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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荒漠草原棕钙土的形成及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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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西部
,

草原地带逐渐过渡到荒漠地带
。

随着气候的逐渐干

旱和整个自然条件的变化
,

土壤 自东南向西北呈明显的地带性分布 晤栗钙土
、

淡栗钙土
、

荒漠草原棕钙土以及灰棕色荒漠土等
。

棕钙土的面积豹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 抖多
,

艳大部分是放牧地和荒地
,

很少进行耕种
。

所以研究棕钙土的形成过程
、

理化特性
、

肥力

特征
,

对今后的农业利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

文振旺等于 乡 年发表的
“内蒙古自治区土

壤地理区划
”
一文 

,

对内蒙荒漠草原棕钙土进行了初步研究
。

我佣的工作也可以锐是在

这个基础上的推擅
。

另外
,

我佣对于棕钙土的剖面性态及土壤形成因素之简的关系方面

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

据文振旺等 多 以及作者的稠查
,

内蒙荒漠草原棕钙土的分布主要在岛兰察布盟

北部和踢林郭勒盟西北部
、

河套西部
、

鄂尔多斯西部 伊盟西部并伸入宁夏东南部
、

巴查

淖尔盟东南部 贺兰山麓
。

棕钙土分布的界枝虽然各人的画法略有出入
,

但是总的范围

是比较接近的
。

这些地区雨量均在 一 毫米之简
,

它的北部 岛盟和踢盟 和南部

巴盟和伊盟 的气候有一些差别  
。

植物的具体粗成也不同
。

地貌和母质也各不相同
。

它们明显地表现出地区性的差异
,

这也使得土壤的发育和性盾具有省性和地区 性差 异
。

因此
,

我佣有必要对影响棕钙土形成的 自然条件和它的形成过程分别加以探尉
,

并且对它

佣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

一
、

内蒙北部荒漠草原棕钙土及其特性

荒漠草原棕钙土在内蒙北部主要分布于岛盟北部和踢盟西北部温都尔庙与赛汉塔拉

之简到百灵庙一拔以北地区
,

向西一直延伸到狠山北麓中右旗一带
,

北面与蒙古人民共和

国南部的荒漠草原地带相速接
。

这里的气候呈弦烈的大陆性
,

干旱
,

寒暑变化大 表现在

温度的年较差和 日较差比较大
。

但也受到高原地形的影响
,

气温比同律度的诲拔较低

的地方低一些
。

夏季最热月 月份 平均温度在 一 ℃ 左右
,

冬季最冷月 月份 平

均温度 自 一 , 一一 ℃
,

》 ℃ 的年积温很低
,

不过
,

℃ 左右
。

无霜期 一 沁

天左右
。

降水量在 一 毫米之简
。

雨量集中夏季
, 、 、

三个月占全年雨量的

左右
。

春季最大风速可以达到 乡一 米 秒
,

冬季和春季 月至 月 风速在 多弓米 秒

左右
。

年平均相对湿度仅 卯 左右
。

春季
、 、

月平均相对湿度仅为 一
。

从地厦构造来看
,

它是蒙古高原的南椽
。

因此
,

它的地貌比较接近蒙古高原
,

拔侮

, 米左右
,

高度 自阴山山麓到中蒙边境逐步倾斜
。

地表平坦而 略有援起伏
。

土壤母厦

作者对格拉卓夫斯卡娅教授 朋  ! 的 的指导表示榭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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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就地风化产物以及一部分古老的洪积物
。

复盖在土壤表面有一层稀疏的
、

大小不

等的砾瓦类似蒙古戈壁
,

而砾石的数量较戈壁砾幕为少
。

地下水合盐量不高
,

略合 歹

离子
,

一般属于淡水类型
。

这里常觅的植被为以戈壁弱茅 而  ! 和茵陈蓄 。

, 沉 ‘ 、

杨叶篙 户  
, 占优势的草原

。

也有中国隐子草
,

如 亡 对,
, 万

、

拔毛锦鸡儿
, 召窟‘ 。 二 勿 。。。 、

矮娜鸡儿 ‘盯

沙
, 户邓

、

冷篙 “ 万砂浮
、

三裂菊
、

 , 等植物  。 接

近地植物学的所销荒漠化草原类型
。

典型的荒漠草原棕钙土可以剖面 作为代表
。

剖面 采于集二核赛汉塔拉西北部

公里
,

是高原白争平坦部分
,

地表呈波状微起伏
。

母贯为古老拮晶岩的风化物
,

表层被粗

砾沉积物所复盖
。

植物以戈壁弱茅
、

杨叶篙
、

冷篙 叮, 沉 妙 为主
,

杂有觅唇

草仁
“ 。跳 。 ‘“ ,

等
。

复盖度豹 多
。

其剖面性态如下

一 厘米 灰棕带黄色砾厦砂续士
,

精构不明显
,

但略呈薄片状
,

干燥
,

松散
,

微有石灰反应
,

有植

物根系
。

一 厦米 凉色砂族上
,

夹有粗沙和风化碎砾
,

呈松散的团块状桔构
,

干燥
,

有石灰反应
,

向下层

的过渡不明显
。

魂。一 区米 灰棕色砂壤土
,

夹有风化碎砾和粗砂荆与 呈坚实的钙积层
,

石灰反应强烈
,

秧块

状桔构
,

土层上部有少舒植物根系
,

下部没有
。

 一 厘米 浅灰色砂壤土
,

夹有风化碎砾
,

坚突
,

小团块状桔构
,

石灰反应显著
。

一 厘米 踢灰色砂壤土夹有风化碎砾
,

有石灰反应
,

无桔构
。

本层形态已握接近成土母盾

—
古老精晶岩风化物

。

根据土壤机械分析的桔果 表
,

表土以栩砂所占比重最大
,

土层愈深
,

风化碎砾的

含量愈多
。

此外 在 卯一 厘米土层中 毫米的物理性粘粒合量较多
。

在典型荒

漠草原棕钙土 剖面 中
,

有机厦
、

巧 ,
和全氮的含量都比较低 表

。

钾的含量较高
。

在 一 厘米处有显著的钙积层
,

石膏在全剖面合量极少
,

没有石膏层
。

全剖面中的溶

性盐含量都很少 表
。

根据剖面 的分析拮果 表
,

全剖面中 的变异是不大的
,

三氧化二绍的百分

数在 一 厘米一层中降低较多
。

其原因还不很清楚
,

可能是土壤机械粗成变化的影

响
。

在土壤表层的合量较下面土层略高
,

可能是干旱地区土壤表层微弱的铁化现象

朋朋 的表现
。

关于荒漠地区土壤的族化现象 洛博娃在
《
苏联荒漠

我 典型棕抓土娜面加 的机械粗成

二 二 ‘ 。 、 粗 砂 与 石 砾 各 种 不 同 道 径 土 粒 含 量
‘

山属 伟 次 性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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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 H
.
米拉尼斯敌科

.
土粒含量百分数是按除去了粗砂和石砾以后箭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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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2 典型棕妈土倒面 39 )的某些化学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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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矛

典型棕钙土(副面 39 )水提取液中盐分分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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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4 典型棕钙土(刮面39) 的化学分析枯果(按灼姗后含, 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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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的土壤
》
(
1 9 6

0) 一书中已有比较深刻的阴述和解释
。

我们在下面举出内蒙荒漠草原棕钙土地带北部的另外几个剖面来和 剖 面 39 进行比

较
。

剖面 40 位于离剖面 39 仅 7米的微地形低洼处
,

敲地低于剖面 39 豹 20 厘米
,

植物和

剖面 39 相似
,

唯茵陈篙较多
,

植被复盖度较密豹 30 务弱
。

其剖面性态如下:

。一斗厘米 灰棕色拯壤土夹极少量栩砾
,

表层松而呈薄的夏片状精构
,

有孔隙
,

干燥
,

无石灰反应
,

有不少植物根系穿过
。

4一24 厘米 棕色砂壤土夹少量袖砾
,

干燥
,
紧实

,

小稗块状桔构
,

土层下部植物根系密布
,

7 厘米

开始有 C
ac o 3 反应

。

24 一70 厘米 黄棕色翅壤土夹少量风化碎砾
,

Ga
c 0 3 积果非常显著

,

呈白斑
、

块状
、

假菌赫体等形

状
,

土层上部植物根多
,
紧实的秧柱状桔构

。

70 厘米以下 黄灰棕色砂土夹有大量风化碎砾
,

接近土壤母厦
。

根据剖面 40 的分析桔果
,

有机质含量在 。一4 厘米 处 为 1
.
61 务

,

10 一20 厘米处 为

1
.
86 另

,

知一60 厘米处为 1
.
03 并

。
c

ac
o

3

合量表层没有
,

50 一60 厘米处PlJ 达到 20外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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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兑
,

剖面 40 的基本性态接近剖面 39
,

但是 因所处地势较低
,

植被复盖较密
,

所

以有机盾含量较高
,

c
a

c O
3

从表层向下淋溶和在 50 一60 厘米处淀积的程度都比较显著
,

且土层更为坚实
。

剖面 41 位于温都尔庙以南二公里
,

地表起伏平援而略有倾斜
。

植物复盖度豹 30 %
,

植物以冷篙
、

茵陈篙
、

戈壁斜茅为主
,

并有胡枝子
、

紫云英
、

紫苑
、

扁穗鹅冠草
、

冤唇草等
。

母

震属于第三耙杠色岩层凤化物
。

剖面形态如下
:

。一5厘米 灰棕色砂壤土夹有砂砾
,

微有薄层状精构
,

松散
,

干燥
,

石灰反应很微弱
,

植物根系杖

密
。

5 一12 厘米 暗棕色
,

砾盾砂壤土
,
发育不良的块状精构

,

植物根系显然比表层较密
,

微湿润
,

有石

灰反应
。

1 5一25厘米
26一43厘米

斗3一90厘米

暗棕色秘壤土
,

夹有砾石
,

较紧突
,

湿润
,
团块状精构杖差

,

石灰反应杖明显
。

灰棕色砾质翅壤土
,

带有白斑
,

松散
,

澜
,
团块状精构

,

石灰反应显著
。

踢棕色带白斑
,

本层上部为中攘土
,

下部为砾厦袒攘土
,

澜
,

团块状精构
,

向下层过渡

的界拢不甚清楚
,

有显著的石灰反应
。

9 0一120 厘米 杠棕色重壤土
,

坚实
,

润
,

棣块状籍构
,

在精构体的表面有杠棕色胶膜
,

带有白色斑

点
,

石灰反应强烈
。

根据上述两个剖面(40
,

41 ) 的比较研究(表 5
,

6
)

,

并参考 1936 年梭颇等在张家 口以

北 30 0余公里所采的极淡栗钙土[41 的研究桔果
,

我们款为
:
剖面 41 虽然位于援坡上

,

但其

发育程度此较深
,

有机盾舍量较高
。

而且地表植被基本上接近干草原类型
,

草原植物的数

玻S 徐招 土 (创 面 41 ) 的 机械粗成

土土 层 深 度度 吸湿水水 粗 砂 与 石 砾 %%% 各 种 不 同 直 径 土 粒 含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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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7 2

。

2 555 4

.

6 111 1 8

。

9 000 3 6

.

5 999 1 4

。

0 000 5

.

3 111 5

.

7 000 1 9

.

5 000

999 0 一10000 5
.
1999 无无 0

.
3333 7

。

2 333 3

.

5 999 4

.

4 333 9

。

2 444 1 2

.

9 777 8

。

5 333 1 3

.

7 777 5 1

。

0 666

分析者气体 米拉尼斯欲科

农 6 棕挤土(例面 41) 的化学分析枯畏

土土 层层 吸吸 有有 K。

}

P。。 CO::: CaCO...CaSO---石膏中中 水 提 取 液 分 析
...

深深 度度 湿湿 机机 (毫克/10000 (% ))) (% ))) (% ))) 50 -------------------------------------------------------

(((厘来))) 水水 质质 克产))))))))) 含量量 H e o、
1
e l:
_

}

_
s
呢{
.e
尹尹 }M广1

Na+++
(((((% ))) (% ))))))))))) (% ))) ,一 (舜弃当早/

‘即 再再i土)))

000一555 1
.
1666 1

.
2555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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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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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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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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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6 1

.
5222 0

。

斗77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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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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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一1000 2
.
5666 1

。

6 666 未测测 未测测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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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2 未测测 未浏浏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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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6 l

。

0 55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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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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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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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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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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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1

.
744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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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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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8 0

。

5 555 未测测 未浏浏 未测测 未浏浏 未测测 未测测

3330一4000 2
.
3777 0

.
8888 未测测 未测测 5

.
2000 11

.
8222 0

。

2 444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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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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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44 ]

.

3 333 0

.

2 55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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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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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0 一7000 4
.
8111 未测测 未测测 未测测 4

。

8 000 1 0

。

9 111 未浏浏 未浏浏 未测测 未测测 未测测 未浏浏 未测测 未测测

9990一10000 5
。

1 999 未测测 未测测 未测测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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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9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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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000 0
.
6 33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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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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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44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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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C O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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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著增多
,

较之剖面 39 更接近淡栗钙土
。

文振旺等在温都尔庙地区平坦的砾盾侵触面

上所采的剖面 (被称为砾盾典型暗棕钙土的 n 卜007 号剖面 )及百灵庙以北 2, 公里平坦

戈壁侵触面上的剖面 n r勺26 腐殖厦含量均在 2务左右或以上
。

因此可以孰为剖面 41 具

有棕钙土和淡栗钙土两个地带之简过渡的类型的特点
。

至于梭颇等所采的极淡栗钙土
,

lllJ 与典型的棕钙土(剖面 39 )相似
。

剖而 39 和其他有关剖面在腐殖厦层的中部郎 A ;
‘

层几乎都出现了比较解 明 的 棕 色

层
。

根据文献 (B
.
B
.
波雷带夫 192 6t,

1,
H

.

八
.
别斯巴洛夫 19 51 [61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东南部荒漠草原土地带棕钙土中同样地也存在着这样的棕色土层
。

M

.

A

.

格拉卓夫斯

卡娅 (19 , s) 根据梭颇等所采剖面的分析拮果所显示的粘粒在 A ;
‘

层中舍量 略多和 R
ZO 3

在剖面的分布款为棕色层是矿物质就地分解
,

郎凌积粘化作用的拮果
。

为了脸征 M
·

A.

格拉卓夫斯卡娅的推断是否正确
,

也为了了解粘土矿物的祖成
,

我俨进行了差热分析
,

对

剖面 39 的上层和下层的粘土矿物进行了鉴定
。

95 0

.
C

玻 7 棕钙土(副面 3, ) 粘拉 (< 0
.
00 1猫米)中

的钾翻含t
.

30一4 0倾米

土 层 深 度
(厘米)

~ 70 一80 腻米

30一斗0

7 0一80

}
K刃

卜
-
掌牛一

1
夕

·

u 吕

}
“

·

5 3

N
a

,
O

( % )

0

.

4 5 8

0

.

2 5 3

曰. . . . . .. . . . . . . . .

* 目刁
J
卜石皇心k 里为二毖卜命肋 心 了

火妈先 歌测

’

1 的
“

C

图 l 典型棕钙土(剖面 39)差热曲枝

(分析者
:作者;鉴定者: H

.
N
.
高尔布甜夫)

根据差热分析的侧定精果
,

剖面 39 上部层次的粘土矿物差热曲拔和下部层次的粘土

矿物差热曲核非常接近
,

都以水云母(伊利石)为主
。

这为土壤矿物形成的嫂积粘化作用

的解释提供了征据
。

二
、

内蒙古南部荒漠草原棕钙土形成的自然条件及其特性

内蒙荒漠草原带的南部主要是鄂尔多斯西部和巴彦淖尔盟系南部(贺兰山麓)
,

西接

阿拉善旗荒漠
,

它的平均温度较荒漠草原带的北部为高
。

气候的大陆性也比北部更加显

著
。

夏季最热月的平均温度在 22 一24℃ 左右
。

冬季最冷月 ( 1月份)平均温度 自一7一

一 12℃
。

》 10℃ 的积温可达 3
,
0 0 0 ℃

,

无霜期 1知 天至 18 0 天左右
。

而降水量仅 1卯 毫

米左右
。

春季风速仅 4 米/秒左右
,

比较北部要小得多
。

从地厦构造来看
,

鄂尔多斯是完整的地台
,

扳海 1, 500 米左右
,

地表平坦而略有援起

伏
。

成土母质主要是第三耙沉积物和一部分第四耙沉积物
,

爵多地方地表复盖 着流动

沙
,

并形成相当大面积的沙漠
,

如康布齐
、

毛岛素等
。

由于蒸发量高
,

地下水含盐量一般

比北部为高
,

局部地区含盐量是比较多的
。

常兄植物除戈壁斜茅
、

冷篙和爵多沙性植物

如砂生羽茅 (s
ti户: gl are o , a

)

、

砂芦草 (A梦
。户y ro 。 , on

笋t’c
a
)
、

糙隐子草 (Cl
ei, t o g e n e r

rq
“

~

)
、

棘豆 (o
二y tr o p 行 a‘砂刃l

召
)

、

西藏锦鸡儿 (山阳g
召
二 ti加tt’。) 以外

,

尚 可见

到一部分比较更加旱生的植物 如 蒙古猪 毛菜 (S
alsola P。,

er i n a
)

、

芽猪毛 菜 (s
alsol“

犷二atca
。)

、

矮锦鸡儿
、

鬼箭锦维儿 (ca
ra
护

。a
i
u b a ta )

、

白刺 (N itra
ria , e五。云。r i

)

、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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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z
ygo
琳y“

, 二 :
。话

。
却坛二) 等

。

此外
,

灌木和荒漠成分的植物也大量增加
,

地植物类

型接近所稍
“
草原化荒漠 ,’o

这里的土壤形成因素和北部虽然存在着共同的特点
,

但是也有很大的差glJ
。

因此
,

在

这样独特的 自然条件下所形成的棕钙土的性厦也显然有其特点的
。

剖面31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部
,

内蒙古与宁夏交界处不远
。

它对于这地区的棕

钙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

剖面位于微起伏的援坡
。

拔海 1, 3 50 米
。

地势起伏平援
。

母厦

为均匀的第 四耙砂盾黄土状物厦
。

植物主要有甘草 (‘勿印。五纽
a “

ra le ,
价)

、

针茅 (sti 扣

梦an“s)
、

路鸵蓬 (P
己g a o u , , ￡岁zz

as介“二)
、

白羊草 (B
ot人‘o比zoa 行

c‘a 。, u m )
、

兴 安

胡枝子 (肠
sp“。二。 己动 , ‘ca )

、

篙子 (注
, t 。, is i a or‘而

ca)
、

小黄菊
·

(
Ta

o a

ce

t “二 f邝ti
·

邝lo ru 。)
、

猪毛菜 (命lto la 岁。m

~

,
) 等

。

剖面31 的性态描述如下 :

。一26 厦米 浅灰棕色砂壤土
,

以袖砂为主
,

桔持松散
,

无籍构
,

土层微消
,

石灰反应微弱
,

有植物根

系
,

过渡到下层不明显
。

27 一58 厘米 棕色翅壤土
,

桔持松散
,

呈团块状桔构
,

上部植物根系杖密
,

石灰反应强烈
,

30 一50

厘米处出现动物穴
,

大都被土填满
,

士层微澜
。

”一80 厘米 踢灰棕色袒壤土
,

坚实
,

澜
,

核块抉精构
,

碳酸钙呈白色斑点
,

石灰反应强烈
。

81 一150 厘米 灰棕色砂壤土
,

坚实
,

核块状精构
,

碳酸钙呈白斑状
,

石灰反应显著
,
出现微小的石

膏斑点
,

向下层仗渡的界粉很清楚
,

弯曲如舌状
。

1 5 1一17。厘米以下 黄棕色
嵘

厦簧土状成土母盾
,

卿
为袖砂

,

桔持松毓有石灰反应
。

由上述机械祖成和某些化学成分的分析拮果(表 8
,

9
) 可以看 出

,

剖面 31 的表层以栩

砂为主
,

舍砾极少;而 30 厘米以下AlJ 为砂壤厦
。

表层有机厦含量很少甚至低于 1多
,

全氮

不过 0. 04 务:左右
。

30 一40 厘米的层次合碳酸钙最高
,

并有少量石膏出现在剖面的下部
。

我8 徐绍土(俐面 31) 的帆械粗成

土土 层 深 度度 吸湿水水 粗 砂 与 石 砾 %%% 各 种 不 同 直 径 士 粒 含 量 %%%

(((厘米))) (% )))))))))))))))))))))))))))))))))))))))))))))))))))))))))))))))))))))))))))))))))))))))))))))))
>>>>>>> 1000 10一555 5一222 2一111 1

.
0000 0

.
2,, 0

.
0555 0

.
0 111 0

.
00555 < 0

.
00 111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一0
.
2555 一0

。

0
555 一0

。

0 111 一0
.
00555一0

.
00111 (落米)))

(((((((((((((((毫来))) (毫来))) (毫米))) (毫米))) (毫来)))))

000一1000 0
.
8000 无无 无无 0

.
7555 1

,

斗555 1
.
9 888 6 7

。

7 777 1 3

。

8 999 2

.

0 000 弓
.
3 777 9

。

9 999

333 0 一斗000 1
.
4 000 0

.
斗少少 0

.
5555 0

.
7111 1

。

6 111 1

。

4 888 3 7

.

7
777

1 1

。

2 222 7

.

3 555 1 3

。

2 111 2 8

。

9 777

888 5 一9555 1
。

1 888 无无 0
.
2777 l

。

6 000 2

.

1 555 6

。

峪444 4 0
.
3 999 1 7

.
8 000 8

.
4 000 8

.
7 999 18

.
1888

111 5 0一16000 1
。

0 555 无无 无无 0
。

2 777 0

.

7 222 6

.

7 444 5 6

。

弓666 1 1
.
8999 3

.
2 666 8

.
6 333 17

.
1222

分析者: H
.
米拉尼斯数科

农 , 棕妈土倒面 31) 的某些化学成份分析桔泉

土土层深度度 有机质质 C环环 CaC Oaaa 全 氮氮 K ,
OOO

1

。,

、、 CaSO --- 石膏中 50
‘‘

弋弋尾米))) (% ))) (% ))) (% ))) (% ))) (毫克
/lll
}

。克土,, ( %))) 含 量量
(((((((((((((((((((% )))

000一1000 0
。

6 444 2

。

1 666 4

。

9 111 0

.

0 4 222 2 0

.

0 000 痕 迹迹 未 测测 未 测测

1110一2000 0
.
8555 5

.
1222 11

.
6333 0

。

0 4 444 6

.

0 000 痕 迹迹 未 测测 未 测测

3330一4000 0
.
5333 8,

6 000 1 9

。

5 444 0

.

0 3 666 4

.

5 000 痕 迹迹 0
.
5222 D

。

3 777

888 5一9555 0
.
3000 5

.
9000 13

。

4 111 未 测测 未 测测 未 测测 0
.
2777 0

.
1999

11130一l斗000 未 侧侧 3
.
1000 7。 0 555 未 测测 未 测测 未 测测 未 测测 未 测测

11150一16000 未 测测 3
.
5000 7

。

9 666 未 测测 未 测测 未 测测 0
。

4 333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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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1 1 靛明剖面 31 所合可溶盐很少
,

有不甚显著的粘粒移动现象
,

A1

2
o

3

舍量在

30 一40 厘米土层中显著增加
,

硅绍铁分子比在剖面中的变化较大
。

棕钙土 (剖面 31) 水提取液中盐分分析枯.

士层深度
(厘米)

0一10

30一斗0

8 5一95

150一160

吸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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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犷
H eo ;

{
el一

1
5 0

:
I

e

尹 I M了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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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竺匕}

—0。 5 8 1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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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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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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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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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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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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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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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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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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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几妥一飞下石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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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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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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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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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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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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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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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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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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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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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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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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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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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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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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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0

}

”
·

5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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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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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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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1 徐招土(例面31) 化学分析枯. (按灼幼后含. 针茸)

土土层深度度 吸湿水水 灼烧揖耗耗 510 ,,
R

,
O

aaa

其 中 包 括括 P:0 ... C aooo M gooo 510 ::: 510 ,,

((( 厘米))) (% ))) (% ))) (% ))) (% ))))))))))))))))))))) (% ))) (% ))) (% )))))))))))))))))))))))
FFFFFFFFFFFFF e ,

O
aaa

A I
,
O

aaaaaaaaa
A I

:
O
吕吕

R
,
0

...

((((((((((((( % ))) ( % )))))))))))))

000一1000 0
.
5111 3

.
9777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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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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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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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5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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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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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77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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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22

111 0 一2000 0
.
788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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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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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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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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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44 9

.

2 斗斗 1
.
9 777 9

.
4333 7

.
9 999

333 0一4000 l
。

1 999 1 1

.

8 888 6 0

.

2 777 1 6

.

4 000 3

.

斗555 12
。

9 555 0

.

0 777 1 5

.

4 222 l

。

0 111 7

.

9 000 6

.

7 555

888 5 一9555 l
。

0 666 8

.

4 999 7 0

.

5 777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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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444 10
。

4 6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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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77 9

.

9 555 1

.

5 666 1 1

。

3 333 9

.

8 777

111 5 0 一16000 0
.
8888 斗

.
9 444 7 7

.
4 666 12

.
7 111 2

.
3 嘴嘴 10

。

夕夕 0
.
0333 5

.
3555 1

.
0666 12

。

6
777

1 1

.

0 777

此外
,

剖面 31 和同一地区的棕钙土吝七苗 33 的差热曲核靓明它们的粘土矿物粗成(图

2 ) 除以水云母为主外
,

还参杂少爵豢脱石
。

这些情况和剖面 39 有所不同
,

.

可能 是 由于
迁撇母厦不同 (黄土状母厦和舌老拮晶岩风

化物)和内蒙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
。

把剖面 31 与位于鄂尔多斯西北 部卓 资

山山麓平原碱柜地区的棕钙土剖 面 37 和文

振旺采的剖面 (fl r
一0 4 2

) (位于鄂尔多斯中

西部鄂托克旗跌盖苏木以东 15 里) 作一比

较
,

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西部棕钙土的一些特点
。

2 0 一3 0厘术

20 一3 0厘米

100
.C

图 2 棕钙土(剖面 33 和剖面 31) 的差热曲撇

(分析者:作者;鉴定者: H
.
N
.
高尔布器夫)

·

剖面 37 发育于洪积物上
,

植物主要有 poga, “, 。￡g ollas‘r u m
,

C
a r a

g “n a m ‘Cr
O户人, l l a

汉211“m , o 刀g o li cu ,
,

s
a

l
s o

l
a s

P

. ,

T
a o a c e t ,‘

m
t万fij

u m 等
。

复盖度为 3 0务
。

(卜一11 厘米

11一22厘米

22一40 厘米
70一108厘米

黄棕色砂续土
,

松散
,

干燥
,

无籍构
,

表层有层状桔皮
,

有石灰反应
。

黄棕色砂砾层
,

无桔构
,

坚实
,

千燥
,

石灰反应强烈
。

暗棕色袖砂土
,

干燥
,

无籍构
,

石灰反应强烈
。

暗棕色砂壤土
,

千燥
,

无桔构
。

根据文振旺对剖面 n r一 0 42 的描述和分析拮果(1959)
,

其表层有机厦含量达 1
.
, 3多

,

全佩量达到 0
.
106 外

,
c

/
N 比率 8一9

,
C

aC
O

3

积聚在 35厘米到 夕。厘米这一层
。

机械粗

成全剖面均以袒壤质为主;粘粒含量以 30 一70 厘米这层最多
,

达 1, 务左右
。

可溶性盐合

量极少
。

在剖面下部略有石膏痕迹(表 12)
。

根据上述三个剖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

可以看

出剖面 37 更接近于荒漠土类型
。

而 n r一 04 2 有机厦舍量略多
,

全氮量较高
,

因此文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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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2 棕挤土 (剧面 37)的化学分析抽.

土层深度 I吸湿水}有机盾阳
aCO 司C as o

‘石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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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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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提 取 液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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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二上
-

阵阵}兰f二{里卜写牛{一
}
当竺缨牟与一“一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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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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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5

1

未测
}
未测

}
’7

只01 痕孙 }
。

·

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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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胜}
0·

翌}
0·

吧}
‘厂竺

“5一35 】
”

·

”5
}
。

·

5
2

1

2 2

·

2
8

}

未测
}
未测 】未侧 1

未测
{
未侧

1
未测

}
未侧

}
未绷

}
未侧

}未浏
”0一60 】

。
·

“2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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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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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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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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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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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0

{

6

·

2 5

{

‘
·

’9

}

。
·

“

资}
”

·

“6

{

6
·

犯

9。一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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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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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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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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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测 }

未测 …未测 {
未测

}
未测

}
未侧

}
未侧

{
未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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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4

1

未测 {
7

·

3 6

}

”
·

3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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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测 }未
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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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6 3

}

入 38 }
3

·

2 6

}

2

·

’9
1
3

·

“呼

*
无 C鸟

。

称之为暗棕钙土
。

而它俩的基本特征是与剖面 31 比较接近的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剖面

31 与剖面 n r
一 0

42 都有这样一种现象
,

郎粘粒在剖面上的分布以 B 和 Bc 层最高
,

郎与钙

积层相一致
。

靛明这一现象可能不是偶然的
,

而是一种地区性的发生特征
。

但其形成原

因nlJ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此外
,

河套平原西部的棕钙土的性态可以剖面 , 5 为例
,

剖面 5弓位于包头以西 80 公

里
,

由洪积物发育
,

植物为胡枝子
、

篙子
、

伏地肤等
。

复盖度豹 40 多
,

自表层起有盐酸反

应
。

其剖面性态如下
:

。一9 厘米 灰棕色砂壤土
,

坚突
,

干燥
,

小团块桔构
,

有植物根系
。

9一22 厘米 暗棕色砂壤土
,

坚突
,

干燥
,
团块状精构

。

22 一58 厘米 暗棕色袒壤土
,

坚实
,

干燥
,

棱柱状精构
,

但常分裂成小核块
。

5 8一82 厘米 棕色砂绒土
,

坚实
,

干燥
,

块状桔构
。

82 一120 厘米 跪棕色袒壤土
,

干燥
,

坚突
,

块状籍构
。

根据表 13 和表 14
,

河套平原和狠山山麓的棕钙土的性质和鄂尔多斯西部是比较接

近的
。

我 13 河亥平原中部棕抓土(剧面 55) 的分析桔果

吸 取 总 且
(毫克当量/10 。克土)

量
、产

盐%
了气

全土 层 深 度
(厘来)

PH
C aC 0 a

(% )

20测测测
一U,‘

99未未未
护代n甘一,nU
O

八Ud
‘

0

CU工j
..

…
,‘
3
12工f护呼

,且n
�n甘

…
只n八臼了

盾一
)一13测测测

机%一LL

(一未未未
有一

0一9

10一20

30一今0

6 0一70

90一100

8.0

7
。

7

0

.

0 4

0

.

0 6

0

.

0 5

0

。

0 8

0

.

0 7

班 14 河弃西部棕妈土的分析枯架
.

深深 度度 有机盾盾 全 盐 量量 C aC O aaa 深 度度 有 机 盾盾 全 盐 量量 C aC O ...

(((矍来))) (% ))) (% ))) (% ))) (厘来))) (% ))) (% ))) (% )))

000一1444 0
.
呼999 0

。

1 222 2

.

6 666

}

_

8 , 一‘, ““ 未测测 0
。

2 444 5

.

3 888

111 4 一3666 0
.
7777 0

.
1444 3

.
7444

{
“ u一‘“ooo 未测测 0

。

2 999 6

.

2 000

333 6 一6111 0
。

4 111 0

.

0 9 777 6

.

3 888

}

‘月0一‘“888 未测测 0
.
1000 5

.
6111

6661一8777 未测测 0
。

2 444 5

。

6 888

1

1 “8一20555 未测测 0
。

1 333 4

.

8 000

*

根据王遵亲同志在中后旗狠山山麓平原东部所采剖面的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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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内蒙棕钙土的共同特点和地区特点

内蒙地区的棕钙土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 (l) 和所有的草原土壤一样
,

土壤

的发生层次比较明显
,

虽然腐殖厦含量非常少
,

但腐殖厦层和钙积层可以比较清楚地划分

出来
。

(
2
) 土壤的表层常夹砾石

,

但其程度不及蒙古的戈壁棕钙土
。

(
3
)棕钙土的盾地一

般比较袒
,

以袒壤盾
、

砂壤厦和韧砂较为常兑
,

其中砂壤土尤为普遍
。

(
4
) 腐殖质层的厚度

一般为 15 一25 厘米
,

表层腐殖厦的含量在 0. 5一1
.
5务左右

。

腐殖厦含量最高的层次
,

常

不在最表层
,

而在 戊 层的下部(郎 A ;
,

层)
,

这一层常是没有拮构或者团块状构造很差的拮

构
。

(
5
) 钙积层分布的厚度一般自 30 一70 厘米

,

在内蒙北部钙积层所处的层位一般较低

(40 一7, 厘米)
,

而在鄂尔多斯或者河套4[J 一般较高(30 一60 厘米)
。

(
6
) 土壤含盐很少

,

虽

然在内蒙古境内地表舍盐量是一般自东向西增加
,

但甚至在鄂尔多斯西部典型的棕钙土

一般仍很少具有盐清化的现象
,

而碱化现象更少发现
,

这是内蒙棕钙土与新疆和中亚地区

棕钙土具有重大区别的一点
。

(
7
)在棕钙土剖面中

,

一般不合石膏
,

只有鄂尔多斯西部含

极少量石膏
。

这使内蒙的棕钙土与新疆和中亚地区棕钙土具有重大区别的另一点
。

( s)

土壤表层常有桔皮
,

但发育并不是琪好的
。

(
9
) 粘化过程极微弱

,

但在士壤上部有一些痕

迹
。

(
1
0) 内蒙棕钙土土壤的硅铭跌分子比一般在 6.7 一n

.2 左右
,

而棕钙土中粘粒的硅绍

敛分子此则在 2
.
7一3

.
1 左右

。

(
1
1) 根据差热分析法侧定枯果

,

内蒙棕钙土中粘土矿物以

水云母为主
,

有时参杂极少量漂脱石
。

(
1 2

) 内蒙棕钙土舍有极少量营养物厦
,

特别是氮顽

磷
。

内蒙北部的棕钙土和内蒙南部的棕钙土存在着下列主要的质和量上的差异
。

这里用

机械祖成基本上相同的两个剖面
,

39 和 31 来作此较(表 1弓)
。

表 1S 内旅北部及南部捺绍土的比较

剖 面 39 (集 二 校 赛 汉 塔 拉 附 近)
4今
.
S
O
N

(l ) 腐植盾含量 1
.
18 %

,

以表层的为最高

(刀 表层含钙极少
,

钙积层位于深度 50 一60 厘来

(3) 植物营养物厦含量很少(每百克土中 P
:
氏为2

.
34

毫克
,

含氮亦很少)

(勺 剖面下部无石膏

(5) 上部土层全量 F
e:o :豹在 2

.
47一2

.
70% 之简

(6) 全剖面土奥的硅铝铁分子比变动较小

剖面 ’‘(鄂尔多斯西
罄螃

与宁夏交界处附近)

腐殖质含量 0
.
85 %

,

以 10 一20 厘米土层中为最高

表层舍钙较多
,

钙积层位于30一叨厘米

植物营养物厦含量更少 (P
,
o
。
只有痕迹)

剖面下部有少量石膏

上部土层全量 F
e:0 ,

在 3
.
30一4

.
28% 之简

全剖面土褒的硅铝铁分子比变动较大

除此以外
,

同一地区不同机械粗成的棕钙土的性厦也存在着以下的差别
,

现以鄂尔多

斯西部三个剖面为例(表 16 )
。

从这个比较可以看出
,

土壤质地越袒
,

其所含腐殖厦和营养物盾的数量越少
,

而钙积

层的层位较低
。

拮皮和其他的情况也有所差异
。

因此
,

我们把不 同地区的土壤进行比较

时
,

应敲选择相同的机械祖成的剖面
,

作为比较的对象
,

特别是在干旱地区
,

土壤的机械祖

成不同
,

是导致其他基本性厦发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

总拮以上办析精果
,

可以帮助我俩获得以下拮萧
,

郎内蒙南部的荒漠草原棕钙土和内

菠北部的荒漠草原棕钙土具有相同的特点
,

它们属于一个土类
。

但就其土壤形成过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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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16 不 同班地 的徐钙土 的比 校

剖剖 面 55
{{{

剖 面 3111 剖 面 3777

(((翅奥质)
}}}

(砂奥盾))) (砂砾盾)))

(((l) 腐殖厦舍量 1
.
26%%%

}

腐
。

, 量 0
·

8 5

%

}}}}

腐
。
;量 。

·

3 2

%%%

(((

2

) 钙积层深度位于 30 一叨 厘米米

}

钙积层深度位于’0一‘”

酬
处

}}}}

“积层深度位于 25一60
默

处处
处处处

}
土哭无盐清燃象 }}}}土吸无盐食化况象象

(((3) 土盛无盐清化砚象象 }
在 斗0一50 厘米处有少齐石衡

}}}}
在 30一扣 厘米处可兄到石青青

(((勺 无石膏膏 l营养物质含量极少
,

但 K
,
0 的含量比}}}

{

营黝触
””

(((5 ) 营养物质含量未浏浏
}
较多些

,

豹为每百克土中有2”毫克
}}}}
表层有土吸苗皮带有层伏箱构构

(((6) 表层土缝桔皮不发达达
}
表层土缝拮皮不发达

{{{{{

看
,

前者的发育程度较浅
,

荒漠化的程度较深
,

这和当地水分
、

热量条件是完全符合的
。

这

不仅表现在各种土壤基本性质上
,

而且也明显地表现在硅绍跌分子比和土壤表层的氧化

铁舍量上
,

也就是土壤表层数化作用较张
。

分析内蒙北部和南部荒漠草原棕钙土的一些差异时
,

可以看出它俩是在不同的 自然

条件
,

特别是在一定的水热条件下产生的
。

这表现在土壤性态和土壤性质 (例如土层厚

度
、

腐殖盾含量和粗成
、

碳酸钙含量和层位
、

硅绍铁分子比
、

石膏层有无
、

氧化铁含量等等)

爵多方面
。

关于这个简题我们将在下面尉萧棕钙土分类周题时再加以研究
。

四
、

关于内获古棕钙土形成和分类的几个简魔

1.棕钙土和栗钙土的分类
,

是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简题
,

因为干草原是逐渐过渡到荒

漠草原的
,

往往界核不甚明显
,

而栗钙土和棕钙土的基本性质也存在着不少共同点
。

这种

争渝一道推疲了很久
,

苏联土壤学家别松带夫 (A
.
H
.
反3co Ho B) 1夕2 6 年在苏联土壤学

杂志发表了
“
棕钙土是否存在?

”
一文[7] 曹根据棕钙土和淡栗钙土性厦比较站比以主张把欧

亚大陆荒漠草原棕钙土合并入淡栗钙土
。

H

.

Jl

.

格拉西莫夫[s] 等曹握同意过他的观点
。

另外
,

一些学者Bl] 主张合并入灰钙土
,

称之为微量碳酸盐灰钙土(指表层 ca c 0
3
有淋溶现

象)
,

M

.

A

.

格拉卓夫斯卡娅[0]曹同意过这种观点
。

但由于大量的干旱区土壤研究具体

查料的出现
,

直到 1946 年才停业争箫重新肯定棕钙土是一个独立的地带性土类
。

A

.

H

.

罗耸带夫[10 1曾对此争萧进行过尉渝
。

我们根据内蒙古地区栗钙土和棕钙土研究的大量查

料孰为棕钙土是反映一定的客观存在的荒漠草原地带的地带性土壤
,

是一个独立的土类
,

它和淡栗钙土之简在基本性厦方面存在着比校大的厦的和量的差异
,

棕钙土反映了某些
荒漠土壤的特征

,

它实际上是草原土和荒漠土之简的过掩性土壤(兑表 17)
。

孩 17 内旅淡某翻土和旅解土之圈荃本性熨的比校
*

土类名称
腐植质含量
(% ) c/x }

”
悲辱

位
{
粘土矿物 粘化作用 铁化作用

5 1伍
R ,

0
.

( 土奥)

510 ,

R
*
0

.

(粘粒)

水云母 (伊l剖面中部粘化
栗 钙 土 2一3

.
5 10一12 斗0一60 利石)为主

,

参杂豢脱石
一般不显著 无资料 5

。

5 一9 2
.
4一2

.
8

棕 钙 土 0
.
5一1

.
8 } 6一9 30一50

水云母占艳
对优势

剖面中上部有!表层有跌化
微弱粘化现象}作用迹象

6
.
7小11 2

.
7一3

.
1

本表根据文振旺等(1959)和作者自己的查料编成
,

栗钙土粘粒的:si 伪/R刃
:系根据王振权的资料(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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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关于棕钙土腐殖盾含量总的趋势虽然自上向下递减

,

但腐脑质舍从最
.飞石的肤次常

在深度 , 一10 厘米或 10 一15 厘米处
。

这种情况 B
.
B
.
波雷带夫早在 1926 年在策舌考察

时已握衬输过
,

他 凯为这是埋藏作用的桔果(如我国黄土高原理藏上那样)
。

在文振旺的

著作中也歌到过这个阴题
。
我佣孰为这种现象的发生

,

可能 由于下列三种原因
:
(l) 由于

上述的埋藏作甩的拮果;(z) 由于异常干燥的气候条件
,

表层的有机物厦分解极其迅速
,

易

于矿物厦化
,

而 A ;
,

及 A ;’’等层次的水热条件比较有利于保存腐殖盾 ; (3)某些资料表明
,

虽然表层可溶性腐殖质的含量不大
,

但是它佣此较下面层次的为高
。

这有可能与表层中

所合一价的 K 和 N
a
离子被多有关

,

它佣影响土壤胶体并促使腐殖厦形成比较活动 的 有

机一矿物胶体而使腐殖厦自表层移动至 乡一10 一巧厘米的层次
。

根据我俩野外观察和室内研究的查料凯为
,

第一种情况在棕钙土地区来靓是比较偶

然的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
,

也可能是同时起作用
。

3

.

在鄂尔多斯等地
,

常可遇到第三耙座积的杠色砂真岩
,

屯俩常成为现代土壤的母

岩
。

此外
,

古土壤剖面一般石灰性反应很张
,

这可能是和过去的气候有关系
。

但它俩并没

有盐清化
。

这些凌积的第三耙杠色岩层对于现代土壤的形成和性厦有值接的影响
。

4

.

内蒙典型的荒漠草原棕钙土很少盐化
,

而碱化现象更为罕兄
。

地下水的矿化现象

也比较弱
,

这和苏联滨里海低地和哈窿克斯坦荒漠草原地带棕钙土普遍存在的弦烈的碱

化现象有着显著的不同
。

苏联土壤学家 M
·

H

.

彼尔兴娜 (n eP In “
a ,

19
5 6

) l1l] 欲为碱

化现象是栗钙土和棕钙土地带的地带性特征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

我俩凯为这是和古

地理条件有密切联系的
。

.

滨里海低地等地栗钙土的碱化现象是与多次的海浸海退以及海

退后的脱盐化过程有关
。

内蒙荒漠草原地带在其地质历史时期并没有握过这样一段聚盐

的过程
。

因此现在这里的棕钙土一般没有严重的碱化现象和更没有柱状碱土也是很 自然

的
。

我 18 内 旅 徐 挤 土 分 类 裹

亚 类 名 称 土 种 名 称

踢林郭勒二岛兰察布棕钙土省

普通徐钙土

表层砾盾棕钙土(准戈壁徐钙土)

下1
f.,少、l.t

表层砾质
一
碳酸盐棕钙土

盐化棕钙土
弦盐化
中盐化
弱盐化

鄂尔多斯棕钙土省

表层碳酸盐棕钙土

松砂质棕钙土

盐化棕钙土
弦盐化
中盐化
弱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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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从地植物学角度来看

,

内蒙荒漠草原地带北部的植被属于荒漠化草原类型[lz1
,

而它

的南部的植被AlJ 属于草原化荒漠类型
,

性厦上是不相同的
。

而从土壤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

它们都是荒漠带和草原带之简的过渡地带
—

荒漠草原棕钙土地带
。

根据前面爵多查料

的分析
,

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由刁勺衫成土壤的 自然因素的共同性和差异
,

因此
,

文振旺

曹把它们分为暗棕钙土和淡棕钙土不是没有根据的
。

但是
,

根据最近的土壤分类原AlJ 来

看
,

生壤地区性特征的差异不只是亚类的差异
,

而是所稠相性的差异
。

例如
,

黑钙土和栗

钙土两土类的东欧相
、

西亚相和远东相各具有不同的地区特征
,

拥有一些不同的亚类
。

因

此
,

我佣献为
,

考虑土壤分类系枕时
,

可以把内蒙荒漠草原棕钙土分为踢林郭勒一岛兰察布

棕钙土省和鄂尔多斯棕钙土省
,

下面再分为若干亚类
,

土种和亚种
。

似乎更加确切
。

6

.

根据上述看法和查料
,

我们款为内蒙棕钙土可以划分为二个土壤省
,

郎岛兰察布棕

钙土省和鄂尔多斯棕钙土省
,

在两个土壤省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棕钙土亚类(表 18 )
。

五
、

棕钙土的生产利用

在土地利用方面
,

内蒙荒漠草原棕钙土与新疆和中亚椽洲灌溉地区的灰钙土
,

以及我

国东北和 内蒙可以旱作的栗钙土有很大区别
。

有史以来
,

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

动的姆所
,

他们握营的生产也主要是放牧
。

一直到清代末叶光籍年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

略
,

满清政府因财政拮据才在鄂尔多斯等地开垦
。

但因土壤肥力很低(兑前面的查料)
,

采

取广种薄收的政策
,

农产品收获量也极低
。

因此
,

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一类型的土壤
,

使能

取得较好的握济效益
,

是从事农垦应加注意的简题
。

棕钙土的水分
、

盐分和营养物质含量不仅有其自已的特点
,

而且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密

切有关
。

平原
、

山麓
、

微高地
、

微低地等土壤肥力和水
、

盐状况都各有不同
。

前面所列各

项分析拮果表明
,

它俏一般缺乏磷
、

氮
,

仅在土壤表层含有一定数量的钾
。

而砾层与砂贯

的棕钙土所含的植物营养元素更低
,

几乎接近灰棕荒漠土 (根据 E
.
B
.
洛博娃的材料

,

1 9 6

0)t
13] 的含量

。

因此
,

有效利用棕钙土的先决条件是建立灌i既系枕和施肥措施
。

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改良利用荒漠提供了亘大的可能性
,

特别在黄河两岸有可能利用

灌溉
、

放淤等措施来改良土壤厦地和拮构
。

此外
,

开发各种地下水水源对于棕钙土的利用

也有很大意义和前途
。

至于施肥
,

我佣的看法是在干旱地 区开垦荒地
,

尤应重视有机肥

料的施用
,

因为有机肥料不仅在改善土壤桔构
、

保水性能以及提高肥力等方面能起良好作

用
,

而且对于加速生荒地的熟化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

根据苏联在哈窿克斯坦开垦生荒地

的握输
,

有机肥料(例如泥炭 )对于加速干旱区生荒地熟化过程的作用远超过化学肥料的

作用
。

除此以外
,

苏联在棕钙土地带的防护林带之简种植谷物获得较好收成的握嗽
,

以及

我国东北西部栗钙土区林粮简作的一些成功握验也可以在本区推广
。

由此可兑
,

棕钙土

区发展农牧业的途径是比较广朋的
。

然而
,

如果我们从长远和全面地来看棕钙土区的特点和利用阴艇
,

由于能够灌溉和施
肥的土地格究只占一小部分;而当地传扰的握营方式

,

畜牧业归根到底占主要地位
。

因此

土壤的研究工作也应配合草地握营和牧草的优盾丰产来进行
。

在选择当地牧草 品种来培

育时
,

不仅应考虑牧草养分的含量
,

也要考虑到是否能提高土壤的肥力
。

在这方面我们是

有静多工作可以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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