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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黄梅县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黄梅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从一九八。年十二月开始试点，至一九Jk--年七月结束。

躯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在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指导下，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关

于对县一级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的暂行办法》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

黄梅县土壤普查成果进行审核、验收，结果如下。

一、野外调查质量符合《规程》要求，

‘二、基本查清了土壤资源，‘

三、查谤了低产土壤类型和土壤主要障碍因素，

四、化验仪器运转状态正常，分析方法和操作手续符合《规程》要求，分析数据可靠，

五、资料、图件齐全，各级土壤成果图件、编绘方法符合《规程》要求，

六、成果应用初见成效。

根据检查验收结果，一致认为黄梅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

术规程》的质量标准。

黄冈地区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验 收 人

黄冈地区行署农委付主任⋯⋯⋯⋯⋯⋯⋯⋯⋯⋯⋯⋯⋯⋯⋯⋯⋯⋯⋯⋯⋯⋯⋯⋯⋯陈圉昌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付主任⋯⋯⋯⋯⋯．⋯⋯⋯⋯⋯⋯⋯⋯⋯一⋯．．．⋯⋯⋯⋯⋯⋯⋯⋯⋯⋯：
湖北省农科院土肥所付研究员⋯⋯⋯⋯⋯⋯⋯⋯⋯⋯⋯⋯⋯⋯⋯⋯⋯⋯⋯⋯⋯⋯⋯许育生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一⋯⋯⋯⋯⋯⋯⋯⋯⋯⋯⋯⋯⋯⋯⋯⋯⋯⋯
黄冈地区农业局付局长⋯⋯⋯⋯⋯⋯⋯⋯⋯⋯⋯⋯⋯⋯⋯⋯⋯⋯⋯⋯⋯⋯⋯⋯⋯⋯李搌球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龙成凤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野外调查组组长⋯⋯⋯⋯⋯⋯⋯⋯⋯⋯⋯⋯⋯⋯⋯⋯张金尧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化验组组长⋯⋯⋯⋯⋯⋯⋯⋯⋯⋯⋯⋯⋯⋯⋯⋯⋯⋯昧心元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制图组组长⋯⋯⋯⋯⋯⋯⋯⋯⋯⋯⋯⋯⋯⋯⋯⋯⋯⋯徐明恒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资料组组长⋯⋯⋯⋯⋯⋯⋯⋯⋯⋯⋯⋯⋯⋯⋯⋯⋯⋯蔡成鑫

中共黄梅县委付书记⋯⋯⋯⋯⋯⋯⋯⋯⋯⋯⋯⋯⋯⋯⋯⋯⋯⋯⋯⋯⋯⋯⋯⋯⋯⋯⋯石蔡村

黄梅县人民政府付县长⋯⋯⋯⋯⋯⋯⋯⋯⋯⋯⋯⋯⋯⋯⋯⋯⋯⋯⋯⋯⋯⋯⋯⋯⋯⋯游松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土壤普查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决策，是实行科学种田，制订农业区划的』

项基础工作。我县在一九五八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二十多年

来，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耕地面积扩大、高产良种推广、复种指数的提

高，化学肥料的使用，使耕作土壤的面积和理化性状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查清土壤资源，

源，摸清土壤质量，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断地

增加社会财富和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生活需要。遵照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精神， 根据

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安排，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协作和支持下，通过科

．技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按照《规程》要求，胜利地完成了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是以生产大队为进队单位，以1。5000的航片放大平面图和地形图为工作底

图。通过野外详查，共挖主剖面8505个，测定了农化样830个，诊断样177套，速测样8505个。经

过野外调查，室内化验、实地量算，基本查清了土壤类型，面积和分布清况，研究了土壤物

理，化学性质，找到了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因素，总结了群众认土、用土、改土培肥的

经验，为改造低产土壤和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发展土壤科学，应用土壤

普查成果训练了一支技术队伍。 、

土壤普查所取得的成果，除了大队编绘编写有】：5000的土壤综合图，土壤普查报告，一鸯

调查统计表格和公社编绘编写有1：25000的土壤图，，土壤养分图(包括碱解氮、速效磷、速

效钾、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土壤利用现状图等七种图件、土壤普查报告， 以及

各种调查统计表格，一部分专题报告和工作报告外，县级编绘有1：50000的土壤图、

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土壤酸碱度图，土地评级

’图、土壤利用现状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同时综合分析全部土壤普查资料， 编写了

《土壤志》，专题报告，面积量算报告，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土壤工作分类说明及检索表，，

以及土壤普查规定的各种调查统计表格资料。

《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分八章，主要介绍了全县

土壤形成条件，发生分类和分布规律，土壤各论，土壤肥力性状，土地资源评价，高产土壤

的特征及培育，低产土壤类型及改良利用，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在编写《土壤志》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技术力量不足，综合分析资料粗浅，因此书

，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鉴谅。

黄梅县土壤普查办公室技术组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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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曹亨 、

一一窜，自煞墨况、成±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1)

第·节。社会经济概况⋯⋯⋯⋯⋯·‘⋯⋯⋯⋯⋯⋯⋯⋯⋯⋯⋯⋯⋯⋯⋯⋯⋯⋯⋯⋯”(1)
第二节 自然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2)
一、气侯⋯⋯⋯⋯⋯⋯⋯⋯⋯⋯⋯⋯⋯⋯⋯⋯⋯⋯⋯⋯⋯⋯⋯⋯⋯⋯⋯⋯⋯⋯⋯(2)

(一)气侯和日照⋯⋯⋯⋯⋯OO·QQO⋯⋯⋯⋯⋯⋯⋯⋯⋯⋯⋯⋯⋯⋯⋯⋯⋯⋯⋯⋯(2)

(二)降雨量和蒸发量⋯⋯⋯⋯⋯⋯⋯⋯⋯⋯·：⋯⋯⋯⋯⋯⋯⋯⋯⋯⋯⋯⋯⋯⋯‘(4)

(三)风向和风速⋯⋯⋯⋯⋯⋯⋯⋯⋯⋯⋯⋯⋯⋯⋯⋯⋯⋯⋯⋯⋯⋯⋯⋯⋯⋯⋯(5)

二．植被⋯⋯⋯⋯⋯⋯⋯：⋯⋯⋯⋯⋯⋯⋯⋯⋯⋯⋯⋯⋯⋯⋯⋯⋯⋯⋯⋯⋯⋯⋯(5)

(一)自然气侯条件的植被群体⋯⋯⋯⋯⋯⋯⋯⋯⋯⋯⋯⋯⋯⋯⋯⋯⋯⋯⋯⋯⋯(6>

(二)不同地貌单元和土壤类型的植被群体⋯·?⋯⋯⋯⋯⋯⋯⋯⋯⋯⋯⋯⋯⋯⋯。(6)

(三)栽培(人工)植被⋯⋯⋯⋯⋯⋯⋯⋯⋯⋯⋯⋯⋯⋯⋯⋯⋯⋯⋯⋯⋯⋯⋯⋯(7)

三、地形与母质⋯⋯⋯⋯⋯⋯⋯⋯⋯⋯⋯⋯⋯⋯⋯⋯⋯⋯⋯⋯⋯⋯⋯⋯⋯⋯⋯⋯(8)
· (一)山地的母岩⋯⋯⋯⋯⋯⋯⋯⋯⋯⋯⋯⋯⋯⋯⋯⋯⋯⋯⋯⋯⋯⋯⋯⋯⋯⋯⋯(8)

(二)低山的母岩⋯⋯⋯⋯⋯⋯⋯一⋯⋯·?⋯⋯⋯⋯⋯⋯⋯⋯⋯⋯⋯⋯⋯⋯⋯⋯“．(8)

(三)高丘低丘的母岩⋯⋯⋯⋯⋯⋯⋯⋯⋯⋯⋯⋯⋯⋯⋯⋯⋯⋯⋯⋯⋯⋯⋯⋯⋯(·．9)

(四)山麓平原的母质⋯⋯⋯⋯⋯⋯⋯⋯⋯⋯⋯⋯⋯⋯⋯⋯⋯⋯⋯⋯⋯⋯⋯⋯⋯(10)

(五)河畈平原的母质⋯⋯⋯⋯⋯⋯⋯⋯⋯⋯⋯⋯⋯⋯⋯⋯⋯⋯⋯⋯⋯⋯⋯⋯⋯(10)

(六)湖荡洼地的母质⋯⋯⋯⋯⋯⋯⋯⋯⋯⋯⋯⋯⋯⋯⋯⋯⋯⋯⋯⋯⋯⋯⋯⋯⋯(10)

(七)长江冲积平原的母质⋯⋯⋯⋯⋯⋯⋯⋯⋯⋯⋯．．．⋯⋯⋯⋯⋯⋯⋯⋯⋯⋯⋯(11)

四、成土年龄⋯⋯⋯⋯⋯⋯⋯⋯⋯⋯⋯⋯⋯⋯⋯⋯⋯⋯⋯⋯⋯⋯⋯⋯⋯⋯⋯⋯⋯(11)

五、水文条件⋯⋯⋯⋯⋯⋯⋯⋯⋯¨．⋯⋯⋯⋯⋯⋯⋯⋯⋯⋯⋯⋯⋯⋯⋯⋯⋯⋯⋯(12)

第三节人类生产活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12)

第四节土壤形成的特征⋯⋯⋯⋯⋯⋯⋯⋯⋯⋯⋯⋯：⋯⋯⋯⋯⋯⋯⋯⋯⋯⋯⋯⋯“(14)

一、土壤养分的损失和保持与归还过程⋯⋯⋯⋯⋯⋯⋯⋯⋯⋯⋯⋯⋯⋯⋯⋯⋯⋯(14)

二、长期的耕作熟化过程⋯⋯⋯⋯⋯⋯⋯⋯⋯⋯⋯⋯⋯⋯⋯⋯⋯⋯⋯⋯⋯⋯⋯⋯(15)

三，季节性的潜育和周期性的千湿交替过程⋯⋯⋯⋯⋯⋯⋯⋯⋯⋯⋯⋯⋯⋯⋯⋯(16)

四、沉积类型成土母质的差异性⋯⋯⋯⋯⋯⋯⋯⋯⋯⋯⋯⋯⋯⋯⋯⋯⋯⋯⋯⋯⋯(17)

五，淋溶淀积过程⋯⋯⋯⋯．，．⋯⋯⋯⋯⋯⋯⋯⋯⋯⋯⋯⋯⋯⋯⋯⋯⋯⋯⋯⋯⋯⋯·(18)

第五节农业生产特点⋯⋯⋯⋯⋯⋯⋯⋯⋯⋯⋯⋯⋯⋯⋯⋯⋯⋯⋯⋯⋯⋯⋯⋯⋯⋯(19)

一、土地利用方式⋯⋯⋯⋯⋯⋯⋯⋯⋯⋯⋯⋯⋯⋯⋯⋯⋯⋯⋯⋯⋯⋯⋯⋯⋯⋯⋯(19)

二，耕作制度、⋯⋯⋯⋯⋯⋯⋯⋯⋯⋯⋯⋯⋯⋯⋯⋯⋯⋯⋯⋯⋯⋯⋯⋯⋯⋯⋯⋯(19)

第=章±壤分类和分布⋯⋯⋯⋯⋯⋯⋯⋯⋯⋯⋯·：⋯⋯⋯⋯⋯⋯⋯⋯⋯⋯⋯⋯⋯⋯·(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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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土壤分类⋯⋯⋯⋯⋯⋯⋯⋯⋯⋯⋯⋯⋯⋯⋯⋯⋯⋯⋯⋯⋯⋯⋯⋯⋯⋯⋯⋯(22)

一、土壤分类原则和依据⋯⋯⋯·．：．⋯：⋯⋯⋯⋯⋯⋯⋯⋯⋯⋯⋯⋯⋯⋯⋯⋯⋯⋯·(22)

二、土壤命名⋯⋯⋯⋯⋯⋯⋯⋯⋯⋯⋯⋯⋯⋯⋯⋯⋯⋯⋯⋯⋯_⋯⋯⋯⋯⋯⋯⋯·(24)

三、土壤分类系统⋯⋯⋯⋯⋯⋯⋯⋯⋯⋯⋯⋯⋯⋯⋯⋯⋯⋯⋯⋯⋯⋯⋯⋯⋯⋯⋯(25)

第二节土壤分布特点⋯⋯⋯⋯⋯⋯⋯⋯⋯⋯⋯⋯⋯⋯⋯⋯⋯⋯⋯⋯⋯⋯⋯⋯⋯⋯(37)

一、土壤水平地带分布⋯⋯⋯∥⋯⋯⋯⋯⋯⋯⋯⋯⋯⋯⋯⋯，-．．⋯⋯⋯⋯⋯⋯⋯⋯(37)

二、土壤垂直地带分布⋯⋯⋯⋯⋯⋯⋯⋯⋯⋯⋯⋯⋯⋯⋯⋯⋯⋯⋯⋯⋯⋯⋯⋯⋯(37)

三、土壤隐域性分布⋯⋯：⋯⋯⋯⋯⋯⋯⋯⋯⋯⋯一⋯⋯⋯⋯⋯⋯⋯⋯⋯⋯⋯⋯一(38)。

四、土壤微域性分布⋯⋯⋯⋯⋯⋯⋯⋯⋯⋯⋯⋯⋯⋯⋯⋯⋯⋯⋯⋯⋯⋯⋯⋯⋯⋯(39)

五，土壤肥力同心园规律分布⋯⋯⋯⋯⋯⋯⋯⋯⋯⋯⋯⋯⋯⋯⋯⋯⋯⋯⋯⋯⋯⋯(40)

第三章±壤种类和主要特征⋯⋯⋯⋯⋯⋯⋯⋯⋯0 0t Q⋯⋯⋯⋯⋯⋯⋯⋯⋯⋯⋯⋯⋯(42)

第一节红壤土类⋯⋯”J⋯⋯⋯⋯⋯⋯⋯⋯⋯⋯⋯⋯⋯⋯⋯⋯⋯⋯⋯⋯⋯⋯⋯⋯⋯(42)

一、棕红壤亚类⋯：⋯⋯⋯⋯⋯⋯⋯⋯⋯⋯⋯⋯⋯⋯⋯⋯⋯⋯⋯⋯⋯⋯⋯⋯⋯⋯．．(42)

二、红壤性亚类⋯⋯⋯⋯⋯⋯⋯⋯⋯⋯⋯⋯⋯⋯⋯⋯⋯⋯⋯⋯⋯⋯⋯⋯⋯⋯⋯⋯(57)

第二节黄棕壤土类⋯⋯⋯⋯⋯⋯⋯⋯⋯⋯⋯⋯⋯⋯⋯⋯⋯⋯⋯⋯⋯⋯⋯⋯⋯⋯⋯(58)

一、黄棕壤亚类⋯⋯⋯⋯⋯⋯⋯⋯⋯··：一⋯⋯⋯⋯⋯⋯⋯⋯⋯⋯⋯⋯⋯⋯⋯⋯．．．·(58)

二、黄棕壤性土亚类⋯⋯⋯⋯⋯⋯⋯⋯⋯⋯⋯⋯⋯⋯⋯⋯⋯⋯⋯⋯⋯⋯⋯⋯⋯⋯(58)

三、山地黄棕壤亚类⋯⋯⋯⋯⋯⋯⋯⋯⋯⋯⋯⋯⋯⋯⋯⋯⋯⋯⋯⋯⋯⋯⋯⋯⋯⋯(59)

第三节石灰土土类棕色石灰土亚类⋯⋯⋯⋯⋯⋯⋯⋯⋯⋯⋯⋯⋯⋯⋯⋯⋯⋯⋯⋯(60)

第四节紫色土土类酸性紫色土亚类⋯⋯⋯⋯⋯⋯⋯⋯⋯⋯⋯⋯⋯⋯⋯⋯⋯⋯⋯⋯(60)

第五节潮土土类⋯⋯⋯⋯⋯⋯⋯⋯⋯⋯⋯⋯⋯⋯⋯⋯⋯⋯⋯⋯⋯⋯⋯⋯⋯⋯⋯⋯(62)

一、潮土亚类⋯⋯⋯⋯⋯⋯⋯⋯⋯⋯⋯⋯⋯⋯⋯⋯⋯⋯⋯⋯⋯⋯⋯⋯⋯⋯⋯⋯⋯(62)

二、灰潮土亚类⋯⋯⋯⋯⋯⋯⋯⋯⋯⋯⋯⋯⋯⋯⋯⋯．．．⋯⋯⋯⋯⋯⋯⋯⋯⋯⋯⋯’(66)

第六节水稻土土类⋯⋯⋯⋯⋯⋯⋯j⋯⋯⋯⋯⋯⋯⋯⋯⋯⋯⋯⋯⋯⋯⋯⋯⋯⋯⋯··(78)

一、淹育型水稻土亚类⋯⋯⋯⋯⋯⋯⋯⋯⋯⋯⋯⋯⋯⋯⋯⋯⋯⋯⋯⋯⋯⋯⋯⋯⋯(78)

二、潴育型水稻土亚类⋯⋯⋯⋯⋯⋯⋯⋯⋯⋯⋯⋯⋯⋯⋯⋯⋯⋯⋯⋯⋯⋯⋯⋯⋯(91)

三、侧渗型水稻土亚类⋯⋯⋯⋯⋯⋯⋯⋯⋯⋯．．．⋯⋯⋯⋯⋯⋯⋯⋯⋯⋯·：⋯⋯w·(129)

四、潜育型水稻土亚类⋯⋯⋯⋯⋯⋯⋯⋯⋯⋯⋯⋯⋯⋯⋯⋯⋯⋯⋯⋯⋯⋯⋯⋯⋯(132)

五、沼泽型水稻土亚类⋯⋯⋯⋯⋯⋯⋯⋯⋯⋯⋯⋯⋯⋯一⋯⋯⋯⋯⋯⋯⋯⋯⋯⋯(135)

第四章±壤肥力状况⋯⋯⋯⋯⋯⋯⋯⋯⋯⋯⋯⋯⋯⋯⋯⋯⋯⋯一．⋯⋯⋯⋯⋯⋯⋯·甲({37)

第一节土壤的环境条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137，

一．土体构型⋯⋯⋯⋯⋯⋯⋯⋯⋯⋯⋯⋯⋯⋯⋯⋯⋯⋯⋯⋯⋯⋯⋯⋯⋯⋯⋯⋯吖(137)

二、土壤物理环境⋯⋯⋯⋯⋯⋯⋯⋯⋯⋯⋯⋯⋯⋯⋯⋯⋯⋯．．．’⋯⋯⋯⋯⋯⋯⋯．．．(137)

三、土壤化学环境⋯⋯⋯⋯⋯⋯⋯⋯⋯⋯⋯⋯⋯⋯⋯⋯⋯⋯⋯⋯⋯·：⋯⋯⋯⋯⋯。(137)

四、土壤生物环境⋯⋯⋯：⋯⋯⋯⋯⋯⋯⋯⋯⋯⋯⋯⋯⋯⋯⋯⋯⋯⋯⋯⋯⋯⋯⋯”(138)

五．土地不同的利用方式⋯⋯⋯⋯⋯⋯⋯⋯⋯⋯⋯⋯⋯⋯⋯⋯⋯⋯一_⋯⋯⋯⋯一(]-38)

第二节土壤物理性质⋯⋯⋯⋯⋯⋯¨⋯⋯⋯⋯⋯⋯⋯⋯⋯⋯⋯⋯⋯⋯⋯⋯⋯⋯”，(139)

一．土壤质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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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容重与孔隙摩⋯⋯⋯⋯⋯⋯⋯⋯⋯⋯⋯⋯⋯⋯⋯⋯⋯⋯⋯⋯⋯⋯⋯⋯⋯(】41>

三、土壤水分状况⋯⋯⋯⋯⋯⋯⋯⋯⋯⋯⋯⋯⋯．⋯⋯⋯⋯⋯⋯⋯⋯⋯．．．⋯⋯⋯⋯(143)

第三节土壤养分⋯⋯⋯⋯⋯⋯⋯⋯⋯⋯⋯⋯⋯⋯⋯⋯⋯⋯⋯⋯⋯⋯⋯⋯⋯⋯iel o(143)

一、土壤有机质⋯⋯⋯⋯⋯⋯⋯⋯⋯⋯⋯⋯⋯⋯⋯⋯⋯⋯⋯⋯⋯⋯⋯⋯⋯⋯⋯⋯4143>

二、土壤全氮与碱解氮⋯⋯⋯⋯⋯⋯⋯⋯⋯⋯：⋯⋯⋯⋯：⋯⋯⋯⋯⋯⋯⋯⋯⋯⋯·(146>

三、土壤有机质与全氮的关系⋯⋯⋯⋯⋯⋯⋯··：⋯⋯⋯⋯⋯⋯⋯⋯⋯⋯⋯⋯⋯⋯(146)

四、土壤全磷与速效磷⋯⋯⋯⋯⋯⋯⋯⋯⋯⋯⋯⋯·j?⋯⋯⋯⋯⋯⋯⋯⋯⋯⋯⋯⋯(146>

五、土壤全钾、速效钾和缓效钾⋯⋯⋯⋯⋯⋯⋯⋯⋯⋯⋯⋯⋯⋯⋯⋯⋯⋯⋯⋯⋯(149)

六、土壤酸碱度与石灰反应、⋯⋯⋯⋯⋯⋯⋯⋯⋯⋯⋯⋯⋯⋯⋯⋯⋯⋯⋯⋯⋯⋯(151>

七，土壤微量元素营养概况⋯⋯⋯⋯⋯⋯⋯⋯⋯⋯⋯⋯⋯⋯⋯⋯⋯⋯⋯⋯⋯⋯⋯(152>

八、土壤阳离子代换量⋯⋯⋯⋯⋯⋯⋯⋯⋯⋯⋯⋯⋯⋯⋯⋯⋯⋯⋯⋯⋯⋯⋯⋯⋯(154)

第四节、 各公社土壤养分含量状况⋯⋯⋯⋯⋯⋯⋯⋯⋯⋯⋯⋯⋯⋯⋯⋯⋯⋯⋯⋯(155>

第五毫±壤资源厦其评价⋯⋯⋯⋯⋯⋯⋯⋯⋯⋯⋯⋯⋯⋯⋯⋯⋯⋯⋯⋯⋯⋯⋯⋯⋯(156>

第一节土地资源与土壤资源的概念⋯⋯⋯⋯⋯⋯⋯⋯⋯⋯⋯⋯⋯⋯⋯⋯⋯⋯⋯⋯(156)

第二节土地资源的构成及其特点··：·：⋯⋯⋯⋯⋯⋯⋯⋯⋯⋯⋯⋯⋯⋯⋯⋯⋯⋯⋯·(156>

一、土地资源的构成⋯⋯⋯⋯⋯⋯⋯⋯⋯⋯⋯⋯⋯⋯⋯⋯⋯⋯⋯⋯⋯⋯⋯⋯⋯⋯(156)

二、土地资源的特征⋯⋯⋯⋯⋯⋯⋯⋯⋯⋯⋯⋯⋯⋯⋯⋯⋯⋯⋯⋯⋯⋯⋯⋯⋯一(156)

第三节土壤资源及其评价⋯⋯⋯⋯⋯⋯⋯⋯⋯⋯⋯⋯⋯⋯⋯⋯⋯⋯⋯⋯⋯⋯”：⋯(157)

一、土壤资源的特点⋯⋯⋯⋯⋯⋯⋯．：⋯⋯⋯⋯⋯一⋯⋯⋯·⋯⋯⋯⋯⋯⋯⋯⋯⋯(157>

二、土壤资源的评价⋯⋯⋯⋯⋯⋯⋯⋯⋯⋯⋯⋯⋯⋯⋯⋯⋯⋯⋯⋯⋯⋯⋯⋯⋯⋯(157)

第六章毒产稳产农田土壤的特征及培育⋯⋯⋯⋯⋯⋯⋯⋯⋯⋯⋯⋯⋯⋯⋯⋯⋯⋯⋯(162)
第一节高产水田土壤的特征⋯⋯⋯⋯⋯⋯⋯⋯⋯⋯⋯⋯⋯⋯⋯⋯⋯⋯⋯⋯⋯⋯⋯(162)

一、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土体构型⋯⋯⋯⋯⋯⋯⋯⋯⋯⋯⋯⋯⋯⋯⋯⋯⋯⋯⋯⋯⋯(162)

二、高产水田土壤肥力指标⋯⋯⋯⋯⋯⋯⋯⋯⋯⋯⋯⋯⋯⋯⋯⋯⋯⋯⋯⋯⋯⋯⋯(163>

三、高产水田土壤的培肥管理⋯⋯⋯⋯⋯⋯⋯⋯⋯⋯⋯⋯⋯⋯⋯⋯⋯⋯⋯⋯⋯⋯(163)

第二节高产棉田土壤特征及其培肥⋯⋯⋯⋯⋯⋯⋯⋯⋯⋯⋯⋯⋯⋯⋯⋯⋯⋯⋯⋯(164)

一，高产棉田土壤的特征⋯⋯⋯⋯⋯⋯⋯⋯⋯⋯⋯⋯⋯⋯⋯⋯⋯⋯⋯⋯⋯⋯⋯⋯(165>

二、高产棉田土壤肥力指标⋯⋯⋯⋯⋯⋯⋯⋯⋯⋯⋯⋯⋯⋯⋯⋯⋯⋯⋯⋯⋯⋯⋯(165)

三、高产棉田土壤培肥措施⋯⋯⋯⋯⋯⋯⋯⋯⋯⋯⋯⋯⋯⋯⋯⋯⋯⋯⋯⋯⋯⋯⋯(165)

第七章低产±壤的改良利用⋯⋯⋯⋯⋯⋯⋯⋯⋯⋯⋯⋯⋯⋯⋯⋯⋯⋯⋯⋯⋯⋯⋯⋯(167)-

第一节全县低产土壤类型与分布⋯⋯⋯⋯⋯⋯⋯⋯⋯⋯⋯⋯⋯⋯⋯⋯⋯⋯⋯⋯⋯(167)

一、土壤肥力因素不协调，限制了土地生产力的发挥⋯⋯⋯⋯⋯⋯⋯⋯⋯⋯⋯⋯(167>

二、土壤物理性状和环境不良，质地过砂或过粘，耕层或土层过浅⋯⋯⋯⋯⋯⋯(167>

三、深受水害影响，水土温度低，水稻迟发低产。⋯⋯⋯⋯⋯⋯⋯⋯⋯⋯⋯⋯⋯(169)

四、土体50厘米以内，有不良的障碍层。⋯⋯⋯⋯⋯⋯⋯⋯⋯⋯⋯⋯⋯⋯⋯⋯⋯(169)

第二节过酸低产水稻土的改良⋯⋯⋯⋯⋯⋯⋯⋯⋯⋯⋯⋯⋯⋯⋯⋯⋯⋯⋯⋯⋯⋯(169>

一、过酸田的分布⋯⋯⋯⋯⋯⋯⋯⋯⋯⋯⋯⋯⋯⋯⋯⋯一．．．⋯⋯⋯⋯⋯⋯⋯⋯⋯”(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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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自然概况成土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

黄梅县地处鄂东大别山东南麓，长江中游下段。东与安徽省宿松县接囊，南以长江为界

与江西省九江市隔江相望，西同广济县毗邻，北与蕲春县相依． ．

境内地势高低，星三级阶梯颈斜。山区最高点1244．1米(乱泥滩)，南部滨湖地区最低点

11．5米(小池关湖)。按农业地貌分区，南部和中部属于江汉平原区I北部山区和东部丘陵属

于鄂东低山丘陵区(附黄梅县地形图图1—1)．全县总面积1640平方公里， 其中山地占

7．68％，丘陵占23．13％，平原占69．19％。

由于我县背靠大别山．面临长江，湖泊(感湖、太白湖)分布东西两侧。 土地资源

丰富，土壤类型较多。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耕作水平较高。粮棉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林牧副

渔和多种经济俱全。索称是鄂东地区“鱼米之乡刀。

第一节社会经济概况

全县行政区划设十七个人民公社，三个县属镇，—个县属良种场，一个国营农场(附黄

梅县行政区划图图1—2)，五百四十个大队，四千四百三十九个生产队。总耕地854415万亩

总人口75．9万人，其中农业入口69．43万人，劳动力29万人。按人口计算，人平耕地1．13官，

劳平耕地2．9亩

解放三十一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全县工

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据l 9 8 0年统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5071万元， 其中农业总产

值1875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74．79％。

在农业方面，通过筑江堤、修水库、开大港、建水闸，解除了水旱灾害，平整土地、改

良土壤，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改善了农业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较快的发展。如l 9 7 9

年稂食总产量达到71，181万斤，比l 9 4 9年增长3．9倍，棉花总产量为1980万斤，是解放初

期的4．85倍，油料总产量为1674万斤，比l 9 4 9年增长3．18倍，其它多种经营都是成倍地

大幅度增长。

随着农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国家贡献也逐年增多。据l 9 8 0年统计，向国家提供

商品粮12534万厅，皮棉161372担，油脂42093担。此外牲猪、鲜鱼、蚕茧，茶叶、禽蛋等农

副产品都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

在工业方面，工业、交通，电力、机械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企业由l 9 4 9年的2个发

展到178个，其中全民企业33个。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南部有长江水运大动脉，。内有太白湖

通过梅济港与龙感湖相连，活跃了我县水路运输。各公社均通有公路、通车里程419公里。

电力方面，兴建小型水电站25处，装机3514酲。有60％农户都用上了电。全县农业机械装备

逐步得到改善，至l 9 8 0年底拥有各种农业机具6530台(件)，共计153960m：马力。其中

大中型拖拉机527台，手扶拖拉机1748台。化肥用量与日具增，特别是氮肥和磷肥用量逐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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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据l 9 8 0年统计，全县化肥施,,巨Jm46055．76吨，其中氮肥28213．311吨,，折纯氮(N)

7737．81吨，磷肥_,15636．72吨，折纯磷(p20 5)3064．53吨，钾肥1461．7吨，折纯钾

<klO)717．11吨·复合肥744．03吨。

第二节 自然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土壤是独立的历史自然复合体。自然土壤的形成，决定自然成土因素的作用，而耕作土

壤的形成是在自然成土因素作用的基础上，加入人类生产活动干预的综合产物。从自然土壤

发展到耕作土壤，存在着一个熟化过程：

自然成土条件，一般指气候、生物，地形、母岩母质、年龄等五大成土因素。母岩母质

地势地貌是成土的基本因素，气候、生物是外界条件。内部因素与外界条件既各自具有独立

性，又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通过一定时间，推动土壤的发生和发展。

一、气候 、

我县年平均温度16．8。C，年较差为25．1。C，7月份最高气温29．0。C， 元月份最低气温

3．9。C(R．,表I--1)。极端最高气温39．5。C，最低一1．6。C。在一年之中，≥18．00C的月份达6个月

(5—10月份)，≤8．o?C的月份有3个月(12—2月份)。同时因地势高低不同而有明显差异

性。南部和中部气温较高，北部随着地势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相对地降低。南部气温为

16．5。C(海拔高度低于500米)，北部低山(500--800米)和山区(800--1224．1米)气温由

高到低，逐渐过渡到13．5。C左右，山上山下温差3．00C(附黄梅县气象因素综合图1—3)。

稳定通过3。C：5。C、10。C、20。C的平均初日、终日、天数和活动积温南北亦有差异，

北部随着地势海拔高度的上升，初终日、天数、活动积温的变化明显。具体情况(见表1—2)·

从表1—2中，我们知道，稳定通过lo；C的平均初、终日、天数、活动积温、南部初日是3月

24日，终日是11月20日，天数241,天，活动积温5364度，北部地区随着地势海拔高度上升·

初日推迟约l一18天，活动积温少189—145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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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无霜期，南部终霜日3,q1 5=日，初霜日11为主3自，无霜势厌数252天I北部地区随着地
势海拔高度的变化，终霜133月15日至4月2日，初霜日11月5日至11月30日， 无霜期天数少

3—39天。(附黄梅县气象因素综合图1—3)。

全年日照平均]029．9小时，日照最多年1979年2350．41小时，最少年1970年t694．7小

时。日照时数7、8月纷最多，2、3月最少。太：j日辐射时值全年为109．2千卡／Cmgo一年中7月

最大时值14．0千卡／Cm 2，12月最小时值5．6千卡／Cml，(附黄梅县各月太阳辐奠{童方图)，

14一

12一

l 0一

荆
1 2 3 4 5 6

14．0

6．4

6．7

8 9 10 11

5．6

百l
f

12(月份)

图1—4 黄梅县各月太阳辐射直方图

充足的阳光，丰富的热量，适宜的温度等先越自然条件，有利于植物生长，绘土壤直接或

间接地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质和氮素来源，为全面发展我县农业生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降水量和蒸发量

历年平均年降水量1276．7毫米。降水量最多出现在6月，达212．3毫米I最少出现在12月为

39．9毫米。≥60毫米的月份有8个月(2—9月)，芦最达1016．3毫米’≥100毫米昀月份有6

个月(3—8月)，其量为938．3毫米(见表】--3)。二十五年间，年度之间亦有差异，1969

年为最大降水量达1728．2毫米，1978年为最小降水量仅800．1毫米。

表1—3 黄梅县25年(1956--1980年)各月平均降水量， 单位mm

五W面币再甄网面可可了可面
注：有关气象资料均由县气象站提供

另外，由于地势变化，降水量由南向北、或由低到高而随之递增，南边平原地区仅1300

毫米，北部山地由1400毫米增加到1700毫米(附黄梅县气象因素综合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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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因季节变化水量分布不均，51．9％的降水量集中在5—8月间，水盈最多，降水

662．9毫米。降水集中，山洪暴发，江、湖水上涨，江堤河j!『!决口，洪水泛滥，使沿江平原

和两河潮土产生不同深浅和不同厚度的夹砂障碍层次l对山地和丘陵岗地造成土壤侵蚀。

年平均蒸发量1553．1毫米。蒸发量大于100毫米有7个月(4—10月)，小于】0 0毫米有5

个月(1l一3月)。特别是7、8两个月蒸发量最大，分另q为220．6毫米和221．1毫米(见表

一4)。年蒸发最大于年降水量。因此时有伏旱和冬旱发生，茛土壤处于氧化条件，上壤矿物

和有机质易于分解、不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表l～4 黄梅县j9年各月蒸发盈 单伫。mill

月份{l 2} 3 4 5 6 7 8 {9 j lo 11 -2年合计

蒸发量‘59．8'60．6I 87．4 l 113．2l 14．8 I 165．8：220．6l 221．1{】73．3i 14】．7 91．6167．111553．1
·__·_·--·_·o·-·-‘··●___-_·‘·_—．_-‘一。。_--●-__一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o·__··_---_·-_·_-·_·__-■--一·-■__●■···_-·---·_-●_··--‘___·-·■■-■■■■■o___●■■■一

附注。蒸发量分j6·一61年，63—66年和72—80年三段累计平均值

(三)风向和风进

我县全年盛行风向为东北风(见表l～5)，风向频率年极值为3l％。7月份静止风频率

(C)18％。风述年平均!．6米／秒(见表】一6)。

哀l一5 黄梅县25年(1956—1980年)累计各月风向频率(％)

月份l l 2 3 ‘ {5{6 7 ：8‘l 9{】o{】1 12 1年极值
最多风向!她，艇；、、E NE

NF：N Ei C NE；N E|NE；N El NE N
E，NEt

频率(％)i 34：38 ：。 32；27 2l l 18；16 27 39 j 36 33 32 31
-

袭卜+6 黄梅县25年(56—80年)累计各月平均风速 单位，米／秒

由于我县气{妥条件洛因素的影响，加速成土母质风化黎：土壤淋溶淀积作用。乏l低缓丘陵地区

的土壤碱性盐基遭受淋洗，铁锰结核增多，富铝化作用增翌，土色呈鲜明的红色或棕黄色，PH

值低，呈酸性，使之向棕红壤方向发展。

二、植被 ．

植被指一地区植物群。喜的总体。 植被受气候、地貌、土壤、人j：生产活动等因索的影

响。不同气候、地貌、i壤和人为的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决定生长’，，：同的植物群落。植被

分自然植被和栽培(人工)植被。 ．

在自然土壤上生长着自然植：受为主，栽培植宅|为辅的植物群体。孔耕f1．i壤上生长着栽

培植被为主，自然植被为次的植物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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