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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惠北灌区位于黄河下游南岸的开封
、

祀县简
,

北依黄河
,

南抵惠济河
,

西与黄汁河

毗速
,

东以圈章河为界
,

总面积豹 91
.

6 万亩
。

历来旱涝盐碱关害巍敛发生
,

盐碱危害尤

甚
,

袒者作物减产
,

林木萎黄
,

重者土地荒蒸
,

林木死亡
。

我佣于 1 9 6 3 年通过实地稠查
,

将本区盐清土的分布特点及其形成的 自然因素
,

作一

粽合性的渝述
,

根据地区的差异性
,

提出六个改造利用区
,

供有关单位参考
。

一
、

盐清土的分布特点及其主要类型

(一) 盐清土在地理分布上的特点〔‘〕

由于各地 自然条件不同
,

本区盐清土的分布就有地区性的差异
。

现将其分布特点归

钠如下
。

第一
,

较重的老盐清士
,

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于黄河大堤南侧的河旁洼地
,

与黄河流

向平行
。

愈近大堤
,

盐清化愈重
,

1
,

00 0一2
,

00 0 米 内已成盐碱荒地 ;距大堤愈远
,

受渗漏影

响愈小
,

刻盐清化亦愈斡
。

第二
,

冲积平原中的微斜平地及碟形洼地
,

多为老盐斑地分布区
。

排水不良的洼地
,

地势愈低洼
,

则盐清土分布面积愈大
,

土壤合盐量亦愈高
。

在通常情况下
,

袒壤土区盐清

土分布面积较广
,

盐化较重
。

第三
,

盐清土的分布与洼地大小
、

积水时简长短及矿化度高低有密切关系
。

在封阶胜

洼地中
,

地下水埋藏愈浅
,

矿化度愈高者盐清化愈重 ; 小型洼地愈近 中心部位
,

盐清化愈

重
,

洼地边椽Bl] 袒
。

第四
,

黄河泛滥及其故道区的两自然堤简
,

存在的封朋性浅平洼地
,

多为梭形
、

槽形盐

碱洼地分布区
,

其长轴与当年黄泛主流方 向一致
,

接近 自然堤的二坡盐清化重
。

流水短暂

的古泛道
,

河床中心盐清化重
,

边椽fllJ 袒
。

第五
,

中小地貌起伏区
,

如黄河故道高亢地
、

大型河旁洼地等
,

地势愈高处
,

nlJ 盐清化

愈轻
,

地势愈低
,

Bl] 盐清化愈重
。

微小地貌起伏区
,

如人工小地形中的堤背
、

罐沟
、

土丘等
,

地势愈高处盐清化愈重
,

低处fllj 袒
。

第六
,

新盐清土多集中分布于排灌工程不配套的干
、

支
、

斗
、

农各极渠道两侧及平原水

库
、

插花稻 田四周
,

愈近渠道
,

盐清化愈重
,

翰水时简长
、

水量大
、

渗漏严重的渠道
,

其两ffilj

何梦菊同志参加木文的资料整理工作
,

化验工作由本所化验室完成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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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清化重
,

影响范围也愈广
。

而耕作粗放
、

施肥不足的耕地返盐重
。

(二 ) 盐清土的主要类型 [0]

氯化物盐土
:
一般分布在黄河大堤以南的低平地区以及冲积平原中的浅平碟形洼地

中下部位
。

地下水埋深小于 2 米
,

矿化度 1 克 /升左右
。

因地形平援低洼
,

地面径流不惕
,

雨季易发生涝炎
,

土壤盐清化较重
,

高粱
、

棉花等的生长受到弦烈抑制 ;盐碱荒地分布面积

较广
,

其上生长有袒柳
、

盐吸
、

鸭舌草
、

碱灰菜等耐盐植物
,

地表可兑盐拮皮
。

此类土壤表

层 。一5 厘米深处舍盐量 1
.

7 7 多 ; 盐分祖成中以氯化物为主
。

Cl 一 占阴离子总量的 70 多 ;

阳离子祖成中 N
a + + K + 的含量最高

,

占 阳离子总量的 60 %
。

20 一25 0 厘米深处含盐量

仅为 0
.

09 一 0
.

巧 多
,

盐分粗成中重碳酸盐含量最高
,

H c o 子占阴离子总量的 40 一60 务
,

其

次是氯化物
,

Cl 一 占阴离子总量的 30 多左右 ; 阳离子祖成中 N
a 十 + K + 占阳离子总量 的

2 5一 4 2 %
,

C a + + 占 2 1一2 8 %
。

硫酸盐
一
氯化物盐清土

:
冲积平原的浅平洼地的边椽

,

多分布着硫酸盐
一
氯化物中度

盐化土壤
,

在耕作层中合盐量一般为 0
.

3一 0
.

6 多
,

地下水埋深 1
.

8一2
.

5 米
,

矿化度的 1一

1
.

5 克 /升
。

此类盐清土上生长的作物受到一定抑制
,

小麦受害较大
,

棉花
、

高粱次之
。

耐

盐植物有盐吸
、

芦草等
。

此类土壤 。一20 厘米深处合盐量为 0
.

3一 0. 7 外
,

盐分粗成中以氯

化物为主
,

Cl 一 占阴离子总量的 40 一60 %
,

其次是硫酸盐类
, 5 0 不占 30 一40 多 ; 阳离子中

N
a + + K + 的含量最高

。

占阳离子总量的 30 一 90 %
。 2 0一1 00 厘米深处

,

土壤合盐量显著

减少
,

一般为 0
.

09 一 0
.

3 %
,

土壤盐分粗成中仍以氯化物为主
,

次为硫酸盐类
。

氯化物
一
硫酸盐盐清土

:
一般分布在冲积平原的低平地带

。

土壤盐清化程度较斡
,

耕

地微度高起地方盐清化较重
,

作物稍受抑制
,

地下水埋深 2 米左右
,

盐斑上生长有盐吸
、

碱

灰菜
、

小芦草等
。

此类土壤表层 。一5 厘米深处含盐量 0
.

5 多左右
,

盐分祖成中以硫酸盐

类为主
,

5 0 犷占阴离子总量的 7 0 %
,

其次是氯化物
,

Cl 一 占 2 0 务 ; 阳离子祖成中 N a+ + K +

的合量较高
,

占 50 务 左右
。 5一 1 00 厘米深处

,

以重碳酸盐类为主
,

H c o 犷占阴离子总量

的 40 一80 界
,

其次是硫酸盐类
,

50 不占阴离子总量的 30 % 左右 ; 阳离子祖成中
,

N a+ +

K 二
仍保持最高的合量

。

氮 化物
一
重碳酸盐盐清土

:
一般分布在冲积平原上的开朋低平地带

,

微斜平地的中上

部位
。

地下水埋藏较深
,

一般在 3 米以下
,

矿化度较低
,

豹 0. 7 克 /升
。

此类土壤上作物

都能正常生长
,

但局部盐化地区
,

小麦微受抑制
,

土壤盐分粗成中以重碳酸盐类为主
,

次为

氯化物
。

局部地 区可兄到硫酸盐
一氯化物或氯化物

一
硫酸盐盐清土

。

此类土壤 。一斗。厘米

深度
,

盐分舍量很低
,

为 。
.

08 一 0
.

09 务 ; 翎一 1 00 厘米深度
,

含盐量较上层高
,

一般为 0
.

10

一。
.

14 %
。

在全剖面的盐分祖成中
,

以重碳酸盐类为主
,

H c o 于占阴离子总量的 5。一80 多
,

其次是氯化物
,

cl 一 占 20 一4 0 % ; 阳离子当中 Ca ++ 的含量最高
,

占阳 离 子
,

总量 的 40 一
8 0 %

o

二
、

盐清土形成的因素

本区盐清土的形成与 自然地理条件有着相互依存
、

相互制的的关系
,

如人为措施不当

可加速和加剧土壤盐清化的发生发展
。



土 攘 学 报 1 3 卷

(一 ) 气候特点与土壤积盐的关系 [ ‘〕

本区气候
,

冬春晴燥
,

干旱多风
,

利于盐分积累土表 ; 夏秋雨量集中
,

高温多湿
,

利于土

壤盐分暂时下淋脱盐
。

根据我们的定位观侧查料
,

虽然冬季雨雪稀少
,

气温低
,

植物蒸臆作用微弱
,

但地表裸

露
,

干寒的偏北风
,

异常弦烈
,

土壤相对蒸发加大
,

盐分在土中积累仍援慢进行
。

如本区兴

隆贰睑地的盐清土
,

在冬季 1 月地下水矿化度 < 1 克 /升的情况下
, 。一20 厘米土层中

,

合

盐量达 0
.

朽一 0. 68 务
,

20 一60 厘米土层为 0
.

18 一 0. 2 8 多
,

60 厘米以下稳定在 0
.

1界左 右
。

显而易兑
,

此时的土壤盐分剖面具有明显的累积特征
。

而且由于各种可溶性盐类的溶解

度随温度而有所不同
,

因此在受气温强烈影响的土层中
,

具有两个明显的盐分累积分异

带
,

表层 。一 5 厘米深度
,

以硫酸盐为主
, 5 0 才占阴离子总量的 先

.

3 多
,

其次是氯化物
,

Cl -

占离子总量的 31 5 多 ; 多一40 厘米深度
,

以氯化物合量为主
,

占离子总量的 肠一60 务
,

而

硫酸盐类为 24一料多
。

开春以后
,

气温增高
,

一般自然植物尚未萌发
,

作物对地表覆盖度不大
,

故此时蒸发最

弦
,

易溶盐类随毛管水上升最盛
,

所以土壤盐清化也最严重
。

低洼区的二坡地带
,

盐分聚

积最重
,

值至春末夏初
,

土壤表层盐分积累最盛
,

也是危害春作物和冬小麦最严重季节
。

此时
,

前一年雨季期简被淋至深层底土的大量氯化物不断向上移动
,

其速度和数量首先是

在
』
合土层超过硫酸盐

,

并在地表大量累积与先已(秋末冬初已开始 )累积于地表的硫酸盐

类混合而形成
“

白不咸
”

盐清土
。

春季 斗月取土分析拮果
, O一20 厘米土层中

,

盐分含量达

。
.

26 一 1
.

16 多
,

5 0 了占离子总量的 39 一斗7 多
,

Cl 一 占离子总量的
一

46 务
。

入雨季后
,

雨量集中
,

握常以暴雨形势降至地面
,

形成强大的水平和下渗径流
,

土壤盐

分开始遭到较弦的冲淡和淋洗
。

根据我们 7 月 21 日在兴隆贰脸地 (与春天取土地点相

同)取土分析的拮果
, o一20 厘米土层中的合盐量

,

虽较春季时期有所降低
,

但仍达 0. 斗一
0

.

62 % ; 而 20 一1 00 厘米土层中
,

由于表层盐分洗入而合盐量较之春季有所增加 (0
.

2一

0
.

3 多)
,

以 5 0 犷为主
,

且以 Cl 一 为多
,

地下水矿化度略有增高
。

由此可兄
,

在整个雨季虽然

土壤具有总的脱盐趋势
,

但由于温度高
,

蒸发仍很弦烈
,

所以在简雨期土壤返盐依然迅速 ;

雨季脱盐过程中
,

硫酸盐的淋洗速度和深度很明显地落后于氯化物
。

初秋季节
,

降雨虽减少
,

但土壤盐分久握夏雨的冲洗
,

为一年中土壤表层合盐量最低

时期
,

在与夏季取土相同地点取土分析
, 0一20 厘米土层中

,

合盐量仅为 0
.

09 一 0
.

1 , 务
,

比

夏初显著下降 ;在 20 一10 0 厘米土层中
,

含盐量为 0
.

n 一 0
.

20 %
。

土壤具有脱盐的盐分剖

面特征
,

盐分祖成以 H CO犷为主
,

其次为 5 0 犷
。

秋末冬初
,

风力加强
,

干燥度加大
,

地面覆

盖度减少
,

蒸发量也随之加大
,

地表起白色盐霜
。

故秋初为脱盐季节
,

秋末又为聚盐季节
:

总上所述
,

每年 10 月至次年 6 月的旱季
,

为盐分积累时期
,

盐分运行
,

以毛管水的垂

直移动为主 ; 7一 9 月的湿季
,

为地表盐分淋洗时期
,

盐分运行除向下移动外
,

并有地表径

流为主的水平移动
。

春末至夏初是由聚盐到脱盐的更迭时期
,

秋末至冬初
,

是 由脱盐到聚

盐的更迭时期
。

本区土壤盐分的季节性移动
,

有下列三种情况
:
(l) 一年中盐分运行的规

律
,

如在地下水位很浅
、

矿化度大
、

蒸发孩烈条件下
,

这个地区的土壤盐分
,

其季节性的脱

盐率
,

小于季节性的聚盐率时
,

故盐分循环是增加的
,

称为
“

季节性盐清化类型
” ; (2 )如在

已停灌地区
,

地下水位下降
,

农业耕作技术逐渐改善
,

而这个地区的土壤盐分
,

其季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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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盐率
,

大于季节性的聚盐率时
,

故其盐分循环是减少的
,

称为
“

季节性脱盐
”的盐清类型 ;

(3 )如在地势较高
,

地下径流条件较好的馨度盐清化区
,

土壤盐分的移动
,

其季节性的脱

盐率和季节性的聚盐率相均衡
,

故其盐分循环是稳定的
,

称为
“

季节性盐分平衡移动
”
类

型 [ 3 ] 。

(二 ) 河流泛滥沉积和地形与土攘积盐的关系 [l, 2〕

由于黄河多次决 口改道
,

使本区泛道触横交错
,

造成严重的风沙盐碱炎害
。

今日盐清

土分布地区与昔日泛道都有着密切联系
。

河流泛滥
,

塑造了利于发生盐清化的各种 中小

正鱼地形和土壤母盾沉积类型
,

且河流的侧渗作用及静水沉积物的滞水作用
,

又抬高了邻

区的地下水位
。

黄河在洪水时期
,

携带大量泥沙
,

溢出河床
,

或迁徙改道
,

形成相对高起的

故道援岗地形
、

故道高亢地形等
。

现在平原中所保存的援岗
,

根据其沉积物性厦及所处地

形部位分析
,

多为古黄河自然堤
,

这些地形相对高度界于 1一 3 米简(如开封东南古泛道援

岗中的土柏岗
、

南神 岗
、

东北的沙牛岗
、

祀县的东敛岗等) ;黄河决 口大溜处
,

形成槽形洼地

(如 1 9 3 6 年开封西北黑岗口决 口大溜 ) ;各古泛道援岗简
,

由于静水沉积
,

所形成的相对洼

地
.

又握后期改道主流所贯串
,

形成了各种封阴性碟形洼地 (如开封东的蒋洼
、

鹅洼
、

祀县

成北的牛洼等 ) ; 黄河现道哈黄大堤背侧
,

由于河床高出两岸平地 5一 10 米
,

加以岁修堤

防
,

进行人工挖土
,

形成了河旁洼地(如开封至兰考简的河旁洼地等 ) ;两故道或两泛道简
,

形成低于援岗 1 米左右的微斜平地
,

为泛滥平原中主要祖成部分(如开封至祀县简的微斜

平地等)
。

这些正具地形的存在
,

影 响着盐分的移动和再分配
。

如在正地形部位的沙丘
、

沙地区
,

黄河故道高亢地等
,

地势较高
,

排水顺惕
,

地下水埋藏较深
,

土壤盐清化鲤微
,

甚至

无盐清化现象
,

土壤舍盐量仅为 。
.

05 一0
.

10 % ; 冲积平原中的微斜平地区
,

地下水位接近

地表
,

出流滞援
,

矿化度有所增高
,

有袒度至中度盐清化出现
,

士壤含盐量为 0
.

1一。
.

5呢 ;

各种洼地及短期性的古泛道
,

地下水埋藏常年过浅
,

且多季节性积水
,

洼地边椽地下水矿

化度较高
,

因而盐清化现象严重
,

土壤合盐量界于 。
.

5一 1
.

0 % 简
。

黄河本身高出河旁洼地 6一10 米
,

常年渗漏严重
,

值接影响着临黄大堤两侧垂直方向

范围豹达 10 公里左右
。

地下水位和矿化度有所升高 ;但临近大堤呈带状分布的河旁洼地

中
,

因距主流较近
,

补抬地下水量大
,

其矿化度有冲淡降低趋势
,

故此地下水矿化度又有所

抬高
。

根据土壤盐清化程度
、

作物生长状况及地下水埋深等
,

稠查区开兰公路以北
,

皆属黄

渗严重区
,

干旱聚盐季节
,

地下水埋深 0
.

8一 1
.

2 米
,

土壤表层含盐量 0. 6一 1
.

4 %
,

如曲兴
、

大阴寨
、

小康寨等互大部分已形成盐碱荒地 ; 麟海路以北
,

开兰公路以南
,

为黄渗明显地

区
,

千旱季节地下水埋深 1
.

2一2
.

0 米
,

土壤表层含盐量为 0. 4一 0
.

8 %
,

一般农田 因盐清化

而缺苗率达 30 一叨务
。

据引黄灌区分析化睑
,

黄河水舍盐量为 0
.

3 6 克 /升
,

Cl 一 为 0
.

0 叮

克 /升
,

5 0 不为 0. 00 5 克 /升
,

H c o 了 为 0
.

129 克 /升
,

C呀 为 0. 01 多克 /升
,

Ca ++ 为 0. 02 4

克 /升
,

M g + 十 为 0
.

03 3 克/ 升
,

N a+ 为 0
.

02 1 克 /升
。

又根据引黄杠旗渠分局对 1 9 5 9一 1 9 6 1

年引黄灌水量的盐分分析
,

假如这些水量作为黄河渗水时
,

每亩被黄河渗水所浸清的水量

按 2 00 立方米豁算
,

RjJ 每三年每亩地中可增加 2 16 公斤盐量
。

因此临黄大堤以南的浸消

地带
,

为盐类大量汇集区
。

黄河超漫滩(高滩 )分布在临黄大堤北
,

竟豹 2
,

00 0一 3
,

00 0 米
,

高于低滩 1一 3 米 ; 黄河

漫滩(低滩 )紧与超漫滩相速
,

竟豹 50 0一6
,

00 0 米
,

高出主流水位 0
.

,一 1
.

5 米
。

超漫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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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位较深
,

的 6一 7 米
,

矿化度小于 1 克 /升
,

地形坡度大
,

排水通嚼
,

土中盐类易于排除
,

故无盐清化现象
。

(三) 土壤母质及质地与土壤积盐的关系 I‘’

平原中各地形部位的土壤母厦状况
,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

本区为黄河冲积母盾
、

底土

一般合盐量界于 0
.

05 一 0
.

12 呱
,

且盐类长期随地下水浸清于土壤母盾中
,

在蒸发弦烈作用

下
,

通过毛管作用到达表土层
。

一般靓
,

土壤盾地愈粘
,

毛管水上升愈慢
,

盾地愈砂
,

毛管

水上升愈短
,

所以粘土和砂土不易盐清化
,

而壤土最易盐清化
,

特别是袒壤土最为突出
。

据我们 19 6 3 年在本区的兴隆
、

罗王
、

袁房
、

白丘
、

陈留等地区稠查兢针
,

在靶壤土上发生盐

清化的面积
,

占孩区盐清化总面积的 7 0一80 务
。

参圈
“

华北平原土壤
, ,

查料及我佣在本区

稠查查料
。

在泛滥冲积平原中土壤盐清化程度
,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形部位土

壤剖面中胶泥层的厚度及出昵部位 [41
。

据我佣在本区初步探尉拮果
,

一般税
,

胶泥层出现

在 2 米以上土层中
,

土壤表层均呈现有盐清现象
。

胶泥层厚度超过 20 厘米时
,

其出现部位

在 50 一 1 00 厘米简
,

且地下水位较高时
,

土壤盐清化较重 ; 胶泥层 出现在 1 米以上
,

厚度不

超过 5 厘米时
,

土壤盐清化4lJ 鲤 ;若胶泥层上部为中壤或重壤
,

胶泥层出现在 1 米以上时
,

一般没有或仅有微度盐清化现象
。

在袒壤土中
,

胶泥层 出现在地下水位以上
,

胶泥层愈

厚
,

阻水阻盐作用愈张 ;在地下水位相同的条件下
,

胶泥层 出现部位愈近地表
,

刻愈能抑制

水盐的垂值运行
。

在剖面中
,

因土质及胶泥层相互变化的影响
,

也有胶泥层下部含盐多
,

胶泥层上部合盐少的情况
,

如开封东商寨一带
,

有深层盐清化现象发生
,

一方面可能 由于

原来地面的盐清土
,

被后期的黄泛沉积物所覆盖 ; 另一方面
,

nlJ 因地下水沿毛管上升
,

中途

遇薄层胶泥而受 阻
,

盐分在胶泥层附近聚集的绿故
。

一般正常情况下
,

土壤合盐量4lJ 随深

度增加而减小
。

在特殊情况下
,

砂厦土与粘质土
,

因地形及地下水关系
,

也会发生重盐清

化
。

如 自开封至兰考简
,

黄河南岸的河旁洼地中
,

竟的 2 00 一 1
,

0 00 米的带状内
,

皆属壤砂

土或袖砂土
,

而盐清化异常严重
。

总之
,

土厦变化情况和地貌形态与盐清度斡重是一致的
。

风积和水积合力作用所塑

造的砂丘
、

砂罐地带
,

主要为粉砂
、

粉扣砂
,

在通常情况下
,

一般没有盐清现象
,

在古河漫滩

及古道援岗的下部
,

主要为粉砂土有微度盐清现象 ;在微斜平原处
,

主要为鲤壤土
,

盐清化

现象普遍存在
,

一般覆以较厚的粘厦土地区盐清化很鲤
。

(四 ) 地下水与土壤积盐的关系 [ ’〕

地下水埋深和移动速度及矿化度高低是影响土壤盐清化的主导因素
。

而地形
、

地貌
、

气候特点
、

土壤盾地及地表径流等 自然条件又影响着地下水动态及其矿化度
。

水是盐分

运行的媒介
,

盐分是地下水矿化的物质基础
,

地形nlJ 左右着水盐运行的速度和水的活动 面

积大小
,

据河南省地质局水文地厦工程地质队查料 [7J :
在黄河泛道援尚及故道砂罐地区

,

地下水径流通酱
,

且埋藏较深
,

界于 2一 7 米简
,

地下水矿化增高开始深度界于 3
.

5一东 o 米

简 ;地下水矿化增孩深度
,

界于 2一 3 米简 ;地下水矿化极增强深度
,

界于 1. 9一 2
.

7 米简
,

因

此
,

土壤盐清化很袒
,

甚或无盐清现象
。

在临黄大堤以北的黄河超漫滩及漫滩地带
,

地下

水流动顺锡
,

且埋藏较深
,

界于 3一 8 米简
,

其矿化开始增高深度为 8
.

0 米
,

矿化增强深度

为 4
.

0 米
,

矿化极增弦深度为 1
.

5 米
,

因此
,

士壤无盐清化现象发生
。

在黄泛微斜平原上
,

地下水埋深界于 1一2 米简
,

地下水径流不很通惕
,

其矿化增高开始深度为 2
.

6 米
,

矿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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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深度为 2 米
,

矿化极增弦深度为 1
.

8 米
,

因此
,

士壤有轻度盐清化现象 ;在微斜平原中的

低洼地区
,

如黄河河旁洼地
、

碟形洼地
、

河简洼地等
,

地下水很浅
,

界于 0
.

多一 1
.

0 米简
,

且地

下水径流不惕
,

其矿化开始增高深度为 2 米
,

矿化增弦深度为 1
.

5 米
,

矿化极增张深度为

1
.

0 米左右
,

因此
,

土壤盐清化较重
。

本区地下水变动观律
,

主要受降水及蒸发所控制
,

一

年中最高水位期出现在 7一 9 月
,

为盐分在地表 20 厘米以下的活动季节
,

同时又为地表盐

分水平运行活跃季节 ; 最低水位期 出现在 斗一 6 月简
,

为盐分在地表 5一10 厘米以上的活

跃季节
,

同时又为土壤盐分垂值运行最活跃季节
。

本区在开灌前地下水位较深
,

比较稳

定
,

为援慢积盐阶段
,

而开灌期尚
,

地下水急剧升高
,

且不稳定
,

为援慢积盐到弦烈积盐阶

段
,

停灌后
,

地下水显著降低
,

渐趋稳定
,

由弦烈积盐蒋化为援慢脱盐阶段 [l0l
。

地下水化学类型在稳定盐清土区
,

基本上与土壤盐分粗成是一致的
。

例如
,

当地下水

矿化度小于 1 克 /升时
,

在近期黄泛冲积平原的沙丘
、

沙荒地
、

现黄河漫滩
、

黄河故道上
,

水

化学类型以 H C 0 3
或 Cl 一H C马 为主

,

相应的土壤盐溃类型为 H Cq 一Cl 或 H Cq 一Cl 一N 。

或 N
a

一c a

类型 ;地下水矿化度 1一 1
.

5 克 /升时
,

在微斜平原及古泛滥平原上的各种洼地
,

水化学类型为 H c伪一C1 一N a
一M g 或 N a

一Mg 或 Cl 型
。

但新盐清化不稳定地区
,

土壤盐

渍类型与地下水化学类型不仅不相同
,

且相当悬殊
,

所以不能以某种地下水化学类型来全

部反映其相应地区的土壤盐渍类型
。

地下水虽为土壤盐分的补抬源泉
,

但在水沿毛管上

升过程中
,

H C O 于减弱
,

而 Cl 一 和 50 了逐渐增弦
,

尤其土表的 5 0 拿有普遍增孩现象
。

(五) 其他因素 [1, 2〕

本区土壤盐清化除与上述自然 因素有关外
,

人为因素上的排灌工程不配套
、

耕作技术

粗放等
,

亦可加速加剧土壤盐清化的发展
。

如不合理的灌溉
,

在生产上盲 目要求含水率理

常保持在 2 5外左右
,

因而常年引水
,

超定额灌溉
,

翰水时简每年长达 2 26 一34 9 天
,

每次灌

水定额达 1 00 一2 00 立方米 /亩
。

渠道渗漏
、

决 口跑水
、

漫灌
,

促使灌区地下水位弦烈上升
,

加以缺乏良好的排水工程
,

使灌溉退水
、

地面涝水
、

地下膺水
,

不能及时有效地排除
,

因而

盐清化迅速发生
。

其他如蓄水旁渗
、

插花种稻
,

也是灌区地下水位抬高
,

促使士壤盐清化

的原 因之一
,

而耕作粗放
,

Rl] 加弦了士壤返盐能力
。

三
、

盐清土的改造利用途径

在揭露和阐明盐清土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全面款栽盐清土的成因
、

类型基础上
,

精合当

前农业生产实际需要
,

根据各地区的差异性
,

提出六个改造利用区(兑图 1 )
。

(一 ) 黄河滩地非盐清区

本区位于惠北灌区黑岗口 至曲兴简的临黄大堤以北
,

中翘小焉圈
、

湾堤
、

康庄等
,

与黄

河主流平行
,

为黄河近期堆积地形
,

包括漫滩与超漫滩
,

高出堤外平原 4一 8 米
。

漫滩拿众

称为
“

低滩
” ,

紧临主流
。

由于黄河侵触堆积不 固定
,

形成 5 00 一斗
,

00 0 米竟窄不一的滩地

地形
,

高出主流水位 0
.

5一 1
.

5 米
,

地势平坦
,

局部略有起伏
,

洪水时期漫滩易被泛水淹没
,

土质以粉砂土为主
,

静水沉积区并夹有粘土薄层
。

由于主流南北摇摆不定
,

在河曲中
,

南

岸常被河水冲刷塌陷
,

有被陷入河身之患 ; 超漫滩分布于临黄大堤以北
。

高于漫滩 1一 3

米
,

拿众称为
“

高滩
” ,

由于河水冲刷作用
,

与漫滩成陡坎状遵接
,

竟豹 2
,

00 0一 3
,

00 0 米
,

土

质以粉砂土夹中粘土薄层为主
。

此地区地下水埋深 2一 8 米
,

地下径流通踢
,

实际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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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一 5米
3

/昼夜
,

渗透系数 1一2 米/ 昼夜
,

地下水矿化度 0. 7一 1
.

0 克 /升
,

故无盐清化现象
。

本区存在的主要简题是漫滩的被冲刷片触
、

冬春风炎
、

土壤干旱
、

讯期洪水淤漫耕 田等
。

因此
,

在改造利用途径上
,

水利措施与林业措施应相互配合
。

河岸漫滩地区
,

宜营造 固岸

护堤林
,

应选择生长迅速
、

耐风沙
、

耐干旱
、

根系深长的树种
,

如旱柳
、

加拿大棍及灌木性的

砂柳
、

白蜡条等
,

与河岸平行
,

作带状营造
,

防止堤岸侵散
。

超漫滩与漫滩的耕地简
,

宜营

造农 田防护林
,

以防冬春季节风散耕 田
,

宜选种生长迅速的泡桐及臭椿等 [5]
。

在漫滩逼近

主流处
,

宜筑与主流平行
,

高 1一 2 米的生产堤
,

防护洪水期淹皮农 田
。

滩地土厦疏松
,

耐

涝不耐旱
,

低滩地宜提取河水灌溉
,

高滩地宜筑井进行灌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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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惠北灌区盐清土改造利用区划图

(二 ) 黄河河旁浸消洼地重盐清区

位于惠北灌区黑岗口至曲兴简的临黄大堤以南
,

榭庄
、

道木房
、

神 岗
、

齐寨
、

崔楼
、

田果

寨修以北
,

与大堤平行
,

呈带状分布
,

冤豹 多
,

00 0一7
,

00 0 米
。

由于河床及大堤高出两岸平

地数米
,

促使两岸相对低洼
,

排水不惕
。

因黄河常年渗漏
,

地下水水位很浅
,

界于 0
.

弓一 1
.

5

米简
,

地下水矿化度界于 0
.

5一 1
.

5 克/升
,

局部地区达 斗克 /升 ; 土壤表层含盐量界于 。
.

弓一

1
.

2 %
,

地表还常积水
,

盐清度重
,

近大堤处
,

已成盐荒
,

土厦以相砂土及淤泥粘土为主
:

土

壤盐分祖成以氯化物为主
,

局部地 区有硫酸盐及重碳酸盐存在
,

地下水滞流的洼地中
、

并

有氯化镁分布
。

本区存在的主要简题为除涝防渗改良利用盐清土
,

因此
,

应以水利措施为

主
,

紧密配合农
、

林
、

牧等技术措施
。

第一
,

首先要打通排水出路
,

排除地面涝水
,

降低地下



张汉洁等 : 豫东惠北灌区盐演土的形成及其改造利用途径

水位
。

如改建一支渠
、

二支渠
、

曲兴支渠
、

果 园分支的所有阻水渠段
,

或增修交叉建筑物
,

使水有出路 ;敛路桥涵
,

应予流通
,

以利北水南行
。

敛路以北的惠北排水干沟
,

在王府庄与

干渠交又处
,

应修建筑物穿过干渠 ;加深加竟敛路北边引入淤泥河的干沟
,

使兼起黄河截

渗的作用
。

第二
,

在有排水条件和灌溉工程配套及地形低洼
、

主流靠近大堤
、

引水方便
、

作

物不立苗的重盐清化地区
,

可以 引黄放淤
,

不但能冲洗和压盐
,

且能填高地面
,

改变地形
,

相应地也降低了地下水位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拮合放撇进行种稻改良盐碱土更为恰当 [6]
。

第三
,

可选引耐涝耐盐树种进行植树造林 [5j (如胡桐
、

棠梨
、

青秽等能耐 0
.

8一 1
.

, 务 的土壤

舍盐量
,

其他如垂柳
、

霄棠等也可种植 )
。

第四
,

在地下水位偏高的盐碱荒地
,

应边利用边

改造
,

可暂辟为牧锡
,

种植耐涝耐盐椽肥牧草
,

解决一部分甸
、

燃
、

肥料不足的简题
,

土壤得

到改良后
,

再改作耕 田
,

或者作永久性牧易也可
,

因其握济收益
,

并不亚于农 田
。

第五
,

在

本区黄河渗漏严重地带
,

可开挖与大堤平行的截水沟和鱼井
,

进行黄河截渗贰肺
,

掌握技

术发生效果后
,

再进行推广
。

第六
,

可选种强度耐盐性作物品种
,

如碱谷
、

多穗高粱
、

黍樱
、

鸡脚棉
、

碱麦
、

糖萝 卜等
。

在播种技术上可采用开沟播法
,

利用小地形区
“

盐碱向上爬
”

的

道理
,

将种子播于沟中
,

减轻盐碱危害
,

就很容易立苗保收阳]o

(三) 惠北微斜平地中度盐清区

本区位于黄河河旁浸消洼地以南
,

黄河泛道援岗区以北
,

郎私动庄
、

八屯
、

唐庄
、

西毛

岗
、

蔡庄袋以北
,

刘寨
、

八里湾
、

张木营钱以西
,

开封护城堤以东
。

为黄河松散冲积物堆积

的平坦地形
,

微向东南倾斜
,

土盾主要为鲤壤盾粉砂土
,

及夹有中粘土层的透镜体
。

地下

水埋深 1一 2 米
,

不甚通惕
,

其矿化度界于 0
.

8一 1
.

朽 克 /升
。

士壤为中度盐清化的浅色草

甸土
,

表层含盐量界于 0. 2一 0. 4 % 简
,

由于人工阻水关系
,

北部盐化较重
,

南部较袒
。

在浅

平洼地
,

盐清土类型以硫酸盐
一氯化物为主

,

其次为氯化物
一
硫酸盐盐士 ; 微斜平地的中上

部位
、

以氯化物
一
重碳酸盐为主

。

本区存在的主要简题是防治耕地中的盐斑
,

治理局部内

涝和提高土壤肥力等
。

因此
,

在改造利用途径上
,

应以农业技术措施为主
,

兼配水利措施
。

在农业技术措施上 [7, 刃
,

第一
,

春季及小雨后返盐时期
,

应及时中耕
,

可切断毛管蒸发
,

争取

多立苗
、

保苗
。

第二
,

集中多施有机肥
,

若肥源充足
,

可普遍施足底肥及追肥
,

肥源不足处

可采用沟施
、

穴施以提高地力
,

增加地温
,

中和盐碱
。

第三
,

选种耐盐性作物 品种
,

如青谷
、

菱草
、

黍樱等能耐 0
.

6一 0
.

9 % 的土壤含盐量 ; 如百泉 8 号
、

徐州 斗38 号小麦
、

斯字 4 号棉
、

油菜
、

蓖麻等
,

能耐 0
.

3一 0
.

8 务的土壤舍盐量
。

在水利措施上要打通天然排水出路
,

拆除

或改建一切阻水工程
,

在排灌工程配套
、

引水方便处
,

春季返盐季节
,

宜进行春灌压盐
。

在

较大的浅平盐碱洼地中
,

地下水位常年过高
,

易于秋涝
,

宜逐步修建沟恤台田
。

(四 ) 惠济一淤泥河简碟形洼地中度盐清区

本区位于惠北灌区的东南部
,

界于惠济河与淤泥河上游尚
,

西与惠北援斜平地中度盐

清化地区相邻
,

东部止于唐寨
、

前尖庄
、

徐庄一梭
,

为古黄泛平原
、

地形低平
,

由于黄河多次

决 口
、

改道
、

泛滥
,

先后流握本区
,

被纵横的 自然堤切割成静多碟形洼地
,

微向南倾斜
,

坡度界于 1 / 气00 0一又00 0
,

洼地 内水流不嚼
,

地下水埋深 0
.

5一 1
.

0 米
,

矿化度为 0
.

8一 2
.

0

克 /升
,

土壤为浅色草甸土
,

质地以粘土为主
,

次为到理壤
,

由于耕作技术粗放
,

致使土地不平

整
,

发生盐斑现象
。

小型洼地内
,

土壤偏粘
,

下层有夹胶泥的透镜体
,

含盐较重
,

多为中度

盐斑地
,

盐土类型多为硫酸盐氯化物盐土 ;地下水滞流或排水不锡的洼地
,

还舍有少量的
、



1 78 土 攘 字 报 13 卷

氯化镁
,

表层土壤合盐量多在 0
.

3 外左右
。

本区存在主要周履是涝盐相随
,

土盾粘重
,

耕

作困难
。

因此
,

在改造途径上
,

应以水利和农业技术措施并重 [81
。

第一
,

建立排水系扰
,

排

除洼地涝水
。

有些封朗性碟形洼地
,

井有季节性积水现象
,

应迅速建立排水系就
,

先通后

顺
。

如跌路以南
,

除支排以上骨干排水系就外
,

应有斗一极的深沟排水系挽
。

此外
,

应疏浚

殷公河排水道
。

在顺向地形坡度上
,

相距不远的碟形洼地简
,

应挖 串速排水沟
,

加以 串通
,

排泄积水
,

并利于地下水流顺惕
。

第二
,

开沟热种重施肥
,

在不易立苗的盐清地宜进行冲

沟晒堡
,

重祝采取一切立苗保苗的农业措施
。

第三
,

应提高耕作厦量
,

犁耙应及时
,

起高垫

低
,

消除由于耕作粗放引起的盐斑地
。

第四
,

在不易立苗的袒壤盐斑地
,

宜行深翻
,

晒堡
,

造坷垃
。

第五
,

客土起碱
。

小型洼地
,

地表盐分重
,

春末返盐严重季节
,

可刮除盐拮皮后再

行耕种
,

或采用刮盐换土法也可
。

(玉 ) 惠北黄河古泛道摆岗轻度斑状盐清区

本区位于惠济河上游
,

惠北微斜平地区的西南
,

呈条带状作西北一东南向分布
,

为砂

丘砂地向微斜平地过渡地带
,

系历史时期黄河古泛道流握之区
,

因而留有高出微斜平地
0

.

5一 1
.

0米的援岗地形
,

如西部的封神岗
,

东部的百石岗
、

北湖 岗
,

开封县北的独乐岗等
。

排

水较瞥
,

地下水埋深 2一 3 米
,

矿化度 0. 5一 0
.

8 克 /升
,

土壤主要为夹胶泥的轻壤盾浅色草

甸土
。

干旱季节
,

有斑块微度盐清化现象
,

土壤含盐量界于 0
.

2 务左右
。

本区存在的简题主

要是杭旱防盐和提高土壤肥力
。

因此水利措施与农业措施应兼顾井重
,

相互配合
。

第一
,

为了保赶春小麦和夏播作物所需的水分
,

必须进行春灌
。

应在原有灌溉工程基础上
,

进行

疏浚
、

整理
、

配套
,

灌溉系就适 当安排
,

各得其所
,

互不干扰
,

开灌以后
,

严格执行渠系使用
、

管理
、

养护
、

针划用水的制度和科学灌水的方法
,

控制灌水定额
,

减少对地下水的补抬
,

以

免灌后盐清化
。

第二
,

在引水不便
、

土厦偏粘的高亢地区
,

可恢复井灌 ;在土质偏砂
、

易于

踢陷之区
,

可采取下泉夯实
,

以利提水灌溉
。

第三
,

平整土地
,

以利发展灌溉
,

消灭人为的

盐斑地
。

第四
,

精耕袖作
,

除习用肥料外
,

还应重祝森肥茬口 的安排
,

以利提高土壤肥力
。

(穴) 黄河故道砂丘砂碱地区

本区位于开封市西北部
、

北部及东北一隅的黄河故道区
,

系历史时期黄河历次决 口 改

道时主流所挫之区
,

形成砂丘砂壤地形
,

其高低大小不一
。

在砂丘与砂墩简
,

为相对低洼

的砂碱洼地
,

地下水埋深 2一3 米
,

矿化度 0
.

8一 2 克 /升
,

土厦以耙砂土及粉砂土为主
,

盐

清化现象明显
。

本区应以防风固砂
,

消除局部洼涝盐碱为主
。

因此在改造利用途径上
,

应

以林业措施为主
,

适当配合农业及水利措施
。

第一
,

选引耐旱碱性树种
,

植树造林
。

流动

和半固定性的砂丘
、

砂壤
,

宜营造防风固砂林
,

在砂碱洼地的农耕地区
,

宜造农 田防护林 ;

河渠两岸应造河岸固堤林 ; 渠系两侧
,

也应营造林带使起生物排水
、

降低水位的作用
。

已

固定的砂丘
、

砂地
,

应发展果树林
,

特别是枣树钝林等
,

平砂地区宜发展苹果 园
。

适用树种

有挫柳
、

香柳胡颓子
、

砂枣
、

锦鸡儿
、

酸枣
、

砂柳
、

枣树
、

量树
、

构祀
、

美国皂芡
、

焉氏忍冬
、

中国皂英等 [5]
。

这些树种告可选择引种
,

贰硫推广
。

第二
,

在未固定或半固定的砂丘上
,

除造林外
,

应选引耐干旱
、

耐盐碱
、

耐风沙
、

根系深长
、

生长迅速的栋肥牧草
,

与林木配合
,

防风固砂效果更大
。

骼舵蓬
、

紫穗槐
、

扁穗鹅观草
、

碱草
,

西北的砂棘
、

沙米
、

沙芥
、

沙竹及

本地已有的砂篙
、

毛叶若子
、

羽毛等均可作为考虑的品种
。

在平砂地及砂碱荒地
,

宜选引

沙打旺
、

薄地弦 (地丁)
、

野生大麦草
、

碱草等
。

引种碌肥牧草除防风固砂外
,

井能解决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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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甸料
、

肥料的来源不足周题
。

第三
,

在水源充足
、

地势低下的砂碱荒地
,

如开封西郊固

阴
、

孙李唐庄一带有黄汁河渠系
,

北干支
、

南干支横贯南北
,

二支渠
、

三支渠
、

四支渠
,

在黑

岗口淤灌工程配套后
,

可考虑引黄放淤
,

淤后可辟为耕田
,

现下已在城西演武庄一带进行

引黄放淤贰脸
,

效果良好
。

第四
,

已开辟的砂碱农耕地
,

应多施有机肥
,

改变土壤性厦
。

在

作物品种上
,

应大力发展耐砂耐盐
、

抗干旱的油料作物
,

如花生
、

蓖麻
、

向 日葵等 [7]
。

第

五
,

砂简涝洼盐碱地段应殷立排水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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