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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土壤普查成果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赵 常 泰

`辽宁省海城 县农 业区姻 办公 室 )

海城县位于辽宁省的南部
,

全县总面积为 40 9 万亩
。

地貌大致以哈大铁路为界
,

东为千

山山脉延展之低山丘陵
,

西为辽阔的下辽河平原
。

属于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地区
。

据21 年气象

资料统计
,

、

年平均降雨量 6 9 1毫米
,

年平均气温 8
.

4℃ ,

日照时数为 2 6 6 3个小时
,

适合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生产
。 、

本县从 1 9 7 9年秋开始
,

经过一年的时间进行了全县土壤普查
。

在此基础

上全面开展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
,

促进了粮食总产不断增长
。

通过土壤普查成果资料全面汇总
,

全县共划分为 6个土区
,

即
:
低山棕壤性土区 , 丘陵

棕壤
、

潮棕壤区 , 平原草甸土区 , 低洼草甸土区 , 盐化河淤土 区和水稻土区
。

根据因地制宜

进行分类指导生产的原则
,

实行了因土种植
。

低山棕壤性土区
,

地势较高
,

水土流失较重
,

土

壤类型以黑麻石土
、

黄麻石土和黄板石土为主
。

土层薄
,

质地偏砂
,

地下水位低
,

干早缺水
.

最适于发展林
、

果
、

蚕生产
。

这类土壤过去由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
,

忽视了林
、

果
、

蚕
,

使

山区生产发展很慢
。

土壤普查以后
,

根据土壤类型的性质
,

确定了山 区 以 林 为主
,

全面发

展的方针
,

把生产重点转移到林
、

果
、

蚕上
,

并把过去 25 度坡以上的 1
.

7 万亩耕地逐渐退耕

还林还果
,

加快了林
、

果
、

蚕生产的步伐
。

森林覆盖率也邮 97 9年的 40 %提高到 1 9 8 3年的 47 %
。

在丘陵棕壤
、

潮棕壤土区
,

因其土壤中含有砂石
,

质地较松
,

恢复和发展了花生和大豆的种

植
,

由于适地适种获得了历史
_

L最好的收成
。

平原草甸土区
,

主要分布在哈大铁路以西
,

土城

类型多为河淤黄土和河淤土
,

土层深厚
,

质地中壤
,

无障碍层次
,

地下水资源充沛
,

灌排条

件较好
,

以产粮食为主
。

低洼草甸土区和盐化河淤土区
,

主要分布在牛庄
、

中小和望台乡
,

适

宜利用地下水发展水稻种植
。

西部水稻土区和西四
、

温香乡是老水稻区
,

适宜发展和扩大水

稻生产
。

土壤普查后
,

平原和沿河地区通过新打深井
、

节约用水等办法开发水田
,

据统计
,

全

县 1 9 7 9年水稻面积为 7 万亩
,

土壤普查后 1 9 8 3年达 12 万亩
, 19 8 4年又比 1 9 8 3年增加了近 3万

亩
。

因土耕作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土壤普查成果为改革耕作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丘陇地

区的大屯
、

甘泉等乡东部潮黄土
、

棕黄土小区
,

土壤耕作层结构差并有较厚的犁底层
,

是增

产的主要障碍因素
。

土壤普查后
,

采取了逐年加深耕作层的方法
,

使耕层 由 原 来 的 15 厘来

加深到20 厘米左右
,

从而改善耕层土坡的结构和理化性质
,

为作物生长创造了深厚的肥沃土

层
。

在平原草甸土区进行合理轮作
,

调节和提高土壤肥力
。

该区的耿庄
、

望合
、

东四方合等

乡积极推行了大豆
、

玉米
、

高粱三年轮作制的耕作方法
。

因土改良
,

改变农田 生态条件
。

根据土壤普查查出的土壤障碍 因素
,

全县着重治理了三类

土壤
:

( l) 对质地较粘重的河淤土
,

采取深翻
、

中耕深松
、

打破犁底层等措施
,

由原耕层 17 ~

20 厘米逐渐加深到25 厘米
,

起到了改 良土壤的良好效果
。

( 2) 对内陆轻盐渍化土
,

采取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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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碱
,

增施农肥
,

种植绿肥
,

水旱轮作
,

深沟漏碱
,

暗排等综合措施
,

改善了土坡生产条件
,

三年来治理了盐碱土 3 千亩
。

例如中小乡的西大村
,

把 2 00 亩轻盐碱地改为水田
,

每亩粮食

产量由原来的 20 0多斤提高到 1 0 2 2斤 , 兴隆村黑土压碱土 80 余亩
,

高粱亩产由原来 420 斤增加

到85 5斤 , 中小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1 9 8 1年至 1 9 8 2年连续二年在东大村 60 亩玉米地上实行隔沟

套种绿肥
,

效果十分显著
。

经测定
,

土坡有机质
、

碱解氮
、

速效磷和钾等含里均有折提高
,

平

均亩产88 7斤
,

比未套种绿肥 的 (亩产 8 27 斤 )增产 7
.

3%
。

( 3) 东部山区
、

丘陵区有棕城土 2
.

2万

亩
,

土少砂多
,

漏水
、

漏肥
。

土壤普查后
,

年年采取挖砂换土的办法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如马

风乡从 1 9 8。年冬开始至 1 9 8 1年春
,

动员农民以土压砂
,

增施农肥
,

治理农田 2千亩
,

当年种

植玉米
、

高粱均取得显著增产效果
,

全乡通过治理农田平均增产 20 % 以上 , 1 9 8 2年和 19 8 3年

在秋收后和春播前又压 土改砂 5 千亩
,

使瘩薄的土壤逐渐变成了肥沃土坡
,

为农业增产创造

了良好条件
。

因土施肥
,

调整氮磷肥比例
。

通过土壤 表 1 磷肥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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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化验的结果
,

得知全县土坡中有机质含

t 平均为 1
.

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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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90 % 以上的土

旗严重缺磷
。

土壤中的有效 甄
、

磷 比 为 :1

0
.

07
,

不同土城类型含磷不相同
,

其中以黄

土
、

沙土和盐喊土缺磷为甚
。

据 8 个点4 6个

项次试验资料
,

粮食和大豆作物增施碑肥
,

使氮
、

磷比调整为 1 :0
.

5 左右
,

一般可增产
’

10 %左右
。

土坡普查前 ( 1 9 7 9年 )亩施决肥为

6 斤 ( P :
0

。
)

,

氮
、

礴比为 1 : 0
.

2 4
,

全县从

土族普查后 以增施磷肥调整氮
、

磷比例
, 1 9 8。

年亩施礴肥为 9 斤
,

氮
、

磷比为 1 : 。
.

36 , 1 9 8 1

年为 1 4斤
,

氮
、

磷比为 i : 0
.

6 0 , 1 9 5 2年为 1 2

斤
,

氮
、

磷比为 1 :0
.

4 8 , 1 9 8 3年为 10 斤
,

氮
、

磷比为 1 : 0
.

30
。

氮
、

磷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
,

1 9 8 1年和 1 9 8 2年比例趋向合理
,

增产效果明

显
。

据耿庄乡和东四方台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的礴肥试验 (表 1 )表明
,

亩施磷 10 斤左右增

产效果最好
,

平均每斤磷肥增产粮食 4 ~ 13

斤
,

这一施肥水平大体同土城普查后的实际

水平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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