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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开发区土壤系统分类研究


李新平，崔方让，魏迎春，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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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确定新疆和田开发区的土壤系统分类归属，对该区约２２０ｋｍ２ 待开垦土地进行了调查，分析了

不同类型土壤剖面的理化性状，并对其诊断层和诊断特性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该地区棕漠土、风沙土、草甸土、盐

土（按土壤发生学分类）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分别为普通石膏正常干旱土、弱盐干旱砂质新成土、普通简育干旱雏

形土和普通干旱正常盐成土，最后对各土类提出了相应的利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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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应用广泛的土壤分类体系为美国土

壤系统分类（ＳＴ）、联合国土壤图例单元（ＦＡＯ／

Ｕｎｅｓｃｏ）和国际土壤分类参比基础（ＷＲＢ）
［１］。我国

早期基本上采用美国马伯特分类，随着国际交往的

增加，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影响下，我国为了满足

与国际交流的需要，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参考美国

土壤系统分类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土壤系统分

类研究。中国南京土壤研究所于２００１年出版了《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第三版）》，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

响。现在中国土壤分类正处在由定性分类向定量分

类转变的重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与世界土壤分类

定量化主流趋势相一致。

土壤分类研究是土壤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之一［２］。随着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以定量

为特点的土壤系统分类的兴起，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成为继苏联的土壤发生学分类之后，目前世界土壤

分类的新发展趋势。为了促进我国土壤学科与世界

土壤学的接轨，国内许多学者对各地区的土壤展开

了系统分类研究，如顾也萍等［３］对安徽宣郎广岗丘

区土壤、闫湘等［４］对陕西关中地区土娄土、齐善忠

等［５］对甘肃河西山地土壤都展开了系统分类研究，

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建立中国的土壤系统分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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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定量化的指标确定土壤归属，可弥补土壤发

生学分类对各地区同类土壤定名不一致的缺陷，既

满足了学术交流的需要，也便于指导各地的农业生

产。

新疆和田生态开发区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

缘，降雨量小，属我国极端干旱区。目前，尚未见有

关新疆和田开发区土壤系统分类的研究报道。本研

究对新疆和田开发区土壤系统分类进行归属，以期

为该地区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生态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和田开发区地处昆仑山北麓山前洪积扇与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过渡地带，海拔１３０４～１３９７

ｍ，位于北纬３７°１２′２９．８＂～３７°２４′５７．７＂，东经

７９°１４′５７＂～７９°２２′２５．７＂，总面积约２２０ｋｍ
２。该地

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１．７℃，极端最

高气温４２．７℃，极端最低气温－２３．７℃，年平均温

差３０．４℃；≥１０℃积温４６８７．７℃，无霜期２０５～

２８２ｄ，适合水稻、棉花生长；年降水量３２．６ｍｍ，蒸

发量１９７７．５ｍｍ，蒸降比６０∶１，湿润系数小于

０．０３，土壤水分运动以上行为主，具有土壤积盐的气

候条件。

开发区植被主要有红柳、骆驼刺等荒漠植物，均

为劣质草场，放牧点较少。成土母质主要为洪积母

质、冲积母质和少量淤积物，土壤以砂壤为主，地势

较平坦。

１．２　采样方法

在新疆和田开发区内，选取棕漠土、盐土、草甸

土、风沙土（按土壤发生学分类）的土壤，分别采集剖

面土样，每种土壤类型按不同土层深度采３个剖面土

样。土样风干后分别过孔径１ｍｍ和２ｍｍ筛备用。

１．３　测定项目及其方法

土壤全氮采用半微量开氏法（半自动定氮仪）测

定，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全磷采用钼锑抗比

色法测定，速效磷采用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ＨＣＯ３ 法测

定，全钾采用ＮａＯＨ 熔融、火焰光度法测定，速效钾

采用ＮＨ４ＯＡｃ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水溶性总盐

采用残渣烘干质量法测定，石膏含量采用硫酸钡质

量法测定，ＣａＣＯ３ 含量采用气量法测定，土壤机械

组成采用吸管法测定，ｐＨ值采用电导法（ｐＨ计）测

定，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Ｋ＋、Ｎａ＋采用

火焰光度法测定，Ｃａ２＋、Ｍｇ
２＋采用ＥＤＴＡ滴定法测

定，ＣＯ３
２－、ＨＣＯ３

－ 采用双指示剂中和滴定法测

定，Ｃｌ－采用ＡｇＮＯ３ 滴定法测定，ＳＯ４
２－采用ＥＤＴＡ

间接络合滴定法测定，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采用盐

酸醋酸 钙 法 测 定，Ｎａ＋ 饱 和 度 （ＥＳＰ）采 用

ＮＨ４ＯＡｃＮＨ４ＯＨ火焰光度法测定
［６］。

２　不同土壤的理化性状

２．１　棕漠土

棕漠土采于和田开发区南部，即昆仑山北麓的

山前洪积扇地区，成土母质为昆仑黄土冲积物，风

蚀、风积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数地区表土被风蚀，有

机质表层不复存在。棕漠土的化学性质见表１。由

表１可知，该土壤剖面有机质含量极低，０～２０ｃｍ

土层有机质含量最低，这是因为植被稀疏，在干热气

候条件下，有机质易于矿化所致。０～２０ｃｍ土层内

总盐量小于２０ｇ／ｋｇ，没有形成盐积层；全磷含量中

等，速效磷含量为１５．４１ｍｇ／ｋｇ；速效钾含量较高，

为９６．２４ｍｇ／ｋｇ。２０～４０ｃｍ土层中石膏含量为

１０６．７７ｇ／ｋｇ，出现石膏层。

表１　不同深度棕漠土的化学性质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ｂｒｏｗｎｄｅｓｅｒｔｓｏｉｌｓ

土层深度／ｃｍ
Ｄｅｐｔｈ

有机质／
（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全氮／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Ｎ

碱解氮／
（ｍｇ·ｋｇ－１）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

全磷／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Ｐ

速效磷／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全钾／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Ｋ

速效钾／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石膏／
（ｇ·ｋｇ－１）

Ｇｙｐｓｕｍ

总盐／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

０～２０ ２．３１ ０．１０９７ １．７６ ０．６９４５ １５．４１ １４．４７ ９６．２４ ６８．８１ ９．１５

２０～４０ ３．０９ ０．１１４５ １．４２ ０．４５５０ １５．２３ １２．８０ ９４．７４ １０６．７７ ８．２７

４０～８０ ２．６９ ０．１０１３ １．３６ ０．６３４２ １５．３２ １５．６２ ９９．４２ ９５．０３ ７．５２

２．２　风沙土

风沙土采于和田开发区西北部和东北部。由于

该地区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物理风化强烈，沙源

丰富，大风频繁，其主导成土过程为风积沙聚过程。

该地区土层深厚，剖面基本没有分化。成土母质为

昆仑黄土砂砾质洪积物及少量砂质、壤质洪积冲积

物，粗骨性强，土壤颗粒以粗砂为主，含量６００～８００

ｇ／ｋｇ；粗粉砂２００～３００ｇ／ｋｇ；粘粒亦有一定含量，

４３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３５卷



但一般小于１５０ｇ／ｋｇ。风沙土的性质见表２。由表

２可知，表层有机质含量为１．３４５ｇ／ｋｇ，总盐含量为

８．１３ｇ／ｋｇ。

表２　不同深度风的沙土的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ｏｆａｅｏｌｉａｎｓｏｉｌ

土层深度／ｃｍ

Ｄｅｐｔｈ

颗粒组成／（ｇ·ｋｇ－１）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００２ｍｍ ０．００２～０．０２ｍｍ ０．０２～２ｍｍ

有机质／（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石膏／（ｇ·ｋｇ－１）

Ｇｙｐｓｕｍ

总盐／（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ａｌｔ

０～３０ ６０．４ ２１６．４ ７２３．２ １．３４５ ／ ８．１３

３０～７０ ８６．３ ２０２．４ ７１１．３ １．４６５ ２２．９２８ ６．３２

７０～１００ １４１．１ ２４７．６ ６１１．３ １．２９３ １５．１６２ ５．６９

２．３　草甸土

草甸土采于和田开发区中部略偏北。土壤成土

母质为冲积物，植被以蒿类为主，覆盖度为３０％～

４０％。由草甸土化学性质（表３）可知，０～２０ｃｍ土

层有一定的有机质积累，有机质含量为５．７４ｇ／ｋｇ，

石膏含量为２．０１７ｇ／ｋｇ，水溶性盐总量为６．５７

ｇ／ｋｇ。地表浅棕色，成土过程中无物质淋溶淀积，土

层厚一般为１ｍ左右，剖面分化不明显。

表３　不同深度草甸土的化学性质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ｍｅａｄｏｗｓｏｉｌｓ

土层深度／

Ｄｅｐｔｈ
ｐＨ

有机质／
（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全氮／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Ｎ

全磷／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

全钾／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Ｋ

碱解氮／
（ｍｇ·ｋｇ－１）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Ｎ

速效磷／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

速效钾／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Ｋ

石膏／
（ｇ·ｋｇ－１）

Ｇｙｐｓｕｍ

总盐／ｃｍ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ａｌｔ

０～２０ ７．８０ ５．７４ ０．２３２３ ０．６５ １８．２２ ３６．５４ ６．７８ ２０３．１４ ２．０１７ ６．５７

２０～３５ ７．７８ ４．５７ ０．２０５２ ０．６２ １９．８２ ３７．７５ ４．１８ ２１０．７２ ３．０３５ ８．７３

３５～８０ ７．８５ ４．８６ ０．１７８０ ０．６８ １８．８６ ３６．２５ ５．７６ ２１７．３１ １．７７４ ６．３２

２．４　盐　土

盐土在和田开发区内零星分布，土壤为冲积母

质。一般在地表可见盐霜、盐结皮，厚０．３～１ｃｍ，

其下为一层疏松的盐土混合层，厚２～５ｃｍ，结构一

般为屑粒状。土层较深厚，大于１ｍ。质地以砂质

为主，细砂含量为４５％左右。总盐含量０～２０ｃｍ

土层为２８．７５ｇ／ｋｇ，２０～３５ｃｍ土层为２２．８７ｇ／ｋｇ，

３５～８０ｃｍ土层为１４．６５ｇ／ｋｇ，８０～１００ｃｍ土层为

１１．８５ｇ／ｋｇ。可见，在０～３５ｃｍ土层出现了明显的

盐积层（表４）。

表４　盐土的土壤盐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ｏｉｌｓａ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

土层深度／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ｐＨ
Ｃａ２＋／
（ｇ·ｋｇ－１）

Ｍｇ２＋／
（ｇ·ｋｇ－１）

Ｋ＋／
（ｇ·ｋｇ－１）

Ｎａ＋／
（ｇ·ｋｇ－１）

ＣＯ３２－／

（ｇ·ｋｇ－１）
ＨＣＯ３－／

（ｇ·ｋｇ－１）
Ｃｌ－／

（ｇ·ｋｇ－１）
ＳＯ４２－

（ｇ·ｋｇ－１）
ＥＳＰ／％

总盐／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ａｌｔ

０～２０ ８．１９ ０．３９２６ ０．１１８３ ０．０８９ ０．４５７３ ０．０７４ １．７４３ １．４５６ １．６１９ １８．６３ ２８．７５

２０～３５ ８．２７ ０．４７２８ ０．０８３４ ０．９２４ ０．４１３９ ０．０６９ １．５８９ １．２０８ １．７３５ １５．１７ ２２．８７

３５～８０ ８．１３ ０．５１３５ ０．０４０３ ０．１２１ ０．３７９５ ０．０７２ １．４５８ １．４１２ １．６１５ １１．０２ １４．６５

８０～１００ ８．２０ ０．５６５４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８９ ０．３３３７ ０．０９４ １．３２４ １．０５６ １．８６２ ９．８７ １１．８５

３　土壤系统分类方法

３．１　检索方法

土壤系统分类的检索方法，是根据土壤的基本

性质和野外剖面观察结果，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

鉴别指标［１，６］，确定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按检索系统

从土纲、亚纲、土类一直检索到亚类，每种土壤均可

以在系统中找到所属的分类位置。

３．２　分类依据

３．２．１　诊断层　（１）干旱表层（Ａｒｉｄｉｃｅｐｉｐｅｄｏｎ）。

干旱表层是干旱水分状况条件下形成的具特定形态

分异的表层。干旱表层无植被或植被稀疏，经常受

大风吹刮，土壤表面不断遭受风蚀、风积作用。因

此，在干旱土剖面上部形成了特有的孔泡结皮层。

具有下列３个条件：

１）有砾幂；砾石、石块表面有荒漠漆皮或风蚀刻

痕，或两者兼有；

２）从地表起，无盐积或钠质孔泡结皮层或土盐

混合层；

３）从地表起，有气泡状孔隙的孔泡结皮层，其厚

度≥０．５ｃｍ。

（２）石膏层（Ｇｙｐｓ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石膏层是富含次

生石膏的未胶结或为硬结的土层。具有以下３个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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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厚度≥１５ｃｍ；

２）石膏含量为５０～５００ｇ／ｋｇ；

３）厚度（ｃｍ）与石膏含量（ｇ／ｋｇ）的乘积 ≥

１５００。

（３）雏形层（Ｃａｍｂ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雏形层是风化

成土过程中形成的，无或基本上无物质淀积，未发生

明显粘化，呈棕、红棕、红、黄或紫等颜色，且有土壤

结构发育Ｂ层。具有以下３个条件：

１）具干旱土壤水分状况或寒性、寒冻温度状况

的土壤，土层厚度至少５ｃｍ；其余土壤土层厚度应

≥１０ｃｍ，且其底部至少在土表以下２５ｃｍ处；

２）具有极细砂、壤质极细砂或更细的质地；

３）不符合粘化层、灰化淀积层、铁铝层和低活性

富铁层的条件。

（４）淡薄表层（Ｏｃｈｒｉｃｅｐｉｐｅｄｏｎ）。淡薄表层为

发育程度较差的淡色或较薄的腐殖质表层。具有以

下１个或１个以上条件：

１）搓碎土壤的润态明度≥３．５，干态明度≥５．５，

润态彩度≥３．５；

２）有机质含量小于６ｇ／ｋｇ；

３）颜色及有机碳含量同暗沃表层或暗瘠表层，

但厚度不能满足暗沃表层或暗瘠表层条件。

棕漠土、盐土、草甸土、风沙土剖面有机质含量

均小于６ｇ／ｋｇ，具有较薄的腐殖质表层，符合淡薄表

层的鉴定指标。

（５）盐积层（Ｓａｌ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盐积层是在冷水中

溶解度大于石膏的易溶性盐富集的土层。有以下３

个条件：

１）厚度≥１５ｃｍ；

２）含盐量为：ａ．干旱土或干旱地区盐成土中，≥

２０ｇ／ｋｇ；ｂ．其他地区盐成土中，≥１０ｇ／ｋｇ。

３）含盐量（ｇ／ｋｇ）与厚度（ｃｍ）的乘积≥６００。

（６）盐积现象（Ｓａｌ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土层中有一定

的易溶性盐聚积的特征，其含盐量下限为５ｇ／ｋｇ。

从棕漠土、盐土、草甸土、风沙土剖面的水溶性

盐分总量来看，均大于５ｇ／ｋｇ，尤其是盐土剖面总盐

含量为２８．７５ｇ／ｋｇ，形成了盐积层，属于盐成土，

Ｎａ＋饱和度（ＥＳＰ）＜３０％，无碱积层，属于正常盐成

土。

３．２．２　诊断特性　（１）干旱土壤水分状况（Ａｒｉｄｉｃ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ｒｅｇｉｍｅ）。干旱土壤水分状况是干旱和少

数半干旱气候下的土壤水分状况。大多数年份５０

ｃｍ深度处土层温度大于５℃时，土壤水分控制层段

的全部每年累计有一半时间（ｄ）干燥；而且５０ｃｍ深

度处土温大于８℃时，水分控制层段某些部分或其

全部连续湿润时间不超过９０ｄ。

若无土壤水分观测资料，可按Ｐｅｎｍａｎ经验公

式计算的年干燥度估算［１］，凡年干燥度大于３．５者，

相当于干旱土壤水分状况。

由于开发区处于极度干旱地带，蒸降比为６０∶

１，年均干燥度显著大于３．５，整个地区形成强烈的

干旱土壤水分状况。因此，采于该地区的４种土壤

均具有此诊断特性。

（２）砂质沉积物岩性特征（Ｌ．Ｃ．ｏｆｓａｎｄｙｄｅｐｏｓ

ｉｔｓ）。具有以下全部条件：

１）土表至１００ｃｍ或至石质、准石质接触面范围

内，土壤颗粒以砂粒为主，土壤质地为壤质细砂土或

更粗；

２）呈单粒状，含一定水分时呈结持极脆弱的块

状结构；无沉积层理；

３）有机碳含量≤２ｇ／ｋｇ
［７］。

风沙土剖面土壤颗粒以粗砂为主，有机质含量

为１．３４５ｇ／ｋｇ，具有明显的砂质沉积物盐性特征。

４　结果与讨论

４．１　供试土壤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归属

根据上述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按照《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检索》（第三版）［１］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８］进行类别归属，对供试土壤进行检索

定名。以棕漠土为例进行检索，具体方法如下：

（１）土纲检索。从棕漠土的剖面观察和理化性

质来看，地表有砾石和石块，且有风蚀痕迹，具有明

显的孔泡结皮层，符合干旱土鉴定指标，属于干旱土

土纲。

（２）亚纲检索。干旱土分为寒冻干旱土和正常

干旱土两个亚纲，寒冻干旱土具有寒冻土壤温度状

况，年平均土壤温度≤０℃，棕漠土不具有此温度状

况，只能划分为正常干旱土亚纲。

（３）土类检索。正常干旱土中，由矿质土表至

１００ｃｍ土层内有石膏层或超石膏层，属于石膏正常

干旱土。棕漠土中石膏含量为６０～１００ｇ／ｋｇ，符合

石膏层的鉴定指标，表明具有石膏层，应划为石膏正

常干旱土。

（４）亚类检索。该土壤土层深厚，土层厚度１ｍ

以上，０～５０ｃｍ土层内土壤无钠质特征，且０～１ｍ

土层内无氧化还原特征，石膏含量≤１５０ｇ／ｋｇ，无超

石膏层、黏化层，符合普通石膏正常干旱土的鉴定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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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土、草甸土和盐土的检索方法同棕漠土，结 果见表５。

表５　和田开发区土壤剖面的诊断层与诊断特性

Ｔａｂｌｅ５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剖面

Ｐｒｏｆｉｌｅ

干旱表层

Ａｒｉｄｉｃ

ｅｐｉｐｅｄｏｎ

盐积层

Ｓａｌｉｃ

ｈｏｒｉｚｏｎ

石膏层

Ｇｙｐｓｉｃ

ｈｏｒｉｚｏｎ

淡薄表层

Ｏｃｈｒｉｃ

ｅｐｉｐｅｄｏｎ

雏形层

Ｃａｍｂｉｃ

ｈｏｒｉｚｏｎ

土壤水分

状况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

砂质沉积物

岩性特征

Ｌ．Ｃ．ｏｆｓａｎｄ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ＣＳＴ

棕漠土

Ｂｒｏｗｎｄｅｓｅｒｔｓｏｉｌ
√ √ √

干旱

Ｄｒｙ

普通石膏正常干旱土

ＴｙｐＧｙｐＯｒｔｈｉｃＡｒｉｄｉｓｏｌｓ

风沙土

Ａｅｏｌｉａｎｓｏｉｌ
√

干旱

Ｄｒｙ
√

弱盐干旱砂质新成土

ＰａｓＡｒｉＳａｎｄｉｃＥｎｔｉｓｏｌｓ

草甸土

Ｍｅａｄｏｗｓｏｉｌ
√ √

干旱

Ｄｒｙ

普通简育干润雏形土

ＴｙｐＨａｐＵｓｔｉｃＣａｍｂｉｓｏｌｓ

盐土

Ｓａｌｉｎｅｓｏｉｌ
√ √

干旱

Ｄｒｙ

普通干旱正常盐成土

ＴｙｐＡｒｉＯｒｔｈｉｃＨａｌｏｓｏｌｓ

４．２　和田开发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和田开发区光热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但其生

态环境脆弱，在开发利用中应注意保持生态平衡。

由于不同土壤类型理化性质和肥力水平不同，建议

根据土壤类型采取不同的改良利用措施。

４．２．１　普通石膏正常干旱土　该土种质地粗，砾石

含量高，剖面分化不明显，石膏层接近地表，甚至裸

露地面。针对和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特点，对其

利用时应采取开发与保护、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战

略。在总的发展方向上应采取以牧用为主，并种植

防护林，以林护牧，防止风蚀和沙漠化。

４．２．２　弱盐干旱砂质新成土　该土种土层较薄，粗

骨性强，土壤矿质养分丰富，部分地区有一定腐殖质

累积，肥力中等，可种植耐瘠、耐旱牧草，有条件地区

可发展牧业。在利用与改良中应以保护为主，防、治

结合，改善生态环境。

４．２．３　普通简育干旱雏形土　该土种养分含量中

等，保水保肥能力较好，多为牧场，少数为耕地。利

用方向应以牧为主，农、牧结合。今后应加强草原建

设，提高草场覆盖度和利用率；还应种植苜蓿、沙打

旺等优良牧草，提高草场利用率。现有牧场要合理

配置载畜量，以草定畜，防止草场退化。

４．２．４　普通干旱正常盐成土　该土种养分含量低，

土壤含盐量高，需经改良后才能利用。王遵亲［９］认

为，应利用水利工程措施、培植林草和施用化学改良

剂等措施改良盐土。今后应在井排或沟排的基础

上，进行深耕深翻，然后种植耐盐作物，并结合施用

有机肥、麦秆等，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多施土粪，以改

良土壤质地和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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