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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

验收证书

根据国务院国发(7 9)第l 1 1号文件精神，远安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从一九八～年十

二月开始，至一九八四年二月结束，历时二十六个月。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对县一级土

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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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

核对了各项成果，结果如下：

一、土地资源基本查清。

二、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修正稿)，土种

划分较细。

三、由测绘部门提供1：5 0 0 0 0比例尺的地形图及其放大成l：2 5 O 0 O比例尺

的图件。分别作为社、队底图，开展大队详查、野外调查，制图程序和图件精度达到规程要

求，图件齐备。

四、分析化验仪器工作状态正常，计量工作良好。分析项目齐全，分类诊断样增测了碱

解氮、速效磷、速效钾。操作方法符合规程要求，数据可靠。

五、表格、资料和报告齐全，数据统计较准确。

六、成果应用已初见成效。

根据以上技术鉴定的结果，评定合格。

宜昌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验 收 人

宜昌地区区划委员会主任、行署禹4专员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农艺师

宜昌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农艺师

宜昌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农艺师

宜昌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农艺师

宜昌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农艺师

宜昌地区土肥站站长、农艺师

远安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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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武

曹师林

易吉福



前
喜
I=i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根据国务院(1 g 7 9)1 l l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地±办的统一部署，我县自l 9 8 1

年l 2月起，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区划委员会和土壤普查办

公室兰持工作。从农委、科委、计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畜特局、农机局、气象

局、外贸局、企业局以及生资公司稆经管科等单位，抽调领导和科技人员，釜}成了7 9人的

土壤普查专业队伍。由于省、地土办的具体指导，公社、管理区、大队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

持，各专业队员的努力工作，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到l 9 8 4年元月完成了全县i}二壤普查任

务。

这次土壤普查，是按照《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用1／2 5，0 0 0

地形图为工作底图，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进行详查的。共挖掘了主剖面3，l 9 8个，其巾水

田l，4 6 5个，坑平9 6．1亩，旱地8 l 2个，坑平l 0 8．9亩；园地2 6 3个，境平

8 5．2亩；林地6 5 8个，坑平3，0 3 0亩。共取速测样8，4 6 8个，其中耕地7，7 2 3

个，平均2 9．7亩一个；共取诊断样1 3 2套。总计化验分析9，8 O O个土样，获得了

3 8，5 O 6项次的化验数据。

通过土壤普查以后，大队编绘编写有1／5，0 O 0土壤综合草图、土壤}争查说明书、土壤

速测养分通知二挡和专题调查材料。公社编绘有1／2 5，0 0 0土壤分布图、二卜壤有机质和全

氮养分含量图、土壤速效磷养分含量图、土壤速效钾养分含量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图等共15 0

套，编写了二t壤普查报告和各种调查统计表。县级编绘有l／5 0，0 0 0二t壤分布图、±壤

有机质和全氮养分含量图、土壤速效磷养分含量图、土壤速效钾养分岔量图、土地评级图、

土壤酸碱度图、土地利埒j现状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等共4 5套；编写了图件说B月书、土

壤普查工作报告、专题报告、面积量算报告、土壤工作分类说明和检索表以及土壤普查规定

的各种表格资料。为了把这些资料集中起来，以利应用，在完成外业普查，内业化验、图件

编绘、面积量算和资料汇总的基础上，编写了《远安土壤志》。

本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总。编写时对全部资料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归

纳、总结、分析，力求反映本县的土壤特点，符合本县实际，为搞好农业区划，合理开伐利

用土壤资源，进行农、林、特各业的合理布局和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及因土改良等提供科学

依据。

全志共九章。主要阐述了本县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土壤的分类

系统和分布规律；重点叙述了各类土壤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种土壤的特征特性和生产性能；全

面评述了土壤的肥力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j二壤资源的数量统计和质量评价；找出了低产

土壤类型和障碍因素；制定了土壤改良利用分区规划，提出了相应的措施。此外，还专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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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桑园土壤，概述了成果应用。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土肥处副处长、高级农艺师李建匀和宜昌地区土肥站副站

长、农艺师许松林等同志的指导，在此一监致谢!

由于土壤普查工作量大，涉及面广，资料甚多，，科学性强。但我们技术力量薄弱，业务

水平有限，综合分析资料能力不强，志中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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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的形成条件

远安县地处湖北省的西部，位于北纬3 0。5 3
7 8∥至3 l。2 2

7
3 4”，东径l l 1。

1 4
7
3 4扩至l l 1。5 2‘4 l舻，系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东临荆门，南接当阳，

西与宜昌接壤，北挨南漳、保康。

公元前1 4、0年，西汉武帝刘彻登基后，远安“以其临沮水"得名临沮县。东晋末年

(约在公元3 7 9年后)改为高安县。北周时期(公元5 5 7年至5 8 1年)定名远安，相

沿至今。

本县地势险要，地貌复杂，西接大山，南临平JiI，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可攻，退可

守，古往今来，兵家常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建安二十四年冬，蜀将关羽由临沮入川，

西行至罗汉峪峡谷，迂吴大战，兵败被擒，殉难于回马坡，即现今的洋坪公社回马管理区所

在地。

全县东西宽6 0．7公里，南北长5 4．4公里，总面积1 7 4 9．2 9 6平方公里， 合

2，6 2 3，9 4 4亩。其中河谷平畈(海拔3 O 0米以下)8 0 7，1 4 2亩，占3 O．7 6

％，丘陵(海拔3 0 0一一5 0 0米)8 9 8，8 3 7亩，占3 4．2 6％；低山(海拔5 O

0一一8 0 0米)6 8 3，3 5 2亩，占2 6．0 4％；中山(海拔8 O O——l 2 O O米)

2 2 9，5 5 1亩，占8·7 5％；高山(海拔1 2 0 0米以上)5，0 6 2亩，占0·1 9

％。

行政区划设9个公社，1个镇，2 9个管理区，l 8 8个大队，l，4 0 3个生产队，

4 0，3 0 9户，1 9 6，5 8 3人，其中农业人口1 6 3，4 2 7人，占总人口的8 3．1'3

％，每平方公里9 3·4人。耕地面积2 2 9，2 5 7亩，按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1．4

亩。从土地面积构成看，全县版图2，6 2 3，9 4 4亩，除去房屋、道路、工矿及其它非耕

地2 9 3，2 2 8亩外，在2，3 3 0，7 1 6亩生产性用地中，林地1，9 9 3，8 8 5亩，

占8 5·5％，水面8 5，1 7 6亩，占3·7％；耕地和园地共计2 5 1，6 5 5亩，占1

0·8％。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八分半山、半水、一分田。

本县土壤类型繁多，山林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光照较足，四季分明，宜于农、林、特各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历史悠久，产量与日俱

增；林业得天独厚资源广，素有“鄂西小林海”之称；特产更是鹿苑茶香飘全国，苟垭蚕丝

誉中外。在地貌类型上，既有山峦重叠、干沟万壑、适宜发展多种经营的沮西山地，又有波

状起伏、岗榜绵亘、宜林宜粮的沮东丘陵。更有开阔坦荡、自流灌溉、粮棉油高产稳产的沮

中平畈。境内河流、渠道纵横交错，水库、堰塘星罗棋布。土质大多砂粘适中，土层一般深

厚肥沃。这些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光辉灿烂。勤劳勇敢的远安人民，定能年年“林茂粮丰，五业兴旺，多种经

济，全面发展"。在奔向2 O O O年的新长征中，豪情满怀，高歌猛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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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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安县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较足，四季分明等

特点。春季气候多变，冷暖无常，气温升降剧烈，低温阴雨倒春寒；夏季气候炎热，降雨集

中，雨热同季，旱涝交替；秋季前黝降温较快，阴雨较多，后期睛多雨少，时有伏旱；冬季

I气候干燥，雨雪较少，冬初蜀渐寒冷，冬末常有冻害。

l 1、气温：捶；县气象站(城关，颤下同)i 9 6 l——l 9 8 1年记载，全县2 o年各月

l平均气温和年平均气温状况为：

月 份 ；1{2 3 4；5 6 7；8 9 10 11』12{ 年平均

—————————·——■——■——-———广———一———_———■——T一————■———■——————————一
气温。C 3．4 5．3 110．2i16．o[21．1 25．2 27．7 27。2 122．4117．2 10．9：5．4 16．0

≤年平均气温的月份为l 1月至第二年的4月。最热月为7月，平均气温2 7·7。C，

极端最高气温达4 O·2。C。最冷月为1月，平均气温3·4。C，极端最低气温在零下1

9。C。

年较差2 4·4。C。3——5月升温剧烈，9——1 1月降温迅速，1 2～一2月和

6——8月，温度升降缓熳。三二i 0。C的活动积温4 8 0 0⋯一5 l 0 0。C，持续时间

2 2 3天。年平均日照时数l 8 7 8·5小时，月照酉分率为4 2％。年总幅射量1 02⋯～

1 O 5千卡／Cm2，无霜期2 4 0⋯一2 5 O灭。

2、降水：据县气象站l 9 6 1_一一l 9 8 0年记载，全县2 0年平均各月年雨量如下

表：

单位：毫米

从表中看出，远安县2 0年平均降水量的分配状况是：最多雨月为7月，达2 2 6．9

毫米，最少雨月为1月，只15·4毫米。≥6 0毫米的月份有4月和1 0月，降水总和1 6

8·4毫米。≥1 0 0毫米的月份有5、6、7、8、9五个月，降水总和达到7 9 7．1

毫米。年变率为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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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县气象要素综合表

气象
月 劣’

年平均

要 素
5 6 7 8 9 10 11 12l 2 3 4

降水
(毫米)

15．4 23．1 46．1 94。8 i27．7】51。7 226．9 196．9 112．9 73．6 4i．7 17．0 1105．6

蒸发
(毫米)

55．6 67．2 100 125．9 1 57．7 176．6 i 98．4 197．9 142。7 109．9 70．8 52．5 1455．1

气温
16

(。C)
3．4 5．3 10．2 16．o 21．1 25。2 27。7 27．2f 22．4 17．2 1 0．9 5．4

300

250

200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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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县气象要素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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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要气象资料表明，气温的高低与雨量的多少及蒸发量的大小成正相关。即夏秋气

譬、雨量多、蒸发量大，雨热同季；冬春气温低、雨量少、蒸发量小、寒冷干燥。这种干湿交替、
旱涝往复的季节变化，亚热带的生物气候条件，对地带性土壤影响较大。由于夏秋雨量充沛，

土壤中盐基不断被淋溶，盐基不饱和，粘粒下移，脱硅富铝，铁锰淀积，有利于黄棕壤化过

程的形成。

二、植被对±壤形成的影响

自然植被从属于气候条件，要求一定的生悉环境，存较小的区域内又受到地形和母质的

制约。远安县自然植被的组成和分布，也反映了上述特点。

全县主要建群树种为马尾松和栓皮栎。由于人为的过量砍伐，原生森林植被残存无几，多

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林，植被类型比较复杂。海拔8 0 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及河谷平

畈地区，以常绿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杂有少量的常绿阔叶群落，多系天然次生植被。

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栓皮栎、杉树、柏树、檀树、柳树、桐树、泡桐、枫香、香椿、刺槐、梧

桐等。其中马尾松主要分布在沮东丘陵的杂色砂页岩地区，其次便是沮两山地中悬岩上部的

平岗或缓坡地。河谷平畈两侧红砂岩地区的马尾松，多系人工营造或飞籽成林。这些地区的

主要特点是土壤无石灰性反应，均系地带性的黄棕壤，故马尾松生长茂盛，为远安县的用材

林基地。灌木丛中主要树种有黄荆条、过冬青、马桑、龙木及映山红等。经济林木有柑桔、

茶叶、油茶、山竹和油敢榄等常绿阔叶林。还有油桐、乌桕、核桃、板栗以及桃、李、杏、

梨等落叶阔叶林。此外，草本有马蚁草、丝茅草和芭芒等。

海拔8 O O米以上的二高山区，以落叶阔叶林和灌木丛为主，零星小片地分布着常绿针

叶林。主要树种为栓皮栎，米橡栎、槲栎、锥栎及野板栗等。其次是马尾松，少量的杉树、

香椿、金竹和华山松等。灌木丛有土栏木，油筋树和榨树等。经济林木有棕榈、柿树、漆

树、苹果及杏、梨等。草本以丝茅草为主，其次是羊须草、狗尾草和猫尾草等杂草。

不同的植被类型，可以促进岩石的风化及土壤的形成，监影响土壤的理化性状和肥力水

平。低等植物如地衣，苔藓等可以帮助岩石表面的化学风化而凹陷；植物根系的穿插，挤

压，有利于岩石的物理风化而破碎。植物截获地质大循环中的养分，建造自己，生物富集，

通过生物小循环，使母质变成土壤。植物的残体、枯枝落叶，尤其是落叶阔日}林木，可以加

厚土壤的活土层，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提高土壤肥力。针叶林如

马尾松等，其腐解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壤的化学性状，使土壤朝着酸化的方向发展。

三、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远安地层发育比较齐全，从前震旦纪变质岩系至第四纪，除第三纪不够明显外，各纪地

层均有出露。根据华中师范学院周忠民讲师对我县地质地貌的划分意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1：2 0万地质图宜昌幅的地层分布，全县可划为l 3个地貌分区。现将各分区的岩石母

质及其对土壤的性状和肥力的影响概述如下：

1、沮河河谷平畈：系近代河流冲积物。主要分布于河漫滩及河流阶地，为四社一镇的

沮河沿岸地区。即洋坪、旧县、花林寺三社的一部分大队和整个鹿苑公社及鸣凤镇。南抵百

宝寨，北到南襄城，绵延4 O多公里，海拔9 5～l 6 O米。此外，西部的石桥坪盆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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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的河口三角洲，也属于本区范围。母质为潮土类，经人工耕种熟化的土壤，土层深厚，

土壤肥沃，质地较轻，砂土及轻壤级。因冲积的来源和水质的差异，有的有石灰性反应，形

成灰潮土；有的没有石灰性反应，形成潮土。生产性能好，宜于稻、麦、棉、油等多种作物

生长，为本县粮、棉、油的集中产区。

2、第四纪粘_：t?地：属于一@三新统沉积牧：。分布二j二沮．河两岸平畈与低丘冲垄衔接的阶

地，海拔l 8 0～一2 0 0米。母质为第四纪褐色猫土沉积物，矗‘暗棕色的铁锰胶膜或铁锰

结核。风化发育的土壤，质地瓤}正，结·＆不良，物渺陉状差，。k气矛盾大。旱作易缺苗断

垄。但保水保肥力强，后劲足，农稻可夺高产。

3、自垩系红砂岩低丘：分布二j2沮河两岸石灰岩酶缘的低丘、冲篓。南起秘头店，北到南襄

城，与淹河河谷平畈交错相连，平行分布。海{复高度：母E丘l 8 O——2 3 0米，冲垄l l

0⋯ l 8 0米。乃一垩系卜统。出露的岩石，多系豫包、砖红色细砂岩和粉砂岩，统称红

砂岩，呜凤镇夏洋坪⋯黔；’i0曩砂岩常与紫红包戒反绿色的页蠢1乏联。洋坪公刘：的三橛暌至老

君扁和花林寺公社的萤家畈至赵家台，在红砂崭的上部时有砾岩裸露。

远安地堑的自垩系红砂岩属浅湖捆歪陆相沉积地层。纽砂=茗，。‘J。i一-质含长石较多，发育的土

壤砂性重，富禽钾素，中’陀到微酸；}i反应，!j：jF发展稀、麦和薯类作物。冲冀各地光煦差，

温度大，酸性强，为茶叶生长的优良环境条件。驰名全图的鹿苑茶，就是生长确：这鳓红沙岩

风化}j”{J挚}：壤卜。

4、侏罗系杂包砂页岩丘岗、低山：主要分在‘ji县城的东部张：{E部，与当阳、荆f’j、南

漳接壤，包括全晓坪公社及茅坪场、河口两社的一部分大队。其分布范围是：东起茅坪场公

社的银予岗。沿肖阳县的商前、陈院两社的两部边缘向．．‘；I”L-'伸I展，造经瓦仓、老观窝、北风

垭、陈家岩、九里}筠、碑垭、铁炉湾，过关口垭，绕晓坪公社，直抵荆当寨、隔漳汀与荆门

相烫。再f逆漳河：‰』二，经曾家港、置叉沟、炉予河、巩裕蔡、孙家包、岔i家庄和南漳接壤。

海拔高度：丘岗2 0 0一·3 5 0米，低Ljl 4 l O 7 40米。岩层为绥i兰：j系下，‘亢衍i曩群，

属内陆嘲沼及浮流栩沉现力|三l约一套禽渫的砂旗页岩建造。出露的军；石主要有灰黄包粉砂

岩、青灰色及绿灰笆长石万i英砂崭、黄褐包泥质页岩、砂质页岩及碳妖页转等。甯念煤层。

本区有三个引昆的特点：r一是风化发育瞳土壤，质地大多力壤土级，砂，矾适；h宜于稻受}蜘

熟制∞发展。无以‘死念ji老观窝一带的泥质页岩发育的重壤编粘：{：壤，保水缘霄JL。H2Jt强，水稻

高产、{：酊‘、为沮东丘陵＆jj著：_“粮仓"。二是由于炭质页岩，、1泛分布，岩石科卜壤的P誓

值一般都在6·0 7·5之间，徽酸性劐I⋯。：：反应。黔．j、埝、杉、茶，；；j‘谓山青水秀，

林木繁茂，素翁“远安林海p之j髭；。三是煤矿资源丰富，缫囔『尤质浅位，如白云寺煤矿、-连

龙煤傍。和铁炉湾煤矿荨，为远兰j的重点煤区之⋯。

5、j i迭系·_统紫红包页岩丘陵：主墨出现子茅坪场、河口两钳．1f毒中部，{、耸北一线呈带

状分布。南自茅坪场公{I-!’向汪家河起，沿侏罗系西线向此，经花台河、付家畈、求竹瞬、

月溪畈，过石灰岩陡山到村家湾、茅坪场、马家坪、佚河寺，翻越铁炉湾到河口公社的樟树

河、刘家河、河El、双坪、落星、曾家坝、张桥到江家坡的杨家道场，被侏罗系的长石石英

砂岩隔断。尔后又在胡家台和郭家土尚等地出现，一直延伸到分龙垭以北，海拔2 2 O——4

6 O米。为巴东组的一套海陆交替相地层。出露的岩石主要茏紫色页岩。其次是紫红色钙质

粉砂岩与页岩互层，局部地区为土黄色砂质页岩、风化发育的土壤，富含辚、钾、钙等矿质

9



元素，保水、保肥力强，宜于稻、麦、油菜和绿肥等多种作物生长。但紫色砂页岩岩性松

脆，物理风化强烈，坡地易遭冲刷，水土难以保持，林木稀疏I冲垄谷地成土时间短，土壤

常处于幼年阶段，耕层半风化物多，土壤熟化程度低。

6、下三迭统石灰岩低山：主要为远安地堑两侧的石灰岩山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分

为嘉陵江组和大冶组。

⑤嘉陵江组：沮东自望城岗起，沿大断层岩向北，经胡家岩、李家墩、翟家岭、狮子老、

老龙沟、刘家棚、月亮洞，肖家垭、白家湾直到紫山岩与南漳接界。主要是茅坪场瞍河口两

社的北部山地，海拔4 2 0——7 O O米。沮，可自洋坪公扯：|匕部的黄土坡起，舾i。，j’与坡断磋

东部两侧的陡岩向南倾斜，江到被龙洞河切割i'。11太平山麓木瓜铺。为洋坪、⋯县、花林寺二t

社沟西部低山。由北到南，主要包括尖子I』。、高庄河、毛家凸、四马坡、无龙山、简坡、老

岩、常家坡、裴家墨尚、稼叶河等地，海拔5 5 0——7 5 0米。

④大冶组：分布于沮西陡岩前缘的南北两地。一是洋坪、旧县、荷花三社交界f j石灰岩

山地。北起圊马坡以北，南到野猎池以南，一t’要是秦家湾、余家坡、陈冻沟和漆树jj臣等地。

二是紧靠花林寺公社石头店的西部山地。南起南f：坳接当阳的破石老，两到姜家坪，北刭枫

香岭。分布的形态特征为东部平切，西部凹陷，东西短，南北长，呈马鞍形。其间包括茅

坪、庞家湾、凤阳山、薛家坡、李家岗等地，海拔6 2 0⋯一7 7 0米。

下三迭统为一套海相碳酸盐相沉积。岩性比较单一，主要为浅灰、肯灰及灰绿、灰黄色

层状灰岩，夹有泥质条带，有的底部出露页岩，砾岩和燧石结核。发育的土壤，在山前台

地、陡坡、山麓或悬岩以下的沟谷地段，多为石灰岩的坡积物。因有灰岩新风化物的源源不

断补充，或富含碳酸盐的地表水侵入，延缓了土壤中盐基离子的流失，使土壤寓禽钙质，有

石灰性反应，盐基饱和度高，质地粘重，坡地土层薄、碎屑多。主要为旱粮区。耕地可以发

展包麦两熟和薯类作物；林地宜于栎、柏、檀的生长。田边空隙和闲散荒地，可以种植油

桐、乌桕等经济林木。

7、j二迭系石灰岩中山；为洋坪、旧县、花林寺三mj勺二二高山区。南自花林寺公社的阎

家岗起，东连三迭系灰岩低山，V卿页宜昌边界线向北推进，经大路垭、疆家沟、百里荒，上

标池岗，下吴家坪，过陡沟岗，经杨家院子、曹家i尚、断麦岭，过宝华寺河，经白家垧、四方

山、石桥坪、白马山、长岭岗、中和观，过金竹园，直到太平寺以西。海拔830～1，120米。
是一套浅海相沉积为主的地层。下二迭统马鞍山组属含煤建造沉积。如花林寺公社的宝华煤

矿和洋坪公社；’内回马坡煤矿等，均为远安沮西的主要产煤区。出露的岩石有深灰色块状灰

岩、燧石条带灰岩、炭质页岩、硅质页岩、炭质灰岩和白云质灰岩等。风化发育的土壤，在悬

岩以上的缓坡、平岗或垧田，石芽露头，土壤中钙镁离子多被淋失，大多无石灰性反应，

PH值多小于7·5。且夏无酷署，云务多，湿度大。松、杉、漆、柿等林木繁茂，苞谷、

大豆、马铃薯长势良好。

8、石炭系灰岩低山：主要分布于回马坡断层以西，为介于二迭系j阳泥盆系之间的低山

区。南自旧县公社的两河口起，向西北经连花沟、韩家山、中和观、金竹园、彭家沟，直到

太平顶东麓，海拔6 0 O～一1，2 O 0米，为一套浅海柏碳酸盐沉积。其分布特点是比较零

星，呈“剥蚀残余状”，围绕泥盆系石英砂岩下部，迂回出露。本区为中石炭统黄龙群。其岩

性上部为浅灰色灰岩，性脆，偶见燧石结核；下部为白云岩和夹泥质条带灰岩。风化发育的土壤

10



和三迭系灰岩发育的土壤基本相似。

9、泥盆系石英砂岩中山：主要分布于花林寺、旧县、洋坪三社的沮西中山顶峰。南自

花林寺公社的宝华寺河起，向北扩展，东部经长官山、温家岭，穿过两河口到白马山止；西

部自两河口以西的张家坡起，经南沟、四方山、长岭岗、英儿寨、马宗岭，过水田寺到太平

顶止，蜿蜓环绕于灰岩或页岩的顶部。海拔9 1 O——1，3 2 5米，为滨海至浅海相沉积。

本区大多为中泥盆统云台观组，由于当时处于滨海地带，海浪使沉积物淘洗和分选，加之地

壳运动较为平静，故造成岩性单一。主要为灰白色，灰绿色至紫红色石英砂岩。其矿物组成中

石英占9 5％以上，具再加大结构，胶结颇为紧密，岩性紧硬，难以风化，具有陡岩或单面

山的地貌特征，因而使太平顶达l 3 2 5米，为远安县的最离峰。本区由于当时处于海陆交替

地带。且多为内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水分易被蒸发。故沉积物多为粗粒不含化石的砂

岩，因而风化发育的土壤偏砂而又细腻。无石灰性反应，PH值5·5——7·O，宜于华

山松的生长。

1 0、志留系页岩低山：本区为荷花、望家两社的南北大片地区。东连泥盆系石英砂

岩，西挨奥陶系石灰岩，南自远宜两县接壤的界岭，向北经荷花店、香油坪、苟家垭、谈家

坪、郝家坪、盘古庙、望家冲、石板店和南漳、保康相连。海拔4 4 O——7 8 0米。志留

系是一完整的浅海旋回，本区为浅海相沉积。出露的岩石主要为灰绿色、黄绿色砂质页岩、

硅质、炭质页岩、夹粉砂岩。东部靠近泥盆系一线的砂岩层面上，常见波痕构造，富含有机

质，磷和黄铁矿，为上志留统沙帽群岩性的一大特点。风化发育的土壤，大多没有石灰反

应，P H值一般6·O——7·5，微酸性到中性。土壤结构良好，质地砂粘适中。宜于

稻、麦、油菜等多种作物生长，为沮西山地粮油集中产区。

1 1、奥陶系石灰岩中山：主要分布于荷花店至望家冲公路沿线以西、天伏窟以东、和

志留系页岩平行，呈条带状。南起荷花店，向北经清水包，郭家洞、过干沟河、上江家坡、

直到清风洞和保康相连。海拔780——l，0 9 0米。为海相碎屑沉积。出露的岩石有深灰色

块状灰岩、泥质条带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及燧石结核。本区灰岩的罢面易见瘤状突起

或龟裂纹是其特点。

1 2、寒武系白云质灰岩中山：分布于西河的东西两边。东连奥陶系，西接震旦系。南

自荷花公社的高庄坡起，阔北经杨家岩、天伏庙、过杉木溪、鱼林溪、柳山沟、神龙河、金

箱岭、庙儿岗、晒旗河、高家坡、曹家河、玄庙、梯子口到三层岩，连接保康。海拔高度：

河谷5 O O——6 8 0米，山地8 5 0—1，l O O米。为浅海相沉积。本区沉积的岩石，

由于当时滨浅海相旋回，海水活动减弱，海盐咸度增高，故岩性特点为一套富含盐的白云质

地层。出露的岩石主要为深灰色块状自云质灰岩和白云岩，其次为泥质条带灰岩、硅质、炭

质页岩、或者灰岩与页岩交替出现，或者在灰岩中出现砂岩、角砾岩及燧石结核等。

寒武系至奥陶系由于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和硅质、炭质页岩等混合出露，交替出现，故

风化发育的土壤，有的有石灰性反应，有的没有石灰性反应，有的要把盐酸加热后才起反

应，P H值7·5左右，中性到微碱性。土壤质地偏粘，富含磷元素，宜于苞麦、豆类及薯

类作物的生长。

1 3、震旦系磷灰岩中山：分布于荷花、望家两社的西部边缘。东和寒武系白云质灰岩

犬牙交错，南接荷花公社的郭家垭，西与宜昌县交界，北至望家公社的高家坡。海拔高度：



河谷3 8 O——5 7 O米，山地8 5 0——1，1 8 0米。为海相碳酸盐至陆屑建造。本区

为上震旦统。以盐池河为分界线，从水平分布看，北部为灯影组，南部为陡山沱组}就垂直分

布看，岩层上部为灯影组，下部为陡山沱组。出露的岩石：灯影组为灰白色、灰黑色或紫红色致

密白云质灰岩夹燧石条带。陡山沱组为灰色白云质、硅质灰岩、夹透镜状磷块岩。本区从盐

池河烈士塔起，向西北到高岩山一带，可见到具有石英，长石及花岗岩碎屑成分的酸性结晶

岩。风化发育的土壤中性到微酸性，富含磷素。河谷可以发展稻、麦、植桑种茶；山地宜于苞

谷、豆类及薯类作物j缓坡、山坳、冲槽可以发展松、杉。坡田土层薄、碎石多，质地稍粘，

水土易于流失，谷地土层厚、小砾石多，磨园度好，质地偏砂，系花岗片麻岩的风化物。

四、地形地貌和水文对±壤形成的影响

(一)地貌轮廓及其特点

远安县位于荆山山脉东麓，为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新生代以来，由于喜马拉

雅造山运动，鄂西山地强烈隆起，江汉平原拗陷下降。介于二者之间的远安，西部也因地壳掀

斜，间歇性上升；中部地堑南北横穿，破碎断裂；东部受拗陷带的牵制，日趋沉降。整个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太平顶为最高峰，绝对高程I，3 2 5米，雷打岩为最低处，绝对高程

7 6米，相对高差l，2 4 9米，具有垂直地貌景观。

远安县地貌具有间歇性隆起的波状分带特征，与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由于县境4 O多条大小河流的水均自山岭奔腾而下，分别汇集于沮、漳、西三条大河，

形成向心状水系。这些大小河流，有的是长年流水不断，有的是季节性涨水，水量较足，落

差较大，水利资源丰富，有利于梯级开发。同时由于侵蚀山众多，地形切割较深，可以层层

拦蓄地表径流，发展自流灌溉。山地、丘陵都能拦冲筑库，盘山开渠，引水发电， 浇灌农

田。

(二)地貌类型对土壤的影响

远安县地形复杂．地貌多样。西部群峰叠障，丛山峻岭，中部河谷平畈，冲垄纵横，东

部低山起伏，丘岗绵亘。根据海拔高度和形态特征，自西向东，可依次戈4分为褶皱高山(海拔

l，200米以上)、剥蚀中LU(海拔8 0 O。r⋯⋯1，2 O O米)，溶蚀低山(海拔500—80 0

米)。切铷丘陵(海拔2 0 0 5 0 0米)、冲积平畈(海拔2 0 0米以下)、再切割丘

陵和溶蚀低Ln等五大地貌类型，纵观全县，很有规律，似马鞍形地貌特征。

由于内外营力作用，地层褶皱、断裂、升降、崩塌等活动频繁，山体的侵蚀、搬运和堆

积作用强烈进行。因此在上述地貌类型中。还可以分出山麓、梯地、山前平地、山间盆地、

沿河阶地和山谷槽地等中、小地貌单元，以及岗、岭、坡、萝旁、卡、垭、坪、坝、冲、畈、

专尚，湾等多种微域地形。

上述地貌类型、由于海拔高度、坡度及地表组成物质的不同，造成了耕作条件上的差

异，制约着光、热、水的再分配，从而深刻地影响整个农业生产和布局。远安县的沮西山

地，其中有一部分地区，由于地势高，坡度陡、土暖薄，使耕地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土地

开垦利用程度低，旱地在耕地中比重较大，占7 1％以上；而沮东丘陵，绝大部分地区，由

于地势平缓，坡度较小，：￡层较厚，耕地发展限制不大，土地开垦利用程度较高，水田在耕

地中比重较大，占7 8·7％。至于沮中平畈，由于地势低平、水源充足、土层深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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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对耕作非常有利，宜于各种作物生长。

地貌类型对山区土壤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海拔高度，坡度和地表组成物质三个方

面。

l、海拔高度的影响：远安县地形复杂，高差悬殊，相对高程1 2 0 0米以上。海拔每

升高l 0 0米，气温下降O·6。C，+i-。：t乎均温度稳定通过l 0。C的持续日数减少4——6

天，积温减少l 5 0——I 6 0。c随着海拔高度的抬升，水热条件、植被类型以及生物物

质的消耗与积累等将逐步发生变化，土壤的理化性：吠也将产生差异。如地带性的黄棕壤，当

海拔上升到8 0 0米左右时，其心土层的颜包表现出向鲜棕色过渡特征，即反映了土壤形成

过程的发育分段。因此把海拔8 0 0米以上的黄棕壤命名为山地黄棕壤。

2、坡度及山体部位的影响：岩层倾角犬的山体，其风化物则不断地被地表径流冲刷、

搬运至山脚，使土壤经常处于幼年发育阶段；凡比较平坦的山地或丘岗，土层一般深厚肥

沃，土壤发育程度高，剖面层次发生明显；凡切富I密度大的山体或单面山。马头山的顶峰，

其山顶多被剥蚀，风化物一部分残留，一部分搬走，山体上部及陡坡土壤，多表现为薄层粗

骨；缓坡、洼地及山麓土壤以堆积为主，土壤发育程度也高，土层也大多深厚肥沃。

另外，山体形态如果破碎崎岖，山高、坡陡，必然出现土层薄、砾石多、水土流失，岩

石裸露，往往使耕作土壤十公零散。

3、地表组成物质的影响：地表组成物质包括基岩、母质、风化壳及第四系地层等，对

成土过程有～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基岩风化的母质直接影响土壤的机械组成。如物

理性粘粒含量达6 O——8 0％的第四纪粘土沉积物，其土壤表层质地，大部为重壤级以

上。二是在综合自然条件下，某一成土因素(如岩石性质)的强烈影响，阻止或延缓了成土

过程，表现出明显的母质性状，形成一种独特，询土壤类型。例如在黄棕壤地带内，沮东丘陵

的一部分地区，由于石灰性紫色砂页岩中碳酸钙的强烈影响，阻滞了黄棕壤成土过程的进

展，使土壤性状保持了相对幼年阶段的岩性土，表现出踢显的紫色砂页岩风化的母质性状，

形成了与黄棕壤并列的紫色土类。同时在沮西山地石灰岩地区，由于岩溶作用的强烈进行，

土壤在发育过程中，虽然钙、镁不断的被淋失，但山体包在不断地被溶蚀而解体，土壤又可

以从母岩中不断地得至4钙、镁的补充，这就相对地延缓了钙、镁盐基离子的淋溶而形成了石

灰(岩)土类。在石灰岩地区，岩溶地貌相当发育，出现了众多的溶洞，伏流、盲谷及溶蚀

洼地等奇特的地貌景色，山间多陷藩小盆地。

(三)水文对土壤的影响

历代河流水系的下切侵蚀，改变了地貌景观徊土壤形成。出于流水作用，将山坡的风化

物质和土壤搬运到山麓的河谷，继而延伸汇集，形成平坝，泥砂淤积，年复一年，人类耕

种，逐年熟化，便成了潮土二E类。所以大小河流沿岸的耕作土壤，多沿水系向山地伸展，呈

树枝状分布。凡有地下水溢出或侧渗水渗漏的槽田、谷地均易形成冷浸田。一些积水难排的

低洼地，地表水常与地下水相连而形成烂泥田。稻区土壤的水分运动直接影响土壤的发展，

形成各种剖面构型，发育成不同亚类的水稻土，如潜育型水稻土亚类和沼泽型水稻土亚类
纳
1j1 o

1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