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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日

土壤是人类般以生存的重要条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农业生产的基础。随着社会人

口的增长，人平耕地不断降低，如何挖掘土壤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巳成为当今世界上

的一项重大战略问题。开展土壤普查，就是要查清土地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良

利用低产田土，根据土情实行科学种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l l l号文件精神和省、地有关土壤普查的统一安排布署，我

县被确定为全省土壤普查第二批县之一。在省，地农业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

的直接领导下，由农业局为主，林业．水电，气象、科委，卫生、工业等单位部门紧密配

合，以及社、队广大干群的大力支持下，从一九八。年十月起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底止，基本

完成了全县2 3个人民公社，2 9 8个生产大队(场、镇)，2 5 4 7个生产队的稻田，旱

土，山地的土壤普查任务。

这次±壤普查，共分三段进行。第一段培训试点t 时间4 5天， 共培训技术骨干力量

1 9 3人(其中科局长、公社付书记，付主任2 9人，国家技术干部8 0人，农民技术员8 4

人)，通过统训，专业培训，试点练兵及总结提高四步工作，达到了培训试点阶段的预期效

果I第二段野外作业以公社为单位，任务到组，责任到人，全面铺开土壤普查。参加野外作

业人员共计3 8 8 9人(其中县普查专业队员1 8 6人，配合参加野外作业的公社党委6 9

人，大队支委9 2 0人，生产队队委2 1 7 4人)，经过三个半月时间，按时完成了野外作

业任务，第三阶段室内作业t参加人员4 4人，前后经过整整一年时间，进行了评土审查、

土壤常规分析、编绘县社图幅，资料统计绘编，基本完成了室内作业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采集了大量样品，进行了常规化验。全县共挖土壤剖面6 8 4 5个，其

中主要剖面6 0 3 7个(包括水稻士5 0 6 8个，旱土4 6 7个，山地5 0 2个)，辅助割

面8 0 8个，水稻土平均5 0亩挖了一个剖面，旱土1 I 7亩挖一个剖面，山地3 0 3 1亩挖

一个剖面。共采回各类土壤样本l 2 9 2 6个，其中地块样6 0 4 5个，千亩农化样3 9 2

．_，

个，分类诊断样2 5 4个，评土纸盒样6 O X7个， 容重分析样l 1 7个， 整段样本7 l
：

(1)



个。常规化验分析的项目有。有机质，全氯、碱解氮，全磷、速效磷，全钾，速效钾，酸碱

度，机械组成，容重等化验样品数，6 7 1 2个，共达3 1 2 9 2样次。

这次土壤普查，共绘制各类土壤图幅7 2 2张，其中野外作业调绘的社队土壤图3 2 2

张，室内编绘了县，社两级的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养分图、土壤酸碱度及碳酸钙

反虚图、土壤改良利用圈(县为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共2 7 5张，以及大队土壤图1 2 5

张。同时进行了资料统计j亡编，共写了县，社，大队各级土壤普查总结报告5 9份，各项改

良利用专题报告3 0 l份，全县土壤普查工作总结一份，：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总结一份，常规

化验工作总结一份，各类原始资料、统计资料，j亡编资科均已分另U立卷归档。

遁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的土地资源，掌握了成土母质母岩，土壤类型，

土壤面积质量以及土壤的基本分布规律，分析了±壤的养分状况，找出了低产田的类型、面积

及其障碍因素，总结了群众用地养地的经验，提出了改良利用途径，边普查边开展了土壤普

查成果应用。同时，培训了一批土肥技术骨干，普及了上壤科学知识。这为我县开展科学种

田，实行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农业区划，合迎布局农，林，

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广泛地开展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深入研究我县土壤的形成，发生发展规律，充分挖

掘土壤的增产潜力，根据这次土壤普查的结果，综合编写了这本《麻阳县士壤志》。由于我

们业务水平不高，缺乏经验，时间仓促，收集资料不够完整系统，偏颇、错误实在难免，敬

请各级领导与科技工作者批评指教。

并借此机会．向具体参与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指导，支援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所有同

志，表示深切的感谢与敬意。

(2)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日 ．录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一、社会■况⋯⋯⋯⋯⋯⋯⋯⋯⋯⋯⋯⋯⋯⋯⋯⋯⋯⋯⋯⋯⋯⋯⋯⋯⋯⋯⋯⋯⋯

二，基本特点⋯⋯⋯⋯⋯⋯⋯⋯⋯⋯⋯⋯⋯⋯⋯⋯⋯⋯⋯⋯⋯⋯⋯⋯⋯⋯⋯⋯⋯

三，农业经济⋯⋯⋯⋯⋯⋯⋯⋯⋯⋯⋯⋯⋯⋯⋯⋯⋯⋯⋯⋯⋯⋯⋯⋯⋯⋯⋯⋯⋯

(一)建国三十年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

(二)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经验⋯⋯⋯⋯⋯⋯⋯⋯⋯⋯⋯⋯⋯⋯⋯⋯⋯⋯⋯

(三)目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二部分成土因素

一，我县主要扈土母质母岩与土壤形成的关系⋯⋯⋯⋯⋯⋯⋯⋯⋯⋯⋯⋯⋯⋯⋯

(一)主要成土母质母岩的分布面积及成土特点⋯⋯⋯⋯⋯⋯⋯⋯⋯⋯⋯⋯

(二)不同母质上发育的水稻土的特性⋯⋯⋯⋯⋯⋯⋯⋯⋯⋯⋯⋯⋯⋯⋯⋯

=，地形与±囊形成的关暴⋯⋯⋯⋯⋯⋯⋯⋯⋯⋯⋯⋯⋯⋯⋯⋯⋯⋯⋯⋯⋯⋯⋯

(一)我县地貌类型及特点⋯⋯⋯⋯⋯⋯⋯⋯⋯⋯⋯⋯⋯⋯⋯⋯⋯⋯⋯⋯⋯

(二)地形与土壤分布的关系⋯⋯⋯⋯⋯⋯⋯⋯⋯⋯⋯⋯⋯⋯⋯⋯⋯⋯⋯⋯

三、气馔与±壤形成的关系⋯⋯⋯⋯⋯⋯⋯⋯⋯⋯⋯⋯⋯⋯⋯⋯⋯⋯⋯⋯⋯⋯⋯

(一)气温与我县土壤的关系⋯⋯⋯⋯⋯⋯⋯⋯⋯⋯⋯⋯⋯⋯⋯⋯⋯⋯⋯⋯

(二)降雨、蒸发量与我县土壤的关系⋯⋯⋯⋯⋯⋯⋯⋯⋯⋯⋯⋯⋯⋯⋯⋯

(三)垂直气候与我县土壤的关系⋯⋯⋯⋯⋯⋯⋯⋯⋯⋯⋯⋯⋯⋯⋯⋯⋯⋯

四、檀t与土壤形虞的关纛⋯⋯⋯⋯⋯⋯⋯⋯⋯⋯⋯⋯⋯⋯⋯⋯⋯⋯⋯⋯⋯⋯⋯

(一)我县主要植被类型及分布⋯⋯⋯⋯⋯⋯⋯⋯⋯⋯⋯⋯⋯⋯⋯⋯⋯⋯⋯

(二)植被与土壤的关系⋯⋯⋯⋯⋯⋯⋯⋯⋯⋯⋯⋯⋯⋯⋯⋯⋯⋯⋯⋯⋯⋯

五，承文与±曩形庶的关系⋯⋯⋯⋯⋯⋯⋯⋯⋯⋯⋯⋯⋯⋯⋯⋯⋯⋯⋯⋯⋯⋯⋯

六，农业生产活动对±囊z力的t一⋯⋯⋯⋯⋯⋯⋯⋯⋯⋯⋯⋯⋯⋯⋯⋯⋯⋯⋯

第三部分土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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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分羹曲■■和忙■⋯⋯⋯⋯⋯⋯⋯⋯⋯⋯一⋯⋯⋯⋯⋯⋯⋯⋯⋯⋯⋯⋯(毖'

=，囊墨±曩分羹幕t夏面飘⋯⋯⋯⋯⋯⋯⋯⋯⋯⋯⋯⋯⋯⋯⋯⋯⋯⋯⋯⋯⋯⋯(23)

三，土一莳形庶与分布蠢律⋯⋯⋯．．．⋯⋯⋯⋯⋯⋯⋯⋯⋯⋯⋯⋯⋯⋯⋯⋯⋯⋯”(35)
(一)士壤区域分布规律⋯⋯⋯⋯⋯⋯⋯⋯⋯⋯⋯⋯⋯⋯⋯⋯⋯⋯⋯⋯⋯⋯(35)

(二)土壤垂直分布规律·一”⋯⋯⋯⋯⋯⋯··一⋯⋯⋯⋯⋯⋯⋯⋯⋯⋯⋯⋯⋯(36)

(三)河流冲祝物母质所形成的土壤特点及其规律性⋯⋯⋯⋯⋯⋯⋯⋯⋯⋯(36，

(四)紫色土酸碱度变化的基本规律⋯⋯⋯⋯⋯⋯⋯-$60UI⋯⋯⋯⋯⋯⋯⋯⋯(36)

(五)次生潜育化产生的基本规律⋯⋯⋯⋯⋯⋯⋯⋯⋯⋯⋯⋯⋯⋯⋯⋯⋯⋯(37)

． (六)山地水土流失的规律性⋯⋯⋯⋯⋯⋯⋯⋯⋯⋯⋯⋯⋯⋯⋯⋯⋯⋯⋯⋯(37)

圈、±壤主要性状⋯⋯⋯⋯⋯⋯⋯⋯⋯⋯⋯⋯⋯⋯⋯⋯⋯⋯⋯⋯⋯⋯⋯⋯⋯⋯⋯(38)

(一)土层深度⋯⋯⋯⋯⋯⋯⋯⋯⋯⋯⋯⋯⋯⋯⋯⋯⋯⋯⋯⋯⋯⋯⋯⋯⋯⋯(38)

(二)土壤质地⋯⋯⋯⋯⋯⋯⋯⋯⋯⋯⋯⋯⋯⋯⋯⋯⋯⋯⋯⋯⋯⋯⋯⋯⋯⋯(33)

(三)酸度碱⋯⋯⋯⋯⋯⋯⋯⋯⋯⋯。⋯⋯⋯⋯⋯⋯⋯⋯⋯⋯⋯⋯⋯⋯⋯⋯(39)

(四)地下水位⋯⋯⋯⋯⋯⋯⋯⋯⋯⋯⋯⋯⋯⋯⋯⋯⋯⋯⋯⋯⋯⋯⋯⋯⋯⋯(39)

(五)亚铁反应⋯⋯⋯⋯⋯⋯⋯⋯⋯⋯⋯⋯⋯⋯⋯⋯⋯⋯⋯⋯⋯⋯⋯⋯⋯⋯(40)

(六)石灰反惠⋯⋯⋯⋯⋯⋯⋯⋯⋯⋯⋯⋯⋯⋯⋯⋯⋯⋯-．-⋯⋯⋯⋯⋯⋯⋯(40)

五，土璃养分状况⋯⋯⋯⋯⋯⋯⋯⋯⋯⋯⋯⋯⋯⋯⋯⋯⋯⋯⋯⋯⋯⋯⋯⋯⋯⋯⋯(40)

(一)水稻土的养分化验结果⋯⋯⋯⋯⋯⋯⋯?⋯⋯⋯⋯⋯⋯⋯⋯⋯⋯⋯⋯一(40)

(二)水稻土养分化验结果分析⋯⋯⋯⋯⋯⋯⋯⋯⋯⋯⋯⋯⋯⋯⋯⋯⋯⋯⋯(43)

(三)旱土养分化验结果及其分析⋯⋯⋯⋯⋯⋯⋯⋯⋯⋯⋯⋯⋯⋯⋯⋯⋯⋯(49)

(四)山地土壤养分化验结果及分析⋯⋯⋯⋯⋯⋯⋯⋯⋯⋯⋯⋯⋯⋯⋯⋯⋯(50)

第四部分土壤分述

第一节 水稻土类

一、淹育性水稻±亚粪⋯⋯⋯⋯⋯⋯⋯⋯⋯⋯⋯⋯⋯⋯⋯⋯⋯⋯⋯⋯⋯⋯⋯⋯⋯

(一)浅黄泥土属⋯⋯⋯⋯⋯⋯⋯⋯⋯⋯⋯⋯⋯⋯⋯⋯⋯⋯⋯⋯⋯⋯⋯⋯⋯

(二)浚红黄泥土属⋯⋯⋯⋯⋯⋯⋯⋯⋯⋯⋯⋯⋯⋯⋯⋯⋯⋯⋯⋯⋯⋯⋯⋯

(三)浅黄沙泥土属⋯⋯⋯⋯⋯⋯⋯⋯⋯⋯⋯⋯⋯⋯⋯⋯⋯⋯⋯⋯⋯⋯⋯⋯

(四)碱浅紫泥土属⋯⋯⋯⋯⋯⋯⋯⋯⋯⋯⋯⋯⋯⋯⋯⋯⋯⋯⋯⋯⋯⋯⋯⋯

(五)中性浅紫i}己土属⋯⋯⋯⋯⋯⋯⋯⋯⋯⋯⋯⋯⋯⋯⋯⋯⋯⋯⋯⋯⋯⋯⋯

(六)酸{戋紫泥土属⋯⋯⋯⋯⋯⋯⋯⋯⋯⋯⋯⋯⋯⋯⋯⋯⋯⋯⋯⋯⋯⋯⋯⋯

(七)浅黄紫啻己土属⋯⋯⋯⋯⋯⋯⋯⋯⋯⋯⋯⋯⋯⋯⋯⋯⋯⋯⋯⋯⋯⋯⋯⋯

(八)浅岩渣田土属⋯⋯⋯⋯⋯⋯⋯⋯⋯⋯⋯⋯⋯⋯⋯⋯⋯⋯⋯⋯⋯⋯⋯⋯

(九)浅灰泥田土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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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浅灰黄泥土属⋯⋯⋯⋯⋯⋯⋯⋯⋯⋯⋯⋯⋯⋯⋯⋯⋯⋯⋯⋯⋯⋯⋯⋯(69)

=，膏育性水稻土亚类⋯⋯⋯⋯⋯⋯⋯⋯⋯⋯⋯⋯⋯⋯⋯⋯⋯⋯⋯⋯⋯⋯⋯⋯”(70)
(一)诃抄泥土属⋯⋯⋯⋯⋯⋯⋯⋯⋯⋯⋯⋯⋯⋯⋯⋯⋯⋯⋯⋯⋯⋯⋯⋯⋯(70)

(二)红黄泥土羼⋯⋯⋯⋯⋯⋯⋯⋯⋯⋯⋯⋯⋯⋯⋯⋯⋯⋯⋯⋯⋯⋯⋯⋯⋯(77)

(三)黄泥田土属⋯⋯⋯⋯⋯⋯⋯⋯⋯⋯⋯⋯⋯⋯⋯⋯⋯⋯⋯⋯⋯⋯⋯⋯⋯(80)

(四)扁沙泥土属⋯⋯⋯⋯⋯⋯⋯⋯⋯⋯⋯⋯⋯⋯⋯⋯⋯⋯⋯⋯⋯⋯⋯⋯⋯(83)

(五)岩渣田土属⋯⋯⋯⋯⋯⋯⋯⋯⋯⋯⋯⋯⋯⋯⋯⋯⋯⋯⋯⋯⋯⋯⋯⋯⋯(84)

(六)碱性紫泥田土属⋯⋯⋯⋯⋯⋯⋯⋯⋯⋯⋯⋯⋯⋯⋯⋯⋯⋯⋯⋯⋯⋯一(86)
(七)酸性紫泥田土属⋯⋯⋯⋯⋯⋯⋯⋯⋯⋯⋯⋯⋯⋯⋯⋯⋯⋯⋯⋯⋯⋯⋯(88)

(八)中性紫怩田士属⋯⋯⋯⋯⋯⋯⋯⋯⋯⋯⋯⋯⋯⋯⋯⋯⋯⋯⋯⋯⋯⋯⋯(93)

(九)黄紫泥土屠⋯⋯⋯⋯⋯⋯⋯⋯⋯⋯⋯⋯⋯⋯⋯⋯⋯⋯⋯⋯⋯⋯⋯⋯⋯(96)

(十)鸭屎泥土属⋯⋯⋯⋯⋯⋯⋯⋯⋯⋯⋯⋯⋯⋯⋯⋯⋯⋯⋯⋯⋯⋯⋯⋯⋯(97)

(十一)灰黄泥土晷⋯⋯⋯⋯⋯⋯⋯⋯⋯⋯⋯⋯⋯⋯⋯⋯⋯⋯⋯⋯⋯⋯⋯⋯(99)

(十--)灰泥田土属．．．⋯⋯⋯⋯⋯一⋯⋯⋯⋯⋯⋯⋯⋯⋯⋯⋯⋯⋯⋯⋯IJIIII(100)

三、渗青性水搭±亚娄⋯⋯⋯⋯⋯⋯⋯⋯⋯⋯⋯⋯⋯⋯⋯⋯⋯⋯⋯⋯⋯⋯⋯⋯⋯(101)

霸，潜育住水霜±重类⋯⋯⋯⋯⋯⋯⋯⋯⋯⋯⋯⋯⋯⋯⋯⋯⋯⋯⋯⋯⋯⋯⋯⋯⋯(103)

(一)青泥田土属⋯⋯⋯⋯⋯⋯⋯⋯⋯⋯⋯⋯⋯⋯⋯⋯⋯⋯⋯⋯⋯⋯⋯⋯⋯(103)

(二)冷浸田土属⋯⋯⋯⋯⋯⋯⋯⋯⋯⋯⋯⋯⋯⋯⋯⋯⋯⋯⋯⋯⋯⋯⋯⋯⋯(107)

(--)锈水田土属⋯⋯⋯⋯⋯⋯⋯⋯⋯⋯⋯⋯⋯⋯⋯⋯⋯⋯⋯⋯⋯⋯⋯⋯⋯(109)

五、沼泽性水稻±亚粪⋯⋯⋯⋯⋯⋯⋯⋯⋯⋯⋯⋯⋯⋯⋯⋯⋯⋯⋯⋯⋯⋯⋯⋯⋯(110)

六、r毒性水疆土里类⋯⋯⋯⋯⋯⋯⋯⋯⋯⋯⋯⋯⋯⋯⋯⋯⋯⋯⋯⋯⋯⋯⋯⋯⋯(112)

第二节紫色土土类

一，t性簟色±亚娄⋯⋯⋯⋯⋯⋯⋯⋯⋯⋯⋯⋯⋯⋯⋯⋯⋯⋯⋯⋯⋯⋯⋯⋯⋯⋯(114>

(一)酸性紫色土土属⋯⋯⋯⋯⋯⋯⋯⋯⋯⋯⋯⋯⋯⋯⋯⋯⋯⋯⋯⋯⋯⋯⋯(114)

(二)耕型酸性紫色土土属⋯⋯⋯⋯⋯⋯⋯⋯⋯⋯⋯⋯⋯⋯⋯⋯⋯⋯⋯⋯⋯(115)

(三)酸性紫沙土±属⋯⋯⋯⋯⋯⋯⋯⋯⋯⋯⋯⋯⋯⋯⋯⋯⋯⋯⋯⋯⋯⋯⋯(116)

(四)耕型酸性紫沙土土属⋯⋯⋯⋯⋯⋯⋯⋯⋯⋯⋯⋯⋯⋯⋯⋯⋯⋯⋯⋯⋯(117)

=、中性簟色±亚类⋯⋯⋯⋯⋯⋯⋯⋯⋯⋯⋯⋯⋯⋯⋯⋯⋯⋯⋯⋯⋯⋯⋯⋯⋯⋯(118)

(一)中性紫色土士属⋯⋯⋯⋯⋯⋯⋯⋯⋯⋯⋯⋯⋯⋯⋯⋯⋯⋯⋯⋯⋯⋯⋯(118)

(二)耕型中性紫色土土属⋯⋯⋯⋯⋯⋯⋯⋯⋯⋯⋯⋯⋯⋯⋯⋯⋯⋯⋯⋯⋯(118)

(三)中性紫沙土土属⋯⋯⋯⋯⋯⋯⋯⋯⋯⋯⋯⋯⋯⋯⋯⋯⋯⋯⋯⋯⋯⋯⋯(119)

(四)耕型中性紫沙土土属⋯⋯⋯⋯⋯⋯⋯⋯⋯⋯⋯⋯⋯”：⋯⋯⋯⋯⋯⋯⋯(120)

三，石灰性鬃色±亚羹⋯⋯⋯⋯⋯⋯⋯⋯⋯⋯⋯⋯⋯⋯⋯⋯⋯⋯⋯⋯⋯⋯⋯⋯⋯(121)

(一)石灰性紫色士士属⋯⋯⋯⋯⋯⋯⋯⋯⋯⋯⋯⋯⋯⋯⋯⋯⋯⋯⋯⋯⋯⋯(121)

(二)耕型石灰性萦色土土属⋯⋯⋯⋯⋯⋯⋯⋯⋯⋯⋯⋯⋯⋯⋯⋯⋯⋯⋯⋯(122)

(5) ．



(三)石灰性蒙沙土土魇⋯⋯⋯⋯⋯⋯⋯⋯⋯⋯⋯⋯⋯⋯⋯⋯⋯⋯⋯⋯⋯⋯(123)

(四)耕型石灰性紫沙土士属⋯⋯⋯⋯⋯⋯⋯⋯⋯⋯⋯⋯⋯⋯⋯⋯⋯⋯⋯⋯(124)

第三节河潮土土类

河蠢±亚类⋯⋯⋯⋯⋯⋯⋯⋯⋯⋯⋯⋯⋯⋯⋯⋯⋯⋯⋯⋯⋯⋯⋯⋯⋯⋯⋯⋯(125)

(一)河潮土土属⋯⋯⋯⋯⋯⋯⋯⋯⋯⋯⋯⋯⋯⋯⋯⋯⋯⋯⋯⋯⋯⋯⋯⋯⋯(125)

(二)耕型河潮土土属⋯⋯⋯⋯⋯⋯⋯⋯⋯⋯⋯⋯⋯⋯⋯⋯⋯⋯⋯⋯⋯⋯⋯(i26)

第四节红壤土类

一，缸囊重羹⋯⋯⋯⋯⋯⋯⋯⋯⋯⋯⋯⋯⋯⋯⋯⋯⋯⋯⋯⋯⋯⋯⋯⋯⋯⋯⋯⋯⋯(127)

(一)第四纪红土红壤土属⋯⋯⋯⋯⋯⋯⋯⋯⋯⋯⋯⋯⋯⋯⋯⋯⋯⋯⋯⋯⋯(127)

(二)耕型红土红壤土属⋯⋯⋯⋯⋯⋯⋯⋯⋯⋯⋯⋯⋯⋯⋯⋯⋯⋯⋯⋯⋯⋯(12S)

(三)板、页岩红壤土属⋯⋯⋯⋯⋯⋯⋯⋯⋯⋯⋯⋯⋯⋯⋯⋯⋯⋯⋯⋯⋯⋯(129)

(四)耕型板、页岩红壤土属⋯⋯⋯⋯⋯⋯⋯⋯⋯⋯⋯⋯⋯⋯⋯⋯⋯⋯⋯⋯(Z30)

(五)石灰岩红壤土属⋯⋯⋯⋯⋯⋯⋯⋯⋯⋯⋯⋯⋯⋯⋯⋯⋯⋯⋯⋯⋯⋯⋯(131)

(六)耕型石灰岩红壤土属⋯⋯⋯⋯⋯⋯⋯⋯⋯⋯⋯⋯⋯⋯⋯⋯⋯⋯⋯⋯⋯(132)

=，冀红曩亚类⋯⋯⋯⋯⋯⋯⋯⋯⋯⋯⋯⋯⋯⋯⋯⋯⋯⋯⋯⋯⋯⋯⋯⋯⋯⋯⋯⋯(133)

(一)石灰岩黄红壤土属⋯⋯⋯⋯⋯⋯⋯⋯⋯⋯⋯⋯⋯⋯⋯⋯⋯⋯⋯⋯⋯⋯(133)

(二)耕型石灰岩黄红壤土属⋯⋯⋯⋯⋯⋯⋯⋯⋯⋯⋯⋯⋯⋯⋯⋯⋯⋯⋯⋯(134)

(三)板、页岩黄红壤土属⋯⋯⋯⋯⋯⋯⋯⋯⋯⋯⋯⋯⋯⋯⋯⋯⋯⋯⋯⋯⋯(Z35)

(四)耕型板、页岩黄红壤土属⋯⋯⋯⋯⋯⋯⋯⋯⋯⋯⋯⋯⋯⋯⋯⋯⋯⋯⋯(136)

第五节山地黄壤土类

山地量曩韭类⋯⋯⋯⋯⋯⋯⋯⋯⋯⋯⋯⋯⋯⋯⋯⋯⋯⋯⋯⋯⋯⋯⋯⋯⋯⋯⋯(137)

(一)板、页岩黄壤土属⋯⋯⋯⋯⋯⋯⋯⋯⋯⋯⋯⋯⋯⋯⋯⋯⋯⋯⋯⋯⋯⋯CL38)

(二)耕型板页岩黄壤土属⋯⋯⋯⋯⋯⋯⋯⋯⋯⋯⋯⋯⋯⋯⋯⋯⋯⋯⋯⋯⋯(139)

(三)石灰岩黄壤土属⋯⋯⋯⋯⋯⋯⋯⋯⋯⋯⋯⋯⋯⋯⋯⋯⋯⋯⋯⋯⋯⋯⋯(139)

(四)耕型石灰岩黄壤土属⋯⋯⋯⋯⋯⋯⋯⋯⋯⋯⋯⋯⋯⋯⋯⋯⋯⋯⋯⋯⋯(140)

(五)砂岩黄壤土属⋯⋯⋯⋯⋯⋯⋯⋯⋯⋯⋯⋯⋯⋯⋯⋯⋯⋯⋯⋯⋯⋯⋯⋯(140)

第六节山地黄棕壤土类

山地黄棕壤亚类⋯⋯⋯⋯⋯⋯⋯⋯⋯⋯⋯⋯⋯⋯⋯⋯⋯⋯⋯⋯⋯⋯⋯⋯⋯⋯(14I)

第七节 山地草甸土土类

山地草甸土亚类⋯⋯⋯⋯⋯⋯⋯⋯⋯⋯⋯⋯⋯⋯⋯⋯⋯⋯⋯⋯⋯⋯⋯⋯⋯⋯(143)

(6)



第五部分土地资源评级及利用

一，土地评曩⋯⋯⋯⋯⋯⋯⋯⋯⋯⋯⋯⋯⋯⋯⋯⋯⋯⋯⋯⋯⋯⋯⋯⋯⋯⋯⋯⋯⋯(144)

=、±地羹曩的保护曩科甩⋯⋯⋯⋯⋯⋯⋯⋯⋯⋯⋯⋯⋯⋯⋯⋯⋯⋯⋯⋯⋯⋯⋯(145)

(一)水稻土的保护和利用⋯⋯⋯⋯⋯⋯⋯⋯⋯⋯⋯⋯⋯⋯⋯⋯⋯⋯⋯⋯⋯(145)

(二)早土的保护和利用⋯⋯⋯⋯⋯⋯⋯⋯⋯⋯⋯⋯⋯⋯⋯⋯⋯⋯⋯⋯⋯⋯(146)

(三)山地土壤的保护和利用⋯⋯⋯⋯⋯⋯⋯⋯⋯⋯⋯⋯⋯⋯⋯⋯⋯⋯⋯⋯(146)

三，土曩改良辅用分区●见⋯⋯⋯⋯⋯⋯⋯⋯⋯⋯⋯⋯⋯⋯⋯⋯⋯⋯⋯⋯⋯⋯⋯(147)

第六部分 土壤改良培肥专述及典型调查报告

一，低产田的改良辅用方法⋯⋯⋯⋯⋯⋯⋯⋯⋯⋯⋯⋯⋯⋯⋯⋯⋯⋯⋯⋯⋯⋯⋯(152)

(一)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152)

(二)轮作改良⋯⋯⋯⋯⋯⋯⋯⋯⋯⋯⋯⋯⋯⋯⋯⋯⋯⋯⋯⋯⋯⋯⋯⋯⋯⋯(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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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一、社会概况

麻阳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地区西北部，沅江支流锦水中游，座落在云责高原的武睦

山东麓及雪峰山以北。地处东径109。14’--110。06’，北纬27。33’一28。02’之间。东与辰溪接

壤，南与怀化、芷江毗邻，西交贵州铜仁，北靠凤凰泸溪。经土壤普查，采用航片，地形圉

实地调绘，按地类，土种统一用求积仪量算，全县总区域面积为2 3 0 6 6 1 7亩，其中耕

地3 O 8 3 3 6亩，包括水田2 5 3 6 3 4亩(法定为2 2 2 5 6 9亩)，旱土5 4 7 0 2

亩(法定为3 8 7 7 3亩)，山地1 5 2 1 7 3 2亩(包括林地和疏林地7 8 9 0 7 9亩，

荒山7 3 2 6 5 3亩)；水面l 7 8 7 0 0亩，其他房屋道路等2 9 7 8 4 9亩，是一个矗七

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匿"的县。

一九八。年县辖农村人民公社2 3个，国营林场1个，原种场1个，城镇2个，全县共

有2 9 5个生产大队，2 6 4 5个生产队。一九八O年末全县共有6 0 4 5 9户，2 7 8 1

3 1人，其中农业人口2 6 3 2 7 9人(评级劳力1 0 9 7 3 5人)，占总人口的94．7％。

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有耕地1．1 l亩，有山地5．4 7亩。全县有耕牛2 3 0 7 4头，其中

役牛1 7 3 0 6头，每头耕牛平均负担耕地l 7．8亩。牲猪总发展数为1 9 3 6 0 5头(其

中母猪1 2 5 6 3头)，按耕地亩平0．6 3头。存水利设施方面，全县有中型水库1座，小

一型水库1 9座，小二型水库1 4 l座，骨干⋯精3 9 1口，山平塘2 7 7 9 n，溪坝6 2 7

处，有水轮泵5 4处、l 1 7台，电排站1 0 4处、l 4 5台、6 0 l 8耻，机灌1 7 2 3

处、1 8 3 0 8．5马力， 喷灌5 3处。有效灌溉而积为1 4 5 1 2 6．3亩， 占稻田的

5 7％，-其巾库灌面积6 5 5 3 O亩，塘坝灌溉4 6 7 0 0．3亩，机灌面积3 2 8 9 6亩。

水田抗早能力大于一百天的有4 1 3 l 2亩，6 0——1 0 0天的8 5 5 3 3亩，3 0一一

6 0天的6 1 O 5 2亩，3 0天以下的有6 5 7 3 7亩。旱涝锞收面积g 7 6 1 4．5亩，占

稻田的3 8．2％。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2 0 2 9 8台(件)，共计4 6 0 5 6．8马力，其

中耕作机械2 8 6台，4 0 9 4马力}排灌机械3 0 7 2台，4 O 5 7 4马力I植保机械；

】



有机动喷雾器2 4部，3 7．1马力·人力喷雾(粉)器6 6 7 8部，收获机械I动力打稻机

2 5部，l l 6马力1人力打稻机4 2 O l部I农付产品加工机械2 5 0 4台I农业运输机
，·

to” ．
-j．

。．

”一
‘1一．

械t汽车l 3部，9 7 l—唔力‘f机动轻2 6条，5 2、0马力_全县有巾、小型电站6 o处，

9 0台，装机容量为l 3 6 4 4砝，电力充裕，以电照明的共二十三个公社，一百三十九个

大队，二千二百六十九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县属主要厂矿有农机广，电机厂、造

纸广，酒厂、印刷厂、氮肥厂及铜矿等，年产碳铵化肥为l 5 O 0 0吨左右。

? 在交通运输方面，枝柳铁路横贯县内和平溪．高村、谷迭坡，板栗树四个公社。公路有

怀——麻，’凤——麻、辰——麻三条千线以及县城——郭公坪、县城—一大桥江、县城—二

拖冲三条主要支线和其他短途支线，正式通车里程3 6 1．6公里。水运方面，锦江民帆航遥

里程约l 1 O公里，基本上是社社通车，上下行舟，交通方便(详见麻阳县行政区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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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特点

廨阳县具有湘西县城的一般特色，但也有别具一格的独特之处，现将其社会经济、自然

条件及生产现状几方面的主要特点概括如下，为进一步认识、改造，建设麻阳增开思路。

l、自然条件方面的特点t在地形上，海拔差异悬殊大，西南高j东北低，地势倾斜，

形似撮箕，开口于东北，南北西边境山峦蟑叠，中部丘陵星罗棋布，锦江河谷蜒蜿，冲积小

平原孽生，是一个山高，丘陵多，平原少、地形复杂的丘陵山区I在气候上t属北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表现气候暖温，四季分明，广泛适应农，林、收发展。但是，由于地形起伏变

化大，表现小气候及垂直气候差异明显。另一方面，由于雨量集中，分布不匀，旱涝灾害性

天气频繁，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限制和威胁I在土壤方面：成土母质母岩主要是紫色砂，页

岩和扳、页岩，地质上属描沅麻红色盆地一的一部分j致使紫色土面积最大I在自然植被上：

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分布不匀，板、页岩地区针叶、阔叶林生长良好，植被覆盖率高。

紫色土地区森林植被稀少，荒山秃坡多，土壤受侵蚀面积大，在水文方面。锦江河流横贯全

县东西，大小溪流南北而下，汇合于锦江，水系密布，资源丰富，水质一般优良。但是冲垅

之中水分溃滞，地下水位高，山区冷浸泉水溢泛，山坡田地下水位低，致使潜育性、淹育性

稻田面积较大。锦江季节性水位变化大，洪讯暴发涨落时间短，流速湍急，泥砂夹带量大，

水土流失重，有待治理改造。

2、生产现状及特点。在士地利用方面t人口多，劳力充裕，田、土利用率较高，但低

产田面积大，改造进展缓慢，增产潜力大。山地面积大．尤其是紫色土丘坡多，改造利用差，

在生产条件方面：水利建设发展快，灌溉用水由库灌发展到机灌，电力排灌，由中型水库发

展到小型、到长藤结瓜，灌溉效益不断提高，但水利尚来完全过关，旱涝保收面积不大，天

水田多，农业生产还不够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天老爷还当一半家。农业机械，尤其是排灌机

械发展较快，但耕作机械作业而积小，播、插、管，收的机械化更是缈缈无几， 畜耕、 畜

耙，一把锄头搞生产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在耕作制度方面：主要为一年二熟至三熟，复种指

数不断扩大，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轮作复种删，养，用结合还来引起充分重视，耕作f}}IJ单一化

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科学种田方嘶；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进展较快，徂很不平衡，

锦江两岸耕作管理水平较高，边境山丘地区科学利I田水平低，下三区科学种口j水平较高，上

三区较低，在灌溉，土肥，植保，选种、轮作等技术推广方面认识尚欠明确，推广不够普

及，有待进一步提高。

3、社会经济情况及特点：麻阳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林业次之，牧业发展较快， 口五

此’’不够论调、矛盾尚朱很好统一的农业县。表现在森林的严重破坏，导致农业的灾害损失

加剧，牧、付，渔业欲进而不达。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成份中，农业支付大，林业收入少，

工商比重较轻，尤其是轻_t、传统手工业生产，农付土产加工制作、土特名产优势等商品生

产率不高，现有厂矿企业盈余不多，致使财政支付紧张，辅助县社解决困难心有余而力不

足，因而国民收入少，人平贡献小，熊活提高不快，地方财政紧张，有待分析研究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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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经济

我县以农业为主，农，林、牧，付，渔兼顾发展。粮★生产比重大，主产稻谷，食油、

木材，牲堵，家禽。粮食作物眨l水稻为主，红茹，小麦次之，其次是玉米，高粱，荞类，豆

类，马铃茹。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莱．柑桔，棉花，花生，甘蔗，芝廓．黄豆，烟叶，席类．

辣椒，香瓜，蚕桑，生滦。林产品主要有茶油，桐油，橙脂，板栗、枣子、柿子等。畜产品

以性猪为主，其次是家禽，耕牛，山羊。

(一)建国三十年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l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农，林、牧、付，渔比解放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一九八。年农业生产总产值达2 9 0 4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5 5 1万元增长了百分之

四百二十七。粮食一九八。年总产量l 9 8 5 l 7 2担，比一九四九年的6 6 6 2 2 7担增

长丁二倍。食油一九八。年总产2 l l 8 1．2担，比一九四九年的3 l 9 3．8担增长5．6

倍。牲猪一九八。年总发展数l 9 3 6 0 5头，比一九四九年的3 9 8 0 0头增长3．9倍。

按农业人口计算，一九八O年人平生产粮食7 5 3斤、食油8斤，牲猪O．7头。比一九四九

年人平生产粮食4 3 4斤，食油2．1斤、牲绪0．2 6头，分别增长O．7 4倍，2．8倍、

1．7倍。详见下表l

三十年农业生产产值产量的主要指标

墓
农付业 产 值(万元) 产 量(担)

总产值 农 林 牧 付 渔 食 棉 食 牲

年度变化＼
(万元) 业 业 业 业 业 粮 花 油 猪

(头)

一九四九年 886 551 41 65 224 5 656227 2280 3193．3 39800

一九八。年 4478 2904 230 673 652 19 1985172 1819 21181．2 193605

八0年比四九
+405 +427 +460 +935 +191 ·280 +103 —21 +569 +135

年增产％
年平均递增率 +14 +15 +31 十6．4 +9．3 +6．7 —0．7 +18．9 +45

％
+13．5

据统计，三十年来共向国家交售木材5 3 O 8 1 9立方米，平均每年交售1 7 6 9 3．97

立=疗米，人平O．0 6 4立方米。年平每人贡献粮食8 2斤，棉花O．8 8斤，食油2．2斤，

牲猪O．2 6头。粮食单产由一九四九年的2 5 1斤(其中稻谷单产3 O 4斤)上升到一九八

。年的4 8 4斤(其中稻谷单产5 8 4斤)，单产增长了9 3％。从以上可见，随着人口的

迅速增长，人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付产量依然有所上升，说明我县农业生产发展还是较快

的。

， (二)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经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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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我县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尤其是水稻生产上实行

了一系列的农业技术改造，收到了良好的生产效果。在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有；

1、改高杆为矮杆品种。自一九六四年开始，对杆高，穗粒少、易倒伏、产量低的水稻

高杆品种，如麻粘、金粘，胜利籼，万利籼，红米冬粘等逐年进行淘汰，换用矮杆良种，至

一九七二年基本完成了这一改革。

2、发展双季稻。从一九五四年试种双季稻2 2亩以来，到一九七九年全县双季稻面积

巳达9 2 9 6 3亩，占稻田的4 0％，有效地提高了粮食产量。

3，改冬闲，冬泡为冬种绿肥。自推广双季稻后，肥源不足已成为粮食增产的主要矛

盾。自。九五六年开始推广草子绿肥后，逐步稳住了双季稻的产量。到一九六六年以后，每

年冬种草子达l O万亩以上，并采取了绿肥混种、增施磷肥、开沟排水、治虫防病等一系列

栽培措施，不断提高绿肥单产。

4、扩大复种指数。一九四九年耕地复种指数为1 3 8％(其中稻田1 l 0％)，到一

九八。年复种指数达2 l 4％，有效地提高了总产。

5、推广普及良种。六十年代初以陆才号，农垦5 8、红脚早为主的第一次示范推广良

种。六十年代中期又以矮脚南特、珍珠矮为代表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普及良种。七十年代初以

6 0—4 4、二九青，湘矮早九号为主的第三次普及推广良种，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目前，

我县生产上的当家品种，水稻有二九青、竹系2 6、原半早，湘矮早九号，珍汕9 7、通矮

糯，74—96，威优六号、汕优六号。小麦有4 2 4、友谊麦、吉利麦。油菜有71—39，棉花

有岱红岱。

6，改常规稻为杂交稻。自一九七六年开始示范推广杂交稻以来，杂交稻在农业增产中

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一九八。年全县杂交稻栽培面积达8 5 0 0 0亩，占中，晚稻面积的

5 O％以上。一般杂交中稻一季亩产可达8 0 0斤左右，比常规中稻每亩增产2 0 0多斤，

杂交晚稻平均亩产6 0 0余斤，比常规晚稻每亩增产150一200斤，这样中，晚稻的单产有了

较大幅度的突破。

7、调整作物布局。据我县气候、地形、田土类型特点，对照作物对温、光、水、肥的

要求，调整了高寒山区、水源不过关、水害严重地区的双季稻面积，扩大杂交中稻。一九七

九年全县双季稻面积9 2 9 6 3亩，比一九七六年的1 3 2 8 2 6亩减少了3 9 6 8 3亩。

冬种油菜由七六年的l 7 3 0 6亩扩大到七九年的3 8 2 3 6亩。诸如此类作物的调整，使

得水稻生产逐步符台我县的实际情况。 (详见三十年农业技术改革与稻谷产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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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生枣窒些蕉越茎皇塑叁童．量量塑
＼项目 双晚 良种 杂交稿 绿肥 复种 。稻谷 稻谷 技术改革

＼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指数 单产 总产

年彤{：＼ (亩) (亩) (亩) (亩) (亩) (斤) (担) 说 昵

1949 12000 138 304 608000

1950 14000 145 310 629920

1951 15000 153 340 690880

1952 17600 159 359 907965

1953 17800 149 328 831075

1954 24 38600 154 406 1067428 试种双季稻

。1955 120’ 25600 163 390 1041103

1956 12046 46600 176 263 734090

1957 26588 64600 181 364 1058707 试种绿肥

1958 48443 29400 184 422 1154764 扩大双季稻

。1959 50237 56900 206 338 1002738 增播绿肥

1960 69811 58400 251 234 692604

1961 19831 19200 t49 204 516358

1962 8093 200 15000 146 343 833930 试种晚粳

1963 8376 1800 33400 159 341 839688 扩大绿肥

1964 11596 120000 55500 185 426 1051814 推广良种

1965 30276 157000 92000 188 416 1113723 扩大双季稻

1966 25120 170000 113500 191 513 1357117 提高复种

1967 27409 172000 113100 196 497 1308961

1968 16633 173000 176 551 1391 740

1969 20387 170000 173 460 1168229

1970 42193 175000 193 523 1372351 推广良种



紧接上版

＼项目 双 晚 良种 杂交稻 绿肥 复种 稻谷 稻谷

＼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指数 单产 总产 技术改革

宰劣＼ (亩) (亩) (亩> (亩) (亩) (斤) (担) 说 明

1971 72486 171000 206 420 1278000 扩大晚稻

1972 59882 186000 12810 216 315 902932

1973 103105 210000 13660 227 417 1370801 推大晚稻

1974 112029 215000 13770 227 453 1499264 提高复种

1975 112940 216000 131800 229 440 1441611 提高复种

1976 132826 201000 6776 133700 239 443 1532394 扩大晚稻

1977 114193 221000 30{00 126931 230 472 1542833 扩大杂交 ．．

1978 82475 220000 59450 129800 244 463 1352161 扩大杂交

1979 92963 233000 73800 247 554 1694655 调整双季稻，

(三)目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县农业生产虽然发展较快，但与先进县比，按三十年历程发展的要末，总的是有发展

变化不大，有成绩问题不少，有经验教训深刻．当前，我县农业生产上的主要问题是；

1、低产田面积大，改造进展缓慢。

通过土壤普查，全县有各类低产田l l 1 0 3 8亩．占稻田面积的4 3．7％。这些稻田

一般亩产3 O O——5 O 0斤，尤其是潜育性，沼泽性稻田面积大，改良低产田进度缓慢，

是我县粮食生产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2，肥源不足，缺少有机肥料，

我县稻田土壤有机质缺乏，速效养分含量低，缺肥面积颇大。生产上中稻前期施肥迟，

单早部分田无底肥，晚稻中后期脱肥的现象较为普遍。在追肥上，氮素化肥用量大，三要素

不平衡，重氮、轻磷、忽视钾肥较普遍．在因土施肥上，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没有做到因

土施肥，缺什么肥施什么肥，没有全面考虑本县户t候特点适时施用，没有严格按照水稻需肥

规律科学施肥，致使化肥用量大．利用率低。有机肥料少，家肥的积、制、保，用尚未形成

良好的习惯，绿肥单产不高，品种单纯，留种技术不过关，夏季绿肥、萍肥尚未引起重视。

3，水利来过关，旱涝保收面积小，

我县尚有各类天水田7 8 7 8 7亩，占稻田的3 5．4％，全层潜育的稻田达3 9 7 1 3

亩．占l 5．7％，旱灾面积大，水害面积不小。农田基本建设尚缺长远规划，排灌系统未能

Z



很好配套，水利设施效益较低，有的地方解决了灌溉水源却又带来了水害，旱涝保收的农田‘

面积小。

4，科学种田水平不高，农业技术尚未全面普及t

首先，怎样充分认识麻阳气候、地形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农业技术措施，切合实际地指

导农业生产，才能稳定的增产。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很不平衡，某些方面差距还较大，尤其

是在使用良种与选留良种，治理病虫与预防瘸虫，施用化肥与增施有机肥，使用氮肥与礴，

钾配合，重视灌溉与防止溃害，建设高产田与改良低产田，增加总产与复种轮作，早稻肥害

与晚稻缺肥等方面要加强普及提高，减少失误。

5，生产单一化，“五业开发展不够协调t

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抓得紧，林、牧、付，渔多种经营抓得较差，尤其是林业生产问题

较大，因此，产值少，单价低，农业资金不足。如何发挥劳动力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基础，有待认真研究解决。

6、生态平衡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大I

森林面积逐年减少，植被复盖率不断下降，荒山面积大，尤其是大面积的蒙色士荒丘

多，改造利用差，水土流失日趋严重，遭受自然灾害的惩罚越来越多，必须抓紧改造利用，

迅速恢复生态平衡系统。

7、公社一级懂农业科学技术的领导干部太少，应加强对他们进行农业技术的专门培

训，使行政、技术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防止偏颇，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现有农业技术

干部人数不少，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也有待具体研究解决。

以上问题，只要高度重视，认真解决，我县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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