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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农业是基础，而耕地土攘又走农业生产的基础。我

区海拔高差大，相对高度也大，经度和纬度的吟皮都在 2 度多，隔里

不同天的气候较明显，耕作土攘资源较丰富，广大农氏在农业生产实

践中，积 累了 丰富的认土、改土、用土的宝贵经验。我们在全区第二

次土嚷普查竹基础上，进行了《昭遏地区土种志》的整理编写。土.号在普

查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池县市儿百名普查队员经九年辛勤

劳动才完成的，因此， <<昭远地区土种志》是集体的成果，期望这一成

采能均当前当地生产服务，均耕地的利用改良服务，为我区农业现代

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昭远地区土种志》由曾容祥同志执笔编写，阮应珍同志协助，詹

春富同志之稿。由于受业务水平、测试手段及现有资朴寺的队制，错

误是难免的，有待今后边一步完善，敬请批坪才旨止。

谨向均编写《昭通地区土种志》提供资朴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朵谢。

编者

一九八八年二月

j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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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概况

昭通地区位于云南高原东北部，地理坐标在东经102 0 52'一105
0

18'，北纬26
0

18-

28-40'之间。东与四川高县，简连及贵州省的威宁、毕节、赫章县接壤:南与云南省的会

泽县毗邻;西北处于金沙江下游与四川省的宁南、金阳、 雷波、屏山、宜宾等县市隔江相

望。昭通地区地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由于受乌蒙山脉和五莲山脉及金沙江、牛

栏江、 tÐ乌江、洛句河、洛泽河、牛街河、洒渔河的长期侵蚀和切剖，形成陡峻峡谷。地势

为西南高，东北低，南部最高海拔是巧家县的药山4040米，北部最低海拔是水富县的滚坎

坝267米，相对高差为3773米。昭通地区属于亚热带与温带共存的高原季风气候，由于气候、

地形、地质的恃殊性，水平位置和垂直高度的差异，构成了境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土

种繁多，使昭通土壤具有立体分布的特点。

在全国、全省热量气候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根据昭迫地区的实际情况，全区分南部和

北部类型区，南部地区分江边、河谷、矮二半山、平坝、-般山、高二半山、高寒山七个

气候区，北部地区分江边河谷、矮二半山、一般山、高二半山、高寒山五个气候区。

土壤是历史自然体，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就

要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这些物质资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土壤，而人类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就在;不断地认识土壤、利用土壤和改良土壤，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需

要，因此，人为的生活对土峨的形成和演化，往往会j回到很大的作用。

土壤是具有同动供1巴机能和自动调节水、热、气机能的一种生物体。农业土壤是自然

土发育过程中改变了生态环境和阻力实质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人类走向改

造和严格控制土壤肥力发展方向与速度，有目的有计划地规划设计植被结构和优良耕作方

法，以求达到土壤越种越肥、产量持续增高的目的。科学地改良土壤，对人类社会发展具

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积极的，并带有社会性和目的性、各种自然土壤经人为垦殖

后，充分利用自然因素的有利方面，在长期的良好的耕作、栽培、施肥、灌溉、改良等综

合措施的影响下，土壤阻力不断有所提高。建国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合理利用改良土壤，出现了低产交高产的典型事例，扩大

了稳产高产的农田面积。

在人为活动过程中，如果对土壤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对土壤进行掠夺式的垦殖方式，

会使土j袅，阻力降低，作物产拉下降，造成恶性甜环。建国以来，大面积耕地土壤的肥力有

EJ:I 提岗，林j也草地改良利用何当，月巴力也有所提μ。但山于多种肌 l丑，造成的毁林开j言，



乱砍乱伐，陡坡耕地过度垦殖，草场破坏严重，排水不良，矿区开发利用不当，水土流失

加重，使许多林地、草地及部分耕地土壤由厚变薄，由HB变瘦。在耕地土壤中稻田及缓平

地、梯田梯地受人为的积极作用影响大;坡地、陡坡地、林地草地受人为消极作用大。应

因地制宜、保护土壤资源，合理利用改良土壤，充分用地积极养地，用养结合，使土壤越

种越肥，从而提高产量。

土壤肥力的主要表征是:宜种、宜肥、宜水、宜耕，求探和抗逆等生理性，这些性质受

气候及土质两方面的影响，现将受土体影响较深的-些土壤生理功能简述一下。 1 、宜种

性: 是指土壤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提品种而言。影响宜种性的民|素 ， 除光照、积温、 雨

量、土壤通气性等生态环境因素外， 还有土壤和植物双方在代谢和调节力方面的谐调程

度及它们在肢体组成方面的表现。凡是宜种性好的土壤，往往都具有肢体品质好、数量

多、土层厚、原J也均匀 ， 宜和f'性广，不选择作物等优点，宜种性是土壤肥力最集中的表

现。 2 、宜肥性:指土壤适互施用肥料的种类和敖量而言。影响宜胆性的因素，主要是

土壤基本结柏的稳定程度和控久刀 ， 其次是土壤的胶体活性在不同水:JA条件下，对肥料利

用率的影响。主肥性优良的土壤，一般表现为不:&1手JJ巴料的种类和效益，肥料的投资小收

放大，而且能表现较大幅度的持织增产。主肥性差的土壤 ，边择肥料的种类和主义量比较严

格， 施肥后增产效益也不大。 3 、 立7](性: 是指在一足耕作 fhû 皮下，土埠需J]\.盘多少的标

准。楼响土壤宜水性的因素，主要是土壤的质地层次类型和结柏层类型。宜水性的好坏主

要反应在渗透率和回润性，儿渗透率大小适当，能保持长久而又易回润的是阻力好 的土

壤，否则是改良的对象。 4 、 宜耕性: 是指土壤在一定含水情况下适耕时间的长短而言。

宜耕性好的土壤，适耕时间的伸缩性较大，宜耕性差的土壤必须通过精耕细作，提 高肥

力。 8 、去探性:是指土壤肥力在季节气候影响下、支配作物各个生育阶段生长的程度而

言。影响发探性的主要国案， 有土壤活化温度，在一起温度条件 F肢体活性的强弱及土壤

水、热等条件。土壤友探性可归为前友、后友、兼发、弱友四种类型，兼发型大多见于肢体

品质优良的土壤， 弱发型为肢体品质差的土壤。 6 、抗逆性:是指土壤抗御不良环境因素

的能力而言。抗逆力主要反应在土壤抗蚀、抗寒、抗热、抗旱、抗病、抗虫、抗盐、抗

碱、 抗毒等能力的大小 ， 这些性质和土壤的自动调节热、 水 、 气、肥的能力有关， 是土壤

肢体品质好坏租水 、 热 、 条件好坏的综合反应。抗i单性强的土壤，一般在外界环境不利的

情况下， 可维持植物的正常生长。

土种是土壤分类的基层单元， 是耕作土壤的基础名称，它具有相类似的发育程度，剖

面层次的排列、阻力、生产性能都基本一致。在同一母Jø~类型下，根据土壤的柏型、熟化

程度及肥力高低进行划分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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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昭 ;$1 地区自然类型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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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区自然类型分区

才北t 

一王豆山边削河谷剖| 矮二咒半山叫|
中亚热带 ! 北亚热带 | 南混带|中温带 |北温带

1 1600-3200 < 1600 

昭 通 | i | 1800-1950 i 1800一2100 1 2100以上
以下 J ..&.UUU 

鲁甸

巧家

盐津 |<800 I 800-1000 11000 • 1600 I >1600 

大关 1 <90o I 阶1200 1 1200-1700 \ 1700-2000 1 >2000 

永善 <800 胁1200 川一1500 1 1500-1800 ! 〉1800

绥 江 I <600一一!些?… ~些主生(三些LL一一一
镇 雄 I <800 I <1100 1 1100-1700 1 1700-1900 I >1900 

彝良 <1000 1 1000-1400 Iω-m ! 1800一2100 I >2100 

威信 I <700 ! 700-100()- I 1000-1500 I >1500 

水富 I <60o I 600-900业巳~l.21300
注 >10.C 积温经历天数: 南亚热带310-340天，中亚热带250-310天，北亚热带

220-250天，南温带180-200天，中温带100-180天，北温带<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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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昭通地区土种

第一节 昭通地区耕地土壤分类系统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攘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1984年12月的土壤分类方案及省《土壤

普查技术>> ，结合昭逝的实际情况，形成了昭通地区耕地士壤分类系统。全区耕地土壤的

普查面积为8772540亩( J二报面积约4801167亩)，占土壤总面积29194380 亩的30.05% ，占

土地总面积33634500亩的26.0%。分别属于 6 个土纲 10个土类， 18个亚类， 51个土属，

113个土种。

人为土土纲，只有水稻土土类，亚类 3 个，土属13个，士种23个，普查面积为733780 ，

亩，占糊地总面积的8.36% (上报面积约544224亩)。淹育型水稻土亚类的普查面积为

157510亩，占耕地总而积的1. 79% (上报而积约112850亩) ，有士服 5 个，士种 5 个猜

育型水稻土亚类的普查面积为47599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43% (上报面积约352624亩) , 

有士居 5 个，士种12个 5 潜育型水稻士亚类的普查面积为100280亩 ， 占耕地总面积的

1. 14% (上报面积约78750亩 ) ，有土属 3 个士利1 6 个。

半淋i容士土纲，有土类 2 个，亚类 2 个，士届 6 个，土牙11 1 10个，普查面积为94950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1. 08% ( j-.:JIY.面积约65270亩)。煤红土士类普肃而积为69880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0.80% (上报面积约48650亩)。只有褐红土 1 个亚类，才二届 5 个，土种 6 个。

红色石灰士士类，?片·查而积为2507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0.28% (上报面积16620亩)。只

有红色石灰土 1 个亚类，士属 1 个，土种 4 个。

铁铝土土纲，有土类 2 个，亚类 5 个，土属 19个，土种41个， 普查面积为4196970亩，

占耕地总而积的47.84%( 上报而积为2232550亩)。红墙士类，有亚类 3 个，士属 9 个，

士军jJ1 3个， 1吃夜而积为408520市，占耕地总面积的4. 66% (上报面积约271450亩) 。山原

红壤亚失，扑扑面积为33 1990前，占耕地总面积的3.79% (上报而积为224940亩) ，有土

问 4 个，士和1 1 5 个 .tir红白;亚类 ， 普查面积为 53600ïB，占耕地总ïTïi积的0.61% (上报面积

g':] 33380亩) ，有土属 3 个，土种5个:红壤性士亚类， TYf齐而积为22930亩，占耕地总面积

的0.26% (上报面积为13130亩 ) 。有士属 2 个， 土来[13 个。黄壤士类，有亚类 2 个，土

届10个，士种28个， 普查面积为378845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3.18% (上报而积为 1961100

市) ，黄攘亚类的普查面积为320522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6.53% (上报而积为1674330

亩 ) ，有土屈 6 个，土种 18个 v号 tN'I~I: 士亚类，普查面积为58323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 . 65 ~b 

(上报面积为286710亩 )有土属 4 个，土种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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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昭通地区耕地土壤的主

要特点及其利用改良

第一节耕地土壤的俗称

昭通地区农业生产已有几干年的历史。广大农民对各种土壤的性质特点和判别，及其

利用改良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土壤的命名较为集中地反映出来。如反映肥力高、

熟化度高的常用油、粪、犬、肥等; 肥力低、熟化度低的则用糠、 瘦 、寡、小、死等;反映水

多土冷的用浸 、 i'Ji、?易 等~ ; 71<.分条件好的用润、潮等;水分差的常用干、燥等。保水好坏

则用坐水、稳水、漏水 1-瞿排条件及栽培利用情况用腊水田 、 冬水田、 干田、山田、雷晌

田等。反映土壤耕性和质地结构的常用语，如粘重土壤用窑泥、 胶泥、耳巴泥、 壤土用夹

砂、彤、泥、半粘半砂等z 含粉砂粒较多的用粉、香灰、豆而等;砂性量的用粗砂、细砂、羊

毛砂、白眼[6、等。结构好坏用鸡粪、油渣、松子棵、僵壁、豆瓣、羊毛、白眼、直士、立

土等。耕性好坏则用泡、松、散、绵、紧口、板等。犁底层及下层土性状的好坏用松泡、黄

腊、羊肝石、铜采石、死窑泥等。反映土壤颜色的常用黑、黄、灰、白、红等。反映土壤存

在问题的常用发红、坐秋、 锈、石头、 黄浑、漏涝、 学肝石、铁盘等。 肥力型用油、散、

绵、同IJ等。以上俗称与土壤理化性状及生产性能有关，而且集中表现在土壤肥力的生产性

能上。通过土壤普查，全区不同名称的土壤达350种，经评士归类店也有土种113个。现以

土纲、士类、亚类及成士母质为依据， 以士壤的物理化学性状及生产性能为基础，将相似

性能的士壤进行归讲，全区主要有五种类型的 t棋。

-、黄泥搂

普查面积3624170亩，占普查耕地总面积的41.32% (七报而积约 1901850亩，占上报

耕地总面积的39.61% )。包括大黄泥、小黄泥 、 马血泥、死黄泥 、 黄泥夹砂、黄淤泥等。

此类土化学程度i泵，土层深厚，耕层较浅、 偏酸、板结、 犁底层下面有不同程度 的黄腊

层，宜耕范围窄。大黄泥的母质为石灰岩风化物，士层厚，排水较好。 小黄泥土块小、耐

早，底土是死黄泥，较根结， :，?-，号层士松散，土层较厚，粒状结构，耕性较好。死黄泥母质

为石灰岩、玄武岩和老冲积红土， 表土为深黄色重壤， 快状结构，心士坚实板结，肥力

低。黄壤性稻田与旱地黄壤分布的位置相似，多为漏育型水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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