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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红安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岛一九八。年九月开始，至一九八三年五月结束，黄

冈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在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和顾问领导下，按全国土壤普查办公

室关于对县一级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的暂行办法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鲍

要求，对纽安县土壤普查成果进行审核，结果如下：

，，野外调查质量符合《规程》要求；

2、基本查清了土壤资源；

3．查清了低产土壤类型和土壤主要障碍因素；
．

4、化验仪器运转正常，分析方法和操作手续符合《规程》要求，分析数据可靠；

5、成果图件齐全，编绘方法符合《规程》要求；

j6．．文字资料和统计表格齐全；

7、成果应耀初见成效。

根据验收结果，_致认为红安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金属第：次土壤普查暂行

技术规程》的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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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遵照国务院国发(7 9 7 9)71 7号文件精神．在省地、县

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及上级土壤普查办公室的指导下，全县各级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广大

入民群众通力协作，按《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历时两年多，胜利完

成了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

这次普查以生产大队为进队单位，按地块片进行详查，全县共挖掘主要土壤剖面
7235个，对照剖面8756个，其中耕地土壤挖掘主要剖面6452个，对照剖面7912个，林弛

主要剖面783个，对照剖面844个，耕地平均36．2亩有一个主要剖面和对照剖面I．采取了

农化样556个，物理样183个，诊断样82套，地块样7 1635个，其中耕地10687个，平均每

个速测土样代表耕地48．6亩；绘制了大地土壤综合图39 f张，公社各种彩图兰图2％幅，

县级彩图80幅，整理了土壤普查报告，专题报告；工作总结9 10份，还填写了各种资料

表格共93 5套。 。

通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县的土壤资源；初步了解了±壤的由来及发展；查清了

各类土壤，特别是分布面积大的主要土种的特征、特性和分布规律，及其肥力状况和’卜

产性栳；摸清了高产田的土壤条件；查蹬了限制农业发展的差耍生壤障碍因素；同时进行

了土壤资源的数量统计和质量评价；制定了土壤改良利用区划；因地制宜的提；；=j了改土培

肥的措施；还在土壤普查韵成果醺用生j’进行曾‘各种试验示范，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数
据。从而，为实行科学种由，，搞好农业”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红安县土壤志》以土壤普查资料为主，并结合历每土肥方面的调查和斌验，进行汇

编综合而成。全志共分八章，筒述了我县芏壤形成条律驾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分布规
律，土壤各论，土壤肥力状况，土壤的数量和质量评价，低产土壤的利用与改良，还对

花生土壤酌特征及其培肥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分区说萌了生璇’煞瞍荆角韵劳摘及措施。
本志均缩写工作于八三年五月份基本结束，爱每精瞻硅渡《濑糖羚麴原土普工

作队所进驻鳆尊位(原公社)进行分析、统计，毒氟看荇政蓐醛不枣相同i精引用时务
必注意。 ． ⋯．。，。。聃㈠⋯㈠。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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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藩‘黼写过程中，得到省土普办和肆“币慕业夭擎芏花索土攀教研翔拍专家，教
授的指导瓢帮勘，特此致谢!但因土壤普查工作面产量太，资料内容繁蠹，．甥集材料不
够系统，趣l_察霸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翥批评指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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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壤形成条件与成土过程

红安县地处鄂东北部，大别山南麓。位于东经7 i4‘24 7～}74’50，，北纬3‘，。55，～

3，’357。东与麻城毗邻，西与大悟、黄陂相逢，南临新渊，北圊河南新县接壤。

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峦叠薄，老君山海拨84D．5米，为全县最高点，中南部

丘广谷宽，倒水河由北向南流贯全境，沿河一带地势比较低乎，高峰公社杜家垸海拔仅

30米。， ．

全县南：l匕长约7，公里，东西宽约38公里，版士总面积I 795．6平方公里，折合市亩

2锣3钳《亩．按寓程划分，地貌类型分：低山区820了4亩，，占总版土，．05％，丘陵区

0f26257亩，占总版土的78．9％，河谷平原30345D亩，占总版土的7，．3呖，水面及其它

，毒，685亩，占总版土的6．75％．(附红安总地貌图)

县内行政区翅r 9 8}年底辖有z5个公社．7个镇，52个管理区，，7口个大队，

，785个生产队；总户数72190警户，其中农业户占9JI．95％，总人口5J．"9从，、每平方公
里，06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钞呖，农业劳动力297992个．(附红安县行政区划图)

．我县是黄麻起义策源地，握革命老根据地之一，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大头，花生生产

是突出特色，长期以来在全省以盛产花生而著称，现已列入湖北省花生商品基地县．

第一节土壤形成的自然条件

? 土壤是由岩石经过风化过程、成土过程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岩石变成土壤的漫

长过程中，除受岩石本身特性的影响外，还受着生物、气候、地形、时间等环境因素的

制约．不同的气候条件，植物类型、生物活动强弱、物质转化的速度不一样；地形部位

不同，影响到水热状况的好坏；成土时间的长短，决定着土壤形成过程的快慢．土壤与

环境条件是统一的，土壤的发生发展是生物、气候、母质、地形、时间五大成土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

、·

一

(一) 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t．

‘

譬．、礤： 、 ～_ 。1

，⋯。气候与土壤的关系，对自然土壤而言，不但表现在作用于成土母岩风化及地质大循

珏的速度和强度，而且表现在对植被．生物群落的影响，|商植被．生物群落又作为决定

因赢影峋、予土壤的发生发育；对农业土壤面言，'则主要表现为对土壤肥力的四大基本因
素水、肥、气，熟的转化与调节，进而影响土壤的发生发育．+ ，

．我县气候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过渡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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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一， 红安县(，9 5 7—7 9 8 o年)平均气温

， 2 3

2．7 3．9 9。4

2．3 4．2 9．6

3 4．8 9．9

7 7 7 2

f0 4。，

7 0．； 4．5

}，。．9 5．7

我县年平均温度I 5．7‘C，气温的年较差9．2。C；一月为最冷月，平均温度2．，‘C，

日极端最低温度为一，4．5。C(7 9 6 9年，月3，日)，o日平均温度≤7D’C 7 3 5天，‘

日平均温≤70‘C有4个月(头年『2月至次年3月)；七月为最热月，平均温度为28．oC，

日极端最高气温钉．5’(7 9 5 9年8月2，弱)，碍最高气温≥35。C2 7天，日平均气温

≥25。C6，天，月平均气温≥，8。C有5个月(5月至9月)。县南北温差o：7‘C～2．9。C，

东西温差o．，～D．2。C，山地的气温随海拨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平均每上升，oo米，降低

o．s～D．6’C．8D％保证率≥70’C活动积温3492．7—5056．5。C，春季稳定通过，5’C至秋

季低于20’C99一f42天。平均无霜期22，一2，6天．霜的初日为l，月77日，终日为3月2

日，初霜到终霜的天数为f28—7犯天．

②降水

表f～2 红安县(7 9 6 7～f 9 8 o年)平均降水量 单位：mm

沁是份 7 2 3 4 5 6 7 8 9 7D 7， ，2 全年
扁＼

北部七里 7 8．8 42．7 68．7 7 7 7．7 ”7．9 740．8 233．7 7 70．8 8 7．9 56．5 4 7．6 7 9．8 7069．2

⋯

中部城关 20．5 44．D 7，．3 7 28．8 7 52．7 7 58．7 228．7 7D0．8 ．：8D．9 60．4 46．、7 2 7．4 7 7，3．f

南部八里 23．7 43．9 74 Z28．5 7 4 7．9 7 64．6 7 80．7 7 04 78．2 58．4 137．8 23．3 f057．8

我县各地年平均降水量}oI，一I I 22毫米之间，最多降雨月为七月，最少降雨月为一

月，天台、城关为全县最多区(，7，3一¨22毫米)，东部两道，西北华河为全县最少区

(fo，，一，o_，o毫米)。降雨的四季分配，春季占全年降水量30一33％；夏季占42一J14％，

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季节；啾季占f 6一f8％；冬季占7—8％，是全年降水量最少的季

节．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各地都非常大，以城关为例，，9 5 J‘年总降雨量I 92，．5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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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7 9 7 8年678．6毫米，两年相差，244．9毫米．

总的看来，我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无霜朔较短。春季多雨潮湿，气

温不稳定；夏季炎热，降雨集中．问有伏早；秋季冷暖适宜，干旱频繁，常有低温袭

·击：冬季雨雪较少，严寒期不长．我县的气候与温度比典型的中亚热带低，比典型的=；；j匕

．亚热带高，具有过渡型约特点．

这种气候因素，使我县士壤以黄棕壤化的成土过程占主导地位。原生矿物的分解，

次生矿物的形成和淋溶作用比较强，盐基大部分被淋失，铁(铝)氧化物有所聚积，有

不同程度的粘粒的淋溶淀积，即表层粘粒淋失，在心土层淀积，具有粘化过程和富铝化

过程。形态特征最醒目的是有黄棕色或红棕色的心土层，但因母质不同而色泽不一。在

一部分自然植被受到破坏和土地利用不当的地区，因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剖面发育不完

整，多为幼年陛土壤．反映在非地带性土壤中，气候对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也有

明显的影；j向，甚至在水稻土的发生发育上都有气候影响的深刻烙印，比如在遍及我县各

地稻田的土壤剖面中，心土层结构体表面棕色或暗棕色胶膜的形成，铁铝的积聚以及粘

粒的淀积，都充分反映了气候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强烈作用。此外，气候还通过植被条

件，对成土过程发生深刻的影响．

(二) 成土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成土母质主要有片麻岩，石英片岩的风化物和小河流无石灰性冲积物；此外，

泥质岩，基性岩、石灰岩的风化物也有少量分布．

片麻岩的风化物，全县除高峰公社以外，各社都有分布，以县中部、北部的几个公

社为主。石英片岩，主要分布于我县南部。西南部的高峰、八里、觅儿，永河、高桥、

二程，新建等公社。泥质岩的风化物主要分布在八里公社东部、北部，赵河、华河两公

社的西部地带。基性岩主要分布于华河公社的西、南部以及七里坪公社袁英河一带．石

灰岩的风化物分布在新建公社北部，东部的王家店、吴子墩、高山庙、郑家冲、龙井冲

以及二程公社汪武家一带和七里坪公社柳林河大队。小河流无石灰性冲积物主要分布在

沿倒水、滠水和小河溪沿岸的社队。(见红安县成土母质分布图)

成土母质提供了土壤矿物质部分的根本来源，它也提供了植物的矿质养料(除氮素

外)，因此母岩的岩性和它的化学组成，对土壤的许多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土壤养料

元素有直接关系。从土壤普查的材料来看，片麻岩风化物发育的土壤，因含石英较多，

而石英最难风化，故形成的土壤粗粒含量较多，质地疏松，透水性强，蓄水，，保水能力

差，易产生漏水漏肥现象；这类土壤多呈酸性和微酸性，在土壤养分含量上，除K素养

分较多外，其它养分含量不高。石英片岩风化物发育的土壤，其理化性状与片麻岩基本

相同。但因该类岩体含云母，长石较多，其风化物较细，故土壤质地大部在轻壤以上．

基性岩风化物，含深色矿物较多，发育的土壤质地较为适中。作物所需要的磷钾含量比

片麻岩风化物发育的土壤多，土壤酸碱度呈微酸性和中性．泥质岩风化物发育的土壤，



其突出特点一是质地较细，吸收性能好，保水保肥能力强，二是养分含量较高，一般比

片麻岩、石英片岩风化物发育的土壤养允丰富褥多。无石灰性反应小河流冲积物发育的

土壤．土层较厚，有的厚达5—6米，土壤质地有明显的成层性和成带性，黼面层次变

化复杂，但我县该类母质绝大部分来源于片麻宕和石英片岩&皇风化物’因面质地较褪，

呈酸性和微酸性；加之，该类土壤分布的地区≮地势较平坦，各种矿物质养分较其它成

土母质高。因此，多为我县农业的高产区，尤以产棉丽著称。

成土母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除在同一过程中’，发挥着使同类土壤产生局部性的变

异作用外，还影响到土种的变化，更有甚者还能产生独立的土类和亚类。比如在我县黄

棕裤地带内；。石灰岩类分布的地区，因其风化物富含碳酸钙，延缓了当地黄棕壤成土过
程的进展，发育成一个与黄柿壤土类并列的独立韵土类～一石灰土土类．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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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三) 地形地貌对土壤形成螅影响‘

，在土壤的发生发育上，地形地貌也是极其重要l挎成土因素．地形对土壤形成过程的

影响并不是起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水热状况的再分配，首先是影响热量的重新分配；、

其次是影响土壤水分、养分、机械组成的分配状况，再次是影响土壤的侵蚀．此外，地

形的影响还因海拔高度的变化而显著表现出来，一般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气候。水热

条件植被也发生变化，而土壤发生发育也随之变化．

’我县地势高低起伏，具有多种地貌单元，加之成土母质，气候、植被不同，因而发

育为各种不同的土壤．

①低山地区

该类地区耕地甚少，绝大部分都是栋地，其中海拔8 D D米以上的山峰有三座(老

君山、4天台山，黄毛尖)，海拔5 o D米以上的山峰有二座(鸟凤尖，牛头山)。我县

海拔5 o o米以上的低山区，主要有天台林业公社和老君山林场，天台山林场大部分地

区。该区植被因解放前长期的严重破坏，目前只有局部地方较好，成土母质为片麻岩的

风化物，随着迎形地貌的变化发育为不同的土壤。一般而言，山顶部为片麻岩风化物的’

残职物，发育的土壤土层浅，质地粗，含砾质多，保水性能差，水分含量少，养分贫

乏，如麻骨土，、林地麻骨土等；山腰和山脚，坡积物逐断增厚，土层较深．砾石含量减

少，土壤含细粒较多，土壤养分也较丰富，主要土种为砂土、林地砂土。林地泥砂土
一

』，． 。1

等．’

@丘陵区 、 ：

海拔700-so口米为丘陵区，我县主要有华河公社东部、北部的各大队，七里公社紫云

管理区的大部分及|福德，7杨山、2大斛。植树管理区的大部分大队，城关公社两道管理区

和铁炉．百罗管理、区啻g部分犬队，=程公社新寨管理区和叶河，赵河0丰岚公社的部分

大队．：此类地区成土母质有片麻岩、’石灰岩和基性岩等岩体的风化物．由于坡度较之低

山区平缓，地表迳流的流速相对绩慢，’冀教除丘顶发育成麻骨土和林地麻骨主外，丘





腰丘底的坡积物较深厚，发育的土壤土体也较深厚，质地较细，保水性能较强，养分含

量较高，主要土种为砂土、泥砂土和林地砂土，林地泥砂土等．在石灰岩地区，则发

育为保持其母岩某些主要特性的石灰土．在某些地势较为平坦。灌溉水源较为充足的

地区，许多土地开垦为稻田，发育为各种类型的水稻土．水稻土中因微域地形的影

响，荫山、冷水、泉眼等各类冷浸烂泥田在丘冈之间常有分布．有的地区灌溉水源不

足，水稻土的发育受阻，剖面发育不良，成为淹育型水稻土．

③垅岗及河谷平原

我县从南到北绝大部分为海拔，DD米以下的垅岗地区。此类地区，成土母质为石英

片岩、片麻岩和泥质岩的风化物，境内地表起伏不大，相对高度最多不超过70米，r般
只四、五十米，除少数坡度稍陡的地段外，土壤剖面发育较为完整，林荒地和早地土壤

类型多种多样，如硅泥砂土、硅砂泥土．细砂泥土，细泥砂土，砂泥土、泥砂土、林地

硅泥砂土、林地薄层细砾质土、林地泥砂土等。水稻土在本区占绝对优势，淹育型、潴

育型、潜育型、沼泽型等亚类的各土种在各种不同的徽域地貌单元上呈有规律的分布，．

其中面积最大的是潴育型水稻土．

在小河溪沿岸，面积大小不一的河谷小平原也有分布，其海拔高度在Ioo米以下，

相对高差约2D米左右。河谷平原面积较大的有八里公社卫星大队、金沙公社民胜大队，

七里公社柳林河大队、永河公社红旗五大队等地。河谷平原由河流冲积而成，发育完好

的河谷平原，冲积土的质地既有层状的特点又具有带状分布的特点，沉积物由河床到谷

坡从粗到细，河床附近的土壤主要是沙质土，土壤淋溶作用强，缺乏可溶性养分，保水

保肥性差；离河床较远的谷坡一带，多为沙壤质冲积物；前者土壤发育以潮沙土为主，

后者土壤发育以潮泥沙土为主、 ，

t

(四) 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木本植被以次生林为主，原生森林几乎绝迹。现有树种共分五大类，64个科，

”5个属，，7 66个品种，其中马尾松针叶林面积最大，遍布全县各地，占有林地面积盼

8D％左右。残存的落叶和常绿的树种有枫杨、栎类、女贞等，约占有林地面积的6％．

人工栽培的油茶、青茶、油桐、板栗等，约占有林地面积的72％。近年来引进的杉、泡，

桐、竹、水杉、法桐等人工林分布较广。草本植被在低山地区多与次生林共存，其它地

区大部分已经消失，被人工林所代替，有|{：_f：设耕作植被所代替。

： 我县现存主要植被，突出反应了北亚热带地域类型的根本属性，但女f贞、杨枫、竹

类的存在，又说明具有书亚热带气候生物条件的若干特点。自然植被不同，直接影响劭

土壤形成过程中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以及腐殖植的质量和厚度。上述过渡型的自然植

被，是我县以黄棕壤化为主的成土过程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可见气候，母质、地形、植被等环境因素都对我县土壤的形成发生深瓤

舶影响，甄大成土因素的每一个成土因素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它们又不是彼此分离、



单独进行的．’而蹙亚滑专戛、一：曩，：、 ：?：，、■≯：’．≥。事用予置壤，影嘣羔壤内部的物

质运动及能匿转叱，影，’．F r；、?罨蛀i’㈦j力，，t‘絮：j环境条件的这种统一，构成整个土

凛形成过程的基本规律，也是i滚。产童耋．玎，。j。o≈。j率质。 ．

第二节土壤形成的社会条件

农业土壤是在自然土壤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土壤的成土过程主要受环境条件的影

响，其中，生物为主导因素。农业土壤的成土过程除受包括生物因素在内的自然因素的

影响外，还受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而且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成土的主导因素。也就是

说，农业土壤不仅是自然形成物，而且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人类通过一系列的农业措施，改善并调节土壤物质能量运动的方式和强度，规定并

影响土壤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不但使土壤昭力和土壤的某些属性发生改变，而且产生了

许多自然土壤所不具有的新构土壤类型。土壤经人类定向培育的结果，总的是向着肥力

提高不断熟化的方向发展；但违反自然规律的生产活动也会使土壤的理化性质遭到破

坏，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根据我县灼实践，人炎的生产活动中以灌溉排水、耕作制度、

施肥和平整土地对土壤肥力的影响最为突出，其结果是大部分耕地越种越肥，也有少部

分耕地地力有下降的趋势． ，

、． (一) ·灌溉排水对土壤的影响

灌溉摊水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影响土壤发生发育，影响土壤肥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通过灌排，淹水种稻、水旱交替，彻底改变了这类土壤的成土条件和成土过程，产生了

自然土壤所不具备的新的土壤类型一水稻土土类。

我县种植水稻历史悠久，水稻土在耕池土地中占绝对优势。特别是解放后，全县兴

修了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4座，小型水库775座，连同小塘小堰总蓄水量达62037万

米3，建抽水机沽}76处，开挖干装4 f条，089。7公里，支渠69条，J194公里，斗渠4，条，

恐f公里．。，9。，年有效灌溉面积达304f92亩，占耕地面积的58．，％；早涝保收面积
7 34f 90亩，占耕地面积的25。{i％；在增加蓄水。扩大灌溉面积的同时，还有一部分稻田

。暗”水危害的程宠j盛泾或逐步双涂，从而使水稻土的发育受到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调查来看，按土壤、蹙生学区分，随着水科条件的改善对水稻士成土过程的彤响犬
体可归纳三个方面：一一部分是淹育型水稻土，在灌溉水解决之后，保证了土壤季节性潜

育，周规陛千湿交替．使土壤氧化还原作用顺利进行，。土壤中物质的淋溶淀积作用变

得明显，土壤层次。发生明显分化，潴育层段由无到有，逐渐增厚，进丽发生质的飞

跃，变为潴育型水稻土；二是部分潜育型水稻土和沼泽型水稻土，在排水设施修建隧

后，土壤脱水、氧化作用增强，还原作用减弱，土壤逐渐脱潜，青泥层厚度不断减少，

部位不断降低。最后变淹潴育型水稻土；此外，也有一部分分布在库．堰、塘和渠道下

的原来水型较好稻田。因受渗漏水的影响，土壤较长时期渍水或终年渍抽前者在土壤



上≯毫一。。：：o戳孑泥量，质者整个土涔变成青泥层，而成为中层青泥田或潜育型，沼泽
型赢得土二，

．水稻土土壤水分状藐不同，加之耕作制度和耕作年代长短的影响。

种层次从分异程渡到发茸程度均有明显差异，现将土壤水分状况

与土体构型的关系歹lI图如下；以资说明．，

图l一7 砂泥田。为典型的潴育型水稻土，地下水位比较

适中，多在80厘米以下，地表水和地下水不连接，土壤干湿交替

明显，淋溶淀积作喟十分强烈，潴育层发育典型．有斑状胶膜，

棱柱状结构．土体构型为A—P—W或A—P—W—C．

图，一2浅砂泥田。为典型的淹育型水稻土，一般分布予地

形部位较高的冲，垅顶部或高谤，水源不足，地下水位很低，土

壤剖面发育不完整，氧化作用强、还原作用弱，淋溶淀积不明．

显，完全无潴育层段，有的有犁底层，剖面层次为A—C或A—

P—C。此类田若解决灌溉水源，合理耕作，科学施肥，可发育

成熟化程度高的肥沃水稻田。

．；图7—3 青泥田．潜育型水稻土。地下水位较高，土体长

期积水，氧化作用微弱，还原作用强烈，潜育程度较强，潜育层

位较高，呈青灰色或灰色，无、新生体，土壤分异较少，层次发育

较差，，犁底层下为潜育层．土体构型八一P—G． ，

图7—4 烂泥田。沼泽型水稻土。地下水位接近地袭终
年不干，还原作用占统治地位，土壤基本未发生分异，犁底层

宋形成耕_{乍羼下即为青泥层或整个土体均为潜育的青泥层，土

体糊烂，无新生体，土壤温度低，不利于水稻根系发育并限制

微生物活动。土体构型A—G。

图7—5 中层青隔砂泥田。有的是砂泥田，因土壤内排

水不良，土体上部滞水，使土壤中有次生潜育化现象。在W层

段上部出现青泥层；也有的是潜育型或沼泽型水稻土因脱潜

或脱潜不彻底而形成，土体构型为A—P—G—W或A—G—W
等．

(二) 耕作制度对土壤的影响

土壤剖面中的各

图，一7

A

P

W r

C，
--__●_-________-●一

图，一2

图}一，

圈

我县解放以前以稻麦两熟为主，一九六二年发展了红花草籽双季稻配套的耕作制

度至-九七O年基本普及，此后又进一步发展了双三制。目前全县耕作制魔，南部，中

褪以双三错为主，北部双三越、两熟制多种耕作制度并存．水田复种撮装—九七九年为
彩曼晒一一九八一年汐2D 6．6％，分别比一九四九年的，钉．3增长72．?嘶秘“．，呖·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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