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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仆寺旗土壤

太仆寺旗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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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是表业的基础。开展土壤查普，查清土壤资源是为合理

布局各业生产，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促进农、林、牧、付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必要前提。

遵照国务院要在全国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要求和自治区的安排意见。中共太仆寺

旗委和政府，组织了农业，土壤方面的技术干部、农民技术员三十余人，从一九八U年

至一九八三年，历时三年的时间，按全国和自治区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对全

旗十六个农区公社，一个牧区公社，两个国营农场，一个国营林场总面积三千四百一十

四点七四平方公里，合五百一十二万二千一百零八点八四亩。除水域，交通、城乡居民

点占地外，实际普查面积为四百九十万零三百三十点七一亩。农林用地为二百零一万九

千二百零四点二一亩，牧业用地二，百八十八万零三百三十九点五亩，总计挖主付刹面二

千六百四十三个。通过野外调焘，室内对一百三十四个主剖面，七百八十多个农化样，

计九千三百四十三项次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PHfI呈、碳酸钙、代换量，含盐

量、机械分析、速效磷、速效钾的分析化验，获得了大量的科学数据和资料。并绘制公

社级1：2．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类型图、土地利用分区改良图六十八幅。牧区

贡宝拉嘎公社草场利用现状图，土壤类型分布图、草场类型图、草场等级图四幅。全旗
1：1 0万的地貌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类型图，土壤养分点位图五幅。编写各种

图件说明书五十七份，各种专题报告二十份。依此为根据对各种类型土壤做出科学的评

价，并撼出合理的利用改良意见。

为使各级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广大农牧民群众，了解和掌握全旗土壤资源状况，

指导农业区划和科学种田，太仆寺旗土壤普查办公室将调查的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

理、分析，编著《太仆寺旗土壤》。供农牧林业科研、生产参考。

在土壤普查和资料编著的过程中，曾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学院，内蒙土地勘测设

计院，内蒙土办，内蒙古1 0 1、1 1 l地质队，内蒙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科

技工作者的关怀和指导，本旗农牧林水系统各局也提供了大量资料。旗委和政府主要领

导同志岳玺、韩宝刚，王景山，刘振国审阅了材料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千时间短，任务重，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差错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太仆寺旗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k=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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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概况

太仆寺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地处大兴安岭西南边缘，阴山山地

东段察哈尔低山丘陵区。地理座标东径1．1 4。5 1 7—1 1 5。4 9 7，北纬4 1。8 5
7

—4 2。1 0 7范围。

本旗西与河北省康保县相邻，南与河北省沽源县接壤，东部和北部与盟内正兰旗正

镶自旗相连。旗政府设在宝昌镇，是本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锡张公路由宝昌通过，向南经河北省张北县到达塞外古城张家口市，向北通过浑善

达克沙地直达盟所在地锡林浩特。与临近地区的正兰旗，多伧县、正镶白旗、化德县、

镶黄旗、康保、沽源县都有公路相通，交通比较方便。

太仆寺旗正式命名，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召开的第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命令，由原

来太佐旗和宝昌县的五个区合并而成，并命名为太仆寺旗。原太佐旗是个纯牧区，当时

有八百至一千户，过着定居游牧奠i活。原宝昌县始建于一九一四年，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七九年)，清政府在察哈穷：盟南部正白旗草场开办垦务，垦控逐步扩大建立宝昌

县。当时行政区划分为七个区，全县人口三万五千八百四十人，面积八千平方公里，耕

地四十八万六千九百多亩。合并后全旗总人口近四万人左右，耕地面积四十八万六千九

百亩。

第一节 社会经济概况

太1b寺旗是个半农半牧区。全旗共有十七个人民公社，五百三十七个自然村。其中

农区十六个公社，一百五十七个生产大队，八百零一个生产队。牧区一个公社，十七个生

产队。盟驻太仆寺旗国营良种场一个，旗有国营油料良种场一个，国营林场一个。一九

八二年人口普查，全旗总人口为二十万零七千四百五十九人，其中城镇人口为二万七千

一百七十八人，占1 3．1％。农村牧区一十八万零二百九十一人，占86．9％，牧区三千七

百四十一人，占1．8％。劳动年龄人口十一万八千四百零七人，其中男性六万三千二百

五十六人，女性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人。太仆寺旗是自治民族地方，汉族占多数的多

民族居住地方。少数民族八千四百三十八人，占总人口4．07％；蒙古族四千二百九十二

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50．59％。汉族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一人，占95．93％。人口劳力资

源丰富。

太仆寺旗以农为主，农牧林付综合发展，社队企业以养殖，建材为主，还有编织采

矿，农付产品加工等。一九八二年农业总产值为五千七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元，占全旗

工农业总产值七千四百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元的76．64％。农区社员人均收入3 0元一
7 0元一1 l 0元，牧区人均收入一百八十元至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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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成土因素

一、气候。

太仆寺旗地处北温带，属半干旱生物气候带，因受季风环流的影响，气候不够稳

定。其特点是冬季漫长寒冷，夏季温热较多雨，春秋气温变化剧烈，无霜期短，昼夜温

差变化大。积温有效性高，Ft照充足。

根据宝昌气象站一九五九——一九七八年统计资料：

1．气温：年平均气温1．4。C，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一l 7．6。C，年极端最低
一8 5．7。C，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7．8。C，年极端最高气温3 2．7。C，平均年较差
8 5．4。C，平均日较差1 8．2。C。

2．地温和二t壤冻结：

地面温度年平均8．8。C，一月份平均一1 8．0。C，七月份2 2．7。C。最高地面

温度一月份一4．6。C，七月份4 2．5。C，最低地面温度一月份一3 9．3。C，七月份

0．1。C。

土壤冻结：本旗土壤从十月下旬开始冻结至次年三月下旬开始解冻。封冻期长达五

个月之久，在五月]、．旬，甚至六月上旬才能化通，最大冻层深度可达2．5—2．8米。

8．积温：

≥0。C积温2 8 8 2．4。C，平均持续】9 9天，≥1 0。C积温1 9 8 1．0。C，

无霜期最长1 2 6天，最短9 0天。晚霜期五月二十一Ft结束，早霜八月三十一日来

临，全旗各地区之问有明显差异。

4．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8 5 0—4 8 1毫米；夏季较多，占全年总降水量的6 5％，秋季降

水量占1 8％，春季占1 8％，冬季最少，不足3％，相对湿度6 1％，绝对湿度

5．5，蒸发量年平均1 9 0 0毫米，超过降水量的4．4倍，干旱年份可达7．9倍

(一九六五年)。

5．风：年平均风速4米／秒，由于受蒙古高压气团的控制，全年多西北风，且风

力强烈，全年大风日数平均7 6天，最大风速出现在春季，一般每年均有2 0米／秒左

右的大风出现。风向为西北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曾出现过3 4米／秒的偏西大风

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6．日照：宝昌地区全年日照总时数平均为2 9 3 7．-1小时，总幅射量高迭1 4 0

千卡／年平方厘米，农作物生长时期的日照时数达1 0 9 0．4小时，太阳总幅射量达

6 8千卡／年平方厘米，光照条件优越。

灾害性气候因素

宝昌地区的主要灾害性气候为干旱、冰雹、大风、霜冻四种。

1．干旱：是影响本地区农牧林业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降水少，蒸发量大

是形成干旱的主要特征。当地没有地表水源，地下水埋藏深，尤其春旱和夏旱对农业生

产影响最大。春旱，四月下旬至五月底总雨量小于3 0毫米即为春旱，超过4 0毫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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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不旱。如u九七二年i头年秋雨少，底墒不好，春季无雨，发生的旱情比较严重。平

均三年就有一个春旱年，一九八一年五月份到八月份没雨，粮食单产只有30几斤。其次

是夏旱即卡脖旱b六月下旬至八月中旬是农作物需水量最多的时期，特别在七月中旬至

八月上旬，若少雨对产量影响极大，所以当地农谚有： “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的

说法对农业的危害比春旱严重，据气象资料统计二十年中就有八年。

2．冰雹：夏秋冰雹是本地区的一大自然灾害，据气象资料六月至九月平均降雹五

次，最多是一九六o，一九六五年多达8次，分布时间以六月份最多，对农牧业生产每

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危害最严重的时间在七至八月，如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一

次雹灾仅千斤沟公社14个大队就有11个大队遭灾，十号大队积雹3尺，全社1 3万亩作

物被毁，丰年变成了灾年。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小营盘公社淖沿大队一次降雹长4 0

华里，宽7—8华里，冰雹核桃大，地面积雹2—3尺最深4—5尺，全队二千亩农田

被毁，并砸死五人，重伤三人，轻伤百余人，贡宝拉嘎公社乌共敖包大队，一群羊

7 0 0只全部被砸死。

3．洪水：据气象站二十年的资料统计，平均每年出现大雨有两次(25．0—49．5

毫米)。暴雨不多，但强度大，加之我旗地貌为低山丘陵区。因此，夏季的急雨易造成

水土流失和洪灾。如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两个半小时降雨6 2．7毫米。一九六

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六个小时降雨1 2 1毫米，这次暴雨都造成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4．霜冻：晚霜在五月二十四Et至六月十六日结束，早霜在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七

日来临。早霜来临早，对农业生产有危害。如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一次霜冻，中

河、千斤沟等公社个别大队的莜麦被冻死，甚至小麦被冻死，造成减产达数十万斤。

5．风：对农业生产有危害的主要是春风和秋风。春季的大风集中在作物播种和幼

苗期(四月一六月中旬)平均每2—3天就有一次八级以上大风，最多的是一九六三年

四月至六月大风日数4 7天，主要危害是埋压幼苗或使根部外露，严重的吹走种子，造

成毁种。风蚀耕地表土，降低土壤肥力，造成土壤风蚀砂化。秋风对农作物的危害也很

严重，主要是八月上旬至九月上旬，常因大风造成倒伏落粒减产。

二、地貌类型、成土母质：

太仆寺旗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北地台的内蒙古地轴，由于中生代燕山期地壳运

动，形成了现代地貌的基本轮廊。后期，由于受长期的剥蚀作用，而形成现在的低山丘

陵地形，山脊平坦成浑园状，坡缓谷宽。

全旗境内出露岩石主要有，太古界片麻岩、石英岩、大理岩、震旦亚界结晶灰岩、

片岩、角岩、石英岩。侏罗系火山碎屑岩及熔岩、第三系粘土及第四系粉细砂亚砂土、

砂砾石属及淤泥岩浆岩，以华力西晚期及燕山早期的花岗岩为主，其次为石英正长班岩

及花岗班岩等。以上岩石构成全旗的地貌格架。太仆寺旗的地貌类型概括为三类t

1．丘陵区：

主要包括：城郊、头支箭、万寿滩、沙沟、红旗、红山子公社西半部，东井子、幸

福八个公社，特点是山低且园，海拔l 4 0 0—1 5 0 0米，相对高差小，坡度3—7

度，最大为1 0度，坡缓谷宽，山丘相问分布。本区基岩主要为太古界变质岩，震旦亚

界浅变质岩，侏罗系火山岩及燕岩华力西期花岗岩，石英斑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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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成土母质主要为上述岩石的风化残积坡积物，其次为外来风积砂土。

2．丘闻沟谷，盆地、河谷平原区：

主要有骆驼山公社的南部和北部，中河公社的北部，马坊子、兴圣公社为丘间沟谷

和河谷平原地区。

贡宝拉嘎公社，五面井公社至红山子公社南部、东部、和红旗公社南部万寿滩公社

的东部和西部均属丘间盆地地形。

本区地貌特点是；沟谷，谷地宽广、阶地不明显，地势开阔平埙，四周地形比较

高。海拔1 3 0 0—1 4 0 0米处，土壤较肥沃、土壤以草甸土类型为主，质地轻壤一

砂壤，-水文条件比较好，由于地下水位较浅，排水困难，土壤多为受次生盐溃化的影

响。

岩性：在骆驼山以北，中河公社北部为第四纪砂砾石层，在兴圣公社主要是第四系

粘土、亚砂土、低山丘陵为侏罗系火山岩。红旗南部和红山子东部、南部，五面井公社

北部，贡宝拉嘎公社为笫四系砂土、亚砂土，边墙以北为侏罗系火山岩，贡宝拉嘎公社

西南的丘陵区为太古界变质岩，东南为侏罗系火山岩。

土壤成土母质均为冲积和洪积物沉积而成。

3．低山丘陵区

主要包括，骆驼山公社西部，千斤沟公社、中河公社的南半部，永丰公社南半部，

马坊子公社等，海拔1 5 0 0—1 8 0 0米，最高峰，大黑渠山海拔为1 8 0 2．7

米，相对高度2 0 0米左右，山系走向近南北，基岩以朱罗系火山岩为主。。

土壤的成土母质均为这些基岩的风化残积坡积物，在山麓地带为砂及碎石层，在山

涧沟谷平原，其物质组成基本为粉细砂和粘质砂土，属冲洪积沉积物。

三、水文及水文地质 r；乩

全旗境内水系不发育，没有常年性地表水系，仅有季节性河流七条，大；都i分布在

本旗境内的东南部。年总经流量据水利部门资料约二十一亿立方米，较大的季节河有宝

昌沟(原名大深沟)，大山沟(原名永丰沟)，永丰公社西滩。千斤沟公社葫芦峪沟、

七号(中沟)、中河西北沟。骆驼山公社西河沿等。

全旗主要有五个水库即永丰、宏大、红星、保胜、共富水库，总库容量据水利部门

资料为四百六十三万立方米。塘坝有下皮场，共庆，河西三个塘坝总贮水量为四万二千

立方米。

全旗境内有大小淖5 1个均属季节性淖，以棺材山淖为最大，其次是乌兰淖，七喇

麻淖，积水面积为三十八平方公里。

全旗境内地下水贮存量较丰富，但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东南部几个公社。据1 0 1水

文地质队资料，在大山沟沟谷地段和永丰公社西沟沟谷地区的上段，下段经马坊公社至

兴圣公社东南为河谷平原，地下水贮存量较丰富。沟谷上段上层水单井最大涌水量为

5 0一l 0 0吨／小时，下层水为8 0吨／小时，下段河谷平原单井最大涌水量，上

层水5 0—1 0 0吨／小时。下层水每小时可大于l 0 0吨，地下水埋深l一2 m，水

质：属重碳酸钙型水和重碳酸钙钠镁型水为主。矿化度小于1克／升。

在东部山间丘陵谷地地带，地下水单井最大涌水量为lo吨／小时，埋深5—30m，

一4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水质良好。

在北部，头支箭、万寿滩、沙沟丘问谷地，地下水单井最大涌水量小于0 1吨／小

‘时，埋深5—1 0 m，水质良好。

在本旗境内南部。地下水单井最大涌水量上层水1 0—5 0吨／小时，下层水小于

5 0吨／小时、埋深5米左右，水质良好。

在旗境西南部，红旗西北、红山子西部、五面井西部、贡宝拉嘎公社以西，地下水

单井最大涌水量，上层水lO吨／小时，下层水小于10／吨小时，埋深在5 m左右，水质

、以氯化物重碳酸钠镁型水和氯化物重碳酸镁钙钠型水为主，矿化度较高1．1 1一i．6

克／升。

因此，在全旗沟谷丘问谷地洼地，低平地区广泛分布着草甸类型的土壤是发展农业

和饲料生产的主要基地，地下水条件好、植被茂密，{|=；I有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土壤，是分

散于地带性土壤之中的表现出了隐育性土壤的分布特征。

四、植被：

全旗属低山丘陵地貌，地处典型草原范围内，地形起伏，变化很大，水热条件比较

好，所以植被种类复杂。植被种类，土壤类型随地形的变化，而有明显的变化。植物高

度2 0—3 0 Cm，产草量1 0 0—4 0 0斤／亩，覆盖度3 0—4 0％。

天然植被类型主要有：

(一)低山植被：

海拔在1 5 0 0 m以上，在缓坡丘陵之间，低山地带有明显的阴、阳坡的分异，在

’朗坡草本植物主要有，羊草、蒙古黄芪、刺蔷薇，甘草、麻花头、铁线连及杂草等，在

阳坡主要有铁杆蒿，细叶蒿、山丹、石竹，等生长繁茂。

(二)匠陵地带植被：

在波状起伏的缓坡丘陵和丘陵间，植被主要以禾本科为建群种，缓坡下部建群种主

要是羊草和贝加尔针茅，其次是糙隐子草，苔草。在山前坡地上是耐旱性较强的西北针

芽和大针茅，其它植物有；冷蒿，东北茵陈蒿，麻花头，草地风毛菊，直立黄芪、棘

‘豆，草芸香，星毛蒌陵菜，达乌里胡枝子，达乌里龙胆，蒙古百里香等。

(三)丘间滩地植被：

在缓坡丘陵间的低平地带，建群种主要是羊草，还有一些旱生植物。如无芒雀麦，．

‘蒙古蒿和菊科植物如：阿尔泰狗娃花，火绒革，大籽蒿、冷蒿，还有直立黄芪，叉分

蓼，高山蓼，女娄芽，旱麦草瓶。

四、沟谷洼地植被：

由于地势低洼下湿，土壤有次生盐渍化。在低洼地段上的建群植物多为马兰占优

势，此外还有裂叶蒿、野黑麦、蒲公英、金载载、寸草、扁蓄、地榆等。

在草旬植被下发育着草甸土和盐化类型的土壤。

在农耕地上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小麦、莜麦、胡麻、马铃薯和糜、谷、黍、豆等杂

粮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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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产活动对土壤的影响

±壤是自然体，它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因素的支配。在人类生产活动中，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土壤的影响日益加深。所以土壤不只是历史的自然

体，还是劳动的产物。生产活动对土壤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在人们没有掌握土壤的发生

发展规律之前，对土壤的改良利用，往往带有盲目性，对土壤产生不良的影响。一旦人

们认识和璧握了土壤的特性和发生发展规律以后，生产活动就会对土壤产生好的影响。

就会因地制宜地改土用土，培肥土壤使土壤肥力得以迅速提高。

一、合理改土用土，提高土壤肥力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对本地区的土壤的属性和特点有了初步掌握。通过改

土、施肥、灌溉等一系列生产措施，有效的改造了一部分低产田，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

幸福公社永旺大队，一九六九年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建成水浇地1 8 0亩，以后逐

年扩大。八一年发展为三百四十二亩，七。年以前每亩施入农家肥四千斤，七O年亩施

一万斤。另外每亩增施三料磷肥二十五斤，作物生育期浇水2—3次，通过浇水施肥，

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土壤肥力，产量水平大幅度增加，未建水浇地前一九六八年每亩

单产只有一百六十八斤，建成水浇地以后的小麦单产最高达七百斤(一九七O年)。经

过十余年的培肥基本建成了稳产高产田。一九八一年小麦平均单产达到四百二十斤，八
二年小麦单产达到六百斤。

城郊公社东红大队，一九七。年以来苦战了三个冬春，改良盐碱地一千一百一十五

亩。一九七三年平均单产达到二百五十斤，其中二百亩单产突破四百斤，比改良前单产

6 0—7 0斤增长了四倍多，把一个盐碱难改造成米粮川。他们在改良盐碱土中所以取

得成效，主要是方法对头、措施得力。第一，采取拉砂压碱，每亩垫肥土六十车。由于

铺沙，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因而随水带到土壤表面的盐分减少。第二，挖沟排水降低地
下水位，使盐碱下降，对改良盐碱土有明显效果。第三，精耕细作，每年进行一次秋深

翻疏松土壤，接纳雨水，春季再进行一次春复翻，防止返盐。同时在作物生育期多锄、

细锄，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第四，增施有机肥料，改土与施肥相结合。在原来每

亩盐碱地铺马粪七千斤，增加到1—2万斤，由于综合治理，改变了土壤质地和结构，

使土壤由粘变沙，由板结变疏松，由块状结构逐步改变为粒状结构。使土壤水、肥、

气、热的状态得到协调发展，土壤可溶性盐大大减少，因而改造了盐碱，培肥了土壤。

幸福公社共庆四队地处丘陵区，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他们于一九六五年开始修

建过渡梯田八十亩。后来发展成七百亩，修建前石头冲出地表已无法耕种。六五年建成

梯田单产达到一百一十斤，一九七7年单产达到一百七十二点三斤。梯田能防止水土流

失，增加土层的厚度，提高了保水保肥的能力。

永丰公社下皮坊大队，共有耕地五千亩。其中平滩地三千亩，坡地二千亩。多年来

该队因地制宜的实行合理用地养地，建成高标准水浇地四百八十亩，植树造林三千亩。

其中，农田防护林十九道，一千一百亩，用材林一千九百亩。四旁植树三万二千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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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二年增施有机肥料一千三百万斤，化肥二十一点五吨，施肥面积三千四百二十亩，

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基本解决了风蚀沙化，并改

变了农田小气候。通过灌溉，施肥、耕作使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生了变化，土壤的结构变

好，蓄水保肥能力增强，土壤养分增加，肥力提高。一九八二年粮播面积四千二百三十

亩，单产二百三十七斤’薯类四百亩，单产三百六十斤，油料六百一十七卣，单产七十斤。

以上实例说明人为的生产活动，对土壤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只要

掌握土壤的发展规律和土壤特性，因势利导，发挥土壤潜力，就会大大提高生产力，为

人们提供更多的农付产品。

二、对土壤的不利影响

太仆寺旗解放以来，在农田基本建设，合理用地养地，改土培肥方面是有成效的，积累

了丰富经验。但是，过去由于对全旗土壤资源不清，对不同土壤类型的特性不够了解。因

此，在改土用土方面存在有盲目性，客观上对土壤资源起了坏的作用，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九七。年以来，在农田基本建设中由于对土壤资源情况缺乏了解，盲目开荒，造

成不良后果。如兴圣一马坊子公社万亩滩地势低平，地下水l一1．5米，是草旬和盐

生植被，土壤为中度盐化草甸土。表土层l 7—2 1 Cm，表土层以下为灰白的碱土

层，厚8 0—1 0 0 Cm，土壤含盐量大于0．3％。由于地势低平，排水困难，一到雨

季地下水位上升，随着蒸发把大量盐分带到地表，增加了土壤的含盐量。这样的土壤资

源只能作牧业用地。但已开垦了八千亩，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结果种植农作

物收成无几。同时，使大片草场资源遭到破坏。据调查仅兴圣公社常胜大队，过去每年

在这个草滩上打革八万余斤，经开垦后不仅不能打草，就是放牧也很困难。

由于草场植被的破坏，土壤裸露加剧了土壤水份蒸发，使盐碱化的程度愈来愈重，

人为的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

五面井公社向阳等队，土壤为暗栗红土，土壤质地为砂壤，土壤母质为红色泥岩。

该队在耕作上，没有根据本队土壤情况，片面强调深耕。加之本队风蚀严重，使表土层

被剥蚀，如本队的乔家营子，许多耕地表土被剥蚀露出红土。红士土壤含水量低粘重难

耕，透水透气差，养分含量低，不适宜耕作，使土壤由好变坏。

本旗地势高寒，风大风多，土壤的风蚀沙化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

许多社队，为了扩大耕地，把原有的草圪楞大部分开掉，这就加剧了土壤的风蚀。据调

查沙沟公社红卫大队，土壤风蚀十分严重，有些地块表土层和心土层都被风蚀掉，露出

了底土层。可是就这样风蚀严重地区，有的大块地四百余亩却没有一条地圪楞，这就导

致了土壤由好变坏。

太仆寺旗黑山庙林场，是解放初期建场的，由于对土壤底细不清，二十多年植树造

林几千亩，现以全都死光。据调奄其原因是土壤为白干土，表土层仅有2 0—3 0厘

米，以下为灰白色的碳酸钙盘结层，厚度为4-0厘米左右。该层不透水不透气，植物根

系难以穿过，因此造成死亡。

上述事例，说明了认识和掌握土壤特性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摸清土壤底细，了解土

壤形成发展规律，主要理化性质，才能做到因土改良，因土利用，因土施肥，达到保

护、改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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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地利用现状及

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土地利用现状与农牧业生产水平

经过这次土壤普查，全旗总土地面积为三千四百一十四点七四平方公里。其中农业

耕地面积一百七十六万六千二百一十三点八五亩(其中包括饲料基地二万七千七百一十

九亩)占总面积的8 4．4 8％；牧业用地二百八十八万零三百三十九点五亩，占总面

积的56．23％；林业用地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九十点三六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9 4％，

其中成林面积十六万五千九百九十六点三六亩，森林复盖率达到8．2 4％，其它用地

二十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五点一三亩，占总面积的4．3 5％。
’

太仆寺旗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寒冷，与塞外同类地区相比，自然条件较优

越，是发展农林牧业生产的基础。

一、农业生产：

据一九八二年统计，全旗耕地面积一百三十七万八千八百三十五亩，经土壤普查实

有耕地面积为一百七十六万六千二二百一十三点八五亩(包括牧区饲料基地二万七千七百

一十九亩)。比现有统计数字多三十八万七千四百七十八点八五亩，即增加了28．1％，

耕地面积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广种薄收所造成。

农耕地以坡耕地为主，其次有一部分滩地(旱滩地和二阴滩地)。水浇地面积较

4、，据普查全旗耕地中，坡耕地为一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九十四点六亩，占总耕地面积
8 4．9％。坡耕地分布面积较大的主要有千斤沟、幸福、城郊、东井子、五面井公

社，占本公社总耕地面积的7 0％以上。其它公社均占5 0—6 0％。骆驼山公社坡耕

地较少仅占本公社总耕地面积的46％。滩地全旗已耕种的共有二十六万六千七百一十九

点二五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 5．1％。不可利用或未利用的滩地八十四万四千四百四十

七点八六亩，占总面积16．67％。以骆驼山、头支箭、万寿滩、红旗、兴圣、红山子、

中河公社面积较大。滩地面积最少的是幸福公社，只占本社总耕地面积的l 8：．1％。

全旗实有水浇地三万七千零二十八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主要分布于永丰、

幸福、小营盘等公社，占本社总耕地面积的6％左右。其它地区，如千斤沟、，红旗、红

山子、中河、头支箭等公社，水浇地面积极少

农作物粮食生产以莜麦、小麦、马铃薯为主，杂粮有糜谷黍、乔麦、燕麦和蚕豆等

作物也有种植，但面积不大。油料以胡麻为主，近年来油菜籽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农业生产水平，以一九七九年(丰年)为例。总播面积为一百二十八万、八千亩，其

中粮食作物九十一万九千亩，平均亩产一百六十一点六斤，总产一亿四千七百七十九万

斤。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千三j’八十一万斤，完成包干任务1 l 8．8％、j莜麦当年播种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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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四十五万三千亩，平均亩产一百五十二斤，总产六千八百九十二万一千斤。小麦播

种面积三十二万一千亩，平均亩产一百七十四斤，总产五千五百九十五万七千斤。油料

播种面积三十六万九千亩，平均亩产五十八斤，总产二千一百五十七万斤，向国家交售

油料一千四百五十七万斤，完成包干任务1 6 4％0全旗有两个公社(幸福j东井子)

二十一个生产大队，九十八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百斤以上，中河公社人均生产

粮食超千斤。交售油料二十万斤以上的生产大队有七个，交售油料十万斤以上生产队有

一个。

油料播种面积大，产量不稳是本旗农业生产的一个特点。太仆寺旗是内蒙古自治区

油料生产重要基地之一，其总产量约占全区油料产量的十分之一。油料丰收的一九七六

年，全旗油料播种面积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亩，平均单产达到一百一十三斤，总产二千五

百万斤，向国家交售油料二千零二十四万斤，完成八百九十五万斤的包干任务的二点三

倍。

随着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种田水平的不断提

高，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已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二、牧业生产：

畜牧业生产在全旗农牧林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全旗拥有草场和荒山荒滩面积

为二百八十八万零三百三十九点五亩，占全旗总面积的5 6．23％。其中可利用草场有

二百一十五万一千五百二十八点二五亩，农区主要是天然草场，牧区贡宝拉嘎公社总面

积为七百八十一点二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一百零六万零二百三十点四九亩。饲料基地

二万七千七百一十九亩，植树造林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七亩。

全旗实有大小畜(一九八二年末)三十二万五千六百一十九头(只)。其中太畜五

万一千九百零八头，占牲畜总数的1 5．9 5％。牛：二万二千零七十五头，占大畜总

头数的4 2．5％。马：二万六千二百零一匹，占大畜总头数5 0．4 7％。骡：一千九

百四十六头，占大畜总头数的8．7 5％。驴：一千六百七十五头，占大畜总头数

3．2 3％。骆驼1 l蜂，占大畜总头数的0．0 2％。小畜二十七万三千七百一十一

只，占牲畜总数8 4．0 5％。其中绵羊二十七万二千一百六十七只，占小畜总数的

9 9．4％。山羊为一千五百四十四只占小畜的0．6％。生猪存栏三万四千三百一十二

口。

贡宝拉嘎公社一九八二年末有牲畜三万九千八百八十二头(只)，其中大畜一万零

一百三十九头，小畜二万九千七百四十三只。近年来该社畜牧业生产发展速度很快，由

七二年的两万头(只)。发展到现在的三万九千八百八十二头(只)，十年增长99．4％。

牲畜质量也有显著提高，改良绵羊达到9 0％以上，良种牛占4 0％。全社文化教育、

社队企业都有了新的发展，牧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均收入达到一百八十元以上，高的

可达三百元，(不包括家庭收入)。

三、林业生产：

林业生产是太仆寺旗农牧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水土，防止土壤的风蚀沙

化，逐步解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对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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