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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L．

日

临河县土壤普查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开始，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参加普

查工作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奋斗，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于八三年十月基本
j’ ’一磐 ，“

。

完成。并经内蒙土办、巴盟土办正式验收。在普查工作过程中得到了巴盟±壤站的殷切

指导，特别在《土壤志53>的编写中，又得到内蒙农牧学院乌力更教授修改审阅。在此谨
_

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我们时间短、水平有限，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望提出批评指正。

一ir

临河县农牧业区划办公室
! ■ ：r

。‘i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附7j。j记‘’

临河县土壤普查工作组织系统
。

。分管$记；杨秀山。

责任领导：马文德、张二旦两位付县长。

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刘尚俭、李先锁。

技术负责人：武可夫。

统计组：刘世林、孙连根、魏秀花、张少文。

绘图组：王永平、王小平、声志镒、张玉花、陈德雄、李建忠、王瑞昌、李美霞、

段孟然。

后勤组：王玉祥、王耨民、张荣斌、段存禄。

秘书组：高晓、樊永生。

外业队队长．城关乡：玉永平、建设乡：李建忠、黄羊乡：卢志镒、友谊乡：康振业、八岱

乡；王俊德、团结乡：刘世林、曙光乡：杨永生，小召乡：张玉亮、干召乡：樊靖忠、狼

山乡：李怀珠、图克乡：杨有成、五星乡：郭汉云、八一乡：苏福元、丹达乡：邬喜

元、份子地乡：杨建华、新丰乡：贾志峰、长胜乡：刘文俊、乌兰乡：李树林、白脑包

乡：陈海平、新华乡：王钦福。

《土壤志》编写者：武可夫。

我县土壤普盏工作过碍中，得到了巴盟农业处付处长李秋萍，巴盟土壤站站长郑云

亭，付站长陈会鹏，技术人员：王世忠、杨素、周孝德、化验室：周仁德、李桂兰等同

志大力支持和热情的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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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河县土壤志

临河县位于后套平原中部，南傍黄河，北倚阴由，东西分别与杭后五原毗邻。地理

坐标北纬40。34 7*'-41。177，东径107。67"--107。447，总面积2329Km2。现辖一个镇，20

爷乡。167个村，总人口34．4万人。人I：1密度148入／Km2，农村人口26．7Yi人，占总人

_口的77．5％。境内地势平坦，海拔1029，、--1045m。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微度倾斜。平均坡

降I／5000。黄河总干渠于我县南部，总排干于我县北部横贯东西，并有永济、黄济两

大干渠和各排水千沟流向东北。支、斗、农、毛纵横交镨，密如蛛网。灌溉面积159．5

4万亩，年引黄量9—11亿m3，年工程排水量l亿12"13。

我县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共有耕地141．sT亩。其中社营135．8万亩，入均耕地

4．11亩，农村入均耕地5．13亩。一九八二年总产粮豆3亿斤，油料7000万斤。甜菜4．5亿
、 斤。大小畜24．5万头(只)，猪10．5万口。林木总面积17．8万亩，蓄积量103．sTm 3，

年采伐虽5615．4m3。农业总产值1．4亿元，人均收入244元。



气候：

第一章 成土条件

我县的气候特点是冬长夏短，日照充足，雨量稀少，年温差和日温差大，是典型的

大陆性气候。

(一)光照：

我县光能资源丰富，年总幅射量为153．13千卡／Cm2，五月最大(18．88)，十二

月最小(6．95)，从全国范围看，高于同纬度的北京(134．9)、遵化(131．6)，仅次于

拉萨和额济纳旗。生理有效幅射约占幅射的．耋9％，为75．28千卡／Cm2。

表l—l 各月太阳总幅射(千卡／Cm2)

临河17．8619．16眩79b37，陋88阳57i16．88陋23陋51|11．09；7·84 6·95 153·13

狼山i7．71 j9．27 12·88 14．9818．88i118．021117．32
15．36 13．4411·2817．72j6．94 153．80

表1～2 全年日照时数及日照百分率

项目jjI 1 2 3 h 5广6{引一了F 1可≯f裤一需再砰可蕊F赢丽两F晒l弭弦j
县警l 78 77 72；70 7，{7，I 66{69 74 78 77 77 73

从以上二表可知，在作物生长的4～9月里，太阳恒射总量为97．44千卡／Cm2，

日照总时数为1780．8小时。这些对作物、牧草、林木一季生长是绰绰有余的。

(二)热量：

我县热量资源不足，年平均气温6．9℃。一月最冷，七月最热，年较差为34．9℃，

热量的地理分布是由南向北递减。

表1～3 各 月 平均温度 (℃)

、孓夏可『T—i忑T—可可下F百
——————————1———T———■———T——T——T——1——_一一r—i一—■—_———_一—一

临 河 l一11．8 1～7．8。0．3{8。6 116。412t．1{23．1；21．4115．0；7．寸1．51 9．6{6．9
狠 山 I一12．91 8．3一o．2 8．1 15．7f20．9』22．9}20．9；14．5f 6．8-2．1卜10．3l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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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的另一个特点是日较差大，一般规律是越热日较差越大。在4～9月份的生产

季节里，日较差13。^v16℃。有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

表1—4 各 月 温 度 日 较 差 [℃]

我县无霜期较短，平均为1 30天。

表1～5 临 河 霜 期

我县各界限温度积温不高，保证率低。

表1～6 各界限温度活动积温与80％保证率

平 均 80％ 保证 率
界限温度

始见 始止 天数 积 温 始见 终 止 天数 积 温

90℃ 20／3 7111 233 3522 27／3 1／11 222 3417

≥5℃ 4／7 20／10 196 3392 1&|& 15／10 186 3270

≥10℃ 28／4 1／10 157 3032 3／5 29／9 152 2950

≥15℃ 17／5 12／9 119 2497 24／5 、|龟 107 2236

上表说明，我县的热量为农作物一作有余，两作不足。

(兰)降水与蒸发；

我县降水稀少，多年平均188．8ram(临河)。它的地理分布是由南向北递增(狼山
1 56．2ram)。各月降雨不均匀(冬季最少夏季最多，况且+年际变化大(CV=0．41)保

证率低。

表1～7 降水极值，均值及80％的保证率(mm)

时 段 平 均 最- 小 最 多
80％保
证率

春(3—5月) 18．2 0(1962) 65．3(1964) 3．9

夏(6—8月) 90．8 29．0(1965) 165．3(1977) 58．7

秋(9～11月) 27．O 1．3(1974) 85．8(I 971) 12．7

冬(12—2月) 2．8 O 1I．8(1 971) 0

全 年 1 38．8 53．7(1965) 256．3(1977)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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