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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枣阳县第二次土壤普耷或零验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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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1 979]l 1 1号文件精神和省的部黜襄阳：地区土
壤普查工作队，自乙境岳九年七月蓟土观八O年先旁}茬枣阳真
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工作。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成果

验收组，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

二次土壤普查质量标准试行方案》对各项成果进行了核对，验收结

果： ．，

第一，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第二，图件、资料齐全；

第三，各项专业图件的编制符合要求；

第四，土壤化验数据基本可靠；

第五，土壤分类工作符合《湖北省土壤工作分类方案》和枣阳

县的‘实际情况；

第六，查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主要障碍因素，研究了靠三

北”岗地种植绿肥，培肥高产土壤和改造低产土壤的经验，为发展

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普查的成果已开始在生产上应用，并已

见成效。如发展林业等。

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关于县一级土壤普查准备工作的要

求和成果验收的办法》枣阳县土壤普查试点成果，符合要求，同意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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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签字人：

湖北省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梁久让

湖北省农业局副局长：·赵承武

湖北省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副组长：李建匀
’、

襄阳地委副书记：沈汉民 、

～

襄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农业区化办公室副主任：李泽煜

枣阳县农业局副局长：贺光山

枣阳县委书记：，周本立



善：：
H

≯。～’按僚《釜国第二次王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要求：’在枣阳县雾

莉-其钺∥曲直接领导下，、在地．区土嚷菩查i作厌的帮助下，从二W

告九浑苦胄开始，到一九八。宰七月结束，历时一年，完成了全县。

王壤普查工祚任务。
一 一

。

一送次土壤普查，本着以犬队为单位。，’野外为重点，质量为核

心，一斟用楚关键的要求，_对全县3，266平方公里土地进行了全面

薯罨≮签县实挖土’壤词、面1r，0，。‘8～-3'l水。平均1言6．9亩耕地二个，其中’
主剖面，5，739个，平均296亩。个；、共取农化样i’，858个，’平均9 14．8

亩。个；一共取诊断样727个，平均2}，r338亩一个；共取地块样-2’l，708

今，平均'78．3亩’一令。’化验任务由地：县土肥站化验室共同完成。

经过土壤普查的野。外调查、。室内化验，资料整理和图啭?编绘等

i作程序的完成，’取得+以【下成．襞’大队级编绘有五千分芝一的土壤

综合图一式两份，‘全冥共编绘1 j 234幅和写646份图件说’明书’，‘‘以地

一 块为单元的田间档案24，293个和写队级375分普查报告(包括典型调

查)。公社级编绘有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一式五套图幅，每套七张，包括

土壤分布图、碱解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生产力’评级图、舅l、土地穗

用现状图和土壤改良区划图。全县共绘制公社图749张，“写普查报喾

24份，县级编绘有五万分之广的_式五套图幅i，每套1 0张，计50张。包t

括土壤分布图、有机质图、碱解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全氮图、签

磷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改良分区图和土地生产力评级图。还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10份图件说明书和20份专题调查报告·另外全县共取40个整段标

本。

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蘸要，把土壤普查履的大量资料，收集整

理，归并提炼，编写成册，为农业区划、荻均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

提供依据，特编写成幕阳土壤志。全志共八章，主要阐述我县土壤

形成的条件，土壤分类和分布规律，土壤各论．土壤肥力状况，土

壤资源及其评价，低产土壤类型和改良措施，土壤利用改良龛区及

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情况。全县土壤共分四个土类，八个亚类，．．，二十

个土属和四十个土秽，本志后附有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

由于我县的土壤资料缺乏，特别是我县试点，无经验，标准不

统一，调查项目不全，加之，编者水平低，编写过程中，综合资料

分析水平不高，书中定有缺点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我县是省、地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县之一，地区由各县农，

林、水系统抽调技术人员，组成了土壤普查专业队，在地区统一领

导下开展工作。这里为在枣阳参加土壤普查的同志深表感谢。

本志在编写和审改过程中，曾受襄樊市土肥站技术负责人潘元

杰、王玉生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特此感谢·

主 编：柏世凯

制图：圃
资料整理：苏宏桂，付理清，荣明学，孙国胜，乔兴才

审 稿：刘景福，7相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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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的条件

我县地处鄂北，位于我国地貌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属南阳盆

地南缘。东北、东和南部为桐柏山系，大洪山系余脉所环绕。中部由

南向北成波状起伏的漫岗，与河南省南阳盆地相接，南与宜城县接

壤，东和随县、西与襄阳为邻。整个地势轮廓大致为两头高、中间

低，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全境南北长78公里，东西宽53公里，

幅员3，266平方公里，折合490万亩土地。一九六八年底耕地面积

l，699，§45亩(下同)，其中旱地97 3，822亩，水田726，023亩，耕

地占总版土的34．69％．全县18个公社，1个镇，(随阳、车河两

个地直农场也在县境内)，73个管理区，6 17个生产大队，3，958个

生产队，l7万余户，84万人，30万劳力，人平耕地2亩，劳平5．67
＼

亩。

第一节 土壤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土壤是独立的历史自然体。它有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同时

也受外界各种环境因素影响。如气候、成土母岩、生物活动、地形
。

和成土年龄等综合影响的产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母质(或母岩)
r直接因素{生物

厂空间因素{ L气候
’

r自然因素{ L间接因素
I L时间因素——成土年龄

土壤形成因素{
I
L人为因素一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如耕作、栽培、

灌溉、施肥等。

各种成土因素对土壤形成的影响分述如下：

一、气候因素

气候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其中，温度和湿度是影响成土作用的’

重要因子。温度的差别直接影响到土壤中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强

度。温度高、湿度大，土壤的理化和生化作用强度就大。反之，强

度就小。由于气候因素，一方面是直接影响着母质、土壤的化学性

质及物理性质的改变；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生物因素影响，而后反映

到成土过程中。

枣阳县是位于北纬3 l。4 l 7至32。20 7，东径1 1 2。30 7至1 l 3。0

之间，属于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干、冷；夏湿、热，光照

充足，雨量适当，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严冬酷暑时间

短，既利于喜温作物生长，也利于秋播作物的安全越冬。但也常出

现一些对农业生产不利的气象因素。

(一)光照

枣阳县年幅射量l 08一l 1 4千卡／C m2之间。枣中城关为11 1．1

千卡／C m2，一枣南和西部为108—109千卡／C m 2，枣北为1 13—114

千卡／C聊2，自南向北递增。全县最高年曾达1 1 9．7千卡／C m2，

最小年为99．1千卡／C m 2，年较差达20．6千卡／C m2。太阳幅射量

——2——
／





／



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七月最大为l 3．7千卡／C m2，十二月最小为

5．5千卡／C m2。

日照时数与地理纬度有关，还与局部地形遮蔽度有关。全年总

日照数为2，100]J',时左右(最多年日照时数2，44l小时，最少年目照

时数1，80 3／j、、时)平均每天为5．8小时。夏季多，冬季少，春秋两季

介于其间。

(二)热(指气温和土温)

、 (1)气温，枣阳城关各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20年平

均)

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最高 8．1 9．8 15．2 20．9 26．3 31．1 32．5 32．1 26。9 22。3 15．6 9．7 20．9

最低 一2．3—0．2 4．8 10．8 16．2 21．0 24．0 23．1 17．7 12．3 6．0 0．1 11．1

日较差 10．4 10．0 10．4 10．1 10．1 10．1 8．5 9．0 9．2 10．0 9．6 9．6 9．8

日较差全年平均为9．8℃。历年咯月平均昼夜温差都在8．5一

lo．4℃之间。年较差25℃左右。极端最高气温历年最大值为40．8℃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历年平均最高气温为

3 1．9—32．8℃。极端最低气温历年最大值为一15．1℃(一九七七年

一月三十日)，历年平均最低气温为一2一一3℃。全年无霜期

228天。枣阳≥0℃的积温，枣东北和枣西南均在5，400℃以下，除

琚湾、梁集、环城、吴店四个公社在5，600—5，750℃外，其余均在

5，500_5，600℃之间；≥10℃的年活动积温为4，400一5，300℃，平
． 均4，899℃，80％的保证率为4，7 1 3℃。枣东北最少为4，200—4，600



℃之间，枣西南在4，800℃，其余地区均在4，800—4，970℃之间。H

(2)土壤温度。土壤温度和大气温度变化基本相同，以元月

份最低，七、八月份最高，四月份比十月份低。从秋季到冬季土壤

温度随深度增加而增高；从春季到夏季土壤温度随着深度增加而降

低。枣阳县五厘米地温稳定通过12℃的日期，平均在三月三十一

日，最早在三月十六日，最迟在四月二十三日。80％的保证率出现

在四月十日。从十厘米开始，土壤温度最高月份出现在A?1，土壤

温度的年较差，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少。如表二， (枣阳城关历年平

均土温)

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

0厨米 3．2 5，6 11．4 17．7 23．1 29．7 31．7 31．7 24．8 18．1 11．0 1．9 17．7

5厘米 4．0 5．8 10．8 16．6 21．7 27．4 30．1 30．1 24．3 18．0 11．5 5．8 17．3

10厘米 4．5 6。1 10．7 16．3 21．3 26．8 29．6 29．8 24．5 18．4 12．1 6．5 17．2

15厘米 4．9 6．2 10．6 16．0 20．9 26．2 29．1 29．6 24．6 18．6 12．6 7．0 17．2

20厘米 5．4 6．4 10．5 15．8 20．5 25．8 28．6 29．3 24．7 18．8 13．1 7．6 17．2

地面最 年最高
高温度 32．3 41．7 48．0 60．3 62．2 67．5 70．0 69．5 e3．5 54．0 45．4 31．3 70。o

地面最 —18．3—13．6·一7．8—2．5 4．9 10．4 15．4 15．0 4．9—2．1 —7．5—1】．2 年最低
低温度 一18．3

无霜期 初日2 10／11， 终日l 23／3， 135(天)

注：无霜期天数229天

(三)降水：

全年降水量一般在800—looo毫米之间，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894．3毫米，4_9月雨量最多，约占全年雨量的70一90％。最多

——4——



’丽其为1茂．最少丽其}为1只|

枣阳城关历年各月平均降水量(1 960—l 979年) 表三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雨量

雨量(m m) 13．6 21．4 48．7 101．3 105．6 95．0 173．3 138．0 91．5 53．9 38．0 14．0 894．3

枣阳地区的光照、热量、降水等气候因素，对土壤的成土过程

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从表一、二，三可以看出，4—9月份，是光

照强，温度高，雨水多及生物活动最盛季节；元月、l 2月份，又是

一光照弱，温度低，雨水少及生物活动最弱季节。在这样温差大(土

壤地面温度年最高70度，年最低一1 8．3度，高低相差近90度)，雨

量集中(4—9月雨量占全年雨量的70一90％)的气候条件下，经

一过长期的热胀冷缩、干湿交替的作用，起到了土壤的成土和熟化过

程。同时这种光照充足，雨量适当，四季分明，无霜期长的气候特

J点，有利于土壤养分的释放和积累。由于雨量集中，所以对坡度较

大的土壤，又易产生水土和养分的流失。

二、母岩、母质因素

母质对土壤的形成和肥力的发生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母质

是构成土壤固相部分的基本材料，同时也是植物矿物质营养元素的

来源。所以，母质是成土作用中的直接参加者。母质对成士作用的

一影响，一是它的岩性直接影响土壤的机械组成。如第四纪粘土沉积

物，粘粒含量都在60％以上，形成的土壤质地都比较粘重；河流冲

一积母质，含沙量较大。二是它的化学成分明显地影响到土壤的性状

与肥力。如前两种母质类型发育形成的土壤，钾的含量较丰富，石

灰岩发育的付含碳酸盐，尸日值较高。全县六种成土母质，7主要分
．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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