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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
、

文岩渠流域地区位于豫东北黄河北岸冲积平原
,

包括原阳县和封丘县的全境
,

以

及延津县
、

长垣县
、

淮阳市和 山东省东明县的部分地区
。

土地 总面积
* 5 1 2

.

4万亩
,

土壤总面

积 (扣除地物及非土坡面积 )为 38 5
.

6万亩
,

占土地总面积的 7 5
.

2%
,

其中砂地土壤 49
.

4万亩
,

占土壤总面积的 1 2
.

8 %
。

砂地土壤系指质地为松砂土和紧砂土的土壤
。

在本流域土壤分类系统中
,

包括四类性质

不同的砂土
,

即风沙土
、

潮砂土
、

草甸砂土和潜育砂土
。

这些砂土与早
、

涝
、

盐碱一样
,

在

广大黄淮海平原地区仍是限制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不利因素
。

因此
,

调查研究砂土的性质及

其改良利用
,

对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与总体开发利用有重要现实意义
。

一
、

砂地土壤的基本概况

(一 )风沙土的分布与性状

风沙土是黄河故道
、

自然堤或决口大溜所经地段的砂质沉积物
,

由风力进行再搬运和堆

积的产物
。

地面高差 2 一 10 米不等
,

具有明显的堆状
、

垅岗状
、

念珠状和新月状等风沙地貌

的特点
。

目前多为林
、

草
、

灌散生覆盖
,

或为光秃的沙荒地
,

是全流域生态条件最差
,

土壤

表 1 风 沙 土 表 土 层 的 理 化 特 性
*

地 点 土 城
深度
(厘米 )

有 机质
( % )

全 氮
( % )

全 碑
( P : O 。 )

(% )

全 钾
( K

: O )

(% )

P H
(H Z

O )
碳酸钙
(% )

盐基代换量
(毫克当量 / 质 地
1 0 0克土 )

低肥风沙土 0 一 1 2 0
.

8 3

0
.

6 8

砂壤土
乡村岗普县丘封祝

固定风沙土 } O一 20

封丘县奋岗
乡和寨村

固定风沙土 。 一 20 0
.

60

222
.

2 4 9
.

0 444

紧砂土
河乡林于县津延张

紧砂土

138一100一124120.0一.0

一
。45

!

38ǔ38.00
,

.00一.00

流动风沙土 { O 一20
」

。
.

23 0
.

0 18 } 。 紧砂土
场集宁福县阳旅林

流动 风沙土
·

o 一1 0 0
.

1 5 0
.

0 1 1 1 0
.

0 9 0 松砂土
乡庄坊县 油丘封崔

. 采用中国科 学院南 京土族 所编《土城理化 分析》方法 (下 同 )
。

* 土地面 积由中国科 学院遥 感应用研究所根据 1 9 8 4年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相片解译盘算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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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瘩薄而又未得到有效改造和合理利用的一类土壤资晾
。

风沙土集中分布在流域地区西北部
,

包括延津县境内的榆林
、

塔铺
、

石婆固乡以及原阳
县的黑羊山

、

福宁集和王杏兰乡
,

在封丘县的大沙河南侧也有成带分布
,

面积共 1 1
.

5万亩
,

占

全流域砂土面积的 2 3
.

2%
。

根据地表植被覆盖固沙的程度和有机质表土层发育的厚度和丰度
,

划分低肥
、

固定和流动风沙土三种
:

1
.

低肥风沙土零散分布于风沙土地区缓平的起伏岗地
。

面积 3
.

84 万亩
,

占风沙土面积的
3 3

.

5%
,

目前均为刺槐密林地
,

流沙已被固定而不受风蚀威胁
。

由于林冠下小气候得到改善
,

生物的空间富集量增大
,

表土层有机质积累量达 0
.

8%以上
,

全氮 0
.

0 45 %
,

速效磷 1一 2 p p m

( P
: O

。
)

,

比其他两种风沙土的含量均高 (表 1 )
。

土壤颗粒组成中粒径小于 0
.

01 毫米的 占20 %

左右
,

质地 已由松砂土变为砂壤土
。

土壤代换量每百克土由 3
.

5提高到 7毫克当量
,

几乎增加一

倍 (表 1 )
,

土壤结持力和蓄水保肥力明显提高
。

显然
,

这种风沙土的不良属性已开始得到控

制和改善
,

是风沙土中肥力最高的一种土壤类型
。

2
.

固定风沙土多为草灌丛生
,

间或有刺槐疏林的沙丘
。

面积 5
.

07 万 亩
,

占风 沙 土 的

44
.

3%
,

是风沙土中面积最大的一种土壤类型
。

固定风沙土的植被覆盖度达 70 % 以上
。

主要

杂生植被有虫实
、

沙蓬
、

白茅和马唐草类及兴安胡枝子
、

棠梨
、

酸枣和拘祀等灌木
。

浅表层

根系网络发达
,

固沙能力增强
。

除地表 1一 2厘米有机质稍有积累外
,

没有土壤层段发育特征
。

0 一 20 厘米土层 的有机质含量 0
.

68 %左右
,

全氮 0
.

0 38 %左右
,

均低于低肥风沙土 (表 1 )
。

土城

质地和结构未得到改善
,

地表仍可偶见风蚀沙斑
,

潜在风蚀威胁依然存在
。

3
.

流动风沙土成片状散见于风沙土区内
,

面积 2
.

55 万亩
,

占风沙土的 2 2
.

3%
。

散状丛生

草灌平均覆被度小于 50 %
,

地表风蚀沙斑累累
,

甚至呈现成片寸草不生的光秃沙荒地
,

附近

农田常受风蚀沙害
。

土壤无表土层发育
,

理化性状极差
。

0 一 20 厘米沙土层中有 机 质 含 公

低于 0
.

25 %
,

全量养分含量亦很低
,

几乎不含有效性氮
、

磷营养
,

土壤具早
、

瘩
、

沙
、

蚀特

点
,

是风沙土中地力最贫瘩的一种土壤类型
。

现状调查证实
,

上述三种风沙土的质量
、

生产潜力和改造利用的难易有很大的差异
。

事

实表明
,

流动风沙土经过人工或 自然封沙育草
、

育林改造
,

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半固定或固定

风沙土
,

直至低肥固定风沙土
。

由此
,

局部风沙土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得到改善
,

土城物质

开始积累
,

生物活性增强
,

肥力相应提高
。

但是
,

鉴于天然
、

文岩渠流域风沙土地区地貌一

母质一土壤组合景观微域分布的特殊性
,

如果改造利用不当
,

或植被遭受破坏
,

土壤生态环

境恶化
,

风沙土丧失地力的可逆性变化极快
,

重新恢复植被的难度就很大
。

(二 )潮砂土的分布与性状

潮砂土是发育在砂质河流冲积物上
,

受现代地下水活动参与成土作用形成的半水成型拼

种土壤
。

质地为紧砂土或松砂土
,

土壤中小于 0
.

01 毫米的顺粒含量占3一8 %
。

地势微倾斜
,

地

面坡降 1 / 2 5 0。一 1 / 4 0 0 0不等
,

具有波状泛滥冲积平原的地貌特点
。

潮砂土主要分布在风沙土丘间开阔平砂地
,

黄河故道自然堤两侧和封丘县境内大沙河南

侧
,

以及东部黄陵
、

尹岗乡和长垣县黄河滩区的恼里
、

苗寨
、

武丘乡等地
,

面积共 19
.

03 万亩
,

占流域土壤总面积的 4
.

9%
,

占砂土面积的 3 8
.

5%
。

由于灌溉水源及设施没有保证
,

农业生产

管理水平落后
,

作物生长不良
,

产量不高
,

其中部分撩荒砂地或广种薄收砂地
,

在春早风季

节仍受不同程度就地飞沙尘基的危害
。

潮砂土耕作层的土壤质地受长期耕种利用的影响
,

多已变为砂壤土
,

结构也稍有改善
。

土

壤有机质含量在 0
.

5% 以下
,

全氮
、

磷 ( P :
O

。
)分别低于 0

.

04 0%和 0
.

1 25 %
.

速效磷 ( P
Z
O

。
)小

3 1 1



性一臼(一表 2 潮 砂 土 耕 作 层 的 土 堆 理 化 特

勺曰 r` J

全
P(

产.、地 点

一

深 度
(厦米 )

有机质
(% )

全 红
(% )

分、 O -

% )

盆荃代换 t
(奄克当 t /
1 0 0克土 )

砂城土

砂城土

砂城土

砂族土

,1UOó“óó石ō吕的01勺nó
.

…
J恤ō勺二咭ùó丹O一ùO口J,一一O甘月̀ùō丹O班冲县石 婆固

城用县阳阿

长粗县摘里

封丘县尹 肖

0 一 2 0

0 一 1 7

0 一 1 5

0 一2 0

0
.

3 6

0
。

43

0
.

4 3

0
.

4 6

0
.

0 26

0
.

0 29

0
.

0 3 0

0
.

0 4 0

0
.

1 2 2

0
.

1 2 0

0
.

1 1 4

0
.

1 1 4

2
.

1 2 8
.

6 7

8
。

7 3

8
.

6 5

8
.

8 0

ó拢一八甘,曰O甘O甘,几

于 SP p m
,

土坡代换量每百克土小于 6 毫克当量 (表 2 )
。

耕作层以下为无层次发育的均一砂土
,

土镶理化性状陡然变差
,

是潮土中肥力最低的一种土坡类型
。

(三 )草甸砂土
、

粉育砂土的分布与性状

草甸砂土是在黄河新冲积砂土母质上
,

受草甸草类生物活动和地下水参与成土作用而形

成的一类砂土
,

其中也包括局部低滩一麦一水的冲积耕种砂土
,

面积 1 8
.

7万亩
,

占全流域砂

土面积的 3 7
.

8 %
。

主要分布于临黄水道旁呈宽窄不等断续带状的低 (嫩 )滩区
。

潜育砂土在全

流城仅有 2 3 8 1亩
,

占砂土面积的。
.

5%左右
,

局部分布于黄河故道或废渠故道边缘风蚀低地或

人工佳地
。

土坡地下水多在 50 厘米以内
,

甚至季节性浅表积水
,

土体常处于长期水分饱和状态
。

加之砂土本身养分含量低
,

耐湿性植物也难于生长繁殖
,

除南大堤内局部浅洼地生长芦苇
、

蒲

草或新垦植稻外
,

其余砂洼地仅有极少量莎草
、

三梭草和芦苇生长
。

草甸砂土的质地多为松砂土
,

小于。
.

01 毫米的颐粒占 3一 5%
,

其中小于 0
.

0 01 毫米的颗粒

占2一 3%
。

潜育砂土的质地多为紧砂土
,

小于。
.

01 毫米的顺粒占6一 8%
,

其中小于 0
.

001 毫米

的烦粒占3一5 %
。

两种砂土的剖面质地均一
。

土壤养分含量低且垂直分异不大
。

碳酸钙的含

t 和 p H值均高于一般潮土
,

这与地下水滞流不杨
,

水分碱性增高
,

以及新冲积物中碳酸钙含

t 较高而又未受耕作施肥的影响有关
。

表 3 草 甸 砂 土
、

潜 育 砂 土 的 理 化 特 性

乒一
{

拼)钾
草甸砂土常被新冲积砂覆盖更新

,

生物富集作用弱
,

无明显的表土层发育
,

土壤养分贮

盆很低
。

表 3 表明
,

草甸砂土表层有机质为。
.

14 一。
.

25 %
,

全氮 0
.

0 0 8一 0
.

0 18 %
,

显著低于

潜育砂土
。

相反
,

潜育砂土有明显的发育土层
。

表土层的生物积累量高
,

养分贮量普遍高于

草甸砂土
,

有机质含量为。
.

48 %左右
,

全氮。
.

025 %左右
。

全剖面潮湿
,

20 ~ 30 厘米以下为演

水还原作用强烈的潜育砂土
,

常夹有芦苇腐根和锈色斑纹
。

二
、

砂地土坡的改良与合理利用

(一 )风沙土的改良与合理利用

8 1君



据调查反映
,

在 1 9 5 7年以前
,

风沙土地区的林被生长好
,

发展快
,

大部分沙丘已被固定
,

群众柴草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

但在 1 9 5 8年以后连续几年毁林开荒
,

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虽

然在 1 9 6 2年以后逐步造林
,

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
,

各种树木成林的复生能力大大减弱
。

当前
,

风沙土的改造与利用应以逐步恢复和建立 良好的自然 (或人工 )生态体系为其主攻

方向
,

根据不同风沙土的性质和生态环境条件
,

统一规划
,

区别对待
。

采取综合治理与恢复

地力相结合
,

多层次分段合理利用与培肥地力相结合的技术方法
,

促进风沙土变害为利
,

治

灾致富
。

1
.

低肥风沙土地 区目前流沙已被控制和固定
,

小区水热
、

生物和肥力条件显著改善
,

为

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 良好的资源基础
。

因此
,

应有计划地按需要进行分片利用
,

充分发挥沙

土资源的综合经济效益
。

( 1 )计划间伐或疏伐现有林
,

培育农村用材林
。

本地区的成片刺槐密林生长期一般都超

过 20 年
,

但多未成材
。

目前应对现有林去劣留优
,

加速树木直立成材
。

间 (疏 )伐的枝条既可

作燃料
,

槐叶也可加工饲料或沤制有机肥料
。

林间间伐迹地应补种生命力旺盛 的紫穗槐
,

变

单层林为乔灌双层林
,

以利于保护地表
,

加速培肥表土层
。

紫穗槐条可用以编制水果 筐 婆
,

增加收入
。

( 2 )充分利用林间生态
,

发挥立体经济效益
。

在春季
,

大面积槐花累累
,

可为发展养蜂

业提供优质蜜源
。

利用林下优越的小气候环境
,

以槐树枝干作菌材生产食用菌
,

如平菇
、

木

耳和香菇等
。

刺槐密林沙岗地的根际土质疏松
,

温湿相宜
,

幼蝉寄生繁殖量大
,

夏天产出蝉

蜕 (价格较高的中药材 )多
,

可专人采集增加收入
。

2
.

固定风沙土的面积较大
,

目前地表沙虽然被固定
,

但潜在风蚀沙害的危险依然存在
。

因而
,

在改造和利用上坚持自然培育地力与分段合理利用相结合
,

进行综合治理 和 开 发 利

用
。

( 1 )在固定风沙土中风蚀沙斑明显的地片
,

可维持现状自然封育
,

严禁割草和放牧
,

待

其 自然植被蔓延增加地面被覆
,

再有条件地逐年合理利用
。

( 2 )选择覆被良好的地段
,

以不破坏现有草灌为原则
,

密穴种植适生乔木
,

如刺槐
、

小

叶杨等
,

营造人工用材林和固沙薪炭林
,

种好即封
。

严禁成片整地造林
。

( 3 )在固定风沙土沙丘的尾端缓坡
,

水肥条件优于上坡
,

且又靠近农耕地
,

可划出一定

宽度地段种多年生豆科绿肥 (肥源林 )
,

或作饲草基地
,

或穴客粘土 (肥土 )作果肥 (草 )间作基

地
,

以草固沙
,

以肥养田
,

以副促农
。

3
.

流动风沙土沙区地形起伏度大
,

环境条件恶劣
,

风蚀沙害仍在继续
,

土壤性状极差
。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

自然封育与分段生物固沙相结合
,

生物措施与必要的简易工程措施相给

合
,

绝对封禁方能奏效
。

( 1 )在流动风沙土中的半流动风沙土地段
,

必须封育现有稀疏草灌
,

促其生物自然繁殖

崔盖
,

控制沙蚀危害
,

逐步恢复表皮土层
。

( 2 )在成片流动风沙土地段
,

切忌全面铺开生物改造
。

应有计划地采取由下段而 上 段
,

先草后灌 (乔 )
,

分段治理
,

逐年改造的技术方法
,

逐步增强生物的适应性
,

以期达到最佳的

固砂改造效果
。

据沙区治理经验
,

一般可先在沙丘三分之一 以下地段
,

撤播或飞播耐早府而

固沙力较强的沙打旺
、

狗尾草和爬根草
,

以及棠梨
、

酸枣等灌木
,

逐年由下往上分段推进
。

在

迎风面
,

还可在地面撤盖薄层粘质土
,

减少风蚀沙埋和水分蒸发
,

提高植被成活率
。

( 3 )利用流动风沙土沙源作原料
,

发展制砖业生产
,

这也是以短养长
,

以工促农
,

获得较好

寻23



经济收益的有效途径
。

(二 )湘砂土的改良与合理利用

溯砂土是一类抗灾保收能力差
,

产量低而不稳的土壤
。

潮砂土地区人均耕地约 2
.

5 一 3

亩
,

劳均 5
.

5 一 10 亩
,

属人少地多地区
。

主粮 (小麦 )占农作面积的 45 %左右
,

玉米占23 %以

上
,

两者耕播面积超过 70 %
,

其中一年两熟 占砂区耕地面积 50 %以上
,

其它杂粮约占 25 %
,

经济作物占20 %
。

粮
、

经
、

杂作物比为 1 :0
。

:3 0
.

4
。

显然
,

农业利用长期以单打一的粮食

种植业为主是不合理的
。

加之
,

生产管理水平差
,

地力耗损大
,

农田生态失调
,

土壤肥力迅

速减退
。

据封丘县 19 8 2年资料
,

砂区粮食单产不到 20 0斤
,

油料不到 50 斤
,

是全县最贫困的地

区
。

翔砂土与风沙土相 比
,

具有地形
、

肥力
、

水利条件和生物多宜性的资源优势
,

应 以改善

生产条件和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

恢复和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体系为重点
,

以提高砂土肥

力为中心
,

实行
“

因地制宜
,

适当集中
’

的种植方针
。

在选择较好的潮砂土保证 口粮
、

种粮和

饲料粮种植面积的前提下
,

必须压缩耗水肥量大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

增加油料和经济作物

的种植比例
,

发展节水型早作农业 的多样化生产
,

走农林
、

农牧
、

农果
、

农肥和农副结合的

道路
。

1
.

实行农桐或农杨 (毛白杨 )林网化种植
,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

适 当增加耐早
、

耐清薄的

杂粮 (如谷子
、

高梁等 )种植面积和粮肥间套面积
。

2
.

压缩小麦
、

棉花和玉米面积
,

扩大适生性油料作物 (花生
、

大豆等 )的种植
,

推 广 油

棉
、

油粮轮作
。

发展井灌和有条件的引灌
。

采用花生根瘤菌磷肥拌种和地膜覆盖技术
,

大幅

度提高单产
。

3
。

农条间作
,

农副结合
,

以副促农
。

经济价值较高的砂生灌木有蜡条
、

柳条
、

桑权
、

紫

祖槐等
。

这些灌木可沿农作物地块边缘带状种植
,

生长速度快
,

繁殖量大
,

经济收入高
,

同时

对护田
、

改善砂土理化性状
,

提高土壤肥力也有好处
。

4
.

退耕低肥潮砂土
,

扩大果瓜种植
,

增加商品经济收入
。

本地区潮砂土适生性的果瓜类

品种很多
,

为保证建成果园基地
,

应注意
: ( l )选择良种

,

下足基肥
,

大穴客粘土 (肥土 )种

植
,

实行果肥间套作 , ( 2 )加强幼树田间抚育管理
,

发展井灌或喷灌
,

保证成活 ; ( 3 )积极

钩通信息渠道
,

同有关工厂签订资金
、

技术和供销合同
,

争取建成原料供应或半成品加工基地
。

6
。

规划大田绿肥和饲草种植面积
,

发展畜牧业
,

以地养地
,

以肥养地
,

改造砂土
。

在潮

砂土地区除实行农
、

肥 (或饲草 )间
、

套
、

棍作或轮作外
,

对广种薄收或撩荒砂土地
,

可大力

种植豆料绿肥和饲草以及禾本科黑麦草
、

二棱大麦草等
。

只需增施少量氮
、

磷肥
,

就可起到

以无机促有机改良土城的效果
。

6
.

引黄放淤
,

压砂改土
。

如封丘县在临黄大堤设置的辛庄闸
,

对本县东部贯孟堤内的潮

砂土改造有利
。

在原阳县黑羊山乡附近一带的潮砂土
,

引黄压砂已取得明显的改 土 增 产效

果
。

此外
,

在局部丘间低平砂地
,

剖面 。 一 50 厘米土层内常间淤土层
,

群众有就地翻淤压砂

改土的成功经脸
,

值得借鉴
。

(三 )草甸砂土
、

潜育砂土的合理利用

1
。

草甸砂土大部为临近黄河不稳定的新冲积砂荒滩地
,

几乎每年秋季都受黄河不 同 程

度的淹没
,

目前无多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

可成片种植水柳
,

不仅有利于固滩和保护大堤
,

而

且还可解决群众部分嫩料
。

至于一水一麦的草甸砂土
,

由于不施肥
,

又缺乏灌溉条件
,

地力

(下转第3 0 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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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特征的基础上
,

而堆积类型靠地图信息确定
。

因此
,

该方法专用于水土流失制图
。

该方法主要使用的仪器是密度分割仪
。

目前此类仪器进 口的和国产的均有
,

但充分使用

的却不多
,

一般租用费较低
。

成图过程中尚需用到单个投影器或高放大倍数的彩色嫩大 机
。

单个投影器
,

各地也易筹集到
。

该方法具有简便
、

经济
、

可行
、

快速和较准确划分类型界线的特点
,

可以代替常规法
,

优

于 目视判读法
,

有着应用于 1 / 5 0万水土流失调查制图的广阔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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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薄
,

应退耕辟为季节性天然牧场和饲料基地
。

2
.

低湿地潜育砂土面积很小
,

且分布比较集中
,

雨季常为积水洼地
,

应利用其低 洼 演

水条件
,

发展水生经济植物
,

如芦苇
、

蒲草
、

莲藕
,

增加收入
。

至于在背河洼地新垦种稻的

局部潜育砂土
,

水草丛生
,

土壤理化性状不良
,

肥力低
,

改土培肥和排灌的难度很大
,

水稻

年产量很低
,

一季稻一般亩产 2 00 一 3 00 斤
,

且不保收
。

对此
,

应退耕
,

让其自然恢复或人工

发展水生经济植物
,

投资小
,

经济收入高
,

同时对保护农田生态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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