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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盐碱地的改造及建植草坪的研究

—
以 河西走廓中部重盐碱低洼地的草坪建植为例

牛未未未谁朱 刘金荣
,

谢晓蓉
(河西学院 生物系

,

甘肃 张掖 7 3 4 0 0 0)

摘 要
:

河西走廓各县市盐渍化土地较多
。

在张掖市东北郊开发 区盐碱低洼地建植草坪的试验表明
,

通过

铺设双层暗管
、

施用磷石膏并灌溉技术等配套技术
,

能诱发与防除盐生杂草
,

改造盐荒地
、

重盐碱地
,

从而

种植出优质的草坪并大大降低土壤盐碱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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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条件概况

L I 系统自然条件

研究区 地理坐标 为东经 9 7
0

2 0 ‘

一 1 0 2
0

1 2 ‘ ,

北 纬

3 7
“

5 7 ‘ ,

北依合黎 山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
。

南部 紧靠

祁连山并与青海省接壤
,

东部以金昌市为齐
,

西部与

酒泉毗邻
,

东西长 2 1 0 ~ 4 6 5 k m
。

南北宽为 3 0一 1 6 5

k m [l1
。

该系统 2 6 0 o m 以下呈丘陵
、

山间盆地及倾斜

景观
,

草地分布于低山丘陵顶部
,

但 由于大部分滩地
,

又皆地已被开垦为农田
。

从生态学角度讲
,

破坏了自

然系统的平衡
,

诱发了一些灾害性生态信息
,

系统退

化严重
。

由于大气干燥
,

降水量只有 1 16 m m
。

由于蒸

发量大于降水量
,

水分强烈蒸发
,

可溶性盐浓缩
,

形成

盐化土和盐土川
。

L Z 试验区 自然条件

张掖市东北郊工业开发 区 30 a
前 曾是芦苇塘

,

后因地下水位下降
,

形成 了沼泽
,

随着地下水位 的继

续下降
,

沼泽退去
,

土地裸露
。

强烈的土壤蒸发使土壤

o f tw o la ye r s s ; H e x i C o r r id o r

表层开始积盐
,

随着时间推移
,

土壤盐分逐渐增加
,

最

终发育成了盐土
,

其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1
。

表 1 试验地土坡理化性质特点 (1 9 98 年 6 月 )

土层深/
e m o一 1 0 1 0一 2 0 2 0 一 4 0 4 0 ~ 6 0 6 0 ~ 1 0 0

全盐 / % 2 2 4 3 1 0
.

2 5 1
.

9 7 1
.

7 5 1
.

5 5

容重 / (g
·

e m 一 3 ) 1
.

1 3 1
.

2 8 1
.

3 2 1
.

3 5 1
.

2 2

速效 P / 1 0 一 6 7
.

0 0 8
.

5 0 1 3
.

6 0 6
.

0 0 1
.

0 0

速效 N / 1 0 一 ‘ 3 2
.

4 5 7
.

2 0 1 4
.

6 6 1 0 4
.

8 8 7 2
.

3 0

剖面颜色 黄褐 黄褐 棕黄 棕黄 棕黄

剖面松紧度 松 松 较紧 较紧 紧

结 构 表层盐絮状 层片 层片 层片 层片

2 试验内容
、

方法与设计

2
.

1 试验 内容
、

方法

2
.

1
.

1 铺设双层暗管 为尽快改变试区 的现状
,

在

详查试区土壤盐渍化成 因的基础上
,

参照有关地区的

改造经验
,

针对试区 的土壤质地勃重
,

排水冲洗不良

的主要问题
,

采取了铺设双层暗管的方法来加强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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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从投资省和就地取材等考虑
,

确定上层铺埋直

径 25 ~ 30 c m 捆扎玉米秆充当简易暗管
。

下层选用直

径 6 c m 的塑料波纹管
。

暗管的布设必须同时考虑到既要确保排水 区的

盐渍化土壤处脱盐状态
,

又要满足作物种植 的要求
。

因此
,

上层玉米秆埋深必须满足作物根系生长要求并

防止机耕破坏
,

经比较上层设 计埋深 为 。
.

s m
,

下层

波纹管埋深 1
.

Z m
,

暗管间距 15 m
。

坡度设计上下层

为 1 / 5 0 0
,

上层玉米秆和下层塑料波纹管在空间上形

成交错布置
,

上下层的交汇处垂直插人捆扎玉米秆以

使上层水流可汇人下层排出
,

下层塑料波纹管由检查

井流人陶土集水管
,

最后 由水井抽排人沟
,

暗管布置

见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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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暗管布里示意图

2
.

1
.

2 土壤改 良 鉴于研究 区土壤盐化
、

碱化均很

严重
,

播种前在土壤 中施入磷石膏脱碱
,

其成本 费用

较低 (5 50 元 /h m
Z
)

,

磷石膏为磷肥厂的废渣
,

含纯石

膏 4 3 % ~ 4 9 %
,

全磷 (P Z
O

S
) 1

.

1 2 % ~ 1
.

5 0 %
,

速效磷

绍 6
.

3 一 3 0 0
.

0 2 m g / k g
,

p H 值 2
.

7一 3
.

4
。

磷石膏因酸

度大
,

还能提高土壤养分元素
,

特别是微量元素的有

效 性
,

很好地改善碱 化土壤 的物 理性 状
。

一般每 1

l飞m
Z

耕地施用 10 一 IZ t
。

虽然施用磷石膏改 良盐碱土壤有较好效果
,

但不

应忽视有机肥的施用
,

并应注重基肥
,

坪床经充分整

平后
,

种前将 复合肥
、

尿素按 10 一 1 5 9 / m
Z ,

腐熟羊粪

或牛粪 3 50 0 ~ s 0 0 0 k g / h m
Z

进行混合
,

均匀撒施在

坪床上
。

然后耕翻埋压于土壤中约 15 一 20 c m 深
,

再

次平整表面
,

准备播种
。

对于私性较大的土壤可用增

施黄沙
、

锯木屑或粉煤灰等措施改 良其结构
。

促其健

壮生长
,

增加对盐碱土壤的抗逆性川
。

2
.

1
.

3 诱发与防 除盐 生杂草 盐碱土壤的适生植物

有芦苇
、

碱蓬
、

黎
、

寥
、

觅等
,

这些杂草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吸盐作用
,

草场建植前可 以 任其生长
,

播 种前精细

整地可以消灭大部分杂草
,

但是 由于草场建植前杂草

基数过大
,

仍有杂草危害
,

整地后待播 土壤于播种前

可喷灌 1一 2 次
,

诱发杂草萌生
,

然后喷施农达等除草

剂灭生处理
。

2
.

1
.

4 草坪的播种 早熟禾
、

高羊茅
、

黑麦草的混播

比例为 7 , 2 : 1
,

密度为 2 0 9 / m
Z 。

2
.

1
.

5 改进灌溉技术 现代化草场建植均采用 自动

喷灌方式
,

但 是由于河西地 区冬季土壤封冻
,

灌溉系

统停止使用
。

春季干旱风大
,

喷灌时水滴随风飘移
,

不

能保证单位面积的落水量
。

为了保证草坪上的草本植

物安全越冬
,

成功经验是将所有的喷灌喷头改进为

浇
、

喷两用型
。

风大时用浇灌方法
,

风小时用喷灌法
。

冬前 (11 月份 )浇好冻水
,

既压低盐碱
,

又提高草坪草

抗寒能力
。

草坪草越冬后春季返青 (绿 )时的第 1 次喷

灌 应适时提早 (3 月 10 日 )
,

要求降水量大
,

根据墒情

还要考虑增加喷灌次数
。

2
.

2 试验设计

以没有铺设双层暗管进行排水的处理为处理 1 ;

以铺设了双层暗管进行排水但没施磷石膏 的处理为

处理 2 ; 以铺设 了双层暗管进行排水并施磷石膏的处

理为处理 3
。

将这 3 个处理用同样的 日常管理方法管

理 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
,

自 1 9 9 8一 2。。。年连续 3 a

进行观察
。

2
.

3 评价指标

2
.

3
.

1 草地土壤 水盐动 态 分别在处理 1
、

处理 2

和处理 3 试区 内 5一 1 5 C m 处安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生产的盐分传感器
,

重复 2 次
,

用 S Y一2 型

导电仪测定土壤电导率
,

经标 准曲线换算为 25 C下

的电导率值
,

每半个月测定 1 次
。

2
.

3
.

2 草坪草质量 分别在处理 1
,

2 和处理 3 试区

内设置 3 个 l m x l m 的样方
,

观测草坪草质量
。

2
.

3
.

3 观测 项 目及测 定方 法 本次观测分为 2 个阶

段进行
,

第 1 个阶段为苗期阶段
,

观察各处理区 的出

苗率
、

苗期生长速度
、

成坪期以及综合喜好等指标
;
第

2 个阶段为成坪阶段
,

该阶段的观察项 目包括成坪后

的密度 (以单位面积分孽数来确定 )
、

质地 (用成坪后

草坪草的叶宽来表示 )
、

颜色 (用 目测法结合 比色板综

合确定 )
、

盖度 (用网格法确定 )
、

均匀性 (用 目测法确

定 )
、

地下生物量 (为单位面积根干重 )和综合喜好 (用

感官比较法确定 )
。

3 结果分析

3
.

1 脱盐效果分析

实施双层 暗管排水的 目的是要改造盐荒地
,

由于

试验地撂荒多年
,

土体含盐量高
,

必须进行合理冲洗
,

因此试验在第 l a 进行灌水再 由暗管抽排加速脱盐



第 1 期 刘金荣等
:

重盐碱地的改造及建植草坪的研究

过程
,

根据定点观测盐分统计和计算分析
,

在土地体

内经过冲洗
,

可见盐斑明显消失
,

表土 (10 ~ 1 5 c m )含

盐量大大下降
。

施人磷石膏
,

土壤改 良效果更为明显

(图 2 )
。

表 2 各处理区草坪草出苗及苗期生长状况

处
.

.

一
。 _

理 出 由 朋 出苗率 / %
生 长速度 /

(e m
·

d 一 l )

成坪天

数 /d

门
月任�了�了n60口门5

JU�从门了�了一 一 0 5 1 0

一 一 0 5 1 0

一 一 0 5 1 0

0
.

3 9

0
.

2 3

0 2 0

。。

L

一蜓
l

一翅
2 一 ,-

一

处理3

尹
‘ u
「

表 3 各处理 的坪用性状

密度 /

(株
一 c m 一2 )

质地 /

C I tl

0
.

3 8

0
.

3 7

0
.

3 8

0
.

3 6

0
.

3 3

0 3 2

0
.

3 5

0
.

3 1

0
.

3 0

颜色
盖度 /

%

均匀

性 工

生物

量
“

9 5

9
.

5

9
.

4

5 6

图 2

7 8 9 10 5 6 7 8 9 10 5 6 7 8 9 1 0

月 份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8
.

5

7
。

0

6
.

0

施工磷石奋对草地土坡盐分的影响
8

.

0

5
.

0

由图 2 中施工磷石膏对草地土壤盐分的影响曲

线可以看出
,

双层暗管排水对表层盐分有 向下淋溶的

作用
,

可以明显地降低表层土壤的盐分含量
,

磷石膏

同样也可 以降低土壤的盐分含量
。

3
.

2 草坪草质 , 观测与分析

各处理区草坪草出苗及苗期生长状况测定结果

如表所示
,

各处理的坪用性状测定结果如表 3 所示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重盐碱地利用铺设双层暗

管和施用磷石膏进行土壤改 良
,

可以大大降低土壤盐

碱程度
,

并且能种植出质地优秀的草坪
。

4
.

0

9
.

5

9
.

3

9
.

5

7
.

5

6
.

5

5
.

0

5
.

0

差

极差

2 4 5 6

2 7 8
.

0

3 1 4
.

7

2 1 3
.

5

2 1 8
.

2

1 9 4
.

3

1 6 3
.

4

1 1 5
.

5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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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G D P
,

离国人有多选
绿色G D P概念

,

来自生态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

是指将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灾害
、

环 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统称生态环境损

失 )等
,

从 G D P 中扣除
,

在我国
,

常规的 G D P 统计
,

是不扣除生态环境损失值的
。

这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不相一致的
。

按照联合

国 1 995 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要求
,

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

不单单看其经济增长指标
,

而要用经济增长值减去生态
环境损失值

,

所得的值为发展值
。

如果经济增长大于生态环境损失
,

是为发展 ;反之
,

便是负发展
。

例 如
:

在我国
,

伐树所得 ‘元的
口

国内生产总值
,

是造成14 元的生态损失
,

这就成了负发展
。

据国内有关专家调查统计
,

多年来
,

我国在经济建设 中
,

每年造成的生

态环境损失值分别为
:

森林资源 4
.

76 火 10 ‘2
元 ; 淡水资源 3

.

81 x 101
2
元 ; 土地资源 3

.

73 只 10 ‘,
元 ; 草原资源 1

.

54 火 10
, 2
元 ; 自然灾

害2
.

24 X I 0 ‘2
元 ; 环境污染 5

.

46 X 10‘2
元

。

以 上 6 项合计 2
.

15 X 10 ‘3
元

,

是我国 2 00 1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9
.

59又 10 , 之
元的 2

.

2 5 倍
。

过去
,

我们只知道盯着G D P这个数字
,

当看到每年递增几个百分点时
,

心中的满足感和 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

现在看来
,

这的

确是一种幼稚病
。

知今
,

全球经济体系尚是一 个有盈余的正常的经济活动
,

而我们中国则是一个例外
,

这个问题
,

很值得国人特别

是有关决策者们深深地反思
。

诚然
,

近 20 a 来
,

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

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 6 位
。

与过去相

比
,

我们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但是
,

我们也不能否认
,

我们的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早已过时的发展观
,

即把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

速增长的热烈追求
,

建立在对生态环境过分的侵害和对自然资源粗放的利用上
。

如本来我国按人均计算
,

其自然资源极度贫乏
,

但单位产值之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量为世界平均数的 3 倍
。

在环境方面
,

单位产值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 10

倍 ; 单位 面积国土污水负荷量约为世界平均数的 1
.

65 倍等
。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安全形势
,

我们应严肃认真地审视一下多年来经济增长中所存在的问题
,

总结经验
,

纠正错误
,

实事求

是地进行全面调整
,

包括价值观念
,

发展战略
,

利益格局等
,

切实打造中国的绿色 G DP
,

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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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沂水 27 6 4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