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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不同植被类型，探讨辽河三角洲土壤的水盐状况，研究土壤全盐与土壤含水量及土壤 ｐＨ值之间的关系。结
果表明：辽河三角洲植被类型不同，土壤盐分、土壤含水量及土壤ｐＨ值明显不同。不同土层裸滩土壤全盐量均较高，小叶杨最
低。翅碱蓬、紫花苜蓿、芦苇和柽柳作为盐生植被，对土壤含盐量影响较大。不同土层小叶杨土壤含水量均较低。裸滩、翅碱蓬

及芦苇受潮汐影响较大，土壤含水量差异较大。调查区土壤 ｐＨ值偏碱性，变化范围为７３０—８９７。土壤全盐、土壤含水量及
土壤ｐＨ值之间总体呈显著相关，可见土壤含水量和ｐＨ值是显著影响土壤全盐量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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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土壤盐渍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造成的主要环境

问题之一。全球盐渍化土壤大约为９５５×１０８ｈｍ２，
次生盐渍化土壤约为７７×１０７ｈｍ２，而且还在不断增
加［１］。中国盐渍化土壤面积大，分布广，是世界之

最。据统计，中国约有３６９×１０７ｈｍ２盐渍土［２］。辽

河三角洲是由辽河、大辽河和大凌河等冲积而成的

冲积海积平原，海岸线长２７０ｋｍ，盐渍化土壤约为
９３３×１０４ｈｍ２，属典型的滨海盐渍土［２－４］。盐渍土

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有

重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土壤的盐渍化对植被的生长和分布起着重要的

作用。刘庆生等［２，５］研究了辽河三角洲土壤盐渍化

现状及特征分析，同时也探讨了辽河三角洲土壤盐

分与植被野外光谱的关系。李卫军等［６］研究了不同

生长型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与土壤水盐的相
关性。黄河河口地区芦苇的生长速率与土壤盐分呈

负相关关系，不同生态型芦苇对土壤盐分具有不同

的适应生理［７－８］。河西走廊盐化草甸土壤水盐对植

物群落及其优势种的数量特征均有显著影响［９］。

辽河三角洲在海洋和河流的共同影响下，滨海

湿地发育了不同的植被群落，其分布主要受土壤水

分、土壤盐分的制约［１０－１１］，辽河三角洲土壤的水盐

含量状况，是研究辽河三角洲湿地演化规律的重要

组成部分。然而，辽河三角洲作为重要的盐渍化分

布区［４］，缺乏研究土壤盐分的基本状况，同时由于植

被是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载体，其形成和分布亦同

时受到湿地水分因子和土壤盐分因子的双重影响，

因此研究辽河三角洲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的水盐状

况，有助于揭示辽河三角洲的植被分布特点，为合理

开发利用辽河三角洲的土地资源提供基础性科学参

考。

２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２１　研究区域
辽河三角洲是国际著名的八大河流三角洲之

一，地 理 位 置 为 ４０°４０′—４１°２５′Ｎ，１２１°２５′—
１２２°５５′Ｅ，总面积约为３１５×１０５ｈｍ２，为中国第四大
三角洲。辽河三角洲湿地位于辽宁西南部辽河平原

南端，主要分布于辽东湾北岸，处于大凌河与大辽河

之间，以芦苇沼泽和稻田为主，由辽河、大辽河和大

凌河等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组成，包括盘锦市和营

口市区及其老边区的全部。辽河三角洲的植被类型

多种多样，面积较大的主要有玉米（Ｚｅａｍａｙｓ）地、水
稻（Ｏｒｙｚａｓｔａｔｉｖａ）田和滨海芦苇湿地。滨海滩涂地分
布着大量的翅碱蓬（Ｓｕａｅｄａ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旱地中的
植被类型主要有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小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ｉｍｏｎｉｉ）；另有牧草种植地，主要植被类型
为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
２２　研究方法

针对辽河三角洲的植被分布状况，２００６年８月
２８—３０日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植被
群落学特征、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剖面和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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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特性调查采用土壤剖面法采样。每 １０ｃｍ为
１层，共收集３层，分别为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和２０—
３０ｃｍ。对所取土样分别标号，带回实验室，风干。
野外取样的基本概况见表１。

表１　辽河三角洲野外调查的基本状况

样地序号 经度／°Ｅ 纬度／°Ｎ
主要植

被类型

采样

点／个

１ １２１°４４′１８００″ ４０°５３′２３６０″ 裸滩 ３
２ １２１°４４′１８００″ ４０°５３′２３６０″ 裸滩 ３
３ １２１°４４′１８００″ ４０°５３′２３６０″ 裸滩 ３
４ １２１°４８′０６０３″ ４０°５７′５５００″ 翅碱蓬 ３
５ １２１°４８′５１０″ ４０°５７′０５６０″ 翅碱蓬 ３
６ １２１°４８′０３４０″ ４０°５７′０６１０″ 翅碱蓬 ３
７ １２１°４８′０２４０″ ４０°５７′０６７０″ 翅碱蓬 ３
８ １２１°４７′４４９０″ ４０°５７′１４８０″ 翅碱蓬 ３
９ １２１°４７′４３００″ ４０°５７′２０２０″ 芦苇 ３
１０ １２１°４７′４３３０″ ４０°５７′２０５０″ 芦苇 ３
１１ １２１°４７′４３６０″ ４０°５７′２０２０″ 芦苇 ３
１２ １２１°４５′４１７０″ ４１°７′４６４０″ 芦苇 ３
１３ １２１°４５′４１５０″ ４１°７′４６７０″ 芦苇 ３
１４ １２１°４５′４０００″ ４１°７′４７３０″ 芦苇 ３
１５ １２１°４２′４７２０″ ４０°５８′５１４０″ 芦苇 ３
１６ １２１°４２′４７５０″ ４０°５８′５１７０″ 芦苇 ３
１７ １２１°４２′４８２０″ ４０°５８′５１７０″ 芦苇 ３
１８ １２１°３８′２５５０″ ４１°３′２２９０″ 玉米 ３
１９ １２１°３８′２５６０″ ４１°３′２２７０″ 玉米 ３
２０ １２１°３８′２６００″ ４１°３′２２００″ 玉米 ３
２１ １２１°５７′１７７０″ ４１°１０′４７９０″ 水稻 ３
２２ １２１°５７′１７１０″ ４１°１０′４７１０″ 水稻 ３
２３ １２１°５７′１６７０″ ４１°１０′４６６０″ 水稻 ３
２４ １２１°４０′４９４０″ ４１°６′４７５０″ 柽柳 ３
２５ １２１°４０′４６００″ ４１°６′４７６０″ 柽柳 ３
２６ １２１°４０′４４２０″ ４１°６′４７８０″ 柽柳 ３
２７ １２１°３８′３１１０″ ４１°６′４５３０″ 小叶杨 ３
２８ １２１°３８′０９００″ ４１°６′５３３０″ 小叶杨 ３
２９ １２１°３７′５４００″ ４１°６′４９５０″ 小叶杨 ３
３０ １２１°４０′２９″ ４１°６′５３６０″ 紫花苜蓿 ３
３１ １２１°４０′２９″ ４１°６′５３６０″ 紫花苜蓿 ３
３２ １２１°４０′２９″ ４１°６′５３６０″ 紫花苜蓿 ３

　　采样处理：将土样自然风干磨碎，分别过
０２５ｍｍ筛，然后按水土比５∶１的比例振荡，过滤后
备用；测定土壤全盐，采用残渣烘干 －质量法测
定［１２］。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 ｐＨ值采
用ｐＨ计法测定。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全盐量
土壤全盐量是评价土壤生产性能的主要指标之

一。辽河三角洲所有植被类型不同土层土壤全盐量

统计分析表明，土壤全盐量存在垂直变化差异

（表２）。从表２可知，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平均
量最高，为２１６ｇ·ｋｇ－１；１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量
最低，比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少０３３ｇ·ｋｇ－１。不同土层
土壤全盐量的偏度均较小，接近于对称分布。统计分

析表明，土壤全盐量在不同土层的变化量较小。

　　不同的植被类型，土壤全盐量变化较大，其中裸
滩土壤全盐量最高，小叶杨最低（图１）。从图１可
知，０—１０ｃｍ 土 层 裸 滩 土 壤 全 盐 量 最 高，为
４０４ｇ·ｋｇ－１；其次是翅碱蓬；而后是紫花苜蓿、芦苇、
柽柳、玉米、水稻和小叶杨。０—１０ｃｍ土层芦苇与紫
花苜蓿的土壤全盐量相近，相差０３５ｇ·ｋｇ－１，而玉
米地与水稻田土壤全盐量近乎相等，相差仅

００３ｇ·ｋｇ－１。１０—２０ｃｍ土层裸滩土壤全盐量最高，
而后依次是柽柳、翅碱蓬、芦苇、紫花苜蓿、玉米、水

稻和小叶杨。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全盐量的高低顺序不
同于０—１０ｃｍ和１０—２０ｃｍ土层，但裸滩全盐量仍
最高；其次是紫花苜蓿，然后是柽柳、翅碱蓬、芦苇、

水稻、玉米和小叶杨。

研究表明，不同植被同层土壤全盐量比较，裸滩

最高；翅碱蓬、芦苇、柽柳和紫花苜蓿其次；玉米、水

稻和小叶杨相对较低，但植被先后顺序有差异。裸

滩属于中盐渍化土［２］，距离海域最近，因此裸滩土壤

在各层的土壤含盐量最高。

表２　辽河三角洲１０—３０ｃｍ土壤全盐量统计

土层／ｃｍ 样本数／个 最大值／（ｇ·ｋｇ－１） 最小值／（ｇ·ｋｇ－１） 平均值／（ｇ·ｋｇ－１） 中数 标准差 偏度

０—１０ ３２ ４４８ ０１５ １９０ ２１０ １３１ ０１８
１０—２０ ３２ ３９４ ００４ １８３ １９３ １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３０ ３２ ３９９ ０１４ ２１６ ２１８ １１８ －０２７

　　翅碱蓬、芦苇、柽柳和紫花苜蓿均是盐生植
物［１３］，对土壤的含盐量影响较大。翅碱蓬作为湿生

草本植物，耐盐性较强。在强烈的蒸腾作用下，咸水

中的盐分随着水分的蒸发而上升至地表，盐分在土

壤表层积聚［１４］，从而表现为翅碱蓬土壤表层全盐量

最高。８月气温高，地面蒸发增强，土壤积盐多，翅碱
蓬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的盐分大于归还量［１５］，所以翅

碱蓬根围土壤盐分量较表层低。芦苇是典型的拒盐

盐生植物，具有发达的深根系，有超级过滤能力，几

乎不吸收或很少吸收土壤中的盐，或者阻止盐分运

输到叶［１３］。柽柳属于泌盐性盐生植物，生活在高盐

碱地区，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耐

盐结构［１６］。柽柳生长旺盛时，盐分的吸收大于归

还，加之树冠的遮阴作用，土壤呈脱盐趋势。紫花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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蓿是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的优良牧草，也是较为耐 盐的作物，而且田间绿色覆盖时间较长，有利于调节

图１　辽河三角洲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全盐量

土壤盐分量。水稻、玉米和小叶杨均为非盐生植被，

其土壤全盐量相对于盐生植物低，进一步说明土壤

的含盐量可反映植被的状况。３种植被类型土壤的
盐渍化程度比较低，一般均属于轻盐渍化土或非盐

渍化土壤［５］。

　　同一植被类型，不同土层的差异性分析表明，柽
柳和紫花苜蓿土壤全盐量的垂直变化率最高。０—
３０ｃｍ土层柽柳土壤全盐量平均值为２４２ｇ·ｋｇ－１，
标准差为１２０ｇ·ｋｇ－１；紫花苜蓿３层土壤全盐量平
均值为２２７ｇ·ｋｇ－１，标准差为１１３ｇ·ｋｇ－１，可见柽
柳和紫花苜蓿土壤全盐量的垂直变化明显。紫花苜

蓿有明显的抑盐作用，抑盐效果０—２０ｃｍ最好，这
与张有福等［１７］研究紫花苜蓿对土壤盐分的抑制效

应一致，但土壤盐分垂直剖面分布不同，这可能与张

有福等［１７］研究的土壤剖面深度不一致有关。芦苇

与小叶杨土壤全盐量随土壤深度的变化不大，其中

芦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其全盐量分别是为 ２１１、
１９８ｇ·ｋｇ－１和２１３ｇ·ｋｇ－１。同一植被类型不同土
层土壤全盐量比较发现，不同植被类型随土壤深度

的变化不一致。水稻和玉米土壤全盐量随土壤深度

的增加而增加；芦苇和紫花苜蓿土壤全盐量呈现下

层（２０—３０ｃｍ）大于表层（０—１０ｃｍ）大于中层
（１０—２０ｃｍ）；裸滩、翅碱蓬和小叶杨土壤全盐量呈
表层最高，中层最低；柽柳土壤则呈中层最高，表层

最低。

３２　不同植被类型下的土壤含水量
辽河三角洲的土壤水分主要来源于地下潜水，

潮水及降水。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含水量比较，小叶

杨在 不 同 土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均 最 低 （图 ２）。
０—１０ｃｍ土层，翅碱蓬土壤含水量最高；其次是

图２　辽河三角洲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含水量

裸滩；然后是芦苇、水稻、柽柳、玉米和紫花苜蓿；最

后是小叶杨。１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量大小顺序
依次为芦苇、裸滩、翅碱蓬、玉米、柽柳、水稻、紫花苜

蓿和小叶杨。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量大小顺序

依次为芦苇、裸滩、翅碱蓬、柽柳、玉米、水稻、紫花苜

蓿和小叶杨。２０—３０ｃｍ与１０—２０ｃｍ相比，土壤含
水量大小顺序相似，差异主要为玉米和柽柳土壤含

水量的大小变化。不同植被土壤含水量大小顺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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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表明，３层土壤含水量最高的植被类型主要为芦
苇、裸滩和翅碱蓬，而紫花苜蓿和小叶杨最低，这进

一步反映了植被生长环境的重要性。

　　同一植被土壤的垂直分布特征不同。小叶杨和
翅碱蓬的垂直分布差异性相对较明显。小叶杨总体

呈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由上到下３层土壤含
水量依次为９２１％、７０５％和 ６１５％，裸滩和水稻
呈相同的垂直分布特征。翅碱蓬土壤含水量的垂直

分布差异主要表现在土壤表层明显高于１０—２０ｃｍ
土层和 ２０—３０ｃｍ土层。玉米和柽柳与翅碱蓬相
似，均呈现表层最高，１０—２０ｃｍ土层最低。芦苇３
层土壤含水量平均值为４０１２％，相对较高，呈现随
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紫花苜蓿不同于其他植

被，土壤含水量的垂直分布特征为中层最高、下层最

低。不同土层芦苇湿地土壤含盐量变化很小，这可

能与芦苇是拒盐盐生植物，其根系不吸收或很少吸

收土壤盐有关。芦苇土壤含盐量相比其他盐生植物

量较低，这可能与芦苇根系有关。芦苇的深根系吸

收地下潜水，根据盐随水来、盐随水走的原理，土壤

含盐量较低［１１］。

裸滩、翅碱蓬及芦苇受潮汐作用影响大，不同时

间潮汐影响也不同，土壤含水量也有很大差别。翅

碱蓬０—１０ｃｍ土壤含水量较高，这可能是受到外界
环境因素的影响。０—３０ｃｍ土层芦苇土壤含水量均
较高，这可能与芦苇根系有关。芦苇垂直根系具有

水力提升能力，可以将地下水１５ｍ水位的土壤水
提升到浅层根系，供浅层根系吸收利用［１８］。芦苇根

系较长，根茎主要分布在地下１ｍ的不同土壤深度，
可通过垂直根系吸收深层土壤水来供植株生长［１９］。

其余各植被群落土壤含水量基本反映了植被的生长

环境。玉米、柽柳、小叶杨和紫花苜蓿均为旱地植

被，其土壤含水量也较低。水稻尽管是湿生植被，但

８月水田为排水时期，所以水稻田土壤含水量相对较
低。小叶杨土壤含水量最低，也与其土壤含盐量最

低一致，反映了盐随水来、盐随水走的机理。

３３　不同植被类型下的土壤ｐＨ值
辽河三角洲调查区土壤 ｐＨ值偏碱性，ｐＨ变化

范围为７３０—８９７（表３）。不同的植被类型，ｐＨ值
表３　辽河三角洲不同植被类型土壤ｐＨ值

土层／ｃｍ 裸滩 翅碱蓬 芦苇 水稻 玉米 柽柳 小叶杨 紫花苜蓿

０—１０ ８４７±０１１ ８５２±０３５ ８３１±０５３ ７５３±０２５ ８２６±０１８ ８８９±０４７ ７５６±００２ ８９７±０７７
１０—２０ ８２６±００８ ８５３±０５３ ８５３±０４３ ７６７±０２３ ８００±００５ ８７５±０３３ ７６０±０２４ ８１１±０４４
２０—３０ ８４９±０３２ ８５６±０２０ ８５６±０２０ ７３０±０１３ ７９２±０２０ ８８４±０２０ ７４６±０１９ ７７５±０３８

有差异。裸滩 ｐＨ值平均为８４１，在各土层变化不
大，最大变化幅度为０２３。翅碱蓬和裸滩 ｐＨ值较
高，平均为８５４，且各层 ｐＨ值变化幅度小。翅碱蓬
作为裸滩的先锋植被在改善土壤盐分中起着主要的

作用，但对土壤偏碱性的影响较小，可见 ｐＨ值不是
影响植被生长的重要因素。比较各植被的平均 ｐＨ
值发现，柽柳土壤 ｐＨ值含量最高，平均为８８３，柽
柳作为盐生植被，其土壤 ｐＨ值较高，这与土壤中的
离子含量高有关。水稻和小叶杨土壤 ｐＨ值含量最
低，分别为７５０和７５４。种植水稻的土壤盐渍化程
度比较低，一般属于氯化物 －硫酸盐型或硫酸盐型
盐渍化土类型，其 ｐＨ值较低。调查区小叶杨较少，
大多为人工林，主要为幼小叶杨。土壤盐渍化轻，属

于非盐渍化土或轻盐渍化土。小叶杨与水稻田一

样，均属于氯化物 －硫酸盐型或硫酸盐型盐渍化土
类型，所以，小叶杨ｐＨ值也较低。不同植被土壤ｐＨ
值的含量反映了土壤的含盐状况。芦苇土壤平均

ｐＨ值为８４７，而水稻土壤平均 ｐＨ值为７５０，但芦
苇与水稻土壤碳氮含量均较高。可见，土壤ｐＨ值高
低并不能反映土壤的碳氮含量状况。

３４　土壤盐分与土壤ｐＨ值和土壤含水量的相关性
土壤含水量和ｐＨ值显著影响着土壤的全盐量。

０—１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与１０—２０ｃｍ土壤 ｐＨ值无
显著相关，而与其他土层土壤含水量、土壤 ｐＨ值呈
极显著性相关（Ｐ＜００１），说明不同的土壤深度，其
含水量和ｐＨ值对０—１０ｃｍ土层全盐量产生重要影
响，这可能与土壤地下水流及植被根系的吸收有关。

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与相应土层土壤全盐的相关系

数不同，但差异性较小。０—１０、１０—２０ｃｍ和 ２０—
３０ｃｍ土层含水量与０—１０ｃｍ土壤全盐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４７、０５２、０４８（Ｐ＜００１），相关系数最大
差值为００５（表４），可见，土壤深度对土壤全盐与土
壤含水量的相关性影响很小或几乎无影响。张小由

等［２０］研究发现，土壤含盐量受地下水矿化度控制，

离子类型与地下水离子类型基本一致，本研究结果

与其研究结果一致，即土壤全盐与土壤含水量呈极

显著或显著相关。１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与不同
土层土壤含水量、土壤 ｐＨ值呈极显著或显著相关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这与表层土壤全盐的相关性
分析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土壤全盐量不受土壤深

度的限制。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与土壤含水量、
ｐＨ值的相关性明显区别于０—１０ｃｍ和１０—２０ｃｍ
土层。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与不同土层 ｐＨ值
呈极显著或显著相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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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０ｃｍ土壤含水量呈显著相关（Ｒ＝０３７， Ｐ＜００５），与其他两层土壤含水量无显著相关。
表４　辽河三角洲土壤全盐量和土壤含水量及土壤ｐＨ值相关性

项目
土层

／ｃｍ

全盐量

０—１０ｃｍ１０—２０ｃｍ２０—３０ｃｍ

土壤含水量

０—１０ｃｍ１０—２０ｃｍ２０—３０ｃｍ

ｐＨ值

０—１０ｃｍ１０—２０ｃｍ２０—３０ｃｍ

０—１０ １００ － － － － － － － －
全盐量 １０—２０ ０６７ １００ － － － － － － －

２０—３０ ０７５ ０７９ １００ － － － － － －
０—１０ ０４７ ０４２ ０２９ １００ － － － － －

土壤含水量 １０—２０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７０ １００ － － － －
２０—３０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６８ ０９７ １００ － － －
０—１０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１９ １００ － －

ｐＨ值 １０—２０ ０３５ ０６０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５０ １００ －
２０—３０ ０４７ ０７２ ０５４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６５ ０７９ １００

　　注：为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为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土壤全盐与土壤含水量及土壤 ｐＨ值之间总体
呈显著相关，可见土壤含水量和ｐＨ值是显著影响土
壤全盐量的重要因素。在地下水动态变化比较活跃

的地区，土壤盐渍化的盐分来自于地下水。整个土

层在支持毛管水的控制范围内，当土壤表面发生蒸

发时，潜水可源源不断的向上补给，土壤盐分也随之

不断向上累积［２１］，从而带动土壤盐分地下水的盐分

不可能以固体形式进入土壤，而是必须以地下水为

载体随地下水一起进入土壤。李新举等［２２］研究发

现土壤水分蒸发量与土壤含盐量呈显著负相关，这

进一步验证了土壤含盐量与土壤含水量呈显著正相

关。土壤 ｐＨ值影响土壤中各种离子的解离程度和
解离形式，从而进一步影响植物对各种类型离子的

吸收程度［２３］。土壤 ｐＨ值能反映土壤中的 Ｃｌ－，
ＣＯ２－３ 、Ｋ

＋、Ｎａ＋等状况，而渍地土壤盐分组成主要为
Ｃｌ－１，ＣＯ２－３ 、Ｋ

＋＋Ｎａ＋占土壤含盐总量的８６％［２４］，

因此土壤 ｐＨ值与土壤全盐量密切相关。

４　结论与讨论

（１）不同植被比较，裸滩全盐量最高。辽河三角
洲土壤盐分主要来源于海水，其土壤属于滨海盐土

类型。海潮与河流作用下形成的滨海沉积物，由于

年复一年的河淤海退，使潮间带向海域伸移。这种

地质地形的变迁，逐渐减弱海潮对已成海滩的侵袭，

使海滩不断扩大，形成大面积退海淤滩，因此距海愈

近含盐量也愈高。裸滩属于沿海地带，其含盐量主

要来自于海水，但由于长期受海水潮汐作用的影响，

水土流失频繁，土壤盐分变化大，无植被生长。

（２）不同土层土壤全盐量在不同植被间的高低
顺序不同，但导致高低不同的主要植被是翅碱蓬、紫

花苜蓿、芦苇和柽柳。翅碱蓬、紫花苜蓿、芦苇和柽

柳作为盐生植被，对土壤含盐量影响较大。翅碱蓬

土壤含盐量高，表聚性强，这可能与土壤的蒸腾作用

有关。芦苇是典型的拒盐盐生植物，芦苇土壤含盐

量相比其他盐生植物量较低，这可能与芦苇根系有

关。芦苇的根系不吸收或很少吸收土壤盐。尽管紫

花苜蓿有抑盐的作用，但由于土壤含盐量高，紫花苜

蓿的长势差，紫花苜蓿中杂生着许多盐生草本植物

如芦苇、狗尾草、碱蓬等。可见，紫花苜蓿不能作为

盐渍地的先锋植物。翅碱蓬作为湿生草本植物，耐

盐性较强。翅碱蓬土壤含盐量高，表聚性强，这与土

壤的蒸腾作用有关。在强烈的蒸腾作用下，咸水中

的盐分随着水分的蒸发而上升至地表，盐分在土壤

表层积聚。

（３）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较高的植被类型主要
为芦苇、裸滩和翅碱蓬，而紫花苜蓿和小叶杨最低，

这进一步反映了植被的生长环境。裸滩、翅碱蓬及

芦苇受潮汐作用影响大，不同时间潮汐影响也不同，

土壤含水量差异较大。调查区土壤ｐＨ值偏碱性，变
化范围为７３０—８９７。柽柳土壤 ｐＨ值量最高，ｐＨ
平值均为８８３；水稻和林地土壤 ｐＨ值最低，分别为
７５０和７５４。

（４）分析表明，土壤全盐与土壤含水量及土壤
ｐＨ值之间总体呈显著相关，反映了盐随水来、盐随
水走的特征。地下水随土壤表面的蒸发而向上补

给，土壤盐分随之不断向上累积，所以土壤含盐量与

土壤含水量呈显著正相关。２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全盐
与含水量相关性较差，这与水分的运动有关，但其原

因需要进一步研究。土壤ｐＨ值影响土壤中各种离子
的解离程度和解离形式，从而影响土壤的全盐量。

（５）本研究缺乏植被生物量的调查，土壤水盐含
量如何影响植被的长势，辽河三角洲水盐含量的空

间分布是否与植被分布一致，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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