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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通过土壤普查，查清土壤资源家底，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

少的基础工作。解放以来，我县在一九五八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二十多年来，随着农

业生产的发展，耕作制度的改革，施肥结构、种植作物品种的改变，以及农田基本建设工

作的发展，对土壤的理化性状、肥力水平、土体结构等带来了较大变化。根据国务院(1979)

111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要求，在省、地、县各

级党委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我县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至一九／L--"年五月验收合格止，
历时二十一个月，完成了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

这次普查，以测绘部门提供的万分之一地形图为工作底图，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进行野

外详查。全县(包括国营太子山林场)共普查耕地889，603．3亩，林荒地1，830，252．6亩。野

外调查挖主剖面20，368个，其中耕地18，257个，平均48．7亩一个，林荒地2，111个， 平均

867亩一个。全县共采集速测样20，831个，每个主剖面至少有一个速测样。采集农化样

1，343个，其中耕地893个，平均996．2亩一个，林荒地450个，平均4，067．2亩一个．采集

分类诊断样82套，268个。

全县完成五万分之一县级成果图件7幅(即土壤图、有机质图、全氮图、速效磷图、

速效钾图、酸碱度图、土壤分区改良利用图)，每幅六套。完成二万五千分之一公社级成果图

件7幅(内容同上)，每幅五套。完成万分2--和五千分2--大队级成果图件452幅(每个大

队和场、所一幅)。1983年元月完成了全部普查化验任务，速测样全部化验了碱解氮、速效

磷、速效钾三个项目。农化样全部化验了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酸碱度、含水量六个

项目。分类诊断样全部化验了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酸碱度、代换量、机械组成，

含水量等项目。主要土种测定了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组织专班完成了面积量算。量算了全县和各公社土地总面积，置算了全县和各公社土

地利用构成面积，量算了各类土壤(分土种)的面积，量算了六个不同高程的土地面积。

完成了一整套普查规定的调查统计表格，完成了土壤改良利用专题报告五篇及土壤普

查工作总结，化验技术工作总结，面积量算报告和图件说明书。

通过普查，基本上查清了我县土壤的类型、面积和分布状况；调查研究了土壤的物

理、化学性质以及影响土壤肥力的其它因素；基本查清了低产土壤的面积、分布和障碍因

素，提出了改良利用措施，并对高产稳产农田的土壤条件进行了探讨。同时，做到了边普

查、边应用，应用普查成果，进行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初见成效。

这本土壤志，全书共分九章，主要介绍我县土壤形成的条件，主要成土过程，土壤的分

类和分布规律，重点阐述各类土壤的主要特征、特性、面积、分布及理化性质，同时分析了我

县土壤肥力状况，并对土壤资源进行了评价，阐述了低产土壤的障碍因素及其改良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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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区说明了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和措施以及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情况。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地、有关专家、教授的帮助和指导。华中农学院的杨补勤

教授审阅了其中重要章节，王道和老师审阅了全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湖北省农科院的阳

海清同志也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最后由省土壤普查办公室许幼生付主任，省土肥处李建匀

付处长定稿。电于土壤普查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编者技术水平有限，因此，搜集资料不够

系统全面，分析不够细致，错误在所难免，务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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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京山县古称新市，位于湖北腹地，地处鄂中丘陵，北与随县交界，南与天门相连，东和应

城、安陆接壤、西与钟祥为邻。北崎大洪山，南临江汉平原，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全县东西宽75公里，南北长86公里，总面积3，520平方公里(包括省辖国营五三农场和太

子山林场)，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为主，仅南部永隆公社为江汉平原边沿平地。其中低

山占23．5％，丘陵占47．5％，岗地占26。2％，平原占2．8％。

全县行政区划设14个公社，一个县辖镇，67个管理区，414个生产大队，2，710个生产

队，共有6，488个自然村‘。全县(包括太子山林场)上报耕地面积875，104亩，总人口526，529

人，其中农业人口480，004人，劳力167，013个，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耕地1．82亩，劳平

耕地5．24亩。全县现有林地面积1，032，252亩，其中用材林951，637亩，经济林80‘，615亩。

耕地以种水稻为主，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由于山林面积大，自然资源丰富，适合于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

建设，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生产发展较快，主要农付产品成倍增长，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开展土壤普查的一九八一年，全县粮食总产达65，007万斤，是四九年的

3．5倍，向国家交售粮食27，716万斤，商品率为42．6％，人平贡献粮食577．4斤，棉花总产

108，008担，是四九年的27．4倍，向国家交售皮棉105，345担，商品率为97．5％，油料总产

75．517担，是四九年的3．4倍，向国家交售油料27，600担，人平贡献油料5．75斤。一九八一

年牲猪存栏数220，925头，近几年来，每年向国家交售85，3010头。全县水面(包括河流)

21．5万亩，水产养殖面积88，642亩，1981年向国家提供鲜鱼2，060吨。此外，还向国家交售

家禽25，267只，禽蛋58，682担，年产水果11，590担。特别是驰名中外的京山香茹，年产

34，00：0多斤，出口2万多斤，黑、白木耳、黄花、蜂蜜、蚕茧等土特产的产量也成倍增加。

随着集体经济沟不断壮大，社员家庭付业不断发展，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81年

年终集体积累1，104万元，社员人平收入140元，比1966年增长44．3％，1981年全县农业总

收入11，727万元，是1949年的10．6倍。

全县工业、交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6，682万元，比1949年

增]j口20l倍。交通事业发展迅速，1981年全县公路里程达到59，337公里，改变了京山自古道

路崎岖，交通不便的面貌，大大促进了城乡物质交流0

全县农业机械装备也发展较快，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现在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

械19，830台，153，242马力，平均每亩耕地0．2马力。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普遍开始使用

电力，全县共有变电站12座，装机容量442，004伏安，小发电站55座，装机容量2，887危。

1981年工农业共用电3，614万度，其中每亩农田用电9．87度。排灌、脱粒、翻耕、加工、运

输基本上使用了机械和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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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商品肥的用量大大增加，1981年全县化肥销售量39，456吨，其

中氮肥32，口62吨，磷肥6，596'吨，钾肥186吨，其它肥料612吨，平均每亩稻田施氮肥84．9

斤，磷肥17．5斤，钾肥O．5斤。1981年全县共用农；药768．4吨，平均每亩用药1．73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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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土壤形成的条件

-、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土壤是多种自然因素影响下变化的客体，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受水分、热量、

空气、生物等因素长期对母质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因此，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

是土壤发生、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促进了土壤中物质的运动和

能量的转移，从而形成各种不同土性的土壤。本县土壤的形成，是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下

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位于北纬38。427--31。277，东径112。437—113。297之间。属中亚热带向北亚

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生物气候具有明显的南北过渡特点。

(1)气温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温度 3．1 5．0 10．0 15．9 21．3 25．6 28．2 27．8 22．7 17．3 10．8 5．1 16．1

年较差25．2℃

日气温≥35℃平均16．7，天(61年一8D年)

日气温93’0℃平均84天(61—80年)

日气温≤0 C平均52．2天

日气温≤一5℃平均9．7天(61—80年)

累年极端最高气温40．3 C(59年8f]23日)，累年极端最低气温一17．3℃(77年元月

30日)。

≥0℃的积温5884．7℃

≥5℃的积温5548．8℃

≥10℃的积温5152．4℃，平均239天，80％保证率219天。

≥15℃的积温4463．5℃，平均187天，80％保证率172天。

无霜期239．4天(61--80盎iE20年平均)初霜期11月中旬，终霜期3月中旬。

元、2、3、4、11、12六个月平均气温小于年均温。

最高温月为7月，平均气温为28．2 C，月平均温度≥18℃有5个月(5—9月)。

最低温月为元月，平均气温为3．1℃，月平均温度≤8℃有三个月(12、元、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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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划分，常年以3、4、5月为春季，6、7、8月为夏季，9、10、11月为秋

季，12、元、2月为冬季。

(2)降水：

表1⋯2 各月平均降水量和年降水基(61—80年)
‘ 单位。111．m

全年

1067．1

最多降雨月为7月，平均202．6毫米；

最少降雨月为1月，平均21．2毫米。

年变率北部为15—18％，南部为130t，北部洪涝和干旱机率大于南部。月降雨量≥
60 m m的有8个月(3一lO月)，总和为948．8m m，占88。9％。月降雨量≥t00m 1TI有5

个月(4—8月)，总和为73]．9m m占68．6％。有记载的一日最大降雨量为70年5月28日

降雨229。3毫米·

降雨≥5 ITI 1"12平均有47．3天

降雨≥10 m 121平均有30．3天

降雨≥25i3'1 ITI平均有11．6天

降雨≥50m m平均有3。4天(4～10月)

降雨≥1010 m m平均有0．6天(5、6、7月)

(3)日照；

表1—3 各月平均日照时数(60一--81年)

日照时数最多为8月，平均243．1小时，日照百分率为60％；

Et照时数最少为2月，平均】77．9小时，日照百分率为38％。

(4)蒸发

表1—4 各月平均蒸发量如下表(60～81年) 单位：mm

蒸发量最大为7月，最小为1月。

(5)风速和风向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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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历年各月平均风速(61—80年)米／秒

表l一6 全年各风向频率(61～66、70一80 17年平均)

S

S

E

4％

S

6％

全年最大风速为N N E和S，达20米／秒。

S

S

W

3％

S

W

2％

W W N

S W N NW N C

W W W

1％ 3％ 8％ 6％ 5％ 30％

月份 1 2 3 4 0 6 7 8 9 10 11 12

C C C C C C C
p

C C C风向 L

WNWWNW N S WNW S SWNWWNWWNWWNWWNW
34 30 28 27 28 24 19 25 30 36 39 38频率

9 7 ，7' 7 8 9 17 ．
8 11 9 8 9

——温度

温度、降水和蒸发如下图

全年

C

WNW
30

8

疆
窟
(乞)

从以上气象资料分析，我县属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在热量分配上，四季

变化明显，气温年变幅较大，是大陆性气候向海洋性气候过渡区，具有日照充足，热量丰

富，无霜期长，有效积温多等特点，有利于多种生物生长。．西北低山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东

南部低，一般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C，且日照较短，有效积温减少190余

度。在雨量分配上，季风性较明显，夏季高温和多雨相结合，冬季干燥与寒冷相结合。夏

季具有海洋性，冬季具有大陆性。夏季(4—8月)降雨占全年降雨量的60一70％，且多暴

雨，常造成山洪暴发和水土流失。夏季降雨主要是来自热带海洋的东南季风携带大量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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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致有大量降雨。冬季主要是受大陆反气旋的影响，降雨明显减少，常形成冬旱。西

北低山地区年平均降雨较东南部少50一100m m，故常受干旱威胁。

以上气候特点，有利于黄棕壤的成土过程进行，表现为铁铝积聚，粘粒下移，盐基淋

失，P H较低。

(二)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全县自然植被比较复杂，品种繁多，已鉴定的木本植物就有246种，其组成主要为常

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丘陵山区以自然植被为主，近几年来，人工栽培植被发
展较快，增添了不少新品种，其组成状况是：

(1)常绿和落叶阔叶树种有樟树、女贞、麻砾、栓皮栎、刺槐、苦楝、泡桐、杈木等。

以栎类面积较大，集中分布在三阳、厂河、杨集、惠亭等公社及县南山区。枫杨和旱柳则

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永隆平原。

(2)针叶林类树木主要有马尾松、柏树，全县各地分布面积较大，成片天然林主要

分布在西北山区，中南部丘陵多为人工林。

(3)近年来人工引种的树种有法桐、杉木、水杉、池杉、湿地松、火炬松、竹林等，

以虎爪山、新市、曹武等地数量较多。

(4)原生经济林主要分散在山区，其品种主要有板栗、油橱、棕榈、核桃、乌桕、

枇杷、桂花、桑，柿，桃、李、枣树等。人工引种的有油茶、油橄榄、茶叶、杜仲，柑橘

梨、苹果等多分布在丘陵和岗地。

此外，为数不多的珍贵树种如银杏、对节树、弥猴桃等零量分散在山区各地．

(5)林下灌丛和草本主要有黄荆，化香、黑汉条、榨木、黄连木、盐肤木、刺桕、

山楂以及自茅、红茅等。

以上人工林中，只要土壤适宜，一般生长较好，尤以虎爪山林场硅砂泥土(母质石英

砂岩)上的杉树长势良好。此外，宋河酸紫泥土(母质紫色砂页岩)上的茶叶，钱场黄棕壤上

(母质Q。)的油橄榄，雁门口林场的油茶，园艺场黄泥土(页岩)上的梨树，长势均较好。

丽杨集公社引种几百亩漆树，因海拨高度较低而生长不良。农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小

麦、油菜、绿肥等。

以上植被类型以北亚热带植被类型为主，同时兼有中亚热带植被的某些特征，反映了

我县这一过渡地带生物气候的特点。自然植被对土壤发生发育影响极为深刻，丰富的自然

植被，促进了岩石风化，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矿质养分的富积，绿色植物的选择吸收性能可

以逐渐调整或消除母质层中各种营养元素比例失调现象，直接影响着本县成土过程的进行。

(三)地形、地貌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地貌基础属大洪山山前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山脉主要为大洪山的延伸，

东南部为华中盆地(即古云梦大泽)的边沿，南部为江汉平原北端。海拔高度27—950．2

米，最低为永隆曾口，海拔仅27米，最高为厂河西部娘娘寨，海拔950．2米，境内山川、

河流、丘岗、平原俱全。地质构造，本县处于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西翼中段与新华夏系第

二沉降带交接地带，境内主要构造形迹为西北向褶皱和北西向冲断层。北部为淮阳古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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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县气象图

一一60—80年历年平均降水量等值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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