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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水稻田块没有临时排水网络，一般采用地下排水网

络，这样能很好地适应机械化耕作。

在我国的江汉平原多采用传统耕作，田块内还布

设了三级临时沟排水网络，称为“围、腰、墒”的内三沟，

与“大、中、小”的外三沟配合，可以把地表积水完全排

干，避免了作物的涝渍危害鳓。近年来，为了提供治理

涝渍的标准，提出“明水明排、暗水暗排”的措施，从而

减少了地下排水负担。东北三江平原地势平缓，土壤

有机质含量高，为了适应机械化作业．很少有田块平地

和排水工程。降雨过后常常形成了严重的地表残积水

和土壤重力水，而呈严重的渍涝。现阶段．三江平原治

理涝渍的主要方法是“挖沟排水”，该方法简单实用、短

期效益明显，得到政府支持，而且大的排水渠都是由政

府负责建设，个人投入相对较少。在i江平原涝渍治理

中大多采用“沟、管、洞、缝”综合治理模式和“井、池、

田”排蓄结合治理模式，采用缝隙排水机理，设计治渍

工程，开挖沟、管、洞、缝。在～定程度上减轻了地下排

水负担俐。三江平原地势平缓．在涝渍治理时应重点解

决渍涝排水出路。采用配套闸站深沟、系统或区间治理

等关键技术，在排水过程中考虑与水旱灌溉联用，达到

除害兴利，使得T程量减少，节约投资，从而合理地利

用水资源。在i江平原通过农业实践探索出了“以稻治

涝”的新路子圈。三江平原多为白浆土。黑土层较薄，土

壤渗漏速度慢，遇涝时土壤含水量较高。非常适合于水

稻生长，变水害为水利。

4治理涝渍灾害对策建议

4．1 提高涝渍治理工程的设计标准

在三江平原地区现行的灌排设计标准一般为5～

10年一遇，该区大部分涝渍地区排涝标准均为“干三

支五”，即排水干沟按3年一遇标准设计，而支沟为5

年一遇标准设计。目前，这样的设计标准已经不能满足

涝渍治理的要求。应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一步将涝区的排涝标准提高。

4．2加大科研力度和理论研究

三江平原的农田水利T程规划设计主要停留在洪

涝治理上，渍涝治理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环节，至今涝渍

仍然是限制三江平原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应该加

大科研力度和资金支持。加强对地下排水及其工程系统

的研究和加强地下排水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关系的研

究，力求用最优化的农田工程解决涝渍灾害的发生。

4．3 采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受水土资源限制，三江平原涝渍耕地很难全部发展

为水田。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提出“以稻治涝”。而

忽视渍涝治理。目前．只能适当发展水田面积．以稻治

涝。将中低产田变为高产田。控制涝渍地下排水的程度．

地下水如果下降到一定深度将很难回补恢复到原来的

水位，加大涝渍土壤改良技术力度。总之，应该结合三江

平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工程、农业、生物措施的

综合治理，分区域分步骤地实现涝渍治理jr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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