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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丘陵区滩地开垦后的土壤特性

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意义

樊润威 崔志祥

( 内蒙古农科院土镶肥料研究所 )

内蒙阴山丘陵区东西横贯自治区中部
,

绵延约 1 6 0。公里
,

南与山西
、

河北毗邻
,

北至蒙

古高原
,

面积 1 2 7 6 4 5平方公里
,

占全区总面积的 10
.

8 %
,

耕地 2 8 5 8万亩
,

占全区总耕地面积

的 35 %
。

土地
、

光能资源丰富
,

为本区粮
、

油
、

畜产品主要产区之一
。

以阴山为界
,

分北龙

和南麓旱作丘陵区
。

北部耕地 1 9 2 0万亩
,

其中现有滩地 2 35 万亩
,

发展前途可到 6 00 万亩
。

南

部耕地 9 40 万亩
,

其中现有滩地 1 50 万亩
,

发展前途可达 30 0万亩
。

本区是主要靠天然降水的早

作区
,

植被稀疏
,

土壤瘩薄
,

水土流失严重
,

无霜期短
。

干早
、

风沙
、

霜冻
、

冻雹等灾害经

常发生
。

而耕作粗放
,

广种薄收
,

生态系统脆弱
,

投入能量少
,

产量低而不稳为其生产特点
。

但又有一定农
、

牧
、

林生产基础和潜力
,

故从 当地资源出发
,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

合理调整

农牧林生产的布局
,

寻求增产途径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

浦

一
、

滩地概况

滩地一般分布于山峦和丘陵间洼地及河滩
,

地形低平
,

物质组成为堆积类型
,

以中生和

湿生植被为主
,

水成及半水成土壤
。

每块滩地大小不等
,

小的几百亩
,

大 的上万 亩
,

多数弯

曲相连
,

土层较厚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为当地水资源主要汇集区
,

部分滩地既能引洪淤澄
,

又

可提水灌溉
。

其中好的和较好滩地约占滩地面积的70 %
,

另有 30 %因土层薄
、

砂砾石较多或

盐碱化程度较重
,

一般不易耕种
。

阴山丘陵区滩地主要类型有扇缘滩地
、

丘间滩地
、

河谷滩地
、

湖滨滩地
。

土坡有草甸栗

钙土
、

草甸土
、

盐渍化草甸栗钙土
、

以及盐渍化草甸土等
,

但多数为草甸土
。

阴山北麓滩地主要分布在北纬 4 1一 4 2
。 ,

东经 1 0 8 ~ 1 1 7
。

之间
,

海拔 1 5 0 0米左右
,

属中温

带半干早大陆性季风气候
,

年均气温 1~ 3 ℃
,

》 10 ℃的积温为 1 8 0 0 ~ 2 2 00 ℃
,

年 日照时数为

2 8。。一 3 2 0 0小时
。

年降水量为 2 00 一 4 00 毫米卜 自西向东逐渐增多
,

多集中于七月至九月
,

夏

季降水强度大
,

春早
、

伏早都较普遍
,

无霜期 10 0 ~ 1 20 天
,

冬长夏短
,

冬春多大风
,

昼夜温

差大
,

寒暑剧变
。

阴山南麓的气候比北麓相对较好
。

滩地开垦利用有早有迟
,

年限不一
,

通常认为有25 。年左右的历史
。

解放后扩种筱麦
、

马

铃薯等粮食作物
,

近年来滩地试种良种小麦获得成功
,

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及农田基本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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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滩地开垦后土壤理化特性及肥力状况

滩地开垦后
,

’

耕作层的疏松程度与开垦年限有关(表 1 )
,

这主要是取决于精耕细作 的程 咬
度和增施有机肥 的数量等因素

。

开垦种植年降移冬
,

又经常旅有机肥料
,

则加速土城的熟化
。

土坡容重可由 1
.

42 降到 1
.

06 克 /厘米
` ,

土坡孔徐度由47 %增到 55 ~ 59 %
,

使土壤琉松
,

促进

好气微生物活动和土坡养分转化
。

滩地开垦后耕层土坡毛管孔隙度增加
,

有利于土壤蓄水保

墒
。

随着开垦年限延长
,

土壤持水量
、

熬发量
、

保水能力都有增加 (表 1 )
。

表 1 荒滩地 (草甸土 )开里后的土壤物理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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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 刀采原状土在室内侧定
。

燕发盆为在前面项 目侧完后
,

把环刀 (装原状土 )
,

放在供箱内定时称重累计数 ,

保持水 t 是最大持 水 t 减去裱发 , 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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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汀吸泪赵

滩地开垦后渗透速度和渗透系数 ( K : 。
)

都增大
,

在降雨或灌溉时水分易渗入土城中
。

肥力较高的滩地
,

在开始时水分渗入量较多
,

梯度较大
,

K , 。

线较肥力低的高 (图 1 )
,

生

产中也 比肥力低的滩地耐早
,

两者相差 7 ~ 8

夭
。

`

滩地开 垦后土城有机质含量降低
,

如果

增施有机肥和精细耕作
,

土壤有机质还能维

`

肥 幻较高

肥力较低

2( . ` 0 6一 吕。 一。川 一2`; )孤 , 而产丽。

时间 `分 )

图 1 不同肥力滩地土堆的透水性

表 2 滩地 (草甸土 )开星后土壤化学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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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较高水平
。

开垦后土壤在适当管理卞
,

盐分含量可降低
。

尤其是开垦种植后明显促

进养分转化
,

速效磷
、

水解氮显著增加 ( 表

2 )
。

土攘中养分释放强度与开垦 年 限 有 关

(表 3 )
。

只要土壤管理得法
,

用养结合
,

滩

地肥力水平可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
。

表 3 滩
养
地 (草甸
分释放豆

土 )开垦后土壤中
释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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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滩地在旱作农业生产中的意义

阴山丘陵区现有耕地中
,

坡梁地 (栗钙土为主 ) 约 占85 %
,

滩地 ( 草甸土为主 ) 约 占10 ~

15 %
。

坡梁地土层薄
,

有机质含量少
,

肥力低
,

常受干早威胁
,

产量极不稳定
,

高时亩产1 00

多斤
,

少时 30 一 40 斤
,

有时甚至颗粒无收
。

而滩地条件相对优越
,

肥力状况较好
,

以武川和

四子王旗试验点土壤测定为例
。

从土壤颗粒组成看
,

1~ 0
.

25
, 。

.

25 ~ 0
.

05 毫米粒级栗钙土都

高于草甸土
;
而小于 0

.

01 毫米粒级却草甸土高于栗钙土 (表 4 )
。

栗钙土总孔隙度 4 5
.

8 %和毛

管孔隙度 2 8
.

8 %都比草甸土低
,

而非毛管孔隙度 17 %却比草甸土高
。

表 4 土 墩 顺 粒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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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任月才场月1几

,曰,自

山滩地 草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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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5

1 5 ~ 3 5

0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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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蒸发和保水性两者也不同
,

土壤浸泡后
,

在 50 ℃条件下
,

经 40 小时后草甸土含水量

为 14
.

8一 1 9
.

3 %
,

而栗钙土仅为 7
.

0 % (用环刀采原状土
,

在室内测定结果 )
。

坡地的土壤温度

一般要高于滩地
,

六月上旬至八月中旬 (作物主要生育期 )
,

在土层 10 厘米及 15 厘米处坡地比

滩地高 3~ 8度
。

滩地养分状况远 比坡地要好
,

产量水平也较高 (表 5 )
,

而且土壤水分条件相对也有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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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滩地单产一般为 40 0 ~ 5 00 斤
,

高者60 。~ 7 00 斤
,

少数可达千斤 ; 差的滩地也能维持 20 0 ~

30 0斤
。

一亩滩地的产量相当于几亩坡地
,

因此阴
一

山丘陇区加强滩地建设
,

是当地发展农牧业

生产的关健
。

只有建设滩地
,

增加 早涝保收田才有可能在保证总产的情况下
,

压缩早坡拼地

的面积
,

做到坡梁退耕还牧种树种草
,

改变广种薄收
,

粗放耕种的掠夺式经营方式
,

逐步实现

农收林结合
,

恢复生态平衡
,

从根本上改变生产面貌
。 ·

经试验
,

滩地合理施用化肥有明显增产效果
。

在目前生产水平
,

肥力较高的滩地一般早

期施用磷肥增产效果显著
。

按每亩 10 一 15 斤三料过磷酸钙 (总 P
:

0
。

47 %
、

摩洛哥产 )用 t
,

做

种肥施用
,

每斤三料过礴酸钙 ( P : O
。

47 % )可增产粮食 4 ~ 6斤
。

氮磷肥配合施用
,

增产效果更

好
,

配合比例因土攘与作物而异
,

肥力较高滩地 (氮素供应力较强 )以磷为主
,

氮磷配合 , 中

肥滩地应氮礴并重 , 低肥滩地以氮为主
,

氮磷配合施用
,

配合比例多数在 1 : 。
.

5 ( N : P
:

O
。

)
,

一般以 1 :1 为宜
。

氮磷复合肥是当地比较适宜的化肥品种
。

有促进前期生长
,

做种肥伤苗轻
,

增产显著等优点
。

每斤化肥也能增产粮食4一弓斤
。

施用氮素化肥应掌握施用期及施用量
,

碳

按结合秋翻做基肥施用
,

尿素做种肥及结合分菜水迫肥
,

增产均十分显著
,

但种肥用量不宜

超过10 斤 /亩
。

除施用化肥外
,

「

针对滩地冷阴
、

下湿
、

盐喊危害
、

杂草较多等特点
,

采用相应

措雄
,

也有增产的散果
。 .

一
坡梁地完全依枚天然降雨

,

各年分的降水多少不均
。

主要措施是坑早保墒和防止水土流

失
,

此外
,

增加土城有机质
,

培肥地力、 逐步推行草核轮作的农牧林结合形式
。

施用化肥也

能增产
,

多数应 以氮为主
,

配合施用磷肥
,

但增产效果主要看作物生育期土城水分含量状况
,

一般土层稍厚 ( 50 厘米以上 )
,

土壤水分含量在 6 ~ 多%以上
,

增产较有保证
。

据田间试验在风调

雨顺的年景
,

按每亩 8 斤尿素做种肥
,

每斤尿素可增产麦类作物 4~ 5斤
。

而在干旱年份
,

同

样地块施用 同量尿素
,

往往增产效果较差或不增产
。

所以阴山丘隆旱作区加强滩地建设
,

是

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
,

也只有把滩地建设好
,

农牧林业的结合
,

才能得到充分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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