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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崇阳县

第二次土壤 普查 验收书

崇阳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办公室，根据国务院(1 9 7 9)1 1 l号文件精神和

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统一部署，组织专业队伍，从一九八一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

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在全县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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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托，组织土壤

普查成果验收组，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

术规程》的要求，对崇阳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各项成果进行全面审查，结果是：

一、崇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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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保存完好。

三、各种成果图件的编绘程序、缩放方法和上图内容基本符合《规程》要求，县级成果
图件的印刷、整饰、着色质量较好。

四、面积量算方法、程序符合《规程》要求。

五、土壤理化分析项目、方法均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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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项目齐全，精度较高，数据比较准确。其中：地块样品和农化样品的速效

磷、速效钾、全氮合格率在8 0％以上，有机质、pH值合格率在9 0％以上，分类诊断样

品的代换量、机械分析合格率在8 0％以上，全氮、有机质、速效磷、速效钾、碱解氮、全

磷、全钾等项目合格率均在9 0％以上，达到了省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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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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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八、普及和提高了广大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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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符合《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

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质量标准，省、地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同意验收。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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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人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付主任

湖北省农科院土肥所付研究员

湖北省农业局土肥站

付站长、高级农艺师

咸宁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付主任

咸宁地区农办付主任

咸宁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付主任

成宁地区农业局付局长

崇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崇阳县农业区划委员会付主任

崇阳县人民政府付县长

咸宁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

外业、资料审查小组负责人、农艺师

咸宁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

图件审查小组负责人

咸宁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

化验审查小组负责人、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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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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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

求，根据省、地对土壤普查工作的部署，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在县农业区划委员会的

领导下，在省、地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从一九八一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历时一年

零十个月，初步结束了全县土壤普查工作。

本《土壤志》是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志共分八章，阐述了崇

阳县土壤形成条件和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和分布规律，土壤各论、土壤肥力状况、土地和土

壤资源评价、低产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及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等内容。

在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和本志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土壤普查办公室许幼生付主

任，省农牧业厅土肥站李建匀付站长和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张永杰，占袒金、操俊卿、尹有

先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及我县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时间紧，要求高，加之我们技术力量不足，综合分

析资料不够，水平有限，志中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主编：

化验：

资料：

制图：

校核：

审稿：

戴由贵

赵勇 李亚新

张恒林

饶怀德 庞铁钢

孙守智

刘雄德

崇阳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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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说明：

①土壤有机质测定：重铬酸钾法。

②土壤全氮测定：硫酸铜一一硫酸硝化⋯蒸馏法。
③土壤全磷测定：氢氧化钠碱熔～一钼锑抗比色法。

④土壤全钾测定：氢氧化纳碱熔～～火焰光度计法。

⑤土壤碱解氮测定：l N氢氧化钠一一扩散吸收法。

⑥土壤速效磷测定：0．5 M碳酸氢钠法。

⑦土壤速效钾测定：1 N醋酸铵～一火焰光度计法。

⑧土壤缓效钾测定：1 N硝酸提取～一火焰光度计法。

⑨土壤阳离子代换量测定：1 N醋酸铵法。

⑩P H值测定：电位法(室内)。

⑨土壤机械分析。简易比重计法。

⑥土壤容重：环刀法。

⑩土壤颜色；用华农土壤颜色卡比色。

(以下各表测定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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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位于鄂东南幕阜山区，陆水河中游。武(汉)长(沙)公路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全

境。地理位置为北纬2 9。1 2 7～2 9。4 1 7， 东经1 1 3。4 3 7～1 1 4。2 1 7。北

接咸宁、蒲圻，东连通山，东南和江西修水毗邻，西南与通城接壤，西同湖南临湘交界。四

周群山环绕，中部平畈、丘陵，成一长形盆地。全县总面积1994．7 8平方公里，299217 6亩

(一九八。年年报面积)。其中山地面积2322561亩，占总面积的77．6％，水面104869亩，占

3．5％；耕地面积36【157亩，占12．1％；大致为八山半水一分田。

全县共二十四个公社，一个镇，一个国营林场，一个国营茶场，二百七十六个大队，二

千三百九十六个生产队，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九户，三十三万六千一百一十七人，其中农业人

口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七人(1 9 8 0年年报资料)。人口密度168．4人／平方公里。

第一章土壤形成条件和成土过程

自然条件与土壤形成

土壤的形成和发展受气候、生物、母质(岩石)、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

综合作用，引起土体内部物质的风化。淋溶：‘移动租积累，也影响着土壤肥力的变化。

(一)气候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

长的特点。春季冷暖交替，阴湿多雨，常有寒潮侵袭，气温回升缓慢；夏季高温多雨，且多

暴雨，易出现洪涝灾害j夏秋之交常有伏早，并伴有南洋风，天气炎热，且伏、秋早相连，

秋末常有寒露风影响；冬季严寒期短，雨量较少。据县气象局1 9 5 6年～～1 9 8 0年25

年的资料，月平均极端最高温度3 3．9℃， 月平均极端最低温度3。9℃， 日极端最高温

度40．7℃(1 9 6 6年8月1 1日)， 日极端最低温度一1 4．9℃(1 9 5 6年1月2 3

日)。各月平均温度见表1—1。

日平均温度≥5℃的有2 8 9天}

日平均温度≥10℃的有2 3 9天；

日平均温度≥15℃的有1 8 8天；

日平均温度≥20℃的有1 3 5天；

年活动积温为5761℃，

年平均无霜期为2 5 4天。

年平均降雨量为1486．2m 121，但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4～7月，3—4月的春雨，5

—6月的梅雨，是两个明显的雨季。仅这四个月的降雨量达8 3 3 m m，占全年降水量的

．5 6％。平均各月降雨量见表1～1。地面蒸发量以7～1 0月最多，大大超过降雨量，常

有伏秋早，甚至出现百日不雨。各月蒸发量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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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1956--1980年)各月平均温度、降雨量及蒸发量表 (单位：1i3．1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年平均

温度 4．0 5．7 10．7 16．8 21．3 25．6 28．8 28．2 23．7 17．8 11．6 6．4 16．7

降雨量 47．0 74．9 139．1 197．5 238．1 258．3 131．2 150 74．3 67．2 62．9 45．6 1486．2

蒸发量 48．2 54．2 77．6 111．1 136．8 166．2 227．4 213．5 159．2 115．6 73．6 54．8 1438．2

湿润
系数 0．98 1．38 1．79 1．78 1．74 1．55 0．58 0．7 0．47 0．58 0．85 0．83

降
雨
j菖
夏
及
墓

发
H
夏

【矾魄1

崇阳县降雨量、蒸发量，气温分布图

I 2 专 乓 辱 5 7 8 9 lO|I tl

哆。

工歹

·矽⋯⋯··温度

，歹～降雨量
归⋯—·蒸发量
f

o 温度：(C。)

湿热的气候条件，形成了我县地带性土壤～～红壤。气候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归纳起

来，有下面几个方面。

1．高温多雨，岩石的风化作用强，土层深厚，一般在一米以上。

2．脱硅富铝化过程明显，养分淋失，土壤中盐基缺乏，除部分岩性土外，一般呈酸性

反应，PH值较低。

3．土壤千湿交替、淋溶淀积作用明显，铁铝积聚，粘粒下移，土体呈红色，底土层一

般较粘重。剖面内有大量胶膜和结核状的铁锰淀积物。即使受人为耕作影响较深的水稻土，

也可明显地看出气候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强烈影响。如红泥田和黄泥田剖面中，胶膜、结核等

铁锰淀积物，体现了成土过程的典型性状。

(二)生物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自然土壤的植被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针叶、阔叶林与落叶、阔叶、针叶混交林。其优

势植物有松、杉、槠、枫、杨、柳、楠竹、茅竹、芭茅等。主要经济林木有茶叶、油桐、油

茶、柑桔、梨、枣、柿、桃、李等，还有龙须草。除油茶、柑桔、茶叶、龙须草较集中连片

外，其余均为散生。自然植被映山红、蕨类满山遍布。全县森林复盖率45．4％。

生物，尤其是高等绿色植物，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来源，对土壤的影响极大。植被覆盖

率高；有机质含量高；反之，植被遭受破坏，覆盖率降低，有机质含量也随之降低。下面就

我县不同植被复盖状况下，土壤养分含量比较于下，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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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不同森林复盖率条件下养分含量表

l
I ．

复盖率 土壤养分含量(％)
’

母(岩)质 植 被
(％) 有 机 质 全 氮

页 岩 杉、槠等 60 2．75 0．13

页 岩 旱 地 0．79 0．05

石 灰 岩 楠竹、松等 70 8．03 0．33

石 灰 岩 疏 林 2．03 0．11

红 砂 岩 疏林、茅草 55 2．95 0．12

红 砂 岩 茶 园 0．55 0．04

红 砂 岩 旱 地 0．88 0．06

红 砂 岩 裸岩地 0．35 0．02

(三)地形、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地形复杂，岩石多样，大地构造属江南古陆的北缘，西南部为燕Ilj运动期间的酸性

侵入体，其余大部分为浅海相沉积物。据地质资料，我县成土母岩有燕山运动时期的酸性侵

入岩一～花岗岩(Y)，主要分布在台山、台桥、沙坪三个公社；有前元古界板溪群(pebn)

千枚岩和震旦系(Z)板页岩， 主要分布在沙坪、双港和桂花林场# 有寒武系(t)、粤

陶系(O)，石炭一一泥盆系(D～C)、二迭系(P)、三迭系(T)的石灰岩和白云岩，

主要分布在桂花泉、六门、大白、金沙、路口、田心、雨山、大沅、高枧、铜钟等公社’有

志留系(S)的砂页岩，主要分布在苏塘、塘口、古市、东堡和三山、大源、高枧、白义的

部分地区；有第三系红色砂岩、砾岩(K～R)和第四纪红色粘土(Q2一Q 3)，主要分布

在石城、大桥两个公社和华陂、蔡墩、自义、台山、沙坪、双港等公社部分大队；有近代河

流冲积物(Q。)，主要分布在崇阳盆地的中间、陆水河及其主要支流的沿岸。

由于地貌类型的差异，影响着水分，热量以及养分的地表再分配，发育成各种不同的土

壤类型：

1．河谷平畈区：主要分布于崇阳盆地的中部，包括陆水河及其主要支流青山、大市、

高堤、虎爪等河流经的台山、台桥、沙坪、石城、蔡墩、华陂、大桥、白义、大白等九个公

社的平畈大队，面积4 5 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22．5％，其中耕地面积202636亩，占全

县总耕地面积的56．1％； 海拔高度在1 0 0米以下， 最低点为鹿门洪下河床， 海拔8 8

米j主要成土母质为近代河流冲积物，属潮土型土类，土层深厚，一米至数十米，质地适中，

多开垦为水田，是我县水稻的主要产区。

2．低山丘陵侵蚀区：位于我县的周围，盆地的边缘，包括双港、桂花泉、----LI．i、金沙、

雨山、苏塘、大源、高枧、古市、桂花林场及台山、沙坪、鹿门、大白、塘I：1、东堡、蔡墩

的一部分，海拔高度在2 5 0米以上。面积750．2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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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南有幕阜山脉的大湖．山、。锥罗寨。三多酶融。j皤毒药姑山脉的金子山；大幕山脉的-葛

仙【l{，铜鼓山、黄家岭、冲天鹤、走爬岭、扑刀岭；．东有大幕山脉的雨山、白羊山；西有药

姑山脉的五花出尖等，t构成我县盆地地形。其地貌特征：山高、谷深、坡陡；区内最高点华

罗寨，使于南部高枧公社，主峰海拔116 5．4米。

本区土壤除具有水平地带性外，还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如黄红壤，贫布予海拔5 0 0

～8 0 0米之间；8 0 0米以上，分布山地黄棕壤；在1100米左右，有少量山地草甸土分

布。

该区以林业生产为主，是我县楠竹、木材的主要产区。页岩山窝，土层深厚，一般在一

米以上，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杉树生长茂盛。山脊则土壤瘠薄，有的甚至岩体裸露，

只生长马尾松或杂木。石灰岩地段多发育成石灰岩性土，宜于栽种柏树、棕榈等，同时牧草

茂盛，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如雨山公社的雨LIJ、花红大队，已发展为我县菜牛基地。水田因

山高、谷深、垄窄，山阴冷浸大， 宜种一季中稻；早地大于2 5 6坡度的陡坡地25101亩，

占旱地面积的2 4．3％。此坡地因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土层瘠薄，应有计划地退耕

还林。

3．中间丘陵区；此区介于上述两区之间，包括路口、田心、东堡、铜钟、塘口的大部

分和台‘山、台桥、沙坪、石城、鹿门、大白、白义、蔡墩的一部分。海拔高度为1 0 0一～

2 5 0米，坡度1 0。一一3 0。，面积794．5 6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39．84％。 区内丘

体零乱，无方向性，丘顶浑园，丘谷交错，坡脚为早地，丘间凹地，冲垄发育较好，已开垦

为水田。成土母质主要为第三纪红砂岩、红色砂砾岩，燕山期酸性侵入岩(花岗岩)，志留

系页岩和石炭系灰岩风化物。本区水热条件较好，利于农、林、牧全面发展，是我县经济作

物的主要产区。但植被复盖率低，地形切割严重，冲垄水田地势低洼，除少数高培田外，地

下水位高，土壤易潜育化，多冷浸烂泥田；山丘易受流水冲刷，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花岗

岩低丘，容易形成荒丘秃岭，土壤瘠薄，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

(四)水文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由于幕阜山、大幕山、药姑山三条山脉之间低山垂直穿插，山峦重叠，形成大小河流50

余条，顺山势而汇集，沿峡谷雨奔流，四水归中，注入陆水河。

据水利部门资料，陆水河是我县主要千流，源于通城县界头徐家，从我县西南台L【j公社

石咀头入境，向东北横贯崇阳盆地，经天城镇东部急转北去，到鹿门洪下进入蒲坼县，总流

域面积3847．2平方公里，在我县境内为1964．9平方公里，全长208．6公里，在我县境内为67

公里。接纳主要支流5 0余条，其中较大的支流有：

1。青山河：源于南部大湖山东门土地坳(大源公社)，由南向北，经青山水库、华陂

畈，在大桥花山大队注入陆水，流域面积5 0 1．8平方公里，河长7 1．9公里。

2．高堤河：沅于南部三界尖(塘日公社)，由东南向西北，经塘口、东堡、高堤至三

汊潭与大市河汇合，再朝西至小港咀注入陆水，流域面积为587。9平方公里，河长55．2公

里。

3．大市河：源于东北部小岑(田心公社)，由东北向西南经洋港(以上称洋港河)过

大市绕白义镇至三汉潭与高堤河汇合，流域面积确8．5平方公里，河长5 0．3公里。

此外，还有台山河、桂日港、梓木港、虎爪河、金沙河、河田港、崇阳港等主要支流，

应







流域面积均在5 0一一1 0 0平方公里之间。

陆水河及其支流系带大量泥沙，沉积于两岸河漫滩，形成崇阳盆地中部的华陂畈、肥田

畈、下津畈、北门畈、金龙严龙畈、内洲畈等大平畈，这些平畈，土壤质地适中，多为轻壤

至中壤，土质肥沃，是我县水稻的主要产区。但由于地形部位较低，农田基本建设不配套，

地下水位较高，内涝严重。土壤的内排水不良，应为今后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

二 社会经济条件与土壤的形成

土壤作为一个历史的自然体，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耕作土壤是在自然成土作用的基础

上，通过人们长期的生产活动而形成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土地利用，土地管理，轮作

制度，土地平整，灌溉施肥等，使土壤理化性状发生深刻的变化。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治山、治水、改土、改革耕作

制度，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油、猪逐年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

高。解放初的1 9 5 0年与l 9 7 9年(1 9 8 0年以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产

量从9 6 3 3万斤，增加到28209万斤，增长了2．9 3倍。 油料作物总产从17381担，增加到

3 2 7 7 4担，增长88．6％。 牲猪年末存栏从1．8 3万头增加到12．96万头， 增长6．0 8

倍。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 9 8 0年全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120万斤，商品

率1 2．5 6％，油脂19．3万斤， 牲猪4．339万头，茶叶2．2万担， 木材1．2万立方米，

楠竹6 8万根，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 9 8 0年，农村人民公社集

体收入4 2 1 7万元，社员人平收入1 3 5元，比1 9 7 0年增长1．6倍。 社员人平口粮

5 5 6斤，比1 9 7 0年增长2 8％。

三十多年来，我县在改变生产条件，改革耕作制度方面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到1 9 8 0年止，全县共修大、中、小(一)、(二)

型水库9 9处，塘堰5998处，总蓄水量为5 6 6 0 5．4万方；有效灌溉面积达22．92万亩， 占

耕地面积的6 3．4 7 o／／， 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 4．6 7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4 0．6 2％。

但是重视了灌，忽视了排，灌排渠系不够配套，特别是水库冷水串灌，造成了部分水稻土次

生潜育化，产量下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是发展小水电和农业机械。全县已兴建小水电站3 3处，装机6 9台，总装机容量

16032豇，使二十四个公社二百二十个大队通电，基本自给有余。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69 6 02马力，每亩耕地占有0．05 3马：力，能机耕面积2021 65亩，占耕地面积的5 6％。

三是改革耕作制度。五十年代初，我县水田以一季中稻为主，很少双季稻。六十年代发

展了肥稻稻，一九七。年，肥稻稻面积发展到1 0万余亩，约占水田面积的4 0％。七十年

代，在巩固发展肥稻稻两熟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油稻稻，麦稻稻和麦豆稻三熟制。到一九

七九年，水田肥稻稻面积达1 6万余亩，占水田面积的6 4％左右，油稻稻、麦稻稻三熟制

面积达3万余亩，占1 2％左右。旱地主要以麦～一苕两熟为主，还有豆一苕、麦一豆～苕、

麦一豆～苞等轮作制。

四是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我县在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进行了改河造田，平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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