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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唐县土壤基层分类及应用研究探讨。 

④ )>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 ．＼ 

摘 要 丰文探讨了山东省高唐县土壤基层分类的依据和划分．并以清平慎为实例讨论了土暴在土地 

矗宣性评价、土壤养分管理和土曩水分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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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县地处鲁西北平原，在地貌特征、成土条件和土壤特征上很有代表性，高唐县土壤基 

层分类及其应用的研究对鲁西北平原及整个黄淮海平原的土壤基层分类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在高唐县土壤基层分类研究中。主要是以分析微地貌特征和母质条件为基础，以土壤属性和土 

壤的生产性能为依据，参考有关资料，划分出以土系为主的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在研究中选择 

了高唐县清平镇作为详细调查区域，对这一区域进行了详细的野外调查、取样和室内分析，作 

出了以土系为基础的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应用研究。 

1 微地貌特征、母质条件和土壤特征 

高唐县所处的鲁西北平原是由黄河泛滥冲积形成的，地形上太平小不平，由河滩高地、砂 

质河槽地、缓平坡地、河间浅平洼地、背河槽状洼地等组成。不同地貌类型的土壤形成条件有 

着明显的差异。成土母质主要为第四纪黄河冲积物。由于这些冲积物形成时所处位置和沉积 

先后的不同。成土母质颗粒粗细不一，不仅在水平分布上有差异，在上下层次排列上也各有不 

同．因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土壤基层单元。这种徽地貌和土壤基层单元差别可直接影响到水分 

和易溶性物质在成土过程中的迁移，从而造成土壤属性和生产性能的差别。 

在高唐县范围内，受“紧沙慢淤”沉积规律的影响，土壤质地从西向东有明显不同。由砂到 

粘。逐渐变为粘重，地下水埋深也逐渐由深到浅。地势低洼处潜水水位较浅，而矿化度较高，易 

于受盐碱影响。在靠近古河道的地方土壤质地偏砂，还受到风沙危害。土壤在形成过程中受 

到潜水水位高低交替变化、水分、盐分和土壤物质迁移等过程影响。按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 

(高唐县土壤志，1986年)，全县范围内有三个土类；潮土、盐土和风沙土。分别占全县总面积 

的87o,6、10％和3％。根据土壤系统分类的检索指标⋯，该县土壤包括雏形土、新成土和盐成 

土三个土纲，分别有潮湿雏形土亚纲淡色潮湿雏形土类中的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石灰淡色潮 

湿雏形土、普通淡色潮湿雏形土亚类，砂质新成土亚纲干润砂质新成土类中的石灰干润砂质新 

成土亚类。碱积盐成土亚纲潮湿碱积盐成土类中的弱盐潮湿碱积盐成土亚类。 

0 车文承黄案圭先生指正．黄荣盘先生和张镱钽伺志参加野外蔼查工作，高唐县土肥站镲蠢信同志给予了丈力帮助 

在此一并襄示意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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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调查区域清平镇位于高唐县西南的河滩高地和古河床高地，地貌簸起伏明显，有高 

地、缓坡和洼地，第二次土壤普查划分出的土种有岗壤厚壤心白土、岗壤厚粘腰两合土、厚壤心 

白土、厚粘心白土、厚粘腰白土、砂壤均质白土、厚粘腰中度盐化两台土、厚粘底盐土、砂壤中盐 

化白土、厚粘腰盐土、砂壤均质风沙土、砂壤均质盐土、砂均质盐土、厚砂腰盐土等。 

2 基层土壤分类单元的划分与主要土系的建立 

囊l 主要代囊剖面的化学特性 

削面号 发生层 怒 pi-I 提 韵c要 盖 c 磊 

啪 品 2：； 器：i 463378 , 4419 ；．．6g7057 ： )．77 4 114 )80 1．41 
i ： ；：： 19025．．66 388545 ． m561 5 ；．．8唧16 19 3．20 ．23 l 36 

9702 0～20 8
． 7 81．7 558 2 5427 6．922 I )70 12．49 

AB 211～柏 8．8 96．4 553 9 5l06 6．950 。 ●．95 4．92 
B【l 40--60 8．5 儿l 4 551 4 6925 7．716 ．72 2．88 
眦  60--75 8．6 l22 0 643 0 蛾  12 010 ．08 3．08 

C 75--95 8．6 98．5 563 5 6336 6．873 ．10 1．58 
C 95—115 8．8 94．2 383 1 5799 5 674 ．5l L_53 

啪 3 肇皮层 0--0．5 8．1 217 6 l吣1．0 11789 21 530 13 42 12 63 
A 0．5—3l 8 4 l09 6 638．1 7l86 9．390 5．88 6．16 
B 3l～60 8．4 l0B 5 580．6 8296 9 589 5．98 4．91 

BC 60～85 8．4 97 5 539 7 7,1115 9．589 5． 4．67 
C 85～L20 8．2 105 0 591．9 16 9 078 6．叮 5．16 

9704 A 0～ l5 7 5 1116．8 870 8 6609 11 2
． 45 16 90 

AB l5～4l 7．7 1o7．0 563．7 8213 9 929 1．83 5
． 33 

B 4l一73 8 0 啦 9 300 3 5464 6．52s 4．44 L68 
B【 73～90 8．0 159 6 965 6 1l卯 l 6 7凹 4．61 4．64 
C 90~125 8 l 121．3 053 7 7757 8 454 3 65 2．94 

9；'115 r̂ 0～l9 8 2 90 7 598．3 5636 9．5o4 I )．76 12 79 
AB l9～ 33 8 4 盯 8 472．5 S943 8 511 I )

． 80 4．7D 

B 33～05 8 4 96 0 504．3 6489 7．433 03 4 311 
Be 66～ 95 8．3 124．3 599．7 7870 8 85l 74 4

． 25 

C 95～115 8．5 l嘶 ．0 46L0 6235 7 943 一 )62 2 25 

9706 Ap 0～16 8．3 l05．4 943．4 610o 7．63l I ) 80 14．39 
AB l6～27 8 4 88 2 625．7 5893 8 N)0 I )05 5

． 31 
B 27～ 53 8．5 11)4．4 480．3 5瑚  7 206 23 3 82 

53～91 8．6 帅 l 螂 ．7 5294 4． 0o l 2l 
C 91～110 8．1 93 5 4115．5 5498 4．028 34 l 99 

97盯 Ap O～16 7．7 帅．5 633．0 6885 9．617 36 l_0B8 
AB l6～30 7．9 92．0 736．3 7184 l0 071 ．49 6．26 

B 30～66 7．6 l74．2 1234．0 l3620 19．o92 79 n ．23 
Be 66～8l 7．7 l国 ．6 956．2 l3924 26．8玎 ．72 8

． 72 
C 81～110 7．8 158．7 66B．9 12766 22．269 ．77 7 65 

卯08 Ap 0一l6 8．0 89．5 865．3 4788 6．蚋  0 95 15．07 
AB 16～26 8．1 87．6 765．0 5422 5．702 0

．84 6．87 
B 26—5o 8．3 88．5 711．8 5228 6．553 l112 3 46 
Be 50～85 7．8 87．7 639 7 58卯 4 879 0 93 2 17 
C 85～110 7．9 103 9 727．5 6232 8．0s7 0 99 2 82 

7呻 Ap 0～l5 8．02 88．2 579 6 5∞2 5．305 l_l0 l0
．18 

AB 15~26 8 1 89．0 483 9 52柏 4．766 0 5 

B 26～50 8 4 98．3 484 8 5642 4 897 1 l2 2 9B 
Be 50～8o 8．7 94 7 418 4 4956 4．199 1 06 1 53 
C 80- 儿0 8．7 91 2 312．3 4653 4．936 0．79 l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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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微地貌、质地土层排列与土燕分布的联系 

鲁西北平原土壤属性的空间分异是与徽地貌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同一徽地貌部位具有相 

似的水盐运动特点．决定了其土壤发育和土壤属性的不同。同一土系一般出现在同一徽地貌 

部位上；同一地貌类型可存在不同的土系．这主要取决于徽地貌及剖面质地土层的组合差异 

(表 1)。 

在高唐县清平镇范围内主要剖面质地土层组合有：(1)下层有一粘土层，该粘土层上下层 

均为砂壤或砂土(底粘土壤)；(2)下层有一壤土层．其上下层均为砂壤(抄夹壤层)；(3)通体砂 

壤；(4)通体壤土；(5)通体砂土；(6)上部为砂壤．中下部为粘土(表壤下粘)。表2列举了不同 

徽地形部位及土壤剖面质地土层排列状况的代表剖面和分布面积。 

表2 不舟傲地形部位的质地±层排列、代寰翻面与分布面职 

2．2 土燕单元的划分 

鲁西北平原土壤母质岩性空问变化很小．土壤属性的空问变异主要决定于不同徽地貌部 

位的水盐运动特点和不同质地土层排列及障碍土层的分布特点。参考以前的土壤基层分类工 

作 3．4l，在土系划分时遵循适用性、易辨性和与高级分类的承接性原则，以分析土系形成的散 

地貌特征和母质条件为基础，以土壤属性和土壤生产性能为依据。这些依据主要包括土壤的 

形态特征(剖面层次、颜色、结构、新生体、障碍土层等)、不同土层的排列、理化特性(机械组成、 

养分元素、pH、交换性盐基、盐分含量、阳离子交换量、盐基饱和度等)、土壤生产性能等。 

根据资辩和野外实际词查结果．请平镇等有9种在基层分类级别上属性不同的土壤。这 

些土壤在高唐县及其他区域范围内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可以暂定为土系。命名暂以代表剖 

面所在地名称命名。这些土系及分类归属如下： 

石灰淡色潮湿雏形土：支9善仁村系(代表剖面号9705)、小高村系(代表剖面号9707) 

普通淡色潮湿雏形土：军户里系(代表剖面号9702)、旧城系(代表剖面号9708) 

弱盐淡色潮湿雏形土：后辛庄西系(代表剖面号9704)、刘善仁东系(代表剖面号9706) 

弱盐潮湿碱积盐成土：请平新村系(代表剖面号97o1)、后辛庄东系(代表剖面号9703) 

石灰干润砂质新成土：林场系(代表剖面号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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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系在土壤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 

在高唐县利用土壤基层分类单元来分析土壤适宜性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各土系对小麦、 

玉米、花生的适宜性等级。依据土壤的自然属性，对不同作物的适宜程度．限制因素的限制程 

度及改造难易程度划分出四个适宜性等级： 

1，一等适宜土壤：基本上没有受到限制因素影响，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比较容易获得较为 

理想的效益，并不至于使环境产生恶化的土壤。 

2，二等适宜土壤：受到了限制因素的影响，但仍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并不至于使环境产生 

不可逆转的恶化的土壤。 

3，三等适宜土壤：勉强可以利用．所能产生的效益较低，并且很容易产生不良的环境效应。 

4，不适宜土壤：所产生的效益太低或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退化而不能被利用的土壤。 

土地质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上，并表现在所需的投入与所产生的经 

济效益上。但实际上某一块土地的产品产量与品质、生产投入与产出的数据是很难得到的。 

虽然土地的使用者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但难以系统加以收集，也很难成为定量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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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适宜性评价中这些经验只能作为参考。在评价中只能依据影响产品产量与品质、生产 

投入与产出的土壤属性及气候、地形、水文等方面的因素。这些擞域景观条件是形成土系的基 

本条件．因而同一土系具有最为相似的擞域景观条件。在高唐县范围内气候条件差异并不明 

显。因此在评价中主要依据各土系在地形、土壤与水文方面的特性，考虑了散地形部位、剖面 

质地土层状况、土壤盐碱化、水文与排水条件、水分条件等对农作物的限制程度，确定了评价指 

标体系(表3)。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对高唐县清平镇各土系对小麦、玉米和花生的适宜性评 

价．得出各单元的适宜性等级(表4)。在野外实际词查中发现小麦的一等地亩产可达到35okg 

以上，二等亩产为25o-35okg，三等地亩产不足25o~；玉米的一等地亩产为45okg以上．二等 

地亩产为3oo-45okg．三等地亩产量低于3ookg。花生种在偏沙土壤上不仅质量好．而且便于 

管理．不至于影响下一季作物的及时播种。玉米和花生对土质和质地土层的要求正好相反．玉 

米要求保水条件好，而花生要求土壤偏沙，在土质偏沙土壤宜于实行小麦和花生的套种，在壤 

土或粘土质土壤宜于实行小麦和玉米的套种。 

裹4 不同土系对不同作韧的适宜性 

4 土系在田间养分管理中的应用 

从表5可以发现这9种土系的耕层全氟含量普遍很低。全磷( )含量大多在 1～2 

kg之间．差异不是很大。全钾K2O含量在15--25g／kg之间，差异也不租明显。耕层土壤的速 

效养分差异很大．原因是土壤速效养分的含量受施肥、取样时问等因素的影响极大．表5中速 

效养分的差异虽不目B说明土壤本身条件的差异，但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在普遍被 

认为不缺钾的华北平原存在缺钾土壤；(2)普遍缺乏有效磷；(3)根据野外调查结果，缺乏速效 

钾的土壤主要为通体砂土；(4)通体砂土的土壤更容易缺乏有效磷。这主要与土壤的保水保肥 

性能有关。由于土壤性质不同所决定的土壤保水保肥性能的不同是决定田间养分管理不同的 

最重要因素。本文根据不同土壤速效养分的缺乏程度所划分出的9种土系，为制订不同的田 

间养分管理对策提供了依据(表6)。 

各种土壤对不同速效营养元素缺乏程度分为四个等级： 

l1需要适量补充：对有些作物需要少量补充。 

2，易于缺乏：需要经常进行补充该种营养元素，施肥量达中等程度。 

3，极易缺乏：需要经常进行大量补充某种元素。 

4．不易缺乏：在一般耕作制度下基本不用补充某种元素。 

另外具有不同质地土层排列的土壤对施肥制度与施肥技术的要求也有所不同．通体为砂 

土或砂壤的土壤应注意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制度，尽量采用长效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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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适量补充 军户里系、后辛庄西系、刘善仁 

村系 

研究区域长期习惯于施用氮肥和磷肥．在不同土壤上肥效差异很大。针对砂质土壤易于 

缺钾的情况，在高唐县国营林场内新开垦的砂质农田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新开垦的砂地速效 

钾含量一般不足5o=g／kg。在这些新开垦的砂质农田进行冬小麦施用钾肥试验效果明显，不 

同施用量情况下可使产量增加5-20％。说明有必要改变过去不分土壤按一种模式进行施肥 

的情况，在易于缺钾的几种土系上应注重钾肥的施用。 

高唐县清平镇乡的9种土系中，有四种易于缺钾、极易缺磷(清平新村系、刘善仁东系、旧 

城系、林场系)，有三种易于缺磷并需要适量补充钾(军户里系、后辛庄西系、刘善仁村系)。有两 

种易于缺磷(后辛庄东系、小高村系)，在充分补充氮素的同须注意补充磷钾，应分别制订适应 

的配方施肥方案。 

5 ±系在田间水分管理中的应用 

田间水分管理条件或灌溉条件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微地形，由徽地形影响着地下水埋深，质 

地土层排列和土壤质地决定土壤的保水性和渗透性。以土系作为区别不同田间水分管理条件 

或灌溉条件的基本单元，既可以保持同一单元内条件的一致性，又可按不同单元之间条件的差 

异，采用不同管理措施。根据清平镇9种土系的微地形、质地土层排列和土壤质地状况，归为 

以下几个田间水分管理类型： 

1，水源条件好、土壤保水性强、易于灌溉、排水条件好的土壤。这类土壤包括军户里系、刘 

着仁村系。在这类土壤上比较容易适时进行灌溉，因为地下水位较深，利用黄河水灌溉条件较 

好。在不采取节水措施的情况下．水分在输送和灌溉过程损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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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源条件好、土壤保水性强、易于灌溉、捧永条件差的土壤。这类土壤包括后辛庄东系、 

后辛庄西系、刘善仁东系、小高村系。在这类土壤上应特别注意排永，以免引起土壤盐渍化的 

发展。 

3，水源条件好、土壤保永性差、不易于灌溉的土壤。这类土壤包括清平新村、旧城系、林场 

系。这些土壤偏砂，虽然地表和地下水潦都比较丰富，但水分在输送和灌溉过程中极易损失。 

如果采用传统的大水攫癌，会出现田块一边大量渗漏而另一边水流不到的情况。不仅浪费水量 

而且浪费时间。必须采用短畦窄畦才能取得理想效果。近年来出现的节永灌溉技术，如管道 

灌溉技术，渠道衬砌，喷浦灌在这类土壤上效果极为明显。 

6 讨论 

过去的土地评价工作往往由于采用的评价单元内部条件过于复杂而使评价结果难于和实 

际情况吻合，在推广平衡施肥技术的过程中也由于缺乏必要的田间试验数据使配方施肥缺乏 

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土壤条件的空间变化极为复杂，往往在短距离内农田土地利用条件和养 

分条件就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因而对每一块农田都建立土地利用适宜性和田间养分管理档案 

是一项工作量十分巨大的工作，短期内很难做到。在实践中急需找到简单可行的、能够反映相 

似适宜性和相似土壤肥力条件的单元，作为适宜性评价和制订配方施肥方案的科学依据。在 

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各地都划分了以土种为基础的土壤基层分类单元。近来来开展的土壤系统 

分类工作也开展了以土系为基础的基层分类工作，作为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土地利用条件和 

土壤养分含量状况的相似性最大，用土壤基层分类单元作为鉴别土壤适宜性差别和田间土壤 

肥力差别的基础既可以增强土壤分类工作的实用性，又可以解决土地评价工作缺乏客观准确 

的土地评价单元和实施配方施肥缺乏土壤条件依据的问题。 

高唐县土壤利用历史长，土地利用强度大，土壤特性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人类活动的 

影响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由于引黄癌溉的发展和灌捧体系的完善，使盐渍化土壤 

面积减少，盐渍化程度减轻。调查区域内的盐渍化土壤盐分含量的变化非常明显。弱盐淡色潮 

湿雏形土亚类中的刘善仁东系和弱盐潮湿碱积盐成土亚类中的清平新村系盐分含量已经明显 

减少，已经低于盐碱土的划分指标。野外调查发现这两种土系已基本不具有以前的盐碱土性 

状，农作物的产量比以前有明显增加。另外两种盐渍化土壤的盐渍化程度也有明显减轻。但 

这种变化不一定很稳定，一旦人类活动有所改变，如不再进行灌溉。土壤盐渍化很可能重新出 

现，这是由其所处的散地形部位和土层排列状况所决定的，因此在进行土壤分类时还应考虑土 

壤本身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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