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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涂土壤的盐渍生态特征
*

方 明 陈邦本 胡容卿 陈铭达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摘 要

本文根据全省岸线不同季节采取的 ” 5 个土壤剖面
,

经化验得到 2 0 8 , 个盐分数据
,

分别

进行不同土壤类型
、

不同季节和不同海涂生态类型的盐分剖面统计
,

揭示了海涂土壤的盐分剖

面特征及盐分动态规律
,

并联系海涂土壤生态环境归纳为五种海涂土壤盐渍生态类型
,

以此论

证了海涂土壤的盐溃地带规律
。

土壤盐渍化过程和程度是随不同区域地理条件而异
.

在江苏海岸带季风湿润气候条

件下 山 ,

受海水浸渍发育形成的滨海盐土
,

由于滩面淤高
,

土壤逐渐脱离潮汐影响
,

淋溶过

程加强
,

随之土壤向脱盐过程发展
。

但在潮间带有序的生态条件下
‘2] ,

经历着积盐和脱盐

的不同阶段
,

形成相应的海涂土壤盐演地带
,

具有与内陆地区 盐渍土不同的盐渍特征
。

研

究这一特征对了解滨海盐土的盐分地球化学规律
,

为滨海盐土提供分类的定量依据和对

海涂土壤的利用改良等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

江苏滨海盐土前人曾做过研究眺
.] ,

对土壤的特性和形成有一定的了解
,

但缺乏全区

域的大量统计资料来揭示滨海盐土的盐渍特征
。

本文是在近年来海岸带和海涂土壤调查

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

一
、

海涂土壤的盐分剖面特征

滨海盐土最初是在潮下带母质不断沉积
,

滩面出水成陆后发育形成
。

随着海涂生态

环境演替
,

土层中水盐发生运移而使盐分在剖面中逐渐分异
,

形成不同土壤类型和同一上

壤类型不同季节的盐分剖面特征
。

(一) 各土族类型的盐分剖面特征

海涂土壤共有三种类型 (亚类)
l) ,

即处于潮间带的潮滩盐土
,

超潮滩的草甸滨海盐土

和河口边滩的沼泽滨海盐土
。

它们的盐分含量列于表 lo 海涂土壤盐分剖面共同特征是
:

O一 sc m 表土都有不同程度的返盐
,

除表土外
,

盐分在剖面中分布比较均匀
,

说明在以氯

盐为主
,

土壤质地比较均匀
‘习和在湿润气候条件下

,

土壤盐分上下移动的特征 ; 然而三种

土壤类型剖面平均含盐量仍有差异
,

并各有不同的盐分剖面特征
。

协 .

本文蒙朱克贵教授市阅
,

参加工作的还有王义炳
、

韩高原
、

武心齐
、

茹泽圣
、

陈兴华等同志
, 一并致谢

。

1 ) 按全国海涂土壤调查划范哲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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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滨海盐土含盐量在轻度盐渍化到强度盐债化范围内 (1 米土 层平 均含盐 最 为

0
.

1一 0
.

6务)
,

表土有轻微返盐
,

且标准差很大
,

表土以下盐分逐层增加
,

呈塔型盐分剖面特

征
,

这是 由于盐分自上而下淋洗的结果
。

由典型剖面图 1一 a 可以看出这种盐分剖面的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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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滨海盐土的盐分与离子组成的剖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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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滨海盐土为河口芦苇沼泽
,

在河水丰
、

枯和潮汐涨落周期性千湿情况下
,

表土也

有一定返盐
。

然而因经常处于水分过饱和状态
,

缓慢的水盐运移使盐分在剖面中均匀分

布
,

呈筒型盐分剖面特征 (图 1一b )
。

又地处河口 咸淡水交混区
,

土壤盐分受到有限的淋

洗
,

故剖面平均含盐量低于潮滩盐土
,

高于草甸滨海盐土
。

潮滩盐土的盐分剖面特征与草甸滨海盐土相反
,

呈漏斗型(图 1
一。

)
,

是盐分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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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 不同土镶类型的盐分创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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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一1 00 厘米各土层盐分的加权平均值求得剖面平均含盐量
,

若采样深度不足 1 00 厘米
,
则按实际采样深

度的各土层加权平均值计算
.

表中剖面平均的
,
是剖面数

,

不是其剖面平均含盐t , ‘
是标准差

。

下同
。

运移的积盐作用表现
。

(二 ) 不同季节的盐分剖面动态

江苏沿海季风气候区有明显的干湿季节变化
,

土壤也伴随着积盐和脱盐的周期性变

化
,

变化的总趋势是向脱盐过程发展
,

但不同的土壤类型其盐分剖面动态互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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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
,

草甸滨海盐土在雨季前表土含盐量大于心土和底土
,

雨季后表土含

盐量降低为全剖面最低的土层
。

若将 1 米土层平均含盐量作为 1 ,

其他各层含盐量与之

相比
,

则得相对含盐量 ( 图 2 )
。

图中雨季前草甸滨海盐土的轻度
一
中度盐渍化土 表土相对

含盐量为 1
.

08
,

强度盐化土为 2
.

07
,

后者比前者返盐强烈
。

40 厘米以上各层相对含盐量

雨季均小于旱季
,

说明雨季淋盐可下渗到 40 厘米以下
。

40 一 60 厘米雨季前后相对含盐

盘接近
,

是盐分保持相对平衡的土层
。

60 厘米以下雨季的相对含盐量均大于旱季
,

这是

由于上层淋洗和地下水盐分上升所致
。

潮滩盐土 O一 5 厘米含盐量大大高于剖面平均值
,

并且 5一 20 厘米也有不同程 度 返

盐
。

因地处潮间带
,

频繁的潮汐浸演和地表蒸发
,

显示不 出雨季的淋盐效果
,

故表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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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都处于积盐状态
。

20 厘米以下各层相对含盐量雨季前后很接近(图 2 一。, 2 一
d )

,

表现

出土层中水盐滞留的特征
。 咬

表 2

T . ‘le 2 D is r r ib u t io n

海涂土城不同攀节盐分剖面分布
o f s a l t in p r o file o f c o a o t a l 5 0 11 in d i ff e r e n r . e a * o n

亚 类
5 0 11 s u b t y p e

草甸滨海盐土
M e a d o w s e a s h o r s a l气n e ‘o 玉l

土
5 0 1 1

种
sP e c l s

轻度
一

中度盐演化土
S lig h t ly一

m o d e r a t e ly * q l in iz e d 5 0 11
强度盐演化土

S t r o n ly . a lin 玉名e d 5 0 11

采样时间
S a m Pli n g t im e

19 8 1 年 5 月 19 80 年 1 0 月 1 9 8 1 年 5 月 1 9 8 0 年 10 月

统计道 S t a t玉s t i c . l v a lu e

深 度
D 。砰h (

c 可)

n.�、夕奋O
子
-

IJ凡‘,山,‘,山
..

⋯
八Unl九Un�几U0 一5

, 一 2 0

2 0 一4 0

4 0一 6 0

6 0一 8 0

8 0一 1 0 0

111 222

lll 222

!!! 222

lll 222

lll 222

lll 111

0
。

1 0

0
。

0 ,

。

9 3

。

礴2

。

4 2

。

碍呼

。

4 6

。

4 5

,
.护O,
夕
O碑n�n�0

nU

:
,

内U丹UO
�11�

0
。

1 5

4
月,jb..‘.0自了.马�口j自、�月,

. ,七少

⋯⋯
蕊Un仙八U匕比工n甘n仙月,J,月,J,全J,‘,玉. .二.且. .己. ... .二O矛,‘,且.J

. .昌�”�月,,二.二,二,‘,二

:⋯
里J11�叹一�一、砚J一弓�,山,自,‘今‘月‘,‘

�月..口.,.....口...

一n八V,‘口,,、�r,一月几�

-1. .1J.1, .昌. .二1‘魂‘一,二

1nU�U�Un�幽“�么”�l�U

笼一臼j月j.t睁,几口了笼
�二J盆J诬弓l�j月

.‘

剖面平均 0
。

0 7 1 33 2 5 1 6
丁万丁}丁兀丁}几了 }

~

丁万 }丁丽
~

}不丁
.

{ 6而玉}
。

.

、,

4 5 l 4 公

亚 类
5 0 11 * u b t y P e 潮 摊 盐 土

土 种
5 0 11 . Pe c i 。

轻度
一中度盐土

S li g h卜m e d i u m s a li n i乞 e d : 0 11
重

S t r o n g ly

盐 土
s a li n i z e d 一。五l

采样时间
S a m P li n g t i m e

19 8 1 年 5 月 119 8 0年 10月
, 1 9 8 1年1 0月} l, 8 1 年 5 月

19 8 0

l , 8 1

年 1 0 月
年 10 月

统计值 st a t i s t i c a l , a lu e

.产口,7,八
Un�O甲七少盈Jf‘协‘,‘

⋯⋯
比U00
�UC工�U.压士J亡J‘.‘n臼门产,月rJ.Jf‘,‘,‘

:⋯
,‘,二. ..
,三
,几,‘R�公

O臼
3
,J,�

�
0666气
诊J,

4f‘q�,
口

6八U.110诊

rl
..l.llJ
..‘,‘,山11

一吸‘几Un.n臼n�内Ul几11�

深 度
D e p t h (

e m )

4内乃,‘月,
�60甘咤�.二,

二

0
三“�n�

:⋯
弓‘t昌,‘,三,
压,‘‘O夕b已J

‘.1肠了里」,‘,乙,‘,山,‘
.几.......‘......

.

.......

,...........,二流,1‘,‘‘
..U10�九,,二,

三,二、二,二一n�内U内U�U血U蕊U舀U工目11�

,

一

⋯96⋯85n�n�nU八Un仙nU0一5

, 一 2 0

2 0一 4 0

4 0一6 0

6 0一 8 0

8 0一 1 0 0

1 2 0

1 2 0

1 1 9

1 0 6

7 6

, 5

,二
‘

b月,孟Ul、J
,
匕nUOU.矛匆门目矛矛矛..-

⋯
,山on
八仙U�11��”��“�nU已民l岛、�己下笼目口了一J之D丈U创,�暇」

剖面平均 7 0 1 0
。

8 5 1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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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一年中土壤含盐量的增减率因不同含盐量而异
。

按表 2 计算
,

当剖面平均 含盐量为

0
.

6一 1
.

0汤时
,

周年的土壤含盐量不增不减 ;在此含盐量以下为脱盐
,

年脱盐率为 11
.

54 一

6
.

6 7并
,

在此含盐最以上为积盐
,

年积盐率为 16
.

38 并
。

若在淤进的滩涂
,

土壤由潮滩盐土

向草甸滨海盐土发育
,

则剖面平均的年脱盐率为 1
.

83 多
。

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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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海涂土壤的盐渍生态类型

海涂土壤水盐运动和盐渍特征取决于海涂生态环境
。

在淤进的海岸
,

由陆向海
,

地势

由高到低
,

潮浸频率由低到高
,

成陆年龄由长到短
,

海涂生态类型顺序发育有草滩
、

盐篙

摊
、

光滩
、

浮泥摊
、

大米草滩(局部)和板沙滩
,

它们的盐分含量列于表 3o

草摊为多年生禾本科植物生长的滩地
,

分布于潮上带
,

生长有 白茅 (Im p。 ; 。 : 。 。
刃坛

-

d , iC a v a r m a g o r
)

、

掉毛 (A o l“r o 户。5 lit to r a li: v a r : i, 。, 5 15
) 和大穗结缕草 (Z o ys ia

m o co , 口 : , ac h声) 它们几乎都是单种群落
。

白茅耐盐性比璋毛(包括大穗结缕草)低
,

但白

茅的盖度和生物积累比璋毛大
,

前者抑制返盐作用明显
,

为稳定脱盐生态 ; 璋毛草滩表上

虽有一定返盐(表 4 )
,

但剖面平均含盐量仍不超过 0
.

6关
,

属脱盐生态类型
。

芦苇 (尸h , 。 g m il 。 。。 ; ; 。li :
) 生态无论覆盖度和生物积累量都优于白茅和璋毛

,

然

而决定其盐渍作用的还与淡水资源状况有关
。

芦苇不能生长在海水中
,

它仅分布在入海

河口 的边滩
,

这就决定了土壤向脱盐过程发展
。

表 3 各滩地类型的盐分(% )创面分布

T . b le 3 P r o fil。 d i. t r ib u t i o n o 〔 . a lt
(% ) in d if fe r e n t b o a e h t y p e :

于I 亚
洲不互

盐篙 (S‘。d a : al : 。
) 系一年生耐盐植物

,

其叶面积小
,

覆盖度低
,

根系不发达
,

抑盐

效果甚微
,

虽比光滩的含盐量低
,

但二者剖面平均 含盐量都在 1多以上
,

并且表土都有强

烈返盐
,

为强烈积盐生态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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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海涂盐渣地带与土族生奋环境的相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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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 e h 一a lin i: a t io n b e lr . n d 一0 11

e n 下 l t 0 幻口e n t

呼

脱脱 盐盐 强烈积盐盐盐 土城与海水盐分平衡衡
DDD 一a li n i : 一一 St r o n ggggg S a l t b a lo n e b e t w e e nnn

ttt io nnn 一a lin i: . t io nnnnn . 0 11 . n d . e a w a r e rrr

潮潮俊频串(% ))) 1一SSS 弓一5 000 5 0一 3 000 乞0 一 1心000

溯溯间分带带 年潮淹没带带 月潮淹没带带 日潮淹没上带带 日潮庵没下带带

滩滩地类型型 白茅草滩滩 葬毛草滩滩 盐高滩
,
光滩滩 大米草滩

, 浮泥掩掩 板沙滩滩

土土盐含盐t (% ))) 0
。

l一0
。

444 0
。

4一0
。

‘‘ 0
。

7一 l
。

, 000 0
。

7一l
。

777 0
.

8土土

盐盐分剖面特征征 塔型型 塔型
、

T 型型 Y 型型 T 型型 筒型型

水水盐动态态 水盐下移移 水盐下移移 水盐上升升 水盆上升升 水盐滞留留

潜潜水埋深(m ))) 3
。

0一2
。

555 2
。

5一2
。

000 1
。

0一 0
。

555 0
。

5一 000 000

潜潜水矿化度 (叮升))) 4一 1222 1 2一1777 17一 3 333 2 7一3 000 3 0 上上

土土城类型型 盐甸滨海盐土土 潮 滩 盐 土土

滩滩地类型型 草 滩滩 盐

侧侧
光 滩滩 浮泥 滩滩 板沙月月

翔翔间带带 年湘带带 月闷带带 日翻 上带带 旦洲洲
下下下下下下带带

土土踢类狱狱 草何滨海盆土土 湘 滩 盆 土土

奎

* 度黄河零点润砚

瀚瀚地炭纽纽 沙 提提 板 沙 滩滩

潮潮间常常 月湘带带 日 潮 带带

七七。, 二

{{{
溯 滩 盐 土土

‘、

. 愉县拓枉

图 3 海涂土壤生态断面图
F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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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草 (SPar 时n 。
。尹li ‘。

) 滩和浮泥滩每日潮水均可到达
,

虽地表蒸发强烈
,

但在

水分过饱和状态下
,

盐分不可能呈固态结晶析出
,

故表土盐分低于光滩
,

属积盐生态类

型
。

板沙滩位于潮浸频率 80 % 以上的低潮滩
,

土体中不可能进行盐分再分配的水盐 运

动
,

土壤含盐量取决于海水盐度
,

二者呈平衡状态
。

三
、

海涂土壤的盐溃地带

在滩面向海倾斜的潮间带
,

由于潮浸频率的逐潮增加
,

形成与潮位线平行的各种海涂

生态环境
。

它决定了海涂土壤水盐运移的方向和强度
,

进行着积盐和脱盐过程
,

形成有序

的土坡盐演地带(表 4 )
。

各种生态环境之间以及生态环境与盐演地带类型之间有着对应

的相互关系
。

不同岸段潮间带宽窄不一
,

江苏中部淤进的海岸可达 10 公里以上 (图 3 一 a
)

,

北部蚀

退的海岸宽不过 1
.

, 公里(图 3一b)
。

后者各种生态环境和盐积地带相应变窄或部分缺失
,

但与潮间带相适应的盐渍地带分布顺序则是普遍的规律
。

四
、

小 结

在季风湿润气候条件下
,

江苏海涂土壤发育总的趋势是向脱盐过程发展
,

但在脱盐过

程中还经历着积盐过程
.

草滩与盐篙滩之间是一条重要的盐渍过程分野线
,

在此线以上

进行着脱盐过程
,

以下进行着积盐过程
。

海涂土壤积盐过程的标志是盐分剖面呈筒型
、

T 型和 Y 型
,

剖面平均含盐量 > 0
.

7多
,

全年处于水盐上移的积盐状态
。

脱盐过程的标志是盐分剖面呈塔型
,

部分旱季呈 T 型
,

剖

面平均含盐量 簇 。
.

6拓
,

以水盐下行为主
。

海涂土壤的盐渍地带决定于盐演生态类型
。

由于潮间带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素

都有严格的按地形和潮浸频率的不同而顺序发育
。

因此海涂土壤的盐演地带具有明显的

带状分布规律
,

虽然各岸段的潮间带宽窄不一
,

但盐演地带的规律在全省岸线都具有可比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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