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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

验 收 书

竹溪县土壤普查工作，自．二九八。年十月开始，至一九)k---年十二月结束。根据县

土壤普查办公室的报告请求，郧阳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主持召开了竹溪县土壤普查成果

验收会议。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同志参加了会议。根据全国关于《对县一级土壤普查验

收暂行办法》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对竹溪县土壤普查成果进行

了审核验收。其结果如下；

1、野外调查和土壤分类系统符合《规程》要求。

2、文字资料和统计表格齐全，土壤志符合省定《县级土壤志编写大纲》的要求。

8、面积量算方法正确，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4、化验仪器状态正常，化验项目齐全，分析数据可靠。

5、工作底图和制图程序符合《规程》要求，县、社成果图件齐全，精度较高。

6、查清了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因素，总结了改土培肥经验，为合理衬用本县

土壤资源提供了依据。

7、开展了土壤普查的成果应用，在因土种植，因土施肥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根据以上验收结果，一致认为竹溪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全国第二次普查暂行

技术规程》的要求，同意验收。

郧阳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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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刖
—_】L．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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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竹溪县第二次土壤酱查工作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到一九)k---年十月结束。在

此期间，完成了全县土壤概查，技术培训，试点公社，以大队为基础的土壤详查和室内

资料整理，制图及化验分析等工作。

这次土壤普查，是以生产大队为进队单位，以地块(片)为基础，以1／2 5万地形图

为工作底图。全县共挖耕地，林荒地主剖面8，8 8 8个，耕地平均1 9 8．5亩一个，

共取农化样8，8 2 1个，平均2 0 5．6亩一个，化验分析诊断样1 8 7套，取速测样

9，1 5 4个，平均8 1．4亩一个。土壤化验和制图工作分别由县化验室和制图组完

成。

经过土壤普查以后，各大队有土壤养分通知单，公社编绘有1·2 5，0 0 0的土

壤图，有机质图、全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酸碱度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图，编写有

公社土壤普查报告，专题报告和各种调查统计表，县编绘有1 I 5 0。0 0 0土壤图，

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土壤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图，编写有县土壤志，工作总结报告，专题报告，面积量算报告，以及土壤普查规程所

要求的各种表格资料。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摸清了我县的土壤资源，找到了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

因素，总结了群众认土，用土、改土培肥的经验，为制订农业区划提供了依据，同时也

为发展和应用土壤科学培训了一支技术队伍·

为了把土壤资源系统地加以记载，以利应用，根据普查资料特编写成《竹溪县土壤

恚》。全志共分九章，主要叙述我县土壤形成条件，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和分布，土壤各

论，土壤肥力状况，土壤资源及其评价，低产土壤类型和改良措施，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以及土壤酱查成果应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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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壤形成的条件

竹溪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大巴山东北的余脉，西邻陕西，南靠四川，东部和北部

与本省竹山县相连，为川、陕、鄂兰省交界处，属鄂西北山区。
’”

全县十八个人民公社，一个镇、九个国营农、林、特牧场。4 8 4个大队，2，4 3 9

个生产队，乍4，5 2 8户，8 4 8，6 5 1人，其中农业人口8 2 4，8 2 8人，劳动力

1 l 2，8 5 4人，总土地面积4，9 5 9，8 l 8亩，其中耕地面积5 6 2，1 3 6亩，

山林面积3，5 3 8，4 7 5亩，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占有耕地1．6 4亩，山林1 0．4

山o
。

J。．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土壤是自然客体，并且是一种经常变化着的自然客体。它的发生，发展、演变、转

化等过程，都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深受所在地区的温度，湿度，母岩性质以及

生物活动的综合影响，从而引起内部物质的风化、淋溶、移动和累积等过程。为了摸清

全县土壤的性质及其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兹将我县的气候、地貌，岩性和植被对土
： 。一

壤形成的影响分述如下t
? ≤，‘． ，． L‘ 、

一、南北过渡的气候特点对±壤形成的影响
、、 ．，

本县位于北纬3 1。8 1，一8 2。2 9，，东径1 0 9。2 9，一1 1 0。0 8’，属北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由于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差悬殊大，对气侯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大地

形来看，北部有秦岭的东延部分为屏障，减少了冬季冷空气的侵入，削弱了冷空气的强

度，使我县山间河谷盆地的冬季气温较同纬度的东部平原丘陵地区高。西北——东南走

向的大巴山，阻挡了夏季温湿气流的深入，从而使我县夏季风来的晚，雨季推迟，从较
’

小地形来看，由于复杂地形的影响。造成全县各地气候有很大的差异，降雨量的多少不

一样，温度的变化不一样，无霜期的长短不一样。“高一丈，不一样，，，“阴阳坡，差

的多"是对莸县各地气候特点的写照。根据不同地形对气候的影响。全县大致可分为三

个气候亚区：

1，低山丘陵平坝气候亚区包括中蜂，花桥、龙坝、水坪、洛河、{仁湾、新溯，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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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兵营、马家河、城关等公社(镇)沿竹溪河、汇湾河流沿岸，海拔8 0 0米以下的

低山河谷盆地。气温较高，雨量较少，是本区气侯的主要特点。

①，气温

囊1—1 低山丘陵平坝区各月气江

月 份 l 2 8 4 5 8 7

温度(。C) 2．1 4．1 9．1 14．7 19．2 24．0 "26．4

续表1—1

8 9 10 11 12 年平均 备 注

25．6 20．2 15．2 9．1 4．0 14．5 气温为2 3年平均值

年较差I 2 4．8。C

日最高气温≥8 5。C l 1 4．0天

日最低气温垒0。C l 6 1．2天
●

日平均气温≥1 0。C l 2 2 8夭
，

j

≥1 0。C活动积温l 4 5 6 2。2。C

最高热月为七月。月平均气温≥1 8。C有五个月(5～9)

最冷月为一月。平均气温≤1 0。C有五个月(头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

有记录年份的日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 2．9。C(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按照气侯学的标准，该区的四季划分是。春季自三月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历时七十

八天，积温1 2 2 9．2。C，夏季自六月二日至九月三日，历时九十四夭，积温2 8 9

0．9。C，秋季自九月四日至十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八天，积温1 1 1 8．5·C，冬季

自十一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历时一百二十五天，积温5 7 6．1。C。由此可见，我县

冬季长，秋季短。

无霜期自三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一目。共2 8 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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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降水

裹1—2 低山丘陵平坝区各月降雨量

月 份 l 2 3 4 5 6

雨量(mm) 9．1 17．5 50．9 88．9 117．2 103．5

续表1—2

7 8 9 10 11 12 年降水量 注 明

174．8 127．2 137．3 86．6 37．9 12．7 963．6 2 8年平均值

表1—8 低山丘陵平坝区年降雨量季节分配
(雨量：mnl)

春 夏 秋 冬

雨量 占％ 雨量 占％ 雨量 占％ 雨 量 占％

39．3 4 257．0 27 405．5 42 261．7 27

上表说明：我县雨量的季节变化明显，秋季雨量最多，春季雨量最少。 一

最多雨月为七月，最少雨月为元月。 ’

月雨量≥6 0 mm有七个月(四至十月)，此间内降雨量合计为8 8 5．4 ntm，占

全年总量的8 6．7％，其中五至九月雨量皆超过1 0 0 mm。总和为6 6 0．0 mm，

据上资料，本县雨季较东部平原地区来的迟。

③、蒸发量

裹l一4 低山丘陵平坝各月蒸发■

月 份 1 2 3 4 5 6

蒸发量(trim) 41．3 53．8 84．S 108．2 134．2 168．3

续表l一4

7 8 9 10 11 12 全年 注 明

185．0 177．9 105．9 77．0 47．9 40．4 1224．7 2 3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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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风向

裹l一5 低山丘陵平埙全年盛行风向分配

风向 E SE S SW W NW N NE O 注 明一

占％ 13 5 1 1 7 2 1 2 48 23年平均值

从以上主要气象资料分析，说明我县低山平坝地区具有北亚热带气侯特点，由于受

东南季风的影响，干季与湿季分明，夏秋多雨，冬春较干旱，雨热同季，土壤中的盐基

达到淋溶，形成地带性土壤一黄棕壤。’

衷1—6 冀棕壤区气象指标及我县低山平埂气象情况

试 年降雨量 年均温 无霜期 ≥1 0。C
干燥度区域＼ (mm) (。C) (天) 积 温

黄棕壤区※ 800一1300 14．5—16．4 220一250 4500一5000 0．5—1．0

竹溪县
低山平坝区 963．6 14．5 233 4562．2 0．86

※土壤气象指标引自南京土壤所《中国土壤》

上表情况说明，我县低山平坝地区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这是气候对土壤起到的主

导作用。

2，二高山气候亚区。包括泉溪，天宝，丰溪，瓦沧，桃源，向坝，双桥等公社，

海拔8 0 0～l，2 0 0米的二高山。日照时间较短，云霜笼罩、寒冷、多雨、湿润是

本亚区的气候特点。海拔1，0 0 0米处，≥1 0。C的活动积温8，6 1 6．7。C，活跃

生长期l 9 0天。年平均气温l 1．7。C。

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0．9。C。

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 8．6。C。

．月平均气温≥1 8。C有三个月(六至八月)。

月平均气温<1 0。C有五个月(头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

全年日照时数1 4 9 8．8小时，日照百分率3 4％。

全年太阳幅射总量9 0．4千卡／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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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雨量l O I O mm，其中五至十月降水量8 O 2．7 mm，占全年总降量水的

7 9．4 8％。

无霜期2 l 1天。

8，高山气候亚区

目前本县高山地区尚无气象站，根据县气象站实地调查和考察，我县山地气温随海

拔高度的上升而降低，降雨量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增多。海拔每升高l o 0米，气温下降

0．5 8。C，雨量增加l 5 m m，据此推算，本县海拔1，5 0 O米处，年平均气温为

9．1。C，降雨量为l，l 6 8．1 m m，海拔2，2 0 0米处年平均气温5．4。C，年

降雨量l，2 2 6．1 m m。

从以上各类型气象资料说明，本县气候的垂宜变化，导致了相应的土壤垂直分布。

海拔8 0 o米以下的低山平坝地区，热量、降水量较低，土壤风化程度较弱、铁、铝、

氢、氧化物累积量也少，为弱富铝化过程，但土体中原生矿物风化还是比较迅速，粘粒向

下淋溶而在心土层淀积，有利于黄棕壤变青，海拔1 5 0 0～2 2 o O米之间，类似暖

温带气候，2 2 o o米以上类似温带气侯，从低山平坝到高寒山区，随着海拔位置的升

高，气温降低，雨量增多，冬季寒冷时间长，植被复盖度高，有机质容易积累，故表土

层质地较轻，暗棕灰色，心土层多为棕色半风化体，有不明显的铁锰胶膜出现，土壤呈

弱酸性。因此土壤类型由基带的黄棕壤垂直过渡到棕壤——暗棕壤。

二、地貌因素对成±过程的影响

地貌条件是影响一个地区水热状况和土壤养分、机械组成重新分配的重要因素。从

而影响到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本县属于新生代以来大幅度上升的强烈隆起区，县境内地形复杂，山峰林立。以褶

皱为主的山脉与地层走向一致，河谷曲流发育，南北高山对峙，形成了峡谷与山问盆地

相同的地貌。相对高差大，整个地形为西南高，东北低，最低处马家河公社两河口，海

拔仅2 7 6．1米，最高处双桥公社葱坪，海拔2，7 4 0．2米，相对高差2，4 6 4．1

米，由于海拔高度的差异，构成了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和山间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

l，东部低山丘陵区l海拔2 7 6～5 O 0米，总面积为8 5 9，5 8 7亩，占全县

土地总面积的7．2 5％，多由变质岩和石灰岩构成。侵蚀严重的山体，复盖着薄层风

化碎屑物，坡度2 0～3 o度，一般发育成石渣子土。水土保持好的地方有以常绿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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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落叶阔叶为主的自然森林群落。山麓下部坡积物逐渐增厚，发育成各种泥沙土和沙泥

土，有的垦为梯地，坡度一般小于2 0度，自然植被很少。

2、北部低山平坝区l海拔5 0 0～8 0 o米，面积为1，4 2 4，9 5 6亩，占全

县总土地面积2 8．7 3％，是我县地带性土类——黄棕壤的主要分布区。这里地平坡

缓，平坝田地较多，河水缓流，地表水汇集，水土条件较好，水田大部分为潴育型水稻

土，土层深厚松软，含水能力较大，保水能力较强，土壤肥力较高，是我县粮食主要产

区。 ， ’．
·， 。’

8、中部二高山区，海拔8 0 0～1‘，2 0 0米，面积1，6 1『8，4 2 9亩，占全

县总土地面积3 2．5 3％，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区，有机质含量较低，土质比较粘重·

随着地势的升高，气温逐渐降低，湿度增大，农用地减少，自然植被复盖增多。因而有

机质含量逐渐增加，水化程度加大，土色也因此由红逐渐变黄，在地势较高，坡度较陡

的地方，因遭受严重冲刷，土层浅薄，并夹有砾石和碎屑。自然植被为针叶林或针阔叶

混交林。

4、南部高山地区：海拔1，2 0 0米以上，面积1，5 6 1，8 4 6亩，占全县土地

面积8 1．4 9％，其中耕地面积5 8，0 4 9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 0．8％。这

里林木茂盛，种类丰富，有水杉、栎树、漆树等，是我县用材林和经济林木的盛产地·

加上气候变化大雨量多，母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风化都很强烈，虽是高山，也能形成

深厚而疏松的土层。在高山低温条件下，冬季严寒，冻土层深，使植物残体不能充分腐

解，有机质积累虽多，但养分不易释放，随着海拔高度上升，呈现出土壤垂直变化规

律，由山地黄棕壤逐渐过渡到棕壤和暗棕壤。

三、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母质形成土壤，在成土过程中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母质决定土壤的化学成份。不

同的母质，化学成份不同，直接影响土壤的肥力状况。如我县云母片岩发育的土壤速效

钾含量较丰富，一般在1 0 0 PP m以上。竹溪河沿岸河流冲积物含硫酸钙2～8％·

土壤呈碱性反应，二是母质影响土壤的物理性质，母质机械颗粒的粗细不同，则孔隙度

不同，差异很大，直接影响土壤的通透性。如第四纪粘土沉积物，粘粒含量一般在6 0

～8 0％，其形成的土壤，表层质地多为中壤至重壤。

全县母岩母质共分为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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