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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壤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开展土壤普查，弄清土壤资源的数

量、质量。是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搞好农业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措施。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部置，在县尹，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业务部门的指导下，

德专县土壤普查由县农牧局主持，动员伞县矿‘技员，组成了48人专业队伍。按照《江西省第

二、欠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于1983，11YJ开展野外调查，1984年初进行室内资料整理

和化验分析，截至84年lO月结束，历时一，完成了全县937平方公里的土壤普查任务。共挖取

主剖面．101个，付剖面815个，采集纸个标本1216个，县级农化分析样204个，土种分层诊断

样405套。经乡、县两级比土评土鉴定，全昙可划分7个土类，lO个亚类，29个土属，79个土

种．

提供的成果：各乡有土壤图、土壤养分点P?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土壤普查说明书。县

级盲。德安县土壤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氮素含量图，土壤有机质含量图、土壤速

效磷含量图、土壤速效钾含量图、土壤酸矿度图，土壤断面图等共8种图件和((德安县土

壤》一书。

德安县土壤普查，由县农牧局曾庆亚同志角声组织，并撰写《德安县土壤>>书稿。参加资

料整理，图件编制、化验分析的主要技才骨干有余清河，蒋新林、王泽国、周建平，毛莲蓬

等同志。

1981年九江市土地利用管理站，邀请了省，市有关专家和兄弟县的技术骨干，在宝塔乡

试点，举办了为期40余天的学习班，省土壤普夺顾问组组长刘开树付教授，市土地利用管理

站彭希德、王安阳、雷自强，杜高洪等农艺师亲临讲课、为德安土壤普查培养了一批骨干队

伍，人大常委会付主任陈秉常同志，农牧局局长眉师生、付局长胡华珍等同志为土壤普查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全面开展野外调奇工作由，市土地利用管理站付站长王安阳同志及王继

民同志多次莅临指导，县科委伊主任陈传满同志和科协秘书长王修炳同志参加协助工作。此

外，袈乡广大干部群众还玲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1984年12YJ，经省、市土壤普查验收小组审查验收，提出了宝贵意见，再次作了修改定

稿。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德安县土壤普查中心技术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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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德安地处赣北，位于南浔线中段。东接星子，南邻永修、西接武宁，瑞昌，北与九江相

连。地理坐标为东径115。237至115。53，，北纬29。107至29。337。南北宽40．8公里，东西长

42．6公里。土地总面积937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0．568％。

全县辖18个乡。一个镇，一个林场，还有共青垦殖场，县农科所，县渔苗场。共119个

村民委员会，1116个村民小组，1369个自然村，28986F'(其中农业户19866户)，1406,?,5人

(其中农业人口110724人)，全县总劳力41998个(其中农业劳力29683个)，国家职工2489

人，集体职．_工20961人，其他1865人。(1982年年报数字)

全县土地面积1406142亩，其中农业用地252755．58亩，(水田199857．14亩，旱地

52898．44亩)占总面积17．98％，林业用地944111．1l亩，占总面积67．14％，水面80609．11

亩，占总面积的5．73％，村镇道路和其他用地127064亩，占8．94％，(以上为土地资源调查

量算数字)，概称为s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是一个以种植业，生产水稻为主

的农业县。

第二节自然概况与土壤形成条件

一、气 候

本县属中亚热带(北缘)季风湿润气候区，总的气候特点是；温暖湿润，雨水丰而不

调，上半年多阴雨，下半年光照充足，春阴夏热，秋旱冬冷，四季分明。

l，温度。

年平均气温16．8℃，一月最冷，平均气温4．1℃，极端最低气温一11．2℃，七月最热。

平均气温28．8℃，极端最高气温40．4℃。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5℃的作物生长期267—292天。

东南部低丘平原区活动积温为5815--6185℃，西北部低山区为4987--5874℃，日平均气温稳

定通过10℃至20℃的双季稻生长期约180天。此间活动积温，中部、东南部丘陵平原区为

4100℃一4600℃，西北部低山区为3550--4099℃。年平均无霜期248天，最长为281天，最

短只有214天，可见我县热量资源较为丰富，除少数低山区两个乡外，均有利於双季稻和喜

温的亚热带经济林木生长．

2、光照1

年平均日照数1878．5小时，最多年达2186．8小时，最少年1656．5,b时，日照率43％。

4—6月是各种作物生长旺盛季节，月平均日照达183．5d,时，特别是7—8月，月平均日照达

249d',对，每日平均有8小时以上的光照时间。有利于各种作物和林木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

机物质．

3、雨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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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降雨量1338．6毫米，但年，月际变幅较大，最多年(1975年)为1807．8毫米，最少

年(1963年)为865．6毫米，雨量集于4—6月，降雨量达613．6毫米，占年降雨量46．2％，

7—9月降雨量322．2毫米，占年降雨量24．7％，10～12月降雨量仅150毫米，占年降雨量

11％。l一3月降雨量252．7毫米，占年降雨量19％。由於年、季降雨变率大，雨量集中，在气温

较高的季节，地表化学物理风化强烈，为地表流水侵蚀和堆积提供了条件，对土壤的形成和发

育带来了深刻影响。丘陵山区，坡面往往受到冲刷，特别是植被发育不良的红壤岗丘，水土

流失较严重，而在河谷平原的低洼地段在这段时间易受涝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4、蒸发量。

年平均蒸发量1585．7毫米，7—9月最大，l一2月最小，全年2-6月蒸发量小于降雨量，

其余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总的看来全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潮湿系数0．84，属湿度适中地

区。

在这种温暖多雨，干湿交替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各种成士母岩分解迅速，土壤中盐基

受到淋失，铁铝氧化物相对积累，致使本县大部分自然土壤和旱地土壤，发育成以粘化，红

化、酸化为特征的红壤。

二，地形，地貌

本县丘陵广布，占总面积63．17％，低山和平原各占19．2％和17．7％。总的地势是t西北

高，东南低，三面环山，东南角临近鄱阳湖滨。北有幕阜山东延余脉，茶子山，泮狮山，金

盆寺绵延构成北部低山地带，西南有小岷山呈北东及近东西向延伸，构成南部低山地形’中

部广大丘陵地带尚有彭山呈北东高矗展布，一般山岭海拔高度500米左右，西北部最高峰茶

子山海拔665．1米。最低处为南湖郑泗一带海拔15米，为全县迳流出口处．

根据县内地貌及岩性可划为四个基本地貌类型。

(一)侵蚀溶岩低山地形

分布于塘山，付山，自水的道岩山一带，以及吴山、林泉北部地区，面积89．6平方公

里。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的低山地形，顶峰高程除尖刀堪为588米外，一般在500米左右。地

表坎坷不平，溶岩发育，呈卡斯特地貌，切割深度100—400米，坡度为35—45。．

(二)侵蚀构造低山地形

分布于茶子山(塘山)，烨狮山(樟树)、金盆寺(林泉)以及彭山，磨溪小岷山等

地。面积94平方公里，地表层主要为粉砂石英岩和硅质岩组成。岩性坚硬，抗风化力强，山

势较为陡峻，高程500一665米，山顶呈尖锥形，相对高差大于250米o

(三)构造剥蚀丘陵地形

这类地形广布于全县中部地区，面积,606．4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樟树，爱民、邹桥，

车桥、白水一带，其次是吴山，聂桥、磨溪，宝塔，林泉，高塘等乡也有大片分布。地表主

要由泥质页岩、板岩、粉砂质泥岩构成，丘顶呈浑园状，海拔80一314．3米，丘坡平缓．坡

度10。至30。。

(四)侵蚀堆积平原地形

这类地形又可分为两类t

1．河谷阶地s

呈不对称带状，展布于博阳河两岸，宽处4公里，窄处约lo米，阶面平坦，微向河床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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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海拔高18米左右，坡度1。--5。，一般离出河床正常水位1．5—5米。成士母质多为河流冲

积物，少数是湖积物。土地垦殖率很高，几乎都是农地，土壤为潮沙泥田及潮土，这些土

壤，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是我县的主要农田区。

2．岗丘：

分布于米粮铺、金湖、林泉，黄蛹、高塘等乡，是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复盏的一系列岗丘

缓坡。面积64．4平方公里，海拔30—50米，相对高程30一40米，丘顶平坦，植被发育不良，

有不同程度水土流失现象。

三、成土母质

根据本县水文地质普查资料及土壤普查野外观察核对，我县成土母质可分为七种类型。

即t泥质岩类风化物、石灰岩类风化物、石英岩类风化物，第四纪红色粘土，河积物，以

及少量的湖积物和紫色泥岩风化物。其分布区域大体於下；

泥质岩类风化物：是我县中部广大丘凌地区的主要成土母质，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5．89

％。主要分布在樟树、爱民、邹桥，车桥、自水一带，其次是磨溪，吴山、聂桥、宝塔、

林泉、高塘等乡，是由泥质页岩、板岩、粉眇质泥岩等一类含泥质较多的岩石风化物组成。这

类母质抗风化力较弼，矿物组成复杂，形成的自然土壤，多为中、薄层中有机质泥质岩类红

壤，其耕作土壤为红黄泥田、红黄泥土。一般质地中壤至重壤，呈酸性反应，肥力中等，是

我县面积最大的一类成土母质，

石灰岩类风化物。是我县第二大成土母质约占总面秘的22．57％。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

塘山、付山、自水乡一带，其次是吴山、聂桥，林泉乡等地的低山高丘地区。是由石灰岩、

自云岩等风化而成。一般质地细腻怙重，矿质营养元素含量较丰，多数有石灰反应，呈中性

至弱碱性反应。形成的自然土壤多为中，薄层棕色石灰土，及厚、中层红色石灰土，其耕作

土壤为灰泥田、灰泥土。

石央岩类风化物：是我县第三大类成土母质，约占总面积的11．22％，常与石灰岩类风

化物交错分布于低山高丘地带。如西北部的塘山乡、樟树乡的泮狮山，林泉北部的金盆

寺、以及中部低山地带的彭山，西南部磨溪乡的岷山等地。主要是粉砂石英岩和硅质岩类的

风化物，一般风化度较浅，风化物中二氧化硅含量较高，形成的自然土壤多为中，薄层中、

少有机质石英岩类红壤，耕作土壤为黄沙泥田、黄沙泥土。一般质地偏沙常混有部分砾石，

保水保肥能力较差，矿质营养元素缺乏，土壤呈酸性反应。

第四纪红色牟占土。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岗丘地带的米粮铺、金湖、河东，共青、高瑭乡等

地，占总面积的7．48％。这类母质一般有较深厚的均质土层，剖面呈棕红色，有明显的网纹

状底土层。在林泉一带另星分布的第四纪红土常可见卵石层。形成的自然土壤为厚，中层

中，少有机质第四纪红色粘土红壤，耕作土壤为黄泥田、黄泥土。这类土壤质地偏粘，耕性不

良，酸性或强酸性，矿质营养元素缺乏。

河积物。是由河流搬运堆积而成的母质，主要分布在博阳河中下游沿岸，占全县总面积

2．04％。由这类母质发育的土壤，土层深厚，色泽均一，大多数是上下均匀堆积的，少部分

是夹沙层互堆的。一般在河流下游或距河床较远处质地多为轻壤至中壤，近河床处多为沙

壤，耕性好，呈弱酸性反应，宜种性广，是我县高产土壤的主要成土母质．

湖积物：少量分布于鄱阳湖静水地区的共青垦殖场和金湖乡的沿湖一带，占全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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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l％。多为解放后围湖造田而形成的溺呢田。这类±壤质地粘量、耕性差，多数因溃水为

害形成潜育型水稻土·

紫色泥岩风化物；仅在白水乡长庆一带的中丘地区有少量分布。母岩和风化物均呈理紫

红色易於识别，形成的土壤一般土层较浅，中下部土层多半为风化物碎屑、质地中壤，土壤

星微酸性反应．

四，植 被

我县的植被，山丘区主要是林地，包括次生林及人工林，面积32万亩，占山丘总面积

34％，林木复盖率为23．1％。主要分布在彭山，林泉，聂桥，吴山，磨溪，邹桥、车桥、自

水及宝塔等乡，低丘区主要是荒坡，生长草丛、灌丛及疏林，面积约54万亩，它们急待营

林或抚育更新I平原区主要是农作物及农田杂草，四旁绿化林等。

从林木种类看，主要树种有松，杉、株，板栗、枫杨、青皮栎，毛竹、杂木等·

此外，还有柑桔，桃，葡萄等果树。杂草种类繁多。

由于气候温和，植物生长一般较繁茂，生物生产量大，林下地表有机质的积累还比较

多，一般土壤丧层腐殖质含量可达2．5％以上。但在疏林和荒坡地上，有机质的积累较少，

在部分水土流失区，如爱民、高塘，米粮铺等乡，由于植被稀少，表土已严重侵蚀，出现了

成片的荒山秃岭。目前，面积虽然还不大(约6673．7亩)，但有发展趋势，是值得注意的不

良动向，需要及早防冶。

五，河流水系：

县内的河流属鄱阳湖水系，主要河流博阳河，发源于瑞昌县南义乡，它自西北向东南流

穿全县境内，自西北经邹桥、磨溪、聂桥，乌石门至县城，沿途汇集了昆山水，西泉水、山湾

水、宝泉水、林泉水等12条支流，最后汇入鄱阳湖汉，全长93公里，集水面积626平方公里，

上游为低山区，中游为丘陵区，下游为低丘平原区。据梓坊水文站资料，博阳河平均水位高

22．14米，最高洪峰29．87米，最低水位21．74米，平均流量为11．8l米3／秒，最大洪峰流量为

755米8／秒，最小流量0．03米3／秒。从这些水文资料看，河流水量变化较大，每年4—6月间，

水系上游常有短期山洪泛滥，下游又因鄱阳湖水“顶托"倒灌造成大片涝灾，出现较严重的

洪涝灾害。为了防治水患，解放后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对防洪排涝相农田灌溉起了重要作

用，但因有些工程未能配套，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加之水利工程设施数量还不够，还难以根

除水患，对我县农业生产威胁较大。

六、人为活动对土壤的影响

土壤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受自然成土条件的影响，而且还受人为耕作活动的制约。有益的

生产活动可使土壤肥力逐步提高，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可使士壤变劣。我县的金湖，共青湖滨

一带，过去是草甸土，解放后经围垦种稻，开始逐步发育为潜育型水稻土,11以后在不断疏干

的条件下，已发育为较好的潴育型水稻土I林泉乡的大面积水稻土，从六十年代改种棉花以

来，原来的水稻土已逐步向旱地土壤转化I在丘陵地区，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不少旱地改种

了水稻，又逐步形成了水稻土。此外，米粮铺园艺场，共青黾殖场等地在第四纪红壤岗丘上，

开垦种植了果树和旱作物，在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条件下，土壤迅速熟化，发育为肥力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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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黄泥土。这些都是人为活动对±壤的改造，促使±壤向有利子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但

如不合理的耕作，也有造成土壤恶化的现象，如长期偏施化肥，少施农肥，造成了土壤板

绪。排水不良，引起地下水位抬升，或土层溃水，使部分潴育型水稻土出现了次生潜育化现

象。

总之，一个地区的土壤类型结构，是当地五大成土因素综合怍用的结果。我县所处的地

理位置一一中亚热带北缘的生物气候条件，基本上决定了我县山地和旱地土壤发育成地带住

的红壤。而复杂的地形、水文和各种成土母质的影响又导致土壤类型的多种多样。加上人们

长期耕作，加速了土壤的熟化过程，特别是在水耕条件下，培育了大面积的水稻土。

第三节农业生产概况

我县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主要是粮食生产。其中，粮食生产结构为。早稻面积10万

宙．(年报面积下同)晚稻面积约9．5万亩，一季中、晚稻3万余亩’红茹、大、小麦、玉

米、蚕豌豆及大豆等2．5万亩I棉花约2万亩左右，油菜、花生、芝麻等约5万亩。(目前农

业生产水平见1982年主要作物生产情况表)。

从现行的耕作制度看；以县城为中心的低丘平原区，是一年三熟的双季稻区，复种形式

主要为稻稻肥，稻稻油，中部广大丘陵区，大多数为双季稻区，复种的主要形式为稻稻肥、

稻稻油，稻稻闲，部分地区受水利条件限制，也有一年两熟或一熟的，主要轮作制为稻一

肥、稻一油、稻一玉米、稻一闲等。西北低山区受水热条件限制基本上是一季中晚稻为主。

林泉乡等棉区的轮作形式。主要是棉一麦、棉一油和棉一闲，少部分为稻棉水旱轮作。

零星分布的旱地利用率较低，一般为红茹一油菜，芝麻或花生一休闲，为一年一熟或一

年两熟。

我县的农田水利条件还不理想，有效灌溉面积121990亩，仅占耕地总面积68．38％，其

中旱涝保收面积72409亩，占耕地面积42．3％(按县统计局上报面积，以下同)，高产稳产

农田48035亩，占水田耕地面积33．9％。目前施肥水平还不高，82年全县施用化肥总量为

7428．5吨，平均每亩施用化肥为85斤，其中标氮5132吨(平均每亩59斤)，钙镁磷肥1925吨

(平均每亩22斤)，氯化钾363吨，(平均每亩4斤)，其它复合肥108．5吨。

从林业生产看，是薄弱环节，现有森林面积为32万亩(其中杉木人工林33655亩)，林木

蓄积量482347米8，单位面积积蓄量1．5米8，人均积蓄量为3．5米3。

畜牧业的现状也是较落后的，主要是养猪业，据82年统计，生猪62111头，每亩耕地平

均只有0．34头，远不能适应培肥地力的需要。

渔业生产，虽然水资源较丰富，但生产发展较慢，水平较低。全县可供捕涝和养殖的水

面108800亩，其中捕涝水面84007亩，养殖水面24793亩，82年养殖水面平均亩产鲜鱼仅44．2

斤，产量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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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党在农村中的各项经济政策．广大农民生

产热情空前高潮，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82年全县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

平达14224．34万斤，比49年增加4．27倍，年均递增率5．2％，棉花发展到1．8万亩，总产达

16494担，比49年增加6．86倍，年均递增6．4％，生猪存栏62111头，比49年增加3．67倍，年

均递增4．7r％。农业总产值达4080万元，比49年增加8．83倍，年均递增7r．2％，82年交售商品粮

4917万斤，入平贡献432斤，每亩耕地产值158．56元，社员人平收入243元，比合作化时期的

56年增加3．14倍，农户人平储蓄存款42元，超过全区水平。

取得上述成绩，除党的方针政策威力外，在粮食生产方面历年来推行了一些重大的技术

改革。五十年代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旱地改水田，中稻改早稻)，大大提高了复种指

数，充分利用了光能地力，六十年代开始推广了矮杆良种，增施化肥用量，七十年代在继续

普及更新早稻良种的同时，晚稻大面积推广了杂交水稻。每一次重大的技术改革，都大大推

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显示了技术推广的威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生产上还存在不少问

题，特别是土壤改良利用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没有建立合理的复种轮作制度，重用轻

养，缺乏培肥地力的有效措施，肥地作物在复种轮作中比例太小，红花播种面积未恢复到历

史最高水平，产量下降。偏施氮肥，土壤养分比例失调，低产田仍有5万余亩。旱地土壤利

用率低，肥力差，农田沟渠淤塞，排灌不良，串灌漫灌，水肥流失严重，有45107．69亩(土

查量算面积下同)潜育型水稻田尚未改造，更有43903．59亩潴育型水稻土产生了次生潜育

化现象⋯⋯。

回顾以往农业技术推广历程，只注重了一些战术性的技术推广，却缺乏长远的战略性的

地力建设，特别是长期以来对土壤资源的数量质量不清，因而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土壤改良利

用规划，实行合理施肥，有计划的培肥土壤，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今后，如果我们仍不

重视保护和培肥地力，单靠化肥经营，土壤肥力将会逐惭减退，病虫灾害也会加剧，将会成

为农业发展中的主要障碍。全国土壤肥料工作会议指出t提高粮食生产，在於提高地力，提

高单产，主要是要抓好地力建设和科学施肥，这是各项措施中的根本措施。可见，当前开展

土壤普查，坚持成果应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要实现在本世纪未工农

业产值积两番的战斗目标，土壤普查确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农业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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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壤的分布与分类

第一节土壤的分类与命名

一，土壤分类的依据

土壤分类既要反映不同发育阶段的各类士壤的基本性质，发生学上的联系和肥力特征，

又要有揭示其内在的主要矛盾和利用改良途径。因此土壤分类应以土壤形成的环境条件和人

类生产活动对其影响为前提，把成土条件、成土过程和土壤属性有机的结合起来，作为土壤

分类的依据。

本县的土壤分类，按省《规程》规定的统一分类原则，采用土类、亚类，土属、土种、

变种五级分类制划分。

土类：是土壤分类的高级单元，它指在一定的生物气候条件下发育起来的，有其独特的

成土过程、剖面特征和理化性质的一类土壤。

亚类；指在土类范围内、在同一成土过程中的不同发育分段，或在主导成土过程中出现

了附加的成土过程，使土壤属性发生了分异的过渡类型。

土属。是土壤发生学上互相联系、承上启下的分类单元、可以是亚类的续分，也可以是

土种的归纳。我县划分土属的依据，是按母质类型划分的。

土种；土种是基本分类单元、是在相同母质的基础上，具有相类似的发育程度和剖面层

次排列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土壤。划分土种的主要依据是：①诊断土层的发育度，②耕层的肥

力状况。⑧异质土层的种类、深度和厚度。

二、土壤命名

我县的土壤命名，主要按省((规程》规定的原则命名。对土类、亚类两级采用了文献规

定名称，土属以下的命名，尽量采用群众习惯的名称。具体说明如下：

土属的命名t采用母质类型名称+亚类名称表示。但耕地和非耕地在母质类型名称上作

分别处理：即耕地土壤采用通俗的母质类型名称，而自然土壤采用母质名称，并规定水田土

壤名称最后用田字表示，旱作和园林土壤名称最后用土字表示。如红黄泥田、红黄泥土和泥

质告类红壤。

土种命名：水田土壤，采用诊断土层发育度+耕层肥力状况+土属名称的方式命名，如

中潴灰红黄泥团，旱作土壤，采用有效土层厚度+耕层肥力+土属名称的方式命名，如中

层灰红黄泥土，非耕种土壤，用有效土层厚度+表层有机质含量+土属名称的方式命名，如

厚层中有机质泥质岩类红壤。

三、土壤分类系统表

根据以上分类依据及命名原则，结合本县土壤具体情况，将全县土壤划分为7个土类，

10个亚类，29个土属，79个土种。(见表2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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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一l l 单位，亩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百分代号 名 称 面积 百分名称 面 积 名称 面 积 名称 面 积
比 比

1l 强潴乌红黄泥田 4959．4 0．35

12 强潴灰红黄泥田 5663．63 0．4

红
13 强潴次潜灰红黄泥田 2280．29 O．16

水
1‘ 中潴乌红黄泥田 8418．39 0．60

237078．66

黄 15 中潴灰红黄泥田 52665．51 3．75

潴
占总面积 117924．94 8．39 1。 中潴红黄泥田 2236．22 0．16

16．88％
17 中潴次潜乌红黄泥田 5838．85 0．42

泥
ll 中潴次潜灰红黄泥田 22259．13 1．58

1口 中潴次潜红黄泥田 5686．94 0．4

田 1l o 弱潴灰红黄泥田 4154．17 0．3

11 l 弱潴红黄泥田 3351．36-0．24

1l 2 弱潴火隔红黄泥田 411．05 0．03

2l 强潴乌黄泥田 2718．67 0．19

黄
22 强潴灰黄泥田 6563．93 0．47

33689．65 2．4

泥 23 中潴灰黄泥田 12586．13 0．9

2‘ 中潴次潜灰黄泥田 10583．61 0．75

田
25 中潴黄泥田 1237．31 0．09

3l 强潞次潜灰壤质潮沙 2287．45 0．16

育 泥田

潮 32 中潴灰壤质潮沙泥田 26418．3 1．88

48584．56 3．46

沙 33 中潴乌壤质潮沙泥田 3224．7l 0．23

稻
泥 3‘ 中潴壤质潮沙泥田 529．38 O．04

中潴次潜乌壤质潮沙
5584．2 0．4田 35

泥田

38 中潴次潜灰壤质潮沙 10540．52 0．75
泥田

灰 4l 中潴乌灰泥田 1337．3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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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县土壤分类系统表

续表2一l z 单位；亩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离分名称I面 积名称面积 名称!面积气pi代号 名 称 面积
比

泥! {4。 中潴灰灰泥田 9725．520．69

；4 3 中潴次潜乌灰泥田 4745．2410．34
26063．96 1．86

4· 中潴次潜灰灰泥田 6249．8810．44

田i }45 弱潴灰灰泥田 4005．97i0．29

307266·24

蚕l 5871．44{O．42{I i：}耋蓁萎茎薹雯詈
5572．31 10．4

l型
299．1310．02

警l 4944．11 0．35 6l 中潴灰紫泥田 4944．11,o．35

一 71 全层中潜灰红黄泥田 7265．160．52

{红
7 2 中位中潜灰红黄泥田 8430．580．6

±：妻黑船|i ；黄 49943．80 3．56土l 21．88％i } {磊 73 上位中潜灰红黄泥田 7709．8710．55
i田

7‘ 弱度表潜灰红黄泥田 26538．19 r1．89
69385．39：

，潜{ {黄只 8l 中位中潜灰黄泥田 1150

}泥 3416．79 0．24

2266．79 o．16‘田 8 2 弱度表潜灰黄泥田

：：寡9总面．oA积}％一 9 1

中位中潜灰壤质潮沙
893．52。0．06

L，

3534．6 0．25
沪田

育{ j蔷 ：92
弱度表潜灰壤质潮沙

2641．080．19
泥田

1灰 10 l 中位中潜灰灰泥田 2823．4‘0．2

{泥 2998．860．21

型． {田
lO z 全层强潜乌灰泥田 175．46 0．01

紫泥
：田

1596．48．0．11 11 1 弱度表潜灰紫泥团 1596．480．11

黄沙
229．36』0·02 12l；弱度表潜灰黄沙泥田 229．3610．02

I湖l 13l 中位中潜灰粘质湖泥田 2624．1410·19
泥1r一65．-．I- 55

5041．36’0．36弱度表潜灰粘质湖泥田

型望．％I田1％9“。l”一‘19lo．060 06
114l 强淹灰灰泥田 802．19 0．06

潮：。4918．21：潮i．4918．．2．1{翥里：4042．73：o．28，15l 灰壤质潮沙泥土 4042．73 0．28

士1占0嚣％l土{!土；占0赢潮千1 5伯·46ou·ub坻bl 灰沙壤质潮沙泥土 875．4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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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1 a

德安县土壤分类系统表

占总面积
黄 12397·43

0．89．18：：厚层红黄泥土 |1485．65 o．11泥
66．28％ 土

：183薄层红黄泥土 1109．63 0．08

第四纪 }5．79l-9-!嚣呈墨囊机质第四纪红色 46420．78 3．30

红色粘 81450．86

土红壤 {19 z：蒹至算囊机质第四纪红色 35030．08 2．49

20t{厚层乌黄泥土 1551．99 0．11

黄|
20=。厚层灰黄泥土 7447．69 0．53

泥1 13587·2 0．98
20a}厚层黄泥土 1621．82 0．12

红

20·中层灰黄泥土 520．04 0．04

土
20 s．中层黄泥土 2445．66 0．17

灰 22t厚层乌灰泥土 2666．51 0．19

泥 22568．80I

L6
22 2；厚层灰灰泥土 16510．93 1．17

土 ‘22s早层灰记土 3391．36 0．24

壤 石 23l’墨层甲再哪L质自央君类红 16510．93 1．17

英 23：患层多有机质石英岩类红 27094．67 1．93
岩 76986．81

5．47
类 ，2薄层中有机质石英岩类红
红 一3壤 29111．14j 2．07

壤 。口薄层少有机质石英岩类红 4270·07 O·3

黄沙
516．85

0．04 24l 厚层灰黄沙泥土 516．85 0．04

泥土
{

·1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