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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疆 菩

“河西土壤蕊”是根据1958年12月所开展的“以县为单位，以公社为基础，以耕地为

主”的萃众性土壤普查罐定资料7亡总而成。初步摸清了河西的土壤，及其相关的各种因紊，

总秸了荤众的耕作释腺，初步揭开了土壤的秘密，这是河西农民土壤科学智慧的秸品。
“‘

“河西土壤蒜”共分五章：赭狳、农业土壤、荒地、土壤的演变和改良、土地利用区

划。采用了荤众习用韵错称和农莲．进蔷、对荤众劁造性的土壤知裁，改土粒酸，加以科学

分析，系梳整理，通俗易懂，生动，．亍力，为其特点。

为了落实于生产，本书以农业土壤为重点，嗣述共发生，演变和人为耕作影响；对共性

状、农＼业生产特点’、肥力和适种作物，以及改良瓣黢等均有较为徉釉的描速与藐明。荒地土

壤主要根据历年来各有关部鹧的髑查勘测资料整理而成。区划部分j主要将农业区划较为群

栅的划分为：油料杂粮区、小萝杂粮区、棉花小多区和罗布麻区；-对林园和畜牧业只作了翰

廓的划分。
’

、

，

本书限于糯写水李，缺点、错禊在所难免，莆各缎颔导及有关同志指正，以臻完善。

在韬写过程中受到了上教颔导的重视及各有关部P弓的配合以及省土壤普查工作粗的大力

协助，是本书能够付印的重要因素，在此，敬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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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禚 揄

第一节基本情况

强掖专区位于甘肃省境内西部。东起岛鞲岭以东的松山滩，与永登相接；西至敦煌哈拉

湖以西的“古．-玉pEj关”一带，与新疆毗迪；北界禺鬃山，合黎山邻接内蒙；南为祁违山接壤

青海。在我区中部两山同为河西走廊。为我区的主要狡jI匕区。走廊拔海1000--1500公-尺，长

构1200公里，、南北宽构50一200公里。全区在东征92。"--103。和北耩3彳。--42。之嗣。总面积杓

32万平方公里。裢土壤普查初步摸清现有耕地面积1，065．8万亩；林地1，494．5万亩；牧地豹

12，0197／亩，沙漠构7，400．6万亩；荒滩构2，114．575亩；戈壁杓18，408万亩，荒III觞9102．1万

亩'树庄、道路、河渠共366．57／亩，总种豹48，672．5万亩。

圣区共赣14个县(自治县)、市，包括天观、肃南、肃北、阿克褰(以上为自治县)一。

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礞掖(市)，高台、酒泉‘市)、玉朗(市)安西、敦煌。民族

以汉族最多，次为蒙，藏、同、裕圊、哈箧克、杀乡、椎吾尔等19个民族，其中汉、同主要从事

农业生产，其余从事牧业或农、牧熊营。境内地魔入稀，共有人口250余万人(内有农牧人912

00余万，’城市和工矿人1：140余万)。垒区以武威、礞掖、民勤三县人日最多，占总人口的48

形；关外入口最稀。若以播种面积与农1业人口补算，每人平均有地4．1亩，每个势力负担10

亩左右。

’本区栽培作物，夏田作物有小岁、青稞、大萝、蚕豆、葫庥、扁豆、莞豆、大旒；秋田

作物有糜、谷、高梁、玉米、棉花、油菜子等。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构占80％左右，内以

小步为主占40弦上下；’麋，谷洋芋次之占10弦左右；藉济作物榻花、大蔬占了一8％；油料

作物占5—6叻。解放后，粮食生产得到很大发展，棉花播种面积扩大不小，使我区成为甘

肃省重要粮棉基地。
．

一

我区亦为全国石油、钢缺工业重要分布‘地区；随着玉罔油矿的扩建，规模宏大的酒锎等

工矿的建成，城市、工矿人口；睁惫刷增长，因此，加速发展我匮农1叱生产，不断提高土壤肥

力，提单高位面积产量，为我区今后重要的任务。

、

挚

第二节农业环境条件

一、地彤：

从走廓南到北，’可明显的分出五个地带类型：

1。郦连山地：位于走廊南侧，东起岛翰岭，西至阿克塞安南填一带，主由南山系变质岩祖

成。吐I钵嵬达250公里，长柏1000公里，主豢拨海5925公尺(酒泉之南)，III坡陡峻，冰川
“ 、

‘

善



*

作用显明，为走廊所有河流发源地。上部分布着草类或黑刺皂角之类的灌木丛，其下为云

‘。杉，松柏为主的斜叶林，夹有髓叶自裼、油松、刺柏，可发展为我区的林牧业基地。土壤

t为果土，嫠土等，在山地阳坡有小面积耕地，多栽植青稞、油禁、燕萝等短日照耐寒作物。

2．山麓丘陵：为郦莲山北麓与走廊腹地过渡地带，由砂岩、砾岩粗成，。自东而西断横分

布如玉同的乱山子、嵬台山、山丹的僚高}Il，永昌的黑铁L【Io拔海高度1500--2000公尺，相

对高度150--250公尺。少部系黄土母质复盖在石质山地之上，土壤强度予燥，水儆和风触作

用强烈，多切割成散碎地貌，复有稀少草类和灌木，为重点水土保持区，宜农、林、牧三者

同时发展。
’

3．扇形砾石带：位子丘陵以北，紧接山麓，为山水摧带砾砂因瞄【Jf IZl流速骤然波低不断

堆积而成。宽度由地形陡暧程凄，河流大小有所不同，砾石稞露之处为戈壁，有土壤复盖的

可耀营农业。
‘

4．冲积平原带：包括东西1000多公里的走廊，拔海1000一1600公尽。地势自东南向西北

略有倾斜，地层自一卜．而上依次为古老的变质岩，甘肃系杠层，堆积砾石屡、冲积土层。地形

一般平坦’为我区大型灌溉网主要分布地区，农业活动历史悠久，土壤肥沃，、系河西农崆精

华地带，盛产多、棉、稻、谷、瓜果、蔬菜。在本区以北有盐化较重的荒滩，地形低汝处有潮土

分布，以南部份地区砾石直接露出，成为戈壁。从走廊整个地形来看，叉可分游四个猛地：

(1)武、民盆地：位于忘鞯岭以西，锈花庙以东，包括武藏．。民勤两县，永昌、古浪

的一部份。三面高起向北假斜石羊河及支流贯穿墼个盆地。

(2)疆、酒盆地：位于锈花庙以西，蔫略关以东，包括碾掖、高古”酒泉三县(市)

黑阿及支流灌溉着境内数百万亩沃野良田。

(3)关外盆地-：：位于嘉嵴关以西，包括玉朔、安霭、敦煌三县(市)区内有疏勒河平

支流及赤金、白拐等河流灌溉着现有耕地。
i

5．北III山地：包括焉鬃山、合黎III、龙首山等山地，位走廊最北侧，由古老变质碧粗

成。气候干旱少雨，风力剿触严重，岩石表层因物理风化而变粕，沙土加多，整个出地植被

稀疏，土壤禽有机质少，士层薄丽色淡，淋洗现象微弱，含有盐分，士壤多为黄土、自士、

灰士。

=、气 候：
』

，河西属大陆性气候，降雨量少，气候干燥，一般冬季漫长鞍塞冷，夏季短而鞍热。气温

年鞍差巧日鞍差均悬殊，垒年最高气温在七月，最低为元月≯六月以后气温直攀上升，九月
以后逐渐下降；年降雨量I．7——500公厘之周，分布规律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波少，降

雨季节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豹占垒年降雨量的§O％以上；相对湿度较小，L般在60％

以下，最小湿度接近于番，年较羞20——35％之同；蒸发强烈，降水入不敷出：一般春冬多

两北风，夏秋多东南风，平均风速在3一一4救左右，春季常出现7——8敝大风，愈至东
南部风势愿小，西部地区有时风速可达10救，拜年度不定期的二、三月同，偶而出现12左右

的黑风。根据专区气象局资料，河西大休上可划分为三个气候区域：

一、郦迪高寒区：包括拔海2000公尺以上的肃南、肃北、阿克赛奎部和玉同、HI丹、天

观等县的南部地区。年平均气温6。c以下，平均最高18。C，率均最低一10。c以下；年萃均降

水量200公厘以上；年平均相对湿度在80——60％之同；日照时数全年2700——8000小时，年
一

2
．

～

‘

-．



蒸发量2000公厘以下，蒿}I|地区舞霜期70——90天左右，这一王煎区的主要自然受害为冰雹和、

风雪。因地势高塞，热量不够，七，八．九三个月气侯仍较源，作物生长期短，除少部份地

区宜种作物外，箱大部份地区有着丰富的草原或天然森林，是发展畜牧业和林1业的良好基
●

地。

：二、走廊东部区：包括拔海1300——1600公尺的武威，民勤、山丹、永昌、强掖、高7

白、酒泉等地。年平均气温6一一10。C，平均最高】．8。～一24。C，平均最低零下6——10。C
；年平均降水量80一一200公厘，年蒸发量2000——3000公厘之同；垒年日照时数达3000小
时左右；舞霜期】60一一200天。一般多为西北风。‘主要自然炎害有霜冻。适宜种植岁、麇，

谷、瓜类、蔬菜等，部份地区适于桩棉。
1+

三、走廊西部区：包括拔海高度1100——1500公尺的玉吗、安西、敦煌等地，这一地区

北部与大沙漠接渣，西北部天山余脉对于南下的冶空气起了屏障作用，形成了独有的气候特

点，夏天干燥酷热，为我区最干燥地区。日鞍差变化很大，年平均气温8。——10。C，卒均最

高达22—26。C，平均最低另下8。一10。c，相对湿度最大不超过45％，年鞍差35—40形之鼹：

年平均降水量50公厘以下；蒸发量2300～一3400公厘?全年日照时数达3000——3400小时；

年平均煞霜期180～一200天，春季风日较叛繁。这一地区适r宜种植棉、穸、麋、谷、瓜果及
蔬菜o．

附：河西气候区划与平均气温及年簪均降水量与蒸发量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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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水 文

河西水源均发源子郦连山，‘属内陆水系，流衽各盆地商注天沙漠。不少小河，流程蔷

短，出山不久即大量渗漏，变为地下潘流。圣区补有大小河流40余条，分属石羊、疏勒、黑
’． 一

河三大河系。
。

一，石羊河水系：石羊河叉名谷水，源出酃蘧出，上游融占投、黄羊、什木、金塔{西

营、东、西大河汇合藏霞，歪武威花寨子注灭瓶水河，始称石羊河，至民勤分东西二支，称

内、外河。蒗两河1958年合湃，建成块石衬砌的跃进溪，并修建杠崖山大水靡，储水量达

=}．27亿公方。

在流域西侧有西大河。单独灌溉永昌县境，没于沙漠中。

石羊河水系出山总水最为23．92亿公方，中游街有露头泉水构9：793亿公方，但因渗漏过

大，期之水量不够稳定，奎流域内现有灌溉耕地面积410．08万亩。

=、黑河水系：古称弱水，为河西最大河流，流域范图包括lil丹、强竣、高台和酒泉，

疆：来支流有山丹河、洪水河、黎园河、摆浪河，流域面积狗37，934平方公里。另有衬籁河流

凝原金塔县与黑河相汇。

黑河出山总水盈(包括千支流9条)为42．3亿公方；流域内禽有泉水10．524亿公方。漉

域内现有灌溉耕地面积,421．31万裔和牛水浇地构一8万亩。

三、疏勒河水系：疏勒河上游称舀焉河，流域奎长550公里，流瓶玉罔、安筒北部而至

哈拉湖。汇来支流在玉F写境内有小昌焉河，安西境内有布隆青河、踏奥河及10余条泉水沟；



敦煌境内有党河，在西千佛洞流量由O：24—一地1秒公方。

巯霸河出山总水量为】2．3；8亿公方；倚有泉水杓3．74亿公方，但因水量不稳定，渗漏特
大'觋有灌溉耕地99．1万亩。

、

以上垒区三大河系圣年出Ⅱl总水量莉78．55亿公方；各河系泉水总量豹24．057亿公方，

加上jji占时性拱水豹10亿公方，总斟水量112．6亿公方左右。现有灌溉总面积981万离，其中包
括林地、草地179万亩。

河西地下水非常丰寓，静多地方可打自流井和牛自流井。有的地下含水层厚数十公尺，

各河中、下游距地面很漫，形成不少碱潮地和沼泽。据初步普查，釜区地下水静储撬莉15，067
亿吨；年动储量，估计在40亿公方左右。

另外郡莲山的冰川，又是一座天然蓄水库。根据中匿科学院冰川考查队初步蝥料，冰川

面积在1，300平方公里以上，厚度5一一100公尺，储水鹅,iOI)亿公方以上。 魑

上进水利资源，凝过开发和充分利用以后，将来估讲晦年利用量可达130——160亿公方

左右，可侠3，oco万蔗虢团，、枯地、辜源帮工业的掰水，萎：河西大靛模发展农、林、牧业的

先决条件。
“

第二章农业土壤

第一节农业土壤的分类及命名

为了便子科学的分析孰裁±壤和使赓大荤众容易掌握利用，我们对河西土壤的分类系

统，主要根据荤众自己的分法和名称，采用了简明扼要和通浴易懂的归躺；将圣区土壤分为

类、族、种三蔽：

土类：’为分类的最高一教。-类的区分是根据在同一生物气候区，有基本相同的作物生态

类型，水、热和肥力状况，并有其特有的改良利用方向。类与类之同有显著的差别，依据邃

种因紊区分为类。如黑嫠±，位于高塞阴湿的邴逋山山坡，土壤湿渭，自然肥力高，开垦时

同短，宜种青裸、油菜，宜施热性肥料。土头地，位子平川泉水区，离村庄鞍近，人为肥力

高；因气候干旱，土壤蒸发量大；改良方向应使黄土头地变为黑士头地。、蘧就是显然不同的

=个土类。
‘

土族：由了解土种的演变关系，找出士种同的亲撩系就来确定。即根据地形条件和农业

耕作活动所引起的土壤特性的交冥和差别，归耱区分为土族。如黑颦土类：内包括大黑土、

黑士．小黑土、黄蓬二l二i自馨土⋯⋯等土种，都位于同一生物气候区，由同一的母质在森林

植被作用下形成的黑瘴土演变而来，所不同的是地形有高低差昊及人类耕作活动影响大小的

差别，因而归衲为黑馨土、黄嫠土、自蘸土三个土族。黑嫠土族位于高山，人类耕作活动影

响小，土色黑颦，士性较凉，湿度大；黄臻-_12分布于山坡，此黑荤土部位较低，因赫种活动

．酎圊较长，原始植被破坏，肥力降低，士性蒋热，有机质含量减少，将原始的黑色变黄；自

燕土族分布于山坡最下部，气候鞍热，士温增高，耕作时同比以上二族都长，但图耕作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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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因而归衲为黑馨土、黄嫠土、自蘸土三个土族。黑嫠土族位于高山，人类耕作活动影

响小，土色黑颦，士性较凉，湿度大；黄臻-_12分布于山坡，此黑荤土部位较低，因赫种活动

．酎圊较长，原始植被破坏，肥力降低，士性蒋热，有机质含量减少，将原始的黑色变黄；自

燕土族分布于山坡最下部，气候鞍热，士温增高，耕作时同比以上二族都长，但图耕作粗



放，施肥少，土色由黄变自。由此，可串j明这三个土族为伺一柒艨，因而同归乎熟嫠土类。

从种归嗣为族的确定，亦是按共为同一紊绦的种归为同—族。如沙包土族：沙包、头士离沙

漠、戈壁近，表层浮沙层厚且粗，。受风沙危害鞍重，而棉沙墙离沙漠戈壁鞍远，浮沙层薄且

汹，受风沙侵害较轻；但二者都是沙盖士，只是因靠沙漠戈壁远近不同而形成了三_种不同的

士壤，亲椽很近≯梳歹IJ灭沙包土族0

土种：是最基层的分类单位，主要反映各种农业土壤的肥力和生产特性，农民常根据士

壤易变的因子如颜色、秸构、质地、耕性以简明生动的每眼来命名。如黑、嫠、灰、、自、技
和立、平、板、锈、沙、棉、泥，、’油、僵、漏等各种不同的土种名称。

我们按照这种分法，将奎区土壤初步整理为七类，．：十五族，七’t八个种。

附：强掖专区农业土壤分类、亩积精补表



装掖专区农业土壤分类面积袁 面积单位：亩

士类 L‘其 中 ．

糯号
名称 土·族名称 土种名称 面 积 占总耕地面积酾

大 黑 土

黑 黑 虫
黑 鏊 土 、小 黑 土 948，469 8．90

黑 沙 土
·嫠 “。 油 黑 土

．。1 嫠 土
黄 肇 土 黄 燕 土 237，519 2．28

士 黄 土
自 嫠 土 自 颦 土 135，484 1．27

小种 3 9 1，321，472 12．40
。

灰 大 自 土

自
大 自。 土

黄 自 土
。

89，900 0．84

2 土 褊 白 土 棉 ，自 土 405，332 3．80

小种 ．2 3 495，232 ，4．64

舡 ，艇 板 土 缸 板 土 81，805 0．77
n 土 舡 沙 土 粗 沙 土 132，485 1．24o

小斟 2 o
214，290 2．01

黑 土
藏昔靠+

洪 黄 ‘立／ 土
1，776，373 16．76立 士 黄 土

白黄立土
青 立 土

黄 板 土

板 土 自 板 土 I，221，368 ，11．46

淤
青 板 土．

4 黑 沙 土

黄 沙 土
沙 土 1，001，052 9．40青 沙 土

日‘ 沙 土

漏 ．沙 土· 漏 ‘沙
673，186 6．32

腰 沙

土 锈 沙 土 锈 ’ 沙 、249，190 2．34

沙 崮 地- 石 沙，土 44，798 0．42
石 岗 地

小种 6 18 4，965，967 46．68

风 沙 土 风 沙 土 75，304 、0．70

风 沙 包 ±
沙 沙。包 土 沙 石 土 】28，158 1．206
地 褊 沙 土

小种 2 4 203，462 1．90

黑·立 土

‘黑 立 土 黑土头地
173，889 1．68

黄 黑 土
土 灰黑土头地

厌立土和灰黄立土

7



蠢j

土类 其 ‘。 中
痫号 名称 土族名称 土种名称 面 积 ·占总耕地面积％

黄立土和黄沙立士

黄 褊 i士

立 士 头 黄土头地和
头 自土头地 890，358一· 8．86

青 立 土
、

青 黄 土

青溏泥和黄溏泥溏泥底土 74，866 0．70
溏 沙 泥

游泥底士’ 旃泥废士 16，852 0．16

。巢胶混底土

6 粒胶混厩±

汝泥底± 青胶泥底土
142，271 1．83

黄胶泥底士
自股谒膝土
灰胶混底士
黑 平 一士

地 灰平土和碡色平士

卒 士 头 黄 平 土
， 486，423 4．56

自 平 ±

粒 平 土
小针 6 25 1，784，659 16．74

‘旱 碱 土’
自 碱 土

’407，117 3．82
钡 板 土

盐 一 酒 地二 潮 地 104，874 0．98
沙 二 潮

黑 ．碱 土
自 ’碱 土

黄 激 土

膏 碱 土～

碱 碱 潮 地 粗 碱 士 1，112，686 10．4
7 胶浞碱潮

I 浮 碱 地

抄 盖： 碱
碱 漏 沙

圩 圩 土

胶 昵土 圩 土 4荔。762 0．垂慕
自 土

料 疆 土

小种 4 17 ／1，669,939 15．63

总计 7 25 78 10，655，021 ,100
‘

8



第=节各类土遮溉逾

· 一、黑颦土(类)：

一般发育在皴海2000公尺以上的郗洼山高寒地带。气温低，日照短，然霜期90——120

灭，地形高，坡度大，降水易予流失，舞灌溉条件。因裔署民点逸，施肥耕作鞍为粗放。中

ljl和上山的土壤，因降水多，常年鞍为湿润，野生植物生长旺盛j土壤含有机质丰富。阳坡

土壤较为干燥，野生植物稀疏，有机质缺乏，土色淡，肥力低，随研处地形部位不同，肥力

有很大差冥，故分为黑颦士、黄臻士、自馨土兰族：

1．黑馨土(族)：主要分布在天观，次为武威、LIl丹，肃南沿邴逋山阴坡一带。按所处

地形位遥、质地、颇色及肥力的不同，可分以下三种：

(1)大黑土：发育在天祝牟Ⅱj阴坡等地区。土层厚2．8尺?^‘“弘上，熬土层厚8寸，团粒

秸构，疏松、肥沃，易耕，石灰反度中量，酸撤度7．5，宣告逮效氮18斤、磷14斤、-钾120斤V以

上；生士层厚9,-t‘，粒状牿构，土休上有白色斑点，色黄灰j死：j二层厚11寸，土质瘦硬，粘

性微大。通层保水保肥力强。由于地势高-气候塞跨和少磷丽影!岛作物早熟，可深耕6—8

寸，赭合深耕分层施久羊粪、灰粪、熄日巴?提高地温j促进譬熟。适释，，j、爹、青裸，莞豆、

油荣等。

(2)黑土：处在地形部位较高的阴坡。保水保jj笆力强。黑土层厚l一一4尺以上，有
杌质多，土质疏松，有明显的团粒结构，耕性良好。困土壤肥沃，适于蚯蚂l活动，所以农民

麓： “看超黑，摸超沙，犟起酥，灭月尽怕。”一受气侯条件影啊，土性冻，适种青轧玉多、

菜籽，产量不稳定；如糙营细致，年雨充足，亩产可达500斤。灭因土壤含磷、辨较缺，作

物后期易倒伏，成熬期延迟，宜施士粪，熏肥、焉粪等热性肥料，促进蓥悍强壮，加速成熟。

(3)小黑士：发育在半山二阴地区。土层厚3尺以上，肥力仅次子大黑士。熟土层厚

1．1尺，毅色发黑，团粒秸构，石灰反应微量，酸碱度7．5——8。0；生土屡厚8寸，色灰黑，

士休松，透水保肥力强；死土层厚12寸，色淡灰，粒状糖构。部份表层下面有黑而疆硬的黑

狗疆层，水土流失严重“下雨熟土水冲完；留下狗疆不长田”。

(4)黑沙土：零星分布于天祝的永丰、横粱等地的霰竣中。F部。因耕种年限不久，熟

土层较薄，仅有六寸左右，上部疏栓．肥沃，耕性良好，呈现黑烙色，透水好，。保肥力次

之。笛含速效氮3斤，磷12斤、钾的斤。耕f?：：屡以。F±赁缦紧竞，透水差。宜加深耕倍屡8

—一12寸，加厚土层熟化深度、黑沙土亩产量，大岁、莆j。一般萃均在300斤以上。

(5)油黑土：霉屋分布于天祝等地，出现在山地森林附近。士头厚4尺上下。园受地

形，气侯、森林的粽合影响，罐常潮湿，腐植蜃不断积累，士层呈现油黑色。开垦年限仅在

10——20年左右。土性疏松、保水．保肥。

2．黄婊士(族)：分布在天祝、武威、蔚南、山丹等县。发育在黑熔土部位以下。气候

较温暖，野生植物生长较少，肥力低予黑馨土。按土壤颜色、肥力上的差冥，可分以下三

冰氮、磷、卿，酸被度，石灰眨莹哟为迪浇数斌，以F您-

薛’小冰，土罾，摹霞孽浅深用市浏，以下髑n



种： 、

(1)壤土：发育部位，比黑雄土稍低。主要分布于天祝山区中部带土性松棉，熟土层7。

寸左右，耕作厉兜较长，熟化程度高，由原黑色蒋为嫠色；下层觳色较淡，多为灰或灰白色

．的粘壤土，块状秸构，土性紧吏，渗水不易。通层酸碱度7．0——7．5。因发育部位多在山

坡，水土流失鞍严重，今后应重视水土保持，艨提高土壤肥力。 ’

。 (2)黄肇土：发育地形部位较黑颦土低。野生植物生长稀疏。因接近山下，气温较

高，有机质分解，怏，氮、磷含量少，肥力较低，色晤黄，亩含速效氮1斤、磷6斤、钾180

斤，土性紧宪，渗水不良，耕作困难，石灰含量上高下低。宣施大粪、羊粪、圈肥等有机肥

料，加强伏秋翠地，增强保肥、保墒能力。适种舡麇子、黑糜子、小岁、薷萝。 ，

(3)黄土：发育在中山和下山地带，主要分布于山丹花店公础，肃南次之。一般士头

深厚，土质疏松性褊，以往惯施草堡灰，可提高地温i增强土壤中磷、钾含量，促进作物早

。熟。因耕作粗放，阳土层薄，仅有五寸左右。亩含速效氮6斤、磷6斤．钾130斤。

农民在黄土地上的耕作艇黢是： “要想庄稼长的好，勃辈歇地多锄草”， “今年浚歇

地，明年溲吃的。”因此，加深耕作层，伏翻曝晒，聍蓄水份是很重要的。适种作物为小

多、青谦、菜籽、豆类。

3．自肇土(族)：．发育在山旱地的下部。降雨少，日照长，有机质缺乏，肥力低，土色

淡，土壤干燥。

自龉土：位于邴莲山最下部，天祝的古浪，武威的强义及肃审等地均有分布。处于阳

坡，地形部位低，然灌溉条件，易受干旱威胁。生产特点是： “指佳发财，指不佳养家”；

随着年雨多少而决定产量岛低。土层厚2．5——3尺，有机质分解快，土性紧、耕性差。土

色多娶浅黄，下层带白色，粒状祜构。表土石灰含量高，钾肥丰富，氮、磷缺：乏，酸碱度

7．5。适种早熟小步、孙豌豆、大萝。

=、蹇白±(类)： 一

主要分布乎天祝的土P鼍、大靖，灰为武威的古城．暖义一带。H照长，气温较高，荔受。

干旱威胁，天然植被稀疏；有机质分解快，加之历年施肥希足，土色淡。通种谷类作物。大

白土因分布部位及肥力的不同，可分为大自土、藕自土两藤：

1．大白土(族)：主要分布予山晕地坡角，由黄土性沛积——洪积母质发育而戍。耕作

％ 年限悠久，土质疏松，肥力高。用受耕作影晦不同，．÷可分为二种：

(1)大自土：分布于天观的大靖、大填、古淡、青家大山等地。耕作层7寸为自色壤

土，粒状秸构，根系分布虞，土性疏松而肥沃；下部为粘壤土，块状桔构，肥力低，’紧宪．

根系少。宜施诺粪，、牛粪等滚陡肥料。适种小萝．大多，麋谷、亩产可达500斤左右。

(2)黄自士：主要分布于武威的强义、古城、河东公杜沿山一带的阳坡。气候干燥，
‘有机质缺乏j土性紧，辫陛差。熟土层5寸左右，为淡黄色沙壤土，粒状秸构，石灰含鼍上
高。F低。应溧翻加厚耕作层；宜施因粪、猪粪，加强中耕松土，增强蔷水保墒能力，r适种莎

子、扁豆、糜子。产量在200斤以上。
、

。，2．褊自土(族)：发育在部位高，坡度大，气候干燥的低山磺。因耕作粗放，有机质很

．少，作物生丧鲁罚弱。

褊自_七；分布于武威前山及天祝等地。土头深厚，耕性良好。因坡度较徒，土质栅端h
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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