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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盐降碱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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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排盐降碱治理一年期的上海东滩滩涂土壤为研究对象,测定分析滩涂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土壤盐

分、酸碱度和养分状况。结果表明:东滩土壤盐碱分布表现为表层低于下层、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短期灌水洗盐,

对 0—40 cm 表层土壤盐分下降有明显作用,但会增加 40—100 cm 土层盐分,而对降低土壤碱性作用较小;短期内洗

盐培肥综合农艺措施能明显降低土壤盐分、提高土壤有机质,但对降低土壤碱度、提升土壤水解氮和有效磷等养分

作用不明显;因此,东滩土壤整体要达到当地五级耕地地力标准,尚需较长的土壤脱盐降碱、培育熟化过程。 

【关键词】滩涂； 土壤盐分； 酸碱度； 分布特点； 土壤培育 

【中图分类号】S1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一 3924 ( 2016 ) 04 一 122 一 04 

上海浦东东滩项目区农田是多年以来多次围场造田而成。由于围好成土母质来源于长江中的泥沙，江水中泥沙在含盐量为

15一 209 / L 的海水中下沉堆积，通过虹吸吹泥或围抒促淤，形成滩涂；加上田块的地下水是受海水影响的矿化度较高的咸水，

因此开发前期，滩涂土壤和地下水的 pH 均在 8 .5 以上，表土盐分平均高达 7g/ kg 以上，浅层地下水矿化度一般也在 6g/L

以上。盐分组成与海水化学组成以氯化物为主，故也称氯化物盐土，在分布和发生上属于滨海盐土类型。对寸土寸金的上海而

言，滩涂资源垦殖利用可弥补上海耕地资源的不足，因此如何尽快培育好滩涂农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滩涂垦殖改造高产

粮田，其间必然经历盐碱地一脱盐土一耕作土壤的进化过程。前人就不同农艺措施对洗盐效果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1]
，也积累

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和数据。在此基础上，本课题旨在研究分析短期综合农艺措施下滩涂土壤盐碱的分布特点和排盐降碱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本项目选取上海浦东东滩一期的 667hm
2
农田为研究对象，综合实施排盐降碱工作。该区域农田地力条件和平整度都较差，

故在前期先开展了土地整理和沟渠配套工程，完成“两沟一埂”灌溉系统构建，即“田一沟一埂一沟一埂”结构。项目实施期

间（2010年 5月一 2011 年 3月）开展综合农艺措施，具体为：种植茬口为“水稻一绿肥”水旱轮作模式，7月初种植水稻，种

植前泡田洗盐并施人化学土壤改良剂 15kg/ hm
2
、基施商品有机肥 12t/ hm

2
、土壤调理微生物制剂 0.15t/ hm

2
，水稻生育期引人

淡水高灌低排（用水量在 13.5 万 t/ hm
2
左右）,10 月下旬种植绿肥黑麦草，翌年 3 月底收获还田；整个实施期间，实行秸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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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还田、深耕（20一 25cm）翻压与催腐菌剂（75kg/ hm
2
）相结合，以实现排盐降碱的目标。 

1.2基本方法 

1.2.1土样采集 

项目实施前，在东滩一期 667h时农田内随机采集基础混合样进行调查；后期分阶段、区域采集土样进行调查。（1）在绿肥

收获还田前，根据滩涂形成和垦殖先后的特点，在项目区的东西向断面上开挖土壤音 J 面，采集剖面层段土样；(2）在水稻种

植前后采集二次洗盐后的剖面土样；(3）在项目实施后期，根据滩涂围垦先后在各生产大队和不同区域采集土样。 

1.2.2检测方法 

所有土壤样品的检测均采用最新版国家标准方法，没有现有国标方法的则按照最新行业技术规范
[2]
，如表 l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滩涂土壤盐碱分布特点 

2.1.1项目区土壤盐碱的垂直分布特点 

在综合洗盐措施下，项目区农田土体表层开始脱盐，如表 2 所示，O 一 20cm 3 个剖面点的土壤全盐量分别为 2.999/kg、

2.639/kg和 2.739/kg，与实施前 3.409/kg的盐分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但 40cm以下土体的盐分含量仍较高，大部分都在 3.09/kg

以上。由此说明，短期的灌水洗盐对土壤表层盐分下降有明显作用，但下层土壤盐分增加，出现明显的底聚特征
[3]
。这对于未来

粮食生产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治理之初，项目区土壤 pH普遍在 8.5之上，平均 8.69，呈现盐碱地的明显特征。经短期治理后，从 3个典型剖面洗盐后的

数据观察，土壤表层 O 一 20 cm 的 pH 均降低至 8.5 以下，在 8.32 一 8.46，但下部土体大多仍在 8.5 以上，表明土体碱性依然

较大，说明短期的排盐降碱措施对土壤 pH的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土壤和地下水中盐分离子含有大量的 HCO
-
3及 Ca

2+
、Na

+
（碱

金属元素）所致
[4]
。 

2.1.2项目区土壤盐碱的水平分布特点 

2.1.2.1盐分水平分布特点 

由于滩涂形成有先后，其成土母质和改造时段有差异，本区域内盐分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特点：从

各大队土壤盐分水平分布来看（表 3)，东部土壤盐分普遍较高，土壤平均全盐量达 2.999/kg，其中以东部一大队最高，平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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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9/kg；中部土壤平均全盐量十分接近于东部；而垦殖较早的西部田块盐分相对较低，平均为 2.519/kg,“东高西低”的特点

较为明显。 

从采样检测过程中还发现，滩涂土壤个别地块盐分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为高中有低、低中有高，呈条带状不

规则分布。如接近或高达 3.09/kg 盐分的田块，在一大队东部和中部、三大队东部都有出现。这主要跟滩涂土壤发育过程中的

潮汐作用有关
[5]
。 

 

2.1.2.2碱度水平分布特点 

浦东滩涂土壤成土年限较短，经短期综合排盐降碱治理，土壤 pH 由 8.69 降到 8.44，土壤碱度依然较大。从项目区不同区

域土壤 pH 值来看（表 3)，各大队东至西部土壤碱度水平分布较平稳，pH 值平均都在 8.4 左右；其中，东部与中部的土壤碱度

十分接近，分别为 8.47、8.49，均略高于西部仅约 0.1 个单位，可见滩涂土壤碱度由东向西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由于土壤盐分

结构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要明显降低土壤碱性，还需继续实施综合降碱措施，通过促进土壤熟化来降低碱性。 

 

2.2短期灌水洗盐对土壤盐分的影响 

在水稻收获前后进行短期灌水洗盐，之后在东部原剖面附近再次采集剖面样品。如表 4 所示，通过对前后二次采集样品的

盐分含量测定发现，O 一 20cm 和 20-40cm 剖面的盐分分别由原来的 3.569/kg、4.969/kg 降低到 2.739/kg、2.959/kg，分别降

低了 23.3％和 40.5%；而 40 一 70cm 和 70 一 100cm 剖面的盐分却分别增加了 2.3％、14.5％。由此表明，经过短期灌水洗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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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洗去一部分的土壤盐分，而大部分盐分只是从表层土壤中淋洗至下层土壤中。通过项目实施还发现，由于土体中的盐分含量

总体较高，随着冬春季节水分的蒸发易造成“返盐”现象，对后茬绿肥的正常生长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3综合农艺措施下滩涂土壤的培育状况 

经一系列排盐降碱和培肥改良农艺措施组合应用，通过测定不同区域表层土壤理化指标显示（表 5),滩涂土壤盐分由 3.49/kg

降至 2.789/kg，降幅达 22.30%；而土壤 pH 仅下降近 3%，降幅不明显；土壤各养分指标中有机质含量提高最为明显，由实施前

的 10.49/kg上升到 15．09/kg，提高了 30.67%，而水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速效养分相比实施前，仅相差 2％一 3%，变幅不

明显。 

由于滩涂本身成土母质决定了土壤本底各有效养分含量水平，加上东滩滩涂西部垦殖早于东部的原因，比较各大队土壤养

分含量可以明显看到（表 5)，整个东滩滩涂区域的土壤速效钾含量总体较丰富，平均含量均在 300mg/kg以上；东滩各大队不同

区域土壤有机质、水解氮和有效磷等养分含量分布也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二这说明土壤养分的积累与垦殖超限密切相关
[6]
。 

参照上海市浦东新区五级耕地地力平均水平（表 5)，项目区内滩涂垦殖时间最早、土壤熟化度较高的三大队西部区域、其

土壤理化指标中仅有机质、全盐量、速效钾接近或达到内陆熟化耕地的五级地力标准，而有效磷和 pH等指标仍未达标。相比之

下，其他区域距离土壤熟化更需要一个较长的培育过程。 

 

3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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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田土壤剖面分段采样调查和检测证实，短期内通过水旱轮作、灌水洗盐、增施有机肥、深耕、秸秆还田等一系列综

合农艺措施组合实施，能起到土壤脱盐降碱的效果。 

经综合治理，东滩土壤盐碱垂直分布表现为表层低于下层的特点，水平分布表现为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短期的灌水洗盐

对土壤表层盐分下降有明显作用，但会增加下层土壤盐分；而对降低土壤碱度作用较小。 

滩涂经短期综合农艺措施洗盐垦殖培育，能明显降低表层土壤盐分、提高土壤有机质，但对土壤碱度下降和土壤水解氮、

有效磷等养分提高的作用效果有限；参照标准，东滩滩涂土壤各项理化指标尚未达内陆熟化耕地的五级地力标准。由此可见，

在短期内采取一系列综合农艺措施，对土壤排盐降碱、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滩涂土壤的熟

化进程，但要实现滩涂土壤培育成高产粮田，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推进脱盐降碱、培肥改良的综合农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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