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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基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建毅事业的飞跃发展，特刷是农业生产的持绩跃进，更

要求我佣深入地了解土壤，摸清土壤的底细，掌握土壤

的演变规律，迸一步充分有效地改更土壤、利用土壤，
以保缸农作物稳定高产，使宅在大办农业大办粳食中起

到应有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省根据党中央

关于“开展荤众性土壤普查工作"的指示，在省委领导

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涩过在铁岭县土壤誓奄试

点工作以后，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卸在全省范国内手乏了

一个规模壮同的军众性的土壤普查运动；先后共彳--三

万五千余人参加了普查工作，历时三个多月，胜利地完

成了这个任务。

我省趣过这次荤众性的土壤普查运动，基本上摸清

了农业土壤的底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广大农民

在劳动生产实践中对土壤改更和利用的怒黢，为今后合

理改更土壤和利用土壤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为土壤科学

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口辽宁土壤志"一书，是我省荤众性的土壤普查成

果之一。宅是在荤众野外普查的基础上，又搜集了全省

生产队、公社、县、市的土壤图、土壤志等资料，并选

持了四十多名农民土壤专家进行专题座谈和反复的封



拾，然后由省、市参加土壤普查工作的干部加以分析、

、，整理编写成的。因此，本书可供我省各叔农村工作干

部、农业土壤科学研究工作者、农业院校师生等学>-q参考。
’

本书在编写时，还引用了我省其他单位过去有关土

壤调查研究、分析化验等资料，因而有些名词和计量单

位仍按我省荤众的习惯用法未加改动。另外，为了确切

地描述土壤等性状，多采用了省内农民对土壤鉴定、利

用、改更方面的地方性术蓓，希黄者参看本书附录“农

谚与术罄"中的洼挥。

编写“辽宁土壤志"是一顶新的工作，我们的握黢

还很不足，又缺乏足麴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书

牢难免有错撰，希望葫者批抨指正。

辽宁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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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我省位于我国东北部的南端，北部和东部与吉林省为邻，西北部与内蒙古自

治区相联，西邻河北省，以山海关为界，南濒黄海和渤海，有辽东半岛伸入其

髑，东南侧和朝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以鸭椽江为界。我省海岸糕东起鸭椽

江口，西至山海关，长达1，500公里。全省总面积为141，573平方公里，其中平原

占33．8％，山地占60％，水面占6．2％。耕地面积为447万垧，占总土地面积的

31．5％，其中平地占52．9％，山地占20．3％，丘陵地占17．8％，低洼地占9％。

省内有沈阳、旅大、安东、锦州、鞍山、攘顺、本溪、营口、朝阳、阜新等10个

省辖市，共静53个市县，下辖459个人民公社，82个国营农(牧)埸，112个国营

林埸。 、

全省有28个民族，2，550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为1，500万，城市人口1，050

万。垒省农村总劳动力440万个，平均每个劳动力担负耕地一垧。

我省交通运输事业十分发达，省内有铁路主支干彼20余条，公路总长达11，800

公里，几乎所有的人民公社都有公路或铁路通过，加上空运和航运，构成了一个

四通八达、密布全省各地的交通网，为发展我省工农业生产詹fJ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节农、林、牧生产概况

一农 业

我省自然条件较好，农业资源极为丰富，垒省除了盛产苞米、高梁、水稻、

谷子、小麦、薯类、大豆、花生等粮食、油料作物外，还有箭多艇济作物。其中

柞蚕、苹果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棉花、烟草等工业原料作物，人参、鹿茸、蛤蟆

油等名贵药材，沿海的惫、盐等，都是我省的重要特产。这些农特产品，不仅为



轻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和直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同时也是重要的出口物资。从自

然瓷源上看，我省具有农林牧副渔垒面发展的有利条件。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省各项生产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也取得了巨大成就t全省农业总产值，1959年达到24．8亿元，比1949年增长1．3

倍，粮贪及大豆总产量，1959年达到630万吨，比1949年增长59％。十年同，每

年平均递增4．7％，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的31．5％。但由于我省工业比重大，城市人

口多，工业产值1959年巳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9．7％，农业产值只占10．3％，城市

人口1959年已达1，050万人，农村人n只有1；500万人，全省城乡人口的比例是

1：1．5(全国的城乡人口比例为1：5)。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要求农业供耠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在目前我省不但轻工业原料不足，棉

花、麻类、烤烟、柞蚕茧等都不能满足轻工业发展对原料的需要，而且粮食和副

食品也不能满足供应。高速度发展的先进工业和农业生产相对的落后面貌，越来

越不相适应。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的迫切需要，也是进一步

促进国民柽济全面持校大跃进所必需。

改变我省农业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首先是尽快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造、迅速

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农业生产的出路所在。除此之外，合理利用土地，充分发挥

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为了迅速发展我省农业生产，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今后我省的

农业生产，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坚决贯彻以粮为嗣的方针，争取

在三、五年内作到粮食自耠；切实搞好副食品生产和积极发展多种轾营，实现农

林牧副浼五业并举，全面跃进。为了实现上进任务，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根据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同时并举的方针，目前除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外，必须积极扩大耕地面积。初步种划，从1960年起，至1]1967年止，将全省境内

可垦荒地全部垦植起来，预补可开垦荒地30余万垧；同时，要严格控制各项基本

建觳占用耕地的面积，以保缸农作物播种面积的逐年增加。

(二)大力椎行复、套、同、混种，积极扩大

· 复种面积，充分刺用耕地

复、套、弼、混种是行之有效的增产柽骏，增产效果显著，特别是套种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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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更大，更应重视发展。套种的形式多种多样，目前我省实行套种的还很少，

应大力提倡发展。初步规划，大石桥、锦州以南地区，因为无霜期敦长，要大量

推行复种，辅之以套种，充分利用果园隙地进行嗣种，沈阳以南大石桥以北地

区，要大力推行套种。我省适于套、复、同种的作物很多，尤以土豆、地瓜、豌

豆、小麦和其他粮食、大豆、棉花等作物套种为好。各地都应利用水稻前槎，种

一季作物，力争多收一槎。

(三)扩大高产作物种植面积

根据备地几年来的实践轻骏，扩大高产作物播种面积，是一项重要的增产措

施。如1958年，垒省粮食大丰收，粮食及大豆总产量达到700万吨，就和多种苞

米、水稻等高产作物有很大关系。1958年，垒省苞米播种面积为154．4万垧，占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6．8％，而苞米总产量却占粮食总产量的47．8％。1958年

水稻播种面积占粮贪作物播种面积的8．1％，而水稻总产量却占粮贪总产量的．

10．6％。薯类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很高，一般均比其他粮食高一倍左右。由此可

兄，多种商产作物对增加粮贪总产量有着重要意义。

从我省的土壤资源和自然条件来看，适合种植苞米和水稻等高产作物的地区

很多，因而还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今后，凡是水源充分、有条件种植水稻的地

区，都应积极扩大水田种植面积。初步规划，今后几年，要在辽河流域建成以稻、

麦为中心的商品粮食基地，其他地区根据因地制宜、适地适种的原其Ⅱ，积极发展

水稻、苞米和薯类等的种植面积，以保薤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

(四)大力提离农家肥料数量和贸量，增施化学肥料

目前，全省施肥水平很低，不仅数量低，而且贸量低。一般每垧施农家肥料

4—5万斤，有些地方只施2—3万斤，甚至还有一少部分根本不施肥的白槎地。

化肥更戚不足，全省每亩平均只占有2．5斤。今后，除应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

的畜牧业生产，搞好人畜粪尿的积攒利用，增加各种农家肥料来源，努力提高农

家肥料耍量外，各地都应积极发展化肥生产，以满足农业生产对肥料的需要。

(五)以扩大灌溉面积为主，实现水刺化

实现水利化是保豇农业生产获得稳定丰收的一项关键性措施。为使我省农业

生产高速度发展，真正做到无雨保丰收，大雨不成灾，确保农作物产量稳定增

· ．， ’



长，今后必须栏绶搞好水利建投工作，要求可以灌溉的土地全部进行灌溉。几年

之内，小麦、蔬菜和棉、麻、烟等主要作物，种划垒部进行灌溉，其他粮谷作物

豹灌溉面积，也相应地大大增加，进行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彻底消灭低洼地区

的涝灾，积极根治辽河、大小凌河、貌阳河等主要河流。在“以蓄为主，社办为

主，小型为主，大小秸合”的方针指导下，要在垒省迅速建成一个水利网，使农

业生产旱涝保收，彻底摆脱干旱和洪涝威胁o

=林 业

我省森林资源很丰富，但在解放前由于日寇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使

大好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在党的颁导下，我省林业工作得到迅速发展，

至目前为止，全省共造林67万多垧，成活率70％以上，造林面积相当于全省总面

积的5．4％，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造林面积总和的两倍多。根据我省自然特点

和国家的重点造林方针，从1952年就开始了东西长豹220公里，南北宽190公里的

西部农田防护林的营造工作，至1]1957年巳基本辖束；现在树木生长良好，附近耕

地得到森林的保护，巳减轻了风沙灾害，农作物的产量逐年在增加，可耕地面积

逐年在扩大。在南部沿海地区，从1953年开始营造了海防林，到1957年共完成

9，600多垧，初步防止了海风的袭击，保护了农田。在西部山区，大面积的进行了

水土保持林的营造和封山育林工作，减轻了水土流失，开始改变荒山秃岭的面

貌。为了满足国家用材需要，在西部和东北部营造了大片用材林，东南部和东部

营造了木本油料、桑、柞、果等衽济林。这些造林工作的成就，大大改变了我省的

自然面貌，森林复蔽率由解放初期的12％增加到17．4％。

我省的既有森林主要是分布在东部山区，是我省的木材和林副产品基地。从

1952年至1]1958年国家从林区采膊了木材90余万立方米。此外，在防火、防虫、育

林以及森林资源粽合利用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

为了确保我省今后林业工作的发展，仍应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逐

步建立用材林和桎济林基地，巩固和发展国营林埸和社办林埸，全面开展林木速

生丰产运动，大搞工具改革，提高劳动效率。

三畜牧业

在党的正确颁导下，我省畜牧业生产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不仅为农业生产提

供了畜力和肥料来源，也为程工业提供了原料，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供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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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副食品。我省畜牧业虽然日盆增长，但与广大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要求比

较起来，还是很不够的o

解放初，由于过去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残酷压榨掠夺的影响，

致使畜牧业生产处于危亡境地，当时牲畜数量少、耍量低、死亡率高，远不能满

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加速畜牧业的发展，党和国家耠予畜牧业以

巨大的支持，通过畜牧贷款、规定繁殖保护政策、制定奖励办法等一系列措施，

使我省畜牧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日盆发展。1949年我省仅有大牲畜188万

头，1959年刖发展到250万头，比1949年增加了62万头，耕畜平均负担耕地面积

下降20％多。奶牛比1951年增加了8．9倍，达到了1．6万头，沈阳、旅大等地区增

加鞍多；棉羊增加80．8％，达到154万只，朝阳、鳞州、阜新地区较多；山羊增

加了2．5倍，达到了92．6万只，多分布在朝阳、安东等地区；生猪翻了一番，

达N400万头以上。此外，家鬼和蜜蜂等也都有了成倍的增长。

为了迅速发展我省畜牧业生产，全省建立了120个弑骏研究单位和国营农

(牧)埸。匍料是保征畜牧业发展的物贸基础，我省对匍料种植工作鞍为重视，

特别是随着集体养畜业的发展，饲料基地普逼建立，面积在逐年扩大。同时，牧

野改良工作也在大力进行。通过种植苜蓿、草木樨等优良牧草，使重点牧区的荒

山草稀、贸量差的面貌也正在改变，特别是辽西地区，衽过了几年的荒山椽化，

大有发展畜牧业的前途。

第二节建国十年来土壤工作的成就

十年来，我省土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公社化后，土壤工作发展更

为迅速，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打下了有利基础。

一水土保持工作

我省山区面积达84，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0％。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

就治阶极掠夺式的轻营，柽过多少年代的溢砍、溢伐、澄垦，严重地破坏了山区

植被，使大部山区形成荒山秃岭，每逢暴雨，山洪暴发，水土大量流失。以水土

流失严重的西部山区为例，每年仅大凌河流域的输沙量，即达3，780多万公吨，

使山区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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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党的饭导和教育下，广大农民大力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有关水

土保持的备项方针政策，逐步树立了“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思想，开展大搞

山区建段的群众运动。到1960年9月，垒省巳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11万垧，占

总水土流失面积的36．7％，其中实行农业技术措施65万垧，造林、封山育林110万

垧，水利措施36万垧(梯田22．1万垧，撩壕7．9万垧，谷坊64万座，沟头防护18．4万

座)。凡是桎过农、林、水、牧粽合治理的地方，径流和冲刷量都大大减轻，一

般增产达20％左右。好多地方巳把老秃山改造成花果山，使过去贫困落后的山区

变成繁荣幸福的地方。如喀左县大城子袋公社，原是无山不秃，无水不害，无坡

不沟，沟沟有岔的贫苦地方，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连藕掀起了七次治山高潮，

完成土石方量近10万公方，挖惫鳞坑1l万个，造林12万株，栽果树-10，000株，保

持了山地水土，因此粮贪产量比治理前增产两倍以上，大大改变了落后山区的面

貌。

=防风园沙

风沙地大部集中于我省西北部地区，沿河近海地带也有零星分布，总面积皋g

为600，000垧。其中耕地有300，000垧左右，余为平坦草地、流动沙丘、固定沙

丘。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者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剿削和掠夺式的楹营，致使

风起沙滚，埋没良田、房屋、河川、道路，沙祸日甚一日，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

活和农业生产。

解放后，在党的颁导下，积极地采取了防风治沙改造自然的措施，从1950年

开始，在彰武、康平、法库、昌图、黑山、阜新、新民等七个风沙重点区，进行

了西部防护林带的营造，到1958年巳艇完成了162，000多垧，其中营造农田防护林

带41，300多垧，林带延长14，000多公里，耧横交械，形成了=潼棉不断的椽色长城。

此外，还在防护林带区域内营造沙丘林24，800多垧，水土保持林39，000多垧，护

堤岸林8，100垧，其他林48，000多垧。由于林带的初步形成，对于防风、固沙、改

良土壤、保田增产和改变沙区气候等，都巳起到良好作用。据昌图县观察秸果：

在树商平均5米的情况下，风力降低36．6％，林带保护区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高于

嚷野，相对湿度比啧野平均提高24．7％，蒸发量减少12．6％。在林带保护下的10

万垧耕地，由于风沙灾害的减少，每年可增产粮食15卜1170万斤。彰武县章古
台地区，过去只有3i 000垧好地，柽过营造防风固沙林，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达

到6，000垧，产量也有很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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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土壤改良

．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也是改良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主要措施。特别

是在河水泛溢的低洼地和盐硷地区，进行水利土壤改良，就更有其重要意义。

在反动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不进行水利建彀，因

而使宝贵的水利瓷源，不但没有利用来为人民造福，反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

难。在我省的台安、新民、营口、辽中等低洼地区，过去往往是大雨大灾、小雨

小灾、无雨也灾、灾害速年，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无靠，境遇十分悲惨。

解放后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颁导下，艇过全省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在

水利土壤改良方面，巳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全省主要河流，特别是低洼易涝地区

得到了全面改造，修建了平原水庠和塘埙，共达32，000多座，挖自流渠23，000多

条，打深井9，200多眼。加之，修筑的河网、排灌用的抽水站以及沟洫畦田等工程，

有力地抗御了洪水灾害，大大减少受害程度，治涝面积达32万多垧，占易涝面积

的44％。到1958年，全省灌溉面积比1949年翻了12番。由于进行了灌溉和排涝，

对改善土壤性耍，增进土壤肥力，使低洼易涝的土地既不怕旱，也不怕涝，变成

了肥沃良田。尤其是盐硷地，通过水利改良措施，改种水稻后，都普通获得了增

产，比种旱田一般都增产2—3倍多。同时，因有了灌溉的水源，好些不毛的盐

硷荒地，也得到了改良，种植了水稻，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低洼易涝和盐硷

地区的自然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应提高，如过去被人

们称为“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的台安县，现在巳成为“寨北江南，焦米之乡”。

四滦 耕

深耕是改良土壤促进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解放前，由于小农轻济的限

制，虽然农民有“深耕加一寸，等于上槎粪”的经黢，但因条件所限，也不得不

粗放耕作、浅耕少肥，因而土壤肥力得不到发挥，产量甚低。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连年大力开展秋翻和深耕改土运动，使秋耕面积逐年扩

大，至J]1957年，秋翻地面积巳达35万垧。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大力贯

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深耕与改良土壤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垒省

深耕面积达129万垧，占耕地面积的27％，深度均在7寸以上。深耕的增产效果显

著，深受各地农民欢迎。他们藐： “土改是农民大翻身，深翻是土地大翻身，人

翻身干劲足，地翻身产量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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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稠查

： 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颁导下，批剁了旧的赘产阶极腐朽的土壤学就，学习和

蓝用了以辩薤唯物主义观点为基础的苏联土壤科学，土壤工作在生产实践中不断

得到丰富和发展。为了适应我省工农业生产日盆发展的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与

擘握土地资源和土壤自然分布规律以及土壤改良利用特点，从1950年开始至1957

年同，先后在我省开展了多次的土壤稠查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

1．为流域粽合利用和水利土壤改良而进行的土壤词查。

2．为开展灌溉地区，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而进行的土壤稠查。

3，为进行国营农埸和人民公j吐的土地规划而进行的土壤稠查。

4．为水土保持．固砂、宜林地而进行的土壤稠查。

， 这些稠查工作主要在辽南地区、辽河流域平原地区、东部山区、大小凌河流

域和硫阳河流域、潭辽灌区、潭砂灌区、白石灌区、铁甲灌区等地区进行的。

由于进行了这些土壤稠查工作，对了解我省土壤资源、土壤的自然分布规

律、土壤的自然发生变化规律，以及对于水利规划、灌区选挥、水利土壤改良的

初步骰升和技术毅种等，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资料。有些稠查资料为我省大型国营

农业企业或人民公社的土地利用规划、固沙造林、改良盐硷土等工作，提供了良

好的科学依据。 ．

但是已有的土壤调查资料，对农业生产中的具体同题和人为活动对土壤肥力

发展的影响，很少深入研究，特别是缺乏稠查总秸农民群众对耕地土壤的鉴定方

怯，和农业生产实践中的改土桎骏。因此，已有的土壤凋查资料，在某些程度上

与农业生产实践缺乏密切辖合。1959年在党的正确颁导下，又开展了群众性的土

壤普查鉴定工作，使土壤科学建立在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并和广大农民群众

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

第三节自然情况

一地 形

我省地形的基本特点是东西高而中部低，两侧山岳对峙，中部平原广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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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上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

1．山豚走向均为东北至西南向，构造排列极有规律性。

2．海拔都在1，400米以下，，二般在400—1，000米之阉，超过1，000米的高峰

不至1130座，最高峰为1，367米。

3．坡度较大，山形较陡峻，据统种t大于5。的坡地占10％，5一10。占6％，

10—20。占30％，20—30。占40％，大于30。占14％。

4．山麓地带十分发达，以倾斜坡状的丘陵或山前台地的形式与平原揍

壤。

’5．沿辽河平原的海岸彼为沙岸，其余海岸一般为岩岸。

垒省地貌可分为三大区。东部山区，西部山区，中部平原区。鼓将各区特点

叙述如下： ．

(一)东部山区

本区东北部为长白山主豚东延部分，南部千山，别为长白山的余豚，海拔一

般为500米以上。在地寅构造上，属于南满地台，形成年代相当古老。山豚的走

向为东北至西南。由于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良好，水土流失较程，水源充足，．水．

能蕴藏甚多，山陶多水田。根据南北地势的差具，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即长白山

地和辽东南部丘陵地。长自山地：主要包括搬顺、本溪地区和安东地区的北部，

一般海拔在500一700米，相对高度为200--500米。山势高聋，森林密布，大部河

谷狭窄，水系受断层影响，多成方格状。辽东南部丘陵地：主要包括辽东半岛、

千山山脉，丘陵面积广大，波状起伏，地形低援，南部滨海有平坦的阶地，一般

海拔20—50米。 ，

(二)中部平原区

本区大致东以中长路为界，西至医巫闼山。在地贸构造上餍于华北陆台之游

海沟陷，东有辽河大断层，西有松岭大断层，形成一个陷落的地堑。千万年来，

由于河流不断冲积了大量泥沙，而逐渐形成了今日的辽河大平原。除个别孤立建

丘以外，地势北高南低，平原广阔，海拔都在200米以下，是我省最主要的农业地

带。本区又分为辽北平原、辽河平原及辽西走廊。辽北平原区是辽河中游平原酶

一部分，海拔多在10卜150米之同，相对高度10一50米。东、西两侧有丘陵、漫
岗，波状起伏，相对高度为40—50米左右。东、西辽河在本区北部汇合，地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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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低洼。辽河平原。位于沈阳、新民以下，为辽河，潭河、桡阳河、大凌河下游

所联成的大平原，海拔都在50米以下，一般为1卜15米。南部滨海地区，地势低
平，海拔不过2—5米。辽西走廊，即锦、兴、授沿海地区，海拔为20米到100

米，丘陵多而平原少。

(三)西部山区

属于西辽河和漂河流域同的一片丘陵山地。在地贸构造上属于燕山淮地槽和

内蒙地震。海拔多在400--500米，山势鞍低，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本区分

为辽西北、辽西及热东三个低山丘陵区。辽西北丘陵低山区：本区主要包括北票、

阜新与彰武的一小部分，与内蒙接壤，海拔为300--700米，主要坡度不超过lO

一20度，山势和援，但水土流失严重。彰武地区还有大面积的沙丘群，风傲较重。

辽西低山丘陵区：属于大、小凌河流域地区，包括松岭山地和医巫圊山地，在地

贸构造上届于燕山淮地槽。海拔一般为500—700米，相对高度为200一500米，山

势很陡，坡度常大于20度，植被复盖度一般不高。境内河谷平原较为广嗣，河流

阶地都很发达，常和山前坡积联成一体。热东低山丘陵区。包括建平、喀左、凌

源、建昌、朝阳等地。在地寅构造上是一个古老的辖晶地块，海拔多在100—700

—900米，相对高度多为10卜300米，坡度7—25度，在丘陵坡麓以下，到处都盖
有较厚的砂贸黄土层，其下有厚薄不等的杠土层。一般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

北部并有风傲，为我省水土保持重点地区。

=成土母耍

成土母贸即群众所祝的“老土”和“土根子”。我省的成土母寅有七大类，

即岩石风化物、坡积物、杠土、黄土、黄土性淤积物、近代河流淤积物、风积沙。

兹选择其主要的介耜如下。

(一)岩石风化物

农民群众对各种岩石的风化物有深刻的体会，他佣把各种辖晶岩和喷出岩的

风化物，称为“糟稻子”，把各种沉积岩的风化物Ⅱ斗做“乾子”。这两大类又可

分为五种。 ，

1．砂语子：兢指花岗岩、片麻岩、石英岩等风化物。由于这些岩石耍地坚

硬，不易风化，风化后仍成碎块，大小混杂成粗砂粒，裂牧很多，群众很生动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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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局牙砂舛。花岗岩里的石英岩豚群众m}做“矾石”。这类母耍上发育的土

壤有糟石土、黄砂石土等，土性较活，透水，植物扎根均较好。

2．片硌子。是云母片岩、辖晶片岩等的风化物，虽然也餍糟话子，但容易

烂，起小片，易风化，没有太大的石块，土层内合有救多的云母，土灾疏松，矿

贸养分合量高，特别是钾。易渗水，又能保住水，栽树、种果埋上就活，是形成

肥沃的黄砂土、黑砂土的母贸。 ．

3．块诒子。又名“立诒子”，为安山岩、玄武岩、凝灰岩等喷出岩的风化

物，多成大块，作物扎根困难。它形成的土壤发死，发漱。

4． “黄乾子”、 “青石板”。这是砂页岩的凤化物，颜色最杂，母岩硬度

低，成层排列，易风化。有的成面，有的成泥，多是薄片，群众称为“青石烂”、

“青天烂”。这类母贾多数不合砂石， “杀Ⅲ发”，带枯性，大部为横槎，作物不

易扎根。

5． “白乾子”、 “白土子”t其上发育的土壤土层最薄，土粞如面，肥力

低，作物生育不良，水土流失严重，部分由石灰岩风化土壤，有时有强石灰反

应。

’(二)黄土母货

我省的黄土分布十分广泛，类型也很复杂，群众所我的黄土包括黄土和黄土

性淤积物。我省黄土母贾可分三类。

1．辽西黄土t分布于朝阳、阜新和锦西，以及义县部分地区的低山丘陵中

的二坡地，群众口斗做“黄土包”。其特性是土根子深，一般厚达5—8米，最厚

可到20米以上。寅地粘重，透水性不良，易产生地表徭流，耕性较差，层次不明

显，立槎，好起蒜瓣块，多孔隙。水土流失严重，侵傲沟多，普通遭受面傲。多

呈石灰反应，酸硷度为7．5左右。

2．中部黄土。出现于辽东山地的南麓和医巫圈山的东麓一带，兴城、粳

中、康平、法庳等地，也有少量的分布。它的特点是：没有石灰反应，水土流失

鞍轻，土厚很少超过10米。

3．砂性黄土。主要分布于建平、北票的北部，寅地鞍沙，颜色鞍漤，可能

是受内蒙风沙的影响。土层敦厚，东北部可达30—50米，其石灰反应很强，从表

层起就开始起泡，土体内常兄姜石。由于气侯、地势关系，水土流失鞍轾，但受

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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