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 第 4 期

1 9 6 4 年 1 2 月

土 壤 学 报
A C I

,

A PED O L O G IC A SIN ICA

V o l
.

1 2
,

N o
.

4

D e e em b e r ,
1 9 6 呼

山西省盐溃土的类型及其改夏途径

席 承 藩
(中国科学院土坡研究所)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 ; 与黄土高原西部有很大的差异
,

主要表现为境内多山
,

而

又多山简盆地
。

吕梁
、

太行两山系
,

豹作南北向贯穿全省
。

山边均有不同高度的黄土丘陵

及黄土阶地
,

粗成高原特征 ;在两山系 简由于陷落关系
,

形成一系列大
、

小不同的地堑式盆

地
,

亦豹作南北向罗列
,

仅南端偏西
,

北端略偏东而已
。

这些盆地再被东西向 山地分割
,

因

而形成互不相联的分割盆地
,

如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为雁阴关 (鳗头山 ) 山地分割
。

盆地

中均有河流流过
,

为华北地区主要河系的上源地带
,

如桑乾河趣大同盆地向东流去 ; 滤沱

河上游为忻定盆地 ;漳河上游为长治盆地
。

汾河为敲省主要河流
,

真 串替中
、

晋南两盆地
,

省境南端运城盆地为中条山所限
,

属谏水流域
。

这种地堑式盆地在下陷过程中
,

均为近代

河流沉积物所填充
,

地势低平
,

又有水源以供灌概
,

成为山西省主要农业基地
,

是本省主要

棉粮产区
。

但在干早草原(大同盆地 )至半千早 (忻定以南)条件下
,
四周山地中的水分与

盐分又均向盆地中心汇积
,

使平原土壤发生不同程度的盐化
。

进行灌概时
,

如灌排系就不

够健全
,

土壤盐化情况有加重的趋势
。

山西全境南北长而东西窄
,

各盆地所处的地貌及沉积类型也有很大的差异
,

致使土壤

的发生特征及盐分累积情况均有很大的不 同
。

因此
,

其改良途径相应地有所不同
。

本文

系根据 1 9 5 6 年以来
,

中国科学院土壤队
、

水利部北京勘侧殷爵院土壤队以及山西省水利

科学研究所等单位
,

对这些盆地所进行的铡查研究与定位观察桔果
,

粽合汇总
,

同时并衬

渝各盆地的土壤盐清特征及其相应的改良利用途径
。

一
、

各盆地土族形成条件的差具

山西省的盐清土主要分布在山简盆地中
。

各盆地的 自然历 史条件差异很大
,

因而土

壤的发生特征与盐清情况
,

均有很大的差异
。

山西省 自然条件的两大特点是南北裨度差

异大
,

各地高度差异也大
。

山西省从南到北跨七个樟度
,

水
、

热情况和生物生长特点
,

均有

明显的不同
。

山西省又属黄土高原
,

地形起伏较大
,

有平原
,

有阶地
,

有丘陵
,

也有很多山

地
。

即同属于河谷平原部分的各个盆地
,

其高度也不一致
。

如表 1 所列
,

大同盆地海拔

1, 07 2 米
,

晋中盆地为 78 4 米
,

运城盆地最低洼处仅 32 0 米
,

因此
,

在樟度与高度的粽合影

响下
,

各盆地的土壤特性有很大的变化
。

晋南谷地
,

谏水流域 (运城盆地 )以及长治盆地中为褐土分布地区
。

在这些盆地中褐

土剖面发育良好
。

发育层深厚
,

耕层也深厚
,

土块疏松
,

水分
、

养分供应良好
。

土壤粘化现

象与假菌林状碳酸盐累积也很明显
。

特别在晋南地区成为本省主要棉
、

麦产地
。

晋中及

析定盆地的水
、

热情况
,

显较晋南为差
,

褐土的发育微弱
,

应属弱度粘化的淡褐土(碳酸盐
‘

揭土), 士浪生产性能也较良好
,

境内多产棉
、

麦
、

杂粮 ;到忻定北部
,

已向春麦区过渡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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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 山西各盆地的地理位一及味合自然特征

地地 名名 海 拔拔 牟平均气沮沮年平均雨且且年平均蒸发量量 年积沮沮 地带性土奥奥 主要农农 无霜期期
(((((米))) (℃))) (落来))) (奄来))) (10℃以上))))) 作 物物 (天)))

大大同盆地(大同市))) l
,

0 7 222 7
.

333 3 7 2
.

222 19 13
。

888 2 4 6 9
.

888 淡栗钙土
,

灰褐土土 春麦
、

杂棋棋 1 2 000

晋晋中盆地(大原市))) 7 8呼呼 1 0
.

111 呼1 9
.

333 1 8 4 8
。

lll 3 2 18
.

111 淡褐土土 棉
、

麦
、

杂棋棋 1 6 000

谏谏水流域(运城))) 3 2 000 1 3
.

222 5 9 333 17 3 444 呼0 0 000 褐土土 棉
、

麦麦 2 0 000

至大同盆地
,

气候比被千旱而热量相对较低
,

士壤盾地被砂
,

且时有风触及风砂堆积
。

土

壤地带性特征在盆地南端潭源一带为发育更为微弱的灰揭土
,

盆地北端逐渐与内蒙一带

所分布的淡栗钙土相联接
。

这个地带多生长春麦
、

杂根
、

禹给薯等
。

由于土坡的地带性差异
,

各盆地平原中土壤性状也有很大的不同
。

在大同盆地御河

阶地上与淡栗钙土粗成复域的有碱化淡栗钙土
、

苏打碱化淡栗钙土等 ;在替南运城盆地二

极阶地上揭土的下部
,

可发砚埋藏的深层含盐层与高矿化地下水 ;而晋中盆地平原部分多

为斑状盐化土壤
。

晋南运城盆地中
,

在一级阶地与二级阶地的过渡地带
,

由于糟水较浅
,

土壤逐渐受到

地下水作用
,

形成相应的草甸揭土
、

草甸淡揭土及草甸灰揭土等 ;这些土壤均为非盐化
、

旱

捞保收的肥沃土壤
。

但在大同盆地一极向二极阶地过渡地带
,

由于地下水中含有较高的

苏打
,

使土壤中产生张烈的苏打累积 ;及至山麓末端冲积扇与河流沉积平原简别形成交接

洼地
,

多发育为潜育湿土(淤泥沼译土)与草甸潜育湿土 (草甸淤泥沼泽土)
。
而在洼地向

平原过渡地段
,

可在土壤中发现有明显的盐分累积现象
,

这就是一般所貌的下湿盐碱地

区
。

晋中
、

忻定盆地以及晋南汾河谷地一极阶地及河漫滩中
,

地下水位均被高
,

地下水直

接参与土壤形成过程
,

形成有机质含量较低的耕种浅色草甸土
。

此种土谈是在耕作
、

地下

水升降活动 与沉积
、

灌溉淤积等作用交互影响下形成的
。

层状特性特别明显
,

而且局部地

形也有高低差异
。

在这样条件下
,

一旦地下水升高
,

矿化地下水运动停滞
,

郎可形成不同

盐化的浅色草甸土
,

大都以盐斑状出现
,

与非盐化土祖成复域
。

灌溉及渠系渗漏
,

更使平

原中水盐运动复杂化
,

土城盐化及次生盐化
,

均在发展
。

因此
,

山西各盆地平原中
,

由于自

然历史条件的差异
,

其盐化类型差别很大
,

相应的改良途径也会发生很大的差异
,

兹按盐

清类型分述如下
。

二
、

斑状盐演土

斑状盐清土主要见于晋中汾河平原
、

晋南汾河谷地
、

忻定津沱河所流趣的平原
、

大司

桑乾河冲积平原
、

运城中条山麓
,

以及长治一极阶地的局部地区
。

斑状盐演土与浅色草甸土粗成复域
,

呈斑状分布于平原中
。

由于地下水位较浅
,

地下

水可以运行于高低不平的层状沉积物中 ; 同时沉积物的质地剖面呈砂粘相简的特性
,

直接

影响土壤剖面中水
、

盐运行速度
,

再以沉积物祖成的局部地形高低使土壤水
、

盐运动发生

差异
,

因而使局部地下水的情况产生变异
,

有不同埋藏深度或不同矿化度的地下水
,

影响

土壤中盐分累积
,

这是在地表出现盐斑的主要原因
。

晋中平原是斑状盐化现象发生的典型地区
。

当采取盐斑与非盐斑的土壤作对比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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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很多不同情况
。
从表 2 袒度积盐地区土壤的分析桔果可知

,

非盐斑土壤是非盐

化浅色草甸土
,

盐分含量在 0
.

1 %以下
,

盐分粗成以重碳酸钙为主
。

但在附近的盐斑上
,

就

可晃到表层有强烈的盐分积累
,

地表有一薄层盐晶
,

盐分粗成以硫酸盐为主
。

两个剖面的

地下水位虽然只差 10 厘米
,

但是矿化度差异较大
。

盐斑的地下水矿化度高达 4 克/ 升
,

可

以靓明地下水有局部停滞的情况发生
。

在这种积盐情况下
,

盐分呈斑状累积起来
,

井与非

盐斑的土壤发生逐渐过渡的情况
,

其作物缺苗断墩面积豹占总面积 10 % 左右
。

这种斑状盐清土的改良
,

主要应加弦耕作与平整土地
,

加孩灌概管理
,

不使地面形成

局部积水
,

就可使盐斑得到消灭
。

三
、

草 甸 盐 土

草甸盐土大都出现于平原下部的积盐洼地中
,

仍以盐斑形成出现
。

如表 3 所列的两

个剖面为晋中盆地末端积盐洼地中的草甸盐土与斑状重盐土的对比
。

明显看出两个土壤

剖面的地下水位都在 2 米左右 ;地下水矿化度也差不多
,

豹 11 一14 克 /升
。

但重盐斑上表

星含盐达 5关
,

耕层含盐亦在 3 % 以上
。

其盐分粗成以氯化物为主
,

次为硫酸盐
。

一般盐

土 (非重盐斑) 耕层舍盐量在 1多以上
。

盐分粗成以硫酸盐为主
。

这种盐土的改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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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使停滞在洼地中的高矿化地下水得到排除
,

在逐渐淡化地下水的过程中
,

采用耕

作
、

翰作等改良措施
,

方可奏效
。

而对上远斡度斑状盐化地区
,

只采用平整土地
,

排除地面

积水
,

并加张耕作措施
,

郎可收效
。

但在整理各盆地有关土壤盐化的稠查和分析查料时
,

发现两片特殊草甸盐土
。

一个

是在晋中盆地上端
,

汾河流入平原地段的谷 口部分
,

与潇河交互沉积所形成的晋源洼地 ;

一个是忻定盆地忻 口以南的稍池洼地
。

一般在山麓冲积扇末端与平原交接的洼地中
,

地下

水较淡
,

土壤盐化亦较袒
。

但在上述两个洼地中
,

却出现了高矿化的地下水与盐清较重的

盐土
。

忻 口以南的稍池
,

地下水矿化度豹 10 一巧 克/ 升
,

个别可高达 1 00 克 /升 (表 4 )
,

表

层土壤含盐量可高达 5多
。

晋源洼地的土壤盐化既重
,

地下水矿化度也高(表 5 )
,

个别地

区可高达 50 克 /升
。

这是什么椽故呢 ? 我们初步欲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积盐方式
。

我

们在洼地周围的土层 中常兑到大量盐晶析出 (表 5 )
,

这靓明高浓度的土壤水与地下水
,

挫

城 4 忻定盆地劝池高. 化水及其离子粗成

PPPHHH 矿化度 (克/升))) 离子组成 (毫克当景2 100 克土)))

CCCCCCC O犷犷 H C叮叮 C I一一 SO rrr C a
什什 M g ++++ K + + N a+++

(((((((((((((((((((按差数 )))

888
.

777 9 9
.

7 888 1 1
.

555 14
.

555 9 6
.

222 7 1 5
.

000 3 7
.

555 斗2
.

555 7 5 9
.

555

采自忻县忻庄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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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向洼地边椽作侧向移动
,

致使表层土壤与底土
,

均有弦烈积盐情况
。

这种积盐情况
,

不

仅与当地地下水的蒸发浓精有关 ; 两条河系的上游特点和河水水厦也有影响
。

以淖沱河为例
,

由鳗头 山流来
,

汇合了五台山
、

云中山系的水分
,

流趣广阴的山区及黄

土高原区
。

同样
,

汾河由管渗山
、

黄草梁发源后
,

流趣静乐
、

奇岚等盆地
。

这两条水系的广

大上游地带
,

均较干早
,

地区地面水量鼓少 ; 在较大的流域面积中
,

于干早季节里
,

以少量

的水分携带相对较多的盐分
,

必然使河水矿化度增高
,

如薄沱河水的矿化度趣常保持在

0
.

3一 0
.

5 克 /升简 (表 6 )
。

此种矿化度较黄河水已高出很多 (黄河水矿化度通常为 0
.

1一

0. 2 克 /升简 )
。

这样高的矿化河水
,

一旦流出谷 口 ,

流速顿减
,

在大量泥沙下沉的同时
,

盐

分亦会发生相应的累积
。

这就是谷 口及平原上段的洼地中高盐分聚积的物质来源
。

因此
,

这种积盐作用暂时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
—

运积积盐方式
,

也是冲积扇末端的交接洼

地中
,

出现盐土的主要原因
。

对这种盐土的改良
,

与一般草甸盐土
,

应有区别
,

要尽可能精小洼地中积水 面积
,

尽量

阻隔洼地积水的影响范围
,

不使洼地中的积水范围
,

波及四周地区的土壤
。

获 S , 源洼地盐土的盐分粗成

深深 度度 全 盐 量量 阴离子 (落克当量/ 100 克土))) 阳离子 (毫克当最/ 100 克土)))

(((厘米))) (% ))))))))))))))))))))))))))))))))))))))))))))))))))))))))))))))))) CCCCCCCO犷犷 H C叮叮 Cl一一 S o rrr C a

料料 M g杆杆 K + + N a +++

(((((((((((((((((((按差数)))

000一888 l
。

144444 0
.

9 555 2
.

1 000 13
.

1555 6
.

3 888 3
.

2 555 6
.

5 777

sssee lsss 1
.

4 22222 l
。

1555 2
.

8 000 1 5
.

9 000 8
,

3 888 斗
。

1222 7
.

3 555

111 8ee 2 555 1
.

2 33333 1
.

0 555 2
.

2 000 l斗
,

5 222 6
.

2 555 4
.

0 000 7
.

5 222

222 5一3 555 1
.

4 55555 0
.

6 555 2
.

6 555 17
.

5 888 6
.

2 555 4
。

1333 1 0
.

5 000

333 5一5 000 1
.

6 55555 0
.

6 000 3
。

4 555 19
.

3 333 6
.

5 000 3
.

8 888 1 3
.

0 000

555 0一6 000 1
。

6 99999 0
.

5 555 3
。

朽朽 1 9
.

3 222 7
.

2 555 咚
.

0 000 1 2
.

0 777

666 0一7 555 1
.

622222 0
.

8555 3
.

4 000 19
.

2 000 6
.

0 000 斗
.

2 555 1 3
.

2 000

7775 地下水水 2 5
.

12 克/升升升 2
。

1333 1 0
.

4 000 2 5
.

0 555 2
.

夕555 1 1
.

2 555 2 3
.

5 888

采集地点: 太原市晋源农婚正南 100 米处
。

采集日期 : 1 9 6 2年 1 1 月 6 日
。

18 厘米以下直至地下水面均有盐晶出现
,

质地为粘土
。

我 6 浮沈河界河. 段河水的盐分粗成

采采 集 日 期期 矿 化 度度 阴离子(奄克当至/升))) 阳离子(毫克当量 /升))) P HHH

(((((克/升))))))))))))))))))))))))))))))))))))))))))))))))))))))))))))) CCCCCCC O 犷犷 H C叮叮 CI一一 5 0 犷犷 C a

杆杆 M g ++++ K + + N a +++++

(((((((((((((((((((按差数)))))

1119 5 8
,

5
,

777 0
。

3 111 0
。

000 斗
.

4 000 0
.

7 777 0
.

6 111 2
.

8 333 1
。

呼666 1
.

斗999 7
.

666

111 9 59
,

1000 0
.

3 111 0
。

000 5
.

2 222 0
。

斗lll 0
.

6 666 2
.

2 777 1
.

7 888 2
.

2 444 7
.

666

111 9 59
,
1 111 0

.

2 888 0
。

000 5
。

2 000 0
.

4 111 0
.

6 666 2
.

2 777 1
.

7 888 2
.

2 222 7
.

月月

111 9 6 0
,

3
,

2 999 0
.

4 444 0
。

000 6
.

0 777 0
.

9 000 0
。

8 111 1
.

6000 2
。

5 000 3
.

6 888 8
.

1 555

111 9 60
,

4
,

2 111 0
.

斗lll 0
.

000 5
.

2 000 0
.

3 999 1
.

3 000 1
.

8 000 2
.

月000 2
.

6 999 8
。

3 000

1119 6 0
.
999 0

。

3 222 0
.

000 4
.

8 333 0
.

5 111 1
.

6 333 1
.

0 999 3
.

6 777 2 2 111 7
.

6 000

111 96 1
,
1

,
l斗斗 0

.

3 222 0
.

000 5
.

3 444 0
.

6 000 1
.

0 222 3
.

2 555 1
.

9 888 1
.

7 333 8
。

1 000

111 9 6 1
,

5
,
1 555 0

.

3 444 0
.

000 3
.

7 000 0
.

5 000 1
.

6 666 2
.

2 555 1
.

7 666 1
.

8 555 8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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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底层盐化土族

底层盐化土壤是夔存盐化土壤的一种特殊类型
。

在较湿消的地区
,

表层土壤虽可脱

盐 ;而底层土坡由于嫂存盐化的桔果
,

含盐仍很重
。

底层盐化士壤分布在山西运城盆地北部一极阶地上
。

这个盆地是第三祀末期中条山

背斜下陷所形成的地堑盆地的一部分
,

属于当时的积盐盆地
。

因此
,

在盆地底层沉积物中
,

均埋藏有明显的含盐层
。

而在盐湖四周不同厚度的黄土复盖层下
,

可冕到埋藏的高合盐

层
。

但地区雨量较充沛
,

表层土壤已握脱盐
,

盐分含量校袒 ; 而底层土壤逐渐有盐分加重

的趋势
,

且地下水也具有高矿化特征
,

其矿化度通常在 10 一20 克 /升简
,

有时可高达 20 一

5 0 克 /升
,

个别达 6 0 克 /升(图 1 , 2 )
。

含盐量(% )

0
.

‘ 0
.

8 1
.

0 1
.

2 1
.

咭

毫克当量八00 克土

,.. 、

叫厄
心 + K

.

050005000

..孟. .‘,�
八兴国�侧胀

、、
.

、

.

、

、、

。

、、
.

、、,

‘几‘...‘
........

T、‘
.

、、
。

4�、,‘
。

n�l、、
‘、-

月‘�
.⋯⋯
|

O工

钓8020

�侧兴�侧联

6000
..‘

2

轻度底层盐化

中度底层盐化

弦度底层盐化

地下水犷化度 ( 克Z升)

图 2 运城盆地底层盐化土吸

剖面盐分组成

图 1 运城盆地底层盐化土奥溶性盐分分布

在地下水埋深为 2. 5 米或更深
,

年雨量 60 0 厘米的条件下
,

这种土壤仍可保持表土的

自然脱盐
,

成为当地的高产土壤
,

盛产棉
、

麦
。

农 7 , 南滚水流城雇层赴化发里成为, 甸盐土的盐分粗成

深 度
(厘米)

采集深度
(厘米)

全盐量
( % )

阴离子 (毫克当量/ 1 00 克土) 阳离子 (落克当最/ 1 00 克土)

C o r H C叮 Mg 什
K + + N a +

(按差数)

n�nU4
.

哎了-乡自了,‘内,白/OJ‘.二伟乙乙Ul201716巧巧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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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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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nUnC�0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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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一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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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11 8 )

2
.

3 4 6

1
.

2 9 8

1
.

6 9 5

1
.

1 18

1
.

3 2 8

1
.

3 6 9

6 1
.

6 4克/升

n�IIC甘亡J一11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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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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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近年来
,

由于洪水
、

沥水以及渠道渗漏水大量向洼地汇积
,

致使洼地低洼处形成地

面积水 ; 渗漏水又均沿土层中的粘土层向盆地中心汇积
。

在渗漏与洼地积水的双重影响

下
,

使底层盐化土壤区的地下水位上升
,

表层土壤亦握常保持湿渭状态
。

这样一来
,

底层

盐化土壤中所埋藏的盐分迅速上升至地表
,

形成盐土
。

表 7 所列的分析桔果郎是一例
。

这种盐土与上述斑状盐清土不 同
。

斑状盐清土仅表层土壤积盐
,

而底层盐化所形成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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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全剖面均积盐
。

底层盐化土壤可发展为草甸盐土
,

原来盛产棉
、

麦的土壤可一变而 为

盐荒地
。

改良这种土壤的主要措施
,

应着重减少汇积盆地中心的水分
。

减少土壤渗漏补抬
,

排

除地面积水与适当排除高矿化地下水
。

如能将地下水位迅速回落到 2. 5 米以下
,

使表层

土壤迅逮脱盐
,

促使新发展的盐士又向表层非盐化
、

仅底层积盐的土壤类型发展
。

五
、

下 湿盐清土

土壤因过湿而累积盐分
,

与地下水过浅
、

地表积水有直接关系
,

为沼译过程的伴生产

物
。

山西境内各盆地中均有发现
,

一般分布在盆地中山麓洼地末端的交接洼地中
,

以及黄

土的深切沟谷中
,

由山地及黄土阶地中所渗出的地下水
,

在这个地区形成地下水溢出带
,

使地表趣常保持湿消或积水
。

这样长期积水的精果
,

在土壤中形成潜育层
。

由于山麓地下水溢出带所渗出的水分均为淡水
,

其矿化度均小于 1 克/ 升
。

因此在接

近山麓的水分溢出带地段
,

土壤积盐很袒
,

甚或无盐化
。

只有在积水洼地向平原过渡的地

段
,

才可发现大面积潜育盐土或盐化潜育湿士
。

因此
,

此种土壤系沼泽过程与盐清过程的双重产物
,

土壤中晃有明显的潜育层而局部

舍盐较重
。

表 8 所列为晋 中交接洼地与河简洼地汇合处所形成的草甸潜育盐士
。

我 8 , 中盆地交接洼地与河两洼地汇合处所形成的草甸滋育盐土的盐分粗成

采采集地点点 深 度度 全 盐 量量 阴离子 (毫克当量2100 克土))) 阳离子 (毫克当量了100 克土)))

(((((厘来))) (% ))))))))))))))))))))))))))))))))))))))))))))))))))))))))))))))))))) CCCCCCCCCO犷犷 H C叮叮 C I一一 S o rrr C a 斗十十 M g杆杆 K + 十 N a +++

(((((((((((((((((((((按差数)))

文文 水 县县 0一333 2
.

6 666 0
.

0 000 0
.

3 333 2
。

1 111 3 2
,

3 222 1 0
.

0 666 1 2
.

7 777 1 1
.

9 333

宜宜 几 村村 3一 1000 1
.

5 444 0
.

0 000 0
.

3 555 0
.

4 000 1 9
.

0 000 1 0 5 999 6
.

3 666 2
.

8 000

11111 0一3 000 0
.

7 222 0
.

0 000 0
.

3 666 0
.

1666 8
.

7 666 5
.

8 222 2
.

8 111 0
.

‘555

33333 0se 4 888 0
.

5 888 0
.

0 000 0
.

3 444 0
.

1 111 7
.

1 444 5
.

0 444 2
.

1 444 0
.

4 111

44444 8一6 ,, 0
.

6 888 0
.

0 000 0
.

4 111 0
.

1 777 8
.

3 333 6
,

4 ,, 2
.

1 666 0
.

3 000

66666 5一 9000 0
.

2 111 0
.

0 000 0
.

4 444 0
.

2 000 2
.

0 000 1 4 777 0
.

7 555 0
.

弓222

99999 0一13 000 0
.

2 444 0
.

0 000 0
.

5 999 0
。

2 333 2
.

1 222 1 6222 0
.

8 777 0
.

4 555

改良这种土壤
,

应以截断潜流为主
。

如能将注入洼地的水量加以排除
,

一

也可减袒地区

沼泽化及盐化
。

截断潜流及排除地面水所得的水分
,

水厦均较淡
,

尚可用于灌 i既
。

因此在

下湿盐化地段的排水措施
,

应以浅沟为宜
,
只要能排走一部分地面积水郎可奏效

。

如介休

东湛泉下湿盐碱地区
,

明沟排水与暗沟排水
,

均很有效
。

至于水源充足地段
,

种稻改良
,

也

是重要的改良利用途径
。

如太原晋祠种稻地区
,

郎位于交接洼地中 ; 但在发展种稻时
,

以

不致引起平原土壤中地下水位升高为原且d
。

六
、

苏打 盐渡 土

山西省的盐清土中不断发现有苏打累积的情况
。

苏打含量高达 0
.

06 一0
.

2 毫克当量 /

10 0 克土时属苏打盐士
,

严重危害作物生长
。

苏打累积的地段
,

各地不同
。

在大同盆地通常出现于一极和二极阶地的交接处
,

以及

二极阶地低洼处 ; 忻定盆地发现在云中
、

牧禺河简的平原地带
,

晋中汾河以东局部地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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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现
,

而在晋南AlJ 出现在深切黄土沟谷中及黄土沟简的洼地中
,

如阴喜十里碱滩等地
。

从成因方面来靓
,

山西各盆地中的苏打累积有下列数种
:

1
.

淡水形成
:
一般晃于平原中河流侧渗

、

渠道渗漏以及山麓交接洼地地下水溢出带

的边椽
。

在这些地段
,

由于地下水厦较淡
,

其矿化度均小于 1 克/ 升
。

因此
,

所富含的硅酸

盐可分解和斡化而形成苏打 [1,
2 】,

这种情况
,

仅在土壤极表层可兑少量累积 ;而且分布面积

零星
。

2
.

地下水含有苏打而引起土壤中累积苏打 : 在大同盆地及忻定盆地的云中河地区
,

土壤中普通出现苏打 ;而地下水中亦合有较高量的苏打
。

其与淡水形成的不同之处在于 :

不渝地下水矿化度如何
,

均有苏打发现
。

考其原因
:
流翘这两个盆地的河流的上游地带

,

就所收集的岩石标本的分析精果
,

有较高量的合钠矿物
。

在其风化
、

溶解和褥移的过程

中
,

逐渐在地下水中累积
,

遂形成高苏打含量的土壤
。

此点以前已有祥栩萧述 [’] 。

3
.

沉积层中含有苏打(座存苏打 )
:
在晋南运城盆地边椽

,

谏水河所流趣的黄土沟谷

及黄土洼地中
,

一且厚层黄土层被触
,

埋藏在底层的浅湖相沉积层 (泥河湾层 )皿出后
,

就

可在土壤中累积大量苏打
,

表层苏打含量可高达 20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表 9 )
,

通常也在
l一3 毫克当量简

。

谏水流域深层地下水中
,

均有苏打
,

就是明显的例征
。

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例子
,

如晋中汾河以东局部地区的苏打累积也与黄土沟谷中的

老地层含盐有关
。

大同
、

忻定两盆地土壤中的苏打累积虽与河水有关
,

但也不可忽祝 1一 2

农 9 , 南谏水流坡苏打盐土的盆分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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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深处的灰 白色湖相沉积层的影响
。

对比大同盆地土壤图时发现苏打累积地区
,

与灰白

色粘土出现的地段正相符合
,

因此
,

底层早期浅湖相沉积物含有苏打是忻定
、

大同两盆地

土壤有苏打累积的另一个原因 (表 1 0 )
。

苏打盐化土壤的改良
,

应根据上述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

如属地下水型的苏打累积
,

则

应排除高矿化苏打水
。

如苏打来自地层
,

alJ 应着重用黑矾等的化学改良
,

精合泡伏水
、

耕

作
、

翰作等措施
,

也可得到改良利用
。

七
、

碱 化 土 坡

山西各盆地土壤的碱化特征最近才注意到
,

尚缺乏深入的研究
。

如大同御河二极阶

地上碱化淡栗钙土
、

苏打碱化淡栗钙土特性
,

前已有所衬渝〔‘l。

在忻定盆地云中河两岸同样发现较显著的碱化特征
。

一般颇似华北的
“

瓦碱
, “ ,

属碱

化草甸土类型
。

个别已有糊状土层及不明显的柱状发育
,

接近草甸碱土
。

这种碱化土壤的特征是
:
土壤含盐量较袒

,

盐分已有一定程度的淋失
。 pH 升高

,

一

般均在 9一10 简
,

土壤坚实
,

湿渭耕作时粘糊而不碎
,

有时在表层和心土层 中均有糊状土

层形成
,

土粒分散度较高
。

当发展到碱土时
,

在底土层中已可晃柱状精构的摊形
,

此时
,

严

重危害作物生长
,

以至缺苗断瑰
。

碱化土坡的形成与土壤含有苏打有关
,

就碱化土壤出现的地段分析
,

系在局部排水地

段
,

当排水不彻底时
,

自p有碱化土壤出现
。

在虽有排水而不够充分的情况下
,

土壤虽开始

脱盐
,

但也不会充分
,

表现为在低水位季节脱盐
,

而高水位季节积盐
。

在盐分上下移动的

过程中
,

苏打因亲水而移动较慢
,

逐渐在表土累积
,

分解后
,

钠离子进入吸收复合体
,

使」
:

竣的交换性钠合量增高
,

而形成苏打碱化土壤
,

以至碱土
。

在忻定盆地中虽有碱化土壤
,

但分布十分零星
。

与苏打盐化草甸土和其它类型的盐

清土粗成复域
。

在云中河两岸形成
“

五花杂土
”。

就是在同一地段内
,

也可出现多种多样

的盐化及碱化土壤
。

根据忻定盆地土壤水
、

盐动态的粽合分析
,

敲为忻定盆地曾有一段处

于局部排水良好的情况下
,

引起了局部土壤脱盐
。

后因河流淤积改道
,

盆地下段 自然排水

受阻
,

使原来可以排水的地段
,

水分停滞
,

土壤再度积盐
,

这样排水与水分停滞交互进行
,

再加地区苏打盐分累积等条件
,

因而在碱化土壤的剖面中
,

又再出现盐分累积的复杂情况

而有碱化盐土发生
。

这是小地段内出现
“

五花杂土
” 的主要原因

。

总之
,

忻定盆地的土墩

演化过程十分复杂
。

因此
,

对待这些复杂情况的土壤改良
,

应首先改良土壤盐化
,

对脱盐过程中已发生碱

化的土壤
,

应采取施用黑矾
、

围堰蓄淡
、

多施青肥
、

加张伏季耕作等措施
。

因本区土壤中仍

有高量的碳酸钙
,

在伏季泡水拮合樱常的翻动
,

利用夏季高湿高温的条件
,

有可能使一部

分交换性钠为钙离子所置换
,

而使土壤 p H 值降低及团聚性改善
,

进而能在碱化土壤上
,

使当季作物得到正常生长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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