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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物质
生产最基本的源泉，耕地是土壤的精华，土壤是农作物生存的基本

条件之一，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人类物质水平

的提高，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

３０ 年间，我国农村经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
农业正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然而，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结束

二十多年来，农村经营体制、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种植结构、产

量水平、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县域经济的快速

发展，产生了诸如耕地减少、土壤退化污染、次生盐渍化、水土流

失等系列问题，过去的技术指标已无法指导现代农业生产。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面临资源短缺、人口密集、生态环境破坏的巨大压

力，对我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些问题，开展耕地

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工作，对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业结构合理

调整、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阜城县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实施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利用测
土配方施肥项目的野外调查和分析化验数据，结合第二次全国土壤

普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等成果资料，在河北省土肥站、衡水市土

肥站等相关部门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阜城县 １０ 个乡镇、
６１０ 个行政村、６７ ８ 万亩耕地的调查与评价任务；摸清了阜城县耕
地地力、耕地质量、土壤障碍因素状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耕地地

力评价体系，初步构筑了阜城县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提出了耕

地保护、培肥地力、耕地适宜种植、利用方式及科学施肥方法等，

为农业决策者制定粮食安全发展规划、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设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平衡施肥、发展节水农业及生态建设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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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本次调查与评价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阜城县农牧局测土

配方施肥项目实施人员编写了 《阜城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一

书。本书共计十章，以测土配方施肥试点补贴资金项目为基础，叙

述了阜城县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的方法及理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

阜城县耕地资源类型、分布、地力与质量基础、利用状况及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等，并将近年来农业推广工作中的大

量成果资料录入其中，增加该书的可读性。但由于本书的编写水平

有限、时间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提出宝

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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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阜城县隶属河北省衡水市，位于华北平原略偏东部的黑龙港流
域，处于衡水市东北部，地处东经 １１６°０８′ １１６°３２′，北纬 ３７°３８′
３７°５４′之间，东隔南运河与东光相望，西与武邑交界，南和景县接
壤，北与泊头毗邻。阜城县境东西长 ３８ｋｍ，南北宽 １８ｋｍ，总面积
６９５ ２ｋｍ２，耕地面积 ６７ ８ 万亩。

全县现辖 ５镇 ５乡，即阜城镇、漫河乡、古城镇、崔庙镇、码头
镇、蒋坊乡、建桥乡、大白乡、王集乡和霞口镇，共有 ６１０个行政村。
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全县总人口 ３５１４５４ 人，其中农业人口 ３０４６５８ 人、农
村劳动力 １６０７３５人 （详见表 １ １）。县人民政府驻地阜城镇。

表 １ １　 阜城县行政区划与人口情况

乡镇 自然村 （个）农业人口 （人）乡村户数 （户）劳动力资源数 （人）

阜城镇 ７４ ３７６６６ ９３５０ ２３６１８
漫河乡 ３８ ２６８５７ ７４９８ １７４３７
古城镇 ７６ ４１１１９ １２２４４ ２２２７２
崔庙镇 ８４ ４２９０４ １２９９０ １７６３６
码头镇 ８２ ３９２０７ １０３９６ １６７５０
蒋坊乡 ５７ ２６２６７ ７５３９ １５２３２
建桥乡 ３９ １７４３７ ５１１０ ７６４６
大白乡 ４６ １８９５６ ６２８５ １１２８８
王集乡 ５８ ２３５８３ ６１３２ １１２２０
霞口镇 ５６ ３０６６２ ９１２０ １７６３６
合计 ６１０ ３０４６５８ ８６６６４ １６０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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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一）自然气候

阜城县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受东亚季风影响，属暖温带

半湿润易旱地区 （干燥度为 １ ２９）。主要气候特点：大陆季风气候
显著，四季分明。冬季严寒漫长，雪雨稀少；夏季酷热湿润，降水

集中；春季干燥，风多风大，降水稀少；秋季风凉云淡，天高

气爽。

１ 气温：据阜城县 １９６７ ２００８ 年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１２ ４℃，一年中 ７ 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２６ ５℃；１ 月最冷，月平均
气温 － ４ ３℃。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 ２４ ５℃，极端最高气温 ４２℃。

阜城县稳定通过 ０℃的初日，多年平均在 ３ 月 ２ 日，终日在 １２
月 ２ 日，间隔日数 ２７５ 天，积温为 ４８３１ ９℃。根据各作物的需求指
标，能满足一年两熟制热量的需要。稳定通过 １０℃的初日在 ４ 月 ４
日，终日在 １０ 月 ２６ 日，间隔日数 ２０５ 天，积温 ４４１０ ６℃。阜城县
负积温平均为 － ３１２ １℃，持续天数 ８９ 天，多数年份小麦可安全
越冬。

２ 降水量：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雨量集中于夏
季，年平均降水量 ５４３ ３ｍｍ。夏季 （６ ８ 月）平均为 ４３２ ７ｍｍ，占
全年降水总量的 ７９ ６％，其中 ７、８月份总平均降水量 ３６４ ６ｍｍ，占
全年降水总量的 ６７ １％；冬季 （１２ ２月）降水仅 １７ｍｍ，占全年降
水量的 ３ １％；秋季 （９ １１ 月）多于春季 （３ ５ 月），分别为
５０ ４ｍｍ和 ３０ ２ｍｍ。年降水相对变率 ２３ ７％，降水最多的年份达
８６４ １ｍｍ （１９７７ 年），最少年仅有 ２６２ ８ｍｍ （１９６８ 年），多年和少
年相差 ３ ３ 倍。全年各月以 ７、８ 月份降水强度最大，日降水量分
别为 １６ ９ｍｍ和 １２ ６ｍｍ，７ 月份多大雨或暴雨。阜城县年暴雨日
数平均为 ２ １ 天，历年来大于 ９０ｍｍ 的日数共出现过 １５ 次，占年
几率的 ３８％，大于 １５０ｍｍ的日降水量出现过 ５ 次。
３ 无霜冻期、土壤冻结期及蒸发量：阜城县初霜冻期平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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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２５ 日，终霜结束在 ４ 月 １７ 日，全年无霜冻期 １９０ 天。平均冻
土深度 ３７ｃｍ，最深 ６０ｃｍ，年蒸发量是 １９１３ ６ｍｍ （指水面蒸发
量），为年降水量的 ３ ５ 倍。

（二）水文地质

阜城县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两部分。

１ 地表水
县境内地表水资源来自降水所产生的径流及过境水。

（１）降水
全县多年平均降水量 ５４３ ３ｍｍ，区域分布东部大西部小，降

水量年内分布很不均匀，多集中于夏季，汛期 ６ ９ 月份多年平均
降雨量 ４３３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９ ６％。

（２）自产水资源量
全县多年平均径流量 １３５５ ６ 万 ｍ３，折合径流深 １９ ５ｍｍ。频

率 ２０％丰水年径流量 １９５８ ５ 万 ｍ３，频率 ５０％ 的平水年径流量
４１５ ６ 万 ｍ３，频率 ７５％的偏旱年径流量 １０２ ５ 万 ｍ３，频率 ９５％的
旱年径流量 ６５ 万 ｍ３。年径流地区分布基本上与年降水一致，从年
内分配看，径流量的产生时间与暴雨发生时间相对应，主要集中在

７ ９ 月，一般占年径流总量的 ９０％以上。近年来，因地下水埋深
较大，全县自产水量很小，如 ２００８ 年全县降水量 ５９５ ５ｍｍ，属于
降水偏多年份，平均径流深 ２ ２ｍｍ，合径流量仅 １５２ ３ 万 ｍ３。

（３）客水
客水由阜城县境内的河道、坑塘、渠道等载体进行引、蓄、

供、排。阜城县共有 ６ 条河流———南运河、清凉江、江江河、湘江
河、洚河、小洛河。全县多年平均入境水量 ７０６０ ４ 万 ｍ３，平均出
境水量 ６８３０ ７ 万 ｍ３，入出境差 ２２９ ７ 万 ｍ３，入境水主要是自黄河
经清凉江向天津输送的黄河水。

（４）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
全县自产水资源主要形成于汛期，此时雨水充足，农田一般不

需要灌溉，河渠因防洪不敢蓄水，其利用率极低。近年来，因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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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下降，降雨量的减少，降雨产生的径流很少，阜城县几乎没有

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

２ 地下水
县境地处河北平原东南部，地层上部以洪冲积和冲积散沉积物

为主，含水层属第四纪含水岩系。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境内浅

层淡水、咸水、深层淡水和咸水皆有分布，但由于在地质变迁中受

气候、地势、地下水各方面的制约，上层分布有大量的咸水体，浅

层淡水不发育。据 ２００８ 年阜城县水资源公报，全县地下水资源量
５３８２ １ 万 ｍ３，加上矿化度 ２ ３ｇ ／ Ｌ 的微咸水量，全县地下水总量
７９７７ ８ 万 ｍ３。

２００８ 年全县水资源可利用量 ７９７７ ８ 万 ｍ３，其中淡水 ５３８２ １
万 ｍ３，矿化度 ２ ３ｇ ／ Ｌ 的微咸水量 ２５９５ ７ 万 ｍ３，年供水量
１５９２４ ８ 万 ｍ３，农业用水量最大，为 １３９７３ ４ 万 ｍ３，占总需水量
的 ８７ ７％，水资源供需缺口 ７９４７ 万 ｍ３，为 ５０％。
３ 地质
从区域地质条件上看，县境处前第三系。基底中部为南北向沧

西大断裂；断裂以西属冀中凹陷，基底埋深在 ３５００ ４５００ｍ 之间；
断裂以东属沧县台拱区，基底埋深在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ｍ 之间。初期隆
起和凹陷重叠，至第三纪末为大量的陆相沉积物填平，成为一个统

一的凹陷堆积平原，特别是古黄河、古漳河及支流的冲积，逐渐形

成今天的冲积平原。晚第三纪以后，直到第四纪间地壳运动以下降

为主，大规模地覆盖了深厚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

自第三纪以来，构造运动较频繁。该区一直处于振荡性不均衡

下降状态，故而形成厚度较大的堆积物，凹陷区厚，隆起区薄，第

三系地层由于受长期地质作用，大部分已密实岩化。因此，阜城县

土壤母质为新生代第四纪沉积物，均属近代河流冲积物。

三、 地形地貌

整个华北平原的地势，以黄河冲积扇为中心，向北、向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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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微微倾斜。阜城县地处冲积扇之中、华北平原中部，故阜城县形

成了自西南向东北缓慢倾斜的地形特点，地面高程从海拔 １８ ６ｍ
逐渐降至 １２ｍ，地面平均坡度约为 １ ／ ６０００。

由于历史上古黄河、古漳河的经常迁徙和频繁改道，各河流纵

横荡决，交错沉积，新老河道交叉重叠相互切割，故形成境内地面

倾斜起伏、大小不同浅平封闭洼地，呈不规则三角分布，如南部的

千顷洼、东北部的王海洼和土山洼等。在县境西南湘江河两岸断续

分布着小固定沙丘，海拔高度一般为 １５ ６ ２２ ７ｍ，与地面相对高
差 ０ ８ ８ １ｍ。

（一）地貌类型

黄河是形成华北平原的主要河流，而阜城县土壤的形成与分布

直接受此河影响，但由于漳河北道和中道的注入，故阜城县土壤的

形成与分布比较复杂，母质类型多为壤质冲积物、沙壤质冲积物，

颜色发灰，云母较多。

按历史古河道沉积范围划分：阜城县北部 （今湘江河北段及

其向西沿线的建桥乡至蒋坊乡的陆村一线）的王集、大白、建桥

等乡以北及蒋坊乡，属衡漳河古河道带；阜城县东部 （许家河、

曲龙河以东即今青年干渠以东）的码头、霞口镇，属黄河古道带；

阜城县中部和西部 （今青年干渠以西）属黄河中道带。

（二）河流水系

境内有六条主要河道，均属海河流域：县境西部的清凉江，长

２８ｋｍ；东有与东光县为界的南运河，长 ２９ｋｍ；境内湘江河、江江
河分别长达 ４０ｋｍ和 ２４ｋｍ；洚河在阜城县境内长 ９ｋｍ；小洛河在阜
城县境内长 ９ｋｍ；全县共有排灌渠道 １９ 条，全长 ２７６ ８ｋｍ，有扬
水站 １０ 个。

四、 土地资源概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

据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资料：２００９ 年全县土地总面积 １０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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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其利用类型按使用性质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

地三部分。其中，农用地 ７７ ５８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７４ ４％；
建设用地 ２２ １４ 万亩，占 ２１ ２％；未利用地 ４ ５８ 万亩，占 ４ ４％。
１ 农用地。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

用地五类。２００９ 年，全县农用地面积 ７７ ５８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
的 ７４ ４％。其中，耕地面积 ６７ ７９ 万亩，占农用地面积的 ８７ ４％；
园地面积 ３ １１ 万亩，占 ４ ０％；林地面积 ２ ９２ 万亩，占 ３ ８％；
牧草地面积 ０ ９ 万亩，占 １ ２％；其他农用地 ２ ８５ 万亩，占
３ ６％。全县人均占有耕地 １ ９３ 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
２ ２２ 亩。

２ 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分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
地和水利设施用地三类。２００９ 年，全县建设用地 ２２ １４ 万亩，占
土地总面积的 ２１ ２％。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１２ ０３ 万亩，占
建设用地的 ５４ ３％；交通运输用地 ３ ３２ 万亩，占 １５ ０％；水利设
施用地 ６ ７９ 万亩，占 ３０ ７％。
３ 未利用土地。全县未利用土地面积 ４ ５８ 万亩，占土地面积

的 ４ ４％。
（二）土地资源评价

阜城县地处黄淮河流域冲积平原，黑龙港流域腹地。总的来

说，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非常适合农业生产。但由于河流冲积平

原的地形、地貌特点，存在大平小不平现象，缓冈、坡地和洼地交

错分布，再加上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和地下水矿化度较高，局部

地区浅层地下水受咸水等影响，特别是进入 １９８０ 年代后，气候干
旱和工农业生产用水量大幅度增加，都直接影响着土地质量和适

宜性。

（三）土壤资源评价

１ 土壤养分。１９８２ 年土壤普查工作结束后，通过土壤平衡施
肥技术的推广、“沃土工程”、“旱作农业”项目的实施，采取秸秆

还田、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及科学施用化肥等技术措施，阜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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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状况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２ 土壤质地。阜城县的土壤是河流冲积物的沉积母质，地下
水位高，直接参与成土过程，因此多数土地质地较轻。在耕地土壤

中，轻壤和中壤质土壤是阜城县面积最大的土属，全县均有分布，

面积为 ６３ ６ 万亩，占全县耕地土壤面积的 ９３ ８％，土壤质地适
中，土层深厚，利于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

五、 土壤类型及分布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分类系统，阜城县的土壤属潮土类，

将潮土再续分为潮土、褐土化潮土、盐化潮土 ３ 个亚类，８ 个土
属，２６ 个土种，详见表 １ ２。

（一）潮土亚类

潮土亚类是阜城县主要土壤类型，全县各乡镇均有分布，其面

积为 ５３ ８ 万亩，占耕地土壤面积的 ７９ ４％，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一般为 １ ４％左右，土壤反应偏碱性，通体石灰反应强烈，适宜多
种作物生长。

潮土亚类又分为沙质潮土、沙壤质潮土、壤质潮土三个土属。

沙质潮土主要分布在古城镇的薛家坟、高庄、纪庄、付庄一

带，面积 ６９８１ ９ 亩，占耕地面积的 １ ０３％。其水肥气热特点是通
透性良好，水少气多，有机质分解快积累量少，保水保肥性能差，

土温上升快，易耕易作，适种作物少，土壤肥力低，作物生长有前

劲无后劲，即 “发小苗不发老苗”。

沙壤质潮土主要分布在古城镇的付庄东南一带和漫河的倪庄、

许铺、杨小庄等，面积为 ３ ０６ 万亩，占耕地土壤面积的 ４ ５２％，
土体多为均质，保水保肥性较差，养分含量低，有机质含量一般在

０ ８％左右。沙壤质潮土土属按土体构型来说阜城县均属沙壤质潮
土土种。沙壤质潮土，结构较松散，漏水漏肥，通气状况良好，养

分释放快，种植作物多以花生、甘薯、棉花、小麦为主，有的已成

为林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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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质潮土一般都有良好的耕性，适种作物广泛，是阜城县较理

想的耕作土壤类型，加之多年来人为的定向培肥，土壤肥力水平和

熟化程度不断提高，全县各乡镇均有分布，是阜城县面积最大的土

属，面积为 ５０ ０６ 万亩，占全县耕地土壤面积的 ７３ ８５％。按照土
体构型续分为七个土种：轻壤质潮土、轻壤质潮土底黏潮土、轻壤

质蒙金潮土、中壤质潮土、轻壤质体黏潮土、中壤质底沙潮土和轻

壤质底沙潮土。

（二）褐土化潮土亚类

它是阜城县潮土土类中的第二个亚类，是潮土向褐土过渡的土

壤类型。土层质地比较均一，多为壤质，主要分布在王集、古城、

阜城镇三个乡镇，面积为 ６ ５５ 万亩，占耕地土壤面积的 ９ ６６％。
由于分布在地形部位较高处，所以排水良好，表层土壤已脱离地下

水影响，所以具有初期褐土特征。耕作层疏松多孔，干爽鲜艳，呈

浅棕或灰褐色，碎屑或团块状结构。心土层为浅灰棕色，仍有较多

根系分布，其孔隙较多，有假菌丝体，尤其在 ７０ｃｍ 以上的黏质层
上更为明显。底土层有时可见锈斑锈纹痕迹，说明潮土过程尚在进

行。根据表层质地的差异，本亚类可划分为沙壤质褐土化潮土和壤

质褐土化潮土两个土属。

沙壤质褐土化潮土土属，表层质地沙壤或土体出现间层，通体

石灰性反应，内外排水良好，通透性好，保水保肥能力较差，适种

小麦、谷子、玉米及薯类、花生等作物及果树。分布在古城镇西南

部，面积为 ０ ２２ 万亩，占耕地土壤面积的 ０ ３３％。本土属只有一
个土种。

壤质土属褐土化潮土，主要分布在王集、古城、阜城镇三个乡

镇，面积为 ６ ３２ 万亩，占耕地土壤面积的 ９ ３３％。由于所处部位
相对较高，排水良好，疏松多孔，通透性好，发育层较厚，地下水

埋深大于 ４ｍ，上层土壤脱离地下水影响，土壤颜色较鲜艳，在一
米土体内可见假菌丝体，通体石灰反应强烈，土壤 ｐＨ 值变化不
大，含钾素丰富，无盐化现象，物理性状良好，适种棉花及多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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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干旱问题较突出，地下水矿化度低，适宜灌溉，易耕作，土

层深厚，土壤肥力较高，已成为阜城县粮棉高产重点区。

根据土体构型可将此土属划分为六个土种：轻壤质褐土化潮

土、轻壤质蒙金褐土化潮土、轻壤质体黏褐土化潮土、轻壤质底黏

褐土化潮土、中壤质褐土化潮土、中壤质底沙褐土化潮土。

（三）盐化潮土亚类

它是阜城县潮土土类中的第三个亚类，全县各乡镇都有不同程

度的分布，但多集中分布于阜城县西部和东部，阜城镇的八里、南

运河两岸和其他乡镇的低洼地带。

分析阜城县盐化潮土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主要是这些地区地

势低洼、排水不畅，地下水位较高，地下水矿化度较高造成的地貌

特征。

从阜城县的气候特点来看，一年之内雨量分布很不均匀，６０％
以上的雨量集中于夏季，并多为暴雨形式，年际间雨量分布不均，

春秋蒸发强烈，此期土体积盐达到高点，干旱积盐，涝碱相随。

阜城县盐化潮土主要以硫酸盐盐化潮土为主，也有氯化物盐化

潮土的存在。南运河两岸附近地区则是以硫酸盐为主的盐化潮土，

地势较低的韩村洼和八里西部是以氯化物为主的盐化潮土。根据表

层质地和盐分组成，本亚类又续分为三个土属，沙壤质硫酸盐盐化

潮土、壤质硫酸盐盐化潮土、壤质氯化物盐化潮土，面积 ７ ４１ 万
亩，占耕地土壤面积的 １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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