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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淡轮灌和生物炭对滨海盐渍土水盐运移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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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利用滨海地区微咸水改良盐渍土，进行了不同咸淡水轮灌（淡淡、淡咸、咸淡、咸咸）和施用生物炭（０、１５、

３０ｔ／ｈｍ２）的室内入渗试验，探讨了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施用下滨海盐渍土水盐运移过程。结果表明：滨海盐渍土水

分运动主要受初始入渗水质的影响，先咸后淡的轮灌方式更有利于土壤水分入渗，入渗速率增加了 ８２％ ～

４６９％，并小幅提高了土壤含水率；生物炭可促进咸淡轮灌下的水分运移，增加了相同时间内的湿润锋距离、累计

入渗量、入渗速率及入渗后的土壤含水率，添加量为 １５ｔ／ｈｍ２时入渗增益最佳，入渗速率提高了 ３５％ ～２２０％；淡

咸和咸淡处理的土壤含盐量均低于咸咸处理，脱盐率和脱盐区深度系数更高，咸淡处理可增加脱盐率，而淡咸处理

可提高脱盐区深度系数；生物炭有利于咸淡轮灌下的土壤盐分淋洗，脱盐率和脱盐区深度系数分别提高了 ９１％ ～

１５０％和 １１％ ～７５％，并增加了 Ｃａ２＋和 Ｍｇ２＋含量，促进 Ｎａ＋淋洗，进而降低了微咸水利用风险，但在 ３０ｔ／ｈｍ２时

盐分淋洗效果有所减弱。研究表明，添加 １５ｔ／ｈｍ２生物炭配合微咸水 淡水轮灌能够改善滨海盐渍土的入渗特性、

持水能力和盐分分布，可为该区盐渍土和微咸水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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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Ｓ２７５；Ｓ２８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３８１０ ＯＳＩ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９ １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 １１ 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１８７９０７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０２００）
作者简介：黄明逸（１９９２—），男，博士后，主要从事盐碱地改良、高效灌排理论与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ｈｕ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ｙｉ＠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张展羽（１９５７—），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ｙｕ＠ｈｈｕ．ｅｄｕ．ｃ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ｏｎ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

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ｙｉ１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ｕ２　ＸＵＨｕｉ１　ＺＨＡＩＹａｍｉｎｇ２　ＷＡＮＧＣｅ２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ｌｉ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ｏｏ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ｙｃ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ｗ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ｓｈ ｆｒｅｓｈ），ｂｅｇａｎｗｉｔｈ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ｓｈ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ｂｅｇａ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ｆｒｅｓ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Ｔｈｅ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０ｔ／ｈｍ２，１５ｔ／ｈｍ２ａｎｄ３０ｔ／ｈｍ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ｙｃ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ｆｒｅｓｈｗａｓｍｏ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ｂｙ８２％ ～４６９％．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ｆｒｅｓｈａｌｓｏ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ｉｏｃｈａｒ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ｅｔｔ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１５ｔ／ｈｍ２ｗａｓ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ｂｙ３５％ ～２２０％．Ｔｈｅｓｏｉｌ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ｒｅｓｈ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ｆｒｅｓｈ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ｅ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ｆｒｅ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ｄｅ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ｓｈ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ｃ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ｄｅ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ｗ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ｓｏｉｌｓａｌｔ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ｙ９１％ ～１５０％



ａｎｄ１１％ ～７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ａ２＋ａｎｄＭｇ２＋，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Ｎ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ｏｎｓａｌｔ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３０ｔ／ｈｍ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１５ｔ／ｈｍ２ ｂｉｏｃｈａ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ｌ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ａｎｄ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ｃｈａ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　引言

我国东部滨海地区滩涂广袤，是极为重要的后

备土地资源。目前，东部沿海滩涂复垦面积已超过

２６×１０３ｋｍ２，然而多数围垦区土地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盐渍化，严重制约了农业的高效发展

［１－２］
。随

着沿海地区城镇化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可用于盐

渍化土壤治理和农业生产的淡水资源日益短缺，导

致滨海围垦区每年的农业生产损失达 ３０％以上［３］
。

为了充分开发滨海区盐渍化土地资源，探索科学、适

宜的盐渍土改良和微咸水利用方法成为滨海围垦区

农业发展的研究热点
［４］
。

滨海地区丰富的微咸水资源是重要的淡水替代

品，利用微咸水进行盐渍土淋洗改良已获得广泛关

注
［５－８］

。尽管如此，使用微咸水仍然存在土壤次生

盐碱化的风险，微咸水安全利用成为关键
［９］
。轮流

使用微咸水和淡水是一种较易实行的微咸水利用方

法，能够促进微咸水利用下的土壤盐分控制和作物

生产
［１０］
。管孝艳等

［１１］
发现，在２、４ｇ／Ｌ微咸水与淡

水交替灌溉下，表层土壤盐分向深层迁移，并未引起

土壤盐渍化。米迎宾等
［１２］
指出，３ｇ／Ｌ微咸水在咸

淡交替方式下相比持续利用更能有效地抑制土壤积

盐。闫冰等
［１３］
发现，咸淡轮灌有利于新疆绿洲土根

系土壤洗盐，可保障土壤的安全持续利用。朱瑾瑾

等
［１４］
发现，３ｇ／Ｌ微咸水在咸淡轮灌方式下可降低

滨海盐碱土含盐量。

生物炭是在低氧或无氧环境和 ７００℃以内温度
条件下通过有机生物质热解产生的一种高芳香化难

熔性物质，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发达的孔隙结构、

高负电荷密度和官能团
［１５］
。生物炭作为土壤改良

剂可以降低土壤容重、促进孔隙结构和团聚体形成，

进而改善土壤入渗性能及持水能力
［１６］
。近年来，生

物炭在盐渍土壤治理中展现了较好的应用价

值
［１７－２１］

。

本文以滨海盐渍土为研究对象，采取咸淡轮灌

和生物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室内入渗试验，分析讨

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施用对土壤入渗特性及水盐运

移的影响，以期为科学利用滨海区盐渍土和微咸水

资源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来自东南沿海的盐城市滨海围垦区东

川农场（北纬 ３２°９６′、东经 １２０°８７′），为我国东部滨
海围垦区代表性盐渍土，土壤质地属于粉砂壤土。

生物炭是小麦秸秆在低氧窑中通过 ５５０～６００℃热
解 ４～６ｈ获得。盐渍土和生物炭试验材料主要性
质如表１所示。入渗水质分别为淡水和 ３ｇ／Ｌ微咸
水，淡水取自实验区自来水系统，微咸水根据取土农

区地下浅层微咸水的盐分组成，通过 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
ＣａＣｌ２以及 ＭｇＣｌ２化学试剂与淡水充分溶解至矿化度
３ｇ／Ｌ配置而成（表２）。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装置由供水设备、试验土柱和水盐测定装

置３部分组成（图 １）。供水设备为马氏瓶，设计尺
寸为内径 １０ｃｍ、高度 ３０ｃｍ，入渗积水保持为定水
头２ｃｍ，外壁贴有标尺，以控制和记录入渗水量；试
验土柱为透明有机玻璃制品，内径 １５ｃｍ，高度
７０ｃｍ，土柱侧面每隔５ｃｍ开直径为 ２ｃｍ的圆形通
孔，用于安装 ＴＤＲ土壤水分测定探针及原始土样采

表 １　供试土壤和生物炭主要性质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

材料
容重／

（ｇ·ｃｍ－３）

田间

持水率／

（ｃｍ３·ｃｍ－３）

饱和

导水率／

（ｃｍ·ｄ－１）

初始

含盐量

（电导率）／

（ｄＳ·ｍ－１）

比表面积／

（ｍ２·ｇ－１）

ｐＨ

值

钠吸

附比／

（ｍｍｏｌ０５·Ｌ－０５）

阳离子

交换量／

（ｃｍｏｌ·ｋｇ－１）

有机炭

质量比／

（ｇ·ｋｇ－１）

Ｎａ＋

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Ｃａ２＋

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Ｍｇ２＋

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盐渍土 １４０ ３１９ ２７４ １９６ ８３１ １２６ １０７ ８６ ２５８０ ３８０ ２２０

生物炭 ０２０ ４５０ ９４ １０１ ６１６ ６５５０ ３５４ ３２２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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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入渗水质主要性质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水质
含盐量／

（ｇ·Ｌ－１）

电导率／

（ｄＳ·ｍ－１）

钠吸附比／

（ｍｍｏｌ０５·Ｌ－０５）

Ｎａ＋

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Ｃａ２＋

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Ｍｇ２＋

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ＨＣＯ－３

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Ｃｌ－

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ＳＯ２－４

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淡水　 ０１２ ０３０ １０ ２０７ ４８０ １１５ ４２７ ２１３ １３８
微咸水 ３００ ４７５ １１９ ５５４４ ３５２０ １６１０ ４０５ １０５６７ ７９７６

图 １　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ＴＤＲ土壤水分测定仪　２．马氏瓶　３．试验土柱

　
集，外壁贴有标尺，以记录湿润锋推移进程。土柱内

壁涂抹凡士林用于消除边壁效应，底部设置滤纸层、

２ｃｍ砾石层以及排水口以促进土壤排水透气。
入渗试验设置了 ０、１５、３０ｔ／ｈｍ２的生物炭水平，

根据田间实际情况，生物炭主要与０～２０ｃｍ表层土
壤混合，相对应的生物炭、土壤质量比分别为 ０、
５４、１０７ｇ／ｋｇ。盐渍土样采集后，风干、研磨、过筛
（２ｍｍ）。生物炭研磨、过筛（２ｍｍ）后，与盐渍土样
充分混合均匀。随后按照初始田间容重（１４０ｇ／ｃｍ３）
分１２层，每层５ｃｍ均匀装入土柱，层面间土壤表面
打毛，以保证入渗过程不出现分层。试验开始前，顶

部土壤表层铺一层滤纸，其上另铺一层不透水保鲜

膜，在设置好２ｃｍ左右定水头后，移除不透水膜，以
减少灌水对表层土壤的冲击。

试验设计 ４种不同轮灌方式，分别为全淡水灌
溉（淡淡）、先淡水后微咸水（淡咸）、先微咸水后淡

水（咸淡）、全微咸水灌溉（咸咸）。考虑滨海农区单

次灌水定额通常约为 ６０ｍｍ，每个处理入渗水量设
定为１２０ｍｍ，在咸淡水比例为１∶１的条件下，设置了
无间歇咸淡轮灌入渗方式，即淡淡为连续灌溉 ２次
６０ｍｍ淡水，淡咸为先灌 ６０ｍｍ淡水后灌 ６０ｍｍ微
咸水，咸淡为先灌 ６０ｍｍ微咸水后灌 ６０ｍｍ淡水，

咸咸为连续灌溉 ２次 ６０ｍｍ微咸水。试验共设置
１２种处理（４种轮灌方式 ×３种生物炭添加量），每
个处理重复３次。
１３　指标测定方法

土壤入渗湿润锋位置和马氏瓶液面高度以先紧

后宽的时间间隔记录，计算后得相应的湿润锋推进

距离和累计入渗量。完成入渗定额后，实时读取土

壤含水率，并即刻从取样口采样，采样至湿润锋深

度，以检测土壤含盐量和主要阳离子分布，具体测试

指标及方法如下：入渗湿润锋和累计入渗量按照

６０、１２０、３００、６００ｓ的时间间隔通过液面读取换算得
到，并记录其与入渗时间的关系，以计算出入渗速

率。土壤剖面各层含水率由 ＴＤＲ土壤水分测定仪
读取。土壤含盐量采用饱和萃取液法测定，将土样

自然风干后，研磨过筛（１ｍｍ），称取 ２０ｇ土样与
２０ｍＬ去离子水充分振荡 ５ｍｉｎ后，静止澄清，过滤
获得土壤饱和萃取液。设置测定温度为 ２５℃，使用
ＤＤＢＪ ３５０型电导率仪测定土壤含盐量，使用 ＩＣＰ
ＭＳ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定土壤可溶性 Ｎａ＋、
Ｃａ２＋、Ｍｇ２＋离子含量。计算土壤初始含盐量和入渗
结束时含盐量的差值与初始含盐量的比值为土壤脱

盐率，脱盐区深度和最终湿润锋推进距离的比值为

脱盐区深度系数。

１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绘制湿润锋、累计入渗量、入渗

速率与时间的关系图，以及土壤剖面含水量、含盐量

和离子分布图等。利用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模型对入渗速率
进行拟合，计算式为

Ｉ（ｔ）＝Ｋｔ－ｎ

式中　Ｉ———入渗速度，ｃｍ／ｍｉｎ
Ｋ———入渗系数，ｃｍ／ｍｉｎ
ｎ———入渗指数
ｔ———入渗时间

拟合过程在 ＳＰＳＳ中通过幂函数曲线拟合方法完成，
并采用决定系数 Ｒ２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对拟合结
果进行评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对入渗特征的影响
图２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湿润锋推进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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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与时间的关系。相同生物炭添加量下，咸咸处理

在相同时间内湿润锋距离最大，但最终湿润锋距离

均略低于其他处理。咸淡处理的湿润锋距离与咸咸

处理相似，而淡咸处理的湿润锋距离类似于淡淡处

理。生物炭进一步加快了咸淡轮灌下湿润锋运移，

相同轮灌方式到达一定湿润锋距离所需时间由大到

小依次为生物炭添加量 ０ｔ／ｈｍ２、生物炭添加量
３０ｔ／ｈｍ２、生物炭添加量１５ｔ／ｈｍ２。生物炭也影响了
相同入渗定额下湿润锋的最终距离，且随添加量增

加，湿润锋的最终距离减小。

图 ２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湿润锋推进距离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ｅｔｔ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３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累计入渗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累计入渗量随时间变化过程与湿润锋相似
（图３）。微咸水灌溉后，同一时间的累计入渗量有
所增加。咸淡轮灌的初始水质对累计入渗量具有较

大影响，咸淡处理较淡咸处理完成入渗历时更短。

相同生物炭添加量下，淡咸、咸淡和咸咸处理累计入

渗量到达１２ｃｍ的时间比淡淡处理减少了 ３０％ ～
３８％、６８％ ～１０６％和 １１６％ ～１４３％。生物炭
施用影响了累计入渗量与时间的关系，完成入渗历

时随着生物炭的添加而减少。相同轮灌方式下，与

０ｔ／ｈｍ２处理相比，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入渗历时分别减少了
２７２％ ～３１７％和２５０％ ～２８６％。

图４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入渗速率与时
间的关系，开始 １０ｍｉｎ内入渗速率迅速降低，随后
降低程度逐渐平缓。相同生物炭添加量下，咸咸处

理的入渗速率较淡淡处理有所提高，在 １０ｍｉｎ时，
增加了 １９９％ ～４０６％，在 １００ｍｉｎ时，增加了
１６４％ ～２８０％。咸淡处理有利于提高整个过程的
入渗速率，入渗速率增幅在前期灌溉微咸水时较明

显，转换为淡水后，增幅有所降低。在 １０ｍｉｎ时，咸
淡处理的入渗速率比淡淡处理增加了 １６４％ ～
４６９％，在 １００ｍｉｎ时，增加了 ８２％ ～１８０％。淡
咸处理在转换为咸水灌溉后，入渗速率有所增加，在

１００ｍｉｎ时，入渗速率比淡淡处理增加了 ５９％ ～
１００％。生物炭有助于增加咸淡轮灌时土壤入渗速
率，相同轮灌方式下，在 １０ｍｉｎ时，１５ｔ／ｈｍ２处理的
入渗速率较 ０ｔ／ｈｍ２处理增加了 ３５％ ～１９１％，
３０ｔ／ｈｍ２处理增加了５５％ ～１０３％；在１００ｍｉｎ时，
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理的入渗速率较 ０ｔ／ｈｍ２分别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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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入渗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９％ ～２２０％和５１％ ～１４０％。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模型对入渗速率的拟合结果如表３所

示，拟合决定系数 Ｒ２均达到 ０９以上，ＲＭＳＥ在
００３１～００９７ｃｍ／ｍｉｎ之间，说明在咸淡轮灌和生
物炭添加下，入渗速率与时间存在良好的幂函数关

系。相同生物炭添加量下，初始入渗水质对入渗系数

表 ３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入渗速率的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３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ｏｉ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物炭添

加量／

（ｔ·ｈｍ－２）

拟合系数
淡淡

处理

淡咸

处理

咸淡

处理

咸咸

处理

Ｋ ０４１６ ０４１２ ０５０７ ０５１１

０
ｎ ０４７６ ０４６９ ０４８１ ０４６４

Ｒ２ ０９１６ ０９２７ ０９０１ ０９５８

ＲＭＳＥ／（ｃｍ·ｍｉｎ－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８

Ｋ ０４７９ ０４８１ ０５５８ ０５６５

１５
ｎ ０４５６ ０４３２ ０４４８ ０４２７

Ｒ２ ０９２３ ０９６３ ０９１５ ０９３６

ＲＭＳＥ／（ｃｍ·ｍｉｎ－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３

Ｋ ０４８２ ０４７８ ０５４９ ０５６１

３０
ｎ ０４６０ ０４４１ ０４５２ ０４３５

Ｒ２ ０９４７ ０９０１ ０９１２ ０９１７

ＲＭＳＥ／（ｃｍ·ｍｉｎ－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７

Ｋ的影响较明显，淡淡与淡咸处理的 Ｋ相似，而咸淡
与咸咸处理的 Ｋ相似，较淡淡和淡咸处理增加了
１３９％ ～２４０％。相同轮灌方式下，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
理的入渗系数 Ｋ较 ０ｔ／ｈｍ２分别提升了 １０１％ ～
１６８％和 ８３％ ～１６０％，入渗指数 ｎ分别减少了
４２％ ～８０％和３４％ ～６３％。

图５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入渗结束时
土壤剖面含水率的分布。微咸水的使用略微增加了

０～２５ｃｍ剖面的土壤含水率。相同生物炭添加量
下，淡咸、咸淡、咸咸处理的０～２５ｃｍ平均含水率比
淡淡处理高 ０２％ ～０５％、０７％ ～２８％、１２％ ～
３７％。生物炭也提高了滨海盐渍土含水率，且随着
添加量的增大而增加。相同轮灌方式下，１５、３０ｔ／ｈｍ２

处理的０～２５ｃｍ平均含水率较 ０ｔ／ｈｍ２处理分别提
高了７６％ ～９６％和１０９％ ～１１９％。
２２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对盐分淋洗的影响

图６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入渗结束时土
壤剖面含盐量的分布。淡淡处理的土壤含盐量最小，

咸咸处理最大，咸淡轮灌则介于两者之间，淡咸处理

的２５ｃｍ以下土壤含盐量较低，咸淡处理的０～２５ｃｍ
土壤含盐量较低。相同生物炭添加量下，淡咸、咸淡、

咸咸处理的平均土壤含盐量比淡淡处理高 ３７９％ ～
４３９％、２６３％ ～２９４％、６６２％ ～７２３％，其中 ０～
２５ｃｍ平均土壤含盐量分别增加了８３０％ ～１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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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１９１％、９８１％ ～１４８９％。生物炭施用可减
少入渗后土壤含盐量，但随生物炭添加量增加土壤含

盐量有所升高。相同轮灌方式下，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理的
平均土壤含盐量较０ｔ／ｈｍ２处理分别降低了 ０６％ ～

４６％和１１％ ～２６％。生物炭还有效促进了咸淡轮
灌对０～２５ｃｍ土壤盐分的淋洗，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理的
０～２５ｃｍ平均土壤含盐量较 ０ｔ／ｈｍ２分别降低了
２５０％ ～２５３％和２０３％ ～２２７％。

图 ５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剖面含水率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６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剖面含盐量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７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入渗结束时
土壤剖面脱盐率分布。咸淡轮灌相比于持续微咸水

灌溉提高了脱盐率，咸淡处理较淡咸处理的平均脱

盐率更大，在０～２５ｃｍ土层脱盐率较高，而淡咸处
理在２５ｃｍ以下的土层脱盐率较高。相同生物炭添

加量下，淡咸、咸淡、咸咸处理的平均土壤脱盐率比

淡淡 处 理 低 ４６４％ ～５２４％、６５％ ～１８９％、
５２０％ ～５９６％。生物炭提高了咸淡轮灌下滨海盐
渍土脱盐效率，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理的平均土壤脱盐率较
０ｔ／ｈｍ２增加了９４％ ～１５０％和９１％ ～１３７％。

图 ７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剖面脱盐率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ｅ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４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的土壤剖面脱
盐区深度系数。咸淡轮灌提高了脱盐区深度系数，

淡咸处理较咸淡处理脱盐区深度系数更大。相同生

物炭添加量下，淡咸、咸淡、咸咸处理的脱盐区深度

系数较淡淡处理降低了 ３３％ ～６７％、６８％ ～
１１５％、１３１％ ～１６２％。生物炭可以提升土壤剖
面脱盐区深度系数，相同轮灌方式下，１５、３０ｔ／ｈｍ２

处理的脱盐区深度系数较０ｔ／ｈｍ２分别增加了４４％～

表 ４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剖面脱盐区深度系数

Ｔａｂ．４　Ｓｏｉｌｄｅ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物炭添加量／

（ｔ·ｈｍ－２）
淡淡处理 淡咸处理 咸淡处理 咸咸处理

０ ０８６６７ ０８０９０ ０７６７４ ０７２６２
１５ ０９０７０ ０８５７１ ０８２３７ ０７８４８
３０ ０８７５０ ０８４６２ ０８１５８ ０７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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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和１１％ ～５９％。
图８为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入渗结束时

土壤剖面 Ｎａ＋含量分布。不同灌溉方式均对滨海盐
渍土 Ｎａ＋有一定的淋洗作用，尤其是在０～２５ｃｍ土
层，Ｎａ＋含量明显小于初始水平。咸淡轮灌相比于
持续微咸水灌溉更有利于淋洗 Ｎａ＋，相同生物炭添

加量下，淡咸、咸淡、咸咸处理的０～２５ｃｍ土层 Ｎａ＋

含量较淡淡处理增加了 ８９８％ ～１２９５％、３５１％ ～
４６２％、１３６５％ ～２１２５％。生物炭添加进一步促
进了 Ｎａ＋淋洗，相同轮灌方式下，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理
０～２５ｃｍＮａ＋含量较 ０ｔ／ｈｍ２分别减少了 ４４２％ ～
７８３％和２４３％ ～６４３％。

图 ８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剖面 Ｎａ＋含量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ｏｉｌＮ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 Ｃａ２＋ ＋Ｍｇ２＋含
量如图 ９所示。淡淡和咸淡处理对 Ｃａ２＋和 Ｍｇ２＋

有所淋洗，０～２５ｃｍ土层 Ｃａ２＋ ＋Ｍｇ２＋含量较低，
而咸咸和淡咸处理增加了 ０～２５ｃｍ土层 Ｃａ２＋ ＋
Ｍｇ２＋含量。相同生物炭下，淡咸、咸淡、咸咸处理
的 ０～２５ｃｍ土层 Ｃａ２＋ ＋Ｍｇ２＋含量较淡淡处理增

加了 ４３０％ ～７１８％、８０％ ～１３９％、５０１％ ～
８６１％。此外，生物炭提高了土壤剖面 Ｃａ２＋ ＋
Ｍｇ２＋含量，且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同轮
灌方式下，１５、３０ｔ／ｈｍ２处理的 ０～２５ｃｍ土 层
Ｃａ２＋ ＋Ｍｇ２＋含量较 ０ｔ／ｈｍ２增加了 ２４１％ ～２８９％
和３５９％ ～４００％。

图 ９　咸淡轮灌和生物炭添加下土壤剖面 Ｃａ２＋和 Ｍｇ２＋含量分布

Ｆｉｇ．９　ＳｏｉｌＣａ２＋ ａｎｄＭｇ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３１　咸淡轮灌对滨海盐渍土水盐运移的影响
随着淡水资源日渐短缺，利用微咸水进行盐渍

土改良成为了重要途径
［２２］
。微咸水资源在不同类

型的盐渍土淋洗治理中已有报道，微咸水用于盐渍

土时，可促进离子交换淋洗，改善土壤结构和渗透性

能，起到一定改良效果
［２３］
。本试验中，微咸水灌溉

能够促进滨海盐渍土入渗性能，相较于淡淡处理，淡

咸、咸淡、咸咸处理增加了入渗过程中的湿润锋距

离、累计入渗量和入渗速率，这与王全九等
［２４］
的研

究结果一致。随着微咸水灌溉，土壤溶液盐分浓度

升高，扩散双电子层向粘粒表面压缩，土壤颗粒间排

斥力减小，加强了土壤胶体的絮凝作用，促进了团粒

结构，使土体导水性增加
［２５］
。同时，供试微咸水的

钠吸附比较低，有利于维持和改善滨海盐渍土团聚

体及孔隙结构，促进水分入渗
［２４］
。咸淡轮灌下，初

始水质对滨海盐渍土水分运动起决定性作用，咸淡

处理的入渗特性接近于咸咸处理，淡咸处理与淡淡

处理相似。先咸后淡相比先淡后咸完成入渗历时更

短，这可能是因为初始阶段微咸水入渗已经改变了

土壤结构，提高了整个过程中土壤入渗能力，而淡咸

处理仅在转换为微咸水灌溉后，入渗性能有所增加。

通过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模型模拟发现，咸淡和咸咸处理入渗
系数 Ｋ明显大于淡咸和淡淡处理。入渗系数 Ｋ表
示入渗初始阶段中非饱和土壤达到相对稳定时的入

渗速度，初始入渗水质使用微咸水，增加了初始入渗

速度，有利于促进滨海盐渍土水分运移。此外，淡

咸、咸淡、咸咸处理的最终湿润锋距离略低于淡淡处

理，同时０～２５ｃｍ土壤剖面含水率有所增加，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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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微咸水入渗改变了土壤孔隙结构并影响了土壤

持水性相关。吴忠东
［２６］
报道了相似的结论，采用微

咸水有利于改善土壤持水性能，提高灌溉结束后的

土壤含水率。咸淡处理较淡咸处理对于提高土壤含

水率效果更佳，这与赵连东
［２３］
的研究结论一致。初

始阶段采用微咸水入渗，能够尽早实现微咸水对

于土壤水分运移的增益效果，更有利于滨海盐渍

土的水分入渗和土壤含水率保持。就土壤盐分而

言，不同处理 ０～２５ｃｍ土层的含盐量均低于初始
值，说明 ３ｇ／Ｌ微咸水可用于滨海盐渍土的灌溉淋
洗。相比持续微咸水灌溉，咸淡轮灌进一步提高

了盐分淋洗效果，土壤含盐量减小而脱盐率和脱

盐区深度系数增大。脱盐区内，咸淡处理较淡咸

处理的平均脱盐率更大，但土壤剖面脱盐情况各

不相同，初始水质主要影响了 ２５ｃｍ以下的土壤含
盐量分布，轮换后的水质对 ０～２５ｃｍ土层含盐量
存在明显作用，这与刘静妍等

［２７］
的研究结果一致。

先咸后淡有利于淋洗上层土壤盐分，在 ０～２５ｃｍ
土层脱盐率较高，接近于淡水处理，而先淡后咸有

助于盐分向深层土壤运移，在 ２５ｃｍ以下的土层脱
盐率较高，脱盐区深度系数更大。同时，由于供试

微咸水中含有一定量 Ｃａ２＋和 Ｍｇ２＋，咸淡轮灌改善
了滨海盐渍土阳离子分布状况，提高了 ０～２５ｃｍ
土壤中 Ｃａ２＋和 Ｍｇ２＋含量并减少了 Ｎａ＋含量，降低
了碱化程度。因此，咸淡轮灌是适宜于滨海盐碱

地的微咸水利用方法。

３２　生物炭对滨海盐渍土水盐运移的影响
生物炭添加后，不同咸淡轮灌处理的湿润锋进

程加快，完成入渗历时减少，入渗速率提高。可见，

生物炭促进了滨海盐渍土水分运移，主要原因是生

物炭拥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吸附性能，有利

于团聚体形成，改善土壤孔隙结构，进而增强水分入

渗性能
［２８］
。同时，生物炭能够丰富盐渍土离子种

类，增加 Ｃａ２＋和 Ｍｇ２＋含量，促进 Ｎａ＋的淋洗，有助
于土壤结构的提升

［１９］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模型模拟结果表

明，生物炭提高了相同灌溉处理下入渗系数 Ｋ并减
小了入渗指数 ｎ。入渗指数 ｎ表征土壤水分入渗能
力的衰减程度，ｎ越大说明入渗速度随时间减小越
快。生物炭的添加促进了初始入渗阶段的入渗速度

并减缓了入渗能力衰退。然而，随着添加量增加，入

渗系数 Ｋ略微减小，入渗指数 ｎ有所增加，３０ｔ／ｈｍ２

处理的土壤入渗性能并不优于 １５ｔ／ｈｍ２处理。方
圆

［２９］
也报道了过量生物炭可抑制土壤入渗特性的

相关结果，其原因可能是所用生物炭呈细颗粒粉末

状，当施用量过大时，反而容易堵塞土壤水分运移通

道，造成水分运动受阻。已有研究发现，生物炭对土

壤水分运移的影响还与其结构特性、粒径及土壤质

地等因素密切相关
［１５，２８］

。本试验中，施用生物炭改

良滨海盐渍土时，添加量不宜过高，否则不会促进土

壤水分入渗甚至造成不良影响。此外，生物炭减少

了相同入渗定额下湿润锋的最终距离，这可能与其

提高了滨海盐渍土持水能力有关。生物炭添加也有

效增加了滨海盐渍土含水率，且随着添加量的增大

而增加。生物炭在制作过程中可形成微孔结构，自

身比表面积极大，添加生物炭后，可增强土壤对入渗

水分的吸附性，吸持更多的水分在土壤中
［３０］
。同

时，生物炭添加有利于促进滨海盐渍土团聚结构的

形成，增加土壤有效孔隙比例，从而达到提升土壤含

水率的效果
［１６］
。根据土壤含盐量分布，生物炭促进

了咸淡轮灌下滨海盐渍土的盐分淋洗效果，提高了

脱盐率和脱盐区深度系数，但随着生物炭添加量增

加淋洗效果有所下降。生物炭对土壤盐分的影响可

能与其对滨海盐渍土水分运移特性的改变以及自身

携带的可溶性盐分离子相关。一方面，生物炭的添

加改变了土壤入渗能力，有利于盐渍土盐分淋

洗
［３１］
；另一方面，生物炭本身包含 Ｋ＋、Ｃａ２＋和 Ｍｇ２＋

等可溶性盐分离子，在添加量过大时，反而增加了土

壤含盐量。生物炭在缓解土壤碱化程度上效果明

显，有效促进了 Ｎａ＋淋洗。Ｎａ＋含量过高可引起土
壤颗粒崩解、结构退化、生产力降低等危害

［３２］
，是限

制滨海地区盐渍土地资源利用的主要因素。生物炭

的多孔结构和高比表面积加强了土壤的阳离子交换

能力，配合自身携带的 Ｃａ２＋和 Ｍｇ２＋，有利于交换出
土壤胶体上的 Ｎａ＋，促进 Ｎａ＋随水分向下运移，进而
降低其不良影响

［３３］
。综上所述，咸淡轮灌配合生物

炭施用促进了滨海盐渍土水分运移特性并改善了盐

碱化程度，有利于滨海地区微咸水和盐渍土这类边

际资源的合理开发。考虑生物炭施用效果和成本投

入，推荐添加量为１５ｔ／ｈｍ２，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完
善不同盐渍农业环境下适宜的生物炭改良剂产品和

施用规范。

４　结论

（１）微咸水可促进滨海盐渍土的入渗性能，增
加相同时间内的湿润锋距离、累计入渗量，并小幅提

高含水率。初始水质对水分运动影响较大，先咸后

淡的入渗特性和水分分布与微咸水灌溉相似，而先

淡后咸则接近于淡水灌溉，先咸后淡更有利于水分

入渗和提高土壤含水率。

（２）生物炭提高了咸淡轮灌下滨海盐渍土的入
渗性能和持水能力，增加相同时间内的湿润锋推进

距离、累计入渗量、入渗速率以及入渗结束后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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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生物炭添加量为 １５ｔ／ｈｍ２对水分运动的提
升效果最佳，当添加量达到 ３０ｔ／ｈｍ２，入渗性能较
１５ｔ／ｈｍ２有略微下降。

（３）咸淡轮灌有利于盐分淋洗，土壤含盐量和
阳离子含量低于微咸水灌溉，脱盐率和脱盐区深度

系数更高。初始入渗水质影响了土壤剖面盐分分

布，先咸后淡能促进 ０～２５ｃｍ土层的盐分淋洗，增
加脱盐率，而先淡后咸则有利于淋洗 ２５ｃｍ以下的
土层盐分，提高脱盐区深度系数。

（４）添加生物炭降低了咸淡轮灌下的土壤含盐
量，提高了脱盐率和脱盐区深度系数，并增加了

Ｃａ２＋和 Ｍｇ２＋含量，促进了 Ｎａ＋淋洗效果，进而缓解
了土壤盐碱化的风险。当添加至 ３０ｔ／ｈｍ２时，随着
入渗性能增益的减弱，生物炭中可溶性离子增加，削

弱了盐分淋洗效果。

（５）咸淡轮灌配合 １５ｔ／ｈｍ２生物炭施用有利于
滨海盐渍土水盐运移，可为滨海地区盐渍土和微咸

水资源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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