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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是不可取代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土壤普查，是为掌握土壤客观规

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制定农业区划，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实行科学种田提供依据和措施

的基础工作，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1 9 7 9)1 1 1号文件指示精神和省、州的部署安排，我县被列为全国

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第一批县之一。由于省、州的具体指导，县委、县革委和区社党委的重视

与支持，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参加及有力配合，从一九七九年十月起至一九八一年元

月止，完成了全县的土壤普查工作。

通过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的土壤资源及分布规律，各种土壤的理化性状和生产

性能，低产田土的面积、分布和障碍因素，总结了群众用地养地的经验，提出了因土种植、

因土施肥和因土改良的具体意见，为我县开展农业区划、科学种田以及农田基本建设提供了

科学依据。同时，培训了技术人材，普及了土肥知识，积累了大量资料，为我县今后土壤科

学的研究和土肥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便于成果应用，现将资料整理编写成《湖南省保靖县土壤志》。它是各级领导和业

务部门高度重视、热情支持的结果，是所有参加普查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也是全县有关部门和单位团结战斗的产物。

本志编写过程分工如下：第一、二、三、四章及附录一．由孙忠铭执笔；附录二由向正国

主持整理汇总；所有化验数据由李玉梅主持的化验室提供，各种图幅由覃儒信、游先卫主持

的图件组绘制。

在编写过程中，还承蒙州农业局，州土肥站舒沂庚、李振华、刘文通等同志审阅指导，

县农村办、林业局、水电局、气象局和社队企业局等单位同志提供各有关资料，谨此表示衷

心感谢。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收集资料不全，编写时间匆促，其中错误、缺点一定不少，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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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第一节 社会概况

Z

我县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中部。地处东经1 0 9 o 1N——
1 0 9 o 5 0，，北纬2 8 o 2 4，——2 8 o 5 5，之间。东邻古丈、永顺，南接吉首、花垣，

西与四川交界，北和龙山毗连。东西相距6 2．7公里，南北相距5 7．4公里，经测算总面

积为2 6 2 7 6 9 4亩。

据～九七九年年报统计，全县辖五区、一镇、四场(两个畜牧场、一个农场和鱼场)，

2 4个公社，3 6 0个大队，1 8 4 4个生产队，共4 8 1 3 0户，2 2 3 4 9 4人，其中

土家族1 1 2 4 6 0人，占5 0．3％，苗族4 6 9 9 5人，占2 0．5％，汉族6 3 0 1 0

人，占2 8．1％，其它民族1 0 2 9人，占1．1％，是个多民族聚居区。其中农业人I=I

2 0 7 5 9 4人，占总人口的9 2．8 9％。土地面积(田、土、山地)2 3 9 0 8 5 1·2

亩(普查测算为2 4 2 0 6 13 0亩，比年报面积多2 9 7 7 8．8亩，即多1·2 5％)，耕

地面积2 6 2 9 5 0．2亩(普查测算为3 9 0 2 9 9亩，比年报面积多1 2 7 3 4 8·8亩，

即多4 8．4 3％)，其中稻田l 3 8 5 3 8．8亩，(普查面积l 6 3 0 4 8亩，比年报多

2 4 5 0 9．2亩，多1 7．7％)旱土面积1 2 4 4 1 1．4亩(普查面积2 2 7 2 5 1亩，

比年报面积多l 0 2 8 3 9．6亩，多8 2．7％)，山地2 1 2 7 9 0 1亩(普查面积为

2 0 3 0 3 3 1亩，比年报面积少9 7 5 7 0亩，少4．6％)，其中林地面积1 0 7 0 2 8 6

亩(普查为1 5 4 8 5 8 6亩，比年报面积多4 7 8 3 0 0亩，多4 4·7％)，荒山面积为

1 0 5 7 6 1 5亩(普查面积4 8 1 7 4 5亩，比年报面积少5 7 5 8 7 0亩，少5 4·4％)o

按年报面积农业人口人平耕地1．2 7亩(田0．6 7亩，土0．6亩)，人平山地10·25亩。

全县有农业劳动力8 9 0 2 4个，占农业人口的4 2．8 8％，平均负担耕地2·9 5亩，

劳力较为充裕。有耕牛2 9 2 1 7头，其中能劳役牛1 6 6 6 2头，每头役牛平均负担耕地

1 5·7 8亩，畜力亦不紧张。

水陆交通和农业机械装备逐步发展。全县公路总长3 2 7公里，有2 4个社(镇)12 2

个大队已通汽车。酉水流经我县长8 1．3公里，沿河十个社(镇)终年可通行2 0余吨级的

机帆船。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 4 5 4台，2 1 0 9 8马力，人平0．1马力。其中耕作

机械2 3 9台(拖拉机2 3 4台)3 9 2 4马力；运输机械5 2台，2 8 4 0马力，农用水

泵6 0 5台，农用动力机械l l 2 7台，收割、植保及农副产品加工机械1 1 6 7 4件，对

发展我县农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农业生产情况

我县是农、林、牧相结合的县。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和红薯为主，其次为大、小麦、

黄豆等杂粮杂豆。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烟叶等。用材林和经济林有松、杉、柏、椿、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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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桐、油茶、乌桕、柑桔、核桃、板栗、梨、李等。牧业则主要是牲猪、山羊和养牛。

解放前，我县农业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苦。建国以来，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大搞农团基本建设，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据一九七八年统计，

粮食总产1 5 0 2 4万斤，棉花8 2 0担，油料1 1 6 0 0担，牲猪5 0 2 0 0头，山羊

l 8 3 0 0只，比一九四九年分别增长3．7倍、3．9倍、7．3倍和1 6．6倍。按农业人

口计算，人平生产主要农产品粮食7 2 5斤，棉花0·4斤，油料5·6斤，猪肉2 2·5斤，

分别比一九四九年的人平3 0 3斤、0．2斤、1．2斤、8．6斤增加了2．4倍、1倍、

4．7倍和2．6倍。

三午年来，我县为发展粮食生产曾经历了四大改革；

～、改常年冬泡为冬种绿肥。～九五四年始种草子3 4 0 0亩，六十年代发展到8 10 0

亩，七十年代扩大到5 0 0 0 0——6 0 0 0 0亩，占稻田面积的4 7％，培肥了地力，增

加了产量。～九七八年全县稻谷总产7 7 9 0万斤，比一九五四年的5 6 4 0万斤增长了

1．4倍。

二、改高秆品种为矮秆良种。～九六四年开始推广矮秆品种，现已基本普及，当前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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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肥等)占4 2．9％左右，海拔3 0 0米以下低平区有1 0％左右的麦稻稻、油稻稻、菜

稻稻、肥稻稻等三熟制。早土中以一年两熟(玉米+黄豆——冬闲，玉米+杂豆——冬闲)

为主占4 6．7％左右和部分一年一熟(经作——冬闲，玉米一冬闲，红薯——冬闲和杂豆
——冬闲等)，-一年三熟(麦子一玉米一红薯)、及玉米+黄豆——麦子(或油菜)——红

薯两年三季四熟制。

我县农业生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生产结构单一。-7九八O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3 3 7 8·5 2万元，其中农、林、

牧、副、渔所占比例依次为5 2．9 2％、王o．3％、1 5．4 5％、2 6．1 5％和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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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中粮食又占9 3％。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同我县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很不协调，不

是场长避短，而是就短舍长。

二、资源浪费较大。我县山地广阔、林业、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是优势。但自一九五八

年以来山地失误较大。如森林资源，一九五七年全县立木蓄积量为2 7 0．5 0 8万立方米，

一九八一年下降至9 7．6 0 9 6V]立方米，减少6 3．9％，森林复被率由5 8％降至43．7％。

油桐五十年代总产2 2．3 5万担，七十年代下降到l 3．5 3万担，减少3 9．5％。大面积

的草山草坡没有充分利用放牧。适宜我县栽培的柑桔、茶叶、板栗等经济作物亦未占到应

居的位置，一年生经作面积仅占耕地的5％以下，多年生经作因管理粗放单产很低：．如油桐

亩产只7～9斤、油茶2．6斤、柑桔5 0 7斤、茶叶只3．8斤。全县尚有1 0 5．7 6万亩

荒山，土地资源浪费很大。

三、水土流失严重。由于植被遭受破坏，水土流失比较严重，据调查统计，全县土地侵

蚀面积达1 4 7 2 7 6 4亩，其中片蚀面积l l 7．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 4．5 3％，沟蚀

的1 6．8万亩，占6．3 6％。计算每年全县被冲走表土约3 2 0多万吨。并导致各种自然

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壤养分低缺。据分析统计，全县耕地有机质含量偏低(即小于2％)的有186729

亩，占耕地面积的7 1％，速效磷较缺(小于5 PPM)的有2 2 1 5 4 9．4亩，占84．3％，速

效钾偏少(小于5 0PPM)的有6 3 8 0 8亩，占2 4．3％。不能满足作物高产的营养要求。

五、低产田较多。全县有各种低产田土面积l 1 1 4 3 1 8亩，占耕地的4 2．3 8％。

比一般田土低产1 0 0——2 0 0斤，严重影响我县生产的发展。

这些问题，全县各级领导和人民必须引起重视，采取相应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第二章土壤概遵

第一节 土壤形成条件

土壤是在各种成土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下形成的。地貌的多样性，导致水热状况的分

异；复杂的地质岩性，带来土壤形成的不同；多变的气候和诸多植被的繁衍，推动了土壤的

生成及发育。因此，要了解保靖县的土壤情况，必先了解地貌、母岩、气候及植被等成士因

素，耕地土壤还需了解人为因素。

一地形地貌

我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端，武陵山脉的中段，为沅麻猛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属湘

西北侵蚀溶蚀构造山原区。境内群山起伏，岭谷相问，山、岗、丘、平交错分布。西北部的白

云山高1 3岔0．5米，为最高海拔，东南部的吕洞山高1 2 2 7．3米，乃第二高峰，中部

为一中低山河谷地带，最低海拔2 0 0．5米。全县平均海拔4 7 2米，一般海拔3 0 0——

4 0 0米。整个地势西北和东南高，中间低，呈马鞍形。全县具有以下几种地貌类型：

(一)溪谷、溶蚀平坝。又分溪谷平坝和溶蚀平坝两种类型。前者为冲积成因，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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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溪河两岸，后者为溶蚀成因，分布于灰岩广布的阳朝、梅花、龙溪、迁陵、毛沟、比耳等

社境内。合计面积1 8 5 1 3 2·4亩，占全县总面积的7．0 1％，地面坡度小予5度，相

对高度1 0米以下。地势开阔、耕地集中、土壤肥沃，山地为黄红壤，早土为黄红砂土、灰

黄红土、马肝土和扁沙土，稻田多为潴育性水稻土，为我县的主要粮食产区。

(二)岗地。全县有4 2 7 8 3·8亩，占总面积的1．6 2％。多分布于溪谷溶蚀平坝

附近，经侵蚀(溶蚀)而成，海拔l 5 0米以下，相对高度小于6 0米，地面起伏和缓，坡

度小、土层厚，多为高产旱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

(三)丘陵。全县有l 3 0 2 0 0亩，占总面积的4．9 3％。海拔低于5 0 0米，相对

高度6 0——2 0 0米，坡度l 5——2 5度。土壤多为黄红壤和红色石灰土，旱土多红灰

土、扁沙土、马肝土和麻枯土。稻田多潴育性水稻土。山体下部，多开成溶田、排田和梯土，

中上部多为油桐、油茶、水果、松、杉、柏等林地。

(四)低山。全县有2 8 5 2 2．5亩，占总面积的1．0 8％。海拔3 0 0——5 0 0

米，相对高度2 0 0——3 0 0米，主要分布于水田坝、新寨、马联、糯里、吉家堡、坝木

溪、清水坪等大队一带。山体中下部为黄红壤和红色石灰土。土层较厚，多开成冲田、排田

和梯土，缓和的坡地，盛产油桐、油茶，松、杉、柏等用材林生长良好。

(五)中低山。海拔5 0 0——8 0 0米，相对高度3 0 0～一6 0 0米，全县可划为

牛角山中低山、天堂坡中低山和向家坡中低山三大区。面积为6 l 4 5 5 5亩，占总面积的

2 3．2 7％。山地为黄壤和红色石灰土，旱士多黄土夹沙，黄沙土，灰黄土和马肝土，稻田

多潴育性和淹育性水稻土a该区田土较多，林地面广，且有一定的草场资源，发展农、林、

牧业的潜力较大。

(六)中山。有1 3 6 0 8 9 5亩，占全县总面积的5 1．5 3％。海拔8 0 0米以上，

相对高度6 0 0——8 0 0米，坡度2 0——3 0米以上。主要分布于川河界，白云山和吕

洞山一带。山体高大、沟谷深切，田高水低，耕地分散，由于森林过伐，水土流失严重。山

地为黄棕壤，早土多为黄棕砂土和灰黄棕土，峡谷稻田多阴山冷侵田，山上多淹育性天水

田。对粮食生产不利，发展林、牧业大有可为。

总之，保靖县是以中低山、中山为主的山区，地形较为复杂、地貌类型多样，从而地表

切割剧烈，耕地分布零散，并形成各地特殊的地方气候，必然影响到土壤的形成发育状况，

致使本县土壤水平分布差异不大，而垂直分布比较明显的特点。

=母岩母质

我县出露的地层有元古界的板溪群，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二迭

系、三迭系及第四系，其中尤以下古界地层发育完好，寒武系分布面积最广。根据上述地质

来源，现就本县主要成土母质及分布情况略述如下。

(一)石灰岩风化物：二{三要由碳酸盐组成。由于沉积环境不同，岩层的厚薄及含碳酸镁

等其它杂质的多少也有差别。本县石灰岩分布广，面积为1 3 8 0 1 7 4．1亩，占总面积的

5 2．2 6％，种类多，据普查有石灰岩(包括薄层灰岩、厚层灰岩和泥质灰岩)、紫色灰岩、

硅质灰岩、磷质灰岩、自云岩和自云质灰岩等，在全县的分布情况大致可分四个区域：

1、南部自云岩、泥质灰岩、磷质灰岩分布区。主要在葫芦、夯沙、中心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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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南部厚层灰岩、薄层灰岩、自云岩和自云质灰岩分布区。主要分布在水田、涂乍、

仙仁、阳朝、梅花、水银、扁槽等社场。

3、西北部自云岩、厚层灰岩和薄层灰岩分布区。主要分布在普戎、龙溪、昂洞、迁陵、

复兴、清水、簸箕、毛沟、卡棚、白云山、黄连、比耳、隆头、拔茅等社境内。

4、中部、西北部紫色灰岩零星分布区。主要分布在复兴、昂洞、簸箕、毛沟、黄连、

比耳、马王、隆头等社境内。

上述这些石灰岩在一般情况下，风化层都不很厚，岩石裸露之处甚多，这说明其风化程

度并不很深，其风化物的机械组成较粘重，群众称之为“真土，，，土壤厚薄不一，透性差，

凝聚力强，PH值微酸性，中性至微碱性，大都缺磷少钾，是我县主要的成土母质，这类母质

发育的自然土壤有灰岩黄红壤、黄壤及红色石灰土。耕种后的农业土壤，旱土有灰黄土、马

肝土，水田有灰黄泥、马肝泥和鸭屎泥，在排水不良的情况下形成冷浸烂泥田等。

(二)板页岩风化物。有7 3 7 8 8 8·7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 7．9 4％。有寒武系

的炭质页岩，志留系的泥质页岩、砂质页岩和泥质粉砂岩等。主要分布于葫芦、夯沙、水田

河、中心、水银、普戎、昂洞、大妥、复兴、清水、簸箕、卡棚、黄连、马王、隆头、拔

茅等社境内。此类岩性软，节理发育，容易风化形成土壤，因其物理风化强烈，土层中多含

半风化岩石碎片，机械组成一般粗松，群众称为“沙土"。土壤微酸性至酸性，含钾较高。

由这类母岩发育的自然土壤有板页岩黄红壤、黄壤及黄棕壤，经耕种后的农业土壤旱土有黄

土夹沙、黄红岩渣土，水田有黄扁沙泥和青扁沙泥等。排水不良的形成青沙泥田。

(三)砂岩风化物。面积2 8 0 7 3 5·7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 0．3 3％。主要为泥

盆系中上统的石英砂岩，分布于川河界、白云山、香火山、灵角山山脉的山脊和山顶。岩石

坚硬不易风化，其风化物粗松、透水性好、淋溶作用强、养分含量低，发育成的自然土壤有

砂岩黄红壤、黄壤、黄棕壤，耕种旱土有黄红砂土、黄沙土和黄棕砂土，水田有黄沙泥、红

沙泥等。在我县东南部的葫芦、堂朗、夯沙公社境内，还有部分南沱冰绩砂砾岩，岩石十分

坚硬，剪切、球状节理发育，土层脊薄，肥力低，一旦植被破坏，极易造成水土流失，滑坡、

崩塌。

(四)近代河流冲积物(异源母质)。主要分布于酉水河和花垣河及其各条支流沿岸的

河谷平坝上。这些地区地形平坦，每当雨季洪水泛滥时，从上游带来泥沙沉积而成。一般土

层深厚、质地疏松，多为砂壤至粘壤土，土壤肥力较高，是我县水稻土的主要成土母质之一．

综上所述，本县具有多种多样的成土母岩母质，不同母岩的风化物在成分和性质上有着

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对本县土壤的形成发育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

响着农业特性。为了弄清母岩和土壤养分的关系，现引述南京土肥所化验桃源县之有关母岩

和土壤状况如下，以供参考(见下页)。

三气候条件

我县地处中亚热带北缘部分，主属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高湿多雾、垂直差异显著等特点。现根据本县气象站(海拔3 2 5·2米)的

十九年(1 9 6 0——1 9 7 8年)资料，兹将几项主要气象因素概述于次：

(一)气温、日照与无霜期。我县历年平均气温为1 6．1℃，变化幅度为15．5—17·l℃

之间。年极端最高温3 8．3℃，年极端最低温一4．5℃。月平均气温元月最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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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母质黄红壤、石灰土和水稻土的化学组成

成土 PH 蕊 S i02 Fe20 3 A1203 C aO Mg O TiO 2 MnO K20 N a20 F205

种类
母质 值 量％ ％ ％ ％ ％ ％ ％ ％ ％ ％ ％

红砂岩水稻土 5．20 4·75 81．56 1．7 6 8．49 0．31 0．61 O．39 O．02 1．71 0．37 O．062

砂岩
红壤 3．67 80．19 1．19 7．74 2．32 O．75 0．29 O．03 1．79 1．51 0．020

系列 母岩 1．80 85．01 1．26 7．44 O．42 0．68 O．23 O．11 1．83 1．43 0．011

板岩 水稻土 5．42 6·17 70．02 4．46 14．09 0．30 0．99 0．84 0．04 2．75 0．38 O．100

板页岩
红壤

5·75 60．03 9．21 18．25 O．17 1．28 O。84 O．11 3．59 O．56 O．13l

系列 母岩 6·59 63．01 9．69 13．45 0．56 2．65 O．53 0．77 2．60 1．36 0·098

石灰岩 红灰土 7．30 9．74 53．38 9．20 21．64 0。92 1．58 0．74 0．04 2．25 O．20 O．063

系列 母岩 45·87 2．05 O·74 O．15 28．8 g 2I．20 0 0．08 O．02 O．56 0．007

沅 江 水稻土 6·34 5·75 74。19 3．50 7r1．02 O．37 1．01 O．65 0．05 1．9 E 1．05 O·194

冲积物
系列 水稻土 5．1 C 5·7∈ 70．1 7 4。39 13．23 O．33 1．26 O．83 0．0d 2．6： 1．】9 O·154

七月最高2 7．2。。月平均气温高于1 0℃的有八个月(4—1 1月)，高于2 0℃的有

五个月(5～9月)，高于2 5．c的有二个月(7—8月)。稳定通过1 0．c起止日期相

间2 4 9天。≥1 0℃积温5 1 0 0·8℃。我县虽处中低纬度，太阳入射角高，但因山体高

大，雨日云雾较多，辐射受阻而总量偏少，年总辐射量为9 2．5 2千卡／厘米z。日照时数

多年平均为l 2 7 9·1小时，以7—8月最多，均在2 0 0小时以上，1 2月一2月最少，

在6 0小时以下。无霜期较长，历年平均达2 8 8天。

(二)降雨量与蒸发量。我县雨量较为充沛，历年平均为1 3 9 9．2毫米。平均降雨天

数1 8 1．4天，而月、季分配不均，全年多集中在4—6月，平均值为5 8 9毫米，占全年

的4 2％，且暴雨日次多，占全年的5 4％，常酿成洪涝灾害，水土流失严重。7—9月少

雨，平均4 3 1．7毫米，占全年的3 0·8 5％。年平均蒸发量9 9 1。2毫米，以7、8两

月最大，分别为1 5 9．5和1 6 1．9毫米，蒸发量超过本月的降雨量，故易干旱o

(三)湿度与雾。我县相对湿度较大，年平均为8 1％。各月平均相对湿度，除元月为

7 8％，其他各月均在8 0—8 4％之问。年平均雾日7 2天，全年各月均可出现，丙以秋

末冬初(1 0～1 2月)雾日较多，各在7．3—7．5天之间。

因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各气候因子垂直差异显著，且有规律地变化。据考察海拔每升

高百米则气温递攘0·5 5—0．5 6℃；至1 0℃积温减少1 9 4．8℃；日照少6．6小时；

降雨量递增3蟹毫米；无霜期缩短五天；冬春两季延长6—7天；夏秋两季分别缩短7—8

天和1～2天。从两形成山体不同层次的物候景观和土壤差异。

综上所述，我县的气侯条件，给土壤形成带来以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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