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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灌淤旱耕人为土的特性及其分类参比 

中 洲730,Do) ／ 牛2f (中国辑孽琵三 漠研究所兰洲 吾甭j 掖地区土肥站) _>1牛 
摘 要 本文I；c中国土壤系境分娄(蟹订方案)为理论依据．阐述和讨论了河西走霹绿洲几种渔淤旱耕 

人为土的特性和系统分类 ．聂其与 ST(1996)、FAO---Un,~：o(1988)和 "7,vJ3(1994)分类所进行的参比。 

建 词 塑  里 土  
I ‘q-。 。I J 

人为土是由人类活动深刻影响或者由人工创造出来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起源土壤的特 

性的土壤(龚子同，1992)。灌淤早耕人为土【l一系指人为土纲中的早耕人为土亚纲具有灌淤 

表层的一个土类，它相当于原土壤地理发生分类 中的绿}Iff土【2I、灌溉绿洲耕作土【3]、绿洲灌 

溉耕作土-4|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中的灌淤土【5．。此类土壤广泛分布于河西走 

廊的黑河、石羊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域的山前洪积冲积平原、扇缘溢出带、大河冲积平 

原阶地，面积约 109 4710万公顷，占河西地区总土地的 5．12％，是甘肃省主要的商品粮基 

地。笔者等曾就<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对河西走廊灌淤土的系统分类进行过讨 

论 。现将新采集的代表性剖面 I一1、I一2、I一3、I一4、I一5的分析资料．以中国土 

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为理论依据，就土壤特性和其高级土壤系统分类位置作进一步阐述． 

并与 ST(1996)、FAO—Unesco(1983)和 WRB(1994)的土壤分类进行参比研究。 

1 成土条件 

1．1 气候 

河西走廊灌淤旱耕人为土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过渡带的河西走廊高平原区， 

处于内陆荒漠区域，具有干旱荒漠气侯特点，即日照充足，热量资源比较丰富，降雨量少，蒸 

发强烈，气候干燥。年雨量从东到西为 158．4～36．8cm，雨量集 中于夏季，蒸发量为 2021．0 
--

2490．6mm,干燥度 3．7～19．5。年平均气温为 7．7～9．3℃，7月为 21．9～24．7℃，≥ 

10℃活动期积温为2985．4--3611．3℃，无霜期 163～182天。50cm深处土壤温度为 12．2 
～ 9．6℃，属于温性土壤温度状况。在多数年份内，土壤水分控剩层段的全部每年累计有一 

半天数呈现干燥，种植作物需要灌溉。 

1．2 植控 

本区现在土壤植被均由人工栽植，森林覆被率为 10％--20％。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麋 

子、谷子、大麦、油菜、胡麻、马铃薯、甜菜等，在安西及敦煌地区还可种植棉花，绿肥作物有紫 

花苜蓿、草木樨、箭舌豌豆、沙打旺等，熟制为一年一熟有余、而又不足两熟地区。此外还有 

苹果、梨、枣、杏、桃、李、葡萄等多种果树和蔬菜，张掖地区为我国“西菜东运”基地。 

1．3 地形和母质 

灌淤旱耕人为土按其所处的绿 地貌类型可分为三类：(1)扇形地绿 ：在山前洪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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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扇的中、下部，位于泉水溢出带附近。由于地处河流出山口，水源丰富．土层深厚，肥沃宜 

垦，地下水位埋藏也较深．水质良好，土壤无次生盐溃化威胁。如：武威、张接、酒泉、玉门镇 

绿洲等，这里的灌淤旱耕人为土太部分是从原来的灰钙土、灰漠土、棕漠土的基础上发育而 

成。(2)沿河绿洲 ：呈长条形状，为水量较大的大中型内陆河两岸的低阶地．如：武威和民勤 

绿洲之间的石羊河沿岸绿洲、临泽、高台、金塔、鼎新黑河沿岸的绿洲和安西疏勒河沿岸的绿 

洲等，这里的灌淤旱耕人为土相当部分是由原来的草甸土、沼泽土、盐溃土上发育而成。(3) 

干三角洲绿洲：为大中型内陆河的尾问地区．地形平坦、引水方便。但水源不够稳定，常与盐 

滩、沙地及土质平地相间分布．部分土壤有次生盐溃化威胁，并极易受河流改道及上游过度 

用水而导致绿洲迁移。如：民勤绿洲、昌宁绿洲、金塔绿洲等即是。 

1．4 土地利用 

灌溉旱耕人为土为灌溉农业土壤，尤其是地处荒漠地区，“非灌不殖 ，即无灌溉就无农 

业。从历史上看，该区农业开发已逾二千余年，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就已开渠引水、发展农 

业。目前，种植面积更为扩大．粮食作物轮种方式有 ：一年一熟者为春小麦(或冬小麦)一糜 

谷或洋芋 ；春小麦一蚕豆或豌豆；春小麦一麋谷一蚕豆。一年二熟者为春小麦一小糜谷或荠 

麦．春小麦(或冬小麦 )一 玉米，少部分种植水稻。 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太，因此河西走廊也就 

成为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调查表明，该地区亩产 3OOkg以上的高产田仅 占15％～ 

20％；亩产 300～2OOkg的中产 田占到 60％～65％；亩产 ~)Okg以下的低 产田 占 20％～ 

25％，太部分为中低产田，土地利用及作物增产潜力很大。 

2 主要成土过程和土壤形态与特性 

2．1 成土过程 

2．1．1 灌淤堆垫过程 

河西走廊灌淤早耕人为土的灌溉水源来自上游祁连山区的河流，特别是在洪水期河水 

中带有大量的泥沙．为灌淤旱耕人为土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据 7条河流出山口水文站 

的观测，6～8月平均含沙量为0．397-4．725kg／rn3，每亩地灌水量以500m3计，则每年每亩 

淤积物质可达 198．5--2362．5kg。此外，河西的农田历来有大量施用土粪及掺沙改土的习 

惯，一般每年每亩施人这类物质也达35OOkg左右。日积月累便在原来的土壤表面上形成了 
一 十人为的“灌淤层”，其厚度一般在 50crn以上。最厚可>250cm。 

2．1．2 耕作培肥过程 

“灌淤层”的形成，除了灌泌，堆垫作用外．还有耕作栽培过程。即从人工灌溉开始，通过 

耕作的机械作用，把灌溉淤积物和施肥、掺沙堆垫物加以搅混，调节了土壤物理性质，又通过 

作物根系作用，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物质，改善土壤的结构状态。随着灌淤与耕作作用年复一 

年地进行，灌淤层逐渐增厚，土壤的水、肥、气、热状况持续得到改善，这种灌淤层实际是经历 

了长期而连续的人工培肥，变为肥力较高的老耕作层。 

2．1．3 灌溉淋溶过程 

长期灌溉促进了土壤淋溶过程的发展，导致灌淤层 中的可溶性盐含量通常<iv,／kg．石 

膏含量也甚教。同时，随着灌水的下淋，上部土体中的粘细颗粒物质和有机物质也下移，并 

淀积在下部土休的结构面及孔隙表面，在土体中形成明显的胶膜特征，以及部分氧化物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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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积形成的氧化还原特征。 

2．2 土壤形态与理化特性 

2．2．1 土壤形态特性 

灌溉旱耕人为土l 具有灌淤表层诊断表层为主要特征，通常灌淤层厚度≥50cm，具有 

相对均一的颜色、质地、结构等，并含有煤凿、木炭、砖瓦等侵人体特征。由于耕种。灌淤层表 

面可分为：灌淤耕作层 AuP1、灌淤犁底层 AuP2(无或不明显)以及灌淤耕作淀积层 BuP、灌 

淤斑纹层 Bur(潮湿类型)、下垫 自然底土母质层 C等。因其独特的形态区别于本土纲中的 

水耕人为土以及其它土纲中的各类土壤。 

2．2．2 土壤理化特性 

(1)腐殖质和土壤养分 腐殖质和土壤养分积累是灌溉旱耕人为土的重要特征，与原 自 

然土壤——简育正常干旱土相比．前者的胡敏酸含量 较高，HA／I-IF>1．0，后者<1．0，胡敏 

酸的光密度值也有较大差异。灌淤旱耕人 为土的各种养分积累非常明显(表1)，有机质含 

裹 1 土壤弊分分析 

D--2D 19．1 0．9D I2．3 —— —— —— —— —— —— 

20--北 9 9 0．58 9．9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北 ～64 8 4 0．51 9．6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64～86 9．5 0．63 8．9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86--122 4 9 0．32 8．9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22～15D 3．0 0．16 11．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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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0--20g／kg、全氮 0．6一lg／kg，c／N10～13，全磷(P2O5)2～3g／kg浸提性磷(P)16～ 

30mg／kg，肥熟的灌淤早耕人为土可高达 35mg／kg以上，最高达 94rag／kg，证明磷 的富集作 

用强烈。其中剖 面 1—5的灌淤耕作层厚 32cm，有机质加权平均值为 25．8g／kg，全 氮 1 

05g／kg全磷2．14g／kg，浸提性磷61．Olmg／kg，土壤全钾 20--30g／kg阳离子代换量(CEC~) 

为 7--9ernol(+)／kg。 

灌淤早耕人为土的腐殖质和养分的明显积累，导致微生物类群数量增加，蚯蚓等土壤动 

物活动频繁，土壤肥力提高。 

(2)盐类淋溶和淀积 由于长期灌溉淋洗，灌淤早耕人为土中的易溶性盐大部设淋洗， 

分析表明：灌淤层中易溶性盐含量一般在 0．5g／ 以下，唯盐化的土类其易溶性盐含量往往 

在3g／kg左右，如剖面 I一1灌淤耕作层中的全盐量为 3．67g／kg，其下土层也在 2g／kg左 

右。碳酸盐在剖面上分布比较均匀，有从上而下淋溶表现，但只呈不明显 的淀积现象，其含 

量在100g／kg左右。其钙积类型的土壤在矿质土表至lOOcm范围内有钙积现象，但不表现 

石膏聚集(原始土壤中无石膏聚集)。 

(3)土壤结构和机械组成 由于施肥和人为耕作培肥，土壤结构形成，耕作层多为粒状、 

块状、与其自然土壤迥然有别，土壤物理性质大为改善，水、肥、气、热状况协调，为作物高产 

创造了有利的土壤条件。全剖面质地也比较均一，相邻亚层的质地在美国农部制质地三角 

表中也处于相同或相邻的位置。据颗粒组成分析，其质地大多为砂壤土、壤土或粉砂壤土， 

不砂不粘，土壤耕性良好(表 2)。 

表 2 土 壤 颗 粒 组 成 (粒径衄 )( kg) 

(4)土体全量化学组成和粘土矿物成分 表 3中的土体全量分析表明：土壤 SiO2／．~d2 

为7．O～10．0，Fc2 ／Al2 为0．24--0．32；粘粒的全量分析为 siQ／A 为 3．8--4 1， 

Fb ／ 2 为 0．25—0．29；细土全量分析中，除 CaO外，其他组成分含量无 明显 的差异。 

土壤粘粒 x射线衍射分析也表明，粘土矿物以水云母、绿泥石为主(李福兴 1985；史成华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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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性剖面在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地位及其分类参比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1995)将灌淤旱耕人为土土类进一步划分为寒性、弱盐、 

肥熟、水耕、斑纹和普通等 6十亚类【”。现将代表性剖面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位置，及 

与 sT制【7t 、FA0一un∞ 世界土壤图图例单元(9 wRB[埘的国际土壤参比如表 4。 

表 4 代表性割面的系统分类与国际土壤分类参比 

-因有救瞬分析方法不同、标准亦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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