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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立kff．j基础。土壤普查是高速发展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遵照国务院关于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决定，我县的土壤普查

是从一九八五年五月开始，至一九八六年九月基本结束。完成了全县野外调查、化验分

折、资料汇总和图件绘制等工作。

野外调在从一九八五年五月至八五年十一月，历时七个月，完成了全县十四个乡

(镇)l 2 7个行政村、2 8 1 5．4平方公里的普查任务。全县1 5名技术人员，行

程了近3万里，共挖土壤剖面8 3 2 4个，其中主剖面1 0 6 8个，采常规剖面分析样

重4 2组，耕洪农化样1 0 4 5个，采比样标本盒7 7 0个，容重2 0个。

室内化验常规剖面分析样7 6组，由乌盟土肥站化验室承担，耕层农化样由本县农

业推广站化验室承担。从一九八六年元月份开始至七月份结束，完成8 1 0 4 5个农化

样及7 6组剖面样的土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全磷、全钾，速效磷、速效钾、酸碱

度，机械组成、全盐量、代换量、阴离子、|!}=l离子，碳酸钙等i 7个项目。通过普焘提

出了如下主要成果：

l、编绘了全县十四个乡(镇)级的1：2．5万比例尺的土壤分布图、土地利JH

现状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土壤养分点位图，共五十二幅和圈件说明表。
2、制定了清水河县土壤工作分类，查清了全县土壤类型，面积和分布情况。

8，查清了全县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壤肥力状况。

●、查渍了令县现有耕地内土壤类型及面积和土壤在农林牧业生产上的主要障碍医

誓§。

5．编写了《清水河县土壤》和土壤普查报告。

《清水河县土壤》为这次土壤普查的成果之一。全书共分九章，综合概述了我县自

燃条件和人为活动对土壤发生发育的影响’重点阐述了各种土壤类型的生成条件、发育
：过程◆形态特征及其分类，分布规律，全面阐述了土壤肥力状况和生产性能I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土壤资源的数量统计和质量评价，制定了土壤改良利用的规封’，并提比具体改
嵌措施，摸清了土地利用现状，找到了土壤在农林牧业生产上的主要障碍因素，提出了
丑壤普查成果应用试验、示范方案。

我县主壤普查工作是在清水河县人民政府、内蒙、乌盟有关业务部门的领导和火力

袭持下，县委、政府分管领导的直接指挥下，组织了专门领导小组，以农牧淑业局为

盎，抽调各基层单能专业技术力量和有关单位密切配合进行的。本书编写过程中承授
乌盟土肥站领导协助和指导汇集丽成。

由予专业与业务水乎爵限，该书错误之处难免，恳望提出批评指导。

一九八六年九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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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一章地理和幢士会径济概瑰

第二苇掌‘地理与历冀沿革：

(一)地理蠹混：

清水河县位于乌兰察布盟西南部口．地理瘫标为东经曼l善o 2 l，～～王3 2 00 7，，

熟纬8 9
o
8 5，～～4 0

o
l l，之间。东南以长城为界，与山西相邻；西濒黄河，与伊

克昭盟隔河相望，北邻古力半几河与和林县相接；西北与托克托县相毗连。县政府所在

地城关镇。全县东西长八十公里，南北宽八十五公里。经这次土壤普查全县土地总面积

4 2 2、3。薹1 2，宦(2 8 1 5平方公里．”)，地貌类型主要由低缓丘陵区、低山丘陵、丘

袋沟壑、土石山和冲积平原组成，戈的弛貌是黄主高原向北伸延边缘地代，由东南向西

北倾斜，倾斜角2 9～～8 o问。其中：丘陵面积8 0 6 8 6 0 7亩(2 0 4 6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7 8％，山地面积1 0 9 9 4 9 4亩(7 g 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 6％

湖泊水l{：塘坝面积3 0 0 4亩(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0．1 7‘．河流面积6 2 0 0 7

亩(s 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1 o／，境内平均海拔高度为l 3 7 3．6米，最高]832．5

桨(北蛰!柏羊岭)。最低9 4 1．1采，(单台T·乡打鱼天村)，境内河流4 7条，较

大的有黄河、潭河、清水河、古力半几河，流经我县总长5 9 8．2公里，多属于季节

河流。金县山脉很多，共计9 7条，主要的山脉十条即：盘【ll、一：如{山、八儿山。金盖

山、锨汞山、火石山’、青龙山‘、馒头山、芦革Ⅱ{、紫金山’文潍川毪少，多为河谷阶

弛，出川相间，河滩穿插，丘陵起伏，千沟万壑，纵横交错，形成了复杂的地理气候特
点。

由于我县地形复杂，自然资源丰富，适宜发腱：氏、妆、林、渔业、多种经营和其他

琵剪上、j眨。

(二)历史沿革： ．、

清水河县历史发展悠久。-’从唐尧起我国历代王朝都设县划郡纳入版图，，见表I一一
1。大约在一六四。年的明代开始有人到这里垦植、定居。

⋯’_丸四丸第清水河县全境解放，习毫绥远锅萨县专区，--)L 11￡三年改属集宁区专署，

一九五日年觋月属平地泉行政区，同年撤销绥远省建制，把绥远省管辖区划归内蒙古。自
抬区．我县属内蒙．畚自治区乌兰察布盟歪令。

袭工～～l附；清水河县疆域沿革表

表I～1聪如、清水澜县疆域沿革表

一酎 。_我

原始社会
(新石嚣时代)

一矗一



时 代 隶 属

奴隶社会 商为同姓代予网弭北搀，固为要服鹄，春秋袭=l#狄所弧
√}麓j． f。。。

、

。

『1
、 ‘?”i

?

战 国 始为林胡地，后属赵国的云中，秦时仍为云中郡的辖境。

汉 朝 蹲汉(前汉)约桐过i武城县、骆县三县地隶并州定襄郡·
东汉(后汉)隶属泊同。

．j，、辫煎瓤，
一 一

三 国 魏 鲜卑族活动区，郡县荒废。
●

隋 朝

’”～—●’一⋯⋯。⋯⋯一
唐

辽

金

’“。E—=一————一一——一⋯‘一

+元

清

中 华民 国

中华人民共和圆

鲜卑族活动区。

为代都平城畿内两部地，有昆新城。其后置尖山、树颓二县，
隶朔州神武郡。考昌之乱侨置并州界。

隶北道行合。。‘●‘’’。⋯⋯’⋯一1——～⋯一—’—⋯
i控宁边州，其辖境东南兼跨德州宣德县地。隶薅京道。
{—————‘————‘。———’————————————————————————————————⋯⋯⋯⋯⋯————————————————‘●
；宁边州辖境，订宁边县!，隶西京蹑。

、} 一二 ，：一⋯—i一——————————————■⋯⋯{废宁边州，以其地之北半入东胜州、粥!浮入武州、隶中书省。
}大同路。

初置东胜卫千户所，后又置东胜后卫。清水营。

初为归化城：王二默特左旗辖境。后置清水河厅隶山西省归绥道。

民国元年(1 9 l 2年)改清水河厅为清水河县。

4 9年隶绥远省萨县专区，5 8车属集’产区专署，5一t年属平
地泉行政区。．同年绥远，内蒙台势，蛸内蒙直肩浚廷簧转。～

。一2”．-二-



第二节t社会经济概况

一、行政区辑t

清水河县是以农业为主，农林收综裔发展的县。国民经济总收人中农韭收入占主譬

地位，糖l；9 8 4年统计j金县卫农业总产值奎筮7王万元武燕中农业占t7 O‘：。6％，

工业占2 8．4％。
．，

j‘

垒县行政区划为十四个乡(镇)，1 2 7个行政村，8 8 4个自然村。总，户数
2 8 2 5 7户，总人I；I l 1 5 o 8—4Ⅵ一人，洪中农业人口l 0土j 8骁人，占总人数88．5％

农村正半势力8 1 l 4 9个，其中毋势力l 4 8 8 8仑，女劳力l 6 8 1§个，，是一令

汉、满、蒙、网、土、彝、达斡尔等族的杂居县。

从清代起，已有平鲁、7偏关人开始壁植，当时称“准行人，，春束秋归，户岛无考，

岿乾隆年闻，清水河县约计1 8 5 0户，，总人口1 6 5 o O人，，其中男8 5 0 o人，女
8 0 0 0人，垦植耕种面积无考。4 9年谪查统计数j人口，41驴冒分歹‘⋯耕。地。面积
4 8 5 0 7 8亩，平均每人占有耕地l 0亩。·

=、农业经济：“

经这次土壤普查，全县实有耕地9 0 8 6 8 5崮，垒县l国8‘4年统计耕地7 2万

窟，现实际耕地较统计耕地数字多l 8 8 6 8 5亩，．堪舶j2 5√5％i。耕地面积扩大婚

主要原因是由于千古遗留下旧的不合理开荒剥皮所造成的0经普查全县有5 8 2 8毒3

亩不适宜耕作的薄层土壤被开垦。

农耕地以旱坡地为主，其次是叶部分旱滩地，有一部分坡地和沟湾地，·水浇地面槐
较少。全县有旱坡地8 3 8 9 6 4亩，占总耕地面积+9§％'，旱滩地8 5 8 4 6亩i占

总耕地面积4％；水浇地2 8 8 7 5亩，占总耕地8％。-水浇地以黄河‘滓河0清水河；

古力畔几河沿河蹦j拳为主，有五良太、王桂天、喇嘛湾、杨家天、城关I：小庙矛餐参b

这些水浇地耕作条件好，增产潜力大，提篱邈墼耕地韵产量，对不搿耕侔纳坡窿大水深

差的土壤应有计划的尉闭遐瓣还林还牧。其它比较平缓旱地宣耕作的实行粮豆或粮草聋色．

作，养用结合，建立适宜的耕作制度，逐步提高地力，起到投资少，收益大的效果二 i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全县现有水浇地2 8 8 7 5亩，水库1 2座0雅坝8 2座-’

水区7条，总长7 5公里，机电并l g 8眼。金县有莲叠个乡送，誓电，t抽水设备1335千

瓦，全县历年总掇面积7 3万由左右，8奇年总播6 4：6万落；¨以小麦、莜麦、山药

糜谷、豆类、油料为主，占总攒面积9，8．-5％j

由于地广人稀，+耕作糨放，农蔓垃生产水平一宣不高≯解放初期的一九网丸举，全县

粮食产量l 8 7 6万斤，单产3 2．6斤，油料产量5 5．V万斤，单产2 5‘!11、矾
一九A,N年企县粮食总产8 1 7 G万斤，单产1 Q 8斤，油料4 7 2万斤，单产6 6、

斤。一九网九年至--)h／k四年，3 5年平均每年递增粮食5．2％，递增浦料G．擎t

％，各年代秧油生产情况见表I～～2。

二臻-



表I～2清水河县粮油统计表

单位：商、斤、万斤

＼均 根 豆 作 物 油 料 作 物‘譬．麟 、湎，、乱二i j爨； 单，。．产 总产， 面 积 单产 总产

。。 a q馥静。。。： j《簸&毒。】B 5’、&2 o 8‘ 浊，置7。6^ ‘2 2 l 7。9 2 5．■1 ．5簪．．一．

1 9 5 0 5 l 1 0 5 6 3 3：’6 1 7 l 7 2 6 6 3 2 2 6．2 6 9．8
蟪t j’ ，： k、! +? 。j：F

。 ．．+

ij。。7r毒一_9§．臻。。．．。 ?氘譬罨毒8垂， 鄂乳玑 3 9，5 3 。6 9 8：5 8 l 2．7 8 8．5

”}’ I 9々舀
。 ，l}皤蕾7 2-8— 6 7．2’ 4 7 6 9t 5 5 1 O 9 2 5．、6、 l 4 1‘

r，

。 毒‰8 5，‘曩 ；、乒4—7≯0 D 4 O 5 O 8 8 3 O 0 5 1 4 5 l

：迂、熏9培通 ÷4： ，。罐8、，5望o 0 t t ，8：1-7 6、 7 l 2 0 0。 4 7 2

全县宜牧土地面积约1 2 8万亩左右，．占金县总面积8 O％。现有大fJ、《_，E畜；1量437 3

头(只)，其中大畜有2 9 2 1 1头(匹)，载畜最为1 2 5 1 6 2头(只)／平方公

鼹《，生缓每-内饲养量耍9 6。鼍-：7法i：．簪衣饲莽量为l 7 4 8 9义。宜农8 0万亩。

蠢。．．、垒璺赢阚赫林场寸处，：苗阐嚣处抑，林业寺．业户、重点户1 3 5 0户，现彳i崩：地

9旦5 2 9 8商以塞林地溪弘肇万寓’。：占漕虫地面积4 1％，森林复麓牢2j毒．7％，．

天然林仅有6 0 1 0亩，人工林9 0 9 2 8 3商，占现有林地9 9．3 j以≥鲁中灌木

搽iZj爱万多亩越垒暑盎壤树种瘕tn杨⋯r自桦、落叶松、油松、杨，襁’。榆、柠条沙棘、
翻技予等f林木蓄露爨垂％万立方米。，、

誊、j?垒县箍种杰鹰搪撼誉。辱给，。面积垂5 9 2亩，，近年来投放垄诸电5 2 8 7 0慰，螭
捞蕞少，仅、4万斤辩

奠 我县气象袈簿对发展罨妫事她有C阅的前景。截止8 5年底统计共有果园Eo个”

藏积，安。驴8零商；‘薅中酉宙戳生．4个，，!西撰譬岛§亩，其余均为暇旁和零散果树，年产

果量∽4争9，‘．3秀斤，总收入嚣n。艮6万元。j 1童婴督，种有中小型?苹果，桃。李、杏，

枣葡萄≮海纽等蕾o

，．t我县地：聊蹿产m出辕事寓。i有蟒矿。铁矿，锯矿、耐火土、石墨等。交通运输也比

赦方霹?童琴溢输靠公路”水蝇较少薯内县政府所在地的城关镇有逾拄乎曾-、绱关，，准
格尔、托县。和林、呼市j凉城等旗县级公路，。总长2 0 1公里，金县各乡都有公路遥

牟，总长，8&盘．1曩公里≮耷通域辍方使。。对享勾通城多和县内外的物质文化交流起了很

大的作用i

?一：4一



第二章：官然条件和成土因素

±壤是人类赖以生产、生活和生存的物质基础。它是一个独立的魇史良然体，=布促

共有、合已发生、发展的规律，而且是一个从物质组成，形态特征和功滋上可以刹柝的物

质实体fo因此，在研究土壤的形成过程审，。首先耍斌成土因素加以分柢秘砥寒，以便锻

船正确的封断。

一、气候：

我县地处中温糟，属半干旱典型的大陆性气嫉。天气变化无常扣寒冷舌燥。冬长夏

蕴，威多雨少。霜冻冰雹危害几警每年都有。

据域荚镶气象站5 9～～8 0年缀计资料，我县年平瑰气温臣。z～～互。、9≮嘶

一月平均气温一土1．5℃‰极溢平墩最低气温一2 Q℃七恩．平均气温鬣2。5，E，桕

靖平均tlf蒜气淀8 7．1_℃。≥0℃积温8 4 9 2．6℃摹持续天数2 8、幺无拱≥面蕊

积蹿盛吝孑6 2．2℃持续天数l 9 8天；≥l 0℃积温2。9&0，．5 0G捷续天数l甬4

天，日较差1 0～～l 3℃。年平均温较差9’～～l 7℃，最高积溢罐较蒸6 6．1℃

垒筚平均B-熙2 9 O O小时，最高是1．9 6 5年8 8 5 7．1小时如最低风照L鼠露0，

掣2 4 4 5’．I小时0 5。～～i 0月’份平均地温l 5．8℃，5月份平均地温t．6_．9

℃，8d蔗静g 2．1℃，7’月份2’4．0℃，8月份2 2．，2℃，，9月份l 6。．o，℃，，

王。劈份g．8‘℃：无霜期平均为1 31 5天左右。。2 2年平均降水量4 l、o mm，最菇

年份6 7筚64笼～O．8 m m，最低华份6 2年1 g重．2 m m．，春景C 3～～5恳)平

翦障术茧6 O l'rl m，占垒年降水量l，4．。8％，夏季平迥降水量幺4 9．。6 m m和文金

筚感降永萤6 0、．7‘％，秋季(9～～l i’月份)平均艨水量8 9。7 nl m弦&金年总

眸承量2‘2‘始，冬季(1‘2～～2月)^平均降水薰爹．7 m m占垒军总降承量2。．＆％籼

年蒸发量2 5 7 7．2 m m，全年蒸发量为降水量的6．8倍。羊辜年份可达l 4倍，

糊柑卿邂润度5’1。％，最高g月份6’g％‘，最小4月份】l蟛～主要风向必蕊北风，年
警均魔邀譬．8米／秒，犬风日浆e1∥～05’展梦参透4f|。2；|天-，最犬瞬时厩速可达2 Q

米／妙钓黟级犬风。

赛饕釜要慧线稃兰条：

1．威耗磐进我共喇噼湾北部经芏程凳、五良太、核裘荚、盆麟青多人越西省萼鲁

县。

筮．腴伊怒谴入天沟乡又{分辨路l北路经秤树也、暖泉im-谁部j托堡乡‘镄随北热入nI

煎省偏美县；南路经筚台子，暖泉墨、南菇人偏关g。

鬻．质伊盟经小缸魔、小庙予、勿联进‘入韭菜成乡。
我县由于气候变化无常，常常出现大风，千旱，ln涣、．霜冻，冰霉等自然客缘竹餐

农牧槔照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求不可弥补篦损失。．如一九七一竿至-九七姐笨拙堡曩暇接

上共降雹。P次，成灾两次。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黄昏遭受雹灾，地面积雹一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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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大的象鸡蛋，一个大队就减产8 0多万斤；一九七二年我县东部地区8 O％的庄稼

遭受冻害，浑河沿岸有l 5％也受冻害；一九六八年清水河上游夜晚降暴雨，水刮了柳

树庄，长沟门、八岔沟冲走几户人家，冲走不少牲畜。春旱、夏旱秋旱几乎每年程度不

同的出现，尤其春旱较为严重，出现频繁，严重影响农作物出苗和正常生长。
=、地形与成±母质：

我县属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中间地带。地质构造属山西台背斜与内蒙地轴相接之

过渡虢岩层平缓，东南高、西北低。基岩为太古界花岗片麻岩，盖层为古生界碳酸盐
类，碎屑盐类及中生界碎屑盐类，地表为第三纪红土和第四纪红色黄土和砂．．黄土覆

盖。f；}_j予受构造和岩性的控制，以清水河谷为界，南北两地的地质地貌和水文地质条件

差异很大，大体可分为低缓丘陵、低山丘陵、IT：陵沟壑，土石山和冲积平原五种地貌类

型。

(一)低缓丘陵区：分布于清水河以北的喇嘛湾，王桂天、五良太一带。区域构逢

属山阀飘陷地带，山下自垩纪紫、红、灰、自等色，砂砾岩；砂岩，砂页岩，．泥岩及第

三纪上新统和第四纪黄土组成的低缓丘陵地形，‘地表虽起伏不大，冲沟比较发育，由于

风力的作尉，使准格尔旗流砂隔河东移，形成了西起喇嘛湾经王桂夭，东至五良太一条长

沙带，较大的沙滩十余处，对农牧蔓E生产十分有害。西北部为粟钙土中间为流动沙丘，

毕髑定和固定风沙土，此带南缘为栗褐土。

(二)‘低山丘陵区：、清水河两岸的杨家天，盆底青(盘山山脉伸展地区)和清水河

以南的韭菜疰、北堡、暖泉、、桦树也、单台子等乡的大部地区属之。绝对高程l 3 o岱

一。l 7 0 o米，相对比高1 0 0—2 0 0米。山脊狭窄，山坡陡峭，坡角2 O一一
8’0。，切j涮严重。“V，，字型、“U”字型沟谷很发育，多呈树枝状和放射状的展

布。出下古界灰岩和太古界的花岗岩组成。山丘中上部被第四系黄土覆盖。

．杨家天、盆底青、韭菜庄三个乡的西北部(清水河北岸沿河河谷)区域构造系属山

间凹陷地带，岩石由太古界花岗片麻岩、古生界下寒武纪，紫红色砂岩，砂页岩及中上

寒武纪酶厚层磷状灰岩组成，岩石多呈缓坡，凸坡在山腰及沟谷底部两侧出露，基岩裂

隙发育，沟谷切割深达7 0一一8 Q米。：． 。

‘

(三)、《陵沟壑区：清水河西南的小庙子，天沟、小缸房乡的大部分地区和桦树

也、单台子乡的部分地区属之。黄土覆盖层加厚、深达1 0 0米，浅亦不小于2p米，绝

对高程1 8 0 0‘一一1 4‘6 0米，⋯相对比高1 0 0米左右，⋯顶浑圆，斜坡多为凸形’

坡角1 0。一一2 0。，谷网较发育。主要由第三系上新统泥岩石碳系石英砂岩组成。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切沟逐渐发展，沟底切至基岩∥搿地面分割成支扁破碎的“梁抄

“峁"状岗丘和纵横交镨的丘陵沟壑地形。

(四)土石山区：多在清水河东南的北堡。暖泉和桦树也，泳台子乡部分地区沿黄

锕两岸地形陡峭的石灰山地，局部地段基岩裸露，、形成了石质土。

(五)冲积平原区：主要分布千黄河、浑河、古力半几河、清水河、杨褰天等各河

谷及山闻沟谷洼地中。谷宽5 0 0一一1 0 0 0米，断面为“U”字形或“u"字形，

多为东北上一南西或近东西阿展布。较大河谷内均发育着Ⅱ级不完整、不对称的阶地。

I级阶地高出河床l一一2米，Ⅱ级阶地高出河床5～l’0米。沟谷之上游多堆积有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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