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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第二次土壤普查从一九七九年十月份开始．乡酒批进行。已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完

成了县级土壤普查工作。由于体制变动，原分属黄冈．孝感地区的新洲县．黄陂县的土壤普

查工作，是由原属地区领导进行的．一九八三年十月并入武汉市，由武汉市统一汇总．

武汉市土壤普查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农办，由市农办和市农业区划委员会统一领导，组织

农业．蔬菜，水利、水产，城建，科研，及武汉师院等有关部门技术骨干参加，全市共组织

土壤普查专业队员1133名，其中技术骨干84名．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努力，市郊四县、三区的

土壤普查成果，分别经全国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中南组、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和

市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检查验收，都达到了《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和验收标准．

全市共开挖土壤剖面67．591个，平均!07亩一个，采集农化样品6．548个，平均1．103亩一个

(按上报面积统计582亩一个)；采集地块样70．637个，平均72亩耕地一个(按上级面积统

计54亩一个)；分类诊断样5 16套．全市共建常规化验室八个，获得分析数据三十多万个，

编写县级土壤志，专题报告共35份，编绘县，社，大队系列成套各种成果图件6．625幅，共

取得各种科学数据120多万个．这些宝贵的科学资料和各种成果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

土改良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区、县在基本结束土壤普查工作的同

时，’积极开展了以配方施肥．低产田改良为重点的成果应用．全市从1981年至1984年共推广

应用土壤普查成果1274．5万亩次，调整农业结构，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面积50．14万亩，停

施石灰，改变不合理的施肥等措施节约了大量的投资和避免了浪费，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欢迎。土壤普查及其成果应用还为农业区划。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为实现农业

。两个转化’和农业翻番作了基础工作．在发展土壤肥料科学．培养土肥技术人才，普及土

肥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深化．

这些成果必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为了真实地记录这次土壤普查的成果，为了我市今后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各行各

业运用这一科学成果，根据这次土壤普查各区、县取得的各种成果资料，结合有关部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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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资料，Ⅸ及我们增做的必要补充调查、化验，编写了这本《武汉市土壤志》．由于编

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赐教．指正．
一

《武汉市土壤志》的编写工作受到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具体指导．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

． 顾问组的许幼生、杨补勤，方辉亚、李学垣、徐风林、刘雄德，沈杰、王庆云等老师给予了
，

热情指导和提供了宝贵的技术资料．在图件编绘过程中，李建匀，杨补勤，方辉亚，沈杰，

黄仁涛，王庆云，陈远策等老师给予了具体的帮助指导．

《武汉市土壤志》(送审稿)经省土壤普查顾问组验收后，又在杨补勤．刘雄德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了较大修改，最后由杨补勤教授，曾连茂付教授亲自修改定稿．在此深表衷心的

感谢1 ’，’．

：
． 武汉市土壤普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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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人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梁久浪

薯轰菱葶查办公室蒋亭羹王薪武省农牧厅 付厅长工郦甄

皋聿蓑蓝寞摹v-术譬问组墨曩藉补勤华中农业大学 ．， 教授仞俐、副

各国土囊普圭办公室工程师．陈玉舟

薯圭蓥蕃耋鸯念粪，轰墨师彭锦辉省土地管理局局长，农艺师影鄢砰

喜轰蓉蒸圭庭岔薪篓}符研究员 许幼生省农科院土肥所所长，付研究员
外刎-土

辜毒蓑蓝寞辇术顾问荐霎望刘雄德华中农业大学 付教授刈雄徭

翥轰羹孽查技术顾问组鬓需郑泽厚湖北大学 讲师即浑厚

薯轰蓉蔫查技术顾署屏爨贸谢振翅省农科院 付研究员 刚诹她

翥轰美摹查技术顾问组锌需1沈杰湖北大学 讲师珑念

、黄岗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袭奏命龙成风‘

郧阳地区土壤普查办公裹璧嘉刑礼忠

鄂西自治州土壤普查技术囊耋命套君恢



宣导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袭耋命’许松袜

襄樊市土壤普查技术‘袭耋命藩元基

荆州地区土壤普查技术囊毫命．万振煌

武汉市击壤普查挚术袭囊命．区仲生’

孝感地区土壤普查技术袭耋命周郁一

薯圭蕤蕈春蠢羹砉凌襞恚赁李建句4省土肥站付站长高级农艺师 子惩aJ

塞去蠢藿蠢窑谷塞譬员 杨鑫清 ，_

省农科院助理研究员 仞麟渭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成员 方国成、
．

省土壤普孝办公囊譬嚣郑明珠 。。

‘

农艺师
州q。饰

省0壤普杏办公窜成品 徐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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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
．-一

’

～⋯武汉市位于东径113‘41。至115。05‘，北纬29’57。至§l’22。之间，地处江汉平原东缘·长

江，汉水在此汇合东流。武汉市东与黄冈地区，鄂州、黄石两市接壤，‘西与荆州，孝感地区

相连；北与黄岗，孝感地区及南与咸宁地区相邻．

除城区外，市郊辖武昌，汉阳、黄陂，新洲四个县和东西湖，洪山、汉南三个区，有215

个乡，镇(场)，2190Q',村(原生产队)，21097个组(原生产小队厂．总户数75．97万户，

其中农业户65．35万户，总人口329．6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5．45万人，总劳力129．80万个．

其中农业劳力108．68万个． ．

J’黄陂，新洲两县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体制改革中分别由孝感，黄冈地区划归武汉市领导．

二、社会经济概况

武汉市地处华中经济区的中心和枢纽，拥有交通，流通、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人才，

信息、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对加快郊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全市根据上报统计资料，共拥有耕地381．25万亩，其中水田226．05万亩，旱地155．2万

’

亩；宜林面积155万亩，其中己造林121万亩；可养殖水面147万亩，已养殖85万亩：

我市不仅拥有一定生产水平的化肥，农药、农机、农付产品加工等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

业设施，而且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上狠抓了以排涝抗洪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建设．1984年全市

共有农田水利设施2876处(不包括塘堰)，其中蓄水工程286处，总面积8．4亿平方米，兴利

库容4．96亿立方米，塘堰供水能力3．06亿立方米；引水工程103处，供水能力1 4．6亿立方

米；提水工程2．487处，供水能力37．9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99．85万亩，其中旱涝保收

面积326．9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0％，有效灌溉面积按供水工程分类，蓄水工程占43．15％，

引水工程占3．64％，提水工程占53．21％．



全市修筑堤防、民垸达905公里，围垦耕地近百万亩，全市19个湖系，控制汇水面积 !{。

5333．9平方公里，占全市自然面积的62．3％，除童家湖无骨干大型排涝泵站外，其它各湖水

系均有排涝控制设施。全市一级排涝装机近14万融，提排流量可达140l立方米／秒，湖系排

涝模数平均为0．26立方米／秒·平方公里，全市191．6l万亩易涝面积，可控制除涝面积176．37

万亩，占易涝面积的92叻．
_-

·

，

1．984年市郊农村施用化肥总量28．7万吨，比土壤普查前一年(1979年)增加1．98倍．折标 {

肥每亩平均用氮肥130．2斤，磷肥32．2斤，钾肥5．6斤，复合肥6．5E．农药用量5603．8吨，

亩平均2．04斤．农机总动力125．57i马力，亩均0．23马力．．农用塑料薄膜1241吨．
，

郊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粮食总产由～九四九年的7．88亿斤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33．177

亿斤，增长3．2倍；棉花总产由一九四九年的6．38万担，增加郅一九／k．N年的104．6万担，增

长15．4倍；油料由一九四九年的26．57／担，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84．08万担，增长2．2倍：牲
，

，

猪出栏由一九四九年的10．6万头，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73．747／头，、增长6倍；一九八四年

家禽存笼914．69万只；产蛋4645．82万斤；水果20．58万担；鲜鱼8096万斤；牛奶5353万斤，
f

．

农村社会总产值26．8f5元，劳平产值1062元，农业人口人平收入4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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