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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科学性和生产实用性较强的区域土壤科学专著。书中总结

了十多年来山西省第=次土壤普查的全部成果，反映了山西省当前土壤科

学的最新成果。全书分四篇=十二章，第一篇基本情况，概述了山西省的

自然和社会经济情况、土壤形成条件，阐明了土壤的分类与分布规律，第

二篇土壤各论，详细论述了各类土壤的发生演变，形态特征、理化性状和

生产性能’第三篇土壤基本性质，阐述了土壤物理，化学性状和生物学特

性，营养元素含量的分布与变化规律，第四篇土壤资源及开发利用，对土

壤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改良利用分区，阐述了土壤培肥，中低产田改造，

土壤侵蚀与污染防治的措施，提出了土壤资源开发利用设想。本书纲目分

明，资料丰富，并附有土壤剖面和景观彩照。

本书可供农林牧各业生产，管理、科研等部门的各级领导及科技人员

以及农林牧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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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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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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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我国古老农业区之一。省境中、南部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可追朔至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距今已有6 000余年。世代相传，垒省农民耕作精细，对改土培肥和合理安

排茬口均有丰富经验与优良传统。至今还涌现不少先进典型，值得学习。

本省矿藏丰富，山西煤量丰质优，堪称上品，供应国内外。山西还是重化工基地。

工业的发达，人口的增殖，生活水平的提高，迫切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增产更多的粮食

及牧林果业的土特名优产品。因此，当务之急是深度挖掘各类、各种土壤的生产潜力，

以加深其开发利用。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11号文件，子1979年起开展了按乡、镇(原称公社)的

大比例尺土壤调查制图，并逐级按县，地(市)汇总分别印刷成册。《山西土壤》、《山

西土种志》、《山西土壤图集》及各种土壤图幅，将为合理改良利用全省各类、各种土壤

提供科学依据。．

山西境内多山，亦多间山盆地。太行，吕粱二山系南北向平行并列；还有几个东西

向山体分割成若干盆地。如北为恒山，中为太岳山，南为中条山分别形成大同、忻定、

太原，晋南运城，晋东南长治等一系列拗陷盆地。

山地顶部的不同高度里，可见多层厚薄不等的黄土层覆盖。中、低山顶部平坦，黄

土塬，梁、峁广泛分布，多用为旱耕地，占本省耕地的很大比例。

在间山盆地四周，多见黄土丘陵、阶地。盆地中为冲积物填充，发育为多种土壤，

成为本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盆地中水源比较充沛，有灌溉之利，但出现不同程度的

土壤盐化，且盐分累积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如运城盆地以硫酸盐盐化为主，太原盆地硫酸

盐、氯化物均存，忻定盆地是五花花斑盐碱。但大同，太原盆地东侧及晋南夏县等处，

却有苏打累积。50年代初在大同盆地发现其形成与其下所埋藏的“白干土"有关。近几

年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到与火山喷发物有密切联系，这充分说明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在

不断深化的。由于认识的不断加深，近些年来，盐碱土改良已见成效，粮食单产已数倍增

长，尚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山西大部属半干旱暖温带，愈趋西北，降水量愈少。由于缺乏水分，季节性干旱，

经常使粮食减产，甚至绝收，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抗旱保墒是农业稳产的一

大课题。如能采取有效措施，保蓄水分，充分发挥少量土壤水分的功效，将是获得进一

步增产的更大保证。同时，也是坡耕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因此，旱耕地(雨养

农业)的保水保土可起“一石=鸟”的双重功效——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增

加农业生产。

山西的各大山系中，林木砍伐已久，不少童山濯濯，草木疏生。在一定条件下，可

采取人工种草，增加植被，发展牧业，尚可发展土特名优产品，如种植千鲜果类、深度

加工。目前推广的沙棘种植，可形成一项产业系统。本省土特名优产品如黄芪，党参、

甘草，应改天然野生为人工种植，使其不致引起严重水土流失。更重要的是有计划地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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