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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土壤普查是一项综合性、科学性．．生产

性很强妁技术工作。查清土壤资源，对于制，订农业规划，搞好农业基本建

设，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死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一九八。年九恳起，我县根据国务婉一九七八年lil号文件金国开

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精神，按照省、地委对土壤普查玉作的：布署，褪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和培训了一支以科技干部为主体，领

导、农民技术员三结合的一百五十二人的专业队伍，依靠基层，发动群众，

采取实地考查，评土比土，座谈访问，常规化验，资料整理，综合分析，

绘制图幅，撰写成果报告等程序，经过十八个月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全

县土地面积3101914亩的土壤普查任务。共挖土壤剖面13102个，其中主

要剖面10310个，辅助剖面2892个。在主要剖面中，水稻土9396个、旱土

483个、山地467个，平均每35．7亩水田、153亩旱土、5101亩山地有一个主

要剖面。取地块样10310个，农化样603个，分层样299个。全部进行了常规

化验，共分析样品11172个，计57173项次。写出县、社、大队土壤普查总结

报告328份，专题报告89份，绘制各种图幅788张，并给全县2706个生产队

发了土壤普查通知单。到一九八二年四月底，圆满结束土壤普查工作。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本县的土壤资源，揭示了土壤发生

发展规律和垂直分布规律；摸清了土壤类型的特征、特性、分布面积和利

用现状，测定了各种土壤的养分含量和酸碱度；查清了土壤的障碍因素和

各类低产田土的原因、及其改良途径，初步总结了群众用地与养地的经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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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为因地制宜布局农业生产，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咖速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提供7科学依据，同时对培训土肥技

术人材，普及土肥知识，促进当前生产，也做出了贡献。

这次土壤普查工作，还得到省、地有关业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溆浦、

通道、新晃、黔阳、辰溪等兄弟县的大力协助，使我县普查工作进展顺利，

基本达到了“规程”要求，在此表示感谢。本土壤志由县农业局刘乐荣、

唐前琪、张厚金三位同志编写。化验资料由曾冬秀、张蕙蓉二位同志整

理审核；图幅卣张厚金、黄瓤触同志审核。因为我们知识面不广，专业基

础理论水平低，加上人力不足，时间仑促，缺乏经验，缺点、错误一定不

少，敬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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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基本情况

第 一 章

概 况

芷江县位子湖南省西部。东邻怀化县与怀化市，南接黔阳、会同二县，西和新晃县，贵州省

铜仁县接壤，北与麻阳县交界。地跨东径l 0 9。1 7’3．|¨——l 0 9。。5 4’4 9¨，北纬

，2 7 7 0 4’1．2¨——2 7。。3 8
h

4¨之问，全县区划测算总面积2 0 9 8．9平方公里，

，折合3 l 4 8 3．5 0亩，占全省总面积的1％左右。其中耕地面积5 0 7 2 0 1．7亩，占

l 6．1 l％，(其中水固3 7 8 5 0 l亩，旱±1 2 8 7 0、◇’．7窟)林地2 2 3 7 3 0 0亩，

占7 1．0、6％；园地l 1 8 0 0亩，占O．3 8‰草地8 4 2 0 0亩，占2．6 7j|；；居宅、工矿母

地4 9 5 0 0亩，占1．5 7；i；j交通用地2 l 6、0 O亩，占O．6 9％，水域占地7 3 4 0 0亩。

占2．3 3％I难用地1 l 8 0 0亩，占O．3 8鬈。、

土壤普查总面积2 0 6 8平方公里，即3 1 0 1 9 1 4亩。其中水田3 3 3 8 5 6亩，占

总面积的l 0．8；|5；旱土面积7 4 0 2 5亩，．占2．3％(包括自留地l 8 7 6 2亩，果园面积

6 5 0 5声，，茶园3 5 9 7亩)；山地2 3 8 2 4 0 3．6亩，占7 6．8％(其中用材林

1 5 0 8 0 9 5．8亩，经济林2 0 4 9 0 0．5亩，荒山6 6 9 4 0 7．3亩)，水
肉7．6 7 4 4．7亩，占2．5％J道路5 7 1 1 3．5亩、宅地7 l 9 0 7．7亩、田塍和其

‘宅l 0 5 8 6 4．1亩，占7．6‰

全县共辖2 7个农村人民公社，一个镇，国营农场、林场、苗圃、园艺场各一个，下有2 9 9

个农业生产大队，一个蔬菜大队，2 7 O 6个生产队。6 3 l 5 2户，2 9 l 7 2 4人，其中农+

业人口2 6 7 4 2 O人，农业劳力l l 7 3 3 3人，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9亩(其

中水田1．4 2亩)，山地8．9亩，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县有耕牛2 7 7 4 6头，(其中服役牛．

1 9 9 4 0头)，每头负担耕地2 5．4 4亩。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6 1 1 7 3马力，每’8．4

亩耕地有一马力。其中大、中型拖拉机l 1 2台，手扶拖拉机2 9 9台，机滚船2 0 l台，共
1 4 4 2 7马力；排灌机械2 5 2 4台，3 1 7 8 9马力，植保机械1 7 3台，3 8 3马力，动力

收获机械8 3台，农业动力机械8．5 8台，9 7 8 5马九，农付产品加工机械3 3 9 7台，农甩

汽车‘子9辆，农业总投资1 7 0 9万元，耕地亩平3‘3．6 9元。大部分地区耐排灌、植保、

加工、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但农、林、牧、付、渔各业的主要作业祝献化水平

不高，适合山区特点小型农机具少，农业劳动仍然繁重和紧张。

县内交通较方便，湘黔铁路和湘黔公路贯穿东西，2。9个社(场)，和7 0％的大队通汽

车，公路里程长达6 8 5公里。?年水河经过县内十个公社(镇)1，流向怀化I清水河沿西南

迈境次垅、冷水溪两社流简黔节簖：帆船航程1 l 4公里，对沟通城乡物资，+支援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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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山区经济，发挥了动脉管的作用。

农村小水电5 6处，7 9台，l 4 7 1 9砥，全县5 0％的大队和4 3％的生产队有

电，巳建成的春阳滩中型水电站，待装机全部完备后，年发电量可达三万五千砝，开创了芷

江水电历史上的新纪元。

我县农业经济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林、牧、付、渔处于从属

地位。一九八O年全县“五业”总产值7 5 1 5万元，其中种植业占5 7．7 5％，林业占

6．9 3％，牧业占l 4．4 8％，付业占2 0．5 1％，渔业占O．3 3％。在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作

物为主，占7 9％，经作比重极小，仅占1 3．2 1；!；，其它占7．8 l；}：。上述比例关系，集中反映了我

县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化突出，它同本县丰富的自然资源相比很不适应。二是农产品结构以自给

痼足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一九八O年农村交售的商品总额l 7 3 9万元，占当年五业总产

值2 3 n／，人平6 5元。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低，粮食2 6．1 3％，食用植物油3 5．7、6‰肉食

，晶2 5．6 1％，木材2 2％。农村缺乏商品交换能力，是农民增加收入不快不多的症结所在。三

是农业生产发展很不稳定，三十多年来，我县农业生产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一九四九年至

一九八0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由3 1．9 9万亩扩大剜6 0．9 2万亩，粮食总产由8 4 6 5

万斤增加到2 7 7 6 5万斤，增加2．2 8倍，人平产粮由5 4 2斤增加到1 O 4 1斤，增

长9 2 5}：；向国家贡献粮食由1 1 4 6万斤增加到6 7 5 0万斤，增长4．9倍，油菜子总产由

3 5 O 0担增加到6 2 4 J9 6担，增长l 6．8倍；烤烟、麻类、药材、柑桔、茶叶等经济作物和

畜牧业生产都有发展。随着生产增加，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但是农

业生产的发展很不稳定，三十一年间，粮食年均递增3．9％，但年际间的产量波动大，与

上一年比较，有十六年增产，十一年减产，四年属恢复性质l减产幅度大的三年，即一九

六O年总产l 3 1 6 3万斤，比上年减产2 3．3％，掺近一九五一年的水平；一九七二年总

‘产l 4 l 3 4万斤，比上年减产2 4．3 2％，一九八一年总产2 0 8 6 4万斤，比上年减r
2 4．8 6％，退到了一九六七年的水平。油菜生产也是十五年增产，十六年减产，一九八

一年才创历史最高产量。畜牧业的发展趋势与粮食生产相关，牲猪存栏比上一年增加的十

五年，减少的九年，属恢复性质的七年；一九五八年"_-T丁i 7-存栏达3 0 5 0 0头，过后二

十三年，徘徊在2 7 0 0 0头左右。

第二节 我县土壤工作的成就和主要问题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毛主常、党中央十分关心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草案中指．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增加肥料，改进施肥方法，改良土壤，开垦荒

地，扩大耕地面积等是增加农业生产阿主要措施，要求用各种办法，把瘠薄的土地改造成j巴

沃的良田好地。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发出了深耕和改良￡壤鲥重要指示，同年，毛主席总结

了我国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把土字放在首位，“有土斯有

粮"· 曾

三十多年来，我售入民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开聂了大规攘的水剥建设和墙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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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1、兴修水利，建设高产稳产农田。解放前，我县农田水利设施很少，基本上靠天吃

饭，据历史资料记载：全县只有一千多口山平塘，四百多座水坝，蓄、引、提水总量一千万

方，稻田亩平3 2．3方，旱涝保收面积仅二万五千亩。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与支援下，艰苦奋战，兴修中型水库三处，小(一)型水库十七处，小(二)型水库九十

八处，水轮泵站二十七处，骨干山塘三百三十四口，山平塘五千四百口，购置抽水机械二千

三百七十台，2 9 6 8 9马力，全县蓄、引、提水总量达到一亿八千四百九十二万方，稻田．

亩平四百三十九方．有效灌溉面积2 5，6 6万亩，人平O，9 6亩，旱涝保收面积1 9．9 9

万亩，人平O．7 5亩’高产稳产农田面积1 1．2 7万亩，人平0．4 2亩。

2、增施肥料，提高地力。解放初期，肥源主要靠农家肥和自然肥料，亩乎三十担左

右，施肥水平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合作化时期，大力推广醴陵县“四勤八有”积肥经

验，六十年代大面积推广红花草子，全县绿肥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左右，各种有机

．肥料用量，耕地亩平4 6．5担l七十年代初，由单一使用有机肥转向有机肥与工业化肥相

结合，一九七八年县氮肥厂建成投产，氨索化肥大量增加，耕地亩平氮肥5 7．5斤，磷肥
l 4．6斤，钾肥1。8斤。 ．

3、改冬泡为冬种，增加复种指数。解放初期，我县有阴山冷浸壕田和大水垅田十万多

亩，冬泡田七万余亩，由于土体长期渍水，产生潜育现象。六十年代，开展了群众性的冬泡

改冬种，使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冬泡田改种了一季冬作物或绿肥，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大水垅田

有了排洪排浸沟；为增加复种指数创造了条件。二九四九年全县复种指数为l l 0％I一九
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为1。5 0％；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为1 7 0％；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

。年为2 2 4％。

我县土壤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从合理利用、改造、保护土地资源，促进．

土壤生态平衡方面来看，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森林资源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加剧。

长期以来，人们靠山吃山不养山，对森林实行强度过量采伐，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

年，林木年均型长量l 2．3 7万立方米，资源消耗量l 6．2 6万立方米，消耗量超过生

长最2 3．9％；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0年，林木年均生长量l O．2 5万立方米，资源消

耗量1 7．8 8万立方米，消耗量超过生长量4 2．6％，因而，森林资源急剧下降，活立

木蓄积量由一九五七年的3 7 6．3 2万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2 9 1．3 4万立方米，·下降
2 2．6％，人平立木蓄积量由1 8．4 9立方米，减少到1 O．9 3立方米，下降4 0％，

森林复盖率由5 7．6％下降到4 2．7％；产材公社由2 5个减少到l 8个。目前，有I，．

个公社1 O 8个大队木材不能自给。过量采伐固然是对森林资源的极大破坏，而毁林乱垦，

广种薄收，也是对森林资源的一种浩劫。六十年代初，刀砍火种面积达3 0多万亩，随后叉

盲目扩大开荒地，从坡脚一直挖到坡)页，种二、三年后就抛荒，现有l 2．8 7万亩旱土中，

坡度超过2 5度的有五万亩以上。．

这种掠夺式的经营方法，粮食增产无几，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一是水土流失：

严重l一九八O年，全县水士流失面积8暴7．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 0．8 6％，．比解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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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初期增加近一倍。其中轻度流失面积占7 5％，中度占1 4％，强度占1 0％，剧烈占l％。

全县年均侵蚀模数为6 5 6．3吨／平方公里，每年流失泥沙约l 3 7 7 5 O 6吨，平均流失

土壤厚度O．4 3 6毫米，相当损失8 3 l 6．7亩耕地的表土层，二是大量有机质和无机盐

类被淋溶冲走，土壤肥力、明显下降。据测算，土壤中每年流失碱解氮1，2 4吨，磷1 8吨，

钾1 5 2．7吨，等于本县一九八0年化肥施用量的2．2 3 jf：。三是山洪冲毁稻田，如新店坪、

上坪公社境内的柳林溪，全长1 8公里，原有大小深潭1 3处，因两岸山坡开荒面积多，加

剧了水土流失，深潭基本淤平，河床抬高，洪水排泄不良，溪流多处改道，冲毁农田2 0 0

多亩。四是淤积水库、山塘，降低了工程效1箍，全县所有山塘、水库，每年淤积泥沙约5 2．3 1

万吨，减少蓄水量3 4．8 8万方，减少灌溉面积8 9 2亩，如上坪公社的仲黄坪水库，库容

1 O 4万方，修建六年，现已淤积泥沙2 5．7 9 9万方，占库容2 4．9％，照此下去，

该庠2 5年可能淤平。孵是水旱灾害加剧，五十年代，植被较好，水土流失较轻，只发生较

大旱灾一年，洪涝六年，受灾4 1．7 6万亩，减产3 0 6 6万斤，六十年代植被破坏严重

水土流失加剧，发生大鼍四年，洪涝三年，受灾5 6．1 3万亩，减产9 O 6 7方斤；七十年

代抓了一下封山育林与人工造林，森林复盖率回升到4 2．7％，但开荒和全垦造林面积瑁

大，仍发生大旱三年，洪涝四年，受灾9 8．0 2万亩，减产l 0 5 7 6万斤。所有这些，

都是由于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招致)弋自然对我们的惩罚。

(二)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瑶，山地优势得不到发挥。 ⋯

长期以来，我们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只注重在“一分"田里建粮仓，忽视在“七分"

山上造银行。全县适宜发展多种经营的山地2 3 3．3 3万亩，人平8．7亩．为耕地酊4．6

倍，历年统计有林分地8 4．9 5万亩，只占宜林山地3 6．4％，疏林、灌木、荒山、草

地共l 4 8．4万亩，占6 3．6％。据考察：适宜发展用材林、薪炭林l 4 8万亩，现有
5 6．6 7万亩，只利用3 8．9 2％，适宜发展楠竹、小杂竹2 O万亩，现有1．1 2万亩，

只利用5．6％I适宜发展油茶、油桐林4 5万亩，现有2 4。6 6万亩，只利用5 4．8％，

且稀、老、残林较多I宜于发展果、蜡，栗、茶、棕的2 0．3 5万亩，现有2．6 4万亩，

只利用l 3．2％，野生经济植物资源的利用率不到1 O％，由于山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

琏利用，历年多种经营产值只占五业总产值的3 8——4 2％，尤以林业产值低，仅占

6．9％，林地亩平产值2．2 3元，即是按有林分地算，亩平也只有6．1 3元，许多山区土

特产品产量也大大下降了，桐油比一九五八年9 5 0 0担减少7 O．5％，茶油比一九七四年

8 4 2 O担减少2 5．1 8％，白蜡比一九六八年减少8 7．8 3％，水果比一九六二年减少

5 2．2 3％，其它棕片、板栗、玉兰片减少更多；适宜山地旱土发展的经济作物，如花生比

一九五九年减少8 2．3％，烤烟比一九七六年减少8 6．2％。群众批评我们： “缠在田

里，误在山上”，是非常中肯的。

IjI地利用差，固然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任意占用耕地，也是对土地资源不珍惜
的一种表现，兰十年来；稻田减少2’7 7 2 6亩‘，其中修山塘、水库、渠道淹田l 5 3 9 1

亩，修筑公路、铁路、机耕路占田4 9 9 8亩，修电站占田4 4 5亩，工矿占田8 7 2亩，

机关、学曳占田5 4 7亩，社员修房屋占田4 8 2 5亩，地裂和山洪冲毁稻田l 2 6 0亩，

新基稻田7 4 0 4亩，增减两抵，实际减少稻田2 0 5 2 2亩，占水田面积5．4 2％。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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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部分占田是必要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少占或不占的。“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晦

物质基础"。“有±斯有粮’’。因此，必须十分珍惜每一寸土地。

(三)用地不注意养地，土壤肥力甘趋下降。

由区肥源较广，六十年代以前，增产依靠有机肥料。主要淝源有；

(1)山青。群众历来有用山青的习惯，分夏，秋两季使用，夏初使用为“春草”，即在1

“立夏，，前后割取幼嫩的阔叶灌木梢叶翻沤入泥，每亩1 O 0 0—一l 5 O O斤左右；秋末冬

初再刹青翻沤泡冬，称“秋草”或“冬草”，也有四季割草叶垫栏或插秧后直接将草、叶踩

入禾行，称“禾蔸秧草"。山青是我县主要野生肥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增加土壤有

机质，改良土壤理化性状和增加氮、磷、钾有效养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农家肥，是当前主要有机肥料，包括厩肥，人粪尿、杂肥、地灰等．

(3)绿E巴桔秆等，包括菜花、蔷油菜、互：豆苗，红花草子等。

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土壤需肥量越来越大，而施肥结构不台理，即化肥多，有机腮

少，氮肥多，磷钾肥少，导致土地瘸薄，’肥力下降。我县有机肥的主导为绿肥草子，山青及

人畜粪等。绿肥种植面积自一九七四年以来逐年下降，--Jh／k 0年种植面积为。一九七四年的

8 0％，由于品种混杂，种植技术粗放，单产越来越低，较严重的是施用山青面积大犬减

少，目前只有5万亩左右，占稻田l 5％。一方面是由于山青资源遭到破坏，刹山青困难，

再方面由于双季稻面积的扩大，劳力与季节矛盾较为突出，栽插工夫挤掉了刹山青的时间，

因此，施用山青的面积与单位面积施用量都有所下降。自氮素化肥犬量生产后，化肥施用量
急剧上升，全县稻田平均亩用量7 2厅，其中磷肥亩平仅1 9斤，钾肥3．3斤。氮、磷、

钾三要素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如缺一素即影响其余二素的肥效，目前全县有4 8％晦

稻田，5 2％的旱士和9’l％的山地缺磷，’因此，增施磷肥应视为今后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

之一。据调查，在缺磷稻田申每亩施磷肥5 0斤左右，当年可增产稻谷l 2 O—l 3 0

斤。土壤酸碱度对肥料的选择性大，直接影响作物生长。过去，由于没有化验资料，在碱性．

田施石灰，在酸性田施用酸I巨肥，加剧了土壤的“碱化”与“酸化”。施肥不平衡，近田，

肥田施肥多，边远田，瘦田施肥少。可见，因土施肥是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措施中的主要课

题。耕作制度的改革，两熟与三熟面积扩大，长期忽视合理轮作，导致水稻土次生潜育化面
积已发展到占稻田总面积的1 1．9％。对农业的持续增产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四)低产图覆积大，改良士壤任务艰巨。

三十多年来，我县在改良土壤方面虽然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就，但低产团的比例不
小，据普查统计，全县还有6 4 2 8 8．4宙淹育性水稻土和5 4 3 l 7亩山壕田、冷浸混

田、大水垅田，两项合计l l 8 6 0 5亩，占稻田总面积的3 5．5％。前者无水利设施，

耕作层浅，缺肥料，后者地下水位高，全层潜育。产最长期低而不稳。

／



第 二 章

土壤概述

第一节 我县土壤形成的地理背景

我县土壤是在各种成土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多种多样的地貌类型，错综复杂的地

偾岩性，变化多端的气候条件及各种葫植物的繁衍和人类生产涪动，．都赋予土壤的发生发展
●}

，

极其深刻的影响。
‘ i

一、地貌与土壤形成的关系：．

我县地处云贵高原东缘，北属武陵山系影响j西受无雷山脉控带Ⅱ，地势由北西向东南方

侮倾斜，中部凹陷，最高点为北部西晃山之金顶，海拔1 4 O 5米i最低点为南端犬垅公社

大会溪口，海拔2 0 8米，两地高差1 1 9 7米。境内北部，西部，西南部为中山、’中低山

区，地J势高峻，山峦叠蟑，海拔8 0 O米以上的山峰有9 7座，其中1 0 0 0、米以上的2 4窿，

耕地少而分散；东部和东南部是渡状起伏的高丘，海拔一般3 O 0—5 O O米，相对高度一般-l⋯0 0 2 0 O米，丘陵之间坳沟凹地比较发育，多开辟为水田旱_!±．；中部低丘岗地，

诲拔多在2 5、O——3 0 0米，相对高度6 O米上下，地势平缓开阔，稻田集中连片，，浒水

自西向东，蜿蜒中部偏北流向怀化，沿河两岸盆地，发育着l——4级河床阶地。综合全

县各类地貌类型所占比例，山地6 O．6 7％，丘陵2 9．5·9％，岗地4．4 4％，平原

&．O 1％，水域2．2 9％，山地丘陵共占县土总面积的9”0．2 6％，显示芷江属山地丘

’陵为主的山区县。在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形态中，自东向西有四个较大的盆地，’即中部芷江

盆地(包括垅坪、岩桥、麻缨塘、竹坪铺等公社的大部分)；东部罗f日盆地(包括罗旧、艾

头坪公社大部分)，西部新店坪盆地(包括新店坪、上坪公社一部分)；中部偏西士桥盆地

(包括土桥、杨公庙公社一部分)；。这些盆地，是以其红岩广布和紫色土发育以及光、热条

件较好而有男0子周围山地，所以芷江又具有山间红岩盆地的特点。在这种地理位置与地貌特

征的影响下，我县土壤的水平地带性分异不明显≯因为南北同处一个纬度(‘北纬2 7度)‘，。

东西同处一个经度(东经l 0 9度)、；而土壤的垂直地带性差异却十分明显，：其规律是：’

1、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自然土壤的垂直地带谱明显，以西晃山为例，海拔2 7 3至

1’4 0 5米，从山麓到山顶，土壤类型大不相同，海拔5 O 0米以下为亚热带常绿针叶、阔叶林

红壤带，海拔5 0 0——8 O 0米为暖温带常绿针叶、落叶阔叶林山地黄红壤带，海拔

8 O O——1 O 0 O米为常绿针叶、阔叶混交林山地黄壤带；海拔l O 0 O——l 2 0 O米为

．温暖带灌丛矮林山地黄棕壤带；海拔1 2 O·0米以上为温带禾本科草丛草甸土带。耕作土壤

：的地理分布，因地貌影响，也有垂直分布的特点，全县稻周3 3 3 8 5 6亩，分布在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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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0米以下的垒0．0 4万亩，占6 o．℃5％，坪田、岸田大多为潴育悻水髑土，。洼任f；。大
水垅田大多为潜育性水稻土；海拔3 5卜～4 5 0米之间的9．7 1万亩．占2 9 j 0 gi％j’：

’ ，一

大部分梯田为潴育性，一部分为淹育性，山冲壕田是潴育性与潜育性兼有；海拔4 5 l米以’

上的3 6 3 5 6万亩，占1 o．8 6％：大多属淹育硅水稻土。。”
⋯

’～i一_’

附：芷江县土壤垂直分布示意图：
、



2．，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和雨水长期淋溶结果，土壤酸碱度也呈规律性的变化。以晓坪

公社兰水大队肖家湾生产队为例。丘顶稻田为酸性浅紫泥，PH值5—5．5，丘坡中部稻
田为电性紫泥田，PH值6．~6—7，丘脚冲田为碱性紫泥团，PH值8以上，这种上酸下
碱规律，是形成我县广大紫色土地区偏碱稻田比例较大的重要因素。

3、随着地形部位的变化，同一母质发育的土壤其质地呈现带状分布规律。如薪店坪盆

地，摒林溪从盆地审穿过，靠近河床酶河沙土，质地沙土，贴着河沙土里边便是石底河沙田，

质地沙壤；离河床稍远，贴着石底河沙田里边的是河沙泥，质地壤土；地势较高，靠近丘陵

基部，离河床远的地段，为河潮泥，质地粘壤。土壤质地不同，其耕性、通透性、保水保肥

性也大不一样，从而，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提供了科学依据。

=、地质与土壤形成的关系；

在地质的内外压力作用下，我县出露最古老的地层是元古界冷架溪群和板溪群，而分布

最广的是板溪群地层，其次是晚元古界的震旦系地层也有部分带状出露，古生界出露的地层

有寒武系，石炭系和二迭系，面积都不大，中壁界有少量三迭系和侏罗系地层出露，而白垩

系的地层在县境东南部出露较多，新生界出露的地层是第三系和第四系，多种地层的出露，

不仅给我县地貌以深刻的影响，而且提供了多种成土母质。

·l、板页岩母质：

是元古界板溪群地层所组成物质之一，广泛分布于我县北部、西部及西南部的中山和中

低山地区，面积1 7 8 6 1 6 2．4亩，占全县总面积的5 7．5 9％·板页岩在长期的风化

作用与生物作用下，母岩颜色有灰黄色、青灰色、灰紫色等。母岩有泥质胶结的、沙质胶结

韵和铁质胶结等，这类岩石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质地细腻，多为壤土至粘壤土；也有少

数为沙壤。土壤一般呈酸性、微酸性或中性反应。保水保肥能力较强，植被复盖率较高，水

土流失较轻，有机质含量3—5％。板页岩发育的水稻土为黄泥田和扁沙泥田为主；旱土
以黄泥土、黄红岩渣土和岩渣子土为主，山地土壤以板页岩红壤、黄红壤、黄壤和黄棕壤为

主，也有少数的山地草甸土。这种土壤适宜营造杉木、楠竹、松柏和樟、梓、楠、拥等用材

林以及柑桔，油桐，油茶、漆树等经济林。遥种农作物有水稻、玉米、油菜、黄豆、马铃茹等。

2，紫色砂页岩母质

·紫色砂页岩是谊垩系至第三系的地层组成物质之一，分布于我县中部和中南部低丘、岗

地、高丘、低山地区，面积l l 8 6 6 8 7．8宙，占全县总面积的3 8．2 6％。紫色砂页

岩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与整物作用下，发育为紫色±，土体呈紫红色，层次不明显，土壤质地

较粘重，多为粘壤至粘土r湿胀干缩，耕性差，通透性不好，但也有发育予紫色砂岩的紫沙

土，质地为沙壤。一般紫色土星中性和碱性反应，但我县紫色土由于雨水较多，淋溶作用较

强，也有很大一部分呈酸性至微酸性反应。紫色土矿质养分含量较黄泥土高，但有机质含量

较低。紫色土地带的植被较差。风化剥蚀和流水浸蚀作用强烈，水土易流失，故要特别注意

水土保持。紫色土韵适种性不如板页岩发育敢黄溽土广泛·山地土壤不宜杉木生长，只宜营

造马尾松、苦栋，香椿等用材林，适宜自栎、黄栎等薪炭林，适宜乌桕、油茶，千年桐、枣

树、女桢等经济林，适宜农作物宥水稻．红茹、蚕豆、高梁、甘兰型油菜、烤烟等。



3、石灰岩母质

石灰岩是石碳系和二迭系地层的组成物质之一，零散分布在公坪公社的桐树溪大队，水

宽公社的石担、泥溪垅大队，罗卜田公社的半冲大队，冷水溪公社的冷水溪大队，碧涌公社

，的龙山大队和上拶公社的上坪大队等地，面积r-2 6 5 6亩，占总面积的0．4 l％。石灰

岩发育的土壤多见于石!i!顶部，岩隙或谷地低平处，植被多属喜钙性的草灌类型，石灰岩富

禽碳酸钙，腐植质与钙大量结合，在表层大量积累而使土壤呈暗黑色，一般土层不厚，多为

A——c或A——D构型，表土凝绪’．，质地粘重，通透性差，土壤呈中性至碱性，也有呈酸

性反应的。由有石灰反应的石灰岩母质发育的水稻土为灰泥田；由石灰岩缸—母质上形成的水

稻土为灰黄泥，碳酸盐被淋溶，铁、铝含量高，呈微酸性反应。石灰岩山地植被破坏以后，

很难恢复，因此，觋多为灌木草丛，母岩裸露地表。

4、砂砾岩母质
七

砂砾岩是侏罗系和三迭系地层组成物质之一，零星分布在洞下场，周坪，桃花溪，

等地，面积3、9 7：9 5亩，占总面积的1．2 9％。砂砾岩母质发育的土壤土层浅，质地粗

糙，通透性好，呈酸性反应，含钾较丰富，其他养分缺乏。此类土壤适宜油茶、马尾松和薪

炭林，不适宜杉木与果树生长。砂砾岩发育的水稻±，耕作层浅，沙壤居多，不保水不保肥，

掺漏严重，易受干旱，产量不高。

5、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

四纪红色粘土，为新生界第四系地层松散堆积物。’群众叫“黄土”，多复盖在紫色砂页岩

上面，土体淀积明显，有卵石层，其深处有黄、自、红相问盼网纹层，土层深厚，‘粘性，通

透性差，呈酸性反应，小块分布在我县县城附近的东门口、七里桥、畅风坳、陈家台一带，

面积1 7 6 2 9亩，占总面积的O．5 8％，该土壤肥力较低，但只要增施有机肥料，调整

泥沙比例，酌量施用石灰，利用价值还是大的。
?

6、河流冲积物母质

河流冲积物母质包括各种岩性的风化物及其发育的±壤，大量分布在?午水河沿岸的骱地

及开阔地带；山地、丘陵地区的小河、小溪的出口处或溪流迥旋地段亦有出现。由河流冲积

物形成的土壤有5 8 9 1 3．2亩，占总面积的1．9％，大部分已垦为水田，也有一j部旱

士，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沙壤至壤土，呈微酸性至微碱性反应，养分含量丰富，土壤肥力

较高，适种性广，是我县粮、棉、浊、菜的高产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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