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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毛房素砂区中东部固定砂丘

土壤的发生发育及其利用

李 孝 芳
(北 京 大 学)

毛岛素砂区位于我国内蒙伊克昭盟南部
、

陕西北部和宁夏河东地区
。

研究地区属毛

扁素砂区中东部
,

为干草原淡栗钙土亚地带
。

理两年来的稠查
,

发现荻砂区中东部固定砂

丘成土条件的植被因素较复杂
,

除砂生植物外
,

还夹有草本成分
,

个别砂丘全部生长斜叶

灌丛
—

臭植
。

由于风积和风颤频繁
,

砂丘上的土壤不易保存完整的剖面
。

因此
,

土壤形

成中的时简因素也就起着 明显的作用
。

一
、

固定砂丘土壤的形成条件

本区气候具有明显的温带季风影响
。

年均温 8℃
, 1 月均温 一 10 ℃

,

7 月均温 2 斗℃
。

一般年降水量为 40 0 毫米
,

多雨年 60 0 毫米以上
,

少雨年仅 20 0 毫米
。

其中 7 0 沁 集中于

7
、

8
、

9 三个月
,

12
、

1
、

2 三个月降水不足 10 毫米
,

尤以 6 月最为干旱
。

不仅年变率大
,

而且相对湿度也低
,

平均仅达 60 多左右
。

因之其总的特点是
:
冬寒夏暖

,

日照较弦
,

寒暑

剧变
,

风大砂多
,

干湿交替
,

但干季甚长
。

稠查区在地貌上属鄂尔多斯高平原及其东南部洼地
,

地势 自西北 向东南逐 渐 降低
。

在高平原面上的中南部
,

又可分为梁滩平行排列的地貌单元
。

梁的高度 自西北的 1
,

5 0 。米

向东南降至 1
,

20 0 米
,

梁地系由下白望耙砂岩或夹有硅及碳酸钙拮核的第四耙 沉积物构

成
。

前者一般称为硬梁 ;后者称为软梁
。

梁简多滩地和湖泊
,

很少河流
。

只在砂区东南部

有数条流向东南
、

注入无定河的小溪
。

其上源多为大小不同的长条形滩地
。

滩地的地表

粗成物大部为全新就风积砂和冲积砂
。

上述各岩层和地表粗成物作为成土母厦的共同特征是具有显著的砂性
。

这些砂性母

盾在干燥多风的条件下
,

在本区形成各种类型的砂丘
。

其中固定砂丘所占面积较广
。

植

被覆盖度一般达 40 一60 %
,

高的可达 70 %
。

以砂生植物为主
,

其次有各种灌木和草类
。

固定砂丘上的植物草系可划分为以下几粗
:

1
.

油篙拿系
:
植物有油篙 (A

r te m is i召 o r d o s ic a
)

、

多帛稿儿 (c
a r a g a , a m i二户左, lla v a r

.

to m e n to , a

)
、

胡枝子 (L
。, 夕己d e 二a d a 左u r ic a

)
、

白草 (p
e , , i, e t“m fl

a

ccl’d u m )
、

隐子草 (C le i了t o -

g e n c , sq u , r o s a

)
、

紫苑 (A
s tc r a ltic o s

)
、

沙葱 (A lli“ m m o n g o lic “。)
、

砂棘豆 (O
x y tr o p e s is

Ps
a m m oc 人ar l’s )

、

远志 (Po lyg al
a te二if oli a) 和砂芦草 (A gr oP yr

口m m on go li ‘“ m ) 等
。

地表

有时尚有薄层的苔薛和地衣
。

这类拿系在梁坡
、

高滩地的固定砂丘上分布较广
。

2
.

麻黄拿系
:
植物有麻黄 (E 琳ed ra si 厉ca )

、

阿尔泰紫苑
、

沙芦草
、

猪毛菜 (sa ls ol
召

co lli 。 )
、

椽珠拿 (c肠、Po 成
u m 9 1二cu m ) 和柴胡 (B

“Pl 纽ru m :

动 i二翻sis )
。

在固定较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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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丘上也可晃到本氏斜茅 (孔iPa btt ng
ean a) 和短花斜茅 (st i沁 br o ifl or a)

。

这个拿系多

分布于梁顶或梁坡的固定砂丘上
。

3
.

冷篙拿系
:
构成这个拿系的植物有冷篙 (A

r te m 沉a
fri 沙浮

。

)
、

阿尔泰紫苑
、

达岛里

胡枝子
、

沙棘豆
、

沙葱 (A ll 琳m 。口

昭01 1‘。m ) 和少量的油篙和锦鸡儿
。

这类拿系不仅见于

高滩地
,

也常兑于梁坡及梁顶的老固定砂丘上
。

斗
.

臭相拿系
:
植物为臭植(J

“ni 娜
r “, s

动i。)
,

其中尚夹有蒙古晒(山
ryoP te ris m 口

鳍oli
-

‘。m )
。

林下草本有苔草 (Ca 二 sP
.

)
、

柴胡
、

山丹 (Lt’li “ m te nu ifoli
“

) 和黄精 (Po lygo
二
at u 。

、。ici lla 扭m ) 等
。

并且在林下也出现了大量的干草原成分
,

如冷篙
、

隐子草和沙芦草等
。

生长这类植物拿系的固定砂丘多分布在高滩地和梁坡上
。

二
、

砂 土 的 特性

由于土壤形成条件非常复杂
,

排水良好的固定砂丘上的土壤常形成不同发育程度和

不 同特性的剖面
。

本文仅就固定较长久
、

受风散或风积较少的剖面进行探尉
。

油篙
、

麻黄和冷篙拿系下的砂土 在这三类砂土中以油篙砂土分布最广
,

麻黄和冷篙

砂土分布面积较小
。

油篙砂土为兹区农牧业生产的基地
,

植被覆盖度大
。

其形态剖面描

述于下
:

油篙砂土
:
剖面 62

一 1完
,

位于内蒙伊盟岛审旗 巴晋什利东南 2. 5 公里
,

为平梁 琪部

的固定砂丘
。

海扳 1
,

4 12 米
,

坡度 斗“一5 “ ,

起伏和援
,

排水良好
。

母厦为凤积砂
。

植被以

油篙为主
,

其次有达岛里胡枝子
、

隐子草
、

阿尔泰紫苑等
。

6 2 一 1 5 2 1 )

0一 10 厘米
, A 湿润

,

表面为黑绿色薄层结皮
,

结皮下棕灰色砂壤土
,

弱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根多
,

少量细孔
,
弱石灰反应

,

向下层过渡的界限不清楚
。

10 一31 亘米
, A B 湿润

,

浅棕灰色
,

紧砂土
,

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根中量
,

弱至中等石灰反应
,

向

下层过渡界限不清楚
。

31 一 81 厘米
, B 稍湿润

,

踢棕灰色
,

紧砂土
,

块状结构
,

紧实
,

根少
,

少量细孔和根孔
,

极少量

小砾石 (< 3 毫米 )
,

弱石灰反应
,

向下层界不清楚
。

81 厘米以下 湿润
,

棕色
,

疏松砂粒
,

无结构
,

少量小砾
,

弱石灰反应
。

62 一巧 1 位于巴香什利正南 2 公里
,

属梁地背风坡固定砂地
。

植被与剖面 6 2 一1 , 2

的相同
,

只是由于过渡放牧
,

植被和土壤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故表层窝

殖质含量稍低
。

麻黄砂土
:
在稠查区内分布不广

,

呈小片零星出现
。

剖面 c 6 3 一3 0 采自内蒙伊 盟 岛

审旗岛审召公社北西豹 10 公里
。

剖面位于固定砂丘中部
。

植物除麻黄外
,

尚有冷篙
、

阿

尔泰紫苑
、

油篙
、

锦鸡儿
、

砂葱和狗尾草 (se ta 厅
。

t,i 厅di s) 等主 要附 属 种
。

覆 盖度 60 一

7 0 形
,

母厦为风积砂
。
目前不受地下水影响

。

C 6 3 一3 0

。一1 厘米 黄棕色
,

覆砂层
,

干
,

松散
。

l一 19 厘米 稍湿
,

暗灰棕色
,

砂壤
,

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植物根极多
,

向下层逐渐过渡
。

l) 此剖面于雨后次 日采集
,

故较湿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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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45 厘米 稍湿
,

灰棕色
,

细砂
一

砂壤
,

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多量植物根
,

向下层过渡不明

显
。

朽一 62 匣米 稍湿
,

晤灰棕色
,

细砂
,

松
,

弱块状结构
,
中量植物根

,

向下层过渡不明显
。

62 一 1 2 夕 厘米 稍湿
,

暗黄棕色
,

不明显的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根极少
,

向下层过渡不明显
。

1 2 夕一 1 80 厘米 稍湿
,

黄棕色
,

细砂
,

松
,

无结构
,

根极少
。

冷篙砂土
:
在稠查区分布不广

,

多分布在地势平坦的老固定砂丘上
。

当地称这类砂

丘为
“

科对
” ,

意郎此土甚肥
,

故多在
“

科对
”

上开荒
。

剖面 C 63
一 3多位于内蒙伊盟岛审旗岛审召公社东北 2. 多公里

。

植被有冷篙
,

附属植物

主要为阿尔泰紫苑
、

达岛里胡枝子
、

砂棘豆及少数油篙和锦稿儿
。

覆盖度 60 一70 多
,

母厦

为风积砂
,

目前不受地下水影响
。

C 6 3 一 3 5 1 )

0一8 厘米 稍湿润
,

棕灰色
,

砂壤
,

微现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根多量
,

中等石灰反应
,

向下层

拯渐过渡
。

8一 30 厘米 湿润
,

晤灰棕色
,

砂壤
,

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根多量
,

中等石灰反应
,

层界不清楚
。

30 一42 厘米 湿润
,

晤棕色略带灰色
,

砂壤
,

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根多
,

强石灰反应
,

层界清楚
。

们一 63 厘米 湿润
,

暗棕色
,

砂壤
,
略现块状结构

,

紧实
,

根中量
,

中等石灰反应
,

层界清楚
。

63 一 8 9 厘米 稍湿润
,

黄棕色
,

细砂
,
弱块状结构

,

松脆
,

根少量
,

弱石灰反应
,

向下层过渡较明

显
。

89 一 1 60 厘米 稍湿润
,

带绿色之黄棕色
,

细砂(比上层粗)
,

无根
,

无结构
,

松
,

无石灰反应
。

臭植砂土
:
分布面积次于油篙砂土

,

但较麻黄砂土和冷篙砂土分布面积广
。

这种土

壤十分肥沃
,

但开荒后很易变为流砂
。

臭相的覆盖度大
,

有时还有黄集和蒙古猪
。

林下草

本植物有黄精
、

山丹
、

莎草和柴胡及一些显域生境的草类
。

草本植物的覆盖度达 80 多
。

地

表尚有苔藤
、

地衣和地篷
,

形成四层植物层片
。

所以对砂丘的固定作用较大
。

所研究的臭

植砂土剖面位于内蒙伊盟岛审旗图克公社梅林庙大队
,

阿草免西北 斗公里岛尔免滩
,

为高

滩地固定砂丘
,

半水成性厦
,

剖面下部多湿溜
,

母厦为风积砂
。

6 3 一 6 3 1

0一 0
.

5

O
。

5一l
。

5

1
。

5一6

6一 1 6

1 6一3 4

3 4一6 1

6 1一9 6

9 6一 14 7

1 4 7一 1 8 0

厘米 未分解或半分解的残落物层
。

厘米 干
,

灰褐色砂壤
,

粒状结构
,

稍紧实
,

多量苔薛残落物
,

中度石灰反应
,

层界清

楚
。

厘米 稍湿润
,

灰揭色砂壤
,

粒状
一

块状结构
,

稍紧实
,

多量草根和臭相灌木根
,

中度

石灰反应
,

向下层逐渐过渡
。

厘米 稍湿润
,

浅灰棕色砂壤
,

碎块状结构
,

疏松
,

中量植物根
,

向下层逐渐过渡
。

厘米 稍湿润
,

浅黄棕色细砂
,

无结构
,

疏松
,

根中量
。

厘米 稍湿润
,

浅黄棕色细砂
,

偶见弱块状结构
,

疏松
,

有半分解根和臭拍根
,
向下层

拯渐社渡
。

厘米 稍湿润
,

浅黄棕色细砂
,

中量植物根
,

偶见弱块状结构
,

疏松
。

厘米 湿润
,

浅黄棕色细砂
,

少量植物根
,

极弱块状结构
,

疏松
。

匣米 湿润
,

浅黄棕色细砂
,

无根
,

无结构
,

疏松
。

1) 此剖面与 C 6 3 一3。系地理所沙漠室陈隆享及北大毕业生杨柳林所采
,

在此一井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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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态剖面和一般理化性质的分析上看 (表 1 和表 2 )
,

上述前三个剖 面具有共同的

下列特点
:
剖面 层次分化不明显

,

没有腐殖厦层和钙积层的分异
。

表层腐 殖 厦合量低
,

。
.

6一1
.

79 %
,

但腐殖厦层次较厚
,

豹达 20 一30 厘米
。

全剖面钙积层多不明显
,

碳酸盐舍

量也低
,

一般在 1一 2 % 之简
。

土体疏松
,

机械祖成多砂盾
,

仅表层为砂壤厦
,

物理粘粒及

粘粒的合量智低
,

前者表层在 6
.

4 7 % 至 10
.

2 5 多 之简 ; 后者表层 1
.

7 4一入05 多
。

在同一剖

面中其合量在上下各层变化不大
。

这些共同的特点与当地典型淡栗钙土相比 (表 1 和表

2 )
,

充分表明这些砂土发育尚在初期阶段
。

只有 c 6 3 一3 5 冷篙砂土在腐殖厦含量及 碳酸

钙合量上颇与当地典型淡栗钙土相似
,

特别是 C 6 3一 3 5 剖面中部 30 一42 厘米处有一钙积

层的雕形
,

碳酸钙合量达 1
.

67 界
,

为全剖 面合碳酸钙最高的层次
。

这点特征表明冷篙砂土

的发育更接近典型淡栗钙土
。

表 1 固定砂丘土壤割面的一般理化特性

剖剖 面 编 号号 土 壤 命 名名 发 生 层 次次 深 度度 碳酸钙含量量 腐植质含量量 P HHH

(((((((((厘 米))) (% ))) (% )))))

666 2 一1 5 111 砂质原始栗钙钙钙 0一888 0
.

5 888 0
。

6 999 7
.

222

土土土 (油篙砂砂砂 8一1 333 0
。

9 999 0
。

6 666 7
.

777

土土土))))) 1 3一 7 444 0
.

8 444 0
。

2 888 7
.

777

777777777斗以下下下 0
.

3弓弓 7
.

888

666 2 一 15 222 同 上上上 0一 1 000 O
。

4 666 0
。

8666 7
.

666

111111111 0一3 111 0
.

5斗斗 0
.

5222 7
.

555

333333333 1一 8 111 0
.

5 222 O
。

3 111 7
.

555

888888888 1以下下 0
.

5 111 O
。

1444 7
.

444

CCC 6 3 一3 000 砂质原始栗钙钙钙 1一1 999 0
.

7 999 1
.

0 555 8
。

000

土土土 (麻黄砂砂砂 1 9一4 555 0
。

8 111 0
。

8444 8 222

土土土))))) 4 5一 6 222 O
。

3 111 O
。

3 111 8
.

222

666666666 2一1 2 777 0
。

0 111 0
.

1 555 7
.

666

1111111112 7一1 8 000 0
。

0 000 0
.

0 000 7
。

444

CCC 6 3 一3 555 砂质淡栗钙土土土 0一888 l
。

0 999 1
.

7 999 8
。

222

(((((冷篙砂土))))) 8一3 000 1
.

七111 1
。

0 333 8
.

222

333333333 0一斗222 1
。

6 777 0
.

5 999 8
。

222

斗斗斗斗斗2一6 333 0
。

6 333 0
.

3 777 8
。

111

666666666 3一8 999 0
。

1666 0
.

1666 7
.

斗斗

888888888 9一 1 6000 0
.

0 000 0
。

0 000 7
。

222

666 3 一6 3 111 砂质变质栗钙钙钙 0
.

5一1
.

555 3
.

5 000 2
.

5 888 8
。

OOO

土土土 (臭植砂砂砂 1
.

,一666 3
。

3 888 2
。

6 333 8
。

111

土土土))))) 6一 1 666 0
.

4 555 l
。

3 222 7
.

888

111111111 6一3 444 0
。

0 00000 7
.

333

666 2 一0 0 222 典型淡栗钙土土 A
沙沙

0一 1000 1
.

7 000 1
.

5 777 7
.

555

(((((内蒙 伊 盟盟 A
‘矛矛

1 2一 1 999 3
。

8 000 1
。

1斗斗 7
.

555

乌乌乌审旗巴音音 BBB 3 3一4 444 17
.

9 000 0
.

7 666 7
.

777

什什什利大队硬硬 B CCC 5 4一6 444 19
。

8 000 0
。

2 111 7
.

888

梁梁梁地))) CCC 89以下下下下下

分析者 : 张养贞
、

孟宪玺
、

戴鸽彬
、

杨柳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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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固定砂丘土缀及典型淡栗钙土的机械粗成

土土壤编号名称称 层次次 采样深度度 各级颗粒所占的百分比 % (毫米 ))) 物理粘粘 质 地地

(((((((厘来))))))))))))))))))))))))))))))))))))))))))))))))))))))))))))))))) 粒含量量量
111111111一0

.

2弓弓 0
.

2 5一一 0
.

0 5一一 0
。

0 1一一 0
.

0 0 5一一 < 0
.

0 0 111 (% )))))
00000000000

.

0 555 0
.

0 111 0
.

0 0 555 0
。

0 0 111111111

666 2 一1 5 111 AAA 0一888 2
.

2 777 7 9
.

6 222 7
.

8666 1
.

5 000 1
.

7 000 7
.

0 555 1 0 2 555 砂壤土土

砂砂质原始粟钙土土 A BBB 8一 1333 2
.

6 999 8 1
.

6 000 7
.

3 333 0
.

5 333 l
。

9 000 5
.

9 555 8
。

3 888 紧砂土土
(((油篙砂土))))) 13一7 444 丘

.

2 444 82
.

5 111 呼
.

4 555 0
.

9 888 1
.

0 555 5
.

7 777 7
.

8 000
, , , , , ,,

666 2 一1 5 222 AAA 0一1 000 0
。

0 222 7 9
.

5 333 12
.

9 777 0
.

5 555 2
。

0 666 4 8 999 7
.

5 000 紧砂土土

砂砂质原始栗钙土土 乃
.

BBB 10一3 111 0
.

5 000 84
.

3 777 6
.

5 555 0
.

5 777 3
.

3 555 5
.

1444 9
。

0 66666

(((油篙砂土))))) 3 1一8 111 0
.

7 666 85
.

5 555 6
。

4 111 0
。

1 111 2
.

1777 5
.

2666 7
.

5斗斗斗

8888888 1以下下下 8 8
.

0 000 4
。

0 444 0
.

1 111 2
.

2 999 呼
。

8000 7
。

2 00000

CCC 6 3 一3 000 AAA 1一1 999 1 1
.

8 333 6 0
.

6 555 2 1
.

0 555 1
.

8 5
少少

2
。

8 888 1
.

7斗斗 6
.

斗777
, , , , , ,,

砂砂质原始栗钙土土 A B
‘‘

19一4 555 10
.

2 111 7 7
.

6 555 6
.

6 777 2
。

7 222 1
.

7 444 0
.

9 222 5
.

3 888 松砂土土
(((麻黄砂土))) A B

夕 ,,

4 5一6 222 巧
.

4 444 7斗
.

3 555 5
.

3 555 2
。

3 888 1
.

7 999 0
.

6 999 4
.

8 66666

BBBBB CCC 6 2一1 2 777 2 3
.

6 333 7 0
.

7 999 1
.

6 222 2
.

0 777 1
.

3 555 0
.

5 444 3
。

9 66666

CCCCCCC 12 7一1 8 000 4 7
.

3 444 4 7
.

9 666 2
。

0 222 0
.

9 444 1
。

2 111 0
.

5 333 2
.

6 88888

CCC 6 3一3 555 A
,,

0一888 1 3
.

1 888 5 8
.

4 111 2 0
。

6 999 1
.

6 666 2
.

8 777 3
.

1999 7
.

7 222 紧砂土土

砂砂质淡栗钙土土 A
, ,,

8一 3 000 1 4
。

9 999 6 7
.

8 777 1 0
.

2 ,, 2
.

3 777 2
.

4 666 2
.

0 666 6
。

8 999 松砂土土
(((冷篙砂土))) B

,,

3 0一 4 222 1 4
。

2 888 5 3
.

1 111 2 5
.

0 333 1
.

9 555 2
。

8 888 2
.

7 555 7
.

5 88888

BBBBB
‘...

斗2一 6 333 1 9
.

5 000 6 9
。

3 111 6
.

9 000 0
.

7 999 1
.

6 666 1
。

8 444 斗
.

2 99999

BBBBB CCC 6 3一 8999 2 5
.

6 222 69
.

5 111 2
.

0 999 1
.

0 555 0
。

9 111 0
.

8 222 2
.

7 88888

CCCCCCC 8 9一 1 6000 62
。

1333 3 5
.

3 000 1
.

5 999 0 4 111 0
.

5 333 0
。

0 444 0
.

9 88888

666 3 一6 3 111 A
矛矛

0一 1
.

555 6
.

0 000 4 0
.

3 111 4 2
。

2 111 4
.

2 111 3
.

0 000 4
.

2 777 1 1
。

4 888 砂嚷土土

砂砂质变质栗钙土土 A ““ 1
.

5一 666 6
.

7 555 4 4
。

4 888 3 2
.

5 333 8
.

4 888 3
.

5 888 4
。

1 888 1 6 2 444
, , , , , ,,

(((臭柏砂土))) A
“ 子子

6一 1666 19
。

3 555 59
.

0 777 10
.

3 555 5
.

0333 3
.

7222 2
.

4 888 1 1
.

2 333
, , , , , ,,

BBBBBBB 1 6一 3444 3 7
。

8 000 5 6
.

3 555 3
.

0 666 l
。

0333 0
.

5 444 1
。

2 222 2
.

7 999 松砂土土

CCCCCCC 3斗一 6 111 5 7
.

6 888 3 8
.

0 000 1
。

6 000 1
。

0444 0
.

5 000 0
。

2 888 1
.

8 22222

6666666 1一 9666 5 1
.

3 222 4 7
.

3 444 0
.

4 333 0
。

3 444 0
。

3 888 0
.

1 999 0
.

9 11111

9999999 6一 14 777 6 8
.

9 444 2 9
.

4 555 0
.

7 666 0
.

3333 0
.

3 888 0
.

1 444 0
.

8 55555

11111114 7一 1 8000 72
.

1444 2 5
.

4 000 0
。

9 444 0
。

6 888 0
.

7 222 0
。

1 222 1
.

5 22222

666 2 一0 0 222 A
口口

0一 1000 5
.

4 444 8 0
.

5 333 2
。

0 888 0
。

9 000 3
.

8 111 7
.

2 444 1 1
.

9 555 砂壤土土

典典型 淡 栗钙 土土 A
少‘‘

1 0一 1999 4
.

6 777 7 0
.

6 555 1 0
.

4 111 1
。

9 444 4
。

9 444 8
.

3 999 巧
.

2 777
, , , , , ,,

(((内蒙伊 盟 鸟鸟 BBB 3 3一4 444 3
。

0 111 6 9
.

0 333 1 1
,

2 111 3
.

5 666 4 6 222 8
.

5 777 1 6
.

7555 紧砂土土
审审旗 白银敖包))) CCC 5斗一6 444 1

。

0 999 8 3
.

5 888 6
.

1 444 0
。

4 000 3
.

7 222 5
.

0 777 9
。

199999

分析者 : 孟宪玺
、

张养贞
、

戴鸽彬
、

杨柳林
。

臭相砂土RlJ 剖面层次分化明显
,

腐殖厦合量 0
.

5一 6 厘米达 2. 6 务
, 6一16 厘米还 有

1
.

3 务
,

不仅比其他砂丘土壤的合量高
,

甚至还高于典型淡栗钙土
。

这不只是由于臭佰这

种斜叶灌木造成土壤具有森林土壤的性状
,

而且这个剖面还具有半水成土壤的性厦
,

地表

草甸植物和茂密的四层植物层片都促使腐殖质积累较多
。

臭相砂土碳酸钙合量相当高
,

但无钙积层
,

从表层向下碳酸钙的合量逐渐减少
。

机械

粗成与上述各砂丘土壤剖面相似
。

表 3 腐殖厦分析表明
,

油篙砂土
、

麻黄砂土和冷篙砂土的胡敏酸与富里酸含碳量之比

分别为 1
.

3 7 , 1. 2 9 和 1
.

1 8 。 科带诺娃曾指 出这个比值极具有代表性L10]
。

并且在她的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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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固定砂丘及典型淡栗翱土的土壤腐殖质分析

剖剖面编号和名称称 深 度度 层次次 土 壤壤 腐植质组成含量量 , 胡敏酸酸 占胡敏酸总碳量的的 残渣渣
(((((厘米))))) 总碳量量 (占土壤总碳量的% )))

1比气二二二益币甚云云
%%% 含碳碳

(((((((((% ))))))))))))))))))))))))))))))))))))))))))))))))))) 昌 生骂骂骂骂骂骂骂骂骂骂骂 (% )))

酸酸酸酸酸酸溶溶 游离的和非非 与钙结合合合 游离的和和 与钙结结 5 0
.

3 000

性性性性性性腐腐 硅酸盐形式式 的腐植质质质 非硅酸盐盐 合的胡胡胡
殖殖殖殖殖殖质质 的 R

:
O

:

结结结结 形 式 的的 敏 酸酸酸
合合合合合合合的腐植质质质质 R

:
O 。

结结结结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的胡敏敏敏敏

胡胡胡胡胡胡胡敏酸酸 富里酸酸 胡敏酸酸富里酸酸酸 酸酸酸酸

666 2 一1 5 222 0一1 000 AAA 0 5 000 斗
.

4 000 7
.

7 000 1 1
.

0 000 2 1
。

0 000 1 0
。

0 000 1
.

3 777 2 6
。

8 000 7 3
.

2 00000

砂砂质原始粟钙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4
.

6 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 6
。

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11110一3 111 A BBB 0

。

3 00000 2
.

7 000 1 9
。

0 000 1 4
.

牛444 19
.

0 000 0
.

5 000 14
。

0 000 8 6
.

0 000 4 2
.

9 77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6 111111111111111111111 1 1
。

1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 5 3
.

9 000CCC 6 3 一3 000 l一 1999 AAAAA 7
。

0 000 10
。

3 3333333 10
.

1 999 l
。

2 999 3 7
.

6 000 5 2
.

斗OOO 4 3
.

7 222

砂砂质原始栗钙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3 5
.

3 333
111119一4 多多 A BBB 0 4 999 6

.

4 000 9
.

9000 1 4
.

2 000 1 8
。

1 222 14
。

0 666 0
.

9 999 3 5
.

3 000 6 4
.

7 000 52
.

5 222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

1 0斗斗 8
.

5000 9
.

7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4
.

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50
.

0 333CCC 6 3 一3 555 0一 88888 0
.

6 000 4
。

3 00000 1 5 5 000 2 5
.

3 33333 l
。

1 888 2 7
.

7 333 7 2
.

2 777 4 7
.

8777

砂砂质淡粟钙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1
.

5000 8
.

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4
.

0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8888一3 000 A

,夕夕夕夕

6
.

6 111 1 2
.

1 444 9
.

7 333 14
.

6 444 0
.

7 777 3 1
。

9 444 6 8
。

0 66666

666 3 一6 3 111 0
.

5一 1
.

555 A
官官官官

1 5
.

8 888 1 4
。

1 44444 10
。

2 222 1
.

0 555 6 2
.

0 000 3 7
.

9 99999

砂砂质变质栗钙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11111

.

5一666 A
,’’

1
.

5 333 5
.

4 000 16
.

9999 2 0
.

5 444 7
.

5弓弓 7
.

0 555 0
。

8 999 6 9
.

2 333 3 0
.

7 6666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

1 777 2 3
.

1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66666一 1 666 A
少 ,,,

0
.

7 666 6
.

2 00000 5
.

2 444 5
.

9 444 4
.

斗444 0
。

6 222 6 5
.

2 888 3 4
.

7 222 5 5
.

3 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9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666 2 一0 0 2 *** 0一 1000 A
JJJJJ

4
。

斗111 2
.

4 11111 8
.

7 888 9
.

7 777 0
.

7 444 2 1
。

4 666 7 8
.

5 333 73
.

8000

典典型淡栗钙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3
.

0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11112一 1999 A

““
0

.

6666 6
.

9 222222222 1 1
.

5斗斗斗斗斗斗

分析者 : 杨柳林
、

孟宪玺
、

张养贞
。

分析方法: M
.

M
,

科诺诺娃 : “O p r
aH 朋ec Ko

e Be 坦ec TB O
no

q B bl ”

第七章矿质土壤腐植物质测定快

速法
,
2 2 8一2 3 4 页

,

莫斯科
,

19 6 3
。

*
这个剖面是比较能够代表毛鸟素沙区淡栗钙土的

。

这类土嚷表层经过长期的剥蚀
,

故其腐殖质

含量低
,

腐植质组成中胡敏酸与富里酸舍碳量之比小于一般淡栗钙土的
。

著作
“

土壤有机厦
”
一书中表 48 和表 51 所列出的栗钙土和淡栗钙土的这项比值为 0. 63 一

1
.

38 1川
。

此外
,

在胡敏酸与钙拮合的合碳量中油篙砂土和冷篙砂土都达到 7 3. 20 一7 2
.

2 7 %

和 86
.

00 一 6 8
.

06 务
,

与当地典型淡栗钙土大致近似
,

麻黄砂土的此项数值 为 卯
.

40 % 及
6 未 7 0 多

,

较典型淡栗钙土略偏低
。

但总的看来三类砂土的这个数值都比游离的胡敏酸的

含碳量高
。

在富里酸中与钙拮合的及游离的含碳量相差不大
均。

酸溶性腐殖质合碳量豹
斗%一8 多

。

不仅这三类砂土的腐殖物厦的祖成上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

而且它俩与当地典

型淡栗钙土也比较近似
。

臭相砂土的胡敏酸与富里酸含碳量之比表层大于 1
,

但与钙精合的分别为 9
.

7 3 % 和

1 0
.

22 多
,

远低于游离的胡敏酸 1 ,
.

88 % 和游离的富里酸 14
.

14 多
。

腐殖质粗成上的这一特

点不仅表现在第一层
,

第二和第三层也具同样情况
,

这与油篙砂土
、

麻黄砂土
、

冷篙砂土
,

甚至典型淡栗钙土的腐殖厦粗成都不相同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应归褚于这个士壤
的有机厦来源不同

。

土壤的有机厦的主要来源是臭植的枯枝落叶
,

这些斜叶形成的腐殖

厦精合能力较低
,

含碳少
,

而合氢氧较多
。

所以形成的腐殖质中与钙精合的胡敏酸反而少

于游离的胡敏酸
。

l) 乃指游离的和非硅酸盐形式的 取O :

结合的胡敏酸或富里酸
。

以下简称游离的胡敏酸或游离的富里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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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粒矿物的化学粗成和分子率的分析 (表 4 ) 表明
,

麻黄砂土和冷篙砂土两个剖 面所

合的 5 102 豹为 5 2
.

6 9一义
.

3 9 多
, A zZO3 为 2 4

.

1 , 一2 ,
.

弘 多
, F处03 9

.

6 7一1 0
.

9 斗多
。

它们的

分子率
,

无希是硅绍率
、

硅敛率或硅貂跌率也都很相似
。

可兑它俐的化学祖成和分子率的

层固变化都很小
。

这两个剖面的上述数值又颇似张家 口偏西的典型淡栗钙土
。

至于油篙

砂土各层简粘粒矿物的合量略有差别
,

表层 51 0 :

招
.

82 务
,

AI
2 0 3 2 2

.

1 7多
。 A B 层分别为

分
.

n 和 19
.

2 7多
。

这并非是由于粘粒在各层简有什么变化
。

根据野外观察
,

剖面 6 2一 152

0 一10 厘米这层可能是近期的覆砂层
,

并且在新沉积的砂上广布胡枝子豆科植物
‘〕。 这种

现象同样出现于剖面 62
一00 2 上

,

其 A’ 层 51 0 2

43
.

49 多
,

而 A’
‘

层 为 53
.

34 多
。

除去 51 0 2

在 10 厘米深度上下层简略有变化外
,

上述三个砂土剖面在粘粒矿物的化学粗成和分子率

数值上都与典型淡栗钙土十分近似
。

表 4 固定砂丘及典型淡栗钙土粘粒矿物化粗成和分子率

土土 壤 编 号号 深 度度 层次次 5 10
,,

A I
马
0 888 F e ,

0 555 R Z
O ,, 5 10 ,

/ A I: 0
::: 5 10

:

/ F
e :

0 。。 5 10
。

/ R
:
0 333

和和 名 称称 (厘米))))) (%))) (%))) (%))) (%)))))))))

666 2一 1 5222 0一 1000 AAA 4 3
.

8 222 2 2
.

1777 10
.

9 444 3 3
.

1 111 3
.

3 555 10
.

5666 2
.

5 555

砂砂质原始粟粟 1 0一3 111 A BBB 5 7
.

1 111 1 9
.

2 777 13
.

0 777 3 2
.

3斗斗 5
.

0 333 1 1
.

5 999 3
.

5 111

钙钙土土 3 1一 8 111 BBB 5 7
.

0333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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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 : 戴鹊彬
。

*
引自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编 : 中国土嚷区划(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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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0
,
1 9多9

。

但是 si q 在臭相砂土剖面中变化甚大
,

在 0. 5一L S 厘米层次出现了特高的含量
,

竟

达 6 7
.

59 多 ;但在 1
.

5 厘米以下又与上述砂土及典型淡栗钙土相似
。

由于 51 0 2

有这样突然

增高的现象
,

因此 510 2

/ A 12o 3 、 5 10 2

/ F
e ZO 3

及 5 10 2

/ R
Zo 3 自然要偏高些

。

这个 0
.

5一 1
.

5 厘

米层次实际是与地表苔藤层紧密拮合
,

形成了一个 0. 5 厘米厚的拮壳
。

苔薛下边土壤中

合有大量已分解的苔藤夔体
,

呈粘粒状
。

表 5 的分析表明苔藤中合大量的 Si q
,

因之造成

l) 剖面 6 2 一巧 2 。一 10 厘米层在腐植物质组成上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

参阅表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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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粘粒中 51 0 :

舍量特别高
。

表 5 臭格固定砂丘的全要植物灰分分析 (占植物干重 % )

植 物 名 称 } 植物部分 灰 分 A l
o
O

吕
F e Z

O 3

八兮,JA
胜

2
nU,10口厂曰

.

⋯
nUCUC曰件山,J�/JI丹万一.3枝叶根臭 柏

苔 聋

4
。

4 8

1 4
.

5 2

3 9
。

3 9

5 1
0 ”

0
.

8 8

1
.

7 3

8
.

8 6

3 0
.

7 0

根据以上尉渝
,

前三类砂丘土壤的最主要特性
,

如腐殖物厦的祖成和粘粒化学祖成表

明它佣的发育程度已+ 分接近地带性土壤
。

但由于形成的时期尚短和砂生植被及覆盖度

较低等原因
,

腐殖盾的舍量一般均较低
,

其中只有冷篙砂土 30 厘米以上的腐殖厦合量甚

至超过当地的典型淡栗钙土
。

冷篙砂土不仅腐殖厦合量高
,

腐殖厦层较厚
,

而且土层中已

有碳酸钙积累
。

从以上砂丘土壤发育的程度来看
,

油篙砂土和麻黄砂土应属砂厦原始栗

钙土阶段 ;而冷篙砂土刻属砂质淡栗钙土阶段
。

前者由于发育程度较弱
,

碳酸钙积累还不

明显
,

很难就款为已达到淡栗钙土发育阶段
。

根据实地观察
,

造成上述发育上的差异的原

因
,

应敲是
“

时简
”

因素
。

凡是长久未受剥触和堆积的老固定砂丘
,

地带性草类和小灌木已

侵入砂生植被
,

井
_

巨由于长久的固定
,

砂丘的起伏逐渐变得和援
。

这也是有利于腐殖厦和

碳酸钙的积累的
。

所以砂丘土壤发育上的差异井不完全是由于植被不同造成的
。

臭植砂土的剖面层次分化极其明显
,

并且腐殖厦粗成和粘粒的化学成分等特性都充

分反映了森林土壤的特点和半水成土壤的特性
。。

根据这些特点
,

是否就可以款为臭植砂

土
、

油篙砂土和麻黄砂土全然无共同之处呢 ? 或者甚至如蔡蔚祺 [1z] 所提出的应另划为独

立的土类呢 ? 通过上述尉渝
,

就其水热条件
、

母厦和地形特点及附属植物的相似性来看
,

它们的成土条件还是大致近似的
,

而理化特性方面也有较多的共同点
,

因此
,

应敲款为它

介3的相似性是主要的
。

三
、

固定砂丘土壤的发育方向

文振旺命名固定砂丘上的土壤为松砂盾原始栗钙土
,

并且敲为松砂厦原始栗钙土是

栗钙土发育的雕形
[1 3] 。

宋达泉在研究 内蒙呼钠盟土壤时敲为在砂地上发育的土壤
,

如剖

面长期固定
,

可能逐步发展为栗钙土 [l’1
。

苏联学者罗臀带夫称苏联荒漠地区很少受侵触

的固定砂丘土壤为
“

砂厦灰钙土
”

[4]
。

另外
,

米切利娜在研究里海地区的砂土时指出
,

蔽区

土壤的发育程度与分布地区的年龄
、

地形发育阶段有密切关系
,

不同条件下发育为不同的

土壤
,

显域生境RlJ 逐步接近于地带性土壤叫
。

上述学者的共同点郎在于他们承款显域生

境上的砂土最籽必然发展为地带性土壤
。

本文对砂土特性的尉希
,

也欲为这些幼年土壤

如果不受其他干扰最格将发育为地带性士壤
。

虽然固定砂丘土壤具有共同的发育方向
,

但是它佣是处在不同的发育阶段
。

冷篙砂

土已发育成为淡栗钙土
,

亚地带特性表现明显 ; 而油篙砂土和麻黄砂土
,

甚至臭相砂土都

功 见臭拓剖面描述
,

% 厘米以下土层湿润
,

已受地下水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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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表现了栗钙土的一些共同特性
,

亚地带的特征尚未表现出来
。

油篙砂土和麻黄砂土还

处在原始栗钙土的阶段
。

臭植砂土是在草甸栗钙土的过程上又迭加了臭相灌 丛 的影响
,

应属于变厦草甸栗钙土
。

砂质变质草甸票钙土

厂
/

松砂质原始栗钙土
- - 争

油篙拿系

固定时间较短

臭柏拿系

砂质原始栗钙土一 砂质淡栗钙土

建成油篙拿系 麻黄拿系

麻黄拿系 冷篙拿系

冷篙拿系 :

固定砂丘 科对

固定时间较久 固定时lkJ 很久

图 1 毛鸟素砂区中东部固定砂丘土奥发育方向图示

四
、

毛扁素沙区固定砂丘土壤的利用简题

本区固定砂丘的土壤多易受风触
,

尤其是翘过樵采
、

放牧或开垦以后
,

土表釉粒很易

被风吹跑
,

或者表层全被触掉
。

当地拿众采取的倒山种地方式
,

极不利于保存土壤肥力
。

其次
,

砂土本身所合水分和营养元素都很少
,

按照 目前耕作方式
,

旱年常遭歉收
。

虽然砂土在生产上有上述缺点
,

但在农业上由于劳动生产率高
,

故大多已开垦
.

为了

保持和不断提高砂土的肥力
,

今后开垦时应选背风而平坦的地形部位
,

面积不宜过大 ; 有

条件的地区最好进行施肥和灌溉
,

同时应采用草田农作制
、

营造护田林和种植牧草等
。

在牧业上固定砂丘为小牲畜的良好牧场
,

但因载畜量过大
,

植被覆盖度减小
,

易引起

风触
。

合理的利用方式是实行翰牧
、

封育或部分封育
。

这样
,

既可恢复牧草生长
,

又可提

高土壤肥力
。

砂土上的植被也是最好的燃料
,

但不便过分樵采
。

为了解决燃料尚愚
,

应有舒划地分

区樵采和种植薪炭林
。

根据在当地的箭简
,

发育良好的臭植砂土肥力最高
,

开垦后亩产可达百斤
,

故这类砂

丘开垦的最多
。

陈昌篇曾指出
: “

鄂尔多斯南部以前
‘

臭植巴拉
,

的分布面积一定要较现

在广泛得多
,

目前分散各处的小片臭植拿落
,

不过是从前大面积臭植拿落的凌余
。

这点无

瑜从历史文献昆载和老乡昆忆都可以得到荻明 [l6]
”。

目前臭相在毛岛素仅零星分布
,

已开

垦的地区撩荒后臭相便不能 自然繁殖
。

伊盟还未开始种植臭相
,

陕北林业方面已探索 出

臭植的各种人工繁殖方法
,

宜速加推广
,

以便防止糙擅风徽
,

从而提高土壤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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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w e v e r , o n the w e ll
一

d r a i n e d s ta b i
-

liz e d sa n d d u n e s ha v e ,

m o r e o r le s s , a P r o file d ev e lo Pm e n t w ith A a n d A B h o ri z o n s ,

so m e t im e s , e v e n a n i n e iPi e n t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c a le iu m ca r b o n a t e h o r i z e n
.

W h e r e a s ,

lo o k
-

i n g o v e r t h e p r o file o f th e 5 0 115 u n d e r
扭
刀 iPe r “5 5 ‘b动 a fo r m a t io n o n e e a n n o t h e lp b e i n g

st r u e k by th e fa e t th a t th e r e a r e A 印 a n d A o ho r iz o n s , u n d e rlyi n g th e A oo la ye r lic he n

a n d m o s s a r e w id e sp re a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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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5 0 115 a r e r e sp e e tiv e ly eo v e r e d by the fo llo w in g n a t u ra l v e g e ta tio n , ela s sifie d in t o

fo u r fo r m a tio n s :
A r te o is动 o r d o s ic凡 A r te o Zisia /r ig l’d ‘ ,

E P乃ed
r e s动ic a a n d jo n iP e r u s

s‘bi刀召
.

卫le hu m u s e o n te n t o f th e 5 0 115 u n d e r the fo rm e r thr e e fo r m a tio n s a m o u n ts

0
.

6 9外一2
.

6 1外
.

T he thiek n e s s 。f hu m u s la ye : : a n g e s fr o m 2 0一3 0 Cm
.

H u m ie / fu lv ic

a c id ra tio o f th e s u rfa e e la ye r re a ehe s 1
.

1 8一1
.

3 7
.

T he c aleiu m bin d in g hu m ie a c id o c -

c u p ie s 5 2
.

4一7 3
.

2外
o f the to t al o rg a n i。 c a r b o n ,

Ia r g e : th a n tha t 。f the fr e e hu m ie a e id
.

Th
e e o n t e n t o f o馆a n ie m a tte : o f 5 0 115 u n d e r th e e o v e r o f 介

二勿erus
s
ab 动: 15 e o n sid e r a bly

h ig he r tha n tha t o f the ab o v e m e n tio n e d 5 0 115
.

A ltho u g h hu m ie / fu lv ic a e id r a tio h a s the

o rd e r o f 1
.

0 5
,

the fr e e hu m ic a n d fu lv ie a c id s p r e v ail
, a n d they a r e p re d o m in a n tly b o u n d

w it h R Z
O 3 ,

m o r e th a n w ith C a CO 3
.

A PPa r e n tly the
av

a ila ble d a t a le a v e s u s t he im Pr e s -

s主o n tha t the 50 115 15 s o m ew ha t c ha ra c te ris tic o f fo r e s t 5 0 115
.

Th
e ehem ic a l a n alys is o f ela y m in e ra l (< 0

.

0 0 1 m m ) fro m the 5 0 115 o f the fo u r

fo r m a tio n s ha s r e sp e eti v ely sho w n th a t 5 10 2 5 2外一5 4外
,

A 1
2
O

3 2 3 %一2 5外
a n d F e Z

O 3

8外一1 0外
, e x c e p t the ho r i: o n r e e e n tly b u rie d by flo w in g s a n d

.

Th
e ra tio o f silie a s e s -

q u io x id e ha s the o r d e r o f 3
.

0 9一2
.

2 6
.

Th
e Co n t e n t o f C a e O 3 a m o u n ts fro m 0

.

4 5外一

3
.

5 外
, a n d al m o st e v e n ly d istr ib u te d thr o u

gh
o u t the e n tir e p r o file

.

T lle m e eha n ie a l a n a -

lysis s u g g e s ts tha t the elay m in e r al (( 0
.

0 0 1 m m
.

)
o e c u p ie s 7

.

5外一1 0
.

2 5 % a n d o n ly th e

s u r fa c e la ye r r a n g e s in te x t u r e o f sa n dy lo a m
,

b elo w th e s u r fa e e s a n d s p r e d o m in a t e
.

Th
e g e n e r aliz a tio n o f the g e n e tic p r o p e r tie s o f th e 5 0 115 in v o lv e d n o t o n ly e o n fir m s

Pr o fe s so r
W

e n , 5 id e a tha t th e fi x e d s a n d d u n e s 5 0 115 c a n b e c la s sifie d a s lo o s ely sa n d y

p rim a ry c he s tn u t 5 0 115
,

b u t als o p o in ts o u t th a t the 5 0 115 u n d e r p sa m m o phyt e e a n b e o r -

d e r e d in to s e v e r a l s ta g e s o f d e v e lo p m e n t : lo o se ly s a n d y p r im a汀 c he stn u t 5 0 115
, s a n d y

p rim a r y ehe stn u t 5 0 115 a n d sa n dy lig ht c he s t n u t 5 0 115
.

O f the fo r m e r

tw
o

tax
o n o m ie a l

u n its
,

th e 5 0 115
,

w hieh d e v elo P u n d e r th e c o v e r o f A rt姗行牙
召 o rd o石c 浮 a n d E P人e d z ‘ s艺龙矛c久

s till r em a in in th e p rim a tiv e s ta g e o f d ev elo Pm e n t : the 5 0 115 u n d e r A r te脚艺s艺a /
r ig id a fo r-

m a tio n d isp la y ele a r ly th e g e n e tic p r o p e r tie s o f lig ht c he st n u t 5 0 115 w ith sa n d y t e x tu re
.

A s fa r a s th e 5 0 115 u n d e r J“n iPe r u s sa bin a 15 e o n c e r n e d
, rhe a u tho r w o u ld like to p u t it

in to the t a x o n o m ie al u n it a s d e g ra d e d s o d
一c he s tn u t 50 1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