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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县土壤志

湖北省石首县土壤普查办公室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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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

验收书

石首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县政府的愤导下，从一九八…年九月开始，至…九八

三年十二月结束。按照"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iî技术规租"的摆求，经过培训骨干，野外

调菇，盘内化验和资料汇总等阶段，完成了全县市围的普查任务。绕地区技术组检查认

为z 石首县第二次土壤普直基本费清了土地资源，做到了成果资料齐全，土壤工作分类符

合规槌爵求和;有首县的实际，野外调搓、图{牛转给精度合格，县级图件的绘制基本合格.

室内化验合格，成果应用巳初见成效，同意验收。

验收人s

荆州地区行辛苦顾问 幸有为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省农科院助理研究员 阳满清

荆州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忖主任、农牧业周付周长 . 雪舍林

荆州地阻土壤普商技术组组长、农艺师 万掘煌

荆州地区土壤普查技7t'组忖组长、农艺师 陶仲仁

石首县人民政府付县长 谭友亮

中共有首县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付部长、县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 徐.l:消

湖北省荆州地区土壤普查锢导小组办公堂

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



前

二七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础

工作。建国以来，我县在一九五八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随着生产的发展，耕作制度

的改革，施肥结构，种植水平，品种更新，以及生产贵任制等的变化，土壤的性状、肥

力、结掏等也相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进…步摸清底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

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县按照《金国第二次土壤曾在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技术规植》的费求，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愤导下，从一九八一年七月开始，到一九

八五年十二月底结束，历时二年零六个月，完成了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聋，是用 1 0000的地形因为工作底图，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位，远地

块片进行详章。共指点剖丽8643个，平均115.64亩…个，其中水闰88.圳市…个，早地

1 42.8商一个，草甸土1362.7商一个，取农化样690个，平均1448.6市一个E 取诊断样99

套。大队级编给了 1 0000的土壤综合罔和|到件精明书、编写了以地块片为单位的田间

档提以及专题调查资料。公社级编绘有 25000的土壤阁、有机质图、碱解氮阁、速效

磷圈、速效钢阁、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相酸碱度阁。编写了土壤普查工作报告，收集整理

了各种i用商统计表。县级编给有 50000的土壤阁、有机质阁、金氮阁、碱解氮图、速

效磷圈、速效制图、土壤酸碱度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圈。铺写了石首县第二次土壤普查

工作报告和化验、市IJ 阁、面积盘算、成果应用等专题报告，汇总了土壤工作分类系统哀和

土壤普查规定的各种表格资料。

通过这次土壤背菇， f!P: 辑、清了土地资源数量; !提请了各类土壤类型面积，查清了土

壤肥力状况，查清了土壤障碍因素与不良因素的面积J 1壁清了土壤耕层质地分银数最F 总

结了农民用土、改土、养土、墙土的经验，为我县开展农业区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

发展和应用土壤科学培训了一文技术骨干。

为了把大最资料集中舰来，以利应用，特编写了有首县土壤志，金志共分九章，主要

是阐述我县土壤的形成条件与成土过程、土壤分类和分布规律、土壤概迫与土壤肥力状

况、土壤资源评价、高产土壤的利用与低产土壤的改良、土壤改良利用分区以及土壤普直

成果应用等情况。

本志在编写和审改过程中，得到了省土壤普挠办公室李宾主均付处长、省农科院助理研

究员阳海清和地区土壤普窗办公室万振熄站长的具体指导，以及县综合区划办、农作区划

组、气象区划组、林业区划细、畜牧区划组和农业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及有关工程师、农

艺师、畜牧师的热情协助与支持，在此谨致诚静的谢意。但由于土壤普查捞及国广、技术

性强、资料繁多，而我们编写组的同志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综合分析能力欠佳，加上成

志时间仓促，铺i只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烟导和同志们批评扣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石首县第二次土嚷背在办公室

…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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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概况与成土条件概况

石首县地理位置在北纬29 0 31' (小兴口〉…29 0 57' (捕刷子) ，东经112 0 14' (自湖

口〉…112
0

48' (五马口〉之间，东南、南部，西南与湖南省华容县、南县、安乡县接

壤，东北、北部、西北与本省监利县、江陇县、公安县相邻。东部地势是低山丘陵，南部

为平岗，其余为问流冲积郁睬。全县总面积、为1420平方公盟，南北最宽约50.3公里，东西

最长56.1 5 公里。

据八二年统计，全县行政区设十一个公性，一个县辅镇，两个农、林科所，两个农、

牧良种场，一个芦苇总站，一个地管林场，凹十七个管理区， 299个大队， 2858 个生产

队。总户数为105556户，其中农业户 94005户。总人口534373人，其中另273041人，女

261332人，农业人口483160人，占总人口数的90.4%，劳力合计211367人，其中男劳力

1 10933人，女劳力 100434人，农林牧付准劳动力200434人，占劳力总数的94.8% 。

由于我县处于江汉平原南端，紧靠涧庭湖，长江横贯金境，低山丘陵、岗地分布面积

广，形成山水相迹，土壤类型务，土种复杂，资撒比较丰宵。垦植水卒和农作物复种指数

较高.以农为主，农、林、牧、油及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是;q首县农业生产的主要特

色。

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导下，径过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治水改

土，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皮展，二括要农付产

品产量成倍增长。从1949年到 1982年，根食总产从5822万斤增加到 47606万斤，增长7.17

倍，平均年递增卒6.6%。棉花总产最从20046担增加到102540掘，增长4.12倍，年递增率

5.1%。油料作物总产最从23088担增加到168495担，增长6.29倍，年递增卒6.2%。牲猪

年来存栏数从7893头增加到153188头，增长18.4倍，年递增率9.4%，水产鱼类从119万斤

增加到440万斤，增长2.69倍，递增事3.9%。水果产量82年6602扭，蜂蜜总产3251担，茶

叶产量1208拙，尖椒2651扭，黄花产量337扭，药材产最209扭，黄〈红〉肺总产8649 8 

担。
随着农付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国家贡献也逐年增多。据82年统计，全县向国家提供

商品粮7410.99扭，商品率15.6%，皮棉93622担，商品率91.3%，油料118641拙，商品率

76.3%，交儒肥猪71742头，商品率55.45%，鲜蛋上调销售27987扭，商品卒95.1 %，水

产鱼类上调销售385担，商品卒87.5%，茶叶收购855扭，商品率70.8%，黄(红〉脯销售

7 8798扭，商品率9 1. 1%，蜂蛮上调销售1308妇，商品率40.2%，干椒收购 1345担，商品

率50.7%。产品的增加，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因此群众的生泪水

平在了明显的提高。 82年农业总产值23335万元，占全县总收入的70.05%，比49年农业总

产值1992万元增快10.7倍，递增率8.0%，比76年农业总产值11028万元增长1. 12倍。 82年

农民分自己所得为7868.27万元，占总收入的64%，每人平均 1 7 2元，比81年增加35元』 增

长25.55%，农民口粮平均735斤，比81年增加 121斤，增长18.76% 。



第一节 台然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 1 )气温〈往z 以下所有表格与数据为59…81年23年平均伯j 除就明外〉

有首县各月平均气中 (59~81年) 表 1 一 l

月 … 
一 一 四 五 m/i、呻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平 均

一

温度℃ 3.97 5.52 10.4 16 21. 1 25.3 28.5 27.9 22.9 17.7 11.4 6.02 16.4 

23年年较差 42.6'C

气温最高月为七月，年际变幅在26.5…30 、 2 'C之间，日最高气榄为38.6 'C，出现在门

年 7 月 26 日。

气温最低月为一月，年际变搁在1. 0…6.0 'C之间，日最低气温为问 14.9'C ，出现在77

年 1 月 30 日。

59…80年各界限积温z

~ O.C 的活动积混5982.2'CJ 5 'c 的活动积注~5653.4 'C ，有效积温4216.6'C; 二岁 10'C

持续天数平均239.5天，最长的77年为277天，嵌短的63年为213夭。

12 'C的活动积温4447.2 'C，有效积温1669.4.C;

20 'C的活功积温3427.1'C ，有效和、说798 'C J 

无黯期的年际变幅234… 291天， 22年元箱期平均值260天。

( 2 )降水景 (mm) (59…81年)表 1 … 2

一
月 份 一

一
一 四五六

平-"

降水 30.4 54.8 101. 1 

一一

蒸发最 50.1 53.8 79.2 100.8 133.7 1165. 

月 份 l 八 九 十 十二

一→一二一一』

降水 105.3 78.7 85.8 32.9 

蒸友量 196.9 145.5 107.7 '19.9 55.2 

2 

2 

.0 

年合计

1148.4 



降水量最多月，是六月，事均191.3mm~ 其中1979年 6 月降水量最多，达470.1mni ，
蒸发量最大的是七月，平均21smm，其中65年 7 月蒸友盘最大，达282.6mm o

降水道最少月是无月，平均30.4mm，其中1963年元月最少，只降水12mm，蒸发最最
少月是元月，平均50.1mm，其中80年元月蒸发虽只35.3mm o

降水摸~60mm的月份有1L个月，降水最合计1046.9mm，占全年降水量的90.5% 。

降水最~100mm的有五个月，降水量合计714.9mm，占全年降水量的6 1. 8% 。

降水量的年际变锢在73 1. 7一 1609.3mm，年平均值为1148.4mm o
( 3 )日照(时数)表 1- 3 

月 份 一
一 一 四 五 "1且\, 七… a 

一

平 均 112.5 94.7 111. 2 180.8 151.7 181.6 259.2' 

月 八 九 十 十一 年合计 | 

平 均 244.9 152.4" 152.4 120.1 116.0 1844.3 

日照最长是七月，年平均七月日照259.2小时，年平均太阳辐射为106千卡jcm 2。全

年中光含有效幅射值为53千卡jcm 2 。

日照最姐的是 2 月，月平均日照只94.7小时。

日照时数~250小时有…个月， >150小时布六个月 ， 100-15011、时有四个月。只有二

月份日照时数小于 1 00小时。

1I时z 石首县农业气象综合围 ( 1 一 1 ) 

从以上主要气象资料分析，我县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平日，雨水充沛，阳光充足， J己

箱期较长等特点。春季冷暖交替，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阴阳低温，气说波动，缓慢上升p

夏季 6 月中旬至 7 月上句为梅雨期，此后转受西太平洋付热带高压控制，天气晴热，多伏

早，执季常多阴雨，寒露风友生有迟有早，秋E在占3秋风执丽相间出现，冬季严寒期矩，雨

雪较少。

榻暧棍润多雨，使我县具有南北过攘的亚热带的气候特点，因此在地带性土壤形成过 6

租巾，气候条件对土壤冻、融、淋积等作用是很明黑的。主要表现于黄榕壤化成土过程中

快辑积聚，粘粒下移，灰色胶膜形成等主摆特性上。夏季多雨和j穰惧、淋j容i应积作用强

烈，冬季低温少雨，促进了淋恪物质的沉淀，突出反映到第四纪柏土泥回良水到体构型

巾。另一方面气侠通过生物对土壤的改良作用如下所述也是明显的。

(二)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全县土壤植被以人工栽培为主，低山、丘陕、岗地的植被深受人类经济洁动的影响。

j月Cí.树种和野生的常绿洛叶树种日残存无几。

( 1 )阔叶类s 照生树种高黄迫木、银奋、刺槐、皂菜、苦楠、桂花， J主片树种自枫

怡、出:楝、仰戊烁炎等。桃花山公让李花山大队残存三株黄~水，高 15米，胸径80.8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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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树龄约90年，桃花山韩东冲残蒋网株珍稀树种银杏、株商14米，胸径40厘米j 树龄约
5 0 年。

(2) 针叶类:原生树种有马尾松，零星树种有棉榈等。桃花山九佛岗大队歇凉坡残

存…株马尾松，高约18米，胸径80ITi米，树龄约50年。

等。

( 3 )经济林类残存的原生树种有桃、夺、酸橙、油茶以及零攘的棕榈等。

( 4 )竹类z 残存的小片竹林有楠竹、桂竹等。

( 5 )灌木类残存的原生树种有山苍子、山胡椒、山植及她来木等。

(6 )藤本类残存的原生树种有中华狲猴桃、金银花、黯藤、木遇等。

( 7 )草本植物i 照生的有白茅、麦冬、黑鳞珍珠弟、铁扫帚及在F草科等。

解放后，人工引进种植的树种有s

( 1 )针叶类:成片林以山杉为.:t，其次是小片林地杉、湿地松、水杉、柏木、雷松

( 2 )阔叶林类在片的在香梅、白杨、法榈、喜树、 j包桐、榆树等，引进的白花白

搁一株，九年生，高17米，胸径49.5厘米，可算我县优良速成树木之冠。

( 3 )经济林类s 成片的有茶叶、柑桔、油茶，小块或零提树种有梨、嫁接桃、杜仲

和嫁接桑树等。

据普章，全县有林地面积63088亩，覆盖率8.3% ， i吕立木蓄积(幼、中龄) 4 8496 3 

米 o 其中四旁植林茜积292722米 3，成片林蔷积布191673米$0 竹林计3175776株，经济林

类只有8946商。

低山丘院原生与次生植被对土壤发商的影响是深刻的，促i挂了省石的风化，增加了土

壤有机质，也反映出本县的生物气侠特点与植被的相关性，以及植被对各类成土母质形成

所起的作用。

洲滩平原大部分芦苇纵生、湖i自捕蠕生长辛辛交由、湖草、水花~、水葫芦、水浮莲、

稻田放养红潭、及残存作物体长期参与成土过程，增加了土壤有机质，使各类成土母质逐

步应向朝培阳熟化土壤JJ向皮展。

(三)地形、地貌因素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l 、低山丘院 z 我县东部低山丘陵桃花山Éj湖南省相埠，延绵四十五里，在大地掏造

上，属于鄂东南幕埠山延伸的洞庭湖环湖丘陵岗咄。母岩以花岗带占主导，也有…部分板

辑、页岩。燕山运动期间，酸性体入侵，形成局部的花岗省、板岩、页者等{国山丘陵黄棉

攘成土母岩，少数残存受中亚热带生物气供影响而形成红壤土类。土壤偏酸性，部分山头

风化普遍，岩石裸露，剥蚀现象随海拔高度上升而加茧，侵蚀现象随海拔高度上升而减

弱。海拔高度在350-400米左右的有两个山头，最高点处于梓意阁大队墩岩子山尖，标高

368.9米， 3ÖO-350米的有 11个山头， 200-300米的山头约27个。坡度一般为30-40度，

少数坡度达到50皮束布，地貌形态属侵蚀性切割丘段，表面为蹲层风化碎物，经植被长期

生化友商为薄层土壤，如刷j查土、 ]íi黄砂泥土等，土层厚皮随海拔高度降低而增犀。在水

牛保持好的地方，形成以常约2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及针叶林润交林带的自然群搭。在100

-250米的沱围内，人工栽培一定数量的针叶林、竹爽， 50… 100米的棱城及山坡等地方，

以经济林和特产林为虫，人工栽培茶炎、果类及其官经济林品种、特产林品种。坡度小于

2 0 度的地方，以农作物为卒，如绿豆、黄豆、油菜、少撬植楠，小块结平整后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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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开垦与未开廉的低山丘陵74626亩，市土地面积7.04 %，其中花岗岩发育的37775亩，
占低山丘陵的50.6%，巴植林、竹及经济林特产等11193亩，荒山26582亩，由页岩发育的

32575宙，占山地43.6%，其中种植林、竹及经济林特产等18090亩，未开垦的14485亩，

低山丘陵中开黯为水阳的2833亩，占山地的3.7%，其它山地、早地耕地占2.1% 。

2 、南部平岗z 发育子第四妃粘土。属洞庭湖环湖丘陵岗地，局部较平坦，大部分为

梯型冲田，其窄长岗背把洞庭湖平原与长注中游河流冲积平原阳卉。因受南北过搜亚热带

生物气候的突出影响，使地带性黄棉壤土壤明显的偏酸性或微酸性，面积计132110苗，占

耕地面积的14.1 %，其中水旧面积111101亩，旱地面积21009亩，是我县比较理想的粮食

稳产高产慕地，也为多种经营的发展提供γ土壤条件。

3 、长江中游河流冲积平原E 长江自西向东，在我县境内全长89公里，是有名的"九

曲阳肠"七湾八拐的险段，水流减速迁回时间长，冲积物淤积股次分明。单在元朝以前，

由于长江的自然改道，洞庭湖逐渐淤塞，初步形成了我县沿江两岸流沙时洲，一片芦萌丛

生的荒野。元末时，开始筑堤，明清两代筑堤造旧的范回逐渐扩大，民回统治38年，堤防

范围基本上维持在清末遗留的现状。据石首县忘记载我县因长江洪水泛滥造成灾害，从公

元前644年〈膺贞观十八年〉始，大的洪灾为寄有34次，其中洪灾频繁的清朝 16次，民国

7 次。全国解放以来，除1954年因内溃外洪影响外，党和政府大抓水利建设，加固加宽长

江干堤、民堤，以及有计划的闹出造田，经过…段时间的耕种熟化，遂步形成了石首县大

面积潮土土类，计690717亩，主在伺土类61323亩，其特点是地势平坦，土层深厚，)jf次排

列较明显，剖面全恩随深度加深石灰反应逐渐减弱，土体构型中隐碍与不良因素出现部位

复杂，影响土壤理化性能的有效发挥及农作物不同生育朗的正常生长。长江以北高亢平地

占45.2%，中间平地占29%，洲滩平地占20.9%，海拔高度在32…37米之间。江南中部高

亢平地占37.6%。中间平地占48.3%，江南以回中问平地占68.6 %，高亢平地占2109% ，

海拔高度大部分在26~32米范围内，少数高度在32米以上。解放前后种植杂粮、棉(花〉

及小秋收作物。合作化后，逐步改革耕作制度，调整作物布局，冲积平原上形成了适宜水

稻、棉(花)及其它早地作物种植的潮土土壤类型。

附:石首县地貌阁( 1 … 2 ) 

~ít :石酋县土地地貌类型分类统计表(表 1 … 4 ) 

(凹)水文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我县水域辽阔、水惊丰富，占全县士地面积的32.23%，其中长江水面占全县水面积

的53.5%，长江交流藕池河、四山河、调关?可以及与湖南省交界的架林河，占全县水丽的

7 .5%，湖泊犬的有30多个，占全县水面积的22.9%，最犬的上津湖35000亩，超过三千

亩以上的有中湖、三菱湖、白莲湖、鸭子湖、黄家拐湖、宋湖、黄连湖、秦克湖等。螺塘

与水库占全县水田积的4.4%，在农田基本建设巾，新挖干束、文:震等1550多条，占全县

面积的 1 1. 7%。丰富的水资源，组成我县…个庞大的排水、 51水、灌溉、蓄水、航运等水

利闷，为抗洪排激、 51水j稳慨，确保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由于水面所占比例大，长江文\

流河床抬高，以及季节性的涨水，不仅左右潮土土壤类细地下水位的话功，也决定了土壤

剖面层次位置的上下，土壤中水分运动，直接影响土壤发商，形成不间的剖面构型，发育

成不同的水稻土爽，水文条件是水稻土类戈IJ分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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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类生产活动对土壤的作用

土展起历虫的自然体，也是劳动的产物，它与其它自然体一样，不但有其自身的发生

发民规律，也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是劳动人民摇摆的生产资料。

我县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据 1866年(问油丙寅年)的石首县志中记载: . "1581年(万

历九年)大丈由商面积上、中、下、湖、基、塘、山场共JL千四百九十顶六十凹亩三分…

腥九曦"。这对低山丘陵向地土壤熟化及肥力的变化租了促进作用，但因洪水浩成经常性

渍口，倒吭，致使土地资源丰富的河流冲积平原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烟导下，组织全县人民兴修水利，改革耕作制度， 平黠土

地，培肥土壤、对农业的发展和土壤的形成与利用改良均起到有利的作用。

(一) {I努堤泊水，搞好农田基水建设。全县修建加回民江干、文堤167公里，民堤107

公里，回堤95公里，守住了石首县的大门，战胜了多年来特大洪峰的亵击， i击江新建涵闸

76座，境内抱主渠116条，长达641.21公里，新建155型以上来站27个，装机91台，总有

置17690千旺，修建小电站、电力排灌站100余处，加之农旧基本建设的逐步完善，为抗说

扫n芳，引水闹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82年统计，全县白流灌溉面积16932亩，机j撞面积

219181亩，电i模面积 165403亩，全县耕地早滞保收回积达345923商。回山公社地处我县

西南，三面环水，一丽紧靠湖南省，回长江文流河床淤积抬高，境内耕地与城外河床装才二

i'目平，长期来抗洪战钱长，堤防维修任务犬，而周期性前灾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突出，根

食产最徘徊不前， 70年代初期在巩闹加高支流干堤达45.6公里，隔堤18.7公盟的基础上，

新蹄电排到î 8 席，装机27白，总容最3785千旺，修小时3排 7 处，境内新挖大干;在13条、文

渠1 8 O~丧，裴本上达到境内因由化、岗田梯田化。突出了以片沟为主的四沟配套。;在政策

洛实和科学种阳的前提下， 82年粮食总产773195拙，比74年粮食总产373710拍，增长1. 07

倍，比76年538663担，增长0.44倍，比历史最高产景的81年668344捆，增长0.16惜。 82 if:. 

汕料总产31660扭，比79年总产9396担，增长2.37倍，比81年总产11321把增产1. 79倍，这

充分甜明，合理的排灌系统，对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克服不利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二)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五十年代初，我县水田以一事中稻为主，冬泊而

积大，占20%，兰花草籽占40%，少数以双手稻为主的地方，红花籽种植占10%左右，种

植其他秋擂作物占15%，冬闲占15%左右。六十年代，月巴一稻一拍而积增加到30-40% ，

改单一中稻为 1巴一稻。七十年代初，肥、棉、稻田积发照到60-:70%，成为水田的主

要耕作制度。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水田耕作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81年底，三熟市1]面积

发展到水阳面积的12.73%，其中油、稻、稻田积占三熟制的88.16%，双熟制面积占水罔

70.95% ，…熟制面积占水旧的 10.98%，其它因地下水位高，不能保收回积占4.34% 。

回到IJ81年底两熟由IJ t-i阜地而积75.12%，其中麦棉占阜地28.22%。豆棉占早地26.22% ，

县耕地复种指数 8 1 年达 226.76% ， 82年达229.56%。耕作制度的演变与复种指数

的提高，对发挥土地的增产潜力与熟化土壤是可行和有利的。

(王〉平整土地

据75一78年统计，全县平整土地130977亩，其中平改7]<5960亩，坡改梯57 112亩，水改



早5983宙，…般平整土地113292商。土地平辑得当，为作物布局、农田排谦、机械作业，

提供了条件。因山公社曾家场大队，、是个生产水稻的大队，该大队经过58年和74一78年的

两次平整，耕地1880亩，实现了岗回梯田化，城阻四m化，排j穰机械电力化。粮食总产由
六十年代80-90万斤，提高到82年273万斤，增长达 2 -2.5倍。

〈凹〉培肥土壤，养土改土

培肥土壤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养土改士的一切措施必须有利于促进和保持自

然生态平衡以及土壤肥力的提高。据土壤普在分析，白散v自田与白散土、灰j朝砂泥因与灰

油砂土也不同作物布局与耕作制度的条件下，养分含量对比〈农化样平均侥)如下表〈表

1 - 5) : 
，-…明…睛也

一土种各称|耕作制度 有机质 全氮|碱解N 速效 P 速效K PH 

自散泥阳 肥…稻一稻 2.756 0.1650 126.44 6.55 86.56 6.33 

向散土 油菜一毕作 2.424 0.1316 105.30 1.76 83.75 5.93 

灰潮砂泥阳 肥韬稻 2.634 0.5156 105.13 4.84 103.41 8.14 

灰j由砂土 1麦〈蓝〉棉 1.618 0.1402 61.17 4.54 116.96 8.26 

带明同…成土母质，耕层质地基本相间，在不同作物布局与耕作制度下，由于有机肥
的长期种植，各种养分含壁都比自然土墙丰富。特别是刚才二类烈的水稻士，有机质、全

氮、碱解氮等养分含量比自然土壤高，分别为0'.63倍，和 2.7倍及0.71倍，因此，在今后
调整作物布局及耕作制度逐步改革的规划中，培肥土壤，改土养士将在肥料区艾IJ及农作区
划中占很大比盘。

7 



第二章 土壤的形成、分类和分布

我县土壤的形成，可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是在自然环境制约下所进行的沉积类型和有
机质的租累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制约下所进行的耕作熟化过程和淋溶淀积导粘性的
积累和迁移过程。而这两类过程的综合影响，形成我县土壤类型的多样化和具有山;定的分
布特点。现将我县土壤形成及土壤分类概述如下z

第一节 土壤形成的特点

一、沉积物类型的接异

我县地处长江中游，河边丸曲回肠，七湾八拐，历史上洪水多次泛滥，迁回停留时间

长短不一致， .构成大面积潮土类型的土壤质地复杂，剖面层次多样化。其土壤特点，河流
;中积而沉积物层次明显，地下7](受洪水大小和时间长短的抑制，成土时间因耕作熟化程度

迟早而有明显的提异。据普窜，全县潮土类型的土壤，水旱田占全县总面积的 79.08% ，

其中有障碍层次的土种51个，面积230.289亩，占潮土类型土壤的24.5%。长江以北，河

流冲积而沉积的土壤占主导，剖面层次中，上中部石灰反应较强烈，障碍黑丽和、大，长江

以商，受低山丘陵平肉周围湖i白及j同庭湖口的影响，土壤中下部湖泊沉积物随深度和z近

而加深，湖泊沉积物分布不均匀，离长江主道越近，上部河流冲积而沉淀物越厚， ~Ë长江

愈远，中下部阔的沉积物愈明显，石灰反应随剖面深度的加深而减弱。在各种成土因素的

作用下，形成灰潮土的各种性质不间的土层土种，土壤的形态随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
<>'

brM 
，
，
句t·

二、有机质的积累过程

我县天然植被生长的生物气侠条件较优越，在自然状况下成土过程中，有机质的和、祟

明显。但因自然森林缺乏保护，目前低山丘陵森林覆盖率不高，分布也不均匀，而天然植

被与人工造林覆盖好的地方，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如桃花山马鞍山大队三十一号剖面，腕

骨砂土，有机质含量达5.593%，全氮0.2735%，碱解氮227.5Ppm，而植被生长是和品种

单…的地方，土壤有机质含最逐步下降，桃花山林场二十号剖面腕渣士，有机质2.685% ，

全氮0.1418%，碱解氮140ppm，两土种对比，养分含景相是一倍左右。

在水生植被丛生的芦苇革伺土，芦苇残体的积累，有机质含麓也是丰富的，调关公社

复兴洲的芦苇河泥土，农化样分析，有机质达6.089%，全氮0.327%，碱解氮245Ppm。

但经开垦后，有机质因分解下降，小河、调关等公社芦苇问砂泥土农化样分析，有机质

1 .64%，全氮0.0943 %，碱解氮53.9ppmo 两者对比，养分含量相差五倍左右。
在农作物栽培的地带，生物和物质的循环作用，主要体现在从土壤中吸收带走的物

质， )赢过增施有机肥和商品肥加以平衡。在水阻肥一稻一稻戒肥一稻耕作制度清水的条件

下，有机质积累的平均值在2.633%左右，较正常而活中，全氮平均值在0.1637%左右的



含撮，比较充足。但在早旧棉花集中产区，有机质含最偏低，平均值在1. 838%龙右，碱
解氮缺乏的面积过大，平均值7 1. 2ppm左右，加以水早田在商品肥使用中偏篮子氮‘萦化

肥，而瞬饵肥的用虽不足，造成作物服收的确掷髦扭过补充道，土壤磷仰的亏损越来越普

遍。全县土壤中氮磷押三耍萦比例不协调(详见第四章) ，对各种作物发挥其正常增产潜

力有…定影响。

三、长期的耕作熟化过程

我县农耕历史悠久，集约程度较高，具有…定的生产水平和用土养土的经验，加以精

耕细作，人为因素的影响深刻，使土壤肥力是异较大，不仅在…个公社范围内有提异，就

是一个大队指围，是异也不少(详见第四章) ，出现在同一成土母质的土壤，因耕作时

间的长姐，熟化程度的高低，也表现出明显的就异。如附表 2 一 1

成土母质 亚类 土种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制
% ppm ppm ppm 

淹商型 、浅黄砂泥田 0.966 川 I 36.3 11.03 100.00 

第四纪粘土 一一

满商型 黄砂泥旧 3.663 O.川| 133 5.26 47.50 

路明熟化程度高的黄砂泥田，土壤氮萦含量与有效性养分要比战黄砂泥因高丁三倍左

右，但因耕作时间长，作物吸收有效磷押养分要比熟化程度低的说黄砂泥回亏损多，两者

相比，相差一倍左右。其它土类的土种也同样表现出这个明显的规律，同时也证明，说黄

花þ呢旧，在良好的排攥条件下，可逐步熟化而演变为黄砂泥田。

四、事节性的潜宵，周期性的干湿交替过程。

我县水田面积占普查耕地面积51%，其中发商于第四纪柏土占23.2%γ 灰潮土占

74.6%，潮土占1.5%，山地占，0.7%。各类土壤在长期种植水稻的条件下，季节性的潜

宵，周期性的干媲交替过程，使土壤氧化还原作用十分频繁，土壤剖面中物质的淋溶能积

作用也很明显，致使土体形成特殊的层次结柿，这是水稻土发育的主要特点。由于各种土

壤的水分状况和脱水时间不间，轮作制度有经异，耕作年代有长短，各种土种的土壤剖面

的土体构型，无论从分异程度还是从发育程度上均有明显不同。如阁 2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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