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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县是宜昌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县。由于地，县委和各级政府领导的重视，及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当阳第二次土壤酱查工作从一九七九年八月开始至一九八。

年九月结束。经湖北省土壤普查验收组检查核对后颁发了验收合格汪书。

地区土壤普查专业队，由地直有关单位和九县农业部门的八十七名技术干部组成。以专

业队为骨干，与社、队专班楣结合，用省测绘局提供的1：5万地形图放大成1：2．5万的

图俘，作为工作底图，开展了大队土壤详查。挖掘主要剖面2590个，定界剖面4369个，对照

剖面2549个。采集地块样7805个，农化样976个，诊断样6 o个。编绘社、队图件481份。公

社(场)土壤普查报告1 5份，大队土壤说砚书337份。

在汇总以上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当阳县土壤普查报告(初稿)"。嗣后．按照

《湖北省县级土壤志编写参考大纲》的内容，重新进行补充修改，改名为《当阳土壤志势。

本志简述了当阳县境内成土条件t描述了土种的性态特征；统计分析了当阳棉田肥力状况，

农田水文对土壤有枧质和全氮的影响’评阶了当阳土壤的质量，根据不同的中、小地貌特点

和土壤生产问题，对全县土壤改良剩胄j方向进行了分区划片，对查明的低产土壤类型，提出

了相应的改良利用措施，最后陈述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的良好成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次
●L

土壤普查质量，同时看到了土壤的增产潜力还很大．有待今后进一步挖掘，

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土壤普查顾问组，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华中农学院士化系、

省农业局土肥站、省农科院士肥所、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局、宜昌地区林业局、水利

局、永文站、地区科委、地区农科所、地区农校、当阳县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气象

局，县科委、供销社等单位的专家、教授的诚挚帮助；华农土化系杨朴勤教授、刘雄德副教

授，荆州地区农科所季之本副研究员．多次来当阳指导工作，华师地理系周中民讲师为当阳

编绘了1：5万比例尺的地质地貌分区图，附有图件说明书，地质部宜昌地矿研究所热忱帮

助分析了5 0个土样硼、锰、锌、铜、钼的有效含量和土体硅、铝、铁的含量。为此．表示

诚挚致谢。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尚属难免．望读者热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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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书

宜昌地区土壤普查工作队，自一九七九年八月到-Jt,J＼．0年八月，在当阳县进行了第=

次土壤普查试点工作。湖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试点成果验收组，按照《全国第二次

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质量标准试行方案》，对当阳县土壤普

查各项业务成果进行了审核。验收结果：

第一，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第二，图件、资料备全。

第三，各项专业图件的编制符合要求。

第四、分析化验数据基本可靠，并增测了微量元素。

第五、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湖北省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

第六、查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土壤障碍因素，总结了群众培肥改土经验，为农业区

划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提高科学种田水乎提供了依据和措施。部份普查成果琶开始在生产上

应用，有的已见成效。

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关于县一级土壤普查准备工作的要求和成果验收的办法洚，

当阳县土壤普查壤普奄试点成果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质景标准。

验收人

湖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省农科院院长；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省农业局副局长：

湖北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副组长、华中农学院副教授s

湖北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副组长、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

湖北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副组长，省农业局土肥站副站长：

湖北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顾问、武汉测绘学院讲师：

宜昌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

中共当阳县委副书记、县农业区划委员会丰任：

一4九八一年九月十八{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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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第一章土壤形成的条件

当阳县处于江汉平原向鄂西山地的过渡地带。介于北纬30。31 7"-'-'31。127，东经111。33’

""112。04，。东与荆门县相邻，南与江陵、枝江二县接壤，西北与远安县相依．西与宜昌县

毗连。全县总面积2，099．42平方公里，折合314．91万亩。

全县所辖l 4个公社，337个大队，1952个生产队，县属二场一所。地区草埠湖农场也

在本县。1979年共有9．33万户．42．737Y人，其中农业户8．517YP．计有38．7万,kj农业劳

动力13．88万人。

一九七九年，全县耕地面积73．8万亩(包括草埠湖农场，以下相同)．其中水田44．28

万亩，旱地29．52万亩。粮食总产4．6亿斤，亩平912斤’皮棉17．4万担．亩平120斤．油辩9

万担，牲猪年末存栏33．35万头。是全区主要商品粮、棉县之一。

二、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一)气候条件和土壤

由于县境所在地理位置，本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兼有南北过渡的特点。

1．热量。全县热量比较丰富，但各季分配不均，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气候温和。据

县气象站一九五九年～～～九八。年资料：年均温16．4℃，最冷月(元月)均温3．8℃，最热

月(七月)均温28．2℃。虽然年均温相差24．4℃，但极端气温高低悬殊，极端垠高气温40．9℃，

(1966年8月4日)，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15．6℃(1977年1月8 0日)。大于或等于l 8℃的

起止时期是五月至九月，小于或等于8℃的起止时期为十二月至三月。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3℃以上的总积温为5809℃，平均间隔日数316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 0℃以上的总积温

为5240．5℃，平均间隔日数241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 5℃以上总积温为4472℃．平均间

隔日数186．5天。无霜期268天左右。

2．雨量。全县雨量较充沛，年平均降水墩936",．-1048毫米÷但四季多寡悬殊(见袁l

—1)，多集中于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4 0％。六、七月多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51，3毫米

(1968年7月14日)。冬季少雨多雪，仅占全年降水堵7％。最大年降水撼是一九七三年，

多达1379．2堵米。-一九六六年最少．仅有539．1毫米。年蒸发嚣1 231．I～1708．7毫米(见表

1 ·



1—1，图1—1)。

| ▲ 各 争 s 吞 7 暑 气 细 ·t l▲警幅

}药f—f 澎移鼠月专勺三至．『r字·劫窆蟊当I匐
3．农业气候的特点：寒冬多雷，每月有4—7天的雨雪天气，暖冬多早，十年有三遏．

入春冷暖多变，雨水增多，一般为二、三百毫米，占全年降水量2 7％，每月雨只多在十五

H以上，平均7～1 0天有一次冷空气影响，造成低温阴雨天气。初夏雨水集中，盛夏伏旱炎

热，十年有七年伏早，甚至伏早连秋早。初秋多雨，晚秋多晴，九月十六日后，十年有八年

出现寒露风。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一月上旬，发生百日干旱极为罕见，影响甚大。

4．气候分区t县境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相对高差较大，且过渡明显，导致了水热条

件的重新分配，按年均温和年降水蟹的变异，可划分为五个类型区(见图1—2)。第一，

东南次高区，包括育溪、官挡、河溶、两河四个公社和草埠湖农场，以及龙泉、双莲两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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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1 1959～1980当阳各旬、月平均气温、降雨盏

。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l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上 中 下 上 中 下
项目＼

I旬平均气温
I j

I

8．9 3·8 3．8 4．3 6．1 5．8 8．3 10．7r 13．9 12．5 15．9 18．3 19．7 21．0 22．9 24．5’Z5．8 26．2 27．4 28．6 29．1 28．7．28．0 27．4
24．I122．5

20．7 18．8 17．7 15．7 J 3．6 11．5 9．( 7．2 5．3 4．2

l {l

月平均气温
3．9 5．7 10．5 16．1 21．2 Z5．4 28．2 27．9 22．9 17．7 11．3 5．8

l句降雨量 | l} i} l
I

46．9；32．1：58．。
j

49．9：28．1：39．3
J

27．5{，9．9|2。．。i2。．5i，4．9；，2．。 4．7 13．0；3．22．4：7．2 8．7r 9·3

11"4i
8·6 17．016．423．825．7 30．5 144．6 40．2

l
(mm) i i l

46．3：33．0 88．2 49．7 47．6 32．5．44．5 32．5

l i f i
i

月降雨量
18．3 29．3 57．2 100．8 119．5 137．0 185．5 117．3 109．5 70．4 j 51．4 20．9

(mm)

季降雨量 104．8 357．3 412．3 142．7

10．30 35．12 40．53 14．05
全年降雨量“

l
186．5--27． 5：102．4—27．66 82．2—156．j 48．O一88。6 38．2—71．7蒸发量 37．8—84．9 46．1—86．3 e6．5—113．2 85·2——174·。101．3—164．5112。·7——228·。；152·3—_225·4





的山前丘陵地带，本分区的水热条件偏低，年均温15．5～16．0℃，无霜期较长，为255～,260

天。第j二，西北较低区。指千河、庙前和陈院三个公社的低山高丘地区，年均温1 5℃以

下，无霜期不足255天。唯干河公社地区雨量增多，达1100毫米以上，为全县多雨区。第

三，西南较高区。包括王店、双莲、半月三个公社，及其慈化，龙泉和长坂公社的部分地

区，屑低丘和河流阶地，年均温1 6℃以上，但雨量次多，无霜期多于260天。

5．气候条件与土壤 当阳县气候条件由于具有冬冷干燥，夏热多雨，年均温热量条件

南高北低等特点，这有助于土壤粘粒的下移，盐基的淋溶淀积·脱硅富铝弱度进行。所以，黄

棕壤为本县地带性土壤，兼有棕壤和红黄壤过渡的某些特征。分布予境内西北部的石灰(岩)

土，碳酸盐遭到较强烈的淋溶，一般在土壤剖面中下部有石灰反应。西南部的灰紫色土乃有

明显的石灰反应。所有这些都反应了气候条件对七壤发生发展的深刻影响。

(二)地质地貌条件和±壤

当阳西北部枣林岗一带山地，属荆山LiJ地。峦包海拔高达1083．8公尺，南部瓦窑湖最低

为39．7公尺。两南和东北部均为海拔500公尺以F的丘陵。东南部是沮，漳河与长江的冲积

平原，属江汉平顷的，·部分，海拔5 0公尺左右。本县口了分为平原、丘陵、低山：!级梯地。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变低，是江汉平原向鄂两山地的过渡带。

接地质构造称之为黄陵背斜东部的鼍阳向斜．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使地壳j跫生謦

异的升降，远安地堑、荆门地颦也经受改造，长达百余公里的远安地堑延伸至当阳长坂以

北。湖北中部F沉，边缘地带E升，玉泉山升高7 0多公尺。形似一艘被顶翻的大船复盏其

E，故有“复船山"之称。

本区地层以自垩系砖红色砂岩、紫色泥岩和第四纪沉积物为主，侏罗系紫红色泥岩或黄

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煤层)以及石灰岩亦有较大范圈的分布。}河枣林·带出露的兰迭

系浅海报灰岩最为古老，是最早上升Ii览陆地部分。依地质地貌与成l：关系．拟jB十-二个分Ⅸ

(见图l一3)·

1．侏罗系黄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煤层)丘陵区：丘顶海拔300～500公尺，冲畈

120一200公尺．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分布范围从荆当寨、徐家岗、邱家坡，邹家畈，庙前

西至远安边界，包括踢；院公社万幸、民新大队及同明．前明、胜利等大队的部分．虽有残积层．

坡积层和冲积甚之分，由予屿昆松生长较好．岩层比较均一，故t屡均较深厚．一{：壤发育良

好。

2．侏罗系紫红色泥岩，杂色砂岩低丘：区：丘陵顶部海拔200～350公R，冲畈80～l 5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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