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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土壤盐溃化预报模型的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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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科院土 壤肥料研究所

, 2 3 0 0 0 0 )

摘 要

木文根据 1 , 8 , 年春
、

夏季黄淮海平原曲周县北部 2 4 ,
.

,k “ ’
面积上

,

“ 个点的土坡盐分

观测结果
,

结合前人的研究
,

详细分析了影响土壤盐分变化的各种因素
,
如土壤质地剖面(主要

是粘土层厚度 )
,

地下水埋深及矿化度
,

降雨
、

灌溉和土壤初始含盐盆
,

并以此为自变量
,
运用逐

步回归分析方法
,
建立了春

、

夏季 。一 1 00 和 。一4 oc m 土体盐分储t 统计预报模型
。
逐步回归

拟合的效果较好
,

主要影响因素都被选人预报方程
,

不同季节
、

不同深度土体选入方程的自变

t 各有侧重
。

初步检验证明
,

这种模型至少可满足农业生产中等级预报的精度要求
。
但预报

摸型只适用于与 1 , 8 7 年相似年型及自然条件下
。

关锐词 土壤含盐量
,

盐渍化
,

预报模型
,
区域土城

土壤盐渍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 ,

盐碱地面积大
,

分布广
,

给农亚生产造成很大的

危害切
。

要采取措施减轻这种危害或防止它的发生
,

事先必须能预侧未来的土壤盐溃化

发生时间
、

地点
、

范围和程度
,

也就是要作出区域土壤盐演化的预报
。

然而
,

由于田间情况

岌条多变
,

因此区域性盐分预报研究一直未能取得重大发展
“, J。

本文根据 1 9 87 年我国黄

淮海平原曲周县2竹
.

4k 心 面积上土壤盐分观测结果
,

应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

建立了春
、

夏季 。一 1 00 和
’

。一4 0c m 深度土体盐储鼻预报模型
,

从新的角度对区域土壤盐分的预报

进行了初步尝试
。

一
、

试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区地处黄淮海平原的中南部
,

属河北省曲周县北部
,

总面积 2 4 ,
.

4k ‘
,

为北京农业大学早涝

脚咸缘合治理试验区
。

本区气候为暖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侯
,

年平均气温 ‘3℃
,

多年平均降水t 为

勿娜物m. 年平均燕发t ‘“ ‘““。

全年 6 7 % 的降水集中于夏季
,

冬春只占 1 3 %
。
结果春季 (3一‘

月)土坡强烈燕发—
积盐

,
雨季 (7一8 月)淋溶—脱盐

。

我们所作的土壤盐演化预报
,
即是以盐分运

扬的季节性为基础的
,

分 3
、

6
、

, 月初几个阶段
。

1

试区处于摊何冲积扇平原的下部
,
海拔 ”一朽 m

,

坡降 l / 4 。。。
。
区内地貌主要有河流故道及自然

提级岗
,

掀倾平原和河间往地
。

成土母质分别以砂壤
、

轻壤和粘土为主
。

3 月初地下水埋深多在 1一, 残

.
本文是作老在北京农业大学时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

在石元寿
、

李翻珠导师的热心指导下完成的
,

特此致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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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化度 2一 10 9 / L
;
土坡类型主要有普通潮土

、

盐化潮土和盐土
。

试区设有 ‘。个地下水观侧孔和 10 个气象观测站
,

大致为均匀分布
。
地下水位的观测 , 夭一次

,

水

质为一季度一次
, 3

、
‘
、

,
、

12 月 11 日取样
。

做盐分常规分析
,

土样的采集与水质采样同步
,

于 11 日前

后 ;取样深度 Zm
,

按 20
c m 一层

。

根据分析结果及典型土壤剖面容玉实测资料
,

计算了不同深度土体

的盐储t
.

作物泊水t 则是实地调查得出的
.

二
、

回归分析中自变量的选择及其依据

土墩盐渍化是在特定的气候
、

地形和地貌
、

成土母质
、

水文地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下形成的
,

并受灌概
、

耕作
、

施肥
、

以及种植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一) 土雄质地创面
—

粘土层因素

土澳质地的剖面是土壤本身固有的一种属性
,

不随时间或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
,

属

于
‘
稳态因素

” 。

但是
,

不同地区的土壤质地剖面不同(即有空间变化 )
,

对水盐运劝的影响

也不一样
,

从这点上看又是
“
动态因素

” ,

可以作为自变量引人方程
。

许多人
LS一 , .’. ‘刘

通过室

内外模拟和田间调查研究了土壤质地剖面 对水盐运动的影响
,

认为粘土层对土壤积盐和

脱盐都有显著的阻滞作用
,

并且厚度的影响大于层位的影响
。 结合本试区具体情况及田

间实地调查分析
,

我们选择了粘土层厚度因素作为自变量
—

o ~ 2 0 0 o m 土体枯土层总厚

度(代数和)
。

(二 ) 地下水因素

通常考虑的地下水因素是地下水的埋深及矿化度
。

地下水的埋深对春季土壤积盐的

影响是前人研究比较多的间题
“一川

,

这些研究都证实
,

潜水埋藏愈深
,

’

已的蒸发强度愈小
,

土坡盐分的累积速度也相应减低
。

有的通过土柱试验认为
,

表土积盐与潜水蒸发量和潜

水矿化度之间呈线性丁
.

相关 ; 潜水蒸发量与潜水埋深之间为指数负相关关 系
”

,

引。

地下水

埋深对雨季土城脱盐的影响也有人研究过 [.] 。

由此
,

在逐步回归中
,

我们选用了初始地
一

下水埋深和初始月平均地下水埋深的指数形

式以及起始地下水矿化度值和后期值为自变量
。

’

(三) 气象因案

根据现有资料
,

这里考虑的是降水量
。

但是
,

由于季节分配不均
,

它对土壤盐分的影

响也就有所不同
。

春季降水稀少
,

一般没有 > 20 m m /次的降雨 ; 同时蒸散强烈
,

土壤干

澡
,
所以

,

不能使盐分淋出 。一 IO0c m 土体
。

相反
,

较小的降雨有可能使因上层土壤变干

而断裂的毛管水重新连接起来
,

含盐地下水上升蒸发
,

。一 IO0 c m 土体盐储量增加
。 0一

40c m 土体
,

情况有所不同
。

一般认为 20 m m 的降雨为有效降水
,

因此 巧m m 以上的降雨

也有可能使盐分下淋或暂时淋 出 。一40
c m 土体

。 19 8 7 年春季
,

试区有 2一 3 次 15 一 1 8m m

的降雨
。

从监测结果来看
, O一4 0c m 土体盐分明显下淋

。

根据以上分析
,

春季选择的因素是降水总量 (。一 1Ooc m 土体)和 > 15 m m 的降水量

(O一40
c 二 土体)

,

雨季还选用了 > 20 m m 的降水总量
。

(四 ) 人为影响因素

这里指的是灌水
。

实际生产中
,

每次灌水的数量都在 30 方l亩 (45 m 。) 以上
,

相当



李录久 : 区域土壤盐演化预报模型的初步研究

于一次大的降雨
,

因此
,

必定会使土体盐分下淋
。

回归分析中
,

主要用了灌水总量作为目

变量引人方程
。

(五 ) 土雄剖面初始盐分状况

前期土墩盐储量是后期盐储量的基础
,

有着根本的影响
。

回归分析中
,

用了前 期 0一

2 0c m 土体盐分含里及 0一z0
,

。一4 0 和 0一 IO0c m 土体盐储量作为自变量进行计算
。

三
、

春夏季土壤盐储量统计预报模型

(一 ) 卷季土维盐储 t 预报模型

以 3 月初的资料为初始值
, 6 月初的资料为末值

,

用上述各因素作自变量
,

分别建立

6 月初 。一 1 00 和 0一40
c m 土体盐储量预报模型

。

经 IB M
一

At 计算机逐步筛选
,

最后结

果如下 :

回归方程 :

夕
: o。 - 一 0

·

8 70 一 7
.

76 9 x ;

+ 0
.

1 1 8 7二 ,
+ 3

.

0 7 5儿

+ 5
.

3 0 4 x 1 0 一 Z x 一。 + 0
.

14 1 0 x 一l + 2
.

4 8 9 x 10 一之x : :

一 2
.

8 72 x 10 一3 考一

复相关系数 R 一 0
.

9 8 9 0 ,

估计标准差 S 一 0. 4 4 , 2

夕
二

0
.

6 8 1 0 + 1
.

0 0 6芍 + 0
.

2 0 73为

+ 3
.

9 4 9 x 10 一 z二10 一 2
.

3 4 o x 一0 一 2才 : ,

一 8
.

6 8 0 x 10 一, : “

R ~ 0
.

9 9 6 8 5 一 0
.

13 4 5

其中 夕
1 。。: 0一 10 0 c m 土体 6 月初的盐储量 (k g / m

,

)‘

夕矛 O一切
c m 土体 6 月初的盐储量 (k g / m

l
) ;

二:

:0 一20
c m 土体 3 月初始含盐量(肠)

,

0
·

0 5 ( x :

《 1
.

3 6 5 ; xz : 0一 10 o c m 土体 3 月初始盐储量 (k g / m ,
)

0. 94 ( 朴‘ 9. 92 ; x 3 : 0一钓
c m 土体 3 月初始盐储量 (k g / m

,

)
,

。
.

32 ( x ,

( 5. 69 ; 朴 : 。一 2 0c m 土体 3 月初始盐储量 (k g / m
‘

)
,

0
.

1 4 ( x ,

《 3
.

82 ; 二 ,。: 3 月初地下水矿化度初始值 (g / L )
,

o
·

9 1 ( x : 。

( 16
.

, 4 ; x : : : 6 月初地下水矿化度后期值 (g / L )
,

1
.

0 4 ( x l :

簇 1 6
.

2 4 ; x , 2 : 3一 6 月取样期间降水总量 (m m )
,

, 3
.

4 《 x l :

( 1 18
.

7 ; : 13 : 3一6 月取样间 > 1 5 m m 降水总量 (m rn )
,

3 2
.

2 ‘ x 。 ( 9 9
.

0 ; x : . : 3一 6 月取样间灌水总量 (m m )
,

0 ( x 一 ( 14 0
-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及拟合效果如表 1
.

2
,

3 。

林表可见
, 。一 100 和 。一 4 0c m 土体

,

均是 F , 》 F0 二
: ,

回归拟合结果达到 0. 。。扭

豹高度显著水乎
,

回归方程有意义
。

除个别外
,

大部分点都能很好的拟合
。

其中 。一 10 0c 二

土体
,

有近 80 务 的点拟合的相对偏差在 20 % 以下 ; 0一斗oc m 土体
,

分别有 92 外 和 7 , 多

的点拟合的相对偏差在 20 外 和 15 % 以 下
,

拟合的效果更好
。

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
, o一 1 00 和 0一4 0c m 土体

,

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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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I 回归方程的方位分析

? ‘bl e x T he v a ria n e e a n ‘l了5 1* o f s re p w is e , e g r。, sio n

旅旅 度度 方差来源源 平方和和和 F计计 F⋯
引引

DDD e Pt五五 Sa u r‘e offf S u m o f sq u a r e ..... F c o lc u la te ooo F e r 一r云c a lll

(((
; m )))

v沁ria n c e ‘‘‘‘‘‘

000一 10 000 回归 ““ 2 7 5
。

4 2 6 333 77777 4
.

8 000

误误误差 QQQ 6
。

1 今5 222 3 1111111

总总总和 L X 丫丫 2 8 1
。

, 7 1 ,, 3冬冬冬冬

... 一,000 回归 ““ 8 3
‘

60 , 666 555 , 8 0
.

555 5
。

, 000

误误误差 QQQ
,

、
.

亏7 3 444 3之之之之

总总总和 乙X YYY 8 ,
,

1 88 333 3 7777777

粗选人的自变世基本相同
,

都选入
“

初始盐储量
” , “

地下水矿化度初始值
”

及取样期间的
一
降雨t

”

和
“

灌水总最
” ,

它们的作用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
,

并且都是影响春季土壤积盐
,

的主要因丸 但是
,

这两个方程都没有选人
“

粘土层厚度因素
”

及
“

地下水埋深
”

变量
,

其原

因
,

就粘土层因素而言
,

可能是近年来由于连续干旱
,

地下水位下降很多
,

许多地区的埋深

沪 都在 2
.

, m 以下
,

结果地下水盐已无法上升到土体上部
。

显然
,

这时粘土层的存在已无
.

关紧要了
,

这与 H “s
an F

.

A
.

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叫
。

H as s
an F

.

A
.

认为
,

地 下

水埋深超过 2 8 0 c m
,

土壤剖面质地层次的作用就不存在了
。

从取样资料看
,

试区有 70 %

的点
,
3 月初始地下水埋深都超过 2 8 Oc m

。

剩下的点
,

地下水含盐很少
,

多是淡水
。

这样

粘土层对土城积盐的阻滞作用就不显著了
,

故未能选人方程
。

同样道理
,

方程也未能选人

变通
“

初始地下水埋深
” 。

另外
, 0一 40 c m 土体回归方程的灌水系数 b1. (8. “ x 10 一勺 是 0一 1 0 Oc m 土体灌

水系数 (2
.

87 x l。一今的 3 倍
,

说明灌溉对表层盐分的影响比深层大
。

吸
‘

表 2 回归方程拟合的相对偏差情况

T . bl e 2 T h e 一t a t i一tic s o f re la ti, . d e v i a tio n b e tw ee o c a le u la te d a n d a n a l萝: e d d a t -

相对偏羡 l川的
范围 R . la t iv .

0一 10 0 c m D . Pth o一4 o c m D e p t h

d . v ia t沁n

> 2 , 肠

> 20 %

> l , %

百分比 p o r c e n r a g e

10
。

2

2 0
。

5

3 3
。

3

数t ^ 二o u n t
l百分比 p o r e o n t a g e

,
。

2

7
。

,

2 1
。

0

性
: 口 . ! , 一 夕l只 10 0% y 为实侧值

, 夕为拟合值
。

(二 ) ! 季土族盐储 t 预报棋型

以 ‘月却的资料为基础
,

9 月初 0一 1 00 和 0一4 0c m 土体盐储盘分别作为因变量 y ,

自变盈的选择同前述
。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

夕, 一 4
.

7 7 0 一 2
.

7 9 3 x : + 9
.

1 1 4 x 10一
2
朴 + 1

.

7 3 6 为

一 0
.

2 3 15 劣一: + 0
.

4 6 8 3气
。

一 7
.

6 4 x 10 一J
、

F , ~ 1 5 9
.

3 >> F一
:
(6 , 2 9 ) 一 5

.

1 8

只 一 0
.

9 8 5 2 5 一 0
.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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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4。 ~ 0

·

0 7 16 + 0
.

2 3 8 4 x : + 2
.

5 16 x 1 0
一 , x.

+ 0
.

5 4 9 1 x .

一 0
.

1 5 0 lx 一:

F 针 一 1 9 5
.

2 >> F o
.

o o -

一 5 70

R 一 0
.

9 7 2 4 5 ~ 0
‘

2 6 3 5

其中 : 夕
10。

—
o一 lo oc m 土体 9 月初的盐储量 (k g / m

z

) ;

夕
4r

一
。一4 0c m 土体 9 月初的盐储量 (k g / m

之

) ;

x :

—
。一20 c 二 土体 6 月初始含盐量 (外)

,

0
.

0 5 0 《 燕 ‘ 1
.

6 2 5 ;

x :

—
0一 lo oc m 土体 6 月初始盐储量 (k g / m

Z

)

0
.

5 3 ( : 2

( 1 2
.

4 4 ; : ,

—
o一4 o c m 土体 6 月初始盐储量 (k g / ma )

,

0
.

2 2 ( x ,

( 7
.

2 2 ; x ;

—
0一 2 0 c m 土体 6 月初始盐储量 (k g /

:u ,

)
,

。
.

巧 镬
二,

( 4
.

5轧 为 ,

—
6 月初地下水埋深初始值 (m )

,

1
.

09 ( xl
,

( 9
.

50 ; 二。

—
6 月初地下水埋深

、

(m ) 的 自然对数值
,

。
.

0 86 簇 二 12 《 2
.

26 ; : 1;

—
6 月初始地下水矿化度 (g / L ) 的 自然对数值

,

。
,

0 4 成 xl 。

( 2
.

8 1 ; x20 —
6 月 一 9 月取样间 > 20 m m 的降水总量 (m m )

,

3 3 0 ( x 加 ( 4 15 0

可见
,

夏季 0一 1 00 和 。一 4 0c m 土体
,

盐分回归拟合的结果也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

。一 100
c m 土体

,

拟合得较好
,

72 界 以上的点拟合的相对偏差在 巧多 以下
。

同时影响夏

季土壤盐分运动的因素基本上都被选人方程
,

特别是选人了变量 气 :

—
6 月初地下水埋

深初始值
。

这对实际生产中采取措施降低地下水位
,

增加雨季土壤自然脱盐和防止秋季

土壤返盐提供了理论依据
。

从数值上看
,

乞
:

‘

为 一 0. 23
, xl ,

一般在 4一 6 ,

最大的达 9
.

5

可见它对土体脱盐的影响是很大的
,

尤其是含盐量不高的地区
。

劫
,

6一 9 月取样间 > 20

m 二 的降雨总量
,

数值在 4 00 左右
,

尽管 气 只有 1 0 一
,

数量级
,

也强烈影响盐分下淋
。

这

个时期
,

尤其是降雨集中的 7一 8 月
,

是一年当中土体盐分
.

自然下淋
,

土壤脱盐的主要时

期
。

0一 4 0c m 土体
,

回归方程选人的变量少
,

拟合效果也不理想
,

其原因可能是 : 9 月初

雨季刚过
,

土壤盐分含盆是一年 中最低的时期
, 0一 4 O c m 土体盐储量很小

,

多数点都在

。
.

sk gZmz 以下
,

有的还不足 0. 2 k g /时
,

这样
,

取样误差及其它原因造成的误差就会占很

表 3 夏攀 。一1。。。二 土体盆分圈归拟合效 .

T 一目. 3 T h . 。: a ri o t ie . 时 te la : i, . d . v ia tio o be t, e e . e o lc u l‘t ed a o d a n ‘ly : e d * a lt in

0一 10 0 c 功 5 0 11 ho r i名o n in 一” m 口 . r

相对偏差 R e la tiv e d , v ia ‘io n

狱t (个 ) N u m b . r

百分比 p . t c e n t a ye

> 2 , %

7

> 20 肠

,

> 15 %

l0

幻
。

.

大比重
,

从而将盐储盆与其它因素间的规律性掩盖了
。 这也说明

,

即使拟合值与实侧值相

差很小(哪怕只有 1 0 一之数盈级 )
,

也会造成 20 外 以上的相对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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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族盐浪化预报徽型的初步检验

根据建模型前随机留下的若干样点
,

我们对以上建立的春季和夏季土坡盐储量逐步

回归模型进行了初步脸证
。

将各个数据分别代人上述方程后
,

结果如表 4 所示
。

农 4 土城盐储, 傲报. 型的验证(单位 : k叮 ,
,

)

T 一目e 4 P r e d ie te d r e . u lt * o f t o t o l d i, s o lv e d s a lt in 一0 11

季季节节 层次次 点号号 yyy 等级级 夕夕 等级级 口口 判殉殉
互互 .

⋯
““ D e P thhh P o in ttt M e a s u r eee G r a d eee Pr e d ie t e ddd G r a d eee D e v i a t io nnn D is c r im in a tio ...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u 口 b e rrrrrrrrrrrrrrr

,, 声呀二
勺口 口...................

(((l))) (2 ))) (3 ))) (斗))) (5 ))) (6 ))) (7 ))) (8 ))) (9 )))

春春春
月口口 15 444 7

。

4888 咭咭 7
。

4 000 444 0
。

0 888 丫丫
季季季 111 1 5666 l

。

3 666 lll 1
。

, 000 111 一 0
。

1444 丫丫
尸尸、、 昌昌 1 7666 l

。

2888 lll 1
。

4 777 lll 一 0
。

1999 甲甲
协协协

仁,,
1 8333 l

。

9 666 222 2
。

4咭咭 222 一 0
。

4 888 甲甲
lllll

00000 弋飞
。

46666666666666
肠肠肠 日日日 0

。

几3333333333333

加加加 土 体体体 0
。

3 5555555555555

权权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0
、

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CCCCC 含含
1 1333 0

。

8888 lll 0
。

3色色 111 0
。

0 888 甲甲

!!!!!!! l , 22222 lll 0
。

咚555 !!! 一 0
。

0 222 甲甲

扣扣扣扣 1, 33333 lll 0
。

3 777 111 一 0
。

0 222 甲甲
OOOOOOO 16 44444 lll 0

。

3 666 lll 一 0
。

0呜呜 甲甲6666666 19 峪峪峪 222 0
.

6 999 222 0
。

1999 甲甲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土土土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汉汉汉 OOO 1 2 222 [
。

4 888 lll l
。

4 999 111 一 0
。

0 111 丫丫
季季季 lll 1 4 月月 3

。

3 555 333 3
。

心666 333 一 0
。

1 111 甲甲
ZZZ 、、 石石 1 3 222 飞

。

9 ,, 222 2
。

1 666 222 一 0
。

1777 甲甲
口口、、 弓,, 生色222 3

。

3 444 333 3
.

斗lll 333 0 斗333 丫丫
lllll

nnn 生9 333 3
。

3 333 333 3
.

6 000 333 一 0
。

2 777 甲甲勺勺户 ...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汤汤汤 土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助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 :::
11 333 0

。

5 222 lll 0
.

4 555 111 0
。

0 777 了了

小小小小 1 4 222 0
。

, lll lll 0
。

今000 lll 0
。

1 111 甲甲
OOOOOOO 1 6000 0

。

3 333 111 0
。

3 555 lll ee o
。

0 222 了了
nnnnnnn l‘333 0

。

今777 lll 0
。

5 333 lll ee o
。

0 666 丫丫
日日日日 17 111 0

。

4 222 111 0
。

4 333 lll 0
。

0 111 甲甲

土土土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从表 4 的第 4 、
6
、 8 栏可看出

,

大多数点的预测值与实测值都是很接近的
,

它们的变

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

事实上
,

由于田间盐分变异的复杂性
,

以及取样和分析工作存在的误差
,

作出十分精

确的数值预报在目前条件下是不现实的
,

作出等级预报即可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
。

我们

表 s 土体盐储t 分级标准

T . 目. 5 T he e la s si fie a t io n o f t o t a l d is s o lv e d 一a lt in . 0 1 1

层次 (
c m )

D . p th

土体盐储t
(’) (k g lm

,

)
T o t a l d io s o l, e d . a lt 10 . 0 11

0一咭0

0一 1. 0

含盐t (a ,

等级

《0
。

6 0

《 1
.

50

《0
.

10 7

0
。

6一 l
。

2

l
。

5一 3
。

0

0
。

10 7一 2
。

1 4

II

1
。

2一2
。

4

3
.

0一6
。

0

O
。

2 1一 0
。

43

111

2
。

斗一 3
.

6

6
。

0 一,
。

0

0
。

4 3 一0
。

6今

IV

3
.

6一 6
。

0

9
.

0一 1 5
。

0

0
。

6呼一 1
.

0 7

V

(均 土体盐储t 计算时
,

取平均容重 1
·

相 g lc m 、

(2) 按照本表分级时
,

土体盐分的平均含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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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土体盐储 t 数值按表 5 的标准划分等级后进行了检验
,

结果如表 4 的第 , 、
7
、
9 栏所

示
。

可见
,

用等级检验时
,

计算值的等级与实测值等级是完全一致的
。

四
、

问题 与 讨 论

以上建立的春季和夏季土壤盐渍化逐步回归预报模型
,

是在特定的气候
、

水文地质
、

土坡等条件下建立的
,

预报方程只能适用于与此条件相似的地区和年份
。

今后在继续积

累资料的基础上
,

可以分年型作出常年
、

旱年和湿涝年型的预报方程进行预报
。

并且
,

当

预报时刻的条件与建立方程时刻的条件相差较大时
,

也应重新建立预报方程
。

由于曲周盐分的季节变化特点
,

只在 3
、

6
、

9 月初取样
,

而且资料少
,

时间短
,

故本文

只能根据 3 月初的资料预报 6 月初的盐储量
,

根据 6 月初的资料预报 9 月初的盐储t
。

各

个地区根据实际生产需要
,

可以按此方法建立短期预报模型进行短期预报
,

如按月份预

报 ; 资料多的地区还可尝试建立年际间预报模型进行长期预报
。

当然
,

这些还有待于今后

验证
。

本研究 6 月初和 9 月初的盐分含量是 由土样电导率根据 3 月初盐分含t 与电导率的

相关关系换算而来
,

存在着一定误差
,

因而回归方程的估计标准差较大
。

有条件的地方应

尽t 改进分析方法
,

提高分析精度
,

减少误差
,

提高回归方程的精确度及预报的准确度
。

今后
,

在进一步完善模型的基础上
,

根据初始地下水埋深
。

矿化度分布图及作物灌水

情况和降水资料
,

以及土壤初始盐分状况
,

即可作出按精度要求的大t 点的盐分数值预报

与等级预报
,

并可作 出相应的分布图
,

从而实现区域土壤盐演化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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