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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大 同盆地 的盐演 土 及 其

苏打 果 积和 碱 化 周题

席 承 藩
·

趁 真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山四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大同盆地位于山西省北部
,

地带性土壤为淡栗钙土
。

这种土壤与内蒙古的集宁和呼

和浩特等地的淡栗钙土相类似
,

属于同一发生类型 ;唯只晃于大同盆地北部
。

至于盆地南

部地区如潭源一带的土壤
,

就很少具有淡栗钙土特征 ; 而和雁阴关以南的土壤性状差不

多
。

从这些土壤特性来看
,

大同盆地正好位于干草原向南部干早灌丛草原过渡的地带
。

大同盆地本身并不广阴
,

平原速同四周的低山
、

高阶地一并针算
,

也只有 6, 70 0 平方

公里
。

但土壤盐化类型却很多
。

平原中有大面积的盐化土壤
,

也有碱化土壤 ;还有成片的

苏打累积地段
。

因盐清土的类型较多
,

性态各异
,

当然改良利用途径及措施
,

也不一致
。

应

根据土壤演化规律
,

制定大同盆地盐清土的改良利用方向
。

这篇材料
,

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土壤队与水利电力部土壤稠查总队于 19 5 6 年的稠查查

料撰写而成
。
系张同亮

、

李荣春等百余位参加野外锢查及室内分析同志的集体劳动成果 ;

在查料整理过程中
,

朱宗暮同志参加了查料爵算及辐图工作
,

均应表示威%,t
。

一
、

大同盆地的盐清特征及盐演类型

(一 ) 大同盆地盐分累积的一般规律

大同盆地盐分累积过程
,

基本上仍属于地下水型的盐分累积区
。

盆地中举凡地下水

深于 3 米的地方
,

均无明显的盐分累积现象
。

盐分累积与地貌条件也有着明显的关系
。

在

山麓坡地及高阶地(二极以上的阶地 )
,

地表和地下径流条件均良好
,

地下水埋藏深度大于
5 米

,

盐分充分受到淋洗
,

土壤中可溶盐含量极低
,

以重碳酸盐为主
。

在盆地北部
,

大同市

以南
,

御河两岸的二极阶地上
,

河流下切深度一般在 5 米以下
,

目前地下水埋藏深度 2
.

弓一 3

米
,

基本上处于脱盐阶段
,

阶地上主要为淡栗钙土分布
,

但在局部封阴佳地中常有碱化土

壤及苏打累积的斑块出现
。

而在盆地南椽
,

由于受到断层影响
,

形成一明显的山前断裂潜

水露出带
,

地下水埋藏极浅(旱季时 1一 1
.

5 米
,

雨季时糟水常出露地表 )
,

此处分布着大面

积的盐化草甸潜育湿土
。

由于受到丰富的淡水补拾
,

而且具有一定的出流条件
,

因此盐分

的聚积不多
。

平原中低平地区
,

径流滞援
,

地下水通过张烈的蒸发浓精
,

盐分弦烈累积
。

由

子盐分聚积过程中分异不甚明显
,

多形成混合盐类
,

而很少单一的硫酸盐或氯化物盐土出

现
,

但在盐分粗成中
,

已可看 出重碳酸纳占优势地位 ;并在第一
、

二极阶地交接地段发况成

片的碳酸纳(苏打)累积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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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下水中的盐分果积

大同盆地四周的山麓坡地
、

高阶地以及山前断裂潜水露出带
,

径流条件良好
,

矿化度

极低
,

为 0
.

2一0. , 克/ 升
,

均属重碳酸盐型淡水
。

在河谷平原部分
,

桑千河以北
、

御河以西

地区
,

地下径流从西北流向东南
,

总的径流状况还较好
,

矿化度由 0
.

5一 1 克/升到 1
.

5一 2

克 / 升
,

地下水盐分粗成也由硫酸盐
一
重碳酸盐纳盾水过渡到重碳酸盐氯化物硫酸盐镁钠

厦水
。

而在 口泉河与御河之朋的一些局部封阴洼地
,

BlJ 为重碳酸硫酸盐氯化物续纳盾水
,

矿化度 1一3 克 /升或 3一5 克 /升
。

在桑干河以南
,

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地下水高矿化中心
。

一个在 山阴县的南盐池
、

西

李庄之简
,

矿化度高达 10 一 1 5 克 /升
,

为硫酸盐氯化物雄钠厦水
。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

能是
:
在朔县一带地下水向东流去

,

到山阴城一带时
,

地下水斡向西流
。

因而在南盐池
、

西

李庄之简地下水呈阴流状态
,

形成了一个朗流的高矿化中心
。

另一个高矿化中心在黄水

河入桑干河处的应县城官道铺
、

栗家坊
、

吴庄一带
,

矿化度 5一10 克 /升
,

仍为硫酸盐氯化

物雄纳厦水
。

这个地 区地下水本来是向黄水河或一直向北排浪的
,

近年来
。

由于桑干河

灌区的退水握常流入黄水河
,

致使河水位抬高 ; 而潭河灌区改建后
,

特别是跪子梁水康建

成后
,

灌溉用水量猛增
,

使浑河灌区地下水位普摄上升
,

阻塞了南面地下水的出路
。

这样
,

就使这一地区地下水因受到顶托而无祛排浪
。

因此
,

这个地区的张烈盐化主要是属于灌

溉次生盐化类型
。

例如寇寨
、

黄围等村过去盐化并不严重
,

而近年来次生盐化的发展极为

惊人
,

如果灌区排水条件不能迅速改善
,

本区次生盐化还将鞋按扩大和加重
。

在潭河以西
,

沿边耀山的西北麓
,

因受桑干河断层影响
,

亦形成山前洼地
,

但边耀山汇

水面积不大
,

因而山前洼地没有大量的淡水补抬以且径流滞援
,

地下水矿化度 3一5 克/ 升
,

为氛化物硫酸重碳酸盐翻质水
,

且有大量苏打累积
,

苏打含量达 5一 10 毫克当量 /升
。

(三) 土级中的盐分果积

大同盆地土壤中的盐分累积与地下水中盐分累积情况基本一致
,

在桑千河以北
、

御河

以西
,

盐分与地面坡向相一致
,

由西北向东南迁移
,

最后由桑千河排浪
。

在斜坡的上部
,

主

要累积重碳酸钠盐
, 1 米土体平均含盐量为 0. 05 一 0

.

1 , 多
。

而在斜坡下部
.

直到桑千河边
,

逐步过渡为氯化物硫酸重碳酸钠盐和重碳酸氯化物硫酸纳盐
。

但因水盐仍有一定排澳条

件
,

因此总的盐清度不高
,

含盐量 0
.

1一 0. 4 多
。

大部众属盐化干草原草甸土及部分盐化草

甸淡栗钙土
。

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盐清特点是在局部封阴洼地中
,

广泛出现明显的土墩碱

化现象
,

以及形成苏打盐土
。

因此这一地区土壤盐清度虽不高
,

但盐碱危害却很孩
。

在桑干河以南地区
,

黄水河沿钱所处地势较低
,

是本区水盐主要的排澳去路
。

但因河

床太浅
,

不能满足排水
、

排盐的要求
,

因此在黄水河两岸
,

盐化现象十分严重
。

而土壤盐化

现象与地下水情况也相一致
,

在旧山阴城以西
,

盐分从朔县一带向东迁移
,

至旧山阴城西

南停滞而形成聚盐中心
。

土壤中盐分地球化学分异现象十分明显
,

自西向东盐分为 由重

碳酸盐过渡到硫酸重碳酸盐
,

再到氯化物硫酸盐
,

最后至硫酸氛化物盐类
。

此处土壤合盐

量可高达 1 % 左右
,

是盆地盐清最重的地区
。

在桑干河灌溉发展后
,

由于没有改善本区的

地下径流排浅出路
‘ ,

因此阴流区地下水位猛烈上升
,

土壤盐清程度亦 日愈加重
。

.

在 旧山阴城以西
,

沿黄水河两岸
,

土壤盐化比较严重
,

靓明黄水河已不能起排盐作用
,

土壤含盐量在 0
.

15 一 0
.

4 %
,

属于氯化物硫酸重碳酸纳厦盐类
。

至应县城附近
,

因受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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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高地下水位的滇托
,

使盐分停滞而形成氯化物硫酸钙钠厦盐类
。

但因受撇灌影响
,

以

致地下水虽已强烈盐化而土壤表层舍盐并不很高 ;且土壤中钙含量较丰
,

大部分仍属较好

之耕地
。

但因排水不良
,

盐分仍停留在地下水和底土中
,

一旦淤灌停止
,

盐分很快就重新

上升到地表
。

近几年来
,

旗子梁水康建成后
,

潭河灌区灌溉水含泥砂量大大减低
,

原来的

洪水激灌变成清水灌溉后
,

次生盐化现象在灌区内已迅速加重
。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
决

不能把淤灌当作改良盐清土壤的根本措施
。

实际上
,

盐清土壤握过淤灌虽能暂时减帆盐

化危害
,

但却隐藏着极其严重的次生盐化威胁
。

(四) 大同盆地土城盐波类型

大同盆地的盐碱土按其发生类型来看
,

主要有草甸盐土
、

盐化干草原草 甸土
、

盐化草

甸淡栗钙土
、

盐化草甸潜育湿土及碱化土等
。

其盐分饵成的划分
,

主要以离子舍量的百分

数为划分依据
。

凡占阴离子或阳离子 50 界以上的离子
,

均考虑作为主要离子 ; 而合量在

20 %以上的离子员U作为次要离子
。

各离子排列顺序是主要离子在后
,

次要离子在前
,

而小

于 2 0多 的离子不在命名中表示出来
。

但苏打盐土主要是根据土壤中苏打含量 (碳酸纳中

碳酸根的含量)另作考虑
,

当其舍量在 0
.

1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或 3 毫克八00 克土)以上
,

土壤 pH 值达 9 以上时郎称为苏打盐土
。

如果这时土壤中主要的阴离子是重碳酸根
,

RlJ

在命名上不另表示 ;如主要离子为硫酸根
,

RlJ 称为硫酸盐苏打盐土
。

当重碳酸根含量很高
,

而碳酸根只微量出现的土壤
,

而且 p H 值也很低时
,

我俩殷想重碳酸根可能与钙相拮合
,

以

重碳酸钙方式出现
,

HlJ 不划分为苏打盐清类型
。

关于此简版
,

下节将作重点尉渝
。

据此将

盆地中的盐清土划分为 :苏打盐清土
、

硫酸盐苏打盐清土
、

重碳酸钠厦盐清土
、

氯化物重碳

酸钠质盐清土
、

硫酸重碳酸钙纳质盐清士
、

重碳酸硫酸纳质盐清土
、

氯化物硫酸盐纳厦盐

清土
、

硫酸盐氯化物钠厦盐清土等等
。

在盐清度方面
,

我们主要依据盐分对作物危害程度来进行划分
。

凡土壤中易溶性盐

开始产生明显的累积和分异现象时
,

且作物 因受盐分危害
,

缺苗在 10 拓左右的
,

郎划为袒

度盐化土壤 ;作物缺苗在 10 一30 务的称为中度盐化 ; 缺苗 30 一50 % 的为孩度盐化 ; 缺苗

50 %以上或根本不能种植的 lll] 为极弦度盐化
。

根据不同盐分危害度
,

就野外观察查料
,

再

将实盼室的土壤合盐量分析拮果进行扰舒归钠为表 l 。 从表 1 中可以看 出盐分祖成不 同

时
,

其危害程度也不一样
。

因此同一盐清度
,

因盐分粗成不同
,

其盐分舍量亦有差异
,

兹将

各类型的盐清土及分布面积的百分数列于表 1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整个盆地内重碳酸盐的累积占着显著优势地位
,

而硫酸盐与氯化

物的累积较少
,

其分布也多只限于洼地或径流极滞援的地区
。

除苏打盐化及碱化土壤将

于下节祥述外
,

现将主要盐化土壤的类型分述如下 :

1
.

硫酸盐氯化物草甸盐土及氯化物硫酸盐草甸盐土

草甸盐土主要分布在旧山阴城以西桑干河与黄水河之简的阴流低地内
,

地表有明显

盐霜或盐拮皮
,

但却不具明显的蓬松盐土或潮湿盐土的性态
。

艳大部分是荒地
,

生长盐蓬

(su ea 面
, ‘打。 Pall

.

)
、

篙属 (A rt o m 沉
a sP

.

) 等盐生植被
,

局部开垦的地方也只能种植胡麻
、

稗子
、

筱麦等耐盐性较强的作物
,

而且生长也不良好
,

缺苗甚多
。

在西部新进叮
、

辛兴铺之

简尚兄重碳酸硫酸钠钙质盐土分布
,

向东至辛兴铺
、

薛国圃之简
,

Hlj 为氯化物硫酸钙纳或

蹼钠盾盐土分布地段
,

而至西李庄
、

西盐池
、

山阴城一带B[J 为硫酸盐氯化物纳厦盐土
。

_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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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1 大同盆地各种盆漪土类型的. 分含一及分布面积(% )缺针

盐盐清土类型型 土 奥 盐 分 粗 成成 盐 分 危 害 程 度度

桩桩桩桩 度度 中 度度 弦 度度 极 瞄 度度

含含含含盐量量 面积积 含盐量量 面积积 含盐量量 面积积 含盐量量 面积积
(((((((% ))) (% ))) (% ))) (% ))) (% ))) (% ))) (% ))) (% )))

盐盐化干草原原 H CO 8 we ~
N aaa 0

.

0 4一0
.

111 5
.

斗444 0
.

0 5一 0
.

1 555 9
.

3 888 0
。

0 6一0
。

222 3
。

4 3333333

草草甸土 (包包 H C O a

一C a N aaa 0
.

0 5一0
.

222 5
.

0 888 0
.

1一0
.

444 5
.

4 777 0
.

15一0
.

斗斗 6
.

5 2222222

盐盐化草甸甸 C IH C O
a

一N aaa 0
.

0 5一0
.

1555 4
.

1 000 0
.

1一0
.

444 2
.

5 00000 1
.

6 5555555

栗栗钙土))) 5 0 ‘C IH C 0 8
一N aaa 0

.

0 5一0
.

111 4
.

2 444 q
·

2一0
·

444 2
.

6 66666666666

CCCCC ISO ‘H C 0 s

一C a N aaa 0
。

DS一0
.

222 6
.

0 55555

{{{{{{{{{{{55555 0 一H C 0 a
一C a N aaa 0

.

0 5一0
.

111 1
.

8 444444444444444

CCCCC ISO ‘
一C a N aaaaaaaaaaaaaaaaaaa

HHHHH C 0 aSO
,-- N aaaaaaaaaaaaaaaaaaa

CCCCC IH C Oas o -
一N aaaaaaaaaaaaaaaaaaa

CCCCC IH C OaS 0 4
一C a N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面面积小舒(% ))) 5 8
.

3 66666 2 6
.

7 55555 2 0
.

0 11111 1 1
.

6 0000000

盐盐化草甸潜潜 H C O .-- N aaa 0
.

0 5一0
.

1555 2
.

0 555 0
.

1一0
.

333 2
.

177777777777

育育湿土土 H C 0 s
一C a N aaa 0

。

0 5一0
.

111 1
.

0 222 0
.

1一0
.

222 1 3 55555555555

CCCCC IH C 0 a
一N aaa 0

.

0 5一0
。

111 4
.

1 444 0
.

0 5一0
.

333 2
.

44444444444

CCCCC IH CO厂M g N aaa 0
.

0 5一0
.

111 2
.

9 999999999999999

HHHHH C 0 ss o 尸C a N aaaaaaaaaaaaaaaaaaa

HHHHH C 0 aC ISO厂M g N aaaaaaaaaaaaaaaaaaa

面面积小歌(% ))) 16
。

122222 1 0
.

2 00000 5
.

9 22222222222

草草甸盐土土 H CO as O ‘
es N a C aaaaaaaaa 矛矛矛矛 0

.

3一1
.

333 1
.

2 555

CCCCC ISO 一M g N aaaaaaaaaaaaaaa 0
.

3一 1
。

000 1
。

1 000

55555 0 一C l一N aaaaaaaaaaaaaaa 0
.

1一 0
。

555 1
。

7 666

面面积小箭(% ))) 4
.

1 11111111111111111 4
.

1111

苏苏打草甸盐盐 H C氏一N aaaaaaa 0
.

0 5一0
.

222 2
.

5 666 0
.

1一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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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质地全剖面以砂壤
、

轻壤土为主
,

盐分多集中在表层 10 厘米处
,

含盐量可高达 2务以

上
,

而心土及底土则多在 0
.

2一 0
.

5多左右
。

地下水埋藏深度均在 1
.

弓一2
.

0 米
,

地下水舍盐

情况与土壤有相同趋势
。

祠0Q
电、�1

O妇J心从心心冲从小必心冲又入心又、、入入召心心冲谷冲戈X入入闰

图 l 氛化物硫酸盐钙纳盾盐土 (Q Al
n 7 1)

H丈
‘、心冲叼笋ps�、�丫盏屯冲r

L

屯劝悦弓冲N尹

70叹跳斗义脓帐浓以鼓膨姚欲欲赛眼蕊

毫克当t /1 00

深度�厘来�

卜9 0 示

图 2 硫酸盐氛化物幼盾盐土 (公 A m 5 9 )

2
.

重碳酸盐型盐化干草原草甸土

重碳酸盐型盐化干草原草甸土通常分布于有一定径流条件的援斜平原
。

在平原内具

有援斜坡度的平地上部地段
,

多分布袒度盐化重碳酸盐干草原草甸土
,

合盐量豹 在 0
.

05

一0
.

2务之尚
。

只要耕作相致
,

适时灌溉
,

一般作物均能生长
,

且减产不多 ; 但若耕作粗放
,

R[] 可能缺苗达 10 多左右
。

沿斜坡向下
,

盐分粗成逐渐蒋变为氯化物重碳酸盐和硫酸盐氮

化物重碳酸盐
。

含盐量也逐渐有所增加
,

可达 0. 斗界左右
。

此时作物生关受显著抑 制
,

且

夹有成片不能耕种的盐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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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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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魔米�

巍 婴
中度盐化重碳酸纳干草原草甸土 (À AI 3 0) 图 月 瞄度盐化硫酸盐氛化物重碳酸钠质干草原

草甸土 (公 A m 56 )

00080内L
�j

,|图

3
.

氯化物硫酸盐及氟化物重碳酸硫酸盐钠厦中度盐化淤灌干草原草甸土

在桑干河与潭河之简
,

由于相对地势较低
,

排水不良
,

翘淤灌后土壤中硫酸盐含量增

加
,

形成氯化物硫酸盐或氯化物重碳酸硫酸盐纳盾盐清土
。

由此靛明
,

淤灌虽能使土壤表

层暂时脱盐
,

但长期的无排水淤灌
,

总的趋势仍然是导致盐分的积累
,

盐化威胁十分严重
。

酬

�纂翼爵昌暴爵氦
婚充当即旧。克土

深度八厘米�

圃婴
图 5 樱度盐化重碳酸钠干草原草甸土 (。 A b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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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克当奋、0 0 壳土

度深�厘米�

图 6 中度盐化淤灌氛化物硫酸盐干草原草甸土 ( 0 A b 3 3 )

4
.

盐化草甸潜育湿土

盐化草甸潜育湿土多分布于山前断裂潜水露出带
,

在早季时( 6一 7 月 )地下水埋藏深

度豹 l一 1
.

5 米
,

而在春季溶冻期简部分地方地表有季节性积水
,

可持擅 1一 2 个月左右
。

这个地区一方面因受山地淡水的大

量补抬 ; 另一方面
,

土壤质地较粗
,

主要是砾盾砂壤土 ; 同时它所处的

地形虽属 山前洼地
,

但在艳对高度

方面比广大河谷平原仍较高
,

因此

具有一定的径流条件
。

这样一来
,

虽然地下水接近地表
,

但地下水和

土壤中聚盐孩度不大
,

地下水矿化

度不高
,

多在 。
.

2一 1 克 /升之简
,

属

重 碳酸盐 或硫酸重 碳酸盐 纳厦

水
。

. 充当. / .。。克上 酬

深 2 0

$60
度�厘米�

图 7 中度盐化硫酸盐草甸潜育湿土 ( Q A o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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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壤中握常为水所鲍和
,

潜育过程十分明显
,

剖面中有灰蓝色锈斑及黑色腐泥
,

在封阴的槽状洼地中尤为明显
。

这种土壤在春季溶冻期返盐最张
,

地表形成大片的白色盐霜
,

这可能是由于此时底层

士壤冻层尚未完全溶化
,

表层土壤水分与地下水的联系暂时仍被隔断
,

盐分不能从剖面中

向地下水斡移
,

更不能 随地下水向河谷排浪
。

而此时气温逐渐升高
,

蒸发加强
,

因而形成

表层土壤张烈积盐
。

此种土壤
,

盐分以重碳酸纳盐或钙纳盐为主 (兑表 2 )
,

当聚盐较兹时
,

特别是在局部

有积水的地方
,

多为重碳酸氯化物硫酸钙钠或蹼钠质盐
。

盐化草甸潜育湿土目前主要由于过于潮湿而不宜耕垦
,

而盐分的危害并不严重
。

因

此
,

只要排水
,

立郎就能大量增产‘ 这在山阴县禹营庄
、

应县下焉峪等处
,

均已取得显著成

效
。

但由于土壤中重碳酸盐舍量很高
,

在排水过程中
,

重碳酸盐是否会斡化为苏打也是值

得重祝的简题
。

二
、

大同盆地苏打的形成与果积

(一 ) 大同盆地苏打累积的情况

大同盆地盐清土中发现有苏打累积的面积很大
,

根据土壤图量针枯果
,

共有 , 的
, 0 0 0

亩
。

这种成片大面积苏打累积地区
,

不仅出现于淡厦地下水地段 ;也出现于矿质地下水地

段 ;还出现于高矿化地下水地段
。

从 4 18 个水样分析拮果来看
,

大同盆地的地下水
、

河水及泉水中有 38 9 个水样含有苏

打
,

占 90 另以上
。

从分布的地形关系来看
,

苏打累积区出现在山前洼地
,

河谷平原的局部洼地 ; 也出现

于河成第一极阶地
,

及第一极与第二极阶地的交接地段 ; 同样也出现在第二极高阶地的相

对低洼的地势
。

值得注意的是苏打累积地段
,

万有时在土壤底土层中会发现有粘厦坚勒的灰白色粘土

层埋藏
。

此种灰白色粘土与一般粘土性状不同
,

其成因系属于第三耙末期至第四耙初叶

浅湖相静水沉积物
,

郎地厦学家所称的泥河湾层
。

这是北方地区有名的黄土以前的沉积

地层
。

从土壤盐清度与盐分祖成来看
,

不同盐清度的盐化土壤
,

从袒度盐化到重度盐化
,

都

可发现有苏打累积
。

如表 3 所觅
,

合盐量可高达 2
.

14 %
, 2

.

06 多
, 8

.

13 多 ; 而土壤中的含

苏打量亦可高达 6. 61 毫克当量/ 1 0 0 克土
,

最高达 3 7 .4 2 毫克当量 / 10 0 克土
。

从盐分在剖面中的分布状况来看
,

以表层积盐态盐化类型为主
。

郎积盐态盐化类型
,

可兑到苏打
。

不过从表 3 中亦可看出
,

在底层盐分含量较高
,

或中层盐分含量较高的土壤

中
,

亦可兑到有苏打累积
。

此种盐清状态
,

可称为脱盐态(或季节性脱盐态)及碱化态土壤

中的苏打累积
。

土壤中有苏打累积时
, p H 值均较高

,

有时可高达 10 以上
。

对以上这些

苏打累积的复杂现象
,

应敲把地下水中与土壤中的苏打成分联系起来
。

本文尉箫大同盆地的苏打形成与累积着重于研究盐清土中 N aZ c o 3
成分的变化

。

没

有完全以 N a ZC q 与 N aH C 0 3 的总和
,

郎不以总碱度的方式来表示
。

苏联土壤文献中
,

非常

重视总碱度概念
。

因为 H c o 犷与 c匕犷可随时斡化
。

研究 c o 犷的变化
,

当然联系到 H CO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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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

不过
,

我们在研究黄河流域几大河谷平原土壤时
,

发现这样一些事实 : 尽管很多

盐清土中含有较高量的 H c O子化合物
,

而且也看 出是钠离子占优势
,

但土壤的盐清特征
,

不箫是土壤PH 值
、

盐分累积情况及盐分危害作物的幅度
,

都和一般的盐清情况 (氧化物
、

硫酸盐盐清类型)有相近似之处
。

在这种情况下
,

也没有发现有明显数量的 c盯(苏打)形

成累积
。

大同盆地也是如此
,

很多属重碳酸盐盐清类型的土壤
,

和其他地区的重碳酸盐情

况颇相类似
。

究其原因
:
可能与黄河流域各平原盐清土含有较高量的碳酸钙 (Ca C仇) 有

关
。

.

Ca c O 3 的含量可高达 10 %一 13 %
。

在这种情况下
,

钠离子虽已占优势
,

而且重碳酸

根也很高
,

不过土壤 pH 值仍保持在 7. 5一 8. 0 简
,

也不显苏打危害情况
。

因为高量的

ca c 0 3 ,

部分握游离后形成 ca (H c q )
2 ,

与 N a H c 0 3
成分在土壤中发生同离子反应

,

阻碍

N a H e o 3
褥化为 N a Ze o 3

的速度
。

C aC o 3 + e o : + H Zo

一
C a
(H e o 3

)
2

ZN aH CO 3 获 = 三悠 N aZCO 3 十 H
ZO 十 C姚

N a Ze O 3 + e a

(H e o 3
)
:

一
ZN aH e o 3

+ C ae o 3
丰

根据这样的理由
,

我们在衬渝苏打的形成与累积时
,

也考虑了重碳酸纳在土壤中的累

积与蒋化
,

郎 Na H C O 3 随时有斡变为 Na
ZCO 3 的可能性

。

但没有把二者加起来
,

以总碱度

的方式来表示
。

假如这样作
,

会把少量的碳酸纳成分与大量的重碳酸钠成分混在一起后
,

看不出苏打变化的规律性了
。

因此
,

我俩欲为土壤中的 N a
刃0 3 与 N aH CO :

二者有一定的

联系
,

而仍有分别
。

在本文中所着重尉希的苏打累积
,

主要以 N aZ C o 3
成分在土壤及地下

水中的变化情况为主
。

(二) 大同盆地苏打形成的原因

盐清土中苏打的形成与累积
,

及其为害情况
,

早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

如 Na
ZCO 3

可

溶解土壤中的有机厦 ;形成
“
黑碱f

, 、“焉尿碱 f
, ,

可使土粒分散
,

土壤性质变坏
。

更重要

的是土壤中含有少量的 N 勺c O 3 ,

郎可严重为害作物生长
。

苏打成分在土壤中累积后
,

在

野外鉴别起来
,

也较容易
,

以酚酞裁之立现杠色
。

但是对土壤中的苏打形成的原因
,

关时

期来都没有+ 分满意的拮渝
。

早期的土壤学家 (谕
n ae si: 1 5 5 5 ,

r e八p o 益u 1 9 1 2
,

K 山ey [’l

1 9 2 3
,

D e , s ig m o n d 1 9 3 2 ) 都主张化学交换靓 :

. 、
N a .

。 。 ~ _ 、 ,
。~

, , \ 。

工夕N a 一 以‘叻一朋
2 七姚 宁 工夕姗

也有主张中性纳盐与 ca C O 3
作用的 (H 如ar d )

,

C aC O 3
十 ZN a C I二

二二
, C a SO 。十 N a ZCq

但以大同盆地盐清土来看
,

似不能引用上述两种 瓮法
。

事实上苏打先在地下水中累

积
,

然后再在土壤中累积
。

土壤的发生序列也是先是苏打盐清阶段
,

再达碱化阶段 (代换

钠阶段)
。

因此
,

代换靓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

至于中性盐交换之靓
,

更不明确
。 _

大同盆地

有较大面积氯化物盐清区
,

土壤中亦含高量 ca C仇
,

而未兑苏打形成
。

至于歌到著名的生物还原靓[1, 月

N 。多。, + Ze 竺些塑进尽哑多 + Ze o :

N a声 + C O Z + H ZO

一
H 多 + N a刃O 、

这种反应只有在多水的嫌气沼泽中
,

而且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也很高时
,

才可发生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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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盆地很多苏打累积区
,

并不具有这样条件
。

我们欲为大同盆地苏打累积的原 因
,

基本

上仍属于地下水型为主的累积方式
。

苏打起源于地下水中舍有苏打
,

袒蒸发累积后
,

使土

壤中有苏打的累积
。

上面已握敲到
,

大同盆地地下水中普遍含有苏打
。

从表 3 及图 8 可以看出苏打累积

于较淡盾的地下水中
。

从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舍量曲核关系来看
, 3一5 克 /升的地下水

中
,

苏打含量最高
。

重碳酸盐类也与苏打成相关曲修
,

同时均达高攀
。

在 , 克/ 升以后
,

两

种盐类均急剧下降
,

而保持较不变的常数值
。

I0D0

·

尹尹

尹 尹

, ‘产 , 沪 ,
s。矛

尹产
‘

乡z

产
.

, 矛

9080
离子含量

一
/

,

607050

�毫克当量/升�

一
.

一
·

一一
·

一一一叮/.’: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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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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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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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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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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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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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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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O 百翻 12 13 片

图 8 大同盆地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曲换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

可以首先引用柯夫达的苏打的淡水形成靓作解释
,

他根据大量

地下水的分析拮果
,

糟制离子关系 曲核
,

发现淡水中有硅酸纳的累积
。

而当浓度增高后
,

硅酸急蹂减少而苏打累积
。

N a邓10 3
+ C O : 十 HZ O

一 Na
ZC O 3 + 5 102 十 HZ O

N a Z s io 3
+ C a (H e O 3

) :

一
e a s io 3 + Z N a H e O 3

矿化度最小属硅酸盐水
,

且具弱碱性反应
。

大同盆地也符合这种情况
,

从离子关系曲

技及土壤与地下水的关系来看
,

很多含苏打的地下水
,

集中在 i 克/ 升以下淡水中侧点很

密集
。

但具体到大同盆地苏打出现的情况
,

也有不能全用淡水形成靓概括之处
。

大同盆地

土壤及地下水中苏打成分如此广泛的出昵
,

不仅限于淡水中而已
。

淡水中如此
,

较高矿化

的水中亦可觅到
。

地下水中普遍含有苏打
,

土壤中苏打累积地区也很广朋
。

我俏初步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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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既存有与淡水靓相符之处
,

也有相异之处
。

得找出更符合的原因来加以税明
。

从野外工作开始郎已注意到围揍大同盆地四周有被大面积火成岩及变质岩 的存 在
,

如片麻岩
、

玄武岩
、

橄攫岩等
,

含盐基成分均较高
,

根据我们采集片麻岩的分析拮果
,

列如

表 4o

农 4 山西大同盆地片肺岩的全 , 分析枯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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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学明 分析

从表 4 分析拮果可以明显看出
,
N a
刃+ 凡0 高达 10

.

4 5 % ;仅 Na zo 一项已达 7. 06 %
,

这样高钠盾含量的矿物可能属钠长石类 (习bit e)
。

在风化与溶触过程中
,

大量的 N 。
厦成

分以 N a AI Sis o 。
存在均风化为 N a

zsi O 3
方式移动

。

这时在淡厦的地下水中
,

合有较通常情

况下为高量的 N a

劲0 3 ,

郎地下水中一开始郎含有高量的硅酸钠
。

在地下水徐援流动及矿

农 s 地下水 . 化度与苏打鑫. 的关系 化度逐渐增高的过程中
,

特别通过含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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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碳酸钙的黄土土层时
,

更有很大的可能

形成较高量的苏打
。

因此在地下水初期运

行与浓精过程中
,

如在 3一 5 克 /升的地下

水中
,

苏打含量郎以直拔上升
,

累积甚多
。

这种情况
,

可以看作是地下水在由淡趋浓

的过程中
,

苏打舍量亦相应累积
。

从表 5 中数字可以看出
,

小于 1 克 /升

矿化度的地下水中
,

有较高量的苏打含量

出现
,

如 1 .6
, L S 毫克当量/ 升

,

这和附近

火山岩高硅酸钠直接供应有关
。

这些基岩中的硅酸钠盐值接流入多孔性
、

富含碳酸盐的

土层时
,

迅速褥化形成 N a ZCO 3o

大同盆地土壤
,

地下水中高苏打合量形成的另一原因
,

可能与其下灰白色粘土层有联

系
。

当比较土埃盐清图与成土母厦图时
,

发现只要苏打累积地区
,

其附近均可兑此种灰白

色粘土层埋藏
。

因此
,

可以投想此种色译灰白
,

又很坚靶的粘土是早期的地盾形成物
。

上

述大同盆地舍纳量较高的基岩
,

作为形成苏打的条件的器
,

艳不是近代开始的
,

而在较早

期郎已有形成
,

而累积于此种粘盾湖相形成的地层中
,

并握承压水作用
,

将其底土层中早

期形成的苏打向表土层移动
。

据了解内蒙古后套的苏打形成
,

亦有类似情况
,

郎与底层舍

盐沉积层有着直接关联
。

我俩献为这两个原 因
,

可以看作是大同盆地土壤及地下水中苏打形成与累积的直接

原因
。

从图 8 地下水矿化度与离子含量关系曲核
,

可以明显看出当矿化度大于 5 克/ 升后
,

地下水中 H C O矛与 C盯 均急剧下降
,

而保持一定常数值
。

从大量不同矿化度地下水含苏

打的情况
,

可以归钠如表 6 的变化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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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补查料可以看出
: 1 克/ 升以下

,

各不同地区的地下水中含量比较一致
,

而且测点

很多
。

在 2 克/升以上
,

逐渐发现有些地下水中苏打含量略有增高
,

而所增加的幅度并不

很大
。

但有些地下水苏打含量上升却很明

显
,

地下水矿化度达 3一, 克 /升时
,

苏打累

积最高
。

值得甜明的情况是 : 当地下水浓

度达于 5 克 /升以上时
,

苏打合量又急剧下

降
。

这种差异情况的发生
,

与苏打的裤化

有直接关系
。

我们款为大同盆地的苏打形

成
,

有两种情况 :一为钝属淡水中所含有的

硅酸纳
,

在地下水浓精的过程褥化为苏打
,

郎完全符合于柯夫达的淡水形成类型
。

这

样的拮果
,

不显苏打浓缩的情况
,

其舍量比

表 6 不同砚化度时地下水中苏打含, 的变化

地下水矿化度
(克/升)

Co 矿(毫克当量/升)变化范围

0
.

1一0
.

5

0
.

5一 l

1一2

2一3

3一5

5一1 8

0
.

1一1

0
.

1一2

0
.

1一 5

3
.

5一 1 0

斗一 1 4

0
.

1一 l

0
.

1一2

0
.

5一 1
.

5

0
.

5一2
.

5

0
.

1一2
.

5

0
.

1一 4

较稳定
。

另一种是直接受到基岩或沉积物中所含的硅酸纳影响
,

能比较大量地搏化为苏

打成分
,

地下水初步浓精过程中
,

得到相应的累积
,

苏打浓度较大
。

、

这两种苏打舍量的差异
,

正靓明其成因的差异
。

但这种浓精与累积
,

不能无限地浓缩

下去
。

一旦地下水矿化度增高到一定程度后
,

首先地下水离子关系发生演化
。
由图 8 的离

子关系曲钱可以看出
,

当矿化度高达 , 克 /升时
,

可以明显地看出 Co 孑与 H C O子均先后急

剧下降
,

而在以后的浓度中保持常数
。

与此同时也看 出 cl 一超过 5 0 犷急剧上升
。

我佣凯

为这种现象是相互关联的
。

当 Cl 一 的含量较 5 0 孑的舍量相对增高后
,

原来与 5 0 犷拮合的

难溶性钙盐
、

镁盐
,

褥化为氯的钙镁盐类
,

增高了这些化合物的溶解度
。

导致 地下水 中

H C盯 与 C盯离子与 Ca
、

吨 拮合而 自溶液中淀积
,

使 N aZ C 0 3

与 N aH CO 3

由溶液 中 析

出
。

这种沉淀过程是 c o 犷与 H c o矛急剧下降的主因
。

另一个原因也有发生的可能
,

郎当地下水浓度较淡时
,

土壤积盐情况较轻
。

一旦地下

水浓度加大后
,

随毛袖管上升的盐类累积于地表的也校多
。

N aZ c 0 3
等成分积累地表后

,

在雨季时盐分受到淋洗而发生季节性脱盐
。

在脱盐时各不同盐分祖分被淋洗渗入地下水

中的数量不会一致
,

其中以氯化物淋入最快最多
,

硫酸盐次之
,

而以碳酸钠成分亲水性较

弦
,

与土粒枯合较紧
,

下渗最少
。

这样长时期碳酸纳成分上升多
,

而下渗少的枯果
,

地表苏

打量增高
,

郎固态量增高 ;在高矿化度水中碳酸钠相应减少
。

在这样沉淀与迁移相桔合的情况下
,

打破了原来的浓精过程
,

而在高浓度的地下水发

现苏打与小苏打成分的减少
,

并保持一定的常数值
,

靓明这种变化过程尚保持一定的化学

平衡关系
。

粽合上面所述的情况
,

大同盆地盐清士中苏打成分的累积
,

仍属地下水型的累积方

式
。

苏打起源于四周火山岩中普遍含有硅酸钠盐
。

在淡水的条件下礴化为苏打成分
。

这

种苏打的形成
,

亦可能与早期第三耙末期浅湖相沉积物有关联
,

致使地下水中普逼舍有苏

打
。

在千草原气候条件下运斡过程中
,

使土壤中大量出现苏打成分
。

苏打盐化 面 积达

5 6 ,
,

0 0 0 亩
,

占大同盆地盐清土面积 3
,

5 1 0
,

0 0 0 亩的 i , 拓弱
。

(三) 大同盆地的苏打盐演类型

苏打盐土及苏打盐化土
:
苏打盐土的地表常有一层禹尿色盐拮皮

,

并有白色盐霜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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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酞显深杠色
,

艳大部分是荒地
,

生长矮小杠色盐吸 (
sue ad

a “

耐
。

价 )
。

苏打盐土中通常在表层有弦烈的盐分累积
,

且有大量苏打
,

在底土中AlJ 很少含有苏打

成分
。

但剖面中往往于不同深度 (”一10 0 厘米) 出现灰白色紧实粘土层
,

厚度豹 10 一40

厘米
,

属第三耙末
、

第四耙初湖积物
。

此种情况多分布于阶地以下
,

向河谷平原的过渡地

带
,

苏打盐土的盐分粗成仍以重碳酸盐为主 ; 而在河谷平原孩烈聚盐地带
,

4lJ 为硫酸盐或

氛化物硫酸盐苏打草甸盐土
。

毫克当t / 1的 克土

·

翎6O澡度�厘来�

图 9 苏打草甸盐土 (公 Al l3 )

毫克当t /I 的克土

深度�厘米)

图 10 氛化物硫酸盐苏打草甸盐土 (À A m 3勺

基克当 t /l 00 克土

深度�厘米�

图 11 弦度盐化苏打厦草甸潜育湿土 ( 0 A k 3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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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打盐化干草原草甸土与苏打盐土的区别
,

主要在剖面中盐分累积较少 ;而且只在极

表层出现苏打
,

苏打含量也比苏打盐土为低
,

目前大部分仍可耕种
,

但作物生长已明显地

受到弦烈抑制
,

产量很低
。

苏打盐化干草原草甸土多分布于阶地向河谷平原的过渡地带
,

可溶盐也以重碳酸盐为主
。

在朔县南部盐化草甸潜育湿土中也有苏打出现
,

但只在最表层晃有苏打
,

而且 pH 亦

较高(表 7 )
。

表 7 苏打盐化千草原草甸土

仁翌些鳖塑竺竺坚兰一}竺卿翼堕兰影王竺皇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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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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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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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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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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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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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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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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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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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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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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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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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同盆地的土族碱化及其类型

大同盆地的土壤碱化情况
,
田简不易立郎察出

。

因土壤大部均耕种已久
。

碱化地段所

发生的缺苗
、

断墉现象
,

野外观察时和盐分危害并没有多大差别
。

至于其他碱化特征尚不

够明显
,

既没有明显的柱状桔构 ;也没有明显的粘糊状及气孔
,

致使野外工作期简
,

均列入
“孩盐化

, ,

或
“
盐土

”
类型

。

等到分析拮果出来后
,

发现这种严重为害作物生长的
“
盐化

, ,

特

征
,

含盐量并不高
。

如剖面 A g 50 ( 图 1 3 ) 表层含盐量仅 0
.

14 务
,

其他类似情况很多
,

合盐

量均在 0
.

1一0
.

2 多简
。

这样的合盐量不足以为害作物生长到缺苗
、

断墩
,

甚至成片荒废
。

资充当命‘0 0 充上

度�厘米)

图 1 2 碱化土 (À A i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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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化土多分布于桑干河以北及桑干河阶地上的低洼地区
。

有作碱化斑块夹杂于淡栗

钙土中祖成复域
。

有些碱化斑块已扩大到相联成片
,

作较大面积存在
。

由土壤图针算
,

此

种碱化斑块及碱化土地段已达 2 4 4 ,0 00 亩
,

占总盐清土面积的 6. 4 拓
。

此种土壤在剖面中含盐量均不很高
,

已有明显的脱盐趋势
。 p H 值均在 9 以上

。 .

土壤

厦地均较砂厦
,

以砂壤土及袒壤土为主
。

呈高度分散状态
,

地表坚实板桔
,

透水性很差
。

此

. 充当布ro 。竞土

深 加

度 ‘o

06

�厘米�

阴阳离子图例同前图

图 13 张度盐化干草原草甸土中的碱斑 ( Q 人 9 5 0)

种土壤只有表层 10 厘米左右

有明显的脱盐现象( 图 1 3 )
。

心

土较紧实
,

其盐分祖成以重碳

酸钠为主
,

在心土或底土有少

量苏打出现
,

从图 12 的分析拮

果可以看出苏 打成分比较 明

显
。

在桑干河以南的草甸土及

淤灌地区
,

均仍可兑碱化土斑

块
。

在其剖面的一定深处
,

亦

可发现苏 打舍量
,

如 图 13 及

表 8 0

我 8 淤浪盐化千草原草甸土中的碱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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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盆地拿众长期以来均采取淤灌改良盐碱土
,

如桑干河北岸曹四庄
、

掉家坊一带
。

关于淤灌的利弊阴履
,

我俩还想萧及
。

由于淤灌拮果
,

使表层土壤握常发生淤积 ; 将原来

的碱土化表层埋藏在一定深度以下
,

如图 14 及表 9 所列可以明显看出 : ( l) 表层土壤 p H

值较底层显著降低 ; ( 2 )心土及底土层中仍具有碱化特征
。

这种剖面拮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属于脱碱化类型
。

而这种特殊的脱碱化是新成土物

厦的复盖所致
。

因此
,

可称为淤灌脱碱化类型
。

最后还有一种盐清土值得一提
,

其土壤盐分合量较高
,

接近盐土特征
。

而其性状又颇

似碱化土壤特征
。

表现在 p H 值很 高
,

接近 10
,

在其离子祖成中
,

镁离子合量特BlJ 高
,

如表

10 所列
,

镁离子舍量在 10
.

64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这种盐清类型
,

镁离子在阳离子祖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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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当即10 0 充上

深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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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离子图例同前图

图 14 淤灌脱盐化干草原草甸土 (À A 1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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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占重要位置
,

可能属于镁碱化类型
。

关于镁的危害阴愚
,

其他地区亦同样有这种怀疑
,

但尚缺少必要的征明
。

四
、

大同盆地盐清土的演化序列

从上面的尉箫
,

大同盆地盐碱土类型针有
:

(l) 以氯化物硫酸盐或硫酸盐氛化物为主的盐清类型 ;

(2 ) 以重谈酸盐为主的盐清类型 ;

(3 ) 有明显苏打累积的盐清类型 ;

(4 ) 有碱土化的盐清类型
。

这几种盐清土的相互褥化
,

既是土壤发生简题
,

也值接联系土壤改良方向及措施
。

这

是土壤形成理渝与土壤改良密切拮合的 简短
。

前面巳握款过
,

原属非盐清类型
,

一旦地下水流动滞援
,

水位增高
,

蒸发浓缩
,

矿化度

增高后郎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盐化土壤
。

这一点和其他地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

所不同者
,

是地下水中普通含有苏打成分
。

在地下水移动浓精的过程中
,

在一定浓度以下(5
.

克/ 升)
,

地下水中苏打成分也相应浓缩累积
。

因此
,

在大同盆地中
,

氯化物硫酸盐及硫酸盐氛化物

盐清类型
,

多兑于下湿地区的四周
,

及平原中地下水对成土过程活跃的阶段
。

大同盆地平

原范围较狭小
,

尚未发现这几种溶性盐类分异明显的情况
。

虽然
,

在个别地段也出现硫酸

盐为主的盐分果积情况 (图 7 ) ; 但尚难断定这两种盐类有多大分异
。

以混合盐类为主的

盐分累积情况
,

可看作是盐清土发展的初期阶段
,

可称为混合盐类盐清阶段
。

在盐分累积过程中逐惭可出现以重碳酸纳为主的盐清类型(图 5 )
。

郎混合盐类盐清

类型中
,

兑到有明显数量的重碳酸盐累积
。

这种重碳酸盐类
,

从平衡阴阳离子关系
,

我们

初步款为属于两种情况
:
郎以 c a

(H c o 3

)
: 与 Na H c 0 3

两种化合物形式共同存在
。

这时在

土壤中亦可发现少量苏打的累积
。

土壤中有明显数量累积的苏打盐清土
,

其中 c o 犷及 H c呀 均已显著增高
,

但土壤全

盐舍量仍很高(图 9 )
,

可高达 1
.

59 % ;仍以混合盐类为主
。

但从离子关系来分析
,

其中 Cl -

与 S饵 均已相对械少 ;而 C O犷与 H c听 相应增高
。

其盐类祖成虽仍属混合盐类
,

而其中

苏打与重碳酸祖分已有增加
,

从这种演化趋势
,

可以看出是盐类祖分的逐渐分异
。

关于这

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

我俩仍愿以 C o 犷(苏打) 亲水性较弦来解释
:
苏打成分一旦在土壤中

累积后
,

其季节性下淋速度 (回到地下水中的数量)远较 cl 一 与 5 0 不为援慢
。

这样上升积累

趋势明显
,

是土壤表层淋溶援慢的桔果
,

使苏打成分逐渐在表土中累积起来
。

在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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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一种盐分分异方式
,

这样就进入盐分累积的第二阶段
,

可称为苏打累积阶段
。

从分析土壤图与盐分祖成桔果也可看出第一与第二盐清阶段有很多过渡情况
,

比如

略较高起地段的苏打累积区
,

地下水中并不合有高量苏打
。

在略低洼处
,

地下水中合有较

高苏打
,

而土壤仍作混合盐清
,

含有少量苏打
,

更可敲明其演化的逐惭过渡
。

郎低洼地区

属盐分累积初期阶段 ;而略高地段属苏打盐清阶段
。

苏打盐化及苏打盐土形成后
,

一旦条件改变
,

比如盆地北部的淡栗钙土区
,

地盘高起
,

河流下切较深 (4一 5 米)
,

地下水位显著下降
。

盐分下渗率大大增加
,

土壤脱盐情况明显
。

如剖面 Ai 19 (图 12 ) 郎此例征
,

土体中盐分赊量已因脱盐而迅速下降 ;但正因上面所述苏

打成分的亲水特性
,

其脱去的速率远较其他离子更为援慢
,

致使 N aZ c 0 3

成分斡化 ;碳酸盐

分解后
,

钠离子进入土壤代换复合体中
,

发生碱化特征
,

而进入第三阶段
,

由苏打盐化斡为

碱化阶段
。

从很多分析桔果都可看出
,

这些碱化土壤中在土层的一定深度里
,

仍含有一定数量的

苏打成分
,

我俏款为就是变化的迹象
,

郎一部分表层苏打斡化进入代换性复合体中
,

一部

分仍婆存于一定深度的土层中
。

另外
,

在一些盐分累积地段
,

同样可以看到盐化草甸土

中
,

一旦土壤脱盐后
,

在苏打成分斡化的过程中
,

兄到向碱化土发展的例子
。

从这些现象萧断
,

目前大同盆地存在着两种盐清类型 :一种为草甸潜育湿土棘化而来

的盐清土
,

郎单钝地下水位增高
,

而导致土壤盐化
,

或因淤灌及发展灌区导致地下水涌阻

而形成的次生盐化类型
。

一般来靓
,

土壤中不合明显苏打成分
,

有必要采取排水措施
,

降

低地下水位
,

但仍须重视合苏打厦的地下水在排盐过程中的演化情况
。

另一种情况是土壤及地下水中有明显苏打累积的苏打盐土及苏打盐化土壤
,

就值得

提高替惕
,

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前
,

单钝采取排水措施
,

很有可能由于土壤脱盐而导致土

壤碱化
。

这是考虑大同盆地盐清土改良措施时
,

不能不注意的简题
。

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

使我们对拟定大同盆地改良措施
,

不能不作慎重的考

虑
。

如只张稠排水而忽视与其他措施相桔合
,

非但不能达到盐清土改良的 目的
,

甚至可

将部分土壤性质更行变劣
,

增加了改良上的困难
。

这是在分析研究大同盆地土壤发生特

征后
,

拟提出的阴题
。

至于已有明显碱化象征的土壤
,

更非单钝排水可能奏效
。

五
、

大同盆地盐清土改夏的途径

大同盆地是晋北的主要农业地区
,

大同地区农业生产的增进
,

对晋北社会主义建殷将

发生很大的影响
。

而大同盆地中盐清土面积十分广阴
,

占平原总面积的 先务(表 1 1 )
。

从

这个补算数字已可看出大同盆地盐清土改良任

务的互大
。

大同盆地的平原及山丘土壤
,

就农业生产

来靓
,

最突出的是千旱 ; 但解决干旱简题的同

时
,

就遇到土壤盐化或加重土壤盐化的情况
。

山

区植物早就遭到破坏
,

被复度甚低
,

一旦进入雨

农 n 大同盆地平原部分土级资源毓针

非盐化平原土奥面积

盐清土面积

沙丘面积

住1
.

4 %

5 6
.

4%

2
.

2%

10 0%

季
,

大量泥沙随水下移
,

流入平原中
,

淤塞河道
,

改变局部地势
,

形成很多下湿地
,

抬高了附

近地区的地下水位
。

盐化土壤面积逐渐有所发展
。

河道淤塞
、

下湿地的发展以及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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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
,

使盆地中盐清土面积达如此高的数字
。

当然这里也牵涉到山区阴题
。

本文拟只敲

平原中盐清土的改良方向与措施匕

我们款为大同盆地盐清土的根本改良
,

有待因地制宜地拟定一套完整的瓮划
,

在枕一

规划下
,

有补划有步碟地分期完成
。

至于一些尚未肯定的改良措施
,

应及早进行献翰
,

逐

步推广
。

在目前情况下
,

应采取治标与治本相粘合的方针 : 先总拮摹众行之有效的措施
,

立郎采用
,

而把这些治标措施
,

更有机地与治本措施拮合起来
。

郎在潭众握验与现已行之

有效的措施的基础上
,

逐年发展到根本措施的实施
。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

只作重点尉渝
。

(一) 以淤灌为主的, 众改耳盐土粗雌

淤灌是晋北拿众喜用的土壤改良措施
,

此法沿用已久
,

郎将山洪引入农 田
,

激灌改良土

壤 ;尤其喜欢深淤
、

鲍淤
。

攀众献为泥沙量愈大愈好 ; 淤得愈厚愈好
。

根据应县北禹庄的

筋简精果
,

从 1 9 14 年起
,

已撇积厚达 60 一 1 00 厘米
,

这样免去了盐化危害
,

保征全苗
。

但

在一般情况下
,

激灌后有效期甚短
,

通常只有当年有效
,

至多二年
,

第三年郎因严重返盐不

能种植
。

只有年年淤灌才可奏效
。

淤灌后的土壤
,

可将原来重盐化及碱化土壤表层淤淀一层新沉积物后
,

从事耕种
。

从

上述查料也可看 出 :碱化层埋藏后
,

形成特殊类型的脱碱化土壤
。

因此
,

淤灌起着压盐
、

改良土厦
、

扩大耕地面积
、

满足作物需水量
、

防业洪水成炎等效

果 ;但淤灌只能看作是治标措施
, ‘

不能看作是根本改良的措施 (表 1 2 )
。

撇灌有以下几个

后果值得重祝
。

戮 1z 淤滋盐破化千草原草甸土

深 度
(厘来)

C a C O s

(% )

干残造
(%)

阴离子 (毫克当量/ 10 0 克土)

H C O 石

,‘,jQr�狱�QU
. .1

4
, .�、少RU臼Jn��了口0lj,‘n�月,声人U尹OR巴J勺jtJ

......

⋯⋯
n八UIA11‘.二,上11. 1n

1.1,石,且0一15

15一3 1

3 lee 3 7

3 7一伟0

4 0一5 6

5 6一 7斗

7月一9 5

9 5一 10 1

I D I一1 1 6

1 16一12 9

12 9一 1 59

地 ,F 水( 1 6 4 )

8
.

4 0

8
.

3 5

9
。

0 0

9
。

3 7

9
.

7 6

9
.

2 0

9
.

6 2

9
.

8 9

9
.

8 0

9
.

7 5

9
.

5 1

9
.

6斗

9
.

6 8

9
.

5 5

8
.

1 1

8
.

9 9

9
。

8 0

8
.

0

6
.

5 夕

7
.

9 8

5
.

5 1

7
.

7 4

0
,

4 5

0
.

才斗

0
.

50

0
.

42

0
.

3 1

0
.

3 3

0
.

2 8

0
.

1 6

0
.

20

0
.

1 9

0
.

1 7

0
.

3 0

CCC a咔十十 M g 什什

222
。

0 888 0
。

6 888

111
.

0 111 O
。

4 888

000
.

8 555 0
。

0 999

000
.

2 999 0
.

1 999

000
.

6 555 0
。

1 333

000
.

2 222 0
.

1 222

000
.

2 555 0
。

1 333

000
.

1 777 0
.

1 222

000
.

1 999 0
。

0 888

000
.

2 222 0
.

1 000

000
.

1 111 0
.

0 888

000
.

1 222 0
。

5 777

1 9 5 6 年 7 月伍振武
、

刘作敌采 自应县西辉棍 5 65
O

E I
,
7 0 0 米 ( A m 3 3 )

用水量过大
,

抬 高了地下水位
,

下渗及侧渗拮果
,

使附近地区遭到盐化
。

淤灌后局部

地面抬高
,

相应地使邻近地区盐化加重
。

因此在淤灌压盐的同时
,
实际上是赶盐

。

郎将盐

分赶向四周略较低洼的地区
。

而且淤灌对渠道建筑物不利
,

泥沙淤淀
,

影响渠道建筑物
。

总之
,

淤灌在一定的时期
、

一定的地形下
,

仍可采用
。

如可在山麓坡地区
,

局部排水条

件较好
,

地下水较深
,

其淤灌效果比较良好
。

其次
,

土壤厦地砂厦
。

内排水良好的地区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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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
。

在攀众改良盐清土的握瞬中
,

除淤灌外
,

耕作保墒
,

采取多耕多耙
,

雨后灌水后多耕多

黝
,

也是防业盐分聚积的有效措施
。

此外
,

尚有垫砂
、

垫客土
、

刮盐皮等法
,

也起到一定的

保苗效果
。

(二 ) 大同盆地的排水改耳盐演土周魔

排除高矿化地下水是改良盐清土的根本有效措施
。

从大同盆地来看
,

高矿化地下水

地段与土壤重盐清地段相吻合
。

有些盐分累积是有必要采取排水措施
。

关于临界深度简题
,

从图 15 矿化度与埋藏深度的关系 曲核来看
,

初步看 出临界深度

在 3 米左右
。

⋯ ,.. ,.

.
’

:2

深度�来�

6 7 8 9 10 1 1 ! 2 1 3 1 4

矿化度 (克/升 )

图 巧 大同盆地地下水埋藏深度与矿化度关系曲校

但从本区盐清土的演化情况来看
,

大同盆地不宜普遍排水
。

有些地区
,

一旦采用全面

排水生效后
,

在土壤脱盐明显时期
,

很有可能使一部分土壤由脱盐而发生碱化
,

更加降低

了土壤肥力
,

增加了土壤改良的困难
。

因此大同盆地的土壤改良简题
,

不应全面殷施排水

沟网
,

而是因地制宜分区治理 :

1
.

应排水的地段

( l) 沿山坡麓
,

地下水露出带
,

郎潜育湿土地段
,

应垂直坡向挖筑截水排水沟
,

再顺坡

向挖排水沟
,

作丁字形排列
,

可以将沿山坡而下的洪水
、

侧渗水
,

沿截水沟导入平原中下游

地段
。

这种水分均为谈水
,

仍可用为灌溉
。

并可使注入洼地中的水量喊少
,

有利于潜育湿

士的改良利用
。

( 2 ) 下湿地及下湿地边椽的盐清地区
,

应普殷排水沟
。

下湿地所分布的土壤多为潜

育湿土及不同盐化的土壤
。

由于地下水位较高
,

均有不同程度的返盐情况
,

而且下湿地尚

影响附近地区遭到盐化
。

这些地区应鼓选最低洼地段普瘟开挖排水沟道
。

在段爵排水沟

道时
,

偷可考虑应用以前的废旧渠道
,

加深或疏浚
,

可以少占农地而起排水降低地下水位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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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暂不宜排水的地段

(l) 御河阶地区
,

河道卞切已较深
,

起一定的排水作用
,

只有在阶地上局部洼地有积

水现象
,

应另行毅法排除积水
。

(2 ) 苏打盐化土壤地段
,

目前地下水位虽较高
,

但在未握祥栩截点前
,

暂时不宜毅针

排水系就
。

郎使采用排水系挑
,

也必需与其他措施拮合起来
。

(三) 苏打盐渡土及碱化土的改耳方向

苏打盐清土及碱化土的改良
,

拿众所采用的淤灌法
,

对利用此种土壤起了一定积极作

用 ;但尚未达到根本改良
。

初步考虑到这些土壤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措施
。

1
.

生物排水
—

沿渠道
、

河道一带广植树木
,

特BlJ 是较低洼一些的阶地上及沿坡麓一

带
,

可以有规划地广植树木
,

加大叶面蒸发
,

减少田简渗漏
,

降低地下水位
。

此种方法在一

般盐化及下湿地段
,

都可采用
,

而且在苏打盐清及碱化地段也可贰用
。

此种措施据稠查在

杭战以前
,

草众曾广泛应用
,

也很有效
,

只 因被敌人砍伐
,

破坏较大
,

应郎有舒划的回复发

展
。

2
.

种植首蓓等深根作物—
有一些盐化袒微的地段

,

可以多采取种植首蓓
,

减少地面

盐分累积
,

可逐步采用首藉一作物翰栽的措施
。

3
.

有舒划的淤灌及合理灌溉—
淤灌及大水漫灌的压盐法

,

有一定成效
,

也存在一些

简题
。

应敲樱过就验及观划
,

有舒划的进行灌溉及淤灌
,

作到既不提高地下水位
,

又可满

足作物所需的水量
。

尚可有一定程度的脱盐
。

4
.

粽合农业耕作措施
—

其中包括耐盐碱弦的作物品种选育
,

作物耐盐碱性盾的培
育

,

当地已习用的耐盐作物
,

如筱麦
、

胡麻
、

稗子
、

向 日葵等
,

以及适时耕作
、

施肥等
,

应拮合

其他措施一并采用
。

5
.

化学改良的拭用—
苏打盐清土

,

特别是碱化地段
,

化学改良仍可积极推行
。

初步

献为有以下几种途径
:

黑矾的应用应引起重视
—

大同盆地拿众有施用黑矾改良此种土壤的良好握验
。

用

量很少
,

每亩只施数斤
,

而改良效果明显
。

黑矾改良碱土的效果
,

初步欲为起拮构剂的作

用
,

有促进有机成分与土粒拮合的效果
。

原因虽尚不够了解
,

但效果明显
,

值得重视
。

土壤中钙离子利用的促进—
大同盆地中富合钙离子

,

碳酸钙合量亦丰富
,

如何靛法

利用土壤中钙离子
,

促进钙离子形成钙吸收性复合休
,

是今后可采取的途径
,

如上述黑矾

可能有此项效果
。

此外
,

首楷种植也有类似效果
。

尚可进一步拭盼其他措施
,

促进钙离子

活跃的各项措施
。

石膏的施用—
在握济条件允爵的情况下

,

仍可施用石膏
。

惟因施用量过大
,

非 目前

情况下可以广泛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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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r e o v e r th e a n a lytic al d a ta a ls o sho w tha t the r e a r e

la r g e q u a n t it ie s c o n t e n t o f so d iu m c o m Po u n d s in th e ig n e o u s r o c ks in the s u r ro u n d in g

m o u n ta in o u s re g io n s
.

T his m ig ht b e a n o the r o r ig in fu r n ish in g la r g e a m o u n t o f s o d a to

b o th g r o u n d w a t e r a n d 5 0 115
.

G e n e tie Pr o c e ss o f s o d a
一 sa lin e 50 115 a n d a lka li 5 0 115 15 p ro p o s ed a s fo llo w s

.

In the

fir s t sta g e sa lin iz a tio n o f 5 0 115 15 a c c o m Pa n ied w ith the a c c u m u la tio n o f m 泳e d s a lts o f

chlo rid e , s u lfa te a n d bic a r b o n a te
,

la t e r o n ,

w ith the m ig r a tio n a n d a c e u m u l拓
o n o f so d a

in the 50 11 p ro file s
, a n d the n th e so d a 一sal in e 50 115 a re fo r m ed

.

W he n the lo c a l d ra in ag e

c o n d itio n 15 im P ro v e d
,

d es a lin iz a tio n e a u ses th e d iso c ia t io n o f so d a a n d the t ra n sfo r m a t io n

o f s o d iu m io n s in th e c o llo id a l c o m p le x e s ,
the alk aliz e d 50 115 a r e fo r m e d

.

H e n c e , o n ly

the im Pr o v e m e n t o f d r ain a g e c o n d itio n w ill in d u c e the a c e u m u la t io n o f so d a in the 5 0 115

a n d w ith th e fo r m a tio n o f alk a liz e d 5 0 115
.

In this p a p e r the t ra d it io n a l m e tho d s u se d by the r e g io n a l fa r m e r s fo r th e m a n a g e
-

m e n t o f sa lin e 50 115 a r e m e n tio n e d
, a n d the d ir e e tio n fo r the a m e lio ra tio n o f the s e s a lin e

5 0 115 15 als o d isc u s s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