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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共和盆地土壤类型及其分布特点

涂一 健 周贤群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

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和兴海县的共和盆地
,

是青海省主要的粮油产地之 一
。

我们于 一 , 年及 一 夕 年间
,

曾分别在切吉
、

恰 卜恰等地进行土壤调查和定

位观察研究
。

兹将这个地区的土坡类型和分布特点
,

简述如下
。

土壤形成条件

共和盆地座落在东径
。

一
” ,

北纬
“ ,

一
, ,

属于昆仑山系鄂拉山向东北

延伸的部分
,

横贯于黄河龙羊峡一野狐映之间
。

它北倚青海南山与青海湖相隔
,

西北邻茶

卡盐池与柴达木盆地相通
,

南沿被黄河所切割
,

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干早盆地
—

古湖
〔习 。

盆

地的地势是四周高
、

中闻低‘ 盆边的河卡山地为海拔
,

米
,

山坡陡峭
,

沟谷深切
。

山前

凹陷平原为海拔
,

米
。

盆地内部以恰 卜恰镇为中心
,

由三级对称的古湖岸阶地 俗称

塔拉滩 所构成
,

分别为海拔
, , ,

与
,

米
。

盆边山地及盆地内部的残丘主

要为三迭纪轻微变质的砂岩和板岩组成
,

亦有部分花岗岩出露
。

山前凹陷平原和湖岸阶

地广泛分布着第四纪洪积物
、

湖积物
、

冲积物和风积物
。

共和盆地属于高原 温 带半千 旱 大 陆性 气 候
,

年平 均 温度 ℃
,

℃ 积 温
,

℃
,

年降水量 毫来
。

奔的降水集中于 一 月
,

冬春两季雨雪少
,

年平

均相对湿度仅 务
。

并具有 日照时间长
,

日温较差大
,

年温较差小
,

冬季多大风的特点
。

盆

地内除局部积水外
,

各河流多系季节性干涸河
。

沙珠玉为内陆河
,

注人达连海飞恰 卜恰河流

人黄河 其余短促而干涸的浅河
,

由山麓渗人厚约 米的第四纪堆积物中
,

最后泄人黄

河
。

在植被组成上
,

共和盆地属草原类型
,

主要由克氏针茅 〔, 左 口讨
、

紫花针茅

户 既。
, 。 、

岌岌草 汤, 。 ,户 ,

如
, 、

青海  沙草  ’ ,
左
。
友
。, 、

多枝黄茂
, ,  , 户  

, 、

二裂委陵菜 ,朗 , “ 、

细叶苔
亡 ,

, , 。 、

粗啄苔 ‘ 汀,, 冶 组成
,

蓖叶篙 ,
、

骆驼蓬 馆 。

几 , 二 等也占有相当比重
。

盆边山地还有由鬼箭 锦鸡儿 ‘ 嘴
, 动

、

山柳
、

金 露梅  入 、才介。 。 、

线叶 篙草
、

珠 芽萝

, ,

二
, , 。 组成的亚高山灌丛草甸和亚高山草甸

,

由小篙草
,
·

。
户,

先后参加部分野外工作的还有 本所李忠娴
、

曾友特同志
,

青海农牧学院土化系 ‘ 级毕业班同学等
。

土墩理化

分析
,
除作者外

,
尚有吴先乳杨涛

、

匣习
、

王在么赵宝莲等“志
。

植被资料大部分由本所 ,

 年
“

土

城考蔡队植被组提供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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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水篙草
, 、

高山萝 夕 , 。
·

 
, , 无夕 ,

、

虎耳草 叩

叩
、

小大黄 人。 力“。 等组成的高山草甸
。

这种气候
、

水文和生物条件特点对腐

殖质累积与淋溶过程有明显的影响
。

、 、

厂
、 一 ’

一
,

一 乞
一

, 万

二
、

‘

土壤类垫和基本性质

共和盆地的成典条件复杂
,

形成过程各异
,

所以土壤类型众多
。

正确的划分这些类

型
,

有利于因地制宜的进行利用改良
。

根据已有土壤分类原则
,

共和盆地共分出六个土

类
、

十四个亚类
、

廿九个土属
,

一百一十个变种
。

二
‘

栗钙土 广泛分布于古湖岸阶地
,
以及山前 凹 陷平 原

。

海拔
,

一
, , 。

,

米
,

是 温带半干早地区干旱草原
、

草甸草原植被下的地带性土壤 。

其特点是

土体干燥
、

结构性较差
,

发生层次分化不够明显
,

属 一 一 剖面构型 表层腐殖质含量

一 并
,

全氮含曼 一 多
,

之 在 ,  之间
,

全磷含最仅 一 多
,

代换最

为 一 毫克当量 克土 土壤呈碱性室强碱性 通体呈石灰反应
,

碳酸钙淀积于 一

厘米
。

仅部分土体有不 同程度的聚盐层次
,

但未见石膏淀积 表
。

按照腐殖质积累强

度及钙化
、

盐化特点
,
可分为四个亚类  暗栗钙土 所处地形部位较高

,

植被橄盖度达

务
,

腐殖质层 厚 厘米
,

腐殖质含最 一 , 务
,

代换量 毫克当最

克土 基本无盐演化现象
,

通体呈强石灰反应
。

栗钙土 植被贾盖度为 , 并
,

土城腐殖

质层厚 厘米
,

腐殖质含量 一 务
,

部面中上部有不同厚度聚斌层
,

中下部有碳酸钙

新生体和微弱粘粒淀积
。

淡栗钙土 基本上属灌溉农用地带
,

主要见于海拔
,

一
,

米的东巴
、

塘格木北至沙珠玉
,

哇玉香卡农场
、

二十地一带
,
有水源者早已辟为农

田
,

植被覆盖度 务
,

局部地区有流动
、

半流动沙丘
,

土壤剖面层次发育不够明显
,

常在

一 厘米内出现聚盐层
,

但含盐最不高
,

腐殖质含量较低 为 一 关
,

土坡代换 小

于 毫克当 克土
,

通体呈强石灰反应
。

草甸栗钙土 发育于地下水位较高地

段或泉水溢出带
。

主要见于朵海滩及河卡瀚滩周围
。 、

表层腐殖质含量 一 拓
。

土壤呈

碱性至强碱性
。

有盐化现象
,

表层含盐量为 巧多
,

通体呈强石灰反应
,

有时底土有极少

量石灰新生体
,

剖面下部有大量锈斑锈纹
。

棕钙土 主要分布于黄河
、

恰 卜恰河和沙珠玉河谷及低阶地
,

海拔在
,

米

以下
,

是温带荒漠化草原下的地带性土壤【, 。 因气侯比栗钙土干燥
、

多风
,

漠土化特征较明

显
,

地表多砂砾化或砾幂
,

碳酸钙淀积层位较高
。

石青淀积
、

盐分累积层与碱化现象较栗

钙土普遍
。

这类土壤热量条件较好
,

经灌概已辟为农田
,

是青海省主要的粮油商品基地
。

按照腐殖质层的厚薄和含量可划分为两个亚类  棕钙土 植被筱盖度小
,

腐殖质含量

务 左右
,

一般土层较薄
,

质地多为砾质粗砂
,

钙积层在 厘米以下即开始出现
,

含量为

外
,

厘米处常见石膏聚积层 表 灌概棕钙土 腐殖质含量比棕钙土低 为

务左右
,

而代换量较高 毫克当量 克土
。

土壤生产力较大
,

开垦年限 一

年以上的土壤春小麦亩产达
,

一
,

斤
,

油菜亩产 一 斤
,

蚕 豆 单 季 亩 产
,

一
,

斤
。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分布于海拔 3
,

3 5 0
(

3
,
, 0 0 ) 一3

,
8

00 米阳坡山麓及山前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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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平原
,

自然植被为草原向中生性草甸的过渡类型
。

草皮层比亚高山草甸土薄
,

厚仅5 厘

米左右
,

制面中碳酸钙淋洗亦弱
,

属 A s一A卜Al /B一B一c 剖面构型
。

由于生物气侯较干

旱且过度放牧
,

草场严重退化
,

使密丛性根茎小篙草群落更加矮小稀疏
,

以致造成地表秃

板(俗称
‘
黑秃滩

”
)

。

可分暗色亚高山草甸草原土和亚高山草甸草原土两个亚类
。

4

.

亚高山灌丛草甸土 主要分布于海拔 3
,
4 0 0 一4

,
1 00 米之深沟峡谷及其山体阴

坡
,

发育于由鬼箭锦鸡儿
、

山柳
、

线叶篙草
、

苔草
、

珠芽寥等组成的灌丛草甸下
,

腐殖质层深

厚
,

呈棕揭一灰棕色
,

具泥炭质特征
,

腐殖质含量高达 30 务土壤呈微酸性至碱性
,

代换t

较高
。

按照碳酸盐淀积深度可分为亚高山灌丛草甸土和碳酸盐亚高山灌丛草甸土两个亚

类
。

5
.

亚高山草甸土 广泛分布于海拔 3
,

8 0 0
(

3
,

9 0 0
) 一4

,
1

00 米的亚高山中生 性草

甸植被下
。

土表草根盘结坚韧且具弹性
,

呈黑褐色
,

活性有机质含量 10 多以上
,

代换量一

般为 52
.
科 毫克当量/100 克土

。

具有 As 一A ;一Al /B 一c 剖面构型[z,
,] ,

是良好 的 夏 季 牧

场
。

可进一步分为亚高山草甸土和碳酸盐亚高山草甸土两个亚类
。

6

.

高山草甸土 主要分布于海拔 4
,

10
0一4

,
4

00 米的高山篙草草甸下
,

因气候高

寒
,

土壤冻结期长
,

腐殖质分解极弱
,

表土常具显性或隐性塔头墩子和松脆的毡状草皮层
,

厚度 7一10厘米
,

呈暗褐棕色
,

屑粒状结构
,

活性有机质含量 12 一17 多
,

代换量达 们 毫克

当最/100 克土
,

亚表层以下间或夹有一个黑棕灰色层次
,

向下即过渡为母质层
,

通体具粗

骨性
,

属人
s
一A: 一A ;

’

一c 剖面构型“
,。

土壤呈微酸性或中性
。

可进一步分为原始高山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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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高山草甸土两个亚类
。

三
、

土壤分布特点

共和盆地土壤的分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盆地内部土壤呈环状分布;二是盆边山

地呈单面山式垂直带谱
〔11

( 图 1)
。

河卡山 河卡北山
南西 .干 J匕东

瓦里宫山 铆梢沟山

三塔挽 二塔拉
,

头塔拉 恰卜份 东巴

卜℃补衬场、友~ 孟
_

护

杂海滩

之5
:,

r P L Q T

V

�叫洲粼�送洲世

嘲锄
幽圈圃概

撇鹅
��黑

构造剥性
山地

残坡积

山前凹陷平原

洪积

幼岸阶幼 构造刹
蚀山绝

残坡积

助沙【二习 姗、

“ ,
巨口 . 岩

1 高山草甸土 ; 2 亚高山草甸土 ; 3 亚商山灌丛草甸土 ; 4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 暗架钙土: ,

:
栗钙土; 5

,
淡果钙土 ; 6 棕钙土

图 1 青海共和盆地土城分布捺合断面示意图

Fig
.
1 The seetion of 5011 distribution of Gongh

e
ba
sin,

Q i
n g h

a
i p

r o v
i

n e e

共和盆地系一个东北一西南向的狭长形盆地
,

东北端地面窄而西南端较为开阔
。

盆

底为沙珠玉
、

恰 卜
.
恰河及黄河所切割

,

土坡分布与地形和生物气候条件关系极为密切
。

在

海拔 3
,

00
。米以下的河谷

、

低阶地及内陆河流域
,

因具有荒漠化草原和干草原的生物气候

特征
,

分布着棕钙土和淡栗钙上
。

在黄河北岸味香沟海拔 3
,

00
0 一3

,

3 00 米的干早森林下

还有山地灰褐土分布
。

由盆地中心向外
,

在河谷两侧如头塔拉西南部
,

二
、

三塔拉
、

塘格木

西南滩
,

以及山前凹陷的河卡滩
、

孕海滩等地的草原植被下广泛分布着栗钙土
。

散布在盆

地内部的残丘
,

分布着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到盆地边缘的 山麓带则分布着暗栗钙土或亚 高

山草甸草原土t7]
,

因此
,

在平面图上
,

构成了一个环状土壤分布图式
,

镶嵌于青藏高原的高

原面上
。

盆地边缘森林线以上或无林的山地
,

如克久山
、

开特山
、

都台山
、

满 掌山
、

河卡北山
、

切

吉山
、

青海南山等
, 因地势高起

,

随着生物气候条件的变化
,

土壤也作有规律的更替(图2) ,

自下而上依次为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亚高山草甸土(阴坡为亚高山灌丛草甸土)
、

高山草甸

土
,

构成了单面山式垂直带谱
。

但由于山地的位置
、

形状
、

高低
、

坡向所引起的水热条件
、

植被覆盖度的局部变异
,

因而土壤分布的界限也不一样
。

一般地说
,

南坡土壤的分布上限

比北坡同一类型的土壤要高出 100 一300 米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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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阵水t 350 ~ 通阅 m m

亚高山草

甸草原土

亚高山草甸草原

亚高山灌丛和侧

阵均沮 1
、

,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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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草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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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海共和盆地土壤一植被一气候垂直分布
Fig. 2 vertieal di:tribnrion of 5011一voge厄tio n一e肚m a to i n G o昭he ‘a s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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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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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P r o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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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土壤利用改良的途径

从共和盆地的农业气候条件和土壤生产力来看
,

河谷地带是粮油基地
,

必须发展水

利
,

扩夭耕地面积和提高土壤肥力
。

湖岸阶地和山前凹陷平原是农牧交错地带
,

应妥善解

决农牧用地矛盾和冬春草场不足的问题
。

亚高山地区是春秋过渡牧场
,

应合理轮牧
,

防止

草场退化
。

高山地区是夏季牧场
,

应加强草场管理
,

并适当发展药材生产
。

上述各个地域

在土壤类型组合和农业气候条件上有所不同
,

利用改良情况也不一样
。

现本着因地制宜
,

综合开发的原则
,

对各区提出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意见
。

1
.

河谷地带淡栗钙土
、

棕钙土
、

灌概棕钙土区
。

位于黄河
、

恰卜恰河
、

沙珠玉河流域

之龙羊峡至斑多峡一段
,

以及头塔拉
、

拉乙亥
、

曲沟
、

东巴
、

塘格木
、

新哲
、

恰卜恰地区
,

海拔

2 ,
5 00 一3

, 。00 米
,

气候干暖多风
,

无霜期 90 一120 天
,

除能种植春小麦
、

油菜
、

豆类外
,

黄

河谷还可种植茄子
、

辣椒
、

黄瓜
、

西瓜等蔬菜
。

目前已耕种垦殖近八万余亩
,

还有 16 万亩

因缺水t’]
,

尚待龙羊峡水库落成后方可利用
。

近期宜进行黄河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客土改良土壤质地
,

合理增施有机肥料及磷肥 ;建立护库林
、

护 田林为主体的多种经

营体制 ;大力发展马
、

骡
、

驴
、

山羊
、

半细毛绵羊
、

黄牛等大牲畜
,

以农养牧
,

以牧促农;实行

麦
、

豆轮作
,

提高单产
,

1 9 8 0 年我们在这个土区进行定点田间试验
,

春小麦单季亩产达

1 ,
5 0 0 斤

,

蚕豆亩产 l
,
2 0 0 斤

。

2

.

湖岸阶地
、

山前凹陷平原栗钙土
、

暗栗钙土区
。

包括二
、

三塔拉
、

塘格木西南滩
、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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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 海共和盆地土城垂! 分布高度比较 (海拔: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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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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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色亚高山草甸草原生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暗栗钙土

架钙土

淡栗钙土

棕钙土

灌溉棕钙土

4200

4100

4000

3900

3900

3700

3‘00

4 2 0 0

4 10 0

3 9 0 0

3 7 5 0

3 5 0 0

3呜0 0

3 3 5 0

3 2 8 0

35 0 0

3 6 0 0 以下

那00

3550

3 500 以下

3呼0 0

3 4 0 0

3 4 0 0 以下

3250一3了0 0

3 2 5 0一3300

3200

3200

3100

3100一3500

3000一3 100

2850一 3000

2500一 2850

2500一2850

里官及孕海滩
、

河卡滩
、

科学滩等
,

海拔 多
,

0 0 0一3
,

35
0 米 (个别 3

,
5

00 米)
,

气候干旱少

雨
,

无霜期 80 天左右
,

宜种青裸和小油菜
,

部分地区可种植小麦
。

为了全面规划
,

此区

当前正大量退农还牧
,

恢复弃耕地植被
,

推行封滩育草
,

发展人工饲草饲料基地
,

以解决农

牧用地矛盾和冬春草场不足
。 因此

,

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¹ 继续推广引消冰水和河卡山
·

麓层压水灌概草原
,
改良土壤水分状况

,

提高产草量
。

º 松耙草原
,

适时施肥
,

改善土壤通
、

透性和养分条件
。

六十年代试验证
二
明:

一

松耙
、

施草皮灰与灌水处理
,

平均增加草量一倍;

松耙
、

灌水增草六成;松耙
、

施牛羊粪灰肥
,

增草三至四成
。

3.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亚高山灌丛草甸土区
。

位于瓦里官山
、

河卡北山
、

柳梢沟山
、

青海南山
、

切吉山
、

河卡山之山前洪积扇和 3, 60 0米以下山前凹陷平原上
,

以及各山地阴

坡高寒常绿灌丛下
,

目前亚高山草甸草原土主要做天然春秋牧场
,

少部分为夏季放牧地
。

由于所处地形部位普遍缺水
,

牲畜利用率低
。

尤以各山体阴坡之亚高山灌丛草甸土
,

限于

灌木丛生
,

牲畜采食困难
,

利用率更低
,

仅做短时期的春秋辅助牧场
。

除亚高山灌丛草甸

土应重视防火和防止水土流失外
。

’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因干旱和过牧
,

导致局部地表
“
秃

板
” ,

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¹ 机具划破草皮
,

恢复草被 ; º 补播优良禾草草种
,

以加速更新

草原 ;» 剥弃草皮层或堆烧野灰
,

开辟人工饲草
、

饲料基地
,

以供冬春牲畜饲草
、

饲料之不

足
。

4

.

亚高山草甸土和高山草甸土区
。

位于切吉山
、

河卡山与青海南 山
,

海拔 3
,

90
0一

、,
3

0D 米
。

草质草量比上一土区好
,

是牲畜的抓膘基地
。

但因气候寒冷
,

利用时间较短
,

牲

畜采食少
,

除应加强草场管理外
,

大力圈围人工打草场也很重要
。

此外还可适当种植多种

中药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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