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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是在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县政府的领导

下，在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九八～年十月进行全县概查，～九]k----年四月在

太阳升、徐屯乡进行试点的同时全面开始外业调查，～JL／k--年六月转入内业汇总，至

一九八四年十月结束。

这次土壤普查工作，先后举办五期技术培训班，培训技术骨干202人j普查土地面

积4，266，628．2亩，开挖剖面1，834个，采集纸盒标本3，668个，采集干亩农化样l，196个，

百亩速测样6，751个，诊断剖面109个，测定样品418个，采集盐分样54个，水盐动态

样32个，共化验分析18个项目，取得化验数据26，978个；统～编制了全县36个乡、镇、

场的1／25，000土壤图、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养分图，编制了全

县l／50，000的土壤图、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

编写了《盖县土壤志》。
。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I本查清了全县土壤资源，查清了土壤类型、分布规律、养分

状况和障碍因素，明确了土壤改良利用方向，为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进

行农业区划和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次土壤普查的外业工作，由于采取了试点与全面铺开相结合的方法和应用航片进

行野外调绘，既节省了经费、加快了进度，又提高了精确性。但内业汇总工作，由于土

地利用现状底图出版较晚，时间拖延了一年左右。

参加《盖县土壤志》编写的人员有：孙宪章、李万洪、郑兆胜、张振兴等同志。

参加审稿的有：市农委科教处商忠霖、市土肥站齐作泰、屈凤翥、王德芝和县农学会

孟宪嘉同志，印刷前特邀辽宁省农科院土肥所王锦珊、江渊审阅修订。对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 之处，请批评指正。

壤普查办公室

～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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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经济概况

一、地理位蹙及行政区翊

盖县位于北纬39。55’12”至40。33’55”，东经121。56 t44”至122。53'26”。地处辽东半

岛西北部，东与庄河、岫岩毗连，西临渤海，南与新金、复县接壤，北靠营口县和营口

市郊区。

行政隶属营口市，下辖盖州、熊岳丽镇，32个乡，5个国营农场，518个行政村，

2，564个村民组。境内长大铁路、哈大公路贯通南北，并有盖庄、盖0I|l!、盖营公路与外市

县柑通。

全县总面积3，223平方公里，东西径域73．4公里，南北径域71．4公里。地势东高西

低，最高峰位于庄河县交界处的千山山脉余脉步云山，山顶海拔l，1 30．7米。

=、农业经济发展概况

本县是～个农、林、牧、付、渔、粮、棉、果全面发展的综合经济区。

土地资源丰富，全县总土地面积4，834，5S0亩。其中，耕地面积为998，145亩，占总

面积20．6％。比普查前823，992亩增加168，158亩，3鹭IrlJ20．3％；果园454，109亩，占总

面积9．4％；林地2，343，218亩，占总面积48．5％；疏林草地68，671亩，占总面积

1．4％；草地223，831亩，占总面积4．8％；城乡居民点展地287，869亩，占总面积

5·9％；工矿用地18，31 8亩，占总面积o．4b,交通用地46，541亩，占总面积1．o％，水

域211，225亩，占总面积4．4％；特殊用地4，732亩，占总面积0．1％；难以利用的土地

167，93l亩，占总面积的3．5％。

全县有农业人口71 7，000人，占总人口87％j有农业劳动力235，003人，占农业人口

2．7％，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土地6．89亩，占有耕地1．2亩，占有果树9．6棵。农业劳力人

均占有耕地3．5d亩，果树27棵。

本县自然条件较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水热资源丰富，土壤类型繁多，适宜区

域化生产。东部【【J区，自然资源丰富，适宜发展多种经营；中部丘陵，生产条件较好，

适宜发展经济作物J西部平原，，土质肥沃，适宜发展商品粮生产。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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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一九八～年全县农机总动力已达240，000马力，其中耕作机

械动力60，869马力。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3．5亩，拖拉机保有量1，993台，其中大中型

I，123台。农用汽车228台。初步实现了农业运输、排灌、耕作、播种、脱谷、粮谷加工

等方面的机械化章

水利建设初具规模，到一九八一年全县有水库27座，塘坝103座，总有效库容量达

9，500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一座(石门水库)，有效库容7，420万立方米，超过100万

立方米库容的水库7座；其余19座水库有效库容都在lo至100万立方米。全县有机电井

2，502眼，淇中有效机电井l，877眼。修建提水站41座，排灌站7座，自流引水工程64处，

各种水利设施有效灌溉能力39．5万亩，修筑梯田116，100亩。

施肥水平显著提高，由建国初期单施农肥发展到农肥、化肥配合使用。

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一九八～年全县粮食总产43，339万斤。全县有各种果树792万

株，水果总产15．7万吨。棉花面积51，024亩，总产35，228担。油料面积139，823亩，年

生产纯油脂473万斤。蔬菜面积7万亩，总产量4．9亿斤。我县已成为以果为主的多种经

营县。

其它方面的生产也有明显改善。全县有林地面积2。343，218亩，其中用材林229，545

亩，木材蓄积量31 0，000立方米，林木植被复盖率25．9如。蚕场面积105万亩，年放养量

8，000把左右。生猪年发展量为305，1,50头，是建国初期58，683头的5．2倍。养羊27，343

只，其中绒山羊17，676只，占养羊总数64．6％。养牛24，700头，养马11，067匹，驴

4，711头，骡12，368头，鹿1，890头，各种家禽157．1万只，兔109．500只，貂

6，700只。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收入显著增长，一九八～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到29，396万元，比一九四九年5，189万元增长4．66倍，乡镇工业总产值达到1．41亿元，

比～九四九年增长lo倍多。农副产品采购额达到9，851万元，是建国初期的38倍。农业

人口人均纯收入257元，比建国初期提高3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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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壤形成因素
土壤是在母质，生物、气候、地形、时间等成士因素作用下，经历一定的成土过程

丽形成的。耕作土壤不仅受自然因索影响，也爱人为活动的影晌-盖县±壤是在上述戚

土因素作用下发生和演变的。

一，地质构造 、

地质构造是形成地貌和成土母质的基础。不同地貌单元发育着不同类型的土壤。

】．地貌特征及分区

本县属华北地台，位于辽东台背斜，营口～～宽甸古隆起的南翼。地质构造以薪华

夏构造体系为主，地层由古老变质岩系组成。由于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影响，千山余脉

到延伸县境东中部广大地区，从东到西可划分为三个地貌分区。见图2一一l。

蓝昙 地睨圈 2一，

、，v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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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部山区

本区为构造剥蚀中低I[』地形，分布于枋式堡～～杨运以东广大地区，约占全县面积

的三分之二，在高屯～～榜式堡问、槊屯及万福地区，尚有宽达一至三公里，长约四至

六公里的山问侵蚀堆积靛地，本区最高峰步云山标高1，13Q．7米，～般标高200",,-1000

米。
，

(2)中部丘陵

本区为剥蚀堆积和侵蚀堆积低山臣陵地形，包括高屯～～九寨等八个乡，地．势挛

缓，标高l 0～2,00米间，谷地开阔，冲沟发育，坡谷地为良好的耕地，本区面积约占全

县的四分之一。

(3)西部滨海及河谷堆积平原区

在盖州、熊岳～～芦屯～带。为低山丘陵所环抱，地势平坦，i质肥沃，标高

3～10米，是全县粮、棉的主要jj：区，面积约占全县的七分之～。

2、地层构造及侵入岩

全县出露地层有元古界前震量系，中生界侏罗系、自鬻系；新生界第四系地层及申

生代傣山期火成侵入岩。其地层从老至新分述如下

(I)前震旦系地墓。由大石桥组、盖县组、榆树吞立子组构成。其中大石桥组岩性

为白云质大理石，透闪石大理石夹片岩、千枚岩等。零星呈带状出露在梁屯、沙岗、二

台农场～带，构成局部的低山丘陵地形。盖县组岩性为二云片岩、干枚岩、板岩夹变质

石英砂岩及结晶灰岩。主要分布在县境北部及东部广大地区，约占全县面积龄四分之

一，主要构成中低LLI地形，局部为丘陵地形。榆树5立子纽上部岩性为绢云石英岩、石英

砂岩；下部岩性为砾岩、角砾岩、石英岩夹千枚岩。呈带状出露在罗屯～～太平庄～

带，构成巾低山地形。

(2)震旦系地层。由永宁组、钓鱼台组构成。其永宁组岩性为中层变质长石石英

砂岩夹』；‘岩、二F枚岩、板岩及砾岩，主要呈带状展布在罗屯以芽广大地区，构成中低山

地形。而在二台农场呈零星分布，构成丘陵地形。钓鱼台组岩性为石英砂岩、长右石英

砂岩夹页岩；底部为泥质胶结石英岩质、干枚质砾岩，呈带状出露在三块石⋯郭屯～
带，构成低山丘陵地形。

(3)侏罗系地乒。由桂云花纽构成，其岩性为安山岩、火山角砾岩、凝灰岩夹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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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质粉砂岩、砂质页岩，呈带状出露在万福以南至什字街一带，构成低山地形·‘

(4)白垩系地层。由望儿山组、火石岭组构成。其中望儿山组岩性为花岗质砾岩，

砾质砂岩，分布于望儿山、馒头山、火石山及八家子一带，呈残丘状出露在熊岳平原

之中。火石岭组岩性为安山岩、凝灰岩，分布前、后火山～带，与望儿山组相并组成残

丘，出露在熊岳平原之中。

(5)第四系地层。按其成因不同划分为五种类型。

残坡积层：岩性以黄士、红土为主，局部为亚粘土、亚砂土，与基岩呈渐变关

系，围绕山坡呈带状分布，局部残丘鞍部亦有分布，厚度一至十五米。

坡洪积层：岩性为亚粘土、亚砂土、碎石、砾卵石，多分布于山鹿及小谷地中，厚

度五至三十米。

冲洪积层：岩性为亚砂土及砂砾石、卵石，局部为亚粘土，分布于二级阶地及山前

平原地带，平原厚度三十至七十米，山问谷地厚五至二十米。

冲积层：岩性主要为砂砾石、卵石，局部为亚砂土，分布于河漫滩及一级阶地，平

原区厚度十五至三十米，山间谷地厚五至十五米。

海相沉积层：岩性由亚粘士、淤泥及细砂、粉砂组成。分布于滨海地带，尤其青石

岭以西的沿海平原地带较宽阔，厚度五十至六十米，局部海岸有砂丘断续分布。

(6)火成侵入岩。全县火成岩出露广泛，分布于南部及东部广大地区，约占全县

面积五分之三，梅成中低山及丘陵地形。岩性以燕山期黑云花岗岩最为普遍，古生代的

花岗闪长岩和前震旦纪的石英闪长岩，仅在南部的九寨～～杨屯地区有零散分布。燕山

晚期的脉岩，如流纹岩，花岗闪长斑岩，闪长岩、安山岩等，均集中出露在狳屯～一陈

屯～带，沿新华夏断层侵入，呈北北向展布。

3、水文地质

由于区内各种不同地质、构造特征，控制着地下水形成条件，使其含水层各呈不同

特点：按由新至老顺序分述如下： ·

(1)冲积砂砾岩、卵石孔隙潜水含水层

I、平原区冲积砂砾石、卵石孔隙含水层。分布于城关乡张郎寨以西大清河床两岸及

熊岳河下游河床两侧的漫滩，～级阶地地区，沿河呈带状展布，宽一至～点五公里。地面标

高二至三十米，含水层由较新时代冲积的砂砾石、卵石组成，层问夹有多层厚～至七米

一5一



的亚砂土、亚粘土层，含水层埋藏较浅，为一至二米的殛砂土层覆盖，本层选置于较老

时代的冲洪层之上。第四纪总厚度五。卜至七十米，含水丰富，单位蓄水量-"10"-"90m 8／

时·米，渗透系数60"-一110毫米／昼夜。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河水的补给，水质～般较

好，矿化度0．1--,一0．5克／升，灌溉系数to一30，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氯化物一～钙、

镁(钠)水。近海地区，与海相交互成层，受海水影H向，水质较差，如大清河长大铁路

以西地区，为氯化物、重碳酸一～钠钙水或氯化钠水。

置出间谷地、盆地巾冲积砂砾石、卵石孔隙潜水含水层。含水层主要分布于山间谷

地、盆地中河床两侧漫滩及一级阶地地带，沿河曲呈条带状分布，宽一般为200-一1000+．

米，地面标高20"。300米，含水层由较新时代的冲积砂砾石、卿石组成，层间夹有亚砂

土薄层，埋藏深度0—2米，底板选置于厚l一3米较老时代的冲洪积含粘性土砾卵石

层之上或直接与基岩接触，基岩多为片‘岩、板岩、干枚辑及火成岩等。第四纪总厚度

10一40米，碧流河谷较薄，约10～20米，含水层厚度5一]5米，水位埋藏深度l^v5

米，水量较丰富，单位蓄水量10一40m 3／时·米，渗透系数20一80米／昼夜。由于地

面坡降大，弛下水迳流条件好，水文交替强烈，水质均为低矿化淡永，矿化度小于

0．3克／升，灌溉系数50,、,77，7水化学类弛为霆碳酸、氯化物～～钙、钠(镁)水。含

水层主要受大气降水及基岩裂隙水补给。

(2)冲洪积粗砂、砾石、卵石孔隙水含水层

I平原区冲洪积粗砂、砾石、卵石孔隙潜水含水层。含水层分布于盖州、熊岳两平

原的二级阶地地区，与平原区冲积砂砾石、卿石孔隙含水层相毗邻，范围较大，地面自
、

东向西倾，标高3"、-20米。第四纪总厚度4 o一70米。含水层由较老时代的冲洪积粗砂、

砾石、卵石组成，层问史有厚薄不等的亚砂土、弧粘土层，底板与厚lo一30米的泥砾层

或基岩接触，盖州平原底板基岩多为片岩、板岩、千枚岩；熊岳平躁底板基岩多为火成

岩及砂岩。含水层厚度10一25米，水位埋藏深度1—4米，水量丰寓，单位蓄’水量

5—60m s／时·米，渗透系数20"、-80米／昼夜，水质～般较好，矿化度0．07-。0．3克／

升；灌溉系数15—80，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氯化物～～钙、钠水为主，局部为氯化

物、重碳酸三一钙、钠水。含水层主要接受大气降承的补给。’

Ⅱ平原边部冲洪积巾粗砂、砾石、【iq石孔隙承压含水层，含水层主要分布于盖州、

熊岳两平原边缘地带及沙岗、徐屯、老爷庙、典屯地区，沿山一tlIi．T。o扇形和裙带状分布，

，一6～



地面标高20—40米，含水层主要由冲洪积形成，由中粗砂、砾石、卵石组成，与粘土、‘

亚粘土相互交错出现。含水层底板多为粘土或亚粘土，埋藏深度5",-30米，微具承压

性，底板与粘土、亚粘土、泥砾层或与基岩直接接触，第四纪总厚度30"-,50米，含水层

厚度5—20米。水位埋深2^vlo米，水量中等，单位蓄水量5-,一20m 8／时·米，渗透

系数15"．-'70米／昼夜。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水质较好，矿化度o．07一o．3克／

升。灌溉系数35,-,．-,100。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氯化物～～钙、钠水为主。局部为氯化

物、重碳酸一～钙、钠水。

Ⅲ山间谷地、盆地中冲洪积中粗砂、砾石、卵石孔隙潜水含水层。含水层主要分布

于山间谷地、盆地边坡及谷地中，呈狭长带状分布于冲积丰富含水层的两侧，地面标

高20"。300米，第四纪总厚度5—20米，含水层主要由冲洪积形成，为中粗砂、砾石、

卵石组成，厚度3—7米，与亚粘土、亚砂土相互交错成透镜体状，埋藏深度2—5

米，水位深度0．5—5米，水量不大，单位蓄水量约5-,一40m 3／时·米，渗透系数

约10"-。40米／昼夜，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好。矿化度低，为0．07-'-,0．3克／升，灌溉系

数50""150，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钙、钠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

(3)山前、山间缓坡地带冲洪积～～坡洪积粗砂、砾卵石、碎石孔隙潜水含水

层

含水层主要分布于山前、山间缓坡地带及小谷地中，出露形态呈扇和裙状，地面坡

降大，标高30"一300米，其成因主要以坡洪积为主，冲洪积次之。含水层由粗砂、砾卵

石、碎石组成，与粘土、亚粘土相互交错出现，第四纪总厚度4—40米，含水层厚度

l^v 5米，顶板为粘土、亚粘土，埋藏深度I一10米，局部地段微显承压性，含水层底
，

板与粘土、亚粘土或与基岩直接接触，水位埋深1—10米，富水性较差，单位蓄水

量0．5一,20m 3／时·米，渗透系数1—50米／昼夜，主要为大气降水补给，水质较好，

矿化度o．05一,0．5克／升，灌溉系数25^v150，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氯化物一～钙、钠

水。

(4)大理石裂隙含水层

大理岩为前震旦系变质岩，出露在沙岗、二台农场、梁屯地区，呈断续带状分布。

在大理岩出露地区，断裂一般均很发育，相互交截，利于地下水径流的汇集，故是较好

的含水层。矿化度～般较低，为0．5克／升左右，灌溉系数45上下，以重碳酸、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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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钙、镁水为主。 ．，

(5)构造裂隙脉状水

本区以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北北东向断裂最为发育，该断裂带泉水出露较普遍，泉水
、

出露最多的地段有太平庄错草沟至南八家沟地段呈多条雁行排列的北北东向断裂构造

带，沿走向方向有十六公里。多为冲断层，与其同期生成的北西向扭性断裂带亦很发

育，将北北东向断裂截断并与其斜交，泉水主要出露在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带，北西向扭

性断裂构造带则次之，泉水1—10m 3／时。在旺兴仁的自家堡子至榜式堡的天保东地

段，仅有～条北北东向冲断层。沿走向方向有六公里。泉水量较大，最大为108m 3／

时，在青石岭地段，东西向构造体系很发育，帮皱及其冲断层成群出现。该地段新华夏构造

体系亦很发育，如西海农场西海山寨至三块石一带，徐家河洼至泉眼沟一带，北北东向压

性断层或冲断层将东西向构造断裂带截断，呈其反接复合关系，在其反接处，泉水出露较

多。但流蘑不大，为0．4一1．1m 3／时，如泉眼沟至双泉眼等处，皆可看到该种现象的

泉眼出露，在小石棚黄安口地带，亦发育一条北北东向冲断层或压性断层，有上泉出

露，流量2．6—6．6m 3／时。在双台子的李家沟地带，多条北北东向断裂呈雁行排

列，泉水出露较多，但流量小，为0．3"--0．4m 3／时。水质一般较好，均为低矿化淡

水。

本区地下热水资源较多，如熊岳河谷的温泉、黄哨、七道河；大清河谷的董屯等地

都有出‘露，均受新华夏构造系控制，泉水量0．1—3，6m 8／时，矿化度为l克／升，

为氯化物，硫酸～～钠和重碳酸、硫酸_～钠水，是具有很好医疗价值的地下矿

水。

(6)不含水和微弱含水岩层 ．

I海相沉积层。主要分布于青石岭的毕家屯、飞云寨、三块石及团山的李漠洛以西

的滨海平原地带，地面标高3—5米。地层主要由海相冲积的灰黑色淤泥质亚粘土夹粉

砂、细砂组成，总厚度50—50米，水位埋深l一3米，水量很少或不含水。因地势低

洼，地下水径流条件差，矿化度～般大于2克／升，灌溉系数小于6，水化学类型以氯

化物、重碳酸～～钠、钙水为主。

I残坡积黄土、红土及亚砂土、亚粘土碎石层。主要分布于山前缓坡及丘陵鞍部，

在地表多呈残坡积裙的形态出露。～般平原边部的丘陵地带出露较宽、较厚，雨裂、冲

一．8～



沟发育差，谷尾近子山顶，而山区谷地地带则较窄、较薄、雨裂、冲沟发育差。土层为

黄土、红土及亚砂土、亚粘土碎石所组成，厚度变化较大， 2^v15米，水位埋深

l’lo米，为透水或不含水，在地形有利地带，可含少量地下水。矿化度为0．05"一1．00

克／升，灌溉系数10—160，水化学类型为氯化物、重碳酸～～钙、钠水和重碳酸、氯

化物～～钙、钠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

噩古老变质岩及各期火成岩层。本层除大理石、砾岩、砂岩外，包括所有的古老变

质岩及各期火成岩层，主要分布在本县中、东部山区。该层除风化带裂隙微弱含水外，

深度岩层一般均不含水。风化带的厚度受着岩性、气候、地形等因素控制，一般厚zo^v

50米。其上部～般风化强烈，裂隙多为土质充填，加之地形陡，大气降水易于地表流

失，故～般含水微弱，泉水量为0．2—3．6m 3／时，含水层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水质好，矿化度0．05一o．1克／升，灌溉系数70---,250，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氯化

物～一钠、钙(钠)水为主。

=、植被

本县植被随着地貌、土质的不同，从海滨至平原到山区依次出现盐生植物群落，草

甸植物群落、森林植被群落，呈现出有规律性的演变，今分述如下；

(1)西部滨海平原盐生植被区

依滨海平原距海从近到远，土壤含盐量由高到低，依次出现以耐强盐渍的植被为代

表的有盐吸菜、碱蓬、翅碱蓬、茅芦、匙叶矾松、白茅、白刺；以耐中盐渍为代表的有自

芳、芦苇、獐毛、碱蓬；以耐轻盐渍为代表的禾本科草类有画眉、大麦草、獐毛、芦苇

等。目前，一些地方已被开垦为水田，盐生植被已由水生植被水稻、稻稗、三枝草、眼子

菜、牛毛草、野慈菇、水葱等所代替。

(2)中部冲洪积平原草旬植被区

生长的植物有香蒲、菖蒲、荆三麦、灯心草、慈菇、野稗、猫尾草、蒲公英、马

唐、蓼、苍耳、藜、狗尾草、野燕麦、鸭跖草、蓰：草、苦卖菜、大蓟、马齿苋、牛

前、、益母高、马兰、荞麦蔓、香薷、苣实菜、田蓟、问荆、苋菜、毒麦等。目前已垦植

为农田，草甸植物已被大田和经济作物所代替。

(3)东部山丘针阔林混交区

本区植被为华北和长白植物带交错区，主要树种有油松、辽东柞、蒙古柞、青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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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懈栎、板栗、色槭、茶条槭、槭色木糠椴、紫椴、黄波罗、核桃秋、中国槐、花曲’

柳、小曲柳、白华、黑华、小叶杨、青杨、大叶杨、山杨、山榆、刺榆、家榆、天女木

兰等，在林下生长的灌木有杏条，绣线菊、鼠李、稠李、卫方、榛子、山定子、丁香、

毛樱桃、接骨木、鸡树条荚迷、花木兰、杜鹃等，耐阴植物有蕨类、铃兰、细辛、玉竹

等。藤本植物有山葡萄、胡桃、南蛇藤、五味子等。目前针阔叶混交林已遭破坏，巳为

次生的乔灌木林所代替。坡耕地已种植稂食、经济作物和栽植果树。

兰、气候及水文

本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

高气爽，春季干旱多风。现将与土壤形成相关因素分述如下：

l、气 温

年平均温度6．9。C-,一9．5。C，无霜期153-,．．173天，初霜日在lo月2日至10日，终霜日

在4月18日至5月1日，最热的7月气温平均为21．8。C"．-24．9。C，最冷的一月气温平

均为一11。C一一7．7。C。极端最高气温36．6。C，出现在1961年6月lO日；极端最低气

温为一28．1。C，出现在1967年12月29日。

盖县各月 气温

单位。o C

注：1959-'--1981年，23年平均值。

2、降水 ．

年降雨量为600一790毫米，由西向东递增。5—9月份降水548．8毫米，占全

年80．4％，6^v8月份降水434．5毫米，占全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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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县各月 降雨量

莓囊]_阿{全年 、、、＼J
1

}‘ }o

单位。毫米

僦．8}5．6{6．3}11．4|34．·}51．2卜5：191．2}171．8卜3．1 7扣23一．一0
1016

注I 1959一-1981，23年平均值。

3、蒸发

年蒸发量为l，794．3毫米，3—5月份为677毫米，占全年37．7％，5月为317．1毫

米，占全年17．7％。干燥度为1：ll。

盖县各月 蒸发量

单位。毫米

＼?份 l 2 3 4 5 6 7 8‘ 9 lO li 12

全年＼＼＼

1，794．3 39．7 58．2 129．6 230．3 317．1 252．6 194．9 164．5 157．3 128．6 77．2 44．3

注l 1959"一1981，23年平均值。

4、风

年平均≥6级大风95．4天，≥8级大风33．3天。春季多刮偏西南风，秋季多刮偏西

北风。

盖县各季大风日数
(1951—1 982年)

＼心节 春 夏 秋 冬
全年风速 (12—2月≯项目、＼ (3—5月) (6—8月) (9—11月)

总次数 1，238．0 375．0 556．0 786．0 2，955．0

≥10米／秒 平均次数 39．9 12．2 17．9 25．4 95．4

频率(％) 41．9 12．7 18．8 26．6 100．0

总次数 509．0 】19．0 170．O 234．0 1，032．0

≥1米／秒 平均次数 165．0 3．8 5．5 7．5 33．3

频率(％) 49．3 11．5 16．5 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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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 流

县内有三大河流、两条较小河流、四十八条较大支流纵横境内，通过地表水和地下

水影响土壤内部物质的迁移和集聚。全县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总共可利用21。745万立方

米。

盖县主要河流水文情况

流域面积 年迳流量 主要支流流径
河流名称

(平方公里) (万立方米) 长度(公里)

大清河 688．3 180．7 100．7

碧流河 1，320．0 451．4 93．3

熊岳河 353．8 89．0 42．5

合 计

四、人为活动

人为活动是干予土壤形成演变的重要因素。盖县农业历史悠久，采取先进农业技术

措施，加速了土壤演变。

解放以来，全县人民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努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为了改造盐碱

地，兴修水利工程，实行种稻改土；为了改良低产土壤，采取精耕细作，增肥改土，科

学施肥；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积极矸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实行大地园田化，这些农

业技术措施对土壤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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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壤分类及分布规律

土壤分类是根据土壤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按照土壤统～分类系统进行整理归类；

土壤分布规律是研究土壤在不同的成土条件下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共轭关系。 。1

一、±壤分类原则及分类系统

土壤是历史自然体，有其独特的形成过程。因而，土壤分类必须把成土条件、成土

过程和土壤属性三者结合起来，做为土壤分类的依据。同时，土壤也是人类劳动的产

物。因此，在土壤分类上应贯彻土壤发生学和统一性的原则，以便揭示自然土壤和耕种

土壤之间在发生上的联系及其演变规律。

按照上述原则，依据《辽宁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方案》，采用土类、亚

类、土属、土种四级分类制，将全县土壤划分为五个土类、九个亚类、三十个土属、四

十六个±种，分述如下： 、，。

1、土 类 ．
、1。

土类是分类的基本单元，它是根据成土条件、成土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土壤属性

所显示的成土特点进行划分的。土类之间有质的差别。如棕壤是在暖温带气候、、针阔叶

混交林作用下，土壤进行着残积粘化和淋溶淀积粘化过程形成的；风沙土是在一定沙

源，经过风蚀作用，土壤进行着搬运堆积而形成的；草甸土是在草旬植被作用下，土壤

进行着腐殖质化和潴育化过程形成的；盐土是在高矿化的地下水，借毛细管作用，1蒸j

发而形成的，水稻士是在水耕熟化条件下，土壤进行着氧化还原交替过程形成

的。 ．

2、亚 类 。

亚类是在土类范围内处在不同发育阶段的土壤或土壤之间的过渡类型。根据主导的

±壤形成过程，以及附加过程来划分。如棕壤依棕壤化过程和附加的草甸化过程划分为。

棕壤及潮棕壤等亚类。棕壤性土处在棕壤化过程的幼年阶段，其剖面性态同棕壤比无明

显的淀积层。潮棕壤在进行棕壤化同时还进行着草甸化过程，其剖面性态具有棕壤和草

甸土特征，是棕壤和草甸士的过渡类型。
‘

，。。

3，土 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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