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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地力衰退的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

张 文渊
(江苏省国营淮海农场· 射阳县· 224354)

摘　要　该文根据实例具体分析了沿海地区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 ,人们为了夺取更高的产量 ,忽

视了用地养地 ,致使农用土地有机质迅速下降 ,土壤结构被破坏 ,水、肥、气、热不协调和盐碱复返等

不良后果的原因 ,并提出了调整的途径和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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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ctural exam ples, the reasons o f land o rganic mater decreasing, soi l

st ructure destorying , disharmoness of w ater, fertili ty , g as and heat , silt increasing are anal-

y sed, and then adjusting appro ach and counterm easures are put up forw 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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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淮海农场地处淮河下游入海口 ,苏北灌溉总渠尾闸的两岸 ,为黄淮冲积平原 ,地势低洼 ,东

临黄海。淮海人民和沿海地区人民一样 ,早在 40年前就在这块“实心地”上通过增加投入 ,采取

工程技术 ,健全配套农田水利设施 ,提高农田水系标准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

农艺措施 ,改良了盐碱土 ,使“五岸六垛黄海边 ,草滩海水连着天 ,荒凉少人烟 ,遍地是芦花 ,一

望无人家 ,嘴渴要喝茶 ,咸水难靠牙”的茫茫芦苇和盐霜一片白的盐碱地 ,变成了宜粮宜棉的稳

产、高产农田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用地养地经验。但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

后 ,人们为了夺取更高的产量 ,忽视了用地养地 ,向土壤投入了大量的化学肥料致使农用土地

有机质迅速下降 ,土壤结构被破坏 ,水、肥、气、热不协调和盐碱复返等不良后果。前几年还可

以 ,近几年的产量已是稳而不前 ,有时还要下降一点。

例如: 1995年在 2分场 9大队和 1996年在 5分场 37大队搞旱育秧示范 ,当水稻秧苗长到

三叶期时 ,秧苗根系瘦弱变细 ,叶片发枯而死。 经测定: 2分场 9大队示范田 ,亚耕层的容重为

1. 53g /cm
3 ,耕层含盐 0. 25% ,有机质含量为 11. 08g /kg ,速效氮 54. 2mg /kg,速效磷 7. 8

m g /kg , p H值为 9. 2。5分场 37大队示范田 ,亚耕层的容重为 1. 50g /cm
3 ,耕层含盐 0. 20%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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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含量为 11. 44g /kg ,速效氮 66. 4mg /kg ,速效磷 8. 2mg /kg , pH值为 9. 0。 再查对 1985年

淮海农场土壤普查资料: 9大队和 37大队亚耕层的容重为 1. 41g /cm
3和 1. 40g /cm

3 ,耕层含盐

0. 10%和 0. 09% ,有机质含量为 13. 08g /kg和 13. 27g /kg ,速效氮 80mg /kg和 85mg /kg ,速效

磷 9. 43m g /kg和 10. 31mg /kg, p H值为 8. 2和 7. 8。

由此说明 ,土壤地力在衰退 ,向贫瘠化和盐渍化方向发展。如果再不引起重视 ,再过几年 ,

土壤将成为废土 ,就能立不住苗了。

2　地力衰退的原因分析

2. 1　原水系被破坏 ,标准被降低

早在 60年代 ,沿海地区人民为了征服盐碱 ,改良盐碱地 ,曾经是全党动员 ,全民动手 ,大搞

农田基本建设 ,实行匡圩封闭排水 ,开挖了高标准的内外三沟 ,特别是条排沟 ,深度达 1. 5～

2. 0 m,农田呈“丰口”式和“非”字式 ,灌排分开 ,水旱分开 ,花了 10多年的时间 ,使 p H值从 12

降到了 7. 5左右。如今呢? 原有水系被破坏 ,标准被降低。有相当大面积耕地的地下水位长期

接近临界深度 ,排水不畅 ,土壤水分调控不好。内外三沟不配套 ,条排沟深度一般只有 80～

90cm ,比过去下降了一半左右 ,起不到淋盐洗碱的效果 ,甚至有少数排沟的沟底与田中间的墒

沟相平 ,暗渍严重 ,大部分排沟中明暗坝埂若干 ,碱水排不出去。

2. 2　轮作制度被破坏 ,土地用而不养

70年代 ,沿海地区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 ,探索出了一条“稻麦棉绿肥轮作制”的成功

经验 ,即两年长稻子 ,两年长棉花 ,一年长绿肥的耕作制度 ,培育了不少高产稳产农田 ,不仅粮

棉得到稳产高产 ,而且土壤也越来越肥 ,还使盐碱迅速下降。由于运用了这一耕作制度 ,加上开

挖条排沟 ,结合淋盐洗碱等措施 ,使沿海地区大面积不毛盐碱地 ,变成了米粮仓。在实行大包干

责任制以后 ,这种轮作制度被破坏 ,长水稻的多年长水稻 ,长棉花的多年长棉花 ,有的连棉花行

子在那里就在那里 ,挪一下位子都困难 ,有的秧池在那块地上已过 10年之久也未调茬 ,像这样

的耕作制度已形成有机质下降 ,盐分上升 ,杂草丛生的恶性趋势。

2. 3　绿肥不种 ,地刮皮生产

60年代人们就注意了大种绿肥 ,那时人们不仅在棉花行子里套种绿肥 ,而且还有一定面

积搞轮作长纯绿肥 ,第 2年初栽绿肥春茬秧 ,不施多少化肥 ,每 hm2也可获得 7 500kg以上的

稻谷。除此人们还发明了一年四季长绿肥 ,如冬季长毛叶苕子或蚕豆 ,春天套种草木樨 ,夏天套

种豆劳豆。 70年代是冬夏两季绿肥 , 80年代初是一年一季冬绿肥 , 90年代初极少数种绿肥 ,再到

90年代中期绿肥几乎绝种 ,就连水稻秧池也变成了空白茬 ,这样绿肥不种 ,就无植被压碱了。

2. 4　有机肥减少 ,靠无机肥当家

大包干前人们一年四季草积肥造肥 ,那时规定春播或秋播 ,每 hm
2要有 15老方高温堆肥

或搞塘泥作基肥。真正是陆地上看不到杂草 ,河沟里捞不到渣草 ,那时化学肥料每 hm
2只有

225～ 300kg ,靠有机肥当家了。土壤有机质一般稳定在 12g /kg以上。大包干后 ,人们忽视用地

养地 ,片面追求复种指数 ,夺取更高的产量 ,使用的化学肥料是 70年代的 2. 5～ 3倍 ,而有机肥

用量是过去的 15%左右 ,靠化学肥料当家 ,河里水草长得鱼都游不动 ,老百姓家里的草烂成灰

都不向田里运 ,厕所常年是满满的粪。我们知道 ,化学肥料不但分解土壤中有机质 ,而且还含有

一定数量的碱 ,致使土壤溶液浓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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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抗旱方法不当 ,导致土壤返盐

近几年来 ,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情出现 ,一遇干旱人们就要进行抗旱斗争 ,抗旱的背后

是什么? 一是用的小沟里的死碱水 ,本身盐碱较重 ,浇到田上面一晒 ,变成了晒盐 ;二是采用串

墒窖水的沟灌方法 ,盐水进得来 ,排不出 ,使土壤盐分愈积愈高。

2. 6　农艺措施不当 ,规划种植自由

现在有些单位 ,只顾完成种植面积 ,不问成匡轮作 ,出现了“水包旱、旱包水”的怪事 ,一匡

田中有玉米 ,有棉花 ,还有水稻。 还有的单位把水稻管水承包到个人 ,承包者只顾抓收入 ,不按

科学管水 ,往往在水稻灌溉时水一进就不让排出去 ,任其在田中多日 ,水中盐分越晒越高。

2. 7　大搞立体种植 ,有机肥投入少

人们为了得到高效益 ,尽可能地提高复种指数 ,大搞立体种植 ,实行间套复种 ,单位面积上

种植的作物茬口多 ,从土壤中吸收的肥水就多 ,再按传统的肥水管理措施 ,势必产生高产与肥

水不足的矛盾 ,高产量带走了若干有机质而补充的很少很少。

2. 8　留茬被烧毁 ,有机质白浪费

每到夏秋两季收获季节 ,不少承包户把收割留下来的仅有一点草根也烧掉 ,到处火光冲

天 ,他们误认为一把火可以把草种子浇掉 ,其实不然 ,杂草还一样长 ,好好的有机质被白白烧

掉。

2. 9　化肥用量大 ,促进有机质分解

过去 ,人们生产 50kg皮棉或 500 kg稻谷只要向土壤投入 20 kg标氮就可以达到目的 ,投

入 1 kg标氮肥 ,可增产 10 kg左右粮食。那时如果每 h m
2
施 450 kg碳铵 , 225 kg尿素 ,庄稼一

长就轰 ,就倒伏。 而今天 ,人们每 hm
2施基肥用碳铵 600 kg ,追肥用尿素 300～ 375 kg ,庄稼还

是长不起来 ,投入 1 kg标氮肥增产粮食是过去的 20% ,主要是因为化学肥料的投入 ,要靠有机

质去分解 ,化肥用量越大 ,有机质被分解越多 ,土壤有机质也就越缺。 1985年土壤普查时 ,淮海

农场有机质为 13. 23 g /kg ,而 1995年抽查 ,平均只有 11. 08 g /kg ,下降 0. 215%。恶性循环已

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3　防治地力衰退的措施

从上述分析可知 ,造成地力衰退的重要原因是土地利用不合理 ,没有做到用养结合 ,投入

与产出不相适应。 因此只要措施对头 ,政策对路 ,扭转地力退化的趋势是可以实现的。

3. 1　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承包责任制上必须完善培肥地力制度 ,而且要相应成立地力培养组织 ,经常进行培肥地

力的科技辅导和检查验收 ,不能只顾抓眼前的收入 ,放弃长远的地力培肥工作 ,更不能让其土

壤返盐。

3. 2　因地制宜 ,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和作物布局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因地制宜 ,合理地调整农业结构和作物布局 ,可促进农业生

产 ,防止土地退化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 ,调整农田内部的种植比例 ,建立用地养地合理的农田

生态系统 ,增加养地作物的比重 ,建立合理的成匡水旱轮作制度 ,坚决消灭“水包旱、旱包水”现

象 ,扩大豆科作物 ,以改良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肥力 ,提高作物产量。

3. 3　迅速改革耕作制度 ,坚持用养结合

农作物的产量越高 ,从土壤中带走的养分越多 ,这些养分就要靠施肥或轮作绿肥来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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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会造成土壤肥力减退 ,导致土壤盐碱化 ,土壤肥力跟不上 ,多种不一定多收。实践证明 ,

在沿海地区实行两年水稻与麦子 ,两年棉花 ,一年绿肥的 5年轮作制度 ,不仅能淋盐洗碱 ,还可

使盐碱土地越种越好 ,土壤越种越肥 ,产量也会越来越高。

3. 4　以治“水”为中心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要使农田能做到旱涝保丰收 ,防止土地退化 ,必须加强以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

狠抓内外三沟配套标准 ,凡被破坏的水系 ,应立即恢复标准。且标准只能提高 ,不能降低。严格

做到“四分开 ,两控制” ,即内外分开 ,高低分开 ,水旱分开 ,灌排分开 ;控制地下水位 ,控制内河

水位。 并实行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 ,大搞植树造林。在盐碱地区大造农田防护林带 ,能

够改善生态环境 ,起到生物排水、控制地下水位、调节田间小气候 ,提高空气相对湿度 ,降低风

速 ,减少蒸发的作用。根据 1993年 4～ 6月淮海农场 4分场 34大队观测:该大队森林覆盖率

12% ,林网透风系数 0. 43～ 0. 60,网内风速低 45. 8% ,气温降低 1. 9℃ ,湿度提高 15. 6% ,抵御

了干热风害 ,使小麦千粒重增加 4. 6 g。

3. 5　大种绿肥 ,培养地力

种植绿肥 ,实行粮棉肥轮作 (间作 )是培肥土壤的重要手段 ,且花工少 ,成本小 ,还可以建立

地面植被 ,减少蒸发 ,改良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又能抑制返盐 ,还可以缓解化肥

不足的矛盾。 可以在棉花小行子上全部套种冬绿肥 ,水稻秧池搞寄种绿肥 ,夏收时要突击抢种

豆劳豆绿肥作棉花当家肥。据淮海农场 70～ 80年代的试验资料表明:在中盐土上连续套种 5年

混播绿肥 ,可使 0～ 20 cm的团粒结构由 6. 57%逐渐增加到 37. 9% ;孔隙度由 46. 8%增加到

57. 7% ,土壤有机质由 9. 5 g /kg增加到 14. 2g /kg , 0～ 40 cm土层盐分由 0. 19%下降到

0. 03% ;熟土层由 9. 2 cm加厚到 16. 3 cm。

3. 6　大搞秸秆还田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平均每年每 hm
2
约有 4 500～ 6000 kg左右的稻麦秸秆可以还田 ,在收割时高留茬 ,做到

夏还夏 ,秋还秋 ,这样既增加了土壤中的有机质 ,也改善了土壤理化性状 ,并增强了土壤保肥保

水能力。 据淮海农场 3分场 16大队试验资料表明: 1984年该大队耕地中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12. 02 g /kg ,通过 10年秸秆还田 ,到 1994年有机质提高到了 14. 08 g /kg,平均每年增 0. 0206

个百分点 ,耕层土壤容重从 1. 403g /cm
3
,下降到 1. 38 g /cm

3
,说明耕层土壤进一步熟化 ,结构

改善 ,加之采用配方施肥等新技术 , 10年中速效磷从 1. 6 mg /kg增加到 10. 43 mg /kg碱解氮

从 44. 7 mg /kg增加到 103 mg /kg。

3. 7　科学管理 ,合理安排

在灌溉管理上需选择懂技术的人担任 ,该灌则灌 ,该排则排。在抗旱时应用暗灌、喷灌和漫

灌、猛排的方法 ,把盐分排出田外。

4　结　语

( 1)近几年来 ,沿海地区农用土地正向贫瘠化和次生盐渍化方向发展 ,应引起广大承包户

和抓农业工作同志的重视 ,并把如何减少返盐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当作农业生产的第一件事来

抓。

( 2)本文根据沿海地区的特殊情况 ,介绍了一套切实可行的防治土地衰退的措施。 只要坚

持不懈地加强综合治理 ,用养结合 ,扭转土地质量的退化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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