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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验收书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实行领

导，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分期分

批开展。从一九八。年十一月开始，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按照全国

和省土壤普查的技术规程，较好地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土壤资源基本查

一清；资料齐全；各种图件编绘，基本达到精度要求，土壤化验数据可靠，

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湖北省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查出了影响农业生

产的土壤主要障碍因素，为农业区划和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资料全部复

印，整理，装订成册，符合档案要求。部分普查成果已开始在生产上应

用，有的已初见成效。经验收合格，特发此证。

湖北省恩施地区行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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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人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土壤普查中南科学技术顾问组顾问，副研究

员t 许幼生

地委副书记，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组长。

张植弟

地区农办副主任、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副组

长l 王家骏
‘

地区农业局局长、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成员、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副组

长· 田恒才

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成员。 吴承贵

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地区土肥站副站长，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成

员。 李涧林

地区土壤普查技术组组长，地区验收组成员t 卓君恢

地区土壤普查技术组副组长、地区验收组成员t 向动员

地区土壤普查技术组副组长、地区验收组成员- 向心炯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田恩波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s 杨斌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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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根据国务院(1 9 7 9)1 1 l号文件关于开展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工作的精神，在省、地，县委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

我县组成土壤普查专业队5 0人。省、县两级拨资金十万八千元。从一九

八。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八三年元月止，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进

．行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要求，我们用省测会局提

供的1：25000的地形图，以大队为普查单元，对全县的土壤进行实地调

绘。共挖土壤主要剖面1 8 6 9个，水田平均3 0 2亩挖一个，旱地平均

4 1 2亩挖一个，山地(林、荒地)2 6 4 8亩挖一个，取农化分析土样

7 0 8个，取耕地地块土样5 5 8 2个。

土壤化验和制图。土壤化验样品分土壤农化样、耕地土壤地块样，土壤

分类诊断样。农化样化验的项目有土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磷，

速效钾、PH值六个项目。部分土样增测了缓效钾。地块土样测定了速效

磷、速效钾、酸碱度。全县主要土种9 9个，化验了土壤分类诊断样，测

、定的项目有机械分析、容重、有机质、全氮、碱解氮，全磷．．速效磷、全

钾、速效钾、酸碱度、代换量等十一个项目。共计化验了67，962项次。在

制图方面，县级绘制有土壤图，土壤利用现状图、土地生产力评级图、土

；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垂直分布图、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全氮、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图)。各公社编绘有七种图，重点大队编绘了地

块图。全县共编绘六十七种图件。监在公社土壤图上，用求积仪法，对全

县各类土壤进行了面积量标。按照规程要求，我们编写了各种专题报告，

面积量算报告．．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土壤工作分类说明及检素表，并完成

_8。



大队、公社及全县的各种统计表格。

土壤化验按全国统一的方法全部在室内进行。土壤PH值的测定用电位

法，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测定用氯化钡一一硫酸镁法；土壤有机质测定用重

铬酸钾法；土壤全氮测定用高氯酸一一硫酸消化法；土壤全磷测定用氢氧

化钠碱熔一一钼锑抗比色法；土壤全钾测定用氢氧化钠碱熔火焰光度法；

土壤缓效钾测定用1 N硝酸热提取一一火焰光度法；土壤碱解氮测定用1

NNaOH一一扩散吸收法；土壤速效磷测定用0．5M碳酸氢钠法，土壤速效

钾测定用I N醋酸铵一一火焰光度法。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我县土壤资源的面积、类型、分布及理

化性状，找到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障碍因素，为合理种植、科学施肥、

因土排灌、因土耕作、因土改良利用及农业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集中地反映这次土壤普查的成果，特编写了本土壤志。一九八三

年元月，土壤普查验收时写成初稿，从八三年到八五年底，先后五次修改

编写而成。全书共分九章，它包括土壤形成的条件，土壤形成的过程，土

壤分类和分布，土壤类型概述，土壤肥力状况，土壤资源及其评价，低产

土壤类型及改良利用，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土壤普查成果应用。

本书为参加土壤普查全体同志共同劳动成果。由吴克仁汇编。第五，

七、九章和来凤县水土流失现象及其防治由梅德荣执笔，第一、二、三、

四、六、八章由吴克仁执笔，土壤普查工作总结由高德林执笔。华农则雄

德教授修改定稿。初稿由州土肥站的卓君恢、向心炯审阅，参加审稿的还

有省土办的郑明珠同志。在第七、八章中引用了刘可会写的土壤普查专题

报告，在第一章中引用了县气象站的有关资料。

土壤志制图：罗茂胜，向林仕、万兴沛、吴正祥。

审图t李建匀、方国成(省土办)o

化验：吴国顺、瞿晓玲。

统计。张光辉、黄透艮、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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耋 剖面审查：覃登权。

蚤 土壤志编写中，得到省农科院、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华中农学院、武汉

≥测绘学院，武汉测绘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亲切帮助和指导，自治州领导及

楚．州技术指导组的卓君恢、向心炯、向动员同志，多次指导工作，特别是县

：农办副主任汤其贤同志自始至终领导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县区划办的吕

i传宝、周开元、裴德超同志，在部分统计表格的数据审查中做了很多工
。

作；原县农业局的蔡元度及其他有关同志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

谢。由于我们的编写水平有限，书中定有错误之处，务请同志们批评指

正。

薏
甍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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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及土壤形成条件

来凤县，位于鄂西南边缘山区，是川，湘、鄂三省交界处。东北面与宣恩县交界，西北面与

藏丰县接壤，西南面与四川酉阳县毗邻，东面与湖南龙山县隔水相望。

山地是我县地形的主体。武陵山余脉从西南走向东北，西北地势较高，崇山竣岭绵延起伏，

东南地势较低平开阔，与湖南龙山县构成来凤盆地。酉水河流经盆地之中，来、龙两县以此为

界。我县最高海拔1 6 2 1米，最低海拔3 3 9米。全县总面积2022898亩，其中海拔8 0 0公

尺以下的低山占7 8．2 8％，海拔8 0 0一l 2 0 0公尺的二高山占l 9．9 1％，海拔1200公

尺以上的高山占1．1 8叻。

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还有苞谷，红苕、小麦等。主要特产有柑桔，油茶，油桐等。油蔫，
油桐是我省著名特产。

全县耕地面积285702亩，其中水田占耕地的5 8．7 5％。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城镇。遂移
县直国营农场，园艺场、林场、药材场。I 3 8个大队，I 6 9 8个生产队。人口234840人k其?

中农业人口216449人。人平耕地1．2 2亩。

一，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土壤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体。它的发生，发展，演变等都在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每一类土壤

都有独特的形成条件，影响土壤形成的主要自然条件有气侯、母质、地形水文，植被等几个方

面。

． (一)气 候

气候因子直接影响土壤形成过程的水分，空气和热状况，支配着绿色植物和徽生物的生命活

动，从而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对土壤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气候的特点和类型

气候的特点。(1)我县位于北纬2 9
9

6’6 3"——2 9。4 0’2 1一，南北相差不蓟一

个纬距。气候的南北差异小，垂直变化明显。(2)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无霜期长，雨量充

掷，降水量随海拔升高而增加。

气候类型l

海拔8 0 0公尺以下，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侯’

海拔8 0 0—1 2 0 0公尺，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山地气侯刭类似南温带气候，

海拔l 2 0 0公尺以上，为类似南温带气候I

2，热量资源(附表1—1、表1—2，不同海拔高度气温变化图，年均温图)

我县海拔上升l 0 o米，气温下降0．6 4度。随海拔升高年平均气温芦变化如下·
海拔5 0 0公尺以下，年平均气温为摄氏l 5．9度——l 6．3度，

一l一

誉≯．t●，j盏薄一∥，

●，，．，．．J，。《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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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5 0 0—8 0 0公尺，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 4．0度一一1 5．9度I

海拔8 0 0一l 2 0 0公尺，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 1．8度一一1 4．0度，

海拔1 2 0 0—1 6 0 0公尺，年平均气温为摄氏9．7度一一1 1．8度，

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气候有较f；；j显的季节变化。海拔高度不同，四季的长短有明显差异。其

特点是。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

积温：(8 0％的保证率)

海拔8 0 0公尺以下≥摄氏O度的积温为5 4 0 0度一一5 8 0 0度

≥摄氏l 0度的积温为4 9 0 0度一一5 1 3 0度

海拔800m1200公尺≥摄氏0度的积温为5 0 0 0度一一5 4 0 0度

≥摄氏1 0度的积温为4 2 0 0度一4 9 0 0度

海拔1200公尺以上≥摄氏0度的积温为4 6 4 0度一5 0 0 0度

≥摄氏1 0度的积温为3 3 0 0度一4 2 0 0度

无霜期：

海拔5 0 0公尺以下，无霜期为2 8 0—2 9 0天，

海拔5 0 0—8 0 0公尺，无霜期为2 6 1—2 7 3天，

海拔8 0 0一I 6 0 0公尺，无霜期为2 0 7—2 5 4天I

2，水份资源(附表I一8)

我县雨量充沛，降雨量比我省同纬度的平原地区雨量多2 0 0—4 0 0 mill．，年降水量为

I 3 0 0—1 9 0 0 mm左右。

降水量的地理分布特征是西北多于东南，呈径向型递减。(见年降水量分布图)。同时，降

水量随海拔升高而增加，海拔每增加3 0 0米，年降水量增加l 0 0 m11"1，两河，杉木，龙谭坪

等地年降水量在2 0 0 0 mill以上，接龙、卯洞公社的年降水量在1 5 0 0 mm以下。

因受季风环流影响，带来“雨热同步"的特点。各季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降水

量最少，平均为8 1．5 lnili，占年降水量6％。春季降水量平均4 1 1．7 mlll，占年降水量30

％。夏季降水量平均为6 0 6．9 film，占年降水量的4 3％，秋季降水量平均为2 9 4．5 illm；

占年降水量的2 1％。4—9月降雨量为1 0 7 6．5 1'11i'll，占年降水量7 7．2％。

不仅降雨集中，而且降雨的强度较大，一个月的最大降雨强度可达l 0 2 5．2 mm，一日的

最大降雨璧强度可达2 6 2．5 r1111"1，一小时的最大降水强度可达9 0．8 m ill，十分钟的最大降雨

强度可达2 4．2 mill．，造成洪涝灾害(附表l一4)

我县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是“雾多湿重，，，据统计，我县全年雨天1 6 7天，占全年总天数

4 5．8叻，雾日+4 0．8天，占全年天数1 1．2缅·(附降水与蒸发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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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l

全县不同海拔月，年平均气温统计表

、、逑＼海 小 于 500—800 800一l200 l200一1600

年 、＼、、 拔

气温、＼＼ 500公尺 公 尺 公 ．尺 公 尺
’＼、，．

一 月 4．4—5．0 2．8—-4．4 0．5—2．8 一1．8一O．5

二 月 6．0—6．6 4．2—6．0 1．9—4．2 —0．4一1．9

三 月 10．6—11．1 8．9一lO．7 6．7—8．9． 4．5—6．7

． 四 月 16．1一16．5 14．3一16．1 12．1一14．3 9．9一12．1

五 月 20．1—20．4 18．2—20．1 16．0—18．2 13．8—16．0

六 月 23．8—24．2 21．8—23．8 19．6—21．8 17．4一19．6

七 月 26．5—27．1 24．8—26．5 22．3—24．8 20．0—22．3

八 月 26．2—26：7 24．3—26．2 22．1—一24．3 19．9—22．1

九 月 22．3—22．5 20．O一22．3 17．6--20．0 15．6一17．6

十 月 16．7—17．1 14．8—16．7 12．8一14．8 10．8一12．8

十 一 月 11．4一11．8 9．4一11．4 7．3—9．4 5．3—7．3

十 二 月 6．5—6．9 5．O一6．5 2．7—5．0 0．4--2．7

年 平 ·均 15．9一16．3 14．O—15．9 11．8一14．0 9．7一11．8

最高气温 38．9—41．2 36．0—39．0 34—37 30--34

最低气温 一8．3一一7．0 —9一一13 一r3一一16 一16一一18

月最低气温(元月) 4．4—5．0 2．8—4．4 0．5—2．8 1．8一O．5

月最高气温(七月) 26．5—27．1 24．8—26．5 22．3—24．8 20．1—22．3

年 较 差 22．2 21．7—22．0 20．0 21．0

≤年平均气温月份 1、2、3、11、12月 l、2、3、ll、12月 1、2、3、11、12月 l、2、3、ll、12月

注t 1，单位度C
．

2，资料来源于来凤县气象站

8，海拔5 0 0公尺以下的气温统计为1 9 5 3一I 9 8 0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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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全县不同海拔四季的起止日期和天数统计表

项

春

夏

秋

海

’、

目

拔

＼

起

止

)’卜-

小于500公尺 500一800公尺 800一1200公尺

26／3—24／4

1 200—1600公尺

6一ll／3 {ll一2e／3

20一25／5

7 6—8 1

25／5—15／6

i=i_1日 数

起

15／6--1 3／7

8 l一8 2

24／4一12／5

13／7以后

8 2

21—26／5 26／5--1e／6 16／6—20／6 20／6以后

16—26／9 6—16／9 6／9—2／9 2／9以后

113—128 82—102 8 2—6 6 7 4

17—27，／9 7—17／9 3—7／9 28／8以后

21／ll一1／12 16—26／ll 12一16／ll 12／1l以后
—

6 6—7 1 7 l 7 l 7 7

22／11--1／12 17—22／ll 12一17／11 2／lo—l 2／ll

5--1l／3 10一15／3 15—23／3 23／3一13／4

平均气温小予1 0℃为冬季。

1 0—2 2℃为春，秋季。

大于2 2℃为夏季。

止

日 数

避

止

日 数

冬

起

止

日 数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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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1)气候影响土壤母质的形成

岩石经过风化，形成土壤母质。气侯直接影响岩石的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的强度，因而气候

影响土壤母质的形成。

气候对母质物理风化的影响：

我县气温的日夜较差、年较差均大，使母岩的风化在冷热交替、冻融交替下频繁进行，物理

风化强烈，土壤母质形成和成土较为迅速。特别是砂质页岩在较短的时问内，便可以形成粗骨性

的薄层：L壤。

气候对母质化学风化的影响s

我县湿热的气候条件，化学风化和物理风化相伴产生。水和热是化学风化不可缺少的条件。

缺水化学风f{二不能进行，温度低，化学风化进行缓慢。温度升高摄氏1 0度，化学风化速度增加

一倍。我县的气候条件，母岩的氧化、还原、水解、碳酸熔解都十分强烈，加速了土壤母质的形

成，使土壤产生粘化。我县石灰岩形成的黄泥巴土，是以化学风化为主，形成的土壤质地比较粘

重。

(2)气候对地带性土壤形成的影响：

水热条件在垂直方向上明显分异，使我县从低山到高山相应地分布着红壤、黄壤，黄棕壤三

个土壤类型。

海拔8 0 0公尺以下的低山，丘陵、河谷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气侯，气候条件基

本达到或接近于红壤、黄壤的形成的条件，形成了红壤和黄壤两个土类，红壤分布于5 0 0公尺

以下，黄壤分布于5 0 0—8 0 0公尺之间。海拔8 0 0公尺以上，由中亚热带过渡到类似南温

带气候，形成山地黄棕壤。 ．

由于气候的影响，成土母质除极小面积的石灰岩外，都以形成地带性土壤。由石灰岩母质发育

的土壤有685978亩，几乎绝大部分已发育为地带性土壤，仅在接龙公社的红花大队，甘溪大队，

由于特殊的地形，水文地质的影响形成了石灰(岩)土8 5 6亩，只占石灰岩母质发育土壤面积

O．12％，因此，气候对土壤类型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8)气候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分懈。

我县气候使植物的生长期长，而且生长迅速，年生长量大。但土壤微生物活动旺盛，有机质

的分解强烈，因此，我县土壤有机质的积累量监不高。

气候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我县大于或等于摄氏0度的温度持续的平均天数为360．9天，越冬作物可以安全越冬。大于

或等于1 0度以上的温度持续的天数为2 0 9天到2 6 0天，平均为2 4 0天，因此，植物的生

长期是较长的。以农作物为例来说明我县植物的生长量的情况。在海拔5 0 0公尺以下的地方水

。田可以发展双季稻，如接龙公社有水田34738商，每年双季稻都在20000宙左右，加上冬季作物，

一年可种三季。在海拔5 0 0—8 0 0公尺的地方，水田一年可达两熟。早地套种，一年也可以

搞两熟到三熟。在海拔8 0 0公尺以上的地方，早地套种，一年两熟也是很普遍的。

气候对土壤有机分解的影响：

我县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微生物活动旺盛，有机质的分解快。同样以耕地土壤为例，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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