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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盆地土壤的地理分饰及深耕

改土的初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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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映北自热因穷侧介

(一) 映北盆地的进代地形栩递

《二) 眺毛气候德征与映北农业排性

《兰) 陕北植物草落与农业生产的关像

(四、 黄士母贫与陕北农业土址的形成及在其特性七的反映

(五 ) 映北的河流水系和岩层僧水在农业吹进声中的作用和展匆

二
、

映毛的土城

《一) 陕北的土班分布与农业区划

(二》属吸土和 热城土嗽土琪与客观环境相互变典的因果关派以及人为动力的主导作 用

三
、

映北主要农业土斑的特性与吹贾利用的初诺

《一》主要习种的农业作物及生产技术措施

《二) 在耕作技术上古代的珍贵遗产—
特殊的耕作方式

‘三、一众对 几种主要农业土班吹夏利用的诬旅和成果的科学俄据以及现牟周题的初少分析 和盆 公的

商枪
4

吃四) 映毛黑城土地区深拼吹土的重要念义及其成果
。

一
、

肤北自然因案商介

(一) 跳北盆地近代地形的摘述

陕北盆地是鄂尔多斯地合径华西力运动后所形成的一个单独的沉积盆地
,

第四

祀时期
、

曾径受过速植不断的强烈侵触切割
。
在侵触过程 中

,

由于浸触和堆积过程
,

葫平了以前切割的起伏地形
,

而又形成了新的起伏地形
,

循环发展
,

一直于当今存

在的梁亦地形是相互速植侵触作用所造成的桔果
。

因此
,

轻过反复的切割与平夷
,

冲刷与堆积
,

所以在那尔多斯地合上有昔

发育复杂的地形桔构
,

地形桔构的不同就引起了小气侯和土壤的差异
,

这种小气侯

和土壤的差异就很自然地规划了陕北农业的区划
。

黑城土地带主要及分布最广的地形类型是源和梁亦
,

如在陕北洛川一带为撅
,

延安
、

峨德一带期为梁弗地带
,

按地形学习分为黄土高原地区和黄土丘 胶 沟 电 地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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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至于粱亦完全是由于黄土层所构成
,

是历代侵触所形成的沟壑
,

彼此相稚
,

垂

官交错逐渐翻裂的桔果
。

一般歌为亦的形成是梁被侵触割切发展的拮果
,

而梁是瀚

被割切而成
,

这是近代地形的形成
,

其动力不外乎侵触 与堆积作用
,

总之
,

我们可以推河今 日陕北的复杂地形是黄土高原建箱发育的三个阶极
,

郎

所渭 “
源 ”

、 “
梁 ” 和 “

亦” 三种地形
。 “源

”
是原始黄土高原被切割的阶段

,

表砚

为一种幼年期的地形基本上还保持着一片平合
,

如洛川源者是
, “

梁
”
是高原被侵

触巳至壮年期阶毅
,

还保持着小面积的平合面
,

其高度大致在同一个高度上
, “

介”
·

为个别独立的园形山丘岗峦
,

为 “梁” 的进一步发展
,

形成老年期的地形
,

多存在

于高原的边椽部份
,

这种地形的发展
,

是原始高原受到通流严重冲刷所产生的桔果
。

古代黄上堆积的高源地带
,

由于古代河流的复趋活跃
,

以及新式沟道的渐次发

展
,

使地面备受割切
,

以致梁介参差起伏增大
,

沟壑的面积逐渐扩展
,

沟与沟之简

的地面相应的逐浙籍小
,

形成今天支离破碎的黄土侵触地形
,

这种侵触的动力不独是

人为因素
,

自然因素也是主要的 ; 不独为近代产物且亦为古代产物 ; 正如社 甫 “三

川观水涨二十三眼
”
篇持云 : “我透华原来

,

不复晃平陆
,

北上堆土山
,

速夭走穷

谷
, · · ·· ··

⋯⋯蕊旬川气黄
,

群流会空曲
,

清晨 望高浪
,

’

忽渭阴崖踏
,

恐泥窜咬龙
,

登

危聚糜鹿
,

枯查卷拔树
,

蹋扑共充塞
··
”

·
”

·
”二” 这些 自然因素的变更

,

加以人类的

轻济活动导致着黑城上的形成斗程
,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

从而使土壤特征起了相

应的变化
,

原有地带性土壤获得了特殊的剖面构造
,

并且在理化性霄上和物胃循环

的聚集过程中都发生了 显著的改变和矛盾
,

(二) 映北气挑特征与洪北农业特性

气候是以地形变异而不同
,

在那尔多斯高原上
,

东有太行
、

吕梁
、

南育秦岭
、

巴山
,

绪大山服
,

将其 围成具有屏障的盆地
,

形成了东南低海拔湿度较大的风系的

影响被小
,

受到西北高海拔干燥的风系影却很大
,

所以本区风向多西北风或北风 ;

东南风或南风极少
,

相应的清弱了来 自东
、

南雨面的半海洋性的湿油的气候影响
,

于是造成夏秋干旱燥热 的气温
,

至于冬春雨季
,

从正北及西北雨大戈壁吸来的寒风

助冲阵直入
,

以致造成冬春的塞冷
,

且在春季常受西伯利亚塞流的侵盛造成气温的

突变
,

所以在冬春之交
,

小麦常受其猛襄而遭受冻害
,

固然黄河河姿皎 湿 俏 的 空

气
,

.

可以对于干旱气候进行调节
,

擞为草边高原和伊克昭盟瀚海优先吸收
,

几乎无

所及事
,

加以西面为甘肃高原
,

为钝大陆性气侯
,

在一年或一 日简气温变化极大
。

叹区年平均温度为7
“

一10
OC ,

一月简平均温度在一6
OC与一SC之简

,

最冷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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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与一 30

“C之简
,

土壤冻桔深度自0
。

5一1
。

0公尺以上
,

谁季节性冰 冻 为 时 很

短
,

最高气温低于O
O C的日数自20 天至1

。

5个月
,

桔冰 日期拍 4 一 5 个月
,

最高温度

可达39
”C春季地温增高校晚

,

日温持箱高于0
“C时期始 日拍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

高于 5
“ C时期始 日在 4 月中下旬

,

无箱期始 日亦在 四月中下旬
,

但各地以海拔之差

异亦不相同
,

由上看来此地区春播时简较晚
,

夏收亦较迟秋季温度下降亦颇达速
,

日温持按高于10
”

c期简
,

早霜发生频率颇大
,

日温持植高于5
“C时期的格 日

,

在 10 月

下 旬至n 月上旬
,

高于O
“ c时期的籽 日在n 月上中旬

,

至于本区雨量
,

则受风向的影响
。

春秋雨季多西北风和西风所以雨 里 特别 稀

少
,

又以在这雨季中由西北方向来的风砂也特别多
,

常使灰尘飞摄
,

日光昏暗
,

复

以植物的水分蒸腾量小
,

此亦为本区域雨雪稀少的原因之一
。

本区年平均雨量38 0一520 毫米
,

夏季因受东亚季候风的影响多 集 中 于 7 一 9

月
,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几乎占全年的右5%
,

夏季降水最大
, .

频率亦较大
,

但在作物

生长的春季内
,

却常呈干旱现象
,

所以这个地区有 “十年九旱
”
的貌法

。

冬季降水

极少
,

拍为全年 2 一4%
,

有的地方甚至全冬无雨雪
,

此对冬麦越冬和春耕播种受到

一定的影响
。

这也充分挽明了在鄂尔多斯高原黑墟土地区农业生产中菩水保墒和水

利建投工作是迫不急待的简题
。

由于夏季降水强度较大
,

每年都有严重的土壤侵触
,

所以水土保持工作在黑城

土地带须与水利化相提并渝
,

不可稍忽
。

又因应区降水情 况极不规律
,

时早时涝
,

春早秋涝
,

所以在林木的木材生长方面也有特点即春材坚实而秋材疏松
,

此其与一

般正常生长的林木不同之点
。

在本区降水量分部的悄况
,

大致为山地稍林区最多 ; 黄列沿岸
,

高原沟壑区
,

丘陵沟壑区次之 ; 风砂区最少
。

本区气候因素对农作物危害的还有霜冻冰雹
、

俗捂 : “霜打一大片
,

苟打一条

袂
。 ”

本区不同地区年年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危害
,

据抗爵在第一个五年爵划内延安

粤区全区受害面积竟达 2 0%
,

粮盒减产三亿八千四百万斤
,

尤以19 58 年为甚
。

根据水稻的习性和要求
,

在陕北地区 (基本可以满足
,

凡是灌溉便利
,

地势平

坦的川道地基本都可以种植
,

只需加强营理
,

多施热性肥料 ; 即可丰产
,

在延安
、

榆林等地水稻
,

生 长尚属夏好
,

且品宜亦佳
,

在水利化达速兴建的基础上
,

大t 扩

展水稻面积也是农业上夏好的跃进
,

总之
.

在鄂尔多斯高原
,

陕北邵分一般春季温暖干燥
,

多风砂
,

夏 季 炎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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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凉爽多雨
,

冬季严塞
。

特别在春秋雨季
,

地表砂性很大
,

吸热放热迅速
。

保温

力很差
,

日沮差很大
。

可以俗捂 : “三年雨头旱
,

春早常不断万春秋风砂起
,

夏宋

早秋雹成患 ; “
早晨棉神棉袄中午局子草帽

,

下午风镜 口罩
” 写出其真实的特点

。

地形与气候示惫图

几恤山曰
大龙反 大奋人

1 }、

作物生长期扫为 200 一

2 30 天
,

相好湿度很低
,

蒸发量大于降水最四倍

太 至五倍
,

大陆性气候十
妙
‘ 分显著

,

由于山谷沟壑

崎岖不平
,

各区小气候

变化剧烈
,

又以受到蒙

古高气压北移的影响及

冷气团的活动所以形成

了雷多雨少
,

风大雹多

,

冬冷夏热
,

沙暴频繁

的都尔多斯高原上西北

大陆性的气候特点
。

这

个特点严重的影响了作

物的生长发育和预 卜的

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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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映北摘物 . 丛与农业生产关系

娜尔多斯高原的植物区系系肠草原化森林干草原植被 (草原化灌木 丛 草 原 植

被) 在区系植物地理上有蒙古系与华北系的成份
,

遭木以属于华北系的校多
,

草本

剧大都来自泉古系的种类
,

历轻自然和人为的破坏
,

森林逐渐退却
,

而干草原植被

相应的扩展
,

相傅在古代宋金盛战时代植被破坏为甚
,

在榆林府瑟韶载 : 砷木原为

茂密的油松林
,

种木之名亦由多林之义名之
,

田后
,

米脂以北历受风砂的侵触
,

大

有从干旱草原逐渐过渡到荒漠草原的趋势
,

而南部如延安洛川一带森林草原的衰退

已成尾声
,

遗留下的只是灌木丛草原
,

其主要代表植物有本氏羽茅J白草
、

跌杆篙
、

曲徽高
、

角高
、

荆条
、

狼牙刺
、

侧柏
、

揭树
,

柳树
、

亚尼旋花等
,

在与鄂尔多斯高

原西北地区由于风砂的侵整
,

生于其上的植物有白砂篙
、

黑砂高
、

砂竹
、

砂燕
,

砂

柳等
,

在盐演化的黑墟土上有猪毛荣
、

盐慈
、

碱燕等
,

它们构成群落分播在黑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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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在米脂以北由于近代风砂的侵触复盖
,

原有
一

草原也逐渐由量变发生竹变
,

亦郎原
’

有草原的景观有新的改观情况
,

目前已 为沙生和盐生植物群丛所代替
,

沙生植物群

丛有沙篙
、

沙米
、

宁条群丛
、

‘

沙柳宁条沙篙群丛
、

盐生植物群丛则有香蒲芦草等
。

在这些野生植物中
,

有田简杂草和田边杂草
,

其与农作物的利害有着密切的关

系
,

如田简杂草中危害作物最大的有小前
、

小旋花
、

苦菜
、

拔地草
、

稻田中别以案

板草危害最甚
。

小前
、

箭叶旋花
,

地下茎很深
,

不易耕除
,

刻后几 天 又 会 复萌
、

其不仅与作物争夺水分和养分
,

而且妨碍作物的生长发育
,

并常常与作物的病虫害

有密切的关系
,

所以清除此类杂草乃是为保征丰产措施之一
,

又以水草
、

算菜
、

小酸

模等这些杂草生长情况看来
,

在 鄂尔斯高原南部除适宜种小麦外
,

油菜
、

荞麦
、

豆类

昔可生长夏好
,

今后如能合理粗成几种作物的轮作
,

对于改夏土壤增加生产会起很

大的作用
。

更由于这些杂草轻常形成一些小的单钝群丛
,

指示出土壤水分的变化情况
,

最

近雨年由于水土保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

所以这些杂草及灌木群丛在农业生产上体现

了一定的效能
,

在以生物改夏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方面有广泛推广 的必耍
,

如孩区主要

灌木还有狼牙刺
、

酸刺
、

属陆捍‘ 牡荆
、

山杏
、

山 桃等
,

前四种是先锌灌木
,

特

别是前三种因具有刺棘
,

不易为牲畜破坏
,

是为徐化居民点附近荒山很好的先炸灌

木
,

酸刺能耐寒耐喊
,

耐湿又耐旱
,

对土壤适应性强
,

且根上长有根瘤
,

具有增茄

土壤肥力的效能
,

狼牙刺为 自生侧柏的先锌树种
,

在黄土高原及梁卯地带如选为侧

柏林发展的先绛树种
,

在造林上会取到一定的胜利
,

复以山丁子发育夏好
,

可知陕

北移植苹果也是有很好的前途
,

况在陕北地区古代山区多植苹果和林擒
,

又为挑梨

满园之区
,

此 由按德县蕊可晃
。

本区野生集用植物主耍有黄岭
、

甘草
、

草前
、

薄荷
、
知母

、

柴胡
,

黄精
,

茵欲

高
、

构祀
、

营术
、

速翘
、

五味予
、

木贼
、

党参
、

若耳
、

双花
,

扁菩等
,

如能枯合徐

化
,

水土保持
,

大力发展种植和采果桨材
,

亦为增加公社收入的一个有力的途径
.

鄂尔多斯高原上植物区划大致可分为
。

( 1 ) 荒漠草原及沼泽显帅原区 (谷糜水稻区)

( 2 ) 延洛草原化森林草原区 (灌木丛草原区) (谷糜区)

(3 ) 干早草原
,

帅原化森林
,

草原过渡区 (草原畜性区)

(4 )
.

沿黄森林草原区 (棉蚕豆区)

(5 夕森林区 ‘森林
、

稍林
、

毛林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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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尔多斯高原植被分区示惫图

熨
,

俗称为山地黄棉土
,

以即此为母贸形成的
,

坡
。

兑附图

(四) 黄土母宜与侠北农业土城

的形成及在其特性上的反映

1
.

黄土母霄层和埋截性古土坡层

的构成

黄土层是由风力 自亚州中部荒澳

地区带来的风化产物
,

受到成土过程

作用郎黄土化作用而形成的并使具有

一切黄土所固有的特性
。

根据A
、

C
、

凯西氏区分为
” “

黄

色黄土
、

带埋藏土的黄 土
、

杠 色 黄

土
、

粉缸色粘土
、

杠色粘土” 五类

(l ) 黄色黄土 : 上第四耙时期

和局部地为全新杭(O
:
一 0 .

)没有埋

藏土或具有 1 一 2 层暗色
,

黄土类型

埋藏土的典型黄土
,

其为砂壤臂和坡

在陕北高原上为农业生产最广泛的土

(2 ) 带埋截土的黄土 : 中第四祀时期(O
:
)为具有浅杠揭色坡霄埋截土的黄色和浅

揭色黄土均属之
。

如还有大最腐殖鬓存在时亦常呈黑色
,

俗称为
“
黄盖坡

”
的古代耕

作城土层及其粘化层
,

此层在洛川高源地带最明显
,

是为现代黑墟土上加以黄上复盖

层
,

至于复盖层的来源可能是 由于人为及自然雨种动力而成的

( 3 ) 杠色黄土 : 下第四祀 (O
:
) 是由褐色和杠褐色黄土状壤土粗成的

,

其简埋藏土

为暗杠揭色重壤土并在下层过渡到杠色粘土
。

在 O : ,

O :
之简

,

有杠色条带状粘化层
,

为古地表层或古土壤表层肇者款为它的成因是由于黄土母霄在古代潮显 多 雨 的 温

热气候性的产碱 轻过风化作用
,

黄土颗粒逐渐变小
,

其中一部份成为粘土颗粒
,

由大的黄土孔陈轻过淋溶作用向下淋洗淀积
,

不断的淋溶与不断的风 化
,

于 是 形

成了颇色不匀的杠土表层
,

复稚黄土的简隙沉积的复盖
,

又 轻 过 类 似 的 成 土 过

程
,

桔果再次形成杠色表层
,

德植轻过多次的黄土简隙复盖
,

成为黄土中的杠色条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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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粉杠色粘土 (N
: 2
)
—

为由浅杠褐色和粉杠 色粘土所粗成
,

为第三祀 杠 色

粘土与第四祀杠色黄土的过渡阶段
,

其居于中简地位
,

为农业上二色土形成的母 霄
。

( 5 ) 杠色粘土 (N
: 1

—
为杠褐色重粘土

,

埋藏土为暗紫色杠
—

杠色重粘 土
,

其为第三祀的产物
,

为农业上俗称杠胶泥的母霄
,

其性粘重
,

不易耕作
,

为农民所

最恶之土壤
。

肠‘份

2
。

黄土母臂的特性 :

黄土母胃性臀疏松
,

颗粒均匀
,

多

属 轻壤或中壤霄
,

以它为母霄所形成的

土壤
,

透水性和保墒能力均较以缸色土

为母霄形成的土壤 为佳
。

黄土母臀的臂地分布由西北而东南

有逐渐变韧的趋势
,

而且粘土颗粒亦有

逐渐增多的规律性
。

黄土母臀内含有丰富的炭酸钙
,

中

层较表层为多
,

此足轰明黄土母霄在成

土过程中的淋溶轻微
,

其中含有丰富的

矿臂养料如钾 (豹20 % 左右) 与磷 (氯

化磷含量拍0
。

15 % )
,

惟磷贸常与钙拮合

成难溶性的沉淀
。

碳酸钙的大量存在阴

明胶体颗粒的外围是有丰富的钙离子
,

其对土壤的物理
、

化学及生物性臀
,

都

江江江乙匀匀
厂厂厂矛 ;;;
吸吸吸 t ---

一一一
.

」J
卜卜

有夏好的作用
,

且为构成土壤团粒的主要因素
。

总的锐来
,

黄土母霄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

以其为母育形成的土坡艳大部分都具

有这些夏好条件
,

所以以黄土为母霄形成的土壤在我国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富源
。

但是黄土母臀在特性上也有它一定的缺点
。

这些缺点在农业生产上起着一定的

不夏作用
,

如黄土本育易受侵触
,

抗旱力差等
,

为要达到丰收必须正确的敲积加以

改进
。 、

(五 ) 陕北的河流水系和岩层潜水在农业跃进声中的作用和展望 :

鄂尔多斯高原上以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
,

河流水系也大致有同样的流向
,

且以

高原地下潜水为量不大
,

又无高山峡岭所形成的校大水流 (黄河除外)
,

至王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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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振主要是降水供拾
,

故无较大的河流
,

‘

兹择其主要者馨远之l

无定河水系的通流t 是长期的变化着
,

19 51
—

19 57 年毅德以上无 定 河 通 流

t 为例
,

最大遥流t 为16
。

9 亿方 (19 53 年 )
,

‘

最小遥流最为1 0
0

7亿 方
,

相对 的 变

冲达韶%
,

通流t 的变化与水位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无定 河 通 流 t 的 变化
’

以

7
、

8
、

9 月最大
,

3
、

4
、

5
、

6 月次之
,

10 月到次年 2 月最小
,

多年流盆比
,

相差益

殊
,

如毅德19 56 年最大流盆为730 公方/ 秒
,

最小流t 为9
。
3公方/ 秒

,

19 肠一1955

年流t 比率相差229
·

3公方/ 秒
,

(19 56 年流里为”37 睡方/ 秒
,

而19 55 年只
铆

·

8

公方/ 秒)

无定河含沙里自古很大
,

如沈抬肇淡 : “
无定河即古固水

,

以演沙急流浅深不

定故名尝尝过无定河急沙
,

履之百步告动
,

如行幕上
,

或陷剧人与本驼无遗
,

或为

古之流沙也
。 ” 据初步统舒

,

19 52 一195 6年
,

援德平均椒沙是为2
。

23 亿吨
,

拍占映

州多年帆沙里的 (13
.

8亿吨 ) 16
.

3%
,

口

年翰少量竟达年流量的4. 8倍
。

窟野河逸流系数拍为50 %
,

洪枯水位相差 3 一 4 公尺
,

最大洪水盆与最小洪水

t 相差几近幼0倍
。

洛河常年流里为23
。

3 公方 / 秒
,

全年总流t 拍 7 亿公方强
,

枯水期总流皿为8.

03 公方/秒
,

由于枯水期与洪水期河水流最相差很大
,

自古轻常泛益成灾
,

正 如 娜

县县陈纪截 :
‘

.’
‘

道光辛己冬十一月也
,

是岁也
,

洛水暴发蔑城集而过流满街
,

衡民无

老幼男女露宿猜山上
,

城内房星无复完者⋯⋯
。” 又如范俊西戍归过永济桥一特云:

“岭背残云翻树紫
,

城根秋水 (指洛河) 带泥黄
, ”
可知其自古为害甚拒

,

延水亦然
。

总之
,

陕北地区河流有共同特点 ; 即常年流t 较小
,

枯水期与洪水期流 t 大
,

相差悬殊
,

河床狭窄
,

河谷宽广 (无定河
、

延
、

洛河尤其明显) 支流支 沟 密 度 很

讯期含沙盆亦相当大
,

水土流失严重
,

由于河道淤浅
,

各河均无通航之 利
,

如 能

依照流城治理规幼的实砚
,

河流的水利查源将得到充分的利用
,

但其中亦有含盐t

很高而不利于滋概者
,

如洛河在上游河水含盐域等矿物成分
,

含里从上 游 向 下 递

撼
,

在吴旗一带每公斤河水含气化物 2 克
,

在永宁山一带每公斤河水含氛化物1
。

5

克
,

水带苦涩味
,

不利于灌溉
,

所以在洛水上源域水变淡
,

还是在农业利用上的关

键简题
,

如能达到此项 目的
,

则洛川高原 的丰产
,

将不次关中和陕南
。

陕北的内流河多半在漠境盐池附近如三边
,

榆林
,

神木一带寒星分布为直

接注入内陆湖泊的小支沟
,

除极少数内陆河 (如入里河 ) 外一般为非正式内陆河
,

内抽湖泊多为含盐的小湖泊 (海子) 如定边盐湖有苟池
、

老池; 徐林刀免海子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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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有杠城淖海子
,

这雨个海子为当前陕北反好的渔伤
,

产量甚丰
,

、
,

鄂尔多斯高原三面为黄河所轻
,

从潜水内部自然条件而篇似无潜水分带的规律

性
,

又以本区无较大水流因而也没有较广 的冲积层
,

所以本区的潜水一般是没有夏

好发育的
,

一般潜水中矿化度较高
,

具有咸味或者苦味
。

在陕北西部和北部一般水臀的矿化度
,

以重碳酸盐型水为主
,

具有 较大 的 傲

盆
,

主要靠地表还流补拾
。

局部沙漠洼地冲积层中的潜水
,

一般为矿化度鼓高的咸水和少里的微咸水
,

可

供牲畜之用
。

在基岩风化裂隙汤出来的水主要存在于有基岩地区
,

可能是受承压的构造而形

成破碎带的水
,

都尔多斯南部侏佣祀砂岩中
,

三叠祀的中粒砂岩中
,

延长砂岩中以及下三益祀

石千辜砂岩中的含水层中均有泉水流出
,

惟流量甚少
,

拍 l 一 5 公升/ 秒
,

水味尚甘
,

可作故料
,

可以陕北居民多居高山富洞郎钦用此泉
,

这种泉水准面相当高
,

如哪县

有在梁卵顶端出露者
,

所以也可以作为小面积灌溉之用
,

本区地下水的补抬来源主要靠大气降水
,

由降水而形成的地表逸流
,

水之排魄

部分通过小的河流排浅到黄河 中
,

大部还是由蒸发而消耗
。

在渭北高原奥陶祀灰岩中 出现很多喀斯特水
,

坑道中涵水量为6
。

8一8
.

5公升 /

秒
,

最大澳水量为16 公升 / 秒
。

总之
,

本区的地下水缺如
,

第四祀地层的水分布不广
,

只有局部地区有山麓冲

积洪积带的水与河流冲积层中水
,

但这种水能否供拾大型供水尚待研究
。

在基岩
.扫

的水以三迭耙中粒砂岩与二迭祀的砂岩水量较大
,

可考虑作为大型供水之用
,

另外

石炭祀砂岩
,

奥陶耙灰岩中的水均可作亮小型供水之用
,

至于将来的水利灌溉亦会

起相当的作用
。

二
、

陕北的主耍农业土壤

(一) 侠北土城分布概况

. . .
.

一

土壤分布
J

息瞰 : 鄂尔 多斯高原南起 自铜川
,

北止于神木以北以发生学的观点来

看
,

几乎尽为黑墟土及强度浸 触的土壤所盖复
,

推北邵及西北邵以伊克昭盟砂漠内

侵
,

部分黑墟土为砂漠复盖
,

在榆林
、

神木一带还可广泛的晃其露头
,

惟系砂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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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砂坡熨土
,

盐演化亦较严重
,

如榆林花园沟黑土台及焦河堡榻斗畔
,

在三边亦有

砂熨黑城土
,

可晃哪尔多斯高原在古代灌木丛草原植被主导下形成的土壤为黑墟土

和黑城土型的土坡
,

当前的水平分怖自北向南大致如下图 :

南

一
北

铜川以北由黄

陵县的偏桥
,

至洛

川以南为粘黑墟土

; 洛川至哪县的交

道 口 为过渡带
,

自

哪县至按德为淡黑

墟土 ; 接德至米脂

因受风砂的侵盛为

砂臂及砂壤霄黑墟

土
,

枚林至神木以北 RlJ 为埋截性砂臀及砂壤霄黑城土
,

从焦堡河以北以近代湖泊出现

许多低位沼泽地区形成沙炭土是为已往沼泽化灌木草原植被主导之下形成的
。

在三

边一带还有小面积的灰钙土及大面积的盐清土
。

(二) 农业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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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黑挂土和燕纽土型土坡 (黄编土
,

杠盆土
,

杠胶土等) 与客艰环境相互

女具的因果关系及人为动力的主导作用
。

研究土址发生发育和演变
,

只单独考虑到自然因素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

相互影响还有些不殉
,

同时也必填祥韧考虑到人类的轻济活动才能得出比校正确的

桔果
,

尤其是在陕北严重的水土流失区
,

·

和风砂侵触区
,

这样才能拘 符合B
·

B
·

道

康恰即夫正确的湍点
,

即强刹各种成土因素的同等重要性
,

同时也强调了各种成上
\

因素
,

粽合作用的不可分割性
,

这样就阴明了土址与成土因素简极为密切的相互作

用
,

不但表现在土址的空简分布规律中
,

而且也表现在时简演变的规律中
,

在研究

某一因素 (包括人为因素在内) 与成土过程的依翰关系的时侯也必须分析研究这个

因素和其他因素简的局部依存关系
,

和相互关系的全部复杂性
,

更正确的挽来
,

应

当以土址为主体研究整个景观中任何一个因素
,

在陕北地区有局部土址肥力的退化

现象
,

这与古代人为耕作所形成 的侵触作用
,

以致土址荞分流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

所以在陕北地区研究土址的发生发育
,

发展规律
,

利用改夏和农业性育都与古代侵

触
、

现代侵触的 自然因素
,

尤其是人为因素分不开的
,

.

即如黑墟土原是一种腐殖霄

含量很高的土址
,

肥力很高
,

这在延安洛川等地的黑墟土或埋藏性的黑墟土郎可推

测渝征
,

嗣轻植被的破坏兼以西北风沙的侵襄
,

气候逐渐变旱
,

复在古代悠久的封

建社会刹创制度的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之下
,

加以地形地势的起伏不平
,

途即
颤

严

重的水土流失
,

从而也就引起了土址特征及肥力的变化
,

自然土址长期的遭受不同

程度的侵触以后
,

就奠定了现代耕种土址肥力差别的基础
,

因为原有的自然土址的

肥力依然会或多或少对于作物生长起着一定的影响
,

而且 自然景观的改变也导致着

耕作方式的改变
,

从而侵触程度与熟化程度的强弱是成反比的情况
, ’

这样也就使得

土址的发育形成与肥力的表现和熟化的程度看来是不相吻合的
,

亦即地霄大循环与

生物小循环的不相适应
,

虽然人为因素有所破坏
,

但是在建歌方面 (土壤熟化) 还

是主耍的
。

正由于陕北地区的强烈侵触与堆积雨种作物的矛盾难优推劣
,

土址的演变与易

皿的情况也不一样
,

俗称的
“
黄盖土

” “
黄棉土

” “杠墟土” “
杠胶土

” 等都属于

黑城土型的土址
,

是古土址的暴露情况
,

不过因为遭受不同侵触程度所暴露出来的

先后次序也不一样
,

固然在农业性霄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

但是在发青形成方面和地

层桔构和物育粗成方面都有着密切的速系
,

而且以暴露之先后
,

几乎成为梁卵高源地

区农业土壤分布的一般规律
,

正如延安惠区梁弃及高源地区农业土壤巫直分布的一

般规律是与地层桔构和侵触有著明 显的因果关系
。

氏
�

褚

一
.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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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地中水流充足地区开阴为水

稻田
,

其肥力大小因利用时简的长短

而有差异
,

但在一般规律性之外述有

一些特殊情况
,

例如黄盖城分布在被

低的地方而相郑校高的地方
瘾

黄藕

土或白棉土
,

这是在古代地形的影响

下出露的特殊情况
,

郎在古代比校低

凹的地方形成黑城土
,

因侵触轻微
,

复盖作用 (人为的和自然的) 强烈
,

所以到 目前还保留着校完整的黑墟土

的轮廓
,

但在地形部位鼓高的地方却演变为黄棉土又如洛川的青牛凹是较高地形部

位的黑坡土层为适流侵触聚集在地形部位校低的地方
,

从而暴露出杠城土
,

黑墟上

却居在较低的部位
。

象洛川是人类活动校早的地区
,

几千年来人们就在这里为生活而耕作
,

既有破

坏又有建段
,

这样就拾予自然地里以上亘大的影响
,

在过去不合理耕作的制度下
,

引起了地表通流的增加
,

加强了土壤侵触的速度
,

形成了杖横如胭的沟壑
,

现代沟

床巳切割进入杠色黄土层中
,

局 已切入第三耙粉杠色粘土层及杠色粘土层
,

源面被

切割得支离破粹
,

极不完整
,

随着地形阶极性的改变和发展
,

弓}起了地表和地下水

分在里上的重新分配
,

雨水的大t 流失
,

使气候逐渐变旱
,

从而引起了植物生长稀

珠
,

于是更加强了侵蚀的进行
,

这样循环发展
,

严重的破坏了固有的地带性土坡形

成过程的向前发展
,

因此
,

目前剖面完整的黑城土
,

仅在平坦
,

侵触极轻微的梭高

源面以及部位较低的古代凹地上有零星的分布
,

而在更大范围上HlJ 是在城黑土被侵

触的剖面残存层或已轻呆露在地表更深层的地层上重新发育起来的土坡
,

‘

所以挽
,

现代土坡演变的主要原因是水力的侵触
,

但水力侵触又是已往人为对 自然景观的破

坏所造成
。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人俩开始生产活动而使土壤的发生发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土坡熟化

,

特别是在耕作过程中施用土粪这种特殊的技术措施
,

这在提高土城

生产力和 与土坡侵触作斗争上
,

具有亘大的意义
。

黄盖坡是黑墟土在人为复盖和其他 自然堆积作用的产物
,

它的基本特点是在原

始黑纽土上复盖了一层们3 0一5 0公分厚的黄土复盖层
,

由于复盖层的影响
,

原始黑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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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土的剖面性状就有一定的变化
,

于是在农业特性上也反映出这种变化
。

, 黄盖墟主要分布在源面最高的平坦部分 :

黑墟土是由黄盖墟的黄层被侵触竟尽或即将完了暴露 出来的
,

原始黑城上肥力

最高
,

主要分布在倾斜较徽
,

侵触轻轻的源面上
,

部位较低 的微凹源面及沟壑下部

亦有分布
,

面积很小
,

如在援德
、

羡家亦的沟里
。

杠城土是黑谊土被侵触畏尽而成的
,

由于腐殖宜被冲洗流失
,

原来老表土粘化

层墓尽
,

使土坡垦现林杠色
。

赶城 土 主 耍 分布在坡头较大
,

侵触较重的源地上
。

山地黄锦土是黑通土被强度侵触露出土层下部或母霄层
,

轻耕种熟化而成
。

川地黄锦土HlJ 为其冲刷波积而成
,

这些黄粽土的肥力常处于幼年阶段
。

山地黄棉土广泛的分布在坡度较陡的倾斜源面上
,

强烈割切的条状源面
,

以及

梁如坡地上
,

而川地苦棉土 RlJ 分布在川道阶地上
,

为陕北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农业

土坡
。

白锦土别是山地黄锦土再进一步的侵触暴露的产物
,

它主要分布在强烈切割后

残留的条状源面的边椽
,

梁那坡地及沟椽上
。

赶胶泥是梁那地区轻极度侵触
,

使第三耙杠色粘土舞皿地表
,

轻过土壤形成过

程发育成功峥
,

面积不大
,

‘

多在沟坡边椽上
,

在陕北北部有些不同
,

由于风向和飞

砂的来源所致杠胶土多在阳坡
,

面沙土多在阴坡
,

农民挽 的好 : “
杠阳抓

,

背面沙
,

黑纽土在底下
、

决黄土在阳月I抓
”

至于川黄棉土
,

棉砂土
,

砂土
f
石子土为河流阶地沉积母赞上轻初步发育成功

的新生土城
,

根据河流沉积规律按照各个阶地依次向河流近旁
,

育地愈来愈粗
,

潜

水情况也不一样
,

潜水面高 的地方有时形成锈土
,

由于霄地和潜水的情况不同
,

所

以形成土址的农业性臂亦不同
。

、 福泥土系沼泽土
,

主要分布在无定河中游
,

榆溪河秃尾河及大小支 流 的 河 滩

地
,

阶地以及榆林神木和靖边北部的沙滩地上
,

为现代沼泽所形成的
。

黑 白硷土多

分布在无定河
,

榆溪河
,

窟河河滩地及沙滩地上
,

为中度轻度盐化土
,

由于地下水

位高
,

无排水毅备而容易生成
。

福泥土与硷土是可以互相演变的而且这个演变的方向完全可以由人工掌握
,

亦

郎其发展方式虽逆可由人为因素所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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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土 (草甸土) , 一 , 城土 (盐化草甸土) , 一、黑焉尿城土 (草甸盐土)
·

个 个 t
毒 番 各

福泥土 (沼泽土) 卜 , 羊脑子土(盐化沼泽土)卜一峥冠冠盐篙城土‘盐池

如上所远
,

本区土壤演变的主导因素是人为因素及通流侵触相桔合 的 暴 露 桔

果
,

至于侵触的强弱取决于
“
水

”
与

“
土

”
雨方面在人为因素及 自然因素影响下斗

争力里的对比与杭一
,

当 “
水

”
占优势时侵触就加强

,

土壤肥力就向退化的方向发

展
, “当土

”
占优势时

,

侵触就减弱甚至基本停止
,

土壤就会向进化的方向发展
,

影响水土流失的因素很多
,

但是人为因素在刹节
“
水

” “
土

” 矛盾斗争中的力最对

比中又具有亘大的作用
,

鲜放前
,

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束裤了生产力的发

屁
,

粗放的耕作方式加速了水土的流失
,

而鲜放后
,

农民在党和政府的 正 确 镇 导

下
,

充分发挥了合作化的力量
,

在防止水土流失
,

提高土壤肥力方面
,

已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
,

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加强
“
土

”
在矛盾斗争中的优势

,

控制水土流失
,

从

而使土壤向肥沃的方向发展
,

党中央提的农业
“
三三制

”
及耕作的园田化

,

就是我

仍努力的方向
,

也是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的保征
。

陕北北部风砂高原区多半岛于沙拉息苏系的湖泊沉积层
,

呈现出湖积

一
冲科

沙熨沉积物的眼眼层次
,

古代系辽阴的湖沼盆地
,

由于近代的湖积一冲积及残积作

用
,

所以在这地区的土坡有一系列水成和半水成的土壤如 :
.

‘

、

用尿土 (草甸黑纽土)
,

五花土 (草甸土) 沼泽土
,

羊脑子土
,

(矿臂潜育土) :

沙炭土 (泥炭土)

愉林神木一带的湖泊招泽策者歌为可能是第三 耙以后的产物
,

也可能是黄河与

无定河所形成的潜水低位沼泽
,

复由历年黄河及无定河在此易于噬触的黄上高原上

的下切引起基准面的下降
,

相应的引起支流及其湖泊基准面的下降正如秃尾河支流

青界沟下切深达 1任se 2 0公尺
,

也可能是风砂侵获湖沼掩玫或泛滥淤积湖水演退等原

因
,

而造成的湖泊清亡
。 佗

·

总之
,

由于榆林神木定边等地的泥炭还在幼年时代
,

没有发育到反好的程度而

星现出夭折现象
,

由此推断湖泊的消亡是近代的而且这种消灭与沙漠的浸嫂和河流

基准面的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湖泊消亡
,

沙漠南侵的条件
‘

下
,

水文地宜上会发

生一系列的变化
,

于是在土趣形成的内外因素上也就相应的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

使明砂在成土过程中形成 1碑好的土壤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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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化过程 熟化过程
水明砂

—
~ 黄园子土

—
一黑园子土 (进化方式)

但是这种演变方式不是完全由自然控制
,

而是完全可以由人类所掌 握 而 左 右

之
,

这正税明在导致土壤发展方向上人为因素也会起着主导作用 (过去
、

现在和今

后 ) 如榆林的 :

(风化过程) (水拉砂过程) (熟化过程)
石泡沙地

—
一明沙

—
份砂土

—
一水稻土 (进化方向)

。

及熟化进程

又如宜川县的 :

黄泥 田一、硫磺 田一一硫磺息泥 田一一息泥田 (进化方向)

在三边一带盐湖附近的盐清土在自然因素与人为因 素控制下的演变关系
。

逐渐脱盐

杠盐篙城土十峥冠冠盐篙城土 (沼泽盐土) 二二二二二二二黄盐蕊盐土 (残

眯然脱盐石膏盐土

余盐土) ~ 一一盐疤子 (盐海子)

(四 ) 陕北的主要土类 :

当地名称

1
。

黄盖墟上

如曰
~

2
。

黑城土

3
。

杠墟土

4
。

黄棉土

5
。

白棉土

6
。

杠胶泥土

7
。

水稻土

8
。

下湿地土

9
。

砂土

(锈土)

10
。

森林黑状土

11
。

福泥土

12
。

砂炭土

13
。

盐城地

14
。

砂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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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陕北主要农业土壤的特性与改良利用的捣蒸

(一) 主要习种的农业作物和主要生产技术措施

1
。

陕北的习种作物

在陕北黑纽土地区播种的农作物
,

虽然各地署有不同大致为冬小麦
、

春小麦
、

冬

大麦
、

春大麦
、

水稻
、

粟
、

黍梭
、

燕麦
、

筱麦
、

荞麦‘ 高粱
、

玉米
、

大豆
、

耽豆
。

弧豆
、

扁豆
、

蚕豆
、

花豆
、

赤豆
、

糠豆
、

焉始薯
、

甜 菜
、

萝 卜
、

甘 墓
、

大 麻
、

览

鹿
、

油荣
、

芝旅
、

存子
、

花生
、

烟草
、

棉花
、

首落
、

草木裤
、

蔓豆等
,

其中以秋作

物栽培面积较大
,

秋作物尤以糜谷
、

筱麦所占的播种面积最大
,

其次是玉米高粱
,

再次为黑豆养麦等
。 l

2
。

陕北作物的生产技术措施

在陕北黑坡土地区的耕作方法大致相同
,

一般的耕作措施是秋耕深
,

春耕浅
,

伏耕先浅后深并多次耕翻
,

耕作深度与作物产量有密切的关系
,

根据典 型 区 的洲

查
,

耕作层加深到26一29 公分比深耕 13 公分的小麦看产5 9%
。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轮作方式多采用豆科作物与禾本科作物进行倒茬
,

倒茬的豆

科作物
,

有碗豆
、

扁豆
、

黑大豆
、

肛豆
、

蚕豆
,

其中普遍采用的是黑大豆和扁豆
,

必须指出
,

扁豆虽然对后作效果夏好
。

可惜扁豆的产量不高
,

因此需要在生产实践

中去发现更好的豆类作物代替扁豆
,

在黄土丘陵地区的习用倒茬方式有:

川地: (1 ) 谷子一) 看大麦或春豌豆
,

晚旅子或荞麦
。

(2 )谷于、 产糜子

、-
~ 、 了

_
_ 、

明

侣犷 门多 , 分 j 址

康子/
一、

,
一
‘

”
‘’

黑豆
—

春莞豆
—

小麦

洋芋
—

莞 豆
—

小麦

产、山地 : (1 )小麦(5 年)一今养麦

,
糜子

1 0 、李合二匕 口尸
-

、 ‘ 矛乍r J 、

、黑豆一
一) 春莞豆; 荞麦(或糜子 )

—
分黑豆

(3 )谷子

一
峥春莞豆

,

荞麦
-

一)
产高粱

、洋芋

以上为子长县习用的倒搓方式在洛川延安HlJ 多用 :

,
打荒,

l

二 八
、 . ,

一
。 ,

_ 、

. , _
_ 、
。 , _

、
, 二

、

。 , 产
’J , IL, , , 。

山地 ( 1 ) 糜子一今谷子一今糜子一
~ )谷 子一咔黑豆一一)谷子盯 ( 1 一 2

、荞麦
年) 一峥谷

,

糜一
一) 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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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

,
、

, 二 *
, 。 。 。

、

/
、 ‘ 夕

禅

谷
, , J 、刁之 〕月比

’

I卜 \ 计
—

U 月一 2 、

、

黑豆

荞麦速作( 2 一 3 年)一分糜

州. 一知

川旱地 : 玉米 + 大豆一 , 糜子 + 禄豆或小豆一 , 谷 子十徐豆或小豆
。

玉米十大豆一一谷子 + 徐豆或小豆一”春大麦
,

糜子
,

小 日月
。

合地 : 谷子一‘糜子一户豆类或洋芋
。

倒往的原HlJ

1
.

小麦
、

玉米
、

大麻
,

可以长期速作
,

尤其大麻宜种熟茬
,

小麦 田简 杂 草 严 重

时
,

宜行倒茬
。

2
。

谷糜基本上不重茬
,

多种在肥力校高的土壤上
。

3
。

玉米豆类简作
,

油菜与荞麦混播
。

概括言之
,

在一年一熟地区以糜谷等秋作为主
,

以禾谷类 与豆类简作
,

复种作

物有荞麦及小 日月糜于等
,

二年三熟地区亦多实行禾谷类中耕作物与豆类简作
,

有

以荞麦混播油菜为复种作物
,

或用玉米
、

糜
、

谷等作复种植物
。

在黑墟土地区尚有混作及简作方式如延安蟠龙 乡新庄科玉米豆子的简作方式
,

和玉米地里点豆子的奎种方式
,

还有作物与蔬菜的姿种方式
,

这种奎种方式
,

也是

大地园田化的耕作基础
,

如延安石沟 乡张家坪生产队玉米萝葡 白菜奎种方式
,

其优

越性是可以充分利用土壤的肥力而且减少土地的暴露而积降低水土流失
。

在陕北地区有很优夏的倒茬方式
,

但也有需要适当改进的地方
,

将在以
‘

F建栽

中提 出商榷
。

(二) 在耕作技术上古代的珍贵范产
—

特殊的耕作方式

黑城土地区由于土壤物理性宜的疏松易散
,

在好气条件之 F有机熨的含呈本来

不多
,

加以陕北为丘陵地区
,

在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掠夺式的原始耕作管 理 制 度 之

下
,

土壤有机宜曾被极度的消喊
,

桔构破坏
,

肥力降低
,

且汉地区风触严孟
,

不但

使耕地熟化层上的肥土大量流失
,

而且使土壤水分状况变劣
, _

使作物吸水困难
,

形

响它们的生长发育和作物的产量
。 广

-

;
为要减小地面透流

,

防止冲刷
,

陕北地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不少 的耕 作方

式
,

这些耕作方式正是一系列的生物路技的土壤改反措施如
,

区田刚田等
。

1
。

区田刚田

—
是我国1 600 年前即已采用的宝食农业遗产

,

正如陕北民落中所

舰 : “
推轰陕北土地薄

,

莫把明珠空埋玫
,

深大土地种区田
,

区田道通粮良窝
” 。

陇北农民夸耕区田的好处一点也不过分
,

目前陕北所推行的区田方式校古农书上纪



酋 北 农 学 院 学 报 1蛤9牟

载的方法髻为商化 一些
。

(l ) 区田的操作方法 :

,

先将斜坡地相等的划分为若干个一平方公尺大小 的小 区 (每亩666 个小区 ) 在

每个小区的中部挖长竟
、

深各0
.

5公尺 的辞子
,

先刮出熟土放 置 一 边
,

后 掏 出 生

土置于淋椽
,

形成土墩
,

然后将上方或左方同样大小的小区中熟土全部刮入已掏好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r

口口口口}}}}}: ; :}}}}}}}
:布布布

口口口口口口口111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共万万

卜卜‘‘

卜
‘‘

卜州州卜
‘‘

...

月月卜一一卜
---

卜
,,

rrr 盛盛

卜叫叫卜州州卜
’’

咨咨咨

卜」」卜州州旧旧
. 卜乒愈t

,
市怕

, 人丸法雄今
。

村公入的碎 , 共宁琦祷长”爪氏

的淋内
,

依此类推
,

最后

将第一小区的熟土放入最

后小区的表层
,

区田完成

后
,

再播种作物
。

区田示惫图 : 图中每

一大方格拍为一平方公尺

的区田
,

其中小方格是种植区
。

(2 ) 刚田的操作方法 :

先将斜坡地划分成若干条同样竟度的等高条带
,

在每一条带上半部挖成竟深各

刁
。

5公尺的沟
,

(带长砚地形而定) 从下而上挖出条带状的生土置于带的下半部形成

坑背 (或称为地便)
,

然后将一条带内熟土全部推下
,

然后再作上一带墩背
,

再推

下第二极的熟土
,

整

平后加筑若干横挡以

阻止雨水横沟流失
,

次依 类 推
,

一 直 作

完
,

然后以三角形交

始双行播种
。

【【厂召冷Z 咋夕义玲今7州州
名名乙夕 / / 之/ 乙

z

为为竹州州
··

/ / / / / / / / / / / / / 乃叼叼
lll
‘ ·

!!!

夕夕化乡叼叼次
尹

衫不不‘‘ 尸

子
『 一 ’

运 铸铸

lll众夕彩夕妙Z 佗州州’’

漆
’

一

否 诺 }}}

驯 田
,

区田以地势之不同
,

、

形式也有所改变如延安蟠龙乡平龄坦的刚田和区田

的形式 :

。

取

日田示惫 (蟠龙铺平坦 ) 区田示惫圈 (蟠龙平铺坦 )



产‘

第 4 期 张君常: 陕北盘地土坡的地理分饰深拚改土的初步商榷 日9

一

( 3 ) 区田和训 田的优缺点 :

区 田和圳田是一种菩水保土
,

肥效集巾
,

姆产显著的农业土邃改夏措施
,

榆林

全灌区19 59 年推广数字已达1 600 亩
,

一般亩产达150 斤左右
,

此鼓地边埂 和一般 耕

作方式增产达0
.

3一1倍
,

榆林包草弯三亩区田谷子虽受霍灾及
J

岛虫为氰 亩产尚可

高达4 n 斤
,

为一般农地亩产5 2斤
,

增高 7 倍
,

总其优点有四 :

¹ 具有深耕深翻耕作方法的应有作 用

刚田区 田一般耕深可达1
.

5市尺而且是以生土换成熟土的方式进行深耕
,

在种植

区的表层上
,

是一层深厚熟化的土壤
,

复以全层混合施肥
, .

增加了养分的数量及蓄

水保墒的性能
,

不致遭受干旱的侵襄和养分的欠缺
,

所以酬田
,

区 田也是丰产丰收

取得可靠保征 的有效措施
。

º活于密植

刚田区 田固然由于筑惋占去一部分土地
,

但是因为种馗区轻过深耕
,

水分和肥

料高度集中
,

在种植区糙株与植株简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

有利于通风透光
,

为密植

创造了夏好的条件
。

奠定了稳定高产的基础
,

就58 年情况来看
,

密植是区田 田丰

产因素之一
。

一般坡地高粱
,

谷子每亩只有3000 一4000 株苗
,

而区 田
,

,

田高粱留

苗 5000株
,

谷子10 000株
,

生 长仍然夏好
,

果能在水肥丰足条件之下密植定 额 还可

提高
。

À 便于田简管理

区田
,

助田的种植区很集中
,

有利于中耕
、

简苗
、

施肥
、

灌水防治病虫害
,

因

此可以用同样劳力
,

精耕韧作
,

从而保征高额丰产的获得
。

厂

¼ 是保持水土流失的夏好方法

在黄土丘陵沟壑地区 (梁命地区 )
,

山坡土地轻筑成区田
内’

田 以后
,

形成静多

小块穴状洼地及长形阶地
,

加以土墩和横挡层层密布
,

且以上壤疏松
,

具有夏好的

透水及菩水性能
,

尤其驯 田郎是一种
‘

榨形梯田形式
,

降水不易流失
,

表 土 容 易 保

持
,

从而起了保墒保肥的作用
,

援德关家畔生产队从 1956 年起拭种区田
,

逐年获得

高产在 195 8年共爵202 亩区田
,

平均每亩谷糜达350 斤
,

其中一亩竟达1200斤
,

比一

般大田平均亩产高 出18 倍
,

据轻验区田
,

即r田宜在20
。

一25
“

之简坡地采用
。

认
’

¾ 缺点 :

i 每年修补须叠一定数额的劳力
。

ii 不适于机械耕作
,

只可是在目前的过渡性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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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田
,

wIl 田在当前高速实现固定农田耕地园田化之际
,

肥料不足
,

还可是一种

过渡型式的增产措施
。

.

、

区田
、

NIl 田既然是千余年来黑城土地区劳动人民的珍宣遗产
,

就应很好的加以
I

改进
,

广泛推广
,

由于陕北地区咧田区田的丰产事实挽明山区的土地增产潜力极其

亘大
,

应予以尽可能的发挥出来
。

¾ 区 田
、

eI1 田发展的意晃
—

水平梯田及复式梯 田的修筑为长期改土创造下厦

好的条件

近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镇导下
,

陕北地区大力发展水平梯 田并 且拭脸复式梯田
,

’

这是在山区防止水土流失
,

深耕改土丰产丰收的优夏方法
,

延安寡区志丹县杠旗公

社道子河生产队五亩水平涕田在未修前亩产只为56 斤
,

修后产量逐年提高
,

57 年亩

产达1卯斤
,

58年亩产达 180 斤
,

超过修筑前亩产的2
.

6倍
,

惟以孩地人力缺乏
,

一次

修成比校普工
,

在劳 力不足的情况下以有困难
,

是否可以提倡水平梯田与复式梯田

相简弃用
,

即在 15 “

以 厂的坡地尽可能修成水平梯田
,

在 150 一5o 鼓陡的坡 地 上可

采用复式梯田
,

所投复式梯 田即一道坡式梯田一道水平梯田 相简筑成
,

目的在于鲜

决水平梯 田上的水肥朋题
,

在坡式梯田上栽种牧草
、

徐肥
,

坦供水平梯田的利用
,

拜利用坡式梯田上的降水通流
,

灌溉水平梯田
,

增加水平梯田内的土壤水分
,

这样

就可使水平梯田内水肥并足
,

改变山地上缺水缺肥的现象
,

为大量增产创造下夏好

的条件
。

此为援德水土保持献脸站拭脸成功并获得夏好的效果
。

另外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

当前坡地还未修筑成水平梯田及复式梯田以前亦可

采用水平带伏草 田松作制度
。

水平带状草 田松作制度的优点
,

在松作的基硷上可以增加土坡中有机熨和氮素

养料
,

这在以黄土母霄形成的钙霄里墟土区是有利于构成团粒桔构
,

促进熟化
,

加

速地力恢复的有效办法
,

且可解决三料简题
,

避觅打荒地用期性的水土流失
,

随时

简的进展可以逐浙发展成水平梯田及复式梯田
,

延安东方杠公社57 年拭脸桔果作物

带中可增产很盒44
。

6 8 %
。

修筑方法蔺便省工
,

根据不同坡度分划成宽度相 等 的条

带
,

(坡度陡者狭些援长竟些) 牧草作物简作
,

4一 5 年松换一次
。

2
。

套拿深耕与掏林深耕 (掏林点种) 法

亥雄深耕与掏淋深耕都是陕北农民多年的轻脸所获得的成果
,

在水土保持
,

保

肥保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

其优点 :

( 1 ) 加深耕层熟化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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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增加土壤孔隙度提高蓄水保墒

的能力 砚

耕作方法 :

(1 ) 奎举深耕与套牵沟播法

奎举深耕 : 方法是在坡的下方起
,

雄

横坡耕作第一拿后接着在同一犁沟内耕第

二擎
,

如此速植下去即可加深耕层
。

奎琳沟播 :

大体与奎犁深耕相同
,

所不同处是第一单耕后
,

进行下籽
,

播后再 举 半 举 复

土
,

然后空一犁再举第三犁
,

如此莲植下去
,

就形成高低起伏的沟墩
,

这种耕作方

法
,

对于保墒蓄水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很盾宜山地的耕作
,

56 年甘泉单泉公社 (今

属洛川) 臭汗子生产队30 亩山地谷子采用此法亩产2 07 斤
,

鼓一般耕 作 亩产 12 9斤增

产6 0
。

4%
,

如再桔合增施肥料合理密植增产会更 显著
,

为了防止沟愉不平部分水分

过 多
,

冲毁沟墩
,

应在不平的地方作挡
,

雨后桔合中耕
,

进行培塌 宜 在20
“

以下的

坡地上采用
。

( 2 ) 掏淋深耕 (掏林点种) 法

掏林深耕也是陕北农民多年轻脸桔合作物生产保持水土的一种方法
,

宜在坡度

较大要求深耕较强的洋芋瓜类作物
,

另外谷子
、

高粱
、

小麦
、

棉花
,

亦可适用
。

方法

是春季在山坡地上相简用截撅
,

撅头挖掘深达 1 一 2 市尺的坑
,

直径 1 尺左右
,

坑

的距离2一2
.

5尺成三角排列
,

挖好后
,

生土熟土分别放在坑的旁
.

边轻过半月到一

个月的曝晒
,

然后桔合施肥
,

播种分层顺序横行将土坎入坑内
,

或 先 籽 后 粪
,

俗

称 : “
安土

”
每穴播种后

,

用足踩实穴孔
,

在坑的边椽拍一半园 形 土埂
,

以 利 积

水
,

目的在截取逗流容于穴

内
,

作为菩水保墙的措施
,

播种完毕在穴与穴简用土挡

莲拮
。

掏林耕作法 的优点是保持水土
,

保墒保肥
,

抗旱播种
,

节拍施肥
,

采用此法改

土增产很显著如延安农业裁脸站
,

54 年在29
0

7的陡坡地上采用此法播种谷子亩产高

达137
。

1斤校一般亩产7 5
。

8长高出8 1
。

9%
。

缺点: 株行距太竟影响产盛
,

如能尽盆实行密植
,

掏林深耕法依然是一个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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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作方法
。

(三) . 众对几种主要农业土城改良利用的握段和成果的科学依据以及砚存简

皿的初步分析和建成的商榷

1
。

缸胶土

( 1 ) 特性 : 赞地袖腻粘重
,

干皮板桔
,

下雨成泥
,

难于耕作
,

有机霄缺乏
,

耕层浅薄
,

土坡水分不足
,

一般适耕期只有 2 一 3 天
,

透水性差但抗触能力很强
,

孔

隙度小
,

通气不夏
,

不利于根系发展
,

俗捂挽 : “
天早一把刀

,

雨涝一包槽
”
因此

庄稼不易提苗
,

肥力校差
,

仅能种植谷糜等耐旱作物
。

(2 ) 群众改进的方法及改夏意晃 :

¹ 臂地改夏

目的在改夏臀地的过重粘重
,

桔构不夏以及耕性太差
,

发老苗不发 小 苗 的 缺

点
。

( i ) 农民诊用适量煤渣或煤灰 (每亩45() 0斤)
,

可以基本改变 胃地 的 粘 重

性
,

洛川哪县公社即有很好的成效
。

º适里掺入黄棉土
,

使成二色土以降低粘性
,

同时也可增加孔隙度和透水性
。

º增施有机肥料

增加土壤有机霄可以改变土壤臀地的粘重
,

同时还可以增加有效养分
,

对于透

水保场
,

适耕熟化都有很大的作用
,

在水分养分充足的条件下
,

幼苗易于萌发
,

老

苗亦趋于茁壮
。

À 解决菩水投施
,

引水克服干旱现象

杠胶土吸水性差
,

常催旱灾
,

又以臀地坚硬
,

湿时拈干时硬
,

建筑水窖等均校

困难
,

如能根据当地劳力
、

土臀
、

水源等条件
,

因地制宜的进行开水平蓄水或韧沟

引水
,

菩水解决干早现象
,

但须探索水源
,

娜县公社山地泉水校多则可利用
。

¼ 深耕改土

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粘性杠胶土的板桔现象
,

同时可以增加透水性及 使 土 坡 魂

松
,

以利作物根系伸展
。

¾ 合理倒搓

根据农民多年轻脸在杠胶土上种植小麦
、

棉花
、 .

如筋大
,

杆推 长但是农民习于

莲作
,

以致肥力差
,

产最低
,

如能参与豆类
,

倒搓枪短速作年限
,

肥力即会提高
,

增加生产
.

即有此HjJ 应仍以麦棉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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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惫兑 :

i小麦 (2 一 3 年) 今豆类 (莞豆
、

糠豆) 今小麦 (2 一 3 年) 今豆 类

ii 棉花 (2 ‘ 3 年) 今豆类今小麦首落姿作今首借 (3 一 4 年) 分棉花

¾ 带状简作防止水土流失

目的在减少遮流
,

控制水土流失
,

以牧草
、

小麦进行松作
,

可起长年保土增肥

作用
。 、 ‘

,

2
。

黄棉土
、

城土

( 1 ) 特性 : 黄锦土因遭受强烈侵触轻常处于幼年状态
,

霄地中壤至轻坡
,

粗

积疏松
,

透水性好
,

保水保肥力差
,

中性反应
,

有机霄含量少
,

养分缺 乏 肥 力 校

低
。

城土中以黑坡土最好
,

上层具有深厚的腐殖层
,

一般厚度可达50一100 公分
,

团

粒团块状桔构
,

土层校紧实
,

登地中壤偏粘
,

保水保肥 力较强
,

易于拼作
,

肥力较

高
,

杠坡土的剖面形态和农业特性和黑墟土基本相似
,

惟腐殖臀含量和养分均校黑

坡土差
,

其与黄盖墟四者肥力的比枝大致为 :

黑孩土 > 缸城土 > 黄盖城> 黄锦土 (川地黄棉土 > 山地黄棉土)

在这些土壤中存在的重要周题

¹ 春冬干旱
,

水源缺乏
,

土壤水分校少
,

限制了作物水分养分充足的供应
,

影

响了高产丰收
。

º除黑城土
、

黄盖墟
、

杠城土
、

杠黑城土较肥外
,

其他棉 土 (黄 棉 土
、

白棉

土 )
,

肥力较低‘作物产量不高
。

“
À 耕层枝浅

,

一般在10 一15 公分左右
,

以下比鼓紧实
,

不利于作物 根 系 的 发

展
,

对于透水保墒
,

微生物活动
,

促进熟化等均有利
。

¼ 习于速作
,

施肥过少
,

使土壤养分失调
,

不能充分供拾作物需要
,

因于桔构

破 坏
,

肥力衰退
,

同时杂草丛生
,

病虫害严重所以常有花心地的产生严重的影响了

生产
。

À 水土流失严重
,

原因是粗粉疏松
,

无团粒桔构
,

粘粒太少
,

以致地力瘩薄
。

改进意冕
:

根据以上存在 的简题
,

就会体现出首要简题是解决
“
水

” “
肥

” “
土

”
其中尤

以 “
水介 “月巴” 为重要

。

¹ 至于水的周题在川源地区并非难事如洛川源
,

现正筹爵洛水上原简题
,

但在



翻 西 北 农 学 院 学 报
‘

1洲〕乍

鲜决洛川源灌溉简题如在洛川上游还须解决洛水变淡筒题正如哪县 公 社
,

洛 水 近

在咫尺
,

既不能作为教料又不能 引用油溉
,

因其中含盐成分很高 (已于基本情况内

救远) 关系洛水变淡朋题也提出初步意冕
,

洛水上源后轻过渠道
,

在灌溉 田地的进

口修一小型滤盐池
,

轻过滤然后进入田 巾郎可不受盐分过多的影响
。

滤盐池进水 口处投一胭状过滤器
,

其上复以带有大量石灰假菌耕的粘土 (土坡

下层就有) 及沙土
,

利用在粘土颖位上阳离子的置换方法可以钙离子置换纳离子
,

再

轻沙土滤盐的办法郎可使魄水变淡
,

轻过这种过滤手精再行灌溉就不致使土壤发生

盐演化
,

当然这种方法还须进行研究
。

另外在亦顶黄棉上水源困难的情况下
,

应打早井修涝池
,

尽量容钠降水
,

在梁

娜地区采用横耕以墩背拦游积水加以精耕韧作保水保墒庶可解决这一简题
。

º至于肥料简题应 当着重开辟肥源
,

增施肥料
。

井辟肥源的方法
:

羊圈上山
,

但是羊圈上山
,

‘

填在农牧规划的基础上来拥整
。

积擞人畜粪尿
,

利 用垃圾麟物制成堆肥
,

换取境
、

挖
、

换
、

浦
、

掏
、

扫
、

拾等

办法
,

进行搜肥积肥
,

利用 青草福肥
,

在梁卯地区还是很好的办法
。

大种徐肥
,

如苔子
、

草木栖等
,

甚至以倒搓的黑豆亦可
,

福制椽肥
,

倒搓轮作

的施实
。

倒搓的目的在增加土壤中的氮素肥料及操肥数量
,

根据当地 已有的成效
,

并在

大力发展畜牧业鲜决三料的原则下提出初步意晃 :

i 小麦带首偕今首蓓 2年今小麦 2年今蔓豆今小麦

ii 小麦 3年今回种荞麦分谷糜今莞豆 (扁豆)

“i小麦今荞麦带油菜今油菜今小麦

在徐林米脂方面的稀沙土以臀地太粗还不如黄棉土
,

农民挽 : “
锦 沙 土 不 能

提
,

雨水多了镇了底
,

日头杠了境脚底
,

刮起风来触地皮
,

庄稼根子窜地皮
” 这足

以挽明稀沙土的性霄
。

对于棉沙土改夏的意晃基本上同于黄棉土
。

硬黄土的农业性臀校好土育稍紧实
,

农民轰 : “
硬黄土最全面

,

种啥啥不救 ”

又挽
: “

天旱三年数黄土
” 和 “

硬黄土 劲儿大
,

天旱雨涝都不怕
”

硬黄土如能深耕施肥就更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

3
。

盐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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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各~

陕北的盐减上包括盐疤 子
,

冠冠盐蔺城土
,

黄盐城土和黑嫣尿城土
,

黑属尿城土

在沙滩和河滩地上其他均在定边盆地北部
。

(1 ) 特征 : ¹ 冠冠盐篙缄土 : 属桔皮盐土
,

桔皮厚拍0
.

5一2
。

O公分
,

地下水

位粕20 0公分
,

盐分很重
。

º黄盐篙城土
,

风触作用
,

地表不晃盐分
,

地表被分割成沟道状
,

形成盐池排

水道
。

À 白检土 : 地表一层 白霜
,

地下水位 50一100 公分
,

矿化度低无城味
。

¼ 篇尿城土 : 有黄色盐霜
,

中度盐化或重盐化土
,

地下水位 70 一100 公分
,

水霄

硫化度低
,

稍有城味
。

( 5 ) 沙城土
,

轻度或中度盐化
,

风触严重
,

在白检土上复有一层20 一30 公分

厚的油沙
,

地下水位40公分
,

稍有碱味
。

2
。

群众轻脸及改夏意见 :

盐城土改豆意晃可从水利
、

理化和生物三方面着想
,

于必要时可同时兼顾
,

兹

择其主要方法馨述于下 :

( 1 ) 地下排水及种稻洗盐 : 目的在降低地下水位
,

粉短地下水高水位的时简

及降低地下水位的高攀使上升含盐分高的地下水从阴沟排 出
,

这在 榆林附近即利用

此法
,

在志丹周家湾地区
,

主耍是依靠山水洗盐排盐
,

在川道区修好 排水沟后应进

行引水冲洗或改种水稻
,

充分利用排水沟中引水冲洗边洗边排
,

使土壤 脱 盐 率 更

高
,

排除土壤中有害盐分
,

然在冲洗前
,

.

应当注意清除植攀高大的杂草和石头
,

进

行深耕整地和辗压
,

使土壤表层取得一致性
,

以防冲洗不匀
,

若进行冲洗排水
,

以

在秋末季初冰冻前进行
,

其原因 :

¹ 减少蒸发
,

避免地下水上升使土壤发生重新盐清化的现象
。

在有冲洗条件之下
,

必然有大量的用水
,

这就难免使地下水位 提 高
,

如 在 夏

季
,

气温很高
,

地表蒸发量极大
,

在地下水位提高的基础上加以过量的蒸发
,

是使

土壤发生重新盐清化的主要原因
,

为了避免透种不夏的后果
,

所以冲洗时简宜在一

个蒸发量小的季节里进行
,

那就是秋末冬初
,

气温较低的时候
,

庶可避免此弊
。

º春耕把地是消除地下水位上升的夏好方法
。

在大量 用水冲洗以后
,

地下水位或多或少有些提高
,

毛 管 上 升 现 象 也 会 发

生
,

陕北盐清土地区多为秋季作物
,

在春耕耙地的作用下
,

就会使上升水位降低下

去
,

固然在春末夏初蒸发量会眯然加大
,

然在切断了毛管水位上升作用
,

就会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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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孟新盐演化的可能
。

À 秋末冬初在陕北秋作物区正是休朋时节
,

恰好在这个时候以充足 的 水 盆 冲

挽
,

这样就可以避免冲跳用水与作物用水之简的矛盾
。

冲洗时简有其阶段性
,

再分多次
,

至于用水定额各地因条件不同而有差异不必

全篇一律
。

种稻洗盐是农民很欢迎的方法
,

因为一方面可以冲洗土体中的盐分
,

制止盐分

上升
,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种稻提高土壤肥力
,

一举双得
,

永宁公社农民广泛的采用

此法
,

而且得到很好的效果
。

( 2 ) 的沙压城肥田

压盐肥田是提高盐土肥力的夏好方法
,

其法可有铺沙城及引洪压城雨种方法
,

群众挽
“
沙压城

,

刮金板
”
志丹县周家湾58 年采用此法改夏了三亩 地

,

亩 产 黄 豆

50 0 多斤
,

其作法是在盐堰土上复盖 2一 3寸沙子其作用是通过铺沙切断土壤 中 的

毛管水上升
,

同时利用沙子具有强烈的透水性
,

使土壤上层盐分逐渐下渗也起了洗

盐的作用
,

使单位休积内表土含盐量相对的降低同时也相对的降低了地下水位
,

还可

以沙中和土坡的城性降低碱性反应
,

如农民视 : “砂性凉
,

城性熟可以中和
” ,

在

酸城度降低后可以改变微生物的生活环境使其更趋于活跃及时分解养料供拾作物的

生长须要
,

铺沙压域以与控排水沟桔合起来
,

助其效果更为显著
,

在葫 沙 时 混 以

粪肥
,

(或用堆肥肥等) 不但解决改夏盐城土的简题
,

同时也解决了施肥的简题
。

.

并利于恢复土壤的夏好桔构
,

农民挽 : “30 草子沙
,

20驮子粪
,

庄稼不长我不信
” ,

就充分脱明了垫沙压域的是改夏盐城的主要措施之一
。

引洪漫地压城是在靖边定边及榆林最为普遍
,

志丹也有利用这种方法压城
,

据

傅引洪压城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

安边李家滩群众轻脸
,

引洪压城不但改夏了城土
,

而且可以提高产 t 一倍以上
,

如糜子前高 亩产800 一 10 00 斤
,

一般亩产400 斤左右
。

、 总之无输在那种城地上
,

引洪漫地的肥泥愈厚作物产量也愈高
,

种植年限也愈

长
,

反之产t 低
,

种植年限短
。

除上述特殊方法外
,

群众改豆盐域土还有垫沙压城 (人工垫沙
,

风力垫沙
,

水

拉沙压城的方法 )
,

在以农业措施改夏方面HlJ 有稻旱轮作
,

客夏土和汕沙改反盐城

地
,

深耕翻城
,

刮盐和控碱窟窿
,

增施有机肥料
,

盐城水和淡醋拌种
,

平整土地增
.

强中耕等方法
,

这些方法是农民多年来轻脸的积垒
。

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功效
,

如

果能殉几种方法并用效果会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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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地 (化性地
、

花心地) 的消灭
。

化心地在陕北还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

也正是存在的严重筒题
,

兹述之 :

( 1 ) 化心地 (化性地
、

花心地 ) 的形态特征分布规律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由于 自然因素
,

人为因素及土壤内在因素的互相粽合作用
,

引起了局部土壤暂

时性的霄变
,

降低或丧失了生产性能的的一种现象
,

其含惫包括土壤 内在性臂的变

迁和外界地形 (地块中心)
,

雨个方面
。

¹ 化心土的形态和特征
。

表土潮时稍疏松
,

干时有坚实枯皮发灰 白色
,

下层稍紧实
,

土壤性 能 剧 烈 下

降
,

作物生长不夏
,

秋季化心现象表现最为显著
。

‘

) º发生规律及在各种土壤上的表现
。

多出现在川地
,

其次为塌台地
,

和积水洼地
,

尤以川地平塌出现较多
。

且多发生在地块中部呈
“
零星块状分布轮换交替

”
黄棉土发生校多

,

二色上杠

胶土较少
,

种小麦糜谷等地出现被多
,

豆类
、

小麻
、

老麻等油料作物和牧草地 出现

很少
,

另外还有一种系土壤内部有虫类名为化性虫
。

( 2 ) 产生原因的初步探封
。

¹ 作业粗放

作业粗放
,

施肥量小
,

虽则好出苗
,

但收成小
,

逐年如此
,

土壤愈来愈薄
,

表

现生长瘦弱
,

产量不高
,

如子长杨家园子公社
,

焉家崖子生产队
,

揭生瑞有一晌川

地
,

因作务粗放作物生长不良
,

要弃耕荒燕
,

但轻焉根留种植后
,

夏季 深 耕 雨 次
“

( 5 一 6 寸 )
,

种入糜子秋后收 1 .8 石 (响)
。

: º耕作制度与气候在土地化心中的作用
。

当地气温低
,

冷的早而桔束晚
,

无霜期 160 一170 天
,

当地有
“
开雪18 0天 下早

箱及四月八冻死黑豆灭
” 规明有部分土地要在秋末和早春耕番

,

在此情况下若在阴

天
,

寒冷和霜冻、 表土桔冰有积雪和建阴大雨时进行番好地和番好后不把游等使上

坡温度下降
,

水分失掉内部暂时变霄
—

化心
,

郎当地称为感冒遭遇
。

1

À 耕地时令的不当 :

下冰雹后焉上进行耕翻
,

把冰雹埋入土壤下部
,

再轻曝晒
,

冰雹融溶后过凉水

分由毛管外渗
,

同时使土壤中钙鬓及粘土颗粒积于表层形成硬壳
。

¼ 施肥与化心的关系

在长期干旱情况下
,

施入灰渣肥
,

受土壤毛韧管和气温作用
,

水分大里蒸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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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表土遗留卞大t 盐分
,

使土坡硝化 (灰渣户含有大量硝) 影响禾苗生长
,

降低生

产性能
。 二 ;

·

(3 ) 改夏措施
、.

,

二
’

,
’

“ “
‘ ’

丫

¹ 提倡适度深翻

早秋番
、

秋末和早春
、

午番
、

清番
、

阳番精耕韧作
,

番后应郎耙穆
,

爆晒
,

促

进风化
,

增加施肥量 (改善桔构
,

拥节水分
,

空气温度
,

防 止冷气进入土内
,

避免

化心)
。

º对轻常易化心地采取铺焉粪
,

盖植物枝叶
,

然后桔合深翻
,

埋入地内
,

使其

腐烂发酵
,

提高地温
,

避觅和改夏化心
。

À 对已化心地
,

采用深翻和构钵爆晒法加以改夏
,

即在化心地内每相距 4 一 6

尺挖深1
。

2尺长竟各 2 尺的土坑
,

每钵内内再倾入茅粪 2 勺
,

曝晒14 一26 天
,

此法已为

群众实践征明如溜峪岔公社献脸效果夏好
。

¼ 对化心地还可种植豆类等抗化作物
。

½ 灰渣肥应在雨多的季节施用
,

以便取其养分
,

淋其盐分
。

¾ 安塞用黑巩加尿水
,

目的在发酵使土壤微生物繁殖活动迅速
,

是否尚有以铁

离子皿换钙离子
,

来使土壤中钙与粘土离子的凝聚性减小
,

看来似有浆化现象发生的

可能
。

尚待粉植研究
。

(四 ) 跳北燕坡土及黑城土型土城地区深耕改土
,

深耕依据及其深 度 栩 度 的
’

商抽

1
。

陕北黑城土及黑城土型土壤深耕改土在农业 发展的意义
。

中共中央在195 8年 8 月关于深耕和改土的指示中曾轻指出
,

在
“
水肥土种密

”

的中心是 “土
”
就是

“
深耕改土

” 嗣后又将土提到最前一字
,

这充分体现了深耕改

土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耍性
,

因为深耕可以加厚松土层
,

从而提高了土壤的蓄水保水

能力
,

改善土壤的通气性
,

增加有盆微生物的活动
,

改夏土壤桔构
,

提 高 土 壤 肥

力
,

而且深耕后作物根系到土壤的深层
,

扩大根系营养范围
,

根系深入下层又可以

防止倒伏
,

所以
“深耕是密植的基础

” 同时深耕可以促进土壤熟化
,

消灭盐清化和

消灭杂草
、

病虫害的有效方法
,

在陕北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区
,

深耕对于大量施

肥
,

深层施肥更是必要的措施
,

也就是挽在陕北深层施肥意义的重要性更大于课耕

松土
。

2. 在黑坡土及黑墟型土壤地区深耕依然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
。 ,



尸
‘

第 4 期
.

张君常: 陕北盆地土壤的地 哩分 4J’及深耕改土的初j步而雕

在陕北黑墟土地区有人以为一般次业土壤臀地疏松
,

大可不必深拼
,

甚至有人

歌为陕北黑媲土地区土地径过深耕不但不能增产反而减产
,

又
’

挽是深耕会使土地感

冒地力不壮等等的错改敲积
。

的确
,

在黑坡土地区土地轻过滦耕以后 也曾庄极 少量

的土地上有过减产现象
,

究其因原
,

不外是深耕方式与时令的不适当
、

这不能挽明

在陕北黑墟土地区不宜深耕
。

根据甘肃庆阳县西攀公社在黑坡土和黄盖遗地区深耕改土的总桔桔果作为陕北

黑飨土地区深耕能绚获得丰产科学依据
。

表 1 不同深耕处理的土壤容重与孔隙率的变化

尸‘
.

土层公分 容垂 (克/立方厘米) 孔隙率(肠 )

0
‘l.工勺目

:
深 耕

2 仆ee 22 公分

0 一1 0

1 0一20

5 9
。

1 5

5 5
。

15

深 耕

1 3一15 公分

0 一1 0

1 0we 2 0

。

0 8

。

3 9

80
。

0 0

4 8
。

1 5

从上表可见在黑墉土地区深耕改良了土壤的容重和孔隙度
,

耕作愈深
,

容重越

小
,

土壤的孔隙度也越大
,

因而对积蓄降水增大渗透
,

减援还流有亘大的作用
。

表 2 不同深耕深度对土壤水分含量变化的影响 (单位
: 百分 )

40 公分

⋯
‘。公分

⋯
1 20 公分

i
’

16。公分

!
20 。。分

. 门‘~
0 一 5

6 一2 0

公卜礴O

万介- 70

g 企- 1 1 0

6一1 1 0乎均
{

粉加百分率 “

6
一

27

1 2
。

80

1 3
。

3 7

12 旧 7

1 5
.

2 7

12
。

0 7

10 0
。

0 0

6
。

5 0

1 4
。

2 0

14
。

54

1 4
。

4 1

1 4
。

66

1 2
。

8 6

10 6
.

5 5

1 1
。

, 9

1 4
一

8 0

1 4
。

4 8

1 5
。

2 0

1 4
。

13

1 4
。

0 4

1 1 6
一

3

9
。

60

14
。

8 0

1 5
。

9 5

1 5
。

6 0

1 6
。

0 0

1 4
。

3 2

1 1 8
。

6

1 2
。

72

1 8
。
6 1

1 5
。

68

15
.

9 5

15
。

8 1

1 5
。

3 1

1 27
。

1

J 盆~

从上表可冕
,

翻 的越深
,

土壤水分含量越高
,

以深翻40 公分为基础
,

深翻 80 一

即0公分的各区
,

含水能力分别提高了 6 一27 %
,

从而征明了深耕可以增加土壤的孔

隙度
,

提高了土壤的含水量
,

自然
,

深耕也会增强了土壤的保水性透水 性 和 蓄 水

性
,

同时也减少了理流量
,

此对水土保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因而打破了深耕易于

遭受浸触
,

助长水土流失的不正确渝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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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深耕 与逻流的关系

年落流t (公蒯公峨)

9 5 5年
深拼1 3- 巧公分

2 0ee 22 公分

1了1
,
000

69
,
744

1 9 56年

1 , 5 7年

13ee 1 5公分

2介we 22 公分

1 0 5
,
085

7 6
.

韶O

13ee 15 公分

2企一22 公分

i
,

曲吕

1
,
3 1 7

l一队卜|
、

一

|
一

|

从上表可晃
,

年逻流量深耕20 一召2公分者比耕13 一15 公分的能诚少30 一的%
。

表 4 不同深耕对于土壤硝酸态氮的影响 (单位)

取样深度(公分)
竺竺

~

⋯
1 一尺

0
。

7尺 3 尺 0
。
5尺

-胡.222仆- 20

公卜一心O

魂卜叫匆

小刊协平摘

件- 书侧份加率

3
。

1

3
.

7

2
。
1 3

2. 64

1 1 7
。

3 3

2
。

23

3
。
6

2
。

幻

a. 03

1 2 1
。

96

2
.

48

1 0 0
一

00

67343肠oo222100

表 5 不同深耕深度对土壤有效磷含量的影响

裸拼深度

取样深度《公分)
1

。

5尺 0
。

7尺 3 尺 0
。

5尺

4332
口甘3吸UOee 20

以卜
.
4 0

4仆一心O

吞- 即平均

6- 6 0平均率

4
。

7 3

3
。

6

2
。

5 3

3. 62

1 0 1
。

4 0

4
。

7 7

3
。

4 3

2
。

5

3
。

叨

10 0
。

0 0

3
。

3 3

3
。
0 3

3
。

5

3
。

62

10 9
。

0 0

3
。

肚

100
。

0 0

从上表可晃无渝硝态氮或有效磷都是深耕较浅耕者多
,

如蓄深 ”尺和“
·

”尺的对

比
,

场深2
.

5尺
,

硝态氮增加21
.

96 %有效磷增加9
.

37 %平均每深一寸亩增加硝态氮

17
。

33 %有效稍堵加 1
.

4 %
,

平均每亩深一寸增加硝态氮0
.

22 %有效磷0
。

125 % 显 然

耕作愈深土坡中养分的分鲜棘化更为有利
。

由甘肃庆阳县黑墟土地区深耕改上的斌验桔果可以晓得陕北黑坡土地区如径深

耕也会有类似的夏好效果
,

固然甘肃庆阳与陕北地区黑墟土在形态上和性算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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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异
,

但是同上土类其相似点还是大于相异之处
。

根据以上黑嘘土深耕增产的科学依据
,

在理渝上可以作为有力的参考 (因为陕

北黑城土地区无此拭脸分析桔果 ) 既便在陕北黑维土地区历年实际增产的数据也可

征明在黑投土地区深耕依然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
,

至于深耕的深度
,

根据西塞社

的材料宜在 1 尺左右
,

不宜太深
,

凡深度超过 2 尺以上的愈深增减少愈甚而过深亦有

械产现象
,

同时就陕北的人力物力比较缺乏的情况亦应适当的加以考虑
。

3
。

关于深耕深度及深耕幅度简题的研封‘

在延安寡署总桔时
,

对于深耕的深度与幅度简题
,

曾 轻展开热烈的辩输
,

笔者

歌为在陕西省土壤普查规范中所规定的深耕的最大适宜深度及在不同土类上的深耕

幅度简题存在着一些周题
,

尤其深耕的深度耍根据土壤熟化层厚度来确定
,

这似乎有

些不大妥当
,

同时也把熟化的程度和熟化层伯深度看成袍对静止状态
,

实际熟化程度

和熟化层的厚度也是在轻常变化著
,

变动的主导因素是人类的积极活动
,

尤其是在最

近几年来
,

更为显著相反的在熟化程度很高的土壤在景观因素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熟

化层的深度也可能迅速地变薄
,

所以在熟化深度与熟化层厚度的看法相应在时简上

是相对的
,

且此雨者是对土坡所在地形
,

地育
,

人为耕作
,

侵触情况等等条件来考虑
。

至于深耕的幅度筒题
,

在规范围机械的规定成 O 一20
,

20 一40 60 一80 80 一

10 0.
· ·

⋯等为一
、

二
、

三
、 · · ,

⋯这都是脱离梁实际的硬性规定没有考虑和客观条件是

不合乎实际的
,

优其陕北亦地区
,

人力
、

物力
、

肥料以及 作 物的实际需 耍 等
,

均

在缺乏的情况下每个劳动力每年耕地面积可达 8 一10 亩
,

甚至到20 亩
,

如果确定某

种土坡应列为第四极60 一80 公分
,

或第五极80 一100 公 分
,

那 沈是挽耕深至少达到

80 公分才算深耕
,

不然即为浅耕
,

我们舒算一下
,

如果一亩地至少深耕60 公分
,

在

除北的劳力缺乏会发生一些困难
。

再老上下限的标准不一定完全机械地以整数规定
,

应当根据客观实际灵活运用
。

由于以上原因在延安惠区深耕的分极就有些改变
,

我仍的依据 :

土坡的泪力
,

土层的厚度
,

分布的地形和理化特性
,

作物的实际需耍
,

熟化层

的厚度
、

人力
、

工具
、

和肥料等条件
,

我们暂拟定为五极 :

石 子 地 砂 土

石 子 底 锦 土

石子底锈锦土

粉 砂 土卜一
> 20 公分

·

r
...‘1...、

、J甲上r、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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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浅层水稻土

〔工〕灰 挑
、

砂
.

土

厚层水稻土

黄 砂 土

熟化达30 一4 0公分
,

通体为砂壤
,

土层一般均深厚
,

单底

层以下梁紧实
,

桔构不夏
,

砂性大
,

保肥保水均差不能过

深翻土20一4 0公分
。

分布河谷第一
、

二阶地
,

土层深厚一般均在 2 尺以下熟化

尽可达4 0一芍O公分
,

微带砂性
,

拿底层紧实
,

桔构不良
,

且耕深度为20 we 4 0公分
。

土土砂砂黑杠

黄盖墟30 一60公分
。

川地黑城土主要分布二
、

三极阶地上
,

熟化程度高
,

熟化深度达30
~

州沁公分
。

土层极厚
,

熨地中部校上部稍粘
,

有保墒保肥能力
,

对作物有盘
,

为此最大耕深不

应超过此层的中部
,

宜耕深度20一50 公分
。

〔IV 〕台地黄棉土
,

台地黑墟土
,

黑紫土等
。

台地黄棉土熟化层豹25 公分左右
,

犁底层以下较紧实
,

也有零星料盖石
,

胃土

匀一
,

轻壤霄
,

土层厚
, .

坡度不大
,

适习
;

深耕
,

宜深 20 , 4 0公分
。

台地黑城土及黑紫土
,

耕层耕深一般在22 公分左右
,

其下粕10 公分左右的坚硬

单底层
,

下面色泽较暗
,

臀地稍粘
,

而且紧实
,

进行 应打破拿底层
,

松动下层
,

宜耕深度20ee 4 0公分
。

〔V 〕滩地黄棉土

分布在河谷雨岸第二
、

三阶地上
,

地势平坦
,

土层一般在 2 公尺上下
,

熟化层

可达石0公分或更深
,

土层校紧密均一
,

桔构不夏
,

深度在20 ee 4 0公分
。

宜耕深度 土坡名称

20 石子地砂土
,

石子地锈锦土
,

明砂土
。

20一40 浅泥水稻土
,

杠砂土
,

黑砂土
,

黑 油 砂 土
,

黑 坡

土 (川)
’

。

之
‘

2 0we 50
·

灰棉砂土
,

厚泥水稻土
,

黄砂土
,

黄盖土墟川地黑

壮土
。

20一40
.

合地黄锦土
,

台地黑墟土
,

及黑紫土
。

,

2 0一峨0 Jl!地黄锦土
。

何以用20 公分为最低限
,

因为象延安尊区农民平常耕深只是 12 一16 公分
,

我仍

队为只要比校以前耕深一些就比不耕深为佳
,

自然这点是最低限
,

而最高限所界不
J

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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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以最其适深度不致跑墒为准
,

也是对于最近几年内农作物生长最有利的情况下

拟定的
,

但是最适深度在时简性上只是相对的
,

例如今年活耕深度为20 we 4 0公分
,

一雨年以后就不晃得正确
,

这个原有的适耕深度可能向深处变动
,

也可能在 某种沉

积情况下向浅处变动
,

总之它是逐年相对变异的
,

而 且是恒久的
,

所以拟定 这个适

耕深度及幅度只可用在最近数年内作为参考的而不是永恒固定的
。

4
.

陕北黑墟土地区深耕成果 的树介
。

在陕北黑墟土及黑墟土型土壤 的分布地区的土类除杠墟土杠胶土以外虽然墓本

上都是比较疏松的土壤
,

根据检查 19 58 年冬小麦幼苗根系的发育情况知道
,

其疏松

程度尚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要求
,

在未径深翻土地上小麦根系集巾在 5 一 7 公分之

简
,

而且形成平行须状发展而在深翻土地上fllJ 向深处成束状发展
,

在 管理条件相同

的条件下轻过深那土地上小麦幼苗生长比较夏好
,

根据1 9 59 年检查延安枣园公社玉

米生长情况就会挽明深耕深翻所起 的作用
,

在陕北各种农作物所以增产一般是在耕

深耕翻的基础上获得的成果
,

如延安客区
。

水稻 黄陵县清河人民公社1 9 56 年101 6斤
,

在深翻后 1 957 年为1 6 54 斤
。

洛川县菩堤五星人民公社在深翻的条件下
,

58 年为2 629
.

7斤
。 ’

小麦 黄陵雷原 乡张家河生产队19 5 8年9 38斤12 雨
。

大麦 延安牡丹公社刘坪生产队19 58 年1 009 斤
。

高粱 延长永坪公社
,

贺家崖生产队 19 5 8年飞14 5斤强
。

黄陵理旗乡卫星人民公社第五大队19 58 年 104 折
。

糜予 延安牡丹公社琼家坪生产队19 58年3380
。

2斤
。

、

东方杠公社 19 5 8年40 5 1斤
。

从以上例征在黑嵘土地区深耕深翻土地也是陕北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关趣
,

而

且黑墟土地区梁亦地形在夏秋雨季
,

暴雨如注
,

每将施于大量 的肥量流失意尽
,

如

以耕翻土地分层施肥的耕作方式代替浅耕作业表层施肥
,

可将底粪施入 下 层 土 壤

中
,

即不易流失而为作物所利用
,

且陕北的刚田亦为我国古代遣留下的优反耕作方

式
,

可晃 自古以来陕北人民早已知道深耕深翻对于农业生产的好处
,

但是也必须注

惫在黑墟土地区深耕深翻必须与水土保持工作密切桔合
,

更重要的还有深翻时简的

简题
。

宜在伏天
,

所渭深翻减产 的错裸看法是耕不适时而造成的
,

并不是在深翻 讲

作原 lllJ 和施实上不当的简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