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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我国盐碱地改良技术现状 ；研究了干旱地区节水灌溉条件下农田不同地面条件土壤水盐定
向迁移特征 ，提出了 “盐分上移地表排”的排盐模式 ，对我国干旱农业灌区盐碱地改良治理新方法的研究探索
具有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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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盐碱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全世界盐渍
土面积约 １０ × １０８ hm２ ；我国盐渍土面积约３ ４６０ ×
１０４ hm２ ，耕地盐碱化 ７６０ × １０４ hm２ ，近 １桙５ 耕地发生
盐碱化 ，其中原生盐化型 、次生盐化型和各种碱化型
分布分别占总面积的 ５２ ％ ，４０ ％和 ８ ％ 。

新疆盐碱化耕地约 １３３畅３３ × １０４ hm２ ，近 １桙３ 耕
地盐碱化 ，其中 ８０ ％以上为土壤次生盐碱化 。新疆
除伊犁河谷 、阿勒泰地区和塔城部分地区土壤盐碱
化较轻之外 ，其他地区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盐碱化 ，天
山南麓 、塔里木盆地西部各灌区最为严重 ，一些耕地
由于次生盐碱化加重而被迫成为弃耕地 。盐碱危害
造成大量中 、低产田 ，使大面积土壤资源难以利用 ，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下降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几十年来 ，国家和地方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和物
力改造盐碱地 ，收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 随着我国
盐碱地改良技术和研究的不断发展 ，在土壤盐分成
因规律和特征 、农田节水灌溉水盐运行机理 、盐碱地
改良利用技术措施等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突

破 ，取得了新的成果 。盐碱地改良利用实践证明 ，盐
碱地预防和治理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治理工程 ，也是
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显效的过程 。

1 　盐碱地改良技术现状
　 　随着人口增长和水土资源的日趋短缺 ，我国把
中 、低产田的治理 、开发与持续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建
设规划之中 。在工程排水洗盐技术 、碱土改良 、生物
化学改良 、电磁改良技术应用 ，以及盐碱土壤基础理
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盐随水来 ，盐随水去 ；盐随水来 ，水散盐留 。”［１］

就是人们在长期治理过程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土壤

盐分运行受水分运行支配的基本规律 。
1 ．1 　水利改良技术

地下渗管排盐是耕地盐碱化改良的常用方法之

一 ，它基于“盐随水来 、盐随水去”的水盐运行规律 ，
通过铺设暗管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走

［２］ ，并将地
下水位控制在临界深度以下 ，达到土壤脱盐和防止
生盐渍化目的 。渗管铺设一般为水平封闭式 。一级
管和二级管相结合 ，一级管的渗入水汇入二级管中 ，
然后流入污水管排走 。若污水管道埋的深度较浅不
能自行排泄渗水 ，可在二极管末端设集水井 ，定期强
排 。渗管的埋设深度 、间距 、纵坡等参数主要取决于
耕地作物种类 、土壤结构 、地下水位埋深及气候等
情况 。

黄河三角洲所在中心城市东营市 ，利用荷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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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排碱技术实施盐碱地改良工程
［３］ ，暗管排碱利用

专业埋管机械将 PVC渗管埋入地下 １畅８ ～ ２畅０ m处 ，
将地下盐水截引到暗管 ，集中起来排到明渠中 ，使得
灌区当年地下水位下降 ０畅５ m ，含盐量可降低
０畅１ ％ ，满足多种作物的生长发育要求 。

魏云杰等
［４］
论述了新疆土壤盐渍化形成的地

质 、地貌 、土壤质地和人为灌溉方式不合理等原因 ，
总结了新疆土壤盐渍化的治理研究过程及国内外防

治土壤盐渍化的措施 ，提出了竖井排灌工程是防治
新疆土壤盐渍化最有效措施 。通过工程实例证明了
竖井排灌具有降低地下水位和灌溉作用 ，且经济效
益明显 。
1 ．2 　土壤改良剂

营养型酸性土壤改良剂（NPK 增效剂）［５］ ，采用
蒙脱石 、橄榄石 、硫矿等多种天然矿物为原料 ，在改
良酸性土壤 、平衡作物养分 、提高化肥利用率等方面
有显著功效 ；北京飞鹰绿地科技发展公司［６］ ，将有机
络合催化理论引入盐碱土壤改良 ，研制出“禾康”盐
碱土壤改良剂 ，是一种棕红色略带酸味无毒无害的
有机液体化肥 ，可直接作用于土壤 ，适用于中 、低产
田改造 、盐碱地的治理 、荒漠绿化等 ；康地宝技术［７］ ，
利用盐土植物（盐蒿 、海蓬子等）及作物自身通过根
系分泌物改善根际微环境来适应逆境的机制 ，通过
生物络合 、置换反应 ，清除土壤团粒上多余的 Na ＋ ，
活化盐碱土壤中难利用的 P ，Fe ，Ca ，Mg 等微量元
素 ，使其转变为可利用状态被植物吸收 ，解除植物生
理缺素症状 。 对于受盐碱侵害的农田和新开垦土
地 ，利用有机生化高分子络合土壤中成盐离子 ，随灌
溉水将盐分带到土壤深处 ，降碱脱盐 ，解除盐分对作
物的毒害作用 ；Na ＋

吸附剂 ① 具有很强的交换能力 ，
对盐碱土中的 Na ＋

４ ，SO － ２
４ ，Cl － 等有吸附能力 ，改良

后的土壤可以降低 pH 值和碱化度 ，吸附 NH ＋
４ 和

K ＋
并提高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从而达到改土 、脱盐

的目的 ，使土壤向有利于植物生长方向发展 。
1 ．3 　土壤水盐运移研究

目前节水灌溉条件下的水盐运移等方面的研究

较多 。张琼等人［８］
研究了棉花膜下滴灌在土壤含盐

量为 ０畅０８ ％和 ０畅８ ％情况下 ，灌溉周期对土壤水盐
运动和棉花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在总灌水量
相同的情况下 ，高含盐量土壤在棉花的花铃期高频
灌溉与低频灌溉相比 ，可以有效降低湿润体体内土
壤盐分含量 ，并且得到了棉花增产 ２８ ％ 的结果 ，而
对于低盐土 ，灌溉频率对棉花生长和产量没有显著

影响 。
罗廷彬等人

［９］
对新疆部分盐碱灌区调研显示 ，

在地下水位 ３ ～ ５ m 、中壤土条件下 ，利用盐碱地 ２ ～
５ g桙L盐化水灌溉 ，土壤 １ m剖面均为脱盐状况 。 灌
溉盐化水 １５ 年后 ，１ m 土壤残留阴离子浓度较小 ，
多点平均为 １畅８５５ mol桙L 。其中 HCO －

３ 相对较多 ，１ m
多点平均为 ０畅２０２ mol桙L 。 K ＋ ，Na ＋

浓度很大 ，１ m多
点平均为 １畅２４６ mol桙L 。这时土壤 １ m全盐多点平均
为 ０畅２４８ ％ ，在灌溉水矿化度不直接危害作物生长
时 ，不影响耕作和作物正常生长 。由此表明 ，盐化水
在盐碱地上无排灌溉可行 。

雷志栋等人
［９ ，１０］ ，通过对新疆叶尔羌河流域平

原绿洲一些典型洼地水量平衡的观测 ，论述了洼地
在容泄绿洲排水 、排盐方面的旱排作用和能力 ，提出
在绿洲排水规划时 ，可以将旱排（或内排水）作为一
种重要的排水方式 ，选择合适的洼地作为主要的旱
排规划区 ，在进行水资源合理配置时 ，应重视盐分的
宏观运 、贮规划 。

土壤旱季自然积盐再加咸水灌溉 ，土壤呈明显
积盐趋势 。 尹美娥［１１］

的试验研究表明 ，小定额灌
溉 ，砂壤土的积盐程度较中壤土高 ；大定额灌溉 ，砂
壤土的脱盐效果较中壤土为好 。随着灌水定额的增
加 ，从咸水带入土中的盐分渗滤到作物根层以下的
盐量越多 。雨季为土壤自然脱盐季节 ，经过降雨淋
洗后 ，土壤含盐量可降至灌前水平 ，年内 ０ ～ ６０ cm
土层一般不发生盐分累积 。

沈万斌等人
［１２］ ，提出灌区土壤产生次生盐渍化

的防治方法 ，认为盐随水来但不易随水而去 ，提高灌
溉效率 ，加强排水 ，建立盐水土地处理系统 ，可保证
灌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1 ．4 　作物水盐动态模型 、灌溉制度研究

水盐模型以及灌溉制度等研究是盐碱土壤管理

利用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根据作物水盐动态响应
函数分析

［１３］ ，可把握作物生长与土壤水盐运动关
系 ，从而建立节水 、控盐 、高产灌溉制度优化设计模
型 ，为节水灌溉和微咸水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 实例
分析表明 ，研究淡水 、微咸水交替灌溉条件下灌溉制
度的优化设计 ，合理的模型及管理方法 ，可为实施节
水控盐提供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

王仰仁等
［１４］ ，在作物水盐生产函数和农田水盐

动态模型基础上 ，以单位面积纯收益最大为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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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提出了制定咸水灌溉制度的模型 。并以山西省永
济市试区进行的棉花咸水灌溉试验资料为依据 ，求
得了有关模型参数 ；利用该试区 ３５ 年系列降雨 、旬
蒸发量资料 ，对 ３种不同灌水时间和灌水次数 、７种
灌溉咸水浓度 ，共计 ４９种可能组合的农田土壤盐分
和产量进行了模拟 ，并与该试区大田试验数据进行
了比较 。以模拟产量为依据 ，在对当地深井和浅井
灌溉效益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咸水灌溉制度及其
相应的地下水开发利用策略 。

含盐劣质水灌区作物生长受土壤盐分和含水量

状况的影响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作物产量和土壤含
盐量的关系进行研究 ，建立了一些作物的水盐模
型

［１５ ～ １８］ 。总体上讲 ，这些模型将作物产量或相对产
量表示为全生育期灌水量和土壤平均含盐量的函

数 ，为灌区灌溉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但作为
全生育期模型 ，尚不能据此对作物生长期内土壤水
盐状况进行动态管理 。 张展羽等［１９］

在上述研究基

础上 ，考虑作物对土壤盐渍度的敏感性随生长发育
阶段不同而变化这一基本现象 ，提出作物不同生育
阶段水盐动态响应模型 ，用以指导含盐劣质水或盐
渍化灌区的优化灌溉管理 。

赵丹等人
［２０］ ，根据甘肃省河西走廊疏勒河流域

灌区节水灌溉条件下的土壤水盐变化野外和室内实

验成果的分析 ，建立了相应的水盐动态模拟模型 。
经数值模拟计算 ，得出在一定灌水方案下的土壤盐
分分布及脱盐状况 ，并对适宜该地区特点的水盐调
控措施进行了初步探讨 。
1 ．5 　盐碱地改良利用实践

我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开始在天津等地开
展滨海盐土种稻改良试验和引黄灌溉 、种稻改碱等
农业措施为主的改良 ；７０ 年代盐渍土改良进入工程
与农业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发展阶段 。在黄淮海
平原建立了 １２ 个试验区后又在松嫩 —三江平原等
地相继建立了中低产田治理与综合发展试验区 。开
展了“六五” ～ “九五”攻关研究 ，取得了重大成果 ，使
我国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

土壤改良剂的研究应用也在 ２０世纪 ６０ — ７０年
代开始 。在土壤物理 、化学改良剂方面做了不少的
研究 ，如石膏 、氯化钙 、工业废酸 、工业废弃物磷石
膏 、粉煤灰等等 ，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７０ 年代后应
用电磁技术 ，在全国盐渍土地区进行了改土试验 ；９０
年代后生物化学土壤改良技术有了发展 ，如中国农
业大学研制的盐碱土壤生化改良剂 ———康地宝已推

广应用 。
1 ．6 　存在问题

盐碱地水利灌排技术的重要内容是健全有效的

农田灌排基础设施 ，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农田布置多
且较深的明渠工程 、地下暗渠或竖井排灌等工程技
术 ，这些传统的灌排工程客观地存在以下问题 ：

１）洗盐排水消耗过多水资源 ，一般需要４ ５００ ～
７ ５００ m３桙hm２

的大灌水定额 ，因此灌溉用水量高 ，不
利于节水 ；

２）灌溉排水工程量大 ，排水工程投入较高一般
９ ０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元桙hm２ ，因此不经济 ，而且灌排工程施
工烦琐 ；

３）众多排水沟渠和大量土石方工程量占用农
田 ，农田土地损失 ６ ％ ～ １０ ％ ；

４）灌排工程维护工作量和难度较大 ，尤其是地
下暗管排盐系统管护运行费用较高 ，一般年均维修
养护费用 ９００ ～ １ ５００ 元桙hm２ 。

2 　土壤水盐定向迁移现象分析
2 ．1 　土壤水盐迁移的新现象

笔者研究了不同节水灌溉条件下的土壤水盐运

行演变特征
［２１ ，２２］ ，发现在干旱少雨 、蒸发强烈灌溉农

田 ，用有机薄膜防止农田表面水分蒸发 ，在科学灌
溉 、微灌节水技术以及田间作物合理布局的综合作
用下 ，农田土壤水盐在遵循传统的水盐运行规律的
同时 ，土壤盐分开始重新分区 ，产生定向迁移现象 。
不同节水灌溉条件下的土壤水盐迁移现象形成过程

如图 １所示 。
2畅2 　土壤水盐定向迁移模式

在农田同一介面（地表裸露或是农田地表均铺
设有防止水分蒸发覆盖物）常规灌溉（较大灌水定额
的沟灌 、畦灌或格田灌溉）条件下 ，土壤水盐运移所
遵循的一般规律（图 ２）是 ：当大定额灌水时 ，由于土
壤剖面含水量高 ，在重力水作用下 ，土壤水盐向下层
运移 ，此时将土壤盐分带入下层 ；当灌水结束后 ，在
干旱灌区由于受到强烈的蒸发作用 ，随水分蒸发将
土壤盐分向上层运移 ，水分蒸发盐分则在土壤上层
聚集 ，即按“盐随水来 ，盐随水去 ；盐随水来 ，水散盐
留”的土壤水盐运行基本规律 。 常规灌溉条件下的
土壤盐分运行基本规律有一个重要特征 ，表现为随
着每次灌溉水量的消长在垂直方向上水盐上下循环

运移 ；在水平方向上土壤水盐运移基本处于均匀分
布状态 ，盐分布尺度差异主要源于农田不平整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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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节水灌溉条件下土壤水盐迁移形成过程
Fig畅1 　 Water唱salt directional move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小区域高低变化所至 ，但不明显 ，本质上土壤水盐无
侧向迁移动因 。在农田不同介面方式 、微灌节水技
术（滴灌 、微喷灌 、或灌水次数多灌水定额小的沟畦
灌方法）以及灌区干旱等综合条件作用下 ，土壤水盐
运移在遵循传统的水盐运行规律的同时 ，有其特殊
的变化（见图 ３） ，当多频次 、小灌水定额灌水时 ，土
壤基本处于非饱和态 ，缺少重力水作用 ，土壤水分不
易下层渗透 ，土壤剖面处在一种湿润状态 ，土壤水盐
溶液浓度降低 ，由于农田覆盖与裸露介面之间的隔
膜互补作用 ，土壤中的水分总是由势能高的地方流
向势能低的地方 ，即由吸力值小（有覆盖层土壤水）
的地方流向吸力值大（无覆盖层土壤水）的地方 ，非
饱和土壤由于存在各点土壤水势能随距离的变化率

的势梯度 ，土壤水盐不具有向下层运移的能量 ，此
时 ，土壤盐分不会带入下层 ，膜下的土壤水盐具有向
膜间侧向迁移的驱动力 。 与此同时 ，由于作物布局
在有膜覆盖层之处 ，即覆膜介面下土壤湿润保持时
间长 ，土壤盐分浓度降低的环境有利于作物生长 ；当
灌溉结束后 ，在干旱灌区强烈的蒸发作用 ，土壤水盐
在垂直 、水平空间运移在遵循传统盐随水来 ，盐随水
去 ；盐随水来 ，水散盐留的基本规律同时 ，土壤水盐
运移和迁引方向发生了以下显著的运移特征 。
２畅２畅１ 　水平方向土壤水盐向膜间区域迁移 　 在农
田地表具有覆盖物的下层土壤湿润体 ，因地表覆盖

图 2 　常规灌溉土壤水盐运移规律
Fig畅2 　 Water唱salt movement under the irrigation

图 3 　覆膜与裸地间隔微灌土壤水盐运移特征
Fig畅3 　 The symptom of water唱sal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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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切断减少或阻止土壤水分蒸发的“隔膜效
应” ，因此土壤中的水分不具备垂直向上蒸发的通
道 ，必须寻求新的转换通道来释放水分 ，由于膜间裸
地与大气蒸发连通 ，因此 ，驱使农田地表具有覆盖物
下层的土壤水分 ，水平方向上土壤水盐向膜间区域
迁移 。其内在条件取决于隔膜效应 ；其水盐迁移载
体是膜间露裸区域与大气蒸发连通通道 ；其迁引动
因是土壤水势梯度和干旱区水分蒸发 。
２畅２畅２ 　垂直方向土壤水盐向膜间露裸表层运移和
聚集 　基于地表无覆盖层的“非膜效应” ，膜间露裸
区域与大气连通形成了“水分蒸发 —水盐上移 —盐
分表聚”的水盐运移通道 。

当多频次小定额的适时适量灌水时 ，土壤湿润
深度适宜 ，土壤水分处于非饱和状态 ，不会引起灌溉
水量的深层渗透 ，土壤水盐不会带入深层 ；当灌水结
束后 ，在干旱强烈的蒸发作用下 ，土壤水盐通过水分
蒸发 —水盐上移 —盐分表聚的循环运行通道向土壤
上层运移 ，水分蒸发盐分则在土壤上层聚集 。

可以看出 ，在地表无覆盖层实施微灌条件下 ，土
壤水盐运移有其自身特征 ：随着每次灌溉水量的消
长 ，在垂直方向土壤水盐保持向上运移 ；在水平方向
土壤水盐运移处于非均匀分布状态 ，即覆盖层下的
土壤湿润积盐甚少 ，露裸层面下盐分聚集 ，具有明显
的盐分布尺度差异 。
２畅２畅３ 　土壤水盐区域之间的流通与转移 　 在农田
微灌条件下 ，由于覆盖和裸露两种层面间隔分布 ，所
产生的“隔膜效应”和“非膜效应”的相互作用 ，土壤
水盐在覆盖和露裸两种层面的区域之间发生流通和

转移 。图 ４为土壤水盐在覆盖和露裸两种层面之间
的相互转移及运行特征 。

图 4 　土壤水盐区域之间流通与转移特征
Fig畅4 　 The characristcs of the water唱salt fluxition

and transferation anin certain area

可以看出 ，在有覆盖层 ，即在隔膜效应的情况
下 ，由于农田表层覆盖的作用 ，减少或阻止了土壤水
分蒸发 ，所以在有覆盖层的地表土壤水分蒸发量
（Fzf）明显减弱 ，由此在覆盖层下形成了水汽发散分
布 ，且由于微量灌溉使得土壤水分不下渗 ，并在适宜

深度具有对土壤水分的保持能力（Sbc） ；对于地表无
覆盖层的裸露区域 ，即在非膜效应的情况下 ，因干旱
强烈蒸发而导致土壤水盐垂直向上运移（Fsy） ，在有
覆盖物与裸露区域之间 ，基于土壤水势梯度和干旱
区水分蒸发作用 ，以土壤毛管孔隙为载体 ，由此土壤
水分与大气连通形成一个“水分蒸发 —水盐上移 —
盐分表聚”的循环运行通道（Dsy） 。

在以上情况下 ，覆盖层面下湿润体中的水分因
“隔膜效应” ，必然以新的方式转换和输送水分 ，由此
产生水平方向土壤水盐侧向迁移（Fcy） ，并通过转换
通道（Dsy）来释放水分 ，形成水盐流通和定向汇流及
盐分在土壤表层聚集 。

上述土壤水盐的演变与运行特征的描述 ，得出
土壤水盐运移具有新的演化特征及迁移规律 ，其构
架核心是 ：在灌溉农田地表具有防蒸发覆盖层与裸
露区域间隔布局的条件 、以限额灌溉定额配置 、以合
理的节水灌溉条件下 ，农田区域性土壤水盐具有重
新分配演化规律及水盐运行特征 ：水平方向土壤水
盐侧向迁移 ，土壤水盐向着作物生长行间的地表层
迁移和积累 ；垂直方向土壤水分处于非饱和状态 ，土
壤盐分浓度降低 ，不仅能提高作物适应耐盐环境生
长 ，而且 ，由于垂直方向因农田地表覆盖层的“隔膜
效应” ，使得在垂直方向土壤水分蒸发减弱 ，从而驱
使土壤水分侧向迁移 ，最终向作物生长行间的裸露
区域表层定向迁移积累 。

3 　盐分上移地表排模式的探讨
　 　在对土壤水盐定向迁移现象研究的基础上 ，笔
者提出了“盐分上移地表排”［２３］

灌区农田排盐新模

式（见图 ５） 。
3 ．1 　物理排盐法

选用一种具有质地较轻 、透水性好 、吸附和保存
盐分能力强 ，而且经济的高分子材料 ，作为吸附盐分
的排盐设施 ，一次铺设在农田作物行间的表层深度 。
当作物生长和收获周期完成后 ，吸附积淀和保存在
材料设施的土壤盐分 ，经人为机械化搬运回收经化
工厂分离处理再利用 ，以形成循环经济变废为宝 。
物理排盐法 ，适用于灌区农田平缓坡度很小 ，农田边
际无盐分归属的低洼处的条田 。
3 ．2 　自流排盐法

研究选用一种质地较轻 、透水性好 、吸附和保存
盐分能力强 ，而且经济的高分子材料 ，作为吸附盐分
的排盐设施 。这种材料设施的基本形状为椭圆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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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盐分上移地表排农田排盐模式
Fig畅5 　 The new pattern of removing salt in the farmland

管状 ，以保持与土壤盐分透水吸附的较大接触面积 ，
其最重要的特征是 ，该材料设备具有对土壤水盐溶
液很强的吸收和穿过能力 ，由于椭圆环形管状的底
部为光滑的不渗漏水的且具有一定水力坡度的介面

通道 ，因此 ，渗入的水盐可以自流方式 ，将水盐排于
农田边界的规定之处 ，在大气强烈蒸发作用下盐分
积淀 ，积淀的盐分经人为机械化搬运回收经化工厂
分离处理再利用 ，以形成循环经济变废为宝 。

自流排盐法 ，一次铺设在农田作物行间的表层
的适当深度 ，一次性设施布局可多年运行使用 ，适用
于灌区农田平缓但有一定水力坡度 ，农田边际有盐
分归属的低洼处的条田 。

4 　结语
　 　水利 、农业 、生物 、化学改良等是盐碱地改良治
理的综合技术 ，实践证明 ，灌排工程是一项重的水利
技术措施之一 。 但从目前的水利改良技术运用来
看 ，所遵循的是一种延续了上千年没有改变的“盐随
水来 ，盐随水去 ；盐随水来 ，水散盐留”的水盐运行规
律 ，并以此实施“大水压盐 、洗盐 ，地下排水”的方法 ，
通过农田明渠或地下暗渠或竖井排灌等工程技术措

施排水洗盐 。 “土壤水盐定向迁移”与“盐分上移地
表排”模式 ，突破了我国常规灌溉排洗盐传统方法 。
着眼于农田层面不同结构布局和节水灌溉条件下 ，
进行土壤水盐定向迁移特征及盐分迁移特征 、地表
排盐模式 、适用材料等技术应用研究 ，对我国干旱农
业灌区盐碱地改良治理新方法的研究探索具有现实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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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ble Movement of Salty Water Soil and Pattern Research
of Removing the Salt

Zhou Heping１ ，Peng Lixin２ ，３ ，Xu Xiaobo１
（ 1 ．The Chief Management St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Xinjiang ， Urumqi ， 830000 ，China ；

2 ．Xinjiang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 Urumqi 830049 ，China ；
3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ub Management Station in Xiabandi ，Kashi ， Xinjiang ，844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water唱salt movement under different ground condition for the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in dry area ，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the symptom of redistribution of water and salt in certain area ：when
the evolvement of water and salt movement occurs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 ，there is also the important symptom
of sideward movement and has certain domino effe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echnology for treatment of the salt soil at
home and abroad ， and discusses the new mode of salt drainage under both the condition of water唱salt directional
movement and the condition of salt movement to the earth’s surface ．The study h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fo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new method of salt soil amending in dry agricultural area in China ．

［Key words］ 　 water唱salt directional movement ；new mode of salt dranag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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