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省 土 壤 区 划

安徽农学院土壤农化教研室

在安徽全省范围内
,

共分出三个土壤地带
、

九个

土区
。

一
、

棕壤带

本地带位于安徽省北部
,

占有淮北全部以及淮南

沿淮河冲积平原与湖泊注地
,

分为三个土区
。

.1 黄泛平原棕壤
、

浅色草甸土 (淤土 )
、

盐化草甸土

(花碱土 )区 位于淮北平原的北部
,

除东南部有小

面积的石灰岩低山丘陵
,

部分地区有岛状石质残丘外
,

主要系自11 洲年以来
,

受近代黄泛影响而形成的冲积

平原
,

土壤主要为发育在黄泛冲积物上的石灰性浅色

草甸土 (淤土 )及盐化草甸土 (花碱土 )
。

土壤盐渍化对本土区农亚生产影响较大
。

对土壤

盐演化间题必须防洽并重
。

另外早
、

涝及风砂 (飞砂土

与泡砂土 )对本土区农业生产均有危害
,
而且旱

、

涝与

盐碱有密切关系
,

因此防治盐渍化必须与消除早
、

涝

相结合
。

造林固砂与发展果园是利用改良飞砂土与泡

砂土的有效措施
。

2
。

浅洼平原残余沼泽 型 草甸 土 (砂 姜 黑 土 )

区 位于淮北平原的中部
,

系一古老的冲积平原
,

基本上未曾遭受 1 1 9 4年以来黄泛物质的覆盖
。

大部分

为砂姜黑土
,

仅沿河有带状浅色草甸土和草甸棕壤分

布
。

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间题
,

首先是涝
、

渍
,

其

次是土壤瘦僵和易旱
,

因此防扮除溃
、

发展灌溉和培

肥土壤
,

是稳定与发展本土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

3
。

沿淮岗地
、

平原草甸棕壤 (黄岗土 )
、

浅色草甸

土 (淤土 )
、

残余沼泽型草甸土 (砂姜黑土 )区 位于

淮河两岸
,

自西到东呈不等宽的带状分布
。

岗地土壤

主要为草甸棕壤与水稻土
,

平原与河漫滩 (湾地 )为浅

色草甸土
,

湖洼地区则系砂姜黑土与水稻土
。

此土区岗地易早
,

湾地易涝
,

在加强防洪排涝 的

同时
,

要积极发展灌溉
。

黄岗上保水性能较强
,

在发

展灌溉的前提下
,

可以适当扩种水稻
。

为了维持与提

高淤土的肥力
,

湾地应重视种绿肥及增施肥料
。

二
、

黄捺壤带

本地带位于沿淮平原与湖泊洼地以南
,

水阳
、

湾

址
、

新港
、

牛埠
、

孔城
、

范岗一线与大别 山南麓以北地

区
。

黄棕壤带包括三个土区
。

1
.

江淮丘陵
、

岗地粘盘黄棕壤 (黄泥土 )
、

普通

黄棕壤
、

水稻土 区 位于江淮地区的中部与东部
,

地

形包括有低山
、

丘陵
、

波状起伏地 ( 岗地 )
、

湖滨与沿

河冲积平原等
,

而以波状起伏地范围最大
。

其上主耍

复盖着厚层下蜀系黄土
,

土壤为粘盘黄棕壤与多种水

稻土 (有带白土层的黄白土
、

白土
、

澄白土与不带白土

层的黄泥土与黑泥土 )
。

低山丘陵酸性母岩风化物上发

育着普通黄棕壤
。

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首先是旱
,

其次

为冬沤田的沤改旱与低产土壤澄白土
、

死黄泥的改良
。

2
。

皖东沿江岗地
、

平原粘盘黄棕壤 (黄泥土 )
、

普
通黄棕壤

、

水稻土区 位于本地带东南部
,

主要为

长江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
,
宽度可达数十公里

。

冲积平原地下水位多较高
,

土壤多数受潜水影响
。

主

要土壤种类有属于潜育性水稻土的青泥土
、

青黑土
、

沤

田青泥土
,

及属于漪育性水稻土 的淤土
、

红筋土等
。

沿江冲积平原好区与洲滩地 土壤利用改良的关键

间题在于防止洪涝灾害
,

其次是冬 沤田的改造与土壤

培肥
。

3
.

大别山 区黄棕 壤
、

山地黄棕壤
、

水 稻 土

区 位于本地带的西部
,

主要由属于大别山脉的中

山
、

低山与山间盆地组成
。

较高山地土壤垂直分布规

律明显
:
山顶为山地草甸土

,

海拔。 00 米左右至近山顶

处为山地棕壤
,

其下为 山地黄棕壤
。

水稻土分 布在山

坡
、

山谷与山间盆地中
,

本土区主要有麻砂土
、

青浆

泥
、

冷浸 田等土壤类型
。

大别 山区土地利用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防治土堆

侵蚀
,

其次是麻砂土等土层浅
、

砂性强土 嚷的改 良与

冷浸田的改造
。

三
、

红壤
、

黄嚷地带

本地带位于本省南部
,

包括院南 山区
、

丘陵及与

大别 山南麓相连接的低山丘陵与沿江 冲 积 平 原
。

红

壤
、

黄壤地带包括三个土区
。

1
.

宣郎广岗地
、

平原黄红壤 (红泥土 )
、

水稻土

区 位于红壤
、

黄壤地带的东部
,

在广大被状起伏

地岗
、

坡上主要都是发育在第四纪红土母质上的黄红

壤
,

波状起伏地冲田主要是淀板 土 ( 白土类型 )
,

平原

地区分布着青泥土
、

白土
、

淤土
、

砂泥土 (滞育性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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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等
。

本土 区土壤利用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为
: ( 1 )岗地

红泥土的合理利用改良
,

( 2 ) 淀板土的改良
,

( 3 ) 好

区青泥土的防止洪涝及一部分冬沤 田的沤改旱
。

2
。

皖西沿江丘陵
、

平原黄红壤 (红泥土 )
、

浅色草

甸土 (淤土 )
、

水稻土 区 位于本地带西北部
,

包括

铜陵以西的沿江冲积平原
、

沏沼
、

阶地及临近的一部分

低山丘陵
。

沿江灯区及洲滩地土壤类型与芜湖附近相

似
,

但青泥土与沤田青泥土分布面积相对较小
,

而 以

淤土较多
。

呈波状起伏的阶地主要分布着红泥土
。

低

山丘陵主要为黄壤
。

本土区土壤利用上存在的主要间题为
: (1 ) 好区

土壤的防洪排涝与冬沤 田的沤改旱
,

( 2 ) 红泥土的合

理利用与改 良
,

(3 ) 洲地土壤的培肥
,

(4 ) 湖滩淤地

的围垦
,

(5) 低山丘陵的防蚀保土
。

3
.

皖南山区黄壤
、

山地黄壤
、

水稻土区 位于

本地带的中部与南部
,

地形主要有中山
、

低山丘陵
、

山

间盆地及沿河狭窄冲积平原
。

海拔较高的山地
,

自山

顶至 山麓依次分布着山地草甸土 ( 山顶 )
、

山地黄棕壤

(海拔 90 0米左右至近山顶处 )
、

山地黄壤 (海拔约 。00 米

以下 )
。

低山丘陵主要是黄壤与紫色土 (猪血土 )
。

水

稻土主要是砂泥土
,

山区深冲垄 田中分布有属于 冷浸

田的冷水田与陷泥田
。

本土区土壤利用上存在的主要间题为
: ( 1) 丘陵

、

山地土壤侵蚀的防治
,

(2 ) 冲
、

阪 (山间盆地 )农田洪

灾的防止与发展灌溉
,

( 3 ) 砂泥土等砂性的改良与加

厚耕作层
,

(4 ) 深冲冷浸田的改良
,

(5 ) 山地过水 田

的改造
。

宁 夏 土 地 资 源 评 价 的 原 则 落。 方 法

宁夏农林局综合勘查 队

土地资源以土壤资源为基础
,

包括与利用土地有

关的气候
、

地形
、

水源
、

水文地质和植被等条件
,

以及

观有的排灌设施等因素
。

土地资源评价要综合地研究

土地及与利用土地有关的因素
,

全面地反映土地资源

的生产能力
,

从而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供科学的依

据
。

一
、

土地资源评价的原则

土地资源评价的首要任务是评定土宜
,

即根据土

地条件和农
、

林
、

牧业生产的要求
,

评定土地是宜农
、

宜

林或是宜牧的
。

宜农地中还可进一步评定是宜种一般

粮食作物
、

甜菜等根
、

茎类作物或水稻等
。

宜林地中也

可评定是宜作果园
、

茨园 (拘记园 )
、

苗 圃或用材林地

等
。

宜牧地中可评定是宜作放牧草场
、

草库仑或饲料

地等
。

在实践中
,

往往同一土地是多宜的
。

我们的做

法是将土宜特点评述清楚
,

至于某一土地究竟安排什

么用场
,

则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在规划中加

以解决
。

同一土宜的土地
,

在资源评价中还应评定其

质量的高低
,

如农 田评定其等级
,

宜农荒地要评定其

开发的难易程度等
。

在土地资源评价中要综合考虑土壤
、

气候
、

地形
、

水文地质等因素和排灌等水利条件
。

针对不 同地区的

特点
,

分析影响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

如

在荒漠
、

荒漠草原和重盐渍地 区的土地评价
,

排
、

灌

等水利因素是主要的 ; 而在雨量较多的六盘山区
,

地

形
、

日照及霜期则是土地评价的主要 因素
,

水利条件

是次要的 ; 引黄灌区
,

若排灌条件好
,

地形平坦
,

土

层深厚
,

则土壤的养分和盐分含量
,

是影响农作物产

量的主要因素
,

其他条件则居于次要地位
。

土地资源评价要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原则
。

做到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同时
,

还 能保护 国家的土地资

源
,

并不断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
。

二
、

生地资源评价的方法

我们分耕地与荒地两个系统进行土地资源 评 价
,

耕地评价着重于上壤肥力的高低
,

荒地评价着重于开

发利用 的难易
。

1
.

耕地资源的评价 在耕种等措施和其 他 环

境条件大体一致的条件下
,

土壤肥力的高低
,

决定了

作物产量的高低
,

反映了耕地质量的优劣
。

在宁夏引

黄灌区
,

耕地主耍土壤类型为淤灌土及淤灌草甸土
,

在

评定其土壤肥力时
,

主要考虑土壤有机质
、

氮素和磷

素含量 ; 淤灌熟化土层厚度及熟化程度 ; 土壤质地和

通透状况 ; 土壤盐分及其它有害物质的含量
;
土壤的

水分状况
、

结构状 况和热状 况等
。

根据这些 因素对土

壤肥力的综合影响
,

将引黄灌区的耕地土壤肥力划分

为四级
。

其中二
、

三
、

四级以下
,

又根据主要的限制

因素划分为若干类型
,

如盐渍型
、

薄层熟化型
、

沙质

贫瘩型和干旱缺水型等
。

2
。

荒地资源的评价 荒地资源的评价首 先 是

2 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