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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近年来，随着鞍山市以“产业化、设施化、组织化、专业化、生态化”为

特征的现代农业不断发展，对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施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土

壤面源污染的要求标准日益提高，对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客观掌握全市耕

地地力和果园适宜性情况的需要日趋迫切。

从2005年至今，鞍山市土壤肥料站在辽宁省土壤肥料总站的指导下，在鞍

山市农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紧密依托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的技术

支撑，与各县（市）区土壤肥料站团结协作，上下联动，对全市235 507.34公

顷耕地和32 943.09公顷果园进行了普查，共采集土样30 362个，其中包括耕地

地力调查采样点14 555个，果园适宜性评价调查采样点2 300个。依据化验分

析数据，选取评价指标，确定评价单元，结合专家研判，对鞍山市耕地地力进

行系统分级，对果园适宜性进行了科学评价，绘制了鞍山市耕地地力评价图

集、鞍山市果园适宜性评价图集，并构建了耕地地力评价数据库管理系统。

上述成果的取得，使我们全面掌握了鞍山市耕地、果园的总体状况，必将

为鞍山市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中低产田改良、种植业结构调整、测土配方施

肥及果园土壤改良提供准确、科学的依据，必将有效推进土壤信息化建设进

程，也必将为鞍山农业现代化建设起到基础支撑作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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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鞍山市概况

1 鞍山市概况

1.1 地理位置

鞍山市地处辽东半岛中部。东部、北部靠辽阳县，南部与凤城市、庄河县毗邻，东南

部与大石桥市接壤，西部与盘山、辽中县连接。市中心距辽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市

89千米，东距煤铁之城本溪市96千米，南距大连市308千米，西南距营口鲅鱼圈新港

120千米，西距盘锦市103千米（图1-1）。地理坐标位于东经122度10分—123度41分，

北纬40度 27分—41度 34分。全境南北最长175千米，东西最宽133千米。总面积为

9 252.426平方千米，占辽宁省总面积的8.4%。其中市区790.797平方千米 （包括千山

区），海城市2 565.580平方千米，台安县1 393.992平方千米，岫岩满族自治县 4 502.057

平方千米。长（春）大（连）铁路、沈（阳）大（连）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海（城）沟

（帮子）铁路、海（城）岫（岩）铁路联结东西。大庆至大连的输油管道经过境内。公路

成网，遍布乡镇，交通十分方便。

图1-1 鞍山市在辽宁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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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势地貌

鞍山市的地势地貌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自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属于千山山脉延伸

部分的山区，一般海拔300～600米；最高为岫岩的帽盔山，海拔1 141米，岫岩一棵树岭

次之；山区主峰海拔931米，面积约为5 271.44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56.97％。中部

为千山山脉向西部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属低山坡岗丘陵区，一般海拔100～200米，面积

约为1 232.56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13.32％。长（春）大（连）铁路以西系辽河、浑

河、太子河冲积平原，一般海拔5～20米，全市海拔最低的是台安县韭菜台镇杨塘村，海

拔仅2米；平原面积约为2 748.43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29.71％（图1-2）。

从图1-2可以看出，鞍山地区的土地空间分布区域为3个区域：以辽河平原为主的冲

积平原区；以千山余脉为主的缓坡丘陵区；以海城东南及岫岩为主的山地丘陵区。千山区

图1-2 鞍山市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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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前地区、台安县、流经岫岩的洋河及哨子河沿岸地区、海城市中部以北地区属于冲积

平原区。千山区东部属缓坡丘陵区。海城市东南部及岫岩县绝大部分地区属山地丘陵区。

1.3 河流水系

鞍山市境内有大小河流40余条。其中，较大的河流有辽河、浑河、太子河、大洋

河、哨子河。前3条河流为过境河，后2条河流均在岫岩满族自治县境内。辽河系全国七

大江河之一，也是流经鞍山市境内的最大河流，该河从台安县西佛镇达连泡入境，由新华

农场的沟哨子镇出境，经盘山县入渤海。在台安境内河段长70千米，平均河宽200米，流

域面积898平方千米。台安县境内还有台安县与黑山县的界河绕阳河、台安县与大洼县的

界河外辽河以及小柳河等，均系辽河的支流。浑河源于清原县长白山支脉滚马岭，流经抚

顺、辽中、辽阳等市、县，于台安县黄沙坨镇朝阳堡村入境，向西南方向流至海城市西四

镇三汊河汇入太子河，经营口入渤海，该河系海城市与台安县的界河。在鞍山境内河段长

67.6千米，其中海城段31.6千米，台安段36千米，平均河宽140米，流域面积3 107平

方千米。太子河经辽阳县唐马寨入海城市高坨子镇境内，由东北向西南流至西四镇与浑河

汇合，该河是海城市西部平原的大型河流，境内河段长34.7千米，平均宽123～150米，

流域面积为3 009.8平方千米。源于海城境内的海城河、五道河、三通河以及源于鞍山市

区的沙河、南沙河、杨柳河、运粮河均汇入太子河。大洋河系岫岩满族自治县境内两大内

河之一，发源于岫岩县偏岭镇一棵树岭南侧，由西北流向东南，称偏岭河。在南流过程

中，接纳境内的哈达河、汤池河、雅河、牛河、沟连河等，至哨子河乡哨子河街东与哨子

河汇合，经马岭村王家沟东山头出境，至东港市入黄海。境内流长180.2千米，流域面积

1 968.4平方千米。哨子河系岫岩满族自治县境内另一主干河流，正源在三家子镇华山村北

黑背区岔口，侧源在华山村西北胡家岭，两源在王家东山汇合称哨子河。河段长

171.85千米，流域面积2 155.03平方千米，其支流有牧牛河、石庙子河、青河、古洞河等

河流。

1.4 气候

鞍山市地处中纬度的松辽平原的东南部边缘，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主要气

候特点是：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干冷同季，降水充沛，温度适宜，光照丰富，大风、冰

雹、旱涝、霜冻等灾害性天气在不同年份和季节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春季（3—5月）大

风多，降水少，日照长，回暖快，蒸发大，湿度小；夏季（6—8月）降水多且集中，暴雨

多发生在此季，气温高而少酷热；秋季（9—11月）天高气爽，雨量骤减，气温急降；冬

季（12月至翌年2月）雪少北风多，干燥寒冷。鞍山所辖区域虽属同一个气候带，但因地

理环境（地形、地貌、距海远近）不同而有差异。年降水量为640～880毫米，自东南向

西北逐次减少；年平均气温平原地区为8.0～9.0 ℃，而东部和东南部山区为6.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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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时数年平均为2 350～2 700小时，西北部多于东南部。

1.5 土地资源

鞍山市土地总面积为925 242.6公顷。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生态保护力

度的加大，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鞍山市郊区（千山区）的耕地锐减，千山区的

东北部转为城区管理，东南部的唐家房镇也只剩5个行政村。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将海城市的大屯镇、甘泉镇划归千山区行政管辖。以2012年鞍山市行政区划为基准

统计的海城市、台安县、岫岩县和千山区的耕地总面积为235 507.34公顷，占总土地面积

的25.45%，集中分布在西部沿河和中部平原地区，盛产水稻、玉米、大豆、高粱以及花

生等，是辽宁省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在城镇周围发展了生产冬季鲜细菜的温室大棚，冬

季人们可吃到地产的黄瓜、番茄、茄子等鲜细菜，结束了只吃冬贮大白菜、萝卜、土豆的

历史，温室韭菜还远销黑龙江等地。此外，有林地414 565.8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4.81％；牧草地4 274.0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46％；居民区及工矿用地134 934.85公

顷（注：“居民区及工矿用地”包括至2012年铁东区、铁西区、立山区面积及海城、岫

岩、台安、千山区的居民用地及工矿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14.58％；交通用地

13 259.3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43％；水域68 796.5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44％；未

利用土地（草荒地、裸岩、田坎等）53 904.5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5.83％。

1.6 行政区划

鞍山市辖海城市 （县级市）、台安县、岫岩满族自治县、铁东区、铁西区、立山

区、千山区，共辖79个乡镇级单位（包括街道办事处）849个行政村，农业人口175万

（图1-3）。由于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农村划入城区，使得农业人口逐年减少。

例如，海城市的大屯镇、甘泉镇划入千山区，以前的千山区大部分已城市化，成为真正的

城区，主城区不断扩展，加之县区内合乡并村的不断变化，使得乡镇、村级单位的数量每

年都在变化，这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城乡差别在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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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鞍山市概况

图1-3 鞍山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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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鞍山市耕地土壤分布概况

2.1 耕地土壤的分类与分布

从图2-1可以看出，贯穿海城市南北的202国道，是鞍山市比较明显的土壤类型分界

图2-1 鞍山市主要粮食产区土壤分布

草甸土
风沙土
水稻土
县城
盐土
沼泽土
棕壤

006



2 鞍山市耕地土壤分布概况

线。北部位于辽河平原区域，多为草甸土；南部位于辽东山地丘陵区，多为棕壤。在北部

有斑状水稻土零星分布，南部多为山谷河流旁点状水稻土分布，而山谷河滩沿岸有带状的

草甸土分布，伴随着河流的走向，与北部平原区大片的草甸土相连接，构成了一个层次清

晰的土壤地带分布景观。

鞍山市成土母质类型多样，除居民区和河流水面外，全市共有6个土类、16个亚类、

53个土属、87个土种。棕壤土是全市6个土类中最多的土壤，面积达552 691.0公顷，占

全市土壤总面积的65.9%，主要分布在东南山区和丘陵地带；草甸土次之，面积为265 672

公顷，主要分布在沿河冲积平原地区，占全市土壤总面积的31.7%。其他4个土类面积占

土壤总面积的比重依次为：水稻土11 205公顷，占1.3%；沼泽土4 135公顷，占0.5%；风

沙土3 746公顷，占0.5%；盐土867公顷，占0.1%。

2.2 土壤分类

2.2.1 土壤分类的原则

（1）土壤分类是以发生学土壤的观点为基本原则。发生学土壤就是研究土壤发生演变

和环境条件的关系。发生学土壤分类是按照土壤形成条件、成土过程和土壤发生层次构造

及其形态特征对土壤进行分类的。土壤是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独立

历史自然体，不同的土壤类型具有不同的土壤属性。每一类土壤都是在不同的生物气候、

地形、地下水条件下，产生不同的一种独特的成土过程，形成不同的土壤类型。例如，台

安县草甸土，所处地形为冲积淤积平原，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行草甸化这个独特的成土

过程，形成草甸土。盐土独特的成分过程是盐渍化过程，它是在一定的生物气候、地形和

地下水的条件下形成的隐域性土壤。

各类土壤之间在成土过程中，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质的差异。当环境条件，某些成

土因素改变时，产生了新的成土过程，而土壤的性状也将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由

一种土壤类型演变为另一种土壤类型。例如，台安县草甸土和盐土在成土过程上，既有联

系，又有差异。如果碳酸盐草甸土亚类土壤，灌、排不当，就会引起地下水急剧上升，矿

化度增高，地下水通过毛管作用到达地表，水分被蒸发掉，盐分残留地表，使草甸土演变

为盐土或盐化草甸土。反之，农业技术措施适当，盐土和盐化草甸土又可演变成草甸土。

所以说，发生学土壤的观点是进行土壤分类的基本原则。

（2）土壤分类将农业土壤和自然土壤作为一个整体。就两者的关系来看，自然土壤是

农业土壤的前身，而农业土壤是自然土壤熟化的产物。在利用上，既可变自然土壤为农业

土壤，又可将农业土壤变为自然土壤。两者的土壤肥力本质都是相同的。

（3）在土壤分类中，把自然土壤和社会成土因素、成土过程与土壤属性（包括剖面

形态和理化性质）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分类依据。这样能如实地反映土壤发生发展规律

和土壤肥力状况。在确定分类基本单元时，必须特别注意成土条件与成土过程，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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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土壤属性，在确定基层分类单元时，就应重点考虑土壤属性，无论哪一级分类，

土壤属性皆不能忽略，在同一个土壤类型内，必定有其相类似的肥力特征和改良利用

方向。

鞍山市各县区土壤分类主要是第2次土壤普查时的发生分类法，由土类、亚类、土

属、土种构成的分类体系，部分县区有更细的变种分类。

2.2.2 土壤分类的依据

土类是在一定的综合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经过一个主导和几个相结合的成土

过程，具有一定相似的发生层次，土壤属性相同的一群土壤。亚类是在土类范围内的进一

步划分，亚类反映同一土类中不同的发育分段，在成土过程和剖面形态上的差异；亚类也

反映不同土类之间的互相过渡，在主要成土过程中，同时产生附加的、次要的成土过程。

土属在土壤发生和分类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既是亚类的续分，又是土种的归纳。土

种是基层单元分类的基本单元，它是发育在相同母质上，具有相类似的发育程度和土体构

型的一群土壤。

2.2.3 土壤的命名与分类系统

土壤的命名在土壤分类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土壤的命名既要考虑到它的系统性、科学

性、群众性和生产性，又要使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生动简练、通俗易懂的土壤

名称。

对土类、亚类的命名，鞍山市各县区基本采用了辽宁省第2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

统上所引用的土壤名称。对土种的命名，个别县区以群众恰如其分的土壤名称（俗名）

为基础，并依其土体构型的典型特征，将土壤的发生学上的典型特征、生产性能和群众

命名三者融为一体，确定土种名称。如面沙土、深位沙底河淤土、沙化河淤土和黏质淤

黑土等。

为了区分耕作土壤与自然土壤，在耕作土壤的名字前面加上“耕型”二字。如薄层酸

性岩类棕壤性土是自然土壤，加上“耕型”后，即表示耕地。

关于水田和旱田土壤命名问题，凡旱田土壤均称“土”；而水田土壤则在“土”字后

面又加“田”字；这样将水旱田区分开来。

2.3 台安县主要耕型土壤分布特征

台安县土壤多是在辽河、浑河两岸第四纪冲击性黄土母质上发育而成的土壤，海拔高

度在3～12米之间，略显东北高、西南低的板状平原，土壤类型较为复杂。

据第2次土壤普查统计，全县共划分为5个土类11个亚类24个土属52个土种（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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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台安县土壤分类系统表

土类

草甸土

亚类代码

11

12

13

亚类

草甸土

碳酸盐草甸土

盐化草甸土

土属代码

111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31

132

133

土属

耕型壤质草甸土

沙质碳酸盐草甸土

耕型沙质碳酸盐草
甸土

壤质碳酸盐草甸土

耕型碳酸盐草甸土

耕型黏质碳酸盐草
甸土

碳酸盐草甸土型菜
园土

耕型碳酸盐氯化物
草甸土

碳酸盐盐化草甸土

耕型硫酸盐盐化草
甸土

土种代码

1111

1211

1221

1222

1223

1224

1231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1246

1247

1248

1249

124（10）

124（11）

124（12）

124（13）

1251

1252

1253

1254

1261

1311

1321

1332

1333

土种

河淤黄土

薄层腐殖质面沙土

面沙土

黏底面沙土

夹黏面沙土

中层腐殖质面沙土

中层腐殖质河淤土

河淤黑土

深位沙底河淤黑土

浅位沙底河淤黑土

夹沙河淤黑土

河淤土

夹沙河淤土

深位沙底河淤土

浅位沙底河淤土

夹沙河淤土

黏底河淤土

中位钙积河淤土

沙化河淤土

深位钙积河淤土

黏质淤黑土

黏质夹沙淤黑土

黏质深位沙底淤黑土

黏质浅位沙底淤黑土

壤质碳酸盐菜园土

中度硫酸盐氯化物沙底
河淤土

硫酸盐盐化草甸土

轻度硫酸盐夹沙河淤土

中度硫酸盐河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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