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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阳原县土壤普查是在省、地、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土壤普查办公室具体组织

下，于一九／k--年五月在阳原县全面开展的。参加单位有县农业局、县土吧站、化验室及

各社办农科站。

这次土壤普查是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一部分，共开挖剖面5405个，平均513亩地一

个，采集农化样品7767个，耕层农化样品973个，每822亩耕地一个，总共测定化验和分析

土壤及物理项目16个，取得了38889个原始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编制了县级五万分之一

图件十一幅，十万分之一图件一幅，各公社编制了五万分之一的相应图件，为阳原县农业

生产和发展，改良规划(计划)提供了资料，同时通过这次普查，培训了一支土肥队伍。

在土壤分类工作中，蒙河北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农科院贾如江副院长，河北农业大

学杨思治老师，省技术顾问组高广惠、姚祖芳，王介元老师，地区土肥站土壤普查技术指

导组陈亮、穆如民、苏启君、李顺、刘晓光、陈光明、张秀英，赵常普、胥春生等同志指

导，初稿完成后，又经贾如江副院长，高广惠、姚祖芳、杨思治同志及地区农业局胡伟民

副局长等审阅，提出很多宝贵意见。最后由省农业局土肥处许永昌处长、高广惠，于保林、

承德地区土肥站长韩庾成等同志验收。

在整个普查过程中，参加全部工作的有谢永刚、王杰、宋显明、刘士霖、白月飞、王

仲、卜芳、王振贵等，化验工作由阳原县土肥站化验室承担完成，报告和图件均由±壤普

查办公室编写和绘制。

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验，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内容不尽完善，恳望读者

指正。

阳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自然条件和成土因素

阳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历史悠久，公元前403年战国时名赵国代安阳，公元前206

年西汉改成阳原，以后历代又名顺圣县、宏州、西京道，公元1644年后清朝改称西宁，

1913年后又改名阳原。建国前1929年属察哈尔省。1952年划归河北省。1958年并入蔚县，

1961年恢复阳原县建制，阳原县北与怀安、天镇交界，南邻蔚县，西依山西阳高、广灵，

东与宣化接壤。全境南北环山，中间低平，桑千河贯穿全境，呈一狭长盆地，东西长约

82．2公里，南北约27公里，海拔大部在800公尺以上，境内北部系熊耳山系，南部为恒山

余脉(属阴山余支和恒山余支所组成)，共有大小山28个，山势高大陡峻，属张家口地区

的一个行政县。全县总土地面积约277．4万亩，农田为92．28万亩，总人口24．05万，农业

人口23．o万，平均每人3．9亩农耕地，农业劳动力6．8万个，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约

13．9亩，行政区划为一个镇十八个公社，386个自然村，303个大队，1518个生产队。一个

国营林场，一个原种场。全县习惯分为三大片，东部包括石匣、化稍营、高墙、金家庄，

大田洼、东城、三马坊七社，桑干河北片有井儿沟、东堡、西城镇、黄良坡、要家庄，东

井集六社，桑干河南片有南辛庄、马罔堡、辛堡、浮图讲、揣骨町、自家泉六社。

附：阳原县地理位置图。 (见图一)

土壤的形成和演变，是与当地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密切相关的。自然因素包括；气

候、地形、生物、母质和成土时间，称为土壤的五大成土因素。人类的生产活动，如耕作、

施肥、灌溉等对土壤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土壤是自然和人为诸因素综合作

用的产物，故称土壤为独立的历史自然体。阳原的土壤，也是在特有的自然因素和长期的

人为活动综合作用下形成和演变的。

气 候

阳原县地处东径114。、北纬40。左右，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受势力强大的蒙

古高压控制，盛行自大陆吹向海洋的寒冷干燥的冬季风，故多寒潮天气，冬季极端最低温

度达一30．4。C，夏季受海洋气流控制，但由于多山，易形成不稳定对流，故多雷、雹。春

季随着地球运转，地而接受太阳辐射能量快速增加，大陆高压开始消退，北太平洋付热带

高压扩大，此时暖湿气流尚不稳定，不易到达本县，所以降水稀少(属全省雨量最少区)，

加之冬季积雪不多，空气和土壤干松。在这个阶段，冷暖两支气流互相争雄，进退不定，

冷空气仍频频南下，所以春季大风日数在一年中最多，在大风出现时，地面往往有强烈上

升气流，加之春季土壤干松，沙土容易卷起，常伴有风沙。秋季随着大陆的冷却，蒙古高

压又重新建立和加强，付热带高压东退，雨季中止，暑热消退，由于低层大气冷却，大气

层结稳定，放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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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原县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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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因素，在雨量分配上决定年雨最少，年际变化大，雨量集中(7—8月降水占

50吻)，年际变化各不相同，即出现早涝不匀现象。在7‘候分区上届坝下桑干河中游中温

较干旱地区，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夏季N+li，生长期适中，降水少，干燥度大，年降

水变率在24够左右，干旱严重。

表1—1阳原县各气候要素情况表

年 七 。‘—● 极 极 年 f干I≥10。』无 盘i 日 年
平 月 月 端 端

堂 l翥 平 昭 大
均 平 平 最 最

水 ：燥!衫{{ 百
均 风
风 时 日气 均 均 高 低

量 数 速 数 数温 气 气 气 气
温 温 温 温

(。C) (。C) (。C) (。C) (。C) (米／秒) (小时) (天)

7．2 22—23 —1 l一4—12 38 —30 340-400 >1．7{。‰!㈣
约

2950 42
3

(引自张家口地区气候手册146页)

由于干湿季节明显，降雨集中，造成土壤的冲蚀现象严厦，令县南北共有大小沙沟

119道(其中桑1二河北80道，桑干河南39道)，在山认表现l：层很薄，EL多含砾石，河流两

岸粘粒被冲走，使质地变沙，丘陵地区养分流失严重，-_t-J贡瘠溥，再由f干湿季节明显，

地下水变幅很大，水份的运动状态，直接影响着土壤的土体构型和理化性状上的差异，从

而出现土壤类别的不同。

二、地 貌

阳原县地貌较复杂，大体上由南北向中间逐渐降低。县境山以桑i：河分南北，形成两

山夹--jll地形，县内群山之间，地貌受第四纪以米新的垂直升降运动和断裂构造控制，形

成了盆地。故有阳原盆地之称。

根据地貌形态特征，成因、地面组成物质及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大体可分如下几种

地貌类型。

1．山地

全县群山丛列，沟壑纵横，总地貌属中山。本县微泉山、白龙山、小盘山，鳌鱼山、

大王山、青元山，大蟒山、盘it山、黄岩山、独山、凤凰山、候家山、九泉山、青天背等

山地均属这类地貌，其组成岩石是东北多花岗岩、片麻!f!f}、幺武岩。西南多自云岩，石灰

岩等，山势陡峻，山峦起火连绵，／卜别山峰I：丢达2，45．5米，d；tlx,1．高度多在500～1000米以

上，坡度有的可达40度，峡谷多呈V型，裸露的岩石到处可见。

2．山麓sF原(洪积扇山前倾斜平原，湖积台地、湖移{残丘、切割丘陵连接而成)。

此类地貌分布在南北两山前缘，坡度较冲积平原为陡，上部堆积黄土状物质，洪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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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厚，分选差，砾石沙七混杂堆积，由于洪积扇形成时，峪口山洪最大小不一，一方面侵

入下切，另一方面发生堆积，洪积扇摆动，从而形成士体构型有夹、腰、体、底的间层，

使土壤类型复杂，土壤特征特性差异较大，中部平缓开阔，自蚀减小，排水良好，下部由

于受地下水影响，局部地区有草j0过程。是本县主要的地貌单元。

3．湖积台地

主要分布在壶流河、桑干河}lji岸地带，姓阳原特有的地貌单元，有第四系F更新统黄

绿色、灰绿色、淡灰色及常因移{水影响而呈潜育特性灰白色淤泥质粘1二组成。由于地壳上

升，强烈的侵蚀切割，使台地台坎直立，沟谷密布，台面高出现代河床。虎头梁、丁家

堡、泥河湾等均属此类型，因系第四纪初期的湖泊静水沉积物质，其特点是质地较细而均

匀。此外并有泥炭的积累，三马坊，浮图讲一带有此情况。当湖淀逐渐为冲积物所填平

时，芷湖泊边缘地带呈现冲积、湖积混合沉积物，质地逐步由沙向中心变粘。

4．河川(低阶地、河漫滩)

阳原河川地貌皆分布在桑干河、壶流河的两}娑，为历年河流泛滥淤积而成，有些地方

的土体深层存在着粗沙、细沙层、砾石层，含有丰富的地下水，为灌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井集、要家庄、城镇、东馒、化稍营、石匣、井儿沟、浮图讲等沿河地段，由于多次受

地质构造和河流泛滥堆积作用，河床下切，地面上升，形成了河流两岸河漫滩及第一、二阶

地，土壤表层多为沙壤及沙土，其下层不一，有的是砂砾层，有的是砂层或粘土层、土层

深厚，地下水丰富。在以河流为主的冲积平川上，由于地质构造的变迁和河流泛滥堆积作

用，承受了山区或山麓平原地区大量冲积物，形成了较深厚的沉积层，土地较平，水文条

件较好，是本县重点产粮区。

三、成土母质及母岩

阳原山区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地质构造活动频繁，岩石性质差异，各地母岩较为复

杂。

总的看，县东北部多分布花岗岩、片麻岩，玄武岩，西南多白云岩，石灰岩。

由于不同岩石风化后形成的母质及其理化性质的不同，影响了阳原县的成土母质类型

也多种多样，如花岗岩风化后往往形成母质颗粒较粗。白云岩、石灰岩风化后形成母质质

地细粘，又因其在干旱地区风化溶解中碳酸钙溶蚀不完全，故土壤中碳酸钙多，石灰反应

强烈。加之这些风化物借外力作jfj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了阳原各地区的不同母质类型。

(1)残积坡积物：主要分布在山地、坡麓地带，其特点是坡大，侵蚀重，土层薄，砾

石多，植被少。这些物质一般与底层母岩没有发生学的联系。因为它的产生是在坡面上的

片状流水运动，由洗刷和蕾力影响，风化物移动并堆积在山坡和山麓处。生成疏松沉积。

(2)洪积冲积物t主要分布在桑千河南北一带山前洪积冲积扇部位上，这种洪积冲积

物一般分选不明显，洪积扇上部及其局部缓岗，堆积物较粗，另由于受洪水侵蚀切割摆

动，近山麓处常夹有砾石，形成央、腰、体、底等间层，远山麓处均系黄土状物质，石灰

反应强，颗粒较细，常易形成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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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流冲积物：分布于桑干河和壶流河河岸两侧，其待点是由于水流的分选作用，

因为具有成层和带状分布规律，其质地按距扣I流由近至远，沉积物由粗到细fjj变化。

(4)黄土：是第四纪的一种将殊沉移{物，是地贞动力作用的产物。阳原多分布在东南

部大田洼、南辛庄的黄土台地上，其特点是柱状节理发育石灰反应强，通体中壤质，通

透性及耕性良好，沟蚀严重。

(5)湖积物(泥河湾湖{!}l物)：是桑干Ⅻ流域第四纪初期的湖相沉积。1912—24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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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原：；I』流，以桑千河分南北，桑干河源_『山西与：武管涔山，中途有壶流fuJ汇入，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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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等．二十条季节性河泉，质含肥料，宜于灌出，丹渠筑坝，以济荒牛，但由于水土保持较

差，若河水涨发，则易倾没出禾，害也町观。建H后，1958年在山p【i梁家营至东堡咀房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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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28公里长的桑二南北灌渠，工程计划灌区面积约18万亩(北渠12．4万亩，南渠5．6万

亩)，以发挥灌．共放淤效果，但由于“左”倾干扰，仅修北渠，灌8万余亩。69年在山西

东册田又复修册田水库。由于分水协议没有很好建立，用水矛盾终米解决，加之灌渺：管理

不科学，造成灌区效益不高，次生盐化，影响生产。

全县地下水贮量1．069亿方，但由丁河间山地两侧，山势狭窄，沟谷短小，汇水面积

不大，水流搬运能力微弱，所以坡决移{借遍布全县，含水量规模小，厚发薄，分选差，富

水区不多，湖积台地和黄土台地含水量最贫。仅有要家庄～井儿沟，三马坊～金家庄一带，

水量较丰，敝多年杰：井孔布局不少，受益有限，干旱仍是农业生产主要威胁。

六、阳原土壤形成的人为因素(耕作熟化程度)

远在战国以前，我们勤劳：句祖先就在阳原这块土地上生息劳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

展，给土壤的发生发展和肥力特征以极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常被社会制度及地理条件所

干扰。解放前，历届统治奉行封建小农经济、个体小生产，对境内一些不利条件，不予治

理，致使“地瘠民贫”， “收获不丰”。给土壤性状和农业生产的改善均带来了不良影

响。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给予无限关怀，阳原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以极大的干劲和热情，对境内自然条件进行了全面治理，使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发展，

特别是在水利资源开发利用一F，投入了大最财力、劳力和物力，建起万亩灌区三处，扬水

站169处，坑塘162处，水库31座，潜流68处，机电井13521i1#．，使有效灌溉面积达25．77万

亩，水浇地面积占耕地面积28．3吻，较建国初8．69万亩，纯增两倍多。在耕作技术上推广

了改顺坡为横向耕作，对控制水土流失起到了一定作用。东井集小石庄、东福地大队开挖

排灌渠道，使低洼易涝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随着机械化的发展，机耕面积达到43．89

万亩，耕深一般达20厘米，改善了土壤的结构。

在肥料方面，建国后随着大牲畜、养猪养羊的数量增加，农家肥每年施用量达32亿

斤，化肥从无到有，氮肥每年施用约万吨，每亩平均约25斤，磷肥近年来开始推广。

上述这些人为活动，对土壤的演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左”的干扰，目前农

业结构不尽合理，治理标准不高，大农业、生态平衡观念尚未全面认识和建立，林牧发展

朱被重视，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壤的发生发展。

第二章土壤的分类与分布

土壤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士壤分类是认识土壤空间分布规律性，了解不同土壤之间理化、生物性状和质鼍的差

异的基本方法。也是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制订农业规划，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改良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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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和《补充修改意见》，阳原土壤

分类系统仍按五级分类制，即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和变种。其中土类和亚类属高级分

类单元，主要反映土壤形成过程的主导方向和发育分段。士属、土种和变种属基层分类单

元。主要反映形成土壤过程中的土壤属性和发育程度上的差异。各级分类单元划分的原则

和依据如下：

(1)土类：是土壤分类的基本单元，它是在一定的生物气候条件下，或者是某些特殊

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直接影响下，具有独特的成土过程。土类之间在基本属性上有质

的差别。阳原的土类是根据本县特有的生物气候条件和所处的土壤地带性，成土过程，剖

面特征，诊断土层等特点，进行划分。

(2)亚类：是土类范围内的续分单元，根据同一土类的不同发育阶段，以及在成土过

程和剖面性态上的差异，将栗钙土划分为栗钙七，淡栗钙土和淡栗钙土性土三个亚类，反

映了栗钙土中有机质积累和钙化过程的不同发育阶段，根据不同土类之间相互过渡，在主

要的成土过程中，产生附加的次要的成土过程。将草甸土与盐土之间的过渡划分为盐化草

甸土，草甸盐土两个亚类。

(3)土属：是在发生学上具有相互联系和承上(亚类)启下(土种)意义的分类单

元，它既是亚类的续分单元，也是士种共性归纳的单位。原则上根据成土母质的成因类

型，属性(岩性)及水分地质条件等地区性因素划分，同一土属成土母质组成的属性及发

育特点基本一致，如本县湖积淡栗钙土性土，其母质均系湖积物。壤质洪积冲积淡栗钙土

性土，其母质均系洪积冲积物等。

(4)土种：是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也是发育在相同母质上，具有相类似的发育

程度和剖面层次排列(土体构型)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土壤。同一土种，主要层次的排列程

序，厚度、质地、颜色，PH值、结构等基本相似，只在土壤发育程度上有些较小变化，

所以土种是规划生产，制定改良利用意见的直接依据。

阳原土种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表土质地、土体构型、障碍层次、盐化程度，土层厚薄

等，具体原则是：

(1)土壤质地：本着表土细分，上层粗分，下层(一米以下)适当归并的原则。表土

质地按砂土、沙壤、轻壤、中壤、粘质(重壤以上)五级划分。山地砾质土壤按砾石含量

划分为少砾质(砾石含量5一lO％)，多砾质(砾石含量IO～30％)，砾石土(砾石含量

30A一70％)，砾石含量大于70％，不作土壤考虑。

(2)土体构型：野外调查中土体构型逐层进行观察记载，但土种命名中从农业生产实

际需要出发，主要考虑一米的深度范围，一米内质地相同或有一级差异，按通体均质对

待，若各个土层相差两级或两级以上，一般以表层质地为主，并根据间层的厚度和层位进

行划分和组合。间层的厚度划分标准是：薄层10～20厘米，中层20～50厘米，厚层大于50

厘米。连续出现，相距很近的薄层间层，其累计厚度超过20厘米时，作为中层，超过50厘

米，作为厚层考虑。间层的层位区分是浅位：距地表20-v50厘米。深位：距地表大于50厘

米。根据上述标准，间层类型有夹(浅位薄层)，腰(浅位中层)，体(浅位厚层)、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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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位中层)四种。

(3)障碍层次：本县土壤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层次为砾石、砂土和湖相沉积物

(自胶泥土)。

(4)山区土壤划分土种的依据主要是土层厚度，一般分三级，薄层：小于30厘米，中

层：30～80厘米，厚层：大于80厘米。

(5)盐化程度：按士壤含盐量和作物缺苗程度划分三级：轻度盐化，含盐量小于

0．4％，缺苗三成以下。中度盐化，含盐量0．4～o．6％，缺苗3～5成，重度盐化，含盐

量小于l％，缺苗5成以上。

(6)变种：在土种范围内的微小变异，再细分为变种，县内汇总没搞变种。

二、土壤命名和编号

。

按全国第一次-i：壤普查工作分类暂行方案的有关规定，阳原土壤分类系统中各级分类

单元命名，采取分段命名制，土类、亚类，本县主要按照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制订的《河北省

土壤分类检索表》统一命名。如栗钙土、草甸土等，便于省地汇总统一。土属分类单元有

较强的地域性和生产性。均按《河北省土壤形成与分类》一书命名，土种名称，一般采用

土属名前面加上十体构型名称，本县均按张家口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发的《张家口地区土

种命名与编号》命名。

土壤的编号：

土类，亚类、土属按省发《河北省土壤形成与分类》编号，土种按地区统一编号执

行，并在缺项上略有增加。实行土类，亚类，土属、土种顺序编号，如中壤质洪冲积淡栗

钙土性土，土种编号为： 96⋯32 (1 1)

土类、亚类土属 土种

4剖面点编号是用公社、大队、剖面点号连续表示。如：14013一一2就是自家泉公

社、西天大队，2号主剖面点。

附：阳原县各公社、大队统一编号

三，阳原土壤分类系统

‘

全县土壤总面积224．2万亩，根据前面所述分类依据，全县土壤划分为三个土类、五

个亚类，二十一个士属，五十个土种。这些土种由319个图斑组成。

附：阳原县土壤分类系统说明书

四、土壤分布

阳原县土壤∞分布深受地貌、地形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各地段土壤分布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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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原县各公社各大队统一编号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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