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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喜刖‘ 。百

我县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省、地业务部门的直接指导下，按国务院国发[1979]ll l号文件精

神及《湖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开展的。

土壤是人类获取生命能源的主要生产基地，也是大自然进行能量

转换和物质循环的重要生态系统中的一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

源。开展这次土壤普查，为因土种植、因土改良、因土施肥以及农业

区划提供科学依据，是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总产

值翻两番的一项基础工作。

参加这次土壤普查的，有县、区、社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农业技

术干部、农技员、多种经营干部、团干等共508人组成的土壤普查工

作队。根据这次工作的任务要求，县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分业务组(包括辅导组、化验组、绘图组)、秘书组、后勤

组，各区设土壤普查分Ij^。。整个工作队从1980年lo月上旬训练开始，

1981年4月完成野外作业，相继安排122名专业技术人员，至81年底

基本完成公社级内业资料整理及室内化验，82年底前白少量技术人员

完成县级资料汇总任务，编写了《新化县土壤志》，整理了《新化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统计表》，绘制了八种成果图。各地不同程度地开

展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整个土壤普查工作，已经省、地主管部门验

收。

土壤普查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技术性较强。从野外普查到室



内资料整理工作任务的完成，得到多方面的指导、支援和协作。在

此，对省、地业务部门领导和科技人员的热情指导，新邵、邵东两县

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援，参加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县、区、社(场)、大

队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以及为我县古生物化石鉴定、摄影、排版的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人员，土壤志封面题字的刘晰同志，深表敬意和

感谢。

由于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专业知识水平有限，资料收集不齐，

编写当中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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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我县位于湘中偏西地区，雪峰山北段东侧，东起东经111度40分40秒，与涟源、安

化县接壤，西至东经111度46分8秒，与淑浦县交界；南起北纬27度31分30秒，和新邵，

隆回县相邻，北止北纬28度14分27秒，同安化县毗连。全境南北长79．15公里，东西宽

90．7，5公里，总面积为3611．8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1．71％o

据土壤普查，全县共面积5417742亩，有耕地763377亩，占总面积的14．1％，其中

水田539290亩，旱土224087亩；山地3222580亩，占总面积59．84％，其中林地2115340亩，

荒山荒地734709亩，石山372530亩；水面356500亩(其中柘溪库区15万亩)，占总面积

的6．6％；其他用地1085285亩，占总面积19．8％，约为“六山、半水，份半田，二份道

路和庄园”的地区。

全县共十二个区，一个区级镇，八十七个公社(镇)，二个林场及原种场，农科

所、旱粮研究所，园艺场、渔场，水科所、茶场(集体)等九个场所。共1167个大队，

11785个生产队，218827户，948131人，包括非农业人口共1008700人，人平耕地0．76亩，

人平总面积5．3亩，劳力366844个，劳平耕地2．06亩，耕牛74441头，其中役牛48666头，

头平耕地10．2亩；农用机械发展较快，共有拖拉机816台，12408马力，其中手扶拖拉

机627台，6219马力，大中型拖拉机189台，6189马力，机耕船193台，983马力；机耕

面积春耕47508亩，夏耕30115亩，机耕面积占14．4％。全县水利建设，共修中型水库

4座，小一型水库44座，小二型水库214座，山塘22958口，加上4447座水坝，蓄引水量

35079万方，另有电力排灌253台，计5353．8千瓦，机械1537台，计16934．5马力，蓄引提

水量共2597万方，有效灌溉面积461549万亩，其中水田160425亩，旱土1124亩，水田旱

涝保收面积369977亩，占水田总面积68．6％，旱土45418亩，占早土面积的20．3％(以

上有关数字均引自1979年年报)。

我县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发展油料、茶叶、花生、柑桔、烟叶、黄花、药材、豆类，

蘑芋、百合等经济作物及渔、牧业生产。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薯、麦，豆、玉米j

水田耕作制度以稻，稻，肥为主，占稻田面积的50％左右，稻稻油和稻稻麦三熟制面积

发展到9万亩左右。解放32年来，我县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49年粮食总产24882万

斤，亩产294斤，1981年总产68192万斤，亩产1011斤，人平产粮681斤，粮食产量从1949年

至1981年增长1．74倍，每年递增3．12％。在32年中，粮食产量有23年比上年增长，9年

(1955、1956、1960、1961、1963、1966、1969、1974、1976年)下降。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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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猪、果等多种经营相应地发展，1981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8789万元，人平收入

285．41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1478万元，人平收入221．99元，农业总产格占总收入的74．6％。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高产耐肥良种的推广，全县施肥

水平有所提高。有机肥以绿肥、人畜粪肥、土杂肥为主，冬季紫云英绿肥种植面积20—

34万亩之间，占稻田面积的40—55％，比1955年初种绿肥11000亩增长20倍以上，亩产鲜

草1503～3000斤，成为早稻的主要底肥，油菜81年种植68098亩，亩产菜籽127斤，提
供了一定数量的饼肥，牲猪1981年发展到675208头，亩平耕地0．88头，亩平畜粪50担

左右。化肥用肥水平发展较快，1982年用氮化肥(标准氮肥)736480担，按耕地亩平

96．8斤，按水稻播种面积亩平91．5斤j用磷月E497120担，按耕地亩平65．3斤，按水稻播

种面积亩平61．7斤。土壤普查后，钾肥，微肥使用发展较快，82年使用钾肥38060担，为

土壤普查前1978年10担的3800倍，按耕地亩平5斤，按水稻播种面积亩平4．7斤，82年在

石灰岩发育的石灰性稻田及潜育类缺锌稻田上施用锌肥1400担，面积46000多亩，稀土在

部分石灰岩地区开始试用。

新化县历年化肥使用情况统计表 -g．o-。担

82年比78年年份I 1954 1957 1966 1970 1977 1978 1981 1982
增长％

氮 肥 1294 1149 41092 143450 325821 474959 652380 736480 54．00

锌肥1 320 1400 I+1400担

当前我县农业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I，土地资源利用率低，山区开发利用不当，破坏生态平衡。

全县人平总面积5．3亩，而人平耕地仅0．76亩，耕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14．1％；在

3222180亩山地面积中，有11775]4亩荒山、疏林及石山很少合理利用，占山地面积的

36．80％；现有356500亩水面，养殖利用面仅41674亩，占水面的11．5％I海拔800公尺以

上比较连片集中的自然草场229578亩，基本上很少利用。不少山地丘陵，毁林开荒严

重，植被复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836313亩，占总面积的15．4％，

其中片蚀320825亩，沟蚀515488亩，以西部雪峰山区26个社场严重。

2、农业内部结构欠合理，生产单一化。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单抓粮食生产，忽视了经济作物，没有发挥旱土面积大，有利

于开展多种经营的优势，造成种植业内部比例长期失调。如圳上区在七十年代的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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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收入317．1564万元中，经济作物收入只有43．8225万元，占种植业收入14％。据

1979年统计，全县农业总产值中，经济作物只占9．9％，林业占3．2％，渔业只占o．5％。

3、低产田土面积大，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障碍。

据这次土壤普查统计，全县有各类低产田177569亩，占水田面积32．9％，低产土

122378亩，占旱土面积54．6％。这些低产土壤，存在冷、烂、瘦、板，碱、酸、浅、

毒，旱，粘、沙等障碍因素，单产低于当地一般产量200——400斤；低产旱土坡度大，

耕层浅，养分贫乏，“三跑”(跑水、跑土、跑肥)严重，其单产亦比平均产量低二成

以上o

4，有机肥料不足，施肥用肥不当，±壤养分失调。

近年来绿肥面积大量减少，有机肥料较普遍缺乏，特别晚稻缺有机肥。化肥多数地

方重氮轻磷丢钾，盲目用氮肥现象较普遍，造成土壤氮、磷、钾养分失调，肥效不高，

增产不增收，有些施氮过多的过头禾，病虫交加，严重减产。

5、山、水、田，林，路缺乏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大多数地方的山，水，田、林，路都缺乏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少数搞了以改土洽

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地方，顾此失彼，搞农田基本建设，基本上就是搞地面水的

灌溉，不问地下水的治理，潜育化稻田的“开肠破肚"改造还是极薄弱环节，大多数地方

的深泥冷浸田依然一垅垅，一冲冲摆了起来；就是地表水的排灌设施亦不配套，垅冲阻

串灌现象严重，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少，土壤改良任务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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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县土壤的形成条件

土壤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于土壤内部大小循环的矛盾斗争和统一，但外部条件对土

壤发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影响土壤发生发展的外界条件——土壤形成因素，主要包

括地形，气候，母质、生物、时间等五种。农业土壤则还有人为因子的影响。

第一节地形地势及与土壤的形成

一、我县地形地势的主要特点

我县以山区为主，夹有部分丘陵和溪谷乎原，境内山脉纵横、溪涧紊乱，地形地势

较复杂。

地貌的基本轮廓，是一个西部和东部高，中间低，南部高，北部低的马蹄形构造盆

地。从西南的天龙山、木头界至西部的风车巷，分水界、凤凰界到西北部的九龙池，大

熊山，为群山起伏的雪峰山脉伸展，海拔1622米的最高山峰九龙池(大熊山林场与鹅溪

公社、安化搭界地)，以及七十余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均分布在这一线山脉I从

东部的郭家岭，金坪岭、桃溪界至燕子崔一带，为我县与冷水江，涟源、安化县分界的

南北纵列群山，东部地区分布有海拔700米以上，900米以下的山峰三十多座；中部为丘

陵、小溪谷平原及部分低山；资江从东南的化溪公社入口，从西北部的杨木洲公社苏溪

大队流出。从地势最低的杨木洲公社苏溪大队资江的河底海拔150米，到最高的九龙池

1622米，相对高度1472米，石灰岩地区微地形起伏变幅大，这种地形给农业生产带来的

难题是；田高水低，农田基本建设难度大。

我县这种地形地貌的形成，是在不同地质时期，内外营力相互作用于岩石圈而产生

的多种地表形态。西部与东中部处于不同的地质发育年代。西部雪峰山区26个公社(林

场)属元古界至古生界早期沉积并最先脱海隆起的雪峰“古陆"地区，沉积以长石，石

英碎屑为主的沉积物，形成富含磷、钾等矿质元素的变质岩类，山高坡陡狭谷多，植被

生长茂密，稻田多荫山冷浸田，生产上表现怕涝不怕旱，中部丘陵、溪谷平原区及东部

低山、中低山区b1个公社，为古生代晚期以来，以碳酸盐类沉积物为主的石灰岩地层，

它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即生成易溶性的碳酸氢钙而流失，出现岩溶地貌，形成漏

水干旱区，生产上表现怕早不怕涝。总的由于不同地质年代形成的变质岩和石灰岩地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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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高东低的地形地势特点，带来西涝东旱的农业生产特点。土壤形成分布同样显著不

、同。

二、地貌单元的具体划分

根据我县地貌的形态和成因，参照全省关于县级地貌分类对于海拔、比高及坡度指

标的划分标准，将全县地貌分为三个农业地貌单元：

(一)堆积地貌一．冲积洪积溪谷平原。
主要分布在资江及其支流如青峰河、洋溪河，沙江河，炉观河，白溪河等河流沿岸

丹阔低洼处，由于河床横向移动及长期洪积堆积形成，堆积物上细下粗，大部分具有二

元结构，呈带状分布，海拔在160--200米之间，相对高度少于20米，多部分是开阔的
|田垅、盆地，如洋溪，横阳、圳上冲积溪谷平原等。全县共100100C亩，占总面积的

。18．48％，是水田分布集中，土壤肥力较高的地方，为我县三熟制主要栽培地区，也是稳

产高产的农业精华地带o

(二)侵蚀剥蚀地貌一丘陵。
位于燎原、洋溪、游家、南源、炉观，琅塘、自溪等中部地区，主要受侵蚀、剥

蚀、溶蚀等外力地质作用形成，海拔200--300米，相对高度20——130米，坡度15一
’20度，地面波状起伏，丘顶缓园呈馒头状，脉络不明显，分布在离河较远的中，低丘地

带，全县共98850亩，占总面积的18．25％。发育土壤有第四纪红土红壤、紫色土、灰岩

红壤等，是水田、旱土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o

(三)侵蚀构造地貌一山区。
是在不同地质时期，以内力地质作用为主，并受侵蚀切割等外力地质作用所形成的

地表形态。全县共山区面积3d28250亩，占总面积的63．26％，分为低山，中低山，中山

三个亚类，分述于下。

l、中部低山区：

包括白溪，吉庆，琅塘，南源、横阳，游家、燎原、炉观等区的大部分地区，海拔

300——500米，相对高度130——330米，坡度15—25度，绝大部分属灰岩地区，基岩裸

露，为岩溶地貌区，山顶园滑，山脊呈波状起伏，除部分受流水侵蚀、切割及溶蚀引起

地形破碎外，多数地区呈现脉络，全县共面积1531245亩，占总面积的28．26％。发育土

壤主要为水稻土、红壤，红色石灰土、黑色石灰土，为我县花生，茶叶等多种经营主要

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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