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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的监测和预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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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田间观测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
,

对改造后的重盐碱试验地的水盐动态连

续三年进行了监测和预报研究
。

在 田间
,

监测了地下水的水位和矿化度
、

土壤盐分和水

分
、

降雨和农田蒸散量等参数
,

同时针对现场试验条件进行数值模拟
。

在土壤盐分输运模

型中
,

考虑动水不动水概念和吸附作用
,

在解水分运动方程时采用了更合理的改进型 巧口川

迭代差分法
。

研究表明
,

在当前的自然因素和农耕活动中
,

试验地土壤中的盐分达到动态

平衡
,

不会发生土地重新盐渍化
。

关键词 土壤盐渍化
,

水盐运动
,

田间观测
,

数值模拟
,

预报

中国科学院禹城试验站北丘洼试区分别在 19 89 和 19 90 年采用大水淋洗结合浅群井

抽排地下盐水的
“

强排强灌
”

技术
,

进行改造重盐碱荒地的试验 11 1
。

研究表明
,

对于地

下水位高
、

排水不畅的重盐碱荒地采用
“

双强
”

改 良技术是十分有效的
,

达到当年改造

当年受益的目标
。

然而
,

对灌溉土地来说
,

盐渍化和次生盐渍化对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

威胁始终存在
。

特别像北丘洼地处黄河灌区
,

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高
,

地下水矿化度也

高
,

人们关注已改良垦种的重盐碱地会不会再次盐渍化
,

并期望对试区的水盐动态进行

研究和作出预报
。

本文采用现场观测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 一方面在田间直接测定地下

水埋深和矿化度
、

土壤含水量和含盐量
、

降雨量和农田蒸散量等参数
,

通过现场实验测

定水分运动参数 ;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植被覆盖条件下土壤水盐迁移的数学模型并进行

模拟计算 ; 从实验上和理论上对土壤盐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给出预测预报
。

1 现场监测预报

田间监测系统包括地下水动态
、

土壤含盐量和含水量
、

降雨量和蒸散量的时空分布

以及灌水量等参数
。

通过多年的田间观测可以直接掌握试区水盐动态
,

田间观测数据也

是数值模拟计算的依据
,

因此现场监测是水盐动态预报十分重要的一环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禹城综合试验站的资助
。

工作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程维新

研究员的支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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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水动态监测

北丘洼地土壤盐分主要来自含盐的地下水
。

非饱和土壤层与矿化的地下水之间有毛

细管联系
。

在蒸发时
,

地下水中可溶性盐分因毛细管作用通过土体上升
,

并聚集在土层

中形成盐土
,

这种情况只有在地下水位高于某
“

临界深度
”

时才会发生
。

此外
,

地下水

的涨落决定可溶性盐分的向上和向下移动
。

上升的地下水不仅将盐分由土壤底层携带至

地表
,

而且高水位将限制自然排水和盐分淋洗
。

影响地下水动态的因素有降雨
、

灌溉
、

蒸发和排灌渠的水位
。

由于试验地紧靠排灌

渠
,

所以沟渠水位直接影响地下水位
。

地下水动态监测内容包括地下水埋深和地下水矿

化度
。

在 30 亩试验地中设四眼观测井
,

井深为 sm 左右
,

一般每月上下旬各观测一

次
,

观测结果如图 1所示
。

从图中可 以看到 : ¹ 一般年份冬春季节 ( 12 月一 3月 )地下

水位低
,

而矿化度相应较高
,

而夏秋时节潜水位高矿化度也较低
。

但 92 年情况例外
,

因为干旱
,

地下水位较低
,

直至 8 月 以前都保持在 Zm 左右
,

时有超过 Zm
。

º 地下水

涨落频繁且常年保持在 Zm 之上
。

最高时离地面仅 0. sm
。

» 地下水矿化度常年保持在 子一

5 克 / 升左右
。

我们知道
,

潜水蒸发与潜水深度成指数关系
,

潜水愈浅
,

蒸发愈大
,

积

盐也就越快
。

监测结果表明试验地始终存在发生次生盐渍化的问题
。

—
地下水水位 一一 一一 地下水矿化度 簇

口。�妇口N�工。�Ou�日�。甘口诊P口on�O�木\帜�剑牟协长卜阅
二 。

.

。「
- - 、 一、

己 ! 、

性
. p 、 , 、

l -’ 、
目尸 、

入
、

八 _

了V 、- 、

一、

\/

�兴�诸到关卜习。一q。p�公脚己诊PnnO�O

1 0 1 1

观测时问 (年
,

月 )
T i m e ( y e a r

,

m o u t h )

图 1 地下水水位和矿化度的动态

Fi g 1 T b e d哗画cs of 脚叨d认. ter ta b】e an d 而
n
阁i及 tio n

1
.

2 土壤盐分监测预报

观测土壤盐分变化是采用定点定时分层取土分析的方法获得的
。

由于这块试验地

的洗盐效果在空间各处并非一致
,

而且改良后种植的作物也不尽相同
。

因此
,

观测点设

在有代表性的各个地块上
。

A4 代表大部分地块
,

淋洗比较彻底
,

而且一年种植小麦玉米

二茬的地块
。

A S在首楷地块上
,

常年不耕作
。

而 A l是设在接近盐荒地边缘
,

土壤积盐

情况类似改良前的盐荒地
。

观测结果如图 2
、

图 3 上
。

图 2 给出观测点A4 在 0 一 30 和 0 一

150C m 土层平均含盐量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

图 3 分别给出观测点 A l
、

A4 和 A S 的土壤

含盐剖面线的波动情况
。

观测结果指出 : ¹ 从图 3 中可 以看到
,

土壤积盐越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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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土壤含盐量随自然因素( 降雨
、

蒸发等) 和人类活动( 灌溉 )的影响也越大
,

即含盐

量变化幅度也越大( 如 A l
、

A S)
。

反过来
,

原来积盐较轻的地方 ( 如 A4 )
,

含盐量波动

就小
。

º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
,

入冻前土壤含盐量较低
,

在春天化冻以后至雨季前含盐

量较高
。

三年中
,

尽管土层含盐曲线有起伏
,

但土体总积盐量较为稳定
,

处在动态平衡

状态
。

» 在图 2 中
,

含盐量变化曲线中段表示 A4 测点附近裸地的测值
,

它比有植被覆

盖的地方高出一倍以上
。

田间含盐量监测结果表明在目前的气象条件和耕种制度下
,

试验地的土体积盐状况

能保持动态平衡
。

另外
,

在大蒸发量季节要注意地面覆盖
,

防止荒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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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水分状况的观测

盐渍土的形成和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土壤的固相和液相中有盐份的累积
,

可溶性盐

又是通过水迁移的
,

而且在固一 液界面上产生阳离子交换和相互置换作用
,

因此说在

盐渍土的发展
、

盐化或碱化过程中
,

土壤水起决定作用
。

所以
,

土壤水状况监测是十分

必要的
。

土壤水状况包括水分含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
,

湿度势和水分的移动
。

含水

量分布是用中子水分仪观测的
。

观测结果表明试验地大部分时间内耕层土壤比较湿润
,

达到田间持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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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降雨
、

水面蒸发和农田蒸

散最的观测

降雨
、

水面蒸发和农田蒸

散量是田间观测的一组重要参

数
,

观测结果参见图 4
、

图 5o

从图中可以看出: ¹ 通常年份

降雨量为 5(X) 一 以刃111111 ,

而19 92

年只有 2601lln l ,

是旱情严重的

招 一年
,

92 年相应的蒸散量也比

一般年份小一半 (参见 图 4)
。

º 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初这

段时期内蒸散量较小
,

而且主

要是地面蒸发
。

这段时间正是

玉米收割后
,

冬小麦播种越冬

直到返青之前
,

气温低
,

植株幼小
,

蒸散量很小
,

而且以裸间蒸发为主
。

4月初至 6 月

初
,

7 月初至 9 月中蒸散量出现两个高峰
,

这正是小麦拔节到成熟以及玉米拔节到灌浆

期
,

是作物耗水量最多的时间
。

92 年的小麦耗水高峰期出现严重的旱情 (参见图 5)
。

1. 5 灌溉情况

常规年份一年灌 4次水
、

其分布情况为 3月中旬
、

5月上旬
、

9 月底和 11 月下旬
,

每次的有效灌水量为 60 一 1(X) m m
。

农田灌溉一方面为供作物需水
,

其次为了淋洗土壤

盐分
。

从灌水前后盐分观测资料看出
,

灌水的淋洗作用是比较显著的
。

2 土壤水盐运动的数学一力学模型

运用数学一力学方法定量地描述盐碱土中水盐运动规律是从 50 年代开始的
,

现已

获得相当大的进展
。

特别从 70 年代起人们关于土壤盐碱化过程的物理模型
、

数学描

述
、

预报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所突破Iz] 。

现有的土壤盐分迁移过程的数学模型都是以

多孔介质的物理流体动力学的规律为依据的
,

对流扩散是土壤中可溶性盐分迁移的物理

实质
。

在迁移时
,

溶液中的离子和吸附在固体表面的离子之间发生交换则是化学动力学

过程
。

因此土壤水分作为溶剂
、

反应剂和转运剂
,

在土壤盐渍化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

作用
。

土壤中盐分的迁移遵循水动力学弥散理论
。

目前用于描写水动力弥散过程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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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有毛细理论
、

统计理论
、

空间平均理论和随机理论
,

其核心是对各种条件下溶质输

运过程的机理规律进行研究13 一

e]o

2. 1 土壤水盐运动数学模型

2
,

1
.

1 土壤水运动方程 描述饱和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的 丸ch a rd s 方程具有多种形

式
,

至今常用的 0 型
、

h 型和混合型三种形式
。

本文则采用混合型方程
,

以避免采用 0

型方程时在湿润峰附近造成局部误差和采用 h 型方程时所引起的水分质量平衡误差问题 ,]o

取地表为 z 轴的零点
,

向下为正
,

其一维形式为 :

擎
一
李「确)擎 1

- 夕沙王
“ 由 L 虎 」 虎

(l)

式中 h 为负水压头
,

0 为土壤含水量
,

热) 为土壤导水率
,

饰)= d0 / 咖 为土壤的容水

度
。

只要给出饰)和热)的具体表达形式以及初
、

边值条件
,

上述各方程均可封闭求

解
。

考虑作物根系吸水因素时
,

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方程的一维形式为l8]

刁。 日 f、
八 日人 1 日犬

.

、 、

- ; 丁, 二 一共- . 人U 望, - 丈
- l一 - 二尸- 十 J 之

,
l)

‘f 口z
L ‘z

」 ‘z
位)

初
、

边值条件为

丁
”始

,
‘

歹
U, -

、
, ,

I 刁h
l 一 A ! - 二

,
.

、 、口z

h任
,
r h0G)

一 ,

)}
一鸟

,

斗一
”

其中旅 ,t) 为作物根系的吸水率
,

鸟 为地表人渗率(在降雨或灌溉时取正的人渗率
,

蒸

发时鸟取负的蒸散率)
。

计算区域取地表至地 下水位之间
,

地下水深度 L 随季节而变

化
。

在模拟降雨及灌溉人渗
,

裸地蒸发或有植被的蒸散时
,

上边界取第三类边界条件
,

下边界 L 处取第一类边界条件
,

即水势为零
。

2
.

1
.

2 土壤盐分输运方程 水动力弥散理论认为多孔介质中溶质输运是由两种作用引

起的 : 一种是孔隙中的宏观对流作用
,

另一种是各孔隙通道中流速相对于平均流速的不

均匀和溶质浓度的不均匀所引起的质量扩散作用
。

根据质量守恒可以得到描写盐分过程

的对流一弥散方程
,

其一维形式为 :

刁(sc)

刁t 刁z

了
_ 刁。 、

1 1与飞二
.

!一
\ “ /

刁
飞丁 呵c) 十 八‘

,

t)
灯石

(3)

其中 。为土壤溶液浓度
,

几 为水动力弥散系数
,

q 为达西通量
,

沦,t) 表示溶质在输运过

程中发生吸附
、

结晶
、

溶解和衰变等作用而产生的变化率
。

这时的弥散系数 几实质上

是一个有效系数
,

它综合反映了流体动力学的分散作用和热力学分子扩散作用
。

对于粗

粒介质(如砂土) 所形成的沉积物一般比较均匀
,

孔隙较大
,

因此可 以认为孔隙流体运

动具有基本相同特征
,

因而由于流体动力学分散作用所引起的溶质弥散可以略去
。

但对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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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介质(如壤土和粘土 )其中孔隙分布很不均匀
,

孔隙不仅细小
,

而且许多是半连通或不

连通的
,

这样就有一部分水体(甚至还包括一部分气体)滞留
,

不参加整体流动
。

但这部

分不动水体可以通过与可动水体的质量交换而参与溶质输运过程
。

基于这种可动 一 不

可动水体概念l9]
,

对流 一 弥散方程的一维形成可写成

{
罕

·

罕
一

备杯餐)
一

备(ec)
·掩,t)

罕
一 *(。一、

(4)

其中 氏和 0二分别为可动水体和不动水体的含水量
,

总含水量 0 = 氏+ 呱
,
。和 S 分别为

可动水体和不同水体的溶液浓度
,

几和 q 为可动水体弥散系数和达西通量
。

可动水体

和不动水体之间的物质迁移是个缓慢过程
,

这段过程可由一个小的速率常数描述
,

又为

两种水体间的质量交换系数
。

土壤溶液和固相的盐分浓度的变化是由于溶质沿剖面的迁

移和两相交换引起的化合物垂直再分配的结果
,

对非吸附性迁移物的综合模型实际上计

算结果应该是非吸附性迁移物的垂直分布
,

如果把土壤对盐分的吸附作用看作是减弱了

对流的作用
,

这种减弱程度可用一个影响系数 a 来表示
,

这样就可把考虑吸附的对流扩

散方程简化为一般的对流扩散方程

{
汉氏c)

日t

日(o汹 日 [n
_ 日。 \ 刁(a q c)

十 一
二 , -

- = - 二一 ~ . 口_ 丈龙
‘ - ; 尸- .一 - - : : -

-口t d z 、
‘’l ‘“

d z / 口z

(5 )
仄叹

_

劝
一气拼一 = 又幼一s)

口t

沦 ,t 二 0) = 伪仑)

一

呱粉件一
“

,

{
:

一、

条件件条始界初边

式中凡为通过地表的盐分通量
,

蒸发降雨时取为零
,

人渗时为 q与
,

际 即灌溉水的盐分

浓度
,

场为地下水矿化度
。

2. 2 土壤水盐运动参数的确定

对于土壤水分运动参数
,

根据现场实验得到如下关系式 :

水分特征曲线

8认)
30 7

·

28 1 x 8
5

307
.

2 8 1 + ha姗
(6)

土壤导水率

痴)= 6
.

25 x 10
一 ,

exv (一o
.

oZ 1764h )

其中土壤饱和含水量 0s = 0. 4 37
。

土壤盐分迁移的弥散系数几包括机械弥散和分子扩散
,

其表达式如下

几 = 川川+ D0

其中又为弥散度(一般情况下
,

粘土 又二 1
.

srm
,

粉砂壤土 又= 1
.

仅m )
,

残加

(7 )

(8 )

/功 为孔隙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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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度
,

D0 为分子扩散率(D0 二 0. 0 2训毕/功
,

不动水含水量 气 = 0. 以
。

2. 3 田间蒸散t
,

根系分布和根吸水率的确定

研究有植被覆盖条件下的土壤水盐运动需要考虑土壤 一 植被 一 大气的连续体(SPA C

系统)
.

土壤中水分一部分从土壤进人植物体
,

再由植物体向大气层扩散(谓之蒸腾)
,

而另一部分则直接从土壤表面扩散到大气中(谓之蒸发)
,

两者合称蒸散(亦称腾发)
。

田

间的蒸散量 E 应是蒸腾量 E, 和蒸发量 乓之和
,

即 E = 式+ 乓
。

我们采用水力蒸发器直

接测出农田蒸散量的昼夜变化
。

蒸腾量和蒸发量之间的比例 由田间试验确定 ll0l( 参见

图 5)
。

植物生长直接影响土壤水分布
,

其影响的深度与植物根系发育深度密切相关
,

影响

的幅度决定于植物生长的茂盛程度
。

对于植物根系分布一般取多项式或指数函数或双曲

线函数形式11 ’l
,

对根系的根长或表面积可取指数函数形式

乙任)= ex p (a
l一执z) 色)

其中L曰 为根系的分布函数
,

a 、
和 b ,

为与作物品种及生长期有关的系数
,

对于冬小麦 a , =

3. 30
,

b , = 3
.

60
。

根据蒸腾强度
、

吸水根的分布和土壤水分状态可以确定根的吸水率
。

根

系的吸水函数旅 ,t) 有多种表达形式11 2]
,

这里取

、 、

Et( t) L任沙(0)

一 ,l) 二

弃添奋
O

砌 一。
。

)

俘(尽一。
,

)

0簇 8 < s
w

8
、
蕊8 < 0j

0j簇0

(10)

Zr!lee、ee
l

一一

、.尹
n口

了.、

f

其中f (0 )是与土壤对根系吸水阻力有关的函数
,

氏和 0j分别为作物萎蔫和作物正常生长

所对应的土壤含水量
,

本文取 0w = 0. 08
,

0j二 0. 34
·

3 数值计算

前述混合型水分运动方程(l) 的改进型 R ca rd 迭代差分格式写成 :

十一二 hn
+ l, + I一 护

+ 一
,

m

△t

.

少
+ ,州一少 。 /

, _ 二 : _
日护

+ ,
,

m + ,

\
.

十

—
一 一二- . 式

‘

””
”

—
.十

配 虎 、 虎 /

刁尸
+ I

,

m

刁z

= 0 (11)

其中 。表示时间层
,

m 表示迭代次数
,

山)和 K 均为土壤水分运动参数
,

通过反复迭代

直到因
+ ’

,

’ + ’一 hn
+ ’

,

叫毛。
,
。 为允许误差精度( 本文取。= 0. ol rm )

。

上式利用了0
” + ’

,

’十’
对

自变量 h 在 hn
十 ’

,

m
点的 Ta yt or 展开式 :

少
· .

,

爪

一 少
·卜 , +
尊 卜一 份

· 卜 m · l一 ,
·卜

m) + 0临今

傲 }
= 少

+

” + 口
+ ’

,

, + ’

汾
+ ’

,

, + ’一护
+ ’

,

m) + O钻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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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占= Ihn
+ ’

,

’十 ’一 护
+ ’

,

叫为两次迭代的差值
。

令 分
+ ’

,

’= 护 作为迭代的初始值
,

反复迭

代
,

直到 因
+ ’

,

’+ ’一护
十’

,

叫毛。
,

少
+ ’

,

’
和少都可以通过 0 一h的关系式分别由尸

+ ’
,

’
和 hn 得

到
,

因此在每一次迭代之前是已知的
,

当在空间进行差分展开时
,

非节点处土壤导水率

的确定方法有算术平均法
、

几何平均法和 幻找为h o ff 变换法等[l31
。

本文采用最后这种形式

厂
“一

痴)
人

十

冬 = l 二 , se 一二
一

傲
Jh , 月i +

一
“i

(13)

对于盐分运移的对流扩散方程(5) 采用隐式差分格式求解
,

其形式可写成 :

8解
+ , 一 8解 刁

十

—
二 - : 尸-

凸t 口艺妙伊
,

夕兰兰
一 舰 刁Z )

刁钟
+ ’砂

+ ’
)

日z (l动

= 又份
+ ’一罗

‘’
)

计算时
,

本文取 At = 0. shr (可以在 6而n 至 lh o ur 范围内任取)
,

山 = Icln
。

4 计算结果与讨论

首先
,

本文针对田间试验进行了模拟计算
,

土层

_
O 一3 0 c m

- - 一 3 0 一 1 5 0 e 口

、

韭
_

一八代

户
、

八\

9 1 1 1 3 5 7 9 1 1 1

19 9 2 1 9 9 3

时间 (年
,

月 )

T im e 吸y e a r
.

m o u th )

图 6 计算的平均含盐量随时间的变化

ris .6 伪InP
u 加Lti o n al

~
of aVe 扭罗 阁 t co n 抚”ts at A4

计算了 19 91 一 19 93 年间非饱和土壤层

水分和盐分变化过程
,

图 6 给出了观

测点 A4 在 0一 30口n 和 0一 150 a n 土

层内平均含盐量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

可以看到 : 耕层(0 一 3(k m )的盐分变

化幅度大
,

而整个土层(0一 150口n )

变化幅度相应较小
,

而且总含盐量有

逐年缓慢减小的趋势
,

图 8 给出了土

壤含盐剖面计算值和田间观测值的比

较
。

本文还计算了灌溉量对盐分变化

过程的影响
,

图 7 给出了每次灌水量

各为 印 m lll 和 1(X) n u n 时对土壤的含

盐量变化的比较
,

从图中可 以看到 :

每次灌水都有明显压盐作用
,

而且只需灌水 印比m 就可保持土壤总积盐量不增加
,

处于

动态平衡状态
。

本文还以一维土柱人渗问题作为例子讨论了关于使用通常的差分迭代法时所出现的

质量平衡误差问题
。

分别采用 巧以rd 迭代法和改进型 巧以川迭代法进行了计算
,

计算结

果表明 : 对于大部分时间步长
,

R ea rd 迭代法都存在质量平衡误差
,

即土柱内总含水量

的增量和流人土柱的净流量不等
,

只有当时间步长相当小(△t = 0. 《XX)Zhr) 时误差才消

失
,

而这样小的时间步长对于许多实际问题是不合适的
,

而改进的巧以rd 迭代差分法就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

并且精度也比前种方法要高
。

此外
,

本文还分析了计算稳定性问题
。

对于有限元和有限差分方法常要求 PeCl et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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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
,

以满足在离散后的三对角方程中对角占优
。

而在一维溶质输运问题的计算中

要求Cb ura nt 数小于 1
,

以满足在一个时间步长内溶质对流距离不会超过一个空间步

长
。

5 结 论

本研究采用田间观测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
“

强排强灌
”

试验地在 199 1一 199 3

期间土壤水盐动态进行了监测预报研究
。

研究中查明了盐分来源
,

了解了土壤盐分状况

及主要特征
,

研究了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

结果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

1 试验地的地下水位冬春季低
,

夏秋时高
,

常年处在潜水蒸发的临界深度(Zm) 之

上
,

地下水矿化度保持在 3一 5 克 / 升
,

这表明试验地存在返盐的 自然条件
,

因此
,

必

须给以适当的农业配套技术
,

如灌溉淋盐
、

覆盖抑盐
、

增加土壤有机质等措施以预防次

生盐渍化的问题
。

2 监测和计算结果表明 : 土体积盐多少与农田蒸发量的大小有直接关系
,

一般冬春

季气温低
,

蒸发弱
,

土壤含盐低 ; 而夏秋时气温高
,

蒸发强
,

故含盐也高
。

土壤含盐量

随降雨
、

蒸发
、

灌溉等因素而变化
,

而且耕层的变化幅度相对来说较大
,

最大可达最小

含盐量的 3倍
.

但从总体上说
,

土壤盐分是处在动态平衡之中
。

3 在荒裸土地上
,

土壤积盐量上升较快
,

土壤盐分剖面变化幅度也大
,

因此要尽量

防止土地的休耕和裸露
,

特别是夏秋季节的裸露
。

4 灌溉的淋盐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

根据农作物生长季节通常每年灌水四次
。

从计算

结果看
,

每次灌水量 40 一 60 米
’

/ 亩就可以保持土壤盐分的平衡
。

综上所述
,

在目前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活动条件下
,

试验地土壤盐分能保持平衡
,

可

以避免土地重新盐渍化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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