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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沙珠玉高寒区风沙土基本性状的研究

张登山1　冯立孝 2　雷　梅 2　陈来生 1

( 1青海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西宁 810016)　　 ( 2西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对青海省沙珠玉高寒区的流动风沙土、半固定风沙土、固定风沙土和地带性土

壤淡粟钙土等 8个典型剖面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该区风沙土的基本性状 ,其砂粒含量和粘粒

含量分别在 80%以上和 14%以下 ,有质机含量低于 3. 551 g· kg- 1 ,全氮、磷和钾含量分别低

于 0. 225, 0. 917和 18. 236 g· kg- 1 ,阳离子交换量低于 2. 63 mo l· kg- 1 ,全盐量和碳酸钙含

量分别在 0. 507和 63. 07 g· kg- 1以下。随着风沙土由流动向固定方向发展 ,理化特性显著改

善 ,肥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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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是风沙土主要分布区和沙漠化危害严重地区之一 ,且因海拔高 ,气温低 ,与其

他风沙土区相比又具有其特殊的高寒性 ,然而前人对该区风沙土的特性研究甚少。为了能

较深入掌握青海高寒区风沙土特征 ,作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共和盆地沙珠玉地区 ,对其土

壤的基本现状进行研究 ,旨在为防止土壤沙化 ,合理开发和利用青海的风沙土资源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沙珠玉地区地处高寒干旱草原地带的青海共和盆地中西部 (青海省治沙试验站建于

此地 )。本区海拔 2 871～ 3 870 m ,年平均气温 2. 4℃ ,年均降水量 246. 3 mm ,年蒸发量

1 716. 7 mm.全年大风日数平均 50. 6 d,最多可达 97 d,风向主要为西风和西北风 ,平均

风速 2. 7 m /s,最大风速可达 40 m /s.无霜期平均 91 d.沙珠玉河自西向东横穿本区中央 ,

形成了由沙珠玉河下切侵蚀造成的大小侵蚀面和风力作用形成风蚀堆积为主的地貌。 风

沙土主要分布于沙珠玉河南岸区。

供试土壤在青海省治沙试验站试验区内选取。 根据《中国土壤普查技术》
[1 ]
对风沙土

类的划分 ,在流动风沙土、半固定风沙土和固定风沙土等 3个土属分别各选 2个典型剖

面。为了与地带性土壤比较 ,又选取了淡粟钙土的 2个剖面 ,共 8个剖面。按发生学层次

分层采样。供试土壤剖面形态特征见表 1.分析项目及方法主要根据《土壤理化分析》等文

献 [2～ 4 ]介绍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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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剖面形态特征

剖面号
海拔
高度
( m)

植被
地形
部位

母质
层次
深度
( m )

颜色 质地 结构 松紧度 根系 其他

1 2893
沙米

盖度 < 3%
流动沙丘
迎风坡中部

风成砂
0～ 15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无分化

15～ 10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特征

2 2889
沙蒿

盖度 10% ～ 15%
半固定沙丘
迎风坡中部

风成砂

0～ 15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少量

15～ 4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少 无明显分化 ,

40～ 10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结皮 3 cm

3 2886
沙蒿

盖度> 5%
固定沙丘
迎风坡中部

风成砂

0～ 15 黄褐色 砂土 单粒状 较紧 较多 结皮层 3 cm

15～ 40 黄褐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较多 剖面有分化

40～ 10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少 但不明显

4 2880
沙蒿柠条
盖度> 60%

沙丘间
低地

风积黄土

0～ 15 灰白 砂壤 粒块 较紧 多 表层为沙质栗钙土

15～ 40 灰黄 粘土 块状 紧 多 剖面分化

40～ 100 灰褐 粘土 块状 紧 少 明显

5 2890
沙米

盖度 < 2%
流动沙丘
迎风坡中部 风成砂

0～ 15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无分化

15～ 4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40～ 10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6 2887
沙蒿柠条盖度

10% ～ 15%
半固定沙丘
迎风坡中部

风成砂

0～ 15 黄棕色 砂土 粒块 松 少 无明显分化

15～ 4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少

40～ 10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无

7 2887
沙蒿柠条
盖度> 5%

固定沙丘
迎风坡中部

风成砂

0～ 15 黄褐色 砂土 粒块 较紧 较多 结皮层 2 cm

15～ 40 黄棕色 砂土 粒块 松 较多

40～ 100 黄棕色 砂土 单粒状 松 少 剖面有分化

8 2881
柠条沙蒿
盖度 40%

沙丘间
低地

风积黄土

0～ 15 灰白 粘土 块状 紧 较多

15～ 40 灰褐 粘土 块状 紧 少 剖面分化

40～ 100 灰褐 粘土 块状 紧 少 明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机械组成

　　由供试土壤的机械组成可以看出 (表 2) ,风沙土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多砂粒 ,且沙层深

厚 ,颗粒均一 ,砂粒含量 ( 1～ 0. 05 m m)多在 80%以上 ,粘粒含量 ( < 0. 001 mm )很低 ,一般

在 14%以下。 但是从流动风沙土、半固定风沙土到固定风沙土 ,大于 0. 05 mm的砂粒减

少 ,按整个剖面各组的平均计算 ,从 83. 2%减到 64. 4% ,而小于 0. 01 mm的物理性粘粒

含量增加 ,依次为 11. 09% , 12. 9%和 17. 69% .即使是固定风沙土 ,砂粒含量也比淡栗钙

土的砂粒含量 ( 30. 8% )多 33. 6% ,而物理性粘粒含量却少 22. 4% .说明风沙土的成土时

间短 ,土壤处于初育阶段。剖面 2、 6均为半固定风沙土 ,但两剖面 1～ 0. 25, 0. 25～ 0. 05两

粒级差别却较大 ,原因是其上生长的植物有别 ,治理时间长短不同。剖面 2沙丘治理时间

短 ,剖面 6沙丘治理时间长 ,接近固定程度。 4号剖面 0～ 15 cm土层为沙质 ,故 1～ 0. 25

和 0. 25～ 0. 05粒级含量比下层明显高。

2. 2　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本区风沙土的有机质含量很低 ,随着风沙土的发育 ,有机质含量不断提高。流沙在固

定过程中 ,植物残体逐渐在上部土层中累积起来 ,显著增加了有机质 ,几个剖面都是上部

的有机质多于下部的 ,是因植物根系在 40 cm以上土层中多于下部的缘故 ,尤其集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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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 15 cm土层中。流动风沙土的有机质含量为 0. 514～ 1. 147 g· kg
- 1

,半固定风沙土

为 1. 005～ 1. 464 g· kg- 1 ,固定风沙土增至 1. 306～ 3. 551 g· kg- 1 .

表 2　供试土壤样品机械组成分析 %

剖面号
土壤
类型

层次
深度
( cm)

颗粒组成 (m m)

1～ 0. 25 0. 25～ 0. 05 0. 05～ 0. 01 0. 01～ 0. 005 0. 005～ 0. 001 < 0. 001
< 0. 01总量

(物理性粘粒 )

1
流动
风沙土

0～ 15 22. 5 61. 9 4. 4 2. 8 2. 4 6. 2 11. 4

15～ 100 28. 7 57. 7 4. 5 2. 9 2. 2 6. 0 11. 1

2 半固定
风沙土

0～ 15 46. 0 38. 4 1. 8 1. 7 2. 5 9. 6 13. 8

15～ 40 44. 7 41. 7 1. 6 0. 1 0. 5 11. 4 12. 0

40～ 100 46. 6 39. 8 1. 2 0. 4 0. 4 11. 6 12. 4

3
固定
风沙土

0～ 15 11. 7 70. 7 1. 4 1. 6 1. 5 13. 1 16. 2

15～ 40 13. 0 69. 4 1. 8 1. 7 2. 0 12. 1 15. 8

40～ 100 16. 6 67. 8 1. 2 1. 5 2. 0 10. 9 14. 4

4
淡栗
钙土

0～ 15 11. 5 66. 9 1. 8 2. 0 2. 2 15. 6 19. 8

15～ 40 1. 2 19. 2 28. 0 14. 0 18. 0 19. 6 51. 6

40～ 100 2. 2 14. 2 34. 0 12. 0 16. 0 21. 6 49. 6

5
流动
风沙土

0～ 15 29. 8 45. 1 11. 5 1. 4 6. 1 6. 2 9. 2

15～ 40 33. 9 45. 2 7. 4 1. 4 8. 0 4. 6 14. 0

40～ 100 38. 7 50. 3 1. 4 1. 4 2. 0 6. 2 9. 6

6
半固定
风沙土

0～ 15 6. 7 74. 0 7. 2 1. 0 1. 2 10. 0 12. 2

15～ 40 20. 0 51. 0 12. 3 0. 7 1. 4 14. 3 16. 4

40～ 100 30. 2 52. 4 6. 2 0. 6 1. 4 9. 2 10. 6

7
固定
风沙土

0～ 15 0. 3 62. 6 29. 2 3. 0 4. 3 0. 6 7. 9

15～ 40 0. 2 48. 5 33. 5 6. 0 6. 0 5. 8 17. 8

40～ 100 0. 1 25. 3 40. 6 9. 1 8. 1 16. 8 34. 0

8
淡栗
钙土

0～ 15 0. 6 13. 7 47. 8 4. 1 11. 8 22. 0 37. 9

15～ 40 0. 6 20. 4 42. 4 5. 9 10. 1 20. 3 36. 3

40～ 100 3. 4 30. 9 20. 0 3. 4 8. 0 34. 0 45. 4

　　风沙土的养分含量都很低 ,随着风沙土由流动变为固定 ,全氮养分含量逐渐增加 ,由

流动风沙土中的平均值 0. 0895 g· kg- 1和半固定风沙土的 0. 121 g· kg- 1 ,增至固定风沙

土中的 0. 225 g· kg
- 1;全磷含量从流动风沙土到固定风沙土依次为 0. 749, 0. 786和 0.

917 g· kg
- 1

;全钾含量分别是 16. 656, 17. 625和 18. 236 g· kg
- 1

;速效养分总的趋势是

随着流动风沙土发育成固定风沙土 ,含量逐渐增加 ,但缺磷十分严重。相反 ,风沙土中钾素

含量相对比较高 ,速效钾含量在 37 mg· kg
- 1
以上 ,与地带性的淡栗钙土含量相差不大。 4

号剖面 0～ 15 cm土层中 ,养分含量明显低于下层 ,其因也是上层是沙质下层为粘土之故。

2. 3　 pH值和阳离子交换性能

土壤 p H值的大小取决于成土过程中淋溶作用的强弱和母质的化学成分
[5 ]。 本区风

沙土的 p H值变化不明显 ;随风沙土由流动到固定 ,阳离子交换量增加 ,为 1. 63～

2. 63 mol· kg
- 1

,在剖面中 ,交换量呈上层大、下层小的趋势 ,与有机质的含量显著相关 ;

风沙土中阳离子交换量与有质机含量的回归方程为 Y= 1. 3565+ 0. 5068X ,n= 17, r=

0. 5107* (其中 Y为阳离子交换量 , X为土壤有机质含量 , r为相关系数 ) ;风沙土的阳离子

交换量低 ,保肥供肥能力差 ,土壤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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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全盐量和碳酸钙变化

随着风沙土的发育 ,土壤不断积盐 ,流动风沙土剖面平均含盐量为 0. 4615 g· kg
- 1 ,

半固定风沙土是 0. 4865 g· kg- 1 ,固定风沙土的全盐量为 0. 505 g· kg- 1 .剖面中的碳酸

钙平均含量分别为:流动风沙土 52. 775 g· kg
- 1

,半固定风沙土 56. 035 g· kg
- 1

,固定风

沙土 63. 07 g· kg
- 1

.据研究
[7 ]

,碳酸钙累积与植物残体的分解和沙尘沉积有密切关系 ,本

试验也说明了剖面中碳酸钙累积与有机质层及全盐量一致的趋势。

3　结　论

通过采样分析 ,摸清了沙珠玉地区风沙土的基本特性 ,即随着风沙土由流动向固定发

展 ,砂粒含量减少 ,粘粒和养分含量增加 ,土壤理化特性趋好 ,肥力增强。

参 考 文 献

1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中国土壤普查 .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92

2　南京土壤研究所 .土壤理化分析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78

3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综合分析室编 .实用土壤农化分析法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1983

4　赵其国 ,龚子同 .土壤地理研究方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89

5　熊　毅 ,李庆逵主编 .中国土壤 (第 2版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87

6　袁可能主编 .土壤化学 .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87

7　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编委会 .中国农业土壤概论 .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82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orties of Blow n Sand Soil in

Shazuyu Altocryio Area in Qingh a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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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igh t soil pro files from m ov ing blow n sand soil , semifix ed blow n sand

soil, fixed blow n sand soil and ligh t chestnut soil a 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d holding capaci ty is mo re than 80% and clay content is less than 14% , org anic mat-

ter holding capaci ty is low er than 3. 551 g· kg
- 1

, N, P and K contents o f blow n sand soi l

a re less than 0. 225, 0. 917 and 18. 236 g· kg
- 1 , CaCO3 and salt contents a re low er than

0. 507 g· kg
- 1

and 63. 07 g· kg
- 1 , CEC is low er than 2. 63 m ol· kg

- 1
respectiv ely.

These properties and the fertili ty of the blow n sand soils have been improved evidently

w ith it s moving in fix ed direction.

Key words　blow n sand soi l, phy 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Qinghai, Shazuyu al-

tocry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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