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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县

第二次土壤普查验收书

咸宁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办公室，根据国务院 (1 979 ) 111号文件精神和省、

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统一布置，组织专业队伍，从一九八0年六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

在全县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 。

咸宁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壤普查办公室受湖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委托，组织土

壤普查成果验收组，按照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威宁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各项成果进行了全面审核，审核结果

是g

一、土壤资源基本查清，

二、因件、资料、实物标本齐全 s

三、各项成果图件编制符合要求F

四、土壤化验数据〈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锦、碱解氮、速效磷、速敷拥、 PH

值〉基本可靠，

五、土壤工作分类符合《湖北省第二次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 h

六、 基本直清了影响农坐生产的主要障碍因素， 总结了群众合理利用土地和培肥改
土的经验， 部分普查)jX;呆已开始在生产上应剧y 有的己见成效。

七、 普及4日提高了广大干部 、 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土壤科学知识水平F 为培养人

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述验收结呆符合 《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F 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

壤普查的质量标准。

一九八二.年七月 二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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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土地是不可代替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于生存的基础，开展土壤普查，查清各类土

壤的数量与质量，是一项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工

作。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精神，按照省、地对土壤普查工作的部署，在县委和县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下，经过人员培训和物质准备，从1980

年11月开始野外调查到1982年 6 月全面结束内业资料整理，经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的

技术鉴定符合标准，已于1982年 6 月 25 日验收。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八章，综合概述了咸宁县

自然条件及人类生产活动对土壤发生发育的影响，重点阐述了土壤类型、分布特点及各

土种的基本性状F 全面评述了土壤的肥力状况和生产性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土壤资

源的数量统计和质量评价，提出了土壤改良利用分区意见，并分区说明了土壤利用改良

的方向和措施，初步总结了我县高产土壤的肥力特征和培肥土壤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基

本方法和措施，对低产土壤的障碍因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提出了改良利用的具体

途径和方法，总结了因土利用改良、合理施肥等方面的成放。最后附件中，包括我县第

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化验工作总结、制图工作总结及专题报告，土地资源概查报

告。

我县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土壤普查办公室领导、专家的指导

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土壤普查工作量大、内容多，技术性强，加上人力有限，时间仓促，同时缺乏

经验，工作水平低，书中如有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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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慨况、及成土过程

第一节 自然经济慨况

咸宁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南岸，北纬29 0 40'-30 0 02' ，东经 114 007'-114 0 43' 0 

南起小岭与通山崇阳接壤，北至贺胜与武昌相邻，东起高铺相接大冶，西至汀泪与蒲听

交界，东西宽58公里，南北长41公里，全境1501.6平方公里。

南部为幕阜山脉的北麓，海拔在500-954米之间，山脉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山地林

木繁茂，为本县主要林区 F 中部和东部为低山丘陵，海拔50-500 米之间，坡度较缓，

部分已垦为农田;西部和北部为滨湖平原，海拔在50米以下有较大面积的湖水面，湖的

边缘，大部分已围垦，成为农田，部分成为鱼池 。

1979年全县有22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国营农场， 258个大队， 2 ， 035个生产队，

74 ， 816户，其中农业户 64 ， 631户，总人口 361 ， 646 ，农业人口 307 ， 474人，非农业人口

54 ， 172人， 109 ， 984个劳力，其中农业劳动力饵，006个，非农业劳动力 11 ， 978人。耕牛

20 ， 487头，其中能劳役15 ， 668头，平均每头耕牛负担27亩耕地，有四个公社办菜牛场，

有莱牛366头，山绵羊4 ， 711只，牲猪饲养量202 ， 376头。

本县是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兼有其他多种经济作物的产区， 1979年水稻总产是全年

粮食作物产量的83 % ，其次是小麦、红若黄豆及其它杂粮，油料作物主要有油菜、花

生、 芝麻，此外还有少量木本油料油茶。

本县的主要特产有芒麻、茶叶、桂花等，茧麻面积10 ， 577亩，总产11 ， 973担，茶叶

58 ， 020亩，总产22 ， 303担，桂花8 1 ， 872株，面积达5 ， 000亩，总产246 ， 400斤。还有柑桔

园 11 ， 660亩，总产新鲜水果1 ， 142 ， 500斤，蚕桑队 48 1 亩，产茧量 13 ， 800 斤，药材

3 ， 700亩，总产550担 。

水产资源丰富， 1979年全县养鱼水面IT64 ， 143亩，其中人工放养水面29 ， 143商，天然

养鱼水面35 ， 000亩，鲜鱼产量1 ， 579 ， 900斤，人平 4 斤 4 两。

第二节 土壤形成的自然条件

土壤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自然体，土壤的形成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包括气候、母质、

植被、地形及人类社会活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

的结果。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戚宁县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多酷暑，冬季不

太冷，秋温略高于春温。

1 



第二章土壤分类与分布

第一节 土壤分类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土壤工作分类简要说明及修改意见和湖北

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结合我县具体的成土条件，成土过程和土壤

属性，以发生学原则为分类的指导思想，以土壤形成过程为依据，以诊断层及剖面构型

为指标进行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并采取自下而上，逐级进行比土评土工

作，系统的整理确定我县的土壤类别及其名称。我县土壤分类系统采用五级分类体系一

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变种。公社大队土壤图以土种变种为上图单元，县级土壤图

以土属为上图单元。

土类 z 是高级分类的基本单元。它是在一定的生物气候条件下，或者某些特殊的自

然因素的直接影响下，具有独特的成土过程，并产生与之相应的可资鉴别的发生层段和

土壤属性的一群土壤。土类之间在基本属性上有质的差别。

①具有明显的生物气候带的成土特点，如亚热带富铝化成土过程产生地带性土壤红

壤。 ②人为因素(如灌汰，排水，耕作，施肥)的影响下，如水稻土是典型的水耕熟

化过程的产物。

③特殊母质类型，推迟或减缓土壤的发育进程使土壤处于幼年时代，如石灰土类、

紫色土类等。

亚类: 是土类范围内的进一步划分，它的划分标准是 z

①反映一个主导成土过程中的不同成土阶段或两土类之间的过渡、如棕红土壤亚

类。

②反映一个主导成土过程上付加一个或几个次要的典型成土作用如棕色石灰土，黑

色石灰土及水稻土的五个亚类。

土属 z 是分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分类单元，它既是亚类的续分，又是土种共性的归

纳。其标准须根据亚类或土类的某些重要成土条件的特点而定。本县划分土属主要是母

质类型为标准，冲积母质发育的潮土类， 主要以母质的机械组成划分土属、异源母质，

上层厚度大于30cm者以上层母质划分土属，上层母质小于30c m者以下层母质划分土屑 。

土种 z 是土壤基层分类的基本单元，具有鲜明的生产特性。它是在相同 母质基 础

上，具有类似的剖面构型(包括剖面形态、层次排列质地结构、颜色等〉和熟化程度的

一组稳定的土壤。它的划分基本原则是土壤属性在量上的差别。

1 、典型剖面层次组合及各层形态特征如颜色、质地、结构地下水等的一致性。颜

色用红、棕、紫灰等划分，质地层次的划分，表层或耕层按砂土，砂壤、轻壤、中壤、重

壤、粘土六级划分，表层或耕层以下按砂质(砂土、砂壤) ，壤质〈中壤、轻壤)粘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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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壤各论

第一节 红壤土类

红壤是我县地带性土壤， 在我县主要发育于第四纪红色枯土、板页岩、沙页岩、石

灰岩、红沙岩等多种母岩母质 ，面 积978 ， 8 12亩，占土壤总面积的46 .04% ，主要分布

在海拔50-800米的低山丘陵及低丘平岗地区。

我县气候较湿热、四季分明、 夏季高温多湿，秋冬温凉干湿交替，各种成土母质强

烈风化，盐基及硅酸淋失程度较高，铁铝氧化物明显聚积，粘土矿物的硅铝铁分子率在

2.1左右。土壤富铝化作用明显，土层较深厚，有明显的红色心土层，土壤呈酸性 反

应， PH值小于6.0。

一、棕红壤亚类

棕红壤是我县红壤的主要亚类，红壤向黄棕壤过渡的土壤类型，分布很广、面积

25 ， 962窗，占红壤总面积的53.7% ， 主要发育于砂页岩、第四纪纽色枯土、石i灰 i岩 、

5红沙岩等母质，地形部位多为海拔500米以下，相对高度30一50米。不同的成土母质上

发育的红壤在性态特征上有些差异，但土壤性质基本相同。一般土层深厚 ，质地粘

童，呈酸性至弱酸性反应 ， 土体呈棕红色，土壤的保水保肥性能较好，但通透性差，具

有酸、瘦、粘、等特点。根据不同的成土母质，棕红壤亚类下分四个土属。

(一) 第四纪色粘土棕红壤土属

该土属面积290 ， 827亩，占棕红壤亚类面积的55.3%。主要分布在甘棠、张公、贺

胜、双溪、 横沟、官埠、汀泪，渠首等公社的低丘岗地缓坡等部位。海拔高度 50 -100 

米，成土母质是第四纪更新统红色粘土沉积物。一部分为林荒地，主要自然植被有马尾

松、山茶、映山红、铁芒冀茅草。耕地以早作为主，主要栽培有油菜、小麦、红苦、黄

豆、芒麻、芝麻、花生等。土层深厚，一般为 1 - 2 米。其土体构形一般为表层较为深

厚的均质红土层，质地中壤一直壤，下面为明显的淀积层，再下面为红黄白间有的网纹

层，土质粘重。呈红黄或红棕色，养分含量低，具有棕红壤所具有的酸、瘦、粘等特

点。据九个典型剖面统计其表层理化性状如表 3-1 。

由于土壤侵蚀程度和微地貌形态的差异及人们生产活动的影响不同，该土属形成了

死红土、红土、面红土等三个土种。

红死土 群众称红土。死红土代号Sl 。面积223 ， 994亩，占该土属面积的77% ，主

要分布在岗捕、低丘上部的荒地、林地。其中林荒土地面积223 ， 694亩，占林荒地面

积的18.57% ，耕地面积300亩。 主要植被有松、衫、 12、茶等。 植被覆盖度小的地方侵

蚀严重。土壤表层有机质大部分为 1-3 %，全氮为0.5-1.5% ， 碱解氮为60- 12 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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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壤肥力状况

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属性。 土壤肥力是指土壤为植物生长供应和协调营养条件和

环撞条件的能力， 是土壤物理、 化学、生物特性及环境条件的综合反应。因此土壤肥力

高低既要看水分、养分、 空气和热量等四因素的数量是否适当 ，又要看四因素之间的协

调程度。根据这一认识兴具体地分析我县土壤的肥力现状 。

第一 节 土壤环境条件和土休构型

在长期的精耕细作的影响下， 特别是解放以来 ， 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

本建设，土壤的水份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土县现有早带保收面积173 ， 500亩，占耕地总

面积的40.8% ，有效灌溉面积287 ， 5 0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9.2 % ，但是尚有相当一部分

农田的田间排灌工程不配套，灌排条件不好，有些M 回还是望天收，尤其是旱地的水利

设施差， 且地形部位较高灌溉困难，容易受早，产量很低。目前水田的灌溉条件改善较

快，但排灌渠系工程不配套， 串流串灌严重。 大阪无排水沟 ， 境田无撇水构 ， 每遇大雨

或暴雨，洪水满版流， 低洼处便遭暂时淹没。造成洪、涝灾害。

森林复盖度较低 9 而且幼林多， 灌丛多， 地面侵蚀较为严重。大多数早地未进行平

整，加之暴雨多因而造成水土流失 ， 使士层变薄 ， 砂砾化加剧。

全县土体剖面构型 ， 通过5 324个剖面的观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水田 ，主要构型

有A-P-C 、 A-P--W-.C ， A-P-.W- B-C , A-Pg.-Wg-W一C ， A-P-G 
A-G , A-P--E--W --C等 § 主要是由于水稻土水份条件不同而形成的 ，全县水稻 土 面

积31 8 ， 520亩， j\.._p-W-C或A-P-W-B一C型273 ， 838亩 ， 占 85 . 9 5% . A-Pg
Wg-W-C型18 ， 949亩占 5.95 % 。另一类是林早地土壤 ， 主要构型是A-B-C 、/1.

C 、 A-BI-B z-C型，其中早地以A-B一C型为主共有90 ， 790亩占早地面积的85%林

荒地以A-C及 A-B--C型为主，其中A-C型797 ， 511亩占林荒地面积的77 . 8% , A一

B-C型227 ， 182商，占林地面积的22.1% 。

土壤构型的分布与小地型关系很大，一般低洼地方易产生次生潜育化和潜育化 ， 而

早地夹沙土壤以潮土类为多。

据我县肥沃的四十块高产水稻土的剖面构型统计，第一有较深厚的耕作层 (A ) 、

一般为1 2cm-19cm .平均15 .9cm ，质地多为中壤 ， 灰棕或棕褐色，鳝血 斑 块 多，土 体

60cm 内无障碍层次。第二有发育适度的犁底层 (P) ， 一般 7 -10cm . 紧实 度 合 适 ，

软而不漏、保水保肥性能良好 ， 而且有合适的渗漏特性，第三有较深厚的垂直节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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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土壤资源及其评价

士地资源包括陆地表面的一切土地和水面，土壤资源则是土地资源的组成部分，是

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一项不断更新的自然资源。土壤属性不仅影响农、

林、牧业生产的产量和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在这次土

壤普查中，对各类土壤进行了质量评价和数量的统计，并对土壤资源进行综合农业鉴

定，从而制定农业区划，为合理开发利用改良土壤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一节 土地资源概况

我县土地总面积1 ， 501.6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0.82%，人口密度为241人/平方公

里。全县耕地面积425 ， 286商，占总面积〈统计数> 2 ， 166 ， 000窗的19.6%，其中水田面

积318 ， 520亩，占耕地74.9%，早地面积106 ， 766亩，占耕地25.1%，林地面积714 ， 661 亩，

占总面积的33%，水面积168 ， 59 1窗，占总面积的7.78%，荒地277 ， 350亩，占总面积的

12.魄，其它用地406 ， 600亩，占总面积的18.8%，不能利用的棵露岩石178 ， 510亩， 占总

面积的8.3%，全县地貌以丘陵为主，约占总面积的82%，平原 y 低山面积很少， 占总面

积18%，有利于农林牧付渔业的综合发展。全县土地资源按人口平均每人5.99 亩，耕地

面积每人1.18亩，而且后备资源很少，人平山林1.98亩，人平水面0.466窗，是我县发

展多种经济作物及林、渔业的优势条件，但目前生产水平不高，耕地提高单产的潜力很

大，经济作物及林、牧、植业生产产值占的比例很小。

1 .林荒地资源丰富是发展林特牧的优势。全县有林荒地面积998 ， 011亩，约占总面

积的一半，从东南低山丘陵至中部剥蚀丘陵到西北平湖岗地，除极少数石灰岩裸露的地

方外，都是植树造林的好地方。特别是发展楠竹杉树等用材林。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上发育的低丘红土，死红土，土壤酸性反应， PH值一般在 5

以下，适应茶叶、油茶、芒麻的生长， 是发展茶叶、油茶的好地方。全县种植茶叶

58 ， 000 余亩产茶 23 ， 6 1 9 扭，产油茶籽 4 ， 980 担。芒麻面积 10 ， 577 亩，年产麻 11 , 973 

担.

挂花是咸宁的特产，中外驰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2 .水域面积较大，宜于水产业发展也是我县又一大优势，全县水面面积占总面积

的 10%左右，湖泊、何流、水库，塘、堪均有，宜于养鱼、放鸭及水产养植业。目前还

有许多养殖水面未利用，已利用的要大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3 .耕地土壤肥力水平低、产量低，且耕地后备资源缺乏， 是我县耕地利用中的一

个突出问题。我县耕地土壤中，水田占74.9%，宜于栽培双季稻的面积约18万亩，约占

Pl 



第六章 低产土壤的类型及改良利用措施

低产土壤是我县农业生产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土壤普查资料统计、 全县低

产土壤有171 ， 72 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砚， 其中有严重障碍因子的低产土壤23 ， 3 50亩，

占 5.5览。低产水稻土83 ， 512亩，占低产土壤总面积的48.6%，占水稻土面积的26.7%，早

地低产土壤面积邸， 208商占低产土壤总面积的51.砚，占早地土壤面积82 . 3%。低产土壤

种类多，面积大，分布广， 明产潜力大。因此，改造低产田是提高作物产量，实现平衡

增产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第一节 低产田的类型及概况

对低产土壤划分主要的原则是z 第一、 是土体构型中有障碍层次。如青泥层，夹沙

层，漂洗层等等。第二、耕层土壤质地过沙，过粘，土壤结构不良。第三，土壤酸度不

适中。过酸 PH < 5 。第四，土壤与环境条件中有障碍因素。根据这些原则将全县的低
产土壤概况统计如下 z

→、水害类型低产土壤 ， 面积4 6 ， 524 亩， 地下水位高，一般在30cm 以 内。主要土

种有青泥 ， 灰青泥 ， 烂泥 ， 拉田 等。主要分布在地型比较低洼的下垄， 汇水口，大阪低

洼处及低湖、落河部位，各地均有另星分布。土体有严重的障碍层，潜育层，土地生产

力低，年产一季中稻单产4 00斤左右 。

二、过酸型土壤。土壤过酸指土壤PH值低于5.0，耕作土壤面积 105 ， 223 亩，占耕

地面积的24.7%。土壤盐基离子含量低，板结 ， 瘦脊 ， 年产一熟或两熟 ， 正常年境单产，

中稻400-600斤，早稻400斤左右，晚稻200-300斤，小麦200斤以下。主要分散分布在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部分地域 。

三、质地不良型低产土壤，系指过沙或过粘的土壤。总面积30 ， 742亩，占耕作土壤

的7. 2 3% 。 主要土种有红泥，潮泥 、 灰潮泥 ，壳土，灰壳土，死红土，飞沙土，灰飞沙土

等等，分布于全县各地。

四、 土层过薄或坡度过大型 ftf:产土壤 ， 主要指耕层小于1 Ocm ，土体厚度小 于 30厘

米以及坡度大于25 0 的挂坡地等。面积21 ， 098亩，占耕地面积的4. 96%，主要土种有螃皮

土等等，分布地型部位比较高，一般侵蚀严重， 土壤贫脊，产量低，稻谷产量 400 斤左

右，小麦100斤以下，红在200斤以下〈折标准粮)。

五、障碍层次型低产土坝，主要指土体中间夹有一层障碍层次的土壤。其障碍层次

有青隔层， 夹沙层， 夹粘层 ， 夹砾石层 。 面积29 ， 167亩 ， 占耕地总面积的 6.86月。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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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是根据不同的土壤组合自然条件规定改良措施和利用方向的综合

性分区。是在充分分析土壤普查各项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土壤肥力特点及其与自然条件和

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原则，综合编制而成的，指出各区的特点，生产上的矛盾和问题，

因地制宜地提出土壤改良的方向和措施，为制定综合农业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一节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的原则与依据

为了充分合理利用我县的土壤资源，恢复和保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生态平衡，逐步

提高土壤肥力。根据目前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针对全

县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土壤肥力属性及组合特点和农业生产经济条件， 扬长避短，发挥

优势，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 宜鱼则鱼其分区的原则，依据和命名是2

1 .根据成土条件，肥力水平以及土壤的限制因素的相似性，生产条件和改良利用

方向途径的一致性进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2 .根据地貌类型和土壤类型组合的相似性。

3 .分区及集中连片，保持一个区的完整性。

4 .改良利用分区的命名， 一般采用四级制，即方位十地貌类型十主要土壤名称十

改良利用特点 。

根据七述分区原则，将戚宁县全域划分为五个改 良利用区和九个改良利用亚区。

第二节 分区概达

、西北滨湖平原潮土水稻土、 防渍区

该区位于我县西北部，外临西凉湖、东湖，内靠斧头湖，包括向阳湖奶牛场，县良

种场，农科所及甘棠、西河、 贺胜、张公、汀泪 、 官埠等公社的湖区部分以及双溪的一

部分总面积177.324平方公里。占全县版图面积的11.8% ，耕地面积59 ， 2 02 亩 占该区总面

积的22.3 % ，其中水田 56027亩，占该区耕地面积的94. 6 % 。早地3175亩，水面138 ， 237

亩，占该区总面积的52 % 。

1 .主要特点，本区地势低平，水域辽阔 ，海拨高度在30米以下，耕地基本上是水

田。日照充足，热量丰富 ， 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 但季节性地下水位较高，内码:严重，

质地绝大部分粘重，普遍缺磷，以种植业为主，兼有鱼业， 牧业，主要方式是放养，管

理粗放，养殖水面20 ， 1 2 6亩 ，占全县的 39 % 。 水面单产69 . 1斤，比全县平均低12.9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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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土攘普查成果应用

我们从完成野外工作的1981年开始，抓紧时间进行土壤普查成果应用。 先 后 进行

了，水田回早大轮作的改土试验，石灰性土1r止施石灰的推广、示范试验。 磷肥试验及
推广，何肥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石灰性水稻土的钵肥试验与示范推广等一系列实范推广
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因土合理种植调整作物布局，玲浸低产田的改良，配方施肥等科学技

术措施的使用和推广。基本上做到了边普查、边试验示范 ， 边应用普查结果。 对制订农
业区划和生产规划以及指导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

第一节 因土种植调整作物布局

因土种植、调整作物布局，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科学地使用和管理土地。是一种

经济般益较高的集约经营的方式。它能充分地挖掘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潜力，发挥局部

优势的作用，因地制宜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力 。

一、因地制宜、适当调整双季三熟制的面积

双季稻是六十年代中期推广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耕作种植技术措施， 对提高土地利

用率，提高单位面积的作物产量，毫无疑义有其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

后期出现了一刀切的不正常现象。那时不管土壤条件，劳力状况以及季节是否适应， 都

得种植双季稻，强迫命令盛行，效果当然不好。有些田块由于自然因素的限制不宜种双

摩稻，造成减产甚至严重减产，在土壤普查中找出了这些土壤中的限制因子，一是土体

中出现青泥层，地下水位比较高。二是玲浸严重，冷浸水长年不断。 提出这些冷 浸 严

重，地下水位较高的拢田，低洼眼田，不宜种植双季稻，改种一季中稻比种双季稻好。

因此根据土壤普查结果，将32 ， 800商不适宜种植双季稻的水田改种一季中韬，虽然减了

一季稻谷，复种指数降低了，但是由于改善了水稻的生长环境，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

而有所增加，并且节约了大量的劳力、资金和种子。

双溪公社详背大队六小队有四十亩下拢田，地下水位高，泥脚深，七十年代年年种

植双稻绿肥。 结果早稻迟发大量黑根烂根，坐克十分严重，同时贪请迟熟 ， 历年产量不

过 400斤，晚稻栽插期迟，管理粗放，单产只有180斤， 1981 年改种一季中稻691 ，同时

开沟排玲，单产达到了700余斤，比原来种双季稻每亩净增120斤，加上 用 种 少，花工

省，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高产水稻土一般分布在平版、宽珑，由于长期双季稻绿肥的耕作制度使犁底层加厚

土壤的理化性质日超变劣。并具有次生潜育化的路势，保持高产土壤的肥力水平 ，实现稳

产高产是当前水稻生产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提出水旱轮作，用养结合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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