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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的基础。开展土壤普查，摸清土壤性状，掌握土壤资源，是这次土壤普查的

主要任务。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11号文件精神，我区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在地委和行

署的领导下，按照全国和省的技术“规程”，,l【k1979年9月至1985年7月，前后五年零十个

月时间，完成了普查任务。

通过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区的土地资源，调查了各种土壤类型和分布状况，测定了土壤

的主要理化性质及养分含量，找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低产土壤障碍因子，提出了今后合理开

发利用土壤资源的初步意见，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实行科学种田，进行农业区划和产业结构

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荆州地区土壤志》是在各县普查的基础上，由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编写的。本

《土壤志》除整理了这次土壤普查的资料以外，还收集了近几年来有关试验研究的成果，在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该《土壤志》的初稿在省验收会上经各方面专家、

教授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后，由地区土办组织人员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改，有的章节并进行

了重新改写。仅管如此，但由于土壤普查技术性强，牵涉的学科广，在编写过程中虽然尽了

很大努力，由于我们技术力量薄弱，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提

出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志过程中，除受到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以外，还得到了湖北农学院，地区水利

局、地区林业局、地区气象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以及地区土肥站有关同志参加，为我们的

编写工作提供了资料和方便，左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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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荆州地区位于东经111 014’--114 005’，北纬29026’--31 o

37’，地处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

原的腹心。本区北枕大洪山、荆山，与襄樊市毗连；西邻武陵山，紧靠宜昌地区，南滨洞庭

湖，与湖南省相接；东与武汉市和孝感地区接壤，总面积29164平方公里(包括沙洋、五三农

场及沙市市)。全区现辖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监利、洪湖、沔阳，天门、潜江、钟

祥、京山共11个县，107个区，596个乡，5727个村。据1983年末统计，全区耕地面积1419．62万

亩，其中水田772．79万亩，旱地646．83万亩。总户数202．09万户，其中农业户178．35万户。

总人口989．8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58．33万人，农业劳动力340．21万人，按农业人口计算，

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65亩，每劳占有耕地4．17亩。

第二节 自然概况

我区中南部属长江中游边缘凹陷范围之内，中生代以来大幅度下陷的沉降带。由于长江

汉江切割，内陆三角洲发育，逐渐形成了海拔50米以下的平坦开阔，河网交织，湖泊密布的

江汉平原。而北部和西南部则逐渐抬升，形成现今海拔50一500米的岗地、丘陵和山地。全

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南逐渐倾斜。最高处是钟祥县大洪山牛角尖，海拔1023米，

最低处在监利县桥市，海拔22米。全区地貌类型分为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其中山地面

积597．57万亩，占13．66％；丘陵284．35万亩，占6．5％；岗地471．14万亩，占10．77％，平

原3021．54万亩，占69．07叻；平原中滨湖867．79万亩，占平原的28．72％。

我区地处中纬度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光、

热、水同步的特点，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

本区河湖纵横，水资源十分丰富。除汉江由北而南纵穿，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外，主要支

流有东荆河、松滋河、藕池河、调弦河等；较大的山溪河流有沮漳河、激水、浼水、大富

水，浼水等，较大的平原河流有内荆河、西荆河、通顺河、通洲河、天门河等，较大的湖泊有

洪湖、长湖等；较大的水库有浼水、惠亭、温峡口、高关、石门等。全区现有各类水面658．45万

亩，占总面积的15．05％。是我区水产养殖、农田灌溉和水运事业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



第三节 社会经济情况

我区地处长江流域，古文化的发源地。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本区经济

发展的基础。党的正确领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奋发努力，是本区经济发展

的根本原因。解放以后我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84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为83．63亿元，ELl949

年7．57亿元增长近lo倍。本区农业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素有“鱼米之乡”贯称。

全区总面积占全省的15．56％，耕地占24．33％，人口占17．16％。1983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占

全省农业总产值的25．23％，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省的25．46％。据三十五年的统计平均，每

年粮、棉、猪、鱼产量分别占全省的24．92％、50．97％、20．13％和29．15％。我区是全国粮、

棉、油、猪、鱼、蛋综合性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建国以来，我区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全面清除

“左”的思想影响，认真总结农业发展的经验教洲，在逐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

开始树立大农业的观点，积极发展林、牧、副、渔和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对粮食

生产和多种经营两手抓，同时上，从而使我区农业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农业：粮食，我区粮食生产从解放以来是一个稳步发展的趋势。六十年代以前是低产时期，

七十年代以后进入中产水平，进入八十年代逐步向高产过渡。1984年粮食总产112．88亿斤，是

历史最高水平，LLl983年增)jHl2。18fL斤，增长12％，是1949年27．2亿斤的四倍多。从1980以

来，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30亿斤左右。梅花，解放以来皮棉总产超过400万担的年份有八年

(1966、1967、1968、1974、1976、1977、1979、1984年)，其中1966、1974、1976、1984年都超

过480万担。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灾害和其它原因，棉花产量一直处于徘徊状态，1984年

有了新的突破，皮棉总产达到603．37万担，[：L1983年增方11249．52万担，增长70．5％，是1949

年60万担的10．6F．-。油料，1984年达到182．397担，是历史最高年，ELl983年增ii[156．597担，

增长44．9％。

林业：1983年产值25．39亿元，ELl980年增加6。03亿元，增长31％，年递增率9．5％。全

区有宜林面积989．497亩，占总面积的22．62％，．其中已有林321．4万亩，占宜林面积的32．4％．

加上“四旁”植树折合面积281．3万亩，共有森林面积602．797亩，森林覆盖率为12．78％。

牧业：1983年产值5．04亿元，ELl980年增加1．04亿元，增长26．1％，年递增率8．1％。

1983年牲猪存栏310．997头，比历史最高的1979年减少57万头，减15．5％。牲猪出栏221．4万

头，比历史最高的1980年减少18．1万头，减7．6％。1983年大牲畜存栏53．4万头，比历史最

高年1978年减少15．3万头，减22．3％。家禽存笼3009．8；K只，比1980年增力11608．4万只，增

长25．3％。鲜蛋产量1983年达到1．94亿斤，比1978年增加6330万斤，增长48．1％。

副业：1983年产值3．53亿元，比1980年增加1．49亿元，增长72．8％，年递增率20％。乡

镇企业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1983年全区有乡镇企A2359万个，职工人数达

N34．3万人，占全区农业劳动力的lo％，企业产值达!IJlO．32亿元，比1980年增长94．3％，

年递增率2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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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1983年产．值73577]元，}L1980年增加3580万元，增长94．8％，年递增率24．9彩。

各类水面中，现有可养殖面积231．26万亩，占总水面的35．12％，其中已放养面积117 93万

亩，占可养殖面积的51％。精养鱼池12．76万亩。水产品1983年总产量1．22亿斤，比1980年

增力n6127万斤，增长99．8％，年递增率25．9％，但仍比历史最高的1954年减少800万斤，减

6．1％。

1984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83．63亿元，比1980年41．45亿元，增长101．76％。提前翻了一

翻。其中工业产值36．43亿元，比1980年增长133。83％；农业产值42 36亿元，比1980年增

长63．74％，乡镇企业产值17 46亿元，比1980年增长210％。

·3·



第二章土壤形成条件

一 土壤是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变化的客体。它的形成与演变，除受到气候、植被、地形地

貌、母岩母质和水文状况等自然成土因素作用外，耕作土壤还受到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

第一节 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区地处中纬度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是京山和大洪山

脉，南部是平垣开阔的平原，地势对气候有显著的影响(图2～I、表2一I)。

表2一I

地 点

荆州地区热、水、光分布情况。

≥l 0℃·睾阵降水量【蒸发量I保证率I降 水

积 温

50i5．6

5094．1

5028．3

5011．4

4998．6

51 32．1

5059．2

5063．3

4921．7

4931．3

5002．9

(mm)

l 066．9

1206．8

11 20．7

ll 36．5

1195．9

1321．3

1129．2

1 087．6

1111．8

954．1

1067．1

(mill)

1 305．9

1424．4

1 315．9

l 375．2

1 381．1

1 385．6

1498．6

1 335．4

1 400．2

1 488．4

1 552．5

80％降水

8l 6．5

944．5

931．7

891．3

929．1

l 025．3

934．3

965．1

942．5

785．1

942．1

变 率

l 7．6

】4．7

i 4．5

1 7．0

i 7．0

I 8．3

16．7

I I．3

15．6

15．9

1 3．0

年日照时数

i 923．3

i857．8

1859．4

1846．I

201 3．1

1972．2

2033．5

1952．8

1 956．3

21 06．5

201 5．3

一，～-__-____-__●l_-_-●-‘________●___-____l___‘_·__-___一’‘___P’“‘1。”。’’。“-●。’1’’。。。‘。1。’’。。’。11’1’’-1’。_。●_。。’。______--l_一

·“荆州地区农业气象资源”荆州地区气象局

··保证率80％的数据

(一)热量：据近20年资料分析，全区年平均气温为15．9—16．6℃，气温年变化显著，

l一7月气温逐月上升，7—12月逐月下降。最冷月1月，月平均气温3．O一4．2℃。年最低

气温出现在1月，平均为零下5．1一零下8．5℃。近20年内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1977年1月30

日，为零下1l～19℃。最热月为7月，平均气温27．8—28．8℃。年最高气温出现在7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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