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

土壤图
、 _

上坡母质图
、

土壤盐演度及类型图
、

地下水埋

藏深度
、

地下水矿化度和水质图
,

以及土壤改良分 区图

等
。

土壤图反映土坡类型的分布
。

前己述及
,

刹面中

砂上层与粘土层对土壤水
、

盐运动有重大影响
。

故在

划分土种或变种时
,

应将砂土与粘土层在剖面中出现

的部位和厚度反映出来
。

冲积平原地区的质地剖面变

化
,

非常繁杂 ,在划分类型时
,

可参考
“

华北平原
”

一书
,

不能过繁
。

土壤盐渍图主要反映土壤的不同盐演状况
。

但平

原农伏 上壤
,

多呈斑状盐化
,

即不同盐化度的土壤
,

插

花分布
。

若以盐化度为制图单元
,

一般不易做到
。

故可

用盐渍复区作为制图单元
,

以反映不同盐化度土壤的

组合状况
。

地
一

下水埋藏深度与矿化度图
,

是根据底图上标注

的地下水点资料
,

结合地形和土城的变化进行编制
。

依

据地下水与土壤盐化的关系
,

将地下水埋藏深度与矿

化度划分为若干级别
,

以作为制图单元
。

我们根据宁夏

情况
,

将地下水埋藏深度分为以下五级
:
O一 50 厘米

,

可

引起土壤强烈盐化
,

并有一定沼泽化 , 50 一 1 30 厘米
,

土

壤强烈盐化 , 1 30 一 180 倾米
,

在灌溉耕作条件下
,

上壤

有轻度或
`
卜度盐化

; 18 0一 30 0厘米
,

不致引起土壤盐

化 , > 300 厘米
,

地 卜水对土壤无明显的影响
。

地下水

矿化度划分为六级
:

< l克 /升
,

非矿化水 ; 1一 3克 /升
,

弱矿化水
.

尚可灌溉
, 3一 5( 6) 克 /升

,

矿化水
,

对土壤

盐化影响较大
,

在缺乏淡水地区
,

遇有久早姑况下
,

何

可用于间歇灌溉 ; 5( 6) 一 10 克 /升
,

强矿化水
,

对上壤

盐化影响很大
,

不宜灌溉 , 10 一 25 ( 30 )克 /仆
,

咸水
,

> 2 5 ( 3 0 )克 /升
,

自水
。

土壤改良分区图
,

是根据土壤及其他有关自然因

素综合分远编制的
,

各区有一定的土城改良特点
,

作为

区划
、

规划
、

土壤改良
、

土地利用 和农业措施的依据
。

华

北平原土坡改良分区系统采用区
、

域
、

地段和地块 四

级 〔 “ 二 ,

银川平原则采用区
、

亚区及小区 二级 〔 书 」。

全

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将收集到更多的资料
,

改良分 仄还

可以进一步细分
。

我国盐渍土面积很大
,

在全国第三次土壤普炎中
.

若能充分注意盐演上的特点
,

采用适当的普夜方法
,

便

可提高普查质量
,

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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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茶坊土壤肥力特征和利用改良措施
*

卜
张淑光 王 占华 王 志忠

(西北水土保持 生物 土墩研究所 )

茶坊位于延安北部杏子河下游
,

属于黄土丘陵沟

壑区
,

梁如坡陡
,

沟壑切割较深
,

植被稀疏
,

水土流失

严蟹
,

因此黑护土残留不多
,

目前以不同黄土母质发

育成的幼年土壤如黄绵土
、

二合土
.

硬黄土 红胶泥等

为主
。

一
、

茶坊地 区土坡肥力演变情况

由于土壤所处的地形部位
、

坡度
、

人类经营措施等

均直接影响到土壤侵蚀
、

堆积程度和成土过程的强弱

不同
,

土壤中的水
、

肥
、

气
、

热状况随着也发生变化
,

土

城肥力随之演变
。

由于放牧
、

采樵
,

植被受到破坏
。

新

黄土减薄
,

老黄土逐渐裸露
,

黄绵土
、

二合土
、

硬改

土
、

红胶泥交替出现
,

土壤肥力亦发生演变 (表 1 )
,

山

表 1 可见在自然情况下抗冲能力较强的土城如红胶泥
`

养分含量较高
,

但物理性差 (表 2)
。

黄土母质疏松
,

胶结性差
,

抗冲能力弱
,

经过耕

作
,

土壤更加松绵易冲
,

地质过程异常活跃
,

地面物

质迁移
,

熟土层逐年变薄
,

通过耕作又逐年从母质中补

充生土
,

加之施肥量少
,
土城肥力衰退

,

一般实行倒

山种地以维持其低水平的产量
,

在不同坡度情况下土

壤肥力差异明显 (表 3 )
。

轮荒期间 自然植被逐渐恢复
,

土壤抵抗侵蚀的能力增强
,

地表物质迁移显著 减 级
,

* 参加工作的还有杨青
、

张与真
、

贺菊雅
、

王听
、

刘雪香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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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 壤 物

土 族 类 型 紧 实 度

性 质 表
*

容重 ( 克 /理米 3 )
,

总孔凉度 ( % ) 物理性枯粒含量 ( %
,

明 显

块 状

。

2

。 5

松实不棱 疏坚土泥绵胶黄红

* 根据周佩华
、

资葆章 资料

表 3 不 同 坡 度 土 壤 养 分 分 析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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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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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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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6 8

1 4
。

72

。

0 33

。
0 22

闷

土壤肥力在缓慢中恢复 (表 4 )
。

梯 田土城由于改变了土

族地面状态
,

为提高土集肥力创造了条件
。

人类耕种
、

施用有机肥料等
,

既增加了土澳养分含量
.

同时也改善

了土镶物理性状
,

土坡肥力不断提高 (表 5 )
。

二
、

茶坊地区土滚肥力状况

茶坊土壤土层深厚
,

粘砂适宜
,

土质疏松
,

通气

性好
,

黄绵土土坡容重 1
.

0一 1
.

35 之间
,

总孔隙度48 一

6 5 %
。

土壤透水性能好
,

蓄水能力强 (2 米土层内可积

蓄水份 4 0。一 50 0毫米 )
,

地下水位深
,

没有盐演化威胁
。

这些都是培养高产稳产 田的有利因素
,

但是还有不足

之处
。

简约言之
,

有下列几项
:

1
.

土雄耕层浅薄
,

抗逆力翩 羡坊地区 : l: 壤

耕作层一般 12 一 16 厘米
。

部分机耕地和丰产田耕层可

达 30 一切厘米
。

由于地处黄土丘陵沟壑
,

土壤耕作以

蓄力为主
,

耕作层不厚
,

对自然灾害的缓冲能 力 弱
。

作物根系主要分布在离地表 12 一 16 厘米土层内
,

在本

区干草
、

暴雨
、

低温
、

干热风等自然灾害较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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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作物容易受到自然灾害袭击
,

产量极不稳定
。

2
.

土堆有效养分缺乏
,

肥力偏低 黄土丘陵沟

壑区水土流失严重
,

施肥量小
,

土壤养分除了从母质

中带来的钾素含量较高外
,

氮
、

磷均缺
。

根据分析结果

(表 1一 6) 含抓摄 。 .

0 16 一。 .

07 %
,

其中川地黄绵 土耕

作层全氮含量为 0
.

0 5一 0
.

07 %
,

塌地中度熟化黄 绵 土

心
.

04 一 0
.

065 %
,

梁弗上部耕种侵蚀黄绵土耕作 层 全

氮含量仅 0
.

0 18 一 0
.

04 %
,

几乎接近于成土母质
。

在相

祠条件下土壤抗冲
、

抗蚀能力较强的硬黄土
、

红胶 泥耕

作层全盆含量 比黄绵土稍高 (0
.

03 一。 .

06 % )
。

土壤全

礴食t o
.

05 6一。
.

13 1%
,

但土壤速效磷含 量 只 有 痕

迹 , 10 p p皿 ,
一般土壤耕层速效磷含量为 2一 4 p p m

,

级偏的只有。 `韶 p p二 , 而村庄附近较肥沃的川地黄绵

土耕层可 以达到 IOp p m
。

另外根据茶坊大队川地上壤

普查 (普查面积 5 1 5
.

8亩 ) 57 个混合土样养分速测结果
:

含速效磷 2
.

SP P也以下的 2 9 2
.

8亩
,
2

.

5一 6 p p m的 25 7
.

8

亩
,

大于 6 p p m 的 4 0
.

2亩
,

分别 占总普查面积 5 6
.

8 %
、

36
.

4 % 和 6
.

8% , 土壤速效据 (硝态氮加按态氮 ) 小于

z吕P P m的 4 39
.

8亩
, 1 8一 3 5P P m 的66亩

,

大于 3 5 p p m

的10 亩
,

分别占总普查面积 8 5
.

2 %
、

1 2
.

了% 和 2
.

1% ,

土壤速效钾含童 7 5一 ZOOp p m
。

因此茶坊地区农业土

坡中钾素含量丰富
,

但姐
、

磷营养状况大部分属下等

水平
,
少部分为中等水平 , 抓

、

磷均缺
,

缺氮尤甚是

当前农业生产中的突出间题
。

土城养分状况影响作物

产量水平
,

一般川移黄绵土产量水平 200 一吐00 斤 /亩
,

山地黄绵土产盈水平80 一 15 0斤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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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óǹné,d勺̀

闷J.14, 1d.人,工

蜘..069038切叨切.038
9

。

6 3

1 0
。

0 1

10
。

30

.....1927304750一

…17
ó乙.
OURùē名0一 1 1

1 1一 18

1 8一 4 7

4 7一 8 9

8 9一 1 2 5

O口ó托ùó七0一 1 0

1 6一 2 5

6 0一 7 0

川地

1 0
。

0 4

1 0
.

9 4

1 1
。

C S

7
。

丁8

7
.

97

8
。

15

8
。

25

óónón.nU.
且ùb4bl匕

.

…
UOō石O目no0一 1 0

1 0一 2 4

4 3一 5 3

9 0一 1 0 0

塌地ǎ梯川à

黄绵土黄绵土一黄绵:=l

坳
地

(梯田 )

0一 1 0

16一 2 4

4 0一 5 0

7
。

9 7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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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土壤有机质少
,

代换里低 本区土壤疏松多

孔
、

通气性好
,

土壤有机质分解快
,

在三料俱缺的情

况下
,

有机肥料施用量少
,

一般川地施肥量 20 00一4 0 0 0

斤 /亩左右
,

山地施肥量 200 一30 。斤 /亩
,

每年施肥耕

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 1/ 3
。

土壤有机质补充慢
,

表 1

一 6可见各种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均在 %以下
,

大部分土

城拼作层有机质含量 0
.

3一 0
.

5%
,

耕作层下 0
.

3% 左

右接近于成土母质
,

比较肥沃的川地黄绵 土 亦 只有

。 .

5一。 .

7 %
,

个别下湿地可达 0
.

95 %
,

土壤有机质含

咕异常贫乏
。

土坡盐基交换量 6一 8
.

5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土壤

代换性能低
,

土壤保肥供肥能力都不强
,

所以
.

群众说
“

黄绵土土性热
,

没有后劲
” 。

4
.

土壤养分各地分布不均 川地土坡是 本 区

主要粮食基地
,

平均土壤有机质含量 0
.

4一。
.

7%
,

全

氮 0
.

0 5一0
.

07 %
,

速效磷 2一 10 p p m
。

塌地土壤主要分

布在黄土丘陵拐沟地带
,

大部分修建成水平梯田
,

也

是当地社队粮食重要基地
,

但运输比较困难施肥不多
,

上城养分含量次于川地
,

平均土城有机质 含 量 0
.

3一
。 .

6 %
,

全氮 0
.

04 一 0
.

06 %
,

速效磷 2一 SP p m
。

梁命

上部耕地土壤
,

农家肥料运输困难
,

仅麦地抓肥穴施
,

施肥 t 很少
,

故不论坡地
、

梯田土坡养分含量均较低
,

平均土城有机质含 t o
.

2一 0
.

5 %
,

土坡全 氮。 。

02 一

。 .

04 %
,
速效礴0

。

0 53 一 3
.

s p p m ,

由此可见土族养分

分布不均
,

作物产里差异悬殊
,
大大影响本区作物均

衡增产
。

三
、

土滚利用改良措施

1
.

保持水土
,

合理利用土堆资源 茶坊 地 区

河流 比降较大
,

梁间冲沟已切入基岩
,

沟坡滑塌
、

崩

塌
、

泻溜均甚活跃
,

沟壑迅速发展
,

沟沿线上迁
,

一

般梁如坡仅保存有凸形和直形坡
,

耕地面积减少 , 加

之切沟上溯
,

浅沟加深并进一步发展成切沟
,

致使坡

面支离破碎
,

耕作利用困难
。

因此固沟护坡
,

保护现

有耕地面积是本区农业 生产的迫切任务
。

另外耕作土

壤主要分布在梁姗上部
,

坡度较陡
,

土镶片蚀强烈
,

黄

绵土逐渐减薄
,

红土首先在瓦背式浅沟二侧或直形坡

上呈斑状出现
,

然后扩展到整个坡面
,

_

黄绵丰逐渐为

二合土和红胶泥代替
,

一部分红胶泥夹有大量料姜
,

故

保存耕地中农业生产性状比较好的黄绵土
,

就成为刻

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

沟壑治理上沟边修地埂
,

进行沟

沿防护 , 沟底设土谷坊
,

沟坡造林种草
,

固定沟床防

止沟底下切和沟坡扩展
,

大切沟和冲沟可以打坝淤地
,

拦洪挡泥
,

变沟槽为农地
,

扩大耕地面积
。

「

坡面治理上
,

缓坡修水平梯田
,

陡坡兴修水
L

卜阶

或带状草田轮作
,

减少地面径流
,

提高土壤肥
`
J

,

增

加作物产量
。

2
.

增施有机肥料
,

培肥土壤 本区土壤解薄
,

有机质含量低
,

可给态营养元素缺乏
,

土壤保肥供肥能

力弱
。

肥料试验证明
,

除了施用钾肥无效外
,

增施农家



表 了 1 9了 5 年 绿 肥 播 种 及 生 长 情 况
_

`
_

二_
_

大 )_
队

_

鱼 {戈 种 植 方 法 鲜草产盈 ( 斤/ 亩 )

种种种草种
.

从
ù

种种

麦 十

1 17 7
。

7

1 6 0 0
.

0

1 68 7
。

7

单单小

茬麦麦麦

荞荞小小小荞荞浮糜峻沟坊坊理纸寺茶

草 才` 栖

单

单

首 话 十 绿

33 3
。

3

5 0 0
。

0

5 3 3
.

3

麦麦麦一麦子子睑坊塌茶坊寺

] 0 6 6
。

〔

2 04 4
。

5

9 3 3
。

3

单单

旺
护J

去j

沙
沙打旺 十 黄荞

沟峻坊坊噢纸寺茶

肥料和速效氮
、

磷肥均有显著增产效果
。

我所肥力组茶

坊磷肥试验
,

川地黄绵土在亩施农家肥 3 0 00斤基础上
,

增施磷肥 20 斤
,

小麦增产 60 %
。

亩施 50 斤硝酸按 的 玉

米产量比不施的增产多O%
。

通过肥料试验证明
,

施肥效

果都在显著和极显著范围
,

与茶坊土城肥力判断相吻

合
。

因此增施肥料是茶坊地区培肥土壤
,

提离作物产

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

本区土地面积大
,

适宜多种绿肥生长
,

应以草田

轮作代替倒山种地
,

加速恢复土壤肥力
,

并利用荒山
,

荒坡大量种植绿肥
,

这是解决当地肥料
、

饲草不足的

有效措施
,

达到以山养山
,

以山养川
,

为创造高产稳

产基本农 田提供足够的有机肥料
。

根据我所林草研究

室茶坊地仄试验
, 一

草木梅
、

沙打旺当年产量可达 90 0一

2 0 0 0斤 /亩 (表 7 )
。

3
.

深翻土地改良土壤 深耕改土加厚熟土层
,

可以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
,

稳定地温减少土壤温差
,

改善微生物活动条件
,

促进土壤有机
、

无机物质转化

以及扩大作物根系分布范围
,

增加作物水肥营养面积

等
,

特别在本区自然灾害比较频繁
,

深耕改二!: 培肥 土

壤
,

提高土壤杭灾能力
,

就显得更加必要
。

据测定浅

耕 0
.

5尺与深耕 1
.

0尺 土壤含水量分别为 2
.

7%
,

故群众

说
“

深翻一寸土
,

能耐十日早
” 。

深耕不仅可 以提 高 L

壤渗透能力
,

增加土壤储水量
,

还能充分利少lJ土坡下

层储水
,

根据我所水分组研究
,

梯田高粱
、

谷 子亩产
`

分别为 3 80斤和 2 10 斤的情况下
,

爪米土层内的耗水情

况
,

高粱消耗了有效储水量的 7 0
.

5%
,

而谷 子只用去

40 %
,

说明本区土壤水分资源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

学

赶大队深翻试验
,

以畜耕 0
.

3尺为对照亩产 5 1 7
.

5 斤
,

手扶拖拉机耕深。 .
5一。

.

6尺亩产 6 2 2
.

5斤
,

增产 18 % ,

坑田深耕 1
.

3一 1
.

5尺亩产 80 9斤
,

增产 6 0
.

9 %
.

由此可

见深翻土地提高作物产量显著
。

19 7 7年延安地区冬小麦冻害严 重
,

根据调在深 翻

施肥提高土壤肥力在防止冻害方面是有良好效果
。 ’

交

赛县沿河 湾公社后街生产队一块套种草木杯绿肥 地
,

拖拉机深翻 1
.

0 尺压青
,

小麦生 长键壮
,

冻害死苗报

轻
。

)
分析方法及其研究

土 壤 胶 体 电 泳 测 定 法

蒋 剑 敏

(中国科学 院南 京土城研究所 )

飞;
一

,

电泳是胶体体系在直流电场作用下
,

胶体分散相

向某一电极移动的电动现象
。

胶体分散相之所以有电

泳现象
,

是由于胶粒 (胶体分散相 )与液相 (胶体分散介

质 )接触时
,

在胶粒表面形成扩散双电层
,

在扩散双电

层的滑动面上产生电动 (七)电位
。

电动电位的大小与

电泳速度呈正相关
。

因此
,

可以根据电泳速度的大小

来研究胶粒的电动电位及等电性质
。

土坡胶体的一些基本性质
,

如离子的吸附与解吸
.

分散与聚沉
、

膨胀与收缩
、

有机
·

无机复合体的形成与

破坏等等都可影响上城肥力特性
。

同时
,

这些土城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