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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生态地质类型是农业生态地质调查研究综合性成果之一%是其调查填图的基本单

位&利用把地质环境与农业生态作为一整体系统的思路%确定了农业生态地质类型划分的原

则&整体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地上农业生态质量差异和宏观识别特征明显&研究区共有农业生

态地质类)个’型>D个%而且不同类型上农业生态质量特征差异显著&
关键词!农业生态地质$类型$填图单位$丘陵山区$河北元氏&
中图分类号!/>A>!!!!文献标识码!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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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粮食问题日益突出%
生态环境地质调查研究’农业生态地质调查研究日

益受到广泛关注(>$@)!&国土资源部在国土资源大调

查计划中%也适时地在全国部署了多个国际标准图

幅的生态环境地质调查研究与评价试点%目前已取

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E)"&
农业生态地质类型是农业生态地质调查研究的

综合性成果之一%是农业生态地质调查填图的基本

单位&它控制着生命过程所需营养元素及其有效

性(D$>!)%也是生命过程所需水分’环境热量条件等

的重要影响因素(@%E)&本文就以太行山中段具有代

表性的河北省元氏地区为例%探讨农业生态地质类

型的划分’建立及其应用%以期为目前所开展的国土

资源大调查提供示范%为分析营养元素的生物有效

性奠定基础&

>!研究区自然地理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IG的河北

省元氏县%属于太行山东麓丘陵山区&地处北温带%

属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热资源充

足%为典型的农业区&多年平均气温>!&DJ&全年无

霜期为>C!K&多年平均降水量为E"A&DGG%多年平

均蒸发量为>C"E&CGG&降水和蒸发也到受地形地

貌的影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主要有北沙河’潴龙

河’槐河&
研究区土壤与地形地貌’成土母质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土壤类型以褐土为主%广泛分布在低山’
丘陵和山麓平原&研究区岩石以不同时代的片麻岩

为主%广泛发育松散堆积物&
据元氏县县志%研究区七百年前曾经是*山丛林

密’取土甚易’青山叠翠’绿水常流+的自然景观%现
在自然植被覆盖率仅为"L&自然植被类型随地形’
成土及其母质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农林产品有苹果’
梨’柿子’核桃’石榴等&特别是黑水河的大红袍柿子

和三道坡’胡家庄的石榴等较为著名%曾代表河北省

参加!(((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为河北省重要果

品之一&它的建设日益受到重视&

!!农业生态地质类型的划分与建立

!&"!农业生态地质背景条件

农业生态地质背景条件包括地貌’岩石’地层’
水文地质’地球化学等与农业生态建设有关的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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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经实地调查"研究区农业生态地质背景条件影

响了农业生态质量%&
岩土松散堆积物是丘陵山区农业生态建设的重

%侯春堂&元氏县名优果林农业生态地质调查报告">CCC&

要物质基础&以往无论是地学工作者"还是农学工作

者对此关注甚少或忽视"这也应成为区域农业生态

地质调查中今后需要特别加强的内容&岩土松散堆

积物所处的地貌部位及其物理条件"对农业生态具

有重要影响&经实地调查"研究区变质花岗岩残丘的

风化壳表层残坡积物#黑云斜长片麻岩及变质砂砾

岩之上的残坡积物"主要由砾粒和砂粒组成"但因母

岩不同"黑云斜长片麻岩的风化残坡积物砂粒组占

A)&!L"而变质砂砾岩和变质花岗岩的风化残坡积

物之砾粒组占E(L左右"干容重较大$而处于山麓

地带的坡积物#坡洪积物"粒度成分以砂粒或粉粒为

主"干容重较小"有利于耕作#植物根系下扎生长"从
而影响了农业植被的分布及其质量差异%表>&&

表"!研究区不同地点表层岩土含水量!粒度成分!干容重

与农业生态特征

M+N%2> 7$GO+,1:$3$6G$1:-5,20$3-23-"P,+35%+,1-;0$GQ
O$:1-1$3"531-K,;R21P.-13K1662,23-,$0I+3K:$1%
R1-.+P,$20$%$P;13,2:2+,0.+,2+

序

号

颗粒分析’L
砾粒 砂粒 粉粒 粘粒

干容重’
%P(0G?)&

含水

量’L
农业植被

> @"&A E!&! ( ( >&EA >!&A 石榴等果树

! >D&A A)&! ( ( !&( 石榴

) !(&" D(&C >@&( @&@ )&A 石榴

@ A ))&D @D&( >!&@ >&@ E&D 农作物

!!>&北正村西残丘变质花岗岩$!&三道坡北山坡中部黑云斜长片

麻岩$)&胡家庄南山坡坡脚残坡积含砾亚砂土"下伏黑云斜长片麻

岩$@&胡家庄南缓梁顶面含砾黄土状土&

!!岩土松散堆积物的空隙特征"影响了农业生态

所需水分的赋存#运移以及植物根系的生长"从而对

农业生态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区黑云斜长片麻岩风

化破碎"裂隙发育但裂隙宽度较小"有利于水分保存

和植物根系下扎"以石榴为代表的农业生态质量较

好$而变质砂砾岩"则岩石较完整"裂隙不发育"但裂

隙较宽"延伸较远"水分易流失"不利于植物生长%表
!&&所赋存的地下水不仅是农业生态的重要条件"而
且也是养分有效性的活化载体"其赋存的水量有显

著差别%表>&&
岩土松散堆积物所赋存的地球化学元素是农业

生态所需矿质养分的源泉"是地下水中养分的重要

表!!研究区不同岩土松散堆积物质的裂隙网络与农业生

态特征

M+N%2! 7$GO+,1:$3$60,+0I:;:-2G13K1662,23-,$0I+3K
:$1%R1-.+P,$20$%$P;13,2:2+,0.+,2+

母岩岩性特征 面裂隙率’%条(G?!&平均隙宽’GG 生态特征

黑云斜长片麻岩 AA&!) (&E@ 石榴质优

变质砂砾岩 >)&(" !&(E 石榴较优

变质花岗岩 >"&@D (&@! 酸枣丛生

来源&经调查分析"研究区不同母岩的风化物质"其
地球化学养分条件具有显著的差别"特别是有效态

含量及其配比差异明显%表)&&
当然"各农业生态地质背景条件是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的"比如地貌条件就对水分的分布#养分的再

分配有着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了农业生态特征&
!&!!农业生态地质类与型的划分与建立

农业生态地质研究农业生态与地质环境系统之

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只有在前述单项农业生态

地质背景要素及其对农业生态系统影响分析的基础

上"才能开展综合性研究"明晰地质环境对农业生态

系统的影响&农业生态地质类与型就是其综合性研

究的具体体现之一"类型的划分与建立是综合研究

农业生态地质环境要素的必然结果"是填%编&制农

业生态地质图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即调查填图的

基本单位&农学研究表明)E*"农业生产归根到底是

地球表生带包括岩石圈#土壤圈#水圈#生物圈#大气

圈以及圈层之间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的一种特定形

式"即宇宙的太阳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及岩土中

的矿质元素和水分等"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转

化为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存所需要的化学能"这个

过程称为植物生产"她是第一性的"最基本的$没有

植物生产"就没有农业"没有财富"没有人类生存的

的基础$农业生态作用的核心问题是农林牧营养元

素的循环问题&系统论研究成果以及农业生态地质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在农业生态与地质环境这一整

体养分循环系统中"系统的结构控制了系统的功能

和行为"生态地质结构这一物质基础是这一整体养

分循环系统的结构"是控制农林作物最佳生长的养

分+供给#输送,的格架"即控制了养分的供给和输

送"又影响了养分元素的摄取#消耗"从而影响了矿

质养分的生物有效性)E*&
因此"农业生态地质类型的划分与建立应遵循

以下原则!%>&反映上述整体调查研究思路"着眼于

地质环境与农业生态作为整体系统进行调查研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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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研究区不同母岩的风化物中营养元素全量及有效态含量对比

M+N%2) M$-+%+3KN1$+9+1%+N1%1-;0$3-23-13K1662,23-R2+-.2,2K.$,1S$3:13,2:2+,0.+,2+ >(?D

母岩岩性 项目 T B ’+ 7+ =P U2 =3 75 V3 W

变质砂砾岩

变质辉长辉绿岩

变质花岗岩

变质砂岩

黑云斜长片麻岩

全!量 @@! >ED@! ACD) >)E"! >(@@( "@!> @D> >"&@ DE&! @@&D
有效态 "&E >>>&! >)&@ !(A) @E&@ DE&C !C&C (&AE (&)) (&@>
全!量 @!@ A((A "D(" @CD@@ !(D@( >)"C) >(C" !A&@ >E> )(&!
有效态 "&( ))&! )"&) )AE! >@>&( !)&! @&A (&!C (&!! (&@>
全!量 @)) >)(DC >>!(@ !!C!C >(ED( "E(C EEA >"&A DA&C )!&(
有效态 "&E EC&( >A&) !@!( !A&A EA&@ !"&) (&)E (&!@ (&@!
全!量 @"@ >"@D" DA@> C!AD >>D@( "CC( !"A !C&( >>A&> @A&E
有效态 "&@( E@&E @&) >DA" @)&C "D&! >"&! (&@( (&)D (&)@
全!量 ECA >>"(( >>"C@ !()D >!E@( CD)" DDC !"&A >(D )E&D
有效态 >!&C >>@&D >C&) >C"> C>&> >()&E ))&( (&D" (&@) (&@E

考虑到地上农业生态质量差异"以实现可持续利用

的目标#$!%抓这一整体系统中的主导因素"进行综

合分析#$)%建立的主导因素影响下的各农业生态地

质类&型的宏观特征明显"利于野外识别"易于对比"
便于操作&

为此"将研究区划分为类与型两个层次"并以研

究区农业生态较为著名产地来命名&农业生态地质

类是研究区最高级的单位"它力图表明农业生态地

质环境资源的利用类型"即解决地类问题"是农业生

态地质环境资源大农业利用的大问题#型是类的下

一级单位"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单位"力图表明现有农

业生态系统对农业生态地质环境资源利用现状的适

宜程度及其生产力的高低"即从自然属性角度解决

农林牧渔’有收无收"收多收少(的问题&总体上"两

者解决揭示农业生态地质基本条件和宜种性问题&
!&#!农业生态地质类型及其特征

依据上述原则"在实地调查和综合分析各农业

生态地质要素的基础上"填$编%制了研究区农业生

态地质图"总体上揭示了研究区农业生态地质的基

本条件和农业生态建设的宜种性&它包含了>D个填

图基本单位"即佃户营类&元氏类和潴龙河类农业生

态地质类型$表@%&其中佃户营类主要分布在元氏

县西部低山区"元氏类主要分布于丘陵及坡麓地带"
而潴龙河类广泛分布于谷地中&
!&$!几种农业生态地质型特征及意义

农业生态地质类与型的建立"不仅要有深化农

业生态地质理论的意义"而且还要有着较大的现实

价值&
$>%五里庄型$XYZ%"属佃户营类&分布于丘陵

山坡下部"坡度>E[$!(["个别地段近似平台&岩性

以黑云斜长片麻岩为主"岩石风化破碎呈碎片状"上

覆残坡积含砾亚砂土"一般厚度小于E0G&大部分仍

为荒山坡"生长有酸枣&荆条和杂草#多种植石榴"其
石榴质量优良#有的地段种植大红袍柿子"其质量也

较好$表@$D%&$!%三道坡型$\/X%"属元氏类&分

布于山前坡脚"坡度>E[左右&大多被改造成窄条梯

田"梯田边种植石榴树或石榴幼树"其石榴质量优良

$表@"E%"是元氏石榴主要的优质高产地&$)%黑水

河型$\]/%"属元氏类&多分布于山坡下部"地势较

平缓"坡度大约)[$E["岩性为残坡积土黄色亚砂

土"偶含钙核&大多整治成梯田"沿梯田前缘种植大

红袍柿子"梯田面上种植小麦&大豆&谷子等大田作

物&该地盛产大红袍柿子"与其他地方相比"以品质

优良著称$表@"D%"为元氏大红袍柿子优质高产的

主要生产地&$@%北庄型$XWV%"属佃户营类&大多

分布于丘陵中上部及顶部"灰绿色斑状辉长岩之上

覆盖有薄层含砾亚砂土"砾石以!$E0G的粒径居

多"植被稀疏"仅生长杂草&其上生长的柿子"品质较

好$表@"D%&$E%褚家庄型$\V4%"属元氏类&岩石风

化破碎"大多分布在丘陵坡脚或残丘"地表为’粗骨

土("多改造成梯田"种植大田作物及石榴"石榴质量

较好$表E%&$D%龙正型$VZV%"属潴龙河类&分布在

河谷底部"岩性为冲积砾石&砂及低河漫滩砂&亚砂

土&地表裸露"有的仅生长杂草"亦有改造的小片果

园"种植石榴"石榴个大&水分足"质量较好$表E%&
$"%北正型$VWV%"属潴龙河类&岩性以土黄色亚砂

土$黄土状土%为主"偶含小砾石及钙核"沟谷中或低

凹处亦可见棕红色亚粘土&粘土等&已改造成条形或

块状梯田"是山区较好的农田"多种植小麦&花生&红
薯"田边偶有独立的黑枣树等果树&$A%九牛寨型

$X4’%"属佃户营类&有的分布在丘陵顶部"坡度一

般 大于!A["自然植被稀疏"仅在石缝中生长有杂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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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研究区农业生态地质类型

M+N%2@ FP,$20$%$P10+%P2$%$P;P,$5O+3K-;O213,2:2+,0.+,2+

类 型 代号 农业生态地质特征

佃

户

营

类

元

氏

类

潴

龙

河

类

神岩山型 X/\ 砂岩"砂砾岩夹海绿石石英砂岩#沿层面和裂隙面可见少量风化残坡积物#其上生长杂草"荆条等

田家庄型 XM4 橄榄辉绿岩"辉长辉绿岩"变质基性岩脉&分布零星#岩石较完整#裂隙"植被均不发育

五里庄型 XYZ 强烈混合岩化条带状黑云斜长片麻岩#岩石风化破碎呈鳞片状#乔灌草植被均较发育#有的改造成$围山转%
窑子庄型 X\V 斜长角闪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角闪片岩#岩石较完整#多呈正地形#仅见杂草及零星灌草

九牛寨型 X4’ 中粗粒不等粒变质花岗岩"眼球状花岗岩及中细粒变质二长花岗岩#岩石风化破碎#地表为$粗骨土%#灌草发育

北庄型! XWV 伟晶辉长岩"斑状或粗?中粒辉长岩#岩石较完整#多呈正地形#仅见杂草及零星小乔木

生态站型 X/M
白云母石英片岩"绿泥石石英片岩夹薄层变质细砂岩#变质砂砾岩夹云母石英片岩&岩石风化破碎#灌草发育#有的改

造成$围山转%#种植石榴

长村型! \77
橄榄辉绿岩"辉长辉绿岩"变质基性岩脉&零星分布于坡脚#上覆几十厘米残坡积含砾亚砂土#多改造成条形梯田#种
植大田作物

三道坡型 \/X
强烈混合岩化条带状黑云斜长片麻岩#岩石风化破碎呈鳞片状#残丘或丘陵坡脚#上覆几十0G残坡积含砾亚砂土#
多改造成条形梯田#种植大田作物及石榴等

鹿台型! \ZM
斜长角闪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角闪片岩#丘陵坡脚#上覆几十厘米残坡积含砾亚砂土#多改造成条形梯田#种植

大田作物及石榴

褚家庄型 \V4
中粗粒不等粒变质花岗岩"眼球状花岗岩及中细粒变质二长花岗岩#岩石风化破碎#丘陵坡脚或残丘#地表为̂ 粗骨

土̂ #多改造成梯田#种植大田作物及石榴

黑水河型 \]/
伟晶辉长岩"斑状或粗?中粒辉长岩#岩石较完整#丘陵坡脚#上覆几十厘米残坡积含砾亚砂土#多改造成条形梯田#
种植大田作物及柿子

南营型! \’\
白云母石英片岩"绿泥石石英片岩夹薄层变质细砂岩#变质砂砾岩夹云母石英片岩#丘陵坡脚#岩石风化破碎#上覆几

十厘米残坡积含砾亚砂土#多改造成条形梯田#种植大田作物及石榴

龙正型! VZV 河床冲积砾石"砂及低河漫滩砂"亚砂土&地表裸露#有的仅生长杂草#亦有改造的小片果园#种植苹果"杏"石榴等

北正型! VWV
缓梁地貌#岩性以黄土状土为主#多被改造成块状或宽条形梯田#以人力和畜力耕作为主#水浇条件差&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南佐型! V’V 地势较平坦#岩性以黄土状土为主#机耕和水浇条件较好#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表%!不同农业生态地质型上生长的石榴质量

M+N%2E =2P,+3+-2_5+%1-;P,$R13P$3K1662,23-+P,$20$%$P1Q

0+%P2$%$P;-;O2:13,2:2+,0.+,2+

地质型 石榴质量 固形物&L 糖酸比 百粒重&P 取样地点

\/X 优! >)&>A !>&"! !E&!@ 三道坡"胡家庄

XYZ 次优 >)&!@ 胡家庄

\V4 次优 >>&"> >C&)D !D&EC 北正"鹿台

VZV 次优 >(&D" >E&C) D"&@) 鹿台

表&!不同农业生态地质型上生长的柿子质量

M+N%2D T2,:1GG$3_5+%1-;P,$R13P$3K1662,23-+P,$20$%$PQ

10+%P2$%$P;-;O2:13,2:2+,0.+,2+

地质型 柿子质量 单宁’GP&>((P肉( 糖酸比 取样地点

\]/ 优! >"!! )@&AA 黑水河西

VWV 次优 >>D( "(&!! 黑水河北

XYZ 次优 E>E CD&E) 三道坡!

有的分布在丘陵中上部#坡度较缓#一般>E[$!([#
部分改造成$围山转%#种植石榴#偶见散生的黑枣

树"柿子树#荒坡及围山转的坡面上均生长酸枣"杂

草等&
显然#上述几种农业生态地质型在农业生态上

具有明显的意义#这就为包括石榴"柿子等名优果林

在内的生态农业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结语

’>(农业生态地质类型是农业生态地质调查研

究的综合性成果之一#是其调查填图的基本单位&这
是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生态环境地质调查急待解决的

问题&它的划分与建立应遵循原则是把反映地质环

境与农业生态作为整体系统#抓住整体系统的主导

因素#考虑地上农业生态质量差异#所建立的农业生

态地质类"型宏观特征明显#利于识别&’!(元氏丘陵

山区共建立了农业生态地质类)个"农业生态地质

型>D个#不同农业生态地质类型上生长的石榴"柿

子等农业生态质量具有显著差异&三道坡型"黑水河

型分别为元氏地区石榴"柿子优质类型#这为农业生

态地质工程设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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