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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土壤水分
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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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为了探究松嫩平原内典型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特征，采用烘干法测定了沙丘、草甸、沙

丘和草甸结合部 2016 年 5 － 10 月 0 ～ 300 cm 深度土壤垂直剖面土壤含水量。结果表明: 不同部位平均土壤含水量存在极显

著差异，表现为草甸 ＞ 沙丘 ＞ 结合部。不同部位平均土壤含水量在 0 ～ 300 cm 深度土壤剖面上有明显分层现象。沙丘和结

合部平均土壤含水量以 100 cm 深度为界划分为两个带，沙丘平均土壤含水量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而结合部表现为

“先减少后增加”。草甸平均土壤含水量以 30 cm 和 150 cm 深度为界划分为三个带，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变

化趋势。不同部位 0 ～ 300 cm 土层土壤含水量具有明显的月动态变化特征，其中沙丘 50 ～ 70 cm 深度和结合部 0 ～ 30 cm 深

度在 9 － 10 月的土壤含水量明显高于 5 － 8 月。为松嫩平原内盐碱土的水盐运移规律，土壤盐碱化的防治以及盐碱土的改良

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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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 － temporal variation of soil moisture in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in Songnen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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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ilin Provincial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Farming，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angchun 130102，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compound eco-
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in the Songnen Plain.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s of 0 － 300 cm soil depth from May to October in sand，

meadow，and middle region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oven dry method. Ｒ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s in differ-
ent position in the compound ecosystem of sand and meadow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e trend of meadow ＞ sand land ＞ mid-
dle. The stratification of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was found within 0 ～ 300 cm soil depth.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s in sand and middle posit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zones at the depth of 100 cm.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 of
sand increased in 0 － 100 cm soil depth，and declined in 100 － 300 cm soil depth.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 of middle de-
creased in 0 － 100 cm soil depth，and increased in 10 － 300 cm soil depth.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meadow was divid-
ed into three zones by the depth of 30 cm and 150 cm，which quickly increased in 0 － 30 cm，while declined in 30 － 150 cm，and
then increased in 150 － 300 cm. Monthly dynamic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compound ecosystem of sand and mead-
ow was very obvious.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s of sand ( 50 － 70 cm) and middle area ( 0 － 30 cm)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other months. Ｒesults from this research would be helpful in exploring the regulation of water － salt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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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d preventing and utilizing saline soil resources in the Songnen Plain.
Key words: Songnen Plain; soil moisture content; spatio － temporal variation; sand; meadow; middle area of sand and meadow

0 引 言

土壤水分是制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态格局和过程的关键非生物限制因子之一，它不仅决定着植被的

种类、数量和分布，还深刻影响着土壤有机质的矿化、生物固氮、植物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等过

程［1 － 2］。同时，作为土壤中各种盐分离子迁移的载体和介质，土壤含水量的时空动态变化决定着土壤盐分

的迁移转化规律，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的盐碱土区，了解土壤水分动态变化是揭示土壤盐碱形成与演化

过程中土壤水盐运移规律的前提和基础［2 － 4］。

松嫩平原位于我国东北平原的中西部，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畜牧业发展基地，同时也是我国盐碱化

土壤的主要分布区之一［5 － 6］。近年来，由于区域内草地和耕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土壤盐碱化面积和

盐碱化程度持续增加，严重限制了该区域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7 － 9］。土壤盐碱化程度增加导致土壤理化性

质发生显著变化，极大的改变了土壤水盐的运移规律［10］。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是驱动土壤盐分发生变化

的关键因素，因此要研究土壤水盐运移规律，必须首先明确土壤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规律［11 － 12］。

国内外学者对不同时空尺度土壤含水量的异质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农田生态系统

和干旱的荒漠、半荒漠地区中，而缺少对土壤水分敏感的半湿润 － 半干旱的盐碱土区研究［13 － 15］。此外，

由于盐碱土区地下水埋深较浅，导致土壤含水量测量深度较浅，观测的地形较单一，缺乏对不同地形下深

层土壤水分时空动态变化规律的认识［14，16］。因此，监测不同地形下浅层和深层土壤含水量的时空变异性，

揭示其水分的盈亏状况，对于理解干旱、半干旱的盐碱土区土壤水盐运移规律，防治土壤盐碱化及恢复植

被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以松嫩平原西部典型的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 5 － 10 月坡顶沙丘、结

合部和低处草甸 0 ～ 300 cm 土层深度的土壤含水量，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分析了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

土壤含水量的变异性，以期为松嫩平原内盐碱土的水盐运移规律，土壤盐碱化的防治以及盐碱土的改良利

用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中国科学院长岭草地农牧生态研究站 ( 44°33'N，123°31'E)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

腰井子种马场。该区地处松嫩平原南部的农牧交错区，区内地势平坦，以低平原为主，有带状沙丘分布，

平均海拔为 145 m。气候条件属于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年平均降水量为

427 mm ( 1980 － 2013) ，集中在 6 ～ 9 月 ( 占年降水量的 70% 左右) ，年蒸发量约 1 600 mm; 年均温为

5. 9 ℃ ( 1980 － 2013) ，无霜期 140 d， ＞ 10 ℃的有效积温 2 900 ～ 3 000 ℃。研究地点的土壤类型属草甸

盐碱土，带有高碱性的含盐量，此外，研究区内还分布着草甸土和风沙土等土壤类型，pH 值为 7. 5 ～

10. 5。主要植被类型为羊草 ( Leymus chinensis) 草甸，主要优势植物包括羊草、虎尾草 ( Chloris virgata) 、

盐地碱蓬 ( Suacda salsa) 和星星草 ( Puccinellia tenuiflora) 等［17］。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

需求的增加，草地的边缘部分草甸被开垦成农田，用于种植玉米、向日葵和高粱等经济作物。

1. 2 试验设计

2016 年在中国科学院长岭草地农牧生态研究站沿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的横断面布置一条水分监

测断面 ( 图 1) 。沙丘距离结合部 300 m，结合部距离草甸 380 m。分别于沙丘上部的平地 ( 沙丘) 、沙丘

和低地草甸的中间地带 ( 结合部) 和低地草甸中部 ( 草甸) 布设土壤含水量监测点。2016 年 5 －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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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中旬对每个监测点采用土钻法采集土壤样品，共取样 6 次。在每个监测点，通过设置 3 个 1 m !1 m

的土壤样方进行取样。取样深度为 0 ～ 300 cm，分为 10 层，0 ～ 10 cm、10 ～ 20 cm、20 ～ 30 cm、30 ～

50 cm、50 ～ 70 cm、70 ～ 100 cm、100 ～ 150 cm、150 ～ 200 cm、200 ～ 250 cm 和 250 ～ 300 cm。土壤含水量

采用烘干法 ( 105℃ ) 测定。

图 1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土壤水分监测断面图

Fig. 1 The map of soil monitoring sections of different sites in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2016 年月平均降水量和月平均气温见图 2。6 月、7 月、8 月的月平均气温在 20℃以上，5 月和 9 月的

月均气温为 16℃左右。10 月的月均气温相对较低，仅为 6℃左右。6 月的月均降水量最多，其次为 5 月，

7 月和 10 月的月平均降水量则相对较低。

图 2 中国科学院长岭草地农牧生态研究站 2016 年月平均降水量和月平均气温

Fig. 2 The precipitation and air temperature of the Changling Ecological Ｒesearch Station for Grassland Farming in 2016

1. 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6. 0 软件对沙丘、草甸、沙丘和草甸结合部位的土壤含水量进行 LSD 多重比较; 采用 Sig-

maPlot 10. 0 软件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

5 月至 10 月，在 0 ～ 300 cm 土层土壤剖面上沙丘土壤水分含量变化范围为 3. 03% ～ 12. 2%，结合部

为 2. 03% ～19. 4%，草甸为 4. 81% ～14. 1% ( 表 1)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部位平均土壤含水

量呈显著差异 ( P ＜ 0. 05) 。草甸的平均土壤含水量最高，达 10. 0%，显著 ( P ＜ 0. 05) 高于沙丘和结合

部; 结合部的平均土壤含水量最低，为 5. 09%，显著 ( P ＜ 0. 05) 低于沙丘。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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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变异系数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结合部的变异系数最高为 20. 95%，其次为草甸和沙丘，分别为

18. 22%和 13. 48%。

表 1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平均土壤含水量 ( n = 150)

Table 1 The mean soil water contents ( SWC) of different sites under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最小值

Min /%

最大值

Max /%

平均值

Mean /%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CV /%

沙丘 Sand 3. 03 12. 2 5. 91 b 0. 80 13. 48

结合部 Middle area 2. 03 19. 4 5. 09 c 1. 07 20. 95

草甸 Meadow 4. 81 14. 1 10. 0 a 1. 82 18. 22

注: 表中数据为 5 － 10 月 0 ～ 300 cm 土层的平均土壤含水量。不同字母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 The data were the average SWC in 0 － 300 cm soil from May to October.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 05. The same

is as below.

2. 2 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垂直分布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的平均土壤含水量具有明显的分层变化特征，但不同部位的变化趋

势明显不同 ( 图 3) 。在 0 ～ 300 cm 土层垂直剖面上，沙丘和结合部的土壤平均含水量以 100 cm 深度为界

明显分为 2 个带。在沙丘部位，0 ～ 1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土壤含水量从 5. 4% 逐渐提高到

7. 2% ; 而 100 ～ 3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平均土壤含水量则从 6. 0% 降低至 5. 0%。在结合部，

0 ～ 1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平均土壤含水量从 10. 0% 快速降低至 2. 8% ; 而在 100 ～ 3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平均土壤含水量则从 3. 2% 增加至 4. 3%。在草甸部位，平均土壤含水量以

30 cm和 150 cm 深度为界限被明显分为 3 个带，0 ～ 3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平均土壤含水量从

8. 18%增加至 11. 0% ; 30 ～ 15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平均土壤含水量从 10. 9% 降低至8. 97% ;

150 ～ 3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平均土壤含水量从 8. 97%增加至 11. 2%。

变异系数可以用来表征土壤水分含量变化程度，变异系数值越大，表明土壤水分含量变化越剧烈; 变

异系数越小，则表明土壤水分含量越稳定。虽然不同部位土壤平均水分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明显不同，但

其变异系数的垂直变化特征则极为相似。0 ～ 1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变异系数明显增加，而

100 ～ 300 cm 深度中，随土层深度增加，变异系数则呈下降趋势，其中 100 cm 中沙丘和草甸的变异系数最

高，表明该深度土壤含水量变化程度最剧烈。

图 3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土壤平均含水量的垂直变化

Fig. 3 The average SWC of sand，middle area，and meadow in 0 － 300 cm soil in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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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不同部位不同月份土壤含水量垂直分布

6 － 8 月沙丘、结合部和草甸在 0 ～ 300 cm 剖面的土壤含水量垂直变化趋势极为相近 ( 图 4) 。6 － 8 月

草甸中各深度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沙丘和结合部，0 ～ 20 cm 深度中，结合部的土壤含水量高于沙丘，

20 ～200 cm 深度中，结合部的土壤含水量则低于沙丘。6 月、7 月和 8 月，与沙丘相比，结合部 0 ～ 10 cm
深度中的土壤含水量分别比较沙丘提高了 36. 8%、34. 8% 和 84. 9% ; 10 ～ 20 cm 则分别提高了 88. 0%、
40. 5%和 74. 4%。在 9 月，结合部 0 ～ 10 cm 深度中，土壤含水量分别比草甸和沙丘增加了 83. 8% 和

118. 2%。同时，9 月中，结合部在 10 ～ 20 cm 深度的土壤含水量较沙丘提高了 42. 6%，但较草甸降低了

21. 7%。在 10 月，结合部 0 ～ 30 cm 深度 0 ～ 10 cm、10 ～ 20 cm 和 20 ～ 30 cm 深度的土壤含水量分别比草

甸增加了 48. 7%、30. 5%和 10. 0%，比沙丘分别增加了 170%、111%和 51. 3%。

图 4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 5 － 10 月土壤含水量的垂直变化

Fig. 4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SWC from May to October under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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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月动态变化

沙丘草甸复合生态系统的平均土壤含水量存在明显的月动态变化 ( 表 2) 。各月份平均土壤含水量均

表现为草甸明显高于沙丘和结合部。草甸中，平均土壤含水量月动态变化表现为 9 月 ＞ 7 月 ＞ 6 月 ＞ 10 月

＞ 8 月 ＞ 5 月，且 9 月、7 月、6 月和 10 月平均土壤含水量显著高于 5 月和 8 月 ( P ＜ 0. 05) 。沙丘中，9 －
10 月平均土壤含水量显著高于其他月份 ( P ＜ 0. 05) ，其中 9 月平均土壤含水量较 5 － 8 月提高了 52. 0%

～90. 7%，较 10 月提高了 61. 1% ～102%。且 10 月平均土壤含水量略高于 9 月，但差异不显著。结合部

中，平均土壤含水量月动态变化表现为 10 月 ＞ 9 月 ＞ 5 月 ＞ 7 月 ＞ 6 月 ＞ 8 月。其中，10 月平均土壤含水

量较 9 月和 5 月分别增加了 32. 7%和 40. 9%，且均达显著水平 ( P ＜ 0. 05) 。

表 2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月动态变化

Fig. 2 The average SWC of sand，middle area，and meadow from May to October in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月份

Months

( 月)

土壤含

水量

SWC /

%

标准差

SD

变异

系数

CV /

%

月份

Months

( 月)

土壤含

水量

SWC /

%

标准差

SD

变异

系数

CV /

%

月份

Months

( 月)

土壤含

水量

SWC /

%

标准差

SD

变异

系数

CV /

%

沙丘

Sand

5 5. 22 b 1. 08 21. 2

6 4. 54 b 0. 31 6. 75

7 5. 21 b 0. 88 16. 2

8 4. 16 b 0. 47 12. 0

9 7. 93 a 1. 06 12. 9

10 8. 40 a 0. 99 12. 3

结合部

Middle

area

5 5. 26 b 0. 93 17. 7

6 4. 07 c 0. 76 18. 7

7 4. 39 c 0. 17 3. 84

8 3. 84 c 0. 37 9. 74

9 5. 59 b 0. 53 9. 49

10 7. 41 a 0. 70 9. 45

草甸

Meadow

5 7. 36 c 1. 28 17. 4

6 10. 4 ab 0. 52 5. 02

7 11. 2 a 0. 60 5. 49

8 9. 45 b 0. 31 3. 26

9 11. 6 a 0. 21 1. 80

10 10. 1 ab 2. 47 24. 4

2. 5 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的月动态变化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具有明显的月动态变化特征 ( 图 5) 。沙丘中，

各月份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均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5 月、6 月、7 月和 8 月中，沙丘的

土壤含水量均在 70 ～ 100 cm 深度达到最大值 ( 4. 85% ～6. 77% ) ; 9 月和 10 月则在 50 ～ 70 cm深度达到最

大值 ( 10. 2% ～ 11. 0% ) 。结合部中，5 月、6 月、7 月和 8 月 土 壤 含 水 量 在 0 ～ 100 cm 深 度 分 别 由

7. 38%、5. 80%、5. 93%和 6. 15%降低至 3. 59%、3. 12%、2. 92%和 2. 03%。结合部中，9 月和 10 月0 ～

30 cm 深度土壤含水量较高。草甸中，各月份的土壤含水量表现为 “增加 － 降低 － 增加”的趋势，且

6 月、7 月、8 月和 9 月的变化趋势更为明显。

3 讨 论

水分状况是气候、植被、地形及土壤因素等自然条件的综合反映［7］。在松嫩平原的典型沙丘 － 草甸

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土壤水分的时空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表明，平均土壤含水量表现为草甸 ＞

沙丘 ＞ 结合部，且草甸的平均土壤含水量极显著高于沙丘和结合部。其原因主要是: 草甸的地势低，能够

聚集较多的雨水［16 － 17］。结合部地处沙丘和草甸的中间地带，虽然其地势明显低于沙丘，但平均土壤含水

量则极显著低于沙丘，这主要与土壤质地和气候有关［18］，结合部盐碱活动较为剧烈，土壤孔隙小，黏度

大，水分下渗困难［19］。本研究采样时间 ( 2016 年) 属干旱年份，降雨较少，蒸发较高，导致水分截留

少，土壤含水量较低。因此，尽管沙丘的地势相对较高，雨水随山坡往下流淌，但沙丘的土壤质地比较松

散，孔隙较大，有利于下渗水分的贮存［20］。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中，不同部位的土壤水分变异系数范围为 13. 5% ～ 20. 5%，说明不同部位

不仅影响土壤含水量的水平变化，同时还影响其空间变异。土壤水分在剖面上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土壤质地

292



第 3 期 胡 娟等: 松嫩平原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土壤水分时空变化特征

和植物 － 根系分布的垂直异质性［21］。另外，降水、下渗、地下水埋深是导致不同部位土壤水分含量垂直

分布特征不同的主要原因［22］。沙丘和结合部平均土壤含水量以 100 cm 土层为界划分为 2 个带，这与朱海

等［16］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发现的土壤含水量的垂直分布特征相似，虽然具体分界深度不同。沙丘和

结合部中，平均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趋势则相反。沙丘的平均土壤含水量在 0 ～ 100 cm 土层快速增加，在

100 ～ 300 cm 土层缓慢降低，这说明沙丘土壤水分运动主要以下渗为主; 结合部的平均土壤含水量在0 ～
100 cm 土层快速降低，在 100 ～ 300 cm 土层缓慢增加，这说明结合部土壤水分下渗困难，较多的水分集中

在上层土壤中，而下层土壤含水量受地下水的影响而增加。

图 5 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的月动态变化

Fig. 5 Monthly dynamics of SWC of sand，middle area，and meadow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 in compound

ecosystem with sand and meadow

草甸中，平均土壤含水量以 30 cm 和 150 cm 为界分为 3 个带，具体表现为 “先增加，后降低，再增

加”的变化趋势。在 0 ～ 30 cm 深度，草甸的平均土壤含水量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逐渐增加，其原因可能与

地表蒸发有关。草甸由于地势低洼是盐碱高发区，其植被的覆盖度低，较多裸露的地表加速了表层土壤水

分的蒸发，导致表层土壤水分较低。结合部中，0 ～ 30 cm 土层深度平均土壤含水量明显高于沙丘，而

30 cm以下深度的平均土壤含水量明显低于沙丘，这进一步说明结合部土壤水分难下渗，而沙丘土壤水分

主要以下渗为主。草甸的地势最低，平均土壤含水量极显著高于沙丘和结合部，但 0 ～ 10 cm 土层土壤含

水量低于结合部，其原因与地表蒸发有关。结合部的植被主要为羊草，植被覆盖度较高，植被对地表的保

护减弱了蒸发作用，进而使上层土壤保持较高的水分含量。沙丘和结合部的平均土壤含水量均在 0 ～

100 cm土层深度变化幅度较大，而在 100 cm 以下土层深度变化幅度较小。这说明 0 ～ 100 cm 深度的土壤

由于受降水、地表蒸发、风速、孔隙水扩散和水分下渗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土壤含水量变化剧烈，属于土

壤含水量变化的活跃层; 而 100 cm 以下深度的土壤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小，水分主要来自上部下渗水，水

分运行缓慢，含水量相对稳定，属相对稳定层。而草甸中，平均土壤含水量在 0 ～ 150 cm 土层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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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相对活跃层，150 cm 以下土层平均土壤含水量受地下水位的变化而变化［16］。

周宏飞等［23］对沙漠南缘沙丘不同季节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进行了对比，认为沙丘土壤含水量有明显

季节变化和分层变化，植被和地形对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异的作用也较为明显。植物生长和季节的动态变化

是影响土壤水分时间变化的关键因素［24 － 25］。本研究也发现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不同部位平均土壤含

水量具有明显的月动态变化。沙丘、结合部和草甸在 9 － 10 月平均土壤含水量较高，这与汪星等［26］在黄

土高原密植枣林的研究基本相同，他们研究发现 5 年龄的枣林土壤含水量在 5 － 8 月较低，而在 9 － 10 月

土壤含水量明显增加。本研究还发现，随月份的增加，土壤水分含量最大值出现的土层深度逐渐向表层移

动。9 月和 10 月结合部表层土壤含水量远远高于沙丘和草甸，在土壤表层积累了大量水分，其原因一方

面可能与逐渐降低的气温、蒸发量及降水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植被的生育期有关，随月份的增加，植物

逐渐枯萎，对根层水分的吸收减弱。同时，结合部 ( 羊草) 的植被覆盖度高于草甸 ( 盐地碱蓬) ，较少的

地表裸露和蒸发也是导致 9 － 10 月表层土壤含水量高于草甸的原因之一。

4 结 论

受地形、地质及季节的影响，沙丘 － 草甸复合生态系统中，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的时空分布存在明显

差异。不同部位的平均土壤含水量表现为草甸 ＞ 沙丘 ＞ 结合部。不同部位的平均土壤水分在 0 ～ 300 cm 垂

直剖面上分层现象明显，沙丘和结合部的以 100 cm 深度为界分为 2 个带，而草甸则以 30 cm 和 150 cm 深

度划分为 3 个带。沙丘平均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呈先增加后降低变化趋势，结合部呈先降低后增加变化

趋势，草甸呈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变化趋势。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具有明显的月动态变化特征，沙丘和结

合部中，9 － 10 月的土壤含水量较高，且土壤含水量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50 ～ 70 cm 和 0 ～ 30 cm 深度。该结

果为松嫩平原内盐碱土的水盐运移规律，土壤盐碱化的防治以及盐碱土的改良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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