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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蕲春县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 静鹾’b， 7二、‘ ·‘

j蕲春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自一九八O年六月开始至一九八二年五月结束，黄冈地区土壤普

查验I!殳缉在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和顾问组的指导下，按照全国土壤普耷办公室关于县级士壤普

查或暴验收的暂行方法《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蕲春县土壤普查成果
进行审核验收，结果如下。

。

1．野外调查质量符合《规程》要求，

一2．基本查清了土地资源，
‘

3I．查清了低产土壤类型和土壤主要障碍因素i： ．

哇．化验{!；[器状态正常，分析方法和操作手续符合《规程》要求，分析数据基本可靠I

’5．工作底图精度符合《规程》．要求，，制图方法可行，．‘各级成果图件菇全； ．‘

6．文字资料和统计表格齐全，。数据准确，

7．成果应用，初见成效。．

黄圈趣辱农翌皇冬资源词．亨碧事业辱掣委乎会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验收入1．

黄冈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湖北省农科院土肥所副研究员，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

华中农学院教授

湖北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副组长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_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野外调查组组长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化验组组长

黄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资料组组长

蕲春县副县长

潘、知

许幼生

杨补勤

龙成风

陈心元

徐鸣恒

蔡成翥

查世煜



前
．．h

日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自1980年6月开始至1982年5月绪束，以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

全部完成野外作业和室内资料整理工作。这是我县1958年开展的第一次土壤普查后又一次土
壤普查。 j ：

这次土壤普查是在省，地统一部署下，遵照国务院[19793111号文件要求，按照《全国

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标准迸行的。

在土壤普查中，我们以航片和湖北省测绘局提供的I：25000地形图为依据；对全县土

地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共挖主要剖面19．576个，其中耕地8911个，林荒J也3665个。采取耕

地土壤速测土样9369个，每个速测土样代表面积76亩；农化样864个，每个代表面积819．8亩，

分类诊断土样168套，整段标本十个。

通过野外调查、常规分析，初步查清了全县各类土壤的养分状况和物理性质，找到了影

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因子．在此基础上，大队编绘了I，／5000的土壤综合图，建立地块档

案，编写了专题调查材料及图件说明书I公社编绘了1／25000的土壤图、速效磷图、速效钾

图、土壤改良利用图，以及土壤普查报告，各种专题报告和调查统计表，县级绘制了1／

50000的土壤图，土壤有机质图、全氮图、碱解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酸碱度图、生
产力评级图，改良利用分区图和利用现状+图等。并编写了各图件说。明书，土壤志、土壤普查

工作总结和专题总结等文字资料。

这次土壤普查是在各级党、政领导下，经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完成的。‘

本土壤志在完成土壤普查野外作业和资料汇总的基础上于一九．Ik--年十一月编写成初

稿。定稿时又作了较大的修正和充实。全志共分九章，主要介绍蕲舂县土壤的类型及其形成

条件，分布特点，发生分类，理化性状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阐明了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和

措施。附载了蕲春县土壤普查工作汇报、蕲春县第一次土壤普查总结报告b．因水平有限，对

我县土壤普查所取得的丰富资料分析总结不透、测试器件简陋，．以及图件等限制，、还有不完

善和错误之处，拟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补充。

在我县土壤普查和土壤志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省农牧厅土肥站，‘华中农学院杨补勤教

授，省农科院许幼生副研究员和黄冈地区土肥站龙成风同志的具体指导，华中农学院李传涵

老师最后对本土壤志作了审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第一章土壤形成条‘件

蕲春县地处大剐山南麓，．东南至长江之滨；：西部与浠水县泽湖临界，东北部紧靠安徽省

宿松县，南部与广济田镇接壤。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地貌多种多

样，有中山、低山、丘凌和平原。面积2431平方公里。

’按1980年行政区划，全县共有22个公社，I镇，’—个营农场，’5曲个大队j：5454个生产

队，．1056个农、捧、牧、渔场i所。总耕地面积为712113亩，．其中水周590630亩，．旱地12"1·483

亩，．总人口746230人，其中农业人口698850人，农业劳动力278L1、94人。、。一一一，． ．一

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耕地1io置直。．由此可见，我驵是弓介綦螽出缘，主产水稻的穆孝区，
也是我省十八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由于我县地理祭件优越了7蝤r林顾积在百万亩．以上r林业
较发达，适种松、杉、楠竹、桑叶、油桐、’柑梧等。】H：_外湖泊彰_水颀面积迭20万亩以上(不
包括江河)，因此，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气_土壤形成的自然条件_孓

土壤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不断变化着的自然历史客体。它鲥形成深受该地区的气

侯、地形、植被和成土母质类型及成土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促使土壤进符各种各样的成土过

程，，从而形成：种类多样、’?差异显著媳各种土壤类型。，，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一

蕲春县位于北纬2§o曲，2-30 0417，东经115 712，一115155，i处于我国北亚热带南部j 4中

亚热带北部，属于大陆性季风区。东北山区由于属东北部大别LU区余脉，具有山地气候特

色，因而形成山地黄棕壤，。啬南丘陵平原地区连耔荏笙疆南轻嚷擎蒋． ．

矗 ，·

1．气温；年平均气温16．8℃，热量由西南向东北递减。西南丘陵平琢地区年平．均气温

16．8℃，≥lO℃积温5120—5622。C，无霜期255—293天，东北中低山区年平均气温14．5—

16．4。C，≥10℃积温，4500—5000℃，无霜期220—259天(表1一l、-表1—2)’

。资料表明：，(1)年较差25．I。C，说明大陆性季风气候明显；-．(2-)foj年j四’季擐明，．夏

长秋短，3、4、5--个月均温在10℃以上、22℃以下为春季，6、7、8、’9四个月均温在22。C以

上为夏季，．。10、．11二月在11．6一17．9．℃为秋季，’120。砖·幽f均温崔王。姆以下为冬季’。说
明气温夏季炎热、春秋温和、冬季寒冷，(3)从表l一2可以看出，10℃以上的总碍温为

5328．3"C，有效积温较高，气候条件有利于生物．生长；(4)无霜斯平均25蹦4禾，最长神；秀，．最

短214天，大于26Q天在22年资料统计中有11年，占多o％，小王麴爱莨蛑疽罨业6；有80％毋



证率的有241天。初霜期日11月22E]，终霜期日3月7日。从1949年到]983年期间，最低温

表1—1 历年各月气温分析(1969--1980年平均) 单位：℃

月 份 。 薹．1，，去，2 b：
3、．b 4． ．5 6 7 基．： 9 。，地 11 】2

冀 t ，

。● ‘●，

t●

；- ?
●

、’’

●’ 1 ’{ 岛： ：．‘

各月最高气温 8．8 10．4 】5．0 21．0 26．0 29．5 33．4 33．3 28．7 23．6 17．0 11．0

各月最低气温 0．2 2．1 6．6 12．7 18．0 21．9 25．3 24．9 19．9 13．4 7．4 1．8

j．‘’月’较’．茬．‘ ．+t 8-6 ；．i一．8．3 ；、8二：4 8．3 ’8．0 ’7．6 8．1 、8i4 8．8 10．2 9．6 ’9．2

’j●rt‘i

极‘端‘最高。 ‘14．5 24．3 29．8 33．6 35．9 36：5 39．5 39．7 38．0 33．7 29．9 213．5

·．，极．揣最低．． 一：、肇．．? —15．6 ，2．8 0．8 8．4 15．7 18．5 17．7 lO．，4 1．1 —4．8 —8．2

‘，‘各月平均气温j∞ {?，3；8 5．7 ·10．6 16；6 21．7 25．5 29．1 28．9 23．8 17．9 ’11．6 、6．0

一二表卜妇·；j，‘：。l奠．．袁：：蕾鼻’缝沮～度(1961L1981年平均)。，：～：．’单位：、℃

＼项。’白㈠ ：；』零j终印期矢． ：持续舅觏：i天)‘
、名一t

’1：‘

·-。。南
。

’

．j，＼：·． ．、‘．伏· 一。·· 一。哆 ：’

＼
保证率 平均 保证率 最’i：：多 ．最。瘦温八 平均 最长 最短 80％以上80％以上

3℃以上 328．1 310 369 290 6035．1 5867．9 6370．7 5729．2

5℃以上 290．4 273· 327 266 5808．9 5676．0 6359．6 5480．0

．、，字以上．． ．23s．o 228 254 216 5328．3 5192．1 5622．2 5129．4
．tt ‘’’●●-’-

·⋯12℃以上u． i’星2202．； ，·．21L ，242 205 5135．2 。5025．8 ．5⋯599·5，
4852·．0

15℃以上 191．7 180 216 154 467416’ ：．4487二8· 5080．9 ．4026．4

．-：翟-警圭_ ．,，_。，1、31．8．．．9：，
．．127 156 11l 3672．6 3447．宅、 ．4．1(4．6 3168．7

』一· ：_!_．：卜：”，、．ij0，}⋯tj一 ．一．j ．i。’ ，；-

表1—3 历年每月平均降水分布、(1969--：．19．80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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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零下10％7,以下_并出现过十年一遇的大霜冻有二年即1954年和1969年。

2．降水：

：．表1—3表明：(。．1)冬秋二季降水量不足，月降水量在80ram以下j一：蒸发量峡辱眸冰量。

尤其是秋季温度高；：‘Fi照B手问、长；水分蒸疲量大，赢补给晦永叠小，≥秋卓袋葫；豆0：喜爱季晦i
水较充沛，月降水量在nomⅡi以上，“且年最大降水量与最小降水量差率犬予行，o曲np稳定性

不强，故常有涝灾和土壤冲刷侵蚀发生。·，(’2)最多雨月’为穴调f乒最少雨男功1月oI．月傅水量、

大于60ram有九个月，合计为1203．5ram，占全年降水总量的89．8％。其中}3土8凋：降水超过

loomm，这六个月降水总量为979．8ram，占全年总水量的．73．0％。。这谢盼我县降水多集中在

春夏=季，：冬季降水量仪占全年的27％，雨水分布极不埘匀。

据33年资料统计，我县降水一般在1100--150@mm之问。少数年份也翘叠箩细00iI洒，露不：
是^1000mm,：：超过l}000mm的有两年，’即1654年为2312mm，坞69年为杰。乏2棘酊达也习黾我县冬

季最冷的俩年。不足1000mm的有四：年，．1966年961 mm，1968年8幻击遗-1斯8年87Td'im≥L。1979，

年920ram。降水量一般还比较稳定。

从以上主要气候资料分析，我县属于中亚热带的北缘，南北过渡酊地帮●，西南4帮由于雨

量充沛，．高温多日t照有利于红壤发育，·东北部由于温暖’、少日’照、+雨量火，o有利于土壤中盐
基淋溶0‘这种影响主要受海拔高度的南l【约，．造成西南与东习匕气温明显差异。．圆为海拔高度0

影响垂直方向上水、热的变化。我县1960年至1980年气象资料表明，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

气温下降o：即℃，：’凭霜期减少3．5天b：因此，处于海拔高度在124纠§：酊建澎滩的气候：比’同纬
度平原地区气温低，年均气温11．7℃，与北京(39。48，N，海拔31，眯：)缂均溘_觑：1．6qC：JL乎
相：等o．-．冬季t(：一月．)：气温比丘陵地区低．5，ac7‘夏季．(s七月)低7地。云．雾线通常在5粕一800
米左右，无霜期205—250天，年降雨量通常在1648．3毫米，甚至高达2000毫米以上。显示山!

地气候的季风特色，有利于山地黄棕壤发育。

t．．(：j)母岩母愿对，土壤．形成的影响：．．卜，1．

。．岩石风化形成母质。母质是形成土壤的：物质基础。’不蹲岩石其矿物组成和含量。是?不：同

的广因而不同岩石风化形成的母质对土壤理化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t．现将我县主要鼬主母质

的类型分布及主要特征分述如下：．·

1．近代河流冲积物

长江冲积母质主要分布在滨江一带，，上起茅山、’下到扎营港一- ．，

蕲河冲积物：分布于以蕲河为主的千支流域的泛滥平原；’’地势愈低；，面积愈夫l主要座落

在大同j张掳、．青石、刘河t马畈、横车、高新铺、‘羔渡，1赤西1等沿河的九乔公社j·支流有檀
林河、r新路河，j白水河’．t桐棒河。狮子河、株林河、、黄厂河等地。

属长江冲积物发育的土壤有石灰性反应，土壤偏碱。脯蕲河支流发育的土壤无石灰性反

应。这二种类型冲积物发育的土壤共同特点：土层深厚，·养分率密，：质她偏强；．t土体中质地

层次变异大。．．，’

2．红色粘土沉积物

，：分布于二级阶地，．主要集中在八里湖农场陈赛湖边，蕲州公社玉宣■新塘和才匕营港等大

队。中毒B丘陵地区，如尚新铺公社卫星大队，三家詹附近也有零星分彬。第四纪粘士沉积物特

点：土壤深厚，质地粘重，物理性粘粒大于60％，土壤中富有铁锰淀积物，·有明显的红色土



层。

3．钙质岩类风化物

：主要分布在老废坳至苏家山：f线的缺子山、．大立山、大泉寺和王宣至李家嘴的银山地

区p’岩石类型布碎埽，灰声Ⅳ；巷质勰岩、生物碎屑灰岩、．含燧虿结核灰岩争。 ’．

t·；在黄厂啦近，还零星分布有太理岩、t自云大理岩。这类岩石风化物发育的土壤富含钙

质，，．质地粘重，：，士壤偏碱t，阳毫，子代换量高，保肥性能好，养分含量较丰富。 ．

’． 4．红砂毒屡能物≯；．斗：。l，·!i二：．：： ．、 ．
．’ ：·

t；分布于蕲必．、J!劳冬t‘?＼晕、I．三薄．、．．|赤西i，横车、高新铺祝马嘎等低丘地带。北起马畈公
社，南至黄土岭，西起南征湖，东抵苏圩，．联成一套陆相“红色盆地”。其主要岩石类型有

红鸟妗砂岩咚·j碾毒蔓璁砖毒o：替红色砂誊等。．．
～

t 这类悫器电最抗赆馋熊力：弱．，．戚．士过程处于幼年阶段，故土层较浅，淋溶淀识不明显，。
保水性能弱，：两耐寻；，茹蚀雄力低，r土壤酸性阳离子代换量较低，钾与硼的含量均贫乏，土
壤培肥困难，作物产量不高。

5．石英秒岩风傲物 ’．·．’
．

·．

r．?：主雾见焉黼州赢湾_：固庄r：带；另外，清水河、高新铺、赤西也有零星分布。’其主要岩石

类型有石芙砂考，、潭蒡粉状砂岩≮：：结核状砂岩、砾岩、砂砾岩、细砂岩、粉砂岩和泥质粉砂
豁：：o·。．；．、烈；’o：：=．。j．’：⋯．． ．L’‘’．j．?t‘．

?：．0石英砂岩发瘴@土壤除砥磊含量多外j、其它土壤性状与第三纪红砂岩发育的土壤相似，

一、：，·．6．页声、j砂幕崧’风牝物‘io；． ：．·、j一．。
二 ‘。 1． ．

．．仅分布奄蕲州：今社’石灰岩的边缘刘垅大队·带，．--t-壤质地较粘重，土层较深厚。呈酸性

厦摩：，|．．!：：K辍!l，￡一§。’．．， ．I．'：．、。 ．．，、

。’

7．千枚岩、板岩风化物 、 ■ ．，’

～·

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一片以菩堤为中心，南抵大立山、大泉寺山、苏家山的东北坡，东

接广滞四望，．’jj肇部气赤菊湖．内湖+的湖边相联，包括金牛洞一带。二是以孙冲为中心，：由三面

尖电。脉向西南颁斜一经王屋i海．闸!冲公啦与猪婆寨相接：第三片是以黄P为中心j北起太平寨

水库，南与赵俊接壤，东南以七里冲为界，西北延伸到清水河塘：’马骑山二‘铁山、·彭祖‘等

地，主要由中性、中酸性火山变质的一套片岩组成。 ‘t．

该类土壤缺磷，阳离子代携晕低，1保肥性差，土壤肥力较低。 。

．·零．基性-·超基性岩风化物?。．：、j
’

‘．

∥’?。(‘!’)株林河崮体i位于株林河东北乌龟颈、，铜石山和西湖山÷带，‘面积为．4平方公

里，略呈纺锤形。主要岩石有橄榄岩：辉长岩：；蛇纹石化辉橄岩、碳酸盐伊灰橄榄岩和绿泥

石婵橄填岩砒-!i小■’j℃■』⋯．|．．|．．1 ：’ ‘j．、 ．?·：o‘i‘：一 一t、

：：：。，(、2)!蒲水河岩俺i．位于清水河北侧．，．呈西北至东南向展布，长12公里，宽1，．2—2．5公
里，面积24平方公里左右，主要由辉岩和辉长岩组成，两者呈过渡关系。辉长岩呈条带状，、

透镜分布于辉岩中。 r
、

一．．基性·皆超纂性岩铁锰含量高，．形成的土壤，铁锰含量丰富，土壤多呈黑棕色，因母岩

全磷含量低，’：形成的土壤全磷和速效磷含量也较低。 ．．

9：花岗岩0．片瓣岩风f匕物i． ·

‘．

6
。、





主要位于100米以上的丘陵山，区，分布广；面积大。是我县主要成土母质。 ．

花岗片麻岩富含钾素矿物，其发育的土壤，氧化钾含量较丰富，母质风化层深，因而土

层深厚。土壤呈酸性反应，砂粒含量高，通透性好，保水保肥性差，养分含量一般，肥力不

高，含硼量低。

(三)地形地貌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地处大男Js]tb脉南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自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部为中低山地

形，．海拔高程多为500--1200米，·相对高程200---500米，河谷切割较深，山坡陡。千米以上

的山峰有仙人台(1175．8米)⋯古角寨(1144米)、罗汉尖(1010米)、全竹尖(1031米)、

将军山(1109．2米)、桐山(1079．9米)、大桴尖(1095米)，最高峰是桐梓的烂泥滩1244。1

米I中部为丘陵地区，海拔高度200--500米，相对高度60—100米，山顶浑园，山坡平缓，

有发育较好的河谷小平原i西南为平原地形，海拔高程在200米以下， 相对高程lo一30米。

地形在土壤形成过程中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地形影响水热状况的再分配。如南坡与

北坡比较，南坡光照，时间长，土温高，西北坡则相反，故农民称南坡土壤为阳性土，北坡

土壤为阴性或冷性土j其次，地形也影响土壤水份、养分和质地。在分水岭和斜坡地区，水

分携带养分(包括盐类)及土壤细粒，以地表径梳方式向下坡或低处移动。这样在分水岭处

形成的土壤除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7往往土层较薄，质地较粗，养分较少。与此相反，在坡

地的下部及低平地区i因水分集中，持水量较大，甚至经常处于过度潮湿状况，．具有较高的

地下水位，土层较厚，质地较细，养分较高。 ：．
1’

i．地形对土壤侵蚀有密切的联系，地表水的流速、．流量都是依照坡度和坡长的j增加而加

强。因此；：在山区要特别注意水土保持工作。7． ·

‘一

-．。．地形也影响土壤的垂直分布。．。往往随海拔高度’上升，气温下降，植被类型更替，相应的

形成了不同的土壤类型。‘这种山地土壤垂直分布的规律，为农业区划提供了依据。
C四)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 t

由于我县南北地势和气候的差异，植物群落也具有明显的立体分布特点。

海拔500米以上的低中山区， 以温性大别山松和台湾松为其特有的针叶林。杉松伴生植

物有栓皮栎、麻栎、·青冈、包石栎、绵石栎～水青属、械属、椴树属、桦木属，鹅耳枥属兼
生枫香等组成常绿阔叶及落叶阔卧混交林。林下灌木有马银花、蜡瓣花、棉带花、伞人仙，

野山楂：胡枝子和川榛等。草木常见野菊、三脉紫菀、一枝黄花、白花败酱、兰草和芭茅等。

经济林木有青茶i楠竹。作物有红薯、洋芋、小麦j饭绿豆、大豆和芝麻等，水田只能种一季

中稻；二年一熟。 ·．

海拔200---500米丘陵区，原生植被已遭破坏，现有植被大多为人工林。主要村种为马尾

松和杉木，自然林主要树种有白栎、泡桐、冬青、青桐、枫香、黄檀。下木有：化香j山胡

椒、木姜子、山茶、映山红 山楂等。草本植物多为禾草草丛和蕨类草丛。经济林有肯茶、

油茶、油桐、漆树、板粟、毛竹、同竹等。农作物以麦(油)一稻，麦一杂为主，兼有少量

花生和棉花。 ‘，．一

海拔200米V爿,-F-7原地区，是我县主要农业生产基地。农作物以双季稻为主，．冬作物有

小麦、‘油菜和红花草籽，早地作物以棉花、小麦为主、I’兼有苎麻、黄豆、红薯等。经济林以

柑桔为主，其次有青茶、油茶和梨子等。特产有苎麻、生姜和蚕桑。残存的落叶和常绿树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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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栋、女贞、枫扬等。人工林主要树种有：水杉、法桐、忌扬、落羽松和池杉等。

以上说明，我县自然植被具有南北过渡特征，垂直分布差异较为明显。

二、土壤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农业土壤除五大自然成土因素作用外，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介入，使土壤不

仅是一个自然体，．而且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人类为了生产作物产品的要求，就要投入物质和

劳动，’从而使土壤定向发展，并获得了_系列农业属性。因而人类的农事生产活动产生了多类

型的土壤，同时也促进了土壤肥力的演变。 一． ．

，．
：

．自解放以来，我县人民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大力推广绿肥，．发展农业机械和改革耕

作制度，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土壤的形成及改良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兴修水利、 __．

．．

我县地貌类型复杂，雨量充沛，地表径流水量犬，形成贯穿全县境内的蕲河，其支流密

布’，畅通各地并在乎原地区座落成为四大湖泊，水力资源丰富，全县共修建水库119处，加上

河流、长江、·．湖泊和塘堰等水面面积近四十万亩，可蓄水面积约17万亩，t蓄水量为4478．6万

方，可引水量为6427万方，．引灌面积15．8万亩，可提水量为3800．7万方，可提水面积‘13万

亩。在现有水利设施条件下，旱涝保收面积43万亩。
。

。

．随着水利条件的不断改蔫，土壤也发生着深刻的变，艺。。。这些变化概括起来：①旱改水，使

地带性土壤向水稻土演变，②自流灌溉面积扩大，‘促使淹育型水稻土朝潴育型水稻土演变，

@开深沟大港，建_立电排站，使潜育型和沼泽型水稻土朝潴育型水稻土演变。t上述演变是土

壤肥力的提高过程。但兴修水利在客观上给土壤也带来一些不利的条件，即由于：水库，渠

道、塘、堰等水的渗漏作用，使有一些潴育型水稻土产生了次生潜育化现象，并演变为潜育

型和沼泽型水稻土。这是土壤肥力的衰退过程，．．值待引起重视。

(二)平整土地改造冷浸田r

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县共平整土地约15万亩，．改造冷浸田、10．4万亩。

，·平’整土地和改造冷浸田，对土壤影响深刻；’这种影响有二种类型，一种是向好的方向转

化。如农田。园田化，有利于排溉分家和自流灌溉，结合改造冷浸田，又降低了地下水位，改善

了土壤水、．肥、．气、热状况，使潜育型和沼泽型水稻土逐渐脱潜和脱沼泽化。另一种是向坏

的方向转化。如犬量麻骨土压田，熟土变盥土，土壤肥力下降。因此，在人为作用下，’土壤

改造过程中，要采取科学改土的态度，-促使土壤朝着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的方向发展，达到

人为定l旬培肥土壤。． ．

。，(三。)大力推广绿胆

解放前，’我县农民有将兰花草子与一季中稻配套来提高土壤肥力的耕作经验。解放后，．

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把发展红花草子绿肥作为开辟有机肥源的重要途径，解决了早稻有机

月巴源。1980年红花草子面积发展到28万亩?成为我县三大肥源之一。这对增加土壤有机质，改

良土壤和提高水稻产量起r重要作用。七十年代发展稻田和塘堰养萍，有效地填补了二季晚

稻的秧田底霉肥的空白。尔后，各地相应地积极引进推广了大叶红花草子、箭舌碗豆、细绿



萍和柽麻等新品种绿肥的高产栽培技术，逐步形成了粮肥、棉肥、杂肥等轮作制度，有效地

培肥了地力。

(四)发展农业机械

解放后，农用机械发展较快，大大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促进了轮作换茬，提高了复种指

数。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得到发展。?据1979年统计全县有农机总动力为153685马力，拖

拉机达3351台，8856马力，农用电机30i"I台，4088 7珏，折55607马力，农用柴油机4239台，

62635马力。农用提水机械已经普及，为我县农业灌溉、机耕、运肥和平整土地起了极大的

作用，也对我县土壤肥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五)改革耕作制度

解放初期，水田都是种一季中稻，螃田耕作制度多为兰花草子——中稻，大部分冲垅田

常为冬泡——稻。一季中稻肥源多来自割青。1962年后，试验示范推广红花草子绿肥，积极

发展双季稻，一年三季。六十年代末，肥一稻一稻三熟面积占水田总面．积52．4％。由于小

麦、油菜由螃田向冲垅田发展，绿肥面积减少，油菜面积扩大。1982年肥稻稻面积降到10万

亩以下，油(或麦)面积均在20万亩以上，复种指数由1949年的127％提高至IJl979年的241％。

旱地、丘陵平原地区以麦棉两熟为主，山区以小麦、红苕为主。由于耕作制度的更新，土壤

水浸期缩短，冬季旱作，水、肥、气，热得到协调，促进了土壤熟化。

-人类的生产活动，加速了土壤熟化过程，促进了土壤肥力的演变，粮食产量不断增长。

总之，’我县广大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在因土种植，因土改良，因土施肥和耕

作熟化，培肥地力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正反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总结成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再

去指导生产，无疑会促使我县土壤肥力大大提高，作物产量将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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