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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领导我侗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佣思想的理拾基础是焉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

不可粗心大意。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

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除性。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

历史。这个历史示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

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同的

斗争汞远不会完拮。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黢范国内，人类总是不

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示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

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痤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

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拾点，悲观的拾点，无所作为和旒傲

自满的榆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应骸走到群众中蹋去， 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控黢棕合

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拆群众(宣传)，

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嗣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应骸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

土，有土就有粳。水有了，应骸把改更土壤的“土力字放在前面。

其次是肥。

增产的措施，土壤应放在前边。水、肥、土、种子，还有密植

要单列一项。

要学习土壤学，这是农业科学的基础，看了宅才知道如何增

产，⋯⋯。

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山地到处搞梯田，搞急鳞坑。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尹全国学人民解放罩。

我佣穷人，就是靓，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

当有志气，⋯⋯用我侗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佣的世界，将我

侗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彀成为一个繁荣昌威的乐园。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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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牧林业生产的基础。我区有广阔的土壤资源，是发展

农牧林业生产的有利条件。解放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全区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像大缸旗，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

的各项方斜政策，农业生产上积极推行了“八字宪法”，进一步合理

利用了土壤资源。因而农牧林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对土壤的

改良和剩用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的控赊。

为了全面系毓地总结群众认哉、改良和利用土壤的痤黢，以适

应农牧林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遵照我佣律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应用

焉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拾和方法，对周圉环境作系婉的周密的胡查和

研究力，以及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擒的教导，

对我区的农区半农半牧区进行了群众性的土壤普查和专业胡查，

广泛收集了群众在认戡土壤、改更土壤和利用土壤等方面的丰富

短黢和科学资料，乡车对其各类土壤的分布、形成演变和宅同自然条

件的关系， 同人们生产活动的关系等资料，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整

理，编写成《内蒙古囱治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土壤志》一书，作为我区

今后发展农牧林业生产的参考。

《内蒙古自治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土壤志》一书的资料积累和编

写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4年至1958年先后在我

区大片荒地上进行的土壤普查，对国营农牧埸进行的土壤概测和样

测，对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资料仅局限荒地和国营农
、

牧埸；第二阶段，是1959年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56个旗、县，市

范国内开展的群众性的土壤普查鳢定，这次工作是贯彻以土法为

主，土洋结合的方针，采取领导、群众和技术人其三结合的方法进

行的，这是第一次在较大范国内比较系统地摸索了我区农民群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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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中认畿、改良和利用土壤的怒骏，对指导和促进生产起着

显著作用，控过这次群众性土壤普查鳢定基本摸清了农区半农半牧

区土壤底细，拾编写《内蒙古自治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土壤志》提供了

基础；第三阶段，是1960年全区性查土查茺和1962年对某些土壤

特征和生产性能进行的补充胡查，所获得的资料等。

《内蒙古自治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土壤志》一书，在龋写过程中，

除了有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外，还得到我区林业厅勘测

彀针院，水利厅勘测彀封院、水土保持局，畜牧厅草原建彀局，民

政厅民政处，气象局，地质局，测焓管理处，内蒙古师范学院，内

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农业科学

研究所，五原盐碱土改更拭赊站，以及各盟、市农业局(处)、农业

科学研究所，扎兰屯农牧学校等单位的大力帮助，提供了许多资料

和宝贵意旯，在这里槿致谢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哉，往往需要涩过由物质到

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却由实践到认哉，由认哉到实践这样多次的

反复，才能绚完成。黟《内蒙古自治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土壤志》一书

的龋写，虽然短过几次修改，又实地选点黢证，但由于我侗学习毛

主席著作不约，实践涩黢缺乏，水平有限，缺点错撰在所难免，尤

其需要通过生产实践的梭砼，以求进一步充实提高，热切希望使用

本书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内蒙古农业厅土地利用局

196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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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北樟37。307至53。20 7，东程96。54 7至126。04 7，由

东北向西南延伸长达2，400多公里。土地总面积1，177，500平方公里，杓占全国总面积

的八分之一，仅次子新疆、西藏，居全国第三位。东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毗邻，

南界河北、山西、陕西三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抵甘肃省，北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

国为邻。

垒区共有七个盟、两个直辖市、八十二个旗、县、市。按土地利用现状可分属于农

区、牛农牛牧区、牧区、林区四种农业艇济类型区和工矿区。

土壤志中所描遮的地理位鼹和行政范围，主要指1959年土壤普查缢定的56个旗、

县、市，即农区、牛农牛牧区(以下简称本区)。其中除包括哲里木、昭岛达两盟和

呼、包=市的全部外，共余各盟均只包括农区和牛农牛牧区：呼伦只尔盟的岭东七个

旗、县；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化德县和太仆寺旗；岛兰察布盟的四子王和达尔罕茂明

安联合旗的农业地区和共余各旗、县的全部；伊克昭盟的杭锦和鄂托克旗的农业地区和

其余各旗、县垒部；以及巴彦淖尔盟的后套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超济类型区

＼心型区
篮矿＼

农 区 牛农牛牧区 牧 区 林区 工矿区

呼伦只尔盟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陈巴尔虎旗、鄂温 鄂伦
自治旗、阿荣旗、布 克族自治旗、新巴尔 春族自
特哈旗、札查特旗、 虎右旗、新巴尔虎左 治旗、
科尔沁右翼前旗、突 筏。 喜桂图
泉县、满洲里市、海 旗、额
拉尔市。 尔古枘

旗。

哲里木盟 通辽市、开鲁县、 扎鲁特旗、科尔
科尔沁右翼中旗。 沁左翼中旗、科尔

沁左翼后旗、库伦
旗、奈曼旗。

昭扁达盟 林西县、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
赤峰县、喀喇沁旗、 巴林左旗、巴林右
宁城县。 旗、克什克腾旗、翁

牛特旗、敖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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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表

农 区 牛农收牛区 收 区 林区 工矿区

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化德县、 东岛珠穆沁旗、西
太仆寺旗。 岛珠穆沁旗，阿巴哈

辆尔旗、阿巴哦旗、
苏尼特左旗、苏尼特
右旗、=莲浩特、正
兰旗、正庸白旗、商
都魔黄旗。

扁兰察布盟 商都县、兴和县、 察哈尔右翼后旗、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
集宁市、察哈尔右翼 四子王旗。 旗
前旗、察哈尔右翼中
旗、丰鲤县、卓资县、
凉城县、托克托县、
和林格尔县、清水河
县、武川县、固阳县、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
右旗。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郊区

包头市 包头市郊区 青山区、
昆都嵛区、
石拐区、
东河区、
自云区、

巴彦淖尔盟 岛拉特前旗、五原 扁拉特中后联合旗、 岛达市
县、临河县、杭锦盾 阿拉善左旗、阿拉善
旗、磴口县。 右旗、额济拥旗。

伊克昭盟 准格尔旗、达拉特 伊金霍洛旗 岛审旗、杭锦旗、 勃海湾市
旗、东胜县。 鄂托克旗。

第二节自然条件

一地 形

本区为内蒙古高原外沿平原和山地丘陵地带。大兴安岭纵贯本区的东部西侧，阴山

山地横趴在西部。东有西辽河平原和嫩江平原，西有河套平原。在河套平原之南，有被

黄河三面围境的鄂尔多斯高原。

本区地形可划分为内蒙古高原、大兴安岭山地与丘陵、阴山山地与丘陵、鄂尔多斯

高原、辽嫩平原和河套平原六个区，及十三个付区。

工 内蒙古高原区本区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至岛拉山西端，南依阴山北麓。海

拔一般在I，000一l，500米，地面起伏和援，除部分砂地及少静低山丘陵和熔岩台地外，

大部均为丘陵盆地与同歇河河谷所构成的高平原。未垦地区都有草类覆盖，为良好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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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埸。 ’

，工1宽什克腾高原本区为昭岛达盟西北部的一隅。海拔l，000一1，300米左右，

丘顶为和稷漳园的岗阜。主要由洪积平原、湖积——冲积平原、风成砂地及少部分熔岩

台地所构成。本区主要为牧业地区。

工。扁兰察布丘陵本区东至集=铁路袋一带，西至岛拉山西端，南至阴山山地

北麓，成东西狭条状走向。海拔900—1，500米，砂岩和泥岩垄状丘陵及岛状残丘。共上

覆盖着舡色粘土、风积物和残积物。地势由南向北倾斜。为粳坡丘陵、丘周谷地和盆地

所构成。丘陵坡度一般在2—6度，均适农耕，目前已有不少被垦种，丘圈浅谷毂开翻

平程，有大小不等的同歇河，河床较高，可利用洪水灌溉和发展井灌，为发展旱涝保收

农田的基地。本区目前以农业为主，牧业也有很大比重。

Ⅱ 大兴安岭、燕山山地丘陵区 本区北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西北界，南

至昭岛达盟最南端，东至扎兰屯、天山一橇。包括大兴安岭北部山地，大兴安岭南部山地

．丘陵和哲里木盟、昭岛达盟南部燕山中等山地丘陵。本区主要以花岗岩(部分为玄武岩

等)为主构成的山地丘陵，地形陡稷不均，近山脲主体或分水岭则陡，山麓地带则援。

Ⅱ1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山地 本区位于甘河和洮儿河之同。一般山顶潭圆， 山坡

鼓授，山琅海拔1，100—l，500米，以1，000米左右的粳坡起伏的萃坦地分布最广。坡面

呈阶梯状向东下降，有宽广而深长的河谷，谷地时宽时窄，坡地平粳变化不甚显著。山

地蕴藏有一定的森林，宜于发展林猎业。平援的坡地、谷地为农耕地带。不宜垦殖的低

山地，草类繁茂，是优良的牧草埸。 ．，

Ⅱ。大兴安岭南酃山地丘陵 本区位于洮儿河与西拉木伦河之网。山势低降，一

般山脊海拔高度700—1，000米，北部是400米左右的山丘，向南渐高，有的山拳海拔

高达1，950米。呈不明显的阶梯状向东南下降。山同谷地鞍多，系近代冲积层，土质鞍

好。本区目前以牧业为主。部分地区如林西、巴林左、阿鲁科尔沁等旗、县筒有鞍大此

重的农耕地。

Ⅱ。燕山山地丘陵 本区北起西拉木伦河，东南西三面为区界。地势西南高东北

低，海拔500一1，500米之同，山体零乱几无脲格。西辽河支流的老哈河、教来河均发

源于此。地表侵蚀严重，黄土丘陵沟壑纵横，有的沟澡可达数米或数十米。由玄武岩，

安山岩形成的高原，除极少部分保留外，已成破碎的山地丘陵。除石质山岭外，普遢被

有深厚的黄土，拜愈北砂性愈大。为西辽河泥砂的主要来源。本区目前以农为主，农牧

余营。在宁城县和喀喇沁旗的西部山区筒有次生林地，林业也有一定基础。沿河平原土

地肥沃，宜于农耕，丘陵坡地利用应重旎保持水土。

Ⅲ 阴山山地与丘陵区东起锡林郭勒盟南部，西至岛垃山西端。集二铁路以东，

地势起伏很小，呈平台状丘陵与盆地相同地貌；集二敛路以西起伏较大，山地棉延。

Ⅲi平地泉——察啥尔丘陵与盆地 本区位于多伦——宝昌——集宁一撬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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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一丰嫫一寝以东。为低山丘陵地带。同布许多盆地、宽谷、洼地、熔岩台地以及洪

积冲积平原。海拔1，200—1，500米，一般相对高度50—300米，山琅潭圆，山势平援。

本区盆地、谷地和授坡地为良好的耕地。目前为农区，牧业生产亦很发达。

Ⅲz阴山山地与丘陵 本区位于内蒙古高原和河套平原之同， 为东西走向狭条状

的阴山山脉主体。卓瓷山以西山体明显，一般海拔在2，000米左右；卓瓷山以东山势零

乱，海拔为1，500米左右。除部分山翠鞍陡峻外，一般攀瑗齐萃，成单面山状，南坡陡

立，北坡平援，递降为低山丘陵和盈地相同地区。目前除陡峻的山地外，崩地、阶地援

坡、盆地和河谷平原大部均巳开垦，是以农为主的牛农牟牧区。

双 鄂尔多斯高原与丘陵区本区北抵河套平原，西靠黄河和卓资山山地，南抵自

治区界，东临蛮汗山山地。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和林格尔丘陵。

理i准格尔——和林格尔丘陵本区位于伊克昭盟东北部和岛兰察布盟的西南部。

海拔1，000-1，500米。为砂岩、砾石层和页岩被黄土覆盖的丘陵区。本区水土冲刷极为

严重，南部尤甚，地面切割破碎，沟壑密布，有的侵蚀沟深可达三四十米。北部地形萃

程，黄土覆盖薄，侵蚀鞍南部轻，一般侵蚀沟澡10一20米。丘陵同较大河谷两侧具有阶

地，河道下切很深。浅谷中集水袋为侵蚀深沟，两侧形成蛇曲牛圆形淤积萃地，可做灌

溉农业用地。西北部和砂丘莲棉的库布齐砂漠东端相接。本区是农业地区，耕地面积此

重较大，应积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发展林、牧业。

瑶。都尔多斯平原 本区西至棹子山东麓， 北以高原降至黄河冲积平原的陡坎为

界，东达伊克昭盟东北部黄土丘陵的西界。海拔1，000一1，500米。北部及中部和援隆

起，最高处海拔接近1，700米。地面有轻微分割的干沟，风化砂粒堆积的砂丘与碱湖盆

地。西南部地势鞍低，海拔不及1，200米，多为干燥剥触的平原。本区砂地与风成地貌

的分布更加广泛，西北部的库布齐与南部的毛屠素砂漠风砂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南部

有98％的面积都被砂丘所占据。本区除东胜县一带农业此重较大外，皆为牛农半牧地

区。耕地除分布在干燥剿蚀平原与局部砂质盐土洼地外，大部都是丘陵坡地，并且有的

已越发展到固定和半固定的砂丘上。

Y 辽嫩平原区本区位于大兴安岭山地丘陵区以东。系嫩江、西辽河及共支流的

冲积平原，为东北大平原的西部边椽。地形萃坦，永热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此较发达，

．是我区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应首先建立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自高力板——鲁北一

橇分南北两部：以南为西辽河平原；以北为嫩江西岸丘陵与平原。

Yi嫩江西岸丘陵与平原东起自治区界，西至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山地，南至高

力板——鲁北一癌，呈南北狭条状分布。海拔200—500米。靠近山岭地带丘陵散布，谷

地宽冈，分水高地多为波状起伏，坡面粳长，土质肥沃。区内河流密布，沿河两岸为冲

积平原，一般排水不惕，成为牛湿生植物丛生的牧草埸，改良后农垦前途亦很大。

夏。西辽河平原 西北与大兴安岭南部山地丘陵相接，西南与燕山山地丘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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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海拔150—500米。沿西辽河、新开河、教来河等河流两岸为窄条状的冲积平地，土

质肥沃。河同台地上分布着砂坨子和甸子。甸子是风触洼地，土质鞍肥沃，但大多排水

不良，雨季时甸子中心易潴成水泡子。砂坨子是固定砂丘为主的砂地，大多为东西向垄脲

状。本区目前是以农为主，今后应在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牧业和林业。

丑河套平原区本区为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同的下陷地带。系黄河及共支流形

成的冲积平原。包括黄河北岸的后套，黄河南岸冲积滩地，以及呼和浩特平原。河套萃

原地势平坦开网，土地肥沃，灌溉水源鞍充沛，农业发达，为我区重耍的粮仓之一。

丑1呼和浩特平原 位于河套平原的东部包括包头、呼和浩特和托克托县一带的

兰角平原地带。海拔1，000米左右。东北高，西南低。平原北部大青山各谷日，为周期

洪水所堆积的洪积冲积扇，形成山前候斜平原。京包铁路以北的倾斜平原，土层很薄，

地面砾石散布，甚至时兄砾石成堆。东南部偶兄小片的风积砂层及砂梁。靠近黄河地区

盐碱地鞍多。

丑2后套平原海拔1，020一1，050米左右，西南高，东北低，东西坡降为1／6，000--

l／8，000，南北坡降i／4，000—1／8，000。北部边艨为狼山冲积扇。由于北部为狼山环抱，

减轻了风砂威胁。只在局部地区散布有牛固定砂丘和小片孤立的流动砂丘。本区为黄河

淤积而成的平原，除有深厚的土层外，还有此鞍充沛的水源可瓷灌溉，所以农业发达。

但由于地势平稷，此降小，地下水位高，地面和地下排水不惕，叉加大水漫灌等原因致

使土壤盐演化和次生盐演化，盐碱土所占面积很大。目前在土地利用上主要是如何改良

盐碱和防止土壤次生盐演化。

二成土母质

本区的成土母质有四种主要类型，即各种岩石风化物、河流和湖泊沉积物、黄土、

舡土和风积砂。

1 岩石风化物主要有花岗岩、玄武岩、砂岩、页岩，共次有粗面岩、安山岩、

片赢岩、大理岩、石英岩、砾岩、石灰岩、板岩、流敉岩、泥岩、片岩等。兹将几种主

要岩石分布地区、风化物的性质和土壤的关系叙遮如下：

花岗岩主要分布予大兴安岭和燕山山地，在阴'Ⅱ山地的岛拉山等地也有少静分

布。鞍易风化，风化物及共形成的土壤，质地轾粗，土性松活，含有多量石英砂粒，粒

径大小不均。形成丘陵山地区的各种类型的黄砂土、黑土、砂土、山石土等。共风化物

中的砂粒是当地风积秒的重要来源之一。

玄武岩分布于扁兰察布——平地泉丘陵盆地，燕山山地丘陵以及大兴安岭南部山

地区。抗风化力强，共风化物及共形成的土壤舍粘粒多，质地粘重、糸Ⅲ致，土性紧实，

土层薄。形成当地韵黄黑土。

砂岩和夏岩 成水平同层状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砂岩风化物含砂粒极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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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流砂和风砂土中砂粒的来源之一。砂岩风化物上形成披砂石土壤。页岩风化物鞍粘

紧，共发育的土壤是羊干石土。

2 河流和湖泊沉积物近代冲积层，分布于嫩江、西辽河、黄河、永定河、滦

河及共各支流的沿岸萃原和河谷地带。以河套平原，西辽河平原和嫩江西岸平原面积最

大，为砂、壤、粘等不同质地同层沉积的近代冲积层。共上发育的土壤为淤黄土。灰甸

子、黑甸子土、涝洼土、盐碱土和淤砂石土等。

湖泊沉积物 古湖相沉积物多被近代?巾积层掩埋，如河套平原、西辽河平原等地即

是：仅在个别地壳上升地区，如嫩江西岸北部丘陵地区存在于地表，共上发育成黑土。

近代湖泊沉积物分布较普逼，如克什克腾高原，平地泉——扁兰察布丘陵与盆地的黄旗

海、岱海盆地等地的湖积物，土质粘重，并常有潜育化作用。由此发育的土壤，有灰甸

子土，涝洼土等。

坡积物主要分布在本区各山地丘陵的坡脚。为上坡成土物质借遥流带至坡地下部

和坡脚的沉积物。有与斜坡平行的明显层次。釉土粒居多，大的砂粒鞍少。由此发育的

土壤有各种地带性土壤，均为各类坡地土壤中肥力水平最高的。坡积物与残积物成屠累

积一起时，则H耳坡积残积物，各坡地也广为存在。

洪积物近代洪积物主要为山沟口不定期山洪沉积，形成层次极不明显的卵石、石

抉、砂砾和土混合物构成的冲积扇。若干冲积扇连起刖形成山麓平原。近山处以粗砂。

砾和卵石鞍多，形成淤砂石土，越远越栅，远山处多沉积土质沉积物。

3黄土和社土 主要集中分布于准格尔——和林格尔丘陵区和哲昭两盟南部丘陵

区，共次零星分布于上进地区的临近地带如平地泉台地、昭盟中部和北部，以及嫩江西

岸平原南部等地。孩母质富含石灰，质地较均匀，具有垂直柱状节理易遭风水侵蚀。黄

土上发育的土壤主要为黄土、黄秸土和灰黄土等；征土上发育的土壤主要为．i缸土、，缸胶

泥石泡地和杠胶泥等。

4风积砂鞍集中的分布于西辽河平原，克什克腾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三地区，共

砍在河套平原和多伦县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多为起伏不平的丘状，易遭风力搬运和堆

积。除流砂外共上发育的土壤主要为风砂土。

= 智_ ～

本区位莲偏北，地处高原，海拔大都在1，000一1，500米，除东部辽嫩平原外，大

部地区距海鞍远，受海洋影响微弱，皆属高原气候，具季风型特点。本区气候特点是。，

干旱少雨，降水集中，富日照，塞暑剧变；冬季严寒漫长，多西北风，天多晴朗，雨雪

稀少，塞潮时侵，偶有暴风雪，夏季短促，气温虽不高，但干热，大兴安岭东坡，。阴山

!山地以南等地带(简称山前，下同)降水较多，而大兴安岭以西和阴山以北(简称山盾，

下同)的高原多雷障雨，降水鞍少，春秋季不明显，多风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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