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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西省土城肥料研究所)

摘 共

黄绵土是在黄土母质上形成的幼年土城
,

没有明显的发育层次
,

不具有地带性土墩剖面恃

征
,
土城性状与母质类似

,

剖面层次由 A
二

C 层或 人一C 层组成
。

根据土壤诊断层和诊断部

面特性划分为原始黄绵土和淡黄绵土两个亚类
。
以作物生长季节 (呼一9 月)土壤水热状况划

分温灌黄绵土
、

温潮黄绵土
、

温润黄绵土
、

温干黄绵土
、

凉润黄绵土
、

凉千黄编 土等土属
。

以表

层土墩质地和有机质含盈的等级差异和组合划分出 28 个土种
。

黄绵土的分布
,
在延安以南海

拔低于 1 2 。。米以下的地区
,
阴

、

阳坡土城均属温潮黄绵土
,

再向北
,
阴坡为温润黄绵土

,
阳坡为

温千黄绵土
。

海拔高度在 1 呼0 0 米以上阴阳坡两边的土墩属凉千黄绵上
,
阴凉沟底地土壤属凉

润黄绵土
。

河川地土坡通常为温灌黄绵土
。

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中部
。

范围大致为北纬 35
“

20
,

一 39
“

35
’,

东

经 1 0 7
0 15

‘

一 1 15
0 15

‘。

包括延安
、

榆林两个地区
,

面积 8 0 2 9 0 平方公里
。

区内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海拔高程 8 00 一 15 0 0 米
,

最高 18 9 0 米
,

自然景观垂直分布不明显
。

温度和降水从

东南向西北递减
,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

东南部属暖温带半湿润森林草原地带
,

年均温

9一 12 ℃
,

无霜期 150 一 2 10 天
,

年降水 t , 00 一 6 50 毫米
,

为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制 ; 西北

部属暖温带半干早草原地带和中温带半干旱草原地带
,

年均温 7一9℃
,

无霜期 140 一 1 70

天
,

年降水量 35 。一5 00 毫米
,

为一年一熟制地区
。

陕北黄土高原除一些石质山地外(黄龙山
、

子午岭等)
,

几乎全为黄土所覆盖
,

黄土层

的厚度平均约 50 米
,

不少地区达 150 米
。

黄土土质疏松
,

抗冲抗蚀性极弱
,

经流水等外营

力长期作用
,

在第三纪古地形基础上形成了振
、

梁
、

如
、

绸等特有的黄土地貌
,

地面切割破

碎
,

地貌类型复杂
。

黄绵土是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个主要土类
,

分布甚广
,

面积 7 3 6 7 万亩
,

约 占全区总

土地面积的 67
.

8务
,

占耕地面积 80 % 左右
,

在农业生产上 占有重要地位
。

但是由于土壤

利用不合理
,

土壤侵蚀强烈
,

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

土质贫清
,

生产水平很低
。

因此
,

我

们从 19 8 0 年起
,

开始对黄绵土分类及其改良利用进行研究
,

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以

土壤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依据
,

从生产实际出发
,

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系统
,

旨在使黄绵

土分类趋于统一和实用
,

并具有科学性
、

生产性
,

为改良利用黄绵土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

今

件
.
本文承蔽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赵其国

、

龚子同等同志审阅
,
并提出宝贵愈见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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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料
。

乡

一
、

黄绵土的分类

小

少

黄绵土以黄棕色
、

质地均一
、

疏松绵软而得名
。

黄绵土在我国土壤分类中
,

曾经几次修改定为土类
。

建国初期
,

黄绵土曾被称为黄土

性土壤
。

六十年代改称黄绵土
。

七十年代称绵土
。

至八十年代又复称黄绵土
。

黄绵土类

型的划分
,

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
,

如把黄绵土划分为黄绵土
、

海绵土亚类
〔, .2] ,

有的划分为

黄绵土
、

粗黄绵土亚类
‘),

也有人划分为黄绵土
、

黄缮土亚类等
幻 ,

同时按地形部位
、

土壤肥

力划分为各种土属及土种
。

这些划分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属性和利用特点
,

但存

在 问题是大都用土壤质地划分亚类
,

以地形部位划分土属
,

与土壤分类的原则不符合
,

且

缺乏客观指标
,

因而分类系统比较混乱
,

生产上较难应用
。

(一 ) 分类原则和依据

黄绵土分类原则
,

应按土壤发生原则
,

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来区分
,

并按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的序列进行划分
,

其分类依据于下 :

土类 以土壤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成土过程 (土壤侵蚀过程 )的土壤属性和剖面特征

戈d分
。

亚类 主要依据土壤主导成土过程中的附加过程所产生的土壤属性 加以划分
。

以

土壤诊断剖面的变异或附加的新诊断层为划分依据
。

如农田基本建设
、

种草种树
、

耕作施

肥等措施影响下附加的新诊断层
,

如耕作熟化层
、

腐殖质层等
。

在黄绵土土类之下
,

划分

为原始黄绵土和淡黄绵土两个亚类
【31 。

同一亚类
,

其方向性的改良利用措施基本相同
。

根据上述分类原则
,

本区主要有两个亚类 : (l) 原始黄绵土 : 为黄土母质上直接耕种的

坡地土壤
,

土壤侵蚀强烈
,

表土不断流失
,

生土出露
,

成土过程受侵蚀作用的影响而处于幼

年阶段
,

无剖面发育及诊断土层
,

剖面特征与母质相似
,

表层与底层颜色一致
,

剖面层次由

耕作层和母质层组成
,

即 A P
一C 型

,

耕层浅薄
,

有机质含量 < 0. 5多
,

向下过渡不明显
,

肥

力低
,

产量很低
。

(2 )淡黄绵土
: 为黄土母质经过人们长期耕作施肥

、

灌溉等影响所形

成的土壤类型
,

土壤熟化程度较高
,

耕作熟化层较厚
,

剖面上部形成淡色耕作熟化层
,

厚约

20 一30 厘米
,

有机质含量在 0
.

6一 1
.

2外之间
。

植被为疏林草地的黄绵土
,

由于 自然植被阻

缓了暴雨对地面的侵蚀
,

土壤表层逐渐形成厚约 10 一 20 厘米的灰色腐殖质层
,

有机质含

盘在 1
.

2一 2
.

0并
。 c a c o ,

呈轻度淋溶淀积
,

剖面中有少量点状或假菌丝状 白色石灰淀积

物
,

无质地变化
。

剖面层次由淡灰色耕作熟化层(或灰色腐殖质层 )和母质层组成
,

即 A 一

C 型
,

土壤肥沃
,

生产力高
。

土属 以作物生长季节 (4一 9 月)土壤水热状况为划分依据
。

土壤水热状况对土壤利用和作物生产的影响十分重要
。

陕北黄绵土分布区土壤水热

状况有从北向南增加的趋势
,

并受地形的影响
,

地域性差异明显
。

作物生长季节的 4一 6 月

千早少雨
,

土壤水分状况差
, 7一9 月为雨季

,

土壤水分状况良好
,

黄绵土又多属旱作土壤
,

l) 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编
, 19 6 4 : 中国农业土城志(初稿)o

2) 映西省农业局编
, 1 9 8 0: 陕西省土城普查技术规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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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采用 4一6 月(旱季 ) 0一 60 厘米土层内有效相对含水量及 4一9 月 。一20 厘米土层内

土壤温度欢况作为划分指标
。

兹按土壤水分状况分为四级 :

1
.

灌
—

为灌溉黄绵土
,

土壤水分状况良好
。

2
.

潮
—

旱作黄绵土
, 4一6 月 。一60 厘米土层内平均土壤水分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

70 %以上
,

土壤水分状况较好
,

一般年份作物能正常生长
。

3
.

润
—

早作黄绵土
, 4一6 月 。一 60 厘米土层内平均土壤水分相当于 田间持水量的

7 0一 50 多
,

土壤水分状况较差
,

作物易受旱
,

但程度较轻
。

4
.

干
—

早作黄绵土
, 4一6 月 。一 60 厘米土层内平均土壤水分低 于 田间 持水量的

, 0多以下
,

土壤水分状况差
,

表层接近于干燥
,

早情严重
。

有关黄绵土土壤水分数据见表

lo

土壤热t 状况分为二级 :

1
.

温
—

黄绵土
, 4一 9 月 0一20 厘米土层平均温度 > 19 ℃

,

土壤热量状况较好
,

适

于冬小麦
、

玉米
、

高粱
、

花生
、

果树
、

经济林木等生长
,

产量较高
。

礴

农 l 侠念黄统土土滚水分和土维通度表
.

T . 目一
s成 1 w a t e r 比m p era tu 比 o f yo llo w e u ld v a t e d 10 : 。i。 1 in N o rth e m sh a

助
、i

地地貌类型区区 土壤水分 s说 1 w
a t e rrr

土壤温度度
GGG eo m or p h o lo砂

ea l
···

5 0 11 t e一p c f a tu r eee

ZZZ o n e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地地地 点点 地形部位位 黄编土田田 4一6 月 0一 6 000 , 一6 月 0一6 000 地 点点 呜一 9 月月
间间间间间持水蚤蚤

c m 土层内土土 o n 土层内平平平 O一 2 0c mmm

(((((((((%))) 壤平均含水率率 均土壤水分相相相 土层内平均均
(((((((((((% ))) 当于田间持水水水 地温(℃)))

盆盆盆盆盆盆盆的 %%%%%%%

陕陕北南部高原原 永寿县县 饭面面 20
。

6 666 16
。

6 222 8 0
。

4 555 洛 川川 19
。

111

沟沟壑区(海拔拔 淳化县县 垢面面 20
。

6 666 1 4
。

2888 7 1
。

5 444 富 县县 1 9
。

7 111

1110 0 0一12 0 0 m ))))))))))))))))))))))))))))))))))))))))))))))))))))))))))))) 宜 川川 19
。

6 555

洛洛洛川县县 阴坡坡 20
。

6 666 16
。

5 888 8 0
。

2 5555555

阳阳阳阳坡坡 20
。

6 666 14
。

2 999 7 1
.

5 9999999

沟沟沟沟底底 2 0
。

6 666 16
。

0 000 7 7
。

4 4444444

映映北梁赤状丘睦沟沟 延安市市 如顶顶 16
。

2 000 9
。

8 333 5 5
。

9 666 延安市市 2 0
。

2 111

壑壑区(海拔拔拔 阴坡坡 16
。

2 000 1 4
。

1666 8 7
。

2 444 延 长长 19
。

666

1110 0 0一 12 0 0m ))))) 阳坡坡 16
。

2 000 10
。

3 000 6 3
。

5 888 子 长长 19
。

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清 涧涧 1 9
。

8 555

米米米脂县县 阴坡坡 16
。

2 000 8
。

7 777 54
。

1333 绥 德德 1 9
。

7 888

银银银河流域域 阳坡坡 16
。

2 000 7
。

4 888 4 8
。

1 777 愉 林林 19
。

5 888

富富富富富富富富 谷谷 19
。

0 111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木木 2 1
。

222

陕陕北西北部梁伏丘丘 吴旗县县 梁顶顶 1 6
。

2 000 7
。

2 333 峪4
。

5 444 志 丹丹 1 8
。

1 111

睦睦沟整区(海拔拔拔 阴坡坡 16
。

2 000 7
。

9 333 4 8
。

8‘‘ 横 山山 1 8
。

7 888

1113 0 0一 18 9 0。))))) 阳坡坡 16
。

2 000 6
。

5 000 4 0
。

0444 吴 旗旗 18
.

5666

沟沟沟沟底底 16
。

2 000 8
。

3 444 5 1
。

3888 靖 边边 17
。

8 555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边边 18
。

5 555

4

.
资料来派 : (l)陕西渭北早场西部小麦增产组(19 8 2一1 9 8 5 ); (2 )陕西省林科所(1 9 7 8一1 9 8 0 年) ; (3 )陕西

省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米脂试验站(l, 8 2一l , 8 3 年); (4 )陕西省气象局(l , 5 5一l, 7 0 年).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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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凉—黄绵土
, 4一9 月 O一 20 厘米土层内平均温度 < 19 ℃

,

土壤热量状况较差
,

冬

小麦不能越冬
,

不适宜经济林木生长
,

而适于洋芋
、

春小麦
、

燕麦
、

荞麦
、

胡麻等
,

以及某些

耐千旱喜凉的灌木生长
。

有关黄绵土土壤温度状况见表 1。

根据上述水热指标
,

可将黄绵土划分为六个土属
:
即温灌黄绵土

、

温潮黄绵土
、

温润

黄绵土
、

温干黄绵土
、

凉润黄绵土和凉干黄绵土
。

土种 以土壤表层质地与有机质含量反映肥力状况为划分依据
。

在陕北地区
,

黄

绵土质地有由北向南变细的规律
。

黄绵土质地可划分三级
:

1
.

沙壤 : 主要分布于陕北北部靠近风沙区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

母质为沙黄土
,

土壤拉

径组成 : 1一 0
.

05 毫米的沙粒占 30 多以上
, 0

·

05 一。
.

00 1 毫米的粉粒占 65 %左右
,

< 0
.

0 01

毫米的粘粒低于 4
.

0务
。

土壤质地较粗
,

漏水漏肥
,

不抗早
,

肥力低
。

2
.

轻壤
:
分布于陕北丘陵沟壑区的中部和南部

,

土壤粒径组成
: 1

.

0一 0
.

05 毫米的沙

粒占 2 0外
, 0

.

0 5一 0
.

0 01 毫米的粉粒占 65 务
,

< 0
.

00 1 毫米的粘粒占 14 务
。

土壤不沙不粘
,

农 2 陕非黄统土分类系统表

T .
bl . 2 c la

城fiea :so D , y , t em o f y e llo w e u ltiv a ro d 10洲
a l , 01 1 in N ot the rD sh a a n x i

价

价

土土 类类 亚 类类 土 属属 土 种种
GGG r e a t g r o u PPP S u b g r o u PPP F a m ilie sss 5 0 1 1 sP e c ie sss

黄黄绵土土 原始黄编土土 温滋黄绵土土 (1) 温灌沙壤黄编土土

淡淡淡黄绵土土 温潮黄绵土土 (2 ) 温瀚轻壤黄编土土

温温温温润黄绵土土 O ) 温灌中壤黄绵土土

温温温温千黄绵土土 (勺 温潮轻壤黄绵土土
‘‘‘‘

凉润黄绵土土 (5 ) 温潮中壤黄绵土土

凉凉凉凉竿黄结土土 (6 ) 温润轻壤黄绵土土

温温温温灌淡黄绵土土 (7 ) 温润中壤黄编土土

温温温温潮淡黄绵上上 (s) 温干沙壤黄绵上上

温温温温润淡黄绵土土 (, ) 温干轻壤黄绵土土

温温温温千淡黄绵土土 (l。) 凉润沙壤黄绵土土

凉凉凉凉润淡黄编土土 (1 1) 凉润轻壤黄纳土土

凉凉凉凉干淡黄绵土土 (12 ) 凉千沙壤黄锦土土

(((((((((13 ) 凉干轻坡背统上上

(((((((((1 4) 溉瀚浅灰色沙壤黄编上上

(((((((((1 5 ) 温灌浅灰色轻壤黄编土土

(((((((((16 ) 温灌浅灰色中壤黄绵土土

(((((((((17 ) 温潮浅灰色轻噢黄绵上上

(((((((((18 ) 温潮灰色轻壤黄绵土土

(((((((((1, ) 温潮浅灰色中壤黄绵土土

(((((((((2。) 温潮灰色中壤黄绵土土

(((((((((2 1) 温润浅灰色轻壤黄编上上

(((((((((2 2 ) 温润灰色轻坡黄绵上上

(((((((((2 3 ) 温干浅灰色沙坡黄绵土土

(((((((((2 4 ) 温干浅灰色轻壤黄绵土土

(((((((((2 5) 凉润浅灰色沙壤黄绵土土

(((((((((2‘) 凉润浅灰色轻壤黄绵土土

(((((((((2 7 ) 凉千浅灰色沙壤黄绵土土

(((((((((2 8 ) 凉干浅灰色轻壤黄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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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性良好
,

人渗性强
,

能蓄积多量水分
,

保水保肥
,

耕性良好
。

3
.

中壤 : 分布于陕北南部的高原沟壑区
,

母质为细黄土
,

土城粒径组成
: 1

.

0一 0. 05

毫米的沙粒占 4
.

0务
,

0. 05 一 0
.

0 01 毫米的粉粒占 “务
,

< 0
.

0 01 毫米的枯校占 29 多
。

土壤

保水保肥
,

耕性较好
。

黄绵土肥力状况按表层有机质含量划分为三级 : 即

1
.

灰
:
指土壤 0一 30 厘米土层内平均有机质含t > 1

.

2拓
,

土色灰棣
,

肥力高
。

2
.

淡灰 :
指土壤 0一30 厘米土层内平均有机质含量 。

.

6一 1
.

2沁 之间
,

土色淡灰棕
,

肥

力较高
。

3
.

黄
:
指土壤 0一30 厘米土层内平均有机质含盆低于 0

.

6拓以下
,

土色棕黄
,

土质贫

猜
。

根据上述土壤质地与有机质含量的等级差异与组合
,

可将黄绵土划分为 28 个土种
。

(二 ) 黄纬土分类系统

依据上述土壤分类原则与指标
,

整个陕北地区黄绵土共可划分为 2 个亚类
,

12 个土

属
,

28 个土种
。

兹将黄绵土分类系统列举于表 2o

礴

二
、

黄绵土的分布

黄绵土因受生态环境条件 (包括气温
、

降水
、

地形坡度 )
、

水土流失
、

农田基本建设和耕

作施肥等影响
,

其分布十分复杂
,

主要规律是 : 在延安唠山以南海拔低于 12 0 0 米以下的地

区
,

温暖湿润
,

土壤类型均属温潮黄绵土
,

延安唠 山以北
,

安塞
、

志丹县以南的地区
,

土城水

热状况较好
,

阴坡为温潮黄绵土
,

阳坡为温润黄绵土
。

再向北
,

温和千旱
,

阴
、

阳坡土坡水

分差异显著
,

阴坡为温润黄绵土
,

阳坡为温干黄绵土
。

志丹
、

横山县以西地区
,

地势升高
,

梅拔 13 0 0一 1 8 9 0 米
,

温凉干燥
。

阴
、

阳坡的土壤均属凉干黄绵土
。

姗地地势平坦
,

土壤水

分状况较好
,

为凉润黄绵土
。

陕北地区河川地的土壤通常为温灌黄绵土
。

心

三
、

黄绵土的基本性质

黄绵土土层深厚
,

质地为壤土
,

土壤拉径组成以 0
.

05 一 0
.

00 1 毫米的粉拉为主
,

占60 一

“并
,

土质疏松
,

土壤容重 1
.

0一 1
.

3 克 /厘米
’,

耕层较小
。

总孔隙率占 52 一60 外
,

通透性良

好
,

人渗性强
,

一般透水速度为 0
.

5一 1
.

0 毫米 /分钟
,

能蓄积多最有效水分
。

田间持水量

巧一20 务之间
,

凋萎湿度 5一7 并
。 2 米土层内可蓄有效水 40 0一5 00 毫米

,

适宜各类作物

生长
,

在丰水年份可获得丰收
。

黄绵土的化学组成
,

以氧化硅为 主
,

占 “一65 多
,

氧化 铝 9一11 拓
,

氧化铁 3. , 一

4
.

, 并
,

粘粒硅铁铝率为 2
.

78 一 2
.

95
,

硅铝率为 3
.

60 一 3
.

73
。

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
,

含里

5 0一62 沁
,

也有高达 70 多以上的
,

其次为云母和长石
,

说明其性质与黄土母质相似
。

阳离

子代换最为 6一8 毫克当量八00 克土
,

保肥力弱
。

黄绵土有机质含t 低
,

一般在 0
.

3一0
.

6 之间变化
,

林
、

草地可达 1
.

, 一2
.

5沁 以上
。

耕

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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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层土壤 c/ N 在 8一 n 之间

。

腐殖质组成都以富里酸占优势
,

胡敏酸 /富里酸之比值都小

于 1
.

0 ,

有的在 0
.

3 以下
,

其比值之低说明黄绵土成土年龄青
,

受严重土壤侵蚀所致
。

黄绵土氮磷养分都缺
,

耕层土壤全氮为 。
.

02 一 0
.

05 务之间
,

几乎接近黄土母质
。

全磷

丰富
,

在 0. 巧一0. 2 0务之间
,

但有效磷却甚低
,

即使冰较肥沃的黄绵土也不超过 10P p l
no 钾

素丰富
,

全钾 1
.

3一 1
.

7多
,

速效钾 70 一 19 0即 m
。

因此
,

绝大多数黄绵土施氮磷肥的反应良

好
,

钾肥效果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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