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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氮含量图、速效磷含量图、速效钾含量图)，土壤分布断面图等八种图件及其说明

书，

五、乐至县土壤普查数据资料汇编；

六、拍摄土壤普查各工作阶段、地貌景观、

色照片共98张，内容丰富，有泵列性。

七、采集土壤比样标本48个。

该县土壤普查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绩，

三是靠业务锁链，四是靠部门通力协作。

岩层组合、土壤剖面、成果应用等方面的彩

一是靠党政的领导，二是靠精神文明支柱，

市验收小组在原预检小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讨论和验收。一致认为：乐至县土壤普查

成果比较齐全、完整、清楚、准确、系统、全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生产性，有实用价值，

具体是：

一、《乐至土壤》内容比较丰富，文章结构比较合理。描述较为清楚，书内插图多件，

较形象的反映乐至县特点，数据比较准确，战略决策稳妥，措施比较具体，紧扣乐至实际，突

出了乐至特点。是一项有理论、有实际、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二、专题调查比较深入，六篇专题报告对发展本县生产有指导意义。《从土壤条件谈棉

花生产》一文，揭示了该县过去发展棉花生产是凭主观意志办事，缺乏科学依据，提出了棉

花的土宜条件，适种面积和区域化意见，对顺应自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因土种植，实现

持续高产、优质，低成本，更好的发挥全县棉花生产的优势，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兰、土壤普查统计资料汇编，按统一规定填写；：数据准确，相关性较好，是一套较有价

值的成果资料。

四、野外调查的精度较高。(1)据8个区、67个乡、行程1770华里的土壤图斑校核，

共校对图斑845个，其中误差43个，占5．1％。差错36个，占4．3％，核对土地利用现状图斑1354

个，其中误差69个，占5．1％，差错49个，占3．6％，上述两图相应图斑位置比较吻合。 (2)

全县共挖主剖面1286个，每个剖面控制面积664亩，取农化样460个，每点控制面积1881亩，

达到了《规程》精度要求。

五，县级基层土壤分类系统符合统一规定，做到以土种为单元编绘土壤图，界限清

楚，转绘无误，精度较高。图件装饰和图例设计符合要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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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析化验仪器运转正常，分析方法和操作符合《规程》，分析项目齐全，原始记录

真实，化验资料完整，数据准确，据抽样检查合格率为93％，质量符合优秀标准。

七、成果应用效果比较显著

1、针对奎县石灰性紫色土有效锌含量低，水稻坐蔸严重的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施用

锌肥。施锌前坐蔸面积达7．7万亩，．占稻田27％。82年至85年共施锌肥507吨，施锌面积达35万

亩，增产稻谷达2015万斤，折合363,{2万元，全县水稻坐蔸基本得到控制。

2、查明棉花土宜条件，狠抓了合理布局，因土种植。全县棉花面积由14．9万亩调减到

11．8万亩，配合其他措施，单产由50．4斤，：上升到143斤，总产净增945万斤，增值1400多万

元。 ． ： ．·．

3、通过土查，查明该县土壤属低氮，、中磷、富钾类型区，韭结合多年田间试验结果，

提出了增氮、补磷、不施化学钾肥的施肥方案，仅85年2万多亩示范田就节约了钾肥投资15

万元，韭增加稻谷产值30万元。

4，针对本县土多田少，小春预留行面积大的特点，进行了麦行间套绿肥试验。若40万

亩预留行都能种上绿肥，就可增收绿肥3亿多斤。

八，全县成果资料，按照科技档案要求，认真地进行了立卷归档，符合科技档案要求。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乐至县土壤普查成果符合验收要求，质量较高，希望抓紧修

改，铅印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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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元月卅日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d进行土壤普查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遵照国务院发(1979)111号文件，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次土壤普查的要求和全

省及内江地区土壤普查工作的统一布置。乐至县在没有第∑．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条件下，于

1984年一月开始试点，至一九八六年一月结束，先后历时两年，并于一九八六年一月通过

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组鉴定验收合格。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获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料，掌握了全县土壤的基本情况。为了使土壤

普查成果能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我们在汇总全县

各区、乡土壤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四川省乐至县土壤志》一书，以供有关领导和部

门工作上的参考。

《四川省乐至县土壤志》是在大量普查资料和边调查、边试验，边应用取得生产成效的

基础一I--．，加以综合归纳整理后编写的。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t土壤——共分八章，着

重阐述了土壤的发生、分布，分类特征特性，改造利用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从宏观到微观阑

明我县土壤的基本情况和属性，第二部分。专题调查报告——共分七个专题，在这部分中，

从生产实际出发，联系我县在发展粮、棉、油菜、绿肥生产以及施肥和水土保持等的历史经

验，进行总结，以便找出发掘我县农业生产潜力，发挥各项资源优势的方法和途径，第三部

分；附录——包括五个附录，即图件编制报告，化验分析报告，数据统计与表格资料等。全

书客观地反映了乐至县土壤的历史和现状，以及重要的农业生产问题与症结，也总结了群众

培肥改良土壤的经验，指出了增产的方向与途径，是我县农业和土壤建设的基础文献和重要

的参考资料。

《c乐至土壤》的编纂工作，是集体劳动的结果。本书编写由邓祖智同志主持。全书运用

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农业系统工程、农业经济生态学的观点作为整个土壤普查和编写本

书的指导思想，要求立足土壤，但又不局限于土壤，以认真求实的态度，解决土壤生产中的

实际问题。并组织了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张邦钜、郝尚平、张超英、芏长权、杨桂芳，苑厚

丰、龚天平、舒元清、方正、贾家文、吕达、罗启秀等同志参加讨论与分工编写。经过多次

修改，其中；由苑厚丰(一章)、王长权(--、三章和附录二)，张超英(四章和附录

四)、杨桂芳(五章，十五章、和附录--)，张邦钜(六、七、九章)、邓祖智(八章)、

郝尚平(十一、十二、，十三章)，舒元清(十四章)，李惠萍、刘仁杰(十章)，龚天平(附

录四)等同志多次反复修改完成了送审稿。最后经西南农大赖守悌付教授逐章逐节审阅斧正

定稿。在排印过程中，主要由罗启秀，周波、曾洪光、陈启华同志校对。最后由邓祖智、郝尚

平、张邦钜同志校核排印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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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在土壤普查过程中，‘赖守悌付教授自始至终作了野外和室内技术指导，省农科院丁昌’正

老师自始至终指导了化验工作，李仲明付研究员v西南农大的余杰同志都来县作了专题报告

和指导，内江市农业局的闵厚凡，刘伯均、曾放同志也经常来乐至进行技术指导，县属有关

单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但限于编者水平，缺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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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发·(1979)，11．1号文件精神，我县土壤普查工作从}九八四年开始，至·九八夯

年元月经昝、市验收合格为止，共厉两年零_个月时间。．工作开展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

下，在省’．市业务主管部门和西南农业大学付教授赖守悌和余杰老师，中国科学院成都分

院土壤研究室付研究员李仲明，四川省农科院土肥所助理研究员丁昌正，内江市农业局土肥

科农艺师闵厚凡以及刘伯均同志等科技人员的直接指导和兄弟县的大力支持协助下，严格按

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要求，通过由点到面，．稳步实施。在整个土壤普

查工作过程中，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要求一丝不苟的严格贯彻技术规程，突出强调用大农业的

观点去指导土壤普查工作。在调查研究农业土壤问题时，要求立足于土壤，又不局限于土壤；

要用农业生态经济学的观点l去研究乐至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些‘土壤生态问题。通过土

壤普查，既完成规程规定的任务，又尽可能地对乐至县存在的农业生态、土壤生态、以及发展

农业生产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提出一些开发性的意见。并且要求边查边用，把土壤普查的一些

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完成上述这些任务，在农业局党组支

持下，首先在全局统一抽调了有一定实践经验和撰写能力的技术骨干(以土壤农化专业毕业的

技术干部为主，并有农技、农经的专业技术干部参与)，组成了各类专业较为齐备，人员精干的

土壤普查办公室。为了提高各项专业调查质量，土壤普查一开始就落实了专题调查班子，从

而使土壤普查和专题调查同步进行，作到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并将成果及时应用到生产中

去，使土壤普查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两年来普查了全县八个区，67个乡，606个村，6535个村民小组，幅员面积1411平方公里

(量算面积)，其中农耕地122．8万亩(量算面积)，水域54353亩，宅基地143187亩，交通占

地24714亩，低产田土205729万亩。第一次基本弄清了全县土地资源的数量状况。(乐至因故未

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并按照技术规程要求，挖控制剖面1286个，打土钻7071个，野外逮

测土样4503个，室内常规化验土样830个，在化验中要求数据可靠。为保证化验质量，提高化

验员素质，专门请进省农科院丁昌正老师对化验人员进行了多次培训，并在化验室先后进行

了一月左右的面对面的实习指导，因而使我们能按期完成化验任务，并取得数据较为准确可

靠的结果。经省、市验收得93分、获得优秀的成绩。化验结果：我县属缺氮、中磷、丰钾区

域。百分之七十的土壤缺硼、缺钼，而铁、锰、铜含量丰富，这为制定肥料区划，合理施肥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各区，乡完成了两图(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一报告(工作报告)

专题报告共22篇，在县级汇总中，我们依靠自力更生，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边学边

干、边干边学}充分发挥制图人员的创造性，克服了缺乏制图人员的困难，最终园满完成了

15幅图件的绘制任务，制图质量省，市验收时评分较高。在文字资料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土

壤普查办公室集体的智慧，编写了《乐至土壤》一书，约九万字，其中专题报告七篇，包括：

乐至县土壤流失及防治措施，关于龙门乡对非耕地利用的调查报告，从土壤条件谈乐至棉花

生产，稳定面积，提高单产，充分发挥乐至油菜生产优势，黄花苜蓿为什么能够在清水村

落户，乐至县施肥现状和经济合理施肥建议；乐至土壤微量元素及其初报。全书显著的特点在

于：专题是对普查结果的应证和补充，反之，土壤普查大量的调查、化验数据又控制着整个

专题调查的准确和可靠性，达到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效果。全书针对乐至的实际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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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立乐至县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运用农业生态学的观点，力求

从定性到定量进行认真的考证。同时按照土壤普查规程完成了基础数据的量统工作。量算结

果。垒县幅员面积，’比历年上报增犬了6：5 7’o／,；农耕地比历年上报854Q14亩¨增大了43j 66％，

占幅员面积的58．03％J全县耕地共4个土类，七个亚类，九个土肩，7 26个土种，44个变

种。低产田有下湿冷浸田7524．14亩，反硝田77．9亩，漏沙田5079亩，死黄泥田1482．38

亩，低产田计有14181．42亩。以坡度差异构成的低产土有。坡度在10—25度的斜坡土有

132604亩，大于25度的陡坡土58944亩，低产土计有191548亩。以土层浅薄构成的低产土。小

于5市寸的49111亩，土层厚度在0．5—1市尺的89605亩，共为138716亩。通过土壤普查共

建立乐至土壤科技档案370卷。上述这些资料和数据，为综合开发乐至土地资源，提供了可

靠依据。 。

， 土壤普查的价值，贵在成果应用。在土壤普查中我们始终注重这个最终目的。通过对棉花

土宜的专题论证，提出了乐至县宜棉面积的上限为12万亩。经县府同意调减和砍掉了不宜植

棉的区域和地段，主要是石湍和回澜两区，南塔和童家的部分乡村。配合其它植棉技术的改

革，扭转了棉花长期徘徊于低产的局面，从过去亩产几十斤的状态，85年全县皮棉平均亩产

上升到143斤。在土壤普查前，柑桔发展主要集中在县境北部，近年并有猛增的势头，又多

集中在低位的一、二台土内，加剧了粮果的矛盾。而北部年均温度又低于南部，发展柑桔的

气候条件不如南部优越，且南部经济作物比重小，存在需要调整粮经比例的特点，在综合诸因

素的比较论证后，郑重提出了“北果南移”的调整总体布局的建议(巩固改造提高老果园，稳步

在南部建立优质高产新果园)，县府已同意这个方案，并着手在南部建立速生高产果园。根据土

壤普查化验全县土壤养分含量的状况和特点(缺氮、中磷、丰钾)，相应布置了九个田间试验，

两个定位试验，共181个小区，证实施钾无增产效果，而氮、磷则缺一不可。田问试验获得与室内

化验的相同规律。据此提出了现阶段我县增氮、补磷、不施用化学钾肥的配方方案，85年应甩

于生产实践，在两个区、六个乡进行试点，搞了水稻配方施肥24987．5亩。通过测产，配方施肥比

习惯施肥每亩增产稻谷87．7斤。增产9．5％，亩增纯产值12．49元，共增纯收入31．271元，不

施化学钾肥，每亩节约钾肥投资(以KCIl3．5斤计)1．89元，共4．7万元。86年水稻配1方施肥，’

扩大到130430．7亩，每亩增产68．1斤，增产6．5％，亩增纯收入13．06元，按此计算配方施肥

增加纯收益170万元，并节约施钾费用24．871元。玉米配方施肥3858．5亩，配方施肥比习惯

施肥增产72．5斤／亩，增加10．6％，亩增产值14．84元，据此计纯收益增5．7万元，减钾节支

0．73万元。棉花配方施肥3100亩，比对照增产皮棉20．15斤／亩，增产8．6％，亩增益36．6 5

元，计纯效益为11．37Y元，减钾节支0．71万元。两年来运用土壤普查成果搞配方施肥，增收

节支共274．971元，引起了政府重视。为了推广这一成果，由县府组织，农业局土肥站牵头，

由磷肥厂、氮肥厂参加的农化服务中心，按土属和作物品种配制复合肥料，这将有力地推动

全县配方施肥，获得更大效益。根据我县绝大多数土壤缺锌的特点，在全县大力推广水稻田

有针对性的施锌。经多点调查和大面积统计，每亩增产稻谷82斤至85斤，施锌，面积达35方

亩，增产稻谷2015万斤，折合产值363．271元，并使全县水稻坐蔸基本上得到控制。针对本县

土多田少、小麦预留行占地面积较大的特点，在土壤普查中，进行了麦行间套绿肥试验∥亩

产达到了559．7斤，若全县在4071亩小春预留行内都种上绿肥，就可增产绿肥3亿多斤。；

土壤普查中，我们在重视研究推广近期效益大的成果时，虽受系统工程理论知识水平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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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产品多层次的加工增值等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证。为了把上述设想变为现实，86年九月

乐至县土地管理局，抽调了四个技术干部到新中乡进行成果利用的试点，已初见成效。

八六年一月市邀请了候光炯教授为组长j李仲明、赖守悌为付组长组成的土壤普查成果

验收组，对我县土壤普查成果进行了全面的验收，其结论是t乐至土壤成果比较齐全、完整、

清楚，数据准确，系统全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生产性，有实用价值。《乐至土壤》内容比

较丰富，文章结构比较合理，描述较为清楚，书内插图多件，较形象的反映了乐至特点，战

略决策稳妥，紧扣乐至实际，突出了乐至特点，是一项有理论、有实际，有价值的基础资

料，专题调查比较深入，七篇专题报告对发展本县生产具有指导意义，成果应用效果显著。

乐至县土壤普查取得以上成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组织专业队伍，是完成土壤普查的组织保证。据省、市的要

求，县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由县委付书记彭智勇同志任组长，政府主管农业的付县长

王隆瑛，科委付主任王长权、农业局付局长邓祖智任付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王长

权任主任，农业局办公室主任邓政先同志，‘土肥站付站长张邦钜，农技站付站长郝尚平同志

任付主任。各区成立了土壤普查办公室，由分管农业的区长担任主任，区农技站站长和区决

定抽调的专职干部任付主任。土壤普查办公室成立后，从农业局和区乡共抽调了初中毕业文

化水平以上的在职人员72人，组成专业队伍。其中大专院校毕业的8人，中专毕业30人，分

区组织专业队，各区土壤普查专业队长，由区土壤普查办公室付主任兼任，具体组织土壤普

查工作。

在整个土壤普查中，县委和县府对土壤普查工作很重视，切实加强了对土壤普查工作的领

导，从思想、组织、物质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在地方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了三

万多元作为土壤普查经费。县委、县府把土壤普查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付县长王隆瑛同

志，亲自主持普查办公会议14次，研究土壤普查工作。县委、县府领导不仅直接参加，听取

土壤普查分段总结汇报，还亲自听取有关土壤普查讲课，并要求各乡确定一名书记或乡长参

加土壤普查工作，负责介绍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县上除召开两次研

究以土壤普查为中心的区，乡领导三千会外，县、区，乡领导还利用农业会议把土壤普查作为重

要会议内容统一安排。土壤普查队员到乡后，各乡都召开了由乡长主持，动员村民小组长

以上的三千会，并利用有线广播动员，安排普查工作，要求村民大力支持土壤普查。不少的

区、乡领导，亲自为普查队安排食宿，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自始至终参加了土壤普查全过

程。由于领导重视，群众支持，又有一支精干的队伍，有力地保证了土壤普查的顺利开展。

j 二、依靠专家和技术权威，严格进行技术培训，认真贯彻技术规程是完成土壤普查任务

的根本。 ．

．

我县土壤普查人员，都未曾参加过土壤普查工作。为提高技术水平，首先对普查人员，

在专家直接指导下，从课堂专业技术培训到野外调查，室内总结等，多次层层培彭Jl，反复

7



实习，赖守悌、闵厚凡、丁昌正等专家，一付出亍大量心血。为了提高土壤普查质量，我们先在

龙门乡试点，实地培训骨干，然后集中全体专业人员进行业务技术课堂培训，再分组于宝林

乡、通旅乡实习，按技术规程考核合格后，分区逐乡开展。分区普查时县又派出技术指导进

行实地指导和检查，不合格者令其返工。化验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经考一试、考-核合：格

后，经批准才能进行土样分析。这就为全面完成土壤普查任务提供了技术保证。

-三、作好充分准备，是完成土壤普查的物质保证。

I、收集资料：我县未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历史资料分散，缺乏，我们多方查询，并。

请求兄弟单位火力支持，经过努力收集了乐至县水文地质资料，五万分之一和万分之一的航

测图；不同比例尺的航空照片，乐至县有关农、林、水、牧、蚕及农业气象资料，给研究土

壤普查作好了较丰富的资料准备。

2、物质准备：土壤普查开展前落实了专人，备足了土钻、土盒、环刀、土样盒、土样

袋、粗天平、表格、速测箱和化验所需的仪器、药品、绘图仪器等，保证了土壤普查的顺利进行。

四、认真搞好野外调查是保证土壤普查质量的基础。 ， “

土壤普查分区进行后，要求集中专业队员先搞一个乡，由土壤普查办公室派技术人员指

导。积累搞一个乡的普查经验，待每个队员都能独立操作后，．才逐乡开展。按照规程，每个

乡都紧密配合，党委、乡政府召开村民小组以上的干部会和利用有线广播向村民宣讲土壤普

查的意义，目的及有关知识，动员全体干群，积极支持、参与土壤普查工作。乡党委、乡政府组

织知情的乡、村、组干部和有经验的老农参与普查工作，并给队员介绍情况，踏勘行政、地类、土

种边界，逐队、逐块走到，参照航片，在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勾绘土壤和利用现状草图，进行

剖面观察，取样速测，同时召开老农座谈会，访问土壤情况及有关农业生产问题。最后通过

资料整理、速测结果分析等进行评土比土，绘制出土壤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编写土壤报告，

针对需要解决的农业和土壤问题及典型经验写出专题报告。整个工作完成后，向乡政府汇

报，提出应用土壤普查成果的意见和措施，听取修改的意见，这些工作都是在土壤普查办公

室的反复检查和严格按规程执行的，这为县级汇总、提高质量、加快进度打好了基础。

五，抓好室内汇总，是出成果的关键。 。

野外工作是很重要的，丝毫不能马虎，但如何把野外资料进行真实的汇总，经过去粗取

精，写出实用价值较高的资料，这就依赖于室内汇总工作。我们对土壤普查室内汇总是很重

视的。除利用组织专业人员绘制图幅一般不抽调外，办公室的垒体人员都参与资料汇总的讨

论，认真分析基层汇总资料、野外调查资料，发挥集体智慧，反复讨论，并利用我县化验工作‘

走在前面的优势，紧密地把化验和调研资料结合起来，这就使资料的科学性更强，更接近客‘

观规律，实用价值更高。
‘

对于文字资料的汇总，我们首先批评了片面认为土壤普查搞不出成果，没有适用价值的

错误言行。提出了紧密结合实际，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扩大其视野，逐章、逐题

反复研究提纲，有的文章修改了七、八次，才最后定稿。根据严格按规程要求，对全县耕地

土壤作了系统分类，详细论述了土壤形成条件、土壤形成过程、特点及分布规律。并切合实际

地评价土地资源，提出了改良利用意见和土地资源的战略开发，并针对我县资源的合理利用，i

撰写了七篇对乐至县农业有针对性、有实用价值的专题报告，为乐至县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迄今为止的比较全面的第一套基础资料。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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