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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2828《盐碱地改良通用技术》的第2部分。GB/T4282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铁尾砂改良;
———第2部分:稻田池塘渔农改良;
———第3部分:生物改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化工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大学、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晖扬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么宗利、来琦芳、孙真、张长波、崔兆杰、李品芳、傅国辉、孙彩霞、高鹏程、周凯、

王慧、杨桂兰、刘一萌、李燕、刘巍、陈璐、李巍、齐立伟、刘玉红、张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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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的要求,为推广我国盐碱地改良的技术经验,制
定本文件。

改良盐碱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单一技术难以满足盐

碱地改良需求的难题,我国开发了铁尾砂改良、渔-农耦合、生物改良三类关键技术,以实现盐碱地改良

的长效性和高效性,进而推进改良后的盐碱地高效、高值利用。GB/T42828旨在向相关方提供三类盐

碱地改良技术的要求和效果评价方法,拟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铁尾砂改良。目的是以来源稳定、质量安全的铁尾砂为盐碱地改良材料,规范铁尾

砂改良技术,在实现盐碱地的规模化、标准化改良的同时,保障土壤环境质量以及粮食安全,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2部分:稻田池塘渔农改良。目的是为采用盐碱地稻田池塘渔农模式开展的盐碱地改良提

供技术指导和改良效果评价依据,解决盐碱地治理过程中洗盐排碱水的出路问题,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第3部分:生物改良。目的是为采用微生物肥料、有机肥和秸秆等生物资源,以及种植绿肥、耐

盐植物等生物技术开展的盐碱地改良提供技术指导和改良效果评价依据,保护土地资源、增加

经济效益、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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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改良通用技术
第2部分:稻田池塘渔农改良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稻田池塘渔农改良盐碱地技术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稻田池塘渔农改良盐碱地技术

的环境条件、技术要求和效果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稻田池塘渔农模式改良盐碱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SC/T6048 淡水养殖池塘设施要求

SC/T9406 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水质

SL/T4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SL56—2013 农村水利技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SL56—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盐碱地 saline-alkaliland
盐渍化土地

土壤中含有较多可溶性盐分而使非耐盐植物不能正常生长的土地。

3.2 
盐碱地稻田池塘渔农模式 integratedpaddy-pondagri-aquacultureonsaline-alkaliland
将盐碱地稻田淋洗改良工程与池塘建设工程有机衔接,淋洗工程产生的盐碱水经定向收集后作为

渔业用水,防止土壤次生盐碱化或对下游水体产生影响的改良模式。

3.3 
盐碱水 saline-alkaliwater
低洼盐碱地渗透水、地下浅表水以及盐碱地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洗盐排碱水。

3.4 
斗渠 lateralcanal
从支渠引水,向农渠分水的渠道。
[来源:SL56—2013,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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