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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灌淤土是甘肃省黄河沿岸及其支流地区主要的农业土壤，通过调查分析，灌淤土土壤障碍因素

主要包括：不良的理化性状、不良的土体构型及过高的地下水位。存在这 3 种不良因素的耕种土壤类型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本文浅析了甘肃灌淤土土壤障碍因素，并提出了改良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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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淤土是甘肃省主要的农业土壤之一，面积约

21.1 万 hm2［1］，主要分布于兰州、白银、临夏、天

水、平凉、庆阳等地的河流谷地、阶地和平原，因

其是劳动人民依托水文网经过长期耕种、施肥、灌

溉淤积而形成的人为土壤，因而是我省最古老的河

谷农业产物。在该灌溉土壤区人口稠密，农业经济

较为发达，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土壤的承载力越

来越高，土壤的一些障碍因素则成为影响作物高产

稳产的主要因素之一[2, 3]。因此了解认识灌淤土土壤

障碍因素，对其进行改良，和对进一步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有现实意义。 
 
1  障碍因素 

 
灌淤土土壤障碍因素就是指土壤本身在农作物 

生长期间对农作物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由于灌淤土处于中温性土壤区，50cm处年均温 8～

15�，因而土温的不良影响极小，造成土壤障碍因

素主要是土壤理化性状、土体构型以及其他不良因

素。 

理化性状代表着土壤的养分、质地状况。灌淤

土有灌淤土、潮灌淤土、盐化灌淤土 3 个土壤亚类，

其耕作层的理化性状和机械组成分析[4, 5]结果见表 1

和表 2。 

土壤理化性状的表现及土体构型和其他不良因

素见表 3 
 

2  不良土壤类型 
 
甘肃灌淤土由表 3所分析的 3大土壤障碍因素，  

表 1  灌淤土耕作层平均养分含量 

土  类 项  目 
有机质 

(g/kg) 

全 N 

(g/kg) 

全 P 

 (g/kg) 

全 K  

(g/kg)  

速效 N 

(mg/kg) 

速效 P 

(mg/kg) 

速效 K 

(mg/kg) 

碳酸钙

（g/kg） 

阳离子代换量

cmol/kg 

灌淤土 样本数(x) 468 470 382 278 193 517 497 2860 292 

 平均数(n) 11.34 0.74 0.72 18.4 68.4 15.5 181 114.6 9.18 

潮灌淤土 样本数(x) 74 72 64 35 9 99 90 36.0 45 

 平均数(n) 13.00 0.81 0.71 19.5 45.5 9.6 147 113.1 9.89 

盐化灌淤土 样本数(x) 21 21 20 9 19 20 5 50 5 

 平均数(n) 10.53 0.67 0.72 18.8 38.1 11.6 136 76.9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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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亚类灌淤土的机械组成及全盐量（采样地：兰州雁滩） 

土壤类型 土  层（cm） 质  地 
2 ~ 0.02 mm 

（g/kg） 

0.02 ~ 0.002 mm 

（g/kg） 
＜0.002 mm 

含盐 

（g/kg） 

0～24 粉砂粘壤 570.0 265.1 164.9  

24～36 砂壤土 561.8 304.5 133.7  

36～56 砂壤土 583.3 275.9 140.7  

56～110 壤砂土 936.8 15.9 47.4  

灌淤土 

 

110～140 砂壤土 677.4 269.0 53.7  

1～11 砂质壤土 662.0 251.4 86.6 0.67 

11～21 粘壤土 439.9 381.4 178.7 3.04 

21～31 砂质粘壤土 586.7 244.3 168.9 0.296 

31～41 砂质粘壤土 588.2 218.8 199.1  

41～57 砂质粘壤土 567.4 263.1 169.5  

盐化灌淤土 

57～95 壤质砂土 887.5 57.1 55.4  

 
表 3  土壤理化性状、土体构型及其他不良因素的标识内容 

标识 代号 标 识 内 容 

A1 有机质含量较低，多在 10 ~ 13g/kg，属国家 4 级。 

A2 缺 P 少 N，速效 P 在 9.6 mg/kg 左右，速效 N 50 ｍg/kg，属国家 4 级。 

A3 土壤阳离子代换量多在 7 ~ 10 cmol/kg 土，保肥能力低。 

A4 土壤质地偏粘，易耕性较差。 

理化 

性状 

A5 土攘盐渍化较重，1 m 土体含盐量在 4 g/kg 以上。 

B1 漏砂型（图 1），在土攘剖面的心土层 40 ~ 60 cm 左右出现沙层，并一直延伸到剖面底部。有这种构型的土壤漏水

漏肥，作物生长期易干旱脱肥，造成作物产量下降，属低产土壤。 

土体 

构型 

B2 底砂层（图 2），在土攘剖面底土层 70 cm 左右出现厚度＞20 cm 砂层，有这种构型的土壤有漏水漏肥现象，易引起

作物早衰，影响产量。 

其他不 

良因素 

C 土壤潮化，地下水位较高（深度 1 m 左右），这种土壤春季返潮，不易耕作；土壤通透性差，土温凉，作物产量较

低。 

 
又构成了下面几种不良的土壤类型： 

(1) 具 A1、A2、A3不良因素的灌淤土，面积约

13.75 万 hm2，主要分布在兰州、白银、天水、平凉、

庆阳、临夏。该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缺 P 少

N，土壤代换量低，保肥性差。 

 (2) 具 A1、A2、A3、A4不良因素的灌淤土，面

积约 1.22 万 hm2，集中分布在天水市。该类型土壤

有机质含量较低，缺少 N 素，质地偏粘，阳离子代

换量不高，因而耕性差，但土壤持水保肥性较好。 

(3) 具 A1、A2、A3、B1不良因素的灌淤土，面

积约 2.54 万 hm2，主要分布在兰州、白银、天水、

平凉、庆阳 5 地市。该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

缺 P 少 N，阳离子代换量不高，土体 40 ~ 60 cm 出

现砂层一直延伸到剖面底部，漏水漏肥现象严重，

作物生长期易缺水短肥，造成早衰、减产。 

(4) 具 A1、A2、A3、B2不良因素的灌淤土，面

积约 0.33 万 hm2，集中分布在兰州、天水两市。该

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缺 P 少 N，阳离子代换

量低，加之剖面底部出现＞20 cm 的沙层，因而持

水保肥性较差。 

(5) 具 A1、A2、A3、A5不良因素的灌淤土，面

积约 13.32 万 hm2，集中分布在兰州、天水两市。该

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缺 P 少 N 富 K，阳离子

代换量低且发生盐渍化，春季返潮返盐，耕性不好。 

(6) 具 A1、A2、A3、A4、C 不良因素的灌淤土，

面积约 11.56 万 hm2，集中分布在兰州、天水两市。

该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缺 P 少 N，阳离子代

换量低，质地偏粘，地下水位 1.0 m 左右，排水不

畅、土温低，春季返潮，耕性差。作物生产不良，

茎杆瘦高，易倒伏。 

(7) 具 A1、A2、A3、B1、C 不良因素的灌淤土，

面积约 0.77 万 hm2，集中分布在兰州、天水两市。

该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缺 P 少 N，阳离子代

换量低，质地偏粘，地下水位 1.0 m 左右，排水不

畅，通透性差，剖面心土层出现沙层一直延伸到剖

面底部，肥效短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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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耕层                           ………………  

             ………………                                              耕层 

             ………………                                ………………. 

   ………………                                 ……………… 

 。。。。。。。。。。。。 心土层                           ……………… 

 。。。。。。。。。。。。                                ………………. 心土层 

。。。。。。。。。。。。                               ……………….. 

         砂层     。。。。。。。。。。。。 底土层                          。。。。。。。。。。。。 

                 。。。。。。。。。。。。                       砂层     。。。。。。。。。。。。 底土层 

 。。。。。。。。。。。。                               。。。。。。。。。。。。 

                      图 1 漏砂型土体                                             图 2 底砂层土体  

 
 
3  减少土壤类型不良因素影响的措施 

 
在我们全面了解了几种灌淤土土壤类型的特

征、特性、形成原因后，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不良

因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农业生产措施减少这些

不良因素对农作物的影响，以提高作物产量。 

3.1  对于具有不良理化性状灌淤土的改良利用 

�增施高质有机肥料，实行秸杆还田、种植绿

肥、提高土壤肥力，做到用地养地相结合。据试验，

春播及复种豆科绿肥平均鲜草产量达 54 t/hm2 和15 

t/hm2，且土壤肥力亦有明显提高。若将复种的箭舌

豌豆直接翻压，肥效提高更为显著。�充分利用水

热资源，发展立体农业，提高耕地利用率。积极兴

建薪炭林、水土保持林、护田护牧林、防风固沙林

的同时建立林草带,实行草灌、草乔带状间作，发展

混农林业。既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更可缓解“三料”

矛盾[6] �在增施 N 肥的同时，注重 N、P、K 肥的

合理配方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深耕、深翻，

立槎晒土，增加土壤通透性。 

3.2  对于具有不良土体构型的灌淤土的改良利用
[2]
 

�增施土粪及高质有机肥料，有条件的地方，

可引洪灌淤，增厚土层，降低沙层部位，提高土壤

肥力。�注意施肥、灌水技术，采用“少量多次”的

办法，防止大水满灌。条件好的地方可增加喷灌、

滴灌、渗灌设施同时注重后期追肥，提高土壤肥效。

�增施 N、P 肥料，搞好 N、P、K 配方施肥，并针

对土壤养分丰缺状况，调整化肥调入结构。�要适

当浅耕，并选种白菜，茄子、番瓜、萝卜等，不易

种植果木。 

3.3   对于具有其他不良因素灌淤土的改良利用 

�挖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有盐碱状况的，

要注意土壤的主要化学组分和类型的动态变化
［7］,

从这些变化中正确分析自然和人为因素对土壤盐渍

化的影响,以便了解该区盐渍化的演化方向
［7］,视情

况需洗盐排碱。�拦洪淤积，结合增施有机肥提高

土壤肥力。�轮植耐盐豆科作物，进行生物排盐，

防止和减少土壤次生盐渍化。�压沙结合地膜，控

制盐分聚集，提高地温。�合理施用化肥，控制灌

水定额，结合节水灌溉设备，防止盐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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