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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

验收书

郧阳地区土壤普查队，自一九七九年七月至一九八。年九月，在竹山县进行了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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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标准试行方案》对竹山县土壤普查各项业务成果进行了审核。验收结果：

第一，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第二，图件、资料齐全。

第三，土壤化验数据可靠。

第四、各种成果图件的编制和土壤工作分类基本符合要求．

第五、查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土壤障碍因素，初步总结了群众培肥改土经验，为

进行农业区划和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提供了依据，土壤普查成果，部分已应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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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竹山县土壤瞢查试点成果，基本达到了全国第二欢土壤普查的质量标准。

湖北省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印章)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验 收人

i，省农业局副局长、省农业区

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三睢。 王新武

2、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所长、副研究员。 喻永熹

3，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副组长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 许幼生

4，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顾问

中国农科院油料研究所副研究员． 期昌智

5、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

省测绘局工程师。 黄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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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署农办副主任。

8．．竹山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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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11号文件和省委指示精神，地区领导确定把竹山县作为全

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在郧阳地区的试点县。

试点工作在地区主管部门直接领导下，全区六县、林区均有农业局副局长带队组成的

普查队，以及当时地区农校的两班应届毕业生参加了普查工作。试点自1979年9月10日开

始、历经各阶段的工作，于1980年9月底，经省农业局王新武副局长主持验收合格。历时

一年零20天，基本结束了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全部工作。

本土壤志是在验收时编写的《竹山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按省土办

县级土壤志编写大纲要求编写的。共分九章：由石熙珍同志编写五、六两章，吴远新同志

编写第三、四、七、八章，杨大志同志编写第一、二、九章，郑乎同志负责资料统计，朱

道炳同志负责文字编审，因受业务水平限制，错误难免，敬清指正。

本志初稿，已经湖北省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杨朴勤教授审

阅，认为： “符合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县级土壤j落编写大纲》要求"并经编写组再次

审核、补充、修改，正式付印。

主编：

编者：

制图：

审稿：

朱道炳

石熙珍 吴远新

杨大志 郑平

蔺大元 黄发根

杨朴勤

一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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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条件

竹山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郧阳地区南部，东与房县，西穹竹溪和陕西旬阳为邻，南

与神农架林区和四川省巫溪县相接，北与郧县和陕西省白河县毗连。属鄂西北山区。全县地

处大巴山东段，地形复杂，南北高山对峙，山峰林立，峡谷与盆地相间出现。整个地貌

呈“南高北次中间低，山形半环口朝两’’。南部崖峭壑深?北部层岩跌寨，中西部多河川丘

陵盆地。境内海拔高差悬殊，最低处的沦浪公社庵场大队尼姑河口，仅220米，最高处系洪坪

公社的葱坪2740．2米，相对高差2520．2米，中西部低丘地区海拔一般400～700米之间(附。

竹山县地势图)。

县境内呈南窄北宽，南北狭长的楔子形。南北最长，达122。2公里；北部最宽处82．1

公里，南部最窄处仅5．7公里。全县总土地面积为3573。6平方公里(折合53．604i7亩)。按

海拔高程分：600米以下的平坝及丘陵为1404429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6．2％J 600一800米

的低山为1543800亩，占28．8％；800--1200米的二高山为1366907亩，占25．5％；1200米以上

为1045281亩，占19．5％。全县行政区设23个公社，一个县辖镇，19个县辖农、林、牧渔场及

水管所，490个大队，2954个生产队，87507户，426020人。其中农业人口403079人，农业劳

动力109890个。总耕地面积857785亩，其中水田12_94．-jQ亩；早地C⋯28；$j商，山林面积

4142318亩，其中林地1222335亩，荒山灌丛29 19晰，水面96 1 23亩。村庄道路及其’之面

积264191亩，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平占璃’耕地2．128由，荒山≯迪：G．28亩。

一，自然地理环境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土壤是多因素影响下变化的客体。其发生、发殛、演蔓．寸，。奠，函是在地理珥：境巾

进行的，深受所在地区大气变化、岩石性质、水力、钛，二．戈生．二o。。川j综宙j。函，6。j，Ⅶ门l起

内部物质的风化、淋溶、移动、累税等运动越枉ij进』比，／川柏巩叭。：尘县一L哦¨0二“生次内

部物质的发生、发展规律，现将我县的气候、地貌、岩陛，植披及水文条件对：!：壤形成的

影响简叙如下：

(一)、南北过渡的气候特点对土壤形成曲影响。

本县位于北纬3l。31 7—32。37 7，东径109。34 7～110。26 7之闻。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同时兼有南北气候的特点。

1、气温(县气象站56—80年25年平均值)

l



表1—1

月 份 l 2 8 4 5 6 7 8 9 10

温渡 ℃ 3．1 5．2 10．3 15．9 20．2 25．0 27．7 27．1 21．5 16．2

月 份 11 12 年平均 年温差

温渡(℃) lO．1 J1．9 15．6 24．6℃

最高气温≥35℃的时问为31．8天，

全年日照时数为1650．4小时，日照百分率为375，

全年太阳辐射总量97．6千卡／Cm-；

日平均气温≥25℃的时间为46天，

日最低气温《0℃的时间为46天，

日平均气温≥10℃的时间为247天，

全年活动积温为5651．1℃#

最热月为七月，其平均气温为27．7℃，月平均温度≥18℃的月份有5个月(即5—9)，

最冷月为1月，月平均温度3．1℃；月平均温度≤8℃的月份有三个月。即头年12YJ

至次年2月。

有记录年份极端最高气温为43．4℃；出现在66年7月20日，为全省日极端最高气温

之首，日极端最低气温为一9．9℃，出现在56年元月21号，

按照气候学的标准，我县城关地区的四季划分(候平均气温低于10℃为冬季、高于22℃

为夏季，10一22℃之间为春秋季)为1 ．

表l一2

季 节 春 夏 秋 冬

起止日期(月／日) 2l／3—31／5 l／6—15／9 16／9—20／11 21／1l一20／8

活动积温(℃) 1202．8 2740．1 1015．1 693．0

天 数 72 107 66 120

据上资料，本县四季分明，冬夏季长，春秋季短，冬少严寒，夏季较相邻县炎热。

无霜期自3月14日至11月22日，共254天．

(附竹山县年平均气温图)

2、降水(县气象站56—80年25年平均值)



． 表1—8

月 份 1 2

雨量(mm) 9。4

最多雨月为7月，降水136．9mm；

最少雨月为元月，仅9．4ram；

降水量≥60ram的月份为4--10月，降水总量为701．-tmm，占全年降水总量的85．5鬈，

其中7和9月分别超过lOOmm，其季节性变化见表。

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情况表
表l一4

春 l 夏 l 秋 冬

上述资料表明，我县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夏季雨量最多。春秋季节次之，且雨量

变化相近，冬季雨量极少。

(附竹山县平均降雨量图)

3、蒸发量(56年一80年25年平均值)

表1—5

月 份 l 2 8 4 5 6 7

蒸发量(mm) 47．6 63．6 102。0 126．8 151．2 203．8 224．9

4D|．毯

月 份 8 9 10 11 12 年合计

蒸发量(衄) 224．4 130．9 90．8 53．9 43 1463

全年盛行风分配(呖)
4风向： 表l一8

风向 N NNE NE ENE E ESE SE S SE S SSW SW WSW WWNN NW NNW C

频率 2 2 5 8 7 8 8 2 2 2 3 2 3 2 2 l 53

二蛐6一眠
～

』哦}{，．一jI二；；|8一虮1{



我国划分气候带的温度指标
表l一7

套之 ≥10℃艺T ≥10℃的天数 最冷月平均温度

I，北温带

丑、中温带 1700一3400 100一160 —30一一10℃

I、南温带 3400一‘500 160—220 一10—0℃

Ⅳ、北哑热带 l 500——5300 220一240 0℃一4℃

卒 甚 4059。2 247．1 3．1

黄拧襞地区气象指标及本县气象情况
表1—8

土 灸：等瓣尹
年均温 无霜期

10℃∑T 干燥度(℃) (天)

黄棕壤地区 800一1300 1t．5一16．五 220一250 1500一5000 0．5—1．0

竹山低山平坝 820．1 15．6 254 4959。2 0．97

注：引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土壤》

从以上主要气象资料分析表明：

1、我县低山平坝地区具有北亚热带气候特点：

2、我县低山平坝地区的地带性七壤一为黄棕壤。

由于本区受东南季风影响较强，干湿交替界限明显。夏秋多雨，冬春干旱，高温与雨

季一致，有利子土壤中盐基淋溶，土壤呈中性偏酸反应，形成地带性土壤一黄棕壤，是

气候对土壤直接作用的结果。

我县位子中纬度地区，而地势又是自西北向东南逐渐下降，这既有利于东南季风的深入

又可减弱南下冷空气的侵入。所以，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且雨热同步，与

寄物生长期相吻合，适宜农林特产作物的生长期较长。但是，由于境内山高谷深，海拔高差悬

殊，地势起伏巨大，引起热量和水气等主要气象要素的垂直变化，立体气候十分明显。“高一

丈不一样，，，“阴阳坡差的多"便是对我县各不同地点分层气候差异的真实写照。据郧阳

地区气象局对全区七个站(点)历年观测资料综合分析，其大致特点是：海拔每升高100

米，年平均气温下降0．55℃(其中夏季0．6℃，冬季0．45℃，春秋季0．5℃)，大予或等于10℃

的积温少190℃左右，年降水量增加22ram。就地区而言：南部山区年降水约增加53．1mm，

东北部和城关附近约增加35．7ram，北部山区增加40．8mm；生长季节相差3—4天。水平

变化的特点是：热量由西中部高值区向南北递减，降水量由东北部低值区向西南递增。无

霜期减少5—7天。现依据县气象站(307m)实测资料为基点，按此递变率推算如下表。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海拔各层水热组合

海
拔
高
程

(米)

热 量

年气1=≥r 1-o℃-I 无

吾温{的积温{ 霸
(℃)I(℃)I(天)

才c

表1—9

湿

年降水(fnm)

南 部东北部j西北部I
———————1一—————T——————一I

蒸
发
量

(mm){

全年平均

干燥度

500 14．5 4581．0 239

城关
300 15．6 4959．2 253 1463 0．97

820．1

从上述各层主要气象资料分析可知，我县低山平坝地区属北亚热带气候带。热量较

高，降水较少，且多集中于夏秋季，干湿交替界限明显，土壤鼠彳I二程度较强。地表有机质

累积少而分艇作用强絮l。出于淋溶作用较强，土体中盐基易被淋失，土壤溶液呈中性偏酸

反应。铁、铝氢氧化物在土体中的移动积累显明，具有弱富铝化特征。同时，土体原生

矿物风化较迅速，长石风化较快成为高岭土·楚鳖丛鲞星囱至进蓬堕垄：垒圭基建塑王舞。
‘

土壤特性近似黄壤，又接近予棕壤．为过渡型黄棕壤。海拔8QO米以上，随海拔升高，气温

降低，雨量增多，淋溶作用增强，冬季长，植被复盖率高，有机员易积累，故表层质地轻，

色棕或浅褐，心土层多为鲜棕色半风化体。因此，其土壤类型哇j．黄棕壤垂直i童邃至棕壤。
(二)、地貌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地貌条件是影响一个地区水热状况和土壤养分、机被组成委新分配的重要因素。进而

影响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本县地跨大别山期、加里东期、印支期三个褶钦带。燕山期以构造断裂为丰，后又受

新生代以来构造运动的影响，表现为沿主要断裂线有较强烈的参差隆起。山脉以官渡公社

的瓦桑河至百里河口的巨型断裂为界，南部属大巴山系，北部为秦岭东延余脉的界岭一属

武当山系。岩层分布方向大致相同，并产生一系列同斜复背斜。构成全县从南和两向东倾

斜，东、南、西三面与堵河连接，四面环山高起，南北高山对峙，群山起伏连绵，山峦重

迭林立，狭谷盆地相问所形成的悬岩峭壁，高峰陡坡，沟壑纵横，断涧密布，而中西部较

为低绥的复杂的地貌格架。大致可分为高山、二高山、低出和丘陵与平坝等类型。
’

1、南北部高山区，海拔1500米以上，面积268，021亩，占全县总王地面积5，360，417亩

的5．0％，北部主要由火山岩．南部主要为碳酸盐岩构成。北部山低谷较阔，山顶较浑园，

土层较厚，南部高山大高山．其山势陡峭，谷深沟峡，山顶尖峭，土层较簿。平均坡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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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5度。本区森林资源丰富，林木茂盛，有泡桐，高山栎、山毛榉、华山松，红桦、山

杨、油松等，植被复盖度高，属针叶落阔叶混交林棕壤带。由于气温低，雨量多，湿度大，

凋落物及半分解有机质较为深厚，但养分不易释放，同时由于气候变化大，母质的物理风

化、化7≯风，2和生物风化均很强烈。土壤随海拔高度的上升呈规律性变化，即由山地黄棕

壤过渡至棕色森林土。

2，二岛山：血积2，894，625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54Ji，海拔一般为800一1500米．北

部由变质砂页岩，南部由自云质石灰岩构成。发育的土壤大面积为砾质薄层黄棕壤。平均

坡度26—35度，切割深度以南部为深，而切割密度北部大予南部。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

降低，湿度增大，农用地减少，自然植被复盖增多，有机质含量亦愈丰富，沟槽及坡下部

位土层深厚、肥沃，在坡度陡峭的地方，由于不合理的耕作，易遭受洪水冲刷、淋洗、导

致水土流失，土层变簿，夹杂大量砾石和碎屑，形成即群众所说的“石渣子土’’。本区

植被是落叶栎类占优势，也是马尾松、桦木的广布地带。农作物主要是葆谷、马铃署、小麦

等，是我县地带性土壤一黄棕壤类黄棕壤性土及山地黄棕壤亚类的主要分布区。

3，低lijj一般海拔500一800米，面积为1447312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27j|；。主要

由变质砂页岩，砂砾岩构成。地貌形态为：南部和东南部山脊多呈长垣状，谷地基裸露，

多呈“V”型发育，中西部山坡平缓，沟谷平直开阔，呈“U"型。是我县地带性士类一黄

棕壤的主要分布区，其中又以南部为多；西北部和北部的黄棕壤性土占优势，中西部公路沿

线以红砂岩黄棕壤靥多，其次是第四纪粘土母质发育的各种土壤。植被以马尾松纯林占优

势，次为栎类次生林和人工油茶林，农作物主要为水稻、小麦，葆谷、红薯、大豆等。

4、中西部丘陵平坝：一般海拔500米以下，其丘陵有高低之分，平地又有谷地盆地之

别。面积为750458亩，占全县总上地面积的14j|；，是我县主要产粮区。

A，丘陵：多分布于中西部溢水至秦古一带，主要为红岩丘陵。其山势平缓，顶部

浑园，地势开阔，平均坡度小于20度，形成的土壤主要为水稻土，第四纪黄棕壤、红砂岩

黄棕壤。有马尾松纯林或松栎混交林的自然植被群落地区，水土保持较好。农作物有水稻、

小麦、油菜、葆谷等。

B、平坝：分为谷地和盆地。

谷地多分布境内堵河、县河、苦桃河、深河，霍河等中小河流的河没滩和一级阶’

地。母质一般为近代河流冲积物，发育为潮土和水稻土，剖面层次明显。泥砂成层状相

夹。其次是红岩盆地，包括溢水、东川、麻家渡、宝丰、红岩、擂古等六个大坝、属剥．

蚀作用所形成的断陷盆地。土壤属第三纪红砂岩或砂砾岩发育的红砂岩黄棕壤。这类地区

几乎无成片森林值谈，都开辟为农耕地。农作物主要为水稻、小麦，油莱等。

(三)、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母质是岩石风化的产物，后又直接参与成土作用，而影响土壤的属性，因此，母质的

性状取决于岩石的性质，近而决定着土壤的理化性质。不同的母质，化学成份不同，即形

成不同性状和不同肥力的土壤。如我县西部溢水至秦古公路沿线第三纪红砂岩和砂砾岩发

育的土壤，速效磷含量极低，均小于IOPPm，而速效钾含量则蛤：睑搁反，皆大于80PPm，

酸碱度大都在7．2以上，这是其一；其次是母质的岩性直接影响土壤的物理性质，如宝丰、

麻家渡第四纪粘土母质发育的土壤．质地趟重，一堕掏：鐾．盘兰基星盛典基型爿些k三匮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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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母岩母质共分为五种类型

1、第四纪粘土沉积物：多分布于8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的坡、镑襁中。发育成

各种不同的黄泥土，有黄泥巴、猪肝土、卵石黄土、料姜黄土和浅黄泥巴田、黄泥巴田、

小黄泥巴田、青泥田、灰黄泥巴田等七种。一般为坡地、谤国、槽田，在正常情况下，不含

粗砂粒，土壤板结粘霹，呈微酸性反应。

2、泥质岩(板岩、页岩、片岩、千枚岩)风化物的坡积物：广泛分布于本县不同海

拔高度地区的坡地和广大丘陵地带以及谷地．发育的土壤囊鹾泡松，土壤巾夹杂块状碎

石，质地轻壤至中壤，呈中性至酸性反应。细石皮、石渣子土便是此母质上形成的，其所

形成的土壤，一般富含钾。

3、第三纪红砂岩或砂砾岩风化物的坡积物和残积物：主要分布于我县海拔400一700

米的低山丘陵地带的溢水至秦古一线，岩石风化强烈，由于石英砂砾含量多，发育的土壤

质地轻松，土层浅}10f，一般都有石灰反应。红砂土是较年轻的土壤，一般层次发育不明

显。长期耕作和施肥对其性质和肥力影响很大，颜色由棕红向红棕至棕色，质地出砂土向

轻壤至中壤发展，保肥供肥性能也随之增强。

4、近代河流冲积物：分布于堵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河漫滩与一级阶地，形成潮土类的

各种土壤，其又分为有石灰反应和无石灰反应两个亚类，旱地包括灰砂土、灰泥砂土、灰

砂泥土、河砂土、泥砂土、砂泥土等六个土种，水田分潮沙田和灰潮砂田、砂田、冷沙

田、冷沙泥田等五个土种。因水耕时间较长，沉积层明显，属潴育型水稻土。

5、碳酸盐类与石灰岩风化物的坡积物：另星分布于我县石灰岩地区，如秦占胜利大

队，海拔620米、峪日公社前明大队林场，海拔880米，形成的土壤一f：层较深厚，质地重

壤，养分含量较低，只限于早地，面积很小，仅灰棕黄土和柠黄土二个』：种，前者有石灰反

应而后者则无石灰反应。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所占比露
表1一lO

泥质岩风
第四纪 第j纪红砂f※命 面积 毒或砂砾岩l近代河 碳酸盐类石

化物的坡 粘土沉 灰岩风化物

(亩) 积 物 竺坡銎物囊：流冲积物 坡积物
＼ 积物 残积物⋯⋯⋯一

水 田 129400 6●710 21264 13140 30286

田 ％ 100 50．0 16．4 10．2 23．4

早 田 728385 633517 56787 26060 9623 2398

地 ％ 100 86．97 7．8 3．58 1．32 0．33

厶
田 857785 698227 7805l 39200 39909 2398口

计 ％ 100 ‘81．● 9．1 4．57 4．65 0．28



母岩母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除了～般地作为地方性因素，在同～成

士过程中发挥着使同类土壤产生局部变异的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对土壤质地的制约影响

至士种级的变化。更有甚者，竟能产生独立地土类和亚类。

例如在本县黄棕壤地带内，由于石灰岩的影响，阻滞了当地黄棕壤化成土过程的进

展，使十壤仍停留在初期发育阶段，因而石灰(岩)土使作为一个与黄棕壤并列的土类，在

该地带区分出来。

在同一土壤地带内，不同的母质，其风化的特点亦存在着差异，成土过程也不一致。

如第四纪粘土母质发育的士壤，质地粘重，紧实、易结壳板结，群众说这种土壤“干时耕

不动，湿时不能耕，不干不湿耕不盈”。具有一定的保水保肥能力，发老苗不发小苗。而泥

质岩发育的土壤则质地较轻，通气透水性能好，‘‘干好耕、湿好耕、不干不湿更好耕"。作

物出苗率高，发小苗，不发老苗。

分布于我县800米以下低山丘陵的缓、陡坡地带，由泥质岩发育的土壤，由于所处地形

部位关系，水土流失严重，土体中多碎石，剖丽发育不明显，土层浅薄(<30cm)，成土

过程极弱，土壤中砾石含量多大于309。养分含量较低，被当地群众称之为“石渣子土’’、

“细石皮”。实际就是黄棕壤发育初期阶段的一个亚类～黄棕壤性土，这是母岩影响成土过

程的又一例证。

四、植被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单有母质是不能形成土壤的，只有在母质上出现了生命有机体之后，土壤才能形成。

高等绿色植物和微生物自定居在成土母质时起，就以它所产生的化学的、生物化学的、物

理的物质的转化和迁移作用而改变着母质，使之由量变到质变，终予形成了土壤。故植

被条件与土壤形成关系极大，高等绿色植物和微生物。通过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使植物营

养元素不断集中和积累，不同的植被条件，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的特点不同，便形成不同

的土壤。如黄棕壤地区的自然植被是以落叶，阔叶为主的混交林，棕壤地区的自然植被为

落叶、阔叶林或以落叶、阔叶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由于气温较低，湿度较大，凋落物及半

分解有机质层较为发育，土壤呈微酸性至酸性反应，暗棕壤地区的自然植被为针叶林或被

草类所代替，由于气候条件湿润冷凉，腐殖质的形成及矿质元素的积累和淋溶都很明显。

我县地貌类型多样，小气候环境十分复杂，植被种类繁多，森林资源丰富，据史料和县

林业部门凋查，植被以野生为主，兼以人工栽培。常见的木本植物有52科110属176种，其

中水源涵养、用材、庭园观尝树种33科79属119种l经济、油料、水果林树种19科3l属57

种。其中以亚热带树种为主，如马尾松、杉木、油桐、生漆、茶、竹、泡桐、柑桔等，其

次是温带树种如油松、华山松、核桃、铁尖松、楸树、苹果、梨等，还有部分寒带树种如

吊麦杉，铁杉、红桦、山杨等以及南方的蜜桔、北方的落叶松，美国的白杨、法国的梧桐

均在我县安家落户。现有森林复被率33．9‰按其地带可分为：

1、高山：海拔1500米以上，分北部高山和南部高山大高山两个不同的地带区，面积

约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5％左右。北部主要由火山岩，南部主要由碳酸盐类组成，切割深度

一般大于700米，呈“V’’型。属针叶落阔叶混交林棕壤。县北部边界既是县界又是省界，

也是国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原生森林植被以马尾松、栎类、桦木、油松混交林分布曩

广。林下植被多为盐肤木、火棘、荆刺、藤木、茅草和马桑所占居，是我县森林资源丰富，

8



威熟林较多的地区，经济(即人工)林以生漆为主J尚有为数不多的果树、核桃、木

棕等。南端属大巴山脉，与素有“鄂西植物园"之称的神农架毗连，森林植被以华山

松与红桦、山毛榉混交林占优势，次生林有少量人工栽培j0萍“j、共温带特

征。

2，中山：海拔800——1500米，面积最大，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嘿。j己面由爻质砂页

岩，南部由自云质灰岩构成，其植被是落叶栎类占优势的马尾松、桦术广布地带，局部沟

榴“三杉”生长良好，稠树、栓皮栎、茅粟也有较广的分布，其它如祭术、白杨、光皮

桴、楸树等也有混生或单一林，还有相当数量的生漆、茶叶等次生林的分布，；j糸空地为灌

丛和草荒地所充实。类似南温带气候。

3、海拔800米以下黄棕壤低山。面积仅次于中山，约占27％。切割深度200-～400

米，由变质砂页岩构成。包括南部的田家、深河、峪口、北部的三台、双台、楼台、沧

浪、东部的文峰及西部的擂古、黄粟，秦古、竹坪等公社、植被以马兕硷纯棒占优势，次

为栎类次生林和人工油茶林。此类地区是农耕地旱作物主要分布区，出于人口密皮大，

势力充裕，交通方便，又是油桐、油茶、柿子、桃李等经济、水果的主产地，用材树种也

颇多，较常见的除马尾松、杉木以外，还有毛自杨、刺槐、落时栎类、香春、泡桐、楸、榆、柳

树等速生阔叶树种。

4、丘陵平地，丘陵有高低、平地有谷地盆地之分。主要分布予中讴部滥水至秦古一线

及堵河干之流沿岸，一般海拔600米以下，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14．0％。丘陵和平地的植被

几乎全为栽培植被，森林植被在丘陵表现为马尾松纯林或松栎混交林；平地几乎全辟为农耕

地而无森林植被的群体表现，只是在四旁、地边以及山麓以下的部位有各种树木以个体或

簇生状存在。具有北亚热带特征。

我县1500米以上的高Il|大高山区的土壤以棕色森林土为主I 800——1500米的中山地

区的土壤为大面积砾石薄层黄棕壤I 800米以下地带的土壤为侵蚀黄棕壤；河谷阶地及丘陵

岗地为黄褐士，平坝地为湖土。

以上情况表明了我县立体气候的根本属性，是我县土壤立体分布的又一特征。

(五)，水文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本县河流、沟溪纵横交错，塘堰，水库在低山平坝地区也广为分布，河流均属堵河水

系，境内除堵河干流外，流域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直接汇入堵河的河流有古罗河、苦

桃河、深河、霍河共4条，100——5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6条，它们分别是洪坪河、公

祖河、查渔河、马厂河、瓦桑河、铁峪河、黄家河、文峪河、尖山河、潭家河、宝丰河、

陈家河、北星河、档渔河、钦峪河、化峪河，其余河流、沟溪按其流域面积分类的条数为。

5——10平方公里的132条，lO——20平方公里的57条，20一一50平方公里的30条，50一
——lOO平方公里的lO条。境内来自陕西镇平县和本省竹溪县，房县、神农架林区的部分

河流均在我县汇入堵河，沿西南向东北斜穿全县后汇入汉江。

全县建成和整修各种水利工程8850处，其中中型水库两座，小(一)型水库12座，小

(二)型水库4l座；小(小)型水库202座，塘(不包括以水产为主不起灌溉作用的49口)

2038口，引水渠6175条l抽水站380处，多年平均蓄提引水总量24586万立方米。

全县降水总量达32．46亿立方米，小河沟溪径流主要靠降水形成。地下水极少，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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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径流深为344．9ram，产水总量达12．37亿立方米。由于巍内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加

之受季风气候影响，不同海拔地区产水差异甚大，分布也极不平衡，径流深以南部山医最高，

达1200ram，沿官渡河河谷向北逐渐减少；其次为西北部山区，最高达600ram，向东逐渐减

少，在中西部平坝丘陵和堵河河谷沿岸人口较密、钟地较集中地带均为150ram。

本县除堵河干流和来自外省、县、区的河流外，境内众多河流、沟溪均发源边缘山

地。均具有河谷狭，河道比降大、水流急，但植被较好，河床稳定，多为粗砂砾石组成等特

点。由于承雨面积大，沿河山高坡陡，河流水位变化亦较大，表现出明显的山溪性特征。

加之集中于7——9月平均两年内有3日暴雨和5、9两月份平均每年1——2次，6—9

天的连阴雨，导致洪水泛滥，上游大量泥沙缓缓流于低山平坝地区，在沿河地带河道逐年

淤塞，河床抬高，部分沿河水田田面低于河床，故使其地下水位提高，河水不断向两侧渗

透，成为“落河田"，属冷浸田的低产土壤。同时由于地形和降水影响，造成水土流失、

泥沙下泻，坡地严重片蚀、面蚀，农田冲毁、崩塌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经济条件对成±过程的影响

土壤作为自然客体的同吐，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几千年来，本地居民大多依靠

这块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不仅发展了社会经济，同时也影响了土壤的演变方向。从这个意

义上讲，土壤亦是劳动的庄物。

自从人类有了耕种历史以来，在自然土壤上开垦利用，人类的生产活动便参与了土壤

的形成过程，就对土壤形成产生着极其强烈的影响，并且是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愈来愈

深刻。这种影响是其它因素所无法比拟的。这主要在于人类通过开垦、耕作、施肥、栽培

等农业技术措施，使人为的熟化过程干予着自然土壤的形成过程，把死土变成活土，如

“粘土掺砂、砂土掺粘”，以定向培育土壤，使土壤向高度肥沃的方向发展，以满足人类

社会对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

， 霉县农业生毫耍塞堡么，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壤上生息劳动。这对
土壤的演变和肥力的发展起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但解放前历代统治阶级从不关心人民疾

苦，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更不关心农业生产，而对土地实行掠夺式经营，曾在本

地山区流传的“三年不开荒，锅里煮稀汤”，便是当时掠夺式经营二f=地的一个写照。由于

毁林开荒，导致洪水泛滥，水土流失，泥沙下泻，坡地严重片蚀，农田累遭Ⅻ毁、崩塌，

这不仅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协，也给土壤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极为不良

的影响。

，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全县人民兴修水利，改革耕作制度，平整土

地、改土培肥、发展农业机械，对保护土壤和提高土壤生产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兴修水利：

我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一九六五年开始大搞的。特别是近17年来，全县建成和整修

了各类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排灌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至A--年止，全县

共有各类水利设施8850处，其中水库257座，总库容15415．9万立方米，有效库容10127．3

万立方米I小塘2038口，总容积459万立方米，有效容积304．4万立方米；引水渠6175条，

引水能力73sa,'l万立方米·捣水机站380处，提水能力1328．4万立方米，蓄引提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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