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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遥感、/01 等地学信息新技术手段获取了 !# 世纪 2# 年代及 3# 年代中后期吉林西部地区盐碱化土地最

新统计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总结了该区近 !# 4 来盐碱化土地总体面积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恶化及盐碱化发展具有

阶段性时序变化的特点，最后给出了经济管理及生态工程等方面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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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吉林西部盐碱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与治理对于遏

制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恶化，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盐碱地资源在吉林省西部土地

资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合理利用与否已经成

为该区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因而查清该类土地资

源，并对其进行动态监测，研究其发生发展规律，更

好地进行预防治理，显得十分重要。

本项研究将地学信息新技术［)］运用于该类资源

的宏观调查与动态变化研究中，较好地体现了宏观、

快速、准确的优势，而且可以分层管理空间数据资

料，集多源数据进行不同时段的盐碱地动态信息的

叠加和分析，并进行预测。进而，为建成区域资源环

境基本数据库、典型地区动态分析模型、资源环境宏

观规划辅助决策模型以及整体集成的动态监测和定

期更新的运行性信息系统提供技术和数据的支持，

并为区域行政决策部门和各主管部门在盐碱地资源

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涉及 3 个县（ 市）：白城市、大安市、洮

南、镇赉、乾安、通榆、长岭、前郭和扶余县（ 图 )）。

)33" 年总人口 ()#’ 2 万，密度 23’ 7 人 ; <=!，且分布

收稿日期：!##. 9 #( 9 .#；修订日期：!##. 9 )! 9 !.
基金项目：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3" 9 ##( 9 #! 9 #3 资助。

$ ! ) 亩 > #’ #"" 7 ?=!

不均。其中农业人口 !32’ 2 万，耕地 )!#’ * 万 ?=!，

人均耕地 (’ ( 亩 ; 人!
。

图 )$ 研究区范围示意图

研究区地处松嫩平原中西部低洼易涝盐碱地与

风沙地交错分布区，属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地区，也属

农牧交错带，气候特征为四季分明、风多雨少、蒸发

强烈及春旱严重等。年均气温 (’ .@，年均降水为

(). ==，雨热同季，集中于 " A 3 月。

该区在区域地质构造上，位于松嫩断陷盆地西

部斜坡地带，其底为白垩系红色夹灰白、灰绿、灰黑

色的砾岩、砂砾岩、砂岩和泥页岩。本区地带性植被

为草原，地带性土壤为黑钙土。综上各项因素均决

定了该区域生态环境极具脆弱性，即洪涝盐碱化、沙

漠化等自然灾害都极易发生，交错进行。因此以其

为重点研究区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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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变化特点

!# "" 盐碱化土地分类

根据荒漠化分类原则［!］，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及

遥感影像目视解译的可读性，将盐碱地景观划分为

盐碱化耕地（ 盐碱化水田、盐碱化旱地）、盐碱化草

地、盐碱化沼泽湿地及碱斑地（盐碱化林地面积很小

故忽略）等 $ 种类型。

盐碱化耕地。指在土体中对作物生长有害的水

溶性盐类的积累超过一定限度，达到危害作物正常

生长，产生危害的一种耕地类型［%］。

盐碱化草地。指生长在盐碱化土壤上，以适盐、

耐盐或抗盐特性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碱

斑覆盖率在 &’( ) *+( 之间的各类草地，包括以牧

为主 的 灌 丛 草 地 和 郁 闭 度 在 &+( 以 下 的 疏 林 草

地［$］。

盐碱化沼泽湿地。指地势平坦低洼、排水不畅、

长期潮湿、季节性或长年积水和过湿的、土体表层盐

碱聚集的、生长湿生耐盐碱植物的一种湿地类型［’］。

碱斑地。指碱斑覆盖率达 *+( 以上的、盐碱化

程度严重、难以利用的盐碱地。

对于各种类型盐碱地目视解译过程中，主要是

根据盐碱化土地在影像中的颜色、纹理及形状等因

素，结合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判读。目视解译结果见

表 & 及表 !。

" " " " " 表 &" 吉林西部 &,,- 年各类盐碱地面积统计表" " " " 单位：&+$./!

县（市） 盐碱地总面积 " 盐碱水田 " 盐碱旱田 " 盐碱草地 盐碱沼泽湿地 " 碱斑地

洮北区 &# 0$ &# !+ +# !’ +# &$ +# &% +# &!

扶余县 &!# !$ +# -- *# ’- !# !- +# %+ &# $-

洮南县 0# &- +# *$ +# 0! &# ’$ +# &- $# ,+

长岭县 &-# -& +# && %# +’ ’# -% &# *% -# +,

前郭县 &,# ’* $# %0 &# &! ,# $! &# -$ %# +&

大安市 %+# %* +# $- *# $, &+# !- %# && ,# +’

镇赉县 &0# 0$ &# %- %# ’$ 0# ’* !# *’ !# -!

通榆县 %-# ’’ &# +, ,# %! ,# !0 &# *- &’# &+

乾安县 &’# &’ +# +% !# ’, -# ,& %# +% !# ’,

总" 计 &’,# %% &+# +% %’# *$ ’$# +& &$# -& $$# ,$

表 !" 吉林西部盐碱地年增长率

县（市）
&,0- 年盐碱化土地

" 面积 1 &+$ ./! " 占土地总面积 1 ( "
&,,- 年盐碱化土地

" 面积 1 &+$ ./! " 占土地总面积 1 ( "
增幅 1 ( 年增长率 1 (

洮北区 &# !+ &-# , &# 0$ !’# , ’%# % $# %*

扶余县 *# -- &%# - &!# !$ !&# * ’,# 0 $# 0+

洮南县 ’# &! 0# ! 0# &- &%# + ’,# $ $# **

长岭县 &’# 0, !*# * &-# -& !,# + $# ’ +# $$

前郭县 &*# -& !*# ’ &,# ’* %+# - &&# & &# +-

大安市 !&# ’’ $$# ! %+# %* -!# ! $+# , %# $,

镇赉县 &’# +! !*# , &0# 0$ %’# + !’# $ !# !,

通榆县 %%# $$ %,# $ %-# ’’ $%# & ,# % +# 0,

乾安县 &%# $* %0# & &’# &’ $!# 0 &!# ’ &# &0

总 计 &%+# ,- !*# 0 &’,# %% %%# , !&# * &# ,0

!# !" 数量结构变化

通过对 &,,- 年 23 图像目视解译，得出吉林西

部 , 县（市）各类盐碱地面积统计数据（表 &），并结

合 !+ 世纪 0+ 年代末吉林省西部沙碱化土地类型面

积调查统计数据，从数量结构角度对研究区盐碱化

土地动态变化加以分析，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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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西部土地盐碱化发展由来已久。但在

解放前及解放初，土地盐碱化现象并不严重。据吉

林省土壤志（%&’( 年）记载，"# 世纪 ’# 年代初，吉林

西部盐碱地面积仅为 %#)* &# 万 +,"，且以原生暗碱

层为主，明碱斑面积很小。到 "# 世纪 (# 年代末，盐

碱化土地面积达到 %-#* &. 万 +,"，比 "# 世纪 ’# 年

代增长了 "-* #. 万 +,"。野外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盐

碱化土壤含盐量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轻度盐碱地

占总面积的比例减少了 %%* ./，中度盐碱地减少了

-* &/，而重度盐碱地的比例增加了 %’* ’/［.］。根据

%&&. 年遥感解译数据，本区盐碱地面积仍在扩大，面

积增加到 %’&* -- 万 +,"，年均增长率近 "* . 万 +,"。

如大安市盐碱地面积扩大到 -#* $ 万 +,"，比 "# 世纪

(# 年代末增加了约 (* ( 万 +,"，所占土地总面积比

例也由 $$* "/增至 ."* "/，其碱斑地所占比例有所

减少，以草地为主要利用类型的中度盐碱地的比例

有所扩大，如果以此速度发展，预计到 "#%# 年盐碱

地面积将达到 -&* & 万 +,"。

由表 " 可知，从 %&(. 0 %&&. 年 %# 1 间，吉林西

部 & 县市盐碱地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其中洮

北区、洮南、大安和扶余县扩大幅度较大，长岭县扩

大的幅度最小。以此作为研究时段，计算吉林西部

盐碱化土地面积年递增率，公式为

! " 234［（ 56#$ % 56##）& $］% %
! ! 式中，! 为年增长率；## 为起始年土地面积；#$

为目标年的土地面积；$ 为两个时段相隔年数，计算

出吉林西部从 %&(. 0 %&&. 年盐碱地总面积年增长

率为 %* &(/，& 个县中，扶余县、洮南县、洮北区和大

安市年增长率较高，分别为 $* (#/、$* ))/、$* -)/
和 -* $&/，长岭县年增长率最小，为 #* $$/（表 "）。

!* "! 空间变化

将研究区 %&&. 年 78 图像和 %&)( 年 899 遥感

图像作空间叠加分析，可知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

的空间变化规律。

（%）原有居民点占地面积扩大。从遥感影像上

可清楚地看到，随着区域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化速度

加快，居民点用地面积明显增大。在居民点附近、道

路两侧的土地盐碱化演变的趋势是退化为盐碱化草

地和碱斑地。这主要是因为居民点附近，割草、放

牧、打井等人为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使土地退化，

向盐碱荒漠化方向发展。

（"）盐碱化耕地面积增大。一度在“以粮为纲”

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影响下，各地将提高粮食产量作

为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开垦了大批不宜作为种植

业用地的荒地。另外，在灌排渠系不健全、不配套，

不能满足灌区合理灌溉、及时排涝和降低地下水位

要求的情况下，盲目开发水田，并且长期使用咸水灌

溉，这些都使区内盐碱化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盐碱沼泽湿地面积减少，明碱斑地面积扩

大。从两期遥感图像上可以看到，%&&. 年盐碱沼泽

湿地面积较 %&)( 年的面积明显减少，一些泡沼萎

缩，边缘部分成为明碱斑地。

!* #! 时序变化

盐碱地发生的各种自然条件因地而异，有的土

地早已盐碱化，有的地区土地原来没有盐碱化，但由

于生产措施不当，造成土壤积盐或盐碱加重。就建

国后吉林西部土地盐碱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看，总

的趋势是盐碱地面积不断扩大，盐碱化程度不断加

重。因而对其动态变化特点进行分析，不仅要考虑

数量结构和空间类型上的变化［)］，而且要注意其时

间序列上的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 - 个阶段。

（%）从 "# 世纪 ’# 年代 0 )# 年代中后期，由于

不合理的开垦荒地和发展灌溉农业，盐碱化土地面

积增加。在此期间，建设的一些大型灌溉工程，对提

高灌区土地生产力和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但是，因各种原因，灌区仍发生不同程度的次生

盐碱化现象。

（"）从 )# 年代开始，国家和省政府开始大力治

理盐碱地，停止一些不合理灌溉，完善排灌配套工

程，以及采取生物和农业技术措施等，使灌区地下水

位得到控制，到 (# 年代，本区的盐碱地面积和盐碱

化程度都得到了控制。但在总体上，土壤的盐碱化

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 年代后期，由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及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再加上干旱引起

的地下水位下降使人们对次生盐碱化发生的警惕性

放松，导致排水设施破坏，盐碱化危险性增加，从表 "
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吉林西部各县市盐碱地面积都

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 防治措施

近年来，:;<=>6、?266>@ 等人［( 0 %#］利用 AB9 等新

技术手段对非点源污染中盐碱化问题作了大量工

作，建立了盐碱化预防治理的机理模型，在小区域尺

度上取得不错的效果。吉林西部作为吉林省粮食增

产潜力最大和农业开发的重点地区，开展本区土地

盐碱荒漠化防治对吉林省的农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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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本文从经济管理及生态工

程技术措施上提出盐碱化防治的对策和建议。

!# "" 经济管理政策

（$）制定有利于牧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宏观经

济政策［$$］。据资料统计，从 $%&% ’ $%%& 年，耕牛从

()# % 万头增加到 $$*# ) 万头，牧羊从 ++# , 万只增至

-$(# ( 万只，且全都为放牧。由于草场严重超载，理

论载畜量迅速下降。到 $%+, 年全区草地放牧约超

载 $$*.，即 (** 万羊单位左右，到 $%%& 年则超载

-**.，即 &&% 万羊单位。目前截止，各级政府在制

定本区牧业发展计划时，仍只是盲目的数量增加。

（!）管理政策［$!］。!进一步明确土地退化防治

的具体负责部门，逐步建立起资源产业化的管理体

制。"加快资源保护与开发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实

行“资源保护责任制”，作为各级主要领导政绩考核

的内容之一，制定出一批土地盐碱化防治的规范和

标准，强化各级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和服务职能。

#加强水利工程维护的制度化建设，适度提高水资

源价格，坚决制止破坏水利工程和滥用水资源的行

为。$强化区域水盐运动的监测与预报技术的开

发，建立本区土地资源质量及盐碱化监测预报体系。

%改革农业土地承包制度，明确规定保持与提高土

地质量是土地承包人的责任和义务，并制定相应的

检查、奖惩管理办法；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个人

投资改造可耕地盐碱化土地。

（(）经济激励手段。!采取国家投资倾斜与奖

励地方主要领导的经济激励手段，鼓励各地加强土

地退化的防治工作。对综合治理与防治成绩突出的

地区，国家农业投资可给予适当的倾斜。"鼓励保

护与提高土地质量的行为；鼓励进行土地盐碱治理

的行为；鼓励企业投资进行土地质量改良的行为。

#在统一规划下，鼓励集体和农民投资承包改良盐

碱地土地。

!# #" 技术措施［$(］

（$）生态工程措施。!加强草原管理和建设。

改革、完善草场经营机制，实施季节性禁牧和封原育

草与人工措施相结合的生态工程。对目前管理不好

的非国有、集体草场，必须按照“有偿、长期、到户”的

原则，稳定承包权，让承包人有明显收益。另外还要

实行量草记牧的放牧制度，控制牧草采食率在 ,*.
以下。采用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管理方法，改变自

然放牧、采草的经营方式。对于轻中度盐碱化草地

进行补播、松土、施肥、浅翻及轮牧制度，建立“ 草库

仑”，使草原用养结合，提高草原生产力。对重度盐

碱化草地而言，已失去牧业利用价值，继续放牧中能

加重盐碱化，因而宜封原育草，一方面让其自身恢

复，一方面人工种草。"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加

强农田和草原防护林体系建设，对于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减缓草原、农田退化有重要作用。# 加

强秸杆利用。对于秸杆资源丰富的吉林西部，如采

用碱化、氨化和微贮等技术大力开展秸杆资源利用，

将较大程度地减轻草原超载压力。

（!）水利工程措施。区域内盐碱沼泽湿地和易

涝盐碱化耕地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附近地表水和

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开发水田，实施以水洗碱、以稻治

涝，治理盐碱地，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另

外，从区域生态系统整体持续、协调发展角度讲，水

田开发达到一定规模后，应当加以限制。此外还可

以进行泡沼养鱼，实现因地制宜治理盐碱地的目的。

（(）农业技术措施。!客土培肥。利用客土培

肥或以沙压碱，对盐碱地改良有明显效果，当中度盐

碱化土地压沙厚度达 $* /0 时，粮食单产增长 -*.
’,*.。施用化学改良剂，如磷石膏、炉渣等工业废

料，也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达到增产和治理盐碱地

目的。"种植耐盐碱植物。引种耐盐碱作物，如向

日葵、甜菜、籽粒苋、棉花等，既适合本区气候特点，

又能改善盐碱地地力，提高经济效益。

-" 结语

吉林西部地区盐碱地，属于松嫩平原典型的苏

打碱化盐渍土区。!从盐碱化演化过程看，自然因

素是发生盐碱化的基础，人为因素是土壤发展盐碱

化的条件，而人为因素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该

地区盐碱化土地动态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结构与空

间类型的变化上，还表现出了时间序列上的分段性。

#土地盐碱化程度有所加重，同时，数量也在增加。

本区盐碱化土地正以 $# *!. 的速度发展，如不采取

因地治宜的有效措施加以防治，预计到 !*$* 年盐碱

化土地面积将达到 $+, 万 10!。因此，在开发利用盐

碱化土地过程中，如何将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

就成为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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