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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晚清附近沉精情况和土集盆育
‘

熊 毅 席承藩 张同亮 王遵貌

中摹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北京勘测盆补院士璧总 除
,

中国科学院士里研究所

山东晚清属肇北平原的中部
,

为黄河艇次泛濡和冲演所成的平原
,

地形平坦而微有

起伏
,

大致西南高而东北低
,

海找 一  米
。

现有衡河和运河穿流其周
,

衡河走向

自西南趋东北
,

由黄河故道所成的沙河大致与其平行 运河 自东南来
,

在哈 清 三叉 口

与街河垂直相交
。

年平均温为
,

月平均最高温
,

平均最低温 幻
。 ,

平均较差

如
。 ,

温度变幅很大
,

但在作物生是季饰变化不大
。

平均年雨 量 为 一 毫 米
,

, ,

月份干旱
,

棉花播种时常缺雨
, , ,

月份雨季
,

雨量可达全年 一 外
,

往往形

成涝灾
。

山东陈清附近的土壤
,

多种棉花
,

因由黄河冲横物所形成
,
过去通称为

“

石灰性冲被

土
” 。

据此次的初步研究
,

此等冲梢物已握受不等的成土过程
,

土壤癸育情况和土壤母

资的沉稍规律都有一些新的甜淤
。

现蒋初步研究桔果筒豹报告
,

借供大家的参考和衬

希
。

一 河流沉精规律与土壤母贾特征

山东晦清附近的河流沉精物以旧黄河泛篮沉碳物为主
,

拓河泛濡沉横物次之
,

夙枝

物较少
。

自有甜载以来
,

黄河付改道多次
,

影响除清的豹有三次 一次是漠光武时主流

在东部握过
,

另一次是隋唐时主流在西部艇过
,

再一次为宋熙事元年 时在馆陶缺

口
,

形成现有黄河故道
,

是本区沉棱物形成最主耍的一次
。

黄河为地 河
,

堤岸清决后
,

泛水常分数股呈指肤泛谧
,

指简形成相对豁地 如本区

东北部
,

霍地 中心与 自然堤高差可达 一 米
。

在中常水位以下的枯水季筋
,

河水曲流于 自然堤或人工堤简
,

因黄河含砂量高
,

而

流速急促
,

砂土和砂壤土充旗于河槽中
,

是即槽状霍地沉碳物
。

在中常水位以下
,

槽壮

窿地边椽可遭淹没 因水位高低不一
,

沉覆方式不同
。

以横切面来批
,

在主流或接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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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地方
,

沉横较扭的砂粒
,

主流边禄地带多为粘砂相简的沉精
。

本区内常觅薄屠粘土

夹栽于蜓壤土中
。

洪水时期
,

河水漫入泛稽平原
,

先在主流雨旁沉留大量泥砂
,

造成援阔
,

是即 自然

堤
。

泛水携带怨浮物资
,

渐向平原流动
,

而形成微斜的平地
,

最后水流注入寒地中央
。

每届泛嵘
,

援淘与平地多沉棱捶栩砂直袒壤土
,

及至窟地颗粒渐知
,

多屑粘土
,

此乃沉横

的一般原理
。

事实上
,

本区境内泛盈频繁
,

沉覆颇为复袭
,

因河道多次迁徙
,

地形时有变

迁
,

不谨各地泛澄沉稍物有很大的差异
,

即在同一地 区上下唇的沉横物亦多有不同
,

厚

薄亦不等
。

本区南部魔布厚屠袒壤臂沉精物
,

而北部寒地 为厚屠的粘直沉核物
,

且距

离地面很近
。

本区内可能有
‘

雨次主要的沉被
,

一次是泛水 由东向西漫盗
,

在本区东南部形成 自然

堤
,

流水横过自然堤后洲冬所挟的憋浮物宜沉梢于西北部寒地
。

另一次是黄河主流沿 自

然堤西部边禄流过 即现在遣下的沙河或黄河故道
,

泛水大量溢入崔地
,

怒浮物熨莲因

流速与流向的变异
,

在主流的槽肤窟地中下沉砂土及砂壤土
,

在近河的淘地及平地土大

量沉梢抓翩砂宜袒壤土
。

赓次的黄河改道和泛暇
,

特别是 年简的黄河改道
,

改变了本区地形和母箕特

征
,

拜造成各地沉横物的资地剖面变异板大
。

这种繁复的变异
,

不渝对土壤的生成聆育

或对土壤中水分运行
,

都有不同
。

因此
,

对登巢利用 自然肥力特征 及灌溉措施
,

都应

加以重视
。

除黄河泛洛沉倩物外
,

还有衍河的沉稍物
。

衔河系在黄河沉拭物上流童的河流
,

目

前仍撒按袒度地割切黄河冲横唇
,

宜浊不锡
,

时常泛嵘
。

决 口后
,

在近口 处沉横砂粒
,

早

带艘分布 远处颗粒渐细
,

沉斌物较粘
,

其沉稍规律与黄河泛澄情况相同
,

只规模较小
。

另外还有夙力搬运沉猜的现象
,

槽肤窟地沉梢物多屑砂臂
。

夙大时
,

砂粒吹出槽外
,

部分平铺地面
,

部分堆成砂丘
,

砂丘高度构 一 米
。

根据上述沉精方式
,

土壤母宜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号 气漂位中唇膝泥恤壁士型一距离主流较远的平坦地带
,

表屠为恤里士
,

一 厘米兑粘士唇
,

厚

度钓 一 厘米
,

有隔水作用
。

号 汽位薄居简粘扭里士型—薄屠粘士与娜里士相简
,

分布于沿河地带
,

地势略有烦斜
。

 号 浇位薄清简粘土型—第 类型的表面复盖供淤
。

号 砂舅士型一一砂里霄土里
,

分布于老洞槽主洗修上
。

 号 段里士型一一全剖面均系哪里士
,

在 一仑 米以下偶有薄唇卵瑰状粘士
,

然隔水作用
,

分布艘商上
。

号 澡位膝泥校砂土型—上部为松砂胃士里
,

系河堤溃决后激流桃过的地方
,

下部有较厚的粘土唇
。

这是耀北平原中沉梢物的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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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号

 号

号

汉位厚唇修泥秘里土型—娜璧臀表土
,

米以下为厚粘士履
,

分布于窿地边樵或程地中
。

中位厚唇稗泥娜胭士型—
同第 类型

,

惟粘土唇较接近地表 厘米以 上
,

分布于崔地边撅低

平地带
。

淡位中唇樱泥袒蟹土型 一一表 屠为鲤墨土
,

厘米上下有 一 厘米厚的粘 士唇
,

分 布于窿地局

部高起地带
。

粘土型—全剖面以粘土为全
,

分布于碟形雀地中央
。

二 土壤分育特征与土壤分类

陈清附近的土壤母箕
,

主要是黄河泛孺沉稍物
,

冲债唇次还很明颖
,

过去称力
“

石灰

性冲棱土
” ,

但因近代已不受泛濡的影响
,

地鬓沉精的过程已 中断
,

土壤就在这徉的母熨

上赞育起来
。

石灰性冲精土只靛明沉稍方式
,

拜未指明戍土过程
。

就此次观察所得
,

此

地区的沉横物已有较明顺的土壤登育现象
,

总的来我
,

主耍的成土作用是没色草甸土过

程
,

但是有些地区 已向媲土登展 或向褐土过渡
,

也有局部地区向沼深化登展
,

只有流砂

和新近冲植的地带登育微弱
,

还保存着母贸的特征
。

本区土壤的登育颖受水分运行的影响
。

由于水分运行的不同
,

土壤剖面中的期分

分布情况各有差异
,

对于各类土壤的聆展过程有颖明的指示
。

淡色草 甸土的地下水位

的为 一么 米
,

土壤水分的淋洗和蒸登拜未在土壤中聚累篮分
,

土壤中的含姐玉女豹在

肠 以下
,

而剖面中各唇土壤的含班量分配很均匀 圆
。

组土中的姐分很高
,

井多

集中于表屠 圆
,

反之
,

揭土型浅

色草甸土的淋溶过程比浅色草句土

尤优
,

土壤中的鲤分月小育向下淋聚

的趋势 圆
。

由溶性蟹鬓的姐成

来看
,

亦有颖著的分别
。

自石灰性

揭土型没色草甸土
、

浅色草甸土至

塑土
,

土唇有重碳酸盟逐渐减少而

氯化物和硫酸班渐次增加的趋势
,

至塑土时
,

氯化物及硫酸篮 主耍是

或 已 占艳对主耍地

位
。

生物作用对本区土壤聆育的影

响也很颖著
,

如滋色草甸土中沿根

孔所鳌育的锈色枚斑
、

揭土型渔色

黝’

鬓时

砚
。 ‘

脚切

国 石英性揭土刑灌色草甸土 山东颐渭挑庄屯



土

一
。

一

地 下 水

圆 澳色草甸土 山东略清强密

草甸土 中根系活动所形成的疏松性和

孔隙性及沿孔隙所形成的假菌株体和

粘土填充物等
。

沼深土中的斑状腐泥

及沿根孔所形成的锈色杖斑等
,

均充

分挽明生物作用改变 着冲 横物 的 特

性
,

致使沉横物状态特性逐渐消失
,

而

颖露出土壤聆育过程
。

浇色草甸土

本区浅色草甸土过程受地下水的

影响比较顺著
,

地下水深豹 一 米
,

属耕型土壤
,

畏期握受耕作和施肥
,

拜

交互生畏作物或局部 自然植物
,

如度

萃 公 吧叨介‘ 、二柳自
、

柳 名滋细
、

接 如汉汝
、

茅草 乃夕塑尸
那勿 妙 动

下 认叮几

汤拭介考
等

,

土壤中有机熨累覆较少
,

但表唇 已有有机宜棱累
,

具有桔祷性
,

多孔隙
,

改变了唇状沉横物桔褚
。

因土色滋淡
,

故

称为耕种滋色草甸土
,

以区别有机箕大量累覆的草甸土
。

土壤剖面中有颖明的锈色杖

斑修膜或铁锰枯核
,

有些土壤底部具有鞍明的潜育屠次
,

个别地 区还有片肤或履状小型

石灰桔核
,

或沿根系有旗充状石膏桔晶
。

浅色草甸土中具有大量的锈斑

和摺膜
,

有时可有铁锰桔核和石灰

桔核
,

但撅假菌裸体
。

土壤箕地和

鬓地剖面排列情况因所登育的母箕

而异
。

一般分布地形 部位均较 低

痊
,

分布地区的地形有槽状窿地
、

碟

型窟地边禄及碟型崔地边椽的低平

地
,

大都在相对低寒的地势
。

此等

土壤目前组化琪象尚不明顺
,

但因

地下水位高
,

士壤剖面中常有不同

深度和厚度的修泥 阻碍水分 的 移

动
,

所以施行灌溉时如不注意排水

地 下 水

国 勇士 山东陈清常屯



期 熊 毅等 日东欧清附近沉精情况和土壤翌育

周题
,

有聆生次生组渍化的威脊
。

石灰性揭土型浅色草甸土

分布地势相对略较高起
,

大概在海找 一 米
。

地下水位较深
,

豹 米左右
,

个

别达到 一 米
。

天然植物甚少
,

食 田 中多筋箭草 琦
形
加才绍叨 尸 。勺, 了二 生畏

,

甜明

土壤不太湿消
。

表唇耕作屠较疏松
,

多孔隙 表
,

团瑰至屠状桔裤
,

其下有较坚实的

表 山东省筋清附近揭土型澳色草甸土的物理性臀

田田 简 号 礴礴 土 样 澡 度度 颗 粒 分 极 形形 总 孔 陈 度度 非毛瞥孔嵘嵘
厘米 〔体稠男 占总 孔隙隙

咭米米米米 的体横夕幻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深深位厚唇脾泥鞭星臀揭土型魂色草甸上上

工工
一一

一  

工工 一 器一

一 一  

犁底屠
,

较上屠紧实
,

颜色也较深
,

直地也较粘重
。

犁底屠以下沿根孔有假菌林体
,

根孔

和大孔内可有棕色或揭色粘粒淀植
,

犁底唇与沿根管处有较多的粘粒
,

足靓土唇中有粘

粒移动现象 表 但在剖面的下半段
,

仍有水清的遣痕和铁绣校斑
,

这类土壤有向揭

土陪段过渡的趋势
,

但仍以草甸过程为主
,

所以命名为揭土型草甸土
。

分布地区的地形

有媛阔
、

平地
、

槽状建地边椽和碟形窟地边禄
。

地势较高
,

排水情况较好
,

目前井燕班

溃化现象
,

这是本区内灌溉条件较好的土壤
。

但如施行灌溉而不注意排水
,

仍有聆生次

生嫂溃化的危防
。

班化浅色草甸土及局部沼泽化组化淡色草甸土

嫂化浅色草甸土多分布于低平地区
,

地下水位较高
,

豹 一 米
。

土壤剖面中不

觅假菌株体
,

地面有组霜
,

作物缺苗可构 一
。

漫色草甸土登生组化的因素很多
,

此各种地形如平地援淘
、

槽状崔地
、

碟形容地
、

槽肤窟地边椽
、

碟形霍地边禄
、

碟形穿地

边禄的低平地替有姐化土壤的分布
。

首先
,

本区土壤母箕本身即含有较多的组分
,

流水淋洗
,

殖分逐向低在地区聚集而

形成组化
,

同 时地下水位较高
,

地面蒸登易使地下水中的熊分 升地表
。

据初步研究桔

果
,

如湿履 即鲍和含水屠 在廖泥之上
,

距地表小于 厘米
,

土壤即有组渍化的威杏
。

‘‘
,

吓哺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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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河床高出随面
,

河水渗透可提高地下水位而引起土壤嚷化
。

此等土地应先投法排

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再行灌溉
,

否创次生嚷化的威舟很大
。

至于沼深化组化漫色草甸土
,

只在槽状窟地的砂壤置土壤中聆现
,

多生畏度萃
。

边

禄生是莎草 ‘
,

拜有嚷化现象
。

沿植物根有腐绷的黑色斑点
,

有腐泥臭味
。

底

土有潜育现象
,

此类王壤必镇淮行排水始能利用
。

塑土

漫色草甸土翘受奥化作用可形成组土
,

鲤土 中含鲤分较多
,

地表常有蜘桔皮
,

作物

缺苗般重或不能生畏
,

天然植物有梗柳 动  
、

黄镇菜 谓姗而

。 ’ 等
,

可征土壤墩化的股重
。

鲤土多零星呈斑状分布于地势低平地区
,

所在地

形有不地
、

援崩
、

槽状建地和碟形穿地
、

槽状窟地边禄
、

碟形窟地边棣的低平地
,

但大部

分布于寒地边椽
。

本区东北部及西部少数地区
,

乃因地势低崔
,

稍存由高地流来的水分

和嚷分而形成舰土
。

此外
,

东北部窟地和东南部低地 因受衡河
、

运河补拾的影响
,

鲤

化较重
。

在个别地区如槽状寒地的砂壤土中
,

因崔地枝水
,

土壤癸生沼深化及组化而形

成沼深化姐土
,

多分布于沼深化班化浅色草甸土的郑近较高地带
,

土壤中有腐泥臭味及

还原现象
。

此类土壤盛化较重
,

应先准行排水洗嚷始能利用
。

冲横物及砂丘

新近河流泛谧 沉横物
,

少有成土过程
,

多分布于沿河台地
,

冲猜屠次很明霸
,

士壤聆

育情况较微弱
,

如桔楼性
、

粘粒移动
、

假菌祛体
、

锈杖
、

锈斑等
,

均不明顾
。

砂丘及松砂土地区
,

多履急流 沉棱的砂粒
,

再艇夙力搬运
,

很少成土过程
,

砂粒每年

都在移动
。

此等地区登巢价值不大
,

土壤渗透又高
,

不值楚行灌溉
,

目前阴题是如何固

定砂粒的移动
。

有一些地带已生是灌木
、

柳树及果木等
,

拜已初步固定
,

呈半固定或固

定砂 丘
。

本区土壤的大致分类已如 述
,

但因土壤母箕的沉棱方式不同
,

土壤盛地和箕地剖

面变异椒大
。

这些变异对于灌溉土壤特性及土壤鲤演化的关系至为密切
。

根据此次所

收集的青料
,

土壤剖面中如含有腰泥唇可 阻止水分的运行
,

腰泥履次愈多
,

位置愈高或

厚度愈大
,

隔水作用愈强
。

在未明悉腰泥警性之前
,

很难了解土壤嚷溃化的规律
,

也难

侧估陈界水深
。

水利土壤改良措施亦熟所依归
。

在此地区准行土壤分类和精圆以及研

究灌溉土壤特性
,

必填充分考虑土壤的鬓地剖面性盛
,

特别是腰泥的性箕地位和厚度
。

因此本区土壤的精圆和分类翠位
,

除依据土壤聆生学的性箕外
,

还注意于灌溉土壤特性

和有关矍笔生丧的土壤性直
。

各种土壤的特性和改良措施侯研究有桔 果后 再 另 文 报

琢
,

现 降各种土壤翠位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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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攘 分 类 表

耕种漫色草甸土

 砂里胃耕种澳色草甸土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糟状窿地
。

松砂贸耕种斑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米
,

分布于碟形窿地边擞
。

 澡位厚屠博泥鲤殷鬓耕种隆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 米
,

分布于碟形崔地
。

中位厚香膝泥朝舆胃耕种澳色草甸士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碟形崔地边徐
。

浇位中唇傅泥翅里臀耕种澳色草甸土
,

地下永  士 米
,

分布于碟型雀地边掀的低平地
。

 粘土臀耕种遂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 米
,

分布于碟形雀地
。

耕种石灰性揭土型浅色草 甸土

深位中唇膝泥娜虽鬓耕种石灰性揭土型澳色草甸土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平地
。

珑位薄唇简粘极璧胃耕种石灰性揭土型遂色草甸土
,

地下水 石一 米
,

分布于糟状雀地边撇

朝男耸耕种石灰性褐士型澳色草甸土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股尚
。

深位厚唇咫泥趣里胃耕种石灰性揭土型浅色草甸士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碟形寒地边钱
。

中位厚唇膝泥袒婴置耕种石灰性褐士型凌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忿 一  米
,

分布于碟形窿地边投
。

浅位中唇傅泥娜里臀耕种石灰性揭土型谨色草甸土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平地
。

耕种鲤化浇色草甸土

深位中屠厚泥朝星耸耕种级化谨色草甸土
,

地下水 一 石 米
,

分布于平地
。

浅位薄唇简粘翅受胃耕种里化浅色草甸土
,

分布于槽状窿地边椽
。

 砂里胃耕种曳化澳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 米
,

分布于槽状寒地
。

翅胭霞耕种级化澳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 米
,

分布于援淘

松砂胃耕种级化谨色草甸土
,

分布于碟形崔地边椽
。

深位厚唇咫泥袒罢置阱种嫂化隆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 米
,

分布于碟形窿地
。

中位厚屠谬泥娜里臀拼种级化浅色草甸土
,

地下水  一 米
,

分布于碟形在地边撇
。

浅位中唇谬泥袒墨胃耕种嫂化隆色草甸土
,

地下水 士 米
,

分布于碟形窿地边扮的低平地
。

粘士胃拼种组化谈色草甸土
,

地下水 1
.
5一2. 5 米

,

分布于碟形窿地
。

W 耕种盟化沼深化淡色草 甸土

(1 ) 砂哭贸耕种级化沼泽化浇色草甸土
,

地下水 L 任
一

L S 米
,

分布于槽状寒地
。

V 盛土

(1) 深位中唇廖泥娜盟置级土
,

地下水 2. 0一3. 0 米
,

分布于平地
。

(2 ) 砂垦臀级土
,

地下水 1. 0士 米
,

分布于槽状崔地
。

(3 ) 翅哭置级土
,

地下水 2. 0士 米
,

分布于援尚
。

(4 ) 深位厚唇腿泥蚁罗贸级土
,

地下水 2.0 士 米
,

分布于碟形雀地
。

( 的 中位厚唇傅泥翅男置望土
,

分布于碟形窿地边撇
。

诬 沼泽化奥土

(1 ) 砂里臀沼泽化里土
,

地下水 1. 0士 米
,

分布于糟状窿地
。

珊 冲核土

(l ) 薄唇简粘贸冲覆土
,

分布于沿河台地
。

理 夙砂

(l ) 松砂简砂丘
。



邪 土 壤 学 报 盛卷

苹北平原 中黄河沉猜物的土壤登育情况
,

颇为繁多
,

但其分布亦很有规律
。

所研究

的峪清附近地区有街河食穿其简; 街河以东多娅壤土与深位中唇腰泥视壤土所粗成的

微度高起的平援亩地
。

在这种平援阔地中
,

多有揭土型浇色草甸土的聆育
。

但是在街

河之西多属较低容的碟形崔地
,

以粘土沉精为主
,

边禄地带BlJ 多深位厚唇隆泥握壤土及

相关的沉债物(兑沉覆物福号)
,

因为窟地中央多有季筋性精水
,

地下水活动须繁
,

多抬

予浅色草甸土的聆育很有利的条件而熟明顺的组清现象
。

在容地边操
,

因寒地梢水的

蒸聆累倩了大量的班分而形成组化浅色草甸土以至登展成蜜土
。

另外
,

衡河东西的嫂分累硝情况亦不一致
,

衡河以东的北部为黄河故道所形成的槽

状寒地
,

也果稍了大量组分 , 但其鲤分果猜情况与街河以西的碟形崔地边椽并不一致
。

街东槽状崔地边本最的土壤组分以氛化物为主
,

硫酸班次之
,

而街西土壤中的斑分虽仍以

氧化物为主
,

硫酸
,

组为次
,

但硫酸盟的含量顺有增加
,

重碳酸班也有增加
,

地下水的化学

成分也有同样的情况
。

同时在街西的部分地区
,

土壤剖面的底部分散有石膏桔晶
。

这

些情况充分靛明衡河雨岸寒地中地下水的补拾情况和水熨都有不同
。

致使嫂渍化过程

中土壤盟分的累精和分配互不一致
。

苹北平原中的沉猜作用既甚繁多
,

地形变化也大
,

土壤中水分的状况和移动各地均不一致
,

因此
,

土壤登展亦呈现复排性
,

其系统规律性

简有待今后的祥栩研究
。

三
.

土壤性臀与土地利用

本区登巢生淹的特点是土壤水分朋题
,

年雨量 600 一600 毫米
,

应足够作物生是的

需耍
,

但因雨量分配不匀
,

形成 春早秋涝的旅重情况
。

据馥清杯查料
,

全联 600 万献耕

地
,

1 9 5 1
,

1 9 5 3
,

1 9 6 4 年涝地一半
,

1 9 4 9 年因播种缺水只收一半
,

1 9 5 6 年小多减嵌也是

因为缺水;因此
, :坑早排涝莲成为本区遵巢生谨的中心简题

。

本区土壤以深位中屠缪泥樱壤土母置所聆育的耕种石灰性揭土型浅色草甸土此较

耐旱耐涝
,

深位厚屠朦泥袒壤土型母鬓所登育的各种土壤都怕早怕涝
。

深位中唇缪泥

极壤土型母鬓所聆育的褐土型草甸土是主耍棉童区
,

土箕通气良好
,

膝泥屠在 1 米以

下
,

棉株根系登育不受影响
,

毛管水尚能 自由升降
,

廖泥隔水作用不如深位厚唇缪泥类

型颖著
,

另外中屠廖泥还有托肥的效用
,

所以蠢民称为一等地或蒙金地
。

与上相反
,

握壤土型母鬓所登育的土壤
,

土鬓较砂
,

内外排水都好
,

但养分易于漏

失
,

不保肥
,

所以登民称为具壹地
。

浅位薄屠简粘视壤土型母置所聆育的土壤
,

大致与深位中唇膝泥J乡滩隆育的土壤相

似
,

也是种植棉花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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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位厚履廖泥鲤粘壤土型和粘土型所聆育的土壤
,

因粘土唇很厚而离地表近
,

所处

地势又较低
,

内外排水都不够好
,

大都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

虽亦有种植棉花的
,

但远不

如深位中履廖泥视壤土型所聆育的土壤
。

登民韶为粘土型和深位厚唇腰泥姓壤士型所

癸育的土壤种植棉花
,

聆棵较壮
,

但现花期迟
,

是其缺点
。

松砂土型母置所赞育的土壤
,

易遭夙触
,

不宜植棉
,

目前以种植花生为主
。

此外
,

尚有一种砂丘土
。

根据植物复盖的不同
,

又可区别分流动的
、

半固定的和固

定的三种
,

前一种是流动砂
,

光裸然植被
,

后雨种的植被以果木为主
。

上面所歌的各母鬓类型所聆育的土壤
,

是指浅色草甸土
、

揭土型没色草甸土或袒度

嚷化的草甸土
。

嫂化最重的土壤
,

作物生畏受鲤分的抑制当然不能只用剂面鬓地来解

释作物生是情况 ;另外
,

土壤艇过不同的成土过程
,

土壤肥力的变化也有差异
。

揭土型

浅色草甸土的桔裤性较佳
,

肥力亦较高; 盟化没色草甸土中有鲤分的影响
,

对作物生长

来挽尚不如没色草甸土远甚
。

各土壤的肥力
,

尚镇准行静翎研究
。

院清附近还没有大规模的河水灌溉地段
。

但水井灌溉而精很大
,

主要分布在南清

东部
。

据登民反映
,

井晓地能增崔
,

如小姿平时献丧 10 0 斤
,

浇水后能达 加0一30 0 斤
,

水井灌溉在雨水多的年份能增彦 加一30 形
,

干旱时可达 10 0形
。

但水浇地必筑配合多

施肥
,

才能使增渔的效果顺著
。

小多丰走年最高能达 400 斤
,

但干早时只收 100 一150 斤
,

尤其是在 3 ,
4 月份

,

迫切

需耍水分
,

而此时逾值旱季
,

所以特别需耍灌溉
。

如多收后 (6
,

7 月
·

份)仍不降雨
,

往往影响夏播作物(如玉米
、

白薯等)播种
。

棉花亦需耍灌水
,

尤其是播种时期
,

通值旱季
,

登民往往挑水点种
,

情景十分繁张
,

待棉花保征拿苗后
,

甚至 6 、

7 月旱季
,

群众反映干一些还是可以的 (此时棉田 10 一60 压

米的含水量豹为 n 一13 升)
。

但此时究竟是否需耍灌水
,

将来在藏麟站可作巡一步研

究
。

从土壤组渍化圈题上着眼
,

在本区鳌展灌溉
,

镇注意下列数点
:

(l) 本区内较高地的土壤狱化并不甚股重
,

但如准行灌溉
,

必镇注意排水措施
,

以

免地下水位提高引起次生组横化
。

区内路淋及村庄附近低地常兑反班现象
,

瓮明土壤

灌溉后有组化的威膏
。

至于排水港究应没补多深
,

应砚土壤性鬓而定
,

具体意见筑侯除

界水位的研究桔果方能提出
。

( 幻 寒地灌溉筑粗很多措施
,

尤其是粘土型和深位厚唇腰泥袒壤土型母熨所登丫f

的土壤应防止灌水后提高地下水位引起盟溃化
。

在窟地淮行灌溉时
,

必镇不使窿地集中大量水分
,

最好能与夏季防洪措施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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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容地梢水的主耍原因是地面视流的匿集
,

如欲改造蜜地
,

应考虑整个苹北平原的排

水阴题
,

同 时应毅法增强较高地面的土壤蓄水能力 (如增加耕犁深度
、

植被密度及林带

林胭等)
。

虽然表屠土壤吸水量有限
,

但就大面精来歌是椒可观的
。

( 3) 本区鳌展灌溉
,

必镇淮行平整土地
,

否HlJ 会造成次生班清化
。

另一方面
,

必筑

展开定位藏欲站的研究
,

更好地来确定各土型的灌溉特点
,

以及灌溉后的登作制度
、

土

壤肥力的动态等
。

(4 ) 这一带砂丘及砂土地还很多
,

流砂对灌溉渠系布置及附近登 田为害很大
,

必筑

抬以应有的注意
。

摘 要

1.

?

.

|

一

|
J J飞!日l!||月J...门

肇北平原 中部的土壤情况
,

可以山东除清附近为代表
。

敌地区土壤系由黄河冲被

物所形成
,

过去通称力
“

石灰性冲稍土
” ,

但超此次初步研究后
,

登现这些冲覆物都已受

不等的成土过程
,

对土壤聆育情况和母矍的沉梢规律也有一些新的韶栽
。

根据土壤聆生的情况
,

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i )浇色草甸土
,

(ii ) 石灰性揭

土型泌色草甸土
,

(i 动 塑化漫色草 甸土及局部沼泽化班化浇色草甸土
,

( iv ) 奥土
,

( v) 冲

梢物及砂丘
。

其中
.
以草 甸土形成过程为主

,

有少数地区 已向塑土登展或向揭土过渡
,

也

有局部地区向沼泽化方向聆展的
,

只有流砂和新近冲稍的地带登育微弱
,

还保存着母

鬓的特征
。

由改良利用上着眼
,

我俏韶为有以下几点必筑予以注意
:

(l) 土壤盛化 目前不甚股重
,

但如准行灌溉
,

HlJ 境注意排水措施
,

以免地下水位提

高引起次生组清化
,

( 助 在窟地淮行灌溉时
,

必镇避免多余水分集中
,

最好能与夏季防洪措施桔合起

来
,

考虑整个苹北平原的排水尚题
。

( 3) 流砂对灌i既渠系布置及附近鬓 田为害甚大
,

必镇予以注意
。

( 4) 必填亚早建立定位藏敏站
,

准一步确定各种土型的墓本特性
,

作为具体改良措

施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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