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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技术与土壤盐碱化的关系研究

燕鸣超
乌海市乌达区农牧水务局Ǔ内蒙古Ǔ乌海Ǔ016000

摘Ȟ要：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灌溉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不合理的灌溉

方式往往导致土壤盐碱化问题加剧，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分析灌溉技术的重要性、土壤盐碱化的危

害、灌溉技术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探讨土壤盐碱化的防治措施和灌溉技术的优化措施，旨在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

导，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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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灌溉技术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

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灌溉

过程中，由于水源、水质、灌溉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往

往会导致土壤盐碱化问题加剧。土壤盐碱化不仅影响农

作物的正常生长，降低产量和品质，还会对土壤结构造

成破坏，降低土壤肥力，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研究灌溉技术与土壤盐碱化的关系，对于防

治土壤盐碱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灌溉技术重要性与土壤盐碱化的危害

1.1  灌溉技术的重要性
（1）它是确保农作物生长的基石。不同的农作物在

不同的生长阶段都对水分有着特定的需求，只有通过科

学合理的灌溉技术，才能及时、适量地为它们提供水

分，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动。缺乏足够的灌溉，农作物

可能会面临干旱缺水的困境，导致生长缓慢、发育不

良，最终影响产量和品质。（2）灌溉技术对于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意义重大。先进的灌溉技术能够精准地控制水

量和灌溉时间，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如滴灌技术可以将

水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减少了水分在传输过程中的蒸

发和流失，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高效的

灌溉还能缩短作物的生长周期，使农业生产能够更加快

速地进行，从而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产出。（3）良好的灌
溉技术有利于改善土壤环境。合理的灌溉可以保持土壤

的湿度和肥力，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有助于土壤

养分的分解和释放，为作物根系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

而且，恰当的灌溉还能防止土壤板结、盐碱化等问题的

产生，维持土壤的健康状态。（4）灌溉技术在应对气候
变化和自然灾害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在干旱年份或

地区，有效的灌溉可以缓解旱情对农业的冲击，保障农作

物的收成。在一些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通过先进的灌

溉技术能够更好地调配水资源，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

1.2  土壤盐碱化的危害
（1）土壤盐碱化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直接的抑制

作用。当土壤中的盐分含量过高时，会形成高渗环境，

导致农作物难以从土壤中吸收到足够的水分和养分。这

会使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受到严重阻碍，其叶片可能

会逐渐发黄、枯萎，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植株死亡。在盐

碱化的土壤环境中，农作物的根系发育也会受到不良影

响，根系的生长受限，吸收功能减弱，无法为植株的生

长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2）土壤盐碱化对农作物产
量和品质的降低是非常显著的。由于生长受到抑制，光

合作用和物质代谢等生理过程受到干扰，农作物的产量

必然会下降。同时农产品的品质也会受到影响，例如果

实的大小、色泽、口感等方面都可能出现劣化，这对于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3）土壤盐
碱化会对土壤结构造成严重破坏。土壤中的盐分结晶析

出后，会形成坚硬的盐结块，这些盐结块会破坏土壤的

团粒结构，使土壤变得紧实、不透气。这样一来，土壤

的肥力和通透性都会大幅下降，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也

会受到抑制，进一步影响土壤的生态功能和养分循环。

（4）土壤盐碱化还会加重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土壤表
面因盐碱化而板结、龟裂，这不仅使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减弱，而且在雨水冲刷等自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发生

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不仅会带走土壤中的养分和有

机质，使土壤更加贫瘠，还可能导致河流、湖泊等水体

的淤积和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2��灌溉技术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

2.1  灌溉水源的影响
（1）灌溉水源的盐分含量毫无疑问是影响土壤盐碱

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当长期运用高盐分含量的水源来进

行灌溉时，会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土壤健康的连锁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中的盐分不断地在土壤中积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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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盐分可能包括各种矿物质离子，如钠离子、氯离子、

硫酸根离子等。它们在土壤中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就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使土壤的盐分浓度持续升

高，进而加剧土壤盐碱化问题。（2）高盐分水源灌溉导
致的土壤盐分积累，首先会破坏土壤的结构和质地。过

多的盐分使得土壤颗粒之间的黏结力增强，土壤变得紧

实，通气性和透水性变差，这不仅影响了作物根系的生

长和呼吸，也阻碍了土壤中水分和养分的运移。并且高

盐分环境会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产生不利影响，影响

土壤的生物活性和生态功能。此外土壤盐分的增加还会

影响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因为盐分的存在会产生

渗透压，使得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难度加大，进

而抑制作物的生长和发育。

2.2  灌溉方式的影响
（1）不同的灌溉方式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的确存在

显著差异。传统的漫灌方式在过去曾被广泛应用，但由

于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对土壤盐碱化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漫灌方式由于灌溉水量大，往往会导致大

量的水分在土壤表面停留较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水

分会携带土壤中的盐分一起向土壤表层迁移，最终导致

土壤表面盐分积累[2]。而且漫灌方式下水分分布不均，

容易出现局部积水的情况，这也会加重土壤盐碱化的程

度。（2）与之相比，现代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喷灌等
则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滴灌通过将水以点滴的形式直

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能够精确地控制灌溉水量和水

分分布。这样可以减少水分在土壤表面的停留时间，降

低盐分向土壤表层迁移的机会，从而有效减轻土壤盐碱

化的风险。喷灌则利用喷头将水均匀地喷洒在作物上，

其灌溉水量相对较为均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土壤

表面盐分的过度积累。（3）这些现代节水灌溉技术不仅
能够减少土壤盐碱化的风险，还具有其他诸多优点。它

们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同

时，能够更好地满足作物对水分的需求，促进作物的生

长发育，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此外，它们还可以减

少劳动力投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经

济效益。

2.3  农业管理措施的影响
（1）不合理的施肥方式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过度施

用化肥，尤其是含有大量盐分的化肥，会导致土壤中盐

分含量快速上升，从而加剧土壤盐碱化问题。此外一些

化肥中的离子，如硝酸根离子、铵离子等，在土壤中转

化后也可能增加土壤的盐分含量。（2）耕作方式不当
也会对土壤盐碱化产生负面影响。如长期采用浅耕或免

耕的方式，会使土壤表层变得紧实，阻碍水分的下渗和

盐分的淋洗，从而加重土壤盐碱化。而深耕松土等合理

的耕作方式则可以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促进盐

分的淋洗，减轻土壤盐碱化的风险。（3）为了减轻土
壤盐碱化的风险，在农业生产中应采取科学的农业管理

措施。在施肥方面，要根据作物的需求和土壤的肥力状

况，合理施用化肥，可以增加有机肥的施用，以改善土

壤结构和肥力，提高土壤的缓冲能力。耕作方面要根据

土壤条件和作物生长需求，选择合适的耕作方式，保持

土壤的良好状态。（4）还可以通过种植绿肥、轮作等方
式，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减轻土壤盐碱化的影响。

3��土壤盐碱化的防治

3.1  选择合适的灌溉水源
在灌溉过程中，应尽量选择盐分含量较低的水源，

如河流、湖泊等淡水资源。避免使用海水、咸水湖等高

盐水源，以免加重土壤盐碱化的程度[3]。同时对于盐碱化

严重的地区，可以通过建设淡化设施，将高盐水转化为

适合灌溉的淡水，降低土壤盐碱化的风险。

3.2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漫灌、沟灌等灌

溉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需求。这些灌溉方式不

仅浪费水资源，还容易导致土壤盐碱化。因此推广节水

灌溉技术成为防治土壤盐碱化的重要手段。（1）滴灌技
术：滴灌技术是一种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通过管道将

水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和渗漏。这

种灌溉方式能够精确控制水量，避免水分分布不均的问

题，从而降低土壤盐碱化的风险。（2）喷灌技术：喷灌
技术利用喷头将水喷洒到作物上，实现均匀灌溉。与漫

灌相比，喷灌能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提高灌溉效率。

同时，喷灌还能够改善土壤通气性，有利于作物生长。

3.3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针对盐碱化严重的地区，应选择耐盐性较强的作物

进行种植，如棉花、向日葵等。这些作物具有较强的耐

盐能力，能够在盐碱环境下正常生长，减少土壤盐碱

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可以采用轮作、间作等种植方

式，合理安排作物种植顺序和种植密度，提高土壤肥力

和作物产量。通过合理的农业种植结构，可以降低土壤

盐碱化的风险，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3.4  改良土壤结构
（1）深耕松土：深耕松土能够打破土壤板结，增加

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深耕还能够将深层的盐分带到地

表，有利于盐分的淋洗和排出[4]。因此在盐碱化严重的地

区，可以采用深耕松土的方式进行土壤改良。（2）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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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和微生物，能

够促进土壤肥力的提高和作物生长。在盐碱化严重的地

区，可以适量添加有机肥料，改善土壤结构，提高作物

对盐分的耐受能力。

4��灌溉技术的优化措施

4.1  精准灌溉技术
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感器和监测设备，能够实时获取

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水分状况等详细信息。这些信息被

传输到数据分析系统中，经过精确的计算和分析，科学

地制定出最为合理的灌溉计划。这样的精准灌溉模式，

能够极大程度地减少灌溉水量，避免了传统灌溉方式中

普遍存在的过度灌溉问题，从而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例

如，当系统监测到作物在某个阶段对水分的需求较低

时，就会自动调整灌溉水量，仅提供满足其基本生长需

求的水分。而当作物进入快速生长阶段或面临干旱等特

殊情况时，又能及时增加灌溉水量，以确保作物的正常

生长和发育。精准灌溉技术不仅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还能更好地满足作物生长的个性化需求，为农

业生产带来更高的产量和质量。

4.2  灌溉水源净化技术
为了有效降低水源中的盐分含量，减轻土壤盐碱化

的风险，采用化学、物理或生物方法对灌溉水源进行净

化是至关重要的举措。化学方法可以通过添加特定的

化学药剂来去除水中的盐分和其他有害物质。如使用一

些沉淀剂可以使水中的金属离子等形成沉淀，从而降低

其在水中的浓度。物理方法则包括过滤、蒸馏等手段，

通过物理过滤装置可以截留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而蒸馏

则能将水分蒸发后再冷凝收集，实现对水的净化。生物

方法则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作用来分解水中的污染物和盐

分。如一些特殊的微生物可以将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转化

为无害物质，同时也能降低水中的盐分含量[5]。这些灌溉

水源净化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够极大地改善灌溉用水的

质量，为农业生产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当灌溉水中的

盐分含量得到有效控制后，土壤盐碱化的进程也会相应

减缓，有利于保持土壤的健康和肥力。

4.3  灌溉系统智能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灌

溉系统的自动化管理和远程控制已成为现实。智能化控

制系统可以根据预设的程序和参数，自动对灌溉系统进

行管理和调控。它能够根据天气变化、作物生长阶段等

因素，实时调整灌溉的时间、水量和频率等。借助远程

控制技术，管理者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对灌溉系统

进行实时监控和操作，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便捷性和效

率。这种智能化的灌溉系统不仅能提高灌溉效率和节水

效果，还能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和不确定性。如在

恶劣天气条件下，无需人工前往现场进行操作，通过远

程控制即可轻松完成灌溉任务。而且智能化系统还可以

对灌溉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为进一步优化灌

溉管理提供依据，从而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灌溉技术与土壤盐碱化的关系研究是农业生产中一

个重要的问题。通过分析灌溉技术的重要性、土壤盐碱

化的危害以及灌溉技术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本文提出

了土壤盐碱化的防治措施和灌溉技术的优化措施。在农

业生产中应重视灌溉技术的科学应用和管理，采取合理

的农业管理措施和灌溉方式，以减轻土壤盐碱化的风险

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并且还需要加强灌溉技术的研发

和创新，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加科学、高效、环保的灌溉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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