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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现行灌溉制度下膜下滴灌棉田土壤盐分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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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膜下滴灌应用典型灌区新疆石河子 １２１团连续 ４年的定点监测膜下滴灌棉田盐分。结果表明，盐分

在膜下滴灌灌水作用下不断向远离滴灌带的区域迁移，水平方向逐渐向膜间裸地聚集，垂直方向逐渐向下层运移。

剖面盐分随滴灌应用年限的增加逐渐由上大下小变化为上下均一的垂线状，这个过程尤其在滴灌应用 ２～４年表

现得比较明显。滴灌应用 ４年深层（１４０ｃｍ土层）开始脱盐，滴灌应用 ５年基本达到作物适宜耐盐含量。盐分降低

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的灌溉制度。灌水特别是较大定额的灌水，改变了盐分自然分布特点。在周期性灌水作用下，

各年生育期内盐分含量相对较低，土壤盐分总量呈降低趋势。盐分降低主要时期在出苗水灌后及花铃后期。随滴

灌应用年限的增加，３００ｃｍ深度范围内土壤盐分也逐渐降低，滴灌应用约 １０年左右呈铅垂线改良型分布特点。现

行膜下滴灌灌水制度在滴灌应用 ５年以上应适当减少花铃期的灌水定额，灌溉定额可降至 ６１８ｍｍ左右，但苗期灌

水仍需保持较大的灌水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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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膜下滴灌可以在根区形成淡化的脱盐区
［１－２］

，

同时深层渗漏的减少，也降低了次生盐渍化发生的

可能性，但是，膜下滴灌只是调节土壤盐分在作物根

系层的分布状况，盐分并未排出土体，在灌溉用水含

有一定盐分时，盐分会逐步在根底积累，有可能产生

土壤积盐爆发
［２－４］

。目前，新疆膜下滴灌应用面积

已突破２×１０６ｈｍ２，随着膜下滴灌应用年限的变化，
生产实践中因滴灌运移到土壤湿润锋处的盐分是否

在根区累积，引起很多学者关注和思考。

一部分学者认为膜下滴灌棉花生育期内盐分在

膜间０～４０ｃｍ强烈聚集，在棉花生育期结束后，田
间０～６０ｃｍ以内土层随膜下滴灌应用年限增加处
于积盐态势

［３，５－９］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覆膜滴灌技术

明显降低了作物根区盐分，膜下滴灌根区土壤盐分

含量随滴灌应用年限的增加逐年下降
［１０－１６］

。

以上研究大多缺少长时间定点连续的监测数

据，研究周期相对较短，难以反映膜下滴灌田间盐分

真实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通过对新疆现行灌溉

制度下典型膜下滴灌不同应用年限农田进行连续 ４
年的定点监测，揭示当前灌溉制度条件下膜下滴灌

农田土壤盐分动态变化特点，为膜下滴灌技术在干

旱区可持续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在典型绿洲农业区新疆兵团 １２１团 １８连选定
２００８年开始应用膜下滴灌的棉田，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连
续４年定点监测土壤盐分分布及变化。该农田附近
人工未干扰荒地表层土壤盐分质量分数受降雨和蒸

发影响一般在 ３％ ～１５％之间变化，０～４０ｃｍ土层
盐分平均质量分数在２５％ ～７０％之间，０～１００ｃｍ
土层盐分平均质量分数在 １８％ ～４２％之间，１００～
１４０ｃｍ土层盐分平均质量分数为 ０３％ ～１１％之
间。灌区地下水动态受灌溉和水库蓄水影响较大，

生育期内可上升到 ２ｍ以内，生育期末可降至 ４ｍ
以下，地下水矿化度较高，经测定在 ３０～６０ｇ／Ｌ之
间。该地块连续５年均种植棉花，品种相同，每年灌
水和施肥制度相近，研究区滴灌棉田典型灌水制度

一般为从４月下旬到 ８月下旬滴灌灌水 ９次，灌水
定额一般在 ９０ｍｍ左右，出苗水定额较大，可达
１３６０８ｍｍ，全生育期灌溉定额平均值为８４７７１ｍｍ。

种植模式采用机采棉模式。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每
年从４月份开始至１０月份结果，每月中旬在固定取



样地点取样一次，每次选３个取样区，每个区取３个
点，分别为膜内毛管处，棉花窄行中点、膜外两膜中

点（见图 １）。每个点从地表向下每 ２０ｃｍ取样一
个，分别为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１２０和 １４０ｃｍ共计
８个样，每次共取７２个土样。同时在相应取样点周
边荒地上取样 ３次，并观测研究区地下水变化。对
所取土样测试其含水率和含盐量，含盐量用电导法

测定并经标定换算为质量比，每次取 ３组平均值进
行分析。所获数据用 Ｏｒｉａｎｇｅ８５绘图和分析。

图 １　膜下滴灌棉花种植及取样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经测定该地块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取样的离子组成、

荒地离子组成及养分含量分别见表１和表２，根据

表 １　土壤离子质量比

Ｔａｂ．１　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ｇ／ｋｇ

地型 ＨＣＯ－３ Ｃｌ－ Ｃａ２＋ Ｍｇ２＋ Ｋ＋ Ｎａ＋ ＳＯ２－４
滴灌地 ０１０ ０２５ ３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７８８ ０３０

荒地　 ００３ ０２２ ３８１ ０１９ ０１８ １１４６ ０７０

新疆盐碱土分类标准，Ｃｌ／ＳＯ４比值 ０８，属于氯化物
硫酸盐中度盐化土壤。根据国际制土壤分类标准土

壤质地属于粉质粘土。灌溉水源为水库水，矿化度

在０４ｇ／Ｌ左右。

表 ２　土壤养分质量比

Ｔａｂ．２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ｋｇ

地型 铵态氮 硝态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滴灌地 １０８６９ ６２０７ ５７２ ２００６０５

荒地　 ９６６ ４０４６５ １１４０５ ２６９３３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膜下滴灌棉田根区土壤水量平衡分析
为分析膜下滴灌棉田土壤盐分的变化，先了解

现行膜下滴灌棉田实际灌溉制度下计划湿润层水量

平衡状况。以棉花根系主要分布深度 ０～６０ｃｍ为
根区和计划湿润层分析，根区土壤田间持水量为

３４０８％，将观测数据４～１０月份根据棉花生长情况
划分为 ３个阶段：４～５月份为棉花生长初期；６～８
月份为棉花生长中期；９～１０月份为棉花生长末期。

根据０～６０ｃｍ土层深度内膜下滴灌棉田各阶
段的平均含水率及棉田根区土壤水量平衡方程分别

计算根区储水量、理论储水量以及超灌水量，计算结

果见表３。

表 ３　膜下滴灌棉田 ２００８年地块计划湿润层水量平衡计算特征值

Ｔａｂ．３　Ｗａｔ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ｌａｎｍｏｉｓｔｌａｙｅｒｏｆ２００８ｌｏｔ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阶段
农田含水

率均值／％

占田持的

百分比／％

实际土壤

储水量／ｍｍ

理论土壤

储水量／ｍｍ

相对理

论增量／ｍｍ

作物需

水量／ｍｍ

实际

灌水量／ｍｍ

超灌

水量／ｍｍ

超灌

比例／％

初期 ２６７５５ ７８５１ １６０５３ １２７８０ ３２７３ ５７２ ２３１３４ １７４１４ ３０４４４

中期 ２８８３３ ８４６０ １７３００ １５３３６ １９６４ ４５５５ ５３８６１ ８３１１ １８２５

末期 ２５１６８ ７３８５ １５１０１ １２７８０ ２３２１ ２５２ ７７７６ ５２５６ ２０８５７

总计 ２７５２８ ８０７７ ４８４５４ ４０８９６ ７５５８ ５３７９ ８４７７１ ３０９８１ ５７６０

　　由于棉田全生育期计划湿润层（０～６０ｃｍ）适
宜含水率应在田间持水量的 ５５％ ～８０％，而实际为
８０７７％，说明总体上农田土壤含水率略高于适宜含
水率的上限，但从平均值角度分析，理论上棉田适宜

含水率的范围是５５％ ～８０％，是指灌水周期内土壤
含水率在这个范围内比较适宜，换句话说，灌水周期

内的适宜含水率范围的平均值应该是 ６７５％（３个
阶段分别为６２５％、７５％和６２５％），而滴灌农田实
际土壤含水率平均值 ８０７７％包含了 ４年观测期内
不同灌水周期土壤含水率的随机值，因此，农田计划

湿润层平均含水率实测值应该与适宜含水率范围的

平均值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则农田实际含水率平均

值８０７７％远高于适宜含水率平均值 ６７５％，说明

农田计划湿润层土壤水分含量超过了适宜含水率范

围，农田存在灌水过量的现象，存在灌溉水浪费的情

况。

从膜下滴灌棉花不同阶段来分析，表 ３中棉花
计划湿润层在３个阶段农田实际平均含水率占田间
持水量的百分比均高于理论上适宜含水率占田间持

水量百分比的平均值，最高在初期阶段，说明膜下滴

灌棉田初期灌水定额相对最为偏高。

膜下滴灌棉田计划湿润层（０～６０ｃｍ）在不同
阶段的实际储水量和理论储水量根据 Ｗ＝Ｈθ（Ｗ、
Ｈ、θ分别表示储水量、计划湿润层深度和土壤含水
率）计算，其中理论土壤含水率为棉花计划湿润层

不同阶段适宜含水率范围的平均值，计划湿润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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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实际土壤储水量、理论土壤储水量及实际储

水量相对理论储水量的增加量计算结果分别见表 ３
的第４～６列。可以看出，膜下滴灌棉田计划湿润层
实际储水量相对理论储水量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相对理论储水量增量合计 ７５５８ｍｍ，说
明灌水处于超量状态。

作物需水量即为满足棉花生长发育和较高产量

而需要消耗的理论水量，根据文献［１７］研究结果，
按照本文棉花生长阶段划分整理后结果见表 ３，实
际灌水量采用研究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连续 ４年的平
均值。

根据本文所划分阶段重新整理后的实际灌水量

数据见表３第８列，则实际灌水量与理论需水量的
差额即为超灌水量，计算结果见表３第９列，超灌水
量占作物需水量的百分比即为超灌比例，计算结果

见表３第１０列。
由表３可以看出，在不考虑洗盐、压盐情况下，

膜下滴灌棉田灌水量相对作物需水量超额灌溉了

３０９８１ｍｍ，超出作物需水量的 ５７６０％，主要在初
期（４—５月份）超额灌溉，超灌水量 １７４１４ｍｍ，超
灌比例高达３０４４４％，在棉花生长旺盛的中期阶段
（６—８月份），超灌水量 ８３１１ｍｍ，超灌比例为
１８２５％，而在棉花生长末期（９—１０月份），超灌水
量为５２５６ｍｍ，由于末期作物本身需水较小，因此
超灌比例显得较大，为 ２０８５７％，说明在不考虑压
盐需水量而仅考虑作物需水量情况下，膜下滴灌棉

田现行灌溉制度的灌水量偏大，理论上灌水偏大为

３０９８１ｍｍ，灌溉定额可由现在的 ８４７７１ｍｍ降至
５３７９０ｍｍ，应主要降低前期和中期的灌水定额。
２２　棉花生育期初不同滴灌年限土壤盐分分布特征

根据新疆气候特点，１２１团棉花基本上在 ４月
下旬播种，采用干播湿出方式，播种后滴灌一次，以

保证出苗，由于当地农田普遍含有盐碱，因此，出苗

水滴灌灌水定额一般在 １３５６９ｍｍ左右，既为出苗
提供充足水分，同时进行压盐出苗，为棉苗生长提供

一个低盐环境，苗期灌水对土壤盐分的分布影响较

大，但随滴灌应用年限不同，这种影响和分布又有所

不同。要分析滴灌对盐分的影响，应先了解荒地自

然状况下的盐分分布特征，当地荒地土壤盐分分布

特征一般比较稳定，以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２５日和 １０月
７日两次取样数据为例（图 ２），说明荒地盐分分布
特点。

在未灌溉及人为扰动的盐碱荒地土壤盐分在棉

花播种后生育期初表现为地表积盐，表层盐分质量

比在９０ｇ／ｋｇ以上，形成一层盐壳，剖面上由地表向
深处递减，约在 ８０ｃｍ以下降至 ２０ｇ／ｋｇ以下，到

图 ２　荒地土壤盐分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１４０ｃｍ深处降至５ｇ／ｋｇ左右，属于典型的干旱区土
壤盐碱分布特点，由强蒸发弱降水所致。说明自然

状态下，上层土壤盐分受降雨和蒸发影响略有变化，

深层相对稳定，处于自然动态平衡状态。

人类活动干扰后，采用膜下滴灌技术进行灌溉

的农田，土壤盐分受水分运动影响显著，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连续４年４月份的盐分剖面分布见图３。

由图３可以看出，滴灌后，盐分向远离滴灌带的
方向运移。不同滴灌年限棉田第一次滴灌出苗后，

总体上盐分分布特点为：膜内毛管下土壤盐分 ０～
４０ｃｍ土层含量较低；膜间裸地土壤盐分在 ０～
２０ｃｍ土层含量较高，滴灌后土壤盐分含量随距滴灌
带的位置越远含量相对越高，由于出苗水灌水定额

较大，水分将盐分运移至薄膜之外，在土壤蒸发作用

下，盐分逐渐向膜间裸地聚集。垂直方向土壤盐分

逐渐向下层运移，并在一定深度处聚集，聚集深度与

灌水定额和滴灌年限相关。滴灌２年开始时亦即滴
灌应用１年之后（２００９ ４ ２５），在棉花生育期期
初，出苗水灌后，在剖面０～８０ｃｍ土层表现最明显，
盐分在水平方向距滴灌带 ６０～７０ｃｍ处（膜间）积
聚；剖面上，在０～８０ｃｍ之间含量较高，８０～１４０ｃｍ
范围盐分含量相对较低，总体上呈现上高下低，这与

荒地盐分剖面分布特征类似，说明盐分受灌溉影响

有限，仅使膜内上层土壤盐分相对荒地略有降低，给

作物生长提供了相对低盐环境，但盐分含量相对仍

然较高，０～４０ｃｍ土层盐分质量比仍在 １６ｇ／ｋｇ以
上，最高达６６３ｇ／ｋｇ，膜内最高达５１２ｇ／ｋｇ，对于作
物种子萌芽及生长仍非常困难，观测表明棉花出苗成

活率仅为７１％，棉花产量仅为１２７９２ｋｇ／ｈｍ２。
滴灌应用２年后（２０１０ ４ １７），整体盐分含量

明显降低，说明盐分的分布受灌水影响显著，总体上

呈现膜内低膜间高、上层低中间高的分布特点，已经

与荒地分布特征及滴灌第２年初的分布特征完全不
同，人工膜下滴灌技术的灌溉改变了自然条件下土

壤剖面盐分分布特征。

滴灌应用 ３年后剖面盐分整体又有所下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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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８年地块滴灌 ２～５年生育期初土壤盐分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ｔｔｏｎ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２００８ｌｏｔｄｒｉｐ２ｔｏ５ｙｅａｒｓ
（ａ）２００９ ４ ２５　（ｂ）２０１０ ４ １７　（ｃ）２０１１ ４ １６　（ｄ）２０１２ ４ １４

　
明盐分继续在灌水作用下不断向远离滴灌带的区域

迁移，特别是向下层和深层迁移，膜间的盐分也逐渐

向下迁移并不断降低。滴灌应用４年后整体盐分质
量比相对较低，观测区范围内最高值为 ９４ｇ／ｋｇ，膜
内土壤盐分均小于 ５ｇ／ｋｇ，对于作物生长相对影响
较小。盐分聚集区域仅在膜间上层和中下层出现，

上层最大值仅 ７２ｇ／ｋｇ，说明盐分受灌水影响降低
幅度越来越小。

盐分降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地的灌溉制度，前

文已经分析，现行灌溉制度相对作物理论需水量和

土壤适宜储水量偏高。实际灌水后土壤湿润锋深度

一般在１５ｍ以上，甚至达到 ３ｍ，在生育期内灌水
后０～６０ｃｍ根区土壤水分一般超过田间持水量的
９０％以上，盐分向膜间和深层迁移明显，由于自然状
态下当地土壤表层盐分较高，正是灌水改变了盐分

自然分布特点，特别是较大定额的灌水，在研究区沙

壤土条件下，使得土壤水分垂直运动比较强烈，带动

土壤中可溶性盐分不断向下迁移，根区土壤盐分含

量随之降低，加之研究区地下水埋深较浅（棉花生

育期内主要时段不足２ｍ），上层土壤盐分极有可能
不断迁移进入地下水，从而使得０～６０ｃｍ土壤盐分
不断被淋洗降低，上层土壤呈脱盐状态，即使停水

后，在蒸发和根系耗水影响下，盐分有所上升，但由

于地表薄膜覆盖盐分随水分上移受到抑制，土壤水

分仅在膜间裸地一定范围内向上运动强烈，盐分随

水分进入根区总量相对有限，因此在整个生育期灌

溉制度周期性灌水作用下，各年生育期内盐分含量

相对较低，土壤盐分总量呈降低趋势；即使在非灌溉

季节，由于蒸发作用不强，使得因蒸发作用向上迁移

的盐分总量将变得有限，一般也仅在生育期灌水结

束后的９月底和１０月上旬有小幅累积升高，在经过
越冬期后，新疆冬季的降雪及开春后融雪使得盐分

亦呈淋洗向下迁移趋势，至４月中下旬以后，进入新
的一轮灌溉季节，加之年际间膜间膜内土壤混翻，覆

膜及滴灌位置逐年不定，土壤盐分在生育期初仍会

小幅升高，在灌水作用下再逐渐降低，周而复始，盐

分在灌溉制度作用下，总体呈降低趋势，在生育期内

又在蒸发、施肥及根系吸水作用下呈小幅波动上移

变化特点。

因此，在生育期初膜下滴灌显著改变土壤盐分

自然分布状态，盐分向深层和膜间逐年运移和聚集，

根区盐分在滴灌４年以后降至适宜范围。
２３　全生育期内土壤盐分变化

膜下滴灌应用后，虽然出苗水对盐分分布在一

定时期内产生了显著影响，但随着气温升高，棉花生

长和腾发量增大，加上不断的灌水，土壤盐分亦在动

态变化，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连续 ４年全生育期土壤剖面
平均盐分质量比随深度的分布见图４。

２５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图 ４　２００８年地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全生育期田间平均土壤盐分剖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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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４可以看出，全生育期剖面土壤盐分变化，
在滴灌应用的第 ２年内，即 ２００９年 ４～１０月，总体
盐分质量比较高，整体均在 １０ｇ／ｋｇ以上，特别是表
层土壤盐分质量比均在 ３０ｇ／ｋｇ以上，且以 ７月
１８日观测值最大，接近 ６０ｇ／ｋｇ，２０ｃｍ土层均在
１５～２０ｇ／ｋｇ，不同时期变化不大；２０～１４０ｃｍ深度
范围盐分质量比在１０～２０ｇ／ｋｇ之间，且呈现在４月
２５日和８月 １８日 ２个阶段含量最低，６月 ２１日含
量相对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６～７月份一方面气温
较高，蒸发蒸腾旺盛，盐分向上迁移明显，另一方面

可能是施肥较多，肥料施入引起含盐量的增加。而

４月２５日和８月１８日，盐分含量较低主要原因一方
面是出苗水灌水定额较大引起剖面整体盐分向下迁

移，８月份灌水高峰期已过，长时间大定额的灌水使
得盐分向下不断迁移，同时施入的化肥逐渐被作物

吸收利用，共同引起剖面盐分的不断降低；１０月份
由于灌水停止，在蒸发作用下盐分逐渐由深层向上

不断迁移一部分，使得剖面盐分略有升高，但毕竟由

于一年的灌水周期盐分向下迁移的较多，使得剖面

盐分终将不断减少，在观测区 ０～１４０ｃｍ盐分仍处
于降低趋势。

２０１０年数据同样表明，４月 １７日盐分较高，出
苗水灌后，５月 ３０日整体盐分下降显著，特别是
２０～１２０ｃｍ范围降低最为明显，８月 ２１日仍然含量
较低，与２００９年具有类似规律，９月和 １０月虽略有
升高，但相对生育期初整体盐分降低明显。２０１１年
和２０１２年均有类似规律。

膜下滴灌棉田棉花生育内 ６～８月份盐分整体

呈现上低下高的分布特点，盐分平均质量比及最高

质量比不仅在年内从 ６月到 ８月份不断降低，而且
在年际间随滴灌年限增长也不断降低。盐分分布特

征明显与荒地不同，盐分不断由表层向深层迁移，并

最终可能迁移进入地下水。盐分的这些动态变化特

点正是由于灌水超量引起的。

２４　棉花生育期末滴灌土壤盐分分布特征
棉花吐絮后，进入收获期，经过生育期灌水、降

雨、蒸发、作物耗水等复杂过程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各
年１０月份的剖面土壤盐分分布情况见图 ５，不同深
度盐分质量比相对膜下滴灌应用第１年的盐分差值
及降低百分比见表４。

用第１年初（荒地）盐分质量比减去各滴灌年
限生育期末相同深度的平均盐分质量比的差值占荒

地盐分质量比的百分比表示脱盐率。脱盐率为负，

表示该土层相对原始荒地状态盐分增加，处于积盐

状态。

图５表明，经过各年灌溉季节结束，农田剖面土
壤盐分分布发生显著变化，膜下滴灌应用第２年后，
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７日数据表明，剖面土壤盐分在膜
间同时具有 ３个聚集区，分别为膜间上层（水平距
管２０～７０ｃｍ，垂直０～２０ｃｍ），中层（水平距管５０～
７０ｃｍ，垂直 ３０～６０ｃｍ），下层（水平距管 ２０～
７０ｃｍ，垂直９０～１３０ｃｍ），其中以上层盐分质量比最
高，可达７３５ｇ／ｋｇ，中层和下层平均盐分质量比约
为１８６ｇ／ｋｇ；在膜内毛管下 ０～８０ｃｍ范围盐分含
量相对较低，平均盐分质量比为 ９６ｇ／ｋｇ，整体盐分
相对生育期初总量显著减少，分布位置明显改变，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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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８年地块滴灌 ２～５年生育期末土壤盐分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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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膜下滴灌 １～５年生育期末土壤盐分平均值及相对荒地脱盐率

Ｔａｂ．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ｉｎ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ｔｏ５ｙｅａｒｓｅｎｄ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土壤

深度

／ｃｍ

荒地盐分

质量比

／（ｇ·ｋｇ－１）

滴灌１年 滴灌２年 滴灌３年 滴灌４年 滴灌５年

盐分质量比

／（ｇ·ｋｇ－１）

脱盐

率／％

盐分质量比

／（ｇ·ｋｇ－１）

脱盐

率／％

盐分质量比

／（ｇ·ｋｇ－１）

脱盐

率／％

盐分质量比

／（ｇ·ｋｇ－１）

脱盐

率／％

盐分质量比

／（ｇ·ｋｇ－１）

脱盐

率／％

０ ８９６８ ５３９２ ３９８８ ３７０１ ５８７３ １４９９ ８３２８ １３０７ ８５４３ ５４１ ９３９７

２０ ４５２０ ２７８９ ３８２９ １４２１ ６８５５ ６８０ ８４９５ ４１９ ９０７２ ６１３ ８６４３

４０ ３２８０ ２４７２ ２４６４ １６７０ ４９０８ ６８９ ７８９８ ４５６ ８６１１ ４５８ ８６０３

６０ ２６１６ １６８４ ３５６０ １３２０ ４９５３ ５７０ ７８２２ ４７２ ８１９５ ４５６ ８２５６

８０ １８７２ １２２５ ３４５２ １３５１ ２７８０ ８５０ ５４５８ ２５６ ８６３３ ５３０ ７１７０

１００ ９５２ ７３９ ２２３１ ２００８ －１１１０６ ８２４ １３３９ ３７５ ６０６４ ７５６ ２０５１

１２０ ６４４ １１３５ －７６１０ １８１７ －１８１９６ ８５３ －３２４４ ５９６ ７４５ ４０１ ３７７４

１４０ ５８６ ９１９ －５６７９ １５６７ －１６７４６ ８２８ －４１２７ ５９８ －２００ ４０８ ３０３１

平均 ２９３０ ２０４４ ３０２１ １８５７ ３６６１ ８４９ ７１０１ ５６０ ８０８９ ５２１ ８２２３

０～４０ ５５８９ ３５５１ ３６４７ ２２６４ ５９４９ ９５６ ８２８９ ７２７ ８６９９ ５３７ ９０３８

４０～１００ １８１３ １２１６ ３２９０ １５６０ １３９５ ７４８ ５８７４ ３６８ ７９７３ ５８１ ６７９７

１００～１４０ ６１５ １０２７ －６６９１ １６９２ －１７５０５ ８４１ －３６６５ ５９７ ２９５ ４０５ ３４２０

　　注：荒地数据为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取样数据，第１年生育期末数据以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数据代替。

分向膜间和深层迁移，并在膜间聚集。

滴灌应用３年后，盐分分布继续变化，盐分聚集
区逐渐分化为膜间表层和下层，盐分含量不断降低，

毛管下盐分低盐区扩展至１２０ｃｍ深度。滴灌应用４
年后，盐分总量持续降低，盐分聚集区仅在膜间表层

出现，低盐区进一步扩大，在剖面整体 ２０～１００ｃｍ
距管 ０～７０ｃｍ范围均为低盐区，盐分质量比低于
５ｇ／ｋｇ。滴灌应用 ５年后，整体盐分含量较低，全剖

面盐分质量比基本低于 ５ｇ／ｋｇ，仅膜间表层盐分相
对较高，最高不过 ７６ｇ／ｋｇ。说明灌水季节膜下滴
灌农田土壤盐分变化显著，受灌水影响，整体盐分逐

渐向远离毛管的方向迁移，特别是向深层迁移，即使

水平方向迁移至膜间的盐分也逐渐向下层和深层迁

移，剖面盐分聚集区不断分化，并减小，低盐区从毛

管下附近逐渐扩大至整个剖面观测区，滴灌应用 ５
年基本达到作物适宜耐盐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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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说明，膜下滴灌应用 １年相对荒地在 ０～
１００ｃｍ范围均处于脱盐状态，在 １００～１４０ｃｍ范围
为积盐状态，积盐率为 ６６９１％，盐分质量比达到
１０２７ｇ／ｋｇ。滴灌应用２年后，０～８０ｃｍ继续脱盐，
１００～１４０ｃｍ继续积盐，积盐率可达 １７５０５％，盐分
质量比达到 １６９２ｇ／ｋｇ，在观测 ５年内属于积盐最
为严重的阶段。滴灌 ３年后，０～４０ｃｍ相对荒地脱
盐率达８２８９％，平均盐分质量比９５６ｇ／ｋｇ，脱盐相
对较高，在 １００～１４０ｃｍ积盐率为 ３８６５％，相对前
两年下降显著，说明盐分可能运移出观测区，向

１４０ｃｍ以下迁移并在某一深度积聚，０～１４０ｃｍ全剖
面平均盐分质量比８４９ｇ／ｋｇ，相对降低明显。滴灌
４年后，在上层 ０～４０ｃｍ脱盐率又小幅升高，保持
较高范围，４０～１００ｃｍ中层土壤脱盐程度加大，
１００～１４０ｃｍ下层开始脱盐，脱盐率 ２９５％，说明此
时处于整体脱盐状态，盐分向下不断迁移出观测区，

全剖面平均盐分质量比 ５６ｇ／ｋｇ，接近棉花作物耐
盐上限，基本适于耕作。滴灌５年后，全剖面脱盐进
一步加大，上层０～４０ｃｍ达到９０３８％，平均盐分质
量比５３７ｇ／ｋｇ，４０～６０ｃｍ范围更是低于 ５ｇ／ｋｇ，
１００～１４０ｃｍ深层脱盐率达到 ３４２％，呈现从表层
至深层不断降低的脱盐趋势，盐分也由表层到深层

逐渐降低，类似或接近改良型土壤盐分分布特点

（见图６）。

图 ６　２００８年地块滴灌 ５年内不同年限

生育期末土壤盐分质量比均值

Ｆｉｇ．６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ｒｉｐ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２００８ｐｌｏｔ
　

剖面盐分平均值的变化（图６）随滴灌应用年限
逐渐由上大下小变化为上下均一的垂线状，这个过

程尤其在滴灌应用２～４年表现得比较明显。
因此，膜下滴灌在灌水特别是各年超量灌水作

用下，滴灌应用０～５年盐分总体呈降低趋势，这个
趋势又包含从上层向下层先下降后升高再降低的脱

盐积盐再脱盐的过程，上层始终脱盐，中层脱盐率由

小到大再到小，下层 １００～１４０ｃｍ呈现先积盐后脱
盐，特别是在滴灌应用２年后积盐达到最高，滴灌应
用４年深层开始脱盐，之后脱盐力度加大，并逐渐接

近作物耐盐范围。

３　讨论

由于土壤水分是土壤盐分的溶剂和载体，田间

土壤盐分运移受土壤水分运动影响，但盐分运移过

程中，又不可能仅发生对流运移，对流和水动力弥散

共同作用
［１８－１９］

。另外，在田间土壤中，大孔隙及裂

隙通常在土壤剖面垂直方向上发育良好，膜下滴灌

灌水后田间可能存在局部的优先流，因此，田间尺度

的盐分运移理论上通常是极度不一致的。

但本文研究发现，膜下滴灌棉花生育期内及随

着膜下滴灌应用年限的增加，土壤盐分不仅在滴灌

水分作用下发生一定的水平迁移，而且整体上表现

为剖面盐分不断垂直向下迁移，耕作层及观测范围

内的盐分均表现为逐渐降低。

这是因为盐分运移由微观尺度到宏观尺度的演

变是由膜下滴灌农田土壤多孔介质本身在不同尺度

下所体现出的不同空间变异程度所决定的。在极微

观尺度下，盐分主要在分子扩散及孔隙程度弥散作

用下运移的，这种运移在荒地自然条件下可能比较

显著，而对于膜下滴灌农田来说可能整体影响较小；

随着空间尺度的加大，盐分运移受土壤空间变异的

影响，特别是受膜下滴灌较大灌水定额的影响，盐分

运移对流作用突出并使其在纵向运移方向上相互产

生巨大差异（滴头下方运移最快，远离滴头运移减

慢），而这种差异一时难以被横向对流和弥散作用

所弥补，垂直方向盐分呈现降低变化
［１８－１９］

。随着空

间、时间尺度的进一步加大，在膜下滴灌周期性灌水

作用下，由于多孔介质呈现宏观上的均一性，横向弥

散作用逐渐弥补盐分在横向上的浓度差异，使得宏

观上膜下滴灌棉田土壤盐分最终呈现整体降低趋

势。

正如本文研究表明的，膜下滴灌应用５年以内，
盐分逐渐向下迁移，而且不仅是内部的分布变化，而

且在内部重新分布变化的基础上逐渐降低。由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观测区深度均为 １４０ｃｍ，以上研究分
析表明１４０ｃｍ土层以内土壤盐分逐渐降低，盐分必
然迁移至观测区１４０ｃｍ以下土层，为进一步研究盐
分向下迁移的情况，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在分别开
始应用膜下滴灌的 ２００８年地块（连续滴灌应用
５年）、２００６年地块（连续滴灌应用７年）、２００２年地
块（连续滴灌应用１１年）生育期末取样深度扩展至
３００ｃｍ，相关盐分质量比分别见图７～１０。

图７～９表明，膜下滴灌分别应用 ５年、７年和
１１年后，在原来的观测区０～１４０ｃｍ深度范围，盐分
变化总体并不显著，特别是滴灌应用时间越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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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８年地块滴灌 ５年后土壤盐分（２０１２ １０ ８）

Ｆｉｇ．７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５ｙｅａｒｓｉｎ２００８ｐｌｏｔ
　

图 ８　２００６年滴灌地块滴灌 ７后年盐分（２０１２ １０ ８）

Ｆｉｇ．８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ｙｅａｒｓｉｎ２００６ｐｌｏｔ
　

图 ９　２００２年滴灌地块滴灌 １１年

后土壤盐分（２０１２ １０ ８）

Ｆｉｇ．９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１ｙｅａｒｓｉｎ２００２ｐｌｏｔ
　

图 １０　不同滴灌年限生育期末土壤盐分

Ｆｉｇ．１０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位置盐分差异越小，仅在表层差异相对较大，不同滴

灌影响年限之间的差异也并不十分显著。而在

１４０～３００ｃｍ深度范围，不同滴灌应用年限的地块

盐分差异则十分显著。滴灌应用 ５年的地块在
１４０～３００ｃｍ范围，３个取样点盐分均逐渐升高，同
时仍表现为相同深度膜间盐分最高，膜内毛管下最

低，说明盐分仍受灌水影响不断向下迁移，毛管下受

到的影响最大，盐分继续向下和更深层次迁移的更

多，随滴灌应用年限的增加，３００ｃｍ深度范围以内
的土壤盐分也必然逐渐降低，图 ８和图 ９充分证明
了这一点。滴灌应用７年后１４０～３００ｃｍ范围土壤
盐分尽管仍逐渐升高，但升高幅度相对较小，不同位

置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至滴灌应用 １１年的地
块，则在０～３００ｃｍ范围内除表层相对较高外，整体
盐分分布呈典型的上下均一的垂线状分布，图１０亦
说明这一点。

膜下滴灌应用对农田土壤盐分的分布的影响，

和长期耕作对绿洲农田开发的过程基本类似，剖面

盐分平均值均呈现从荒地上大下小到上小下大，最

后演化到上下均一的垂线状分布（见图 １０），盐分总
量逐渐降低，盐分聚集区逐渐下移，但膜下滴灌由于

其自身特点使得这个变化过程又极具特色，是在滴

灌水分辐射状分布的条件下带动盐分逐渐向膜间和

深层不同扩散迁移，再进行向下迁移的这一特殊演

化过程。

已有研究成果部分认为盐分升高，一方面是因

为研究周期短，另一方面研究深度观测范围浅，还有

一点研究区灌水定额小，理论灌水数据，而没采用实

际生产灌水数据。

观测区加大到 ３００ｃｍ深度后，可以发现，滴灌
应用５年后在 ２００～３００ｃｍ范围明显积盐，滴灌应
用７年后在２００～３００ｃｍ范围积盐有所下降，趋于
缓和，滴灌应用１１年０～３００ｃｍ全剖面盐分趋于一
条垂线，盐分整体降低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仅在表

层受灌水蒸发影响出现波动，充分说明随膜下滴灌

应用时间增长，田间剖面土壤盐分下降趋势明显并

趋于稳定，可能至滴灌１０年左右处于完全改良的平
衡状态。

研究表明，土壤脱盐是现行灌溉制度过量灌溉

造成的，由于干旱区灌溉农业必须要有一定量的盐

分淋洗水量，但盐分淋洗水量与灌溉水质、冲洗脱盐

标准、土壤盐分含量及组成和作物种类有关，根据

《美国国家灌溉工程手册》及文献［２０］盐分淋洗水
量的计算公式及方法，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可计算

盐分淋洗水量约占需水量的 ４５％，所需淋洗水量
为２５４ｍｍ，灌溉定额为 ５６３３ｍｍ，另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建议盐碱土盐分淋洗比例一般控制在灌溉定

额的 １０％ ～１５％，根据当地研究含量情况取上限
１５％计算的话，则总灌溉定额为 ５６３３～６４７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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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洗水量为 ２５４～８４５ｍｍ。若按照《灌溉排水工
程学》中关于盐分冲洗定额的计算公式及方法，结

合新疆研究区土壤特点及实践经验，棉花根区土壤

耐盐标准按照含盐量 ５ｇ／ｋｇ计算，根据表 ４盐分含
量，可计算出研究地块１ｍ土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苗期
的盐分冲洗定额分别为 ４３４３３、２７９６６、１０６４８和
８３９６ｍｍ。而膜下滴灌棉田现行灌溉制度平均灌
溉定额８４７７１ｍｍ，超出作物需水量 ３０９８１ｍｍ，苗
期灌水量超出需水量 １７４１４ｍｍ，这部分水量客观
上起到了淋洗盐分的作用，但相对淋洗水量和滴灌

３年以后的棉田冲洗定额而言仍具有较大的节约空
间。综合考虑认为膜下滴灌棉田滴灌５年以上盐分
淋洗水量亦控制在 ８０ｍｍ左右，灌溉定额可降至
６１８ｍｍ左右，并适当提高灌水频率，这与文献［２１－
２２］结果类似。

４　结论

（１）新疆膜下滴灌棉田在现行灌溉制度下土壤
盐分受灌水影响显著。灌水使土壤盐分不断向远离

滴灌带的区域迁移，水平方向逐渐在膜间裸地聚集，

垂直方向逐渐向下层运移，并在一定深度处聚集，聚

集深度与灌水定额和滴灌年限相关。

（２）随滴灌应用年限增加，低盐区从毛管下附

近逐渐扩大至整个剖面观测区，盐分聚集区不断分

化并减小，即使膜间的盐分也逐渐向下迁移并不断

降低，剖面盐分随滴灌应用年限逐渐由上大下小变

化为上下均一的垂线状，这个过程尤其在滴灌应用

２～４年表现的比较明显。膜下滴灌应用 ５年内盐
分从上层向下层呈现脱盐积盐再脱盐的变化过程，

滴灌应用５年后基本达到作物适宜耐盐含量。
（３）膜下滴灌棉田盐分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当地

的灌溉制度，超额灌水客观上起到了淋洗盐分作用，

现行灌溉制度显著改变了盐分自然分布特点，使得

土壤盐分不断降低。盐分降低主要时期在出苗水后

及花铃后期，即 ４月中下旬及 ８月下旬。随滴灌应
用年限增加，膜下滴灌农田土壤盐分受灌水影响逐

渐下降，滴灌应用１０年左右０～３００ｃｍ深度土壤盐
分呈铅垂线改良型分布特点。

（４）研究区现行膜下滴灌灌溉定额超过棉花理
论需水量３０９８１ｍｍ，在盐荒地应用滴灌 ５年内，该
灌溉制度的超量灌水对于盐分淋洗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在滴灌应用 ５年以上土壤盐分淋洗水量约需
８０ｍｍ左右，为节约水资源，现行膜下滴灌灌水制度
应充分发挥膜下滴灌高频灌溉的技术特点，灌溉定

额可降至６１８ｍｍ左右，适当减少灌水定额、增加灌
水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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