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牛特旗土壤资源特点及其合理利用

吕世生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土肥 站 )

摘 要

翁 牛特旗土搜资面 有 3大特点
:
( 1) 土壤类型 多

, (2 )山地沙 地面积大 ,
( 3) 耕地 面积大

。

土壤资源 主 要 间 愿

是
:

土壤水蚀
、

风蚀严巫 , 土 壤盐戮化和 土壤肥 力疥薄
。
文章还对合理 利用 土壤资源提 出了综合治理措施

。

一
、

翁牛特旗土壤资源特点

翁牛特旗土壤资源有三个特点
:
第一

,

由于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所以土壤资源比

较丰富
。

全旗有七个土类
,

二十一个亚类
,

一百七十二个土种
,

它们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

与生物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

各 自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和农林牧业发展的适宜性 ; 其次
,

山地沙

地面积大
。

它们占总土地面积的 85 %
。

广阔的山地丘陵和连绵的沙丘草甸为本旗以牧为主半

农半牧
,

农牧林协调全面发展的大农业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第三
,

耕地面积 大
。

现 有 耕 地

2 8 3
.

8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1 5
.

9%
,

人均耕地 6
.

88 亩
,

高于世界人均耕地 ( 5
.

5亩 ) 25 %
,

比我国

人均耕地 ( 1
.

5亩 )高三倍半
。

本旗地处大兴安岭隆起带西南端
,

东侧向辽河沉降带的过渡地段
,

水分和热量的再分配

主要受海拔高度及地形变化所控制
,

自然植被类型相应发生变化
,

由于生物
、

气候条件的变

化
,

土壤类型也随之变化
,

总体分布状况是西部山地丘陵区的土壤呈地带性分布规律
,

以垂

直带分布最明显
。

东部区土壤呈隐域性分布
。

全旗主要土壤类型有
:

(一 )灰色森村土 分布在海拔 1
, 4 00 米以上

,

面积 5
.

7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

36 %
,

表层

上壤有机质 0
.

40 %一 9
.

84 %
,

平均含量 4
.

48 %
,

养分含量较高
,

但侵蚀较重
,

应封山育林种

草
,

控制水土流失
,

发展林牧
。

(二 )棕壤 主要分布在海拔 1 ,

00 。一 1 ,

40 0米的台地边坡上
,

面积 4 8
。

7万亩
,

占土地总面

积 2
·

7 3%
,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1
·

02 一 7
·

68 %
,

平均含量 3
·

63 %
。

应种树种草
,

防止水土流失
,

发展林牧
,

一小部分宜农
。

(三 )黑钙土 分布在西部海拔 1
,

20 0米以上玄武岩台地顶部及浑台形中山山体上部
,

面积
4 7

.

9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2
.

69 %
,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1
.

42 一 6
.

14 %
,

平均含量 4
.

29 %
,

主

要适宜于牧业及林牧结合
。

(四 )栗钙土 广泛分布于海拔 60 0一 1 ,

20 。米台地丘陵区
,

面积“ 7
.

9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37
.

5纬
,

处于温暖的半干早 区
, 。

一

于浸蚀严重
,

腐殖质层不明显
,

有机质含量 0
.

35 %一 2
。

47 %
,

平均 1
.

2 4%
。

栗钙土区主要是农业产区
,

分布着较大面积的人工林
,

宜于农牧林协同发展
。

(五 )草甸土 主要分布于东部甸子和丘间洼地上
,

面积 1 5 0
.

5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8
.

44 %
,

表层有机质含量 。
.

43 %一 7
.

93 %
,

平均含量 1
.

16 %
,

主要用于发展牧业和经改良培肥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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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

( 六 ) 沼泽土 主要分布于东部老哈河
,

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低注地带
,

面积 13
.

1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

73 %
,

表层有机质含量 1
.

53 %一 8
.

30 %
,

平均含量 5
.

40 %
,

以半分解状

态积累
。

(七 )风沙土 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南岸
,

老哈河北岸覆沙地带
,

面积 8 12
.

4万亩
,

占总

土地面积 45
.

6%
,

表层有机质含量 。
.

26 一 0
.

75 %
,

平均含量 0
.

28 %
,

主要进行人工造林
、

种

草
,

增加植被
,

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林牧业
。

二
、

土壤资源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
,

由于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影响
,

本旗土壤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
,

主要存在以下

JL个问题
:

(一 )土壤水蚀严重 由于受广种薄收的影响盲目开荒扩种
,

破坏植被
、

滥垦乱伐
,

造成

水土流失
。

全旗水土流失面积达 4 63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26 %
,

其中强度侵蚀的面积占2 9
.

8%
。

本旗低山丘陵栗钙土区
,

水土 流失面积 42 4万亩
,

占全旗水土流失面积 9 2
.

2%
,

平均侵蚀指数约

为 1 4 0 4 T /业m
“

/年 (据水利部门资料推算 ) ;每年所流失的表土 3 97 万吨
,

流失的土壤养分严重
。

因此
,

这一问题应 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

所以
,

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既是当务之急
,

又是根

本长远之计
。

(二 ) 土壤风蚀严重
,

沙化面积扩大 在牧业生产中
,

由于盲目追求牲畜数量
,

使草场载

重过大
,

造成草场退化
。

由于多风
、

多沙
、

少雨
,

植被盖度小
,

风沙覆幼化过程加剧
,

导致

沙化扩大
,

沙化面积达 87 4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 49 沁
,

近二十年来
,

平均每年有近 10 万亩土壤

沙化
。

( 三 )土镶盐碱化 红山水库的修建
,

抬高了地下水位
,

使周 围地区盐碱化加重
。

东郊地

区
,

地下水位高
,

地下水矿化度较高
,

低洼处积水
,

且蒸发量大
,

导致土壤盐碱化
,

特别是

近年来扩大了灌溉面积
,

而排灌工程不配套
,

只灌不排
,

大水漫灌
,

使次生盐碱化土壤面积

扩大
。

全旗盐碱化土壤 1 14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64 %
,

其中重度盐碱化土壤 5
.

9万亩
,

占盐化

土壤面积的 5
.

1%
。

(四 )土壤肥力瘤薄 由于土壤受侵蚀
、

沙化
、

盐碱化影响
,

加之耕作粗放
,

施肥少
,

造

成土壤肥力瘩薄
,

养分含量下降
,

从全旗土壤普查的 3 3 4 0个土样及 2 63 个土壤剖面分析结果来

看
,

土壤有机质含量 0
.

28 %一 9
.

8%
,

平均含量 0
.

98 %
。

多数耕地土壤有机质 0
.

85 %一 1
.

5%
;

土壤全氮。
.

0 13 %一 0
.

2 86 %
,

平均含量 0
.

051 %
,

多数耕地土壤全氮含量在。
.

04 %一 0
.

1%
。

黄

土丘陵旱作耕作区
,

只用地不养地
,

使土壤肥力普遍下降
,

有机质
、

全氮较自然 土 壤 下 降

9
.

3%和 9
.

5%
,

全旗土壤速效磷 ( P )含量 2一 1 1 p p m
,

平均 Z p p m
,

速效钾 ( K )含 量 6 3一 Z o s p p m
,

平均 1 5 o p p m
。

按照养分分级标准
,

土壤中除速效钾含量为三级外 (中等标准 )
,

其余 (有机质
、

速效磷
、

全氮
、

碱解氮 )均为五级或六级 (缺或极缺 )
。

土壤 N P两种养分不足是土壤生产力的

限制因素之一
。

三
、

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合理利用土壤的 目的是为了提高土壤的利用率和生产力
。

因此
,

必须应用生态系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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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把土壤资源
,

生物资源和环境条件统一起来
。

合理利用土壤要强调综合性 (即环境
、

生物

与社会经济 )
、

区别性 (因地制宜
、

合理利用 )和生产性 (为 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
。

所以要针对不同

地区的情况
,

分别采取
“

保护
” 、 “

改造
”

和
“

建设
”

等综合治理对策和措施
。

(一 )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全旗土壤资源 1 , 7 82 万亩 ( 1 1 88 1
.

79 平方公里 )
,

其中耕 地

2 8 3
.

8万亩
,

垦殖系数巧
.

9%
,

(较统计数字 17 1万亩增加 66 % )
,

牧场 1 0 1 0
.

5万 亩
,

林 地 1 69 万

亩
。

从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看
,

农
、

牧
、

林三业用地比例 2 : 69 : 1
.

1 ,

林业用地比例过小
,

农业

生态处于脆弱状态
。

因此应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

根据土地类型
、

自然条件和农业生态特点使

农林牧副各业得以相适应的发展
。

当前应退耕还林
、

退牧还林
,

调整农
、

牧
、

林用地比例
,

协调生态平衡
。

在农业用地中

将大于十五度的中度
、

强度侵蚀类型的耕地
,

土壤肥力极低的早薄地
,

含有障碍层次
、

漏水

漏肥难以利用的土壤退耕还林
,

将耕地压缩到 2 00 万亩
。

牧业用地中应退出半固定风沙土草

场
,

植树造林
、

围封护育
,

将用地面积压缩到 60 0万亩
,

从而使林业用地增加到 60 0万亩
,

将

农
、

牧
、

林用地 比例调到 1 : 3 : 3
。

这是全旗大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总体规划
。

具体到各地区
,

则要因地制宜
,

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

调整农业内部种植业的结构也十分重要
。

目前就全旗来说
,

西部主要发展小麦
、

谷子
、

马

铃薯 ; 沿河川地丘陵地区主要发展玉米
、

高粱
、

谷子
、

杂粮
;
东部主要发展水稻

、

玉米
、

高

粱
、

糜子
,

全旗因地制宜发展大豆
、

向日葵等油料作物
。

(二 ) 利用与保护相结合
,

防治土壤退化 土壤退化包括山区的水土流失
,

草原的沙漠化
,

平原地区的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
。

全旗受水土流失威胁
,

(包括有中西部的低山丘陵
、

溶岩台

地
,

栗钙土农林牧协调发展区和西部的中山台区
,

黑钙土
、

灰色森林土
、

棕壤发展林牧区 )
,

是

农牧林业生产中中主要障碍因素之一
。

治理水土流失是解决
“

早
、

薄
、

粗
”

的关键
。

治理水土

流失的原则是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主 要措施有培育天然林
、

植树种草营造人工林
;

合理利用草场
,

轮封轮放
、

草 田轮作 ; 种草养畜
,

广辟肥源
,

推行早地农业技术措施
,

全面

发展农牧林各业
。

东部的佗甸风沙土盐化草甸土林牧并重区
,

要充分利用水资源丰富
,

地下水位浅
,

易于

利用的优势
,

搞好水利排灌建设
,

引洪淤灌洗盐
,

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
,

增施粪肥
,

种植

耐盐植物
,

调整畜群结构
,

减轻草场载畜量
,

建立永久性饲养基地等综合治理改良利用盐碱

地措施
。

本区风沙土的治理
,

要在沙地周围营造大型防风固沙林带
,

于沙漠中间营造防风林带
,

沙

漠腹选因地制宜按风沙土类型分别化整为零进行局部治理
。

对风沙土要在合理利用中改 良
,

要重点发展林业和适合沙区的种植业
。

根据风沙土类型
,

发展不同的林体结构
,

固定丘状风沙

土以发展乔灌片林为主
,

发展多种经营以副养林
,

利用丘间沙地种草或种果 ; 发展畜牧业果

木业
,

形成良好的沙区生态环境
。

平铺风沙土
,

以发展各种类型结构和林农间作
,

条农间作

为主
,

形成适应性强的农田生态系统
。

在半固定风沙土上应禁止放牧
,

培育天然林
,

飞播牧草
,

营造灌木
。

在流动风沙土上要

固沙造林
,

前档后拉的生物措施
,

结合设置沙障的工程措施
,

控制蔓延
,

加速固定进度
。

(三 )改造低产土壤
,

消除障碍因素 河谷冲积平原
、

栗淤土
、

草甸栗钙土以及浅色草甸

土高产稳产区的低产土壤
,

耕层含障碍层次
,

易发生次生盐渍化
。

应营造防护林
,

加强水利

建设
,

搞好排灌工程
,

培肥地力
,

营造速生林 ; 种植水稻
、

糜子
、

向日葵等耐盐作物
。

(下转第 2 0 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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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严重
,

有的堵塞淤平
,

有的平整挖掉
,

涝不能排
,

旱不能浇
,

失去了沟渠的排灌作用
。

以

致地下水位增高
,

水盐向上运行
,

引起土壤积盐和地表积盐
。

在疏通原有沟渠的基础上
,

适

当加密排水毛沟
,

排沟深度要超过临界值
,

要大
、

中
、

小沟结合
,

地上水的排灌
、

井灌
、

井

. 排并举
。

(六 )发展林果生产 植树不仅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

控制土壤盐渍化
,

调节 田间小气候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还能代替作物秸秆做燃料
,

增加作物秸秆还田数量
,

提高土壤有 机 质
,

培肥土壤
,

增加产量
。

大城县位吉村在轻盐化 上壤上栽种梨树 1 00 亩
,
5 年后全部结果

,

增加

了经济收入
。

修剪的果枝作柴烧
,

落叶培了肥
,

林下间作的小麦亩产也达到了 1 50 一 200 公斤
。

最后
,

在地形零乱
,

高低起伏较多的盐碱荒地上
,

取土制砖
,

也是增加本地区经济收入的一

个途径
。

在比较平整的盐碱荒地上取土时
,

要注意水平用土
,

生土熟土分开
,

表土还原
,

以

便尽快恢复农田生产用地
。

砂
卜 , 、 一护 一 、 , ` , , 、 一 r一 、一

尸
一` ” 护 、 、 。 r 、 目

产 、 . 户
.
今 . ` 一 、 , . , . ` . ` 一 ~ 、 ` 户 、 卜 碑 、 . 洲

一 、 . r 、
. 户 尸~ 、 翻 一护 ~ “ 户 十` 、 . ` 户 峪 ,一 ` - 、 . 口. 、 . 扩

一

, 电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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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旗早坡地占耕地面积 71 %
,

低产田 (低于平均产量水平 )占三分之二
,

除了
“

早
、

薄
、

粗
”

原因
,

肥料严重缺乏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

我旗当前化肥不足
,

施用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分

配使用又不尽合理
。

如果将有限的化肥施入缺肥的低产土壤上
,

其经济效益肯定较施用于小

面积高产田为高
,

如果全旗 10 0万亩低产田通过增施化肥
,

若亩产增加 10 0斤
,

即可增产一亿

斤粮食
。

(四 )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耕作
、

施肥
、

灌溉
、

排水对土壤肥力 的保持和

提高都很重要
,

特别是施用有机肥在培肥土壤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全旗土壤有机质平均

含量在 1%左右
,

沿河平川高产区有机质在 0
.

9%一 1
.

5%左右
。

总的来说
,

全旗土壤肥力 比较

低
,

有机肥料不足
,

不仅影响养分供应
,

而且使一系列土壤性质恶化
。

增施有机肥是提高土

壤肥力防止土壤退化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
。

首先要大力发展畜牧业
,

增加优质有

机肥料 ; 扩种牧草绿肥 ; 合理轮作
,

间套复种
,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

不断培肥土壤
;
其次

,

有

水利条件的地区要大力发展引洪淤灌
。

据测定
,

西拉木伦河水质泥沙中含有 机 质 3
.

1%
,

全

氮。
.

22 %
,

全磷。
.

15 %
,

群众认为
, “

灌一次水得一茬肥
” 。

第三
,

合理施用化肥
,

提高化肥利

用率 ; 在化学肥料结构上应强调多元复合化肥和微肥相结合
。

2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