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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成果验收证书

公安县第二次土嚷普查，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于一九八二

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五月，按照《湖北揭第二次主嗓普查暂行技术

规，程》要求，经过准备工作、试点培训11 、 jt 71'调查、室内化验和资

料汇总阶段，完成了全县范固的普查任务.经 J昌、地验收纽检查认

为:公安县第二次土嗓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县的土地资源，做到了

成采资料齐全，野外调查、国仲精庄和丰样化验全部合格， 成采应

用已初见成效，同意验收.

验收人: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农艺师 1 陈汉才

华中农学院讲师:丘华昌

荆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喻伦源

荆州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是尤 j足

荆州地区主嚷普查技术组组长农艺师:万才在煌

荆州地区土壤普查技术组副组长农艺师:向仲仁

公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告治安

公安县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谈i革新

湖北省荆州地区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



前

土壤是农、林、牧业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聋

清土壤资源对于发展农业、林业和牧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五八年我县曾进行过一次土壤普

查，但随着生产的发展，耕作和栽培技术的变革，土壤的性状、肥力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为了摸清土壤的现状及其演变规律，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

要求，在省、地委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 以县农业局为主，在县水利、电力、卫生、生资

部门的通力协作下，从一九八二年九月开始，到一九八四年五月结束，历时一年 零九个

月，我县完成了县级第二次土壤普查的任务。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我县土地资源:弄清了我县土壤类型、土壤分布规

律、土壤的生产性能及存在的问题:摸清了限制我县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及土壤障碍因

素:绘制了土壤图、土壤养分图、土壤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并给予文字说明:

为我县农业区划、拟订农业技术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根据土壤普查结果制定改土

培肥规划，建立田块档案，开展配方施肥，以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为主要内容

的成果应用，取得了初步成效.

本埠共分九章，主要介绍我县土壤形成条件、成土过程、土壤类型及分类、 分布特

点、理化性状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县土地资源作出了初步的评价;论述了几种主要低产土

壤的改良利用途径和全县土壤改良利用分区等。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技术复杂，资料较多，成稿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写作

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我们实施土壤普查全部工作中，得到了省、 地、 县各级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帮

助解决了大量的具体问题.在业务上也得到了上级业务部门和兄弟县的热情支援和帮助.

在此→并表示感谢!

责任主编z 诙道1fr 刘乃电

主 编z 张天平

编 者s 刘乃屯张天平杨西华

插 图， 石家新哀i丰湘邓Æ贵

审 稿s 陶为民

定 稿.陈双才

封面题字，许德贵

校 对.危文昌



第一章 自然概况与土壤形成的条件

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因南部洞庭湖水网地带，著名的荆江分洪区就在境内，万里长江

险段一-}j~江九 l出 Ilil 肠似的环绕于东、北边境。北与沙市、江陵隔江相望:东与石首县‘

四与松滋县为邻:南与湖南安乡、涅县两县接壤(见图 1 - 1 ) 0 境内北高自低，南北~

76.8公里，东西宽57.7公里，总面积为2257. 91平方公里.从太平口入段的虎搜河流经全

境，把全县分为东、西两半。虎渡河下游以西的广大地区，主要为残丘岗地:松西河以北

一一中河口一一黑狗;出一一黄山一线以东为平原河网湖区。平原洼地占全县总面积67.83

9奋，低丘平岗占 10.51%，水面占21.66% 。

全县现行行政区划分为十五个人民公社a 五十四个管理区，四个县辖镇，一个林场，

一个县农科所。总耕地为 128.20万亩:总人口为90.725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84.33万人，

农业劳力 35.02万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耕地1.52亩，每个农业劳力负担3.66商.

我县属于古云梦泽.由于荆江曲折河段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全县河流、湖泊、港汉.

塘堪纵横奕叉的地形特征，曾有"江河走廊"、 .百湖之县"之称.全县土壤资源丰富，

耕作历史悠久。主产粮食、棉花。林、牧.副、渔各业也兴起较早，是湖北省荆州地区农

此商品生产友展潜力较大的县分之一.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公安县在经济上以农为主。全县种植水稻10万亩，棉花40万亩。建国二十年来，全县

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93 ， 313万斤(商品粮 三 亿斤以

上) ，是一九四九年22 ， 818万斤的4.09倍，平均年递增率 11.68伪:棉花年产量在一九七四、

一九七六年曾达60万担以上;农村人平分配一九八二年达211元。 工业总产值一九八二年

为口， 283万元，是一九四九年的36.94倍，平均年递增率105.5%0 在农业装备方面，全县

拥有各种农机具27 ， 261台;半机械农具1 ， 4 87 ， 742台;农用总司j力为259 ， 002马力，平均每

亩农田0. 2马力;全县配电变压器 1 ， 325台，容量 154 ， 910KVA，装机窑量16万KW，其申

农村排灌装机占60%; 农村年用电量己达 1 ， 018万度9 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中， 机灌面

积二5.22万亩，占47.6%; 电灌面积48.79万亩，占42惕。间时以氮肥为主体的化学肥料、

化学农药己得到大量施用.一九八二年旦-生资部门 JI'J全县农村供应化肥61 ， 217uiß(标肥).

供应化学农药33 ， 300扭， 是一九五八年的上7倍。在化肥用量中，氮肥50 ， 477吨(标肥，

下同).占75%: 磷肥14 ， 177吨，占21%: 何肥1 ， 157吨，占1.7%: 复合肥 1 ， 406 吨， 占

2 f，.另外，珊肥、悻肥等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量也逐年增加.



第二章土壤的形成过程

.:1:壤是气候、 母质、地形、生物、年龄五大成土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母质与外界

进行物质耳11能监交换的结果。 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成土过程。了解土攘成土过程的特点对

于j白地养地、提高土壤肥力、科学种旧是很必要的 。

我县土壤主要有三大成土类型: 一是半水成土壤一一灰潮土: 二是址 :;性土壤一一黄

括;接 ; 三是在灰油!土和黄惊壤基础上经人工水耕热化作用而形成的水稻士 。 由于全县各地

的土城母质、地形、水分、植被等状况不尽捕同，各类土壤的成土过程也各具特点，现分

述如下。

第一节 灰湖土形成的特点

灰潮土的成土过程包括地下水的浸润过程、草何化或沼泽化革甸过程及早耕熟化过程。

-、地下水的漫润过程 。

我县旱地灰潮土地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下水埋藏较浅，静止地下水位在 30一100cm

的面积占60 0/0。地下水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土壤水分运行的特点，并直接影响着

灰湖土的发育和形成。

1 .地下水位的年变化一一季节性氧化还原过程

我县灰湖土地区地势平坦，年雨量:多 I (U分配不匀 ， 62 .4畅的降水量集中在四至八月，

最多雨片为五月， .陆少雨月为元月 。这种气候条件引起土壤干湿交替，地下水位也随之发

生季节性升降，并恒起作周期性循环。由于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升降，土壤剖面中产生季节

性的氧化还原过程。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是少雨季节，此期降水量占全年的1.4份，地

下水位处于常年平均水位以下。在四至八月为多雨季节 ， 地下水位大大越过常年平均水

位， 氧化居全部或部分被水分Efr饱和而产生还原过程;在毛管支捋水和饱和水层交替的土

层中，筑11::.还原作用则交替发生，干湿频繁交替，影响土壤中物质的溶解、移动和淀积，

并在土壤剖面中形成各色锈斑或细小的铁锤结核;石灰淋溶作用加强，表层很少形成碳酸

钙结核，但一般仍含碳酸钙 1 一 5 份。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作用，表层盐基被大量淋洗

或淋洛到心土层。土壤削面50厘米以内，出现pH值和代换撞上低下高的现象(见表 2-

1 )。

2. 土壤水的日变化一一潮化过程或夜潮现象

我县灰湖土地区， 89. 3伪的土壤表层为壤质，质地适中， 二毛管孔多， 通透性良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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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壤分类和分布

我县土壤是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友育而成的。 由于生物 、 气候 、母质、

地形等诸因素的差异，故形成了全县土壤类型的多样化和区域分布。为了鉴别土坡，利于

政土培JJI~. 合理开发利用土壤 ， 提高作物产量 ， 需妥进行土壤分类。参照 《 全国第二次土

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以及 《 湖北省第二次土耳边普查工作分类方案 )ì ， 结合我县

第 工出;土壤普查野外调查所得资料. :JJlJ将全县土壤分类情况分述如 -F 0 

第一节 土壤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我县土壤分类，采用土类、 ~E类、土屑、 土科r" 变种五级分类。土类为高级分类的基

本单元，土种为基层分类基本单元。由于我县长期以来栽培‘耕作‘施肥等管理措施比较

单一，以致于在同一土种范围内土壤的肥力状况 ( 颜色‘耕层厚度、 养分含量、结掏情况

等方面)没有多大差异。因此，我们在分类系统中取消了变种这一级，但仍讯:一级分类单

元。其它各级的划分原则和依据是z

土类z 土类是在一定生吻气候条件、 水文条件. 耕作制度等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

的，具有独特的形成过程和剖面形态。土类与土类之间有质的区别。如地带性黄棕壤， 在

我县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平岗地区，地下水埋藏较深，由于受东南季风影响较 大，夏 季多

雨，冬季干旱现高jflL雨季一致 ， 有利于土壤中盐基淋浴， 土攘呈微酸性反应 . pH值5 .0-

7. 5 ; 铁懂的移动ìJi:积，形成铁、锺淀积层;硅也趋向移动，有. ~~} )K~硅富侣现象。同时，较强

的风化作用和l淋洛作用 ，形成具有战块状结构的·在1i盘)11:"。说 1~J1I~ 括:壤的形成过程是典

型的自然成土过程。此外潮土、 平 fiß 二|二 ‘ 训斥二七等部有各íJ 的成土条件和l成土址·程 ， 具有

独特的属性，在肥力特征与改良利用方向上也各有不同，均可夕j立土'灾。

~IE尖s 是在土类范围内的进一步划分，反映了土类范围内的较大差异性。 如湘土主要

是平原地区河流冲积物受地下水活动的思 illíU ， 经过171耕熟化而形成。 但因母质米ìJ;;\不!可分

为沛i 士和:灰湖士两个、1~1~。我县只有捉甜l土5lE炎。又如水稻土根据受不同水分类型影响所

形戚的不同剖而结构，可划分为不同的亚类。 如l淹育型水 稻土 ( 具 A-P一C或 A一C的

型) ;的育型水稻土( A- P-W( G ) , A - Pg- W ( G )、 A-P-G-W、 A-P

W- B-G 等构型 ) ;潜育型水稻土( A - P- G 构型) ; j召洋型水稻土(A-G构型)等。

土属 z 土属在分类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划分土属的标准是依据一系 列地方性因

素(如母质类型、风化程度刷水文状况等)来定。如在满育型水稻中分为 Qs母质发 育的

黄惊j袅性第四组帖土泥旧土属和Q ‘河流沉识物 !母质上发育的提 i~}j土 旧 土属 . 又女u 在1:x.. ìÎgj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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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壤类型及主要特征

我县土壤共划分为四个土类，七个亚类，十二个土屑，九十九个土种。土种是土壤基

层分类的基本单元。 本章重点阐述各土种的面积、分布区域、剖面特征、理化性质和肥力

特点，并提出利用和培肥的措施。

第一节水稻土

水稻土是我县的主要耕地土壤。 全县水田面积为7 2 2 ， 2 25 亩，占耕地总面积 1 ， 263 ， 097

亩的57.18份。平原、湖区、岗地均有分布。水稻土是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经人为长期水

耕熟化过程形成的具有独特性:忱的土类。在长期耕作、施肥和灌溉条件下，由于还原淋溶

和氧化淀积作用，形成了水稻土特有的剖面结掏与多种发生层次。根据水型我县把水稻土

可分为淹育型，满育型，潜育型，沼泽型四个亚类。

-、淹育型水稻土

淹育型水稻土分布在地势较高、灌概条件较差的地方。面积为 148 ， 935亩，占耕地总

面积的 1 1. 79伪，占水田面积的20.62份。发育于各种成土母质，属地表水型.土体构型为

A-P-C或A-C。按成土母质不同，又分为两个土屑，二十一个土种.

(-) l'是黄惊壤性第四纪粘土混田土属

面积 10 ， 638亩，占水稻土的1. 47%。成土母质为 QSJ 分布在丘陵，岗地。土种有2

1. 1是马肝1~ 田

面积 105亩，占本土属的0.99铃。全县只有一个代表削面，分布在郑公公社松林大队

的场田。该土种耕层质地为重壤，属微酸性，土体构型为A-C. 利用中应加强灌概设施

的建设，适宜种植双季稻。

2. 表青浅马肝混田

面积为90亩，占本土属的0.8 5份。只有一个代表剖面，分布在郑公公社三合九队的低

冲。耕层质地为重壤，表层出现太于20厘米的青泥层:土体构型为A (g)-C ， 该土种

由于长期重灌轻排，表层出现青泥层，还原物股积累较多，影响水稻的生长。在改良利用

上，要开好排灌分家沟，进行冬耕晒堡，科学管水，适时晒田，宜种双季稻。

3.1是乌梅子田

面积270窗，占本土属的2 .54份。 全县只有三个代表剖面，分布在郑公公社红桥大队

及松林大队的或 田 。耕层质地 I归壤一一重壤，耕层较浅， J旱 j立在 13厘米左右，铁子多， 路

2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章土壤的肥力状况

土壤肥力指土壤供应和协调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和营养条件的能力，是土壤物理、 化

学.生物学特征的综合反应。 具体来说，士.壤肥力应是土城捉拱作物生长的水、肥.气、

热和其它条件的能力。现将全县土壤肥力的现状分析如下。

第一节 土壤水分

地下水位高，水位升降频繁，降雨量多旦分配不匀是公安县的水文特征。现根据土壤

普查资料，把全县主要土类的浅层地下水和静止水深状况概述如下E

在耕地土壤中，地下水深在100cm 以下的面积为3 2G ， 176商，占耕地总面积的25 .74 侈，

其中淹育型水稻土为46 ， 197亩，占水田面积的6 .4%; 早地面积为278 ， 979亩，占早地面积

的5 1. 6伪。主要是灰潮土亚类，其次堤黄棕壤。静止地下水深在 60"'100cm 的面积为

501 ， 566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39.71% 。 其中水田( 多为谛育型和沌育型)面积为299 ， 129

亩，占水田总面积的41 .4份。 早地面积为202 ， 4 3 7亩 ， ，:!i早地面积的 3 7 .4 2侈 ，主要是灰潮

土亚类。地下水深在30-60cm的而积为345 ， 8 2 8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27 .38份。其中水田

( 多为满育型和潜育型 ) 29 1 ， 941 商，占水田总面积的40 .4份 ; 早地面积为53 ， 887商.占

早地总面积9 . 9 5 侈 ，主要是平原湖区的潮土类。 静止地下水位小于30cm的而积为80 ， 527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17Q奋。其中水田( 多为沼泽型和部分潜育型) 为阳 ， 94 8商，占7K田

总面积的 11.8%: 早地为5 5 7 9亩，占早地面积的1.03 份。 ( 见 1( 5-1 )。 我县平原湖区

的特点是地下水位高 水害"严重，水固有25%左右的面积周谈水型和地下水型 ， 有

11 %左右的早地属捏水地，有37%左右的旱地容易出现附涝湿窍。此外，还有 6%左右水

费5--1 公安县法层地下水状况

早地|; | :。: l ; l l 
耕地 i 亩 i 905 27 | 345M | 50 l 566 | jm76 

合计 | 伪 7 .17 27. 38 39.71 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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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土壤资源、及评价

土壤资惊是土地资源的一部分。土地是土壤、地貌、岩石、气候、水文、植被等组成

的自然综合体。在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是指在农林.牧、温业生产上已经利用和尚未开

发的农业土地数量和质量的总称。包括陆地表面的一切土地和水面。如耕地、荒地、草

场、沼泽地、水面、滩涂资源等。而土壤资据是指陆地表面能够生长绿色植物 (包括自然

植被和农作物)的一部分土地。现将土地资源利用构成概况和土壤资源及其评价分述如

下。

第一节 土地资源的构成及其特点

我县土地总面积为2257.91 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1. 2份，是湖北省较大县分之

一。 拨人口计算，人口密度为402.17人/平方公里，人平土地面积3.73亩。全县低丘、平

岗 、 水面 、 平原占我县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数分别为10.51 伪、 2 1. 6 伪、 67.83% (见图 6-

1 A ) ， 这种以平原为主体的土地构成特点，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广大平原区是粮.棉.

油生产的主要基地。全县耕地1 ， 8 9 1 ， 616亩，占土地面积的55.85铃。耕地和林地(包括疏

林草地是现在已经开发利用的土壤资源或称农用地)占全县总面积的60. 23%; 荒地(难

利用地) 79 ， 4 16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2.34%; 水面733 ， 943亩 ( 包括干渠、小型渠道.

小沟河)占21 .66%; 其它部分(包括城.镇居民地及交通用地、堤防、田埂、禾场、工

矿占地)为533 ， 75 9亩，占总面积的15.77%( 见图 6-1 B. 图 6-1 公安县土地利用现

状图)。

土地利用构成示意图

商 6-IA i到 6- iB 

因
阳
时
闷
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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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低产土壤类型及其改良措施

根据土壤普查资料统计，全县低产土壤的面积有4 5 8 ， 066亩 (单障碍因子 重 复统计

数) ，占耕地总面积的 36. 27 伪。 其中，低产水田土壤为27 2 ， 67 5亩，占水田面积的37.75

% : 低产早地土壤为18S ， 391 商 ，占早地面积的 34.28份。按不同低产原因 ，大体上可归纳

为四种类型: 一、过酸过碱。 二、漏水漏肥。 三、冷浸烂泥。四、柏重带水。(见在 7-

1 )。现就各种低产土壤的低产原因和改良措施分述如下:

一、过酸过碱土攘的改良

过酸过碱土壤全县共有6 ， 785 市 ，占耕地面积的0. 54 份，占低产土壤的 1 .4 8份。

( 一 )、过酸土壤的改 良

过酸土蝶pH<5.0 ，分布在黄山林场低丘岗地的黄砂泥田， 友育于下蜀系黄土母质，

面积为1 ， 210亩，占低产土壤的0.26铃。

1.低产原因

这种土壤的主要危害是 街酸因酸而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和各种化学反应。在酸性

条件下，氮、 磷、饵等养分的有效度大大降低;同时，由于大量的铝、铁、锺离子的存

在，严重危害农作物生民，破坏水稻植株组织，阻碍其生理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作物低

产。

2.改良措施

施用石灰、 草木灰、钙摸磷肥等1战性肥料，以中和土壤酸性和增施腐熟有机肥是改良

这类土壤的有效措施。

( 二 )、过碱土壤的改良

过碱土壤主要分布在北闸、玉湖、南平、|叫湖堤原种场及星火原种场等地的平原湖

区。成土母质为近代河流冲积钩。受长江上游黄土母质的影响，土壤含碳酸钙较多，石灰

反应强烈。这种土壤类型的面积为5 ， 575亩，占低产土壤面积 的 1.22Q奋。其中水田土壤

2 ，049亩，占水田低产面积的0.7 5 %: 早地土壤3 ， 526亩，占早地低产土壤面积的 1. 90 份。

1.低产原因

这种类型土壤pH>8.5 ，土壤呈高度分散，不透水、不通气 ，j!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都极坏， 作物生长不良和不能生长，产盘不高。

2 .改 良措施

土壤过碱， 不利于植物生长 ， 其调节方法有以下几种z

( 1 ) 、 增施有机肥料 ，利肘有机}j巴分解时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以增加土壤中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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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八章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土壤分区是在弄清土壤资源的前提下，把具有共同生产特征闹土壤组合划为一个土壤

区:然后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 因土种植，因土利用，因土改良.使自然资源利用合理，

作物和林恃布局协调，生态环境达到平衡.同时，也为农业区划提供准确资料，以便促进

各类具布特色并能取得较高经济效果的农业区域的建成.

第一节 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1.根据成土条件‘肥力水平及土壤的限制因素·怜相似性，生产条件和改良利用方向、

途径的相似性和一或性进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2 . 以地貌类型以及水系的分布规律作为分区的参考依据.

3.考虑当前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及利用现状，并适当集中连片，保持一定的完整性，以

便于区划成果的应用.

分区命名的方法，一般采用四级，即地名+地貌类型+ 主要土壤名称+改良利用特

点.

第二节分区概述

根据上述分区的原则和依据，将全县分为三个土壤改良利用 区 ED虎东平原灰潮士一

水稻土改良利用 区; ②虎西平原灰溜i土一水稻土一沼泽土改良利用区E ①虎西西南平原岗

地黄棕壤一水稻土改良利用区.现分述如下.

-、虎东平原灰潮土一水宿土改良利用区

本区位于县境东部，即虎技河以东至 民江一带，北闸、五州、南闸全部，以及扬广‘

麻豪口 ‘ 夹竹园的部分地方。全区土壤总面积为518 ， 235亩，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39.9 2%.

其中早地土壤有305 ， 559亩，占全区土壤的58 .96%; 水稻土有20 1 ， 9 9 6亩，占3 8 .9 8 % ; 林

立地布i 10 , 680亩，占2 . 06%.

早地土壤七~是灰油砂土，有113 ， 394亩，占本区早地土壤总面积的37.11%. 全县砂

成土主旦分布在此区，共有81 ， 643亩，占本区早地土壤的26 . 72 % ; 占全县砂质土的88 .7

伪.其中灰砂土有73 ， 075亩 ， 占全县砂质土的79 .4%;灰飞砂土有8 ， 6 2 1亩，占9 . 3 份，另

外.比区有iJ反正土4 8 ， 893亩 ，占全区早地土壤的 16. 0 % ;其官夹砂或夫在lj 的早地土壤6 1 ， 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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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土壤普查成果应用

土壤普查是摸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手段，而更重主运的是在于尽快地将其成果

应用于农业生产， j巴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县，在一-九八一年土壤概查的 某 础

上，在第二次土壤普查化验工作租室内资料整理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采取了边普查、边化

验‘边整资料、边应用的方法，普遍开展了因土种植、因土改良、配方施肥等群众科学种

田活动. 并在生产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一节 因土种植，适当调整作物布局

-、因地制宜，适当调整三熟制面积比例

全县从一允五六年开始，双季稻面积逐年扩大。一九七七年飞跃发展达到高峰，占水

田面积的88. 2 %; 一熟和三熟制面积总共只占水田面积的 1 1. 8铃。为了缓和劳力与季节的

矛盾，有利于增产增收、用养结合， 对争论己久的"三熟制"进行了逐步调整。到一九八

二年双熟制面积缩小到61 .4 6侈，麦(油)一稻一稻等三熟制面积调为 11 .160奋，一熟制面

积扩大到 27.38份。这样一来，人多地少地区的双熟面积和人少地多滨湖地区的一熟面积

分别都有较大的增加，从而劳力和季节的矛盾得到缓和，可腾出一定的时间和劳力积肥造

肥，改土培 JJ巴，有利精耕细作，促进粮食增产丰收。全县一九八二年在60 份以上的水田遭

受不同嵌前灾害的情况下，单位产量达到689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一 九七六年增产

107.9%。在调整三熟制的同时，又狠抓了晚稻品种搭配的调整。一九八三年全县共种植

晚稻533 ， 025亩，其中"鄂宜10 5" 面积达到 375 ， 070亩，占 l血稻总面识的 70 .4侈，比八二

年扩大了 21 万亩，压缩了迟熟I克梗"农垦58" 16万亩和低产感州品种"间l现 6 号" J 5 ,00 0 

亩，以及其它迟熟品种35 ， 000多亩。基本实现了中熟晚梗当家的布局，因而有力促进了晚

稻生产大面积平衡增产，总产达到33 ，44 J 万斤，比八二年增加20 . 6 铃。 增产幅度最大的是

郑公，比去年增产45怖。

二、水旱轮作，开畔以用为主，用养结合，培肥地力的新途径

我县水旧的耕作制度，长期以来主要以肥一稻一稻为主。这种安排，土壤泡水时间

长，理化性质变劣， 直接影响土壤增产潜力的发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调查作物

布局的过程中， 多点开展了麦一一稻、油一-稻一一稻、豆一一一季中稻的轮作试验，并

在成功的基础上逐步推广。现在，全县水旱轮作面积已达到两万多亩， 增产效果极为显

著。甘厂公社双季稻面相一直保持在五万亩以上，由于受H巴一一稻一一稻耕作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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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磷铮配施对早稻的增产作用

一一公安县农牧局农艺师刘乃电

我县地处长江中游荆江段南岸。全县共有水田面积7 2万亩，现有双季稻面积50万亩左

右;全县水田土壤缺磷、缺铮; 历年僵苗低产面积二十万亩左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寻

找双季稻高产稳产途径，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着重在早稻上进行了磷、钵肥料的试验

示范及其推广工作。 六年来 ， 全县磷铮配施丽积达 15万亩。其中，八二、八三年推广 7 万

亩，占值苗总面积的30%以上。其增产效果十分显著，现将磷铮配施情况及对早稻生长的

效益综述如下z

一、公安县水田土壤磷、绊含量状况

通过土壤普查化验分析表明，公安县水田土壤普遍缺磷，大部分缺钵.

(一)全县水田土壤速效磷含量状况

根据土壤速效磷的三级肥力指标z 高于10ppm的为不缺磷， 5 一10ppm的为缺磷，

低于 5ppm的为严重缺磷。全县水田土壤速效磷大于10ppm的只有1 6 ， 288亩，占水田面

积的1.84% ; 速效磷为 5一10ppm的有244 ， 30 7亩，占水田面积的34.19%; 速效磷低于

5ppm的有45 3 ， 997亩，占水田总面积的63 .5怖。说明我县水田土壤有98伪的面积缺磷，

其中有60 份以上的面积严重缺磷。

( 二 )全县水田土壤有效铮含量状况

全县土壤有效伴含量范围在0 .4 3-1 .67ppm ，平均o .85ppm，全县有效铸高于1.5

ppm的水田面积为111 ， 302亩:占水田总面积的 15 .4%;有效铮含量在 1-1.5ppm的面积

为166 ， 614窗，占水田总面积的 23 .1 %;有效铸低于 1 ppm的面积为444 ， 309亩，占水田总

面积的 61. 5 份 。 说明全县水稻土壤有效铮含量大部分偏低。

不同成土母质及pH值不同， 其有效铮含量也不同。 (见表一 )

亵- 成土母质和pH值与土穰锦素含量关系

一
成土母质 pH范围 分析土样 铮素含量范围

下蜀黄土( Q s ) 4.86-5.6 5 1.37-1.67 

近代河流冲积物 | 7.8- 8 . 18 15 0 .4 3一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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