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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中国革命的摇篮一一井冈山地区，位子江西西部，赣江中游，东

经113。24’一一儿5。48’、北纬25。54’一一27。54’之间，东和抚州

专区的乐安相邻，南与赣南行政区的上犹、南康、赣县交界，西跟湖

南省接壤，北面紧靠宜春专区的宜春、分宜和新余等县。主要自然条

件分遗如下：

一、地 形

我区山脓绵互，山岭起伏，因此地形极为复杂，平原、丘陵、山

区、盆地互相交错。西部有属于罗霉山脓、海拔高度I，850公尺的革命

圣地一一井冈山；西北部有武功山，它的最高攀一一高天崖，海拔高

度达2，020公尺，是全省有名的高举之一；属于雩山山版的云良山、东

固山绵：赢我区东南，因而形成我区西南高，东北逐渐平坦，四面环

山，中间为一大盆地一一吉太盆地的地势。垒区12个县当中，趁川、

宁冈、莲花、永丰、安福、永新的山地较多，其余均为牛山区和丘陵

地带，，仅在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可见到宽广的河谷盆地。

由于山多，河流也就纵横交错。赣江贯穿于中，经万安、太和、

吉安、吉水、峡江、新千等七个县市。西有遨川江、蜀江、禾水、泸



水，东有卢水、乌江等六条主要意流汇入赣江。各河上下游，大小溪

水数十余条，密密如辋，箍布垒区，从而构成我区丰富的水利资源。

这种复杂的地形，造成了我区农业资源这样一个分布特点：沿

河两岸较为罕坦的河谷盆地，土壤较为肥沃，多种植双季稻和经济

作物；连绵起伏的丘陵红壤地区，土质较瘠，水利禽差，多种植水

稻；出服绵互、水源丰富的山区，乃是丰富的林业资源和水稻区所在

地o

=，地 黉

我区地质复杂。现依成土母质简边于下：

变质岩：包括有千枚岩、板岩、页岩、片麻岩、石英岩、蛇纹岩、

云母片岩，分布在武功山、九岭山及陈山山版，在永新、安裰、吉

安、永丰、舌水、莲花均可见到，形成白膏泥土、山地红壤、棕壤和

草甸土。
’

火成岩：主要是花岗岩，遍布在安祸的武功山、赤谷，浒坑、新

予的麦墅，蛱江水边东南部的制禾山，永丰的九曲岭、桶拳山，以

及宁冈和遂川毗连的井冈山区之山岭地带。形成山地红壤和棕壤、粗

沙田。在这些花岗岩地区中，武功山区有钾长石、磷灰石，新于、吉
安、永丰县有钾长石和蛇纹石等矿质肥源。

沉积岩：包括有石英砾岩+沙砾岩、石英岩、，沙岩和石灰岩，前

四种分布在峡江仁和、吉水纛玉山、观菅堂，可形成粗沙田、麻骨

土；石灰岩，另星露于永新梅田、莲花比新里、吉安敖城、吉水阜田，

八都、永丰鹿岗、藤田，形成黑色石灰士。

紫色岩主要分布在吉安、永丰√吉水、太和的丘陵地区，形成紫

色±和腊泥田。

第三纪红色岩，分布于我区丘陵地带，发育成粘重的红壤。

第四纪红色粘土，分布于我区低丘地带，发育为红壤。

近代河流冲积物，分布于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形成冲积土。

由此可见，不同的母岩及成土母了贡，对土壤的形成、发生发展，

· 2 ·



肥力变化和土壤特性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气 候

我区属于温带地区，因纬度较低，四季分明，夏季时间冗长墨天

气酷热，冬季气温较低，春季还有一段春塞，但与全省此较起来，，仍

然此较温和。南端的邃JIl、万妥县较暖和，季节早些，北部的新干县

较塞，．但相差也不大。垒年年平均温度在18。C左右，以七、八月份的

气温最高，通常在29℃左右J极端最高温度冒到达40℃，元月份气温

最低，只在4—6℃之间，极端最低温度售出现过零下7℃o全区气温

变化从I一8月份逐渐成直线上升，八月份之后，叉逐日下降。

无霜期一般有260—290天，从三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日平均

气温都有10℃以上，无霜期长，气候温和，这是各种作物生长十分优

越的温度条件。以水稻为例，日平均温度稳定在10。C以上就是它的

适宜播种期，生育期中需要20。C以上的适温，栽培双季稽需要年平均

温度16℃的温度条件，我区气温能充分的满足水稻等作物生长的需

要o(见表I多

我区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l，300一王，700公厘，能满足水稻和

各种作物对水分的需要。但降雨量较集中，四、五、六三个月的总降

雨量平均达700公厘左右，占全年降雨量的50％左右，且多暴雨，最

高一次降雨量超过1 50公厘，常引起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但到八月

份至十f月份雨量稀少，为干旱季节，造或秋旱。(见表2)

我区的降雪时间，一般在元月初开始，．二月底结束，最早从十二

月份开始，迟到三月中旬，一般雪量甚小o i

十一月下旬一般为初霸期，终霜期则在=月下旬，冰冻也在这个

期间出现，因此，在这期间需作好防冻、防霜工作。

四、河流水文

境内以赣江为主要水系·沿江东岸的主要支流有卢汪、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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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有遂jiI江、蜀水、禾水(包括泸水在内)及其它中、小支流五十多

条，构成了我区重要的水利资源。

、赣江：自万安县之良口流入本专区，流经万安、太和、吉安、吉

水、峡江、新干等县市，最后从新干县的三湖流入宜春专区，转注鄱

阳潮。赣江在本区全长达250公里，流域面积约有5，000平方公里。沿

岸耕地面积达200余万亩，其中水田占92％。主要农作物：粮食有水

稻、蕃薯、小麦；经济作物有棉花、黄廊、甘蔗；油料作物有油菜、

花生、芝麻、大豆。沿江土地肥沃，为我区富镜的农业区。

卢江(叉名孤江)：自赣南的兴国县良村牙流出，流经永丰、吉

水、吉安三个县，于吉安张家渡流入赣江。垒长115公里，流域面积

2，950平方公．里。沿江耕地面积707，500多亩，其中水田占90％。

乌江：，发源于抚州专区的乐安、广昌：南丰山地之西麓中村附

近，流经乐安和我区的永丰、吉安等县，全长154公里，流域面积3，654

平方公里。沿江耕地面积8蜀，500余亩(包括乐安县30余万亩在内)，

其中水田占93％o 、

邃川江：位子莸区西南，发源于诸广山区北部之东麓，左右两溪

军行东流至城西而汇，再东北流经逐川县城至万安县惹境罗塘湾，出

西注入赣江，全长177公里。流域面积4，210平方公里。沿江耕地面积

428，000亩，其中水田占95％o

蜀水：位本区西南，为赣江中游较小支流，上游有南北两源，‘均

出自诸广山区东麓，流经鹚11、万安、太和，于太和县境蜀口渊注入
赣江，全长1 14公里。流域面积1，400平方公里。沿岸耕地面积224，400

亩，其中水田占93％。

禾水：位于本区西南境，为本区最大河流，是赣江的主要支流之

}一。发源于武功山版之东麓，自西向东流经莲花、永新、吉安，至吉

安市的种岗山洼入赣江。垒长2l5公里。流域境内支流密布成耦状。

汇入禾水的最大支流为泸水，其次为牛吼江、宁冈水、1滨江等。流域

包括莲花、宁冈、永新、安裙四县及吉安、太和两县之一部分。流域

面积为8，460平方公里，占垒区总流域面积的40％。沿岸耕地面积达

2，18T，400亩，其中水田占92％以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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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农业概况

本区包括吉安、太和、万安、途川、永新、莲花、安福、吉水、永

丰、峡江、新干、宁冈等12县和吉安市、井冈山管理局。垒区共有耕

地面积六百三十余万亩，其中水田五百六十五万余亩，占耕地面积

89％，旱地六十四万余亩，占11形。农业人1：2有=百零四万人，2≯均

每人耕地三亩左右。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统治下，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

生，土地利用率极低，生产量很小，广大农民过着非常穷困的日子。

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解放了生

产力，农业生产得到壑前未有的发展。一九六。年，全区的粮食产量

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棉花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从一九五

二年推广岱字15号改良棉以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年提高。

主要产区在新干、安福、吉安、永新、太和等县。黄麻也是我区的一

项重要经济作物，解放1i苴种植本地品种，产量低，解放后全区普遍推

广印度长果种．单产总产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主要产区在吉水、咏
丰、吉安等县。其他农作物产量都有显著增加。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土壤漕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利用。

在多种、种好的耕作条件下，土壤的演变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人

为作用，是改良土壤最重要的一面。为了便于了解我区耕作土壤与生

产发展的相互关系，特将作物栽培、耕作制度、水利、肥料等情况简

略分遮如下：

一、作物栽培

粮食作物中以水稻为主，水稻栽培面积约占水田总面积的97髟。

錾年来，复种面积不断扩大，：季晚稻有了很犬的发展，约占早援面



积的一牛；其次红薯、大豆，是秋季水田复种的主要作物，栽培面积

约占早稻面积的30—35％；再灾是小麦、蚕豆、豌豆、粟、高梁、玉

米等，这些杂粮作物在水田、旱地都有种植。经济作物中有棉花、黄

庶、荸麻、烟草、甘蔗、药材等，以棉花栽培面积最大，占旱地总面

积的10％左右，其次是黄麻，占2—3％，甘蔗占2％左右，其余几项都．

在1％以下。油料作物有油菜、花生、芝麻等。油菜播种面积最大，

芝庶、花生次之。油菜在水田、旱地均有种植，但以水田为主；花生除

少数与水稻轮作外，大部分种于旱土，约占旱地总面积的11％；芝赢

一部分种于旱地，一部分种在缺水的早稻田里。此外，冬季缘肥种植

面积1959年已发展到占水田面积的57％，多是肥田萝f-，红花草面积

仅占缘肥面积117％。蔬菜、瓜类、饲料等作物面积也有相应的发展，

约占旱地面积的30％左右o

=、耕作制度

垒区耕作制度比较复杂，据近年来调查，．约有四、五十种。水田

绝大多数都是以水稻为中心的配制前后作物；旱地在过去种植作物以

花生、芝麻、蕃薯为主，解放后逐步形成以棉花、黄窳等主要工业原

料作物为主。近年来无论水田旱地·在耕作制度上都有亘大的变化。

综合垒区目前耕作制度，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一、水田方面：

(一)双季稻区：

1、早稻一一二晚(连作晚稻或丫禾)——冬弱o

2、早稻——二晚(连作晚稻或丫禾)——缘肥o

3、早稻一一二晚(连作晚稻或丫禾)——油菜o

(二)一季早中稻区：

l、早(中)稻·大豆一一缘肥或油菜o
2、早(中)稻一一蕃薯一一缘肥或油菜、蛋豆、豌豆o

3、早(中)稻一一荞麦一一缘肥或蚕豆、豌豆o

4，早(中)稻一一休阴一一缘肥或油荣、蚕豆、豌豆o

，8·



岛、早(中)稻一一粟或芝麻一一缘肥或休粥o

(三)一季晚稻区；

1、一季晚稻一缘肥o
2、一季晚稻一冬闲。
3、一季晚稻—一、?盎菜或萝卜。

=、旱地方面：

1、棉花一一油菜或小麦、·蚕花、豌豆、肥田萝卜、红花o

2、、黄庶——小麦或油菜、蚕豆、耍5趋夏、肥田萝卜。

3、早大瓢一一蕃薯——蚕豆或豌豆、油菜。

4、砣生～一小麦或肥田萝卜留种：
5、芝庶一—小麦或肥田萝卜留种o

6，蓉薯一一小麦或肥田萝卜留种。

三、水 利

吉安专区水利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可是在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结果，、没有趣实兴修水利工程，水利设施破烂不堪，农作

物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在耕作制度上，不得不以一季早、中稻

为主，不敢栽培双季稻，即使种一季，生产也是毫无保障，不少地方

下三天雨派洪水、睛三天闷旱灾。

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垒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

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I成就。据1959年统

计，垒区兴修了大小水利工程三万多处，其中灌溉万亩以上的水陂18

座，万亩以上的水库59个，万亩以下的水利工程34，500多座，同时还

发展了机械灌溉，安装了抽水机470古，从此开始改变了过去靠天吃

饭的面貌，有效地促进了双季稻的发展o ．

四、B巴 料

垒区肥料来源很广，概括起来，有养、种、积几个方面。养：发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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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养猪为主的畜牧业，积制厩肥。据各地调查，养一关母猪一年可积

肥80—100担，一头肉猪可积肥40—60担，一头耕牛可积肥150担左

右，这是垒区农业生产的重要肥源。种：卸种植缘肥，这是双季稻区

的主要肥料。全区冬季缘肥面积约占耕地的57％，大部分是肥田萝卜

或肥田萝卜与油菜混播，一部分是红花，少数有单播油蔡和蚕、豌豆

作缘肥的。红花种楠较多的是莲花、永新、新干三县，其余各县均较

少。积：就是积蓄各种自然肥料，如积蓄人粪尿、草木灰、垃圾、塘

泥、污泥、地皮土、老艚土、罐草皮、烧石灰、烧牛骨灰、割青沤肥

等等。人粪尿、草木灰等肥料，’分布广、数量多、质量好，历来是各

地常年积聚的精肥。其余多牛是带有地区特点季节性积聚的。山区割

青制肥很普遍，据调查，可以利用的青叶嫩苗，在58种以上，其中最

肥的有蕨苗、胡枝子等。采割后有的直接踩入禾行，有的切断后混和

坑粪，草木灰，沤烂再施。

在广瑟积蓄农家肥料的同时，全区推广使用的化学肥料，也逐年

增多，主要的有硫酸敛、砖酸敛、尿素和过磷酸钙等，这些肥料推广

之后，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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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壤总渝

第一节土壤分类

土壤分类的日的，是在±壤普查艋定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群众

鳢定土壤的经验，进一步摸清土壤底细，找出不同土壤的特性和相互

关系，使人们更加有把握地运用土壤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合理幂{I用

土地、定向改良土壤、提高±壤肥力、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供可

靠的依据。

农民对±壤分类命名的特点

、农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与土壤深入接触，服息相

关，观察研究极为细微、深刻，因而摸到了土壤的“脾气力，积累了

极其丰富的±壤分类命名经验。他们从生产出发，抓佳影响土壤和生

产最突出的因素，特别是影响土壤性状、肥力、耕性与农业生产特征

的一个或几个突出的因素命名，既联系了生产，叉详细地反映出土壤

的各种特性及其相互闻的关系，反映出人为的活动(耕作、栽培：灌

溉、施肥)、自然条件与土壤生育问的关系。侈if如：群众命名的“反

浆田’’表示±壤反浆，禾苗生长极为不良； “死黄泥田黟、鼍死腊泥

田”表示土壤紧实粘重，土壤肥力和产量都很低； “结板田”、一“结

沙田”等说明土壤易板结和漏水漏肥；而“冷水田”则说明有冶水冒

出，水土温度很低。这些球反浆”、“死”、“结板”、“冶”正是这

些士壤最突出的』遍题，也是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滑除了这些

不利因素，作物产量将会迅速提高。叉如·同样是颜色乌黑、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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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含沙量相差不大的两种土壤，依过去拓洋"的命名法，可以命名

为：发育在河流冲积物上的轻壤质厚层潴育性水稻土和发育在河流冲

积物上的中壤质厚层潴育性水稻土，这仅能从质地加以区分而己，这

样分，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而群众则根据其土壤肥力、特性及作物

的产量，分为油沙泥田和油沙田，一听就明白前者此后者土质好，产

量高。这是“洋”命名法所不及的。因此，群众命名的特点是具有强

烈的生产性、群众j匪。

农民群众分类命名还从不断提高土壤肥力的角度出发，指出土壤

改良利用的途径。如腊泥田中分肥腊泥田、腊泥田和死腊泥田数种，

只要深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料，死腊泥田可以迅速演变成肥腊泥

田，这样分类对改良土壤、提高作物产量都有重要意义。

农民群众对土壤分类命名虽然有上速很多优点，但也有美中不足

之处，主要是受地区性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同±异名、同名异

士现象存在较多，倚缺乏妒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我们应在虚心向群众

学习的同时，与他们一起，将他们的丰富的土壤分类经验总结提高到

理论上来，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富有群众性、生产性、科学性的土壤

分类命名系统。

农民对±壤分类命名的依据

．玻区农民群众常以地形位置、利用侍现、质地(泥沙比例)、耕

性、土壤肥力、熟化程度、水、温J聘现、形态结构0底土(母质母岩)、

内含物、毒汁和作物生长情现等因子，作为土壤命名的依据o．

1、地形位置：

各种土壤所处地形位置的高低和宽朗狭窄不同，对阳光、塞气、

水源、水温状况都有显著的影晌。农民常将地形位置对作物的影响来

区分田类。分布河流两岸，地形李坦开阔，水源阳光好，土层深厚的

田眦}瑕田；分布在丘陵坡地，形状成楼梯状的Ⅱ耳排田；分布在排田之

闯，日照较差的田【j斗堆田；分布山问峡谷中，交通不便，阳光不足，

水土温度低，泥脚深沉稀烂的田口耳坑田(冲田)；而在瑕田中往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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