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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十一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智行技术规

技术规程’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自一九Jk-年

全市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是以村(生产大队)为单位，用ll 25000的地形图作为全市野外工作底

、

图。按技术规程要求，全市共挖各种类型的土壤剖面1685个，其中耕地剖面935个，平均

93．7亩一个，山林荒地剖商750个，平均2121亩一个：共取农化样235个， 平均444亩一个，

共取土壤诊断样87套，取速测样1489个，平均56．8亩一个。

这次土壤普查是建市以来的第一次，通过普查，村有土壤养分通知单，市级编绘了l：sooooK

的土壤图，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磷、速效钾)，土壤酸碱度图，土

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编写了‘十堰市土壤志)，土壤普查工作总结报告等，完成了规程要求

的全套表格资料。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摸清了我市土壤形成的条件，土壤的类型及分布状况，初步查

、 明了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因素。科学地总结了群众认土、用土，改土的经验，为提高科

学种田水平和开展农业区划提供了新的依据。 一

为了把土壤普查中获得的大量资料加以系统化，汇总成完整的土壤资料，为丰富和发展

我市土壤科学奠定一个基础，特编写‘十堰市土壤志’．全志分八章，主要阐述了我市土壤

、的形成条件，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和分布，土壤各论，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资源及其评

价，低产土壤的改良利用，土壤改良利用分区等。

我市土壤普查得到了襄樊市土肥站，郧阳地区及郧县土肥站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对此，

表示衷心感谢。在土壤志编写和审查过程中得到了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但由于我

们的技术力量不足。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请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

十堰市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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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第一章。土壤形成的条件?
、

-

’

，

十堰市地处鄂西北山区，位于东经110。26’至1lo。57’，北纬32‘23’至32‘47’o，属秦岭、

’大巴山之间的武当山中低山区。东与丹江口市相连，南邻房县、西北与郧县接壤。东西长

一47．1公里，南北宽一．4公里，全市投影总面积为1193．42平方公里，其中{氐丘平地面积占8．8 96， ‘一

．低山高丘面积占72．5呖，中山面积占17．4叻，高山占1．3％。，地势南高北低，南部高山峻岭，

山峰林立，多在海拔800米以上， 最高的赛武当}iJ海拔1730米。北部低山丘陵与沟谷楣问分

．布，海拔商在250一800米之间，中部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大断层线”，沿武当山北麓由

谷城向白河延伸，长200余公里，我市城区正位予此断层之中，沿断层线形成一条较为开阔．

的冲积带，平均海扩。j200一2即米，是城市中心和蔬菜主产区。 ．

’

市设两个城区，两个郊区，辖五个街道办事处，十八个乡，一个镇，一百四十五个村，
’

五个场所(农科所、’林特所、菜科所、黄龙林场、花果畜牧场)。根据1982年人1：3普查，全

市总人口为301420人，其中农业人口117989人。耕地面积为82657亩(据1982年年报)，其

中菜地8804亩。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占有耕地0．70亩。
÷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6

十

土壤是一种经常变化着的自然客体。它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转化等过程都是在自然地

一 ，理环境中进行的，深受所在地区大气变化，水分状态，岩石性质以及生物活动的综合影响，

从而引起内部物质的分化、淋溶，移动、景积等运动过程的进行，正是：茁这样的过程中形成

r土壤。为了正确地认识和了解全市土壤的特性及其发生发展妁演变规津，现将我市气候、
’

地形，地貌及植被等影响土壤形成的环境条件加以分析。。 ，

一，气馔对±壤形成的影■．

7气候是直接并且通过植被等其它因子间接地影响土壤形成过程的方向和强度的基本因

素，特别是水、热条件对土壤形成有较大的影响． ．

我市属于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类型，全市主要的气候因素以海拔256．5米的老虎沟点为
‘

代表，据郧阳地区气象台十三年观察资料，如下表：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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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

袈l一1(1971--1983)年平均气温、臼照、降水盈及蒸发蹙

月 份 全月
气象要素 平

l 2 3 4 5 6 7 8 9 10 1l 12 年均

气温。c 2．6 4．6 9．7，16．O 20．8 25．0 27．1 26．5 21．1 15．9 9．9 4．6 15．3

日照(小
时) 130．6：1i3．7 137．5169．4197．9 204．8 208．0208．7 142．5 142．1 133．6 132．0 160．5

降水量

一(121 m)
13．01 20．0 41．3 76．O 94．4 91．2 154．1f137．1 116．6‘88．5 39．2 13．6 73．7

蒸发量 178．21177．41181．0106．6l 83．3 58．0 47．5 109．1(m m)
45．5：52．3 92．2 124．0163．6

极端最高气温1978年8月2日41．1℃

极端最低气温1977年1月30日一14．9 c

最高温月，基七月，月均温为27．1℃。最低温月足一月 月均温为2．6 c，年较差为24．5 e。

月均温≥18 c的月份为。5、6、7、8，9五个月。’
7

一

月均温≥8℃的月纷l、2、12、三个月。

年均沮的月份是4、10月。

日均温≥o℃的天数为345．3天o|

月均温≥lo￡的天数为222天，活动积温4936．5。C。

’

无霜期：246天。

， 气候的季节变化对土壤，植被的影响很大。按候均温划分四季，候均温10℃以下为冬季，

郎11月14-一3月21日，共128天，候均温22℃以上为夏季，时间为5月25—9月6日，共105

天I侯均温lo一22^r之阀为春、秋季，即春季84天，秋季68天，共132天。四季分明，冬，

夏较长，春、秋较短。

从降水情况看t据13年气象资料统计，我市全年降水量为884．9毫米，全年月平均降水

量为73．7毫米，但各月降水量分配小半衡，降水量最多的是7、8、9--个月，每月降水量郄

在100毫米以上。最多雨月为7月，降水量为154．1毫米，最少雨月为1月，降水量为13毫

米，全年之中降水量≥60毫米的月份为4、5、6，7、8、9、10七个月，降水总和为757．9毫

米J_>IOO毫米的月份为7、8、一9---个月，降水总和为407．83米。

由于我市地形较复杂，海拔高翟襁差大，所以有垂直气候的特点，对土壤的垂直分布有

一定影响。气温随着海拔升高而降低，每升高100米，平均气温下降0．55℃，降水量随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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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丙增加，每上升100米降水量增加35毫米，生长期襁差4—5天。详情如下表。 ’

_‘

襄l一2 气温垂直分布祗况(老虎擒片) ，

+’

t

海拔高度(m) 月均气温(I．) 年日照时数(小时) lO一20℃积温

～ 300 15．2 1877．1 3828．3

500 14．2 t， 1842．1． 3219．9

800 12．7 1671．1 、 2843．2

1200、． 10．7 1469．8 2080．8

1500 9．2 1644．5
7

t544．5 一．

。年降水量的垂直变化如下表。

袭1w3 各商度 水量 一

‘

，

。警慕 300 500 800 1000 1200 1500

老 虎 沟 840．6 874．9 926．1 960．4 994．6 1046．0

黄 龙 滩 834．0 868．3 919．7 954．0 988．3 1034．8

小 川 ，884．4 。 918．7 970．7 1004．5 1038．8 1090．2

由以上气象资料可以看出，我市气候有以下特点：’第一，四季分明，冬，夏长，春、轼

短，冬季干燥寒冷，夏季高温多雨，一年中：存干湿交替现象，致使土壤有明显的淋溶淀积过

程，夏季常彰暴雨，平均二十年发生一次洪水，据记载，近代历史上搜大的洪水发生在1883

年，1900年、1931年，1935年，1958年，1975年帮1982年。山洪暴发，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山．

坡地土壤被强度的沟蚀和片蚀。沿河，’沟谷的大片良田被冲毁。第二，气缕温和，全年无霜

期长达246天，气温>IO。C的天数有222天，适宜多种北亚热带植物和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作

物生长适期较长，多为一年两熟，同时，也为土壤微生物活动提洪了良好灼环境条件，有

利于土壤中养分的转化。第三，有较明显的垂直气候特点，对土壤的形成和垂直分布有·定

影响，800米以下的地区气温较高，雨水较少，分布着潮土、黄棕壤土类。土壤中的有机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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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化过程大于腐殖化过程，一般上崎★机质含跫较低，800米以上妒地区，气温较低， 黟

量较多，土壤中湿窆较大，有机荧腐殖化过程犬于矿质比过程．

二、母岩、母质对±壤形成的影响

l，母岩、母质类型及分布。母质是土壤形成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土壤的主要胃性，

我市母质、母岩比较复杂。地层主要为元古界武当山群和神农架群，是最古苦i0地罢，是在

区域变质作用影响下，变质的火山岩系和沉积岩系所构成的浅一一中度变贡岩。它分为化口

二云母石英片岩组，是武当山群虽低部的一组岩系，包括石英片岩、黑云母石英片岩，

=云母石英片岩、自云母石英片岩等；百二河变质火山碎屑岩组，分布于公路大断层以南，

武当穹+窿的北部，西起郧县花果园，东南经百二河到武当山北坡，足较为复杂的以沉积

变质为主的变质沉积一一火山岩系岩层，主要由白云母片岩，石英岩、石英片岩组成，堵河

以西为下古界地层，因变质程度较深，属于寒武系．以硅质岩、碎屑岩为主，碳酸盐岩很少，岩

石变质属中变质带。黑色变质硅质板岩，千枚岩中普遍含钠(Na)磷(P)等元素。我市岩

石一般具有层理结构，有断层、滑坡和危石等现象。另一个主要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粘土沉积

物，分布于堵河、马家河，茅塔河，神定河等河流的河谷两侧，由河床冲积、阶地准积的砾石．

砂、砂质土及砂质粘土等组成，沉积物不厚，一般仅2—6米，分下更新统(Q．)四级阶地堆积，

高出河床80—150米，中更新统(Q：)三级阶地堆积，高出河床30一70米；上更新统(Q3)二级

阶地冲积淤积层，高出河床10一30米，全新统(0·)一级阶地及河漫滩冲积，洪积层，高出河

床3—10米，由砾石、砂、砂质土等组成，厚0N15米。我市主要为Q“

2、各类母岩、母质的特性及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市成土母质主要有三大类：一足近代河流冲积物，简称冲积母质，二是第四纪沉积

物；三是各类岩石的风化物。

冲积母质足由河流夹带大量泥砂长期沉积而成，大的卵石、砾石沉积于下层，细泥砂沉

积于上层，成分复杂，砂多泥少，质地较轻，没有固有的特性，其理化性状视所在地区的岩

石成分而定，因岩石的种类和性质不同而分为有石灰反应和无石灰反应。我市冲积土范围内

无碳酸盐岩分布，所以形成的冲积母质一般无石灰反应。由此类母质发育而成的土壤为潮

土类，分布于河流两侧的平畈地带，是生产性能较好的耕作土壤，其面积为92052亩，其中

耕地面积19661亩，占整个耕地面积的18．8％。

第四纪沉积物是一种土状沉积物，大都分布于250一500米的低山丘陵的二阶地，东起白

4



溉，西至黄龙，沿公路大断层两侧的低山，高丘均有分布。其特点是土层深厚，质地较粘

重，养分含量较低，土层中央有少量砾石，由此种母质形成的土壤为黄棕壤土类的第四纪黄

?土，面积为90150亩，其中耕地14358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3．8％。

各类岩石的风化物是我市的主要成土母质j岩石种类繁多，主要有云母石英片岩，即

+。砂质云母片岩、自云母片岩、泥质砂岩，碳质云母片岩、泥质灰岩等。堵河以西有小面积的

。石灰岩零星分布，形成了PH值较高有不同程度石灰反应的石灰(岩)土类，面积为6410亩，

。占全市土壤面积的o．36和。大面积￡i：各种泥质岩类风化物发育的土壤，砂性较重，易被水冲

刷。岩石风亿物中含钾素较丰富，形成的各种土壤一般土层较薄，土壤中钾素含量较高，其

它各种营养元素含量均较低，面积为1244650亩，占整个土壤面积的73．4呖，其中耕地

。28038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26．9呖。林荒地面积1216552亩，占全市林荒地的77．7％。，

囊l一4’ 不两母质发育的±壤所占比饲
、

，

、

f

面 河 流 第四纪云，母 砂质云泥质泥质碳质云 泥质。其他泥 合
类别 I I

积 冲积物 黄土片岩母片岩 页岩砂岩 母片岩 灰岩质岩类 计

水 田 16577 884 5125 22586

田 占水田
嘶

73．4 3^．9 22．7 100

旱 田 25322 14554 ．2984 15228 7182 28ll 393 13300 81774

。她． 占旱地
％

Sl，0 17．8 3．6 18．6 8．8 3．4 O．5 16．3 100

林 田 107701 76942 115116 545088 417142 136553 2479 6017 184382 1591420

荒 占林荒 ，

地 地 6．8 4．8 7．2 34．2 26．2 8．6 0．2 ‘0．4 11．6 100

眄

合 田 149600 92380 118100 560323 424324 139364 2479 6410 202800 1695780

计 占土壤
呖 8．8 5．4 7．0 33．0 25．0 8．2 0．2 0．4 12．0： 100

三、地形地貌对±壤形成的影响 一

根据我市地形特点捌分为三个地貌区，中部低丘平畈区，北部低山丘陵区、南部中高山

区。
‘

。

l，中部低丘平暇区，自东而西沿老白公路成带状，海拔茼度在250米以下，最低160米．

马家河，茅塔河，百=河，晕河和过境的堵河等河流主道流经其问，形成较开阔的冲积带，

． 5



两侧阶地为较平缓的低丘、小岭，是潮土和第四纪黄土的主要分布区，面积为157616亩，占

全市总面积的8．8％。
～

．
，

2、北部低山丘陵区，海拔250一800米，包括自浪、花果两个区的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岩石以云母片岩，砂质云母片岩为主，主要土壤类型为，黄棕壤土类的黄砂泥土、白砂土、

自石渣子土等。有不同程度的土壤侵蚀，有的地方有滑坡现象，面积为1297666亩，占总面

积的72．5％。 ．，

3、南部中、高山区，包括白浪、花果两个郊区南部山区的大部分村，海拔高度800米以

上，面积为334849亩，占全市总面积18．7％，其中1200米以上的高山23449亩，占全市总面积

的1．3％。该区山高坡陡，群山起伏，坡度大都在25度以上，由于长期的土壤侵蚀作用，致

使光山秃岭，陡壁裸岩到处可见。本区成土母质复杂，有多种岩石的风化物，形成各种不同

的土壤．山坡脚部和平地交接的地方，形成较厚的坡积土层，分布着山地黄土，高山厚层黄

砂泥土、谷砂土等。山坡中部，分布着受侵蚀的石渣子土以及由各种岩石的风化物所形成的

幼年土壤，如黄砂土、麻骨石渣子土等。土壤形成时间短，加之水土流失严蘑，所形成的土

壤土层浅薄，且含有较多的砾石和岩石碎屑，以林荒地为主，耕地面积很小。

四、植被对±壤形成的影响

自然植被一般从属于气候，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则决定子母质和地形，我市气候条件随

着海拔高度的变化有极其明显的差异，海拔800米以下的地区，年积温4600m5500 oC，800--

1200米的地区，年积温3900m4300℃，海拔1500米以上的地区，年积温为3800℃左右。由

子气候条件不同，植被也不一样，由低山到高山，从光温充足的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南温

带湿润气候到中温带潮湿气候，分布着兼具南北过度特点的植被类型，主要为落叶阔叶林和马

尾松混交林，大面积的原生植被已被破坏，尚存无几，代之以次生林或人造林，有的已退为

常绿灌木丛，落叶灌木丛或草本植物。据林业部f-j1982年调查，800米以下的低山区，用材

林以马尾松，栎树为最多，马尾松占全市面积的17．8％，栓皮栎占15．4％，合欢树占

19．2％，泡桐树占15．6％，经济林以油桐、柑桔为主，油桐面积6．4万亩，占全市油桐的

75．3％，生漆1．3万亩，占15．3％，柑桔6770亩，占56．8呖，其它水果面积8486亩，占

72．1％。800米以上，主要植被群落是以马尾松为主的针叶林或松栎混交林，林下植被多为

盐肤木、荆刺、藤本植物所占据，常见林木植物约150种，40科，80属。总之，植物种类繁

多，树种资源丰富。植物有机残体数量一般情况下阔叶林多于针阔混交林，在我市气候条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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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有机质分解和合成作用较强，地表只有薄而不连续的凋落物质，土壤有机质累积不

多。不同的植被对土壤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群众。有地高～丈，土不一样’的说法，意即

随着海拔j气候、植被的变化，土壤也呈现出明显的差舜性，如中高山区，低温湿窆大，植

物的枯枝落叶在土壤中的腐烂形成较厚腐殖质层，土壤中微生物活动较弱，所以土壤中有机质

含量较高，土层变得泡松。同由砂质云母片岩风化物发育的土壤，在低山是黄泥砂土，而高山

就变成了富含有机质的黑黄泥砂土。经济林木，对土壤灼影响是不断消耗土壤中的养分，如

不加强水肥管理，增施有机肥料，土壤就会朝着降低肥力的方向发展。
”’

’

’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f

—

土壤的形成除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外，还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特别是耕作土壤，

．．是在自然因素作用的基础上，受人类耕作活动所形成，人类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影响着土壤

的发展方向，增强或削弱某些自然因素的作用，在客土．施肥、深耕等一系列措施影响

下，直接改变着土壤的理化性状。结合我市具体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 一，水利条件；我市除自然水面夕卜，解放以来，兴建和完善修建了不少水利设施，，包’

括水库，大小渠道，圹堰。现有中、小水库29座，其中1000万方以上的中型水库l座，小水库

28廑， 圹堰609口，蓄水面积为1560亩，大小水渠总计772条，，总长度594公里，全市有效蓄

水量由1970年的3492万方增加到5994万方。建市以来，随着城市建设和工业交通事业的发

展，大量平田好地被占用，仅管十几年来水利建设有所发展，灌溉能力也相应提高，但旱涝保

收面积却逐年减少，现已哇11970年的22631亩减少举_15878亩。水利条件给土壤带来了两方
一

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高山峡谷中建水库，阳光照射时间短，水温低，水库周围的耕地土壤

地下水位升高，有的长年冷水灌溉，形成水温、土温都较低的冷浸低产田，1977年冷浸田面‘
”

积达6900亩，由于每年不断改造冷浸田，到1976年冷浸田面积下降到3600亩。另方面，由于

兴建了水利设施，水利条件不断改善，控制了水害，增强了抗旱能力，扩大了保收面积，大

‘片河滩变成了良田好地，使土壤的理化性状也得以改善。
’

二、耕作制度；我市耕作制度以麦(小麦)一包(包谷)和麦(小麦)一稻(中稻)两

熟制为主，兼有麦一包一豆，麦一包一薯(红薯)等少部分间作套种。建市以来，随着水利条
一

旷

件的改善，促使耕作制度发生了变化，水田一熟制面积减少，两熟制面积扩大，一熟制1970

年面积为5117亩，占水田面积的18．8叻，1983年下降到2953亩，占水田的17吻，水田两熟制

面积所占比例由1966年的81．4叻上升到1983年的韶，0％。早地三熟套种面积1975年39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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