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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认为分布在起伏台地区中更新统沉 积物上的黑土�无石灰反应
,

有机质丰富
,

几乎全部耕垦�和平鼠

中部晚更新统和近代冲积物上的淡黑钙土�强石灰反应
,

有机质少
,

常混有盐斑�
,

其发生学上的差异主要是

成土母质和年龄的不同
。

后者远较前者为年幼
。

淡黑钙土是按沼泽 , 草甸 , 草甸淡黑钙土� 淡黑钙土的过

祝形成的
。

现代气候条件下
,

植被制约粉草甸土类的发生方向
。

不论是由于天然的或 人为的任何原因
,

一且

植被破坏
,

随褚燕发的加强
,

即便地下水的矿化度不高
,

也能形成强碱性
、

结构极坏的苏打盐�碱�土
。

按 照土

坡发生的观点
,

合理利用碱性草原和改良苏打盐〔碱�土的原则
,

应是保护和恢复植被
。

我国东北
,

界于西部的大兴安岭和东部长白山地间的中央大平原
,

其东侧
、

北侧为主

要农耕区
,

号称东北的粮仓
。

平原的中央部分
,

分布着广阔的草甸草原
,

土壤富含石灰质
,

混有不同密度的盐 �碱 �斑
,

高尔捷也夫洲称之为碱性草原
。

对于碱性草原上的石灰性土

壤
,

曾称为黑钙土
、

栗钙土
、

灰钙土
。

命名的不同
,

反映对该土壤的发生
、

起源认识不一致
。

为了明确该区土壤的利用
、

改良方向和维持生态平衡的措施
,

有必要对该区土壤的发生过

程进行研究探讨
。

誉

一
、

新构造运动与地理景观

,‘心本平原是第三纪末以来
,

伴随着东部山地和西侧大兴安岭隆起
,

而呈地堑型下陷的沉

降平原
。

其北方
,

和黑龙江北岸苏联境内的泽亚河盆地原是相连的
。

更新世中期
,

小兴安

岭呈地垒状隆起
,

隔断了与泽亚河盆地的连接叫
。

与此同时
,

东部山地也有上升活动
,

山

地的边缘
,

形成了由黄土状沉积物 �卯构成的山前洪积台地
。

这时
,

嫩江逸向西南经辽河

人勃海
,

第二松花江也在扶余
、

平安一带汇人嫩辽纵谷
。

约在更新世末期
,

松辽分水岭升

起
,

切断了嫩辽通路圈
,

平原赌为湖沼
。

随着全新世以来平原的上升和三江平原的相对下

沉
,

形成了现在的水网
。

这可从嫩江
、

松花江
、

辽河都呈直角急转的现象得到证实
。

如果

晚更新世相当一个冰周期
,

并在气候上经过雨期
、

间雨期交替的话
,

那末在这期间
,

山前洪

积台地 �� �经受浸蚀
,

形成起伏台地
。

冲下的物质
,

成为平原沉积的部分来源
。

而在平原

的低洼处
,

则为全新世以来迄今的河湖沉积物��
�

�构成
〔,� 。

新构造运动的结果
,

产生了两

种不同的地理景观
。

�
、

山前洪积起伏台地�农耕�区 沿京哈铁路由铁岭北行至哈尔滨
,

转滨北
、

齐北

线至北安
、

齐齐哈尔
,

再北上嫩江
,

概为波状起伏台地
。

台地之间
,

为宽 �一 � 公里的浅谷

所分割
。

谷底至台地顶部高差 �一 �� 米
,

有的达 �� 米
。

坡度平缓
,

坡长可达 �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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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台地海拔 ��� 米左右

,

由黄土状粘土 �黄山组 �
�

�构成
。

层厚数米至十数米
。

合地顶

部及其缓坡
,

发育着有机质含量较高的黑土
。

台地坡脚向谷底
,

存在着草甸黑土一暗色草

甸土一草甸潜育土的过渡
。

黑土及草甸黑土
,

无石灰反应
。

但在排水不良的草甸土上
,

表

土常有弱石灰反应
。

在此洪积台地的外缘
,

靠近碱性草原部分
,

土壤剖面的不同深处
,

现

石灰反应
,

有的据以称为黑钙土
。

这是松辽平原的主要农耕区
,

耕地集中连片
。

这里的居民点密集
,

多位于岗坡下三分

之一处
。

井水一般数米至十数米深
,

水质良好
。

排水不良的谷地
,

水草繁茂
,

为牧地
。

�
、

彼性草原 平原西侧的平齐铁路沿线
,

是另一种情景
。

除接近辽河及嫩江河谷

地区有砂丘堆积外
,

概为平坦的平原
。

松辽分水岭
,

以海拔 �” 米的太平川为最低点
,

分

别向东
、

西方翘起
,

与东部山前洪积台地和西部大兴安岭山前台地相连
,

更分别向北方及

南方倾斜
。

北方的嫩江
、

松花江和南方的辽河河谷
,

均低于 ��� 米 �图 ���

这个以乾安
、

长岭为中心的松辽分水岭
,

主体系由上更新统黄土状沉积物 �
,

构成
。

它

和 �
�

的主要区别是质地较轻�� �
�

� �� � 的粘粒 � �� 铸
,

而后者常 � � 务�和富含石灰
。

发

育着一种黑土层薄 ��� 一�� 厘米�
、

色淡
、

含腐殖质少 ��
�

�一 �
�

�沁�的碳酸盐土壤
。

姚铭
����

等称为淡黑钙土
。

这种土壤的地下水位在 �一 � 米以下
,

肥力虽不高
,

但无盐碱危害
,

耕地

集中
。

仅在天然集水线的相对低洼处
,

混有盐斑
,

仍保留草原
,

做为牧地
。

分

压习
大兴安岭

�� 体

衷朱

砂丘

一
�

�
�

一
份

一

丫
一

�

地形标离示忿线
离于

四��口小勿小因伽

铃
争

图 �

� ��
�

松辽分水岭地区地形
、

水系及第四纪沉积概图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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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小兴安岭的呼裕尔河
、

双阳河
、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霍林河
,

流人平原后成为无

尾河
,

散流成无数沼泽
。

多雨年份
,

连成断续的河道
。

干旱年份
,

沼泽干枯
,

地面留下浅槽

形
、

碟形洼地
,

和相对高度不到 � 米
、

面积和形状不整的小丘
。

因排水状况不同
,

洼地中央

或为盐沼
,

或为繁茂的沼泽及草甸植物
。

小丘上常为盐�碱�斑
。

平坦处地下水位 �一 �
�

,

米
,

雨季接近地表
。

水质矿化微弱
,

为草甸植被
。

发育着草甸淡黑钙土及碳酸盐草甸土类

土壤
。

接近嫩江及辽河河谷地区
,

分布着相对高度 �一�� 一�� 米的砂丘
。

长岭
、

双辽境内的

砂丘
,

多被东西向的浅谷所分割
,

这些浅谷又多汇接于南北向的古嫩辽干谷
,

形成以南北

干谷为中脉的羽状谷系
。

另外
,

海拔低于 ��� 米的平原部分
,

砂丘稀疏孤立
, 低于 ��� 米

的部分基本无砂丘
。

而且砂丘多已固定
,

并有深厚的腐殖质层
,

多数无石灰反应
。

所有这

些事实
,

说明砂丘是在水系变迁过程中的岸边堆积
。

在固定砂丘上
,

生长着榆
、

柳
、

山杏等

小乔木及灌木
。

人造杨
、

柳林
,

生长良好
。

耕垦破坏后
,

形成流砂
。

砂丘密集区外
,

则是在广阔草原草甸植物背景上
,

星罗棋布地镶嵌着沼泽植物
、

耐盐

植物和白色盐 �碱�斑
,

随年分和季节而变换景色
,

构成碱性草原特有的景观
。

二
、

新构造运动与土壤发生

�
、

母质和年龄决定了两类土滚的缝别 前述两种不同景观区
,

随地形发育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土链系列
,

即山前洪积台地区的黑土一草甸黑土一暗色草甸土一草甸潜育土

系列
,

和碱性草原的淡黑钙土一草甸淡黑钙土一碳酸盐草甸土一沼泽土系列
。

两者的差

异是明显的
。

前者
,

黑土的黑土层深厚 ��� 一�� 厘米�
,

腐殖质含量高 ��一�一 �务�
,

色深
,

中性 ��� �一� �
,

质地粘重 �� �� ��� � 的粘粒 � �� 外�
,

无石灰反应
。

后者
,

淡
’

黑钙土的

黑土层浅薄 ��� 一�� 厘米�
,

腐殖质含量少�� 一 �
�

, 务�
,

色淡
,

弱碱性 ��� �一 ��
,

质地较轻

�� �� � �� � 粘粒� �� 关�
,

强石灰反应
。

�

前者
,

地形起伏大
,

无盐碱危害
,

耕地集中连片
。

后者
,

地形平坦
,

草甸型土壤中混有盐�碱�斑
,

耕地零星分散
。

中国东北土壤一书
‘��称前者为黑土

,

认为是在较湿润的季风气候和草甸植被的特殊

草甸过程下形成的具有水成特性的土壤
。

将后者并人黑钙土
,

认为是在半干旱的草原条

件下形成的钙层土
。

总的来看
,

黑土区的气候�年雨量 ��� 一 �� � 毫米�比碱性草原 �年雨量 ��� 一 ��� 毫

米�是要湿润些
。

但两种土区的界限
,

过渡十分明显
。

如长岭县东南的吴大屯
,

和前郭旗

县城西南的深井子至孤店一线
,

往东
,

地形起伏
,

为黑土
。

往西
,

地形平坦开阔
,

进人碱性

草原
。

显然
,

这种现象是不能用气候地带性来解释的
。

黑土是在中更新统��
�

�黄土状粘土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

自中更新世以来伴随着气候

的干湿变化
,

经历过长期的土壤形成过程
,

积累了较多的有机质
。

而这时
,

平原的中央洼

陷部分
,

尚在沉积着新的地层
。

较高的松辽分水岭于晚更新世升起
,

较前者晚了一个地质

期
,

当然土壤发育要晚得多
。

正是由于新构造运动引起的母质和年龄的差异
,

决定了两类

土壤的不同
。

�
、

淡燕钙土的形成 区内水网尚不发育
,

除承纳天然降水外
,

来自山区的无尾河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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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份

烤

的补给
,

使大部地区的地下水位不深于 �
�

�米
。

这里年平均气温 �一 , ℃
,

年降雨 ��� 一���

毫米
,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

降雨少的春秋季节
,

土壤中以上升流为主 � 雨季
,

下降流盛行
。

一年中交替进行着积盐和脱盐过程
。

在松辽分水岭或是局部较高的地形部位
,

地下水位在 �一 , 米以下
,

土壤中以下降流

为主
,

可溶性盐全部淋失
。

全剖面有石灰反应
,

并在腐殖质层下部大最积累
,

千后呈灰白

色石灰霜
。

亚表土以下
,

多假菌丝状
、

斑状及结核状石灰质新生体
。

由于形成时间较晚
,

并且是在全新世的温暖条件下形成的
,

所以腐殖质积累较少
。

表现为黑 土层浅薄
,

腐殖质

含量少
,

颜色较淡
。

底土常含有铁子
、

锈斑
、

棕色胶膜及 �� � 粉末
,

保留着水成特征
。

在较低的地形部位
,

地下水位常高于 �一�
�

� 米
,

甚至不到 � 米
。

分布着草甸淡黑钙

土
、

碳酸盐草甸土及草甸沼泽土系列
。

它们依次腐殖质含量增加
,

水成特性明显
。

主要表

现 为铁子
、

锈斑增多
,

并有灰色潜育斑点甚至潜育层出现
。

但是
,

除了水成特性的明显程

度外
,

它们在地表外貌
、

母质
、

剖面轮廓等方面
,

极似淡黑钙土
。

表明随着地区脱千
,

由沼

泽一草甸土一草甸淡黑钙土一淡黑钙土的发生过程
。

地下水位较高的草甸型土壤中
,

混

有不同密度的盐�碱 �斑
。

而淡黑钙土中
,

无盐斑
,

有时有少量群众所说的
“

暗碱土
” ,

即脱

盐土
。

说明脱离了地下水影响后
,

受下降水流脱盐作用的结果
。

对于这样一个富含石灰
,

不含易溶性盐
,

黑土层浅薄
,

腐殖质含量少
,

而又带有水成特

性的相对年幼的土壤
,

历来的学者
,

没有一致的命名意见
。

早期的研究
,

曾把哈尔滨至齐

齐哈尔间称为低地草原
,

将其土壤区分为正常土
、

半正常土和盐碱土训
。

有的称为草原

土 〔, �� 。
以后迄今的土壤学著作及图件中

,

有人把这种土壤并人黑钙土类断
,� ,

有人称为碳

酸盐黑钙土及碳酸盐草甸黑钙土
〔, ��,� �,�

,

有人称为栗钙土
“ ·

川
、

灰钙土山
·

丸刘
,

也有人称为

灰栗钙土
‘川

。

土壤命名的莫衷一是
,

反映对土壤形成过程认识不一致
。

姚铭
「��� 等所称的

淡黑钙土
,

避免了同黑钙土
、

栗钙土或灰钙土在概念上的混淆和误解
。

同时 “淡”
字包

含了
“

少”
�腐殖质�

、 “

薄
,, �黑土层 �

、 “

幼”
�年龄 � 的含意

,

本文作者 采 纳 了这个名

称
。

�
、

盐碱土的形成 由于地球化学的分异作用
,

从周围火成岩山地汇来的水流
,

含

有较多的 � �� 离子和稳定的 �� � ��’�
。

但绝大部分地下水的矿化度较低 �� �� �� 克�升 �
,

其中阴离子以 � � � 至 为主
,

阳离子中 ��   � � ��
,

可称为淡的重碳酸钙水
〔”。 在地下

水位较高的草甸型土壤中
,

常混有不同比例的盐�碱 �斑
。

这里的盐�碱�斑
,

大多具有含盐

量低
, � � 值高

,

结构性不良的特点
。

在植物不能生长的结皮盐斑上
,

土壤含盐 最甚至不

到 ��  多
,

盐分以苏打为主
, � � 值可达 � 以上

,

碱化度一般超过 �� 拓
。

土粒高度分散
,

透

水性极差
,

呈柱状结构
。

雨后碱性溶液将有机质溶解成黑渴色
,

表面粘滑
,

土壤透水性极

差
。

这事实上是碱土
。

如最大含盐层现于地表
,

表示积盐过程
,

称为苏打盐土
。

淡黑钙土

的地下水位较深
,

上升水流达不到地表
,

没有盐斑发育
。

沼泽土过湿
,

植物繁茂
,

盐分积累

不到危害浓度
,

也不能形成盐斑
。

在居民点附近的草甸型土壤上
,

随着植被的破坏
,

盐�碱�

斑密度在扩大
。

这些都说明
,

本区的苏打盐 �碱�土
,

就是在现代气候条件下
,

低矿化地下

水蒸发上升而形成的
。

只有在盐 �碱�斑上挖坑
,

其水样的矿化度才较高
,

当� � 克�升时
,

其 � �� �� ��
� 比才大于 �【�� 

,

出现 � 为� �
。

这似乎是盐斑洗脱的结果
。

即使矿化度不大时
,

据加彭 ��
� � � � � 方程�� !

�



� � 卷

� � �
� 一 � � ,

��
· � �

盐基置换量一置换性 � �
��

� � �� �蚤

当随着水分燕发
,

土壤溶液�右侧�浓度增大一倍时
,
� 。
�丫乙� 丽奋比却增加

�
�

� 倍
,

引

起土壤中置换性 � 。 比例�左侧�的迅速增大
,

碱化度提高
。

王汝墉�� 等在前郭旗灌区
,

曾

观察到土壤上层 吸�� 为 � �� 代替的事实
。

这可能就是全盐量不高
,

而 � � 值和碱化度

都很高的原因
。

但是
,

现阶段促使地下水上升积盐的条件
,

是植被的破坏
。

在植物被覆下
,

土壤蒸发

减少
,

盐分达不到地表
。

雨季来临
,

又被洗脱
。

一旦植被稀疏
,

上升流将盐分带至地表
,

盐

分危害植物
,

被覆度下降
,

积盐过程增强
。

如此循环
,

平衡破坏
,

终至盐斑形成
。

河湖淤积平原
,

本来存在着高差数十厘米至一米左右的起伏
,

支配着水和盐的再分

配
。

千旱年分
,

高处植物遇旱矮疏
,

上升流增强
,

盐分积累
,

形成高位盐斑
。

地形部位高
,

又利于脱盐
,

脱盐后形成碱土
。

平地上的植物
,

隅因动物践踏破坏
,

盐分上升地表
,

形成平

位盐斑
。

在封闭佳地
,

盐随水浓集
,

形成富含 �
一

及 �� 了的低位盐斑
。

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形部位
,

常出现高处为柱状碱土
,

丘基为盐土
,

洼地为草甸土或盐

沼�封闭洼地�的分布系列�� ,。

盐 �碱�斑上的植物
,

因盐�碱�化程度和植物耐盐性而不同
。

盐溃层达到地表的结皮

盐 �碱�土
, �� 值大于 �一 �。

,

无植物生长
。

雨季土表湿润
,

可生长碱篷 ��
“
由�� ��

�

�
、

碱

离 �才�� 。碗
� , 。�汤�’�� �,�� � 燕子尾 �凡 �, �

� � � 。 赫介介
“。�

、

碱茅 ��� ‘二��� ,� 。“�� ��’� � 刷

头草 ��� �
�
后

, ��� �,
�
�
、

碱蒲公英 ��
� �公�� , 万。�� � 。 �

、

碱葱 �� ���
� 二 户� �夕

� �几�� “ , �等耐

盐植物
。

在表面 �一� 厘米的表土层含盐量不高
, � � 值在 �一 �

�

� 之间的土壤上
,

可生长

茂密的羊草 �才
。, , �亡户���“。 ‘八�, 。, 、�

。

� � 值大于 � 的柱状碱化层的埋藏深度
,

和地表植物的关系
,

有如图式 � 的规律
。

居民点附近盐 �碱�斑密度大的现象
,

就是由于植被人为破坏使图式中箭头� 的方向

发展所致
。

自然条件下
,

遇到湿润年分
,

盐(碱 )斑上的耐盐植物被覆度较大时
,

在它们的

阻挡下
,

逐渐堆积由风
、

水搬运的尘砂
,

达到一定厚度时
,

耐盐性较差的植物逐渐侵人
,

被

握度愈益增大
,

可按图式中箭头¹ 往好的方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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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三

、

土壤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碱性草原上
,

面积稍大的淡黑钙土
,

多已耕垦
,

留做牧地或草场的主要是草甸型土玻
。

随着人口 的增加和畜牧业的发展
,

草地负担加重
。

每一牲畜占有的草原面积
,

吉林省白城

地区 19 49 年为 82
.
3 亩

,

至 198 1年减少至 16
.
7 亩

【5J 。

由于过度放牧采草
,

和轮耕撩荒
、

挖

草皮等人为破坏植被活动
,

盐 (碱)斑面积迅速扩大
,

草原生产力急剧下降
。

为保护资源
,

合理利用土地
,

须遵照土壤发生发展规律
,

努力保护和复壮草皮
。

为此

要量草计牧
,

适度放牧采草
,

进而实行人工种草
,

提高草原生产力
。

这样既可获得当前的

最大经济效益
,

又可保持长远的生态平衡
。

对已形成的盐(碱)斑
,

在实行降低地下水位的水利改良之前
,

可在严格禁牧的基础

上
,

配合薄层客土或施用少量石膏等措施
,

种植耐盐植物
,

创造植物复生条件
,

促使安图式

箭头¹ 的方向发展
。

区内的砂丘
,

应重点发展林木
。

丘间洼地
,

可用作农田式牧地
。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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