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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



前 言
H

土种是土壤分类的基层单元。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对土壤普查资料汇总工作的要

求和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具体安排，在地委、行署的统一领导下．组建丁地区的j亡总班子．

开展了全区土壤普查资料的jE总工作，汇总以各县的土壤普查资料为基础，地区再次进行了

审定，并在个别土类上进行了重点调查，全区共确定了15个士类．30个亚类，56个土属，土

种在各县140个基础上，归并为95个。

土类，亚类的代号全部采用全国的统一代号，士属的代号，全部套用((甘肃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分类系统》修订稿巾的代号，在编写顺序上，以地区土壤分类系统为序，分耕地土壤和自

然土壤两部分。先写耕种土壤，后写自然土壤，耕种土壤与自然土壤在士氍中以加“耕种"

二字和不加耕种相区别，加耕种二字，表示耕种土壤，不加耕种则为自然土壤。耕种土壤重

点写特征特性、理化性质(用典型剖面发生层次分析数据和统计资抖加以说明)生产性能及

培肥措施，特别是低产土壤，在指明改良与培肥措施的同时，还指出发展前途和增产潜力，

为生产者提供效益信息和参考数据；自然土壤，将土属延伸到土种，重点写形成条件，特征

特性与改良利用措施。

通过对全区土种的整理汇总，侄总结农民培肥经验的基础上，同时根据近年试验资料，

强调增施有机肥料对培肥土壤的重要作用，提出氮、磷化肥最佳用量和配合比例。对每个土

种的分布与形成，特征与{t-状，生产与培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叙述，为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

提供科学依据。为土壤分类的系统化、标准化、数量化作了大量的工作，让土壤普查成果更

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实现农业翻番作贡献，为促进土壤科学的发展开拓新的途径。

《定西地区土种耗))由刘祖儒编写，程俊珊负责数理统计，马广文审稿。

由于水平限制，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和不妥之处．存所难免。恳请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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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定西地区位于甘肃中部，东经103。27’一105。38，，北纬34。07—36。027之问，东与平凉、

天水接壤，西与临夏、甘南两州毗邻，南接陇南地区，北邻兰州、白银两市，南北长213公

里，东西宽199公里，东南商西北低。

全区辖定西、通渭，陇西、漳县、渭源、临洮，岷县-L个县，共170个乡(镇)，2020个行政村，

13600个生产合作社。共47．53万户，239．27万人}其中；农村户44．04万户，农业人口223．95

万人，农业劳．动力98．03万人(其中男劳力51．80万人，女劳力46．20人)。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122人，人均占有土地12．30亩，耕地4．48亩。

全区总面积19620．90平方公里(土地资源调查数)，折1 96．21万公顷，喜乓中农耕地

71．39万公顷(旱地66．73万公顷，占总耕地的93．47％’水浇地4．66万公顷，占总耕地的-6．53

％)，占总土地的36．39％，地埂17．48万公顷．占总土地的8．91％，园地0．92万公顷，占总

土地的0．05％I林地18万公顷，占总土地的9．1％I草地和硫林草地65．74万公顷，占总土地

的33．5l％，城乡厝民点用地5．35万公顷，占总土地的2．72％，工矿用地0．45万公顷，占

总土地的0．02％I交通用地2．5万公顷，占总土地的1．28％，水域{万公顷，占总土地的

2．04％I特殊用地(同防用地)0．59万公顷，占总士地的0．30％，难利用地10．99万公

顷，占总土地的5．6％。

二、土壤养分状况

全区共采农化样3877个。对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和微量元素进行了常规分

析。 (详见定西地区土壤耕层养分面积统计表)

(一)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32％，相当于全国四级标准，变幅在0．48

～2．45％之间(S=0．6，变异系数CV=75．74％)，说明垒区土壤有机质贫瘠，且j高低悬殊

(详见养分而积表)。其分布规律，一方面受海拔、气候、植被等自然用素的影响，另一方

面，则受耕作，施肥等人为作用的影响。从自然因素来讲，土壤有机质含营随海拔的升高而

增加，就人为因素来看，靠近城镇．村庄的地块，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形成以城镇，村庄

为核心的同心L剐肥力特征。反之，远离城镇、村庄的地块，土壤有机质含量则降低。

(二)土壤全氮。全区土壤全氮jF均含量为0．098％，和订机质相～致，相当于全国四

级标准，变幅存0．018--0．106％之间(S=0．04，CV=41．99％)，据162个样统计分析，

相关系数为r=0．18l，即0．96>o．18I，为极疆著，回归方程为r=0，028+0．057X，即有机质

增加1％，全氮增加0．057％。

(三)土壤磷素。土壤全磷1z均含量为0．068％，变幅存0．064一O．077％之间(S=0．0074，

CV=i0．90％)，速效磷禽最平均为5．1Ppm，变幅舡4．6—5．6ppm之间(S：2．66，CV=

52．2％)，相当全罔五级标准。数据表明，土壤全磷含量较为稳定，而速效磷含置低j1悬殊

大。茸主萼原因是施磷肥水平不～而弓1起的，应重视磷肥的施用。

一】一



基本情况

定西地区位于甘肃中部，东经103。27’一105。38，，北纬34。07—36。027之问，东与平凉、

天水接壤，西与临夏、甘南两州毗邻，南接陇南地区，北邻兰州、白银两市，南北长213公

里，东西宽199公里，东南商西北低。

全区辖定西、通渭，陇西、漳县、渭源、临洮，岷县-L个县，共170个乡(镇)，2020个行政村，

13600个生产合作社。共47．53万户，239．27万人}其中；农村户44．04万户，农业人口223．95

万人，农业劳．动力98．03万人(其中男劳力51．80万人，女劳力46．20人)。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122人，人均占有土地12．30亩，耕地4．48亩。

全区总面积19620．90平方公里(土地资源调查数)，折1 96．21万公顷，喜乓中农耕地

71．39万公顷(旱地66．73万公顷，占总耕地的93．47％’水浇地4．66万公顷，占总耕地的-6．53

％)，占总土地的36．39％，地埂17．48万公顷．占总土地的8．91％，园地0．92万公顷，占总

土地的0．05％I林地18万公顷，占总土地的9．1％I草地和硫林草地65．74万公顷，占总土地

的33．5l％，城乡厝民点用地5．35万公顷，占总土地的2．72％，工矿用地0．45万公顷，占

总土地的0．02％I交通用地2．5万公顷，占总土地的1．28％，水域{万公顷，占总土地的

2．04％I特殊用地(同防用地)0．59万公顷，占总士地的0．30％，难利用地10．99万公

顷，占总土地的5．6％。

二、土壤养分状况

全区共采农化样3877个。对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和微量元素进行了常规分

析。 (详见定西地区土壤耕层养分面积统计表)

(一)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32％，相当于全国四级标准，变幅在0．48

～2．45％之间(S=0．6，变异系数CV=75．74％)，说明垒区土壤有机质贫瘠，且j高低悬殊

(详见养分而积表)。其分布规律，一方面受海拔、气候、植被等自然用素的影响，另一方

面，则受耕作，施肥等人为作用的影响。从自然因素来讲，土壤有机质含营随海拔的升高而

增加，就人为因素来看，靠近城镇．村庄的地块，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形成以城镇，村庄

为核心的同心L剐肥力特征。反之，远离城镇、村庄的地块，土壤有机质含量则降低。

(二)土壤全氮。全区土壤全氮jF均含量为0．098％，和订机质相～致，相当于全国四

级标准，变幅存0．018--0．106％之间(S=0．04，CV=41．99％)，据162个样统计分析，

相关系数为r=0．18l，即0．96>o．18I，为极疆著，回归方程为r=0，028+0．057X，即有机质

增加1％，全氮增加0．057％。

(三)土壤磷素。土壤全磷1z均含量为0．068％，变幅存0．064一O．077％之间(S=0．0074，

CV=i0．90％)，速效磷禽最平均为5．1Ppm，变幅舡4．6—5．6ppm之间(S：2．66，CV=

52．2％)，相当全罔五级标准。数据表明，土壤全磷含量较为稳定，而速效磷含置低j1悬殊

大。茸主萼原因是施磷肥水平不～而弓1起的，应重视磷肥的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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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钾素。土壤全钾平均为2．07％，变幅在1．8—2．18％之间’速效钾含量平均

为173ppm，变幅在163一183ppm之间(S=49．90，cV=28．5％)，相当全国二级标准，较

为丰富，在近期尚能满足大部分作物对铮素的需要。

(五)微量元素。主要是指土壤中有效镇、锌，硼，锰、铜、铁的含量，是作物生长过程中，

需要量少而不可缺的元素。根据分析结果，全区大部分地方缺钼和锌两种微量元素(详见微

量元素含量嵌)

1．有效钼。共分析302个样，平均值为0．1 ppm，低于临界值(O．15ppm)以下，其中

低于临界值的青328个，占总教的83．67％，大于临界值的仅64个，占总数的16．33％，属贫

钼地区。在豆科作物上施用，效果较好，由于价格太高，普遍推广，尚有一定困难，有条件的

可在豆科作物上施用。

2．有效锌。全区分析391个样，3F均含尾为0．48ppm，变幅0．06—2．14PPm(S=0．304，

CV=63．70％)，有260个样低于临界值，占66．5％，比较缺乏。全区以通渭极缺，定西和陇

西次缺，临洮和渭源较缺。对玉米和小麦可普施锌肥。

3．有效硼。共分析391个样，平均含量为0．67ppm，高于临界值(o．50ppm)，一般不

缺。存临洮、陇西两县的部分黑麻上，白碱上，红砂土、红麻土上含量偏低．缺硼的占

26．60％。

4．有效锰。共分析382个卡f，平均含量为10．5ppm，高于临界值(7 ppm)，一般不

缺．个别砂ji上含量偏低。

5．有效铜。平均含量0．87ppm，高于临界值(0．5ppm)，一般土壤不缺锢。

6．有效铁。有效铁含量平均为11．85ppm，高于临界值(4．5ppm)，较为丰富。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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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种划分的原则和依据，分类系统及土种面积

土种划分是遵照全国和省土办关于土种皓编写规定和要求，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的。

(一)划分原则。将地貌类型，成土母质相同与土体构型，量级指标和生产性能相近的

期为同一个土种。

(二)划分依据。在相同土属上进一步划分上种。

I．依据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不同，所引起的土壤颜色的差异划分土种。如黑麻土，麻

土，黄麻土。

2．依据土壤机械组成不同，所引起的土壤质地的差异划分土种，如红砂土、红粘土。

3．依据土体结构不同即剖面层次排列顺序不同而划分士种。如在1．5米土钵内出现底

砾层，底粘层或夹砂层等。

4．依据土壤盐分含量不同，造成土壤属性变劣，生产力下降的差异划分土种。如轻、

中，重盐化土壤。

(三)土种命名。土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生产性，为便于农民应用．为生产服务，从

群众习惯命名中加以提炼归纳而成，代表性较强。在名称之前冠以地貌，以反应土种的地貌

特征和生产水平。如麻土，就分有山地嘛土、坪台麻士，沟谷麻土和川地麻土属。其中。川

地麻土属中，又可分为水川黑麻土、水川麻土、水川黄麻土和水川红麻土等。代号名称采用

连续命名法，再如水川地麻土，代号为7．c；，7代表土类，4代表亚类，e代表土属，5代

表±种。

(四)分类系统(详见定西地区土壤分类系统)

(五)土种面积(详见定西地区各县土种面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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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西鼍区土簟辱羹莱缱

土类 亚类 ± 属 土 种 !面．积
(全国统 (全国统 ％

一代号) 一代号) (甘肃省统一代号) (定西地区代号) (公顷)

全区合计15 30 56 95 1961789．5

————

5。a灰钙士 5 lal山地灰钙土 73029．94 5．9

灰 款 5 tb耕种灰钙土 5 lbI山地自土 20429．96 2．86

5 I bt旱台自土 349．65 0．05

钙 钙 5山j砂 田 1607．3．1 0．23

5 lb．早JII白土 3153．57 0．44

土 土 5 Ib 5水川白土 959．5 0．13

5 11)·沟谷白土 5993．19 0．84

(23) (231) 5。c侵蚀灰钙土 5 Jcl侵蚀灰钙土 1i050．27 0．89

5．e耕种盐化灰钙土： 5。e l轻盐化白土809．64 0．11

22-a山地黄绵土 22 I矗l山地黄绵土 J194657．01 15．60

黄 黄 22】b山地耕种黄绵土J 22lbl山地黄绵土 i235250．29 32．95

22Ic坪台耕种黄绵士 22．c。旱台黄绵土 ：13228．94 1．85

绵 绵 22．c。水台黄绵土 1383．26 0．19

22-d各地耕种黄绵土f 2：，(i。沟谷黄绵上 1263．93 0．18

土 土 _22-e川地耕种黄绵土1 22．el早川地黄绵土-3826．92 0．54

Z2le：水川黄绵土 ；1258．68 0．18

(27)(271)：'221f侵蚀黄绵土 22lfl侵吐黄绵土 68180．53 5．．16

一～——一：一 ．一一～

黄自绵土 22。b耕种黄白绵二i二 12如。山地黄白绵土 2491．．19-o．35～。～～一。 ～ ～一～一一一_～ 一

黑垆土(2j)；轻黑垆土} 7。a复盖轻黑垆上+ 7。a。复盖轻黑扩i上 -i64．22 0．06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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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二

土类{亚奏
f

土 属 土 种 ；面积

(全国统i(全国统 ％

一代号)}一代号) (甘肃省统一代号)； (定西地区代号) (公顷)

黑 黑 7．eT水川嗣砂土 1680．89 O．24

垆 麻 7·e·水川红麻土 6447．98 O．90

土 土 7‘e．水川砂土 2195．54 0．31

(21) (214) 7．f侵蚀麻土 7．f。侵蚀麻土 30158．52 2．42

14。a耕种黑钙土 14lai山地黑钙土805．95 O．09

黑 14lat砂砾质黑钙土 605．95 0．09
黑

钙
14 Ia 3坪台黑钙土 743．60 0．10

士
钙 14Ia‘谷地黑钙土 148．41 0．02

(181) 14lc残坡积黑钙土 14 1c l残坡积黑钙土[5453．52 0．44

土 石 14：a耕种石灰性黑I 142a I山地耕种石灰f 1008．．16 0．14

灰 钙土 性黑钙土

性
14 2a2坪台石灰性黑． 272．36 O．04

08)!毳 钙土

士 1 4：d残坡积石灰性14 2d I残坡积石灰性4096．5 0．33
：(183) 黑钙土 黑钙土一——．～一I一 一⋯i

13IB耕种黑土 -13，al山地黑土 15341．24 2．15

黑 黑
13l a：谷地黑土 1131．93 0．16

土
13，a 3砂砾质黑士 ．2142．78 0．30

土 13 La．川地黑土 942．21 0．13

i(161)
13Ib坡税黑土 ．13Ibl坡积黑土 160909．40 12．90

草甸黑土 13 za耕种草甸黑土 13：a。山地耕种草 14870．33 2．08

(16) 甸黑土

(162) t3 2a：各地埴甸黑土 11301．76 1．02

—lO—



续表三

f瑟鑫；鼍函 士屠 土种 {面积f％l!(全国统i(全国统l ％ I

一代号)}一代号’『‘甘肃省统一代号) (定西地区代号) (公顷)J I一一嵫产jii≯一一磊～，赢570．69 l～2．13。l

灰}萎(1薹54)呈i：：：：荔雾薹萎霎妻：：：：：i薹篆薹霎圭}2：：：；：i：i：：：：J灰

；灰褐土；12：b耕种石灰性灰 122b。砂砾质灰褐土l 3486．03 o．41)I
褐 土 l

褐一一I一——⋯—，⋯⋯一j‘j一。～f
⋯ 123a淋溶灰褐土 123al淋溶灰福土 』56641．18{4．54 l
淋溶灰 l

土：褐士■黼糯桶型12山秽融i 12757．18卜i褐 土： l

。。5，
f。。53， ：。2抽。耋蓑：霎妻 。，。．二。 。．。6 I

一警⋯j 1晒2 f j1毒2 ．f墨16831．叫生讧灰褐上f ．a生草灰渴土 ．a，生草灰褐土 ．j2 1．。j l

毳tt'fi- 喑棕壤』 9．a林地棕黑土 9：a，棕 黑 士 26245．11 2．19 f椁 喑棕壤{ ．a林地棕黑土 ：a，棕黑士 ． 2． I

≯一羔_r⋯哆黄i o事2830j．9⋯09 }0·23 1(08) (08j) 9，b耕种暗棕壤 。b。棕 黄壤 ． I

亚高山 I

晋 草甸士 ；31545+97
2·53 I

睾 ‰，， I
翌；≯～一⋯⋯一 一一⋯一l土 ．亚高山灌i l

(55)
丛草匈二Ij 31 92}·嘶 2—56 l

‰s’i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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