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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土壤普查是为制订农业区划、实行科学种田的一项基础工作。我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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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基本建设的进行，耕作制度

的改革，施肥结构的调整，作物品种，生产形式的改变，对土壤的性状、肥力、结构等都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查清土壤资源，摸清土壤底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实现

农业现代化，根据国务院E19793 111号文件精神，在省、地领导支持下，我县于一九八

二年十月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土壤的类型、面积和

分布情况，查清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因子。同时，边普查边应用了土壤普查成果。提出了

因土种植、合理利用、改良土壤的途径和措施。从而挖掘了土壤的生产潜力，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

本土壤志共分十章，主要是介绍英山县的土壤类型和分布特点。论述了土壤形成、发

生分类、理化性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区说明了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和措施，对高产

土壤的肥力状况和低产土壤的障碍因素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高产土壤培肥的途径和

低产土壤改良的措施。总结了应用土壤普查成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书末附有我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和英山县落河田形成的原因及改良途径的专题报告。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先是经过试点，然后全面推开。在整个土壤普查工作中，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机构，确定专人领导土壤普查工作；动

员各有关部门通力协助，并组织了一支专业队伍，充分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骨干作用，依靠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于一九／k--年十二月结束。在人员培训和土壤志的编写过程中，无

论是图件的编绘，以及材料的审定等，都得到了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技术顾问组、地区土

壤普查办公室的指导，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写过程中时间较紧，编者水平所限，缺点和

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同志们提出修改意见。

英山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五月

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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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条件与成土过程特点

英山县位于湖北省东部，在大别山南麓。北与安徽省的金寨、霍山交界，东与安徽省

岳西、太湖毗邻；南与圻春、浠水接壤，西与罗田县相邻。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倾斜，

西南部为海拔90至500米的高丘、河峪，东北部属海拔800米左右的低山区(见图1)。

全县版图总面积1，438平方公里，其中林荒地占总面积69．6％；耕地面积占12．1％；

水面占3．7％，其它占14．6％。

全县行政区划为8个公社，一个县辖镇，305个大队，2，820个生产队，总人口357，632

入，其中农业人口338，444人，农业劳动力122，523人，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耕地0．77亩，

劳平2．13亩，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红薯、-豆类、高梁次之。经济作物以棉花、油

菜为主，芝麻、花生、黄豆次之。茶、桑、药、桐、木梓是英山多种经济的大宗品种。

第一节土壤形成条件

一、社会经济概况

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群众的共同努力，经过

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兴修水利，治山改土等农田基本建设，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

条件。全县水电设施已具一定规模，至IJl981年止，全县已修建水电设施11，117处，其中水

库88座，水塘12，959口，堰1，216道，蓄水量24，989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75，021亩，占耕

地面积63．3％，其中自流灌溉面积154，000亩，旱涝保收面积90，874亩，占耕地面积

口4．8％。农业机械装备也逐步得到了改善，至1981年底，全县有各种农机具4119台(件)，

农机总动力达到413，340匹马力，平均1．6亩耕地有一匹马力。全县水能贮藏量9．54万危，

可以开发4．47万豇，已开发1．57万危，人平44瓦。现已建成大小型水电站84个，发电能力

1，328琵，现巳通电的小队有l，953个，占7&7％，其中农业用电347民。排灌、脱粒、加

工、翻耕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为发展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同时，化

肥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加，特别是氮肥用量逐年提高，据1981年底统计，全县化肥供应

数量达14，284吨，其中氮化肥13，745吨，磷月E455吨，钾肥84吨，平均每亩耕地施标准氮

肥128斤，磷肥3．5斤，钾肥O．64斤，微肥在农业生产上也开始应用。因而使农业生产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主要农特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以1949年与1981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9，741

万斤，增加到23，471万斤，增长1．4倍，皮棉总产量从4，267担，增加到5，608担，增长0．32

倍，油料从15，808担，增加到55，212担，增长2。49倍，蚕茧从48担，增加到16，000担，增

长332倍，茶叶从2，950担增加$,114，300担，增长3．85倍。

三十多年来，我县农业生产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表现不稳不高。如粮食作物，

从1949—1981年，播种面积由384，218亩增加到483，284亩，增长25．8：％。总产由9，741万

1



斤上升到23．471万斤，增加13，730万斤，增长141％，每年递增2．8％。单产由253斤提高

到486斤，每亩上升233斤，增长92．1％。其中l 1949--1957年增产6，924万斤，递增6．9％；

1957--1965年增产l，725万斤，递增1．2％，1965--1975年增产5，169万斤，递增2．5％，

1975--1981年减产128万斤，递减0．1％：产量不稳不高的原因很多，但是，从我县具体情

况而言，在研究农业生产中，研究地上部分较多，研究土壤却较少，对改良土壤和培肥地

力抓得不够，这也是导致农业生产徘徊的重要原因之一。

：、±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我县地处北纬30。27]3，，一3l。67 54”，东径115。347 3t／一116。77，属长江中游中亚热带

北缘向北亚热带过渡的湿润季风气候区，生物气候具有过渡性特点。

(一)、气侯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

我县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地区，因南受长江水体的调节，北有大别山的屏障作用，具有

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Et照充足，无霜期较长等特点。

l、气温。热量资原是植物生长繁育的重要条件，也是土壤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据

英山县气象站观测：年平均气温为16．4℃，年≥10℃积温5092．5℃。最热月19．6—28．6℃，

最冷月一4．9—4．4℃。极端最高气温为42℃(1978年8月4日)。极端最低气温一13．4℃(1977

年1月30E1)。El较差11．6—6．4℃。大陆度为62．4％。干燥度为0．88。

据25年的资料分析，等于或小于年均温16．4℃有一、二、三、四、、十一、十二等六个

月。年较差为24．9℃。稳定通过10℃初日为三月二十五日，终El为十一月十七日，共237

天。无霜期242天。最长的1968年286天，最短的1962年214天。年内较冷的时间为一、二、

十二，三个月，极端最低温度一13，．5℃(1977年1月)。月平均气温≥18℃的有五、六、七、

八、九，五个月，≤8℃的有一、二、十二，三个月。

候均温：．据1957m1980年24年平均，候均温低于10℃从十一月二十五El至三月十五El，

侯均温等于22℃从五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夏季偏长，基本属于四季分明气候(图

2)。

随着地势的起状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垂直差异明显。

2、光辐射：太阳光辐射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唯一能源。我县地势北高南低，

避风向阳，光能资源十分丰富，年太阳辐射量为110千卡／平方厘米，全年日照时数1770

—2315．2小时，平均为2049．3小时，日照百分率为46％，其中4—10月份的太阳辐射量

为78．1千卡／平方厘米，El照百分率为49％。光能资源虽然充足，但四季差异较大，春季

辐射量为23．4千卡／平方厘米，夏季36．4千卡／平方厘米，秋季32、3千卡／平方厘米，冬

季17．9千卡／平方厘米。以夏秋季最高，有十月小阳春之称。

随着地势的垂直分布差异，太阳辐射也有明显的不同。地势低的南部河畈，年日照时

数1940．6小时(瓦寺前)--2049．3小时(城关)，日照率44—46％，中部丘陵年日照时数

1891．9—1896．9小时(金铺、雷店)，日照率43％，北部中、低山地区Et照时数1828．O(草

盘)--1690．2小时(韩卜)，日照率38％(韩I-,)--41％(草盘)。这种山丘与河畈的差

异，导致了生物和土壤的差异(图3)。

8、降水：降水是土壤水分的主要来源，是土壤发生一切微妙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县降水量比较丰富但分配不均，最多雨月为6月，最少雨月为1月。月降雨≥60毫米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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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二月至十月)，此期间内降水量合计为1268．4毫米，占全年总降雨量的91％。其中

三月至八月皆超过100毫米。本县春末至秋初多雨，冬季雨水较少(见图4)。气象因素

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不同的地方所表现的形势亦不相同。我县降水量，蒸发量与

温度基本成正相关，随着温度的升高和降低，降水量和蒸发量亦表现出高低的变化(表1、

图5)。

璺oD

20口

O

∞温．．

赛!
‘己爿

10

日

度硝裙荚Il璺．——蒸发m喊
⋯⋯n温屠童

一-一·阵瓠嘶
衷 1 降水、蒸发、气温月平均分配

、。 月 分 配

气象要素 年平均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降水rnm 32．7 65．7 106．6 151．1 176．9 237．2 213．4 163．9 88．5 65．2 59 32．9 1393

蒸发miD． 51．5 61．6 92．4 117．5 163．4 192．9 233．7 221．2 171．3 133．2 84．4 59．4 1582．5

气温℃ 3．6 5．5 i0．6 16．3 21．2 25．3 28．5 28 23．4 17．5 11．3 5．8 16．4

注。气温、降雨从1957—1981年的25年平均，蒸发量是57—66年、72—80年19年的平均。

随着地势的起伏，海拔高度的上升，气候垂直差异明显。

气温：我县1957年至1980年24年平均，高于0℃的积温601l，7℃，属北亚热带。高于

0℃的积温在水平方向上变化小，垂直方向上变化大j据英山气象站测定，350米以下属

北亚热带气候，大于10℃积温为5000—4500℃，海拔350一950米属暖温带气候，大子10℃的

积温小于4500℃，大子或等于3400℃，950米以上属温带气候，大于10℃的积温小于或等

3



3400℃，大于2000℃、大于lO℃活动积温随着海拔每上升100米，减少187℃(图6)。

图6 70乞蹭妒飘渡与当烈高哀的戈暴

满鲅高度
、‘H>．

降雨：降雨量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我县海拔每上升100米，降雨量增加34．8毫

米，但超过2000米，降雨量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减少。

无霜期：无霜期随着海拔每升高100米，减少3．5天(图7)。

。蒸发：英山蒸发系数为0．79，属湿润性气候，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蒸发系数不断下

降。据县气象站测定：750米以上，蒸发系数小于或等于0．33，属很湿润。

从以上气象资料分析表明，我县春季从三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共71天；夏季从

五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共123天，秋季从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共61

天；冬季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共110天。基本属于夏、冬偏长，春、秋偏短，

四季分明气候区。如麻骨土和山地麻骨土，就是长期停留在无B层的A—C阶段。

由于我县气候温暖，多雨湿润，有利于生物的生长，岩石的风化，成土过程的进行。

在地带避土壤形成过程中，土壤的淋溶淀积和脱硅富铝化过程虽不及中亚热带的红壤明

显，但比北温带的棕壤淋溶淀积和弱脱硅富铝化过程虽不及中亚热带的红壤明显，但比北温

带的棕壤淋溶淀积和弱脱硅富铝化过程明显得多，具有典型的南北过渡的黄棕壤特征。同

时，由于我县年降水分配不均，、且夏季又多暴雨，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岩石风化过程虽然

强烈迅速，但因暴雨冲刷·，地表径流，山区、丘陵的成土母质还来不及进行生物风化过程就

被剥蚀，土壤形成常处于幼年阶段。

气候条件对自然土壤的形成影响深刻，对耕作土壤亦是如此。如潴育型水稻土，夏季

种稻后，灌溉增加，降雨量增多，潴育层段结构面上淋溶痕迹的灰色胶膜清晰可辨，但是

到了冬季j{{于低温少雨，人为灌溉的减少，

化物质成条带状或点片状出现在结构面上，

4

这一层段淋溶物质的氧化淀积明显，铁锰等氧

甚至有铁锰胶膜形成。



由于淋溶的影响，土壤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鲜明特征是粘粒下移(见土种各论一章)。

， 大多数土壤剖面下层质地比上层重，水稻土中的犁底层反映这一现象更是比较明显和普遍。
、

(天)

220

210

200

190

130

170

j60

I勋

图7无霜期与痞揽高鹿白9芙系 一

(二)、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英山属鄂东中、低山丘陵区，全县大部分地区在海拔500米左右。在地质史上一一大别

吕梁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岩浆活动，有酸性侵入岩，并发生新的断裂作用。山地多为古老

的变质岩和侵入岩组成，山形浑园，坡度比较平缓。杨柳、草盘和石镇公社北部～带的混

合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就是大别吕梁期形成的。而金铺、红I』J公社的西南部则受燕山运动的

影响，形成一定面积的深度变质岩系，主要以黑云二长片麻岩为主，夹有少量斜长角闪片

麻岩，t零星分布有基性和超基性岩群，其余多以二长花岗岩为主。在南河、长冲也分布有零

星的白云石灰岩，但大多数埋藏部位较深，露头岩层较少。不同的母岩发育的土壤亦不相

同，花岗岩、片麻岩的残积母质上发育成麻骨士，而在茎基性岩母质上发育成鸟麻骨土，

白云石灰岩残积母质上发育成棕色石灰渣土(图8)。

东西两河，由于新生代地层断陷，流水长期冲击。在流水搬运和流水沉积作用的影响

下，其成土物质为全新统的河流冲积母质。由于河峪狭窄，洪积和冲积母质相伴并存或混

合在一起。

母质是岩石风化的产物，而土壤又以通过成土过程从母质产生的，所以，母质的性质

在其它成土因素的制约下，直接影响成土过程的方向和速度，对土壤的形成和肥力的发生

有着巨大的作用。并且，母质的某些性质往往被土壤继承下来，特别是在土壤形成过程的

5



初辑阶段愈较显著。从我县的地质构造和岩性特征来看，首先，由于花岗岩，片麻岩分布

广泛，风化后的残积物和坡积物颗粒粗，砂性重。其次，由于酸性岩分布面积大，所形成’

的土壤大多呈酸性或微酸性反应。再就是河峪冲积小平原，由于受流水重力作用影响，沉积

物具有一定的分选性和层理性，上游较粗，下游较细，离河床近的粗，离河床远的细的特性。

(三)地形、水文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中、低山丘陵在地质构造上，属予太古界大别群，为区内最古老地层。由于一系

列的断裂升降过程，岩性比较稳定，奠定了全县的地貌格架。

地形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般只是引起地表物质与能量的再分配，它和土壤之间

并未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只是成为影响土壤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一

个条件。

地形支配着地表径流，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地下水的活动情况，因而在同一地区内，

不同地形有着不同的土壤水分状况。县境内有东、西两条河流，由北向南纵贯全县，溪、

沟、小河密织山间，池塘、水库星罗棋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又移河改道，修筑排

水、引水、蓄水等水利纲络，为排涝、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稳产高产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

件。但是，河流、塘库、沟渠的密布，不仅左右了地下水的运动，也决定了土壤潜育层段位

置的高低。土壤水分运动直接影响土壤的发育，形成了不同的剖面构型，发育成不同类型的

水稻土。水文条件不仅对成土过程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成为水稻土壤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

不同地形，也影响着地表温度的差异。这是由于高度、坡度和方位等不同引起太阳辐

射吸收和地面辐射的不同所造成的。

由于地形影响着水热条件的再分配，影响着土体的机械组成、土层的深浅和地下水位

的高低。因而使土壤形成过程表现了地域性分布规律和垂直分布的规律。(图9)。

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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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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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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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土 土 土 潜 泥 泥 田 田 土 田 田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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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土壤区域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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