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湖农场洋湖分场第四生产队

水旱轮作的经验调查

洋湖第四生产队有农户149户， 639人。其中劳动力300人 z 耕地 1069亩，其中水田709

亩，旱地300亩，人平耕地1 ， 67亩，劳平耕地3 ， 6亩。因人多田少，历年耕地复种指数为

203%左右。

该队地处湖区，水掘充足，以种植水稻为主。为增加粮食总产，自七0年起，逐年增加粮食

复种面积，到七四年早地基本上是麦棉连作，水田早、晚稻连作面积扩大到85%左右。如七二年

粮食总产比七0年603 ， 000增长57300斤 F 七三年虽有灾情的影响，总产仍增产53 ， 300斤，两年

平均增产幅度为9 ， 2份。但随之而出现的是:产量增长幅度渐小，成本增长幅度渐大的负相关

的现象。在土壤理化性状方面，也渐趋恶化。正如该队所总结的"泥巴爱沾锹，化肥也无

效，草子、早稻不发苗，杂草、虫子增多了"的弊病。因而，自七四年起开始进行了水早轮

作的改革试验，逐年扩大推广。至七七年水田基本水平轮种了一次，收到显著增产效果。

〈一〉

通过多年的水旱轮作实践，该队的经验体会有=

-、提高了粮食增产幅度

在绿肥双季稻的长期种植下，土壤通气性不良，地下水位高，导致土壤次生潜育化，影

响了作物的生长与发育。经水早轮作后，情况逐年改善。如以该队七0年产量为基数，七一

年至七三年粮食总产每年平均递增仅为3 ， 2伪，其中早稻递增幅度为5 ， 9伪，而自七四年改革

后，到七九年粮食总产每年平均递增幅度为8 ， 4 伪，较改制前提高 5 ， 2 场，其中早稻总产平均

年递增幅度为13 ， 6 侈，比改制前增长7.7侈，早稻亩产平均增长169 ， 5斤。

四队改制后的增产效果，与田相毗邻的第七生产队相比，其增产效果是显著的。

第七生产队有耕地808亩，其中早地274亩，水田 534亩，人口为454人，劳力 177 人，人

平耕地1.77亩，劳平耕地4 ， 56亩。七0年至七九年，十年粮食总产平均递增 5 铃，其中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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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七九年粮食总严平均递增2 ， 10奋，早稻总产平均递增4.3伪。

四队与七队比较，从七四至七九年六年来粮食总产情况来看，前者比后者年递增幅度高

6 ， 3%，早稻总产年递增高6 ， 35侈，早稻亩产年递增幅度高9.3铃。

二、改良7土壤性能。

据土地普查资料数据，七队耕地各种养分的含量均比四队高。

1 、含氮量 z 皇丰富和极丰富的面积，七队占57.8份，中等含量的占31. 1%，中等含量

以下仅占l1， l%J 而四队除中等含量面积占28%外，而下余72伪的面积，含氮量均在中等以

下。

2 .速效磷 z 四队缺磷与严甫缺磷的面积占93 ， 4侈，而七队只占82 ， 2铃，要少11 ， 2 功。

3. 速效怦z呈丰富与极丰富的面积，七队占50 ， 4%，中等含量占41 ， 1 铃，合计占91 ， 5侈，

而四队的既无含量丰富以上的面积，就是中等含量的面积也仅占81.9% 。

4 .有机质:含贵在 3%以上的而积七队占 57 ， 9份，含暨在 1-2 ， 0% 占 33 ， 4%J 而四

队既无含量在 3%以 t的而积， 1-2 ， 0%的面积也占86 伪。

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说明，七队皆居优胜地位，而产量不如四队的关键，则是土壤潜育

化，影响了作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利用。土壤普查资料表明 z 四队水田在土层 1 米以内，出

现厚度小于 5 厘米的青泥层面积仅110亩，占水田面积的14 ， 3场。而七队水田在地表以下50厘

米以上出现青泥层厚度10-20厘米的面积110市，更有青泥层厚度大于20厘米的面积95亩，共

250亩，占水田面积41.2 份。

足以认为 z 七队由于水旱轮作面积少〈经水旱轮换过的面积不足30% ) ，而且水改早一

年后又恢复为水田，土壤内空隙度极差，好气性微生物难以生存与繁殖，土壤养分较难释

放，土壤内有毒物质逐年增多，作物根系难以发展伸长，迫施肥料，利用率低。而四队坚持

了水旱轮作，土壤障碍因素--青泥层基本消失，根系较好的发展，吸收养分力强，在加强水

肥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增产效果很明显。

洋湖四队水旱轮作制的作物种植方式为 z

第一"，水田种植方式z 以八一年为例，油稻稻占61 ， 4亩，草子种稻稻31亩，计占早稻面

积13 ， 7 铃，肥稻稻面积581 ， 6亩，占早稻86 ， 30奋。

据目前生产水平，认为油稻稻具有省工省肥、养地增产的作用，如今年油菜茬早稻田

平均早稻亩产720斤，比肥稻稻田亩产680斤增产40斤。

• 231 , 



此外，麦豆稻也有其增产养地的效果。如七六年改种麦豆稻14亩，亩产麦子150斤，泰兴

黑豆200斤，稻谷〈杂交稻) 8'!Q斤，全年粮食1190斤，比当年肥稻脑商产粮食1159斤，增产

粮食41斤，亩增加产值37.8元。

第二、改制1月在早地上种植方式有麦棉和麦II两忡，并且新改的棉田比老棉田的棉花单

产有显著的提高，如八一年水改早的麦棉100亩，亩产麦子18甘 .4斤〈缺苗严重) ，棉花则无

虫无病不早衰，单产皮棉过纲要，比老棉田棉皮增产42% 。

〈二〉

三点体会 z

一、水旱每轮换一次，增产有敬期可持续三年。如以省肥方面而为例J: 改制后的每亩用

肥量第一年可减少40 场，也不需扯草工;第二年仍可少用肥20份，扯草工可减少50 %。第

一、二年由于发苗快、发苗多、天势好，所以增产也显著。

二、水田改种草子为种麦子，据试验亩产可达300斤以上。而当前亩产却不足二百斤，这

主要是晚稻为迟熟晚梗，收割迟，又未及时开沟排水，以至种麦时，泥土成条不散，种子外

露而蚀苗，加之底肥又不足。所以，今后在改用中熟晚稻，以利早播早栽豆收作物，和其他

措施的改进，将会发挥改制增产的更大效果。

三、水田在种植方式上可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一的肥稻稻，三分之一的麦稻稻，三

分之一的油稻稻。据有关资料:水旱轮作后，油稻稻在单位而积上产量、产值、纯收入均占

绝对优势。如油稻稻比肥稻稻甫产粮食接近或有所超过外，还可增收油莱特200斤左右，不仅

增加了食油，还增加了油菜饼肥130斤左右，对晚稻的缺肥矛盾有所缓和，从经济上看，纯收

入司增长30%以上。麦稻稻{[t..具有类似的埠，济效挂。 1R.考虑到季节矛盾和养地用地问题，据

研究以"三三制"较为适宜。

〈附表 z 洋湖分场四、七队历年粮食生产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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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县土墙普有办公室技术组

朱湖农场农技科

(本文对朱湖农场农技利初稿，曾昭泉斗在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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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队z 70一73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一 2.6%
74一79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十 2.1 伪
70一79年早稻总产平均每年一 0.7%
74一79年早稻总产平均每年 +4.3%

70一73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十 3.2%

74一79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 +8.4%

70一73年早稻总产平均每年十 5.9%

74-79年早稻总产平均每年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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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报告

孝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萧海涛执笔)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是人们主要生活物质的基地，也是最基本的生严资料。各项农业生

产技术措施都要通过士壤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开展土壤普壳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实行科

学种田的一项基础工作。

遵照党中央关于要进行土壤普梢的捎示，根据网务院 (197 9J 111号文件精神，在省、

地有关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县于一九八0年六月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

至一九八二年六月，全部工作基本完成。 现将土壤普查工作报告如下。

-、工伟概况

整个土壤普查工作，大体可分为同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八0年六月开始，首先是

培训各公社制图员，作好工作底图。 县、社两级分别采用测绘部门提供的五万分之一和万分

之一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生产大队则是采用万分之一地形图放大成五千分之一，经补测校

正主要地形地物后作工作底图。其次是组织概查和编写技术教材。 概查有全县各公社的技术

负责同志参加，基本 t查看了全县不同地形、母质和耕作制度类型，做到边走边看边访问。

' 并在典型地段上开挖剖面，观察记载剖面性态，采集比样标本和供理化分析用的分层样，在

此基础上，制定了土壤工作分类方案，拟定了详查计划?与此同时，结合我县具体情况编写

了有关土壤普查的技术知识等教材。再次是化验设备、物质的准备和培训化验人员。县化验

室从一无所有到初具规模，可以胜任土样速测及常规项目的化验分析，并培养了一批化验人

员。参加过县化验员培训班学习的三十人巾，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十六人，有高中或相当高

中文化程度十人，初中文化程度四人，高小文化程度一人。这些同志大部分都在县化验室参

加了土壤速效养分的测定工作，部分同志还参加了农化祥及分类诊断样的测定。

第二阶段是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上旬的试点阶段。十一月中旬在县集中举办了土壤普查

野外作业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员以各公社农技站同志为主，并有水利组、林业组、供销社等单

位的同志参加，共三百一十五人，讲课六天，主要是学习土壤的基本知识，如何识别成土母

质、以及野外普查技术。然后赴花园公社松林、自合两个管理区的二十三个大队进行试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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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1底止。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学习班的全体成员基本上掌握了土墙普查的野外

作业的全过程，并经考试，平均成绩在八十分以上，为全县土壤普查的全面开展培训了一支技

术力量。县试点工作结束后，十二月上旬，各公社又先后搞了一个试点大队。进一步熟练土

壤普壳野外过程和培训不脱产的农民技术员。

第三阶段是从十二月中旬至→九八一年春节前夕的野外调查阶段。各公社试点大队相继

结束后，全县县、社两级培训的技术人员达六百八十四人，分为一百二十三个组，以公社为

作战单位，全面开展普查。

自一九八一年春背后至一九八二年六月底全部工作结束时止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的主

要任务是县、社两级汇总资料。编绘各种图件。整个普夜工作，自始至终，历时两年。

在普资过程中，除县、社两级组织培训的专业队伍外，还发动了近二万名基层干部和群

众，费助了全县的各种地形(包括山、水田、地、冲、拢、唠、贩〉开挖了9， 689 个土壤主

要剖面，其中水田7 ， 314个，旱地2 ， 131个，林地178个，荒j也36个 z 划地块 16 ， 113个。其中

水田 11 ， 430个，旱地4167个，林地385个，荒地129个，每个地块均采集了速到1) 土样~;农化

样946个，其中水田 574个，早地336个，林市地36个 F 分类诊断样91套，累计化验了17 ， 397个

土样，共取得了57 ， 265个数据〈重复样未计)。

普查工作结束后，全县818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五千分之一的土壤综合图(包括土壤类

型速效养分含量、障碍土层分布〉一式两份，地块登记表，剖面记载表，土壤普查出明书。

全县二十一个公社、二个农场、二个林场、二个慎，每个公社有万分之一的土槐罔、养分困

〈包括有机质图、全氮团、速效磷图、速效何图〉或养分点位图，土壤改良利用囚，并写有

土壤普查报告、各种统计表。全县土壤普查成果图件有五万分之一的土壤图、有机质图、全

氮图、速效磷图、速效押图、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及土壤志、土壤普1f 工作报

告、各种图件说明书、面积量算报告、专题报告和化验、成果应用方面的总结。

在土壤普查过程中i 我们还注重了成果应用工作。去年春耕以来，各级党委本着"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先易后难，由点到面，做出样子，全面推广"的原则，发动群众，大搞成

果应用。根据去年年底初步统计 z 全县开沟治理冷浸田 15000 亩，退田还湖 5000荫，成片选卅:

4800余亩，施用磷肥15941吨，何月巴120吨，哪肥130吨。在作物布局上，对土层浅屿，不'IL神

植棉花等深根系作物的面积进行了适当调整。

整个土壤普查工作，经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派员多次检查，确认基本符合标准，达到

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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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墙蕾查的主要成果

在两年的土壤曾查工作中，由于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和县委仰直接领导.全县广

大人民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经县直有关部门的协作和全体土壤普杏人员的辛勤劳动，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分述如下 z

〈二〉基本上查清了我县土地资源。我县位于江汉平原东北部，大别 IL!、桐柏由 1暂住.东

经123.屿'至111 0 12' ，北纬 30 0 47' 至31 0 35' 。东以界河分线与黄股相连;西与云梦安陆扣球，北

抵大悟、应WJ 南与汉川、武汉市东西湖农场毗邻?东西棋宽35.05公理， TJI北纵长63.22公

里。据统计，全县总土地面积3 ， 321 ， 075 ï苦，耕地面积为 1 ， 054.593市。其 rf t 水田 762 ， [)201汗，

旱地291 ， 673亩JW地面积为498 ， 531亩，其巾有林 363 乡 377 丽，无林 135 154 市，水而为

544 ， 586亩 z 其中非耕地(包括村庄、道路、沟渠、堤坝.四坝、禾场等等) 1 ， 223 ， 365白。根据

全国第二次土地普查技术规程要求，我们用网点板法在公ft 1 1 万的土Jtiil 图上进行了初步

量算。结果量算的耕地面积(市商〉比原来统计的耕地面积扩大了 24.01 场。

在全县的总土地面积中，根据土壤的!阻力状况:f.íJ生产性能，经过评绩需肥力较高 (;~! - '~7Æ

土壤占耕地面积的24.39份，肥力中等的工级土壤占耕地面积的47.41%; 肥力较低的三何十，

壤占耕地面积的25.38伪，肥力极低的四级土晓占耕地而积的 2.7 9 伪， 其余五至八纺才好t JIJ

林、荒地和不能利用的石山。

(二〉查清了土壤类型. imlJ定了土壤主要理化'性状，为科 451种田提供了依据。经jf野外

普查、室内评比、合并归类，全县土壤共分为五个类，十二个亚类， 三十九个土屈，耕地

125个土种F 林地37个土种，荒地23 个土种(林地、荒地土f'P(j(J命名只是在相应的1:，' j il~ --}: 

种名称前冠以"林地"或"荒地"以便与耕地二!二种相区别人

据化验分荷结果统计，全县大部分土壤属酸性至微酸性.其巾酸ly!龙皮小于5.0的过阪二U':~

23 ， 912.8亩，占耕地面积的2.27%0; 酸碱度5.1-5.5的酸性土tY~284 ， 260亩，占耕地面积的

26.9份，酸碱度5.6-6.5的微酸性土壤544 ， 493亩，占耕地面积的51. 6% ，大于7.5 的微础 性

土壤18 ， 487.8亩，占耕地面积的1. 75%; 布有.饥质 3 q伪b~以‘上含量较高的面积9ω9 ， 8创62.1市 .It止!与:命::tI耕tl

面积的9弘.46Q伪b ， 1 一3%含量中等的面积847718 ， 1 亩，占耕地面积(j~ 80.40 侈 1 伪以下

含量很低的面积107 .1 20. 8亩，占耕地面积的10.01%; 全氮含茧与有机庆含量大体相似 。 碱

解氮含量较高，每亩含量在27斤以上的有760 ， 126亩，占耕地面积的72.1%; 13→27 斤灼 有

191 ， 065亩，占18.1%J 9 一18斤的有62 ， 038 亩，占5.9伪， 9 斤以下的41 ， 364亩，占3.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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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磷、速效悍含量低。速效磷每亩含量在 3 斤以 t 的 302 ， 164.9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28.7侈，低于每亩 3 斤的缺磷面积75.] 1\ 2 8.11斤，占71.3伪。速效何含量每市大于45斤的而

积仅112.452.6市，占总耕地而积(1~J1 G. 3%; ~rn: 30-1G斤的有 2~)1 ， 20~). 21斤，占27.0%; 余

下每商含量在30斤以下的缺押而积有587.03 1. 2%1斤，占 55. 8 份。

〈兰)干些w了影响农业生产出Jt要 I二填阿t1iU因素及其而积。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竖强

领导下，全县广大人民经过长期的战斗.在lfì山治水、:台士，提高农作物产量方丽，取得了

很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总产号tltl1949年的3.2亿斤，上升到1979年

的 9 亿多斤，增长了两倍。但是，由于对 _-1二填的情况不明，有些工程针对性不强，以致土墙

中影响农作物生长，ÿ.J障碍因素在一-些地区仍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通过这次土壤普费，发现

我县限制农业发展的主要土壤因素，一是水害 1 二是氨磷悍的比较失调;三是土壤偏酸;四

是耕层浅土层薄:五是土壤质地偏砂和有障碍ß o

冷烂渍涝是我县水和士.中一个突出的障碍因素。全县冷浸旧、烂泥田、低湖田、落河田

和次生潜育化旧共162.70CJ亩，占水旧总面积的 2]. 3份，其中冷浸、烂泥田 107 ， 9581日 p 低

潮、落问田 16 ， 797IÌî;这类田对水和的障碍表现在. 1 、迟发贪青、需肥量大。由于长期出

水，水冷泥温低，禾苗前期迟发，需肥多;后期气讯高、猛发，贪青迟热，严Æ影响产量。

2 、士壤中有效养分低，士烂泥i末，还阳性干f王军物质多，不利水稻根系发育和植株正常生

长。 3 、水的病害多。由于士填的通透忖: )~~ ~缺少氧气，造成大量亚铁硫化物和有机酸类等

毒性物质的积累，使水桶根系中毒发黑，寻|起生理性病右，如赤枯病等。针对 l工述 I';J题，这

次土壤普资明确提出改造这类旧的恨本打lJ施在于排除水苔，根治冷浸，要开沟排明水，滤H音

水，排灌分家，使多年来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近一步的提出了解决的途

径。

氮磷拥比例失调是 1吃县土壤中又一突出障碍因右。这次普夜，发现我县土壤中大面积氮

磷拥比例失调。全县土壤中速放氮含量中等偏高，但速效磷、何则大部分土壤不足，甚至严

重缺乏。全县每亩含速效磷 3 斤以下的缺磷士壤751 ， ，12S. ]ï汗， r!î耕地面积的7 1. 3伪句其中

含量1. 5斤以下严重缺磷土壤为 ，125 ， 539.5商.占40. 3侈，水旧有319.023.71苟，早地有106.51 严

亩。每市含速效何低于30斤的峡何Y(ii积为 587 ， 93 1. 2市，占耕地而积的 55.8侈，其中含量 15

斤以下严重缺铁佣的士壤139 ， 979. 7Tìi句占 13. 3场，水田有78 ， G26. [)市，旱地有6 1 . 3 5 4. 2 

亩。

在上述缺磷、峡何士壤上施用磷、何肥料，增产效果非常显著。去年春耕，我们在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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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土壤类型的七个大队进行早稻氨磷锦配方施肥试验，一般增产15铃。如周巷公社农科站

配方施肥小区比单施等量氮素化肥小区折合亩田净增稻谷141. 7斤，增产17份。同样，卧龙

公社农科站早、晚稻连续试验结果，分别增产13.5%和14.30奋。新铺公社党委在蹲点的鲁结

大队抓成果应用，他们选择了六生产队杨树扩冲30亩低产田，根据化验结果，增施磷锦肥结

合排冷，使早稻单产由 80年的467斤一跃达到650斤，增产39铃。由此可见，在我县绝大部分

土壤上增施磷佣肥，实行氮、磷、何三要素经济合理配施，其增产潜力是很大的。

土壤偏酸，也是我县土壤中障碍因素之一。全县土壤酸碱度在5.5以下的酸性土撞有

308.172.8亩，占耕地面积的29.2铃，在这类酸性土壤中，微生物活动减弱，使得土壤有机

质矿化受阻，不能及时供给植物所必须的有效养分，对作物高产不利，同时，也影响施肥效

果。如酸碱度5.5以下的土壤中施用萨 'J巴，施用量小效果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速效态确被

土壤中铁铝离子固定所致。

耕层浅，土层i暗的土壤也占有一定面积，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耕地耕作层厚小

于10厘米，土层厚度小于30厘米的土壤共有49 ， 639.7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7场，其中水田

8.552.7亩，占水旧面积的 5 伪，早地11 ， 870亩，占早地面积的3. 8伪。这类土壤主要分布

在北部低山丘陵区，由于表土冲刷比较严重，耕层浅薄，不保肥、不保水，作物根系难于下

扎，影响作物产量。

质地偏砂和障碍层的存在，同样会对生产带来影响。全县水田土壤中，砂质田8 ， 130.7

亩，占水田面积的I. 6侈，旱地土填中，砂质土壤有13.35.5亩，占旱地面积的4.5份。质地

偏砂的土壤重点是北部低山丘陵区的旱地。这一方面由于这类土壤的成母质是片麻岩、石

英片岩、红砂岩等风化物，含砂量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毁林开荒，铲草皮j区肥，使自

然植被受到破坏，造成部分地区地表远流，土壤质地变砂。质地偏砂的土壤，团聚性差，结构

不良，漏水漏肥，发小苗不发老苗，作物早衰低产。另外，全县耕地中有夹砂层的土壤 2， 338

亩，占耕地面积的0.2%，有央粘层的土壤256亩，占O. '02%。这两种障碍层次对生产都很不利

( pg )查明了三热高产稳产农田的土壤条件。

近年来，我县水稻三熟制发展很快. 1979年全县水田三熟面积23.3万窗，占水田面积的

30.5份， 1981年发展到28. 63万亩，占水田面积的37.4伪。那么，三熟高产稳产农田需要什么

样的土壤条件呢?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朋兴群光大队、卧龙胜利十三队等一批高产

稳产三熟制农田的调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有优厚的环境条件，早捞保收，全田能灌能排，能水能早，无冷浸、无烂泥、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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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无障碍层次。

2. 土体掏型好。土壤剖面构型为A-P-W， 耕作层20厘米左右，质地中壤偏重，因

植状结梅，鳝血斑块多量，酸碱度为5.6-6.5，元亚铁反应 B 犁底层 8-10厘米，质地中壤

到重壤，块状结掬，比较紧实，有锈纹锈斑，亚铁反应弱F 踹育层70厘米左右，棱柱状结

掏，质地中壤，有铁锤肢膜，亚铁反应很弱。

3 .土壤通透性良好。表现在疏松易碎，遇水易散，好耕好祀，宜耕期长。据孝感地区

农科所测寇，土壤非毛管孔隙度15.1Q奋，田间日渗透量9.8毫米。

4. 土壤养分丰富。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一般2. 5-3. 0 %，全氮含量大于0.15侈，

全磷含量为o.lH奋，全何为 2%左右，碱解氮含量在120ppm以上，速效磷含量在20ppm以上，

速效何在100ppm以上。

〈五〉查清了全县耕地土壤分布的地形部位。据土壤普查资料统计，全县762 ， 920亩水

田土壤中，忡田 271 ， 732亩，占水田面积的35.6% ;费田 196 ， 157亩，占25.7铃，湖田 23 ， 031

亩，占 3 %;平贩田 271 ， 170亩，占35. 5Q奋，落洞田 1 ， 176亩，占0.1%;早地土壤中，岗地890地

亩，占早地面积的35.5伪，择地饵， 993.9亩，占 13.4伪，坡地 12， 554亩，占4.3 % ; 山 12

9 ， 422.8亩，占3.2%; 平贩地14 ， 169 1. 6亩，占48.6份。

三、培养了-批土肥骨干队伍，初步普及了土攘科学知识

我县原来学过土肥专业的同志寥寥无几，从技术上指导一个县的土壤普查还是第一次，

农技站干部也有很多不懂土壤学。现在经过土壤普查全过程，为全县培养了一支土肥骨干队

伍。普查前，能担任一个县土壤普查的技术干部不过二、三人，现在这类人才有10多个。能

指导一个公社土壤普查的技术干部就更多了。全县300多名土普骨干成员中，有半数以上的

人具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会观察土壤部面，并能较准确地判断成土母质、土类、土种及其

特征特性和障碍因素。有30多人能绘制土壤普查的各种成果图件，能进行土壤养分速测和常

规化验的上十人。

全县除专业队伍外，还培养了不脱产的大队土肥员800多人，他们一般都熟悉本大队土

壤普查的全过程。同时，县、社广播站也宣传了土壤普查的具体作法和好处，有的社队还召

开了土壤普查成果交底会，详细讲解土壤普查成果的应用方法，从而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

社员群众中初步进行了一次比较实际的土壤科学知识的教育，提高了他们对土壤是农业生产

的基础的认识，懂得了农业生产要因土种植、因土施肥的道理。如鲁摇大队六队的群众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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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队杨树塘冲有一个田块以往一斗田下100斤豆饼还是长不起谷来，不晓得是么窍，土

壤普查后，公社农技站的同志说缺磷，我们就一亩田施了50-60斤磷肥，真的谷就长括了。

看来种田‘巧种不如拙闭'不行，土中的门很多，还是得讲点科学。"丰山公社党委负责同志

在向到该公社参观油菜配方施肥的同志介绍说"过去指挥农业生产，不清楚土壤的内因，搞

了不少的瞄指挥。去冬今春，我们根据土壤普查结果，在小区试验的基础上，抓了千亩油菜

氮、磷、何配方施肥试验眼，效呆较明显。因而，我们体会到，指挥农业生产，不光要有种

子、植保方面的知识，还要有点土壤知识，不然，不知道土壤养分含量情况，盲目施肥，成

本i甸、产量低，这次土壤普查搞清楚了要做到缺磷施磷肥、缺伊p施伸肥，油菜·花而不实'的

喷酬肥或用日JIJ 作)鼠肥。"

四、加强领导，严格把好质量关

我县第二次土壤二普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较好的成效，我们有以下四方面体会 z

〈一〉领导重视，专人负责。土壤普查工作技术性强，牵涉面广，工作量大，质量要求

高，因而，党委臣、视，加强领导，层层有气专人负责，是保证土壤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对于全县土壤普查工作，县委常委、政府饲导专门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成立土壤普查

领导机构和经费问题。并发了孝革 (1980)42号文件。县里成立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由原县

委付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何顺玉 I'~ i.!.;任组长。当时县委分管农业的付书记曾世民同志任付组

长，还有付组长六人，并组织了科委、农业局、水利用、供社销等有关部门协同作战。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从科委、农业局抽调了两名负责问志任办公室专职付主任，同时从农业、

林业、水利、供销社等单位讪调二十五名干部职工进行日常工作。各公社也成立了领导小

组，由付书记或付主任担任组长。当时分工主管土壤普查的县革委会付主任张风泉同志逢会

必讲土壤普查，并在土壤普查野外作业训练班之前听取了专业人员的讲课内容，一同讨论，

提出修改意见。张风泉同志调走之后，由付县长姚绍增同志主管。姚绍增同志和技术人员一

起，到有关公社检查野外工作质量。各公社党委也十分重视土壤普查工作，不仅在财经很困

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用于土壤普查，而且还亲自参加野外作业。如周苍公社周巷管理区总支书

记，同公社专业人员一起挖J: í子，观察部面，填写记载表 F 花西大庙大队党支部派一名付书

记问普查队员一起划地块、挖剖面、填表格、室内比土评土，直到本大队野外工作结束。由

于各级党委重视，层层专人负责，所以在普查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一-~ -得到及时

解决，从而保证了土壤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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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土壤普查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才能把土晋工作搞好。在花园试点时，由于我们忽视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而有的

土壤普查队进队时，有些队干部还不知道士普是干什么的，加上当时正在试行责任制，群众

怕把面积搞大了加征购，工作很被动。我们总结了教训，在全县铺开普查时，各公社专业队进

队首先要作好宣传发动工作，开好座谈会，向群众大讲国务院111号文件精神，大讲土壤普

查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大讲通过普查找出低产土壤的原因和改良的措施等。通过

宣传，群众认识到土壤普查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于是他们积极要求搞好土壤普查，提出将地

块划小些，多取些化验土样，块块都查到等。并主动参加土壤普查工作，尽可能为土壤普查

提供方便，把专业队员当宾客招待。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两万多人参加了土壤普查的室

内、野外作业和后勤服务工作，使得土壤普查进展很顺利，成果应用工作也能及时开展。

(三〉培训技术骨干、发挥专业队的作用，是搞好土壤普查的基本条件。在整个土壤普

惭过程中，我们注意发挥专业队这支主力军作用。没有一支质量较高的专业队伍，就不可能

有土壤普查的高质量。因此.专业队伍的培训就显得十分重要。县里的技术力量，主要是靠

黄眼试点培训出来的JriJ志，这些人中，一九六六年前华中农学院土化系毕业的闲人，工农兵

大学生二人，中专和相当中专毕业水平的四人。全县培训的三百一十五人中，农技站技术干部

一百七十一人。对技术骨干的培训，我们是采取三个步骤z 第一步，一九八0年九月底踏勘

时，将各公社技术负责人请来，室内讲课三天，学习有关土壤普查的基础知识，然后分为四

片对全县土壤进行概查，概查结束后又在室内总结两天。这样概查虽然时间长了点。但经过

理论一实验一理论的反复，技术负责人基本上掌握了土壤普查野外调查技术，可以独立工

作，第二步，县集中办了为期二十二天的训练班，先学习基础知识，然后实践，进行试

点，第三步，在县培训班的基础 i二，以公社为单位，再次办训练班，使参加县训练班学习的

三百多人更进一步熟练外野操作过程，并扩大培训不脱产的农民技术员六百八十四人F 制图

和资料汇总方面，也办过多次学习班。这样经过反复多次的训练，使建成了一支得力的、技

术比较过硬的骨干队伍。

(四〉严格把好质量关。土壤普查是项新工作，很多同志都没有搞过。一开始我们就注

意到土壤普查的质量，关系到整个土壤普查的成果，不保证质量，土壤普查不仅不能取得

应有的作用 p 反而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县委领导同志很重视普查质量，多次强调"质

量第一"，在狠抓质量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统、二查、三验收"的办法。

一统z 就是按规程的要求，统一质量标准。如操作规程、土壤分类、绘制图件、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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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全县都是统一的。

二查 z 在土壤普查过程中，我们分了东、南、西、北四个片进行巡回检查，发现有问题

及时解决。同时，省、地也多次组织技术力量对我县土壤普查质量进行了检查。 1号抽查了六

个公社二十一个大队，详查了五十二个剖面，四十八个土壤图斑，与实地进行核对，基本上达

到了质量标准。在县土壤图成图方面，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发文推广了我们的作法。

三验收 z 我们对公社资料汇总、成果图件、严格把关验收。凡不符合要求的，坚决返工。

如陡山公社汇总的资料，不是按统一的标准，我们就派办公室搞技术的同志同公社同志一起

重新统计汇总。少数公社成果因件马马虎虎，我们就不予验收，要求重新绘制。

五、存在的问题

这次土壤普查工作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 fê.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z

( 1 )野外工作时间过紧。整个野外作业时间抢在春节前完成，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由

于当年晚秋抗旱治虫，农技干部评定技术职称，使训练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二十多天，全县

野外工作从铺开到基本完成民五十天。因此，野外作业时间过紧，平均一个大队只五至六天

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质量精度。

( 2 )质量不够平衡。大多数桂、队土壤普费质量比较好，工作进展较快。但也有少数

社、队存在一定问题，尽管组织过复奇补课，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小的问题仍不免存在。

( 3 )资料整理反复多次。野外工作结束后，由于室内化验没有及时跟上来，县里未接

着举办资料整理学习班，有些公社便按自己理解的标准进行资料整理汇总，结果各行其是。

去年五月份省土壤资料整理会议以后，我们才分期分批将各公社的同志集中于县里整理资

料，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来，凡是原来整理不合标准的作废。这样，一是造成表格浪费，二是耽

误了时间，使工作进展受阻。

( 4 )艳个土普工作拖的时间较长。全县土展普奄工作从作准备开始，到今年六月底，历

时两年。特别是f~IJ 因工作，从去年十月开始，个别公社制图员换来换去，不仅影响了1M图质

量，也拖了时间， ;r~1I1句了工作jlUfl~; 整个工作布前紧后松的现象。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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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根据国务院( 1979 J 111号文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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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的要求，在市委和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自一九八0年

六月开始，到一九八二年六月结束，历时两年，圆满完成了全市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是以原公社为作战单位，以生产大队为详在单位，用 1 : 10000的地形图放

大成 1 : 5000地形图，并经实地校.ïE.作为大队工作底图，逐块进行调查.调查重点是耕地土

壤，对林、荒地等的非耕地土壤也作了适当精度的调查。共挖主要剖面9689个，其中水田7344

个，平均每103.9亩有一个主要剖面，早地2131个，平均每136.9亩有一个主要剖面，林荒地

:14个。划地块16113个，其中水田11432个，平均每个地块66.7亩F 旱地4167个，平均每个

地块70亩;林荒地共划了 514个地块。 共取农化样946个，耕地平均1114.8亩一个，分层诊断

样94套，速测样16113个，平均65.4亩一个。土壤化验和制图工作在市集中完成。

经过土壤普查后，大队编绘有 1 : 5000的土壤综合图〈包括士壤类型、速效养分含量、障

碍土层分布) ，图件说明书，以及地块登记表，剖面记载表。公社编绘有 1 : 10000的土壤图、

养份罔(有机质阁、全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锦罔〉或养份点位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并写

有土壤普委报告和各种调查统计表一套。 市级编给有 1 :50000的土壤图、有机质图、全氮

图、速效磷图、速效饵图、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罔、土壤微量元素点位图，写了土

壤普~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成果罔件编绘总结、化验工作总结、土壤分类检索表和土壤普

查规定的各种统计表格。

通过这次土壤普夜，基本上查清了我市土地资源以及土壤理化性状，形成条件和分布情

况，找到了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土壤障碍因素.为农业区划和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

为了把大量的资料集巾起来，加以系统整理，以利应用，特编写成《孝感土壤志》。全书

共分七章，主要阐述我市土壤形成条件，成土过程的特点与土壤分类及分布规律，不同土壤

概述，土壤资源评价，土壤肥力状况，低产土壤的改良和利用及分区。

一九八三年底以前，孝感属县、社行政区划，一九八四年元旦，更改为孝感市，公社也

随之撤销，合并为区、乡机构，但因本工作完成较早，所有统计资料都是按原行政区划进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