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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县韦州镇盐碱地治理改良技术研究

眭　磊

宁夏农垦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宁夏　750011

摘　要：同心县韦州镇位于宁夏扬黄灌区，部分田块地势低洼，常年有灌无排，地下水位高，导致土地盐渍化日益严重。

为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益以及水土资源利用率，改良土壤盐渍化，规划实施暗管排水措施降低土壤地下水位。试验实施前，

调查并收集整理暗管排水技术的内容和要求，试验中对土壤盐渍化和地下水位做基础调查，每隔 10 天对暗管排水下的耕地

进行土壤的 PH、全盐量的数据采集分析。试验结果表明暗管排水实施后土壤 PH 与未布设暗管之前相比明显下降。试验证

明暗管排水在盐碱地改良方面效果显著，为扬黄灌区周边的土地盐渍化治理可以起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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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宁夏扬黄灌区地处西北，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全年

降雨稀少、强烈的蒸发，极易将土壤中的盐分带到地表集聚，

地下水中含有的大量盐分会随着水汽的蒸发向地表层迁移，

以此形成地表积盐，最终导致土壤盐渍化。同时，在灌溉

期间，灌溉方式以地面灌溉为主，灌排体系不健全，经过

多年耕种，相对较低的地方就会成为相对的排水区，盐分

也会逐年积累在此处。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暗管排

水方式在盐渍化治理方面与明沟排水、竖井式排水相比占

主导地位，在大量分析实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宁夏实际

情况的暗管排水指标和有关参数，为更好地推广暗管排水技

术提供理论依据 [1]。

二、同心县韦州镇地理条件

（一）地理条件

同 心 县 位 于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中 南 部， 隶 属 吴 忠 市

管辖。地理东与盐池县、甘肃庆阳市环县接壤，南与固

原市原州区毗连，西与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

县为邻，北与吴忠市红寺堡区交界，地处鄂尔多斯台地

南部黄土高原，地势呈南高北低之势，属丘陵沟壑区。

同 心 县 东 北 部 韦 州 镇， 距 同 心 县 城 约 90 km， 地 理 位

置 介 于 东 经 106 ° 28 ′ 37 ″ ～ 106 ° 30 ′ 24 ″， 北 纬

37° 13′ 13″～ 37° 16′ 41″之间。

（二）地形地貌

韦 州 镇 扬 黄 灌 区 农 田 项 目 区 位 于 青 龙 山 西 麓 的 古

洪 积 扇 经 洪 水 切 割 形 成 的 四 级 洪 积 阶 地。 地 面 高 程 在

1500 ～ 1580 m，总的地势自南东向西北倾斜，坡度一般在

16 ～ 20‰。地形起伏较大，在全新世以来的洪水冲刷切割下，

形成多个走向与总地势倾斜方向一致的梁地和洼地，呈现出

波状起伏的垄岗地貌景观。四级阶地前缘，亦已经破坏成为

陡坡，高出三级洪积阶地 20 ～ 30 m。

（三）气候条件

项目区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

特点：冬季持续时间较长、春季迎来气候变暖的时间较其他

地方稍迟、夏季集中升温时间短、秋季变凉的时间较早，与

北方气候变化基本一致，干旱时间较多，降雨量较为稀少而

且风沙严重。多年平均气温 8.7℃，年平均最高 10.6℃，年

平均最低 7.2℃，月平均最高气温 23.1℃，降雨量具有地域

性划分的现象，时间分布上也比较明显，降水大部分集中在

7 ～ 9 月三个月，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60% ～ 70%，本地

区标准冻土深度为 1.37 m。

（四）水文地质条件

项目区属黄河流域，苦水河一级支流甜水河从项目区

西侧穿过。在项目区内，分布的二级支流主要有甘沟、后头

沟、庙梁沟、关庄台沟、陶家大沟、苏英断头沟、南滩沟红

城水沟和沙沟，其中甘沟直接汇入甜水河，其余沟道经宁夏

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实施的导引沟道汇流后入甜水河。

受当地地下水埋深的实际情况影响，包气带及含水层

透水性大，项目区 1 ～ 2 m 分化层处第三系破碎带，局部地

区为凹陷坑，导致产生局部明水。

由此可见，项目区除局部地段自然排水条件尚佳之外，

大部分地区自然排水条件很差或不具备自然排水条件，局部

地块造成地表积水，根本原因是农田开发时把相对高的地方

的地表分化土推向低洼处，在长期的农田灌溉条件下，是低

洼处形成积水。因而在农田扬黄灌溉条件下，大面积土壤次

生盐渍化灾害的发生。

（五）土壤类型

项目区土壤以灰钙土土为主，其成土母质为冲积洪积

物。表层土壤质地为沙壤土，颗粒组成以细沙为主，土层深

厚、土壤中夹有一定砂砾层。土壤有机质层厚 0.19 m，有机

质含量 12.25 g/kg，钙积层出现在 0.19 m 以下，厚度 0.37 m。

表层土壤较松、表层下土壤密实。总面积 7100 亩。主要以

第三系地层为主，地层岩性为第四系冲洪积粉质壤土及砂卵

砾石及泥岩。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https://baike.so.com/doc/4950593-51720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21514-6334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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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

针对暗管排水改良盐碱地效果的大田试验问题，本文

通过项目实施前后的效果分析，初步得到一个该项技术对土

壤盐性的影响规律。因此，以此为设计目标主要进行以下几

方面研究。

1. 在人为灌溉条件、自然降雨条件、地下水位置条件

下暗管排水技术对地下水埋深的影响，得到项目设计并完成

实施后的作用效果。

2. 人工收取项目区土样，简易分析土壤全盐量，以此

说明暗管排水技术对盐碱地的改良效果。

（二）研究方法

1. 前期准备，收集资料，确定实施方案。

2. 分析暗管排水在不同阶段对土壤盐渍化的改良程度。

四、试验设计

试验区位于同心县东北部韦州镇，灌溉水源为红寺堡

扬水灌区红五干渠十一斗。蒸发强烈，极易将土壤中的盐分

带到地表集聚，地下水中的盐份随地下水的蒸发而源源不

断地向地表迁移聚集，形成地表积盐。土壤层存在不透水性

土壤障碍层。在二级扬水开发前，土壤盐渍化现象不明显，

当二级扬水泵站完成运行后，二级扬水泵站灌区灌溉方式粗

放，使得一级扬水灌区地下水位升高，导致一级扬水灌区的

土壤盐渍化加剧 [2]。

试验区田间排水采用二级暗管排水，吸水管选取 φ75 

mm 的单臂波纹管，在吸水管外包料采用 68g/ m2 无纺布。

集水管根据情况分段计算，集水管采用 UPVC 塑料管，根

据控制排水面积计算，管径选用 φ90 ～ φ250 mm。吸水管

和集水管的流速均满足排水管道的比降应满足管内最小流

速不低于 0.3 m/s 的要求，外包滤料 60% 粒径为 12 mm ～ 5 

mm，40% 粒径为 5 mm ～ 2 mm。吸水管与集水管连接处设

检查井。检查井的主要作用是对排水管的功能进行检查，检

查井可以同时当做观测井来监测土壤 PH 以及全盐量。

五、试验检测结果分析

（一）土壤盐渍化程度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该区域 71% 属于重盐渍区，2% 属于

非盐渍区，其余的属于中轻度盐渍区。排水不畅、土壤母质

含盐、不透水障碍层、灌溉工程引入后地下水水位发生变化，

是土壤逐渐盐碱化的主要原因。究其原因，还是排水的问题

得不得根本解决。因此，完善排水系统，修筑并完善排水沟

道，合理有效的依托改良技术控制地下水水位，是根本上解

决盐碱地问题的核心与关键。

（二）地下水埋深调查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分析，在整个地下水埋深观测期内，地

下水位于 1.0 m ～ 2.0 m 的土地面积概率达到 51.5%，地下

水埋深位于 2.0 m 以下时的耕地面积概率占 41.9%。由于农

田灌溉，地下水得到了人为新补给，打破了原有的天然补给、

径流、排泄均衡，水位将上升，地下径流排泄断面将会增大，

以增加其排泄量，寻找新的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均衡。

当地下水位上升到某一高度，地下水新的排泄量已经与灌溉

条件下地下水补给量持平，打破了新的水均衡，水位将不再

上升。这时的地下水位还未达到潜水蒸发的临界深度，土壤

原生含盐量又未达到盐渍化程度时，土壤次生盐渍化不会产

生，或土壤原生含盐量虽未达到了盐渍化程度，其盐渍化程

度也将不断降低 [3]。

（三）暗管排水对土壤 PH 的影响

试验期间二级暗管排水区土壤表层的 PH 总体上呈波动

下降的趋势。通过对埋设暗管前的实测数据进行分析，二级

暗管排水区的土壤 PH 控制在 8.52 ～ 9.51 之间。在暗管埋

设后，由于灌溉水、降雨、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土壤的 PH

值出现明显的下降现象，9 月份中旬灌溉用水停止，试验片

区土壤 PH 下降到 8.48，与未布设暗管之前相比降低了 5.9%；

9 月下旬之后，受气候因素控制，干旱和蒸发将土壤层盐分

增加，导致土壤 PH 下降，试验区域的土壤 PH 下降到 8.14，

与布设暗管之前相比降低 12.1%，暗管排水方式对于盐碱地

土壤的 PH 具有很明显的改良作用。

（四）暗管排水对土壤全盐量的影响

根据试验结果分析，试验区受降雨和灌溉的影响，通

过雨水下渗后，土壤全盐量由 0.61 g/kg 增加到 0.73 g/kg，升

高了 35.9%。随着雨水下渗，土体的土壤全盐量直线下降。

最后到灌溉、雨季结束，土体的土壤水分大量蒸发，造成全

盐量急剧增加。因此，暗管排水在雨水，灌溉水充足的情况

下对盐碱地土壤的全盐量有明显的改良作用 [4]。

六、结束语

结合现状，采用传统技术和新技术相结合，实施二级

暗管排水，以及清挖恢复排水沟道，使灌区土地地下水位降

低，消除局部低洼地势明水现状，缓解扬黄灌区盐碱化趋势，

减少土壤含盐量。实行暗管排水，土壤盐含量普遍降低，效

果显著阶段达到 13%。该次研究通过对宁夏扬黄灌区以暗

管排水方式改良盐渍化土地的成功的实践案例，一定程度上

可以对周边扬黄灌区土地盐渍化治理起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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