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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台 吉
刖 青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搞好土壤普查，

摸清土壤类型、分布规律、肥力状况和障碍因素，对于实现农、林、

牧合理布局，培养稳产高产农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是加速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在省、地、县的重视和领导下，我县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由钱樟炎副县长挂帅，县农牧局副局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杜耀

文同志具体负责，抽组农技干部二十三名，分外业、制图、化验三个

组，从一九八四年八月一一九八六年八月，历时两年，按要求完成了

预定的普查任务。通过普查，基本摸清了土壤资源、土壤类型、土壤

肥力及限制因素，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耕作、因土改良、因

土利用提供了依据。

这次土壤普查，是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

《修改意见》要求进行的。应用1：5万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以普查

耕地土壤为主，兼顾林、草地调查；以详查为主，配合路线调查。这

次普查共挖剖面1820个(主要剖面352个，检查剖面188个，定界剖面

1280个)，平均控制土壤面积1773亩。采集纸合样540个，农化分析

样1，154个，微量元素分析样90个，剖面分析样44个、163层。化验分

析项目为：有机质、金氮、全磷、速效磷、速效钾、代换量，碳酸

钙、pH、机械组成、容重等，共计7134个样次。

普查的成果主要有：编绘了县1：5万土壤图、土壤改良利用分

区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壤养分图4种，共计7份105幅，编写了静

宁县土壤志，共分五章，主要介绍了全县土壤类型、分布、形成、分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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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壤肥力状况和存在问题，并分区叙述了改良方向和改良措施等。

在整个土壤普查工作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省土壤

普查办公室张茂康副主任、省农业厅化验室王正之主任、省土地勘测

设计院张松科助理研究员、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蒋维新主任、地区农

科所黄世伟、张效勇助理研究员、地区农技站马法援助理研究员、黄

柔研实、泾Jll县农牧局薛培栋同志等都进行了指导帮助，在此，我们

表示深切的感谢!本志最后呈请蒋维新、张效勇、马法援三位助理研

究员审议修改，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省，地土查办公室组织省，地土查顾

问组成员，对我县土壤普查成果进行了鉴定验收，颁发了验收证书。

到会的同志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此，我们表示谢

意。会后，我们又及时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大量广，业务性又强，加之我们的技术力量

和经验不足，因此，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外业人员：

阎国钧 杜耀文

王四喜李发荣

康作栋 陈述宗

制图人员：

王四喜李发荣

王敏霞廖北华

化验人员：

参加本次土壤普查的人员

凡 科 李国强 张建宁 薛彦明 王守明

孙文博 马建国 赵多奎靳永星 王树录

陈焕康

孙文博 马建国 薛彦明 张建宁 李国强

邹振革 柴建龙 王敏霞 张建宁 李国强 廖北华 薛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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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礼

数据整理：

柴建龙 孙文博 张建宁 凡 科 阎国钧 廖北华 李发荣

马建国 王四喜李国强 杜耀文

本志执笔：

杜耀文

审稿修改：

蒋维新 张效勇 马法援 杜耀文

校 对：

王守明 张红梅杜耀文

静宁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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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地理位置

本县位于西北内陆的甘肃中部，地理座标为： 东经105。20 7—

106。06 7，北纬35。oo 7—35。507，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高度

在1340--2245米， 东北部和北部分别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隆德

县、西吉县接壤，东南部、南部与本省的庄浪县、秦安县毗邻，西部

与本省的通渭县、会宁县相接。南北长8 l公里，东西宽68．75公里，县

境界长408．12公里，总面积2 1 9I．78平方公里(折合3287673．09

亩)，全县辖29个乡和一个镇，395个村委会，2341个村小组，

67634个粳芦，

第二节社会经济

一九八四年底全县总人口为380404人，其中农业人口370385

人，占总入口的97％，农业劳动力158563人，占农业总人口的43％。

根据县农业区划报告，金县总土地面积3287673．09亩，总耕地面积

2607179．10亩，净耕地面积2069152．58亩，其中川地172693．83亩，

占净耕地面积的8％，山地1896458．75亩，占净耕地面积的92％。农

业人口人均占有净耕地5．6亩，劳均占有净耕地13亩。现有农业机械

总动力为70544马力，农用动力机械36838马力，大中小拖拉机拥有

量为：1745台／3 10 97马力，每万亩耕地拥有11台／l 50马力，农副产

品加工机械l 1 33台。全县共建成中小型水库I 3处，总库容达1 0624万立

方米，其中有效库容达6580万立方米，有效面积71267亩，塘坝52

注，本志基本情况采用1984年底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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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有效面积12598亩；改建新建干支渠道279条，长342．9公里，其中

衬砌渠道28条，长62．7公里；兴建机电提灌站568处，有效面积35340

亩；机电井653眼，有效面积10815亩；喷灌4处，有效面积107l亩；

建成人畜饮水工程2l处；水利工程控制灌溉面积1 78246．34亩，有效

灌溉面积166007亩，保灌面积136097亩；建成条梯田690545亩，其中

条田96524亩；梯田59402 l亩。化肥八四年施用量为1 3201吨，亩施

．1 7．2斤，农药施用量26221斤；大家畜年末存栏68574头，猪l 1．7T

口，．鸡29．9万只，羊2．5T只，兔14354只。
‘

建国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辛勤劳动，改善了

生产条件，调整了产业结构，推广了科学技术，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

高，1949一1984年，农业总产值由3176．52万元，增加至7儿7．09万

元，年递增2．3％，粮食总产由l 1873．01万斤，增加至236 94．22万

斤，年递增2．1％，油料总产1扫427．73万斤增加至958．75万斤，年递增

2．4％，大家畜存栏年递增1．4叻，生猪存栏年递增5．3％。尤其三中全

会以来，全县种草面积发展较快，种草面积已达309071亩。静宁县

粮、油、草生产典型年份列于表I一1、I一2。

第三节 自然成土因素

一、气 候

本县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属于中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过

渡类型。其特点是光能丰富，热量不足，干旱严重，灾害频繁。且由

于地形复杂，地势高低悬殊，具有明显的垂直差异。

1．太阳辐射：我县太阳总辐射量为1 29．205千卡／平方厘米，最

大值出现在六月份(15．388千卡／平方厘米)，占年总辐射量的

1 I．91％，平均每日在5 00卡／平方厘米以上， 最小值出现在十-：Yl份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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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粮油产量典型年份表
单位·亩、斤、万斤表I一1

＼项目 粮 食 油 料蕤 面 积 单产 总 产 面 积 单产 总 产

1949 1378000 86．2 11873．01 76400 56．0 427．73

1950 1347000 94．2 12693．62 69900 56．6 394．80

1952 1467100 101．9 14948．10 101200 50．0 506．17

1956 1497400 129．9 19461．oo 102100 65．3 666．00

1962 1376000 62．3 8572．64 45100 15．0 68．22

1965 1390900 123．7 17207．26 70500 71．2 502．30

1970 1339200 117．2 15703．84 72700 65．5 476．05

1975 1162004 168．1 20032．66 88599 64．7 573．49

1978 1149262 173．5 19937．57 96767 69．3 670．19

1980 1169028 175．0 20413．20 104447 80．0 836．58

1981 1166262 129．2 15061．74 116509 99．0 1153．67

1984 1154895 205．0 23694．22 123607 78．0 958．75

静宁县八四年种草情况表
表I一2。～_＼～： 种草面积(亩)

累计面积 309071

种草面积 140194当 年面积

累 计面积 52271

一、草木樨
38969当 年面积

累计面积 208443

二，苜 蓿
52868当 年面积

累 计面积 319

三，红豆草 319当年面积

四、禾 草 36016

五，其 它 草 12022

耕地种草 262136

种 草 中
46935三 荒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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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32千卡／平方厘米)，占年总辐射量的5．52叻，平均每日不到

250卡／平方厘米。生理辐射为63．31千卡／平方厘米，约占总辐射的

49％。各月太阳平均总辐射量列表于I一3。

2．日照：本县多数月份云量少，全年只有1 32．7天阴天，有利接

受较多的太阳辐射。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237．9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50％，最多月(六月)是245．84,时，日照百分率为57呖，最低月(十

月)是150．3小时，日照百分率为43％。≥0℃期间日照总时数为

1570．74"时，占年总量的69．2％，≥1 0℃期间日照总时数为1068．3

小时，占年总量的47．i呖，五至九月每天日照时数平均为6．7—7．4小

时。静宁县各月平均日照时数列于表I一4。

3．气温：全县年平均气温7．1℃， 由北至南为5．5—9．2℃，

≥0℃的积温2800--3400℃，≥l 0℃的积温2200--2800℃。 最热七

月，月平均气温l 9．6℃，最冷一月，月平均气温一7．0℃，年较差为

27℃，年极端最高气温33．9℃(1 966年6月20日)，年极端最低气温

一25．7℃(1 975年12月15日)。气温随海拔的升高，逐渐下降，形成

南暖北冷的纬向分布趋势，南部仁大川和北部原安乡山地相比， 年

平均气温相差3．7℃，≥o℃积温相差546℃，≥l O℃积温相差536℃，东

西径向变化不甚明显。县内气温高值区在南部的仁大、李店、治平川

区，海拔1600米以下，年平均气温8．o一9．2℃，≥0℃积温32 90—

3 530℃，≥1 0℃有效积温在258 l一28 1 6℃，低值区在北部三合、原

安、灵芝，四河和田堡山区，海拔1800米以上， 年均气温5．5—

5．8℃，≥0℃积温不足3000℃，≥lO℃积温2300℃左右。静宁县各

月平均气温、典型地区各月平均气温、典型地区平均积温列于表I一

5、I一6、I一7，图I—l。

4．地温和冻土：我县地面温度年均为9．8℃，比年均气温高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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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典型地区平均积温表
表1—7淡 ≥0℃ ≥10℃

地淑 初日 终日 天数 积温℃
初日 终日

B／其 日／月 日／月 日／月 天数 积温℃

南部仁大 1／3 23／11 278 3429 20／4 7／lO 171 2828

中部威戎 9／3 16／11 253 3211 27／4 2／lO 159 2614

北部原安 21／3 4／11 229 2883 lO／5 25／9 138 2294

西部四河 11／3 6／11 233 2895 lO／5 26／9 139 2345

东部曹务 13／3 8／11 236 2840 7／5 26／9 143 225l

置
图I—l 历年各月平均气温图

度

‘℃)

I 2 3 l 5 6 7 S 9 10 11 12 月份

2．7℃，最热七月，平均温度为23．7℃， 极端最高地温为67．6℃

(1985年7月4日)，最冷元月，平均温度为一5．8℃，极端最低温

度为--30．1℃(1 975年12月15日)。从零至20厘米的地温变化来看，

3—8月份随着深度增加地温逐渐降低，9—2月份随着深度的增加

地温逐渐升高。静宁县历年各月平均地温列于表I一8．

本县平均开始结冻日期为“月2日，最早为1o月6日，最晚儿月

·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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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解冻日期平均为4月4日，最早3月1 7日，最晚4月25日，最

大冻结深度为83厘米(1 968年2月l 7日至3月1 0日)，平均封冻期

150天，最长178天(1 972年)，最短1 1 7天(1 965年)。

5．降水：县内年平均降水量47 9．3毫米，最大值1 964年，降水为

6 90．4毫米，最小值1 97 1年，降水为228．5毫米。十年中有八年在400

毫米以上，而且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土壤质地的影响，降水量

时空变异率大，利用率小。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是：春季(3—5月)

8 1．6毫米，占年总降水量的1 7％；夏季(6—8月)257．6毫米， 占

53．6％；秋季(9一l 1月)1 32．4毫米，占37．2％；冬季(1 2—2月)

7．7毫米j占1．7％，降水量最多的是7、8，9三个月为292．9毫米，

占年总量的6 1．1％。农作物生长季内降水量80％的年份年降水可靠值

为360一403毫米，平均383毫米，夏作物生长季内(3—7月)实际

降水233．6毫米，可靠值为186．9毫米，秋作物(5—9月)生长季内

实际降水38 1．5毫米，可靠值为305．2毫米，表明县内降水仍然不足。

降水量的强度是：中雨(1o一25毫米)平均每年1 1次，大雨(25—50

毫米)平均每年3次，暴雨(≥50毫米)平均每年0．6次。7、8两

月大于1 o毫米强度的降水日数每年达9．5天，由于强度大，常形成径

流，带走泥土，冲刷地表。降水量的地域分布是：自东南向西北递

减，幅度在550--450毫米之间，东部曹务乡因受关山气候特征的影

响，年均降水量520毫米以上，干燥度0．9以下，以此延伸到古城、

石咀、后梁、雷大、李店、余湾、贾河、仁大、阳坡乡等南部地区在

500毫米以上，干燥度在0．9一l之间，西北部原安、三合、高界、红寺、

四河、田堡乡等地区在400毫米以下，干燥度在l以上。

6．其它：全年蒸发量146 9．2毫米，以春夏蒸发量最大；年均无

霜期l 33天，初霜9月30日，终霜5月1 3日。80％的保证率为120天，初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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