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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证书

沔阳县第二次±壤普查从1980年10月开始至1983年4月结束。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

·经过培训骨干、试点、野外调查、室内化验和资料汇总等阶段，按照议湖北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技术规程》要求，完成了全县范围的普查任务。经过地区技术组检查认为t沔阳±壤

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县土地资源，做到了成果资料齐全I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沔阳县的实际情

祝I野外调查合格，图件和室内化验基本合格，成果应用巳初见成效。同意验收·

验收人t

湖北省土肥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 李建匀·

荆州地区农委主任 张琴声

荆州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 徐欣

荆州地区土办主任、农业局副局长 周一行

荆州地区土办副主任、农业局副局长 罗会林

沔阳县副县长 杨世荣

荆州地区技术组组长、农艺师 万振煌

华农荆州分院土化系主任、讲师、技术组成员 薛克昌

华农荆州分院讲师、技术组成员 黎敦厚

剂州地区技术组成员、农艺师 李寿彭

荆州地区技术组成员、农艺师 雷志祥

荆州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章>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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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工作。建国以来，】959年进

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改善、耕作制度的变革、化肥的施用、农作物

优良品种推广及农团作业等方面的变化，对土壤的性质、肥力、结构以深刻的影响。为了

进一步摸清土壤底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县在省和地区行

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统一安排下，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第二次土

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于i980年lO月开始

进行了全县范围的第二次上壤爵查，先径过州练、试点者洲骨于．然后以公社为单位分批

展开。通过两年零四个月的努力工作，于1983年1月基本结束。在整个普查工作中，县委、

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确定了专人具体领导土

壤普查工作。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基本上查清了沔阳县土壤资沥i，完成了

土壤普查任务。

本±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分九章，主要介绍了沔阳

县土壤的形成条件和成土过程，土壤分类与命名，土壤的分布概况及分布规律。重点阐述

了主要土种类型的形态特征、生产性能和土壤肥力状况，对土壤资源进行了综．j．证：价，并

提出了低产土壤的障碍因子与改良利用掐施。在此基础上，又对全县土壤进行改良利用分

区，根据各分区的特点，指出了各分区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最后简要地说明本县应用土

壤普查成果，在生产实践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广、量大、资料内容繁多，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技术力量不足，

调查收集材料还不够系统，统计分析还不够细致。因此，本土壤志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

读者批评指出，并提出宝贵意贝，我们深表感谢。

在±壤普查的培训、试点、野外调查、室内化验、汇编图件和编写土壤志的过程中，

多次得到省．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有关同志的指导并审阅了土壤志文稿，在此一并致

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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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的条件

沔阳县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荆州地区东部，东邻汉阳，西接潜江，南临东荆河与洪

湖、监利一水相依，北滨汉水，与天门、汉川隔水相望。县治仙桃镇，处汉(武汉)沙(沙

市)公路中段，东往省会武汉市l 0 2‘公里，西去荆州行署l 3 l公里。全县东西长7 8

公里，南北宽3 5公里，形如飞舞的彩蝶，总面积2 5 l 7．7 2平方公里．

县内行政区划(1 9 8 1年底)设置l 5个公社、两个镇、l 0个县辖农、林、牧、

鱼、芦苇场，1个县农科所，6 8个管理区、6 4 7个大队，4 7 7 5个生产队。总户数

2 4 6 6 0 0户，其中农业户2 3 l 6 7 l户，占总户的9 3．5 9％，总人N1220903

人，其中农业人口1 l 2 5 9 3 6人，农业劳动力4 3 9 8 0 8人。总耕地l 8 l 2 8 0 0

亩，其中农业人口人平均占有耕地1．6 l亩。全县水田9 5 4 6 O 0亩，其中双季稻面积

7 2 5 4 0 0亩，占水田面积的7 6％。旱地8 5 8 2 0 0亩，其中棉花面积6 2 5 l 0 0

亩，占旱地的7 2．7 5％。从l 9 7 6年以来，全县每年粮食总产在9．4亿斤以上，

最高的1 9 7 9年达到1 2．9亿斤，常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2．4亿斤左右．1 9 6 5

年以来。全县棉花总产在6 O万担左右。l 9 6 6年棉花总产达到8 l万担，平均单产

l 3 1斤，是历史最高年，每年向国家交售商品棉4 0—5 5万担。是全省著名的商品

稂、棉生产基地之一。油料总产王万担左右，农业总产值由l 9 4 9年的5，7 9 5万元

上升到l 9 8 1年的2 9，8 5 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率为5．3％．同时全县林、牧、

付、渔各业也得到较全面的发展。

第一节 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一、气侯因素对±壤形成的■一t

本县位子东经l l 2。5 5 7一l l 3。4 9 7，北纬3 0。0 4 7—3 0。3 2 7之间，属

于北亚热带的季风温暖潮湿气候区。其气候特点是l冬季盛行干冷的西北季风，夏季盛行暖

湿的东南季风。全县日照充足，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匹季分明．无霜飙

长．冬季有小雪、冰冻，严冬时间不长；春季冷暖多变，阴雨频繁；初夏梅雨霏霏，多落涝，

盛夏炎热少雨，间有伏旱；秋季晴多雨少，有秋旱或连阴雨相间出现If9月中下旬有秋寒。

由于南北纬度不到半度，垂直高差不足二十米，境内为平原湖区，大气环流条件所弓f

起的气温差异不甚明显。见沔阳县年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分布图。这种气候条件有利于统一指

导全县农业生产。

i、气温。据仙桃气象站l 9 5 8至l 9 8 0年资料分析，2 3年来，年平均气温为
1 6．3℃。最冷是1月，月平均气温3赢6’c，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1 9 7 7年元月3 0

日(一l 4．2。C)，最热是7月，月平均气温2 8．6 oC，极端最高气温出现于l 9 7 1

年7月2 1日(3 8．8 oc)，年较差为2 5 oc．详细情况见表(1一1)和沔阳县年平

均气温和降雨量分布图。、． ，。



沔阳县气象要素统计表

淤!i；、2卜：4- 6：，

降水量m m 30．。4。 ．52．8 101．7 147．2-119．6 ．1哥8．5{125。4

蒸发量vn m‘ ，55．3’ 60．2 85．5 112．5：149。1 179．3 238．2

气 温。C 3．6 5．3 10．3 16．I 21．： 25．6 23．8

、

日照时数 126．3 110．3 123．9 144．2}lG9．7 200．1 266．3

日照百分率 39．0 35．0 34．0 37．0；40．0 48．O{ 62．0

续

淤 ，

8 9 10 11 12 合 计 平 均

降水盈m m

蒸发量In m

气 温。C

92．9

216．1

28．0

87．2

155．3

23．0

116．5

17．5

74．1

11．2

30．8

58．5

5．7

1151．1

1498．6

：：”60．．下8弧8S．。8 r47叭2．0卜35．。8—31．．：|2：：8 0273．。川1
4=6

0

I

日照百分率l 64．o I 50．o{| 49．o} 43．o； 42·o} 543·o； ·

注。仙桃镇气象站l 9 5 8一l 9 8 0年平均资料。

我县月平均气温小于或等于年平均气温的有l、2，3、4、1 l、l 2六个月，小

于或等于8℃的月份有l、2、l 2三个月，大予成等于l 8 oc的月份有5、6、7，8

9五个月。如果以候均温计算，我县小于或等于l 0℃的冬季，从l 1月l 7日至翌年3

月2 4·日，为期l 2 6．4天，占全年天数的3 4．6％。侯平均气温1 Oo；c，是大多数

冬播作物积设生长和春播作物生长的开始和终止日期，也是有利予土壤有机质积累的时

期。候均温大于2 2。C为夏季，从5月2 1日至9月2 2日为期l 2 5天，占全年天数的

‘8 4．2％，侯均温1 O一2 2 9C之间为春秋季，为期l l 3．6天i占全年天数的

3 1．1％。全年无霜期2 8 3夭左右。农业界限温度如下。大于或等于3。C的积温为

5 8 2 O．9。Q持续3 1 6天，大于或等于l 0。C的积温为5 2 2 2．3。C，可持续

2 3 9天，大于或等手2 0。C的积温为3 4 7 O．6。C，持续I 3 2天．

2、降水量。全年平均l l 5 1．1 mm。但雨量分配不均．全年最多雨月是6月，

降雨量为l 7 8．5 mt,,n，最少雨月是元月，降水量只有3 0．4 m盈．月降雨量大子或

等于6 0 m皿有8个月(3月至l 0月)，其降水总量为9 2 8．8 mm．占全年降水量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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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 O．3％。月降水量大于或等于1 0 0 mm的月份有五个月(3—7月)，其降水总

量为6 7 2．4 mm，占全年降水量的6 8．4％。

据l 9 5 8年至1 9 8 2年统计，降水量小于或等于1 0 0 0 mm的年份有8年，占

统计年份的3 2％。年最高降水量是l 9 6 8年，达到l 6 0 8．9 mm，最低降水量是
一

1‘9 7 1年，‘只有7 2 0．5 tIlm。

降水强度，降水强度系单位时间内的降水量。降水强度大，不易被土壤和植物吸收利

用，还会造成水土流失，甚至酿成水灾。本县境内一日降水量达5 0 mm以上的暴雨3一

l 1月均有出现，年平均43次，但主要集中在5—7月，占出现总次数的6 l一8 2％。

三、年蒸发量为l 4 9 8．8 mm。年蒸发量略大子年降水量。一年之中除了3、4

两月蒸发量小于降水量外，其余各月蒸发量均大于降水量。

四、年平均目照时数为2 0 2 7．1小时，占全年可照时数的4 6％。太阳幅射强度

为l 0 9．8千卡／c m 2。
。

=、檀被对±壤形成的影响。
’

本县由于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所以本县绝大部分土壤为耕作

土壤。自然植被：人工林和次生林有。柑桔、蜜桔、棕榈、樟树、水竹、杉木、桃、梅、梨

等亚热带树种。本县以耐湿性较强的旱柳、池杉，苦楝、刺槐、桑、槐、小叶杨，白杨等

落叶阔叶树种为主，是本地主要用材林和薪炭林．在湖沼和河滩地区生长着一定面积的芦

苇、茅草、获和茭草等水生草旬植物。农作物植被有水稻、棉花、麦、麻类等。这些植物

生长繁茂，根系发达，能把土壤底层中的养分向上运送，集中到表土层，加上地上部份死

亡的植物残体存在于袭土中，则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三、地形、水文、母曩对土囊形成的影一·

1、地形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沔阳县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江汉平原腹地．据地质资料分

折，约从一万万年以前的中生代燕L蝇动开始以来’．江汉平原的地亮曾经发生过两次沆
降，形成一片湖海，俗称古云梦泽。平原周围的山地、丘陵同时隆起，由于地质外营力的

作用，四周山地、丘陵剽蚀物不断地搬运堆积，后来由于长征、汉水秭滋本区，‘使吉云梦
译发生新的变化。长江、汉水长期泛滥，大量泥沙搬运堆积r形成很多河流三角溯，三角

洲逐年延伸，彼此连接合并露出水面。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广阔的冲积平原。人们

开始在此渔、猎、耕种，逐渐出现居民点。

据本县到河公社l 5号钻孔资料记载，从表土至9 9米处，为第四纪(Q)沉积物，

表层为近代河相和少量湖相沉积物(Q。)相间沉积而成’下层为第四纪红色粘土沉积物

(Q，一。)9 g一5 5 0米为第三纪沉积物(N)掇刀石组，由灰白色i绿色粘±岩及

灰岩，底部砾岩组成。8 6 0—2 l 9 2米，为老第三纪沉积物(E)，由紫红色，深灰

色泥岩，砂砾岩，夹多层玄武岩，石膏、盐、石油、褐煤等组成；

宋代以前，江汉平原尚无堤垸、河堤，水来千倾浪、水退满湖荒、水竭现河湖。直到南

宋，制造水车、建筑到闸、修筑堤垸的技术才开始引进，始自江陵以东围垦，东接沔阳。

明代中叶，大兴堤垸，江汉平原渐成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骨的民谣出现于此。至明

来清初，垸堤达到饱和状况，蓄洪区大大荆、，加上河堤堤身矮小，每到汛期，洪水无从
排出，溃灾频繁。沔阳人民又陷入“三年淹两水、十年九不收一的困难境地．

2、水文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汉江是长江第一犬支流，东荆河是汉江的一个分支，汉

· 3 。



江流经我县北部，东荆河绕我县南部，俗称外河，既是本县灌溉水源，又是本县历年洪灾

的主要祸根。本县境内，河港密布，其主要河流是通顺河，为汉江分支，自潜江泽口分流

横穿我县，后经汉阳，注入长江，它是本县排灌两用的骨干水系。

本县历年洪灾主要是汉江和杂搿河溃堤造成的，汉江在平原地区落差小，水面比降在

0．0 0 0 0 5—0．0 0 0 0 6之间，加上河道狭窄弯曲，每到汛期，洪水塞高，流量

大，(最大流量1 3 0 0 0方／秒，l 9 6 8年7月2 2日)。汉水历年在境内的最高水

位3 5．8 9米，(1 9 5 8年7月2 2日)，超过流域自然高程的3．8 9米，东荆河

历年最高水位在中下游超过流域自然高程4．7 5米，形成“地上河"，加之堤身矮小，

渍口机会极多，故我县过去洪灾比本省各县都严重。据湖北省沔阳堤防管理段记载，本县

自1 8 8 7年至l 9 0 9年2 2年间，年年遭受水灾(主要是溃口，其次是渍灾)．1 9

O 9年至1 9 4 9年4 O年间，就有3 0年邀受水灾，其中汉江溃口l 1次，每次都淹没

全县，东荆河溃口1 Q次，有l 2次淹没全县．解放后仅只有l 9 5 2年、l g 5 4年两

年发生过溃口，每次溃口，都给地表带来大量泥沙．据测定汉江年平均含砂量为2．6 5

公斤／公方，最高含砂量达到l 0．8公斤／公方(1 9 5 8年7月8日)．我县地表冲

积不定，变化很大，如八城垸、羊子四院都是明代筑起的垸子，当时都是良田，而吩林

尾的千城垸还是一片湖水，在l 9 0 0年前后都筑起了垸子，逐步垦成良田，但八城垸、

羊子垸由于缺少淤积土层。相反都变成了贫瘠、低洼的垸子．由于堤外河水的顶托，堤内

地势低洼，所以垸内湖涪众多，渍水恶蘑。据l-9 6 6年统计，全县有3 2个湖泊，面积

约3 l 4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8％，其中以排湖最大，约l l 0平方公里，l 9

6 0年至l 9 7 0年巳围垦了大部份。目前还有1 9个千亩以上的湖泊，即排湖、许家湖、

钾鱼湖、芦林湖、隔步当湖、西沟子湖、南丰湖‘保丰湖，武湖，莲子湖、百胜垸湖等，这

些湖均属于河间洼地湖。其特点是。湖水浅(一般水深一米左右)，湖岸园滑平直，淤泥

较深，水生植物繁茂，为天然养殖湖，失去了调洪蓄水的作用。目前湖水面积共有4 2．

6平方公里。

水文地质条件。全县境内地势低平，地下水位普遍较高．特别晃年降水量分布不匀，

干湿交酱。地下水位发生季节性升降．全年大部份时间，7 0％的耕地地下水在一米以

内，秋冬季略有下降(一般l一2米)。地下水水质良好，矿化度较低，一般为1 O O一
2 0 0毫克／升，硬度为3—4度，基本上属于软水，水质类型属重碳酸盐型，因而土壤

无盐溃化威胁。由于地下水呈年周期的升降。土体也随着产生氧化还原的交替过程，在低

水位时，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为氧化层，高水位时，全部或部份土层为水分所饱和，而产

生还原过程．由于±壤氧化还原作用十分频繁，随着地下水的升降，土壤剖面中物质的淋

溶淀积作用也很明显，并在±壤剖面中形成各种色泽的锈纹、锈斑或细小的铁锰结核和钙

结核．水稻土的潜育层和谗积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在滨湖地区，地势低洼，地下

水接近地表．土体常年被水饱和，通气不良，土壤产生潜育化现象。

8，成土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本县成±母质，主要为汉江上游的沙岩，页岩、片麻

岩、灰岩等母岩风化物并经流水搬运形成河相沉积物，局部低洼湖区为静水湖相沉积物或者

为河湖相湖积冲积物。由河湖相沉积物母质发育的土壤。由于受流水搬运分选作用的影响，

其沉积物所形成的土壤质地呈规律分布．一般在河床沿岸和溃口处质地偏沙，堆积展厚，

一般离河床和溃口处愈远，则质地愈粘，堆积层簿。同时在同一剖面中，常有不同质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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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排列出现，往往出现夹砂层或砂层、粘层相间排列，其沉积物层理明显，并直接影响土

壤理化性质和植物生长。沉积物中，粗粒物质主要是石英、长石、白云母等，粘土矿物以

水化云母为主，其次多为蒙脱石，也含有少量高岭土和蛭石等。成士母质中普遍含有碳酸

钙5—7％，石灰反应较强，P H值7．2—8．4。湖相沉积物中，以粘粒为主，有机

质含量较高，一般为3—6％，有的高达7．6％，一般石灰反应较弱，甚至无石灰反应，
P H值6．5—7．5，呈中性。

地貌特点及其分区。本县境内无山、无丘陵，一马平川，河流纵横环绕，湖泊量罗棋

布，‘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河高，滨湖低，民垸周圈高i中间低，形如蝶状，大平

小不平。地面高程，西北角最高地是郑场公社芦庙大队的七屋湾，海拨4 0．4米，东南

最低处是武湖中的小湖，海拨2 0．2米。平均地面高程海拨2 7．5米，整个地势自西

北向东南倾斜，倾斜面为二万分之一。全县地貌均属于冲积平原，但按申小型地貌特征可

进一步划分为淤砂平地，高亢平地，低湿平地、洲滩平地和滨湖平地五个类型。

1、淤砂平地：主要分布在本县北部，沿汉江河漫滩地带，以及东荆河的北岸河漫滩

地。地势最高，海拔2 8一S 2米，质地过砂或偏砂，地力贫瘠，以种植花生，西瓜，果

树，旱杂粮为主。

2、高亢平地t主要分布本县北部，紧接淤砂平地，包括通顺河上游，展翅长河，通

州河西岸，以及九合垸等，地势较高，海拔2 6—2 8米，以壤质土为主，但犬部分土斟

夹有砂层。易漏水吊气，本区以种植麦棉为主，部份旱改水，种植双季稻．

8、低湿平地。主要分布在本县中部，东部和南部一带。地势较低，海拨2 3—2 7

米之间，水源充足，地下水深5 0一l 0 0 C m，长期以种植水稻为主。土壤质地为轻壤

一重壤土，大部份为潴育型水稻土，部份水稻田产生次生潜育化．

4、滨湖平地。分布于我县中部、南部，东部各垸湖的最低洼的地带，均属于河问低

槽地带。六十年代前，这里雨季是湖水，冬季是湖荒．盛产菱角、莲，藕、野鸭，也生长

大量蒿草等水生植被。七十年代后大部份被围垦成水稻田，少部份被围堤蓄水养鱼。本区

土壤还处于脱沼泽、脱潜育化过程。
‘‘

5、洲滩平地。主要分布在东荆河外滩，如天星洲、王小垸、联合大垸、六合港，五

。湖。在汉江有杨越外滩，以及杜台分洪道和外山。除天星洲、王小垸、联合垸修堤垦殖以

外，其余洲滩均属于东荆河和汉江的泄洪区。生产着茂密的芦苇、荻、青泛等草甸植被，

河滩浅色草甸士就分布在这里。五湖、稻草湖、和南丰湖也有较丰富的水产资源。7

第二节 土壤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土壤既是自然客体，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两千年前、人们就开始在沔阳依

靠土壤进行渔猎、畜牧，养殖和耕作种植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成土过程的

演变．

解放前沔阳是“三年遇两水，十年九不收，，的水窝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共产党和

—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人民兴修水利，改革耕作制度，发展农业机械，养土改土，这对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加速成土过程的演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兴修水和I

一九四九年以来，修堤治水，加嵩培厚汉江干堤l S 3公里，东射河午堤l 2 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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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支民堤3 1 6公翌，境内主要防渍民堤2 l 9公里。l 9 5 6年建成杜家台分洪闸，

确保沔阳武汉安全，从而提高了抗洪能力。自1 9 5 4年至今，来出现二1：支。艽溃口事“，

为了排渍抗旱，进行了水系综合治理，兴建了排涝灌溉工程，l 9 5 9年兴建了泽口进水

闸，引汉水灌溉农田，其流量达l 5 6公方／秒，并建设了配套工程。接着兴建和改进了

各垸湖排水闸I l g 6 9年完成了东荆河改道工程，提高了自排能力，1 9 6 9年开始兴

建电排站，到l 9 8 0年为止，建成大小电力排灌站l 2 7处，总装机容量6 l，9 2 9

千瓦，提高了排涝标准。在五年一遇的三天降雨壁1 9 0 ITI m的隋况下，排涝保收面积可

达l 4 2．3 3万亩，占耕地的7 6．5％，．旱涝保收面积1 2 9．6 4万亩，其中稳产

高产农田7 6．2 5万亩，占耕地的4 l％。全县围垦沼泽，湖荒约l 5万亩，围垦东魁，
河泛区和杜台分洪泛区8万余亩，平整土地，实行旱改水约l 5万亩。

在小型农田建设中，大部份社、队基本上实行了深沟大渠、等高截流、排灌分家，降

低了田间地下水位。改善了±壤环境条件． ．

二、改革耕作制度。

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推动了本县耕作制的变革。旱改水，单改双，水旱大轮作面积

逐步扩大。我县五十年代大部稻田为冬闲中稻制，少数稻田为肥～稻或大麦～中稻制。六

十年代初r开始发展绿且B～双季稻．1 9 7 0年绿肥双季稻田达到4 5．6 8万亩，l 9

7 7年增剥19 2．，a 3万声，占水田面积8 9．9 7％。为了发展双季稻，七十年代初，
把历年种植高梁^黄豆，；芝麻、绿豆等旱杂粮的面积，绝大部份改种水稻约l 5万亩．

1 9 7 8f工_9 8 2年是取季稻调整时期。双季稻面积在7 2。7 5万亩左右，占水田面

积的7 7．!B％，七十年f℃小面积水田又发展了麦稻稻、油稻稻和绿肥留种一双季稻三熬

制。全县耕地复种指数由1，9 4 9年的l 7 0．4％提高到l 9 7 9年的-2 2 5．7％，

增长了5 5．3％．旱地以褊麦两熟制为主，解放前后棉花是麦后直播，前茬以大麦为

主。五十年代中期推广棉花褰林套种，七十年代棉花前茬以小麦为主·近几年来，麦林套

栽棉花营养钙长逐步得到发展。

三、发展农业机械。

据统计至l 9 7 7年底止，全县农林拥有耕作、运输、抽水、加工的机械动力294385

马力。农机总投资6 5 8 9．9万元，全县机械作业面积达l 8 3万亩，占应耕整面积酶
6 5．罩％。． ．

~|

四、培肥改土。

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是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县农民在长期生产实．

践中有不少改土培肥，促进土壤熟化的经验。例如，旱地面塘泥，水田打湖草、砍青草、

深施农家肥、．套种绿肥，放养红萍、深耕改土、培育地力，长墒口公社集木大队，是本县

有各的棉花，高产队，但该队因汉江溃日，沉积了一片砂壤土，．面积约l 0 0 0亩，改土前‘

是“天旱三天沙扬，天雨结板象禾场，，的穷沙窝，严重影响了棉花生产。从l 9 6 8年

起，坚持改土，就地挖坑取士压砂和远处运士盖砂，奋战四个冬舂，盖土2 3 0多万方，

同时大搞圈猪积肥，每亩有兰方．优质衣家肥下棉用，使千亩砂丘变成了稳产高产的灰油沙

土。这次普查结果l有机质含量l，。6 2％，。：全氮OIf l 3 8．％，速效磷2 1．2 PPm，

速效钾1 3 7 PPl'12，而集木临近的官山一队，棉田仍然是灰沙壤土，有机质含量．只有
9．8 9％，全氮0．0 4 3％，速效。磷2。，8 P．P，m，速效钾4 5 PP翔，是一片。低产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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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棉田土壤。

长墒口公社武旗大队，1 9 7 7年以来，大力发展沼气吧、培肥地力。棉田发展四

熟套种制一麦田套早黄豆、棉团套种榨菜。l 9 8 2年四熟制达到8 5 O亩，占棉田的

5 0％，使用了沼渣肥3_5方。亩产小麦3 8 0斤、黄豆8 5斤、棉花1 4 2斤、榨菜

l 0 O 0斤、全年每亩总收入可达4 4 7元。武旗四队是棉田发展四熟制的发源地，而与

二，六队二熟制相比较．土壤肥力还有所提高。见表1—2

武旗大队棉田四熟制与两熟制土壤肥力状况
表1—2

4 80 四熟制 1．65 O．140 6．52 104 5 7．8 土壤普查

2、6 80 二熟制 1．27 O．88 5．61 94 2 8．1 化验数据

4 77 二熟制 ／ O．119 9．2 73．6 2 ／ 荆州地区农科所

2、6 77 二熟制 ／ 0．93 9．1 60．4 4 ／ 取样化验
●

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水田豆科绿肥得到较快的发展。1 9 6 0年，全县水田豆科绿

肥只有2 2万亩，1 g 7 0年是4 4．5万亩，l g 8 O年达到8 0万亩左右，占水田面

积的7 6％，其中红花草子面积7 8．4万亩，还有少量的兰花草子。水田绿肥的发展对

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改良土壤结构起了良好作用。

化肥施用大量增加，特别是氮肥用量逐年增加。据1 9 8 0年统计，全县化肥供应置

氮肥8 5 l 6 0吨、磷肥3 8 7 2吨、钾肥l 4 6 1吨，平均每亩耕地供应标准氮肥
9 9．1斤，磷肥4．5斤，钾肥1．7斤，(不包括社队自采数)。另外用锌肥2 O吨，

硼肥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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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壤形成的主要成土过程

土壤的一切属性，包括土壤形态、特征、土壤的物质和能量的积累、淋溶、和淀积等都

是在特定条件下成土过程的产物。综合我县江汉平原湖区潮土的成土过程，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节有机质的累积过程

在亚热带温暖、湿润、多雨和十年淹九水的条件下，本县自然森林绝迹，只有极其少

置的耐湿性树种，如小叶杨、旱柳等散生存在。解放后虽然人工引种栽培了一些经济果木

和用材林，但对成±过程有机质积累不甚明显。在河滩地和湖沼地丛生着芦苇、茅草、荻

(刚柴)、茭草等水生植被，植物残体形成草渣、腐泥、甚至形成草炭泥埋藏在土体中，

因而土体有机质极为丰富。这次普查化验，许多新开垦的沼泽型水稻土耕层有机质含盈达

到5—6．7 2％。另外有许多旱地湖土，心土层有机质含量也相当丰富，见表2一l

不同沉积母质各土层有机质含量状况
袭2一l

有机质含量％取样地点f篓 要 土壤 名 称 注 目
衰层f二层j三层}四层

郭河三蛉

剧河双河

酬场南咀

通海口农科所

杨希；：尾兴隆

沙湖．{二湖

冲积物 浅灰潮土田 1．13 O．83 O．39 ±壤剖面
冲积湖积物 灰潮沙泥厚青隔田 3．1．5 3．21 1．96 1．24 深度为一
湖积 物 灰青泥田 5．84 2．24 3．77

业
A'-o

冲 积 物 中位砂底灰壳土 2．OO 1．23 1．10 0．59 层次按发
冲积湖积物 庆油砂土 2．00 1．36 1．37 生层次划
湖 积 物 壳 土 3．23 2．88 分。

从上表2一l可以看出，在江汉平原冲积不定的土层中，土壤有机质含量比较丰富。

在绿肥～双季稻耕作制下和旱改水种植双季稻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比旱地有了较明

显增加。见下表2—2。在施肥中偏施氮肥，而忽视磷、钾肥，因此，收获物中带走的

磷、钾大大超过了施入量。致使土壤养分收支不平衡，特别是在缺磷、钾的土壤中，由于

磷、钾的亏缺，阻碍了作物产量的提高。

旱地沙土水作后理化性质的变化
褒2—2

取样地点

·8·

I土壤名称

I灰潮沙田

I灰沙壤土
f灰潮沙田

l灰沙壤土

P H值

(水浸)

8．O

8．2

8．3

8．2

1．55

1．17

1．37

0．86

全氮J速磷

％ PPlll

0．134

0．080

O．098

0．079

3．50

2．52

5．64

4．88

速 钾

PPm

87．5

80．O

115．O

40．O队队队队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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