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饕邕镶娶蹩骥漶罐b鬣霞墨饿潘

锦潲市五壤普查办公室

毙镇县王壤普建办荟蜜
～。，

一九八三毒上二月



北镇县土壤志
(北镇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报告)

锦州市土壤普查办公室

北镇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1983年10月



前 言

本县是锦州市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县。试点工作于一九八。年四月开始，至一九八

一年十二月结束，一九八二年五月经省市土壤普查顾问组，土壤普查办公室联合检查验

收合格。

这次土壤普查整个过程在省，市，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

共同努力基本查清了全县土壤资源，依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和技术规程要

求，编绘了土壤分布图，土壤养分图，土地评级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并编写了

《北镇县土壤志》及专题报告。

试点工作开始，举办了土壤普查技术骨干培训班，传授土壤普查技术，共培训技术

骨干三百二十八人，在外业工作阶段，采取分期分批逐步开展的办法，全县组成八个土

壤普查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外业调查，完成了各公社土壤普查任务，内业汇总工作由

市、县土壤普查办公室同志共同完成。省，市土壤普查顾问熊业奇同志主持了《北镇县

土壤志》第一稿编辑工作，参加执笔者有熊业奇，杜尚钧，谢兰芝、常佰夷，张奎山等同

志。检查验收后，根据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意见，经过进一步修订，由张奎山同志完成了

第二稿。县级各种土壤普查图件由张宝林和高庆海同志共同完成，土壤化验工作由化验

组共同完成，彭松林、李树义、苟云芝同志负责了化验技术指导工作。

这次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各级领导、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

果，谨向参加试点工作全体同志深表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编写工作中难免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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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北镇县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地处医巫闾山东麓，东邻黑I．1|，南连盘山、台安，西靠

义县、锦县，北与阜新接壤。地理位置在北纬4l。207至41。487，东经12l。337至122。13，

之间。全县南北长53．9公里，东西宽53．13公里，总面积1682．37平方公里，折核

2523，559亩。

全县共有两镇、一场和二十二个人民公社，三百二十四个生产大队，二千三百六十

四个生产队， (附表1—1)，八百二十八个自然屯。

第二节自然概况

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医巫闻山纵亘西北、群峰耸立，迭峦起伏，形成一道

天然屏障，为东北三大名山之一。最高望海蜂海拔八百六十六点六米。中部平顾地势平

坦、宽阔，平均海拔三十五米。自沈山铁路至绕阳河畔，地势低洼，平均海拔六点五米。

全境有较大河流八条，多为北南流向，属季节性河流，东部有羊肠河、西沙河，均

发源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流长分别为八十四公里和七十一公里，中部黑鱼沟河，

发源于罗罗堡公社，境内流长四十五公里，两部沙子河发源于鲍家公社，境内流长二十

五公里。其余月牙河，清河、新开渠河，庞家河为较短季节河流。

全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冬寒而长，夏热而短，春季少雨多风，降雨

：跫集中夏季。年平均降雨六百一十毫米，年平均，i温八点二度，夏季最热月(七月)份

日jF均fe温二十Pq度，最高达三十五点五度I最冷月份(一月)日平均7 e温零下十点_i

度，最低达零下二十八度，全年无霜期平均为一百五十五天。

第三节社会经济概况

一、社会经济概况

1、劳力情况：伞县一九八。年人口为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二十人，其中农业人口为

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九点三，农业劳力十二万五千一百一十

四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二点六亩，每个农业劳力负担耕地九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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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力情况：全县有大生畜三万五千头，其中农业役畜，三万三千头，平均每头

负担耕地三十三亩。

3、农业机械化水平：全县有大、中，小型拖拉机一千零三十八台，三万三千九百

马力，各种机引农具二千八百八十七台件，机耕面积达四十六万四千亩。

4、兴修水利情况：全县有水库九座，机电井四千九百三十二眼，保存利用二千六

百零八眼，有效灌溉面积达二十六万六千亩，洼区建排水站五十九座，修台条田十七万

亩。 ，

．

5，化肥施用倩况：一九八。年化肥施用总量七万五千八百吨，其中氮肥四万五千

八百吨，磷肥三万吨，平均亩施氮、磷化肥一百三十五斤，其中，亩施氮肥八十三斤，

亩施磷肥五十二斤。(见表1—2)

农林牧业生产概况：

1、农业生产方面：

全县总耕地面积一九八O年为一百一十万九千亩。当年播种面积(集体>一百零一万

六干六百亩，其中粮豆八十一万亩，占播种面积百分之八十，油料作物十二万八千亩，

占播种面积百分之十一点五，经济作物和蔬菜面积七万一千亩，占播种面积百分之八点

五。

建国以来，我县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各种作物产量逐年上升，一九八O年，

(集体)粮豆总产三亿八千八百万斤。平均亩产四百七十九斤。比四九年增加六倍，附

表(1—3)。

2，林业果树生产方面

全县造林面积十七万八千亩，果园面积十万亩，一百八十九万株，总产八千万斤

比解放初四九年提高二点四倍。

3，畜牧业生产方面

大牲畜总头数三万五千五百头，比四九年提高5％，生猪存栏二十五万二千头，比

四九年增四点八倍。

三、土地利用概况：

全县境内总面积1，682．37平方公里，折核：2，523，559亩，县权匾面积为2，399，668亩，

县外占地1．23，891亩。其中：农用耕地1，177，463亩，占县属面积49．1％，林业占地

259，622亩，占县属面积10．3％，果园占地面积101，223亩，占县属面积4．2％，荒山荒

地2，31008亩，占县属面积9．6％，草原面积114，183亩，占县属面积4．7％，泡塘水面占

地37，430亩，占县属面积1．56％，其它村屯道路等非农业用地37'9，155亩，占县属面

积19．96％。

2



土地利用存在问题，主要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逐年增加，，．应注意保护土地

资源，土壤肥力出现下降趋势，应注意培肥，土地利用上应增加造林，种草面积，逐步

恢复生态平衡。

历年各类化肥施用情况表
附表1--2 单位：万斤，

斤／亩，亩

．化肥施用量 其中： ’-

年份 播种面积 平均： 氮 肥 磷 肥 钾 肥

总用量
斤}亩 总用量 斤?亩 总用量 斤}亩 总用量 斤?意

1970 1208181 1396 1 2

l 971 1233l 09 2198 1 9

1972 1180229 2824 24

1973 1190772 3375 29

1974 116603l 4292 37

1975 1182750 5487 48

1976 “74738 4369 37

1977 1167670 8l 69 70 4773 41 3396 29

1978 115335l 9363 8l 6714 58 2649 23

1979 1003920 ll 535 1 04 7844 78 3691 37

l 980 lOl6623 14593 l 35 8979 83 5614 52

198I 1008756 14998 148 7608 75 7390 73

l 982 924090 l 4893 16l 8647 94 6246 68

1983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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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壤形成条件

植被、地形、母质、，e候、水文、时问和人为活动的影响构成了土壤形成条件，在

不旧成土条件长期作用下，划形成了不同的土壤。

第一节 植 被

土壤植被决定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及灰份物质的迁移与聚积，是形成土壤的主导

凶素。由于受长期人为活动的影响，本县自然植被较少，仅在西北部医巫间山和东南

部洼地尚有残存，碡i积虽然小大，但比较接近原始状态，时确定本县土壤类型较为有

利。

1、西北部山区残存自然植被，属华北植物区系，包括油松一柞木林，
阔叶杂木林和各种灌木丛。

油松——柞木林主要分布于五峰和朝阳林场，多为成林，可明显分出乔木、灌木和

地被物三个层次。乔木以油松、蒙古柞为主，混有花曲柳、核桃秋、紫极、山杨、糠椴

等。灌木种类繁多，主要有胡枝子、榛子、大叶绣线菊、花木兰、十字杜鹃、槭树、黑

桦、鼠李，山楂、小叶朴等。活地被物有羊胡苔草、兔耳伞、玉竹、卫矛、心叶沙参

轮叶沙参，黎芦、山葡萄、萎陵菜、草莓等组成。

阔叶杂木林多分布于山丘中上部，土层较厚的阴坡。乔木以柞树，花曲柳、紫椴、

糠椴、山杨、自桦为主，灌木层和活地被物层的组成基本和油松——柞木林相同。

灌木丛以胡枝子、榛子和荆条为主，分布较广，侵蚀沟帮和基岩裸露地段有酸枣出

现。

2、东南部洼区残存自然植被

残存在东南部洼区的自然植被有草甸植被、盐生植被和沼泽植被。

草甸植被主要分布在新立农场和高山子教养院范围的草甸地带，为绕刚河与羊肠河

的泛滥地，面移J,42，648卣，主要地被物有牛鞭草、地榆、白蔹、萎陵菜、莎草、鹅冠单

等组成，覆盖度达80"-'-'100％，草高达70"-'80厘米，亩产干草量500斤左右。

沼泳植被由湿生芦苇，酋蒲，釜自，泽泻等组成，零星分斫j。

盐生植被以盐蔷、碱蓬为主，吴家公社和油田农场境内有零星分布。

根据植被和土壤特征，确定本县土壤类型有棕壤、筚甸土、盐士和淄泽土。棕壤力

地骺性士壤。

8



第二书‘母 质。：．
1·

母质决定土壤的物理组成、化学组成和矿物组成，对植被又起制约作用。

以促进或延缓土壤的发育，这是母质在土壤形成中的主要作用。

本县的母岩，面积最大的是黑云母花岗岩，其次是混合岩，二长片麻岩，

麻岩和石英岩，最少的为石灰岩。除石灰岩外，其它的岩性基本相同。

母质也可

黑云母片

花岗岩、石灰岩风化形成粒径不同的产物被水流从产地带走，按地形重新分配，，形

成残积物、坡积物、洪积物，淤积物，J'bDil剥露的古代红色风化壳，都是形成本县土壤

的母质。

1，残积物

分布在西北部低山，丘陵上部，按岩性划分，主要是黑云母花岗岩风化残积物，分

布在大市庙沟至常兴史家沟问的低山上部。其次是混合岩、二长片麻岩，黑云母片麻

岩、石英岩风化残积物，分布在常兴至蚓阳、鲍家三块石、城东三皇岭、大市，郭大发

和高林一带丘陵上部。

受长期水土流失影响，残积物上发育土壤大部分土层十分浅薄，岩石碎屑含量很

高，灰分含量很低。

2、坡积和洪积物

分布在山丘中下部和山口。受长期水土流失影响，老的坡积和洪积物或被浸蚀，或

被新的坡积和洪积物覆盖，表现坎坷不平，厚薄不均，组成杂乱。由花岗岩风化物形成

的坡积，洪积物，沙性较大，含钾较多，含磷较少。另外，坡积，洪积物和黄土状母质

不含碳酸盐，而且粉砂含量也低。
’

}．‘1。

3，红色粘土

这种古代风化壳，有说是第三纪形成的，也有说是第四纪形成的。通常见到的有很

薄的黄土层覆盖，无坡积现象。主要分布在汪家坟、富屯、广宁等地。红土土层较厚，

质地粘重。

4、淤积物

分布在河流两岸，包括非碳酸盐淤积物和碳酸盐淤积物两种。

非碳酸盐淤积物主要分布在源出间山的河流两岸，一般上游和靠近河床的质地较

粗，老淤积物上有新淤积物覆盖，含钾较多，含磷较少。此外，有的夹砂、央粘、夹砾

崖次变化多端。

．：?碳酸盐淤积物主要分布在绕阳河沿岸，质地比较粘细均一，含有较多盐分(主要是

碳酸钙．)。 ’： ，．j一 ⋯． 。‘
．

9



5，风积物

多为风力搬运河流淤沙形成的波状沙丘，主要分布在黑鱼沟河中游沿岸。

第三节地 形

地形影响水热，影响母质，影响植被，影响土壤形成。由地形引起的水热和养分

的差异。特别是仅仅接纳大气降雨的分水岭上，由于没有输入物质的影响，通常发育形

成最典型的地带性土壤。

按本县的地形可将本县地貌类型分为西北部低山丘陵区、中部平原区和东南部洼

区。

1，西北部低山丘陵区

包括低山和丘陵两种地貌。低山主要分布在大市至闻阳间，因形成较晚，保有群峰

耸立的地形，表现坡陡、土薄、石头多。

丘陵主要分布在山前，比较古老，受长期风化剥蚀影响，外形平缓浑园。

由于间山的山体不高不大、山顶、山麓，阴坡、阳坡的水热条件差异不明显，所

以，本县没有垂直分布的其它地带性土壤出现。

2，中部平原区

由冲积平原，洪积扇和扇间平原构成。以一级阶地为主，二级阶地不多，特点是地

形平坦、土层深厚，沙粘适中。

3，东南部洼区

分布在沈山铁路南侦I，属于绕阳河冲积平原，特点是地形低洼，土质粘重，地表水

不能自排，地下水滞流，有局部季节积水。

第四节气 候

气候在土壤形成中的作用，主要是水和热的作用，尽管进入地表的水量和热量要取

决于地形和母质，但决定的前提仍然是气候类型。

本县的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冬季漫长，寒

冷，干燥，有季节性冻层，夏季短促，炎热，多雨，七月底八月初为霉雨期。春秋两季

温度变化快，多风，降雨少。其主要气候因素指标列于表2—1。 ．

1．温 度

年平均气温8．客h℃，一月份平均气温一10．3℃，七月份平均气温24℃，年较差为

34．3℃，≥10℃的有效积温．340s．3℃，无霜期155天，结冻期“7天，季节性冻层平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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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厘米。

2、降 水

年平均降水615．8毫米，最多的一九七七年达850．8毫米，最少的一九五八年仅

344．3毫米，降水量的分配以7～8月最多，为329．4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53．5％，以

12-'-'2月最少，为8．9毫米，仅占年降水量的1．4％。

3、蒸 发

年平均蒸发量1965．3毫米，超过年降水量约二倍。但是，7～8两月有一段时间的

降水量超过蒸发餐。 ．‘

从地温看，本县每年土壤形成的时期当在4"-'10月，盛期是6～9月。6"-'9月正是多

雨时期，可见本县的土壤基本是在温暖湿润情况下形成的。然而，在士壤形成处于停顿

状态的冬季，土壤水和可溶性物质并没有停止运动，而推动这种运动的则是土壤结冻。

土壤开始结冻时，温度梯度造成的底土水分汽化上升，使巳冻结的表土出现冰凌。

随着温度继续下降，冻层中的冰凌不断增大吸入渗透压，导致周围的毛管水，薄膜水向

冰凌流动，而往下传动就形成毛管水流和薄膜水流，从底土层流向冻层。当毛管水流从

底土层流向冻层时，还把被淋溶到底土层的可溶性物质带回土层上部。因此，造成冬季

是一年中土壤含水量最高的季节。 (洼区就造成化冻时的返浆)并且造成含盐土壤的盐

分向冻层集结， (化冻时，地面和地下水之间有冻层相隔，这时返至地面的盐分，全是

结冻时聚积在冻层的)。 ．

土壤结冻，还使某些水溶态物质和硅酸脱水成为无定型的二氧化硅粉末析出旦

第五节地表水与地下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是对本县土壤形成过程起重要作用因素之一。

1、地爱水

本县地表水主要来自天然降水，通过地表迳流形成河流。全县有较大的河流八条，

自西向东有月芽河，沙子河，黑鱼沟河，西沙河，清河，安家河，新开渠河，羊肠河，

全长306．6公里，年迳流量10，671立方米，由于山区土壤植被不断遭到破坏，致使森林

植被增枯剥洪能力降低，雨季常有山洪爆发，旱季河水干枯断流。

地表水的动力作用在山区造成水土流失，接近平原后溢洪泛滥，将泥沙堆积河流两

岸，较细泥土颗粒在泛滥地内沉积，对土壤质地和养分状况产生不同影响。

2，地下水

全县地下水较丰富，水质较好，矿化度低于1克／升，为淡水，硬度l～3毫克当量为

软水，全县地下水分五区。

1，山丘基岩裂隙潜水贫水区。分布整个阎山及汪家坟一带的丘陵地区，面积为

11



87．77i"亩。地下水缺乏，主要来源靠天然降水。 ．·。

2、河谷冲击平原孔隙潜水区。分布山前河谷地带，面积为28．7万亩，开采模数

25万米3／年平方公里。j · ⋯

3、冲积扇间中等富水区。分布山前平原地区，面积为25．4万亩，水层10一．20米，

水量中等。

4、绕阳河冲积平原中等富水区。分布东南洼地，面积为25．6万亩，水层为粉

砂，水层厚30---'80米，水位不足3米。目前不易开采。

5、黑鱼沟河、西沙河冲积扇富水区。分布两河沿岸平洼地区，面积71．67i"亩，水

层厚30,--,110米，水量丰富，为理想井灌区。

-浅层地下水位的变化，影响土层的通气状况，使土壤产生氧化和还原反应，土体出

现锈纹、锈斑；长期淹水使土壤形成潜育化层次。由于地下水作用的不同，形成不同类

型土壤。

第六节人为活动

上壤不仅是历史自然体，也是劳动的产物。北镇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据资料记载，

我县种植业已有四二F多年的历史，古代唐尧时属冀州，舜帝划冀州东北为幽州，故有幽州

重镇之称。隋文帝诏定医巫闻山为北镇山，山下修筑北镇神祠，是北镇庙建筑之始，也

是北镇名称由来。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垦荒种地，把荒地变成熟土，改旱地为水田，经

过长期水耕热化，形成了水稻土。

通过掺砂，掺粘改良土壤质地，通过植树造林和灌溉改良气候，通过挖沟排水，修

筑梯田，改变地貌，通过施肥不断培肥土壤，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相反，人类活动违

反自然规律，也会使土壤丧失肥力，退化为母质。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大搞

治山治水、植树造林、改洼治涝，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变了荒山秃岭和涝洼塘的自

然面貌，促进了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人为活动也给土壤带来了·些不利影响，本县人口一九--Tk年至一九八。年

由24．4万人增加到48．67Y人，增加一倍，户数由38，200户增至112，000户，增加两倍。

人们为了满足粮食的需要尽量开垦荒地，为了解决烧柴问题，不得不砍树枝，搂地皮，

甚至刨树根破坏山林，为了住房问题占用了大量耕地。

虽然经过解放后多年治理，山地水土流失还相当严重，据测罗罗堡公社张巴二队，

毁林开荒600亩，29年来流失表土厚29厘米，平均每年1厘米，每亩流失表土超过万斤。

全县平均每年流失表土四毫米，约冲走表土308万吨，耕地面积减少127，659亩，平均每

年减少5，803亩。人均耕地面积一九七九年比一九四九年减少1．28亩，占33．5％。

由于重用地轻养地，农田有机物质入不抵出，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一九五八年全

县有占耕地面积14％的油沙土，现在荡然无存。群众反映油沙土没油性了，这就是我县

上壤肥力减退的现实。 一

人为活动对土壤形成即有促进作用，也有破坏作用，只要我们芷确掌握±壤的发生

发展规律，兴利避窖，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就能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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