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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_
刖 吞

我县于1981年10月至1983年lo月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

查。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承有关单位、技术人

员、农村社队干部及广大社员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使这次土

壤普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土壤普查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为此，我们将土壤普查资

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编印成册，以供各级领导和有关科

技人员在制定农业区划，指挥和指导农林业生产中参考。

土壤普查资料汇编由汪明达同志担任责任编辑，彭玉

生、何德全、刘董谦等同志执笔，龙四维等同志插图，王志

伟同志封面设计。王祖武、陈历书、喻福生、李子敬等同志

审稿。由于我们专业水平低，人力有限，时间仓促，加之缺

乏经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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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县人民政府文件
安政发(1981)160号

关于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工作意见

各区、社、镇、场、县直各单位：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训练试点阶段即将结束，将于十一

月中旬在全县铺开，进行野外普查，根据国务院(79)11 1

号文件精神和省、地的安排，结合我县具体情况，为了如

期、如数、如质完成全县土壤普查任务，现提出如下工作意

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土壤普蠢工作，是农业生产一项重大的基本建设；是按自

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治穷

致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开展农业区划的一项重要内

容I是我们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一项突出而又紧迫的任务。为

此．要充分认识搞好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各级政府要切实

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一)我县土壤普查的安摊是。{IⅡ练试点、土样化验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资料整理，由县里统一进行，野外普查则由专业队，以区

(木子公社、城关镇)为单位，按照“包任务、包质量、包

经费’’的办法进行。各级领导要将这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认真研究讨论，全面安排部署，出色完成任务。

(二)各级领导要亲自挂帅出征。区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组长要亲自主持这项工作，区分队部要专职抓，全面负责抓

好全区土壤普查的行政、后勤、技术把关和资料汇总。

当野外普查专业队到达后，公社(镇、场)要有一名主

要负责同志主持并参加本社(镇、场)的野外普查工作，作

好工作部署和生活安排，及时解决具体问题j提供本地有关

资料，并安排专人收集情况，掌握进程，上传下达；并在土

样收集、风干后，送县农业局化验室。

大队支部书记或大队长要参加本大队的土壤普查工作。

组织座谈调查，提供有关资料、情况和群众改土用土经验，

解决定点挖取土壤剖面所需劳力、工具等；协助搞好本大队

的土壤分类。找出低产田土的原因，提出改土措施。

(三)搞好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开展野外普查和搞好

普查成果的应用，都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公社要召开

国家干部、大队支书和主管土壤普查的副支书或大队长会

议，大队召开生产队骨干会议，生产队召开群众会议，要运

用多种形式，层层向干部、群众宣传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

大体作法和今后进行成果应用的好处等。通过发动，取得群

众对土壤普查专业队的协助和支持。

(四)抓好专业队伍的建设。专业队伍是土壤普查的骨

干力量，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上的软弱

涣散状态。要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整顿思想作风，开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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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与自我批评，表扬鼓励先进。分队长、小组长要以身作

则，做到工作上严格要求，技术上精益求精，生活上关心体

贴。参加土壤普查人员应在原单位同样享受下乡补贴、粮食

补助、劳保福利、奖金等经济待遇。对于家在农村，承包了

田，土等任务的队员，在服从土壤普查工作需要的前提下，

经过自己想方设法仍确有实际困难的，各级要做好工作，给

予应有的帮助照顾，妥善加以解决。

总之，要把土壤普查专业队建设成为一支思想、技术、

作风都过得硬的专业队伍，这是搞好土壤普查的重要保证。

二，严格要求，保证质量。

土壤普查成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必须坚持质量第

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做到质量上符合要

求，时间上不拖后腿。

(一)野外普查要以区(木子、城关)为单位分批进

行，不能分散兵力，由各公社单独搞。

耕地与林地的普查，可以确定专门的作业小组，也可以

结合进行，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两项任务必须同时完成。

(二)要保持专业队人员的稳定性，坚持一专到底。要

教育专业人员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严格按《湖南省第二次

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办事。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做到作业

前强调质量，作业中检查质量，作业后验收质量，各项作业

完成后，经手人必须签名，以便分清职责。

(三)加强检查验收。县试点结束，经上级验收合格后

再在全县铺开。各区搞完第一个公社(木子、城关搞完第一

个大队)，须经县技术组验收合格后再转点，其余公社，每

搞完一个，由区分队部验收，全区搞完后，由县全面验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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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方可结束野外普查。不合格的必须返工补火。返工牢f

火所需入力、物力、经费均由各区负责。

(四)开展检查评比。各区第一个公社野外普查结束，

结合验收进行一次初评，全部结柬时进行一次总评。其闻还

将召开一些小型现场会，交流经验，推动工作。

(五)坚持查甩绪合，狠抓成果应用。土壤普查的目

的，全在于应用。要在普查的同时，针对各地生产中的不同

问题，搞好成果应用安排，以促进jk--年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全县已筹土壤普查经费l 7万元，其中由省土肥站拨款

9．5万元，县财政拨款5万元，县农业局插款0．8万元，县林

业局抽款0．8万元，县水利局抽款0．5万元，县畜牧局捕款

0．4万元。此项经费必须按计划节约开支，专款专用，不许

超过，下拨到区的土壤野外普查经费，必须按县定的原贝|j开

支，指标一次拨给，分月拨款，以区包干，盈亏自负。参加

土壤普查人员的旅差费、医药费由原单位报销。

因、各行各监，协同工作。

全县土壤普查，由：县土壤普查领导小组负责，县土壤普

查办公室具体抓。以农业、林业两家为主，工业、交通、文

化、卫生、财贸以及畜牧、水秘、气象等部门要主动配合，

协回工作，以保证全县土壤普查任务的完成。

4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七爵



安化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实行科学务农，科学造林的一项先行的

基础工作。

遵照国务院指示精神，在省地有关部门的帮助和县委、

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县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以县委

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为主，由农办、财办、区划办、农业局、

林业局、土肥站的负责同志组成县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下设

土壤普查办公室，各区由区公所、农技站、林业站、多种经

营办的有关同志组成区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全县组织了28 0

人的专业队伍，其中内业人员36人，分技术指导、资料、制

图、化验等小组’外业人员244人，按lO个区、木子公社、

城关镇编成12个分队，66个普查小组。予一九八一年十月十

三日以县集中培训，并在杨林公社试点，历时一个月。采用

“包任务，包质量，包经费"的办法，以区分队为单位，一个

一个公社进行普查，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年三履底结

束野外普查。嗣后，从四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又组织了2t人

的外业复查专业队伍，对全县进行了全面复查，进一步提高

了外业工作质量，接着转入内业制图和资料整理，至八三年

十月份全面完成了咨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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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绩与问题

我县土壤普查工作的主要成绩是；

(一)完成了全县土壤野外调查任务。据统计，全县

共挖土壤剖面19100个，其中主要剖面16237个，辅助剖面

2863个，在主要剖面中，稻田7097个，早土4237个，林地

4903个，平均49．6亩稻田、113．3亩旱土和1150亩林地有一个

主要剖面。采取分层剖面样13461个，耕层混合样16307个，

纸盒标本样12531个；已编绘1138张大队土壤综合图和53个

公社、2个镇、4个国营林场，共118张土壤分布图，写了

土壤普查报告38份，专题报告78份。

(二)查清了成土母质，掌握了土壤的分布规律。我县

成土母质比较复杂，主要有五大类：

第一类是板页岩风化物．占全县成土母质的71．1254％。

由板页岩风化物发育的稻田有216914．9亩，旱土337580．2

亩，林地4050453亩。分布在全县各地。

第二类是石灰岩风化物。占全县成土母质的5．638％。

由石灰岩风化物发育的稻田有52766亩，早土55307．5亩，林

地256986．5亩。除敷溪、羊角塘、三洲、大桥、金鸡、将军、

文溪、唐溪、东山、新桥、苍场等公社外，其他公社均有分

布。

第三类是砂、砾岩风化物．占全县成土母质的20．821％。

由砂、砾岩风化物发育的稻田有53156．5亩，旱土71613．5

亩，林地1223294亩。除长乐、田庄、文溪、中砥、新桥公

社外，其他公社均有分布。

第四类是花岗岩风化物。占全县成土母质的2．301％。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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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风化物发育的稻田有22190．5亩，旱土14988亩，林地

111775．5亩。花岗岩只分布在东山、新桥、高明、中砥，文

溪．唐溪，芙蓉林场，辰山药场，其他公社均无分布。

第五类是溪河冲积物。占全县成土母质的0．1146％。由

溪河冲积物发育的稻田有6938亩，早土470亩。多分布在资、

伊、沂等溪河沿岸。

(三)查清了土壤类型及其特征特性。据普查结果，全

县有8个土类、18个亚类、67个土属、218个土种。其中旱作

土壤29个土种，林地92个土种，菜园土12个土种，水稻土类

分6个亚类、22个土属、85个土种。

水稻土的六个亚类是：

l、淹育性水稻土砸类：面积71496．4亩，占水稻土面

积的20．32％。分布于高岸田，一般水源困难，耕作层浅，

土壤肥力低，作物生长期容易脱肥、早衰。

2、潴育性水稻土亚类，面积229573．8亩，占水稻土面

积的65．23％。主要分布在排田和稍高的垄段．水利条件好，

系高产稳产农田。但部分地方由予重灌轻排，土壤长期溃

水，耕作层以下有一定厚度的青泥层，即次生潜育，面积

29493亩，占稻田面积的8．3％，’严重影响产量．但只有注意

科学用水，降低地下水位，排除渍水，青泥层就可以被逐渐

消除。

3、渗育性水稻土亚类，面积162亩，占水稻土面积的

0．04％。主要受下渗水和侧渗水的漂洗，使土层中的铁锰被

淋失而成白色或灰自色，质地变粘或变散，养分贫瘠，漏水

漏肥。禾苗前期迟发，后期早衰。施肥要“少食多餐”，晒

田宜轻，不要开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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