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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隔离层措施台田水盐动态研究
———以唐山滨海泥质盐碱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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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唐山市滨海泥质盐碱地不同隔离措施台田水分和盐分动态，于２００９年对不 同 隔 离 层 措

施的台田水分和盐分含量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试验地台田水盐动态可分为积盐阶段、脱盐阶段

和返盐阶段；土壤水分与盐分含量呈负线性相关关系，在４—１０月份间，土壤盐分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水

分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由铺设隔离层的台 田 深 层 土 壤 电 导 率 值 和 土 壤 水 分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台 田 可 以 得

出，隔离层具有明显的阻盐和排水效果，其中，隔离层铺设方式为“双条一杠”型，铺设内容为炉渣的台田阻

盐效果最佳，由于其成本较低，所以应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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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农业部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

查资料统计，中国盐碱地面积约为３．４６７×１０７　ｈｍ２，
其中，长约３．２×１０４　ｋｍ的海岸线上 分 布 有 约１．００
×１０６　ｈｍ２ 的滨 海 盐 土［１－２］。我 国 盐 碱 地 一 般 分 为５
个区：西北内陆盐碱区，黄河中游半干旱盐碱区，黄淮

海平原干旱半干旱洼地盐碱区，东北半湿润半干旱低

洼盐碱区和沿海湿润盐碱区［１－２］。

土壤水盐动态是盐碱地形成的核心，在滨海泥质

盐碱地土壤水盐动态变化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植被的

生长［３－９］。通过盐碱地垫隔离层和台 田 整 地，可 以 有

效提高盐碱地植物的成活和生长情况［１０－１２］。研究土

壤水分和盐分运动规律，有助于分析植物生境的适应

策略和方式，有效地进行植被的恢复与重建［４］。本研

究以滨海泥质盐碱地不同隔离层措施台田为研究对



象，采取定期采样测定的方法对试验地水盐动态规律

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掌握试验地不同隔离层措施台田

水盐动态规律，检验隔离层阻盐和排水效果，并筛选

出最适宜的隔离层，为滨海泥质盐化土土地复垦和植

被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南堡盐场内，属于

渤海滨海平原，地势低洼且平坦，地形特点为南北倾

斜，地面坡度降 为０．１４％，海 拔 高 程 在１．４～２．７ｍ
之间，开发区内的空地多为苇箔地和台田。年平均气

温１１．９℃，最高气温３５．４℃，最低气温１６．３℃，最
大冻土深度０．７ｍ。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夏季为西

南风，冬季为西 北 风。年 平 均 降 雨 量５７０ｍ，最 高 年

降雨量为１　０３０ｍｍ，最低年降雨量为２６１ｍｍ，年平

均水面蒸发量１　３７８ｍｍ，陆面蒸发量为５３０ｍｍ。降

雨 主 要 集 中 在６—９月，占 全 年 降 雨 量 的７８％～
８５％，为“脱盐 期”。年 平 均 陆 面 蒸 发 量 在５２０～５５０
ｍｍ之间，春季几 乎 无 降 雨，陆 面 蒸 发 强 烈，为“返 盐

期”。全年土壤平均含盐量超过６．０‰。主要盐分是

Ｃｌ－。地表零星分布芦苇、藜、苋等植物。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台田整地

在试验地修建台田，抬高地面，以控制返盐碱，降
低地下水位。试验地规格为１２ｍ×１２ｍ，共１３块。

同时参照有关地区改造经验，针对试验地土壤质地黏

重，排水冲洗不良，盐碱易返，采取垫隔离层的方法。
最后还应采用排灌结合，单排单灌的原则在台田间和

台田外修建灌溉系统和排水沟。
具体铺设方法 为：在 大 潮 基 准 线 下 挖３０ｃｍ，铺

２０ｃｍ的建筑垃圾或炉渣隔离层，１０ｃｍ的干草的隔

离层，再向上垫６０ｃｍ周边土形成台田。其中隔离层

的铺设方式有“全 铺”型，“双 条”型 和“双 条 一 杠”型

（图１）。各台田具体铺设情况详见表１。在台田四周

自基准线下挖深３０ｃｍ，宽２５０ｃｍ的排水沟，并将其

连通，通向外沿的排水系统。

表１　隔离层铺设方式及内容

台田

编号

隔离层

编号
铺设方式 铺设内容

１ 全—Ⅰ “全铺”型 炉渣＋草层

２ 全—Ⅱ “全铺”型 建筑垃圾＋草层

３ 对 照 —

４ 双—Ⅱ “双条”型 建筑垃圾＋草层

５ 双—Ⅱ “双条”型 建筑垃圾＋草层

６ 双—Ⅰ “双条”型 炉渣＋草层

７ 双—Ⅰ “双条”型 炉渣＋草层

８ 对 照 —

９ 杠—Ⅰ “双条一杠”型 炉渣＋草层

１０ 杠—Ⅰ “双条一杠”型 炉渣＋草层

１１ 杠—Ⅱ “双条一杠”型 建筑垃圾＋草层

１２ 杠—Ⅱ “双条一杠”型 建筑垃圾＋草层

１３ 对 照 —

图１　试验地台田铺设方式示意图

２．２　含水量和电导率值测定

在２００９年４—１０月 期 间，采 用 美 国 ＡＱ公 司 的

ＥＣ－３０００（温度，水分和盐分）三参数仪对台田土壤的

水分和盐分含量进行动态监 测。每 块 台 田 取３个 地

点进行测 定，每 个 地 点３次 重 复。同 时 于 每 个 月 月

初，在台田上利用土转采集土 样，利 用 烘 干 法 测 其 水

分含量，同时将土样配成１∶５的土壤溶液，并利用雷

磁－３０７电导率仪测得其电导率值，以校正数据。土壤

电导率值与盐分的关系详见表２［１３］。

表２　土壤电导率值与盐分的关系

电导率／（ｍＳ·ｃｍ－１） 含盐量／％ 盐化程度

０～２ ＜０．１ 非盐化土壤

２～４　 ０．１～０．３ 中度盐化土

４～８　 ０．３～０．５ 盐化土　　

８～１６　 ０．５～１ 重盐化土　

＞１６ ＞１．０ 极重盐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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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统计分析

采用 方 差 分 析，回 归 分 析，多 重 比 较 及 ＳＰＳＳ
１３．０数理统计软件测 试 数 据 进 行 分 析。多 重 比 较 采

用邓肯新复全距法（ＬＳＲ检验法）［１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壤盐分动态变化

由图２可以看出，各类型台田不同土层电导率值

变化相似。随雨 季 的 到 来，土 壤 盐 分 在７—８月 份 达

到最低值，随后逐渐 回 升。由 表３可 以 得 出，各 类 型

台田土壤电导率值差异显著。对 不 同 台 田 土 壤 电 导

率值进行多重比较得出，在各个土层，“杠—Ｉ”型台田

土壤电导率值较其它类型台田差异显著；对照台田在

０—１０ｃｍ和１０—３０ｃｍ两个土层土壤电导率值与大

部分台田无明显差异，但在３０—５０ｃｍ土层则明显高

于其它台田。
对照台田的土壤电 导 率 值 随 土 层 深 度 的 增 加 而

增加。其它类型台田的土壤电 导 率 值 随 土 层 变 化 趋

势相似，均 为 随 土 层 深 度 的 增 加，先 升 高，后 略 微

降低。

图２　不同台田各土层土壤电导率变化

表３　不同台田各土层土壤电导率Ｓ－Ｎ－Ｋ多重比较

土层深

度／ｃｍ
台田类型 样本数

多重比较

１　 ２　 ３
杠—Ⅰ ７　 ４．６４
对 照 ７　 ５．２２

全—Ⅰ ７　 ５．３６　 ５．３６

０—１０
全—ＩＩ　 ７　 ５．５４　 ５．５４
双—Ⅰ ７　 ５．６７　 ５．６７
杠—Ⅱ ７　 ５．７０　 ５．７０
双—Ⅱ ７　 ６．０１
显著性 １．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７
杠—Ⅰ ７　 ５．０７
全—Ⅰ ７　 ５．９０
对 照 ７　 ５．９８

１０—３０
全—Ⅱ ７　 ６．０３
杠—Ⅱ ７　 ６．４０　 ６．４０
双—Ⅰ ７　 ６．６６
双—Ⅱ ７　 ６．７２
显著性 １．００　 ０．１６　 ０．３７
杠—Ⅰ ７　 ５．５２
全—Ⅰ ７　 ５．５６
全—Ⅱ ７　 ５．７０　５．７０

３０—５０
杠—Ⅱ ７　 ６．０４　６．０４
双—Ⅰ ７　 ６．３６
双—Ⅱ ７　 ６．４７
对 照 ７　 ６．８６

显著性 ０．６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１．００

　　注：不同列表示差异显著，同一列表示无显著差异。

３．２　土壤水分动态变化

由图３可以得出，７种台田类型在不同土层的土

壤水分含量月份变化趋势相似，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

趋势。各土层不同台田类型间 土 壤 水 分 含 量 差 异 不

显著。对照台田的土壤水分随 土 层 深 度 的 增 加 而 增

加。其它类型台田的土壤电导 率 值 随 土 层 变 化 趋 势

相似，均为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先升高后降低。

３．３　土壤水盐动态变化

试验区年 均 降 雨 量 为５７０ｍｍ，多 集 中 在６—８
月。土壤的水盐动态与降雨量 和 蒸 发 量 有 着 密 切 的

关系，在每年４月冻土期结束时起，至１０月冻土期开

始止，可 分 为３个 阶 段：春 季 积 盐 阶 段（４—５月），夏

季脱盐阶 段（６—８月）和 秋 季 返 盐 阶 段（９—１０月）。

４—５月份，试验地降雨量和土壤蒸发量都比较小，土

壤盐分和水分保持一个稳定状态，这个时期为积盐阶

段；６—８月 份，随 着 降 雨 季 节 的 到 来，降 雨 量 远 大 于

蒸发量，试验地土壤水分含量 逐 渐 升 高，土 壤 盐 分 含

量随着雨 水 的 淋 融，逐 渐 降 低，此 阶 段 为 脱 盐 阶 段；

９—１０月份，降 雨 量 减 少，同 时 由 于 蒸 发 量 大 幅 度 增

加，并远大于降雨量，致使土壤水分含量逐渐降低，而
盐分则伴随着水分的蒸发逐渐由土壤 底 层 返 到 土 壤

中表层，致使各土层盐分含量逐渐升高。各个土层土

壤含 水 量 和 土 壤 电 导 率 值 呈 负 线 性 相 关（ｙｉ＝ａ＋
ｂｘｉ），且相关性显著（Ｒ＝－０．６８～－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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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试验地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变化

４　结 论

（１）可将 试 验 区 土 壤 的 水 盐 动 态 分 为 春 季 积 盐

阶段（４—５月），夏季脱盐阶段（６—８月）和 秋 季 返 盐

阶段（９—１０月）这３个 阶 段。土 壤 水 分 与 盐 分 含 量

呈负线性相关关系。土壤盐分 含 量 随 着 降 雨 量 的 增

加先降低，至７—８月 份 间 达 到 最 低，随 后 逐 渐 升 高；
而土壤水分则是先升高，至７—８月达到最后，随后逐

渐降低。
（２）对照台田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电导率值

和水分含量逐渐增加。有隔离 层 的 台 田 的 土 壤 电 导

率值和土壤水分随土层的加深先增加后减少，其间差

异明显，这说明隔离层具有排 水 和 阻 盐 的 效 果，且 效

果明显。从阻盐效果看，隔离层 使 用 铺 设 方 式 为“双

条一杠”，铺设内容为炉渣的“杠—Ⅰ”台 田 的 阻 盐 效

果最好，尤其好于全铺型台田，加 之 其 成 本 要 低 于 全

铺型台田，故应优先选择，并可 在 滨 海 泥 质 盐 碱 地 区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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