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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县厉史悠久，．秦汉时期属耒阳、三国吴孙亮析耒阳西南地置新宁、新平二县，晋

太元二十年并新平与新宁，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常宁，。至今一千二百多年历史。

本县位于湘江中游，衡阳市南部，东与耒阳县以舂陵水为界，南与桂阳接壤，西与祁阳相

邻，北界湘江与衡南、祁东两县相望。地理座标：北纬26。07’～26。36’，东径1】2。07。’～112。41 7。

南北长54公里，东西宽53公里：土地总面积2055．4平方公里，折合3083095亩，(与毗邻县

接边面积未控制，矛盾未处理)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其中林业用地1786078亩，占57．93％，

耕地702979亩，占22．8％(水田581493亩)，水面172521亩，占5．6％。1985年统计，全县共

有168686户，728800人，其中农业户151468户，，640618人。每平方公里354．6人，每个农业

人口占有耕地1．09亩，其中水田0．9亩。 ，、

1949年10月，常宁获得解放。50年6月设立10个N174个乡，52年6月调整为13个区，

2个镇273个乡，1956年撤区并乡∥全县共45个乡，2个镇。1958年撤消乡、镇，建立15个

人民公社。1961年调整体制时，设9个区，2个镇59个公社。1983年恢复乡的建制，现辖

9个区7，3个县属镇，54个乡，5个乡级镇，708个村，7754个村民小组。8个国营农林场

所。县境有水口山矿务局，省冶金公司217队，省地质局417队等省属厂矿，松柏化肥厂、衡

阳市焦厂i柏坊煤矿、大堡煤矿、裕民煤矿、大义山有色金属矿、煤气机修厂等市属厂矿。

本县境内公路比较发达，水系发育，溪流遍布，宜、潭、浯水纵贯县境流入湘江，交通方

便。地下矿藏丰富，水口山铅锌矿闻名世界，大义山锡金属储量居全国第二位。历年盛产

稻谷、茶油、牲猪和竹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采矿业比较发达的县。

本图编绘：肖向前陈富洲邓吉元



前 言

土壤在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动植物生长的基础，

是农业生产的宝贵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开展土壤普

查，掌握土壤规律，是加速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一项基础工作。

在省、地具体指导下，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

始，由于广大科技人员、干部群众共同的努力和各部门的紧密配合，历

时一年零十个月，到一九A-年六月全面完成了土壤普查工作。通过普

查，初步查清了土壤资源，分布规律，利用现状，理化性质和演变规

律；摸清了土壤的水肥状况，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土壤中存在的主要

障碍因素t总结了群众识土、用土、改土的经验，提出了用土改土的

主要技术措施；普及了土壤科学知识，为土壤普查成果应用培训了技

术骨干力量。

在这次土壤普查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县委、县政府的

主要领导唐恒久、刘积初、贺礼达、周治湘等同志在各种会议上作了

布署和安排，并多次作了重要讲话。县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圆圈同
志自始至终领导和参加土壤普查。省、地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人员，

多次来我县热情指导。县有关部门和各区、镇、乡干部群众多方支持．

在资料汇编中，地区农业局的领导和老师大力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为了系统地介绍我县土壤的特征特性，积累土壤科学资料，以便

园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和为农业区划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根据土壤普

查的结果，编写了这本土壤志。同时，增编了有关土壤肥料方面的常用

数据和基本知识，供农村乡、镇干部群众实行科学种田时参考。这本

l



资料汇编的执笔’除署名者外，其余均由毛忠义同志执笔编写。参加这

本资料汇编和整理的还有彭佰年、柏正荣、雷富成、胡日明等同志。图

件部份系由柏正荣、何庆生、李成宇、邱声豪等同志绘制。定稿、校

对柏正荣同志。封面设计唐尚志同志。由于我们专业知识水平低，加

之土壤普查是一顷新工作，缺乏经验，资料汇编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

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2

常宁县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常 宁’ 县 农 。业‘局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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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普查报告

为了查清全县土壤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继二九五八年第

一次土壤普查后，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j遵照国务院．(79)lll号文件

精神和省，地安排，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我们采取统一组织：培训专业队伍，．分区普查

和领导、技术人员、群众够三结合”的方法。从4，1个单位抽调国家干

部、职_T_188人(其中技术干部10lA)组成专业队和发动干部群众

7340人(其中区、镇、乡主要领导73人)于-九八一年九月进行了我

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经过准备：试点、．野外普查、资料整理4个阶

段，到一九／＼--年六月结束，：’历i时二-年零十个月。普查土壤面积

2656575亩，共挖主要剖面8970个。‘其中≯水E{56t16个，旱土143：1个，

山地1923个。辅助剖面8997个，’采集纸盒标本样7045个，·化验样品

31504个(其中地块样1 1557个，农化样812个，分俣剖’面祥’19135

个)，共取得化验数据821 13个，，绘制各种图件5543幅，汇总了14种

表格，40．7万组数据，写出咯种报告和专题材料142份，：基本土完成

了土壤普查工作。经省、地业务部门检查验收，在质量上符合《湖南

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i

‘、基 本 情 况

常宁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上游。一地处东经1．12。077··

l



1 12。41 7，北纬26。077——26。367。东以春陵水与耒阳县交界，南与

桂阳县相连，西与祁阳县毗邻，北以湘江为界与祁东i衡南县相望。根

据土壤普查，全县土地塍面积2161．’57平方公里，折合奠J3242359亩，

人平占有土地擘．2亩。其中耕地646134亩， (水田551473亩，比原上

报面积多．38．630亩；旱土92727亩，比原上报面积减少4382亩≈专业菜

地1934亩)，占总面积19．93’％，比原上报面积 342'48亩；山地面积

2179286亩(其中：包括石山i空埒隙地、特殊用地168844·．4亩)古总

面积67．21％；=水面2：2141l寓j占总面积6．83％；居民、工矿、交通

用地19552’8亩，占总面积6．3．％。概括起来，我县土地总面积的·构成

大体是：七山半水两分田j加上半分道路和庄’园。．

·九八一年。金县划．为9个区t两个镇，59个乡，两个林场，l

介农科所，．1介原种场，．7Q5个村，．7649个组，146039．?,农业户，农

业人口636305人。．每平方公里294人，．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Ql亩，其中

水田Q．86亩。全县共有劳力299852个，其中-一男劳力16．138．；个，女劳

力玉38471个，平均每令劳力负担耕地2．．15亩。全县有耕牛29·58．7头，

其中能劳役牛22516头^平均每头负担耕地24．49亩。各区镇乡基本情

况见表一。。 、

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总产值28年平均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31．1％。．农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盛产稻谷、红薯、小麦、高梁、大

豆、蚕、碗豆。粮食作物收入28年平均占农业总收入63．76％。一九八

一年农业总产值为16246万元，比一九五二年增加4．9倍。粮食总产量

达多]62454．66万斤，比一九五0年增加45346．41万斤，增加2．65倍，

每年平均增长9．47％。按粮食占地平均亩产l i 09斤，交售国家粮食逐

年上升，一九八一年达到12572．93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20．1％，农

业人平贡献200斤。在粮食生产中，以水稻生产为主，占历年总产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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