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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开

展t壤普查，是为了‘查清土壤资源，掌握它的特性和发生、发展规律，充分合理利用这一资

源。同时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动地改造和培育土壤，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农业内部

结构，促进生态平衡，全面地发展农鲎生产，逐步实现区域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作的一项基本

工作。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iii号文件精神，在省、地有关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按县：t壤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我县自1980年

lob：_至1981年7月，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园满地完成了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经省、地

验收合格。

通过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的土壤资源，掌握了土壤底细1分析了土壤养分状况，找

出了生产中存在的土壤障碍因素，总结群众用地养地经验，提出了改良利用意见，培训了技

术力量，普及了土壤科学技术知识。为我县农业区划，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搞

好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使土壤普查的成果，切实应用于生产，为生产、科研服务，我们根据普查资料，集

中编写了这本“沅江县土壤志”，供同志们参阅。

本“土壤志”详细地叙述了我县土壤形成的条件和演变过程、土壤的分类与分布规律，

各种类型±壤的特征特性及其改良利用意见，综合评价了我县的土地资源l对我县的耕作制

度和士壤肥料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为了便于查阅，附有一些插图、表格。但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
免， 敬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并借此机会向参加过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全体同

志，表示敬意和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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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位置及农业生产概况

我县1立于湖南省北部，居洞庭湖之滨。地理座标：东径112。16 7至112。56 7，北纬28。42
7

至29v117。南毗益阳，北连南县，西邻汉寿，东与湘阴、岳阳隔湖栩望。境内以冲积平原为

主，西南部有部分低丘岗地。

沅江县始建于南北朝普通三年(公元五二二年)，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六十年历史。其疆

域几经变迁。现在全县总积雨面积(据土壤普查数)为一千七百八十七平方公里，合二百六十

八万零五百亩(以上不包括在我县境内的千山红、茶盘洲、南湾湖三大国营农场在内)。是

一个“三份湖面三份洲，三份垸田一份丘”的鱼米之乡。全县辖九个区、五个镇、三十七个

公社、三个国营芦苇场，四百个大队，四千八百三十六个生产队，两所(农科所、桔科所)

三场(原种场、园艺场、龙虎山林场)。一九八O年底止，总人l-7为五十七万三千二酉人，

其中农户一十万零九千万户，农业人口521200人。

据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统计，(不包括上述三个国营农场)，全县现有：

(1)农用耕地：849415．7亩，占总面积的34．7％，其中水田584243．4亩，旱土224299．8

亩(包括果园、茶园、桑园等园艺土50900亩)，社员自留地40873亩。

(2)山林地59819亩，占总面积的2．44％。其中林地40670亩，山地2321窗， 荒地

16828．2亩。

(3)湖洲：全县共有大小湖洲l 4 2个，‘面积551538亩，占总面积的21．72％。其中

芦苇390943亩，荒洲草山105975．479，荒洲林地1032亩，湖洲白泥洲33590亩。

(4)内外湖水面709918亩，占总面积的29．1％。其中内湖109918亩，外湖约6 0万亩

(外湖高水位32米时为932530亩，低水位2 6米时为542127亩)。

(5)村庄：114821亩，占总面积的4．69％。

(6)道路：93607亩，占总面积的3．83％。

(7)其他；(包括城镇、工矿及零星土地等)87089亩，占总面积的3．6％。

我县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农业县，索称“鱼米之乡”，主产粮、棉、油、麻、桔、芦、

猪、鱼，还有湘莲、银鱼等小宗特产，是全国商品粮、商品鱼及苎麻、芦苇、柑桔基地之

一。多种传统产品久享盛誉：沅麻历史悠久，驰名于世，沅桔、银鱼、色鲜味美， 运销港

澳、南洋等地。

我县耕作制度，稻田以稻～稻～绿肥为主，次为稻～稻～油、稻一稻一蚕豆。旱土以茹

一麦和棉一蚕豆轮作为主。1981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182．72万亩，复种指数为237．2％，

是比较高的。

建国后，我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产量不断上升。解放初，粮食产量很低，1949年总产

1



只有二点二亿斤，五十年代平均每年总产三点一一亿斤，六十年代平均每年总产三点一七亿

斤，二十年对间内虽然每年有所增长，但没有过四亿斤。七十年代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粮

食生产大改观，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发展速度大大加快，1977
年至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点五，四年时间内，全县增产的粮食相

当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八年的增产总数。1978年总产第一次突破五亿斤，达到五点七
亿斤，1979年突破六亿斤大关，总产六点七亿斤。特别经过土壤普查后的1981年全县粮食空
前丰收，稻谷总产达七亿五千六百三十六万多斤，比1980每增产一亿三千三百三十四万多
斤，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比历史最高的1979年增产一亿零一百万斤，增长百分之十五点

五。

多种经营也褥到大发展。1981年全县十六项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1980年的十八点五

万亩，扩大到二十点三万亩，增加一点八万亩。尽管遭到了严重干旱，但几项主要经济作物仍然

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十二点九万亩油菜，总产菜籽十六点七万担，比1980年增加了十点八万

担，增长一点八倍，平均亩产菜籽一百三十斤；二点二万亩青、黄麻，总产八万担，比1980

年增加三点六万担，增长百分之八十二；五万亩柑桔，总产十六万一千担，比1980年增产六

点六万担，增长百分之六十八点九；六万一千八百亩苎麻，总产十四点三八万担，LLl980年增

产二点八一万担，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内湖养鱼面积比上年扩大四千亩，放养鱼苗比上

年增加五十万尾，全年鲜鱼出水量十一点五万担，比t980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社员人

平分配收入达一百六十六元，1：[,1980年增加五十四点五元。如果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净

收入可达二百四十元左右。

对国家目贡献增加。1981年全县向国家交售粮食(稻谷)二亿六千四百四十多万斤，增

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全县有四个公社交粮千万斤以上，三十六个大队交粮百万斤以上，四

十五个生产队人平交粮一千斤，八百多户农户交万斤粮或人平交一吨粮。交售莱油二点四万

多担，为统购任务的三点九倍， 比历史上交莱油最多的1979年多一万一千多担。全县比

1980年提前四十天完成农业税上交任务。1981年农副产品交售总额九干二百多万元，比

1980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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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壤形成的环境条件

一，地形地貌。

地形是形成土壤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土壤肥力发展和农业生产措施有很大的影响，地形

可以直接影响土壤的水热状况和土壤内部物质运动的形式，不同的地形部位，气侯条件，不

同的地形条件可形成不同性质的土壤，产生土壤的分布规律。人类的生产活动，如作物的配

置和农业生产措施也影响土壤的形成和性质。

我县为洞庭湖冲积平原的一部份，境内有平原和低丘岗地，平原占84．4％，大多由堤垸

组成，大小垸子有15个，是由解放前的108个小垸合并而成的，平均垸龄八十多年。最早的

保安垸(现新安公社)修建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O年)，至今九十二年。全县堤防

总长332公里。北部垸区，地势低平，海拨在26—32米之间，宽广平坦，河渠纵横，条田成

网，土质肥沃，土层深厚，是粮，棉、油、麻生产的理想基地；西面赤山，地势较高，是一

个南北走向的古老山地，久经风化，地表起伏不平，有18处在海拔100米以上。最高的黄金

坳为一百一十六点九米。本区松杉交错，柑桔，桃、李成园，是我县的主要经济林区，两南

丘平区，海拨在35至55米之间，港汊池塘密布，盛产柑桔l从东面、东北面到南面，是辽阔

的湖洲，沼泽浅滩，芦苇、湖草丛生，是洞庭湖的芦苇荡，也是鱼虾的主要产地。

上述地形地貌，使我县土壤成块状分布，水平分布明显，而垂直分布不明显，基本上可

划为三个区：①西部、西南部低丘岗地红壤区。②北部垸田耕种湖潮土区。③东部，东南部

湖渊湖潮土区。

二、气候：

我县属亚热带湿润大陆性季风气侯，并有湖区气住特色，基本特点是：四季分明，光热

充足，气侯温和，雨水充足，严寒期短，无霜期长；冬冷夏热，春湿秋燥；风大浪大、雾多

涝多。

春季是冷暖空气交替季节，天气特点是时寒时暖，天气多变，寒潮频繁。立春以后，湿

度逐渐上升，降雨量逐渐增多，降雨强度也逐渐加大，尤以五、六月为甚。雨季结束以后，

付亚热带高压稳定控制洞庭湖区时，除从西南山区局部性雷阵雨移来我县，出现短促行云雨

外，基本上是睛热少雨天气，常造成夏秋于旱。季风对我县冬季气侯的变化起着主导作用，

虽是“江南无厚冰”，但由于地处涮庭湖南岸，每当寒冬腊月，北方冷空气南下时首当其

冲，常带来短期的气温在零度以下的严寒天气。

我县的无霜期长，历年平均为279天，这对我县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从土壤的形成发展和

各种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光，水、气、热等气侯条件看，我县的气侯资源是丰富的。年

平均气温16．9度，≥10℃的日数达242天左右，其积温在五千一百度以上，≥0℃的总引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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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二百度以上，无霜期≥80％保证率在二百五十天以上，年降雨量为1300mnI左右， 平均

雨日145天，年平均日照数一般为1800个小时。所以，对发展农业，推广一年两熟和三熟极

为有利。

我县主要的灾害性天气有春季寒潮，春夏大雨，暴雨，夏秋干旱，秋季寒露风，冬季冰

冻和四季大风等，此外还有局部性的雷雨，大风，雷击，冰雹，龙卷风等灾害性天气。

土壤温度：我县历年地面温度为19．1℃，地面极端最高温度为69．4℃(1963年7月25

日)，地面极端最低温度为一14．9℃(1972年2月9日)。地面最低温度出现在十一月至次年

三月上旬，对越冬作物的生长带来不利，但能冻死害虫，仍为利多弊少。全年平均5 ClTl深

地温为18．7℃；平均lOcm深地温度为18．8℃；15cm深地温平均为18．7℃，20cm深地温平均

为18．8℃。从地中温度的四季情况香，冬季离地表越浅，温度越低，夏季离地表越浅，温度

越高，这对植物根系在表土层的生长有着不利影响，特别是遇上地凌较大的寒冬，有冻死的

危险，尤以柑桔更应注重越冬期的培土施肥保温工作。

三、成土母质{

我县地质构造以第四纪沉积物为主，赤山等地分布着第三系地层，但成岩的古老地层出

露很少，上面主要复盖第四纪红色粘土。其成土母质主要有三：一是河湖沉积物，约占总面

积的84％，分布在草尾、阳罗、黄茅洲、南大、泗湖山、共华六个区及目平湖、保民垸、安

宁垸等湖区，主要是由长江倒灌水和沅、澧水的冲积物而成，保民、安宁二垸是由资、沅二

水的冲积物形成。{．--j-湖沉积物的特点是土层深厚，呈浅紫色，养分含量较为丰富，呈碱性，

石灰反应强(保民、安宁垸侧外)。土质受地形、地势和水流缓急影响很大，近河床急流当

冲的地方沙性重，距河床远的缓流平坦开阔地区粘性重。

二是第四纪红色粘土，分布在赤山、三眼塘、琼湖三个区的丘陵地带及明山、朗山两个

小岛上，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5．5％。其特点是母质层深厚，呈鲜红色，有明显的淋溶淀积现

象，下层有网纹和卵石层。由这种母质发育丽成的士壤土层深厚，铁、铝含量高，酸性重，

质地粘重，板结，透水性能差，土壤贫瘠，有效养分缺泛。

三是紫色页岩风化物，分布在赤山区的明月，南咀、廖家?中等地，其面积约占0．1％，

呈紫色。它的主要特点是：土层浅薄，土中往往夹有未风化的碎片。，土壤疏松，易遭冲刷而

流失。含磷、钾丰富，但有机质含量低，呈微酸性至微碱性反应。

四、植被：

我县现有林地面积二十九万五千五百亩。其中成片林地有十八万五二F亩，四旁植树二千

万株左右。若按全县集雨面积二百六十八万亩计算，则森林复盖率为17．6％；丘区复盖率高

于湖区，目前丘区已有林地十一万三千五百亩，若按丘区四十八万亩集雨面积计算，则森林

复盖率为26．4％。

植被包括人工植被和自然植被。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我县丘区较高的山丘上，以针叶林

(包括松杉)为主，其次有针叶和阔叶林混交及楠竹等。阔叶林包括樟、栎、栗、枫、杨、腊树

等，丘区有许多山丘，为灌木植物群和草本植物群所复盖。人工植被分布在丘陵的中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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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河边，沟港、房前屋后及洲子上，多是人工经济林相杉、柳、芦等。经济林包括果木，

油茶、茶叶、杞泖等，果木以柑桔为主，还有桃、李、梅、枇杷等。其中柑桔五万亩，年产柑

桔十五万担左右，油茶一千亩，茶叶八干亩，成林茶园年产茶叶约六、七千担。

解放前我县丘陵区的森林复盖率达40％，后因管理不善，政策多变，毁林垦荒，滥砍滥

伐，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 目前尚未恢复。由于植被受到破坏，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且

易旱易涝。水土流失，带走大匿泥沙。黄泥水入团，破坏了稻田、泥沙流入L{一l塘水库，减少

库溶，流入河道，抬高河床。

湖洲上的植被主要是耐湿性强的芦苇、湖旺、苦尝、三方孳、黎蒿、野芹菜、篱草等。

浅湖水底长着黑草、虾须草、水荷叶、挠扁草、菱角等，其中有许多是重要的经济水生物。

植被对土壤的形成、组织及其性质有深刻的影响。它是形成土壤的主要因素之一。植被

率高，可防止水土流失，形成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小气侯，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形成的土壤

肥力也高。植被复盖率低，则蓄水性差，常年易旱易涝，表土流失，所形成的土壤肥力低，

因此，加强植树造林，屎护自然植被，严禁毁林开荒，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是促进我县农业生

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五、水系及水利：

我县水利资源丰富。赤磊洪道(现改为革尾河)和白沙河汇集松滋、藕池两口入境的长

江和澧水来水，在畔山洲分枝东流，横贯我县东西，流入湘江，资水由甘溪港注入万子湖，

沅水由小河咀入境，流进东南湖。境内河渠纵横，与湘、资、沅、澧四水及长江两口相接，

又有湖泊相连，加上解放以来新修了不少河渠，水源丰富，灌溉方便，有利子种蕊双季稻和

其它农作物。县内水利设施已具相当规模。解放三十二年来，共完成土石方二亿七千多万立

方米。现有大小堤垸13个(其中10万亩以上的有三个)，防洪大堤总长263公里。大堤上有

进水闸和水泥涵管125处，块石护坡护脚14．1万多立方米；防浪林面积48954亩(其中芦苇

20575亩)，垸内共有排灌千、支渠道1053条，总长2141．5公里，渠系配套建筑物3846处。

丘区整修，扩建山塘1832口，蓄水量425万立方米。全县共建供电站10处，架没万伏以上高

压输电线路817公里，修建电排340处，装机容量37874危(1981年新建的37处未计算在内)，

大型机灌10台，共1465马力，其它小型提水机具社社队队均有，已完全清除了脚踏手车抗旱

排涝的局面。近年来，在部分经济作物区还发展了喷灌69处，面积15100亩。

通过多年的水利逑设，使地处洞庭湖区历史上易遭洪涝灾害袭击的沅江县，大大地减轻

了洪涝与旱灾的威胁。目前湖区垸内基本上实现了只1园化，稻田格田化面积巳达46万余亩，

占。鬯稻田面积的79．8％。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68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54．4万亩，为抗灾夺

丰收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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