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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危害及治理途径浅析

徐阿通

新疆阿勒泰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新疆..阿勒泰..836500

【摘  要】我国新疆地域由于地形地质、气候条件特殊，盐渍土成因复杂，治理难度大。土壤盐渍化带来的危害
十分严重，除了影响土地作物种植外，还会破坏人类社会环境。新疆很早就采取了防治土壤盐渍化工作，取得巨大

成绩的同时，也存在重治理、轻预防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在预防为主的前提下，论述了新疆土壤盐渍化成因和危害，

并针对性地提出较强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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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全国最大的盐渍土壤分布区，土壤盐渍化问

题由来已久，该地降水稀少却蒸发量大，加上特殊地质

的影响，导致土壤中无机盐聚集，浓度升高，形成盐渍

土；主观方面，不合理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也进一

步加剧了盐渍土的形成。在明确了盐渍土形成原因后，

我们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例如改善区域水利设

施和灌溉方式，采取生物技术、化学技术进行土壤改良

等。在治理的同时，也要注意树立节约用水意识，合理

用地，避免盐渍土的继续形成，提高防治成效。

1 新疆土壤盐渍化的成因分析
1.1 气候原因 

新疆地区深居内陆，雨水少，因为地势高，光热条

件好，所以蒸发量高达1500～ 3000mm，在高温环境下，

土壤表层的地下水会通过土壤毛细管蒸发，水中的无机

盐堆积在毛细管中，久而久之造成了地表土壤的无机盐

含量升高，形成了盐渍土。这种情况在新疆的一些灌区

尤其常见。人为灌溉之后，地表水分快速蒸发，原本溶

解在水中的盐类晶体析出，停留在地面或地表土壤中，

形成了以 Mg2+、Ca2+ 等阳离子和 CL-、SO4
2- 等阴离子为

主的盐渍土。

1.2 水利方面

现阶段很多地方使用的灌溉设施，由于修建的时间

较长，加上后期维护工作不到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渗

漏问题。在农田灌溉时，不仅会造成较为严重的水资源

浪费，而且渠道渗漏还会导致地下水位上升。这样就进

一步增加了地表水分的蒸发量，原本分布在地下的无机

盐，在地下水位上升与蒸发的过程中，被带到地表，并

且不断聚集，最终形成盐渍土。此外，不合理的灌溉模

式，也是引发此生盐渍化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些水库由

于蒸发量较大，水中含盐量上升，使用这些水进行灌溉，

也会导致土地表层的无机盐含量升高。

1.3 农业方面

很多农户没有养成科学种植的习惯，只顾眼前利益，

例如棉花的价值较高，在土地上全部改为种植棉花，导

致土壤的营养失调。同时，在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时，

对于化肥、农药过量，土壤板结严重，蓄水保墒能力下

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土壤盐渍化的发生。还有一

些农户盲目开垦荒地，但是这些荒地大多没有完善的灌

溉系统，有些地方干旱，还有些地方积水，也是导致土

壤盐渍化的一种重要原因。

2 新疆土壤盐渍化带来的危害
2.1 可用土地面积减少

根据盐渍化程度的不同，轻微的盐渍化土壤，尚可

种植一些耐盐碱的植物，例如刺槐、石楠、榆树等，这

些作物不仅在盐碱地中可以正常生长，而且本身还能够

起到改良土壤的效果。但是在一些含盐量较高的重度盐

渍化土壤中，不适宜植物的生存，只能废弃。像一些耕

地、林地等，逐渐荒废成为盐碱地，最后变成荒漠。

2.2 种植产量和收益降低

土壤盐渍化会严重影响作物正常从土壤中吸收养

分，由于营养供应不足，在一些轻度盐渍化的土地中，

栽种的作物往往表现为植株矮小、产量降低。实验研究

表明，相比于正常的土地，轻度盐渍化的土壤上，作物

产量会降低 10% ～ 15%，而中度盐渍化的土壤上，作

物产量会降低 20% 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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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盐分含量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土壤含盐量 减产幅度 /% 作物生长状况
非盐化 0 正常
轻度盐化 10-20 轻度抑制
中度盐化 20-50 中度抑制
重度盐化 50-80 重度抑制
盐化土壤 近 100 停止生长，基本绝产

2.3 对人类健康和生活环境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会导致原本的土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由于地下水中无机盐、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水质也会逐

渐恶化。例如长期饮用含有较高 Mg2+、Ca2+ 的硬水，发

生结石的概率会有一定的升高，而那些锌、锰等微量元

素缺少的水，长期饮用容易患有慢性腹泻，例如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新疆流行的伽师病，就是长期饮用这类水导

致的。

3 新疆土壤盐渍化防治对策
3.1 推广节水灌溉，做好渠道防渗措施 

以往新疆很多的农耕区，大多采用渠道漫灌的方式，

为农田补水。但是由于水利渠道年久失修，蒸发、渗漏

严重，并且容易造成渠道沿线的土壤盐渍化。为此，需

要转变灌溉模式，可以尝试推广使用滴管、喷灌等新型

方式，其优势主要有：其一，灌溉更加均匀，避免出现

低处积水、高处积盐的情况，是解决因为灌溉不均导致

盐渍土的一种有效措施；其二，节约用水，减少对水库

引水、地下抽水的依赖，对于维持水土生态系统平衡，

预防土壤盐渍化有一定作用；其三，避免渗漏，解决了

因为地面补水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出现的地表积盐问题。

3.2 利用生物改良技术，增强土壤盐渍化防治措施

当土壤含盐量达到占干土重 0.2%, 植物生长受阻；

而当土壤含盐量达到 2.0% 以上，大多数植物死亡，但

不同植物的耐盐性不同。所以可以采用农业治理方法，

增加地表覆盖，减缓地表径流，调节小气侯，减少水分

蒸发，抑制盐分上升，防止表土返盐、积盐。依托地方

的农技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宣传推广，引导农户形成

科学的种植理念。例如苜蓿、紫菀、绿肥等，增加盐碱

地上的植被覆盖率。这些植物除了可以适应轻度、中度

的盐碱环境外，还能够降低地表水分蒸发，并且吸收一

些富集的无机盐，减轻盐渍化程度。另外，一些根系较

为发达的灌木、乔木等，还可以改良土壤生态结构，通

过生物排水，保证了地下水系统的相对稳定。还可以通

过基因工程，培育耐盐碱植物品种，在重度盐渍化土壤

中种植。

3.3 利用化学改良技术，增强土壤盐渍化防治措施

从实践效果来看，采用生物技术、农业技术进行盐

渍土改良，通常在轻度、中度条件下有较为明显的效果，

而对于一些重度盐渍化的土壤，通常考虑使用化学措施

进行改良。化学改良技术能够置换盐渍化土壤中的钠离

子，以降低土壤钠碱化度，当土壤胶体中的钠离子换成

钙离子后，可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降低土壤容重，

增加土壤透水性，促进洗盐速度，达到治理盐渍化的目

的。该技术成本较低，见效快，目前已广泛使用的化学

改良剂有多种，例如钙类改良剂，主要包括过磷酸钙、

钙活化剂、磷石膏等；工业废弃物，脱硫石膏、炉渣等；

糠醛渣；风化煤。为了进一步提高改良效果，可以先选

择化学技术降低土壤的盐渍化程度，然后搭配使用生物

技术措施，让盐渍土逐渐转化为正常土壤。

3.4 利用物理改良技术，增强土壤盐渍化防治措施

首先，需要做到“农田开垦，水利先行”，即保证

有便利、完善的灌溉条件后，再进行土地开发和使用，

兴修水利工程，灌溉淡水把盐分淋洗到底土层或以水渗

带盐分排出，淡化土层和地下水，避免因为不均匀灌溉、

不合理用水导致的土壤盐渍化。其次，坚持因地制宜，

对于一些地势比较低矮的，由于积水严重，积水蒸发后

容易出现土壤盐渍化问题。因此需要做好低洼地带的排

灌工作，增加地下水的流动，在流动过程中稀释土壤中

的盐分，避免盐分堆积。最后，耕作治理，改良盐渍化

土壤的不良物理性质，改善土壤结构和孔隙度等不良性

状，削弱或切断上下层土壤的联系，阻止地下水和土壤

水直接上升到地表。

4 结论
综上，大面积的盐渍土，给新疆农业发展和人们的

日常生活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防治土壤盐渍化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已经探

索出多种适合新疆地区盐渍土的治理对策，例如农业改

良技术、化学改良技术等。下一步还要在采取技术治理

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水利设施、推广节水灌溉等，提高

土壤盐渍化的预防能力，从源头上解决此类问题，保障

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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