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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应城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应城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 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结束.地

区土壤普查验收组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关于对坠一级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的暂行办

法师/H(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应城县土壤普查成果检查验收如下 E

4、野外调查质量符合规程要求 F

二、分析化验数据可靠，原始资料保存完整 z

三、土壤资源基本在 ttf p 

四、图件齐全， jlJiJ 因精度符合规程要求，

五、土壤工作分类方案符合湖北省工作分类方案和应城县的具体情况，

六、县土壤志的编写符合湖北省县级土壤志编写大纲的要求，

七、土壤普查成果应用在生产上初见成效。

地区土壤普查验收组认为，应城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玛查暂行

技术规程》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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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国发 [1979J 111 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

技术规程》要求，在省、地、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到一

九八三年十二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完成了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的工作方法是县培训各公社技术专业骨干，然后分公社铺开，以国际

分幅 1/万地形图为主作底图，以生产大队为详查单位，以地块片为详查对象进行野外

调查。全县共划地块9178个，共撞主剖面i3122个，其巾耕地主剖面3082个，平均200亩

耕地一个主剖面，共取速测样9186个，平均76.6亩一个，共取农化样706个， (其中耕

地676个，平均910亩一个) J 取分层诊断样134套，共496层。土壤化验、室内资料整理

'和土壤成果图的编绘工作全部由县二E肥站完成。

这次土壤普查的资料成果主要有 z 大队以地块为单位的田间档案，部分大队编绘了

1 : 5000 比例尺的土壤分布及养分含量点位图，公社有土壤普查总结报告和部分应用专

题报告，编绘了 1 : 2.5万的土壤图、速效磷图、速效饵图、酸碱度图以及各种调查统

计表格 s 县级编绘有 1 5 万的土壤图、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图、全氮图、速效磷图

速效饵图)、土壤酸碱度图、土地评级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编

写了土壤志、土壤普查工作总结、专题调查报告、成果应用报告、土地面积量算报告、

土壤普查成果图的编绘报告、土壤普查化验工作报告，编制了土壤工作分类系统麦、土

壤分类检索表以及土壤普查所规定的各种表格资料。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进一步摸清了我县土地面积构成、土壤形成的条件和各类型土

壤分布情况。按照边查边用的原则，对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障碍因素，在总结群众用士

改士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两个规律(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办事，应用土壤普查成果，

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同时，为制定农业区划提供了依据，为开展土壤普查和应用土壤普

查成果培训了一支技队伍术，基本上达到了这次土壤普查的予期目的。



为了将这次土壤普查的资料集中保存，编写了《 应城县土壤志》。全志共分九章，

即 z 土壤形成的条件，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和分布，土壤各论，土壤肥力状况，土壤资

源及其评价，土壤障碍因素类型和改良措施，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土壤普查成果应用和

各，美专题报告，并附、插全县土壤普查成果图十二悔。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孝感地区土肥站周郁一同志和县农业局许多同志的帮

助，也提了不少修改意见，但由于时间紧迫，更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对资料的综合分析

做得不够，错误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z 张志锋

插图 z 庸木顺

审稿 t 皮美美

定稿啻 省土壤蕃牵领导小组办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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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壤形成的条件

应城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偏东，东经113 0 19' ---113 0 45' ，北纬 30 1l- 43' 一~ 3 :ro ij:8'~:;东

西距42.43公里，南北长48公里。东以漳水、损水(府河)与云梦县交飞界，北:守安懵守氧毗

邻，西与天门、京山县接壤?南与汉川县相连。地I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全要1置费曹煮位

于有名店林场白沙口处，海拔为111.6米?最低处在东西皮湖边，海拔仅~f{:垂米3。北部

为低岗地貌，冲岗、平贩相间，南部为平原湖滨，地势低丰c 属鄂中J丘陵，i才注仅平原之

过渡地区。全县上报总土地面积口53'平方公里，其中平原湖、区占33.6%" 低岗地区占

66.4% J 全县总耕地614 ， 887亩[宾中水田 505 ， 197.5亩，旱寸 地109~68!}~5前1 ，林肃

地93530亩，

一、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土壤是一种有生命的经常变化着的客体。它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转化过程都是在

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主要受所处地区的气候条件、成土母质类型、地貌、水文状况及

生物活动等四大成土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引起内部物质的风化、淋溶、移动和累积等

运动过程，并逐步形成各类特性的土壤。因此，要研究我县土壤的发生发展规律，就必

须首先对我县的四大成土因素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气候是直接地并且通过生物植被等其它因子间接地影响土壤形成过程中万向和强度

的基本因素。而温度和降水(湿度)是气候条件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在一定温度条件

下，土壤风化层的厚度和粘粒含量都随温度升高而增加。湿度增加引起盐基和养分的淋

失，盐基饱和度降低，土壤则呈酸性反应，湿度低，生物活动受到限制，风化和成土过

程减弱，土壤有机质和氮素偏低，而矿质元素含量和盐基饱和度则较高。从所处经纬地

理位置和气候特点来看，本县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

1. 气温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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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成土过程

土壤的一切属性，包括土体的构型、土壤的物质和能量的积累、淋溶、淀积等，都

是持定条件下成土过程的产物。我县主要是受缓坡平坦地势和社会生产条件影响，成土

过程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z

-、粘化过程，即土填粘粒( <O.OOlmm )的下移过程。

根据我县亚热带气候的特点，雨量充沛， 夏季高温多盟， 加之地势平缓微倾，地表

径流不强 F 第四纪成土母质较为疏松，水分易于下渗，垂直结构发育较好。由于地表水的

渗漏引起土壤表层物质机械的、化学的向下淋i窑，耕层土壤矿物部分的粘粒和还原性铁

锤氧化物减少，质地变轻，颜色由较深的暗黄色退至黄白色或灰黄色甚至灰白色。同一

剖面，粘粒( <O.OOlmm )含量淀积层比耕层高20% 以上。土壤粘化现象是黄棕壤化的

过程，*耕和人为作用，贝IJ加速了这个过程。粘化的结果，形成典型的白散土。这是本

县成土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强烈的粘化过程可导致表层残积轻化.如澄白散土的产

生。

表 2-1 土墙剖面中粘粒分布表

机械分析
备

(% ) 
mej川:t 1<0.05mm l<o.ol mm 1<川叫 <0.00叫注

鸡 IAI 0-15 I 15.3 96.82 I 51.71 I V .J. v ~u.v \J U.ULI ù.L.，，L全

l一一1_- __ _ 1 __. 1 __ __ 1 _ . __ 1 县
水IJff IQs I P 1 15一以 91 1 5.4 I 92.901 54.05 I 

泥| 川23.9一叫 19.1 I 96.5o I 64.1-1 '-5ω I 3山 a 
回 ，Wz 148.9-10o I 19.8 95.88 I 63.47 I 48.78 I 32.21 

面

回|马! 因 。一叫 20.6 l 99._61 5ω 1 37.66 I 川9 1 
11 n n 1 ̂ "1 ^. ^" 1 ~^ ^ n 1 .""^ I 划脚Q3' P 1 13 • 3一队71 I 94.97 1 队03 1 47 0 70 I 20.0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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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士壤分类和分布
v 

w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分类暂行方案和湖北省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结合

乓体情况制定了我县的土壤工作分类方棠。

一、土壤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我县这次土壤工作分类，采用土类、'IE类、土属、土种、变种五级分类制，现分述

如下 2

1 、土类。土类是土壤分类的高级单元，它是在ι定的综合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

作用下，经过一个主导或几个相结合的成土过程，具有一定相似的发生层次，各土类都有

稳定而独特的性质并有可资鉴别的明显差异。本县土类戈IJ分的依据 z

①土类的发生类型与本地生物气候条件的一致性，经过成土作用产生独特的剖而形

态和理化性质的土壤，即地带性土壤。如黄棕壤土类。

②在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如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的综合影响下，具有一

定特征的成土过程，如潜育化过程、粘化过程、精育过程寺，和13虫特发生层次(犁底层)

形成水耕熟化的土类，如水稻土士失。由一定母质免过人工熟化的土类如潮士士类。

2 、亚类、亚类是在土类范围内的进一步划分。或足士类之问 ((J过渡类 J\'! 。亚 75 戈11 分

的依据主要是在主导成土过程外，还有另一个附加的或新参与的成土过程使士壤属性起

了很大的变化，但同属于一个土类的亚类，其成土过手里，巨1、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如:

①在同一土类范围内某些性质有较大的差异，如潮土土类按有无石灰反应而立IJ分为

不同的亚类。

②在成土过程和剖面性态 i二的差异反映了同一士类的不同发育阶段，如黄棕壤士类

按发育程度不同而分黄棕壤和黄棕壤性土两个亚类

③由于水分运动程度的不同，对同一士类的士壤属性产生一定的差异，如水稻士土

类中按水型分为五个不同的亚类。

3 、士属。士属是土壤发生和分类 t具有承上启下特点的士壤分类单元，既是亚类

的续分，又是土种的归纳。主要根据母质类型、性质、水文地质等地方性因素划分，它是

• 21 . 



第四章 土壤各论

根据第三章分类原则，我县土壤分类依照土类、亚类、土属、土种，本章将分级叙

述。 1才于土类、亚类及土属只予以概述，重点阐述各土种分布的面积、区域， 剖面特

征，理化性状和肥力特点，并结合群众用土养土经验，提出培肥措施和改良利用方向，

为科学种田和农业区划提供依据。

-、水稻土土类s

面积505197.5亩，占耕地面积的 82.16% ，分布于全县各地貌单元和发商于各成土

'母质。由于长期淹水耕作，有利于耕层有机质积累;耕后下有一较为紧密的保水保肥犁底

层 z 心土层还原淋洛和氧化淀积过程明显，形成了独特的剖面特征特性。根据灌溉水和

地下水影响的程度划分为五个亚袭，十一个土属，四十个土种。

(一)淹育型水稻土亚类z

面积10554.5亩，占水田面积的2.09% 。星散分布在岗顶和缓丘顶部的第四纪粘

土母质上，大多为新平整的水田和旱改水的水田。由于地形部位较高，基本无地下水的

影响，加之水耕热化时间不长，作为水稻土的发育还比较年轻，有一定的淋溶淀积，但

不明显，犁底层发育较差。土体构型为A-P-C或A-C，带有旱地土壤和母质明显的

痕迹。因灌溉条件较差，可因地制宜进行作物调整，发展旱地经济作物，目前一般为麦

-稻或油一稻。水耕热化条件优越的，可逐渐发育成漏育型水稻土。 i立个亚类在本县只

乎乎?主黄棕壤性第四纪粘土泥田一个土属。

?主黄棕壤性第四纪粘土泥田土属 z

面积10554.5亩，除天鹅、南境湖区外，分布于其它各公社的低岗顶部。依照质地

主Ij芳:为该黄i诧田 i 洁白散泥田、烧鸡肝泥田、没马肝泥田四个土种。

没黄混田 1

t 面积125亩，主要在杨岭公社打榨大队，土层薄，耕层战，犁底层形成时间短， 土

体构型为 A'-:""P-'-C。典型剖面为杨岭公社打榨大队十一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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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土壤肥力状况

土壤肥力是士坡n基术的阴性， JE土壤持久而稳定地满足作物对水、肥、气、热要

求的能力，包括 1:.填自动调节而抗拒外界不良环境的能力 。 士1在肥力的实质是士攘的生

命 。

术市主要}注::I~可~. (i \J 士休构圳、士晴:水分、 二|二坡的价~ Jfl1 't'f:.阴阳化学性质对我 n.士 1富的

肥力进行简''(1.的评述 。

一、土体构型 z

土 flEf引nm形态是成士过程的产物， 是水肥气热对士填 )j~Olí'J 的外在表现，典中土体构

型是我们诊断和评价士壤肥力的珩要依旧之一。 +.休构月1 尼tl1 -i:.壤各类型发/1=. 8次的组

成和特点。

1 、水稻士士休构刑及特点

根据本县千斤以!二高产网的23个剖而的资料分析，问产水稻士士体构型为A-P

w-C (W) ，要求耕层厚度 15厘米亢右 。 i主厚， ì，尼脚i泵，不利爽水;过薄，养分保蓄力

弱，作物恨系发育不强。质地中琅，士酥软绵，干时松脆，耕性好，适耕期长，通气性

好， 养分合m:币。犁底层 ( P )质地巾壤戎币;壤，松紧迫中，软而不漏，厚度 5-10厘

米，过厚水分渗透性差，作物根系难于下扎，发育不良 F 过薄则渗透过快，易漏水涌肥。

据育民 ( w )质地 1\1壤或m壤，棱tt状结构， m直节理明显，厚度在40cm 以 r. ，发育

良好，多快回斑纹，少 哇软 i1i 核? 通气i查水性较好，又何水{~~Jl~ 。底土层( C )为母质

层戒防育后，质地f[(壤至粘土，托水托H巴不易渗漏。

机把全贝唯产500斤左右用块39个剖而调杏分析，低，.-，'水的士的士体构型有A-P一C

It!1l耕 8 1l碎 A-P-GJr，~、 A一GJf;'~、 A-P-E-C咽， A-P-G-W 型中 G、 E

层很序. 1γ.J ; 从质地和层次者，耕 l万过和lj l走过砂，五十陌 :K以上有夹砂、夹粘巨次的都不

幸IJ于水捐't 长 C

2 、旱地士士休构型及特点:

高产旱地士体构型及点:构型为八-B ， -B-z (C) 0 tt某木特点是阱!i?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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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壤资源及其评价※

-、土地资源的构成及其特点g

我县幅员不算大，根据土壤普查量算，全县土地总面积为1655078.6亩，合

1103.3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75406.7 亩( .1::.报为 614 ， 887亩)占总土地面积的46.9% ，

水域面积为178454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0.8% ，林地面积为76709.6亩，占总土地面积

的4.6% ，其它非耕地面积为 624508.3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7.7% ，其中·荒地16820.5

亩，河湖地26 ， 158~5亩 J

图 6-1

二监乞均耕地』
37.1 % 

全县地势低平，岗地为主，低岗区占土地总面积的6S.6% ，河流冲积平原占19.6% ，

南部读湖区占1.0 .4%. 大型水域占4.4% 0 全县最高点海拔高度111.6米， 70米以下为农

业用地，地势平坦，相对高差也不大，水土流失不严重，基本为准平原地貌。土层深

厚极少岩石裸露，荒废地较少，有利于农、林、牧、渔业的综合发展。全县土地资

源(量算)按人口平均为 3 ;-2 1 亩，人平耕地为 1.51 由。

我县土地资源的特点 z 一足丰阵地中水田 J~-i81.4% ，其中质地适中.本、气、热比较

协调的良水型水稻土占水田 IHÎ积的95.9% ，月巴力水、lλ较高(除磷、例外) ，这是粮食高

产的基础。旱地土壤质地为轻、时1壤的59982.5亩，占早地54.7%.，适于种植棉花 p 二

※木章土地面积未注明量算面积的均为一九从0年上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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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壤障碍因素类型和改良措施

一、土壤障碍因素类型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7](吉夫:型:

水是影J1[!'J 土壤肥力的主导 iλi 素，水多贝IJ气少、 i且低，养分难于分解释放，造成水

害。 我贝，-7](古二ì:_ 要';;');0 II[('J 7](凹，地下水位高于 60厘米的 I f[j 积为 205 ， 900.51证，其巾次!U住育

化水田、情育主，!丰11 沼泽型水稻土而积74 ， 855亩，占水闷的 14.8% ，旱地 q 1;也下水位高于

60厘米而影响作物生长的而积有10 ， 848亩，占旱地面积的9.9% 。

1 、冷段日 [0 :J 要为次'cl二 j营商所致，包括青阳、 77底和1 犁底层青泥( Pg )的士壤，

面积为67 ， 540 亩， r~' 水 Hlr国帜的 13.4% ，其中青隔[1]面积4 ， 521 亩，青底川丽和!为 14 ， 390

亩，币' lJËι>J、 二f20阳升<:((Jj国积为 48 ， 6291坷。这类回国积较大，分布广，为我旦-水:育的主

要表现，土体向型分别为A-P-G-W 、 A-P-W-G 、 A-Pg-W或A-P-Wg o

造成冷浸的Jm闪较为复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 1 )、地形的影响。这类土壤主要分布在较为开阔的平眼、 11 1 1珑的 L 、 rt 1 部 z 冲

与窍， ìrjl1-j 眼的过渡地，;ih 水库、塘堪的 F方。由于地表?毛流慢，易 t17 7怀。

( 2 )、耕作制度的影J1[句。长期月巴稻稻连作用， -1二壤没水时间长，不能秋炕冬凌，

造成士墙结构不良，紧实不 j歪气，还原物质积累而形成青归。

( 3 )、 ìiÆì既不当的影响。排灌不分家，长期大水浸温、吊灌或水库、塘垣t'1~J ì参

诵，使地 r;-水位升高.发'U告育。

( 4 )机械辑[[~ i'1~J 1;0 II[斗。 七十年代机械水转而积很大，由于过分强调精耕细格尼

烂如羹，土粒高度分散，使粘粒下移，犁底层粘重紧实 i;~1} 水潜育。

( 5 )、脱沼不完全。部分沼泽型水稻士，罔垦利用时间虽然较长， m 受地形限

制，地下水 13'[难以很快 F降，士体上层虽已脱泪，但下层仍残留着一定厚度的青泥层。

( 6 )、土壤质地粘茧，日渗适量很小，土体滞水不透气，土性冷凉。

冷浸田的特点=

( 1 )、丽积大.分布广。这类田遍及全县各公中j-. 、各种成土母质发育的土壤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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