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 度分 别为 14
.

8
、

14
.

.

盛
、

26
.

2
、

33
.

2德国

度
。

再者
,

大量引黄
,

不利
_

于 盐 碱地熊改

良
。

地下水位过高是产生盐碱地的主要原因

之一
,

而引黄灌溉使地下水位明显抬高
。

如

齐河县` 带
,

春季引黄灌溉时
,

灌区地下水

位往往上升 .0 石、 l m
。

又据高唐
、

茬平
、

聊

城
、

平原
、

夏津等县观测
,

每大面积灌溉一

次
,

地下水位便上升。
.

4~ 1
.

s m
。

依 19 7 4~

1 9 7 5年地下水位观测网资料
,

鲁西北四区地

下水埋深小于 Zm 的面积为 21 3 9 5k m
“ ,

占总

面积的 42 %
,

而德州地区地下水埋深小于 Zm

的面积为 6
一

4 l lk m
“ ,

占该区总面积的 51 %
。

我们知道
,

改良盐碱地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

地下水位
,

将其控制在临界深度之下
。

如果

地下水位居高不下
,

地下水矿化度又高
,

那

么
,

盐碱地的改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依统计资料
,

鲁西北四区 19 49 年盐碱地面积

为 5 4 7
、
7万亩

, 1 9 8 3年为 5 2 4
.

4万亩
,

盐碱地

仅减少 4
.

3%
。

可见
,

几十年的盐碱地改良
,

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

这不能说是与引黄灌溉

无关
。

五
、

对策

(一 ) 鲁西北四区浅层地下淡水年可开

采量 97
.

5亿 m
3 ,

折合 1 9
.

3万m
“

/ k二
“ ,

与全

国平原区 9
.

4万二
3

/ k m
Z

相比
,

比较丰富
,

补

给条件也好
,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以当地水

资源为主
,

做到
“
以井保丰

、

以黄补源
、

以

井助排
、

井渠结合
” 。

这样
,

可优化调控地

下水位
,

使浅层地下水径 流 加 速
,

循 环加

快
,

进而使地下水的燕发减少
,

浓缩作用得

到削弱
,

这不仅使当地水资源得到充分合理

的利用
,

而且也防止地下水的进一步咸化
,

是改良盐碱地的根本措施
。

(二 ) 对于地下咸水
,

也应积极开发利

用
,

可采取
“

抽咸补淡
、

加速地下水淡化
”

的措施
:

在地下水矿化度高的地区
,

利用浅

井抽出地下咸水
,

再取淡水灌入地下
,

以改

造地
一

下咸水
。

利用咸水灌溉
,

国外已有成功

经验
。

我国河北省水科所从 1 9 8 0年在河北省

南皮县进行的咸水灌溉试验
,

也取得了成功

的经验
。

咸水灌溉的推广
,

可取得良好的社

会
、

经济和坏境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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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省济南市水利局 )

·

来稿摘登
·

采取措施密切千群关系

江西地矿局射 5队钟民淦在
《
关于密切干群关系

的若干思考 》来稿中指出
,

当前地质队的干群关系呈

现出多端交错的势态
,

其特征表 现 主 要 有
:
义气

型
、

恩惠型 犷 应付型
、

对立型
。

这些间题的产生有

着复杂的原因
,

要解决这些问题
,

笔者提出
,

必须

从密切干群关系入手
,

树立
“
四个观念

” ,

采取四项

措施
。

四个观念是
:

确立乎等观念
、

团结观念
,

友

爱观念
,

互助观念
。

四项措施是
:

千部下基层参加

劳动
、

调查研究 , 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谋利益办实

事 ; 廉政与勤政并举 ; 积极琉通和拓宽干部联系群

众的渠道
。

只有这样
,

才能密切干群关系
,

调动职

工的积极性
、

创造性
、

增强地质队的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