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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黄冈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是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按全省统一部署，在地

委、行署直接领导下，从1979年5月开始，于1985年8月结束。

《黄冈地区土壤志》是黄冈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的重要成果。它是在县级土壤普查资

料基础上进一步汇集、归并、完善而写成的。共分概况、土壤形成条件、土壤分类和分布

规律、各类土壤洼态特征、土壤肥力状况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高产水稻土和棉地土壤的

肥力特征及培肥、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及中低产土壤的改良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八章。

力图科学地阐明我区土壤的性态特征和生产性能，对中低产土壤改良，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建设性意见。为布署农业生产，士壤管理和农业区划提供依据。

本志的写成是集体创作的结果。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进行了具体

指导，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和省农科院土肥所帮助完成了部分化验工作任务。华中农业大学

杨补勤教授、省土壤普查办公室许幼生付研究员多次莅临指导，并对本志初稿进行了修改，

华中农业大学刘维德副教授、徐凤琳副教授和王庆云老师对编写工作进行了指导，并提供

了在我区试验研究的部分成果资料。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科委、农牧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水产

岛、气象局和农科所等有关单位及专家的通力协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漏和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1 9 8 5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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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此，我

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如万马奔腾，朝着四个现代化

的方向奋进。当此之时，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也

就应运而生，它不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土壤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从实践

和理论上丰富与发展我国土壤科学，而且对于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实行科学种田，使我国

农业在保护土壤资源与发挥土壤的增产潜力均有着深远的意义。

我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是从一九七九年黄冈地区浠水县开始的。全区的土壤普查工作经

历了六年多时间，查清了九县一场一万七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源。《黄冈地区土壤志》既

是该区一部第二次±壤普查的科学纪录，也是建国以来土壤管理科学实验成果的总结，它

揭示了黄冈地区土壤管理的特点，展现了本区各类土壤的理化性状。它不仅是广大群众学

习土壤科学并用以指导培肥改土、因土施肥的教科书II同时又是各级领导宏观控制、合理

布局整个大农业生产的参考书。可以断言，这部纪录必将对全区当前和长远的农业生产显

示出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农业生产归根结蒂是植物生产，是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而土壤既是这个过程的

载体又是参与者。换言之，土壤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一项重要的资源，无论是在自然，还

是在人类生产条件下，土壤支持着天然植物和栽培作物的生产，从而繁衍了野生动植物资

源和繁育了家畜家禽。同时，土壤又以母亲般的胸怀，养育了人类本身。正如马克思所

说： “土壤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所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因此，在人多地

少的黄冈地区，更要珍惜每一寸土地。而了解土壤的特性和采取相应的改良及培肥土壤的

措施，是对土地的复壮，保持地力常新，最大限度地发挥再生产的功能。

科学在进步，经济要发展，应用土壤普查成果，合理开展利用土壤资源是我们的历史

任务。广大农民群众运用土壤普查成果。用土改土的生产实践势必促进农业生产和土壤科

学向前发展。黄冈地区山地丘陵面积约有一千余万亩，严重的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存在着

潜在性威胁，537．89万亩耕地中尚有68．9N的中低产田亟待改良。综合开发山丘地区是关

系到广大群众脱贫致富、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因此必须用好管好每一寸土地，开发当

地的土地资源，搞好物质的转化和产品的增值。我相信，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必将在发

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得以广泛应用和发展。

杨补勤

一九八六年八月于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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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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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山育林保持水}

摄影时问；I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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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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