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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淤土是宁夏引黄灌区的主要耕作土壤之一
,

约占全灌区面积的 拓
,

占耕地面积

的 沁
。

从五十年代开始
,

我们已注愈到这种土壤的形成和灌淤熟化的特点
,

将其命名

为草甸滋概熟土山
。

 年全国土壤分类会议
,

定名为灌淤土
,

在全国分类系统中
,

划分

出这个新的土类切
。 魔

一
、

灌淤土的形成

灌淤土是在黄河沉积母质上引用含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进行灌溉
,

经长期灌水落淤

与人为耕作施肥交迭作用下
,

逐渐形成灌淤熟化土层 简称灌淤土层 这种具有灌淤土层

的土城即为灌淤土
。

随灌溉年限加长
,

灌淤土层不断熟化和加厚
。

灌淤土的物质主要来源于灌水落淤和人工施用土粪
,

还有作物遗留的残茬和根系以

及翻压的秸杆和绿肥等
。

年在永宁县农科所大田实测
,

每亩每年灌水淤积物小麦地

为 “ 公斤
,

水稻田为
,

公斤
。

由于各级渠道输水流速的变化
,

使灌概水中的泥沙

颗粒
,

有明显的分选 表
。

从表 可看出
,

千渠流速大
,

主要沉积物为细沙 支渠中细沙

减少
,

粉粒增多 农渠中以粗粉粒为主
,

并开始有粘粒 田块中的淤积物
,

粘粒及物理性粘

粒巳显著增多
,

同时也有一定的粉粒及细沙粒 田块进水口 群众称为 田咀子 流速较大
,

质地比田块中偏轻
。

灌水淤积物含有较多的有机质及养分 表
,

成为灌淤土有机质及养

分的重要来源之一
。

每年亩施人土粪
,

一 万斤
,

这也是灌淤土物质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

灌淤土的形成过程
,

伴随着土层加厚
,

地面相随抬高
,

更经人工筑埂平田
,

导致灌区形

成了一种特殊地形
,

即垂直于干
、

支渠的阶梯式缓斜地形 图
。

地面抬高的同时
,

地下

水位相对下降
,

阶梯式缓斜地上部
,

地下水位深
,

土壤脱盐 表
,

号阶梯地 下部地下

水位高
,

土壤盐化 表
, 、

号阶梯地
。

如排水不良
、

阶梯式缓斜地之间的佳地
,

积水成 呼
本文根据我队历年土坡调查和有关县土坡普查资料写成

,
资料为集体劳动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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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灌溉水淤积物顺粒分选状况

泥沙淤积

位置

颗 粒 组 成

一

门乙,‘付了

⋯
,曰护,一、‘

月艺石一,‘

干渠

支渠

农渠

田块进水口

田块

一 一 旧 一

。

口口口口 一一

一 一

牌口

注 样品采自中卫县东园公社白桥东 米美利渠系统
。

灌溉水淤积物的有机质及养分含

渠道及田块
淤积物

有机质 全 氮 磷 全 钾 水解氮
, 、要、

速效磷 速效钾 阳离子交换最
, 、 , , 月、

〕, 毫克当位 克

,、傀八

⋯
一、‘目‘人‘二

立人

,矛,人口,

⋯
,

,‘,尸一吕
,
上了材,‘

,人,‘,‘内‘

此少了一、沙门了

⋯
,

,一,一、‘成,盆几口沙、一

⋯
一、声卜洲了门凡

‘

嘴一一熬

工之一日

一

内了工甘‘人‘人公口冉

⋯
日一曰

‘口,了,几‘了甘
‘

⋯
“八,‘几干渠

支渠

农渠

田块进水口

田块中的灌水

注 样品同表
。

湖
,

土壤沼泽化
,

如解放前遗留的所谓七十二连湖 现大部分已疏干
。

汉延渠

图

表

注 图中
, ,

··

⋯为阶地顺序号
。

阶梯式缓斜地形示意图 贺兰县立岗堡南

阶梯式缓斜地形与土壤及地下水含盐的关系

图 中阶梯地的顺序号

土土土表心底

土壤全盐量
。

地下水
矿化度〔克 开

埋深 厘米

注 表土为耕作层
,心土为滋淤熟化土层

,
底土为原母质层

。

‘

灌淤土与冲积土不同
,

冲积土沉积很厚
,

层次明显 灌淤土由于灌水落淤每次淤积很

薄
,

经耕作
、

种植
、

施肥
,

淤积层次消逝
,

呈人为耕作熟化土层
。

、

由于分布地形部位的不同
,

利用种植的差异及形成时 可的长短不同
,

灌淤土可续分为

不同的盆类 分布于二级阶地及一级阶地边缘崖头的灌淡土
,

地下水埋深多大于 米
,

灌

水时期也不小于 , 米
,

心底土不见锈纹斑
,

属普通灌淤土
。

一级阶地地下水位较高
,

心

底土可见锈纹斑
,

为草甸灌淤土
。

具有明显盐化过程
,

属于盐化灌淤土
。

轮种水稻的灌淤

土
,

表层沿根孔出现大量锈纹斑
,

称为满育灌淤土 或表锈灌淤土
。

因灌淤年限长短不

同
,

灌淤土层厚度差异很大
,

按灌淤土层厚度将各亚类再划分为厚层 厚度大于 坦见米



学 报 卷

及薄层 厚度 一 厘米 土属
。

碑
二

、

灌淤土的性态

灌淤土剖面大体分为耕作层
、

灌淤土层及底土层
。

耕作层厚度一般为 一 厘米
,

受耕作施肥影响
,

疏松
,

有机质及养分含量高 种植水稻时
,

耕层可见锈纹斑
。

耕层以下为

灌淤土层
,

实际上是过去的耕作层
,

比较疏松多孔 一般为块状结构
,

部分稻旱轮作田呈鳞

片状结构
,

可能与种稻时水分过多
,

受冻融影响而成 土壤质地多为轻壤土或中壤土
,

均匀

一致
,

无沉积层次
,

而夹有碎砖
、

瓦片及炭渣等侵人床
。

耕作层实际上是新近的灌淤土层
,

当计算灌淤土层厚度时
,

亦将其包括在内
。

底土层多系冲积层次明显的黄河冲积物
,

部分

为老沼泽土层
。

地下水位较高的草甸灌淤土
,

剖面下部可见到锈纹斑
。

灌淤土剖面一般

没有犁底层
,

这可能与逐年灌淤表层加厚
,

犁底部位不稳定有关
。

灌淤土耕作层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一 多
。

全量氮
、

磷
、

钾 的含量分别为

一 外
,

一 多
,

  一 1
.
57外

。

水解氮
、

速效磷(p)
、

及速效钾(K ) 的含量分

别为 24 一75P Pm
、

5 一19pp m
、

1
24 一244pp m

。

因耕层以下的灌淤土是过去的耕作层
,

故

灌淤土剖面有机质及养分含量 自上向下降低的梯度
,

比较缓慢
。

在土壤质地相同时
,

厚层灌淤土耕种历史悠久
,

熟化度高
,

有机质及养分含量高于薄

层灌淤土 ;若灌淤土层厚度相似时
,

有机质及养分含量因土壤质地不同而有较大变异
,

以

中壤土高于轻壤土
,

砂壤土最低 (表 4)
。

裹 4 滋淤土主要类型的有机质及并分平均含皿
傀

主主要类型型 表土质地地 有机质质 水解氮氮 速效磷磷 备 注注

(((((((% ))) ( 口p m ))) (
P ,

p 一, m
)))))

草草甸灌淤土土 薄层草甸油淤土土 砂壤土土 0
.
5666 34

.
888 11

.
555 根据平罗县土城普查资料

,

共共

轻轻轻轻坡土土 1
.
1444 52

.
777 12

。

666 1 2 5 2 个剖面
,

每剖面代表 2叨 亩地地

中中中中壤土土 1
.
2222 54

.
222 巧

.
99999

厚厚厚层草甸油淤土土 砂城土土 0
.
9888 魂0

.
444 17

。

33333

轻轻轻轻壤土土 1
.
2111 62

.
000 18

。

33333

中中中中坡土土 1
.
3000 63

.
666 18

。

,,,

溯溯育灌淤土土 薄层湘育祖淤土土 砂坡土土 0
.
8111 50

.
000 16

.
777 根据青铜峡县土坡普查资料

,,

轻轻轻轻壤土土 l
。

2 111 6 3

.

000 1 6

.

000 共 1575 个剖面
,

每剖面代表2们 亩亩

中中中中壤土土 1
。

3 111 6 ,
.
777 1 7

。

lll 地地

厚厚厚层姑育灌淤土土 砂墩土土 1
.
0000 5 3

.
555 16

.
11111

轻轻轻轻壤土土 l
。

2 888 6
5

.

888 1 8

.

11111

中中中中壤土土 1
.
3555 60

.
999 19

.
11111

,

在地下水位较深时
,

经灌水淋洗
,

易溶盐及微溶性硫酸钙的含量均很低
,

碳酸钙含量

高而均匀
。

颗粒组成以粉粒为主
,

占 50 外以上
。

这些特点与黄土的性状近似
【,J ,

说明灌水

淤积物主要来源于黄土
。

灌淤土耕层容重 1
.
12 一 1

.
22 克 /立方厘米

,

向下渐增
,

至底土达 1
.
”一1

.
分 克/立方厘

米
。

耕层总孔隙度为 40一60 沁
,

非毛管孔隙占 10 外左右;心底土总孔隙 40一51 多
,

非毛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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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孔隙占 6一9多
。

说明灌淤土是比较疏松多孔的
。

灌淤土也有较好的持水性和透水性
,

田间最大持水量为 32 一38 并
,

占总孔隙的 60 一80 并;吸水速度为 0
.
13 米 /小时

,

渗透系数

为 0. 2一0. 36 毫米/分
。

三
、

灌淤土的次生盐化防治及合理利用

灌淤土有广泛的适宜性
,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

需采取措施进行改良
,

提高土壤肥力
。

历年农田基本建设
,

改善了排水设施
,

导致灌淤土盐化有所减轻
。

但 目前尚有 41 并

的面积
,

存在不同程度的盐化
。

这些盐化灌淤土主要分布于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
,

大致有

三种情况: 一是排水不良的洼地;二是由于老灌区以上的高阶地
,

发展灌溉后
,

渠道及灌

溉渗漏水抬高了临近的低阶地(即老灌区 )的地下水位
,

沿高阶地坡麓的老灌区
,

出现了次

生沼泽化和次生盐化带;三是有的地区出现了填平排水沟
、

毁坏建筑物及插花种植水稻
,

地下水位又复上升
,

以致在某些盐化已有减轻的地区
,

土壤盐化又有加重
。

防治灌淤土的盐化
,

应采取综合措施
,

但须着重提出以下几点
:
第一

,

加强排水
,

降低

地下水位
,

是防治土壤盐化的有效措施
。

据多年调查
,

中壤质灌淤土
,

4 月枯水期
,

地下水

位应控制在 1
.
8米以下

,
5 月灌溉之后的生育期

,

小麦地的地下水位应在 l一1
.
3米以下

。

春季为土壤盐化最强时期
,

此时更应加强排水
,

不可因尚未灌溉而忽视排水
。

要组织群

众
,

协力清淤排水沟
,

充分发挥各种排水设施的效益
。

第二
,

要搞好渠道防渗
,

因灌区地下

水的补给来源
,

主要来自各级渠道的渗漏
。

第三
,

要合理布局稻田
,

不可插花种稻
。

第四
,

灌淤土的盐化多呈斑状
,

在地下水位较高时
,

小地形高起
、

土壤剖面中夹有粘土层以及在

农田基本建设中留下的老庄址
,

老渠
、

路
、

埂的遗址
,

均可形成盐斑
。

要针对上述不同情

况
,

采取有效措施
,

如平整田面
,

挖透粘土层
,

加设用秸杆填充的排水暗道
,

及换好土等
。

老

灌区以上的高阶地新灌区
,

地势高
,

土壤质地沙性大
,

透水性强
。

这些新灌区应以林
、

牧利

用为主
,

适当种植粮食作物
,

不能种稻
,

以减少对老灌区灌淤土地下水的补给
。

为提高灌淤土的有机质含量
,

推广秸杆还田
,

简便易行
,

收效快
,

其他如推广绿肥
,

提

高农家肥料质量等
,

也不可忽视
。

灌淤土氮
、

磷养分变化幅度很大
,

高产灌淤土氮磷比约

为 3:1
,

低产灌淤土氮磷比达 , : l 。 因此低产灌淤土应相对多施磷肥
。

灌淤土耕作层较薄
,

一般为 13 一22 厘米
。

应注意加深耕作层
,

有的用深松犁进行深

松耕
,

也有增产效果
。

表土质地过沙或剖面中夹有沙质土层的灌淤土
,

漏水漏肥
,

影响产

量的提高
,

应通过施用粘性土粪等措施改 良
。

夹有沙土层的漏沙土及腰沙土
,

灌水及施

肥
,

要量少次多
,

以减少渗漏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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