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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港地区盐碱地演变的研究

田 济 马 毛 任 钊
�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 朽。。�� �

松本 聪 山崎 素直
�东京大学农学部�

摘 要

应用 �八 � 万
、
��� , 万� � 图象编制的黑龙港地区盐碱地分布图

,

代表了 �� 年代中后期该

区盐碱分布的实际状况
。

经量算
,

盐碱地共有 �” �� ���
,

其中轻盐化占一半以上
,

受自然因素
、

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
,

盐碱地处于明显的面积缩小
、

程度减轻的过程中
,

而且愈向平原上部愈

益明显
,

到了滨海地带虽规律相似
,

但仍然盐渍最重
。

由综合分析来看
,

盐溃减轻扩大了农林

牧业的适宜发展幅度
,

但同时地下水位下降
、

水资源 日益紧缺又将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不利影

响
,

这就要求审时度势走农牧林�果�结合的道路
,

以发挥水少土多的资源潜力
。

关键词 盐渍化
,

演变趋势

一
、

盐 碱 地 状 况

华北平原的黑龙港地区
,

近几年来盐碱地一直处于面积缩小
、

程度减轻的过程中
。

这

个过程看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难以逆转
。

这是因为自然的
、

人为的众多因素都在促成

这一过程的不断发展
,

如 � 天然降水偏少
、

旱频率增大 �工农业用水量增加 �地表水几乎断

绝 �海河骨干排水工程的建成 �井灌井排
,

机井化程度的提高 � 地下水位普遍大幅度下降 �

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农艺水平的提高 �’’
·

⋯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
,

都导致地下水位的不

断下降
。

当地下水位下降到积盐
、

返盐的临界深度以下时
,

则积盐返盐的过程就被迫减

缓
、

甚至停止
。

尽管多年来
,

该区地下水
、

盐渍化
、

生态环境
、

农业生产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

但变化

的态势仍然有待查清
,

特别是盐碱地
,

至今难以有个确切的数据
,

更难以有幅精度较高的

盐碱地分布图
。

“

七五
”

期间在进行国家攻关项 目
“

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
”

—
“

黑龙 港 类

型区农业发展战略
”

研究中
,

我们首先利用最新的 ���� 万 � � 图象
‘� ,

编制沧州区域盐碱

地分布图 �接着又进行 ���� 万黑龙港地区的图件编制�图 ��
。

并利用 ���� 万 � � 图像 ��

进行修正
。

这些图象代表 �� 年代中后期
,

主要是春季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冬小麦生长期

间
,

返盐比较强烈阶段的实际情况
。

遥感手段动态反映速度快
,

时间性强
,

加之多波段组

�� 时相为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 日�其中保定幅 为 �� �� 年 , 月 �� 日�

。

�� 时相为 �� ! 年 � 月 � � 日
、 ���� 年 � 月 �‘ 日

、 � �   年 �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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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光谱反应特征各有所长
,

平面位置几何精度高
,

地物轮廓明显
,

色彩鲜艳
,

图象分辨率

高
,

所以能提供的信息量极为丰富
。

此次面积量算以 �八� 万图件为基础
,

采用方格法与数字式求积仪 �� �
一

�� � � 法结

合进行
。

根据我们量算
,

�� 年代中后期黑龙港地区盐渍化土地共 ����� �� �
,

其中轻盐化

土地 �� �� ��� � ,

占 ��
�

�多
,

超过一半
,

中盐化土地 ����� �� �
,

重盐化土地 � ����� � ,

盐 土

���� �� �� ��
。

按 照 �� 个县 �市�总土地面积 ��  ����� � 计算
,

盐渍化土地 占 ��
�

�� 并
,

即约

�八。�按总耕地 ��� ����� � 计
,

则占 ��
�

�� 外
, ��� 略强

。

由地区看
,

从河流上游的邯郸一

� 石家庄市

公�沼七,

‘

�刃、�嘴目
��那台市

】
�

� 』

台 夕 ,

粉 � 一二佗 压 东

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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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下到沧州滨海
,

则分布面积愈广
、

盐渍化程度愈重
。

沧州区域可达 �� � �����
,

占到总数

的��
�

�� 多
,

即约 ���
,

愈向河流上游愈小
。

二
、

演 变 趋 势

�一 � 盐碱地处于面积减少
、

程度减轻过程中

随着地下水位降到临界深度以下
,

毛细管水上升活动已不能使土体或地下水盐分达

于土层上部或地表
,

而停留在土体下部 �� 左右
。

因为盐分虽然未曾返上
,

但降雨径 流

已无力将其排 出土体带至远方
,

因此
,

反复及潜在威胁依然存在
。

据南皮等县盐碱地统计

材料
�� ,

可以看 出
,

建国 �� 多年来
,

盐碱地总的是逐渐下降的
,

但其变化有反复
。

绝大部分

县 �市 �从时序纵向看
,

建国初期较高 �随后渐次降低 �到 �� 年初
、

特别是 � ���一 ���� 年达

到最高 �此后陆续降低
,

机井大发展之后
,

降低速度更为明显 �但到 �� 年代初
,

由于水利工

程设施年久失修等因素影响
,

地下水位局部又有所抬高
,

盐渍化现象略有反复 � �� 年代中

后期又持续下降
。

从横向看
,

整个黑龙港地区
,

自上而下
,

由扇形地平原
,

到冲积平原
、

滨

海平原
,

变化幅度明显有所不同
。

邯郸在最上部盐碱地所占面积最少
,

属全区最轻处
,

降

低幅度也最大
。

到滨海则除去许多盐渍化耕地外
,

尚有数量不少的盐荒地
,

盐碱地可占总

土地 �� 务 以上
。

与冲积平原上部比较
,

虽有降低
,

但幅度明显减小
。

若以我们此次采用的 �� 年代中后期 � � 图象编制的 ���。万沧州区域及 ���� 万黑

龙港地区盐碱地分布图与 �� 年代中期 ��� , , 一 �� , � 年 � 华北平原土壤调查时所编制 的

���� 万华北平原土壤图
『刀对照

,

则更可直观地看到盐碱地面积减少
,

程度减轻颇为明显
。

并选用由上部到下部
、

由内陆向滨海行政界线变化较少的邱县
、

清河
、

武 邑
、

肃宁
、

青县
、

一�晰
卜梁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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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关土壤志及土壤图 ��� �一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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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村
、

黄弊 ��� � �
,

� 为例�图 � 、 � , ,
及表 ��

。

轻盐演化土 地

中盐 演化 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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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盐演化土 地

中盐 溃化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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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土地比例

(% )

1956 44800 13400 3300 400 17 100 38
。

2

邱县
1986 4魂8 0 0 14 0 0 5 0 0 2 0 0 2 10 0 4

。

7

1 9 5 6

4
9

0 0 0
2 9 1 0 0 2 8 0 0 2 6 0 0

3
4 5 0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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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河
1986 4 9000 1600 900 700 320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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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9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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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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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邑
1986 8 2200 2 , 0 0 2 4 0 0 1 2 0 0 6 1 00 7

。

4

1 9 5 6 , 24 0 0 1 9 10 0 1 10 0 0 4 0 0 3 0 5 0 0 , 8
。

2

肃宁
1987 5 2400 700 700

1956 97900 20600 33500 20 500 1 100 75700

青县
1985 97900 5900 3600 900 , 0 0 1 0 9 0 0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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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0

1
9 5 6

1 9
8 5

3 3
0 0 0 1 0 1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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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0 0 1 7 5 0 0

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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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划分标准摘自 1992 年 5 月
“

中国土壤普查技术
” , 农业出版社

。

功 图 ZA 、
3 A 系摘自

“

华北平原上壤
”

之附日
。

图 26 、
3 J 系摘自我们所编黑龙港地区盐碱地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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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

3 和表 l 对照可见
,

无论面积和程度的减轻均十分明显
。

肃宁地处冲积平原

上部
,

深受溥沱河
、

沸龙河强烈影响
,

散流堆积
,

土壤质地略轻
,

耕垦利用强度大
,

灌溉发

展
,

地下水位下降快
。

当时盐碱地可占总土地面积的 ,48
.
2多

,

达 17 100 ha
,

主要为轻盐化

及部分中盐化 ;现仅 670 h
a ,

全为轻盐化
,

占总土地面积的 1
.
3并

,

下降幅度甚大
。

黄哗 境

内 400k m
, ,

属滨海平原部分
,

当年全部为盐渍土地
,

且较为严重
,

其中盐土达 1750 0h a
,

几

占一半
,

中等盐化仅 440 olla
,

无轻盐渍化土地;30 年后的今天
,

轻盐化 占到 40 外
,

中盐化

比例大增
,

重盐化和盐土所 占比例大减
。

与平原上部比较
,

可谓之
“

稳中有降
” ,

程度依然

较重
,

面积较大
。

黄骆南部羊二庄—
旧城条带状古河道带

,

当年也是中盐化
,

而今已属

非盐渍化
,

高产稳产
,

堪称滨海地带的
“

绿色宝地
” 。

( 二) 农业生态环境向优化发展
,

扩大了农牧林(果 )的适宜发展范围
,

但潜在威胁依然存

在

盐渍程度向减弱方向发展
,

减轻了对农业发展的障碍
,

为更多农作物的种植及产量提

高
,

人工牧草发展
、

枣
、

果
、

林木等的种植拓宽了境界
,

扩大了适宜范围
,

使更多土地得 以更

广泛利用
,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盐渍减轻改善了生态环境
,

农业结构向

优化方向发展
。

多年来
,

粮食单产
,

总产
,

农业各部门产值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以沧

州地区为例
,

可大致说
,

50 和 60 年代涝
、

盐威胁明显
,

7 0 和 80 年代后则旱
、

薄显著
。

1 9 4 9

年建国初期
,

盐溃较重
,

粮食耕地仅 “ 7
.
sk g /ha

,

总产 5
.
34 亿 kg

,

水平甚低
,

以后逐年有

所增加
,

1 9 5 7 年总产达 9
.
1亿 kg

,
1 1 7 o

.

6 k g
/

h
a 。

到 196 1一1964 年返盐的最高峰期
,

粮食

生产跌到最低谷
,

1 9 6 1 年总产 4
.
47 亿 kg

,
7 1 8

.

2 k g
/
h

a ,
1 9 6 2 年总产 5

.
99亿 kg

,
8 8 5

.

6 k g
/

h
a ,

1 9 6 3 年总产4
.
74亿 kg

,
6 s 3

.

5 5 k g
/

h
a

,

1 9 6 4 年 3
.
79 亿 kg

,
5 2 5

.

1 5 k g
/

h
a ,

到最低点
,

粮食

调人 2
.
5 亿余 kg

‘, 。 之后随着盐渍减轻
,

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善
,

粮食单产
,

总产均呈明显上

升趋势
,

1 9 7 9 年总产 16
.
67 亿 kg

,
1 9

85 年又达 16
.
93 亿 kg 的历史高产水平

。

但是
,

生产

环境中最活跃因子—
水资源 日趋紧张

,

特别是地表水几乎断绝
、

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

灌溉保证程度受到威胁的情况 ;以及土地沙化的可能发展
、

土壤有机物质累积减少 ; 盐分

在土体下部积存及其在适合时机上返表土
,

再度造成危害
,

其威胁依然存在
,

不可掉以轻

,

已
、 。

鉴于水资源的限制
,

区内灌溉程度高的达 70 一 80 务
,

低的仅 30 一 40 多幻 ,

所以小麦和

玉米为主的粮食作物应以自给为主要目标
,

提供商品量者仅属个别地区 ;棉花
、

油料具有

一定优势
,

且处于雨
、

热同期之夏秋季
,

可充分利用部分水浇地及保证程度略差的旱薄土

地 ;金丝小枣
、

鸭梨是沧
、

衡地区水
、

土
、

盐碱
、

农业自然资源适宜条件的综合反映
,

适宜范

围颇广
,

近年发展快
。

而大部分中
、

重盐化土地或盐荒地
,

则应以人工牧草种植
、

天然草场

改 良
、

洼淀坑塘蓄水养殖等为主要目标
。

据粗算
,

轻盐化土地若以利用 巧一 20 多
,

中盐化

土地利用 40 一50 务计
,

则可人工种草 86700一 106 700h a 规模
,

重点在盐渍较重的沧州
、

衡水等地
。

据历史资料及典型调查
,

沧州地区过去首蓓种植曾达 “ 7O0l
la
以上

,

衡水可

达 53 300一 600 00h a
,

占耕地之 1/10左右; 武邑
、

南皮近年均在 8000一 8670h a 以上
,

占

l/6一 1/ 7
,

人均可达 0
.
03 一0

.
04ha 地

,

典型乡
、

村可达 。
.
o 7 h 。 以上

,

取得了农牧结合
、

1 河北省统计局
,

河北省 经济统计年鉴
,

2 少 河北省水利 厅
,

水利统计年鉴
, 1 9 , O 午

。



期 田济马等: 黑龙港地区盐碱地演变的研究

以农促牧
、

以牧补农
、

农牧互补
,

草
、

畜
、

肥
、

粮
、

钱以及生态环境的综合性效益
。

( 三) 演变趋势
·

盐碱的变化
,

根本原因与水的运动有关
。

群众常称
: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

“

水化气

升
,

气散盐存
”
;
“

旱积盐
、

涝碱随
”

⋯⋯均与水分相关
。

地下水或土体中的盐分上行
,

积存

地表或土层上部
,

取决于毛管水的上升高度; 盐分下行则是重力水作用的结果
。

据实验
,

返盐
、

积盐的地下水位临界深度一般在 2
.
0一2

.
3m 左右

,

小于 1
.
5m 则返盐强度明显增

大
,

大于 2
.
, m 则甚为安全

。

潜水位埋深成为支配盐分上行积存或下行淋出的 重 要 杠

杆
〔3] 。

但潜水位高低涉及因素颇多
,

凡能影响水分的收支平衡者
,

都会对潜水位高低
,

水

分运动
,

盐分消长产生影响
。

其中主要是用水量增加
,

降水多寡及蒸发强弱
。

华北地区
,

特别是黑龙港流域
,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日益紧张
,

必将带来一系列生态
、

环

境
、

社会问题
。

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影响
,

干旱
、

雨涝具明显的周期性
、

连续性
、

交替性
、

集中

性等特点
,

年内季节性
、

年际变率都是多样的
。

因此
,

与水相关的盐碱也必然会有相应的

变性
。

据资料
,

建国 40 多年来
,

50 和 60 年代降水偏丰年份较多
,
7

00 m m 左右
,

尤以 1964

年为最
,

黄弊李村站高达 1471
.
3m m ;70 年代后期以来

,

偏枯年分增多
,

平均 450 一500 m m

左右
,

直接影响地下水补给条件
。

前期水多
,

排灌工程又不健全
,

平原水库等不适宜的工

程措施
,

抬高地下水位
,

导致盐渍加重
、

扩大
,

60 年代初达到高峰
,

河北低平原 1961 年盐

碱地达 1530 00 ha
l)。

7 0 年代中后期以来
,

随着井灌发展
,

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

盐碱呈明

显的减轻
、

缩小之势
,

80 年代初黑龙港区约 60000。一“ 700 0h
a ,

80 年代中后期则不 足

40 0000h ao

无论短周期或长周期
,

也必然会有相对湿润周期到来
,

降水增多
,

或引人外来客水
,

引

黄济淀
,

南水北调
,

会给浅层地下水以补充
,

抬高水位
,

造成局部盐渍之加重与扩大
。

但在

骨干排水工程建立
、

工农业用水继续增加
、

干旱程度及旱频率加剧
、

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
、

土壤库容增大情况下
,

盐碱地很难回复到 60 年代初的局面
。

即使象 19 87 年 8 月 26 日暴

雨及 19 88年汛期降雨偏多
,

也只能使部分地下水位回复数 locm 到 lm 左右 ;远达不到现

在平均年降低 60 一 70c m
,

甚至 lm 左右的速度
。

肃宁县 19 78一198, 年 7一8 月年间
,

高

水位期下降 6
.
2, m ,

低水位期下降 9
.
6 1m ,

80 年代已降到 16 一 17 m 了幻 。

可以预料
,

整个

黑龙港地区
,

盐碱地将继续处在减轻
、

缩小的过程中
。

当然
,

局部的引水线路两侧
,

库塘洼

淀周围
、

低洼平坦之处
,

可能会有局部返盐
,

水盐平衡状态改变
,

但大规模返盐将是不可能

的
。

考虑到黑龙港地区旱
、

涝
、

盐碱
、

薄综合影响
,

因此
,

在盐渍减轻情况下
,

须进行科学的

农业结构调整
,

解决引
、

蓄
、

排
、

灌矛盾
,

实行水利工程措施
、

农业
、

生物措施相结合
,

才能促

进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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