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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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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为 9章和 1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盐碱地自然环境调查、盐碱地理化

及环境性状调查、淤灌改良和掺沙改良、改良配套措施、效果评价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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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开展盐碱地改良、提升农耕地质量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沿岸部分

地区土壤盐碱化严重。黄河泥沙资源为盐碱地土壤改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利用黄河

泥沙可重构盐碱地土壤质地，有效改善盐碱地土壤特性，促进黄河泥沙资源高效利用。

为规范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技术，特制定《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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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河泥沙改良盐碱地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盐碱地自然环境调查、盐

碱地理化及环境性状调查、淤灌改良和掺沙改良、改良配套措施、效果评价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黄河泥沙为材料的盐碱地改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286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8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SL 265水闸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淤灌改良 soil improvement by warping irrigation
通过泵站或自流灌溉方式，利用管道（渠系）把黄河浑水输送到田间进行淤灌，以改

善土壤质地的物理改良方法。

3.2

掺沙改良 soil improvement by mixing sediment
通过掺入黄河泥沙，以改善土壤质地的物理改良方法。

4 盐碱地自然环境调查

4.1 水文

盐碱地改良区域及其周边区域可引用的黄河水量、含沙量及级配，地下水埋深和地下

水临界深度。

4.2 土壤

改良区域的土壤类型、分布等。

4.3 地形地貌

盐碱地改良区域地形（不小于 1:1000的地形图）、地貌特征等。

4.4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权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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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灌溉排水

盐碱地改良区域及其周边灌溉水源、灌溉排水工程、灌溉排水方式等。

5 盐碱地理化及环境性状调查

5.1 盐碱地剖面性状

盐碱地土壤剖面的发生层性状（发生层深度、质地、根系、结构等）、土体性状（耕作

层厚度、有效土层厚度等）、不透水层深度和厚度等。

5.2 盐碱地物理性状

盐碱地土壤容重、机械组成等。

5.3 盐碱地化学性状

盐碱地土壤的 pH值、可交换酸度、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有机质

等。

盐碱地水样（灌溉水样、地下水样）的 pH值、水溶性盐总量（矿化度）、盐分组成

（水溶性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根、碳酸氢根、硫酸根、氯根）等。

5.4 盐碱地环境性状

盐碱地土壤中总铬、总镉、总铅、总砷、总汞、总镍等含量。

6 淤灌改良

6.1 淤灌流程

包括淤灌量设计、淤灌工程布设（引排水渠系、工区布置、围埂填筑）、水沙监测、

落淤与排水、轮灌与淤后处理等。

6.2 淤灌量设计

淤灌量设计包括放淤厚度、淤灌水量及放淤时间，根据需要改良的盐碱地面积、质地、

淤灌水流量和含沙量、地下水埋深和地下水临界深度等分别确定。

6.2.1 放淤厚度

a）在入渗不畅的条件下采用计算公式如下：

� = �k − �s.......................................................（1）
式中：

H——放淤厚度，单位为 m；

HK——改良盐碱地地下水临界深度，单位为 m；

Hs——改良盐碱地地下水埋深，单位为 m。

b）在入渗顺畅的条件下，根据盐碱地的质地确定放淤厚度。轻度盐碱地放淤厚度

10cm～20cm，中度盐碱地放淤厚度 20cm～30cm，重度盐碱地放淤厚度 30cm～40cm。

6.2.2 淤灌水量

淤灌水量计算公式如下：

� = 667��� ��...................................................（2）
式中：

M——淤灌水量，单位为 m3/亩；

ρb——容重，单位为 g/cm3；

CS——淤灌水含沙量，单位为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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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放淤时间

放淤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 = �� �.........................................................（3）
式中：

t——放淤时间，单位为 h；
S——改良盐碱地面积，单位为亩；

Q——淤灌水流量，单位为 m3/h。

6.3 淤灌工程布设

6.3.1 引排水渠系

引排水渠系主要包括引水闸、输水渠、排水闸等基础设施。

结合当地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水文等条件，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因地制宜设

计引排水渠系。引水闸、排水闸工程设计应符合 SL 265的规定；输水渠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0286的规定。

当黄河自然来水含沙量大于 0.03g/cm3或采用机械扰动等方式提高淤灌水含沙量达到

0.03g/cm3以上时，可开展引水引沙放淤。

6.3.2 工区布置

根据需要改良盐碱地的地形地貌情况，因地制宜布置工区。工区的长边要平行于地形

等高线，短边要垂直于地形等高线，短边的长度取决于地形的坡度，坡度越大，短边越短。

工区短边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 = ∆ℎ �..........................................................（4）
式中：

B——工区短边长度，单位为 m；

Δh——工区上下游两边漫灌水深差或地面高差，单位为 m；

i——地面比降，单位为‰。

工区长边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 = � �...........................................................（5）
式中：

L——工区长边长度，单位为 m；

A——田块面积，单位为 m2。

6.3.3 围埂填筑

围埂的埂高、底宽、顶宽等设计应根据放淤厚度确定，参见表 1。
表 1淤灌改良区围埂工程规格表 单位：m

放淤厚度 埂高 底宽 顶宽

0.1 0.4 0.5 0.3
0.2 0.5 0.7 0.4
0.3 0.6 0.9 0.5
0.4 0.7 1.0 0.6

6.4 水沙监测

根据淤灌量、淤灌工程布局及淤灌效果要求，在淤灌工区进口、出口及中间适当部位

布设水沙观测断面，对断面流速、含沙量及淤灌区水位进行监测。根据水沙监测情况，实

时调控引水位置、时间及扰动机械位置，保障淤灌水流量和含沙量。

6.5 落淤与排水

泥沙落淤方式分为静水落淤、动水落淤、动静结合落淤。泥沙静水落淤是指浑水引入

淤灌工区，泥沙全部沉淀后将清水排走；泥沙动水落淤是指浑水引入淤灌工区，边落淤边

排水；泥沙动静结合落淤是指动水放淤至一定厚度后，采用静水落淤。

根据需要改良盐碱地的地形、土壤和地下水位，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288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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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6.6 轮灌与淤后处理

根据淤灌工区淤灌沙量与落淤效果，制订轮灌水量和轮灌调度方案。

淤灌工区泥沙自然风干固结后，对工区按 10m×10m至 30m×30m不等间距进行放淤厚

度检测。当放淤厚度未达到设计要求时，需对淤灌工区放淤泥沙进行补充，同时采取翻耕

犁耙破碎拖平工艺进行掺合拌匀。

7 掺沙改良

7.1 适用范围及目标

适用于距离黄河泥沙资源较近的盐碱地改良。应参照当地相应质地高标准农田的土壤

饱和导水率、土壤孔隙度确定改良目标范围。

7.2 掺沙量计算

7.2.1 取样分析

a）土壤取样点布设：地势平坦的地块，应采用棋盘形进行取样；地势不平坦的地块，

应采用蛇形进行取样。土样采集深度 0cm～30cm，将采集土样进行混合，留存 1kg混合土

样，分析混合土样颗粒级配。

b）取样点数量：面积＜10000m2时，每 2000m2作为 1个检测单元采 1个混合样，至

少由 5个取样点组成；10000m2≤面积＜50000m2时，每 3000m2作为 1个检测单元采 1个混

合样，由 5个～10个取样点组成；50000m2≤面积＜100000m2时，每 5000m2作为 1个检测

单元采 1个混合样，由 10个～15个取样点组成；面积≥100000m2时，每 10000m2作为 1个
检测单元采 1个混合样，由 15个～20个取样点组成。

c）泥沙取样：根据黄河泥沙资源存储情况，一般应抽取不少于 10个的点样，分析其

泥沙颗粒级配。

7.2.2适宜掺沙厚度范围计算

根据盐碱地改良目标土壤饱和导水率、土壤孔隙度，确定适宜掺沙厚度范围。

a）根据盐碱地改良目标土壤饱和导水率计算掺沙厚度公式如下：

�1 = 2.08���� + 1.75................................................（6）
式中：

x1——掺沙厚度，单位为 cm；

��——盐碱地改良目标土壤的饱和导水率，单位为 m/s。
b）根据盐碱地改良目标土壤孔隙度计算掺沙厚度公式如下：

�2 = 1.6 × 10−8��7.2/(1 + 2.6 × 10−9��7.2)............................（7）
式中：

x2——掺沙厚度，单位为 cm；

SA——盐碱地改良目标土壤孔隙度，单位为%。

根据盐碱地改良目标土壤饱和导水率范围确定掺沙厚度范围 U1，根据盐碱地改良目标

土壤孔隙度范围确定掺沙厚度范围 U2。U1⋂U2为适宜作物生长的盐碱地掺沙厚度范围。

7.3 掺沙方法

施用黄河泥沙前应对盐碱地改良区域进行平整，按照确定的施用量将黄河泥沙均匀洒

在土壤表面，经旋耕犁翻耕 3 次～5 次进行掺合，直至将黄河泥沙与盐碱地改良区域

0cm～30cm厚度范围内的土壤充分掺合均匀。

7.4 其它规定

7.4.1 盐碱地掺沙改良中粒径大于 0.35mm的黄河泥沙应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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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掺沙改良盐碱地应与淋洗排盐等调控水盐动态措施相结合。

7.4.3 盐碱地掺沙改良后的田间耕作、种植、灌溉施肥等与常规耕作方式一致。

8 改良配套措施

8.1 耕作

盐碱地改良后及时进行耕、耙整地，保持土壤表层疏松；每三年深耕一次，耕作深度

30cm以上。

8.2 培肥

盐碱地改良后及时增施腐熟有机肥，提高土壤肥力，缓冲盐分对作物的危害，尽量少

用、不施用含氯化肥和碱性化肥。

8.3 管理

盐碱地改良后做好灌排管理和农业管理，对土壤、水样的化学性状及不透水层深度和

厚度等进行检测，掌握水盐的动态变化，逐渐抑制土壤盐化。

9 效果评价

9.1 评估指标

评估一级指标包括土壤盐碱程度指标、土壤地力指标，各评估指标权重之和为 100。
9.1.1 土壤取样

土壤指标取样时间为改良前、改良后，取样深度为耕作层厚度，平均分 2层取 2个样

本，根据评价地块面积采用三点取样法或五点取样法取样。

9.1.2 土壤盐碱程度指标

土壤盐碱程度衡量指标为耕作层含盐量（g/kg）、耕作层碱化度（%）、耕作层 pH值。

9.1.3 土壤地力指标

土壤地力衡量指标为土壤有机质（g/kg）、容重（g/cm3）。

9.2 评价方法

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具体评价指标权重及分值见附录 A。根据改良后项目区域各指

标值实测结果，以本底值为基础，增加相应分数，分数上限最高为 100分，依据各评估指

标权重，得出综合评估结果。综合得分≥80分的改良效果评定为优秀；综合得分≥70分且＜

80分的评定为良好；综合得分≥60分且＜70分的评定为合格；综合得分＜60分的评定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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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盐碱地改良效果评价

盐碱地改良效果评估指标参见表 A.1，评估体系各指标计分细则参见表 A.2，评估结果

等级划分参见表 A.3。
表 A.1盐碱地改良效果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系数

土壤盐碱程度

耕作层含盐量 30

耕作层碱化度 20

耕作层 pH值 30

土壤地力

耕作层有机质 15

耕作层容重 5

表 A.2评估体系各指标计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分规则

土壤盐碱程度

耕作层含盐量（g/kg） 每降低 0.05个单位加计 10分，本底值

以 50分计

耕作层碱化度（%）
每降低 3%加计 10分，本底值以 50分

计

耕作层 pH值
每降低 0.2个单位加计 10分，本底值

以 50分计

土壤地力

耕作层有机质（g/kg） 每提高 0.5个单位加计 10分，本底值

以 50分计

耕作层容重（g/cm3）
每减少 0.1个单位加计 10分，本底值

以 50分计

表 A.3评估结果等级划分表

评价总得分 ≥80 (80,70] (70,60] <60

评估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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