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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植物生民发育的基地。绿色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陌

光(热能)、空气(主要是C 0。和0。)、养分和水五大自然因素中，养分和水分是通过植物

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的。因此，一种良好的土壤，应该有充足的水分和养分供应，土壤温度适

宜，空气畅通，以及深厚的土层。也就是说，要使植物吃得饱，喝得足，住得好，站得稳。

土壤是一个永恒运动着的自然体，它有着自身的发展和运动规律。由于土壤内部的因素，

如质地，酸碱度，养分含量、结构等的千差万别，形成了土壤局部地段的特点，十分适宜于某

一种植物的生长发育。例如，瑶岗仙石袋下的辣椒，具有体型大、肉厚味甜的特点，移种在另|j

地的土壤上，同一品种的辣椒，体形变小、肉变薄，味变质，太坪麻凹的苎麻，具有纤维柔

软、光滑、麻龄长的特点，里田的江厚、赤石的犁头咀、沙坪的白云山、19沙的溶家洞以及长

策的上坪、莽山等地的茶叶，在味、香方面的差别很大，此外，还有沙坪的梨子、赤石的烤

魍，也各具特色。这些产品的特性说明，植物与土壤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农业生产中，我们推行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八

项农业技术措施，虽然各有其重要性，但是，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彼此不能替代

的。“土"在“八字宪法”中是根本，在采取各项农业技术措施时，都有一个因地制宜的原则

问题。在作物布局时，要仔细考虑因地种植。例如；茶叶在酸性土壤中生长良好，而在碱性土

壤中却生长不良，甚至死亡。施肥时要考虑土壤性能与肥力水平，如酸性土壤与碱性土壤、沙

土与粘土、肥土与瘦土、早地与水田，各不相同，因土而异。同样，密植程度的制定、农业机

械的运用、栽培管理的改进、治水改土工作的进行，都要考虑土壤的性质，以及它们对土壤可

能产生的影响。所以，土壤与农业生产的各项措施都有联系。

人类的生产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土壤的发展和变化，贯穿着坏土变好土，好土变坏土的对立

统一法则。精耕细作，可以不断地提高土壤的肥力，死土变活土，腿土变油土，开沟排水，降

低地下水位，水旱轮作，能使潜育化的低产田改良成为高产田，植树造林，保护地被物，会减

轻水土流失。相反，耕作粗放，会降低土壤肥力，肥土变瘦土，致使产量下降，排灌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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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则会使土层滞水，发生次生潜育化，破坏森林，毁坏地被植物，会造成严重的水二

流失，良田荒废。从本县当前的情况来看，制止乱砍滥伐，防止水土流失和矿毒污染，已成；

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们的祖先留下了肥沃富饶的土地，我们只有保护它的义务，而没有歪

坏它的权利。

因此，对于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原则下，把开垦荒地，建设良田，

合理灌溉，培肥土壤等一系列的土壤管理和利用工作抓起来，作为保证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差

本措旋来对待，并要考虑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生态系统的能量和养料循环，周聋

和平衡关系，来促进土壤肥力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具体地说，在农业结构上，

要做到农林牧三结合}在土壤使用上，要做到用地、养地、保地三结合，在作物布局上，要琅

到耗地作物、自养作物、养地作物三结合。

农业现代化，就是建立在生态平衡上的合理的农业结构，用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装-f

来进行农业生产，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生产出数量高，质量好、成本低的产品。要达到这一

目的，农业工作者的任务，首先要摸清土壤的底细；掌握土壤肥力的演变规律，从而合理地a

用土地，定向的培育土地，充分发挥土壤的生产潜力。因此，我县在上级党和政府及有关部f

的领导下，于1 9 7 9年冬开展了全县性的土壤普查工作。其任务是t(1)查清全县的土粤

资源，(2)查清低产田、土的面积、分布及障碍因素，(3)测定养分含量，(4)调查面

究稳产高产农田的土壤条件及肥力指标；(5)总结群众的用地、养地经验。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由于各公社、大队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通过全{

工作人员一年的辛勤劳动，土壤普查工作已告一段落。现将土壤普查中所得的各项资料，口

纳、总结，编写出《宜章县土壤志》这本资料。由于我们的业务水平很低，一定会有很多幸

误，为此敬请上级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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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 基 本情 况

宜章地处五岭山脉骑田岭的南麓，珠江水系北江的发源地之一。位于北纬24。531 S8，至：

25。417 537东径112。377 35∥至113。207 29∥之间，南北相距90公里，东西相距71公里。东与汝城和

广东乐昌交界，南和广东阳山相接，西与临武相邻，北与资兴，郴县相连。境内南北高山，山．

岭蜿襄医沟谷交错，山溪小河密布，中部丘陵起伏，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充足，无霜期．

长，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全县行政区域的总面积，包括莽山国营林场在内为2138平方公里(折3206970亩)。就本县

而言，面积为2894220亩，其中农业用：地421149亩，占总面积的14．55％，有水田295906亩，旱

她125243亩。山地2292794亩，占总面积的宁9．22％；有林地1211214亩，占山地面积的52．8l％，

植被复盖率为42％，荒山荒地1081580亩，占山地面积47．19％。水面(包括河流、水库，池塘)
，

’

共35675亩，占总面积的1．18呖，其它用地144602亩，占总面积的4．99％。总之，本县是个山

多、田少水面小的山区，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耕地1．09亩，水田0．77亩，山地5．94亩。

全县共划分2 5个公社，2"I"-镇，342个大队，3490个生产队。另有良种繁殖场，种牛场，

农科所，果木场，林科所，柑桔场，渔场，溶家洞林场，骑田岭林场，9个县属单位。全县现有
^

入1j433909人，其中，农业人口385832人，农户7683沪，共有农业劳力163037人，平均每个劳

·力负担耕地2．67亩，耕牛30908头，能役耕牛22068头，平均每头耕牛负担水田约l 3亩。l 9

8 0年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为l 2 6元。

二、农业生产概况

农业是我县的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三十年来，我县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

§



伟大的成绩。1980年同1950年相比，粮食总产1虫8949万斤增加到31 120万斤，净增2．47倍。艇

猪由100200头增加到294162头，净增1．93倍。历年来，农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三爿

之二以上。 ．，

1959——1980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倒

、、、、 年项＼’份 59 78 79 80目＼
工农业总产值(万元) 8546 8377．44 8086．77’ 7197．94

农业总产值(万元) 2521 5918．23 6090．79 5428．39

‘

农业所占百分率(呖) 71．1 70．64 72．64 75．6

在我县的农业结构中，农、林、牧、付、渔五业俱全，农业居首位。80年五业各占农业崖

产值的比例是：农业66．8％，林业3．84％、牧业18．58％，付业10．3％，渔业0．48％。农、林、

牧、付、渔五业，在三十年来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80年与59年的农业产值相比，农业增力l

115．32％，林业增加61．69％，牧业增加84．42％，付业增2n309．59％，渔业下降47．35瞬0。

1959——1980年农林牧副渔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表

蒹
农业 农 业 林 业 牧 业 副 业 渔 业

总产值 产值 占总产 产值 占总产 产值 占总产 产值 占总产产值 占总
产值

(万元) (万元) 值％ (7／元) 值％ (万元) 值％ (97元) 值％ (万元) ％

59 2521 1636 64．8 129 5．1 547 21．7 137 5．4 45 1．7

78 5918．23 3722．54 61．3 184．5 3．5 899．09 15．2 109．319 16．7 18．91 0．3

79 6090．79 3759．29 61．5 198．29 3．2 982．26 12．8 113．46 18．5 19．59 0．3

80 5428．39 3626．76 66．8 208．59 3．84 1008．8 15．58 561．15 10．3 23．69 0．4{



(一)、 农 业

目前在农产品中，主要是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其次是烟、麻、棉、油、甘蔗、蔬菜等

经济作物。常年的播种面积，粮食作物为总播种面积的70％以上。1980年全县总播种面积7477

47亩，其中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546011亩，占7j．6％，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18086亩，占2．4

够，蔬菜作物的播种面积183650亩，占25．7％。可．冤，我县的经济作物目前还没有摆到应有的

位置，影响到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提高，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应当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1976——1980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

＼顷 总播种 粮 食 作 物 经 济 作 物 蔬 菜 作 物

年＼目 面 积 面 积 占总播种 面 积 占总播种 面 积 占总播种

雳＼ (亩) (亩) 面积(％) (亩) 面积(％) (亩) 面积(呖)

76 755541 550175 72．8 22504 2．9 176105 23．3

77 762885 564129 73．9 21152 2．7 170847 22．3

78 767254 551669 71．9 22359 2．9 184032 24．1

79 746839 532261 71．2 21426 2．8 184189 24．6

80 747744 546011 71．6 18086 2．4 183650 25．7

1、粮食作物

以稻谷为主，其次是小麦、豆类、红薯、玉米、杂粮等。一般把它们分为稻谷和旱粮两个

部分。

(1)稻谷生产：稻谷在粮食作物的生产中，产量上升最快。若以1952年作为建国后恢复

正常生产年份算起，当年的稻谷产量1．4亿斤，1980年的产量3．11亿斤，28年来的平均增长率为

2．94。粗略分析28年来的稻谷生产状况，从52年的】．4亿斤，到70年才突破2亿斤(实产2．1

亿斤)，增产1亿斤(实增7千万斤)，用了18年的时间，到80年突破了三亿斤，增产l亿

斤，用了10年。如果当年与上年相比，增产的20年，减产的10年，这反映出我县的稻谷生产不

够稳定，反映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农业生产的作用，也反映了农业的经济管理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农业科学技

术在促进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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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耕作制度的变化：在54年以前，我县对水田的利用有稻——秋薯——小麦或满园花，!

——萝卜或与满园花混播，稻——油，稻——冬闲(板田)和稻——冬泡五种耕作制。前三：

是水旱轮作的方式，对土壤、矿物的风化分解、土壤的结构形成都有好处，但过度地使用了．

地、降低了土壤肥力；后两种耕作制，复种指数太低，浪费了土地，并因长期泡水，土壤结。

不良，土壤中虽有较高的腐殖质，但品质不佳，有效养分低。因此，54年以前的耕作制，限·

了稻谷产量的提高。

54年以后，出现了稻——稻——肥耕作制，晚稻面积从54年的3852亩增加到70年的1459

亩，通过18年的时间，稻——稻——肥耕作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由于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断地提高了土壤肥力，加之复种指数的提高，使稻谷产量翻了一番。 一

70年后，在老草子区出现了稻——稻——油(油菜)耕作制，进一步提高了土地的生]

力。由于长期的稻——稻——肥耕作制，使土壤出现了新的变化。土壤在草子的荫蔽下处于{

润状态，导致了土壤长期滞水而形成次生潜育化，不但增加了亚铁(F e竹)危害，同时，；

殖质的品质也难以提高，使土壤肥力发挥不了最大效益、稻——稻——油耕作制，由于翻耕。{

地等农业技术措施，根除了土壤滞水所产生的不利因素，从而使稻谷产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稻——油(油菜)耕作制。我县的平和公社，由于地势较高，冬泡改冬千后，发展了a

——油(油菜)耕作制，产量上升很快，但是，不久被双季稻化挤掉了。实践证髓，在高寒I

区，两季不如一季，主要是热量不能满足双季稻的要求，所以，稻——油耕作铡又得到了恢!

和发展。

豆——稻(或烟——稻)耕制作，是近几年来才发展的，开始在晚稻秧田试行这种耕f

制，现已在部分稻m_P-实行。在排水不良、早稻难以高产的田、实行豆稻或烟稻耕作制，有a

予土地的利用和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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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县耕作制度的变化情况表

54年以前的耕作制 54—70年的耕作制 70一80年的耕作制

稻——秋薯——冬种 稻～一稻——肥 稻——稻——肥

稻——秋种 稻——稻——冬泡或板田 稻——稻——油(油菜)

稻——冬闲(板田) 稻一～秋薯——冬种 稻——稻——冬泡或板田

稻——冬泡 稻——秋种 稻——秋薯——冬种

稻——油或秋种

豆或烟——稻

B、水稻品种的变化：水稻品种在我县经历了两次大革命，高杆——矮杆——杂交。每次．

品种的改革，稻谷产量就出现一次新的突破。从引种试种到大面积的推广并成为当家品种

是需要一段时间，从64年开始试种矮杆品种，到70年矮杆品种才完全取代了高杆品种。产量由

．64年的1241991担提高到70年1747478担，上升了40．7％。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产量也稳

步向上增长。77年开始试种杂交品种，79年大面积推广，80年以杂交水稻为主体在全县种植。

这次品种变革只用了四年时间。稻谷产量从77年的2532214担，增加到80年的2920554担，上升

15．3％。可见品种的改革是提高全县稻谷产量的农业技术措施之一。

C、肥料施用的变化。肥料是作物的粮食，各种农家肥料是我县肥料的主要来源。由于生

产的发展，仅有的农家肥料是不能满足高产水稻的养分需要。因此，化肥的施用，紫云英的大

面积种植，开辟了新的肥源。从52年开始使用化肥，当年的销售量只有601担，以后逐年增加

铡80年各种化肥的销售量达662892担。从化肥品种的销售情况来看，我县有个偏向，五十年代

注重氮肥，六十年代注重磷肥，七十年代氮磷并重。钾肥是近年来才得到农民的重视的。80年

销售15206担，和氮肥比较起来，使用是比较少的，但是，在水稻的高产栽培中，钾肥显示了

它的明显作用。在本县来说，钾肥的使用，比较集中於于某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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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肥(紫云英)从55年开始试种，当年的面积只有4000亩，66年发展到121297亩，74年

一步扩大，播种面积达176100亩。由于有机肥和无机肥的配合使用，发挥了两种肥料的效毹

保证了作物对养分的需要，为夺取水稻高产创造了条件。

(2)早粮生产。旱粮在我县的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田少土多的山区。

要有小麦、红薯、豆类、玉米，杂粮等。随着晚稻面积和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早粮的种植

积逐渐减少，80年与57年相比，小麦面积减少了4．2倍，红薯减少了16％，豆类减少了18％

杂粮减少2．1倍，虽然单产有所提高，而总产仍然下降，在粮食产量中的比重愈来愈小。

旱粮在粮食生产中的比重变化表

＼字劈＼ 57 77 78 79 80项目＼
、＼

粮食总产(担) 1281110 2882330 2932660 3009372 3112020

旱粮总产(担) 278335 307986 287249 196233 181462

旱粮占粮食总产的％ 21．7 10．7 9．8 6．5 0．

2、经济作物

我县经济作物的品种较多，主要有苎麻、棉花、甘蔗，烤烟、茶叶、果树等。群众对过

的经济作物有“梅田甘蔗和田瓜，太坪梨子莽山茶，平和油菜关溪棕，赤石棉花白石麻"的

述。三十年来，对这些经济作物没有重点发展，苎麻从57年的7103亩下降到80年的743亩，

花从59年的7199亩，下降到80年的522亩。只有烤烟、果树、茶叶发展较快，80年已有茶

6700亩，柑桔果园12000亩。

(=) 林 业

我县是省属林业县之一，森林遍布全县各地，资源丰富，尤其是莽山，是我国南方最大

原始次生林区，树种多达202科，主要用材林有杉木、松木、阔叶林，经济林木有油茶、油桐

乌桕、棕榈、板栗等，此外，还有各种特有林和竹子。

1、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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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记载，1957年的森林面积最大，活立木的蓄积量最多。全县有森林面积14740000

亩，木材蓄积量6338000立方米。20年后的76年，全县进行了森林普查，以这年的数据作比较，森

林资源的消耗是十分惊人的，森林面积只有57年的82％，活立木的蓄积量只有57年的20．8％，

76年后，乱砍滥伐更为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全县的生态平衡。

全县森林蕊积和蓄积量变化表

＼字劳
项 卜＼＼

57 76 77 78 备 注

＼

森林总面积 1474000 1211241 928986 930000 本资料来源

与57年相比的叻 100 80 62．9 63．7 于宜章县统

森林贮积量(m s) 6338000 1319150 235012 240000 计局。

与57年相比的％ lOO 20．8 3．7 3．78

森林分布：

各种林木的分布与气侯土壤的关系很大，杉木要求空气湿度大，土层深厚，土壤肥力较高

的土壤，主要分布在长村、梅田、浆水、麻田、骑田岭林场。这些公社的杉木贮积量均在2万

米8以上，马尾松的适应性强，因而分都较广。5万立方米以上的公社有太坪、沙坪，城南、

自石渡，贮积量在3万立方米以上的有长村、一六、栗源、赤石等公社。阔叶林主要分布在莽

山公社、溶家洞林场，油茶主要分布在迎春、黄沙，其次是天塘、东风、栗源、浆水。竹林主

要分布在浆水、麻田、梅田，其次是东风。

(三) 牧 业

牧业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同时，又是有机肥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畜牧业发

展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的高低。在畜牧业的生产中，是以家庭饲

养的猪、牛、鸡、鸭为主。猪是牧业的首位，约占牧业收入的88％，本县的牲猪发展比较快，

80年与57年相比，出栏牲猪增长了1．05倍。

牛在我县以用作劳动工具为主·它的发展缓慢、80年全县养牛只有30908头。由于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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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牛的发展很快，有条件的农户，基本上都饲养了牛。

三、三十年来土壤工作的成就

建国以来，我县对土壤工作十分重视，在土壤的利用、改良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大搞水利建设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办水利事业，拦河筑坝，修

塘、水库，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建成了中型水库两座，小一型水库10座，小二型水库105磨

塘4563N，灌溉万亩以上的河堤两座，灌溉千亩以上的河堤8座，小型河堤1231座，吐

库的总贮水量达8084万立方，加上引水、提水，用于农田灌溉的水量，拥有1亿零8万主

使全县22万亩稻田免予旱灾损失，17万多富稻田能旱涝保收。

2、改良土壤

根据土壤对生产的障碍因素，全县进行了四项大规模的改土工作，(1)深耕改土，(

冬泡改冬干，种植绿肥；(3)以治水为中心的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4)开圈沟，

沟，防止山洪侵入稻田。由于这些改土工作的开展，全县约有12万多亩稻田得到了基本I

趣，约有5万多亩稻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农田。

3、扩大耕地面积

由于兴修了水利，增加了灌溉水源，促进了本县的土改田，荒山造田造土的工作，三

来，全县新开水田早土约65000亩。

4、进行土壤普查、开展土壤研究

1958年，本县开展了第一次土壤普查，75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稻田的速效养分和

值的溯定，79年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不但初步了解和掌握了本

壤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促进了对土壤科学的研究。可为今后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士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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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壤的分布

一、土壤形成的自然条件

土壤是陆地上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由各种大小不同的矿物颗粒、各种不同的养分、。

以及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活的生物体、还有空气、水分组成。它的形成是由于地形、母质、气

侯、植被、时间五大自然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主要特点是具有肥力，能供给植物生长、发

育所必需的生活因素。我县的各种成土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从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土壤。

(一) 地 形

1、地形与土壤形成的关系。

地形影响着土壤的形成。由于地势的高低和地形起伏状况的不同，都会引起土壤中水、热

的重新分配，导致土壤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根据气象站在县内不同海拔高度的雨量观测，随着海

拔的升高，全年降雨量也随着增加。例如，栗源海拔180米，全年降雨量1192．4毫米。黄沙海

拔290米，全年降雨量1281．5毫米。莽山场部480米，全年降雨量1719．3毫米，莽山猛石坑1902

米，全年降雨量2553．3毫米。气温却是相反，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气温逐渐降低，海拔每升

高100米，气温下降0．6℃。因此，不同的海拔高度，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和有机质含量都不同。

所以在大的区域内形成的土壤，产生的特征差异很大。雨小区内形成的土壤，由于地形的变

化，影响到土壤中水分的运动，致使土壤中的粘粒、养分、水分的再分配，从而产生土壤肥力的

差异。所以，地势的高低和地形的起伏，对土壤的形成和发展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2、本县的地形概况：

本县是五岭山地的组成部分，属于山区。东北面的西岭，海拔1840米，五盖山海拔1650米

和西北面的骑田岭，海拔1654米，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从东北向西南，斜横于我县的北

面，成为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南面的莽山海拔1902米，并与骑田岭相对，两山之

间，形成一个马鞍形的丘陵地带。就全县的整个地形而言，从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至武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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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逐渐上升。由于燕山运动的影响，地面受到了强烈的切割。县内的最低点，栗源老坪山．

队，海拔155米，它与西南面的最高点莽山猛石坑的相对高度为1747米，与东北面的最高点．

西岭仙鹤抱蛋的相对高度为1685米，与西北面的最高点，骑田岭一尖峰的相对高度为1499米。

因此本县的地貌有中山、．低山、丘陵，河谷平地以及喀斯特地形。

(1)山地。莽山、骑田岭、五盖山、西岭属中、低山地。地形构造极其复杂，山峦起伏

山脉蜿蜒、山峰尖削、溪流纵横、高山狭谷交错。相对高度一般都在500一'800米之间，少数

1000米以上，一般坡度在24""45。之间，少数达70。以上，为森林和草甸所复盖。位于三山之

的莽山、瑶岗仙、长策、里田、平和五个公社的居民点及农业用地，散布于山溪两岸，台地．

盆地及山谷冲垄之中，山谷冲垄穿插于丛山之间。关溪、杨梅山是典型的低山区，多数大队

在海拔400米以上，山的相对高度为100"'150米，农业用地田少土多。

(2)丘陵s本县的栗源、岩泉，一六、笆篱、白沙、天塘、黄沙、．东风、迎春、长村

浆水、梅田、麻田、城南、章水、太坪0沙坪、白石渡、赤石属于丘陵，山不成啄，山体不高
一

●●卜■-一

相对高度在80"-,100米之间，山成馒头状，岗谷相间，似波浪起伏。既有土层深厚的缓坡，

有岩石裸露的石山，垄田多、冲田少，缓坡已开垦成梯田或旱土，是全县农业生产的要地。

(3)略斯特地形t在天塘、笆篱、白沙、东风、岩泉等地的石灰岩山，平地矗立、岩

裸露，长有落叶阔叶林和灌木。有的是石头光山，在山的基部，有土层较厚的缓坡，生长着

尾松或油茶，有的已开垦为旱土。

(4)河流；全县大小河流共计58条，总长为904公里，流域面积为4468．8平方公里，

要河流有武水、乐水河、白沙河、迳水、樟水，玉溪河，白清河、香山河等。除长策的香山

流入湘江外，其它各河都流入广东北江。除武水河发源于临武外，其它各河均发源于本县。

河两岸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河谷平地或河谷阶地，海拔高度均在250米以下，年平均温度在18

以上，热量充足，排灌方便，土壤肥沃，是我县农业耕地的精华，粮食的主要产区。

全县各大队的海拔高度‘分布位置最高的是长策的羊坦，海拔810米，最低的是栗源老坪山

海拔155米。多数大队的分布位置较低，据统计，海拔300米以下的大队，有226个，占67．9％

分布在海拔300-'--500米的大队有70个，占31％，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大队有37个，占1l％

但是，由于丘陵地的割切状况不同，即在同一海拔高度内的地区，气侯差别很大。例如迎春

社，各大队均在海拔300米以上，但地势的相对高度低，光照条件好，土壤的红土化作用十分

显。因此，在本县的低山和丘陵地区，地形起伏的差异，深刻地影响着土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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