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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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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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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改良海涂土壤
,

扩大耕地面积
,

发展农业生产
,

是缓和沿海地区人地矛盾的

基本途径
。

莆 田县人民围海造田
,

利用改良盐土
,

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
。

客土造地法

是沿海旱作区利用改良盐土的有效途径
。

它是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在重盐土地上
,

客人

150 一 2 5 0t /ha 非盐化土壤物质
,

人工创造 25 一 3 5 o m 厚的堆垫耕作层
,

做到当年实施
,

当

年收成
。

本文研究了不 同客土物质的改 良效果
,

土壤形态
、

盐分和理化性质的变化
,

并提

出了巩固改良效果的一些措施
。

福建省海岸线绵延曲折
,

曲折率达 1 : ,
.

7
,

居全国首位
。

大陆岸线长达 3 0 51 公里
,

居

全国第三位
。

港湾岛屿众多
,

海涂资源丰富
,

海涂土壤面积达 24
.

56 万公顷
,

盐渍早地

5 2 4 0 公顷
〔i ] 。

我们调查研究了莆 田县(有盐土面积 2 7 4 6 9 公顷 )的平海湾地区
。

据统计
,

平海湾地

区有海涂土壤面积 4 17 8 公顷
,

其 中盐渍旱地 2 0 3 0 公顷
,

已经客沙质土改 良的沙垫盐土面

积 12 6 7 公顷(群众称沙咸土 )
,

客人红粘土改良的红垫盐土面积为 1 33 公顷(群众称红咸

土 )占 6 9肠
。o

平海湾地区的农民群众
,

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创造了客土造地法
,

就是采取一次性的

客人 150 一2 50 吨 /公顷的物质(风沙
、

赤沙或红粘土 )于盐土表面
,

形成 25 一 35 c m 的人工

堆垫耕层
,

这种客土堆垫法可做到 当年改良利用
,

当年获得好收成
。

但是不同的客土物质

的改土效果有明显的差异
,

因此研究客土改良盐土技术
,

并对不同客土物质的改土效果进

行研究评价
,

对加快开发
,

利用海涂土壤资源
,

扩大耕地面积
,

缓解人增地减矛盾
,

实施沿

海地区农业发展战略
,

具有重要意义
。

这次重点调查研究了平海湾于 19 6 0 年
、

1 9 7 3 年和 1 9 8 0 年三次较大规模围海造地后

本文承蒙黎立群先生审阅斧正
,

特致谢意
。

莆田土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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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土造地技术及改 良效果
,

观察研究了 n 个土壤剖面
,

采集 24 个土壤样品
,

进行分析
,

现

阐述于后
。

一
、

平海湾滨海盐土及客土物质的原始理化性状

(一) 滨海盐土的理化性状和肥力特征

平海湾海涂土壤质地粘重
,

粉砂和粘粒含量高
,

土体物理性粘粒高达 70 界一 84 多
,

有

机质含量高
,

矿质养分丰富
、

保肥性强
,

潜在肥力高
,

但是含易溶盐量高
,

土体含盐为 2 多

一 3 铸
,

以 N a cl 为主
, p H S

.

0 左右
,

呈碱性
,

围垦利用前的滨海盐土因质地粘重
,

地下水位

矿化度高
,

旱季盐分表聚明显
,

呈
“

T’
,

型盐分剖面分布 u] (表 1 和表 2 )
。

(二 ) 客土物质的理化性状和肥力特征

就地取材的三种客土物质的理化性状有明显差异 (表 3 )
,

其中红粘土是一种角闪辉

长岩的风化物
,

粘粒 (< o
.

0 0 1m m ) 含量高达 35
.

1多
,

质地粘重
,

有机质含量极低
, p H S

.

4 ,

酸性较强
,

保肥性较好 ;赤沙土和风沙土物质都是以砂粒为主
,

粘粒极少
,

质地为砂壤土一

紧砂土
,

有机质含量低
,

养分贫乏
,

保肥性差
,

代换量分别为 1
.

0 2 , o
.

7 5c m o 1( + )/ k g
,

它们的

理化性状见表3 。

表 1 供试滨海盐土的基本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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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客土物质的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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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P H

H
2
0

有机质

( g / k g )巨匡⋯昼
}

0
‘

6 。

}
。

’

‘。

1
’6

’

‘

}
。” ,

1
。”‘

1
’“”

}
。

·

z ,

}
“

·

‘6

}
2 0

‘

z

代 换 量

(
c m o l( + ) /

k g )

颗粒组成 ( m m X % )

。

05 一 0
。

0 1一
0

。

0 0 1

质 地

< 0
。

0 1 < 0
.

0 0 1

风沙土

赤沙土

红粘土

6
。

0

5
。

5

5
。

9

5
。

6

5
。

5

0
。

7 5

1
。

0 2

。

O

。

,

6
。

7 4
。

7

1 1
.

8 7
。

5

5 5
。

1 3 5
。

l

,

紧沙土

沙壤土

重壤土



高志强 : 福建滨海盐上客土改良效果研究

二
、

滨海盐土客土改良后的明显变化

(一) 客土后土壤的剖面形态特征发生很大变化

通过客土创造一个人工堆垫层
〔,

·

” ,

既改善了土壤质地和结构又 创造了人工淡化层
,

为作物生长创造 良好条件
。

客土后土壤表层形态特征的变化
,

因客土物质和客土改 良时间而异
,

客风沙土和赤沙

土的沙垫盐土
,

堆垫层中物理性粘粒含量极少
,

质地一般为紧砂土至砂壤土
,

而盐土层中

物理性粘粒含量高
,

质地为重壤土至粘土
,

形成上沙下粘的 良好土体构型
,

表层疏松通气
,

底层托水托肥
。

随客土时间的增长
,

耕作施肥的作用
,

耕作层的物理性粘粒含量有提高的

趋势
,

并逐步形成一个过渡层
,

客红粘土的红咸土整个土体质地粘重(表 4 )
。

表 4 客土后土壤剖面形态特征的变化

! 改土 }
土壤名称 l年限 l 诊断层

! (年) l

深 度
(c m )

土壤颜色(风干土)

堆垫层

盐土层

堆垫层

盐土层

堆垫层

过渡层

盐土层

堆垫层

盐土层

堆垫层

盐土层

堆垫层

过渡层

盐土层

0一3 5

沙质堆

垫盐土

3 5一 6 0 重 壤 上

⋯竺
{鳖竺十
⋯

.

垄
一

竺
一

⋯全竺里⋯土
叫

三
一

}
无

{
疏松

{
少根

{里一
生{- 兰兰- }一里11

-

0一2 , 中量根

2 5一 6 0 块 状

疏松

紧实

无无0一3 0

3 0一峪0

4 0一7 0

疏 松

稍紧实

极紧实

多是根

少 根

无

0一 2 5

红粘堆

垫盐土
2 , 一 60

浊黄棕 lo Y R 7 / 3

橄 榄棕 2
.

5 Y 4 / 3

亮黄棕 10 Y R 6 / 6

黑棕 2
.

5 Y 3 / 2

浊黄 2
.

5Y 6 / 4

橄榄棕 2
.

5 Y 4 / 3

橄榄黑 5 Y 4 / 3

红 7
.

5 R 4 / 5

暗棕 10 Y R 3 / 4

浊黄橙 1 0 Y R 7 / 4

黑棕 7
.

5 Y R 3 / 2

浊橙 7
.

, Y R 4 / 3

棕色 7
.

5 Y R 4/ 3

黑棕 7
·

S Y R 3 / 2

块 状

棱柱状

块 状

稍紧实

紧 实

少根

无

0一3 0

紧沙土

轻粘土

砂壤土

中壤土

轻粘土

重壤土

重壤 上

重壤土

轻粘土

重壤土

重 壤土

轻粘土

粒状

块状

块状

粒状

块状

稍紧实

松紧实

稍紧实

紧 实

极紧实

少根

3 0一 6 0

0一 3 5

3 5一呼5

呼5一 7 0

中量根

少 根

无

沙盖咸土的堆垫层一般结构性差
,

疏松
,

而红咸土的堆垫层结构以块状为主
,

较紧实
,

不管是沙盖咸土和红咸土下层的盐土层都为块状结构
,

无根系
,

紧实
。

客土后土壤剖面的颜色发生显著变化
。

心土层(盐土层 )的颜色以橄榄棕
、

黑棕色和

橄榄黑为主
,

而堆垫层颜色差别大
,

沙盖土的堆垫层主色调以黄 (Y ) 为主
,

而红咸土 的

堆垫层主色调以 (R ) 红为主
,

不管是沙盖土或红咸土
,

土壤剖面中由堆垫层到盐土层
,

土

壤的亮度都是 由白到黑
,

而彩度变化不明显
,

表明通过改土培肥土壤熟化度都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

(二 ) 客土改 良培肥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客土 培肥后
,

土壤肥力都有明显的提高
,

特别是堆垫耕作层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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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物质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且随耕作培肥年限的延长
,

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其中客风

沙土培肥 2 年
、

5 年和 18 年的风沙堆垫盐土
,

耕作层有机质含量较原风沙土分别提高了

1
.

7 多
,

64
.

6外
,

88
.

14 外 ;客赤沙土培肥 2 年
、

5 年
、

20 年的赤沙堆垫盐土
,

堆垫耕作层的有

机层含量较原赤沙土分别提高了 37
.

5外
,

58
.

82 务 和 94
.

64 外 ;客红粘土培肥 2 年
、

5 年
、

21

年的红粘堆垫盐土
,

堆垫耕作层的有机质含量较原红粘土分别提高了 52
.

73 外
,

74
.

”外 和

87
.

2 7多
。

堆垫耕作层的质地也随耕作培肥年限而变化
,

风沙堆垫层由于常年耕翻扰动底

层粘土的混合
,

而使堆垫耕作层粘粒增加
,

改 良培肥 18 年的物理性粘粒从初期的 6
.

2务提

高到 18
.

62 外
,

增加了 12
.

42 个百分点 ; 而红粘堆垫盐土由于质地偏粘
,

需要逐年掺沙 改

良
,

则堆垫层的物理性粘粒呈下降趋势
,

改 良 21 年的物理粘粒含量降低了 14
.

39 个百 分

点
,

质地由重壤土变为中壤土 (表 5) 才有利于旱作物生长
。

(三 ) 客土培肥后土壤盐分的变化

客土培肥 1一 2 年的耕作层含量极低
,

一般在 0
.

02 多左右
,

不会对农作物产生危害
。

随

着常年耕作和培肥
,

特别是高矿化度地下水上升及部分盐土层的混合
,

耕作层的含盐量有

表 6 客土培肥后堆垫盐土的盐分组成变化

lll 土层层 深度度 盐分分 阴离子
e m o l(一 )/ k g /占%%%

》》》 (c m ))) (% )))))))))))))))))))))))))))))))))))))))))))))))))))))))))))))))
堆堆垫层层 0一 3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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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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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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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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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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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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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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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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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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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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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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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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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趋势
,

红咸土尤为明显
。

客土后 3一 , 年的提高 0
.

14 多一 0
.

18 务
,

对农作物生长会产

生一定盐害
,

产量会降低
,

心土层 (盐土层)的盐分随毛管上升水聚集表层
,

而影响作物生

长
,

因此客红粘土改 良的田块
,

特别要注意防治下层盐分上升和改善堆垫层的结构性以及

改善田间灌排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

从盐分剖面上看
,

表层含盐量低
,

而心土层含量高
,

但盐土层的含盐量随改土培肥年

限的延长
,

其含盐量都有降低的趋势
。

特别是风沙土
、

赤沙土改 良的沙咸土
,

心土层的含

盐量都是成倍的降低
。

改土培肥 15 年以上的心土层的含盐量已从 2多 以上降到 0
.

5多以

下
,

这是因为沙性改土材料的堆垫层结构疏松
,

有利天然降水渗透淋洗盐分
,

红粘土改良

的红咸土土体含盐量已有所降低
,

但不如沙咸土 (表 6 )
。

从盐分离子组成看
,

由于培肥和洗盐的结果
,

堆垫耕作层的 cl 一
含量一般 占阴离子

总量的 3 , 多一 60 多
,

较盐土层 (50 多一 75 沁)低
,

而 5 0 犷 离子较盐土层高 ; 阳离子组成

中
,

N : +

含量一般 占阳离子总量的 55 务一72 多
,

也较盐土层 (73 外一88 多)低
,

而 c 扩十
、

M扩
+ 、

K +

有增加趋势
。

(四 ) 客土造田 的经济效益

客土造 田的经济效益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

比如造 田物质来源不同
、

运程不同
、

资金

投人
、

耕作管理精细程度等等
,

都影响其经济效益
。

根据我们调查地区来看
,

赤沙土高于

风沙土
,

而风沙土又高于红粘土 (见表 7 )
。

不同客土物质对作物产t 的影响
*

土壤名称 客土物质
客 人 量
(t / h a )

投人资金
(元 / h a )

n�n�n�‘“�一、沪n�n�门了
�只U‘.几

风沙堆垫盐土

赤沙堆垫教土

红粘堆 垫盐土

风沙土

赤沙上

红粘土

2 2 5 0

2 2 5 0

18 0 0

刻一
l

|一||
!

各调查 , 点平均
。

不管客人那种物质都随改土培肥进程的延长
,

其产量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特别是风

沙堆 垫层和赤沙堆垫层
,

经过长期的耕作和培肥熟化为肥沃的暗色表层
,

而成为滨海平原

的高产旱地
。

三
、

为了持续提高客土改良的效果要注意的问题

客土造地形成的沙质堆垫层或红粘堆垫层
,

各存在一些不 良性状和土壤障碍因素
,

为

了防止底层盐分上升
,

提高客土改良的效果
,

建设高优农 田
,

必须配套以下技术
:

1
.

营造海岸防风林带和农田防护林体系
,

改善和稳定 田间小气候
,

创造一个 良好抑盐

改土的生态环境 [41 。

2
.

健全排 灌系统
,

特别要疏通排水体系
,

做到排灌沟间隔配套
,

深沟条地沟沟相通
,

有

利于降低地下水位
,

保证抗旱灌溉和排水
,

防止返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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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培肥堆垫层应增施有机肥
,

种植绿肥
,

秸秆回 田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 良土壤结构
,

抑

制返盐
。

4
.

增加化肥投人
,

增施氮磷钾肥料
,

不施或少施含 Cl 一的化肥
。

据调查统计
,

目前我省沿海尚有围而未垦的盐土滩地约 8 万公顷
,

需要进一步改良的

盐渍型旱地 约 巧 万公顷左右
,

实践证明
,

从实际出发
,

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采用客土堆垫

法
,

是快速改 良利用盐土的有效措施
,

它虽然是一项费工和费能的措施
,

但它能立即解决
“

旱
、

粘
、

盐
、

涝
”

的危害
,

做到当年改良利用
,

当年获得好收成
,

是滨海平原建设高产稳产农

田的基础
,

具有持久的效益
,

何况 当地劳力充裕
,

交通方便
,

客土材料丰富
,

群众又有客土

改良盐土的经验
。

因此
,

只要采取有利于调动群众客土造地的积极性的政策措施
,

并从耕

地开发专项基金给于适当补助
,

群众是肯投资投劳的
。

尤其
,

目前在大量占用耕地进行非

农业建设中
,

如能实行
“

卖地不卖土
”

和
“

占一造一
”

的政策
,

用耕地开发专项基 金
,

把被 占

用耕地的 良田沃土开发出来
,

运送到滨海改 良滨海盐土
,

创造具有肥沃耕作层的高优 良

田
,

将是缓和高优农田递减而中低产田扩大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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