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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方案要求，本市土种确定及《土种志》编写工作是在我站

完成的各县区原定土种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原有土种经统→评比整理，最后归纳出七十个

土种。

比项工作得以最后汇总，是本站及各县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几年来

共同劳动的结晶。先后参加的主要人员有z 郭勇、雷一清、常新举、申明彦、张明宗、郭晓

红、许晓玲及张志元、刘德忠、赵松、杨伟、王正海等同志。本文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省土壤

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张茂康、高级农艺师冯瑞瑛，省农科院土肥所、土壤普查顾问组副组长、

高级农艺师马俊贤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普查成果资料验收其间，参加验收的各位专家和

省、市、县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对《土种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土种志》的进一步修改

完善，最后定稿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文中可能还有不少错误。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提高。

土种制定z 雷一清、郭勇、申明彦

编 写z 申明彦

化 验z 常新举、郭晓红

数据统计z 王正海、张明宗

数据审核z 常新举

土种比色z 张明宗、张晓钢

审 定 z 雷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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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兰州市位于甘肃省中部，东经102 0 36' 至10C34' ，北纬35
0

34' 至37
0

07气北依武威地

区、白银市，西毗青海省，西南邻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及东部与定西地区接壤。全市共辖

五个区〈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人三个县〈泉兰、永登、榆中) ，总土地面积

〈根据土壤普查汇总) 13359.41平方公里，较统计面积13095平方公里多2û4.41平方公里。

1986年全市共有人口228.7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12.98万人，农村人口 115.73万人，占总人

口的50.6%。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71人。较全省每平方公里45人多126人。

本市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区内地形高低悬殊较大，海拔由 1400多米升至3670米，相

差2000多米。东南部揄中县境内的马嘟山，是市内最高的山脉，顶峰3670米。西北部永登县

境内的标杆山，海拔3631米，是市内第二高峰。山地所占比例最大，约占全市面权的65% ，

海拔大都在2300一2800米。黄土丘陵分布约占全市面积的20%，海拔高度一般都在 1700 一

2300米之间。其次是河谷阶地，主要分布在境内黄河及其支流大通河、温水、庄浪河、宛川洒

流域，约占全市面积的15%，海拔高度1400一1700米。综观全区，兰州市的山区主要分布在

黄河东南部和大通河两侧z 庄浪河以东及泉兰县是区内丘陵的分布区。总的地势四周高、中

间低、西南部高、东北部低。兰州市区分布在黄河两岸，峡谷和盆地相间是它的主要地貌特

征，市区内主要由"兰州东盆地"与"西盆地"组成，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最宽约5公里，

海拔1500一1600米。

本市属温带半干早大陆性气候，温差大、降水少。由于地形高低悬殊，区内气候变化较

大。本市年平均气温5-90 C，一月平均为- 6.7 0 C，七月平均为 22.6 0 C。绝对最高气温

39.1 0 C ( 1953年7月 18 日) ，绝对最低气温- 23.1 0 C ( 1945年1月 6 日) ，日温差较大，平均

年较差29.3 0 C，平均日较差13.4 0 C。年平均降水量为324.85毫米，全年中7-9月是降水集

中时期，占全年总量的54%以上。年蒸发量1468毫米，为降水量的4.5倍。日照充足、光能

富裕。全市除揄中县的兴隆山林区和永登县的西北部高寒山区外，大部分地方日照时数年平

均在2100-2770小时之间，太阳辐射总量113一131千卡/cml。总的来看，兰州市的主要气

候特征是z 冬季寒冷、干燥少雪，春季多风、少雨干旱F 夏季无酷热、降水较多，秋季凉
爽、降温较快。

本市属黄河水系，有黄河及大通河、温水、庄浪河、宛川河四条支流。黄河干流由西固

区达川入境，横贯本市东南部，流经153公里。刘家峡水库截流前，兰州段年逞流量为345.9

亿米 3 (洪水年508亿米飞枯水年23 1. 0亿米 8 ) .截流后，适流比较均匀、但洪峰流量仍可

达200-400米 3/秒，最小枯水流量100一200*8/秒。

兰州是有近二百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市区人口 139.1万，是甘肃省会所在地。全市包

括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榆中、呆兰、永登及红古四县、区和以种植蔬菜瓜果为主的城关、七里

河、西固、安宁四个经济作物区。八六年底，全市农业总产值2.8亿元.比上年增长10.7% 。

其中 z 牧业增长22.6%，副业增长 17.2%. 林业下降12%。在农业总产值中，林牧渔副业比

重由上年的28.8%上升到30.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播种面积比去年上升，产量达到

26.38万吨.比上年增长2.5%。经过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的增

1 



长，油料1.33万吨.比上年增长2 1. 7%. 瓜果14.53万吨，比上年增长 1 1. 08 %，蔬菜34.08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1% 。

畜牧业生产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有了新的发展，八六年底，大牲畜年末存栏头数15万头，

比上年增长6.2%，猪42.18万口，增长8.7% ;羊60万只，增长 14.9% 。全年肉类总产16045 吨，

较上年增长33%. 牛奶产量11512吨，增长35.2%，禽蛋产量7142吨，增长 42.4%，渔业生

产，面积累计发展到8000多亩，生产鲜鱼137吨，比上年翻了一番。

保护植被，停止破坏措施在进一步落实，截止86年共造林13.89万亩，种草20.11万亩 。

86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6.13亿元，比上年增长40.1 %.总收入4.97亿元，比上年增 长

19.5%，实现利润4712万元，比上年增长21%。

农村经济条件的变化，给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新的生机，农业生产条件在进一

步改善，农机具、电力提灌设施及农药化肥使用量等都有了新的发展。年末机械总动力达 100

万马力，各种拖拉机2万辆，增长 16.3 %，载重汽车2220辆，增长7.3%。排灌动力机械27.5

万旺，化肥施用量〈实物量计) 4.08万吨，增长4.6%，农村用电量2.26亿度，增长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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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种划分

土种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土壤分类的基本单元，是土属的进一步续分a 它所反映的是在一

定的自然景观下，土壤内部性态特征在量上相对一致的实体，是土壤高级分类单元土类共性

标志的具体体现。它受着自然生物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地质水文、尤其是人类生产活动的

限制。划分土种的主要目的z 是为了便于实际应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合理利用土壤资

源，调整农业结构，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合理改良利用土壤。

本市地处我国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区内地形复杂，高低相差比较悬殊，沟望纵横。自然生物

气候条件差异较大，成土母岩复杂，人们对于土地的利用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土种划分中，

我们在考虑上述各因素的同时，着重选择和分析反映土壤发育、肥力特性和影响用土改土最

密切的属佳作为依据，根据土种具有1. 占据一定的空间位置J 2. 土体柏型发育程度和肥力

性状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相似性J 3. 具有地域性和生产实用性J 4. 性态特征相对稳定J 5. 

生产管理方式基本相似的特点并吸收群众划分土种的经验，进行综合平衡。对本市的土种经

评比、分析、整理、归并后，将全市的土壤划分为七十个土种，其分类系统见下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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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蟆襄 1-2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名
面积

名 占土类 1图/20万上 占亚类 占土属 占土类 分布县区(亩)、占
总面积 面积 面积 名 称 面积 面积 名 称 面积 面积 面积

称 ( % ) 称 ( % ) 代号 (%) ( % ) ( % ) 

灰 石灰 石灰性灰褐土 21 210336 48.40 石灰性灰褐土 210336 100.00 14.50 

灰性土褐 434568 29.96 
耕褐种土石灰性反

榆 中
褐 22 224232 51.60 耕种石灰性灰褐土 224232 100.00 15.46 
土 淋浴灰

褐土 542865 37.44 淋溶灰褐土 23 542865 100.00 淋浴灰褐土 546825 100.00 37.43 永登、揄中
一

山水地黄绵土 10941 2.12 1.38 城关、七里河

黄
黄

低丘水地黄绵土 18941 3.67 2.39 城关、七里河、西固

791804 
741131 93.60 黄绵土 24 516006 69.62 低丘旱地黄绵土 75914 14 .71 9.59 输中、城关、七里河

绵
(3.95%) 绵

川台水地黄绵土 永河登、榆甲、城关、 t里396551 76.85 50.08 
、安宁、西固、红古

川台旱地黄绵土 13659 2.65 1.73 榆中、城关、七里河、

土 西固、红古
土 侵蚀黄绵土 25 225125 30.38 侵蚀黄绵土 225125 100.00 28.43 榆中、城关、七里河、

西固

黄白绵土 50673 6.4a 大白 土 26 50673 100.00 川水地大白土 50673 100.00 6.40 七里河、永登

一
红粘土 27 24503 2(}.50 低丘红肢泥土 24503 100 ~OO 20.50 永登、榆中、奉兰、、 西固

砂田红粘土 28 11603 9 .71 砂田低丘红土 11603 100.00 9 .71 泉 il.. 

红 红 一-
低丘旱地红砂土 15007 22.22 12.55 永登、泉兰、西固

粘 119541 粘
119541 100.00 砂质红粘土 29 67530 56.49 低丘水地红砂土 1431 2.12 1.2(} 奉 il.. 

(0.6%) 
土 土 川台旱地红砂土 51092 75.66 42.74 习t 登

• 

砂因砂质红 砂田红砂土 10336 64.99 8.65 泉兰、安宁

粘土 30 15905 13.30 
砂田水地红砂土 5569 35.01 4.66 泉 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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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钙土类

分布在本市永登县二阴山区半荒漠稀疏草原向半湿润山地针叶阔叶混交林过渡的中间山

地草原植被下的一类土壤。所处海拔约2400一2600米之间，个别部位可达2800米，年平均气

温 2-3 0C，注 10 0 C 的活动积温400-1660 0C ，干燥度1.2-2 ，无霜期 80-100天，年降水量

430毫米左右，分布不均，每年七、八、九三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60%以上。土壤分布在

丘陵、低山及山间冲积、洪积平原。该土类包括耕作土壤和非耕作土壤共分四个亚类、七个

士属、十三个土种。

1. 山地耕种暗栗钙土

( 1 )土种归属及分布

山地耕种暗栗钙土，编号1-1。属暗栗钙土亚类，耕种暗栗钙土土属〈当地群众称为黑

土、或黑油土〉。面积41669亩，占全市耕作土壤面积的0.64%。主要分布在永登县西北部

金咀、坪城、大有、缸子沟、民乐以及中堡等乡范围内的低山坡麓一带。

( 2 )主要性状描述

本土种在垂直分布上居于灰褐土的下方，是在暗栗钙土上垦殖耕种后形成的土壤。成土

母质主要以黄土为主，其次是残积坡积物，土体构型包括有耕作层、心土层、底土层，层次

分化比较明显。因所处部位气候较冷，有机物质的积累比较强，具有明显的腐殖质层，厚约

30-50厘米，颜色深暗，土壤淋浴作用较弱，剖面中有较明显的钙积层，石灰多集中于40一

70厘米范围内，呈粉末、假菌丝和小斑块状。全剖面石灰反应强烈，碳酸钙含量除耕作层→

般较低外，以下都在10%以上。土壤结构呈粒状一小团块状，质地多为粉砂壤土一砂壤土，

粉粒含量25-60%，粘粒约占5-25%。剖面下部多有砾石或小石块，有的地方 40-50厘米

出现红色或青灰色砂右。

( 3 )典型剖面

17一34. 永登县坪城乡小沙沟黑士滩，低丘缓坡，海拔2980 米，成土母质为坡职残

~、物。

耕作层 0-35厘米，黄褐色( 10YR5/3 ), (※描述中土壤颜色命名及三属性代号

是根据日本农林省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物局、日本色影研究所监制《标准土色帖》确比

"10YR5/3" 10YR表示色相， 5/表示明度J /3表示彩度.下同。) ，粉砂壤土，粒状结抖，

紧，细根多量，叫多，潮湿，有小石块侵入，石灰反应强烈，有效磷25川有机
155PPMJ 

心土层s 35-50厘米，褐色( 7 .5YR4/3 ) ，粘壤土，块状结构，紧，孔隙少，细拇多

量.有中量的白色菌丝体，潮湿，有小石块侵入，石灰反应强烈J

底土层， 50-120厘米，赤褐 (5YR5/4) ，砂壤土，块状结构，紧，孔隙中量，细报

少，有小石块侵入，石灰反应强烈。(见表17-34-}，罔 17-34一1 、 2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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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本市在第二次全市土壤普查中整理归纳的七十个土种从主要性状、典型剖面

剖析、生产性能综合评述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描述，逐一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提出了今后

的改良利用措施，通过这项工作，我们认为z 由于本市地处我有中部干旱地区， 干燥 少

雨"十年九早"的自然条件是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矛盾。多年来，尽管劳动人民对于

土壤的耕作、培肥上做了不懈的努力，在土壤培肥热化程度和1耕作性能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

的变化，然而，古老的传统农业和落后的低效益的耕作模式， 始终没有摆脱掠夺式经营的图

图。具体表现在土壤肥力低，有机质含量少〈特别是旱地土壤 ) ，这是其其二是占总耕地

面积76%左右的早作土壤耕作粗放，广种薄收，土地坡皮大，水土流失严重p 三是黄土性母

质土壤中嵌酸盐类物质含量偏向， 土壤普遍呈if{ 1!耐性一础性，严重影响土挠内部生理生化过
E法主弘

程的进行，物质积累少;因是:占全市总土地面积57.3%的自然土壤植被生长差，温益度低，物

质积累少， 土壤佼蚀严重、 波及范围广、环境条件恶劣， 严重影响全市生物环境条 件的好

~f~; 五是供给作物所帘的营养物质一肥料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 有机肥料的来源及数量越来

越少，特别在川水地表现突出。随着川水地区 ( 亢其是城镇附近)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导

致家畜饲养、拉运城粪积攒农家肥数量减少，而J泡用化 )j巳 ll~ ~{量则迅速增加，致使土壤对于

吸收肥料的习性有了改变。正如老百姓说的"化肥越上地越协"。不少土地的产量完全取决

于施化肥的多少F 六是土地单渠道分散的福利性经营与农民文化素质低、小农经济意识的束

缚。不利于土地的保护、利用、开发和整治 。 所有这些都是影响本市土壤进一步开发利用的

主要因素。也是影响本市生态环搅平街的主要限制条件。 从目前和长远考虑，今后改良利用

土壤的主要措施应该是z 从合理利用士地、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入手，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变

以粮田为主为农、林、收合理用地F 变广种r(~ lLit ~~少种多 lL\r;变单一粮食经营为农、林、

敏、副、植全面发展。在决不放松根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种草种树，以生

钳工程为主， 同时加强进行工程措施， 平田盖地，改变土壤立地条件， 大力提倡饲养家畜，

以放牧为主变为合饲为主，增加有机肥料，重视农家肥料的积攒p 适当扩大豆类作物和玉米

种植面积，制应比较稳定的粮、草轮作制度， 早地实行( 豆类、 牧草、 歇地、洋芋〉今4

麦一( 豆类、牧草、 歇地、 洋芋、 油料 )今小麦轮作方式;在施用肥料结构上，应以有机肥

为主，有机肥和化肥结合，化肥做到氮、 磷比例得当， 经济合理施用，做到"固地既养地，

养地要有方ηz 在有条件的地方，土地的管理和利用妥逐步地由福利性经营的原则向效益性

经营的原则转变，土地有计划地向种粮治山能手之中集中 ， 转变利用观念，提高土地生产

力。总之要因地制宜， 多渠道治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本市土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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