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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农业发展和人口的递增，土地利用率也越来越大，但我国占比较大的盐碱土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空间。因此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做好盐碱土改良利用工作十分重要。本文通过从物理措施、生物措施、

化学措施等方面对盐碱土改良利用措施途径进行分析探讨，以便对促进盐碱土改良工作提供有效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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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土是各种盐化、碱化土壤、盐土、碱土的总称，我

国基本所有地区都存在盐碱土，其中最集中分布的地区主要

在东北（松花江、嫩江平原地区）、西北（黄淮海平原、青

海新疆极端干旱沙漠盐土地区）及滨海地区（广东沿海、海

南沿海）等，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 10%以上。当前我国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发展步伐加大，国

家可利用土地资源有限，而盐碱土具有很大的改良利用空

间，如果盐碱土改良利用得当，对于促进盐碱区域农业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现阶段通过多种途径

进行盐碱土改良利用是农业发展部门高度重视的课题。

1 盐碱土形成的原因分析

盐碱土的形成原因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两方

面。自然因素形成的盐碱土多数是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和半

湿润气候区，所处地形多数是沿海低地、局部洼地或者内陆

盆地。由于这些地区常年降水量少，蒸发量又大，土壤中的

盐分在降雨时随着雨水沿着地面、地下径流从高往低处走，

在低洼处高度汇集，高度集中的盐分通过土壤毛细作用不断

上升位移，加上天气如暴晒、干旱等原因，土壤中的水分不

断蒸发，盐分在土壤中的积压就越严重。人为原因主要是由

于农业生产中不规范使用农药、化肥和盲目饮水灌溉、不规

范有效排水、耕种等原因引起土壤盐渍化。

2 盐碱土改良利用的主要原理分析

由于盐碱土里含有超量的盐分和碱性物质，因此如何降

低盐碱土里盐分含量和碱性度是盐碱土改良利用的主要方

向，目前盐碱土的改良原理主要是围绕水盐运动来展开，通

过多种方式来置换盐碱土中的钠离子，或通过投放酸性物质

置换盐碱土中的碱性离子，主要化学原理为：CaSO4 +2Na+X

→Ca2++2Na++SO2-
4+X(其中 X 代表可交换性离子)。进行盐碱土

改良利用的首要前提需要有排水功能良好通畅的设施，其次

需要大量的灌溉水来对盐碱土中过量的盐分进行洗盐、排

盐。根据这一基本原理，目前盐碱土改良利用措施以多角度、

多元化的形式出现，盐碱土可通过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

等多途径来实现改良利用。

3 盐碱土改良利用技术分析

3.1物理型盐碱土改良利用措施

3.1.1深耕深松

深耕深松技术主要是通过振动犁板使盐碱土土壤松动，

打破盐渍土板结层，使土壤团粒结构得以重塑，通过降低土

壤容量，增加土壤对降雨的积蓄，并切断盐分上移的土壤毛

细管。深松技术通过犁底层的打破，使农作物的根系生长空

间增大，使松土层底部形成“鼠洞”结构，可以有效增加土

壤的渗透性和持水性。深耕深松技术一般结合覆盖技术来使

用，通过地膜或其他生物质材料如秸秆等覆盖，可以使土壤

水分蒸发减少，土壤盐分减缓聚集，减缓土壤盐碱化。但这

种技术只起到暂缓作用，毕竟盐分还控制在土壤中没有得到

有效分离和稀释，土壤依然存在返盐风险，盐碱土还需要进

一步的管理和改良。

3.1.2水利措施

一是暗管排盐。暗管排盐技术主要是利用水盐向下位移

的物理特性，将带孔ＰＶＣ波纹管按照一定坡度通过专用机

械埋设在地下水临界深度以下，暗管以上的含盐地下水流入

暗管后从排水沟集中排走，使地下水降低至暗管以下，从而

拉开地下水与耕种层的距离，使地表蒸发引起的严重返盐现

象得以有效抑制。同时盐碱土表层要通过灌溉水或者降雨进

行不断淋洗，以降低暗管之上土壤层的盐含量。两步操作都

需要对暗管规格、深埋距离、灌溉量或淋水量有着严格的规

范化操作标准。暗管排盐方式具有占地面积少、渗水快、不

影响耕地机械耕种、无化学性污染等优点，适用于沙质盐碱

土壤区。但对于暗管材料、大小、暗管深埋间距、坡度等因

素有严格要求，所需机械设备自动化程度、施工精准度要求

较高，因此人力物力投入上较为可观。

二是台田模式。主要是在盐碱地上将原有的坑塘改造为

池塘或新开挖池塘，开挖出来的泥土堆筑为台田，台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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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灌溉水或降雨进行盐碱度改造后变成适合棉花、豆类或

者其他适宜生长的农产物种植，池塘则进行相适应的水产养

殖，如虾蟹、鱼类饲养等。台田模式主要适用于地势低洼、

土壤贫瘠、地下水位高、透水透气性能差、含盐量在１％左

右的重度盐碱地。与暗管排盐模式相比，其投入较低，产出

却比它高出 2-3倍左右。

3.2 化学型盐碱土改良利用措施

3.2.1 改良剂技术

土壤改良剂主要是利用改良剂本身带有或能发生化学

反应产生的可交换离子来置换盐碱土中的 Na+，或者采用改

良剂的酸性来直接中和土壤中的碱性物质，如用含钙的石

膏、石灰石、氧化钙、煤矸石等，和酸性的硫酸亚铁、硫磺、

硫酸、硫酸铝等土壤改良剂来进行改良，通过 Ca2+和 Na+ 的

交换，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的中和，盐碱土中的沉积钙得到

活化，PH 值得以降低。经过充分的土壤盐分淋洗和水盐位移，

盐碱土得以有效改良。改良剂如果采用化工合成物成本偏

高，不利于推广使用，在当前节能环保和生态循环利用等先

进理念指导下，盐碱土改良剂通过有效利用工业副产品或固

体废弃物来取得显著的成效。如当前各大经济开发生产所带

来的粉煤灰、碱渣、硫酸、海湾泥、矿渣等副产品可作为改

良剂参与到盐碱土改良利用当中，从而拓宽盐碱土改良利用

的有效途径。

3.2.2 有机肥技术

在盐碱土施用有机肥如猪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的排泄

物、秸秆、腐殖酸、有机废弃物、糠醛渣等，通过这些有机

肥当中的有机物和 Na+进行置换，一方面可以降低 Na+对土地

的毒害，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另一方面有机肥可以增强盐

碱土的肥力和保水功能，减少水分蒸发，从而抑制返盐速度，

促进淋盐、脱盐加速，从而起到改良土壤结构的目的。

3.3 生物型盐碱土改良利用措施

3.3.1 绿肥

通过种植绿肥改善土壤性质是生物性改良措施的传统

技术之一，传统的绿肥植物如田菁、黄花草木樨、苜蓿、碱

蓬、羊草等一般都具有茎叶繁茂、根系发达、生长迅速等种

植特点，可以有效降低土表水分蒸发，并具有高透水性和保

水力，可以有效抑制土壤盐分聚集，并降低地下水位，加快

土壤脱盐。这些绿肥通过翻耕深埋后腐化所产生的有机酸，

可以对土壤碱度进行有效中和。

3.3.2基因工程技术

通过对耐碱、耐盐的植物基因进行改造，培育出适合盐

碱地种植的品种，从而实现对盐碱土地的有效利用和改良，

最常见是杂交品种的培育，如最著名的由袁隆平院士团队研

发的超级杂交海水稻。此外还有通过远缘杂交培育的番茄、

甜菜、红树等，高抗盐、抗碱性使它们能够在盐碱土壤中顺

利成活，对于改善盐碱土的生态环境起着重要作用。此外目

前先进的生物型盐碱土改良技术还有微生物改良技术，主要

是通过在秸秆等生物介质上培养改良盐碱土的重要功能菌，

如硅酸盐细菌、有机磷细菌、光合细菌、纤维素真菌、丛枝

菌根真菌等，通过微生物对农作物耐盐、耐碱性的影响来提

高盐碱土改良利用的效果。

3.4非生物技术

3.4.1耕作施肥

大量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整地深翻、合理耕耙、科学施

肥、把隔盐层设置于耕作层下部等方法来达到改良盐碱土的

目的。尤其是施加有机物料，如落叶、动物粪便等，将其堆

制与坑沤待腐熟后是加到盐碱土内，来将土壤的缓冲能力以

及肥力提升，将其含盐量减小，实现 PH 值的调整。

3.4.2覆盖技术

可以往盐碱土上覆盖地膜或者其他生物质材料来将土

壤水分蒸发速度减缓，避免盐分聚集于土壤的表面。不过该

种方法不能有根本上排除盐分，所以可能会出现返盐的现

象，所以在后续需要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

种质资源、耕地保护和利用等基础性研究，转变观念，做好

盐碱土开发、利用技术的科研和创新，积极挖掘盐碱地开发

利用的潜力和空间，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创新领域取

得突破，从而促进盐碱土改良利用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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