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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书

通城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办公室，根据国务院 [1979] 111 

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统一布置，组织专业队伍，从

一九八一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在全县推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

作.

咸宁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办公室，受湖北省土壤普查办

公室委托，组织土壤成果验收组，按照《全国第二次普查暂行技术规

程》和《湖北省第二次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通城县第二次土壤

普查各项成果进行了全面审查，结果是:

一、通城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方法、步骤和操作，符合《规程》

要求:野外详查质量达到了《规程》的标准;土地、土壤资源基本查

清.

二、县级成果图件齐全，土壤普查资料、实物标本齐全，保存完

好。

三、各种成果图件的编绘程序和缩放方法，符合《规程》要求，

审核、校对比较严格，错漏图斑少精度较高，县级成果图件整饰质量

较好。

四、面积量算方法、程序符合《规程》要求.

五、土壤化验项目、方法均按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拟定的《土

壤理化分析操作规程》进行，分析项目中的速效何、有机质、全氮、机

械分析、代换量、全磷、全钳、PH值。经抽样检查，合格率均在80 ，*

以上，速效磷合格率在70% 以上，达到了省规定标准.



六、土壤工作分类原则和分类系统符合《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工作分类暂行方案>> • 

七、基本查清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主要障碍因素，初步总结了

群众合理利用土地和培肥改土的经验，并提出了改良利用的措施，为

农业区划及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同时做到了边查边用，部分成果已

开始在生产上应用，有些已取得可害的成效，

八二普及和提高了广犬干部、群众、技术人员的土壤科学知识水

平，为培养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审查结果表明:通城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符合《湖北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技术规程》要隶二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质量标准，同意

验收.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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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开展土撬普查，查清土地资源，摸清土

壤底细，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据国务院1979年

111 号文件的精神，按照省、地对土壤普查工作的部署，我县于1981年

9 月至1983年 3 月，按全国第二次土壤普主规程要求和湖北省补充规

定，历时 1 年零 7 个月，完成了土壤野外调查、分析化验、制图和资

料整理。经省、地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办公室验收合格，发给合

格证书。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会书共九章，

主要介绍通城县的土壤类型、分布特点，论述了土壤形成、发生分类、

理化性状和主要存在问题，并分区说明了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和措施，

对高产土壤的肥力指标和低产土壤的障碍因素作了剖析，提出了高产

土壤培肥的目标和低产土壤改良的途径。汇编了全县土壤普查成果应

用典型事例，以及土壤普查成果图件、表格等，同时，在土壤志附件

中，对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野外调查、分析化验，土壤制图、面积

量算和资料整理等工作进行了总结。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p 是在县委和县政府直接领导和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土壤普查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土

壤普查办公室领导、专家的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兰大，时间紧，加之技术力量不足和工作水平

有限，本志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设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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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经济概况与成土条件

第一节概 况

通城县位于鄂东南边缘丘陵山区，幕阜山北麓，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跨东径113 0 36' 一

114 0 04' ，北纬29 0 02' 一29 0 24' ，京{在江西修水，南连湖南平江，西 l脂湖南岳阳、临湘，北

接本省袭用。 1起南京、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校为平坦开放，地势由南向北倾斜，陆水河~

源于本县。

县境东西民约45公里，南北宽约39公里，总土地面朝1 ， 129.29平方公里。其中海拔100米

以下的河谷平阪占5.57% ， 101-500米的丘陵占82.38% ， 500米以上的山地占12.05% ，丘

陵为主、平吸、低山、中山兼有的地貌地形。境内海拔最低点78米〈渭水公社小井大队乌龟

咀港边) ，最高点1.528米〈黄龙山公社只角楼顶峰) ，相对高差1 ， 450米。

据1982年统计，全县行政区划有22个人民公社 1 个县辖镇， 1 个农科所， 1 个原种场，

8 个林场 2 个茶场， 327个生产大队， 3 ， 339个生产队， 69 ， 154户(其中农业户 64 ， 085户) , 

372 ， 386人(其中农业人口 347 ， 612人) ，男女整半劳力131 ， 165个。根据县区划办统计资料，全

县林荒地面积为112.1万亩，耕地36.2万亩，水面8.7万亩。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约占有山

地 3 亩，耕地0.9亩，水面0.3亩。总的晚念是山地多，耕地少，水面窄，土劳负担较轻。

通城县自然条件宜于农业生产，主产粮、梅、茶、猪、桑、药材等，矿产有长石、瓷

土、云母、石煤、录柱石和坦锯等，工业有陶瓷、酿酒、造纸、印刷、市IJ茶、制伞、针织

等。公路四通八达，社社可通汽车，商业购销兴旺，网点遍布城乡，市场繁荣。

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先进

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主要农副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以 1949 年与 1982年

相比，粮食总产由1. 1亿斤增加到3.32亿斤，增长 2 倍多，平均每年递增率为3.4% J 油料年

产由1. 84万担增加到5.30万担，增长1. 93倍，平均年递增率2.4% J 牲畜存栏由4.02万头增

加到14.7万头，增加2.66倍，平均年递增率 4 %，茶叶产量0.36万担增加到1.65万担，增加

3.6倍，平均年递增率4 .7%。社员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982年人平收入232元〈包括

家庭付业收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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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解放初期的工业总产值仅94万元， 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3 ， 655

万元，增长38.8倍。农业机械装备逐步得到改善，至1982年底，拥有20马力以上的农用拖拉

机104台，农用汽车108楠，手扶拖拉机1 ，3-39台，电动机1 ， 812台，柴油机1 ， 479台，机动喷

'雾器380 台，农机总动力远6.6万马力，平均每亩水田有0.24马力，可机耕面积177 ， 220 亩。

占水田

的ω.3% 。化肥使用量大量增加，据1982 平统计，全县化肥供应数量达21 ， 206吨，其中氮肥

15 ， 826吨，磷与旧， 169吨，饵 1巴 1 ， 211吨，平均每亩耕地供应标准氮肥107.6斤，磷肥28.3斤，

悍胆8.2斤〈不包括社队自筹敖) ，农药7 ， 680吨，

全县有效灌满面相23.5万亩，占水田面积的85.5%9 其中旱攒保收面积165 ， 827亩，

平均每亩稻田 5 斤。

1 工业!农业!林业[牧业 I

产值 |a AhA aA l amEaJh AAh … 

〈阳|…61::1γ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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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城县1982竿工农业产值结构表费 1 -1 

ι
l
 

、
噜ι
'

总目项

84.09 

0.6 6.7 100 占总产值
(% ) 

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第二节

气侯对土壤形成的影响一、

日照适中，无霜期长，我县地处中亚热带北沿，具有四季明显，气候温暖，雨量充足，

气候垂直差异大的特点。

1 、气温z

16.7 

遇城县20年( 1959-1978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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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较差: 24.4 "c 

最高气温月为七月，月均温28.6'C，日极端最高温度39.6'C (1961年 7 月 23 日与 1966年

g 月 11 日〉。

最低气温月为一月，月均温4.2 'C J 日极端最低温度- 15.2"C( 1968年 1 月 11 日与1972

年 2 月 9 日〉。

月平均气温~18'C六个月( 4/下旬一10/ 中旬〉

月平均气温~10"C有三个月〈头年12月一次年 2 月〉

年均温月份 4 、 10二个月

年无霜期258天

~10'C的积温5 ， 269'C，持续期238天，

从以上资料可以者出，我县夏季炎热，冬季温和。

2.降水和蒸发

费 1-3 遇城县20年( 1959-1978革〉降水和黯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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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m的有10个月( 2-11月〉。此间降雨总量1 ， 379.3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93.9% • 

注100mm的月份有 6 个月( 3-8 月〉降雨总量1 ， 080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73.5% 0 

从以上资料吾出 z 本县春夏多雨， 3 、 4 、 5 、 9 月降雨量大于蒸发量1.2倍以上.冬

季降水少，夏末秋初干旱，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综合分析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本县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气候，年平均活动积温

5 , 269 "C ，气候四季分明，夏长、秋短，冬春正常。根据气候四季划分，我县的春季为 3-5

月，夏季 6-9 月，秋季10-11月，冬季12-2 月。同时，春夏多雨，冬季少雨，夏末秋初

干旱，夏季温高，冬季寒冷。

由于高温多雨和干温交替的气侯条件，在地带性土壤形成的过程中，对土壤物质分解、

淋i容、淀积等作用都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出盐基淋失、铁和链氧化物积聚，粘粒下移，

PH值降低，具有了组、黄嚷发育的特征和特性。另外，在高温多雨的条件下，生物生产量

大，但有机质矿化也快，虽有益于土壤物质的周转，但不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所以，我

县耕地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素养分的含量大多是不丰富的。

我县地势高差变化大，其气候垂直差异也大。气温随垂直升高而降低，各界限温度出现

的初终日期也随着高度的增加而推迟和提旱，积温随着垂直升高而减少。一般海拔升高100

米，气温下降0.52-0.62"C，稳定通过10"C的初日推迟 8 天，终日则又提早 8 天左右，其间

积温减少190一217"C， (见表 1-4 ) . 

襄 1-4 不同海搜商度热量蛮化

海 拔|年平均气温 i 年总积温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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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w 

( "c )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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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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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4 , 544.0 

212 4 ,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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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城县常有干旱、洪潜、冰冻、高温、连阴雨及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其中暴

雨洪潜对土壤侵蚀影响极大。每遇大啊，山洪暴发，冲毁珑田，淹没平贩，是造成我县水土

流失及沙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县在1953一1980年的28年中，出现洪涝21次，平均

为四年三遇，最多的1969年出现了 4 次， 1954年和1967年各出现 3 次。造成山地水土流失，

河谷平贩土壤溃滞和"沙化"'

二、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口向

我县在大地梅造上属于江南古陆，以燕山运动形成的花岗岩为主，其次是前震旦纪的轻

微变质在和古生代早期的沉积在( ((湖北的地质与矿产)) 1958年版〉如寒武纪页岩、奥陶纪

石炭岩、志留纪砂页岩等以及第四纪红色粘士与近代河流冲积物。

全县成土母者、母质分为五大类 1. 酸性结晶岩类〈花岗岩) ，面积为1 ， 052 ， 701.8亩，

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75.4% ，分布在县境中部、西南部及南部大部分地区， ， 2.泥质岩类〈砂

页岩、板岩、千快岩、二云母片岩〉面积为237 ， 992亩，占17.1%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岳姑山

和北部大青j同一带，塘湖石马洞、高冲张老山也有零星分布， 3.碳酸盐岩类〈石灰岩) ，面

积为45 ， 771.9亩，占3.3% ，分布在黄袍山一带 J 4. 第四纪沉积物〈第四纪红色粘土) ，面

积为23 ， 909.1 ，占1.7% ，县境中部、西北部低丘地区均有零星分布， 5.近代河流冲积物〈潮

土) ，面f9，为35 ， 354.1亩，占2.5% ，分布在我县沿河两岸平眼地带。〈见表 1-5 ) 

不同母岩、母质发育形成的土壤，其理化性状有很大的差异，它直接影响到土壤的机械

组成，矿质养分含量和土壤反应(PH值)。例如花岗岩区地形多呈浑园形山体，风化壳深厚。

由于水土流失较重，一般土层薄，质地粗，土壤酸性，有机质含量低。板页岩发育的土壤，

土层较厚，养分较丰富，质地中壤一重壤，通透性好，宜种性广。而石灰岩发育的土壤，质

地粘重，呈中性至微碱性反应，松、杉、茶叶等植物明显生长不良，宜栽桑、柏树等。

三、地貌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地貌以丘陵为主，兼有低山、中山与河谷平原。地貌类型的不同，影响土壤水分和

热量的再分配，也影响土壤机械组成和养分的再分配，同时，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形成了

明显的主嚷垂直带谱分布规律。海拔100米以下广泛分布着水稻土， 100-500米分布着棕红

壤， 500-800米分布着黄红壤， 800米以上为黄棕壤。

1.平原 z 河谷平原.:'x1:于海拔高程100米以下河流两岸平贩地带，为冲积、洪积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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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 -5 全县成土母质的份配 单位s 亩

近代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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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县士地面积的5.57% ，由于水热条件好，土质肥沃，长期栽培水稻，发育成水稻土。

2.丘睡 z 海拔100一500米，占全县土地面积的82.38% ，地貌形态属于侵蚀性切割丘陵，

区间高低起伏，冲珑纵横，由于流水侵蚀的原战，形成许多冲谷，在沟谷的下部和坡麓地带

堆积着较为深厚的洪积、坡积物。常成为底部宽平逐渐向外微倾的洪积扇和坡和、裙。不同地

形部位的土壤性状不同，山顶土壤多干旱，土层薄，质地粗，养分含量低。山麓土壤多潮湿，

土层厚，土粒细，养分含量较高。北坡土壤温低阴湿，南坡土壤温高干燥。坡上部多淹育型

水稻土，坡鳝多漏育型水稻土，冲珑多潜育型、沼泽型水稻土。

3. 山地 E 海拔500米以上，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12.05% 。随着海拔升高，气温下降，湿

度增大，土壤呈有规律的变化。 500-800米气候温凉湿润，植被较好，土体呈黄红色。 800

米以上气温较低，湿度大，土体呈黄棕色。山地顶部低津地带，分布有小面积的山地草甸土

和山地沼泽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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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1.辅培植被z 有水韬、油菜、大小麦、红薯、高梁、苞谷、蚕豌豆、花生、芝麻、回

藕、蒙三英等。耕作制度自解放以来逐步由一年一熟为主变为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 1979年，

" 粮食二熟面相占80% ，三熟面积占13.3% ，农作物复播面积615，的。亩(不包括词料地面

积) ，复种指数为206.7% 。

2. 山地植踉z 有油茶、泡桐、香槽、陈、楝、楠、檀、柑桔、马尾松、杉树、楠竹、水

杉、黄山松等乔木树种。林下有紫荆、毛栗、映山红、藏类等灌木及草本植被。

植被对保持水土，涵养水分，增加土壤养分，对土壤的形成与肥力的发展有显著作用。

植被的增加，提高了土壤承受降水的能力，减轻了水土的流失，增加了土壤含水量。同时，

枯枝落叶及残存的植物根系，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养分，但是，我县植被曾几度遭到破珠，

森林复盖率降低。据统计， 1957年森林复盖率为42% ， 1975年下降到17.5% 。由于植被破

坏，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日趋贫婿。因此，保护森林资源，提高植物复盖率，是减少土

壤侵蚀、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关键。

五、水文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降水丰富，地表水多，境内虽无湖泊、大江，但港河溪j间甚多，有丰富的地表逞流

供调蓄利用。据统计，年平均逞流总量为8.65亿方，全县共有大小支流135条，分别流入铁

柱港、隽水河、高蒲港、沙堆河等四条主河，形成四大水系，又有库塘密布，拦蓄地表逗

流，为调节水量，抗旱防潜创造了条件。全县共有中、小型水库72处，水塘13 ， 810处，总蓄

水量1.7亿方，有效灌溉面积23.5万亩。但在地势较高、耕地分散的丘陵地区，尚有30 ， 731

亩农田，为水利死角。

我县地下水尚无勘探资料， {.旦地下涵养水比较丰富，海拔500米以上山区，溪水终年不

断，有利植物生长。丘陵平眼地区， 80% 的农田排水条件较好，地下水在离地表 80 公分以

下，农作物生长较为适宜。但山谷冲城地带，多有地下冷泉涌出，形成冷漫烂泥田。也有的

地方，河床高于田面，形成藩河田。

土壤的水分状况，直接影响土壤的发育，形成不同的剖面构型，如淹育型水稻土、漏膏

型*'稽土、潜育型水稻土等。因此，水文条件也成为土壤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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