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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查清土壤资源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

基础工作。

一九五八年全县曾进行过一次土壤普查，对促进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进军号中，遵照国务院’[7 9]1 1 1号

文件和省、卅的统一部署，从一九八二年五月开始进行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一

九八四年十月，经上级检查验收合格。在历时两年的普查过程中，各级党政干

部、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农民群众通力合作，进行了艰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挖掘土壤剖面一千九百多个，采集土样近一万个，室内分析化验二万三千多项

次，绘制、编写了大量的图件：表格及文字报告。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运用并收到

越来越显著的效益。

这次普查运用航空照片的地面影象判读土壤类型，是我省在一个县范围内借

助遥感技术进行土壤普查的首次实践。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省、

州主管业务部门及沪溪、大庸、吉首等兄弟县、市派出了优秀的技术人员指导和

帮助工作，这是本次普查得以保证质量的重要因素。
’

《古丈县土壤志》是这次土壤普查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进一步综合这次普查

资料，总结以往用改土经验编写成的。试图描述古丈县成土条件及其对土壤发生

发育的影响；阐明各类土壤的生成发育、t分布规律、特征特性及生产性能；提出

改良利用意见，为指导农业生产以及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土壤资源，提供较为

完整的阶段性参考资料。
、

’．

本书是集体劳动成果的结晶。编写提纲经土普办领导和技术人员多次集体讨

论，县政府有关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审定。由杨宗璞同志执笔写作。初

稿经省、州土壤普查技术顾问杨峰、田祖龙等同志及州农校黄权老师、州土肥站

李兴枝同志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危长宽、舒沂庚、

刘文通、郑光龙，孙忠铭等同志的热情指导与帮助，县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能力及水平，本书缺点错误难免。馓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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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丈 县 概 况

古丈县位于湖南省西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偏东，耳叫匕纬28。257—

28。46 7，东径109。447—110。16 7之间。东接沅陵，西靠保靖，南连吉首、沪溪，

北临酉水与永顺县离河相望。全县南北长约4 1公里，东西宽约5 2公重，总面

积1 2 9 7平方公里，合1 9 4 6 1 8 0亩。一九八二年全县辖古阳镇，城关、

双溪、龙鼻、河蓬、山枣i野竹、岩头寨、高峰、东方、茄通、断龙十二个公社

以及高望界、草潭两个社级林场，1 8 5个大队。l 1 9 0个生产队。全县总人

口1 0 4 2 9 1人，其中农业人口9 5 2 7 2人，占9 1。8 5％。农业劳动力

4 1 7 4 4个(男劳力2 1 6 6 4个，女劳力2 0 0 9 0个)，占农业人口的

4 3．8 2％。苗族土家族和汉族各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

据这次土壤普查统计，现有农耕地l 7 3 4 9 7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8．9 1％，每个农业人口平均1．8 2亩，每个劳动力平均4．1 7亩。、

其中水田8 5 6 1 5亩，占全县总面积的4．0 4％，人平0．9亩。旱土

8 7 8 8 2亩，人平0．9 2亩。山林地1 2 3 3 5‘0 7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8 8．4 9％。其中林地1 71 91 87亩，人平1 2．9 5亩，荒山485680亩。全县

土壤总面积1 8 9 2 6 8 2亩。水面3 7 6 9 1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8％。

村寨道路等用地1 5 8 0 5亩，占全县面积的0．8％。俗称“九山少水半分

田”。 、

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全。·九八二年全县农、

林、牧、副、渔五业总产值为21 83．97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7 5．5％o．

其中农业产值占五业总产值的3·5．8 l％，林业占1 9。．4 4％，牧业占

1 7。9 6％，副业占r2 3．8 8％，渔业占2。9 0％。农业生产以粮食为

主，常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 0％以上。粮食生产以水稻

为主，常年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6。0％左右，产量占粮食：惑产量的75％

左右。其次有玉米、小麦：红茹等。重要的经济作物有油菜、黄豆、花生、芝

麻、晒烟等。茶叶和油桶、油茶是本县的三大特产。’“古丈毛尖"茶质优异，自

唐代即为贡品，’在中外享有盛誉。解放后桐油最高年产量达1 8 4。3万斤，曾

受到国务院的嘉奖，有“金色油乡"的美称。据一九八三年森林资源调查统计，

全县活立木总蓄积量为2 6 5．9万立方米，人平2 5立方米。近几年每年向国
、

，



家提供各种木材二万立方米左右。牧业以养猪以大宗。养牛主要用于耕地，一九

八二年底存栏牛1 6 6 6 9头，其中劳役耕牛1 2 3 4 1头，平均每头负担耕地
1 4．0 6亩。渔业过去以稻田养鱼为主，风滩水电站建成后，大力发展了拦河

养鱼及网箱养鱼，成为库区人民的重要产业。

解放前，本县交通极端闭塞(全县无一条公路)，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人民
生活十分困苦。 “肩挑背负，7J耕火种。葛蕨充粮"是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写
照。 ，

解放后，古丈县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提高。

现在县内公路总长达三百公里，每个公社都通了汽车，有吉～古、古～王等公路

干线，由县城可直达吉首、永顺、大情县城，枝柳铁路经县城纵贯南北，并在县

设有五个火车站，酉水河于北部边境串通东西，机帆船可底抵达保靖，沅陵。全

县现有各种水利设施二千多处。其中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水库51座，山

塘3 2 1口，小型水轮泵站1 1处，电灌工程2 9处，装机4 2 7。5珏，提灌
机械1 7 4台，1 080马力，-蓄、引，提水总量2 4 5 6．9万方，有效灌溉面

·积达4 4 6 7 7亩。拥有各种农用动力机械9 6 8台，l 4 4 0 9马力，其中大

小施拉机1 1 4台，1 7 6 1马力。化肥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试用，当时全县施用

量仅1 700公斤，亩平0．0 l 3公斤。一九八二年增加到l 6 0 4．5 5吨，平

均每亩耕地施用9．2 5公斤。绿肥始种予五十年代末期，由当时的二千余亩，

发展最多时达五万多亩，近年来稳定在二万亩左右。目前已普遍推广了杂交水稻

等主要作物优良品种，栽培和植保技术等方面也有了较大进步，全县复种指数由

一九四九年的l 1 9．2 5％提高到一九]k--"年的1 8 4．1 5％。一九八二年

与一．九四九年比较，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粮食总产量增长8 7％，亩产

增长9 0％，油菜籽总产量增长32倍，茶叶总产量增长1 0倍，牲猪增长1．2

倍。但是，本县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还很低。一九]k--年全县农业
总收入为1 l 0 0．4 6万元，人平1 l 5元，人平纯收入仅8 6元；粮食总产

量4 3 3 8．1 5万斤，人平4 5 2斤，．亩平仅3 7 1斤。
≈

农业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1、农田基本建设薄弱，抗灾能力差，产量不稳定。全县旱涝保收稻田只有

2 1 1 3 6亩，占稻田总面积的2 4．．1 6％。旱地基本上是瘠薄的低产土壤，

：抗灾能力更差。以粮食生产为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属于增产的有1 6

年，恢复性增产的7年，减产的l 0年，最高年产量2982万公斤，最低年产量仅

有9 9 7万公斤，减产幅度达6 6。6％。

2



2、经营管理粗放，科学技术水平低。比如，稻田习惯冬泡、串灌耕作，施

肥重氮轻磷钾等。据1 9 7 8至l 9 8 3年的统计，化肥施用量中氮、磷、钾的

比例为5。6：0．8：0．+3。旱地多是“一把锄头，一把灰，一把种”的方

式种植。林业生产基本处于自然生长状态，即使进行某些管理，方式也很粗放。

全县有林地亩平木材蓄积量仅4．2立方米，油桐、t油茶一九八三年前连续四年

的平均亩产分别为1．6 5公斤和1．1公斤

3、五业结构不尽合理，山地优势未能充分发挥。这种情况无论是从土地利

用方式、劳力投放比例以及各业产值比例看都是很清楚的。例如，对土地资源

的利用重视．耕地而忽视非耕地；对耕地的利用重水田而轻旱土，重粮食作物而轻

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林业生产重用材林忽视经济林；畜牧生产重养猪而忽视草

食牧畜等等。据统计，全县四万多个农业劳动力中，常年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占
9 0％左右，耕地中经济作物用地仅占5％左右；茶叶生产面积有所增加，但单

产却有所下降；油桐生产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总产和单产均急剧下降，油茶产量很

不稳定。柑桔、板栗、核桃等果木；药材及其他多种经营，牛、羊、兔等草食牲
畜都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第一章 土壤形成条件及分布

第一节 土壤形成条件

土壤是岩石在各种成土条件的长期综合作用下，经风化过程与成土过程而形

成的。影响土壤形成发育的自然因素主要有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及时间。由

于成土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土壤。本节概括地描述古丈县成土条

件与土壤形成发育的关系。
’

．，

一。地貌、水文与土壤

本县处于武陵山脉的山岳地带。全县地貌以山地为主，类型多样。山地占全

县总面积的87．9 3％(其中低山占1 2。7 0％，中，低山占3 9．6 9％，

中山占55．5 4％)，丘陵占7。8 6％，岗地占0．4 1％，坪地占1．63％。

总体景观是：中部高峻，向东南和西北两面倾斜。最高点高望界顶峰海

拔1 1 4 6．2米，最低处高峰公社陈家大队花椒坪海拔1 4 7。13米，相差
9 9 8．9米。境内峰峦重迭，溪谷交错，山高坡陡，沟深谷窄，源短流急，切

割密度大程度深，地表非常崎岖破碎，√‘地无百亩平，路无百丈直”。全县共有

山头1 3 0 5个，其中千米以上的27个；坡度大于二十五度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

的5 1．3％，小于十五度的面积仅占1 6．7％；全县切割密度最大为

4．1 8 KM／KM2，平均为3．0’7 KM／KM2；切割强度最大为六百六十

米，一般为三百至四百五十米；全县常年流水的溪沟河流共3 4 6条， 总长度

9 9 9。2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面积内有溪流长0．7 7公里，以流经北部边

境的酉水最大，境内较大的有古阳河、龙鼻河、河蓬河、土溪河等，较大的地下

水有溪龙车阴河，长达3 2公里，枯水季流量为0。、3立方米／秒。
’ 、

地貌的不同形态特征和物质组成，影响水热条件的重新分配及成土物质的

证移集聚，影响植物的适生定居，从而深刻地影响土壤的形成发育。地貌类型不
同以及不同的地形部位，均有不同的小气候，不同的地表排水状况、不同的地下

水及流动性，不同的母质类型如残积物、坡积物、冲积物等。、因此，‘土壤的性

状、肥力往往差异很大。本县土壤的形成发育，受地形的影响极为深刻，从总体

看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

1、由于坡度陡，地表径流强大，强烈的冲刷侵蚀怍用，致使土层一般比较

浅薄。

2、母质更新频繁，土壤处于相对年轻状态，发育程嚏一般不深，土壤剖面

层次分异不够明显；典型层次较少，过渡层次多。

3、流水冲刷堆积和重力崩塌现象普遍，土体中常含大量坡积石块、石砾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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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岩石碎片，形成的岩渣阻、岩渣子土面积大。
’

‘4、稻田高度分散，所处地形部位不同，性状差异较大。全县稻田从海拔一

百多米的河谷到海拔八百多米的山顶，呈立体点状分布，最大的一片稻田不足五

百亩，最少的单丘独存只有几厘田，‘群众根据所处地形部位习惯将稻lit分成：

(一)山坡田．，又称天水田或雷公田，一般散布于山坡中、上部，靠降水灌溉；

(二)傍山田，分布于山腰或沟谷两侧上部；(三)冲田，分布于狭窄山谷‘之

中；(四)溶田分布于较宽的冲溶之中；(五)河坝田，分布于较大溪河两岸。

山坡田、傍山田、多发育成淹育性水稻土，冲田溶田河坝田多发育成潴育性水稻

7土。由于本县冲溶底部一般倾斜度较大，田块小，梯级高，。排水条件较好，故仅

在少数排水不良的低洼处形成潜有性水稻土。所以，我县淹育性水稻土比例较其

县他大，而潜育性水稻较少(见表I一1)

表I一1 古丈县与邻县水稻土亚类比例表 单位：亩

＼

＼＼项目 水稻土土类 淹育性亚类 潴育j陛亚类 潜育性亚类

磐j名＼ 面 积 ％ 面 积 占％ 面 积 占％ 面积 占％
÷＼

永 顺 38205 7r 100 5 7r 7r96 j5．12 26j90I 68．55 54799． 14．34

保 靖 138538．8 工00 54464。9 39．30 62743．4 45．29 13j32 9．40
●

吉 首 j24375．6 』D0 15．213．7 12．23 97716．9 78．57 9765．6 7．85

泸 溪 j68724 j00 35850 -21．j3 j工9862 71．04 上j538 6．90

古 丈 858j5 100 35545 4，1．51， 4836D 54．J4 3j57 3．68

由于地形部位的不同，使水稻土的主要性状也造成变化。分布位置高的山坡

田和傍山田水源以降水为主，土壤水分移动往往从上到下和侧向流动，。地下水位

低，一年中土层多数时间处于氧化状态，有机质分解快，养分含量低，土瘦易遭

干旱。在地形较平缓的溶田，灌溉条件较好，地下水位适中，水分主要是上下移

动，土层氧化还原交替，有机质分解与积累适中，土壤养分含量较高，抗旱能力也’

较强；处于地势低洼的冲溶田，地下水位高；土壤长期渍水，还原作用强，土体

呈青灰色，有机质常恶性积累，碳氮比值高。(见表I一2)

本县不同的地貌类型，影响土壤形成发育差异明显。

1、红岩低山区：位于县境东南部，面积约2 0万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

1 0％左右。海拔二般3 0 0—5 0 0米。地貌组合以低山为主。山岭脉络不明

显，冲溶多，走向不一，切割密度大，地表水系比较发育，河峪多深窄，边坡

陡峻，植被较差，地表径流强大，山地为紫色土，一般土层簿，层次分异不明．



显，有机质含量较低，抗蚀能力差。旱土零星分布，土层薄，易遭冲刷，不耐干
表I一2 不同地形部位水稻土主要性状

山 坡 冲谷下部 冲 底 冲底洼，地
地形部位

傍 山 田一 冲 田 冲 田、 冲 田

成土母质 硅质砂岩坡积物 硅质砂岩坡积物 硅质岩坡积物 硅质岩坡积物

土种名称 浅岩渣田 岩’渣 田 青岩渣田 冷浸岩渣由
●

剖面层次 A—P—C A—P—W—C A—pg—G—D A—P．q--G
主

耕层厚度 J 2 J 7 ·

J 6 ’1 6

地下水位
要 Cm >1 D 0 >J D 0 3 0 2 0

耕层PH值 5． 9

t

5． 7 5．0 5． 2

性
有机质％ 2． 5 9 4． 6 2 5． 0 8 ’

7r． 6 7

状 C／N比 8．5 8 8： 4 ．

9．6 1 2．6 8

●

亚铁反应 无 无 强 强

旱，稻田面积较大，山坡田，’傍山田一般发育成浅酸紫泥等淹育性水稻田土；冲

溶田多成为酸紫泥等潴育性水稻土。‘因坡陡、土薄植被塞，．山体滞留、涵养水分
能力弱，降水大部分以地表径流形式向冲溶倾泻，渗入土层中的部分雨水，也很

快沿土岩交接面渗至溶中，形成“一场大雨溶成河，天干三日水断流"，群众称

之为“假溶田"，这种田前期易遭洪害，后期易受旱灾，少数冲溶排水不良的低
·洼处，形成青紫沙泥等潜育性水稻土。

’

2、岩溶低山、丘陵区
．

集中于县境西北角，面积25万亩左右，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 5％，一般海拔
8 0 0—5 0

0米。地势比较开阔平缓，山、丘、岗交迭起伏，溶蚀洼地错落其

中，地表漏斗(俗称天坑地)、落水洞等广为发育，地下溶洞、暗河甚多，大部

分地区地表水奇缺。缓坡及平地，成土时间长，土壤风化程度高，水分运动以下

渗为主，溶淋作用较强。多形成，土层较深，酸性较强的石灰岩黄红壤，土壤层次

．分异也比较明显，油茶茶树等酸性植物生长良好，岩石裸露较多的山地，则多形

‘成红色石灰土；土层厚薄不一，一般微酸性或上酸下碱，是本县油桐的主要集中产

区。由于地表水缺乏，天水田面积大，稻田多为淹育性水稻土直接引用溶洞灌溉的

一般发育成碱性的灰泥田；在有涌泉的洼地及滂眼田形成石灰性冷浸烂泥田。

．3、．砂岩、变质岩、灰岩低中山、中山区：包括上述两区之间，县境中部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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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区。面积约1 5 0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7 5％左右，地貌组合以低中山、’

中山为主，兼有低山，丘陵及河谷小平地。由高望界和断龙山等峰组成两条山

脉，沿古阳河东西两侧自西南往东北斜贯全境，‘延绵数十公里略无阙处，山体庞

大陡峭、山峰重迭高耸岭脊线海拔七、八百米左右。以流水为主的外力侵蚀作用

极其强烈，沟谷溯源往往抵达垭口鞍部，溪流多横穿构造线强烈下切。形成条状

山梁与溪谷低地平行相间，岭高、谷深、坡陡、流急的高岭地貌，民言道： “山

尖对山尖，讲话听得见，想要握握手，上下走半天”。地表水系发育，泉涧星落

棋布，溪河蜿蜒纵横。土壤垂直变化明显。．山地以黄壤为主。山麓低地为黄红

壤，强烈的冲‘届IJ侵蚀作用，导致土层-一般较薄，质地较粗，土体中含大量石砾及

半风化岩石碎片；母质的频繁更新使土壤相对年轻、层次分异不大明显。同时，

土壤中盐基因新风化物的不断加入而得到补充，加上气候温湿，植被茂盛有利

于有机质的积累，所以土壤一般薄而不瘠，尤以表层较为疏松肥沃，草木生长繁

茂，是发展林业较佳的土壤资源。由于临河峪坡一般比较陡峻，旱土分布位置较

高，在砂岩山坡的中上部和石灰岩山地浑圆岭脊及以下缓坡地有两个较大的土旱

带，其它零星分布，多为轮息地，稻田以潴育性水稻土较多，沟谷中稻田一般均

不同程度受到阴山冷浸影响，岩渣田、扁沙泥田面积大。古阳河、河蓬河、龙鼻

河、土溪河中下游沿岸，断续地分布着一些弯月形或条带状小块坪地，基本被人

们开发成稻田，成土母质多为现代河流冲积物：由于源短流急，河水瀑涨瀑落，

成土物质分选成层性较差，粗砂、石砾的含量也较多，河沙田面积较大。

二．气候、植被与±壤

本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温润性气候。据古丈县气象站一九六0年气象资料统

计(观测场海拔3 0 2．1米)：年平均气温1 5．9 C。，大于1 0。C的积温’

4 9 9 5．3。C，七月最热，平均2 7"gt 0。C，元月最冷，平均4．5。C，

极端最高气温4 0．3。C，极端最低气温一9．i。c；无霜期2 7 1．2天；

年平均日照时数1 2 8．9．0小时；年平均雾日4 5天，各月平均相对湿度7 9

_8．3％，年平均8 2％。年平均降水量1 4 7 1．3毫米，但分配不均匀， ，

．四月至七月中旬较多；年平均蒸发量1 0 1 8．1毫米．比降水量少4 J5 3．2

毫米j但七月下旬至九月间蒸发量往往大于降水量，常形成干旱。受山地影响，

立体气候明显，主要表现在：(1)垂直差异大。海拔每升高一百米，气温降低

0。6 2。C，·大于l 0。c的积温减少2 2．6．8。C，无霜期缩短6．2天，降

水量增加3 3。3毫米。(2)．气候要素地域分布不均匀。、受高望界和断龙山

脉影响，在同一高度上，热量分布以西北部最多，东南部次之，中部最少；降水

则中部多，西北次，东南少。(3)小地形气象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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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植被属于中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亚地带，华中区系，武陵山植被区，

植被类型多样，种类成分丰富。自然植被分布随海拔升高气候变化呈现垂直地带

性。基带为常绿阔叶林，其上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受人为作用还有针叶

林，针阔混交林，经济林等多种类型，据一九八三年调查，全县森林覆盖率(包

括灌木)为6 3％。

气候，生物(通常主要指植被)因素是土壤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的动力，推

动着土壤的形成，制约土壤的发展方向。一般而言，是成土过程的主导因素。不

同的气候生物条件产生不同的土壤类型。本县生物气候类型主要有以下两种：

温热湿润气候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包括海拔4 6 0米以下丘陵低山地区，

此区气温较高，日照较长，霜期较短。年平均气温1 6。C左右，大于王0。C的积温

5 0 0 0。C左右。年降水量1 4 0 0一i，5 0 0毫米，无霜期2 7 0天左右，

相对湿度8 0％左右，干湿季节比较明显。原生植被系常绿阔叶林，现已基本被

破坏，为次生林和人工林代替。主要有马尾松、杉木、柏木、油桐、油茶、青

冈、钧栗、麻栎、板栗等杂木，草灌类主要是橙木、黄荆、映山红、马桑、小白

，栎、芒箕、芒、白茅、巴茅等。由于气温较高，雨量多，岩石风化较迅速盐基淋失较

强烈，经脱硅富铝化和生物积累过程形成红壤土类的黄红壤。土体的心土层呈桔

红色或综红色，土壤呈酸性反应，PH值一般5—6。土壤中微生物活动旺盛，有

机质的矿化作用较强，腐殖质层厚度一般小于1 O厘米；表土层的有机质一般3％

左右。在植被稀疏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层浅薄，成为粗骨性土壤。1

温暖湿润气候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植被类型：包括海拔4 6 0米以上地

区，午平均气温1 4一l 5 7c，无霜期2 5 0—2 6 0天，大于1 0。C的积温

4 0 0 0—5 0 0 0。C，+年降雨量1 4 0 0—1 6 0 0毫米，相对湿度8 0％以

上，气候特点是冬无严寒，夏无酷热，雨量多，湿度大，于湿季节不明显。常见

的常绿阔叶树种主要有槠、樟、楠、包石栎、油茶等。落叶阔叶树主要有：榔

榆、榉树、黄檀、鹅耳枥，盐肤木，楂木、黄莲木、枫香、油桐等，针叶林以马-

尾松、杉木为主；灌木草本植物有橙木、映山红、山茶、山苍子、乌饭、马桑、

山胡椒，白茶、芒、野古草、山竹蕨类等。植被生长繁茂，覆盖度一般在6 0％

以上。‘由于温暖多湿，‘干湿季节不明显，富铝化作用较弱，淋溶作用更强，土壤

中氧化铁水化度高，形成山地黄壤。土体的心土层呈黄色，一般酸性较强，PH值

4。5—5．5。腐殖层厚度一般5—1 O厘米，有机质含量弓一5％，高者达10％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植被对本县土壤肥力和水土保持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雨

多、坡陡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使得土壤朝着瘠薄方面发展。但是，繁茂的植被以

其大量的枯枝落叶，给土壤不断补充丰富的有机质和矿质养分；庞大的根群对岩石
8



一起着巨大的机械挤压和生物化学分解作用，促使土壤不断向着纵深发展，同时也

起着良好的固土作用；茂密的林冠、枯枝落叶层阻截雨水溅击，大大削弱地表径

一流，’减轻水土流失，，从而使成土过程中的地质大循环与生物小循环维持一定水平
的动态平衡，使本县土壤一般薄而不瘠，有机质和全氮量较高，尤以表层疏松肥

妖，并且土体下面一般往往有一个半风化母质层。而这又为草木生长繁茂，提供
了较好的土壤条件。如果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平衡就会打破，土壤将迅速变得瘠

薄，甚至成为不毛之地。 ．

一

，

三、母岩、母质与土壤

母岩，母质是形成土壤的母质基础。不同母质形成的土壤，其理化性质是不

同的，尤其是某些矿质养分的含量和土壤质地，它们对土壤肥力影响很大。本县

地形古老，岩石地质年代相差大，种类繁多，按其成因分，有火成岩、沉积岩、变

质岩三大类。根据省《规程》成土母质按岩性分，本县有以下六大类：

1、砂岩母质：成土面积6 5 5、3 9 1亩，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3 4．6％，

其中田2 2 7 0 9亩，土3 0 7 6 1亩，山6 0 1 9 2 1亩。分别占全县田、土

山总面积的2 6。5％、3 5．0％、3 5．0％。这类母质主要由南沱砂岩、

冰渍砂砾岩、普通砂岩、硅质砂岩等风化而成。在本县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作用

下形成地带性土壤：黄红壤和黄壤。由砂岩母质形成的土壤质地多为沙壤土，疏

松通透耕性好，宜耕期长，适种性较广，但保水保肥性较差，缓冲力弱，_般磷、

钾含量比较低，呈酸性或强酸性反应。
‘

2、板、页岩母质：成土面积3 1 2 8 1 2亩，占全县土壤面积的1 6。5’％。

其中田8 4 8 5亩，土1 2 8 4 8亩，山2 9 1’4 8 8亩，分别占全县田、土、

山总面积的9。9％、l 4．6％、1 7’。0％。这类母质主要由紫红色板岩、

普通板岩、粉砂质板岩等各种板、页岩风化而成。这些岩石矿质成分比较复杂，粘

粒含量较多，形成的土壤质地一般比较粘细；多为壤土。保水保肥能力较强。矿质

养分含量较多。易于耕作，适种性广。因易受物理风化而崩解，土体中常夹大量

岩石碎片，在裸露的情况下极易遭到侵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在本县生物气

候条件下发育成黄红壤和黄壤。

3、紫色砂页岩母质：成土面积3 9 6 3 5 7亩，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20．9％。

其中田．2 2 6 9 5亩，土1 2 8 9 9亩，山3 6 0 7 6 3亩¨分别占全县田、土、

山总面积的2 6。5％、1 4．7％、2 l。0％。这类母质由白垩纪紫色砂岩、页

岩风化而成。这类岩石岩性疏松j物理风化强烈，也易遭到侵蚀。由于母岩中富含碳

化盐类，成土过程中土层不断被侵蚀和堆积，‘碳酸盐不断淋溶与补充，致使长达

9



不到富铝化阶段，形成年幼的岩成性土壤一一一紫色土。其基本特征是：土壤疏

松，易受冲刷，土层浅薄，抗旱力差；土壤全层呈紫色，土层分化不明显，土体

中常夹杂较多半风化碎片和石块。土壤呈弱酸性至碱性反应，PH值变幅大，有机

质含量较低，钾素含量较高，速效磷较缺乏。土壤质地因母岩类型而异。由紫色

砂岩发育的紫色土为沙质土，由紫色页岩发育为粘质土，由两者共同发育的为壤

质土。本县多为壤土。 ．

4、石灰岩母质：成土面积5 2 1 7 2 9亩，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2．7。6％。

其中田2 5 4 8 4亩，土3 1 2 3 0亩，山4 6 5—0 1 5亩，分别占全县田、土、

山面积的2 9．8％、3 5．5％、2 7．0％。主要由寒武纪、奥淘纪的普通

灰岩、白云岩、紫红色泥灰岩及钙质板岩风化而成。在本县石灰岩母质多形成年

幼的岩成性土壤一一石灰土，也能发育成地带性土壤一一黄红壤或黄壤。土层厚

薄不一，土体一般呈棕红或棕黄色，质地较粘重，凝聚力强，．通透性差，耕性不

良，多呈微酸至碱性。土壤养分含量较低。但成土母岩不同土壤性状和养分也有

较大差异。如白云岩发育的马肝泥，磷钾含量很低，尤其是速效磷奇缺，质地粘

重，干时板结成块，耕作特别困难；薄层灰岩、硅质灰岩发育成灰黄泥，质地多

为中壤至重壤，耕作性能较好，养分含量也较高。本县部分地区磷灰岩或含有燧

石团块或夹层的灰岩发育成的土壤磷钾含量很高。 ．

5、河流冲积物母质；本县成土面积6 2 4 2亩，全为水田，占全县水田面

积的7．3r％。分布于较大溪河丽岸。土层厚薄不一，质地沙壤至重壤土。受流

水分选作用‘，近河床地带的质地较沙土层较薄；远离河床的质地较粘，土层较厚。

呈微酸至微碱性。土层内上细下粗，由于源短流急，分选性较差，层理不够明显，

且粗砂、石砾含量较多，保水保肥力较弱。

6、花岗岩母质：本县只辉绿岩一种，分布在龙鼻公社万岩大队境内。成土面积，

1398亩，其中稻田10l亩。分别占全县土壤总面积和水田总面积的O．07％和0．12％。

土壤呈酸性，质地较疏松，矿质养分含量较高，保肥供肥性能较好，适种性广。

本县母岩类型的分布比较集中。大致可分为三大岩相区即：东南部紫色砂页

岩区、西北部石灰岩区、中部砂岩、板页岩混合区。(见古丈县岩相图)。但也

有穿插的情况，如在中部混合岩区内，龙鼻、河蓬公社等地局部石灰岩区出露成．

土；在西部石灰岩区的北缘，茄通公社花兰大队境内有一小片黄色页岩出现等。

此外，由于受褶断构造及流水侵蚀的影响。在每两个相邻岩相区之间，、形成一幅

犬齿交错的过渡地带；砂岩与板页岩常呈现上下互层和水平交错出露从而导致本

县土壤区域分布明显，微域分布错综复杂，变化急剧。多种母岩混合成土的现象．

在一些地区也较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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