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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11号文件精神和省、地的统一安排，

我县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进行土壤普查工作，在县委、县革

委及县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地农业局土肥站的大力帮

助下，以县农业局为主，在县科委、水电局、林业局等部门的配合

下，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群的支持下，采取专业队与群众相结

合的方法，经过地区土壤普查专业队同志和县参加土壤普查工作的领

导和广大农技干部、农民技术员等一百八十二人的共同努力，全县土

壤普查工作共分五个阶段(准备工作、培训技术队伍、野外土壤普查、

土壤普查复查、土壤普查资料整理)进行的，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

止，历时两年余，基本上完成了全县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全县共挖主要剖面7821个，其中水田6350个，旱土735个，山地

736个，纸盒标本7821个，整段标本30个，耕层混合样16032个，干亩

样600个，分层剖面样1180个，共化验56277项次；绘制各种图件1183

幅，其中县级成图五套四十五幅，公社成图六十八套二百七十二幅，

大队综合土壤图866幅，编写“零陵县土壤志”、 “零陵县土壤普查

工作报告”各一份，专题报告三份，公社、大队土壤普查报告936

份，·．．．．·。

通过土壤普查，初步查清了土壤资源，基本上摸清了土壤分布规

律，查出了障碍农业生产的土壤因素，分析化验了土壤养分状况，较

合理地提出了改良利用意见，为我县农业区划、科学种田提供了依

据。但由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对土普“技术规程，，理解不

深，搜集资料欠全面，又加之经验不足，因此，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请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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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基本情况

我县位于湖南省南部的湘江上游。东经llo。11、22“至110。57 7 23”，2L纬25。ll、22“

至25049、18”。东与祁阳县毗邻，南与双牌县相连；西南与广西全州交界，西与东安、

北与祁东县接壤。全县十区一镇五场一所，68个公社，793个大队，7013个生产

队，145910户，659306人，总劳力281764个，其中男全劳力130354个，女全劳力113972

个；全县总面积4769247亩，其中总耕地面积907473亩，(水田805393亩，旱土102080

亩)，林地1753067亩，荒山68110l亩，园艺土17731亩，山塘、水库水面111252亩，其

他1298623亩。全县耕牛58258头，其中能劳役的43596头，牲猪323218头。近年来，农

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全县共有大型拖拉机798台，14555匹马力，手抉拖拉木dL520

台，5192匹马力；农用汽车6l台，54lO匹马力；动力打稻机12402台，62010匹马力I蒲

滚船769台，3845匹马力；农用动力8564台，88385匹马力；可机耕面积182400亩，实际

机耕面积49799亩，机械化程度为6．2％。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小麦、黄豆、红

薯、高梁、玉米等。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花生、芝麻、苎麻、甘蔗、烤烟等。稻田

耕作制以稻稻肥、稻稻冬泡、一季中稻和一季杂交稻为主，近年来，豆稻和稻稻油耕作

制有较大发展；旱地主要为小麦一红薯、大豆一红薯、棉花一小麦或油菜等。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需肥数量越来越大。我县主要有机肥有牛

猪肥、绿肥、凼肥、土杂肥等，化肥有尿素、碳铵、氯化铵、过磷酸钙、氯化钾等，微

肥(锌肥、硼肥)正在开始试用。目前，早稻基肥以绿肥、牛猪肥、凼肥为主，晚稻基

肥以牛猪肥、秸杆还田、土杂肥为主，一般晚稻肥源缺乏。早晚稻的面肥、追肥则以化

学氮、磷、钾肥为主。

解放后，畜牧、水产事业有很大发展。牲猪：全年饲养量，49年为14．12万头，78

年为48．95万头，79年为49．30万头，80年为42．87万头，年内出栏肥猪，49年为6．69万

头，毛重903．15万斤；78年为22．84万头，毛重3031．40万斤；79年为25．65万头，毛重

3988．54万斤；80年为23．02万头，毛重3683．20万斤。耕牛存栏数：49年为3．66万头，

78年为5．83万头，79年5．95万头，80年为5．76万头。水产放养面积：49年为4．69万亩，

78年为6．92万亩，79年为7．20万亩，80年为7．06万亩；水产品总产量，49年为84．o万

斤，其中鱼类为71．O万斤，78年为466．0万斤，其中鱼类为456．0万斤，79年为495．O万

斤，其中鱼类为459．o万斤，80年564．oN"斤，其中鱼类为526．O万斤。

农付业总产值构成比重：49年总产值为2879．60万元，其中农业占75．56％，林业占

7．27％，牧业占lO．57％，付业占3．76％，渔业占3．04 o,4；80年总产值为13938．O万元，

l



其中农业占67．30％，林业占3．30％，牧业占15．4％，付业占12．9％，渔业占1．1％。

农村人民公社人平纯收入情况：1958年为44．37元，78年为83．50元，79年为98．20

元，80年为97．60元。

历年粮食产量情况；解放后，我县粮食生产发展速度是波浪式直线上升的。解放初

期粮食单产为297斤，1958年粮食单产为462斤，1977年跨了“纲要”(即单产841斤)，

1978年至1979年粮食单产在1000斤左右徘徊，但总产逐年有所提高。通过土壤普查，摸

清了土壤的底细，找到了土壤障碍因素，1980年，尽管冬坼田面积大(17．49万亩)，

又加之在干旱严重的情况下，粮食总产80年比79年增产653．51万斤，水稻总产80年比79

年增产1287万斤。

总之，我县在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如改革耕作制度，双季稻

的发展，杂交稻的推广，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详见“土壤改良

利用措施”部分)。

l、由于对耕地利用不当，存在以下问题：稻田土壤潜育化严重、耕层过深过浅、

质地过粘过沙、土壤变碱、矿毒、土壤养分比例失调、旱地水土流失严重等。

2、土壤资源利用不合理：乱砍滥伐、盲目垦荒、森林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不

适地适树、苗木成活率低；不因土种植、盲目改冬泡田种棉花、产量极低；培育管理不

善，经济林产量不高。

3、水利工程讲需要，不讲经济效益，排灌系统不配套，重灌轻排。

第二节 自然条件

一、气候：

我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气候特点：

1、四季明显，气温日较差大。

我县季风气候特点较明显，春季温和多雨，夏热南风日照长，秋高气爽温差大，冬

季低温湿度小。据我县1961—1981年二十年气象资料，春季从三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六

日，历时63天；夏季从5月27日至9月23日，历时120天；秋季从9月24日至11月27日

历时65天’冬季从llfi]28日至次年3月24日，历时117天。四季分配以夏季最长，冬季

次之，春秋季较短。

我县历年各月气温平均日较差均在6度以上，特别是5--lOft]日较差在8度以上，

这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比较有利。

2、热量丰富，生长季节较长：全县年平均气温在17．6～18．3度，西南部的大庆坪

和东南部的福田等山区，年平均气温在18度以下，其他各地都在18度以上。一月最冷，

月平均气温在5．7—6．5度之间，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8．6—29．6度之间，≤O度的

天数，历年平均只有5天，日平均气温>0度的累计温度在6490度以上，极端最低气温

一般在O至(一5)度，只有个别年份出现(一7)度。全年无霜期历年平均为287

天，最长达328天，稳定通过10度始于3月下匈初，终于11月底，长达250天左右；≥10

2



度期间的活动积温5600度以上，达80％的保证率的也有5480度以上，稳定积温通过15度

始于4月中甸，终于11月初，其间平均198天，活动积温4890度以上，达80％的保证率

的有182天及活动积温4730度以上。5月中旬前期到10月初140多天，气温均在20度以

上。从10度始期到20度终日达80％的保证率的有181天，活动积温4401度，这对满足早晚

两季水稻、棉花、甘蔗等喜温作物生长所需的时间和积温都是比较宽裕的。

3、雨量充沛、分布不均：

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全县降雨量较丰沛，历年平均总降雨量为1271—1696毫米，

在地域分布上，由南至北降雨量逐渐递减。降雨量较多的东南部倒口岩和西南部大庆坪达

1600毫米以上，北部的冷水滩、普利桥一带，年降雨量在1300毫米以下，年降雨量最多

年份达1937．6毫米(1970年)，最少年份为950毫米(1971年)。在季节分布上，一年中

雨量最多的集中在春夏季，历年3—6月份平均降雨量为716．8毫米，占全年平均雨量

的54％，7—10月占25％，儿一2月占2l％。
、

零陵县年1951—1973年月平均气温、降雨量、蒸发■与相对湿度

月平均 月平均降 月平均蒸 月平均相 月平均 月平均降 月平均蒸 月平均相
月份 气温 雨 量 发 量 对湿度 月份 气 温雨 量发 量 对湿度

(℃) (inHI) (mm) (％) (℃) (mm) (ITllTI) (％)

l 5．8 60．7 51．9 78．3 7 29．2 84．5 233．7 81．0

2 7．0 94．1 46．7 83．4 8 28．3 123．4 209．2 74．3

3 11．5 131．7 80．0 83。0 9 24．8 68。3 169。1 74．5

4 18．3 223．4 100．2 82．8 10 19．0 74．5 125．4 75．3

5 22．2 228．3 122．7 81．7 11 13．4 84．3 75．7 78．8

6 26．1 169．4 161．8 79．0 12 8．0 58．8 60．8 78．3

由上表可知，①l一6月降雨量大于蒸发量，7—10月蒸发量则大于降雨量；②蒸

发量的大小与气温成正相关，⑧相对湿度l一6月大于7一12月，且随降雨量的变化而

变化；④雨量分布不均，且集中于4—5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33．2％}⑤蒸发量以

7—8月为最大，占全年总蒸发量的30．9％。

4、春秋温度多变，春寒重于秋寒；雨量分布不均，旱涝灾害频繁；春季霪雨寡

照、湿害比较严重，盛夏高温明显，严冬间有冻害。春季气温年际变化大，4—5月的

平均气温，高低年之差值，都在5度以上；过程降温幅度大，(达20多度)；低温持续

时间长，一般持续阴雨低温时间为5～7天，最长的可达20多天，据196l一1980年资料

统计，春播偏差的年份占45％，五月低温出现的年数占30％，故春寒重于秋寒。全年降

雨量集中在4—8月，其中4—6月占45％，据1961年一1980年二十年的资料统计，达

到洪涝标准的有七年，占35％，历年3—5月雨量576毫米，雨日55天，占全年总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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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3．2％，日照时数为305．4小时，占全年日照总时数的18．7％，连续阴雨低温，有时

一次长达20多天至一个多月，空气湿度始终保持在90一100％，6月中下旬到8月份出

现连续5天以上的日平均气温达30度以上的高温酷热，1961--1980年二十年的气象资料

统计，日平均气温>30度的平均初日在6月23日，终日在8月24日，初终间58天，最长

的初终间日数达98天，一般每隔4—5年出现一次中等以上的低温冻害。

由于我县处于高温多雨、生物繁茂的中亚热带地区，化学风化作用强烈，岩石彻底

被破坏，母质中释放出来的各种易溶性物质(K、Na、C a等)和胶体物质(胶状

Si O。等)在风化过程中易被水溶解或淋洗，土壤呈酸性反应，矿物质养分缺乏，±壤

中次生矿物高岭土虽较稳定，但在高温多雨的亚热带地区，亦继续分解为简单的含水氧化

铝(A1：O。．nH。O)和含水二氧化硅(SiO。·／1H。o)i同时生成大量的、难溶性的氧化

铁和氧化铝而被积累，即所谓脱硅富铝化过程，故在我县形成大面积的地带性红壤。由

此可见，气候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土壤形成过程中的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矿物质

的淋溶与淀积，关系密切。

=、地形地貌：。

我县地属山岗地区。县境四周高山环绕，中部丘岗起伏，构成山间盆地之状。东南

有梁山岐，阳明山、回龙山、海拔1000一1500米，南有五星岭，花古岭，四方山，紫君

山、狗婆岭、海拔800--1200米，西南与广西接界的黄花蛉，海拔1062米，北有腾云

岭，海拔1052米。我县最高点是阳明ljJ望佛台，海拔1624．6米，最低处是香花坝公社湘

江出口处的哲洲滩，海拔80．3米。根据我县地质地貌特点划分为四个地貌单元。

l、河溪谷平原： 面积1143372．9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4％，海拔高度80—270

米，相对高度小于10米，坡度小于3—5度，主要分布于我县境内消湘二水沿岸及其支

流两岸的河溪谷地区，其次分布于石灰岩地区的溶蚀平原。主要土壤类型有河潮土、河

沙泥田、灰泥田等。地势较平坦，多为土层深厚肥沃，质地较轻，土壤疏松，通气性

好，但也有少部分质地较粘重，通气不良，±壤一般呈弱酸性至中性反应，但由于长期

过量施用石灰或上源母质的影响，一部分稻田土壤呈微碱性反应。土地利用率高，绝大

部分已垦为稻田和旱土，是我县粮经作物的重要产区。

2、岗地： 面积1286294．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7％，海拔130—230米，比高小

于30—60米，坡度5一lo度。主要分布于河溪谷两岸及丘陵两端或周围。母质有四纪红

土、石灰岩(主要为钙质页岩、泥灰岩)、紫色砂页岩及板页岩(泥质页岩为主)等。

主要土壤类型有四纪红土红壤、灰岩红壤、板页岩红壤和红色石灰土、黑色石灰土、紫

色土及水稻土(红黄泥田、灰泥田、紫泥田、青泥田等)。地形微度起伏，一般土层较

厚，质地较粘重，土壤呈酸性至碱性反应，植被复盖率低，多为疏林地、或荒地，可发

展柑桔、茶叶及造林绿化，防止水土流失。

3、丘陵：面积776540．8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6．3％，海拔170—300米，比高60—

200米，坡度10—25度。主要分布于我县北部、南部、东部各公社。母质有石灰岩(包

括白云质灰岩等)、砂岩、板页岩等。主要土壤类型有灰岩红壤、砂岩红壤、板页岩

红壤、黑色石灰士及水稻土(黄泥田、黄沙泥、灰泥田、灰黄泥、青泥田等)。地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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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较大，土层厚薄不一、荒地而积较大，植被有松、杉、油茶及少量果木。要加速绿

化，保持水土。

4、山地：面积1191013．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4．5％，海拔由300—800米以上，

比高200一600米以上，唆度25度以上。分布于县境四周的枚溪、郑家桥、福田、桐子

圩、喜塘，菱角塘、凼底、富家桥、大庙头、阳河、何仙观、梳子卜、水口山、大庆

坪、西头、新宅里、石岩头、于家、杨村甸等公社和石岩头、水口山、大庙头林场。母

质有砂岩(包括浅变砂岩、红砂岩、砾岩等)、板页岩、花岗岩等。主要土壤类型有【上I地

草甸土、黄棕壤、山地黄壤、红壤及水稻土。植被分布为茅草(冬茅、蕨类、映山红、

箬竹等)；茅草灌丛(冬茅、蕨类、毛栎、胡枝子、等)；针叶阔叶林(园槠、荷木、

石栎、麻栎及杉松等)针叶类和楠竹；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油茶、樟、茶叶、松杉及果

木)。土层厚薄不一，腐殖质层较明显，土壤多呈酸性至强酸性反应，植被复盖率较

大，但由于乱砍滥伐，破坏生态平衡，造成水土流失，值得注意。这是我县发展林业

生产的重要基地。

山区应以林业生产为主，林农牧结合为好。据调查水稻分布位置最高的是阳明山小

漯漕，海拔1000米左右，但由于阴冷、日照短、水稻产量不高，一般亩产200一300斤，

据农业区划在杨村甸公社高锋大队的调查(腾云岭的南面)，海拔400米以上的冲田不

宜发展双季稻：因①年积温不够。双季稻所需≥10℃的年积温为4700℃以上；该大队海

拔411米的稻田，≥lo℃的年积温为4174℃、差526℃；②气温低。高锋大队山上比山脚

下的杨村甸大队气温低1．6—3℃，季节推迟10天；⑧光照不足。lJ．1上的光照比山下每天

少1—2小时。④成本高，产量不高。双季花工多，成本高，平均亩产843．6斤，一季

中稻或一季晚稻平均亩产754．4斤，因此，宜改双季为一季，阳明山林场插一季杂交

稻，平均亩产973斤。 、

我县的地势是南北高，中间低，地形起伏大。在大地形中，地势的起伏大，直接影

响气候、生物带的垂直分布，从而也就影响到土壤带的垂直分布。如在我县形成山地草

甸土、黄棕壤、山地黄壤、红壤的土壤垂直分布带谱；中小地形则影n向土壤分布的局部

变异，或土壤的相对年龄。在山顶或斜坡和谷地上，土壤的水分和养料状况是不同的。

在山顶或斜坡上，由于水分运动，土层浅薄，土壤中粘粒物质和可溶性养料被冲鼬淋

洗，土壤颗粒粗，透水性好，养分缺乏；相反，在谷地上，土层较厚，水分和养料较丰

富。因此，地形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三、成±母质：

从地史资料看，我县在下古生界(寒武、奥陶、志留)和上古生界(泥盆、石炭、

二迭)时，由于地壳运动，海浸关系，成为地台浅海；中生界(三迭、侏罗、自垩)后

期，由于燕山运动，海水大规模撤退而成为陆地，从此，我县地质构造轮廓和地貌基础

已经形成。气候由湿润变为干燥。在二迭系以前，地层以浅海沉积物为主；在白垩以

后，则以陆相盆地沉积物为主。正由于海陆变迁，地表剥蚀，地层多变，母质较复杂，

按照省规定的七大类母质，我县皆俱，只是出现的部位和分布范围各异。

l、花岗风化物：面积23515．6亩，占土壤总面积的0．70％。主要分布于福田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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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山系中、低山地。生成的自然土壤有花岗岩山地黄棕壤、山地生草黄棕壤、花岗岩’

黄壤及极少量的麻沙土(群众称为“艮沙土”)，其主要特性为：土层一般较厚，有机质

含量较高，质地较轻，多为沙壤或壤土，土壤疏松，结持力差，易被冲刷，土壤呈酸性

反应，含钾较丰富。林地面积小，荒山面积大。

2、砂岩风化物：包括浅变砂岩、硅质岩、砂岩、砾岩等。面积981994．4亩，占

土壤总而积的29．23％。主要分布于福田、桐子坪、郑家桥、枚溪、邮亭圩、何仙观、

阳河、富家桥、大庙头、凼底、喜塘、水口山、石岩头、大庆坪、光辉、马子江、长

塘、黄田铺、东方红、仁湾、易家桥、牛角圩、牛角坝等公社的中山，中低山、低山和

丘陵岗地。生成的自然土壤有山地草甸土、砂岩山地黄棕壤、砂岩山地黄壤、砂岩黄红

壤、砂岩红壤。其主要特性为：土层较薄，质地多为壤土，土壤疏松，通透性较好，保

水保肥能力较差，呈酸性反应，养分含量低。林木生长因地而异。旱土有黄沙土、红砂

土，水田有浅黄沙泥田、黄沙泥田、青沙泥、石灰性青沙泥，冷沙泥。

3、石灰岩风化物(包括泥灰岩、钙质页岩、白云质灰岩等)：面积1886623．3亩，

占土壤总面积的56．16％，广布于我县各低山丘陵岗地。生成的自然土壤有灰岩红壤、

灰岩黄红壤、黑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其主要特性为：土层厚薄不一，质地粘重或较

粘重、粘结性强，通透性差，土壤呈酸性至微碱性反应，含钙丰富，其他养分缺乏。旱

土有灰红土、红灰土、棕色土(饭石土)。水田有浅灰泥田、浅灰黄泥田、鸭屎泥田、

灰泥田、灰黄泥田，青鸭屎泥田，青灰黄泥。

4、紫色砂页岩风化物：面积69203．1亩，占土壤总面积的2．06％，主要分布于天

字地、蔡家、富家桥、高溪市、马路街、仁湾、阳山观、东湘桥、珠山等公社的丘陵岗

地。生成的自然土壤有酸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石灰性紫色土。其主要特性为：土层

一般较薄，土色分化不明显，土层一般夹有半风化岩片，土壤呈酸性至碱性反应，含钾

钙较丰富，群众称为“猪血土”，冲刷较严重，植被复盖率低，多为光山秃岭。旱土有

紫红沙土、紫泥土、钙质紫泥土；水田有浅紫泥田，酸性紫泥田、中性紫泥田、青紫泥

田。

5、板页岩风化物(包括板岩、泥质页岩)：面积106156．2亩，占土壤总面积的

3．16％，集中分布于杨村甸、枚溪、郑家桥、福田、桐子坪、何仙观、阳河、长岭、集

义、接里桥、石山脚、华源、大庆坪、黄田铺、楚江圩等公社和水口山林场、石岩头林

场的中低山、丘陵地区。生成的自然土壤有板页岩山地黄棕壤、板页岩黄壤、板页岩黄

红壤、板页岩红壤。其主要特性为：土层和腐殖质层厚薄不一、质地较粘重、土壤呈酸

性反应，磷钾较丰富，透水性较差，水土流失较重。旱土有黄泥土、扁沙土；水田有浅

黄泥田、青泥田。

6、第四纪红色粘土：面积150835．8亩，占土壤总面积的4．49％，零散分布于桐子

坪、福田、喜塘、长岭、枚溪、黄阳司、菱角塘、富家桥、凼底等公社的岗丘地区。生

成的自然土壤有四纪红土红壤。其主要特性为：土层一般深厚，质地较粘重、土壤呈酸

性反应，养分含量低，有的侵蚀较重。旱土有熟红土、红泥土，水田有浅红黄泥田、红

黄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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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流冲积物：面积141093．6亩，占土壤总面积的4．2％，主要分布于我县境

内消湘二水沿岸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地区。生成的自然土壤有河潮土。其主要特性

为；土层深厚肥沃，质地沙壤至粘壤土，土壤疏松，通透性好，土壤呈微酸性至微碱性

反应，具有成层性和成带性，开发利用率高，是发展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旱土有河沙

土、河沙泥土、河沙泥菜园土等；水田有河沙田、沙泥田、河潮泥等。

既然土壤是从母质发育起来的，那么母质的各种性质对成土过程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母质的性质能加速或延缓土壤的发育过程，如我县的酸性、中性、石灰性紫色土，

就反映了紫色土中碳酸盐的积聚与淋溶的发育不同阶段，同时也影响着土壤的理化性状

和养分状况，如砂岩母质发育的红壤比石灰岩母质发育的红壤砂粒多，通透性好，矿质

养分(磷钾)都缺乏；板页岩发育的红壤，磷钾较丰富。

四、植被分布：

由于我县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物种类繁多。全县林地、疏林地1514933亩，

植被复盖率为31．76％、(详见表)根据农业区划调查，我县植物分布带谱为：海拔

500米以下的低山、丘岗地多为常录阔叶林和针叶林，树种有樟、擦、苦栋、枫香、石楠、山

苍子、桃、化香，甜橙、黄连木、胡颓子、桂花、枫杨、榆树、板粟、泡桐、黄按、香

椿、锥栎、苦槠、漆树、酸枣、梧桐、乌桕、刺槐、还有经济林一油茶、油桐、茶叶和

柑桔，海拔500一800米的中低山也有鹅耳栎、黄杞、桢楠、桂楠、橙木、油茶、小叶黄

杞、大叶新木姜、甜槠、刺楸、山苍子、樱桃、杜英、中国槐、尾叶山茶、楠竹、

杉、马尾松、微毛柃、板栗、桐树、漆树、胆八树、中国梧桐等；海拔800—1000米的

中低山地也有甜槠、艮木荷、岭南柯、凹叶厚朴、鹅耳栎、木笔、小叶青冈、高山红花

油茶，桐、栲、厚朴、麻栎、楠竹、杉、擦、柃木、马尾松等；海拔1000一1200米的中山

有高山杜鹃、皮皮楠、高山栲、甜槠、白栎、茅栎、青冈、光叶水青冈、映山红、艮

木荷、钩栗、岭楠柯、竹叶榈、马尾松、楠竹、盐肤木、杜梨等，海拔1200--i500米的

中山灌木有映山红、柃木、小山竹、石楠、箬竹、大叶胡枝子等，草木植物有冬茅、黄

茅、野菊花、前胡、细辛等}海拔1500--1624．6米的中山以草木植物为主(冬茅)，

夹有少量灌木(映山红)，苔藓植物绕灌木树茎而生。

植被对自然土壤形成关系密切。土壤是五大成土因素综合作用下生成的，其中生物是

起主导作用的，因生物既能选择吸收和集中养分，又能通过生物固氮作用，增加土壤中

氮素来源，不断发展和提高土壤肥力，同时提高植被复盖率，能调剂水源，防止水土流

失，改变小气候，保护农业。如福田公社有72条漕，63年以前，枯水季节，漕漕有水不

断，63年以后，由于乱砍乱伐，破坏生态平衡，则漕漕无水常断流。因此必须植树造

林，建立新的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资源，是发展我县农业的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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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零陵县植被复盖率情况裘

1总面 积{林 地1疏 林1复盖率1
区 别』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

合 计i 4769247 1486403 28530 31．76

普里桥； 552449 127390 ；,1237 23．81

黄阳司1 500418} 104974 20．98

冷7K滩 327066 98429 30．09

楚江圩

菱角塘

邮亭圩

富家桥

黄由铺

珠 山

水口山

冷水滩镇

水口山林场

大庙头林场

石岩头林场

其他单位

42509l

285300

592661

559657

376331

548185

433623}

7453

37856

63627

3328l

21018

868G7

57604

]70418

243452

143078

22j12G

123470

450

36403

24878

31472

13482

1301

16 1 82

191 3

’、

4397

20．43

20．80

31．49

43。84

38．0l

40。89

29。49

6．04

96．16

39．10

五、水系及水利：

境内大小河流12条，湘江从相马埠至黄阳司流长80公里，白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

主要支流有石溪江，石期河，楚江、芦洪江；消水由爬头江至萍岛与湘江汇合，流长

58．5公里，主要支流有愚溪河、桴江、青石江、贤水、青山岭河，炭木河；东部流入

祁阳境内的有黄溪河。

全县共有水利工程46600处，其中大型一一处(双牌渠道～21个公社)，中型三处(江

源渠道及岭口、石坝水库)，小一型水库28处，小二型水库206处，山塘27142口，机械

及电力排灌2205处，水泵162处，其他水利设施12200处，合计总蓄引提水量543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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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旱涝保收面积393794亩，占稻田总面积的48．9％，据调查，水田抗旱能力为：抗

旱大于l OO天的有158087亩，60—1 00天有277336亩，30一60天有241724亩，小于30天

有128326亩，天水田有50544亩。

六、人为活动：

人类生产活动对土壤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人类出现以后，在自然土壤的基础

上，经人为开星、耕种、施肥、灌溉排水、修梯田、平整土地、等高种植与耕作、造林

固土防洪等农业技术措施，在土壤形成过程中加速了生物小循环，控制了地质大循环，

使之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演变。譬如在自然土壤的基础上，经过水耕熟化，

改变了土壤形成的方向和土壤性质，从而形成了水稻土，但耕种时间越长，自然土壤的

性状保留越少，如潴育性水稻土；耕种时间越短，自然土壤的性状保留越多，如新垦的

淹育性水稻土。土壤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若能合理利用土壤，土壤

肥力是不断提高的，譬如开沟排水，改造潜育化土壤；坡改梯或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

失；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用养结合，既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又促使土壤水肥气热协

调，土壤肥力是不断提高的。若利用不当，土壤肥力也会下降的。如乱砍乱伐，毁林开

荒、造成水土流失或洪水危害，我县水土流失较严重，全县水土流失占土地总面积的

25．7％，福田公社1980年7月22日的一次洪水，造成八个大队受灾，损失粮食120万

斤。由于地势低，排灌系统不配套，或长期冬泡，、、造成稻田潜育化，影响我县大面积平

衡增产；亦由于施肥不合理，重氮轻磷钾，不注重台理搭配施用氮磷钾肥，造成我县稻

田氨、磷、钾比例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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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壤概况

第一节 土壤形成与分布规律

我县地处中亚带湿润季风气候。地貌类型有河溪谷平原、岗地、丘陵、低山、中低

山、中山。以阳明山望佛台为最高，海拔162—1．6米，以香花坝公社、湘江出口的哲洲

滩为最低，海拔80。3米，全县相对高差1544．3米；气温随着海拔的上升而降低，雨

量随着海拔的上升而增加，植被随着海拔的上升而变化，海拔300米以下的岗丘地区，

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既有经济林(柑桔、油茶、油桐、茶叶等)，又有用材林(杉、松、

柏木，樟等)；300～500米的低山地，多为常绿阔叶林和针州4林；500一1000米的中低

山、中山以杉、松、楠竹为主；looo一1300米的中山，以针叶阔叶林为主；1300--1500米

的中山，以茅草、灌丛为主；1500一1624．6米的中山，茅草为主，夹少量灌木，在同

一纬度带内，由于地形的变化，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生物气候的变化，形成系列土壤

垂直分布带i蔷。如阳明山土壤垂直分布带潜为：1500米以上的中山为山地草甸土一一一

1300—1500米的中山为生草山地黄棕壤一一一1000一】300米的中山为山地黄棕壤；一一

700—1000米的中低山为山地黄壤一一500—700米的中低I上l为黄红壤，一一500米以下的

低山岗丘平原地区为红壤、黑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潮土等。

岗丘地区水稻土分布规律：由于微域地形的变化，受水作用的强弱，耕作、灌溉、

施肥等制度的差异，在水耕熟化过程中，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矿物质的淋溶与淀积过

程的差异，则生成不同的水稻土类型；其分布规律一般为：地势较高，水源缺乏的高岸

田、排田多分布有淹育性水稻土，如浅黄泥田，浅黄沙泥田、浅紫泥田、浅灰泥田等，

地势低平、水源充足，排水良好的洞田(垄田)、冲田、坪田、及低排田分布有潴育性

水稻土、如河沙泥田、黄泥田、红黄泥田、灰泥田、紫泥田等；地形低洼，地下水位高

或长期冬泡的冲田、洞田，常生成潜育性水稻土和沼泽性水稻土，如青泥田和烂泥田。

附：土壤垂直分布断面图(附后)

第二节 土壤分类系统

土壤分类是反映土壤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因此，通过土壤分类，使人

们更好地认识土壤，利用土壤和改良土壤，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从而推动了土壤科学的发展。

根据“湖南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分类暂行方案"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全县

共分9个土类，17个亚类，55个土属(其中L【』地22个、旱土11个，水田22个)，132个

土种(其中山地52个，旱土19个，水田61个)。(详见土壤分类系统表)

1 O



零陵县土壤分类系统表

面 积
土类 亚类 土 属 土 种 编 号 ％

(亩)

浅黄泥 浅黄泥 1115 2075 0．26

浅 浅黄沙泥 112l 3702 0．46
淹

黄 浅红沙泥 1122 1542 0．19

育
沙 石灰性浅红沙泥 1124 190 0．024

水 性
泥 石灰性浅黄沙泥 1125 1750 0．22

水 曳紫泥田 浅紫泥田 1132 596 0．074

稻 浅红黄泥 浅红黄泥 1151 609 0．076

浅灰黄泥 浅灰黄泥 116l 15325．7 1．90
土

浅灰泥田 1171 30146 3．74

浅灰泥田
浅灰板田 1173 2598 0．32

稻
河沙田 1211 1281 0．16

河 沙泥田 1212、、 56613 7．03

潴
河潮泥 1213 4505 0．56

石底河沙泥 1214 4209 0．52
育 沙

青隔河沙泥 1215 1313 0．16

性 石灰性沙泥田 1216 39785 4．94

泥 石灰性青隔河沙泥 1217 1946 0．24

土 水 石灰性河潮泥 1219 3613 0．45

红黄泥 1221 4204 0．52

稻 红
黑泥田 1222 147 0．01 8

黄 青隔红黄泥 1223 215l 0．27
土

石灰性红黄泥 1225 2527 0．31

泥
石灰性青隔红黄泥 1226 283 0．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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