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壤变为盐土 ,因而 ,应立即采取措施 ,若想在 10 a内将盐土范围控制在目前水平 ,即含盐量增加

不超过0.1%,矿化度保持在 1 000mg/L 左右 ,积盐量应控制在 140 g/m3以下 ,潜水水位应控制

在3.54m以下。 Ⅱ区主要是东北部的让字 、余字 、大遐乡一带 ,土壤积盐速度虽然较快 , 但土

壤含盐量较低 ,若想让其在 20 a内不发展为中度盐化土 , 土壤积盐量应控制在 280 g/m3以下 ,

地下水水位应控制在 2.38m以下。而对于Ⅲ区 ,即东南 、南部 ,近 100 a 内不会有大的积盐量 ,

加之其土壤本身含盐量十分低 ,所以潜水位暂时可保持在目前的 23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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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结合打坝修建蓄水池井
典型的丘陵沟壑区干旱少雨 ,防旱 、抗旱 、救灾成了党政领导和农民的经常性工作。虽然近年来的抽水灌

溉 ,加强了沟边河边农田的抗旱力度 , 却又出现了沟水 、河水断流现象 ,每年都有 1 ～ 2 个月的干枯 , 严重缺水。

如果结合打坝修建蓄水池井 ,坝有多高井就多深 , 只要抽出池井水 , 就可浇灌坝地上的田地 ,放出池井水可浇

灌低于坝地的田地 ,这样就能有效地加强抗旱力度 ,保证农业的增收。

池井从外部形状看 ,好像一个圆形水池 , 从内部深度看 , 好像一个水井 ,因而把它叫作蓄水池井 , 其深度随

着坝地升高而不断加深 ,口径随着耕地需水量和水源的增多而增大。池井的主要用途是在 7—9月蓄集由山

上冲到坝里的洪水澄清水 ,于次年春旱缺雨时供给农田和蓄禽之用。

1　池井的修建
土坝打好后 ,经过 1～ 2 a淤漫 ,待水渗干后 , 在坝内距坝梁 30～ 50 m 处的坝地上(或旧坝地上)修建池井 ,

井底铺一层砖石以减少渗漏 ,井壁修 1 ～ 2 层厚砖石墙 , 并用水泥沙浆勾缝 , 缝隙必须灌满以加固井壁减少渗

漏 ,在井壁上方(来水的方向)高于下 1 年淤土厚度的 0.5 m 左右处留进水口 , 下方埋设地下管道通出坝外 , 以

供坝内排出多余的水或提供下游用水 ,并在坝外出口处安设自来水管式的笼头 , 以便随时启用。以后随着坝

梁的加高 ,池井与坝梁同时加高 , 并在进水口上面高于下年淤土厚度 0.5m 左右处留进水口 ,再堵死低于新进

水口的旧进水口 ,如此往复池井逐渐加深 , 蓄水量随之加大。这样把水蓄在山上 , 可扩大下游农田灌水面积 ,

池井所在坝地和周围坡地 、梯田也可抽水浇灌 。如果同一条沟内有几个坝 ,坝内都修池井 , 下面的坝地可引出

上一坝内池井中的水 ,安装喷灌 、浸灌或滴灌设施 ,进行喷 、浸 、滴灌 ,既节约用水 , 又发挥了雨水资源的最大增

产作用 ,在修建池井中又不挖方填方 , 少用砖石 ,沙和水泥等材料 ,达到了节约开支的目的。

2　池井蓄水的损耗等问题:
(1)渗漏。可在井底和井壁涂沫防渗隔材料(修建地下室常用)。

(2)蒸发 。据 1971—1988 年的气象资料记载 ,年平均蒸发量为 1 826.9 mm , 去掉暴雨季节(7—9 月)蒸发

量 559.4 mm ,蓄水期年降雨量 155.5 mm , 每要蒸发池井水 1.112 m 需设法减少 。

(3)池井的稳固性。因井壁井底均为砖石灰沙浆结构 ,池井壁是圆形的。水和土都是对称均匀一致的由

外向内压 ,不会出现倒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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