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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搬糍离舞院c 1979)11l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

菇≤‘磷瓣譬滞二次土壤壮技术规程》的要求，在市委和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自一九八O年
穗胄贺。婚"‘‘封一九八=年六月结束，历时两年，圆满完成了全市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1落次土壤普查是以原公社为作战单位，以生产大队为详查单位，用1；10000的地形图放

，+大成l：5000地形图，并经实地校正，作为大队工作底图，逐块进行调查．调查重点是耕地土

；壤，对林、荒地等的非耕地土壤也作了适当精度的调查。共挖主要剖面9689个，其中水K17344

，j个≯平均每10 3．9亩有一个主要剖面，早地21 31化平均每1 36．9亩有一个主要剖面’林荒地

i 21,4"个。划地块16113个，其中水田11432个，平均每个地块66．7亩，早地4，167个，平均每个
、一

“、地块约亩；林荒地共划了514个地块。共取农化样946个，耕地平均1114．8亩一个，分层诊断

”样94套，速测样16113个，平均65．4亩一个。，土壤化验和制图工作在市、集中完成。

‘，经过土壤酱查后，大队编绘有1：5000的土壤综合图(包括土壤类型，速效养分含量、障

4碍土层分布)，图件说明书，以及地块登记表，、削面记载表。公社编绘有1：10000的土壤图，

养份图(有机质图、全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或养份点位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并写

有土壤普查报告和各种调查统计表一套。市级编绘有1：50000的土壤图、有机质图、全氮

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微量元素点位图，写了土

壤普查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成果图件编绘总结、化验工作总结、土壤分类检索表和土壤普
?T

， 十

●

．藿规定的各种统计表格。
“’

一一。 fI

篁≤≯|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我市土地资源以及土壤理化性状，形成条件和分布情

况∥找弼了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土壤障碍因素．为农业区划和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

为了把大量的资料集中起来，加以系统整理，以利应用，特编写成《孝感土壤志》。全书

共分七章，主要皤述我市土壤形成条件，成土过程的特点与土壤分类及分布规律，不同土壤

概述，土壤资源评价，。土壤肥力状况，低产土壤的改良和利用及分区。
“}● “

一九八三年底以前，孝感属县、社行政区划，一九八四年元旦，更改为孝感市，公社也

随之撤销，合并为区j乡机构}但因本工作完成较早，所有统计资料都是按原行政区戈!l进行



的。故书中所涉及列的单位、地点都是原行錾区划，谨以尊明。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华中农学院土化系皮美美付教授多次审查，弗提出宝贵的修暖

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综合分析难免轷来要之处，息请读者批审黼正。

翁’ 者

：
’。

·加＼四年-}．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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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县笫≠煲士攮普纛；；。
验，收’。书

孝感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从_i=．九八@泰月开始纂母弗麟举事六月
结束。地区土壤普查验辨缉彗舅拿离。娄篝等毒鸯令零鬓黉熏糟蓼·级

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的暂行办法r攀和《湖北箩筹，≥姿毒零蒸蘧黪蕊恭规
程》的要求，对孝感县土壤普查成粟裣查验收如下：．

1，野外调查质量基本上符合《规程》要求。
⋯ _

2，分析化验数据可靠，原始资料保存完整。 ．
，”

r?

3 0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

‘

4、1图件齐全，制图程序和精度符合《规程》要求。、

5、土壤普查成果应用在生产上已初见成效。
毫

’

6、土壤工作分类方案符合湖北省工作分类方案和孝感县的具体

情况o ‘。

，

，

、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认为：孝感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全国第

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质量标准。
』

，

；

“

^

j}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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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地委付书记、验收组组长：唐玉金

、．孝感地区行署付专员，!‘验收组付组长：鲁秀斌
f· 一

， ，： v、

～孝感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技米负责人：周郁一
。 ： ≮，。，。。· 、、

、j ，j 。

’’孝感县付县长；陆宗辉
j。 ，

，～



i

i土壤形成的条件

孝感县位子江汉平原东北部，大剐山、桐槽山南麓。东经．113’457至n4‘127，北纬30

477至3l。35t。东以界河分线与黄哮相连，西与云梦。。安陆接壤，北抵大憾应山，南与汉

川、武汉市东西湖农场毗邻；东西横宽35．5公里，南=l匕纵长63．22公里，总面积为2214．05平

方公里，折合3321075亩。其中山地占14．2％，垄岗平原宙54．5％，平原}湖区占31．3％。

全县分22个人民公社，，一个国营农场，2个镇，818个犬队，8777个鲈酞，总耕地为
1054593亩，总人N1148452人，其中农业人IZl为1058055人，蝴舳462217A，按农业人口计
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0．99亩，是一个人多地少，．以水稻生产为主产帮麦棒兼作地区。

r

l

氍’第鞯葶。土壤形成。盼“酋然地理条件『．
● ‘

土壤是个特殊的历史自然体，它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转化等过程，都是程自然因素和

人为耕作活动影响下进行的。’土壤水分和空气的获得与损耗，土壤温度的升高与降低，矿物

质的合成与分解，有机无机化合物的生物积累与淋溶过程等等，这些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无不

是受气候、母质、水分状态以及生物活动的综合影响。要确切地认识全县土壤的土性及其内部

的发生、发展规律，必须首先对我县的气候、地貌、岩性和植被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

一、气候对±壤形成的影响·

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复杂的。它直接影响着土壤形成过程中关系极大的水

分和l热量条件’“河时≯它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绿色植物、微生物的生活条件，从而影响有机

质的形成和分解状况及腐殖质的类型，对土壤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
’{ f． ．．：-h ，

||。1．‘旨箍。j 。?

， “ ’．

全年各月气温状况见袅1‘。1和气温曲线图。
。’

表卜1一孝撼县平均各胄气温和年平均气温状况
。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崭引用的气象要素数据，均为2 4年(1 957--1 980311)的平均值。

·露

和

|O

。f
～

|

月

年较差l 2．5．5℃

日最高气温≤35℃：11．1天
+

日平均气温≤30℃l 78．8天

日平均气温≤20℃：13l,·9天

日平均气温≤lo℃：236．7天

日最低气温≤0℃：41．2天

：13平均气温≥5．0℃的活动积温为5594．7℃，

日平均气温≥lO．o℃的活动积温为5188．3℃。

县南部平原湖区年平均气温16．3"C，北部小悟低山区15．4℃，气温由南向北递减(觅孝

感县年平均气温分布图)，南北相差0．9℃7．最高温月为七月，县南平均气温28，7℃，县北

为27．9"C，南北相差o．8"o，平均为28．3"C；最低温月为一月，县南平均气温3．3℃，县北

2．3℃，南北相差1℃，平均为2．8℃。月平均气温≥18℃有五个月(5月至9月)j月平均

气温≤8℃有三个月(头年12B至次年2月)，四月份平均气温16"(3，接近年均沮
P、

j

(16．2℃)。
’

．t

1本县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的二十四年中，极端最高气温38．5℃(1967年8月9日)，平

均极端最高气温36．6℃，极端最低气温一13．5℃(1967年1月31日)，平均极端最低气温

．f嚣～
。

囊+
罄。v皇





一e．8℃。

袭1—2孝感县四季剃分

季 节 春 夏 秩 冬

候平均气温 ‘10一-22℃ >22℃ 22—10℃ <lO℃

。’．。_

时段(日／月) l 5／3—23／5 24／5一15／9 16／9—18／1l ．19／il。二14夕3

夭’ 数 70 115 84 ． 116
E●‘

(候均温为1957一1973年平均数值)
’‘“

上述资料袅明，本县夏季时袅长，。炎燕f拳：欲箱鱼，气候温翻，冬季较为寒冷。无霜
i 一

。

’
⋯．’ √。■0“t}+。。．。i·

期县南为253天，县北为244天，相差9夫j平均为幺瞻．。6关。’

2、降水

0 ，
，

月。t傍婚∥ +虫 ’1 2； t婶i!：!_! }。黪1 5，
。 ，，6．， √7、t| 1f8 9 10 11 12 年降雨量

}。 j

商量(丽j∥ 28．4 4§孙弱 l凝3 15S：1 167．2 169．’9 i03．4 79．6 64．9 47．0 26．5 1109．7

撮多两层。凌七月_l尊9．：9挣豫≯最少雨月为1二月，26．5，ram。

月蟹蓐景番擘9打孵有8。．惫尽。I毒至1明)．其间降雨量总和达958，8mm，占全年总雨量的

曼6il嗷月。睁耨晕超越loo臻优的有；4至8月，降雨总和为728．9mm，占全年总雨量的65．7％。
，#*≈、1一蹲 ，．

⋯
一。

最多雨隽鸟壤参雨月相差143．4ram．占今年煦雨量的12．9％。
．“。j 。。¨。j、t、P，一}⋯。1 F，

，。．

?’”。塌泓年埘资料，最少降雨年(1966年)为678．5ram，最多降雨年(1980每)为1627．4mm，乎

。罄3擘鳞哆吩：警变率为239．零9l}“

·3‘



4、风向

全年盛行风向分配如下。

表1—5 孝感县鲁月风向鞭率(％》
、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lO 1l 12 全年
．●

c SE ／1

最多风向。 N N N N N S sW N N N N Ⅳ 。≮NSS矿 0
’．

●

12

?i簿，频率 25 23 20 17 16 16 16 23 22 21 25，
10 ●

我县全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严冬酷暑短，’冬季盛?

行西北风，夏季多吹西南风，春、夏风向变化紊乱，晴雨变化无常。四季气候特点是：冬季

寒冷少雨，常有冰凌冻害；春季气温骤升骤降，晴雨变幻多端’春末夏初气候温和，雨水充

沛。夏季旱涝频繁，天气酷热。秋季晴多雨少，多为“秋高气爽"的天气。本地在3月z5 H开

春，5月24Fi入夏，9月16晶进秋，11月19日入冬，春、秋短，冬、夏长，四季分明。

上述主要气象资料说明了我县的气候在热量方面与典型的中亚热带有一定差异，但也不

属于标准的北亚热带。全县24年年平均大于5℃的活动积温为5594．7℃。比典型的中亚

热带低，比标准的北亚热带为高，表现出一种过渡型特点。在降水分配方面，本县春夏多雨，

秋冬多干旱，且季风性比较明显。此种气候条件不秘于现代红壤化成土过程的发展，而有

利于黄棕壤化过程。但由于入冬后仍有一定的降水量，低温期间土壤的氧化和淋落作用并没

肴全部停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层内铁、锰结核的积聚及胶膜的淀积，因而黄棕壤化成土

过程也不典型，’甚至在杨店以南某些岗地上还残存有古红壤的痕迹，这是气候对土壤所起的

直接作用。与此同时，气候还通过植被等条件间接地影响成土过程和发展方向。

‘’=、柱搬对±墟撂成的影响

植被在土壤形成中起主导作用。我县地处北亚热带，自然植被兼备。有南北过渡的特

点。现有的人工和自然植被的情况是： 1

1、马尾松针叶林：分布在我县北部花岗片麻岩、石英片岩、泥质岩、红色砂岩和紫色砂

岩母质上，主要在山腰及山顶。
。：

．

’2、随着引种和驯化工作的发展，杉木-水杉、湿地松、池杉、意杨、泡桐、油茶等广

泛可见。

3、自然森林树种：落叶的有麻栎类，’苦栋等，常绿的有女贞、柏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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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栽培的经济林；茶叶、桑树、油橄榄、果树等分布于丘陵岗地。
，

5、滨湖地区芦苇和水草等水生植被基本消失，而为耕作植被所代替，使这些地区土壤

由予各种农业措施蠹|I缘畚作用，朝着脱沼培肥熟化方向发展。

上述森林植被情况更进山步说明了本县北亚热带地域的根本属性，面麻栎、女贞的天然

良好生长，咒反映出中亚热带生物气傍条件的若干特点。 、

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母质对土壤形成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是构成土壤矿物质部分的基本材料，另一方面是植

物矿物质营养元素的最初来源。母质的性质直接影响蓟土壤的机械组成和化学性状。如我县

占圭导地位的成土母质第四纪粘土沉积物‘粘粒含量--眦40％以上，其上形成的主壤表层
质地大部是中壤至重壤，府罚冲积物和湖泊沉积物形成的土壤，有部分呈碱性反应；而环河

发源予大男!}liJ区，主要岩石为花岗岩、片廓岩、石英片岩等，因而环中平原冲积物上发育的

±壤均呈酸性或微酸性反应，质地介子砂土和轻壤之间。

我蓥虫要成土母质有九稗，它们是：第四纪粘土，近代河流冲积和湖泊沉积物．花岗片

麻岩。石英片岩，红色砂岩，泥质岩，石灰岩，以及紫色砂岩和少数基性岩(见孝感县地质

图)。 ’

1．第四纪_li!f土：’这是我县主要的成土母质。除卧龙、小悟两个公社及朱湖农场外，其

余公社均有一定蔼积鳆分布，尤以本县中部的杨店、西河、筇岗、白沙、花西分布’面积最

大，其次是祝站、朋兴、季店三个公社的大部和周巷、丰山、花园、小河四个公社的部分管

理区。第四纪粘土属古沉积物，土层深厚，黄棕色，母质的粘粒淋溶聚集和铁锰移动明显，

铁锰裙粘粒的胶膜在土体结构面上普遍出现，土壤质地较粘重，呈酸性到微酸性反应，保水

供肥性较好。

霉．河流溃泊沉积物：河流的冲积物和湖泊的沉积物统称为河流湖泊沉积物。可分为两

种类戮。郾有石灰性反应和无石灰性反应。有石灰性反应类型为府河、沦河冲积物；无石灰

性反应是其他河流冲积物。主要分布在我县沿府、环河一带的肖港、陡岗、卧龙、朱湖、东山头原

种场及花园、龙店、祝站等部分管理区。此种沉积物由于各个时期河水流量和流速不同，搬

运溺积的物质颗粒大小不同，从而造成上下层质地发生变化，这些土壤质地层次的不同，对

土壤理化性状；作物适种性都有显著的影响。如夹砂层易引起土壤“吊气，，，作物凋枯早

衰睾夹粘层易寻I起土壤潜水，影响作物全苗早发。由于河流湖泊沉积物其物质来源予上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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