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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最基本的任务是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绿色植物的生产。土乃万物之母，它

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壤疗

是当前我国四化建设最宝贵的资源。 ，

’

为了充分认识和合理利用好土地资源，我们根据国务院七九年111号文件精神和省地

对土壤普查的统一安排，在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

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基本完成了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初步查清了我县各类土壤资源，基本摸清了各种土壤发生发展

的基本规律及理化性状，找出了影响作物高产的各种土壤障碍因素，提出了合理利用土

壤资源和改良低产田、土的意见，为搞好全县农业区划、因地制宜进行作物布局因土施

肥、科学种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肥料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同时通过这次

土壤普查，培训了人材、普及了土肥知识，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数据、图件，促进了我

县土壤科学的发展。

在这次土壤普查工作中，省地土肥站及宁乡、安化、沅江等兄弟县给予了很多具体

的指导和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土壤志”，应是我们这次土壤普查的详细记录，由于我们专业理论水平低，实践

经验少，在编写《桃江县土壤志》时，错误缺点一定不少，敬请各级领导、广大科技工

作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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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报告

遵照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关于开展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精神，省、地安排我县

为第四批土壤普查县。一九八二年夏初开始准备，通过上级农业部门的精心指导i县委：

县政府的直接领导，广大干群的热情支持，土壤普查队员的艰苦努力，对全县土壤底细进

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比较深入细致的查清了土壤资源，摸清了土壤养分的丰欠状况，

总结了群众用地养地的经验，找出了生产中土壤方面存在的障碍因素j提出了合理改良

利用的途径，系统的整理了土壤普查资料，为合理利用土壤资源，消除土壤方面的障碍

因素，搞好农业综合规划，科学布局作物，建设高产稳产农田，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提

供了科学依撼到八三年底基本完成任务。历时近两年，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 本 情 况

我县地处湘北，。资水中下游，位于东经111。367至112。197，北纬28。137至奎8。417之

间，共十个区，47个公社，8个农林茶场，3个镇，780个大队；7915个生产队，15万多农户；

65万多农业人口。版图面积309万3千亩，其中水田530147亩，旱土{(包括菜地)119563

亩，茶园106818亩，桑、果园3349亩，油茶、油桐等经济林187480亩，竹林535800亩，森

林：疏林及灌木林925748亩，荒山荒地86440亩，水面135650亩，城镇、村庄、道路用

地308363亩，其它用地15364变亩，大体是两份耕地六份山，两份水面道路加村庄。

我县属丘陵区，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j雨量充沛，‘光热充足，资水流经我

县，水利资源丰富，自然条件较好。稻田主要是稻稻肥，稻稻油耕作制，旱作多为红

薯，玉米及大豆等，茶叶是经济作物的大头，畅销各地，棉花、柑桔也种植，有一定面

积，森林覆盖率为36％，农林牧渔业发展较好。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八三年粮食总产达

7545万斤，棉花83年首次跃过亩产百斤的大关，其它作物单产和总产也逐年提高。‘

二、普查概况

从一九八二年三月份到八三年底止，为期近两年的土壤普查工作，大体土分三个阶

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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