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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干旱砂质新成土

形成特点和利用保护

季 方 雷加强 周兴佳 张立运

(中国科学院新 , 生物土狡沙澳研究所 乌 . 木齐 8 3 X() 1 1)

摘 要 古尔班通古特沙澳中的干早砂质新成土
,

存在着极薄弱胶结表层
,

有机质含盆表现出弱积早
,

并且盐分沿剖面有弱淋溶
。

在沙澳中主要的区城是以普通干早砂质新成土互类为主
。

由于土壤发育较弱
,

在

工程建设中应减少对地面的破坏
,

开发与防沙和绿化同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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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广泛分布的干早砂质新成土
,

在干旱荒漠环境条件下
,

虽然发育极

为微弱
,

但却有着 自身特点
。

以往对砂质新成土 (过去称风沙土 )的研究
,

主要在半干早地

区 汇̀
,

2 〕
,

而对干早地区干旱砂质新成土的研究资料很少
。

近几年
,

随着对准噶尔盆地石油的勘

探开发
,

人类活动对沙漠腹地施加的影响在日益增强
。

盆地西部的克拉玛依油田在不断向东

部沙漠深处扩大
,

盆地东部的火烧山油田和沙漠腹地的彩南油田也相继投人开发
。

除此以外
,

调水工程中线方案也要经过沙漠腹地
。

所以
,

对此区域干旱砂质新成土的探讨
,

不仅可为土壤

系统分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

而且还可通过对土壤的研究提出利用保护对策
。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自然环境概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于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
,

属于温带干旱荒漠
。

准噶尔盆地 ) 10 ℃

年积温 3 0 0 0一 3 5 0 0℃
,

全年日照时数 2 70 0一 3 1 0 0 h
,

无籍期 13 5一 1 5 0 d
,

冬季一月份平均气温

在 一 巧一 一 2 0℃
,

夏季七月份平均气温 23 一 27 ℃
,

年降水量 100 一 2 00 m m (沙漠腹地降水量在

7 0一 1 20 m m )
,

年蒸发量达 2 0 0 Om m 以上
。

盆地冬季地表有稳定积雪
,

积雪期可达 1 10 一 13 0 d,

厚度 1 0一 2 5 c m
0

位于盆地中心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为 4
.

88 万 k m Z,

是我国第二大沙漠
,

沙丘形态主

要以沙垄和树枝状沙垄为主
,

沙垄大致呈南北走向
,

一般高度在 20 一 40 m
。

在沙漠中
,

干旱砂

质新成土主要分布在沙垄之间平缓的垄间地和沙垄两翼
,

而受风力作用地表物质不断运移的

活化带仅在沙垄顶部
。

所以
,

沙漠中的干早砂质新成土可占整个沙漠面积的 65 % 以上
。

沙漠腹地地下水深度一般大于 巧 m
,

反映在沙漠中的植物
,

除了短命
、

类短命植物及少数

长营养期一年生植物外
,

几乎全为旱生和超旱生植物
。

沙漠中主要群落有白梭梭
、

梭梭
、

红杆

沙拐枣
、

蛇麻黄
、

驼绒琴和地白篙等 6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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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旱砂质新成土的形成特点

供研究的土壤剖面主要取自沙漠中北纬 44
’

一 45
’ 、

东经 8 7’ 一 8 8’ 范围内
。

1 号剖面位于

4 5
’

3 3
’

2 5
“

N
、

8 7
’

5 0
’

18
“

E
,

原剖面号为 9 4 一 k 一 0 1 ; 2 号剖面位于 4 5
`

1 5
`

4 4
“

N
、

8 7
’

3 8
`

0 1飞
,

原剖面

号为 9 4 一 k 一 02 : 3 号剖面位干 4 4
’

3 8
’

5 7
“

N
、

8 5
’

0 2
`

2 5
`

E
,

原剖面号为 9 4 一 k 一 0 5 ; 4 号剖面位于

4 4
’

3 8
`

5 9
“

N
、

88
’

0 2
`

2 5
“

E
,

原剖面号为 9 4 一 k 一 0 7 ; 5 号剖面位于 4 5
`

1 5
’

4 1
’

N
、

8 7
’

3 7
`

5 6
’

E
,

原剖面

号为叫 一 k 一 08 ; 6 号剖面位于沙漠腹地彩南基地西南 1 5k m
,

原剖面号为 95 一 k 一 10
。

所采集

的干早砂质新成土虽然处于干旱环境条件下
,

但在剖面的某些发育特征上
,

仍可反映出土壤中

物质微弱的积累和迁移特征
。

2
.

1 存在着极薄弱胶结表层

从剖面形态看
,

干旱砂质新成土在表层 0
.

5一 I c m 有微弱的分化
,

主要表现为有机质含量

明显高于下层 (表 1)
,

一般可达到 1一 3 倍
,

而其他土壤理化性状无明显差异
。

表 1 千早砂质新成土的理化特性分析

有机质 全氮 P Z O S
狡 0

剖面编号 深度 ( cm ) C / N

( g /吨 )

伪 CO3
( g /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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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冬季有稳定积雪
,

在春季积雪融化以后
,

砂土层中便得到一定量的

水分补给
,

在 4一 5 月间
,

土壤含水率可达 20 一 3 0 9 / k g 以上
,

为短命和类短命植物生长提供了

生存条件
。

在干早砂质新成土区域有多种植物类型
,

它包括小半乔木
、

灌木
、

小灌木
、

半灌木
、

多年生草本
、

短命和类短命植物及低等植物
。

其中
,

对于干旱砂质新成土极薄弱胶结表层形成

影响最大的是短命
、

类短命植物和低等植物
。

它们利用 4
、

5 月间土壤水分条件相对较好的季

节
,

迅速生长发育
,

使地表植被覆盖度可达 40 一60 %
,

到了 7一 8 月
,

已完成整个生育期
,

处于

休眠状态
。

正是这些短命和类短命植物大量生长和循环过程
,

使砂土层地表形成了微弱的有

机质积累
,

而弱胶结是地表苔醉和部分固氮蓝藻作用的结果
。

2
.

2 盐分的弱淋溶

干早砂质新成土的整个剖面中盐分含量都很低
,

但在剖面中下部盐分有升高的趋势 (表

2 )
。

1 号
、

3 号
、

4 号剖面均是在剖面下层盐分含量最高
,

只有 2 号剖面中部为最高
。

从剖面颗粒组成分析结果看
,

干旱砂质新成土以砂粒为主
,

几个剖面 9 5 c m 土层的颗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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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平均值都以 0
.

2 一 Z m m 的粗砂和 0
.

0 2 一 0
.

2 m m 的细砂占绝对优势
,

其砂粒含量 (粗砂和细

砂合计 )均在 9 0 0 9 / k g 以上 (图 1)
,

因而它的持水能力低
。

在春季积雪融化后
,

即使少量的水

分也能迅速向下移动
,

很快就湿透了剖面上中层
。

水分润湿的砂土层厚度一般可达到 50 一

7c0 m
,

有的可达 8 0 c m 以上
。

图 2 几个剖面是在 1 9 9 4 年 4 月 6一8 日之间测定的土壤含水率
,

l 号
、

2 号剖面在 5 c0 m 深处土壤含水率均高于 25 创掩
,

5 号剖面在 8c0 m 深处水分含量仍高达

40 岁k g
,

从而造成盐分的向下移动
。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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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早砂质新成土顺粒组成

相反
,

由于砂土层毛管水上升高度低
,

随气温升

高砂土层水分开始损失时
,

首先表层变干燥
,

并逐步

向下层扩展
,

致使被淋洗到下层的盐分不可能回到

地表
。

经过长期作用
,

造成盐分在下层的弱积累
。

表 3 为 6 号剖面在不同季节的土壤水分含量对比
,

在 5 月 n 日
,

剖面表层水分含量 已开始降低
,

但

10 cnT 以下仍较高
,

到了 6 月 31 日
,

表层水分已全部

6 0

0 2 0 4 0 6 0 8 0

陌
:

加oo阅。石U.铸,ù
ǎ,之思叮们州怜影

ǎ任。à恻迷

千早砂质新成土在积雷融化

后土坡中水分含 t 分布

8 000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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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

在剖面 30 一 7 o c m 深处水分也大部分损失
,

含量仅在 10一 15 9k/ g 之间
,

到了 10 月 8 日
,

整个剖面土壤水分已全部损失
,

含量均低于 10 9 / k g
。

这种水分状况决定了盐分的向下移动
。

从盐分组成也可看出
,

最易被淋溶的 cl
一 ,

在剖面中或者为零
,

或者含量很低且低于对
·

(表

2)
,

表明了弱淋溶的存在
。

表 3 干早砂质新成土不同季节剖面中的水分含 t 变化

剖面号 照、 仁 U卫尹

含水率(以掩 )

9 5 年 5 月 11 日 9 5 年 6 月 3 1 日 9 5 年 1 0月 8 日

6 号 4 一 6 2 0
.

5 3
.

2 3
.

4

8一 12 3 7
.

2 4
.

1 3
.

1

2 8 一 3 2 2 4
.

8 11
.

5 9
.

8

48 一 52 2 9
.

5 14
.

8 8
.

9

68
一 7 2 15

.

2 13
.

6 9
.

5

…
_

二 _
二 _ - 一一一一一」里二坦2一

-

一 一一一一 」匕玉

_
二 一一一一i 立一一一一一

2
.

3 以普通干旱砂质新成土亚类为主

由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干早砂质新成土盐分和 。 C O 3
含量都很低

,

且沙漠中地下水

位均在 15 m 以下
,

并不参与土壤的发育形成
,

它无氧化还原特征
,

盐积现象和石灰性等诊断特

性不明显
,

虽然 2 号剖面中 ca C O 3
含量高于 1 0 9 k/ g

,

但其剖面深度不足 4 c0 m
,

因而在亚类划

分上
,

它应为普通干旱砂质新成土
。

3 干旱砂质新成土的利用保护
3

.

1 工程建设中应减少对地面破坏

随着石油勘探开发
,

已在沙漠中修建了南北向 62 k m 的沥青路和东西向 32 km 的砂石路
,

井场和生活点建设已相继展开
。

工程建设和人类活动必然要对土壤地表产生扰动
。

由于干早

砂质新成土仅在地表有极薄弱胶结表层
,

厚度为 0
.

5 一 1。 m
,

而剖面其它层次分异不明显
,

且颗

粒组成都以砂粒为主
,

所以表层一旦遭破坏
,

很容易受风蚀
。

据研究
,

土壤风蚀率随地表破坏

率的增大呈二次幂函数增加【3 1
,

也就是说
,

在地表被破坏后
,

风蚀率会急剧上升
,

因此工程建

设应尽可能减少对地面的破坏
。

3
.

2 改变依靠沙漠作为冬牧场的利用方式

在沙漠周边十几个县每年约有 200 万头牲畜进人沙漠草场过冬放牧
,

冬牧场已超载约 30

万只羊单位
。

为减少对沙漠草场压力
,

目前应划分区域
,

分区轮牧
,

同时利用冬季有积雪
,

春季

土壤层中含有一定水分的条件
,

利用飞机撤播牧草种子
。

今后
,

逐渐过渡到在绿洲边缘建立人

工草场基地
,

改变沙漠作为冬牧场的利用方式
。

3
.

3 开发应与防沙和绿化同步

在人类活动强烈的地段
,

如井场
、

公路和生活点
,

在开发初期就应防治土壤的退化
,

把防沙

和开发结合起来
。

在生活点和井场已解决水源的地方
,

可种植季节性灌溉的植物类型
,

如梭梭

柴
、

沙拐枣
,

以及防护林
,

如胡杨
、

旱柳
,

在公路两旁存在沙害的地方应及早设置沙障
,

通过各种

措施减少由于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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