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焉者盆地地下水起始临界深度的商榷
郑广琦

当今在土壤改良水文地质工作
,

中
,

许多学者根据各种特定的自然

地理
,

水文地质条件
,

都相应提出

一个临界深度值
,

它在防治上壤次

生盐债化
,

控制地下水在一定深度

范围内
,

作为拟定排水渠沟深度和

间距的重要依据
,

而且也是在西北

地区开展竖井排灌和调控地下水处

于最佳深度的技术指标
。

临界深度的确切涵义近来有人

提 出
: “

在 一年中地面蒸发最强烈

土浪含
含盆最安化曲线

土姨禅地今的相对百分片该

A

四曰一

一一

气月ō |别
.

lt州一之00̀

~
·

~
B
、 、

、
、
C

2,

口

00

3 地下水位埋照峥 ,

季节
,

不致引起土壤表层开始积盐的地 下 水 埋 藏深

度
” 。

这个涵义实质上 与 N
.

K
.

平斯柯依在新疆提出

的
,

土壤毛细管上升高度加植物根系活动层相同
。

用公式表示
: 矛I二 尸 = K 十 11 。

式中 H K p

一一临界深度 , 尤一 一常数
,

H
c

—
植物根系活动层

除此
,

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各种派生提法和不同

的确定临界深度方法
。

笔者在新疆焉脊盆地进行土壤改良水文地质试验

工作过程中
,

得出该地区山前冲积平原的地下水临界

深度值为 2
.

95 一 3
.

20 米
。

从土壤改良水文地质要求着眼
,

使土塘表层不发

生积盐
,

已积盐土壤也具有良好的脱盐条件
,

则需利

用排水工程
,

把地下水位基本控制在临界深度以下
。

但是就目前的经济生产条件是很难达到这技术要求
。

因此通过在焉普盆地的土壤改良水文地质试验和农业

生产实践
,

认为
:

在一个地区相同的水文地质单元
,

只要把地下水位控制在某一个深度
,

并探取综合土壤

改良等措施即可达到土壤改良的效果
。

此时的地下水

位
,

笔者建议称为地下水
“

起始临界
口

深度
。

起始临界深度的初步分析
:

焉者盆地地处新疆中南部
,

其四面环山
,

为一半

封闭的山间盆地
,

盆地中第四系沉积厚度 2 00 一 3 00 米

以上
,

形成了庞大的倾斜平原
。

盆地中第四纪沉积岩性
,

在山麓地带 为 戈 壁 碾

石
,

盆地中部为冲积三角洲沉积
,

岩 性 以 细 砂
、

粉

砂
、

粘质砂土和砂质粘土为主
,

并形成复杂的多元结

构
,

在气带深度内
,

这种多种结构的岩性综合体
,

形

成了特定的临介值
。

图 1 地下水不同埋深与土壤含盐纽变化曲线

一个地区
,

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
,

有一相应的地

下水临界深度值
,

其值是在诸因素影响下
,

水力性质

的综合值
,

通过土壤水文地质试脸所得地下水埋深与

土壤含盐量变化曲线 (如图 1 ) 得到以下认识
:

1
.

土壤含盐量随地下水埋深的增加而下 降 到 c

点时
,

土壤含盐量已低于。
.

1%
,

此时盐碱土 已 脱盐

为非盐碱上
。

它所相应的地下埋深则为地下水临界深

度
。

2
.

土壤脱盐率的百分比值
,

是指土层相 对 脱盐

量
,

它与地下水埋深的关系
,

从图可看出最佳脱盐的

地下水之:1深在 1
.

55 一 1
.

84 米之间
,

当地下水埋深小于

1
.

55 米
,

脱盐效果不好
。

3
.

土壤脱盐起始最佳值
,

所对应的地下水埋深
,

即为起始最佳地下水埋深
,

称为地下水
“

起始临界深

度
” 。

从图可看出
,

临 界 深 度 与
“

起始临界
”

深度之

间
,

它们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

也即临界 埋 深 越 大
`

起始临界
,

深度也越大
,

通过相关计算可以建立以

下相关式
:

H峥
` = H KP

·

a

式中
: 厅 K

声

—
起始临界深度 , H KP—

一

临界深

度
;

a

—
系数 (焉者盆地戊 = 。

.

52 取最大值 )

“

起始临界
”

深度在生产实践中的意义
:

在焉者盆地庞大的冲积平原农灌区
,

在其诸影响

因素相类似的条件下
,

土壤的脱盐或积盐过程
,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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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与复杂的争论

踌 水文地质图上的内容应当简单一些还 是 复杂 一

些
,

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

”
.

R
.

查段采夫认

为图上应反映
“

地下水的分布及其形成灼规律性
、

阐

明取得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地下水的总远景
,

以及为了

满足国民经济齐部门的需要而确定出对今后调查和开

发地下水所采取措施的特点所必不可少的资料
” ,

因而

要求在图上表示十二个方面最主要的水文地质内容
。

A
.

M
.

奥弗琴尼科夫批评了 H
.

代
.

查依采夫编图必
:
图

而负但过重
,

并指出
: “

必须精确地使地图的类型 和

比例尺与其负载程度相适应
。

应该不用说明书就能着

图
” 。

其后
,

中国的一些学者
,

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

儿
一

卜丰来
,

虽然几乎所有的水文地质学者都认为水文

地质图偏于复杂
,

同时又始终没有能加以改进的原因

何在 ”助因为制图内容是受制子制图原则的
。

既然例图

原则规定
“

综合
”

水文地质图就是要
“

综合反映各种

水文地质要素
” ,

或 者 按 A
.

A
.

布罗德斯基的说法
,

至少应表示含水层的岩性成分和地质年代
,

分布和埋

藏深度
,

质量和数量等内容
。

这么多内称表示在一张

图 上
,

图面怎么能简单得了生

l’;rJ 题的核心不在于简单或复杂这个图面形式灼易

读性问题
,

而在于制图者对于什么样的内容就能满足

哪一 类专门需要心中无数
。

要真正解决
“

什么情况下

内容多一些好
,

什么情况下内容 少 一 些 好
”

这个间

题
,

只有在面对面地调查清楚用 图者的具休需要 (必

须进行社会的信息反馈调查 ) 之后
,

才有可能获得合

理的解决
。

从原则上讲
,

至少应该分清这 样 两 类 需

要
:

地质专业人员的需要和不具有地质知识的人员的

需要
。

对于前者
,

图面无妨稍为复杂些
,

强调绘合的

解译的信息 (规律性
、

分区性
、

相关性…… )
,

说明也

可以稍长一些
;
对于后者

,

图面就应当简单地
,

强调

具体信息 (条件
、

特征
、

数据 ”
·

)
,

尽可能使专 业 术

语通俗化
,

且文字说明的聂尽可能地少些
,

不要动辄

数万字
。

基于地质图件要使非地质专业的规划决策人员依

得和实际加以利用的思想
,

近些年来
,

国外许多卿文

进行了这种供需阅查
,

并开始编制单要素的
、

以分析

型图件为主的水文和地质调查图索
。

他们把各个水文

地质要素分别编制
。

在利用这些图件时
,

可以单独加

以利用 ; 也可以按照不同的目的
,

由用图 者 自行 组

合
、

分析而得出 自己的结论
,

而不是制图者
“

喂给
”

的现成结论
。

例如可以 将地下水埋深等渲线图与饱水

带厚度图迭合起来了解含水体的顶底板值
,

如再加上

该含水体的矿化度图迭加
,

扰可以得出该含水体中淡

水和咸水的空间分布状态的结论
。

就是说
,

这样一套

图中
,

可以利用图与图之 l’ia 的叠加进行分析
,

也可以

利用这种癸加进行综合和分区
。

上述三个要素或更多

的要素当然可以叠置在一张图上
,

但是由于图面为客

量毕竞是有限的
,

往往先要简化和概括
,

即必须以损

失第一性的信息为代价来换改图而为易读性
。

这种做

法
.

如果在共些情况下是有利的 (如小比例尺的规律

图们
:

)
、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人为地降低已 获 得的

研究程度
。

至于
,

那种纯粹的机械的叠置
,

或由大 比

例尺图上机械的照搬
,

不属本文所讨论的
“

复杂
”

范

限
,

在任何意义上都要加以反对
。

反之
,

如各种水文

地质要素予以分编
,

即编制分析型图为主的图系
,

则

可以清晰而充分地反映该一要素的研究程度
。

复杂和简单是一对矛盾
,

它们不应相互排斥
,

而

应相互补充
。

当前强调简单
,

只是因为过 去 一 味 复

杂
。

并不是要以路单去替代复杂
。

几张图的叠加就是

由简单到复杂
,

而这种复杂是为了得出评价而绝对必

须的
。

总之
,

应该以不同详简度的图针对性地满足不

同用图者的多层次需要
。

至少不应该坐在屋子里想象

着能用一张图去
“

包治百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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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决定地下水埋深变化
。

当地下水位坦深 由浅 变 深

时
,

毛细管水位上升高度相对降低
,

上壤积盆则相对

减少
,

土体 自然处于脱盐过程
,

当土体中积盐与脱盐

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后
、

这种转化就暂时稳定下来
。

地下水的
“

起始临界
”

深度
,

则是土体脱盐发生

突跃的起始深度
,

它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已得到证实
。

焉者盆地从扇缘到冲积平原中下部庞大农 田灌区

的团场和社队
,

在修建合理的排水工程后
,

地下水深

度一般都能控制在
“

起始临界
”

深度以下 ( 1
.

黔 长 )
,

土壤含盐量逐渐下降
,

粮食大幅度增产
。

如
:

某团场
,

原 1米土层平均含盐量为0
.

98 5环
,

数乍后下降到 0
.

” 6 %
,

因此粮食产量由46 5万斤增加

到 2 0 2 8万斤
,

为原来的 3
.

1倍
, ,

粮食 由产 1 64 斤
,

提

高到 3 3 。斤
。

某生产队
,

在两年时间内使 i 米土层平均含盐量

由。 .

7 2%下降到 0
.

21 ~ 0
.

23 %
,

粮食单产则由 1钊斤

猛增到 4 0 。~ 5 0 0斤
。

上述农作物大幅度的增产
、

事实证明
,

地下水的
“

起始粗界
”

深度值是客 观 存 在 的
,

并有其实际意

义
,

但鉴于试区范围小
,

资料尚不全面
,

特别对机制

的研究不够
, “

起始临界
,

深度涵义是否 确 切
,

有待

进一步商榷
,

请专家们批评指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