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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是具有明显无机氮素肥效的地下水
。

早在本

世纪六十年代
,

甚至更早
,

我国陕西兴平
、

河南温县一

带的劳动人民就用肥水灌溉
。

但肥水灌溉增产的原因
,

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被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

土集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所揭晓
。

原来
,

肥水中含有大

里为植物易于吸收的硝态掇
。

后来
,
又在我国南方的

珠江三角洲发现了含有氨态氮的肥水
。

这样
,

肥水在

我国北方许多省
、

区和南方个别地 区分别得到推广应

用
。

我们曾对河南省黄河两岸地区肥水的分布规律进

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

现将结果简述于后
。

一
、

肥水的形成条件

肥水的形成和分布密切相关 ,不同成 因的肥水
,

有

不同的分布特点
。

肥水可按其成 因大致可分为两类
:
一

种是人类污染所形成的肥水 , 另一种是自然的地质作

用所形成的肥水 (如天然气田中的肥水 )
。

本文仅论述

分布最广的污染所形成的肥水
。

爬水的形成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
:
一是有大量的

鹅酸盐来源 , 二是有硝酸盐转移和 聚集的环境 条 件
。

而硝酸盐来源是前提
,

没有大量的硝酸盐来源
,

自然役

有肥水 , 有了硝酸盐来源
,

环境条件就决定着肥水有

无和多寡
。

肥水中的硝酸盐
,

主要来自地表含氮有机物
,

如

人畜粪便
、

污水污物
、

植物桔杆等
。

这些物质经微生物

分解首先使有机态氮变为无机态氮 (氨 )
,

再经硝化细

菌作用逐渐成为亚硝态和硝态氮
。

肥水形成的环魔条

件还可细分为三
:
一是有利于微生物特别是硝化类细

菌活动的温度
、

土壤酸碱度和氧化环境 ,二是有利于硝

故盐转移的土层土质条件 , 三是有利于硝酸盐聚集
、

贮

存的愈面和地下径流条件
。

有了大量的硝酸盐 和适宜

的环境条件
,

在雨水淋洗和地表径流的作用下
,

硝酸盐

就可 以转入土层或浅层地下水中
。

肥水就是这样长期

积累而成
。

黄河两岸地区属于半干早半湿 润的暖温带 气 候
。

一般从春末到秋初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

气温多在 25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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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于硝化类细菌繁殖 , 年降水量 700 毫米左右
,

湿润系数 (降水量 /蒸发量 )为。 .

6左右
,

不仅使土层通

气性良好
,

而且使硝酸盐在土层中聚集和表层潜水增

浓 , 由于湿润系数较小
,

淋溶作用较弱
,

使土墩具有中

性
、

弱碱性
。

上述气候条件
,

有利于肥水的形成
。

潜水埋藏深度对肥水的形成也有不同的影响
。

适

宜的潜水埋深对肥水形成的作用有三
: ( 1) 提供土澳

层良好的氧化环境 . ( 2) 使携带硝酸盐的水流顺利地

向下渗透 , (3 ) 地下水位的上下变动能浸提土层中的

硝酸盐类
。

潜水径流条件的好坏
,

直接反映出地下水在岩层

中运动的易难
。

而它本身又是受含水层岩性
、

产状控

制的
。

所以
,

它是决定肥水能否在地层中储存的非常

重要的因素
。

一般说来
,

径流条件较差对肥水形成有

利 , 径流通畅
,

反而不易形成肥水
。

质地粘重的土壤
,

因阻隔水流向土层中渗透
,

不利

于肥水的形成
。

松散的亚砂土和大孔隙
、

垂直节理发

育的黄土
、

楼土 以及裂隙发育的粘性土
,

对肥水的形成

来说是比较理想的土质
。

二
、

肥水的分布特点

如上所述
,

肥水的分布受其形成条件所控制
。

从

硝酸盐的来派来看
,

肥水的分布一般是依居民点呈点

片状分布
。

但因各地 自然条件不同
,

地貌
、

水文和水文

地质都对肥水的分布产生极大的影响
。

因此
,

河南省

黄河两 1书地区肥力分布大致可分为以下四区
:

(一 )太行山
、

滋山山地区 太行山南冀和黄河

南岸的篙山遥遥相对
,

共同构成一个宽广平级的大向

斜
,

黄河从中而过
。

山地侵蚀切割强烈
,

裂隙
、

断层发

育
,

基岩裸露
,

土层疮薄
,

水力坡度为 0
.

0 05 7
,

径流通

畅
,

难于形成肥水
。

因而
,

肥水罕见
。

(二 )黄土台地丘陵区 济源西南的丘胶和尚山

外围的丘陵台地
,

起伏较缓
,

广布黄土
、

红土
、

冲沟发

育
,

径流排泄条件 良好
。

济源西南地下水以 0
.

0 0 1 2 的

水力坡度东流
。

邝山东部的郑州
、

邹店一带的地下水以

。 .

0 0 2 5的水力坡度流向东北
。

丘陵台地区内
,

地形破

碎
,

潜水埋深变化较大
。

潜水埋深大于 20 米的绝大多数

地带
,

不利于肥水的形成
、

聚巢
。

同样
,

也很少发现肥

水
。

然而
,

谷旁平地和丘间盆地
,

地势平坦
,

土层深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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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肥水分布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黄土丘胶与冲积

平原的交接地带
,

多在中小沟的沟 口处发现肥水
。

这

是因为这个位里满足上述肥水形成的一般条件
。

例如
,

荣阳县广武公社的陈沟
、

寨子峪
。

把水公社的楼沟
、

周

沟等地
,

肥水含氮量都大于 200 毫克 /升
。

陈沟有个肥

水井
,

含氮 t 高达 5 4 2毫克 /升
。

(三 )山前倾斜平原区 该区包括洪积冲积平原

和山前交接洼地两部分
。

平原的近山部分
,

表土之下多

为砾石
,

接受降水
、

山区潜水及部分地表水补给
,

为良

好的吸水带
,

地下径流通畅
,

不易形成肥水
。

例如
,

博

爱县柏山公社
,

只有一眼浓度不高的肥水井
。

洪积冲

积平原的前缘地带
,

地势较为平坦
,

上覆亚砂土
,

下有

相对隔水的粘土
、

亚粘土层
,

含水层是由亚砂土或夹矶

石的亚粘土组成
,

地下水埋深 2一 8米
,

潜水流动缓慢
。

这些条件决定肥水分布较广
。

博爱县清化公社南部和

阳庙公社北部就有 10 眼肥水井
。

其中
,

阳庄肥水井
,

肥

水含盆母达 5 0 9毫克 /升
。

山前交接洼地
,

地势低洼
,

土质粘重
,

大量来自山

前的潜水受阻
,

因此地下水位埋深过小 (仅 1一 2米 )
,

个

别地段呈泉组出露地表
。

本区肥水少见
,

如修武县虽

然占据该带范围很大
,

但肥水井仅有 2 眼
,

其肥水浓度

不多于 25 沧克 /升
。

(四 )黄河冲积平原区 本区 自上更新世 以 来
,

由于地壳的
一

三次下降和相对稳定
,

形成了三期冲积扇

的重叠堆积
,

此间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纪堆积物
,

大致

以孟津为顶端
,

向东扩展
,

形成一望无际的扇形大平

原
。

黄河北岸的地下水以 。 . 。。。 21 的水力坡度流向东

北
,

南岸流向东南的水力坡度为 0
.

0 0 0 2 3
。

初步调查 和

分析看出
,

黄河历次决 口
,

泛滥和改道有两个特点
:

一

是从黄河河槽 (包括古河道 ) 向两侧所形成的地貌形态

有主槽
、

摊地和背河洼地 , 二是从冲积扇脊轴 (郑州至

兰考 )向两舞
,

近轴处是历次决 口
、

泛滥的源地
,

水流

猛
,

沉积物粗 (主要是粉细砂 )
,

经风吹扬形成了连片的

砂丘
、

砂拢和砂地
,

往外
,

流速减小
,

沉积物变细
,

地表

坡度变缓
,

形成了以亚砂土为主的冲积淤积低平地
。

由于上述不同地貌类型
,

沉积环境各异
,

造成本

区内肥水分布的地域特点
。

1
.

黄河河槽区 河槽区的沉积物为中细 砂 及

粉细砂
,

厚度很大
,

径流通畅
,

地形相对低洼
,

地下水埋

藏很浅
,

肥水分布不多
,

如新乡县的郎公庙公社
、

古固

寨公社仅发现二眼浓度小于 35 毫克 /升的肥水井
,

而兰

考县内的明清两故道的主槽区
,

同样也很少发现肥水
。

2
.

黄河阶地滩地区 阶地分一
、

二级
,

滩地分高

低滩
,

二级阶地和高滩地肥水分布范围广
、

含据量高
。

如清风岭位于二级阶地上
,

岭上地势平坦
,

浅部 10 一 15

米内主要由垂直节理和大孔隙发育的黄土状亚砂土组

成
,

含水层岩性就是黄土状亚砂土
,

15 一 20 米以下为相

对隔水的粘性土层
,

潜水埋深 4一 10 米
,

地下径流相当

迟级
。

这些适宜条件的组合
,

使岭上的温县赵堡公社

肥水的开发利用驰名全国
。

黄河高滩 区主要分布在黄

河大桥以东的堤间地带
,

因条件优越
,

肥水分布也多
。

原阳县的高滩地共发现55 眼肥水井
,

其中硝态氮含量

大于 200 毫克 /升的肥水井 12 眼
,

10 。一 200 毫 克 /升 的

肥水井 17 眼 ; 50 一 100 毫克 /升的有 16 眼
。

一级阶地和

低滩地
,

因地下水埋藏过浅
,

又无明显的相对隔水层
,

所 以
.

肥水分布很少
,

甚至没有
。

3
.

黄河背河洼地 区 黄河的新老背河洼地
,

地势

低洼
,

潜水埋藏较浅
,

土壤为碱性或强碱性
,

这些都是

肥水形成的不利因素
,

因而肥水分布较少
。

封丘县荆

隆宫大队
,

虽然大队范围很广
,

仅发现三眼肥水井
。

处

于老背河洼地的新乡县洪门公社
,

仅发现含氮量小 ]
几

50 毫克 /升的肥水井一 眼
。

4
.

砂丘砂垄砂地区 黄河北岸的原 阳
、

延津
、

封

丘三县及南岸的中牟
、

开封
、

兰考三县所在地区
,

是 黄

河历代决 口
、

泛滥和改道的前缘地带
,

每次决口首当其

冲
,

堆积了大量颗粒较粗的中细粉和粉细砂
,

这些土

石透水性强
,

持水性弱
,

一 般无肥水分布
。

但砂层之下

以硬质黄土状亚砂土为底
,

则情况相反
.

例如
,

开封地

区新郑县小乔公社一 带有不少浓度超过 1 00 毫克 /升的

肥水井
。

5
,

冲积缓倾斜平地区 沉积物以亚砂土为主
,

是

保水保肥能力较强的两合土分布区
,

地势平坦
,

坡降在

1/ 5。。 0左右
,

地下水埋深 3一 6米
,

是肥水形成 聚集的有

利区域之一
。

祀县西北祀滩公路 两侧
卜

通许县的清水口

一带
,

就是很好的肥水分布区
。

位于此带的封丘县鲁

岗
、

城关和楼堤公社一带共查出肥水井40 多眼
,

其中肥

水浓度大于 1 00 毫克 /升的占四分之三
,

8 眼肥水井其

浓度超过 20 0毫克 /升
,

一眼高达 791 毫克 /升
。

6
.

冲积淤积低平地区 位于缓倾斜平地之下
,

地

表沉积物以透水性很差的亚粘土
、

粘土为主
,

这一条件

就足以使本区肥水分布很少
。

封丘县北部和尉氏县东

部就是如此
。

以上是研究新乡
、

开封两地区肥水分布得出的一

般规律
,

后经郑州市
、

郊县 (荣阳 )和市郊许多公社以及

洛阳地
、

市不少县社的肥水详查得到的验证
,

预侧的可

靠率颇高 (见表 )
。

三
、

结语

综上所述
,

黄河 两岸地 区肥水形成的条件是
:

有

大量的硝酸盐来源 , 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

理想的

地貌和水文地质条件
。

肥水分布的特点是
:
从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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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肥 水 分 布 的 预 测 和 调 查 结 果 对 比 表

按 肥 水 分 布 规 律 预 测 准 确 率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调查结果

地 点 { 意 见 }
郑州市向。 区

、

古 ,
、

沟赵等九个 区
、

。

…
多

{
/、 个公社 “

{
邓州市上街区汁八里河

、

南曹等 ’ `个区
,

社 } 较多 }八个公社有
,

剐
,
、

崔瓜 岗李 } 少 或 无 {三 处 没 有 )
` 筑 花 园 “

州李 } 较少 }一个公社有 …
洛阳市郊

、

孟津县
、

僵师县 }
5” 处 有 }

“ ” 处 有 }
洛阳伊河以 南地 区 } “ 。 处 有 ,“

” 处 有 {

(% )

9 0

7 3

1 00

3 3

8 6
。

3

9 6
。

7

古荣公社位子黄河 二级阶地

分别位于 黄土丘 陇和背 河注地

山地丘陵经 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到东部的黄 河 冲积 平

原
,

肥水的分布由少而多
,

其中黄河二级阶地
、

高滩地
、

冲积缓倾斜平地以及黄土丘陵与平原交界的中小沟沟

口处
,

肥水集中分布 , 黄河古河槽
、

新老背河洼地罕

见 , 砂丘砂地肥水有无
,

视浅部相对隔水底层存在与

否而定
。

肥水的形成条件与其分布规律之 间是因果 关 系
,

区域的形成条件优越
,

肥水分布必然集中
,

惟有在这样

的地试
,

推广肥水灌溉
,

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

事半功

倍
。

参 考 资 料

1
.

河南地理研究所肥水组
,

肥水
,

地理知 识
,

第 i 期
,

19 7 3年
。

2
.

河南地理研究所肥水组
,

黄河两岸地 区肥水形成 的

自然条件和分布特点
,

地理条件与资眼研究
,

第 I期
,
1 9 7 7年

。

3
.

河南地理研究所肥水组
,

驻马店地区肥水资砚的 初

步评价
,

地 理条件与资源研究
,

第 1 期
, 1 97 7年

。

4
.

河 南地理研 究所 肥水组
:

关于肥水分布规作 认识 的

一点发展
,

滚溉科技
,

第 4 期
,

1 0 7 4年
。

陕西省商洛地区核桃地的土壤及其对核桃生长发育的影响
*

王 文 宽

(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处 )

映西省商洛地区是我国核桃主要产地 之一
,

距今

已有二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

解放以来
。

特别是 1 9 5 7年

该区开展每户种一升核桃群众运动以后
,

核桃生产得

到了迅速发展
。

1 0 4 9一 1 9 6 5年间
,

全区新栽植的核桃

株数超过解放前的 14 倍以上
。

达到 800 多万株
。

这些核

桃幼树
,

一部分生长良好
,

能适龄结果
,

有的地方还

创造了四年结果的速生丰产典型 〔2 〕
。

但是也有相当

大的面积
,

主要由于土壤条件选择不当
,

核桃生长极

端不良
,

迟迟不结果
。

不少地方的核桃树
,

生长 4 、
5 年

树高只有 0
.

5米
,

干径不到 1 厘米
。

成为
“

小老树
” 。

有

的甚至成片死亡
,

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

核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之一
,

大力

研究并解决核桃生产中存在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问 题
,

促进核桃生产的蓬勃发展
,

这对扩大出口
、

发展山区经

济和逐步实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
,

解决我国人民在

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
,

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为了探讨该区核桃地的土壤及其对核桃生 长发育

的影响
,

找们于 1 96 4一 1 96 6年
,

深入到该区核桃产地
,

进行了这项调查研究
。

调查地 区包括该区的三个核桃

生产重点县
.

即洛南县书堂 山林场 , 商县龙山公社刘

家河大队和陈垣公社五 四大队 , 丹凤县武关公社八一

林场
。

对位置偏南气候较暖的 山阳
,

商南和镇安县
,

则

作了一般性的观察
。

按土壤类型和研究的需要
,

共调查 了 21 个核桃园

地的 1 0 0多株核桃样本
,

园地面积从数十亩到百余亩
。

观察了 20 多个土壤部面
,

采集并分析了 30 多个土城样

品
。

观测
、

绘制了 8 株核桃大树的根系
。

现将调查结果整理如下
,

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自然概况

陕西省商洛地区位 于东经 1 0 5
0

理。 ’

一 1 1 0
0

0 1
尹 ,

北

* 本文承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雷文进 同志和 中国林 业科学 院林业研究所黄锉同志审阅
,

谨此致 谢
,

参加部分

工作的有龙振雄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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