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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民众福祉、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的两大关键因素。当前我省耕地资源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因为，随

着人口逐渐增加和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及生态环境建设，耕地数量减少的

趋势将不可逆转，社会发展对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加之我省耕地质量总体偏低，中低

产田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耕地质量退化趋势明显，土壤养分失衡，抗灾能

力减退，土壤污染加重，严重影响着粮食单产的提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在耕地数量

减少趋势不可逆转、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对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实现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确保谷物自给平衡，必须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提高耕地综

合生产能力。

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甘

肃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是

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耕地地力监测与评价，利用GIS技术和现代化
手段，建立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科学划分耕地地力等级和中低产田类型，确定影

响耕地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和改良措施， 有针对性地开展主要作物及特色优势作物适宜

性评价，对于建立我省耕地质量预警体系，准确掌握耕地生产能力，因地制宜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与管理，指导农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施肥，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粮食安

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耕地质量评价工作依托农业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项目和测土配方施肥补

贴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实施，是第二次土壤普查之后，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技术含量最

高的一次土壤调查与评价工作。工作启动以来，在省农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理总站的指导

下，在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科院、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协助下，对全省14个市（州）86
个县(市、区)耕地及各企事业单位农场所有耕地的气候、立地条件、土壤剖面、土壤理化性

状、农田管理设施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收集整理了土地利用资料、地貌地形资料、行政区

划资料、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以县（市、区、场）为单位，利用GIS技术及现代化的科学技
术，建立了耕地资源基础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完成了各县（市、区、场）的耕地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对耕地地力等级和中低产田类型进行了科学划分，摸清了全省土壤类型、分布、数

量、质量及土壤肥力变化趋势，掌握了耕地基础生产能力，明确了耕地的主要障碍因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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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具体的改良措施，并对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棉花等主要种植作物及苹果、中药

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作物耕地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形成了一大批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专

题报告，绘制了土壤图、土壤养分分布图、施肥分区图、种植业区划布局图、中低产田类型

分布图等系列图件。以上成果的取得，将对我省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科学

依据，将会对甘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3年12月



前

言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过两次土壤普查工作。土壤普查的丰硕成果在全国农业区

划、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良和科学施肥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研究、新型肥料的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种植结构、产量水平、有机肥

和化肥使用总量与品种结构、农药使用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耕地质量和土壤肥力

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全面走向新的历史时期，开展耕地地

力评价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目前，结合“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开展的“耕地地力评价”来源于2002年农业部在全国
启动的重点项目《全国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随着“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全国的深

入开展，2006年农业部决定，利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取得的数据，进行项目区“耕地

地力评价”，农业部、财政部在《2006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求:“近年来
已经开展耕地地力调查的省份，要结合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进行耕地地力评价”，农业部《关

于申报2007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及补贴资金的通知》（农财办 〔2007〕25号）

也明确要求，2007年各项目县要充分利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野外调查和分析化验数据，

结合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等成果资料，完成图件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建

立、地力等级评价、成果图编制等工作，构建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县域内耕地地力进

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汇总成册编辑出版，形成公共资源，便于广大农民和相关单位查阅

应用。

因此，研究一种能充分利用3S技术进行耕地地力评价的新方法，快速有效地对开展测

土配方施肥的项目县进行耕地地力评价，对于进一步查清我国耕地土壤的地力状况、肥力

水平、养分状况、土壤退化状况和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耕地地力评价就是通过对耕地资源动态的管理，对耕地资源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给予

实时、准确的报告，是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摸清耕地资源状况，提高

耕地利用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为合理利用现有的耕地资源，治理或

修复退化以及受污染的土壤提供科学依据，为农业决策者、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

提供决策参考，保障农业持续发展。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是

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管理、农产品优质化的需要。

为全面查清耕地基础生产能力、土壤肥力与土壤环境状况、土壤障碍因素，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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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养办法，为甘肃省农垦集团所属农场耕地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结构调整

规划、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耕地地力调查按照农业部、甘肃省农牧厅

及农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理总站统一部署，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土壤立

地条件、土壤类型及土种、土地利用方式、作物种类、种植模式等因素，依照典型性、代表性

和广泛性的原则布点，利用GPS准确定位，并用统一技术规程、统一调查表格、统一统计口

径、统一汇总方法、统一评价标准的“五个统一”方法进行。 甘肃省农垦集团公司按照省农

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理总站的年度要求，2007年项目试点农场中的黄花农场和条山农场
开展2010年度的耕地地力评价工作。

在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获取大量耕地地力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项

目组对条山农场和黄花农场耕地地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对于全面查清耕地基础生产能力、

土壤肥力与土壤环境状况、土壤障碍因素，分析研究耕地保养办法，摸清垦区耕地地力的

现状及问题，为耕地资源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耕地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结构调

整规划、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等提供科学依据。 主要成果：

（1）建立甘肃省农垦条山农场和黄花农场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利用甘肃省

农垦农业研究院基础图件、自然及经济统计数据、野外测量数据，结合GIS建立了空间数据
库和属性数据库，并通过耕地质量评价建立成果数据库，为耕地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参

考依据。

（2）编绘条山农场和黄花农场耕地资源专题图。采用ArcGIS软件编绘出甘肃省农垦条
山农场和黄花农场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图、 土壤全氮含量分布图、 土壤有效磷含量分布

图、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布图、土壤有效铜含量分布图、有效锰含量分布图、有效铁含量分布

图、有效锌含量分布图、耕地地力等级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类型分布图等一系列专题

图，为甘肃省农垦条山农场和黄花农场耕地地力评价、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

技术支撑。

（3）结合甘肃省农垦条山农场和黄花农场的特点，采用适当指标体系，运用相关理论

和数理统计方法，对该区域的耕地进行质量评价，划分地力等级；并根据耕地地力评价结

果，划分中低产田分区，提出改造措施和建议，指导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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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甘肃垦区现有国营农牧场18个，其中农场16个，分布于河西的酒泉、张掖、金昌、武威，
中部的白银和陇东的平凉等市县，其中河西分布的最多，共有12个；牧场2个，分布于祁连
山山地。 各农场的所在县（市）和地理位置详见下表：

表1-1 甘肃垦区国营农场地理位置一览表

农场名称 创建时间
地 理 坐 标

所在县、市 场部所在地

小宛农场 1958 年 40'14"~40v34" 95'32"~96'14" 瓜州县 小宛

饮马农场 1955 年 40'22"~40'34" 96'49"~97'07" 玉门市 饮马

黄花农场 1956 年 40'21"~40'28" 97'05"~97'21" 玉门市 黄花

下河清农场 1955 年 39'33"~39'36" 98'50"~98'58" 肃州区 下河清

生地湾农场 1958 年 40'10"~42'21" 98'30"~98'45" 金塔县 生地湾

鱼儿红牧场 1956 年 39'10"~39'35" 96'55"~96'28" 肃北县 荒田地

临泽农场 1958 年 39'13"~39'17" 99'54"~100'03" 临泽县 西平

张掖农场 1954 年 38'52"~39'02" 100'32"~100'44" 张掖市 老寺庙

山丹农场 1958 年 38'42"~38'46" 101'05"~101'06" 山丹县 四坝

宝瓶河牧场 1960 年 38'12"~38'25" 99'56"~100'11" 肃南县 虎寺台

八一农场 1958 年 38'10"~38'38" 101'25"~102'37" 永昌县 河西堡

黄羊河农场 1953 年 37'41"~37'52" 102'49"~102'59" 凉州、古浪县 黄羊镇

勤锋农场 1958 年 38'40"~38'44" 102'58"~103'02" 民勤县 老爷庙

条山农场 1958 年 37'09"~37'17v 103'59"~104'05" 景泰县 一条山

张老寺农场 1958 年 35'10"~35'20" 107'07"~107'22" 泾川县 张老寺塬

万宝川农场 1958 年 34v53"~34'59" 107'08"~107'17" 灵台县 新集

五举农场 1960 年 35'01"~35'06" 106'57"~107'04" 崇信县 五举

北 纬 东 经

敦煌农场 1956 年 40'26"~40'36" 94'32"~95'24" 敦煌市 黄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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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地理概况

一、气候特征

甘肃垦区各农场分别位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地和陇东黄土高原，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
候特征。 因各场所处地形部位、海拔高度的不同，可分属四个气候区。

1. 陇东温带半湿润气候区
该区分布有张老寺、万宝川、五举三个农场。其气候特点：上半年干燥少雨，日照长，太

阳辐射强，蒸发量大，下半年阴湿多雨，雨季集中在7、8、9三个月，日照短，蒸发量小。 冬季
气候变化缓慢，春季气温急剧上升，夏季高温短促，秋季气温下降迅速。 年温差较大，日照
充足，生长季节长。 年平均气温8.6℃~10℃，7月最热平均气温19.5℃~22.9℃，极端最高气温
35.4℃~39.3℃，1月最冷平均气温-4.3℃~-4.9℃，极端最低气温-23.2℃~-24℃，年日平均气
温稳定≥10℃积温2558.7℃~2832.6℃。 年日照时数2316.8~2445.7小时，日照率52%~55％。
年平均降水量549.9~637.6毫米， 年最高降水量792.2~906.1毫米， 最干旱年380.9~445.1毫
米，降雪量小，最大积雪深度14~22厘米，年蒸发量1385.8~1440.0毫米。 无霜期159~198天，
初霜始于9月下旬或10月上旬，终霜止于5月上中旬，冻土最厚深度只有50~70厘米。夏秋多
东南风，冬春多西北风，平均风速1.8~2.6米/秒。 灾害性天气以春季的霜冻、旱灾和秋季的
暴雨冰雹最为普遍。 分布的土壤有褐土、垆土和黄绵土。

2. 河西走廊温带干旱气候区
此区有黄羊河、勤锋、八一、山丹、张掖、临泽、下河清、生地湾、饮马、黄花和小宛的七

道沟分场等，此外，将黄河干流西岸的条山农场归并此区，共12个农场。 其气候特点是：干
旱、降水少、蒸发量大、夏热冬冷，昼夜温差悬殊，日照长，风沙多。年平均气温5.8－8.2℃，最
热7月平均气温20.3℃~23.4℃，极端最高温36.7℃~39.5℃，最冷1月平均气温-7.7℃~11.3℃，
极端最低温-27.3℃~33.3℃。年日照时数2725.5~3267.6小时，日照率62%~74％，年日平均气
温稳定≥10℃积温2582.1℃~3249.1℃。 年平均降水量59.5~196.2毫米，年最高降水量273.8
毫米，最干旱年32毫米，降水集中在7、8、9三个月，年蒸发量2021.0~3038.5毫米，为降水量
的15.5~33.7倍，相对湿度41%~53％，最大积雪深度4~16厘米。 无霜期152~192天，初霜始于
9月下旬至10月上中旬，终霜止于4月上中旬至5月上旬，最大冻土深度99~150毫米。全年多
西北风和东风，平均风速2.0~4.2米/秒。 低温、霜冻、风沙、干热风的危害比较严重。

本区由于东西相距长达850千米， 南北海拔高差200~600米， 加之距沙漠戈壁远近不
同，所以由东而西、由南而北的变化规律是降水量逐渐减少，蒸发量逐渐增大，风沙危害逐
渐加重，土壤盐量逐渐增多，土壤类型由灰漠土、灰钙土—灰棕漠土、盐土、潮土、盐土。 气
温是东高西低，无霜日数是东长西短、北长南短。另外在许多狭窄的风口和地形突起地带，
气温偏低，风速偏大，风的频率偏高，冻土偏深，积雪偏厚。

3. 河西走廊暖温带干旱气候区
本区有小宛农场、敦煌农场和黄花农场的花海分场。 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其气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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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夏季炎热而冬季寒冷，太阳辐射强，日照极为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降水稀
少，蒸发强烈，无霜期短，风大多沙暴，灾害频繁。 年平均气温8.8℃~9.3℃，7月最热平均气
温24.7℃~24.9℃，极端最高温40.8℃~42.8℃，1月最冷平均气温-9.3℃~10.4℃，极端最低温
-28.5℃~29.3℃，年日平均气温稳定≥10℃积温3582.9℃~3611.3℃。 年日照时数为3247.1~
3260.0小时，日照率73％。 年平均降水量36.8~45.7毫米，年最高降水量105.5~127.9毫米，最
干旱年6.4~11.9毫米，年蒸发量2490.6~3140.6毫米，相对湿度39%~41％。 无霜期182~198
天，初霜始于10月上中旬，终霜止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最大积雪深度8~17厘米，冻土最厚
深度114~116厘米。 全年多东风和东北风，平均风速2.2~3.7米/秒。 年大风日数27~69天，年
沙暴日13.7~15.8天。 大风、干热风和沙暴是此区灾害性气候。

本区光热资源丰富，在同纬度名列前茅，是棉、瓜果优质丰产区。 蒸发量比降水量大
40~85倍，土壤水分以上升水流为主，致使土壤中积有许多盐分、石膏和碳酸钙。 主要土壤
有盐土、棕漠土和风沙土。

4. 祁连山高寒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
本区有宝瓶河、鱼儿红两个牧场和黑土洼农场。 其气候特点是：气候寒冷，降水稀少，

蒸发强烈，温差大，热量不足，无霜期短，夏短冬长。 根据在海拔2700~2800米的鱼儿红、山
丹军马一场和青海省祁连县二寺滩三个气象站资料，年平均气温-1.0℃~1.0℃，7月最热平
均气温13.9℃~22.0℃，极端最高温29.0℃~29.2℃，1月最冷平均气温-20.0℃~-22.9℃，极端
最低温-29.4℃~-40.0℃。年平均降水量137.2~401.5毫米，主要集中在冬、秋两季，年平均蒸
发量1426.5~1720.0毫米，为降水量的3.5~10.4倍，相对湿度30%~74％。 无霜期最长112天，
最短34天，初霜最早7月上旬，最晚9月中旬，终霜最早5月上旬，最晚7月上旬。 年日照时数
2600~3000小时，年平均风速3.0~4.3米/秒，最大风速12米/秒，最大冻土深度248厘米，高山
地带有永远冻层。

本区山势陡峻，高差悬殊，山谷宽窄不一，气候复杂，一般平均山体每升高100米，气温
下降0.55℃，夏季逐渐缩短，冬季增长，至雪线以上为冰雪覆盖，只有在海拔2300~2800米
的宽谷可种植生长期短的大麦、青稞、油菜、洋芋，小麦成熟度很低，如黑土洼地区可以旱
作，但收获量无保证。分布有栗钙土、灰钙土、灰棕漠土。山地一般农作物不能成熟，只适宜
牧草的生长，降水量随海拔高度的上升而增多，降水主要集中于秋季。 蒸发量随海拔高度
的增高而减少，在海拔4000米以上没有无霜期，所以高山山地只能做夏秋牧场，低山及沟
谷地为冬春牧场。东部的宝瓶河牧场气候比较湿润，为半湿润区，分布有高山草甸土、灰褐
土、高山寒漠土；而西部的鱼儿红牧场干旱少雨，为半干旱区，分布有亚高山、高山草原土、
高山漠土。

二、水文地质

垦区农场分属黄河和内陆河两大流域，四个水系。
1. 黄河流域
分布有五举、万宝川、张老寺和条山等四个农场，分属泾河和黄河干流水系。
泾河水系有三个农场，泾河支流达溪河流经五举、万宝川两个农场，场内有六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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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谷，均有泉水汇流入达溪河。 另一支流黑河流经张老寺农场，场内有三条小溪汇入黑
河。 两条河均以降水补给为主，径流小，水色清凉水质良好，矿化度在0.30~0.45克/升，水化
学类型以HCO3

--Ca2+和HCO3
--Mg2+为主。三个农场对河水的利用率不高，主要是旱作农业。

地下水主要为河谷潜水，分布于1~2级阶地，埋深小于10米，含水层为砂砾石，基底隔水层
主要为下白垩系地层和下更新统红色黏土。丘陵区的潜水埋深大于50米，全是大气降水垂
直入渗补给，又以泉的形式向沟谷排泄。 三场有机井取水饮用，单井出水量100~500吨/日，
矿化度小于1克/升。 由于土壤和表层潜水缺乏或多余某种元素，是大骨节病、克山病、甲状
腺病等地方病的发病区。

黄河干流水系有条山农场，由于黄河河床低，农场所处的地势高，地表水资源贫乏，只
有间歇性洪流，雨季洪水来源于老虎山沟谷，汇集于响水沟东流入黄河。 目前条山农场靠
提黄河水灌溉农田。 场区地下水埋深35~40米，且径流条件差，水质不良，矿化度1.85~3.67
克/升，水化学类型为Cl--SO4

2--Mg2+-Ca2+（Na+）,无承压水，不适用于农业灌溉。
2. 内陆河流域
河西走廊的十二个农场和两个牧场，分属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其主要河流

均发源于祁连山，由冰雪融化水和雨水补给。
石羊河水系有三个农场，其中黄羊河农场引灌黄羊河和杂木河河水；勤锋农场引灌石

羊河的红崖山水库水；八一农场引灌东大河和西大河河水，各支流虽然都建有水库，但是
水量有限，上游垦荒截水，下游灌溉水已无保证，最多供给一次冬灌水，现为井河混灌区，
或纯井灌区。

黑河水系有五个农场、一个牧场，山丹农场引灌山丹河的支流马营河河水；张掖农场
引灌黑河和洪水河（民乐分场）河水；临泽农场引灌梨园河河水；下河清农场引灌丰乐河和
讨赖河（边湾分场）河水；生地湾农场引灌讨赖河鸳鸯池水库水。 由于农场多位于灌区下
游，故河水保灌程度较差，都不同程度地开发地下水补充灌溉。 山丹农场和下河清农场作
物生长期主要靠井水灌溉，河灌面积很小。 张掖农场的河水水量已不足，现有部分机井补
灌。 生地湾农场旱年旱季也有缺水现象，该区地下水丰富可开采补充。 宝瓶河牧场位于祁
连山中黑河的上游，场内的大小山沟水均流入黑河。

疏勒河水系，有四个农场、一个牧场。饮马农场，黄花农场的黄花、青山，小宛农场的小
宛、十工、四工、七道沟，敦煌农场的西湖、南梁等地都引灌疏勒河河水。 其中黄花、饮马位
于疏勒河中游，河水量充足，可满足农业灌溉用水。小宛农场位于疏勒河下游，在双塔灌区
上游，现配水量偏小，灌溉用水偏紧。 敦煌农场的西湖、南梁分场在双塔灌区下游，配水量
少，灌溉无保证。此外，黄花农场的花海分场引灌石油河和疏勒河河水，小宛农场的踏实分
场引灌榆林河河水，敦煌农场的黄墩分场引灌党河河水，配水量都偏低，现开发有部分机
井补充灌溉。 鱼儿红牧场位于疏勒河上游，场区有少量山泉水汇入疏勒河。

分布在河西走廊内的十二个农场的地下潜水，主要来源于河水和灌溉水的渗漏补给，
潜水水位和水质与地形地貌相关性强。

在冲积洪积平原地带的黄羊河、山丹，下河清，八一的东寨、青山，黄花的花海，小宛的
踏实，张掖的场直等十个分场，地下潜水埋藏在深厚的砾石层中，水力坡度较大，径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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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场区范围的地形地势一般是南高北低，由南向北潜水埋深从50米逐渐上升到5~7米，矿
化度由小于0.5克/升逐渐升高到1.0~1.5克/升，水质良好。 水化学类型由HCO3

--SO4
2--Ca2+-

Mg2+型，经HCO3
--SO4

2--Mg2+-Ca2+、SO4
2--HCO3

--Mg2+型，变化为SO4
2--Mg2+型。 承压水水量丰

沛，单井涌水量20~30升/秒，利于发展井灌。 南部地下水不参与土壤的形成过程，土壤无盐
化，北部由于近20年来大量提取地下水灌溉，浅层潜水位已普遍降至10米以下，目前土壤
盐化过程已停止，但在土壤剖面中还遗留有盐化和潮化特征，局部低洼地段有盐土存在。

冲积洪积扇平原有临泽、下河清的边湾、黄花、八一青山、饮马、小宛的七道沟等农场，
一般浅层潜水水位埋深在0.5~1.0米，排水畅通的河道两岸和地势较高地段，潜水位可深至
2米，矿化度低于1克/升，水化学类型为HCO3

--SO4
2--Mg2+-Na+（Ca2+）型，潜水溢出带浅层潜

水位高于1米，矿化度1克/升，水化学类型HCO3
--SO4

2--Mg2+型，溢出带以北，潜水矿化度逐
渐增高，最高可达5克/升，水化学类型主要是SO4

2--HCO3
--Na+-Mg2+型。土壤形成以潮化、盐

化、沼泽化等成土过程为主，溢出带还有镁质碱化过程。
在冲积平原有小宛的场直、十工、四工，敦煌的西湖、南梁等农场，浅层潜水主要受灌

溉水的渗漏补给，一年中有两个高水位期，即作物生长灌水期和冬灌期。在排水畅通地段，
地下水位低于2米，河道两岸深达4~5米；在地形平坦排水条件差的地段，地下水位在1~2
米，潜水矿化度和水化学类型因地形、径流条件和土壤含盐情况而不同，在土壤脱盐较彻
底和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好的地段， 矿化度一般1~3克/升， 水化学类型SO4

2--HCO3
--Mg2+-

Na+，或SO4
2--Cl--Mg2+-Na+型。

在冲积湖积平原有勤锋、生地湾和八一的天生坑、小井子等农场，地下水受北山阻隔，
地下径流处于滞流状态，地表水和地下水难以外泄。 土壤水靠大气蒸发，土壤中易溶性盐
量可达10%~40%，盐土广泛发育。 地下水矿化度在3~5克/升以上，水化学类型SO4

2--Cl--
Na+-Mg2+和SO4

2--Na+型，在闭塞洼地如生地湾农场东北部、八一农场小井子分场东部，地下
水几乎完全滞流，形成小盐池。

三、地形地貌

甘肃垦区根据地形地貌的形态特征和构造成因，大致可分为四个地貌单元。
1. 陇东黄土高原
有三个农场分布在本区，分属低山丘陵沟壑区和残垣、梁峁丘陵沟壑区。万宝川、五举

两个农场属低山丘陵沟壑区，海拔在1120~1495米，山谷相对高差100~300米，由于泾河支
流达溪河水流的侵蚀切割，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地形都自分水岭向达溪河倾斜，主梁坡度
较陡，一般在25°以上，支梁坡度较平缓，也在10°~15°，耕地很少，短梁地形变化较大，一般
阴坡较陡，耕地较少，阳坡较缓，耕地较多。河谷狭窄，川谷最宽200~300米，最窄只有100米
左右，无论河谷宽窄均有短小台地分布，地势较平，为主要耕地区。 张老寺农场属残垣、梁
峁丘陵沟壑区，海拔1120~1424米，塬面破碎，水蚀冲沟多，雨季常发生崩塌和滑坡，最大塬
面只有2000亩，最小塬面约200亩。梁峁皆成南北走向，长3~5千米，最宽不到1千米，梁顶较
为平坦，坡度小于10°，梁坡已修成梯田，宽度不过5~15米。 沟壑成树枝状，深50~200米，宽
50~100米，沟坡多在40°以上，水土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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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成土母质多数是在第三纪红土层上覆盖的黄土， 包括原生黄土母质和次生黄土
母质。 原生黄土受水土流失影响，其黄土层厚度在残垣和峁顶一般为10~100米，在低山丘
陵和丘陵沟壑厚度为1~13米，在沟壑和滑坡地带，红土层出露。黄土层的地质组成，主要为
粉粒（0.05~0.005毫米），其含量常大于50%，变化在37%~68%，尤其是0.05~0.01毫米的颗粒
含量多数在40%~56%；沙粒（大于0.05毫米）含量在3%~5%，最多也只有9%；黏粒（<0.005
毫米）含量多数超过30%，变幅为24%~60%，其中小于0.001毫米的黏粒在14%~42%，多数
为17%~25%，可见土性较黏，以重壤、中壤为主。 土壤中有较明显的碳酸盐淀积，许多剖面
的底部有比较多的碳酸钙结核，土壤呈碱性反应，透水性好，易受水蚀，遇水易发生湿陷，
土体无层理，有垂重节理，成直立性，常形成峭壁。 区内成土母质多属马兰黏黄土，在陡坡
地段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有离石黄土或浅红色的石质夹钙质的午城黄土母质，在沟壑两
旁和沟底则为第三纪三趾马红土层。 次生黄土母质有明显的水平层理，无湿陷性，主要分
布在山坡平缓处和宽沟中，为坡积、冲积黄土和红土。

2. 陇西黄土高原
条山农场分布在此区，属祁连山向东延伸支脉东端，阿拉善地块南缘的芦阴盆地，盆

地为第四纪冲积物所填充，表层有0.5~3米厚的黄土性冲积物，地势平坦微向东倾斜。 农场
位于盆地中部，景泰县城的西侧，场区海拔1517~1710米，地面坡降1/125~1/20，有三条干沙
河由西向东横穿农场，西部和沿沙河两岸地形比较破碎，土层较薄，一般厚70~100厘米；北
部靠近山地，黄土母质和岩石风化碎屑物，底层夹有一层厚薄不等的较紧实锈沙层，土层
厚度不及1米，东部地面比较平整，沙河在此消失，土层增厚，一般在1~3米，为黄土性成土
母质，冲积层理明显，土层中常夹有细沙或砾石。 土壤为灰漠土，耕地比较集中连片，土地
利用率已达76.7%。

3. 河西走廊平原
走廊平原是由内陆河冲积洪积堆积而成， 地势一般南高北低， 海拔大部分在1000~

2500米，可分为冲积洪积平原、洪积冲积扇缘平原、冲积平原和冲积湖积平原。在风蚀沙积
地带，有垄岗状和新月形沙丘群。

冲积洪积平原，有黄羊河、山丹、下河清三个农场和八一农场的东寨、青山两个分场，
黄花农场的花海分场、小宛分场的踏实分场及张掖农场场直。地面坡降一般在1/150~1/50，
由于坡降较大，多洪水沙沟散流，地形破碎，土层薄厚不均，厚者1~2米，薄者只有数十厘
米，沙沟密布地带，为砾石戈壁。成土母质为冲积黄土状细土物质，上部没有明显的冲积层
理，下部冲积层理比较显著，土质砂性较大，多为沙土、沙壤、轻壤，土层下为厚达几百米的
砾石层，部分土壤有盐化现象。

洪积冲积扇缘平原，有下河清农场的边湾分场，黄花农场和饮马农场，小宛农场的七
道沟分场和临泽农场，多分布于洪积冲积扇缘细土地带，地势平坦，坡降3/1000~5/1000，地
下潜水丰富，在潜水溢出带有大量泉群分布，泉水汇集长泉水沟外流，或形成湖沼。成土母
质多为洪积冲积物。 因潜水溢出带土壤长期受地下水浸渍，土体中常有一层厚度1米青灰
色的青白层，有的已发育成镁质碱化层，青白土层物理性黏粒含量较高，多为中壤或重壤。
一般在潜水溢出地带出现盐土，其下游盐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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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平原有小宛农场的小宛、十二、四工分场和敦煌农场等。 地势平坦开阔，坡降
1/1000~5/1000，地面有散流河道，且多是干河床。成土母质为河流的多次冲积沉积物，冲积
层理明显。因位于河流下游，干旱多风、土壤多发育成盐土，靠南北戈壁一带土壤遭受严重
侵蚀。

冲积湖积平原，有勤锋、生地湾两个农场和八一农场的天生坑、小井子两个分场。古时
是河流汇集的河道湖的一部分，后因地面抬升，河道改流而形成冲积湖积平原，地面坡降
2/1000~5/1000，地势平坦。 成土母质为冲积湖积物，土层水平层次较多，质地变化较大，且
无规律性，一般剖面中有锈纹锈斑层或青灰色潜育层，并常见螺壳遗体。盐土广泛发育，场
区内或场区下游的局部洼地有盐池。

走廊平原风沙地貌广泛发育，各农场都有大片固定、半固定红柳沙丘、流动沙区和风
蚀地，沙丘间大部分是平沙地。

4. 祁连山地
山体由一系列重叠的山岭和并列的峡谷、宽谷盆地组成，呈西北—东南走向，海拔一

般在2400~5800米，北坡比差大部分在2000米以上，南坡比差较低。 海拔4700~4800米以上
的许多地区终年积雪，4900~5000米以上发育着现代冰川，是走廊平原河流的发源地，为绿
洲农业灌溉的天然水库。 宝瓶河、鱼儿红两个牧场及黑土洼农场分布在祁连山中段北坡。

宝瓶河和鱼儿红两牧场，海拔都在2700米以上，为群峰纵列、山高峰锐坡陡的地貌景
观。 海拔在4800米以上为雪线地带，夏秋呈高寒砾漠景观。 冰川分布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
山脊，成冰台和冰斗。 山体一般阳坡较陡，水蚀强烈，阴坡较缓，相对高差在200~500米，沟
谷狭窄，两岸陡峭。成土母质，海拔4000米以上为残积物；低缓的山梁和山丘凹地为黄土状
细土物质，厚度在0.5~2.0米；其他地区为沙岩、片麻岩、千枚岩等风化的残积物和坡积物。

黑土洼农场，地处祁连山前山宽谷川地，海拔2375-2520米，地面坡降1/25~1/70，土地
集中连片，都已开垦农用。成土母质多为洪积冲积的沙壤、轻壤质次黄土，有效土层在东部
只有20~60厘米，西部厚达1~2米，土层下为棱角砾石。

第三节 农业经济概况

甘肃农垦始建于1953年，当时中央为了转业大批解放军迎接经济建设高潮，结合军垦
戍边的战略考虑，开始在河西兴建国营农场。1954年，甘肃省成立了国营机械化农场局，逐
步在全省范围内兴建农场。 到1958年，先后在河西、陇东、陇南、甘南等地建立了122个农、
牧场，人员达20万。1960年，农场局撤销，成立甘肃省农垦委员会。1963年，成立中国人民解
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一师。1969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建设兵团。1974年，机构大
精简中，撤销建设兵团，所属农建师交省，省上又交地、县管理，省政府在农办设一个农垦
处管理计划等工作。1978年，重新成立甘肃省农垦局。1983年，甘肃省农垦局改名为甘肃省
农垦总公司， 2002年，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在原甘肃省农垦总公司的基础上整体改制组建
甘肃省农垦集团公司。

甘肃农垦现有总人口近10万人，从业人员3.2万人。 所属企事业单位36户，其中农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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