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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 了我 国 8个主要类型的中低产土壤
。

将它们分为 9 个区和 5 个大区
。

并对各个中低产土坡
、

分 区

和大 区的特点
、

生产 限制 因子
、

车产潜力 和治理 开发的原则及主要措施作了详细地论述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粮食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

我国以 7
.

5 %的

世界耕地
,

养活着四分之一的世界人 口
,

这是一大创举
。

但是与世界相 比
,

发达国家 1公顷

土地负担 1
.

8人
,

发展中国家负担 4 人
,

而我国却要负担 10 人
,

说明我国是人均耕地面积最

小
,

土地负担人 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

随着人 口增长
,

在耕地不可能扩大的情况下
,

我国粮食

总产到本世纪末需达万亿斤
,

即在十多年内
,

需净增粮食2 0 0。亿斤
,

因此
,

我国今后粮食增

产只能主要依靠提高单产
,

增加复种
,

走集约农业的道路
,

其中针对我国中低产土进行治理

与开发
,

是解决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之一
。

本文拟就我国中低产土的类型
、

分布与治理开发

途径进行概述
。

渗

一
、

中低产土的类型

据最近资料统计① ,

我国耕地总面积为 1 4
.

95 亿亩
,

若以南方亩产> 500 公斤
,

北方 > 3 00

公斤为高产土
;
南方 3 00 一 5 00 公斤

,

北方 1 50 一 3 00 公斤为中产土 ; 南方 < 30 0公斤
,

北方 <

1 50 公斤为低产土计算
,

其中高产土为 3
.

73 亿亩
,

中产土为 5
.

10 亿亩
,

低产土为 6
.

12 亿亩
,

分

别占耕地面积的 2 4
.

9 %
, 3 4

.

1 %和 41
.

0 %
。

由此可见
,

我国中低产土特别是低产土的面积最

大
,

生产潜力甚高
。

按初步研究
,

我国低产土 (也包括部分中产土在内 )类型共有 8 种
,

兹将

各种类型 (表 1 )分述如下
:

1
.

旱薄土 面积 2
.

63 亿亩 (占低产土总面积的 42
.

9 % )
,

主要分布在西北
、

华南及青藏高

原等地
,

由于坡度大
、

质地粗和开垦不当
,

致使土壤遭受严重侵蚀
,

土层淡薄
,

肥力极低
。

有

的甚至颗粒无收
。

治理途径主要在于植树造林
,

制止陡坡开垦
,

防止土壤侵蚀
。

高原及高山

地区应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
,

调整种植业布局
。

2
.

盐碱土 面积 0
.

98 亿亩 (1 6
.

0 % )
,

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
,

西北及滨海地带
,

以早作

为主
。

由于地势平缓
,

地下水位较高
,

土壤通常含有盐碱
,

影响作物生长
。

这类低产土的治

理
,

关键在于合理排灌
,

搞好井
、

沟
、

渠配套
,

降低地下水位
,

同时应注意平整土地
,

精耕细

作
,

注意培肥
,

搞好轮作
,

这类土壤粮食增产潜力甚高
,

有的盐碱土可通过水旱轮作获得高产
。

* 本文曾在 1 9 8 8年中国土城学会 召开的
“
全国中低产土 壤综合改良利用研讨会

” 上报告
。

① 石元春等
, 我国的耕地 问题和对策 ( 1 9 8 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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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我 国 低 产 土 壤 的 类 型

’
一

一一
、

一 f一
-

-

一
-

一
` 飞 -一—

布 低 产 限 丫制 因 索 治 理 途 径

西北
、

华南及

青践等地 (以

早地为主 )

华北
、

西北
、

滨海等地 (以

坡度大
,

侵蚀严重
,

土层
浅薄之残留砾石

,

肥力甚

低 誉

地势低注
,

地下水位高
,

土
中含有盐找

( 1 ) :防止水蚀与风蚀
,

(2 ) 制止陡坡开垦 ,

( 3 ) 调金作物布局
,

提高肥
力

。

(1 ) 合理排灌
,

降低水位 ,

(2 ) 平整土地
,

精耕细作
,

早地为主 )

西北
、

新刃等
地 ( 以早地为

遭受风蚀
、

粗砂砾质
,

水漏肥
、

千早缺水
漏

防止反盐 ,

(3 ) 培肥土狡
,

合理轮作
。

( 1) 植树造林
,

防止风蚀与
水蚀 ,

( 2 ) 解决水 源
,

合理用水 ,

( 3 ) 培肥地力
,

农收结合
。

东北
、

华中等
地 ( 以早地为

黑土层浅称
,

白浆层养分
缺 乏

,

水份物理 性不 良
,

发生 冷浆
,

易刃水蚀 与风

( 1 ) 阻截 山水
,

(2 ) 困压绿肥
,

( 3 ) 增施化肥
,

防止 内涝
,

施用 泥炭
,

合理 耕作
。

蚀
。

华中
、

西南
、

华南 等地 (水
质地枯鱼

,

靠 分缺乏
,

出
苗困难

,

易于发似

(劝 双犁晒田
,

早深中耕 ,

(2 ) 种植绿肥
,

增肥抄 砂 ,

( 3 ) 水早轮作
,

培育 肥力
。

烂 泥田 夕 华 中
、

华北
、

冷烂土 ( 1 0
.

7 8 % ) 华南
、

西南等

地 ( 水田为主 )

滞水潜育
、

土烂泥深
、

土
温低

,

透气性差
、

不易立
苗

( 1 ) 开沟排源
,

切断 山泉 ,

(2 ) 增施热性速效肥
,

提高
土温 ,

( 3 ) 早耕晒 田
,

改 良土性
。

砂漏 田
、

淀浆 田
、

泥沙 田
、 ’

砂反 田等 ;

砂板土

0
。

4 9

( 8
.

13 % )

浆板结
,

沙 多泥少
,

土
松散

,

漏水漏肥 , 发苗

爪 山 、 , 、 认 , · 、

下

今 山

(l ) 移 泥入砂
,

种植绿肥 ,

(2 ) 随耕随种
,

防止沉板
,

(3 ) 营造防 护 林 : 防 止风

蚀
。

鸯

酸毒土

0
.

0 3

( 0
.

4 9% )

荣性
,

.

0 )
,

有时含
,

钨 等
,

作物

(1 ) 汕水洗田
,

水早轮作
,

清洗毒物
,

(2 ) 客沙入泥 : 加厚耕层
,

减少反酸
。

3
.

风沙土 面积 0
.

5亿亩 ( 8
.

2 % )
,

主要分布在西北及新疆等地
,

质地甚粗
,

干早缺水
,

漏水漏肥
,

产量极低
,

治理途径在于植树造林或种植草被
,

防止风蚀及水蚀
,

同时应积极开

辟水源
,

合理调节用水
,

进行农牧结合
,

逐步提高肥力
。

4
.

白浆土 面积 0
.

37 亿亩 (6
.

0 % )
,

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
,

华中水稻土分布区也有少量
“

白土
” 。

这类土壤在黑土层下有一明显的 白浆层
,

此层耕性不 良
,

养分贫乏
,

发生冷浆
。

在改良

中需注意阻截山水
,

防止内涝
,

翻压绿肥
,

增施化肥
,

同时应注意调节作物布局
,

不断培育肥力

5
.

粘结土 面积 0
.

46 亿亩 ( 7
.

5% )
,

包括西南地区的胶泥 田
,

淮北地区的砂姜黑土
,

华

南的石灰板结田等
。

质地粘重
,

养分贫乏
,

出苗困难
,

作物易于发僵
,

在治理 中应注意深耕

晒堡
,

种植绿肥
,

增肥掺砂
,

水早轮作
,

不断培育肥力
。

据云南省经验
,

这类土壤通过深耕

晒堡
,

重施绿肥
,

水稻可成倍增加
。

6
.

冷烂土 面积。
.

“ 亿亩 ( 1 0
.

7 8% )
,

包括华中
、

华北
、

华南及西南等地的冷浸 田
、

沤

水田
、

烂泥田等
。

限制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土烂泥深
,

滞水潜育
,

土温低
,

透气差
,

不易立苗
。

但通过开沟排水
、

切断山泉
、

早耕晒田
,

增施热性速效肥料等措施
,

可以获得水稻高产
。

7
.

砂板土 面积 0
.

49 亿亩 (8
.

13 % )
,

包括华中
、

华南
、

华北等地的砂漏田
、

泥砂田及淀 禅

浆田等
,

存在问题是淀浆板结
,

沙多泥少
,

漏水漏肥
,

发苗困难
,

治理途径是渗泥入沙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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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绿肥
,

随耙随种
,

防止沉板
,

同时应注意营造防护林以防止风蚀
。

8
.

酸毒土 面积。
.

03 亿亩 ( 0
.

49 % )
,

包括华南滨海的咸田及各个矿区附近的各类矿毒

田
。

限制生产的因素是化学污染
,

酸性重 (P H Z
.

5一 5
.

0) 有时含有硫
、

锰
、

铁
、

钨等元素
,

作

物生长困难
。

治理途径是灌水洗日
,

水旱轮作
,

淋洗毒物
,

同时采用客砂入泥
,

加厚耕层
,

抑

缪 制反酸等措施
,

均可收到良好效果
。

二
、

中低产土的分区

根据中低产土的分布特点
,

我国中低产土划分为九个区
,

各个土区的总耕地面积及中低

产土类型 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数列入表 2
。

由表 2 可见
,

黄淮海平原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耕地面积最大
,

中低产土的分布面积也最广
。

前者以盐碱土
,

风沙土及砂姜黑土为主 ; 后者

以粘结土
、

沙板土及冷浸田为主
。

从中低产土分布的类型看
,

长江中下游与西南
、

华南等地

区具有共同点
。

东北地区总耕地与中低产土的面积仅次于上述地区
,

以白浆土
,

黑土及早薄

土占优势
。

黄土高原
、

内蒙及甘新地区的耕地及中低产土面积相对较少
,

主要为风沙土及盐

碱土
。

至于青藏地区
,

耕地及中低产土面积均最小
,

土壤的生产力甚低
,

治理与开发均极困

难
。

为便于对我 国中低产土治理开发进行综合评价
,

可将我国 9 个中低产土地区归并为五个

大区
,

即黄淮海平原区 (表 2 中第 3 区 )
,

东北平原区 (表 2中第 1区 )长江珠江流域区 (表 2 中

第 5
、

6
、

7 三个区 )
,

西北地区 (表 2 中第 8
、

2
、

4 三个区 )及青藏地区 (表 2 中第 9 区 )
。

三
、

中低产土的治理与开发原则

当前
,

我国中低产土治理开发工作已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重视
,

并正在一些地区对中低

产土开发组织实施
。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

结合有关地区治理中低产土经验
,

治理与开发我国

中低产土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

第一
,

强调综合治理 即实行综合治理
,

综合开发
,

综合经营
。

将治理与开发结合起来
,

除发展粮食外
,

还要积极发展棉
、

油
、

肉生产
,

以达到经济
、

社会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

第二
,

重视科技投入 以技术开发起步
,

不断排除低产障碍因素
,

以形成稳定的综合生

产能力
。

应在总结治理 中低产土经验的基础上
,

抓好关键性技术 (如冷浸 田
、

盐碱土
、

沼泽地

的排水
,

管理及优化种植技术 ; 南方丘陵低产土的梯田化 ; 东北黑土的培肥技术等 ) 及系统

配套技术 (如采用水利
、

生物配套技术治理盐碱土 ;采用综合整治与经济林配套技术治理风沙

土 , 采用渔塘一台田工程和放淤种稻整治涝洼 ; 采用培肥地力综合措施整治红壤低产土等 )
,

使这些技术能真正在治理中低产土中起显著作用
。

第三
,

注意因土因地制宜 中低产土类型众多
,

性质与限制性因素各异
,

因此首先应针

对不同的中低产土类型进行整治
。

其次
,

不同区域的中低产土组合及特性有所不同
,

因此
,

应

按各个区域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与开发方案
,

以期收到较好的整治效益
。

第四
,

要统一领导
,

统一规划
,

统一政策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

以地方为主
,

组织科研
、

教学
、

生产等部门
,

采用技术承包的方式对各区中低产土进行治理开发
,

以保证整治工作顺

加 利进行
。

除在政策上给以优惠外
,

还须在能源
、

肥料
、

种子
、

农药及有关农业设施上给予重

点扶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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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我 国 中 低 产 土 分 区 表 *

耕地面积 (亿亩 )

区 名 范 围

总耕地面积 中产土占总
面积 的%

低产土 占总
面积 的%

主要低产 田类型 占低产

田 的百分数 《% )

1
.

东北自浆土
、

黑
土 区

辽
、

吉
、

黑
白浆土 占 23

.

9% ,黑土 占14
.

6%
, -

风沙盐碱土 占22
.

6% , 早薄土 占 乡

3 8
.

9 %
。

2
.

内蒙风沙土区 蒙 (内蒙古 ) 0
`

6 8 风沙土 占56 %
, 盐碱土 占34 %

。

京北、

苏
豫
、

卜U
、 JJ

.公皖冀津3
.

黄淮海盐碱土
、

砂土 区

3 6
_

0
盐碱土 占19 %

, 风沙土 占2 0% ,

砂姜黑土 占24
.

3 %
,

淤土
、

早薄
土占 3 6

.

7 %
。

4
.

黄土高原 早薄土
区

陕
、

晋 早薄土 占 7 2
.

5 % , 盐 碱 大 占
18

.

3 % , 风 砂土 占 9
.

2 %
。

湘皖沪浙苏 籁鄂5
.

长江中下 游粘结

土
、

砂板土 区

粘结土占3 3 %
,

冷及田占32
.

5 % ,

砂质土占 21 % , 砂姜黑土 占
13

.

5 %
。

6
.

西南冷烂土
、

早
薄土 区

云
、

贵
、

J一! 早薄土占61
.

6 %
,

冷浸田占
3 8

.

4 %
。

7
.

华南酸毒土
、

冷
烂土区

鲁
、

闽
、

桂 冷浸田占5 8
.

9% , 酸毒 田占
1 0

.

4 7 %
, 早薄 田占3 0

.

6 3
。

888
.

甘新风沙土
、

盐盐 甘
、

新新 0
.

5 999 3 3
.

888 5 0
.

333 盆碱土占2 7
.

5%
,,

碱碱土区区区区区区 风沙土 占12
.

5 %
。。

999
.

青藏早薄土区区 青
、

藏藏 0
.

1 444 3 0
.

666 5 9
.

111 以早薄田土为主
。。

1111111 4
.

5 999 3 4
.

111 4 1
。

22222

(((((((((平均 ))) (平均 )))))

匆

* 表内数字参阅
“
我国耕地治理和对策 ” 及 1 9 8 5年全国农业年鉴

。

第五
,

注意当前与长远的结合 治理开发中低产土
,

除考虑当前采用的技术措施外
,

还

应考虑涉及长远治理与开发上的一些关键问题
。

例如
,

中低产土分布区的水资源合理调节
,

生

物资源的合理配置 ; 土壤肥力的培育与长期肥料的试验 ; 土壤水盐运动规律 , 作物品种的培

育与选择 ; 土壤污染与环境保护及土壤信息系统的研究等项目
。

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有关治理

中低产土的科技咨询及人才培训
。

四
、

中低产土的区域治理开发途径

关于五个大区中低产土的治理开发途径分别概述如下
:

1
.

黄淮海平原区 是我国最大的冲积平原
,

包括冀
、

鲁
、

豫
、

皖
、

苏
、

京
、

津五 省 二

市
,

面积 32 万平方公里
,

耕地 3
.

34 亿亩
,

其中中低产土 2
.

5亿亩 (河南 6 6 4 2万亩
,

山东 6 0 0 0万

亩
,

河北 5 2 0 0万亩
,

安徽 3 5 0 0万亩
,

江苏 3 4 0 0万亩
,

北京天津共 7 5 5万亩 )
,

包括盐碱土 4 7 0 0

万亩
,

风沙土 5 0 0 0万亩
,

砂姜黑土 6 0 0 0万亩
,

淤土
、

旱薄土 9 0 0。万亩等
。

人均耕地 2
.

5亩
。

当

前粮食平均产量2 00 公斤左右
,

按整个平原光
、

热
、

水条件分析
,

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可达 3 50 碑

一 5 00 公斤
,

根据长期试验结果
,

通过水利改良
、

改土培肥及选育良种等措施
,

中产土可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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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共计 1
.

2亿亩 ) ;低产土可增产一倍 (共计 1
.

3亿亩 )
。

到本世纪末
,

整个黄淮海平原
,

可

望净增粮食 4 00 亿公斤
,

这是我国中低产土治理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
。

2
.

东北平原区 气候湿润
,

土质肥沃
,

耕地集中连片
,

总耕地 2
.

48 亿亩
,

其中中低产

土共 1
.

87 亿亩
,

包括 4 2 5 4万亩白浆土
,

2 5 9 8万亩黑土
, 4 0 0 0万亩沼泽土及盐碱土

,
6 9 2 4万亩

早薄土
。

人均耕地 2
.

48 亩
。

这一地区亩产粮食虽低
。

但种植面积大
,

总产量高
,

人均产粮达

千斤以上
。

根据有关试验站的长期研究表明
,

在调整农业结构基础上
,

应着重治理白浆土
、

黑

土和沼泽土三大类中低产土
,

主要是预防春早
、

秋涝和和早霜 , 搞好草田轮作 ;增施化肥 ;加

强农牧产品商品化经营
,

使其成为我国较大的农牧结合基地
,

到本世纪末
,

初步估算可净增

粮食1 50 亿公斤
。

3
.

长江珠江流域区 包括我国南方诸省
,

总耕地达 5
.

9亿亩
,

其中中低产土占71 %
,

达

4
.

18 亿亩
,

是我国中低产土最大的分布区
。

主要有粘结土 1
.

35 亿亩
,

砂板土 。
.

87 亿亩
,

冷役田

1
.

33 亿亩
,

早薄土 0
.

56 亿亩
。

本区水热资源丰富
,

资源生物产量占全国 85 %
,

粮食及肉食产量

占全国 2邝 以上
。

但由于该区人口稠密
,

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

长期实践表明
,

这一地区的中

低产土必须通过重施化肥
、

发展绿肥
、

抓好轮作
、

改良作物品种和推广集约耕作技术
。

总的

看来
,

本区粮食增产潜力并不太大
,

在增加复种提高产量的基础上
,

本世纪末可望净增 10 0

亿公斤
。

但在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与林木上
,

却具有极大的潜力
,

是我国的重要生产基

地
。

4
.

西北地区 气候干燥
,

地广人稀
,

水源缺乏
,

资源生产力低
。

粮食总产仅占全 国 的

15 %
,

耕地面积 3
.

09 亿亩
,

农业生产不稳定
,

中低产土占73 %
,

达 2
.

26 亿亩
。

其中低产土为

1
.

34 亿亩
,

单产仅15 0公斤左右
。

这一地区的低产土主要 以风沙土 ( 1
.

49 亿亩 )及盐渍土 ( 0
.

76

亿亩 )为主
,

这两类土壤
,

无论在改良措施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上都存在较大困难
,

特别是这

一地区当前还面临水蚀与风蚀的巨大威胁
。

因此
,

通过综合治理与开发
,

在粮食增产上预计

在本世纪末
,

只能达到地区粮食自给的 目标
。

5
.

青藏地区 地处高原
,

地广人稀
,

土地贫瘩
,

耕地仅 0
.

14 亿亩
,

绝大部分 (9 0 % ) 属

中低产土
,

人均耕地虽有 2
.

5 亩
,

但因地势高峻
,

气候严寒
,

土壤生产力甚低
。

当前在治理

中低产土上尚存在不少难 以克服的困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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