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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开展土壤普查，为制订农业区划，实行科

学种田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
‘

●

重要基础工作。根据国务院(79)111号文件精神和农业部的部署，我

县于1979年冬至1980年完成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现将金县土壤情况

编印成集，供有关单位参考，并请提出、宝贵意见。

醴陵县农业局土肥股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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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概况

醴陵位于湖南的东部，居于北纬砷。367，东经儿3。347。东南与萍乡，攸县相邻；东北

与浏阳接壤，西北毗连株洲，东西长SO公里，南北宽66．6公里，约2234平方公里。渌江两个

源头从东南入境汇于双河口倾泻而下经渌日注入湘江，河岸高，流量足。普口以下，四季可

通舟楫是我县水运的动脉。支流如清水江，、船湾河，泗汾河等集水面积较大，水量充沛，便

于建立灌溉设施，为我县南部地区水利水电之抠纽。山脉分为三支，南部明月高峰屹立于醴

攸边境之上，独立成为一个山系，两条钳形余脉分西、北两个。延伸于大障境内，’连绵20余

公里。北面以白毛尖、黄毛尖、樟仙岭三个突起的高峰为主；其余脉走向不一，交错纵横，

跨地三十余公里，高岗叠蟑星罗棋布。东面以雪峰山为主体，雄距于一倾斜的地平线上，分

三支余脉向东、南、北三面逶迤伸展，主脉从东到西跨度达20多公里，雪峰山挺拨俊俏，气

势磅礴，英姿雄伟，成一天然的屏障．
‘

一、地貌类、型

醴陵属岗丘区，东北地势突起，从东至西沿渌江流向，地势逐渐下降，中央腹部地区稍

稍陷凹，形成一不规则的倾斜面，整个地貌与岗丘盆地相仿。由于境内山丘起伏，河流交

织，沟谷纵横，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地形，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

1、中部河流冲积平原，主要分布于渌江及其支流清水江、泗汾河两岸，坡度少于3

度，相对海拔30米以下，因为河流的切割，山岗的分间，为断续分布，着生在江河平原上的

水稻土，多为河流冲积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等母质发育而成，地势平坦，排灌便利，大部分

是潴育性水稻土，其中如潮泥田、潮沙泥田、河沙田、红黄泥田等土层深厚，酸碱度适中，

结构良好，土壤肥力强，肥劲足，适应性广，适宜栽培各种农艺作物，有利于促早生快发夺

早熟高产，是我县粮、棉、油的主要基地；
、

2、西部北部丘岗地区坡度1s度左右，主要分布于西部高桥、均楚，北部板杉、新阳、。

八步桥、黄达咀、枫林市等公社。多以纵列走向一致连绵起伏的岗峦为分水岭，大小溪涧切

剖其间，形成许多的小型溪谷平原。在这一区域中，岗地多为紫色页岩、紫色沙页岩、沙砾

岩和第四纪红色堆积物所组成，高丘为泥质或硅质板页岩、千枚岩，北部多为花岗岩。岗丘

地段是历史性的经济用材混交林地，现在砍伐过甚，地表裸露，水土流失严重，北部花岗

岩地区，严重崩坍，应加强治理，防止继续侵蚀。此地区的水稻土保肥保水力强，肥力适

中，土体发育较好，土层深厚水热条件较优，适宜发展粮油作物，但土质偏粘，通透性稍

差，不适宜大面积栽种经济作物，由于此地区水土严重流失，溪涧淤积，不少水稻土易遭浸

渍，应疏浚溪流，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保护好土壤生态。其早土和森林土壤，主要是侵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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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严重，土壤偏酸，土层浅薄，地力贫瘠，应贯彻边砍边种的方针，作到适地适树扩建经济

林，燃料林或油料和燃料混合林。

3、东南腹地低丘高岗地区，此区域处于东南之腹部地区，地跨王仙、黄沙、东堡等公社

向南延伸至泗汾、船湾等公社。低丘区坡度在2S度以下，一般为1S一20度。相对海拔100～lS0

米。高岗区坡度在10一15度之阕，相对海拔约30一60米，岗丘之间穿扦有盆地，境内丘岗星

罗棋布．嶂峦蜿蜒逶迤，冲岔交错，阡陌纵横，沿岗丘阶地多为淹育性水稻土，盆地内水分

沿斜坡里侧向运动，土层漂洗现象明显，中央内陷地段潜育性水稻土成片分布，但大部分多

为温性水稻土，适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土地面积大，蔻培技术优越，便于挖潜增产，是发展

粮食生产的理想地带。这一区域恰当茶醴紫红盆地之外侧中心，因此，第四纪红色粘土、第

三纪紫色沙页岩、紫色页岩、紫色沙砾是组成本区域地貌类型的基岩，其形成的早土和森林

土，由于植被稀疏，地表侵蚀冲刷严重，大部分是微酸性，土层较薄，腐殖质层不厚的土

壤，第四纪红色粘土形成的土壤，土壤持水量少，偏酸，适应性小，只能栽种耐酸耐旱的马

尾松、油茶等。由紫色沙页岩形成的土壤，适宜营建刺槐，乌桕等林木，旱土栽培豆类和块

根块茎类作物较为适宜，在缀坡地段营造茶园和果园具有较好的经济效果。本区域近年来水

土流失日益严重，易涝易早，灾害频繁，应该造林护土，以林促农，搞好水土保持工作o

4、东北部高丘低岗地区，包括仙霞、板杉、八步桥等公社的边沿地带，高丘一般海拔

160—200米，坡度20一25度。低岗相对海拨30一40米，坡度S一8度，组成本地貌类型的基

岩为硅质板村、泥贾页岩、黑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及砂岩等。低岗地段亦有第四纪红色粘

土和第三纪紫色页岩的零星分布。水稻土大多数是凉性土，潜育性沼泽性水稻土成片分布，

土质粘，潜育层深厚，水冷泥温低，难促不利于早生快发，但田多人少，’土壤潜力大，更利

于挖潜增产。花岗岩形成的森林土，风化土层深，结构松散，植被过稀，履盖厚度薄，土壤

沟蚀严重，往往造成崩塌。必须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止水土流失。这一区域的森林土由于

淋溶作用所致土壤偏酸，为了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宜于栽种耐酸抗湿的阕甘t林，如栗、

栎、桐、梓、樟、摁等。旱土持水量高，抗旱力强宜于四季种植。

S、东={匕、西南边缘低山区，我县与测阳接壤的东北边缘地段和与攸县、株洲接壤的西

南边缘地段，其问峰峦挺拔，溪谷函深。东北系幕阜山之余脉越浏阳延伸于我县瓦子坪、官

庄、桃花、小横江、洪源、大林等六个公社；西南却是罗霄山脉，从攸县伸展致我县贺家桥、

马恋、军山等公社，形成不同走向的大山系，由于山势起伏大小不一，其海拔差异亦较悬

殊，一般低山相对海拔300一soo米，中低山为500—800米，其中只有南部的明月山，天花

台，北部的彰仙岭等海拔超过800米；这一区域，基岩的垂直分布，很有规律，坡脚为板页

岩，下坡为砂岩，中坡为花岗岩，山顶部分出现正片麻岩。这些基岩形成的森林土处于阴湿

的气候条件下，土体水化作用强烈，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但以其日照短，土壤持水量

大，适于栽培各种常绿和落叶阔叶林，也适于营建松、杉、柏等针叶林以及禾本科属的楠

竹，淡竹、青皮竹等，下坡扩建油茶、油桐更见成效，由于坡度大，植树造林时不能进行全

垦，杜绝水土流失。旱土大多数是陡坡土、挂牌土，这种土随着坡势的延伸其土层厚薄很不

均一，应该提倡倒耕倒种，整土盖青保持上坡下坡土层深度的一致性，提高土壤利用率。水

稻土由于区域性冷湿气候条件的影响，多阴山冷浸，在确定作物格局和耕作制度时，必须全

面考虑这一独特的气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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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岩母质

我县系紫红盆地，大部分是下紫上红或紫红混交存在的地层构造i母岩以沉积岩，变质

岩为主，岩浆岩次之分成以下几类s

1、第四纪红色粘土：是第四纪的洪积产物，分布面积很广，以丘岗区为主，呈坡积态

势存在，一般有明显的砾石层、网纹层、粘土层，随着地形部位的变迁，有的也只有一层或

二层，结构不够一致。粘土层呈红色，质地粘重紧实，有机质含量低，酸性重。形成的水稻

土底土坚硬，难于耕种。森林土和旱土，地表履盖度低，遭受严重冲刷，面蚀沟蚀普遍存

在，肥力极低，有待大力改良。
、

2、紫色页岩和紫色沙岩：在大部分地区第四纪红色粘土往往履盖在紫色页岩和紫色沙

页岩之上，在丘陵地区这种存在方式，高丘．1区紫色页岩和紫色沙岩独立呈地域性存在。在水

官和唐家坊等台地由于岩层断裂，岩隙内填充了石英质细沙，往往一层紫色页岩夹一层沙或

一层紫色沙页岩夹一层沙，因此，由于地形的差异引起岩层构造的差异，所以我县紫色沙页

岩和紫色页岩的岩体结构有如下几种变异构造，即紫色页岩、紫色沙页岩、厚沙夹厚页岩、

薄沙夹薄页岩、厚沙夹薄页岩、薄砂夹厚页岩等等。紫色岩类风化后形成的土壤，酸碱度反

应的差异极为悬殊，一般以地形淋溶程度和植被的厚薄而定，易受淋溶的为酸性紫色土，

反之为石灰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面积不大，紫色页岩形成的水稻土，质地粘重，可塑性

强，肥力适中，但耕作较为困难，宜耕期短。 、

3、板页岩：我县以泥质灰绿页岩，灰页岩和硅质板岩为主，片岩千枚岩间断存在，一

般分布于低山区，纯粹的页岩和千枚岩形成的土壤质地细腻，土壤粘重，通透性差，富含有

机质，含钾较高。板岩、页岩重叠存在的海相地区，土壤内多岩屑石块，·土层较厚，肥力较高。

4、沙岩、砾岩、石英沙岩、石英岩：．分布于低山地区，为海相沉积，常常在板页岩之

上裸露于地表，不易风化，形成的土壤含沙量高，土质粗糙，无固定的结构，肥力差肥劲不

足，系酸性土壤。

5、花岗岩：分布子低山或高丘地区。在风化过程中因正长石和云母已被风化，残存的

是不能风化的石英，因此，土壤含沙量高，土质更为粗糙，呈粒状结构。水稻土泥脚深，冷

浸为害，酸性重，生产性能差。个别地下水为害的地区，形成了土体结构极差的滂眼田和烂

泥田。森林土和早土沟蚀特别严重；无植被的地区土体面积崩坍，亟待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防止水土流失。 ；

6、石灰岩：间见于低山或高丘的红壤地区，海相沉积往往着生于板页岩或紫色沙页岩

之下，我县都是钙质石灰岩，呈点状或带状分布面积不大，高丘区也有岩体裸露地表，多为

红色石灰土，土壤质地粘重，易板结，淋溶较重的地区，呈微酸性，土体色泽明显以鲜红色

居多，灰化好的一般为红棕色。水稻土底土硬结，通透性差，肥力不足，表土层浅薄，水源

远多是排岸田。

7、河流冲积物，分布于沿河冲积平原地区，有老河道存在的地方，底土沙层更厚。大

多发育成水稻土，土体呈灰黄或灰褐色，土层深厚发育较为一致，质地疏松，通透性能良

好，肥力强，栽培水稻，生长快，成熟早，产量高。旱土多着生在河漫滩地，土壤肥沃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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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栽培早粮或其他经济作物。

三、气候条件

，我县地处南纬南温带之外侧地区，无论气温，雨量，千湿状况、．蒸发系数，季风规律

均具有亚热带的气候特点。由于季风影响频繁、气候变化多端、气温、雨量、乾湿度、蒸发

量等的频率悬殊较大。在南部海洋气团与北部大陆气团相互制约之下，春季干湿不匀，～夏季

高温多雨，秋季凉爽干旱，冬季干燥寒冷，冷暖有别，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7．3度，逐

月平均气温见下表：

月 份 1 2 3 4 S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强度 4．4}s．6J 11．3 18．5 20．S 27．1 30．4 28．3 24．2 18．2 12．9l 8．1 17．3。

一年之内，以夏季七月平均气温较高，9月以后逐渐下降，元月平均气温较低，见下表：

扔℃． 3弓o· 尔用 、

；D。C‘ 弦口·

27"C． 27。·

群oc· 2卒0．

褂’c． 2fo-

f酽巳． 180．

，52． 158．

戍oc· D．o．

室c- 90·

6'e- 60．

3"C· 弓O·

0。C O

|、2 3肆5 6 7 8 9／．o—f 12

风向主要是东北风，寒潮侵入多西北风或偏北风。夏季多东南风，降雨时转东风，年平均风

速3米／秒，一般l一3级，最大7级。无霜期240m280天，山区见霜稍早比平原区无霜期短

10—20天。我县雨水充沛，年平均降水量为1432．4毫米，多的年份可达1863毫米，少的也有

1028．6毫米，但分布不匀，变率较大，降水量每年-'B开始增加，3—6月降水特多，最多

5月可达260一300毫米。这4个月占了全年总降水的S4％，8月开始减少，九月到十一月最

少一般为49一S5毫米，见下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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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热量资源丰富，光照充足．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6619／J、时，以7—9月最长。可见，地

域性气候因素决定了我县农业生产的特殊格局。

我县是本省老双季稻地区，月平均气温比株洲、长沙高o．1一O．3度，日平均气温在0度

以下的日期，平均每年约有4天，多出现在一月中下旬或二月上中旬，多的年份可达ls天，

部分年份没有日平均气温小于0度的日期，倘若以日平均气温稳定在0度以上的日期决定这

一地区温暖时期和农事活动的长短，贝lj醴陵几乎全年均可安排农事活动，若以日平均气温稳

定通过s度的持续日数，确定一地作物生长季节的总长度，则我县自二月下旬开始到十二月

下旬止，可达300天左右，若以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度以上的持续日数，鉴定喜温作物有利

生长期的长短，我县自三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止，长达240余天。若以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5度以上的持续日数的长短，衡量一地气候是否有利栽培喜温作物，则我县自四月中旬到十

月底，长达190天，若以无霜期来表示作物生长季节的长短，则我县作物生长季节长达280天，

一年四季都可换荏轮种作物，只要因地制宜调整作物布局，有此优越的生物气候条件，季季

作物都能夺取丰收。总之，我县气候温和，光热充足，雨水丰沛，生长季节长，有利于农业

生产，但是，春暖多变，秋寒早现，降水不匀，夏秋多早，必须在栽培技术上注意扬长辟

短，趋利辟害，克服好不利的因素，才能有效的利用好我县优越的气候资源。

四、 被

醴陵夏热冬寒，雨量集中在4、5、6三个月内，因此山林植被以阔叶林为主，针叶林

为辅，丘陵地带由于木本林地逐见减少，不能以长护短，草本植被受到冲刷，履盖率越来越

低，据统计，我县丘陵地区的植被履盖度约42—44％左右，加上荒山秃岭平均履盖仅3S％。

1、高山草木乔木植物群落：草木以冬茅、芒骨补、羊须草、蕨类等酸性指示植物群落

为主，木本以桐、樟、枫、栎、粟、檀等阔叶林为主，亦有松、杉等针叶林存在，但分布不

广履盖度在80—90叻之间。

2、低山草木乔木植物群落：草木多为酸性植物如狗尾草、五节芒、营草等。木本以松

杉楠竹为主，矮生灌木，穿扦分布有油菜、矮栎、矮栗等。覆盖度SO一70％左右。

3、丘陵混交疏林矮生植物群落：以油茶为主，夹杂松、杉、栎等疏生木本植物，草本

多菅草，冬茅。一般覆盖度为30—40％，部分地区仅只20—30％，大多数分布于第四纪红色

粘土区，表土冲刷殆尽，往往网纹层暴露地表，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4、稻田植物群落：多狗毛粘、三棱草、水香附、水马屎苋、看麦娘、水稗、野雀麦，

四叶莲、鸭舌草等酸性指示草本植物群落。肥田以水马屎苋为主，瘦田多狗毛粘和三棱草。

植被覆盖度与土壤肥力、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侵蚀程度关系很大，山地植被覆盖度

高，植被密茂，无冲刷现象，且植被的残枝败叶被覆土表，土壤富含有机质，土层也较深

厚，土体发育良好，丘陵区植被稀疏，覆盖度小冲刷严重，有机质难于保存积累，因之有机

质含量少、表土薄、土壤瘠薄肥力极差。

——6——



二、土壤的形成和发展

土壤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的综合体。在大自然里，母质、地形、气

候、生物、时间尤其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共同影响着各个类型土壤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人类

的生产活动这一致关重要的人为因素，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特定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影

响下，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可以使荒土改造成良田9使低产田变为高产田，增进土壤的生产

效率，能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现将我县土壤的形成和发展分述如下： 、、

1、森林土壤：我县是典型的丘陵地区，山丘变幅较大，坡度陡缓很不一致，小区域性

气候环境也有差异，尤其是植被复盖程度不一等因素，决定森林土壤发展的方向。如板页岩

红壤，由于着生地形，气候环境，植被厚薄不同，则形成了两种不同性状的土种，其生产的

方式和格局亦有差异。着生在缓坡或谷地，植被茂盛地、区的，因水土保持好，有机质积累

多，故腐殖质层深厚，土体熟化程度高，心土层和表土层发育平衡，形成了一种生产性能良

好适应性大，肥力强的厚腐殖质层厚土层板页岩红壤。反之着生在陡坡，植被稀疏的，一般

腐殖质层和土层浅薄，成为一种瘠薄的薄腐殖质层薄土层板页岩红壤。前者，地力雄厚是发

展深根性乔木林的理想基地；而后者地力瘠薄只能营造浅根性树冠小的灌木林。再从山地板

页岩黄壤来看，即使植被复盖度相同，但以其着生的部位不同，在不同气候条件的作用下，

直接影响着土壤的冷热状况和持水程度以及其他的理化性状。南坡，当阳挂晒，日照时长，

气温高，土温也高，成为一种持水量适中，热性的，利用价值高的山地黄壤。北坡，背阳带

湿、气温低，土温也低，土壤持水量大，士性冷，由于土壤性状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生产

方式和种植格局。由此可见，同一母质形成的土壤，因其成土条件和环境的不同，土壤的各

种性状亦不相同。因之，整个自然的各种因素互相制约着土壤的形成和发展，而在某种特定

的条件下其中一种特定的因素将起着主导的作用。

丘陵坡脚的森林土，由予人为的活动和利用方式的改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土壤——耕

型土壤(旱土)、水稻土。

然而，历史性的自然因素仍然影响着土壤的形成和发展。处在地势较高，灌水困难，施

肥水平低，耕作粗放的新开水田，一般都形成了泥脚浅，土层薄土体熟化差的淹育性水稻

土。而处在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源充足，施肥水平高，耕作精细的，则形成了肥力较强的潴

育性水稻土。其变异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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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土查盛壅避查噬．浅黄泥

崔

森林土 水稻土

一黑黄泥田

2、耕型土壤(旱土)：山丘坡脚的森林土壤经过人为活动的诱导和影响，如经常性的

翻耕、浇灌、施肥等活动，逐渐改变土壤主要的理化性状，如土壤熟化程度，土壤质地、结

构等，使土壤肥力得到提高，而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状而又不同于森林土壤韵早土。如第

四纪红色粘土形成的红土红壤，通过垦复成为耕型早土，其演变过程如下：

红土红壤
垦复栽培

一红泥土麴笠堂堂叠蔓避．熟红土丕堂堂堕壁墅复坚．红菜园土
旱土在特定的水浇情况下，只要作物类型j耕作制度、施肥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它

又可转化为水稻土，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如红泥土向黄红泥田转化的过渡形式：

／作物类型

红泥土———二耕作制度—壅些蕉遗堕壁+红黄泥田
＼

＼施肥方法

水稻土：水稻土是劳动人民在栽培水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形成除受地形、母质、

生物气候、地域性水文等自然因素影响外，还深受人类耕作、施肥、排灌等农业技术措施的

影响，使之形成具有与早土不同的特性特征，水稻土的形成除上述因素外其主要的是由于水

的存在。而水的运动方式和作用的强弱又决定了水稻土发展的趋势。水的作用形式是受地

形、母质气候等生态因子制约的。因为水的作用在水稻土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

矛盾，从土壤组成物质来看，如水与气的矛盾，从化学运动方式来看，如氧化和还原的矛

盾，再从矿质粘粒来看，如积累和淋失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取决于水稻土的着生地形和土体

内水份存在的形式。

地形位置和水的移动，对水稻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处地势较高的排岸

田，无地下水为害，只在栽培期间受灌溉水和自然降雨的淹渍，受水的作用轻，同时耕作

和施肥的水平低，因此形成了土壤熟化差，发育不良，泥脚浅，肥力低的淹育性水稻土，相

反，土壤着生位置低的如增田和凼田，排水不良，长期被地表水和地下水所浸渍，耕作层以

下全部是青泥层，泥脚深而土性冷，成为历史性潜育化的潜育性水稻土，如果地处低洼地

带，地下水严重为害，长期封闭土体，则形成沼泽性水稻土——滂眼田。如花岗岩母质形成

的水稻土以其地形部位和受水作用强弱的不同发育成不同亚类的水稻土，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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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育性
粗麻沙泥

我县潜育性水稻土如青夹泥、青沙泥等分布广，面积大，主要表现在；地下水位高，泥

脚深，水温低，青夹泥层厚，养分呈还原状态，肥效慢，不起苗，产量低。但是只要抓住矛

盾的要害，采取针对性的改良措施，青夹泥田仍然可以变为肥力高，生产性能良好的黑泥EEl

在改良措施上主要是排除地下水，改变土壤的水气，冷热等状况，增强其供肥能力，从而可

以彻底改变青夹泥田的低产面貌，如下图所示： 、

水稻土随着改制变换耕作格局和栽培技术措施，它又可以还原为旱土，主宰这种变异因

素的条件决定于人为的生产意向和动态，如下图：

⋯巡⋯筹<桶蝻蝴1“

早土麻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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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分类命名、准则

一、土壤分类命名的意义：土壤是在自然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类

生物体。土壤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它的内在性质的变化密切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由于

地形、母质、气候、生物等条件的不同，特别是直接受人为耕作活动的影响以及在各种化学

和物理运动的综合作用下，而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壤。各类土壤不仅有它自己特殊成土过

程，而且还有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因此形成了多种多样土壤类型，性质复杂多端，水平分布

有很大差异，但垂直分布的地域却相当明显。如我县的南部和中部多系低丘地区，土壤大部

分是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形成的红土红壤，而东部高丘区则是大面积的中性或酸性紫色土；

由于成土条件的不同，即使在同一块地上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土壤类型；如着生于同一地

形，同一地区，同一母质的紫泥田水稻土，由于接受地下水的运动方式和作用大小不同，从而

形成了两类性质切然不同的土壤，受地下水作用大的形成了潜育性的青紫泥田——俗称紫青

夹泥田；而无地下水或者受地下水作用较小的即形成了生产性能较好的潴育性的紫泥田——

俗称羊血泥田。从垂直分布来看，以我县最高峰明月大山为例，山脚为红壤，山腰为黄红壤，

山顶为黄壤，其土壤垂直分布的地域性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土壤分类命瑶时，就必须根据各

种不同的环境条件，成土过程等，运用综合性的方式和方、法，正确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土壤

类型，将土壤进行系统的分类，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土壤，研究土壤，利用土壤和改良土壤，

培肥土壤，提高土壤肥力，促使农作物高产稳产和平衡增产。在生产上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便予认±。按类别归纳的土壤，可以观察这类土壤共同的性质，正确了解它特定的

特征和特陛。

2、便于针对性的用土改土。通过认识土壤的主要性状以后，可以针对这类土壤的生产

性能，正确地制订用土改土的生产方案。

3、便于有的放矢地推广，普及先进技术。某个特殊地段的特殊土种与栽培作物的关系

必须通过归类认土才能有效地合理地拟定各项先进技术措施，使之因地制宜，因土制宜。

4、为了按土壤地块部署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程序，为区域性规划及农田基本建设提供可

靠的科学依据。

二、土壤分类命名的原则：土壤分类应根据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和成土过程，遵循历史

的和现实的观点全面分析在发生和形态上所具备的条件和产生的变异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

土壤类型。

l，坚持历史的观点：土壤不是一朝一夕而可能形成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而且是运动

变化着的历史产物。分类时要充分考虑对形成土壤直接有关的地形、母质、气候、生物、地

龄，及栽培等各方面的历史条件和变异规律。如我县的红色石灰土，它具有特定的三个历史

条件：①石灰岩单一的特定母质。②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特定的区域性生物气候。⑧剥蚀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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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山麓坡地的特定地形，在三个历史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土壤中碳酸钙被淋溶殆尽，剩下的

氧化铁在干燥的环境条件下脱水而成赤铁矿，故土体呈鲜红色，同时因碳酸钙垒被淋溶，，-但

母岩系石灰岩，土壤碱性不强仍保持中性偏酸。因之，凡属历史因素起决定作用而成的土

壤，在分类命名时，要更确切地着重考虑在成土过程中各个致关重要的历史条件。

2、坚持全面的观点：在充分考虑土壤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变异规律的同时，更要全面关

注各种实际存在的理化性状对土壤所起的作用。如我县大面积存在的紫色土，即使同一母质，

同一地形，由于酸碱度反应的不同，应该从土壤利用的角度考虑土壤的化学性状，因此根据

酸碱度反应的程度不同，划分为酸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石灰性紫色土(即碱性紫色土)．

等三个亚类。

3、坚持现状的观点：即近代或者近几年的各种可能影响土壤性状变异的重要因素，诸

‘f如施肥运态，耕作条件的变化，耕作制度的演替等，如我县城关镇由水稻土改制后形成的菜

园土。改制后的菜园土长期栽培蔬菜作物，『1必须勤翻细作，增施肥料，适度灌溉；所以菜园

土熟化程度高，土质疏松，结构良好；水、淝、气、热状况协调，有机质含量高，生物循环

快，土肥相融，冷热适宜，氧化还原作用交替自如等不同于水稻土的生产性状。由于利用现

状的改变，导致了土壤本质的变异，所以菜园土应该划分为独特的土壤类型。

4、坚持发展的观点：土壤的变异是经常的持久的，但是，可以用人为的生产活动而能

制约的，差土改良后可以变好土，暂时的障碍因素能够通过改良而排除，因之，分类命名时

应该重视土壤向前发展的趋势。如在划分青隔黄泥口，青隔红黄泥田，青隔紫泥田，青隔潮

泥田等次生潜育化水稻土亚类归属问题上，应该明确受地下水地表水交错而短暂作用形成的

次生潜育现象。是可以采取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的，消除次生潜育化后的水稻土必然会

沿着优良的性状向前发展，因之，基于这种观点，把次生潜育化水稻土拉入了性状良好的潴

育性水稻土的行列。

三、土壤分类的定级标准。根据我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分类暂行方案”的分类定级

的原则，我县仍然采用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变种五级分类制，定级标准如下：

1、土类：是各级分类的最高单元。土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下形成的具有

地带性的土壤。土类之间，不仅有共同的性状，但由于成土过程的不同在质上有很大的差

异，如板页岩红壤形成的水稻土和板页岩红壤形成的森林土，在质的方面则有其完全不同的

理化性状。然而，同一土壤类型毕竟有共同类似的肥力特征以及相应的改良利用方法。如我

县各种母质形成的红壤，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化学性状即酸性反应。因此，在改良利用上

势必抓住这个突出的特点。

2、亚类：即土壤分类的二级单元，是土类范围内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所以应根据主

导土壤形成过程以外的另一个次要的或者新的形成过程来划分。亚类的土壤发生特征和土壤

改良利用方向较之土类更为一致。如我县水稻土类的潜育性水稻土亚类，它的形成过程除了

地形、母质、．气候等因素外，主要还是地下水的存在起主导作用，正因为潜育性水稻土是在

地下水长期浸渍缺气无氧的还原状况下形成的，从而由于地下水的作用所产生的另一个成土

过程致使潜育性水稻土成为一个独特的不同于其它水稻土的亚类，这个亚类的典型土种如青

泥田——俗称深脚青夹泥，青夹泥田——俗称浅脚青夹泥，青沙泥——俗称青砂子田等等都

是因地下水长期浸渍产生青泥层(青夹)而成水冷泥脚深，通透性差一类的潜育性水稻土。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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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下水是形成这个亚类EI共同因素从而可以抓住这个矛盾排除地下水，改变土壤的冷热状

况即能淡复这类土壤的生机，提高它们的生产生命力。一般而言，亚类过渡的形式有三种：

a．地带性过渡：即水热条件的垂直带，水平带。以垂直带过渡而言，如红壤类的黄红壤

亚类是红壤向黄壤(由下而上的垂直过渡)的过渡形式，也就是红壤与黄壤之间的过渡形式

所产生的一种过渡类型一黄红壤亚类。
b．隐域性向区域性过渡，即是隐性的分离和变异产生的过渡类型，然而隐域性和区域性

(即地带性)是相辅相存辩证统一的规律，隐域性并不是不受区域性的影响，反之，在隐域

性土中又包含着区域性的因素。因此，在赳分土壤亚类时既要承认土壤的区域性，也要承认

土壤的隐域性。在划分亚类时，既不能排除区域性的影响不分东西南北把各种土壤不加区别

归纳在一个土类里，也不能呆板地强调区域性而忽视隐域性却把沼泽性水稻土(即滂田)划

为潴育性水稻土(锯夹板田)；因为，共同惧有区域性的滂田和锯夹板田而两者之间却有其

不同的隐域性的变异。 、、1

c．人为的熟化过程：如水稻土类，根据人为的生产活动不同所导致韵不同熟化程度厮划

分为淹育性水稻土等六个不同的亚类，因为这六个亚类的土壤接受人为耕作条件所产生的影

响极为悬殊，尤其是耕作时间及水的作用的程度差异更大，群众习惯以熟化程度为标准权衡

水稻土的生产效能，因淹育性水稻土耕作时间短；受水的作用小，土层熟化差，群众就形象

化地叫它生黄泥，滞育性水稻土土体熟化程度高就、叫它熟黄泥，潜育性水稻土长期受地下水

作用而形成青泥层顾名思义就命名为青夹泥，沼泽性水稻土水深泥脚深即命名为滂田。

-3、土属：是亚类与土种之间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第三级分类单元，它既是亚类的继

续，又是土种的归属，主要是根据母质类型，区域性水文条件等因子来戈ij分。如黄泥田、红

黄泥田同属于潴育性水稻土亚类，但成土母质不同，前者发育于板页岩，后者发育于第四纪

红色粘土，因此，划分为黄泥田和红黄泥田两个不同的土属Io 、

4、土神：是土属的细分，是土壤分类的基本单元。发育在相同母质上，有相类似的发育

过程和剖面层次，旦’瑛主要层次的排列顺序，厚度、质地、结构、颜色、有机质含量、PI-I值等基

本相似，只在量的方面有些变化，应划为同一土种。土种的划分应根据下列条件作为依据。

(1)障碍土层不同，应划分为不同土种，所谓障碍层次就是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土层，

我县发现主要的障碍层次有自泥层、青泥层、砾石层、流沙层、铁锰淀积层(即大夹底板)。

如黄泥田土属(板页岩母质)的青隔黄泥田土种，即是因其耕作层(作泥)以下有一层厚度

在10公分以上的青泥层，亚铁反应较强，其下又是淋溶层或淀积层，仅仅是隔着一层青泥，

所以称为青隔。但是它是一层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不良土层，就必须把没有障碍土层而同属

于一个土属的黄泥田区别开来，划分为另一个不同的土种——青隔黄泥田。又如自散泥土属

的流沙底田，即是在其犁底层(硬夹)以下有一层10公分厚的流沙层，从而划定为流沙底田

土仲。

(2)土层相同，发育母质不一，应划分为不同土种。如同是青隔泥田，发育予板页岩的

为青隔黄泥田，发育于紫色页岩的都是青隔紫泥田。又土壤发育层次相同的旱土，即使同一

个土类而其母质不同应划分为不同土种，板页岩红壤形成的旱土则为黄泥土，而第四纪红土

红壤形成的早土就划分为红泥土。

(3)土壤熟化度不同，应划分为不同土种。如同属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发育，因熟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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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分别划为生黄泥、红黄‘泥、黑泥田等。由第四纪红土红壤形成韵旱土应按其熟化度的

不同划为熟红土、红泥土、红菜园土。

(4)土壤母质相同，发育层次位置不一应划为不同土种；如紫潮泥田土属中，土层内有

沙层的为间沙紫潮泥，没有沙层的则为紫潮泥j

(5)母质异源(即上下土层两种母质)应根据具体情况划分不同土种，一般规定表层40

公分以内，出现异源母质，以表层异源母质命名，超过40公分以下出现异源母质的，按上层

母质命名。如紫色土上复盖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复盖厚度不足40公分的H【I黄紫泥田，j疆过

40公分的为红黄泥田。

(6)耕层质地差异较大，应划分为不同土种，如水稻土类潮沙泥土属中，耕层有沙的为

潮沙泥田，无沙的为潮泥田。

(7)森林土在划分土种时，主要应以腐殖质层和土层厚度为标准，同时也要紧密联系土壤

本身的水肥气热状况作为划分的依据。腐殖质厚度小于10公分的为薄腐殖质层，10一20公分的

为中腐殖质层，大于20公分的为厚腐殖质恩；土层厚度小于40公分的为薄土层，4忙80公势
的为中土层，80公分以上的为厚土层。如板页岩红壤其腐殖质层的厚度为9公分，土层厚度

为35公分，根据腐殖质层和土层的厚薄指标应划薄腐殖质层薄土层板页岩红壤。

(8)耕型土壤(早土)，应按熟化度、质地、颜色等进行划分。如耕型板页岩红壤中，

按熟化度可分为黄泥土、熟黄泥土、黄菜园土等a

5、变种：是土种范围内的细分，以典型土种为准，在某些性状上发生微小变异，如地

面复盖度和腐殖质层，熟化程度的差异均应划为同土种的不同变种。

四、命名的法则：根据发生学和形态学的观点，我县仍然采取分级命名的法则：

(1)坚持命名的科学性，生产性和群众性；使命名的理论作依据更超形象化、具体化、

大众化，命名时应根据群众认识土壤的历史习惯，提炼和塑造更为逼真确切的土壤名称，以

便能更好地为生产和科研服务。我县群众对于土壤的认识是非常深刻而形象化的，如对冷浸

田的命名，使人一听到这个土名就可以连想到冷浸田水冷泥温低的独特的土壤性状，从而生

产上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提高这种土壤的生产效率。

(2)土类和亚类的命名：均属高级命名单元，应按传统的科学命名习惯加以命名，不能

任意更改。

(3)土属和土种变种的命名：这些是基层命名的单元，应该掌握科学命名的方法，认真

考虑群众命名的习惯加以摸拟和塑造，但不能超出命名的范围。

(4)采用连续命名的方法，在命名过程中，应该归纳综合各类型土壤的各种性状，分别

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变种进行连续命名。应广泛采用群众习惯上通用的名称。一般而

言，在土种名称中可以捉炼和选择接近土壤性状而具有代表性的名称，如生黄泥、潮沙泥、

黑泥田等，作到土名简单明了和系统化。变种可以在土种前面加上表示某种性状变异的形容

词。如水头、水尾、冷水田；水头水尾表示变种，冷水田表示土种。

附：醴陵县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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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陵县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统裘

一、 水 稻 土 (计516665．3亩)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 种 面 积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 种 面 积

1 1
7

本土属面积 5553．78 水
2 7

7 本属面积 717．00水 紫
紫潮混 502．00淹 浅 五花黄泥 900．08 潴 潮

育 黄 黄泥水田 59．80 稻
育 泥 紫潮沙泥 191．00

稻
性 泥 石子黄泥 S．00 性 青隔紫潮泥 24．00

土 铁子黄泥 28551．20 土 8， 本属面积 147803．74

生黄泥 582：OO 红
红黄泥 125573．30黄

浅黄夹泥 1151．．70 泥 黑泥田 。

15805．60

2 7

本土属面积 251．70 青隔红黄泥 ． ～6424．80

浅
黄 浅红沙泥 8．00

97 本属面积 76935．30

沙 浅黄沙泥 135．30 黄 黄泥田 68621．OO泥 泥
粗麻沙泥 108．40 黑黄泥田 1398．80

、、j

田

37 本属面积 317．67
?r 显煤泥田 291．90

浅 ＼j

青隔黄泥田 6623．60紫 浅紫泥田 84．40

泥 浅紫沙泥 S1．77
＼

10’ 本属面积 969．70
田

、

浅紫夹泥 181．SO 、、 扁
沙 青扁沙泥 82．00

47浅岩 本属面积 610．20 泥 黄扁沙泥 887．70

渣子田 浅岩渣子田 610．20 117 本属面积 43771．70

2 5
7

本属面积 35899．30
麻
沙 麻沙泥 13053．40

潴 河 油沙泥 2154．40 泥 黄麻沙泥 28378．30

育 沙 河潮泥 2769．78 青隔麻沙泥 2340．00

性 泥 石底河沙田 3000．80 12
7 本属面积‘ ’1757．50

紫河沙田 15．00 黄沙泥 黄沙泥 1757．50

青隔河沙田 245．18

河沙田 1593．70
137 本属面积 1248．45

岩渣 多岩渣子田 168：10
沙泥田 26120．43 沙子田 中岩渣子田 631．35

6
7

本属面积 27178．55 少岩渣子田 449．00

潮 潮沙田 176．60

沙 潮沙泥田 15587．60
14t 本属面积 68651．10

紫
泥 油潮沙泥 342．60 泥 紫沙泥田 24040．70

田 肥紫泥田 81．00
潮泥田 10936．76

紫泥田 39693．50青隔潮泥田 144．00

青隔紫泥田 48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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