le 。介) 等

,

在自然演变过程中
,

由于盐分进一步积累
,

一些禾本科草甸植被不能适应高

浓度盐分而死亡
,

为盐生植被所代替
,

逐渐演变为普通盐土
。

草甸盐土的含盐量变幅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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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可达 3沁一20 并之间
,

表聚性特征极显著
。

普通盐土生长着盐生植被
,

如盐穗木 (H
a
lo, , a动y, b

o
l
。。岁ri a, a

)

、

盐爪爪 (K
a
ll’d’
u,

!O zi a招m )
、

红柳 (T
am arix )

、

黑刺 (与ci
um r“th e ,

ic
u 。) 等

,

或残留有稀疏芦苇(有些已枯

死)
。

普通盐土含盐量很高
,

变幅在 巧一朽务之间
,

多具有盐结壳和盐土混合疏松层
。

有

些普通盐土是由于垦殖盐渍土时
,

开荒造田
,

破坏了原来植被
,

后来又弃耕撩荒
,

使盐分重

新分配加速积盐而成
。

沼泽盐土是在沼泽土的基础上积盐发育而成
,

地下水位小于 1米
,

生长着稀疏芦苇

等
,

积盐的表聚性很强
,

表层有薄薄的盐结皮
,

含盐量变幅在 2一10 多之间
。

主要分布在

扇缘
、

三角洲低洼处和湖滨
。

由于盆地各河水和地下水中含有微量的 C叮
,

通过灌溉水和毛管上升水浓缩而 累

积
,

苏打常与氯化物
、

硫酸盐一起在表层积聚
,

因而表层含量最高
,

这是三种类型盐土所共

有的积盐特征
。

盆地土壤的盐分组成
,

虽较复杂
,

但以 Cl
一
5
0.

一

M
g
一
N

: 型和 so’
一

Cl

一
M g

一
N

:

型(占

25 务)及 Cl
一
s
q

一
N

: 型和 50.
一

Cl

一
N

a

型(占38 务)居多
。

阳离子以 N a+ 为主占 68 并
,

硫

酸盐在盆地有广泛累积
,

Cl
一
/s 断 当量比值小于 1者占 ”务

。

土壤盐分累积特征见表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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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焉誉盆地四周有硫酸盐的补给来源 ;

(2) 博湖是盆地的水盐汇集地
,

洪积冲积扇和三角洲距博湖短促
,

易移动的 口一
随

地面和地下逸流比较快地进人博湖
,

因而在土壤中停积下来的相对较少 ;

(3) 长期的灌溉淋洗对盆地水盐分异规律有一定影响
,

特别是有灌排系统的垦区更

为显著;

(4)
.
河水和地下水中含有明显数量的 吨++

,

因此
,

碳酸镁和碳酸钠的累积较普遍
。

三
、

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

焉曹盆地属于无灌溉即无农业的地区
。

土壤盐渍化较普遍
,

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与土

壤盐渍化作斗争
,

所以
,

要发展农业生产
,

必须解决好灌和排的问题
。

盆地内除耕地约 110 万亩外
,

尚有大片荒地
,

可作为牧场或农垦之用
。

盆地内气候适

宜
,

适种多种作物
,

农业生产潜力很大
。

但因受土壤盐渍化的限制
,

目前的产量水平仍然

很低
。

盆地三角洲和扇缘以下的地下水位长期处于过高状态
,

成为盐渍化和 沼泽化很难

消除的根源
。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盆地的水土资源
,

提高盆地农林牧副渔各业的产量
,

应因地制宜地

进行分区改良
。

管

舞才l二焉香
娜拓确 协

笋
、放

如 庵 {飞

蒸
川公引 孔

兮~
峰尔恤 环厂 ;次岁/

今价力认乙乙

1 山前洪积溯改良利用区

I 洪积冲积平原改良利用区

. 开都河艺角洲改良利用区

刀:开都河南片

月2开都刚比
万博湖东岸和南岸改良利用区

V 博湖渔业苇业 区
;哪令门

区 界

片 界

山地和低山

图 1 焉奢盆地土壤改良利用分区概图

Fig
.
1 lhe m ap of regionalization of m elioradon and utilization in Yanqi ba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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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划分是以地貌
、

水文
、

水文地质和土壤特性等自然条件的相似性及改良利用方向

的一致性为依据
。

片是在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细分
,

是依某些条件的差异性
,

如土坡盐渍

化轻重程度
、

改良利用的难易或者骨干灌排系统的独立性为基础『习。 现将盆地划分为五

个改良利用区
,

并在区以下再分片 (图 l)
。

1

.

山前洪积扇区

本区是在北干渠以北
,

分布着一些老的绿洲
,

主要利用一些小河灌溉
,

地下水位深
,

矿

化度低
,

还流通畅
,

盐渍化威胁不大
。

但因河水量不大而又不稳定
,

限制扩大灌溉面积
。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水源
,

改进灌溉技术
。

除已有一部分自流引水灌溉之外
,

可以发展

井灌
,

亦可在小河的上游选择适 当位置修建截潜流工程
,

或者选择适当的坝址修建小型水

库蓄水以调节水源
。

该区土壤富含砂砾
,

土层薄
、

渗漏大和肥力低
,

但没有或较少有盐演化的威胁
。

开垦

这一带土地较扇缘以下的土地改良效果较为稳定
。

如以发展井灌为主
,

排水沟主要导排

山洪
,

可以浅些
、

少些
。

总的目标是: 重视防洪
,

河
、

井水并用
,

改善灌溉技术
,

逐步扩大绿

洲
,

发展农林果牧
。

n

.

洪积冲积平原区

本区在北干渠以南
。

东部是清水河
、

曲惠沟
、

乌什塔拉等小河所形成的千三角洲群
,

伸延到博斯腾湖北岸
。

地下水位随地势由高到低
,

一般为 3一1米
,

矿化度 2一10 克/升
,

局部2 0一30 克/升
,

在建工团四营一带
,

有大片草甸盐土和普通盐土
,

向南伸至湖滨
。

北干渠从 24 团场以东
,

水最渐减
,

春旱缺水严重
,

平时亦无足够的水最保证灌溉
,

除

在场
、

社周围选择盐演化轻的地段
,

适当扩大垦殖外
,

不宜大面积开垦
,

可作牧场发展畜牧

业
。

发展部分井灌
,

实行井渠结合
,

可以解决春早缺水
。

永红第一农场
、

建工团四营的井

灌经验证明
,

都有抗早增产的作用
。

24 团场在北干渠南侧打井
,

拦截渗漏水
,

井渠结合也

很见成效
。

本区西部受来自北面山前洪水和黄水沟经常泛滥带来细土沉积物
,

形成质地粘重的

土壤
。

扇缘下半部地下迁流更差
,

矿化度高
,

土壤盐渍化重
,

改 良条件差山
。

因处于北干渠

的上游
,

水源有保证
,

可考虑种稻改良
。

有些草甸沼泽土
,

植被覆盖度大
,

可留作放牧牲

畜
。

如整修黄水沟后
,

则排水问题可得到改善
。

本区的改良利用方式
,

以 24 团场为例
,

基本上平行等高线可分为三个带
:
第一带为

种植业
。

沿北干渠南侧打井
,

实行井渠结合灌溉
,

发展井灌以后
,

亦有助于克服泉水的外

冒
,

防止土壤盐渍化和沼泽化;第二带为人工的或天然的牧场
,

坡度平缓
,

地下水位高
,

盐

渍化加重
。

为了提高载畜量
、

改善牧草质量
,

应该科学管理
,

有灌有排
,

与第一带可统一考

虑加深排沟
,

采取提排
,

如果沟水矿化度不高
,

可用作牧场灌溉 ;第三带为苇子带
,

加强养

护管理
,

提高产量和质量
。

n l

.

开都河三角洲平原区

开都河在盆地内流程约 100 公里
,

年迁流量达 35 亿立方米
,

水量充沛
,

形成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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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
,

开都河从西北穿流盆地
,

把三角洲分割为南北两部分
。

该区是一个古老的灌溉农

牧业区
,

由于灌溉耕作历史悠久
,

河渠密布
,

过去大引大灌
,

轮种轮闲
,

地下水位一直较高
,

土壤盐渍化和沼泽化都有相当长的历史
。

解放后
,

建立农垦团场
,

连片垦殖
,

兴修灌排系

统
。

人民公社耕地也不断扩大
,

连片种植
,

逐步规划改造旧的灌排系统和改 良盐溃土
。

农

垦团场灌排系统已具规模
,

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
。

水源充沛
,

引水方便
,

是进一步发展农

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

本区分布着盐化草甸土
,

草甸盐土
,

普通盐土
,

沼泽盐土以及苏打盐土等
。

地下水位

高
,

大部分地区地下水 位在 1一1
.
5 米

,

矿化度 l一5 克/升
,

局部 10 一30 克/升
。

多为

so 广H Cq 一M gwe Na 质型和 Cl 一Sq 一M g一Na 质型水
。

土壤含盐量变幅很大
,

农田中

除盐斑外
,

含盐量都很小
,

一般只有 0
.
2一0

.
5一 1

.
0务; 盐土荒地

、

盐斑含盐最变化在 1
.
5一

10 外之间
。

土壤和地下水的盐分组成基本一致
。

由于三角洲范围内缺乏统一规划
,

灌溉系统紊乱
,

直接从开都河引水龙 口 多
,

灌溉技

术落后
,

灌水最过高
,

以致三角洲经常保持高的地下水位
,

土壤盐渍化和沼泽化的防治任

务十分艰巨
。

该区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把水管好用好
,

造成水害
,

加重土壤盐溃化和沼泽化
。

治理的

总 目标是: 加强领导
,

统一规划
,

进一步改造和完善灌排系统
,

平整土地
,

严格控制灌溉定

额
,

节源开流
,

降低地下水位
。

根据三角洲被开都河分割为南北两部分
,

引水和排水 出路形成两个系统
,

故将该区再

分为两片
:

nl: 开都河南片

在三角洲的上部
,

地势较高
,

迁流通畅
,

盐渍化轻或无盐渍化的地段
,

应着重用地养

地
,

提高土壤肥力
,

进一步改善灌溉技术
,

节约用水
。

中部河渠密度增大
,

地下水位升高和

矿化度增大
,

盐渍土增多
,

需加强排水
,

苏打盐渍化土壤可施用改良剂
。

该片平均毛灌定额约 1400 立方米/亩1) 应加强灌溉管理
,

严格控制灌溉定额
,

同时应

对主要渠系采取防渗措施
,

减少渗漏
,

提高水的利用率
。

在紫泥泉
、

工三团和四十里城西南一带
,

地下水位高
,

南临苇湖沼泽
,

地下迁流受顶

托
,

地下水流停滞
,

成为强烈蒸发积盐区
,

土壤积盐很重
,

改良条件差
。

在有水源保证的条

件下
,

可进行排水种稻改良
。

该片下游自流排水受湖水顶托
,

可建立扬水站提排人湖
。

人民公社应着重健全排灌

系统
,

加速配套
,

乎整土地
,

实行绿肥与大 田作物轮作
、

间作
、

套作
,

提高土壤肥力
。

解放一渠长期输水
,

对两侧影响较大
,

使地下水经常处于高水位
,

土壤盐渍化
、

沼泽化

有所发展
。

建议博湖扬水工程竣工后
,

可考虑将解放一渠改造为南片的骨干排水干沟使

用
,

有利干改善南片的排水条件
。

11 1
:

开都河北片

本片处于黄水沟以南
,

开都河以北
,

地势向东倾斜
,

排水流势向东排人博湖
。

但下游

排水出路受到博湖水位的顶托
,

排水沟水位反比两侧水位高
。

近年来水位上升
,

土壤沼泽

劝 新蔗荒地资源综合考察队水利组: 1975
,
焉曹盆地水利考察报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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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盐渍化加重的地方
,

往往是处于几条排水沟相互顶托的地段
,

这与骨干排水沟深度浅

和排水 出口受顶托有一定关系
。

自流排水有困难的沿湖滨的团场
、

社队
,

可设立扬水站提

排
,

扬水站应作为灌排系统的组成部分
,

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

统一规划
,

统一领导
。

有的公社排水系统控制面积只 占耕地的 l/3一l/2
。

因此
,

各级排水系统亚需配套
,

有的骨干排水沟深度低于设计标准
,

对降低地下水位
、

排除矿化地下水的效果很差
。

在排

水间题上
,

要妥善解决上下游之间的矛盾
,

社与社之间
、

社场之间应密切协作
,

统一规划
,

建成完整的灌排系统
。

该片平均毛灌定额 I, 9 0 立方米/亩。 ,

有的单位毛灌定额高达 3000 立方米/亩
,

有的

1200一 1400 立方米/亩
,

比较好的也在 1000 立方米/亩
,

灌溉水大量渗漏
,

加剧了地下水

位升高
,

增加排水系统的负担
,

土壤盐溃化和沼泽化的防治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

故在强

调排水的同时
,

也应重视严格控制用水和加强灌溉渠系的建设和管理
。

在灌溉上必须做

到: 土地平整
、

田间工程配套
,

才能更好地控制用水量
。

在 22 团场和北大渠公社试验证明
,

沟排与井排相结合
,

能加速土壤脱盐
,

有条件的

场
、

社可考虑采用
。

绿肥与小麦混播
、

套种是培肥增产的有效措施
,

可根据各地具体条件

予以推广
。

种稻要有规划歹要重视排水
,

不应盲目扩大种稻面积
,

在苏打盐化土上种稻
,

施

用改良剂
,

防止六月份死苗
。

互V
.
博斯脚湖东岸和南岸区

博湖东岸地区处于库鲁克塔格山
,

克孜尔塔格山和沙山之间
,

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低 !

地
,

地面水无出路
,

地下水有可能与博湖相通
,

以缓慢的速度向博湖渗出
,

增加博湖东部水

体的矿化度
。

这里分布大片盐土
,

盐壳厚达 10 一巧 厘米
,

水源缺乏
,

基本无农垦价值
,

可

辟为盐场
。

在博湖南岸
,

由于库鲁克塔格山不高
,

缺乏冰雪覆盖
,

洪积冲积扇短促
,

中间有大面积

沙山覆盖
,

有的一直伸人湖中形成沙岛
t
llo

土壤类型主要为徐漠土类
,

地下水位 22 一25 米
,

矿化度 2一5 克/升
,

在中下部和湖滨

有盐土和小面积盐泽分布
。

该区主要缺少稳定水源
,

虽有几条山洪沟
,

水量少
,

而且水流

出山口后
,

大部渗人地下
,

地面水没有保证
,

开采地下水解决小面积用水是可能的
,

但不能

满足大面积垦殖的需要
。

解决水源其它的途径
,

还可以考虑从博湖逐级提水
,

但工程投资

很大
,

问题在子是否非常迫切开垦这片土地的问题
,

否则
,

将是远期的目标
。

但是
,

在该区

的西部
,

距塔什店较近
,

交通方便
,

开采利用地下水发展井灌进行小范围的开垦
,

作为农牧 口

副食品基地
,

为塔什店工矿区职工提供部分或大部分蔬菜
、

禽蛋
、

肉类等副食品是可能的
。

该区要特别注意保护现有林木和植树造林工作
。

V

.

博湖渔业
、

苹业区

博斯腾湖是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千旱地区难得的一个淡水湖
,

湖 面广
,

面积为

1030 平方公里
,

对湖区四周的气候和盆地的防洪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

在经济收益方面
,

1) 新弧荒地资源综合考察队水利组 : 1975 年
,

焉奢盆地水利考察报告(初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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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养鱼每年捕捞量约 200 万斤以上
,

小湖和湖滨产高质量的芦苇(高 6一8 米)
,

年产 30

万吨
,

浅水放养察鼠
,

年收皮可达 10 万张t’1
。

如果加强科学管理和改善饲养技术
,

产量将

可进一步提高
。

但由于湖水体循环缓慢
,

湖水矿化度显著提高 (从 1958 年的 0
.
4 克/升至 1975 年增

到 1
.
5 克/升)。

,

并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

博湖水的矿化 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

因此
,

作为盆地自然资源的整体
,

不能不考虑博湖的综合治理和利用
。

盆地的排水最终排人博湖
,

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取代
。

从改善盆地的土壤改良条件考

虑
,

降低博湖水位
,

对于解决盆地的排水出路问题肯定是有利的
。

博湖水位降低以后
,

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

如由于排水条件的改善
,

原来不能开垦

利用的土地有可能垦殖了
,

因而排水排盐亦会相应的增加
,

博湖水的矿化度有可能继续增

高
。

为了防止博湖水矿化度继续增高
,

现提出以下主要途径:

1
.
加速扩大博湖水的循环 为了改善博湖的水质

,

应加速和扩大湖水流 动 循环
。

因此
,

尽快加深
、

加宽黄水沟
、

疏浚小苇湖工程
,

平时黄水沟水量少
,

可以考虑引开都河水

人黄水沟加大流量
,

使博湖北部水体
,

受到来自黄水沟方向的淡水推动
,

促进东部湖水的

循环
。

湖水的矿化度历来是东部较中西部高
。

东部湖水的流动接近停滞状态
。

而开都河人

湖河口 是从湖的偏西部向南流人的
,

又接近孔雀河的源头口
,

主要是在西部的小范围内有

卜 流动作用
,

对东部湖水循环的推动作用非常微弱
。

加上 20 多年来
,

盆地排人湖中的矿化

水不断增加
,

湖水水质趋于不断恶化
。

因此
,

如将开都河从焉誊大桥下段裁弯取直(距离

约 16 一18 公里)
,

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向东流的水流
,

促进博湖水体的流动和循环范围大大

扩大
,

从而有可能使其矿化度逐渐降低
。

2

.

尽量节约用水
,

增加人湖淡水量
,

相对减少排人湖中的矿化水量 盆地内节约用

水
,

减少灌水量的潜力很大
,

节约下来的水就可增加人湖的淡水量
,

以利冲淡湖水
。

发展

井灌
,

一方面增加水源
,

另一方面也起着控制地下水位的作用
,

从而减少排人博湖的水量
。

发展井灌要集中
,

使之成为一个井灌区
,

才能发挥井灌的显著作用
。

这样亦有利于增加孔

雀河流域的灌溉水源
、

扩大灌溉面积
。

3

.

稳定和逐步降低排人湖中的盐量
,

保持一定的生态平衡 建议暂停连片大面积

开荒
,

稳定现状
,

当前着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认真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改造 旧灌区
,

建立

完善的排水系统
,

提高管水用水的技术水平
。

. 总之
,

在研究博湖间题时
,

应从盆地的整体以及孔雀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利用来考虑
,

有的措施影响深远
,

特别是大规模
、

大面积的工程措施的建立
,

应慎重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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