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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丰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验收书

咸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自一

九八一年七月开始，至一九八三年九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在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指导下，按照全国对县一级土壤普查成果验收暂行

办法的规定，分别对野外、图件、化验和文字统计资料进行了检查验收。

．1 j土壤贫类基本符合《湖北省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野外调查符合要求，

，‘1 2、基本查清了土地资源和土壤资源l
I

：‘3，成果图件，面积量算符合精度要求，

．’4：’化验数据可靠，

：S‘、查出了低产土壤类型和土壤主要障碍因素， ·．

， ?

6、统计数字基本准确，
’

，

。

1 7、成果应用初见成效。

验收组认为，，成丰县土壤普查成果资料齐全，达到了全国和省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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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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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资源，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必不可

少的基础工作。我县在一九五九年曾进行过一次土壤普查。为了进一步摸清土壤资源，有利

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县遵照国务院(1 9 7 9)1 l 1号文件

精神，根据省、地布置和安排，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开展了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在整个工作中，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在农业区划委员会领导下，专门成立了土壤普查办

公室，并决定副县长钟大垓同志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在恩施地区行署土壤普查办公室技术指

导组的及时指导和帮助下，普查队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加之社、队干部的大

力支持和广大群众的紧密配合，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以耕地土壤为主，对非耕地也进行了适当精度的调查。外业调查工作，坚

持专业队与群众相结合，以专业队为主。在操作技术上-严格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

行技术规程》、《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及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有关规定进

行。切实做到“统一底图，统一记载方法，统一化验方法、统一取样方法，统一分类命名"

专业队伍经技术培训和试点公社的实践，然后以公社为单位，分批开展工作。

这次土壤普查，采用省测绘局提供的1。50000放大1：25000地形图为工作底图，以公社

为单位实地调绘了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室内以土壤图为基础，编绘了公社土壤评级

图，改良利用图、农化图。全县共挖主要剖面1920个，其中耕地1396个，平均代表面积290

亩，取农化样1202个，其中耕地8 7 2个，平均代表面积466亩，取诊断样148套’取地块速测

样9444个，平均代表面积4 3亩。根据外业调绘的草图，经绘图组绘制了1 l 25000的公社土

壤图、评级图、改良利用图、土壤养分图(包括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酸碱度)

等成果图件，又将各公社1：25000的土壤底图，转绘到全县1：50000地形图上，绘制成全县

1 z 50000的土壤图，同样绘制了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评级图，土壤养分含量图(包括有机

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碱解氮、酸碱度等图件)，还编绘了全县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图，并编写了相应的图件说明书。另外还编写了面积量算报告，土壤工作分类说明及检索表

以及土壤普查规定的各种表格资料。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土壤的类型，面积和分布规律；分析研究了土壤的

物理、化学性质及影响土壤的其它肥力因素’探寻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壤障碍因子，同时边

普查，边应用了土壤普查的成果，提供了因土种植，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的途径和措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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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挖掘了土壤的生产潜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分九章，主要是介绍咸

丰县土壤的类型，分布特点，阐述了土壤形成、发生分类、理化性状和存在主要问题，并分

区说明了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和措施。对低产土壤的类型及其改良利用提出了措施。最后还

记述了应用土壤普查成果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广量大，资料内容甚多，由于我们的业务水平低，技术力量不足，

调查搜集材料不够系统，统计分析不够细致，因此，错误之处难免，务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本志过程中，曾得到州建委地质工程师叶崇良，州农业局农艺师卓君恢、向心炯

及向动员同志钧大力支持和帮助，经华中农学院土化系讲师杨竹青、刘景福老师审稿，省土

肥站副站长，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建匀定稿。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主编。朱秀德

编图，向动员张剑

．
杨竹青刘景福

定稿。
卓君恢向心炯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元月



湖北省咸丰县土壤志正误表

I

页 数 误 正 页 数 误 正

前言倒10行 提供了 提出了 2 97页表7行 皋堆量 生长量

前言8行 叶崇良 叶宗良 3 10页8行 操业 操作

前言名单落款 定稿 审稿

l页倒2行 增-F：T26．3倍’增长了2．63倍
注· “误栏黟中文字上面的黑

点，表示应呢正的字。
3页倒7行 进入春季 进入春秋季

表1一S石英砂岩变幅 7 25—2 13 "／2．S一2 13

6页倒8行 自垩系 白垩系

10页倒7行 油菜、乌柏 油茶、乌桕
● ●

12页3行 水稻旱涝 水田旱涝
● ●

2l页倒6行 石灰反映 石灰反应
● ●

87页9行 葫芦坪 葫芦坝

11 6页倒1 4行 1 9 3亩 l 0 3亩

1 45页倒2行 水亩 水田

22 4页3行 年境 年景

22 4页17行 物质性质 物理性质
● ●

22 6页12行 1 4 6409亩 2 4 6409亩

2 37页表倒2行 ‘8 5
● ●

2 S 2页表1行 6 0473 3 7'406

2 5 8页表钟茅横8行 7 2228 22 7 28

2 77页6行 威协 威胁

2 81页15行 改壤 改良
●

2 93页1．4行 占7．92叻 占4 7．92％

2 95页4行 总面肥 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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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的条件

咸丰县位于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南部，属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区。全县东西宽约

80公里，南北长约93公里。北部与利川相连，东部与恩施，宣恩接壤，东南边与来风交界，

西部和南部与四川省的黔江，酉阳毗邻。总面积二千五百三十点四一平方公里。境内山峦起

伏绵延，地形复杂。
-

全县行政区划设十四个公社一个县属镇，2 9 S个大队，3，l 7 6个生产队。耕地面积

406，150亩。总人121301，439人，其中农业人Izl286，438人，占9S·02％，农业劳动力113，09 S

个。按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有耕地l·42亩，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3·59亩。全县现有

林地l，721，606亩，荒山(包括疏林)761，710亩，人平占有森林5·7亩，荒山2·5亩。 (见插

图1)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

不断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主要农副产
!

品成倍增长。以一九四九年与一九八一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0．70亿斤增加到2．2S亿斤，

增长z．2倍，年平均递增3．7叻，油料作物总产量从89．76万斤增加到6'75．6万斤，增长6．S倍。

牲猪年底存栏头数从5万头增加到16．35万头，增长2．27倍，年平均递增3．8％，烟叶总产量

由32．72万斤增加到493．78万斤，增长14．09倍，平均递增8．9％。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粮食基本自给，对国家贡献也逐年增多，据一九八一年统

计，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88万斤，油菜籽203万斤，牲猪0．20万头。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全县

向国家交售木材332，755m8，平均每年1．4j‘j"m3，自-3L五一年以来，累计交售生漆38，004

担，桐油425，084担，茶叶52，756担，黄莲3，786担，白术44，016担。自五二年以来，农副土特

产品给国家的贡献累计达20，798万元，平均每年27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一九五三年的

307万元增加到一九八一年的3，759万元，增加十一倍多。农村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群众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九八一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S，696万元。以人民公社化初期一九五七

年与二九八一年相比，农业总收入由751．万元增加到4，190万元，增长4．58倍，总收入人平由

39．3元增加到148元，增长2．77倍，纯收入人平由28．9元增加到105元，增长了26．3倍，人平

口粮由550斤增加到608斤，增长10．S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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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工业、交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解放初期，一九五二年工业总产值仅7万元，到一

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达1，394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23．13％。交通闭塞的落后状态得

到了初步改善。解放初期，全县公路仅有81．2公里．现在社社通汽车，公路长达586．52公

里，并修筑机耕路103条，全长548公里，有l 7 1个大队通了机耕路。

电力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县l 5个社(镇)，l 5 3个大队，9 8 7个生产队通了电。共

修建电站3 2处，装机3 6台，6，l 8 2千瓦，其中小水电站3 0处，装机3 4台，1，l 8 2千

瓦，并入县电网三处，4，z 0 O千瓦。城乡工农业生产用电正在逐步发展。

一、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土壤是自然客体，也是劳动产物。土壤是在气候、生物、母质、地形和时间五大成土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各种1]然因素在成土过程的作用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的，而绝不是彼此孤立的。现就我县自然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分述如下；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本县位于北纬29。19．5’至30。02．9’、东径108。37。至109。20．1’，境内Ill峦起伏，地形地

貌复杂，气候条件除受大范围的大气环流制约外，由于地形和高度的影响，造成小气候特征

很明显。根据中央气象局关于气候带划分的气温标准，由低山至高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至南温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总的气候特点是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日照偏少，湿度较大，

雾日多，低山无霜期长。 (见表l一1，图1一l，表1—2，表1—3)

1、气温

表1—1 不同地势高度气温对照表

单位；℃

年 年 年
极 极

澈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 端 端
最 最

点＼t勺＼ 均 高 低

朝 阳 4SO 4．7 6．3 11．1 16．S 20．4 23．9 26．7 26．6 22．2 17．1 11．7 7．0 16．0 37．2 —6．G

县城 777 2．8 4．2 8．9 14．3 18．1 21．8 24．8 24．3 20．0 14．8 9．4 4．9 14．0 37．6 一13．0

二仙岩 1540 -0．2 0．2 5．2 10．S 14．4 17．5 20．7 20．1 1S．7 11．3 5．6 1．8 10．2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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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为县气象站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年的观察记载，朝阳，二仙岩两点属观察及

计算数。

据县气象站观察记载，年平均温度14．O"C，月平均温度低于14．O℃的有五个月(1，2

3，ll，12月)七月平均温度最高24．8。C，元月最低为2．8。C。≥3℃的活动积温4，950"Cj

≥10。C的积温4，348．9j>20。C的积温2，273。(3。

图1—1 成丰县不同高度气温变化曲线图

图．-．不同地势商度乞温对照图表

根据气候平均温度，<10．O。C为冬季，lO．O℃一22．O。C为春季，>22．O。C为夏季的划分

四季的标准。海拔8 0 0米以下的低山，历年平均在3月26日以前进入春季，历时86天，6月

20日前进入夏季，历时77天，9月5日后进入秋季，历时73天，11月18日进入冬季，历时129

天。海拔800至1200m的二高山地区，春、夏、秋、冬分别为88天，61天，73天，1 4 2天，

而海拔1200 m以上的高山，冬季长达178天，夏季仅24天。四季气候的特点是冬暖夏凉，春秋

季因是南北方冷暖气流增强和减弱的交替季节，每隔7—10天，常有冷空气入侵，多低温阴

雨天气，无霜期低山为273天，二高山为240天，高山为202天。

土壤温度一年四季都比气温高，其变化情况与气温基本相同，见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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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土壤温度与气温变化对照表

单位。℃

·_＼＼月 ●-
● 年

类滁 1 2 3 4 S 6 7 8 9 10 11 12 平、

均

气 温 2．8 4．2 8．9 14．3 18．1 21．8 24．8 24．3 20．0 14．8 9．4 4．9 14．0

地 面 0 3．4 4．6 9．5 15．2 19．9 23．7 27．2 27．3 21．9 16．4 10．4 5．5 15．4

地 S 4．0 5．2 9．4 14．6 19．1 22．8 26．1 26．3 21．8 16．3 10．7 6．1 lS．2

中 10 4．4 5．4 9．3 14．3 18．7 22．4 25．6 26．0 21．8 16．6 11．1 6．5 1S．2

2、降水

表1—3 成丰县28年(1952--1980)平均降水量

， 单位l mm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降雨

雨量lnm 23．4 31．9 77．4 136．4 218．3 241．9 226．5 180．5 160．9 131．4 62．6 30．9 1522．1

我县雨量充沛，年总降水量为1，500mm左右。降水量最多的六月份为241．9 mm(一九

六四年竞达470ram)，元月降水量最少，平均为23．4ram(一九六三年只有2’mm)。月降

水量，>60mm有九个月(三月至十一月)，其问总降水量为1，435．9ram，占全年总量的

94．3吻，其中≥lOOmm的有七个月(四至十月)，其间总降水量为1，295．9ram，占全年总量的

客s．亚％。降水的年际变化不大，在200—300mm之间，降水量随地势升高而增加，一般高山

优低山大，南部高山坪坝营年降水量为l，800—2，000mm，最多达2，182mm，中部低山年降

水量为1，、300一1，400ram，大路坝最少为llOOmm左右。年雨日高山为160—180天，低山枷
天左右，．见插图3。．． ·’-’一 ．一：

l：．据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年(县城资料)共出现日降水量≥50mm的暴雨l 2 3次，平均

每年4次，多出现在S一9月，主要集中在6—7月，共出现63次，占51．2呖。如一九八。籀

7—8月出现9次大暴雨，雨量达710．Omm，占年总雨量的34历(八。年为2，063；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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