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第 2 期
1 9 91年 4 月

B u ll。; i。 。: 8 0 1

怂誉镌悉
C o n s e r v a七i o n V o l

.

llN o .

2

A Pr 。 ,
1 99 1

佳县郑家沟流域土地资源评价
‘

黄义端
王淑芝

贾恒义 张竹梅

赵爱秋

(

泉
国
瓢
学

氰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陵’

提 要

本文主要论述佳县 郑家沟流域土地类型
、

土地生产力分级和土地利用评价等间题
。

根据

土地的性质
、

土地的适宜性和限制性
,

建立了土地利用评价系统
。

研究结果指出
,

由于流域

土地利用不合理
,

管理措施不当
,

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严重
,

土壤瘩薄
,

农业生 产 水 平 很

低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培肥地力
,

造林种草
,

是开发该区土地资源
,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
,

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途径
。

关健词
: 土地资源 土攘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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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沟是秃尾河流域盐沟的一级支流
,

流域面积13
.

“k m
“,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
,

属 片沙

覆盖的黄土丘陵区
,

水土流失及风沙危害严重
,
生态环境恶劣

。

为了探讨该区土地合理利用和流

域综合治理的途径
,

我们对该流域土地资源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
有关结果讨论如下

。

.

本研究属黄河水土保持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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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土地类型及生产性状

土地是指对土地利用潜力有影响的自然环境
,

包括气候
、

地形
、

土壤和植被
,

也包括人们过

去和现在活动的后果
。

由于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
、

环境条件以及组成土地的物质基础不同
, 土地

的生产特性及利用状况亦随之而异
, 根据这种差异可将土地进行分类

。

按照土地 自然属性 的分类

即土地类型的划分
夕
是对土地综合体的分类工作

,

必须对影响土地发生演变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

分析
,
抓住其中主导因素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

。

就小流域而论
, 地貌往往是影响地表组成物质分

布
、

土壤形成过程和侵蚀状况的主要因素
, 同时也是制约地表水热状况和土地利用方 向的重要条

件
。

因此地貌通常作为划分土地类型的主要依据
。

土壤或地表组成物质
, 是构成土地 的 物 质 基

础
夕 同时也是土地基本性质的综合体现

,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土地生产力的高低和土地利用方

式
,

所以土壤或地表组成物质是划分土地类型的重要指标
。

根据地貌
、

土壤等土地的基本要素
,

本流域土地可划分为黄土丘陵地
、

盖沙黄土丘陵地
、

沟谷坡地
、

沟道地等主要类型
。

上述各个类

型还按地形
、

土壤
、

植被等细分为若干土地单元
。

土地单元是一个具有特征类似的土地区
,

侮个

土地单元之内有类似的地形
、

地质
、

土壤和植被
。

(一)黄土梁及疙瘩地 典型的黄土梁有青杨树梁
、

马家梁
、

安子梁
、

斗范梁
、

庙梁等
。

起伏

小
、

而积大
、

坡面较完整
。

梁顶部 (又称梁盖) 平坦
, 除高亢梁顶有较明显的风蚀外

,

一般水土

流失轻微
, 土壤多为黄绵土

,

是 比较固定的耕地
。

梁盖以下为梁坡地
夕
坡度多在 3 0

。

以下
,

较 窄

的斜梁坡面较陡
,
坡度在2 5

。

一35
“

以上
。

梁坡土壤以黄绵土
、

绵砂土为主
,

由于
_

}: 质松散抗冲性

差
,

较陡的梁坡在暴雨后可见细沟密布
,

梁坡下部浅沟也较多
,

有的已发育为 切沟
,

梁地不断破

碎变小
。

梁坡也是主要的耕地
,
平缓处多已修筑成梯田

,

但因土壤熟化程度差
,

肥力不高
,

产童

仍然较低
。

陡坡地水土流失严重
, 土地肥力不足

,
耕作不便

,

管理粗放
,

广种薄收
,

亩产粮 20 多

k g ,

宜退耕种草
。

梁与梁相接处瘤状突起的高地
,

当地群众称之为疙瘩
,

例如流域内的庙疙瘩
、

曾疙瘩
、

黑疙瘩等等
。

形状类似疙瘩
,

但比较低者称作邹
,

如稍邹
。

它们都是中心突起周围低下

的土丘
。

疙瘩地势高
,

风大
,

侵蚀严重处老黄土出露地表
,

局部地 面多见砂疆残留
。

疙瘩顶部较

平
,

但而积较小
,

多为农地
、

人工草地
,

有的为灌木林地
。

疙瘩顶部以下的坡地
, : 仁壤及利用情

况与梁坡地相同
。

(二 )嫣地 疙瘩间的分水鞍即为嫣地或峡帆
,

地势低平
,
侵蚀较轻

,

水分条件较好
, 土壤多

为黄绵土
,

有的尚有黑坊土残 留
,

土壤肥力较高
,

是较好的农地
。

但由于两侧沟头溯源侵蚀
,
嫣

地不断变窄
,

嫣地面积很小
。

(三 )盖沙地 黄土梁地因风蚀常有流沙在平缓避风处堆积而形成的盖沙地
,

主要分布于郑家

沟上游梁坡
,

地表沙层一至数米
,

下伏黄土较厚
,

土壤水分条件尚好
,

一般均有稀少沙生植物覆

盖
,

或有小片人工幼林
,

除少量杨树外
,

多 以柠条
、

沙柳
、

紫穗槐等灌木为主
,

植被较好处
,

地

面形成薄层结皮
, 流沙己经固定

,
但地面植被破坏处

,

风蚀严重
,

树根露出地表
,

沙丘活化
,

流

沙掩埋附近农田现象明显
。

(四 )沟谷坡地 梁坡以下为沟谷坡地
。

流域内沟谷坡地面积较大
,

约 占总上地面积 36
.

5 %
。

上游及中游多为黄土沟坡
。

阴坡属黄绵土沟坡地
,

坡度35
“

以下
,

水分较充足
,

植被较好
,
多 用

作牧荒地
,

局部尚有小片杨树或刺槐
、

柠条林
。

阳坡陡
,

老黄土裸露
,

土壤多为硬黄土
、

料僵红

土
,

土质粘重
,

略具红色
, 当地农民称之为红胶土狐

,
陡峭者称作红土立圾或陡崖

,

由于土壤水

分养分条件极差
,
植物生长困难

,

地表光秃
,

切沟
、

悬沟较多
,

崩塌
、

泻溜等重力侵 蚀 也 很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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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

沟口附近的沟谷坡基岩裸露
,

多为厚层砂岩夹薄层页岩
,

农民称这类谷坡为砂石狐或石崖
。

由于坡陡上层很少
,

植物难 于着生
,

目前尚难利用
。

(五 )沟台地 沟道两侧 的小片阶地即沟 台地
,

地面平缓
,

多为黄土性 冲积物或坡积物
,

有的

经人为修整
,

地表堆垫有疏松黄土层
。

郑家沟 由于沟谷狭窄
,

沟道两侧仅有另星小片的沟台地分

布
,

总面积不大
。

沟 台地多有灌溉条件
,

土壤水肥条件较好
,

是流域内最好的土地
,

利用充分
,

多种植玉米
、

蔬菜
、

瓜果
。

粮食亩产可达20 Ok g
。

(六 )坝地 分布于主沟 中上游及一些支沟沟口 附近
。

现有淤地坝 12 座
,
已淤地 1 00 多亩

,

多系

淤黄土
,

水分充足
,

亩产粮食 1 6 o k g ,

部分坝地距下游水库较近
,

受地下水影响 , 土壤盐渍化较

严重
,

不能 作为基 卞农田
,

目前多种有杨树
。

二
、

土地资源评价

土地资源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和利用价值
。

因此通常以土地生产力的高低积

土地对农
、

林
、

牧业的适宜性 以及土地利用改良的难易等作为土地资源评价的主要依据
。

土地的

生产力与土地的适宜性 (或与它相反的土地的限制性 )
,

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

一般来说
,

好

的土地具有多宜性
,

既可作农地
,

又可作林牧用地
,
其生产潜力高

; 比较差的土地
,

不 具 多 宜

性
,

土地存在某种或某些限制因素
,

例如土层薄
、

水土流失
、

风沙早涝盐碱等影响
,

限制了土地

的利用
。

因为各种用途有它 自己的要求和限制性
,

因此 , 土地的适宜性
,

是某种土地类型对一定

用途的适宜性
,

适宜性概念只是与某种特殊的利用方式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
,

同一土地类型对不

同利用方式来说
,

其适宜性或适宜程度不一定相同
。

所以我们还必须按照利用方式对各个土地单

元进行适宜性评价
。

为了便于实际运用
,

对于土地生产潜力的分级多采用八级制
夕 我们参照国内

外标准
,

结合当地具 体情况
,

初步拟定了土地生产力分级标准
。

见表 1
。

表 1 土地生产力分级标准

等 级 ⋯

在正常的土地管理下稳产高产
,

是种植业最好的土地
,

儿乎或完全 没有限制 因 子
,

不 需采用

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
。

如平坦肥沃
、

排灌条件良好的川水地

对种植业有若干限制因子或有土地变劣危险
,

须采用水保措施
,

能获得正常产址 的农耕地
。

如沟台地

I } 对种植业有较多的限制因素
,

土地变劣的危险性大
,

必须采 取一 系列水土保持工程和耕作措

{ 施方 能获得一般产量 的农耕地

对 种植业有严重的限制因素
,

一般不宜用作农耕地
,

可用于种草或造林
,

的土地

土地质量差存在多种严重的限制 因素
,

不能用作农耕地
,

只宜于林业
、

牧业 的土地
。

如陡坡

地
,

极陡坡地多属于此等土地

土地存在很严重的限制因素
,

不宜于牧业
,

只 适宜林业
,

但在造林时要精细整地蓄水保墒
。

如陡坡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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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多种很严重的限制性
,

造林不易成活 (但可种灌木)
,

地面植被差
,

必须恢复植被
。

放牧时须严格控制载畜量
。

如固定或半固定沙地

暂时不能利用的土地
。

土壤和地形条件都严重限制了植物生产
。

如流沙地
、

光板地
、

陡崖

根据土地适宜性
、

土地的限制因素与限制强度
,
结合上述标准

,

我们以土地单元为对象
,
作

了郑家沟流域土地资源评价
,

见表 2
。

三
、

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郑家沟流域总土地面积 2 0 4 8 8亩
,

人均土地 1 3
.

7 5亩
,

共有耕地8 1 7 9
.

6亩
,
占土地总 面 积的

4 0 %
,

人均耕地7
.

72 亩
,

耕地以坡耕地为主
,

占总耕地面积的 8 1
.

6 %
,

梯田 占 16
.

5 %
,

坝 地 占
1

.

6 %
,

水地占0
.

3 %
,

林地 2 8 0 4亩
,

占总土地面积 13
.

7 % , 以灌木林为主
,

占林地5 3
.

1 %
,

乔木

占3 9
.

7 % , 经济林占了
.

2 %
。

人工草地2 12
.

5亩
,

占总土地面积 1
.

04 % 夕、牧荒地5 5 3 4亩
,

占总土地

面积27 %
。

其它用地 3 7 0 3亩
,

占总土地面积 18 %
。

从上述土地利用结构看出
,
流域内的耕垦指数

很高
,

而且坡耕地面积大
,
梯田虽然较多

,
但由于土壤砂性大

,
梯 田埂易垮塌

,
多数梯田质量不

高
,

加上水源及肥料缺乏
, 土壤熟化程度很低

,
梯田产量仍然不高

, 流域内水地较少
,

因此
,

目

前仍然难 以摆脱广种薄收的旧习
。

牧业用地面积虽然不小
,

但人工种草较少
,

放牧主要在条件很

差 的荒坡上
,

饲草不足
,

牧业难以发展
。

近年来林业虽有所发展
,

造林面积大
,

但由 于 管 理 不

善
,

林木破坏严重
,

沙地柠条林常被连根挖走
,

梁地人工刺槐林
,

由于土壤水肥不足
,

生 长 较

差
,

很难成材
。

林业收入极低
,

副业 门路又很少
,

所以单一的粮食生产是农民粮钱的主要来源
。

由于历史原因及 自然条件的限制
,

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象仍然持续至今
,

土地资源不 断 遭 受 破

坏
,

土地退化严重
,

地力非常痔薄
,

改造利用难度很大
。

(一) 土地退化严重 土地退化是 由于土壤侵蚀
、

滑坡
、

土壤盐渍化等影响使土地水
、

肥
、

气
、

热
、

等条件改变
,

导致土地变劣的过程
。

土壤侵蚀是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
。

流域内侵蚀分布

普遍
,

水蚀
、

风蚀都很严重
。

水蚀主要发生在夏秋雨季
,

由于本区降水集中
, 7 一 8 月雨量占年

雨量 50 % 以上
,

且多 以暴雨形式出现
, 1 9 6 9 ~ 1 9 8 2年间出现) 60 m m 的暴雨 9 次

,

年均0
.

6次
。

暴

雨强度大
,

24 小时最大雨量达 1 08
.

lm m (1 9 7 7年 8 月 5 日)
。

地面植被稀少
,

土壤抗冲性弱
,

因

而水蚀发展强烈
,

一般耕地细沟及浅沟普遍
,

沟缘及谷坡切沟
,

悬沟及重力侵蚀活跃
。

风蚀主要

发生于每年冬春旱季
,

最大风力可达 10 级
,

多西北风
,

易受毛乌素沙漠向南侵袭
,

加上流域内土

壤质地多系沙壤土
,

物理粘粒含量在 20 %以下
,

土壤有机质含量极低
,

土粒间胶结作用微弱
,

土

壤结构松散
,

很容易遭受风蚀和沙化的威胁
。

特别是在较高的梁地及疙瘩地迎风坡和风口
,

土壤

表层风蚀很快
,

细土大量飘扬吹走
,

沙粒在避风处堆积
,

形成流沙地或各种沙丘
、

沙垄
。

较严重

的沙化土地主要分布于郑家沟的上游
,

其面积达总土地面积的 10 %左右
。

(二) 地力病薄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

加剧了地面支离破碎
,

耕地不断减少
,

土层减薄
,

土壤肥力减退
,

土地质量变劣
。

流域内除了较平坦的分水鞍残留少量黑沪土外
,

一般

多为绵沙土和黄绵土
,

土壤质地轻
,

有机质少
,

氮
、

磷及有效性硼
、

锌
、

锰
、

铁含量低
,

沟谷边

缘附近陡坡地
,

由于地形破碎
,

水土流失严重、 加之土质紧实
,

含水量低
,

植物不易生长
,

土壤

难于发育
,

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无从谈起
。

上壤有机质的含量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

我们从

几个主要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测定结果 (表 3 ) 可以看出
,

除未受严重侵蚀的黑庐土外
,

其余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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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含量极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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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郑家沟流域土坡有机质含组

土 壤 名 称 土地 利用情况 取 土深度 (。m ) 土壤有机质含量 (% )

00no乃0
月任一J一O曰nU八沈月O O�011口QUOC月任一

,
01口3la行才140,IQ目一nOg曰1�l0

‘.
1,10on“一n00�U{ ⋯

。一 1 8

⋯ 一
1 8一3 2

}
_

_ { 3 2一 8 2

于” 力
,

土 一
, l乙 ’呀 撂 荒 地 ⋯

8 2一 11 ”

} ⋯
1 1 0一 1 6 0

} } 1 6 0~ 2 0 0

⋯ {
。一 1 6

一
_ .

} 1 6一3 0

黄 “ 上

⋯
“ 地 黑 豆

{
3
卜 50

1 】
5 0一 , 5 0

⋯ l
。一 2。

黄 绵 土 { 早 梯 田 谷 子 }

1 ⋯
“0一 4 0

0
。

2 4 6

硬 黄 土 陡崖未利用地

1 1 5

0 3 3

0 ~ 5

风 沙 土 草灌固定沙地
5 ro 1 5

3 4 3

2 34

(三 ) 土地改造利用难度较大 本流域气候干早
,

年降雨量40 om m
,

由于多风
,

蒸发 童 高

出年降雨量 5
.

6倍
。

干早少雨
,

缺水缺肥
,

风沙及水土流失危害严重
,

部分坝地还有盐碱 威 胁
,

生态环境恶化
,

土地利用一般困难
。

此外
,

沟谷陡坡
、

土崖
、

石贬等极难利用改造的土地
,

可 占

总土地面积的 14 %
。

因此
,

要实现流域综合治理
,

必须花较大投资
,

并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郊

明显的效果
。

四
、

关于土地合理利用问题

(一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郑家沟流域 氏期 以来
,

单一粮食生产
,

广种薄收
,

农林牧用地比

例失调
,

不仅土地生产力很低
,

而且导致土地资源破坏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要扭转这种被动局

面
,

必须从土地合理利用着手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流域内耕垦指数高
,

坡耕地比例大
,

所以必

须压缩耕地面积
,

退耕陡坡
,

发展林草
。

从 目前耕地数量及粮食作物产量 (表 4 ) 情况来分析
,

今后退耕一定数量的陡坡地不仅是必要的
,

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

首先是流域内 人 均 耕 地 较 多

(7
.

72 亩 )
,

有足够的土地可以退耕
,

其次是梯田
、

坝地和水地有相当增产潜力
。

1 9 8 7年全流域
“
三田

”
占总耕地面积 1 8

.

4 %
,

而粮食产量 占总产的3 7
.

6 %
,

所以通过搞好墓本农田建设
,

提高

单产
,

粮食总产不会降低
。

以梯田为例
,

目前人均 1
,

3亩
,

产量较低
,

平均为73
.

2 k g / 亩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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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精耕细作
,

亩产可达到90 一 1 00 k g
。

由于梯田产量高出坡地产量 (3 1
.

7 k g / 亩) 的 2 倍
,

所

以建成 1 亩梯田
,

同时退耕 2 亩陡坡地
,

也不会影响粮食总产
。

设想在今后 3 一 5 年内
,

按人平

均再增修 1
.

5亩梯田
,

则可退耕 3 亩陡坡地
,

也就是说可以把现有坡地 (人均 6
.

3亩 ) 的近一半都

退耕下来造林种草
。

表 4 郑家沟流域耕地面积与粮食产t

产产 量量

(((亩) 一 (亩/ 人))) 占总耕地比例例 亩 产产 总 产产 人 均均
(((((% ))) (k g / 亩 ))) (t ))) (k g / 人 )))

666 67 3
。

555 6
。

3 000 8 1
。

666 3 1
。

777 20 8
。

6 000 1 97
。

000

111 3 4 7
。

555 1
。

2 777 1 6
。

555 7 3
。

222 9 7
。
4 444 92

。

000

111 32
。

333 0
。

1 333 1
。

666 1 6 0
。

777 2 3
。

9 555 2 2
。

666

222 6
。

333 O
。

0 222 0
。

333 2 0 4
。

555 4
。

5 333 4
。

2 888

888 1 7 9
。

666 7
。

7 222 1 0000 4 0
。

999 33 4
。

5 222 3 1 5
。

8888

(二) 培肥地力 全流域上壤养分极缺
,

即使是水平梯田
,

土壤养分含量也很低
。

以农田土

壤有机质含量为例
,

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0
.

3 %
,

相当于全省耕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0
.

94 % )

的1/ 3 ,

由于土壤有机质缺乏
,

保水供肥性能差
,

土壤肥力低
,

产量很低
,

平均亩产仅4 0 k g ,

相

当全省平均产量 (1 6 o k g /亩 ) 的 1 / 4
。

由此可见
,

农 田土壤疮薄是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
。

今后要

千方百计发展畜牧业
,

抓好有机肥料建设
,

增施有机肥料
,

种植绿肥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并

要增加无机肥料
,

科学施用化肥
,

尽快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

促进退耕
,

改变广种薄收的传统

旧习
。

在这方面
,

应重视增加物资和人力的投入
,

以便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效果
。

(三 ) 造林 种草 由于 长期不合理 的开垦和人为破坏
,

全流域植被稀少
,

要从根本上摆脱水

土流失和风沙危 害
,

改善生态环境
,

必须抓好林草建设
,

恢复和建造人工植被
。

据调查
,

流域内

现有人工刺槐林覆盖度已达 70 %
,

加上林下地被物的保护
,

土壤侵蚀 已很轻微
。

有的沙地
,

在生

长较好的人工柠条林下
,

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
,

同时地表 己有大量苔葺
、

地衣着生
,

形

成薄层较为稳固的结皮
,

流沙已固定
。

由此不难看出
,

人为恢复植被
,

对于防治水蚀和风蚀
,

保

护农牧业生产
,

改善生态环境
,

具有显著功效
。

由于考虑到当前生态环境恶化
,

造林种草难度较

大
,

特别是乔木树种成活不易
,

难于成林
。

因此
,

在建造人工 植被的初期 阶段
,

要以草灌为主
,

凡是在梁坡
、

沙地
,

首先要选择耗水量少
、

耐干早痔薄
,

对改 良土壤有显著作用的先锋树种和草

种
,

例如沙打旺
、

首蓓
、

紫穗槐
、

柠条
、

沙棘
、

沙柳等
。

在沟谷缓坡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
,

可适

当配置一些乔木树种
,

如刺槐
、

河北杨等
。

但必须密度适当
,

同时要乔灌结合
,

重点营造薪炭林

和少量用材林
。

在向阳避风处
,

可种植一些经济林
,

如红枣
、

花椒
、

杏
、

苹果之类
。

此外
,

在修

筑土坝和谷坊的沟谷
,

要结合营造一些沟底防冲林和护坝林
,

固定沟床
,

稳定谷坡
,

同时还对沟

道附近的红土陡崖小气候也有一定改善
,

为今后在这些不毛之地逐步恢复植被创造条件
。

总之
,

由于流域内土地类型多
,

环境复杂
,

水热状况及土壤条件差异很大
,

在土地利用和土

壤改 良方面必须做到因地制宜
,

实事求是
,

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

佳县水利水保局提供 了部分资料和给予工作上 的支持
,

特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