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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成立于1958年，初名为宁夏农业厅综合勘

查队，1985年更名为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1993年经国家建设部批

准为甲级农业工程设计院，1997年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为甲级

工程咨询单位，并具有自治区乙级测绘资质和乙级水土保持监测

资质。测试中心于1995年通过自治区计量认证，1996年获化肥农药

质量监督检验授权证书，挂化肥、农药质量监督检验站牌子，从事

质检业务。

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是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的科技

事业单位。在农牧厅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50多年来，奋战在农业勘

查第一线，在宁夏土壤资源、土地资源、林草资源和水土保持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摸清了宁夏境内的土壤、土地的类别、面积、主要生产

特点和农业利用的障碍因素以及林草资源状况，取得了农业生产、

土壤盐化、土地沙化、水土保持及土壤改良等方面极其丰富的第一

手资料，为编制农业区划、农业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

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所提出的“灌淤土”命名已为全国土壤学界

认可，并写入全国土壤分类系统中，丰富了人为土壤的内涵，使宁夏

土壤分类与全国接轨，有利于世界交流。

宁夏农业工程测量规划设计、工程项目咨询科研等，也是宁夏

农业勘查设计院的另一项重点业务，先后进行了县（市）有关农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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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域的农田规划设计，灵陶园艺场新建规划设计、平罗农业区划、银川菜篮子工

程规划设计，特别是在20世纪末以来进行的农业涉外扶贫援助项目（包括世行贷款

项目、“4071”扶贫项目、欧共体技术援助项目、亚行贷款项目）、扶贫扬黄红寺堡灌

区项目、固海扩灌区项目、宁夏中北部重大工程项目、土地整理项目以及宁夏农业

三个百万亩（百万亩设施农业发展建设规划、百万亩覆膜保墒集雨补灌旱作节水农

业建设规划和百万亩扬黄补灌高效节水农业工程规划）战略建设项目等，均付出了

巨大的劳动，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和丰硕的成果。为宁夏农业生产发展、建设基本农

田、移民搬迁作出了贡献。

土壤测试和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是农勘院又一项重点业务。土壤测试为

农田配方施肥、合理施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为宁夏无

公害农业生产和绿色农产品上市保驾护航，从源头把好农产品质量关，使广大市民

吃上放心粮菜。

《栉风沐雨 服务三农》的出版，是宁夏农勘院50年来服务“三农”科技成果资料

的摘要汇编，全书共分四篇，重点阐述了各主要项目成果的内容，这些成果为自治区

农业发展、粮食翻番、农民脱贫致富和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栉风沐雨 服务三农》的问世，也是农勘院50年技术工作及经验的总结，资料丰

富翔实，将其汇集成册，以飧读者，有利于农勘院今后工作的开展，对生产科研及教学

等单位均有参考价值。由于资料甚多、时间甚紧、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难免，

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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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各种环境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历史自然体，是人类赖以生活和生产的重要自

然资源，是发展农、林、牧业的基础。进行土壤调查和加强土壤研究，是对土壤及其有关自

然条件的认识过程，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避免违背自然规律乱开

发现象的出现。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以下简称农勘院）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土壤调查工

作，在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先后在全区进行了两次土壤普查，进行了银川平原土壤详

查和卫宁灌区土壤详查。以及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化调查，进行了固原地区与银南地区

的土壤概查。20世纪末，还进行了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红寺堡灌区和固海扩灌区的土壤详

查工作，在全区范围内为局部地域生产开发，建立农业及节水试验示范区进行了多次土

壤详查工作。这些土壤调查成果为自治区编制农业区划、农业规划、农田基本建设、配方

施肥、土壤改良及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为促进宁夏农业生产、实现粮食翻番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也使农勘院土壤工作者的科技水平和土壤调查能力大为提高，成为自治区进行

土壤调查和研究工作的一支中坚力量。

第一节 宁夏第一次土壤普查

一、调查目的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为了全面建设宁夏，大力发展宁夏农业，增加粮食产量，

就必须全面了解宁夏耕地状况，摸清耕地面积、土壤类型、土壤分布和土壤性状以及土壤障

碍因素，从而为编制宁夏农业区划、制定农业生产规划和实施土壤改良措施提供依据。

二、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内的耕地，以县为单位进行。

三、调查时间

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部署，宁夏于 1958年年底，做好了开展全区土壤普查准

第一章 土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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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工作，主要包括人员组成、方案编制、调查工具、化验药品以及后勤服务等。1959年年

初，就分赴各县，在县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开展土壤普查工作，并于当年完成外业调查工

作。1960年完成宁夏第一次土壤普查报告的编写。

四、调查人员组织

调查以农勘院土壤技术人员为骨干，全院人员参加，与各县抽调的人员混合编组开

展土壤普查工作。院长（当时为队长）与技术顾问组成全区第一次土壤普查指导组到各县

巡回检查指导。

五、调查方法

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为群众性的调查工作，应用新中国成立前测绘的 1∶2000的地籍

图作底图，此图田块清晰，精确度高，易判读，土壤名称以当地群众习惯性土名来命名。调

查在一个县内逐步进行，各乡完成后进行全县汇总。土样化验项目为常规的土壤养分及

土壤盐分，大部分土样化验在各县速测进行，选部分有代表性的土样送农勘院化验室分

析化验。

六、调查成果

以乡为单位编制土壤图一张，图上标明了土壤名称，并列表说明各类土壤面积、土

壤养分（包括有机质、水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土壤 pH值、土壤盐分（包括土壤可

溶盐含量，部分典型土壤还分析土壤盐分组成），以及土壤适宜作物及土壤培肥主要

措施等。

全区根据各县的调查成果，汇编宁夏第一次土壤普查报告，汇总宁夏土壤类型及各

类土壤的理化性态。全区耕地共划分出 40余种土壤类型。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为黄

土、沙黄土、黑黄土、沙土等类型，引黄灌区多为立土与卧土类型，面积最少的为鸡粪土

类型。各土壤类型的理化性态存在明显的差异，体现在作物种植及改土培肥措施方面也

明显不同。

七、成果评价

此次土壤普查属群众性的土壤调查工作，也是广泛涉及农田、农民与基础干部的工

作。因此，第一次土壤普查的成果首先是广泛传播了土壤知识，使人们认识到土壤是作物

种植和生产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此次土壤普查，查清了各类土壤面积、理化性态及土壤

障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改土培肥措施，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提供了重要的

资料。其次，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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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土壤普查以群众熟知的土名来命名土壤类型，通俗易懂，便于群众掌握，对农民

种田和基层干部指导农业生产十分有用。

但是，这种群众性命名方法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容易产生同土异名和同名异土的现象。

另外，土样化验以野外速测为主，分析成果数据精确度差；土壤定性多以实地直观定性为

主，缺乏系统的定性分析数据。

此次土壤普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土壤普查，也是宁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具

有历史意义，是我国政府重视农业生产的体现。

第二节 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化调查

一、调查目的

自 1958年年底始，我国进入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缺粮，人民挨饿，经济建

设衰退，农业与水利排水设施淤塞，致使土壤次生盐渍化加重，作物产量降低。遵照自治

区政府的指示，我院于 1962年对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化进行调查，1963年对卫宁灌区进

行土壤详查，摸清了土壤盐渍化的程度、面积和成因，以便采取措施，进行土壤盐渍化防

治与改良，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作物产量，彻底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二、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青铜峡灌区 8市（县、区）（青铜峡、吴忠、灵武、永宁、银川三区、贺兰、平

罗、石嘴山）是宁夏的粮食生产区，又是形成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敏感区域，因此，对青铜峡灌

区进行土壤盐渍化调查，目的是与 1958年青铜峡灌区土壤详查的土壤盐渍化数据对比，确

定其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演变状况，并分析其演变的原因，提出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应采取

的措施。

三、调查时间

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化调查工作自 1962年 3月开始至年底结束。外业调查及采土

样于 1962年 3月~4月底（农田灌头水前，即 5月 1日）完成，接着进行土样化验及内业资

料整理，年底完成报告编写、图件编绘、数据成册。

四、调查人员

调查以农业厅勘查队（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前身）为主体，有宁夏农科所（宁夏农林

科学院前身）和宁夏农学院的部分相关技术人员参加。综合勘查队王吉智和任华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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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调查巡回检查指导组，进行检查指导。

五、调查方法

1∶1万地形图作外业调绘底图，按土壤盐渍化分级标准实地调绘图斑，最小上图面积

为 1公顷（15亩）。勾绘图斑界线按精度要求。每块图斑应采集表土（0~20cm）土样分析土

壤盐分，确定土壤盐渍化等级。

整个外业调绘及采样时间，在灌头水前完成，内业资料整理及成果编制包括外业调

查和访问的资料以及土样化验结果整理，图件清查订正，量算面积，编写调查报告及编绘

成果图件。

六、调查成果

（一）摸清了青铜峡灌区各县（市）土壤盐渍化面积

表 1-1 1962 年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区相对面积

县（市）
非盐渍区
（%）

盐渍区小计
（%）

轻盐渍区
（%）

中盐渍区
（%）

重盐渍区
（%）

青铜峡 49．65 50．35 27．53 13．62 9．20

吴忠 46．45 53．55 33．50 15．02 5．03

灵武 28．20 71．80 28．80 20．90 22．10

永宁 24．10 75．90 37．48 24．63 13．79

银川三区 40．57 59．43 28．35 19．37 11．71

贺兰 37．40 62．60 35．07 17．65 9．88

平罗 22．66 77．34 30．61 25．37 21．36

惠农 12．94 87．06 48．45 27．52 11．09

合计 32．61 67．39 33．15 20．66 13．58

从表 1-1可以看出，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化分布很有规律，从青铜峡峡口向下游土

壤盐渍化程度呈逐渐加重趋势。说明地形高低与土壤盐渍化有密切关系，符合由青铜峡

地形较高、排水畅爽向平罗惠农地形低平、排水不畅的变化规律。

（二）分析了土壤盐渍化的发展趋势

1962年土壤盐渍化调查的方法与 1958年土壤详查中的土壤盐渍化调查方法相同，

土壤盐渍区分级标准一致，主体调查人员也未变。因此，将其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

出土壤盐渍化的变化状况。从表 1-1和表 1-2可以看出，青铜峡灌区整体非盐渍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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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
非盐渍区
（%）

盐渍区小计
（%）

轻盐渍区
（%）

中盐渍区
（%）

重盐渍区
（%）

青铜峡 54．90 45．60 27．66 14．23 3．71

吴忠 55．47 44．53 32．59 9．82 2．12

灵武 23．30 76．70 41．10 26．60 9．00

永宁 50．05 49．95 33．34 13．77 2．84

银川三区 36．99 63．01 36．06 24．40 2．55

贺兰 55．82 44．18 22．64 17．94 3．60

平罗 38．96 61．04 39．16 16．07 5．81

惠农 19．85 80．15 62．80 9．80 7．55

合计 43．33 56．67 35．59 16．51 4．57

表 1-2 1958 年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区相对面积

比 1958年减少了 10.72%，而盐渍区面积增加了 10.72%，说明青铜峡灌区土壤盐渍化明

显加重了，尤其是永宁土壤盐渍化加重突出，其次是平罗与贺兰，土壤盐渍化也明显加

重。只有灵武，1962年与 1958年相比较，土壤盐渍化比 1958年略有减轻，非盐渍区面积

由 1958年的 23.3%增加至 1962年的 28.20%，而盐渍区面积由 1958年的 76.70%减少为

1962年的 71.80%。青铜峡灌区其他各县（市）土壤盐渍化至 1962年均明显加重。

（三）分析了土壤盐渍化加重的原因

土壤盐渍化的发展趋势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主要是受人为措施的影响。1958年至

1962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水利设施严重失修，渠道设施不全，渗漏严重，排水

堵塞，致使地下水位普遍上升，造成土壤盐渍化明显加重。另外，插花种稻和高地种稻浸

渍周围土地，也使土壤盐渍化明显加重。

（四）提出了土壤盐渍化改良方向

排水不畅，地下水位高，是青铜峡灌区形成土壤盐渍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土壤改良主

攻方向应是完善沟道排水系统，降低地下水位。同时，严格规划可种稻区和禁稻区。另外，完

善水利设施，做好渠道防渗，实施节水灌溉，减少渗漏，也是防治土壤盐渍化的重要措施。

七、成果评价

（一）为政府决策和农业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次土壤盐渍化调查，摸清了青铜峡灌区的土壤盐渍化状况，与 1958年相比，土壤盐渍

化确实是加重了，如果不治理，将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因此，此次盐渍化调查为政府发

展农业决策、进行农业规划以及进行土壤盐渍化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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