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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郧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验收书

根据《国发》1979年1 11号文件，郧县土壤普查工作从198Z年2月开始至1984年8月

结束．按照全国关于《对县级土壤普查验收暂行办法》和Ⅸ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

规程》的要求，地区组织验收组对郧县土壤普查各项成果进行了检查，其结果如下。

一、野外调查和土壤分类系统符合《规程》要求。
’

二、化验项目齐全，数据可靠．

三、工作底图和制图程序符合《规程》要求。县，社图件齐全，质量较高．

四、文字资料和统计表格齐全。土壤志符合省定《县级土壤志编写大纲》的要求。

五、面积量算方法正确，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六、查出了土壤中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因素，为合理利用土壤资源提供了科学

钓依据。

七，开展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目前已初见成效。

根据验收成果，验收组认为，郧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

技术规定》的要求。同意验收。

郧阳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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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

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从1982年2月开始，历时两年五个

月，于1984年7月胜利结束。

这次土壤普查是以生产大队为进队单位，以地块片为基础，以1：2．5万地形图为工

作底图进行的。共挖掘主剖面6，670个，其中耕地5，773个，平均118．4亩一个。共取农

一化样3，740个，其中耕地2，843个，平均240．5亩一个。共取诊断样136套。共取速测样

17，534个，平均40．O亩一个。

经过化验、制图、资料整理等室内：亡作，大队有了地块片档案和土壤养分通知单，

．公社有1，25万土壤图、土壤有机质图、土壤全氮图、土壤速效磷图、土壤速效钾图、土

壤酸碱度图、土壤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全套调查统计表，县有1：5万土壤

图、土壤养分(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图、土壤酸碱度图、土壤评级图、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普查工作报告，有关专题报告、面积量算报告、土壤工作分

类说明及检索表，以及规定完成的全套表格资料。

通过这次普查，基本查清了我县土壤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分布，土地利用方面的成

额和问题，高产稳产农田的土壤条件，低产土壤及其障碍因素，测定了土壤主要理化性

质，从而为农业区划和科学种田提供了土壤方面的依据。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土肥科技

队伍。

为了集中反映这次土壤普查的成果，特编写《郧县土壤志>)，全志共分九章。主要

叙述我县土壤形成条件，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和分布，土壤各论，土壤肥力状况，土壤

资源及其评价，低产土壤类型和改良措施，土壤改良利用分区以及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情

况。

在编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及时指导，得到了本县各有

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迫，本志必有许多
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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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壤形成条件

郧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和邻县郧西为本省最北的两个县

份，属秦岭山脉东延部分，面积3，774平方公里，人口54．6万(1981年．)·辖25个人民

公社，1个镇，1个农场，1个林场。

本县地势，由西南、正北向中部汉江谷地倾斜，东北部向外倾斜。最低处丹江水库

水位线，海拔1 57米，最高点苍浪山顶峰，海拔1824米。

本县珏手瓦画雨菘．过渡地带_汞西面玻地带。—蕴厦另东经110。7 720
7
7至111。167，

纬度为北纬32。25，37，，至33。15，37，，。十分接近我国东部季风区亚热带的北界、我国传

统的南北分界线秦淮线，最北部与陕西宁陕、洋县，河南西峡、方城等县城，纬度大体

相当。在我国地势三级阶梯中，本县处于典型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十分靠近中、1氐

两级的分界线大兴安岭一一太行一一巫山一一雪峰一线。这些就是本县成土诸因素的脊

景。

第一节 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以水热条件的作用最为重要。

主要农业区一一河谷盆地丘陵地区的水热条件，以海拔2 00米左右为代表，记述姐

F：

1953一一1982年共30年平均，全年各月平均气温、降水量、蒸发力，年平均气温，

年降水量，年蒸发力，见表l一一1，其中，蒸发力系用H·H·伊凡诺夫(HBa

HO B)公式求得的。

表1—1 各月气温、降水量和蒸发力

月 份 1 2 8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气 温
(℃) 3．0 5．0 10．1 16．1 21．3 26．3 28．2 27．4 21．9 16．7 10．6 5．2

降水量
(m m)

13．9 20．3 43．4 76．2 79．8 81．1 145．7 129．1 103．9 63．1 38．8 13．8 809．1

蒸发力
(mm)

48．4 53．5 71．6 94．7 129．2 173．4 132．4 128．9 101．3 84．0 64．6 54．2 1136．2

由表l一一1知，最热月为7月，最冷月为1月，气温年较差25．2℃．

气温稳定通过10℃的初日为3月25日，终日为11月14日，持续天数235天，活动积

温5，130。9℃。

终霜3月12日，初霜1iJql4日，无霜期246天．

气温三18℃的月份是5、6、7、8，9各月，共5个月．≤8℃的月份是12、

一1一



1、2各月，共3个月。小于年均温的月份是ll，12、1、2、3各月，共5个月。

四季划分，按候均温10℃以下为冬季，22℃以上为夏季，两者之间为春、秋季的标

准，春季，为3月15日至5月20日，共67r天I夏季，5月21日至9月15日，共l 18天，

秋季，9月16日至11月18日，共64天，冬季，11月19日至8月14日，共1 16天(据县气

象站计算，1953一一1980年共28年平均)。

年温相时，年最低气温出现在1月30日(2．1℃)， 年最高气温出现在7月22日

<29．8℃)。
，

最多雨月7月，最少雨月12月。 、

降水三60 m m的月份是4、5，6、7，8，9、10各月，共7个月，其降水总和

为678．9 111 1"110

降水≥100 1"1'1 1'11的月份是7、8、9各月，共3个月，其降水总和为378．7 m 111。

降水年变率为19．3％。

干燥絮，据县气象站计算，为1．27(1953一一1980年28年平均)。

以上数据表明：

1、属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在柯本气候分类中，属Cwa型。

2、有较弱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大陆度为58．6％。

3、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春秋季升温、降温快。

4、冬暖夏热明显。1月份平均气温高予纬度较低、海拔较低的许多地方，如襄

阳，钟祥、应山。7月平均气温在郧阳地区、恩施地区，襄阳地区为最高。年平均气温

也高于襄阳、钟祥、应山等地。

表1—2 郧县与襄阳、钟祥，应山气温比较表 单位。℃

纬 度 海 拔
县 名 年平均 1 月 7 月 年数

(N) (m)

郧 县 16．0 3．0 28．2 30 32 051t 201．9

襄 阳 15．8 2．5 27．3 24 32。021 68．7

钟 祥 15．8 2．8 27．9 22 31。10t 65．8

应 山 15．5 2．3 28．1 18 31。37t 99．6

干燥度1．0左右的地带，黄棕壤化成土过程比较典型。在其垂直带的上部、下部，

则发生变异，在干燥度明显大于l。的低海拔地带，淋溶减弱，从而发生向遏±成土作用

方向的变异，钙积过程得以表现，形成黄褐土亚类。在中山地区，气温较低，湿度较

大，干燥度明显小于1，水分状况良好，氧化较弱，有机质积累增强， 剖面层次色调较

一致，颜色较暗，形成山地黄棕壤亚类。 ．

第二节 母岩母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的成土母质，大体划分为五种，即近代河流冲积物、第四纪粘土、红砂岩类风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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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物。泥质岩类风化物。碳酸岩类风化物。

_，近代河流冲积物

近代河流冲积物主要是第四纪全新世(Q．)以来的河流沉积物。为松散堆积物，

透水性较强，处在河边开阔平坦地段，形成的土壤地下水位较高，早地常有夜潮现象．

母质各沉积层次物质粗细的差别，常使土壤有不同的质地层次，有的有夹层。沉积物有

无石灰反应，决定土壤有无石灰反应，沉积物质的粗细，对土壤养分影响很大。我县汉

江沿岸超河漫滩第一级阶地大都被丹江库水淹没，较小河流的冲积物颗粒较粗，因此，

我县这类母质发育的土壤养分含量大都较低。
’

二、第四纪粘土

第四纪粘土主要是第四纪中更新世(Q。)和晚更新世(Q。)时期的粘土沉积物，

多分布于断陷的河谷盆地。沉积的层次深厚，颗粒细小，因而形成的土壤土体厚，质

地较重，代换量高，矿质薏爹含量丰富。
。

三、红砂岩类／瓯-化物一’；-‘y佃7I’U Iu’J州

红砂岩类，包括红色砂岩、红色砂砾岩，为中生代晚期和新生代第三纪的陆相沉积，

主要分布于郧县盆地、安阳盆地、梅铺一一刘洞盆地，红色砂岩、红色砂砾岩一般为半

成岩，岩性松软，孔隙度大，对外力的机械作用具有缓冲能力，不易崩解，它的风化方

式主要是在地表水的浸溶作用下缓慢地脱落。红砂岩类属碎屑岩，由粉砂、砂、砾石等

胶结而成，富含石英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的矿物，因而，常在地表形成薄层残积风化

壳，发育的土壤薄而瘠，多砾石。虽处在低海拔平缓地带，但这类母质形成的土壤，早

地与林荒地的面积比例只有1：6，红色砂砾岩母质上的土壤，通常造林艰难，不易扎

根，只稀疏地生长一些禾本科的野草。

四，泥质岩类风化物

泥质岩类，是我县面积最大的母岩母质类型。分布范围包括汉水以南绝大部分地区

和江北的南化隆起、建设(翻山堰)隆起，大龙山隆起地带。地质基础古老。苍浪山地

区地层，为元古界武当群的官坊组和杨坪组。官坊组主要是一套复杂的变质火山一一沉

积岩系，包括变质的基性、中酸性火山熔岩凝灰岩及泥砂质沉积岩，由于区域变质作甩

使岩石特别是火山岩发生绿岩化性。杨坪组是一套砂质沉积作用而形成的负变质岩系，主

要由石英岩、变质砂岩，自云母石英片岩、含炭质条带的石英片岩、含石榴子石的白云

母石英片岩等组成。江南堵河以西其它地区的泥质岩，主要有下震旦统郧西群汨寒武系

地层，郧西群为变中酸性凝灰岩溶岩夹变砂岩绢英片岩，该区寒武系地层以硅质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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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地区泥质岩，一般是下震旦系地层。大龙山隆起和建设隆起以郧西群为主，为变中酸

性凝灰岩熔岩夹变砂岩绢英片岩，其他地区以耀岭河群为主，主要岩性为绿帘绢云片

岩、钠长绿帘绢云片岩，钠长片岩、黑云钠长片岩、黑云钠长绢云片岩。

泥质岩具有定向构造和泥裂的构造特点，在热胀冷缩、吸水失水、水分冻融作用

下，容易崩解、破碎、脱落，容易风化成均匀的粒状，风化速率快，因而泥质岩区自然

植被繁茂。泥质岩难以彻底风化。因而土壤质地较轻。泥质岩含钙质较少，风化壳又古

老，钙的淋溶经历了较长时期，因而发育的土壤PH值较低。

五、碳酸岩类风化物

碳酸岩类，包括石灰岩、自云岩、泥灰岩等。分布于江北的梅铺、谭山、刘洞、黄

柿、自桑、桂花、大柳等公社，江南少量。一般为浅海相化学沉积岩及其变质岩，包括

上震旦统灯影组，下寒武统水沟口组，中寒武统岳家坪组，上寒武统蜈蚣垭组，下奥陶

统水田河组，中奥陶统吊床沟组，上奥陶统，泥盆系，下石灰统，以上震旦统地层为

主。 一

碳酸岩类富含钙质，由于母岩母质这一成土因素作用的突出，发育的土壤为岩成

土。 ～

石灰岩主要靠化学溶蚀而形成土壤，风化残积物与下面基岩之间，没有过渡的半风

化层，界线十分清楚，土壤粘重，盐基含量高。自云岩因矿物晶体为弯曲马鞍形的菱面

体，在热胀冷缩的物理风化作用下，表层岩石易破裂成碎块，但化学风化比较困难，这

些碎块常保持角砾状态，形成所谓石坡。泥灰岩易于风化，发育的土壤质地为轻壤。

受岩性的影响，我县岩成土(包括石灰(岩)土和紫色土)面积大，占三分之一

强。．

第三节 地形地貌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属秦岭构造带的南亚带，自古生代以来，地壳长期反复活动，构造复杂，变质

作用广泛，褶皱和断层十分发育，并有多次岩浆侵入活动，这种构造运动与外营力地质

作用相结合，奠定了我县地貌的基础。

一、地貌区域

全县大体分为四个地貌区：西南中低山区，汉水盆谷丘陵区、滔河盆谷丘陵区、滔

河流域外缘低山区。

1、西南中低山区

包括叶滩、叶大、东河、将军河、鲍峡5个公社以及辽瓦、安城、五峰3个公社部

分大队，为侵蚀山地。海拔500米以上。地表流水的下蚀作用活跃，山势陡峭，沟谷深

切，地形起伏大。堵河自南而北穿过本区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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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永盆谷丘陵区

为汉水沿岸海拔500米以下的低缓地带，主要是郧县盆地，安阳盆地及其盆边丘

蔹，汉水以南部分，包括青山、茶店。柳陂以及辽瓦，安城、五峰的一部分．为侵蚀堆

积地貌·地形起伏小，相对高差一般在190米以下。

8、滔河盆谷丘陵区

为县内滔河流域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带，以及丹江沿岸我县境内部分。相对高差一

般小于100米，局部达200米．该区有深厚的碳酸岩地层，或出露，或上复红砂岩类、第

四纪粘土。水易沿裂隙、溶洞渗漏至深处，许多地方水源奇缺。地貌成因兼有溶蚀，壁

蚀，侵蚀。

4，滔河流域外缘低山区

为滔河流域外缘的隆起地带，呈一弧形，西部连片，东部狭长，主脉为龙落山一一

苏家山一一大桑树一一秦家墁一一大柳树一一天坑梁子一一捉马山一一云彩山一一大龙

山一线。北部和西部为岩溶山地，大柳有著名的溶洞一一天井，多处有地下河，溶蚀在

地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嚼泥质岩区，山高水高，溪流发达，地貌形成的主要外

力是流水侵蚀，地面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二、地形地貌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1、海拔高度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随海拔升高，水热对比关系产生明显的变化。比如同为碳酸岩类地区，在滔河下

游，水分渗漏问题常导致土壤缺水．成为对当地农业生产最大的危害；而在海拔较高的

大柳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土壤水分状况终年良好。这种垂直差异影响风化作用的方

式，引起土壤一系列性状乃至土壤类型的变化，详见第一节。

2、坡度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坡度髟响地表径流速度，从而制约其冲刷能力。在40度以下．侵蚀强度随坡度递增

而递增。坡度大的地方土体浅薄土壤剖面发育常不完整。建造梯地，拦沟扎挡，就是

通过降低地面坡度乃至创造水平地面，控制地表径流速度，减弱侵蚀强度，并促使流水

搬运物沉积来保蓄土壤的 耕地多分布在地势低缓的地区，坡度较小的部位，而且大

都经过人丁改造。加强了削平作用和堆积作用，不同程度地减缓了坡度，全县的耕地，

坡度在lo度以下的385，205亩，占56．4％，10一一15度的152 669亩，占22．3％，15—

7--25度的107，218亩，占15．7％，大子25度的38．550亩，占5．6％。而林荒地的坡度则

比耕地大得多。一些地方在陡坡上开荒种植，土体浅薄，土壤处在幼年阶段，广种薄

收，生产力很低，特别是，耕作使土壤疏松，极易被冲刷，土壤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3、坡向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南北坡的水热条件不同，在局部范围内，南坡较温暖干燥。北坡较冷凉湿润。坡度

愈大，差异愈明显．这就影响风化的方式和强度．迎雨坡、背雨坡的侵蚀强度也有差

异，一般前者较大，后者较小．

相反拔向，一般沟深的一面侵蚀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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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形部位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m．7 ：

、坡上部多残积母质，坡脚多坡积母质。残积母质形成的土壤浅薄多砾石，剖面发育

不完整。在山高谷深的地区，如叶大公社黄龙洞至门楼，叶滩公社月亮湾，河谷耕她极

少，而阶梯状山坡的阶面部位，往往土体较厚，耕地较多。丘陵区的镑田，生产性能良

好，槽田易受水害。早地在无沟蚀的情况下，沟心部位土体深厚，质地适中，水气热协

调，群众称为地心。

第四节 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自然植被种类繁多，多混交，木率和草本混交，灌木和乔木混交，针叶林和阔

叶林混交，落叶阔叶树和常绿阔叶树混交，充分表现了过渡地区，多宜地区的特点。草

木植被，低海拔地区多为耐旱的禾本科的，随海拔升高，中生的唇形科，蔷薇科、伞

科，莎草科的逐渐增多，术本植被，低海拔地区旱生的、耐碱的灌木、半灌木、小灌木

较多，随海拔升高，乔木渐趋繁盛。

我县自然植被，大多不同程度地受刭人的干扰。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的20年内，森林

资源遭到很大破坏，过量采伐，使森林覆蒿率和郁闭度大大降低。随着人口增长，草木

植物和木本植物所生产的干物质，用作燃料的部分越来越大，导致我县低海拔地区的自

然土壤，多无明显的枯枝落叶层和腐殖质层，地表变得干燥，微生物活动减弱，对正常

成土过程产生许多不良影响。部分地区坚持植树造林，改造次生林，覆盖率和郁闭度增

高，风化过程中的生物作用、水的作用加强，土壤理化性质改善，土体厚度增加。

我县人工营造的森林植被，有针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栋

树，刺槐，马尾松，日本黑松、柏树，其次有椿树、泡桐、榆树、意杨、法橱等，以及

油桐、漆树、苹果、蜜桔、茶、油橄榄等多种经济林木。

我县自然土壤有这样的趋势：由低海拔向高海拔，郁闭度增大，土壤有机质含量增

大，PH值降低。在基本未受人干扰约森林植被下，地表有较厚的枯枝落叶层，土壤表

层绵软，色暗，湿润。

第五节 社会环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的农耕史，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列春秋，自古以来，农民“终岁勤动，作

息相忘，，，世世代代开发着这块土地。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

慢，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与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2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产

达到351斤，楣当于1949年的3倍多．发展生产的过程，也是改良土壤，熟化土壤的过

程．
．

“．+ ’一、水利建设
“

建国后，我县人民除在兴建丹江口水库和黄龙滩水库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外，还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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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修建100—1，000万方水库2座，10一一100万方水库12座，10万方以下水库83座，．
泵站191座，塘堰3，200个，渠道3，257条，总长3，457公里。全县有效蓄水量由1949

年的2，950万方增加到l·5亿方，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5·9万亩增加到16·2万亩，早

涝保收面积由1949年的10·5万亩，增加到13·4万亩。

水利建设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细峪公社利用巨家河水库的水源，旱改水1·5万

亩，并改善了早地的灌溉条件，促进了粮食大幅度增产。

如横山大队在巨家河水库修建前后，耕地结构和粮食产量显著变化。

衰1—3 细峪横山大队在巨家河水库修建前后耕地结构和粮食产量对照表

阜 耕地 粮食 年蛊产 亩产增长 其中：水 田

面积 惠 产
面 积 面积增长率 占耕地面积份 (亩) (斤) ，，(斤) 率(％‘)
(亩) (％) ％

1968 4，271 784，969 184 299 7．0

1983 3，192 2，610，520 818 344．6 1，565 423．4 49．0

旱地改水田，使土壤生产力大大提高。例如寨沟一队章天才房后52亩地。

表1—4 细峪察沟一队牵天才房后52亩地旱改水前后粮食亩产对照表

jE． 夏粮亩产

份 (斤)

1974 147

1983 357

旱地改水田后，引起土壤一系列变化，增加了土壤腐殖质的含量，提高了土壤养分

灼有效性．淹水条件下，粘重土壤难以耕作的状况得以改善．并可蓄足水分有利后作的

生长．

水浇地的性状也受浇水的影墒．r首先，由于大大减弱了洪涝灾害的威胁，而不同程

度地控制了土壤侵蚀，基本不受淹没．其次，经常保持良好的土壤水分状况，有利于±

壤微结构的形成，并可以加快土粒的化学风化。

上述影响，不仅使土壤发生一般的土种级的变化，而且部分形成了水稻土土类，这
是一个飞跃．

目前，我县还有部分水利设施需要解决工程配套问题。如总蓄水量142万方、有效

蓄水量99。4万方的董家台水库，1971年建成，至今未实现渠道通水。如果搞好工程配

套，就可大大增加受益面积。

二、改土一、认山

改土是农民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的一项基本经验。但在建阿自彳，改土的规模小，一般

只在低海拔地区比较开阔平坦灼地方进行，改土：!：．技术落后，质量不高，专恃人力，只

能作一些简单的修修补补。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进步，人们不断地向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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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和深度进军，改土成为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环节．

．1，坡地改梯地

早在五十年代，我县建造梯地的规模就扩大到高寒山区。当时大柳农民曾总结坡改

梯有五大好处：可以拦蓄淤泥，加厚土层，减轻暴雨和洪水危害，保住耕地面积，种植

省工，产量提高数倍；经济收入增加。他们说： “宁种屁股大个窝，不种满山半面

坡”，一改过去的广种薄收习惯。七十年代以来，丹江水库淹没我县耕地92，367亩．

绝大部分为好田好地，我县人民在山上打主意，大造梯田梯地，保证了生产稳步的发

展．

2、小块改大块

这一工作主要是七十年代以来进行的．沟挡梯田，随着淤泥增厚，逐渐拆除较矮的

石坑，使两块或数块梯地合并为一块i这样，既利于耕作，又解决了小块地半边遮荫半

边漏水的问题，也利于淤泥沉积。岗丘顶部，斩高填低，把小块梯地和坡地合成几亩。

十几亩的大块平地，解决了小块梯地地埂下垮，地埂增宽，利用面积渐少，侵蚀渐趋明

显的问题。又可以逐年加厚土层，也便于耕作，改大块后，经过几年时间，就显示出增

产效益。小块改大块，一般是成功的，个别地方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坡度大的地方

盲目并块，投工投资多，改地面积小，二是在山洼部位，不注意地形和水文特点，不留

水路，不久又形成新的侵蚀沟，地埂和侵蚀沟两侧逐年崩塌，地面也变得高低不平．

8、裁弯取直

在河曲发达的地方，截断山梁、拦河修堰筑坝，迫使河水改道取直，使原来河曲落

干，整平铺土，种植作物。有的使河漫滩宽阔的地段，沿山麓挖掘人工河道，把原来

的河床、河漫滩改造为耕地，有些成为当家田地．东良河的治理兼有以上两法，效果良

好有些地方裁弯取直缺乏科学性，效果差．一是自然河道泉眼多，地下水位高，改为

耕地后，排水措施没有跟上，作物易受渍，有的发生土壤的次生潜育化。二是堰坝质量

差，或坝(堰)角度不当，以及出水道过窄等，遇洪水则堰坝决口，河水归于旧道，毁

掉改成的耕地．

三、肥料结构的变化

农家肥施用量，30年来总的趋势是递减的。合作化时期，全县积造农家肥声势浩

／大，形式多样，除一般措施外，还有换灶、换墙、换室内地皮等。以后，在左的错误影

响下，森林、草场遭到破坏，主要农区的有机肥源严重不足。

化肥施用量，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很少，一般亩平每年只一、二斤。六十年代中期以

后增长很快，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尤为明显。1982年化肥施用总量5，278万斤，是1965年

227·5万斤的23·2倍，亩平77·2斤，是1965年的32·2倍。

化肥施用水平的提高，对粮食增产起了重要作用，而农家肥的锐减引起了一些不良

反应：一是土壤持续供肥的能力减弱，作物对追肥的依赖性增强，速效肥料施得略为不足

或不及时，作物就易出现脱肥症状这种现象群众称之为地变馋了。二是作物病虫害加

剧。有机肥的不足导致土壤微生物活动减弱，降低了土壤的缓冲作用和解毒作用，作物

得不到必要的刺激荆和调节剂，生长软弱，易受病菌和害虫的危害，这也成了当前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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