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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应山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应山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从1 9 8 1年1 0月开始至1 9 8 3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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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应山县土壤普查成果验收如下；

一、野外调查质量符合湖北省第六次土壤普查工作会议规定的验

收标准，

二、分析化验数据可靠，原始资料保存完整，

三、采用航片进行野外调查，并以l：1 0 0 0 0的地形图控

制转绘，制图程序和精度符合《规程》要求；

四、土地构成基本查清；

五，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湖北省工作分类方案和应山县的具体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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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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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标准。

孝感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



验 收 人

孝感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鲁秀斌

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农艺师。陈双才

孝感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周郁一

应山县委副书记。朱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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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1 1 l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农业部

关于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会议报告和关于开展金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方案》和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具体安排，我县于1 9 8 1年1 0

月开始第二次土壤普查。参加这次土壤普查约有各级干部、科技人员

和农民群众共1 2 9 8人，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较好地完成了

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以生产大队为普查单位，用19 80年航摄底片放

大成1：14000的航片直接进行野外调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按

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技术规程》的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共挖土壤剖面4 4 15个，其中耕地

剖面4158个j平均每个剖面代表面积153亩；林荒地剖面257个，每个

剖面代表面积8560亩。为了使主剖面所代表妁范围准确，还挖了对照

剖面5973个。全县采集速测’!羊-11178个，其中水I丑8947个，旱地

2231个，每个速测样代表耕地面积56．9亩，采集农化栩71个，其

中井地822个，每个农化样代表面积773．88亩；采集分类诊断样

93套，共332层，另外，还根据我县成士母质的特点和土壤类型的分

布，采集了23个土样，．请省农科院帮助分析了主要微量元素的含

量。

各类分析共获得化验数据42680个。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分

析，基本查清了全县土壤的数量和质量，查出了土壤障碍因素，并编

绘成各类成果图件853套，为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共了科学的

·‘—。3‘。一



依据。

我们在土壤普查和《应山县土壤志》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湖北

省测绘局，湖北省农业局，湖北省地质大队，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农

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孝感地区农业局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这本土壤志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

正。

应山县土壤菁查办公室
广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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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壤形成的条件与成土过程的特点

我县位于北纬3 1
o

2 4 7至3 2
o

0 6 7，东经1 l 8
o

3 2 7至

l 1 4
o

0 8 7，地处长江、淮河流域之间，位于桐柏山东南，是孝

感地区最北的一个县。东与大悟县山田相错，南与安陆、孝感两县

接壤，西与随县相连，北与河南信阳县临界。全县地貌为北山南岗，无

十里之平原，南宽北窄长形如叶片。海拔最高点为北部高贵tb 907．8

米，中部城关镇8 0米，最低点是南部太平镇，为3 7米。

见插图。地势图

全县南北极端直线长7 8．7 5公里，东西极端直线距离57．5

公里。根据省测绘局资料，全县总面积为26 7 5平方公里，折401．25

万亩，其中山地1 2 0．7 8万亩，占3 0．1％，丘陵2 7 0．44万

亩，占6 7．4％；平原1 0．0 8万亩，占2．5％o ．‘一_

全县有1 3个公社，2个镇，6 3个管理区，5 4 0个大队，

5 4 6 6个生产队，2个国营农场。耕地6 3 6 1 3 1亩，其中水田

5 2 1 8 1 9亩，旱地1 1 4 3 l 2亩。总人口7 0．4 8万，其中

农业人口6 4．8 1万，劳动力2 8．1 5万个。按农业入口计算，人·

平耕地0．9 8亩口

一、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土壤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历史自然体，它是地球陆地上能够

产生绿色植物收获物的疏松表层。它的发生发展、演变转化等过程，都

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深受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岩石性质、

地貌特征、水分状况以及生物活动的综合影响，引起内部物质的风

一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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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淋溶、移动和累积，从而形成了土壤。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气候是直接并且通过植被等因子间接地影响土壤形成过程中的方

向和强度的基本因素。我县地处亚热带地区，具有季风气候与山地气候

的混合性气候特征。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冬季干燥寒冷，常有霜冻，

夏季高湿多雨；春季冷瑗无常，阴雨连绵，秋季少雨多旱。全县光

热资源丰富，降水分布不匀，小气候复杂多样，南北差异较大。

1、气温： (1 9 5 7年到1 9 8 1年二十五年平均)
表1—1

月 份 8 9 i0 li 12 年平均

温度。C 27．5 22．4 16．8 { ，0．3 4．5 ’5．6

年较差：2 5．7。c

‘最低温度为一16。c(7 7年元月30日)，最高温度达41．6。c

(5 9年8月2 3日)o全县气温分布趋势是南高北低，由北向南递

增，北部徐家山年平均气温为I 2．7
o c，南部陈巷为15．80 c，南

北相差30c左右。这种差异又有明显的季节性，冬季最小为0．70C，

夏季最大为5．2。C左右，其它季节南北气温的差异介于冬夏之

间。气温分布主要与地形，地势有关，海拔愈高，平均气温愈低，每

增高i o 0米，气温约下降0．6
o

C。全县日平均气温≥0
o

c的

活动积温为5 6 8 2．9
o

C，日平均气温≥1 0
o

C的怍物生长期

为2 3 0天，此期内的活动积温为4 9 9 7．5。C。日平均气温≥

1 5
o

c的年平均活动积温为4 2 5 7
o

c，日平均气温≥2 0
o

C

的年平均活动积温为3 2 4 3．8
o

c，无霜期为2 2 7天。小于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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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 0
o

C的初日平均为十一月十四日，终日为三月二十八日，初终

间日数1 8 4．2天；大于或等于2 0
o

C的初日平均为五月二十

日，终日为九月二十一日，初终间日数l 2 4．9天。春季气温由

1 0
o

C左右逐渐升高至2 0
o

C左右，土壤微生物活动由弱到强，

有机质的分解逐渐加快；夏季气温稳定在2 0
o

C以上，有机质分解

快，养分释放多；秋季气温由高(2 0
o

C左右)逐渐降低(1 0
o

C

左右)，散生物活动由强到弱，养分释放逐渐减慢；冬季气温一般在

l 0
o

C以下，微生物活动很弱，养分的分解、释放很慢，有利于土壤

中养分的积累。气温的这种分布状况，说明四季分明。冬凌秋炕，微生物

活动由弱到强，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分解、释放，加速土壤的熟化。

最高温度月为七月，平均温度为2 8
o

C。月平均气温≥1 8
o

C

的有5个月(5月一9月)o

最低温度月为一月，平均温度为2．3
o

C o 月平均气温≤8
o

C

的有8个月(1 2月一2月)o

地温情况t据6 0年至8 0年二十一年的观察，平均地面温度为

1 8．4
o

C，地下5厘米处为180 C，地下10厘米处为18．10 C，地下

1 5厘米处为1 8．1
o

C，地下2 0厘米处为1 8．1
o

C，说明，

在地下2 0厘米范围内温度交幅不大。

见插图：气温分布图

2，降水t(系5 7—8 0年二十四年平均值)

●。。‘o____--。。1‘-一-__·___----_--_oP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_-___-Io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l--
月 份J 1 2 3 j 4 5 j 6 7

i一一il～ir 2—9一一丽一l一五i]_1茁■fli■：百
月 份，8 9 】0 1l 12 1年降水量

雨 ‘量 I L3．2 83．2 55．2 37．6 16．j f 998



表1—3季节性降水分布表

慕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冬 季

(3—5月) (6—8月) (9一11月) (12—2月)全县平均＼

降水，m瑚) 297．7 458．8 176．0 65．5

比 例(％) 29．8 46．O 17．6 6．6

年变率。1 6．3

据气象资料分析，我县常年平均降雨量在9 0 0—1 1 0 0毫米

之间，季节性分配明显，以6—8月较为集中，占全年降雨量的

4 6．o％。在2 4年中年降水量≤1 0 0 0毫米的有1 0年。降雨

量分布自东北向西南递减，山区较丘陵岗地多。最多雨量月为七月，最

小雨量月为十-}2。月降雨量≥6 0 film的有6个月(4月至9月)，此

期间内降雨量合计为7 7 9．9 ITlm，占全午总量的7 8．1％，月降

雨量≥1 00ram的有5个月(4月至8月)，此期内降水共为69 6．7m m。

以上资料说明，我县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较大，夏季雨多，占全年总量

的4 6．O％。冬季最少，仅占全年的6．6％o

见插图：雨量分布图

8、风向：(5 7年到8 0年二十四年的平均值)

表1—4 单位I％

SW WSW W WNW NWI NNW C
I

3 I 1 1 3 5 2 5

4、气候条件、水旱灾害对土壤形成的影响t由于季风气候比较

明显，四季分明，干湿交替，对土壤的形成影响较大，夏季降雨多；

淋溶作用强，且容易造成水灾，冲刷土壤·由于降水分配集中，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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