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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各阶段意见

处理情况、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

大战略问题，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

要途径。2021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开展盐

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黄河流域沿岸土地资源丰富，是我国的重要粮棉生产基地，部

分地区浅层地下水具有埋藏浅、矿化度高等特点，其中盐碱地面积约

1.04 亿亩，土地盐碱化对农业生态环境、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影响

十分突出。

黄河泥沙富含氮、磷、钾等有机元素，和盐渍土壤充分混合后可

以改变土壤颗粒组成及质地，从而降低土壤的盐碱度，达到了“以废

治退”“废退互治”，变双害为双利。为规范黄河泥沙标准化改良盐

碱地，促进黄河泥沙在盐碱地改良中的规模化、科学化、规范化利用，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在前期研究和推广应用的基础

上，提出编制本标准的需求和立项申请，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

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和团体标准工作有关安排，召开团体

标准立项论证会，批准《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技术规程》标准的制定。

2.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主编，参编单位为

河南智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立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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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21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线上专家论证

会，对《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技术规程》进行立项论证。会议邀请了

中国水科院、中国加气混凝土协会、河海大学等部门多位相关专家进

行项目论证，听取了标准提案单位对标准立项背景、必要性、可行性、

已有工作基础及与相关标准的协调关系等汇报，经质询讨论，同意项

目立项。对标准建议稿提出如下修改意见：①进一步补充改良盐碱地

操作流程相关内容；②进一步细化第九章改良后效果评价；③进一步

优化该标准的框架结构。

（2）形成标准大纲

根据专家论证意见，编制单位经过调研和论证，对标准文本进行

了修改：①进一步细化了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的操作流程；②进一步

优化了标准的框架结构，增加了部分资料性的说明文件，最终形成标

准大纲。

（3）规范大纲审查

2023年 3月 22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黄河泥沙

改良盐碱地技术规程》大纲审查会。会议邀请了国际泥沙中心、中国

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海大学等部门多位相关专家进行项目论证，听取了标准提案单位对

标准大纲的技术路线、框架、适用范围及内容等汇报，经质询讨论，

同意通过规范大纲审查。对标准大纲稿提出如下修改意见：建议进一

步聚焦规范的范围和内容。

（4）形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专家论证意见，编制单位经过调研和论证，对标准大纲进行

了修改：①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改良盐碱地所需泥沙量；②进一步优化

了淤灌改良的施工方案；③进一步优化了标准的规范，最终形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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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江恩慧 李昆鹏 王军涛 王远见 李书霞

蒋思奇 石华伟 陈琛 宋常吉 陈晓飞 杨勇 张会敏 胡亚伟 张世安

李丽珂 张戈 黎思恒 马怀宝 王婷 张翎 唐凤珍 李洁玉 任智慧

王欣 闫振峰 杨飞。

本标准的编制由江恩慧统筹协调负责，李昆鹏、王远见、石华伟、

陈琛、李丽珂、张戈负责标准编制，王军涛、张世安、黎思恒、张翎

负责室内试验，陈晓飞、杨勇、张会敏、胡亚伟、宋常吉负责现场试

验，马怀宝、王婷、唐凤珍、李洁玉、任智慧、王欣、闫振峰、杨飞

等负责资料整编，李昆鹏、王远见、李书霞、蒋思奇等负责校审。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

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类标准，还应增列新旧标准技术

内容的对比情况。

（1）通过引黄灌区泥沙对小开河灌区黏质盐碱地改良的田间试

验，得出不同程度盐碱土壤黄河泥沙的施用量及施用方式。

（2）改良后的盐碱地将用于农作物种植，因此改良用泥沙应满

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

要求，并按照相应的方法进行重金属含量的检测。

（3）通过韩墩引黄灌区取沙改良盐碱地的田间试验，确定了改

良技术方法。

2.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

盐碱地的土壤质地一般为黏质土壤，土壤排水困难，淋洗作用微

弱，盐分易在耕作层聚集。掺沙改良是改良盐碱地的一种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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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泥沙和盐碱土壤充分混合后，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盐碱土的质地，

迅速改善土壤的水盐运移状况，有助于盐分快速淋洗出土壤。

小开河灌区黏质盐碱土经配沙改良后，土壤颗粒组成得到明显改

善，沙粒比例增大，土壤容重随之降低，土壤通透性得到明显改善，

土壤饱和导水率增加，小麦籽粒产量增加约 60%。利用黄河淤积泥沙

改良盐碱地，既减轻了渠道泥沙淤积，又改良土壤、改善生态环境，

对黄河两岸工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沙质土低产的主要原因首先归之于不良的质地组成及其孔隙特

性。改良土壤的质地，是改良土壤的根本措施。引洪淤灌改良沙质土

的主要原因在于洪水泥沙中含有大量的粉粘细粒，淤灌之后可以调剂

土壤质地，沙质土不良性质随粉粘细粒含量的增加而发生一系列变化，

由于细粒成分含量的提高，有助团粒结构的形成及土壤中细小孔隙的

增加，从而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并使空气和热量向着有利作物

生长的方面变化；引浑淤灌后，盐碱土表层淤积了不含盐分的泥沙，

起到了压盐碱的作用。因此，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能够改善土壤水、

肥、气、热的状况，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增加农作物产量。

三、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与现行专利不存在冲突关系。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2.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现有的标准、规范、导则等规定，未涉及利用黄河泥沙改良盐碱

地的技术标准。因此，本标准与暂行标准不存在冲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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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国内外对于盐碱地改良技术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如何利

用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及方法却鲜有报导。通过对小开河灌区、

韩墩灌区等盐碱地改良工程示范，确定了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的最佳

改良技术方法。利用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的改良技术方法中确定最佳

掺沙量是盐碱地改良工作中的难点问题。通过统计分析黄河泥沙颗粒

组成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公式推演得出一套可以计算各类粘质岩土的

配沙量范围的公式，该公式组的集成可以便捷迅速准确的确定各类粘

质盐土最优掺沙量。

六、预期效益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我国拥有盐碱地面积 5.2 亿亩，其中黄河流域盐碱地面

积 1.04 亿亩。将黄河泥沙用于盐碱地改良，达到了“以废治退”、“废

退互治”，变双害为双利。通过对盐碱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挖掘盐碱

地等边缘土地粮食增产潜能，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人均耕地占有量，

建设高效农业，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可确保耕

地总量动态平衡和经济建设用地需求，也进一步拓展城镇发展空间，

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后劲，具有重要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改善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对推进高效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

七、其他说明事项

编制单位及编制组成员承诺：本标准提案提交水利学会后，在未

征得水利学会同意前，不会向其他社会团体和有权发布团体标准的机

构提交本标准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