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理 利 用 土 壤 资 源

在 国 土 整 治 中 的重 要 意 义

熊 毅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国土整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的和长远的战略措施
。

国土整治的目的主要在

于全面开发
、

充分利用全部国土的自然生产力
,

满足人民的需要
,

并能维持国土不受破坏而能

永续利用
。

国土乃指每个国家所属陆地的表层
,

并包括各种土
、

水
、

热
、

气以及生物
、

矿产
、

能

源等资源
。

土壤资源是国土的主要组成部分
,

而国土本身的特点及差异
,

又主要通过土壤本身

得到全面反映
。

因此
,

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

必然是国土整治中的一个重要而关键 的间题
。

一
、

我国土壤资源的特点

土壤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 的基础
,

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它
,

所以
,

土壤

是人类的巨大财富
。

我们必须爱护它
,

拯救它
。

爱护土壤就是爱护人类
,

拯救土壤就是拯救人

类
。

但是土壤是极其复杂的
,

种类繁多
,

性态殊异
,

环境条件又各有不同
,

要搞好国土整治
,

必

须充分了解各地的土壤类型
、

特性及其在利用上所存在的问题
。

我国土壤资源有三个特点
。

首先
,

由于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所以土壤资源极为丰富
。

从寒温带的灰化土到热带的砖红壤
,

从滨海平原的盐土到青藏高原的高山草甸土 , 从黄土高原

的黄绵土到南方的水稻土
,

共有 40 个土类
,

12 0多个亚类
,

它们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与生物因素影

响下形成的
,

各自具有不同的生产力与农
、

林
、

牧业发展的适宜性
。

其次是由于山地面积广阔
,

各种高山及山地丘陵的土壤资源 占全国面积 65 %以上
,

这些土壤适于发展多种经济及林木
,

并

为大农业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

三是耕地面积甚小
,

全国现有耕地仅 15 亿亩
,

占总土地面

积 10 %
,

人平均耕地面积仅 1
.

5亩左右
,

低于世界现有水平 (世界人平均耕地为 5
.

5亩 )
。

但我国

尚有 40 亿亩草原
,

近 20 亿亩林地和宜林地
,

近 4 亿亩可逐步进行农垦的荒地
。

我国土壤资源虽甚丰富
,

但根据上述三个特点
,

在国土整治上
,

我们必须强调开展多种经

营
,

农林牧全面发展
,

爱护土壤
,

提高土壤的生产能力
,

工业
、

城市建筑不能过多占用农用耕

地
。

各地区的国土整治
,

要根据土壤类型及其特性
,

制定合理规划
。

现将我国的主要土壤类型

归纳为九大类
,

分别简述于后
,

并介绍其分布情况 (中国土壤概图 )及估计面积 (表 1 )
。

( 1) 富铝土 包括砖红壤
、

赤红壤
、

红壤和黄壤
,

主要分布于我国热带及亚热带
,

质地粘

重
,

呈酸性反应
,

有机质含量 2一 4%
,

以发展橡胶
、

咖啡
、

剑麻
、

香蕉
、

油茶
、

油桐
、

柑桔等

热带及亚热带作物为主
,

年可两熟至三熟
,

适于种植水稻
、

玉米
、

甘蔗等作物
。

( 2) 淋溶土 包括黄棕壤
、

棕壤
、

暗棕壤和灰化土等
,

主要分布于我国温带东部
,

土壤盐

基淋洗
,

粘化明显
,

呈微酸性到中性
,

是我国林木生长与果 园种植基地
,

部分地区为小麦及玉

米种植中心
。

( 3) 半水成土 包括黑土
、

白浆土和黑钙土
、

暗色草甸土等
,

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平原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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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分布面积表
*

土 纲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总 面 积 % !)土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总 面 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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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 中国土壤 图》计算

机质含量 3一6 %之间
,

呈微酸性
,

结构良好
,

自然肥力高
,

为我国东北地区小麦
、

大豆
、

玉米

等粮食作物种植基地
,

也是畜牧业的发展区
。

(4 ) 半淋溶土 包括褐土
、

绵土
、

灰褐土
、

潮土等
,

主要分布于暖温带半干早地区
,

粘化

作用明显
,

呈中性至碱性
,

腐殖质层较薄
,

宜种各种早作
。

( 5) 钙成土 包括栗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等
,

主要分布于温带半干早草原及荒漠草原
,

有

腐殖质层及钙积层
,

为我国主要牧业基地
,

其中灰钙土形成于荒漠草原区的黄土母质上
,

剖面

分化微弱
,

为半农半牧区
。

( 6) 盐成土 包括盐土及碱土
,

前者土壤表层含盐量 0
.

6一 2%
,

后者交换性钠占代换总量

20 %以上
。

盐土主要分布在华北
、

西北
、

东北及滨海地区
;
碱土分布的面积小而零星

。

这两类

土壤经过水利及农业措施改良后
,

可作为农业及牧业用地
。

、 (7 ) 漠土 包括灰摸土
、

灰棕漠土等
,

主要分布在我国漠境地区
,

腐殖质层不发育
,

易溶

盐在剖面中积累
,

有石膏层
,

呈碱性
,

表层有孔状结皮
,

由于水分缺乏
,

植被稀疏
,

农牧利用

均极困难
。

( 8) 高山土 包括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原土和高山寒漠土等
,

由于气候寒冷
,

土层浅薄
,

除

部分可作牧用外
,

其余地段利用困难
。

( 9) 水稻土 包括在水成土纲中
,

是在长期种植水稻及氧化还原交替条件下形成的
。

分布

于南方的水稻土
,

呈酸性或微酸性
,

一年两至三熟
。

分布在华中一带的水稻土
,

呈中性至微酸性
,

多为稻麦两熟
,

土壤淹水时间短
,

肥力甚高
,

为我国最老的水稻种植基地
。

至于北方地区的水

稻土
,

由于水热条件较差
,

一般呈碱性反应
,

耕作管理粗放
,

因而产量不高
。

二
、

土壤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土壤资源被开发和利用之后
,

必然要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科学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高
,

人类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的要求越来越大
,

土地资源利用和破坏的矛盾
、

工矿业

发展与三废污染的矛盾 日愈严重
。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研究
,

当前世界上
,

在土地利用方面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 ( 1) 很多土壤

肥力下降
,

世界上产量高
、

投资少的耕地与投资高
、

产量低的比例为 4 : 6
。

( 2) 不少土壤严重退

化
,

土壤盐碱化
、

砂化
、

沼泽化及化学污染情况不断发展
。

世界上对农业生产无明显限制因素

的土壤仅占土地总面积 1 1%
,

干早土壤占28 %
,

薄层粗骨土壤占22 %
,

砂化
、

盐化的占23 %
,

渍

水冷冻的 占 6 %
,

其他占10 %
。

( 3) 土壤遭受严重侵蚀
,

世界每年因森林砍伐而遭受侵蚀的土

峨 地面积达 4。。。万公顷
。

( 4) 每年有 3 00 万公顷的农地被工业
、

交通等建设所侵占
。

总的看来
,

在

世界 15 亿公顷耕地中
,

由于土壤退化
,

特别是由于侵蚀而使每年损失的农地达了。0 0一 9。。。万公

顷
。



我国土壤退化
、

肥力减退
,

土壤侵蚀等问题也一直是十分突出的
。

全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

总面积的 1八。
,

为世界耕地面积的 1八 5
。

在不到 4 亿亩的水稻土中
,

低产土壤 (单产 2 00 一 30 0 ,

斤 )占 1/ 4左右
,

其中排水不良
,

耕性甚差及积盐
、

污染的低产土壤各占1/ 3
。

过去
,

不少地区由

于不合理地利用土壤
,

如滥伐森林
,

乱垦草原
,

烧山耕种
,

围湖造田等
,

破坏了生态系统
,

带

来严重的后果
,

受到大 自然的报复
。

目前我国黄土高原和南方丘陵红壤地区仍有严重的水土流

失
,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约 43 万平方公里
,

南方丘陵红壤地区约 40 万平方公里
,

按

黄河
、

长江每年输沙量 20 亿吨计算
,

每年约毁坏了 60 0 万亩肥沃土壤
。

我国干早荒漠土壤面积

达 1 09 万平方公里
,

20 年来
,

由于风蚀影响
,

每年沙化面积达 2 0 0 0万亩
,

仅鄂尔多斯高原近十多

年来
,

沙化面积即达 1 0 0 0万亩以上
。

黄淮海平原 2
.

7亿亩耕地中
,

有 5 0 0 0 万亩早涝盐碱地未曾

彻底改良
,

粮食单产尚不到 3 00 斤
。

过去为了提高产量
,

曾发展灌溉而未考虑排水条件
,

结果引

起严重的次生盐碱化
。

东北三江平原及西南地区尚有大面积的沼泽土未经改 良
,

前几年曾在三

江平原改良沼泽土
,

因考虑排而未注意灌
,

土壤疏干以后
,

出现干旱
。

南方种稻地区也因对排

水重视不够
,

而引起水渍之害
,

有些地区实行稻一稻一麦三熟制而条件没有跟上
,

引起土壤耕

层发生次生潜育化的青泥层
,

土壤物理性质变劣
,

不但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
,

土 壤 反 而 退

化
。

当前全国森林面积仅 18
.

3亿亩
,

森林覆盖率只 1 2
.

7 %
。

南方地区森林被砍伐后
,

短期内变

成只生长矮草的侵蚀土壤
,

有机质邮一
8%降至 1一 2%

。

三十年来
,

海南岛的森林覆盖率由25 %

下降到7
.

2%
,

云南省由 50 %下降至 24 %
,

其中西双版纳由43 %降至 26 %
。

甘肃省近四年来
,

森

林面积共减少 17 0万亩
,

平均每年减少 43 万亩
。

我国人口众多
,

粮食不足
,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增加粮食产量
,

但不能乱伐森林
、

滥垦草原来扩大耕地面积
,

也不能盲目追

求复种指数而用地不养地
。

30 年来
,

我国人口 由 5
.

52 亿增至 9
.

71 亿
,

约为 1
.

76 倍
,

全国粮食由
1

.

3亿吨增加到 3
.

3亿吨
,

约增加 2
.

54 倍
。

云南西双版纳这 30 年来
,

人 口增加两倍
,

粮食增加 2
。

5

倍
,

但刀耕火种
、

砍伐森林的耕地面积却超过 3 倍
。

这说明
,

我国粮食的增产有很大一部分是

用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而取得的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近些年来
,

占用耕地的情况越来越严

重
。

太湖地区由于工业建设
,

每年占用耕地达 1
.

8 %
,

南方不少地区的耕地占用比率也在 2一 3 %

之何
。

如上所述
,

土壤资源的利用与国土整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

目前我国土壤资源的利用还存在

不少的严重问题
,

要解决这些间题
,

必须落实山区政策
,

搞好水利规划
,

加强农田管理及制定

土地法制等
。

所有这些
,

都是保证国土整治所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

三
、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国土整治的范围很广
,

国土不仅是指覆盖在陆地表面上的疏松层及其周围环境
,

还包括这

个表层上的一切人类活动
。

整治既包括治理
,

也包括整建
。

所以
,

国土整治应以合理利用土壤

资源为基础
。

他如城镇交通
、

水利
,

以及南水北调
,

三峡水坝等大型工程
,

也应属于国土整治

工作范围之内
。

国土整治和土壤资源利用都要遵循生态规律
,

建立良好的生态平衡
。

生态平衡是相对的
、

暂

时的和有条件的
,

任何自然因素的改变与人为活动都可打破这种平衡
,

合理的人类活动可使生

态系统向着好的方向转化
,

反之
,

将导致恶性循环
。

国土整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土壤的利用率 ~

和生产力
,

因此
,

必须应用生态系统的观点
,

把土壤资源
、

生物资源和环境条件统一起来
。

整

治国土必须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既要考虑自然发展规律
,

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

国

土整治工作要强调整治的整体性 ( 即环境
、

生物与社会经济三结合 )
,

区别性 (因地制宜地分别治



理 ) 和生产性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

国土整治首先要注意土壤资源的利用是否合理
,

合理的土

壤资源利用应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
,

分别采取
“

保护
” 、 “

改造
”

和
“

建设
”

等综合治理对策和措施
。

(一 )利用和保护相结合
,

防止土滚退化

为了使土壤资源长期为人类利用而不衰竭
,

开发利用土壤资源必须与保护土壤资源相结合
,

才能保证土壤资源的利用延绵不绝
,

不仅为我们这一代人服务
,

还要为子孙万代造福
。

但是
,

由

于人口和消费的日益增长
,

人类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需求与 日俱增
,

人类破坏土壤资源也日益加

剧
,

特别是那些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生产措施
,

影响土壤退化
,

并造成一系列的危害和灾难
。

土

壤退化包括山区的水土流失
,

草原的沙漠化
,

平原地区的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
,

农田的损坏和

污染
。

所以
,

开发利用土壤时
,

必须重视水土保持
,

切勿滥伐森林
,

乱垦草原和不合理的拦河
、

围湖以扩大耕地面积
,

这是挖肉医疮
,

为国土整治所不允许的事
。

水土流失威胁的地区
,

如黄河中上游黄土地区和华南丘陵红壤地区
,

土质易受侵蚀
,

进行

土地利用时
,

必须根据各地的情况
,

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

林
、

草混种
,

做好蓄水保

土工作
,

并全面发展农林牧各业
。

在热带亚热带山区
,

要利用当地优越的水热条件与强烈的生物更新能力
,

善于维护和管理

森林资源
,

以免土壤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在黄淮海平原发展农业生产
,

必须灌排系统配套
,

综

合防治旱涝盐碱
。

井灌井排也是这个地区利用土壤和保护土壤的一个好措施
。

西部干早地区的

砂质荒漠土
,

需要在树一灌一草相结合的基础上大力进行固沙培土
,

逐步加强绿洲建设
,

搞好

以牧为主
,

牧林或牧林农相结合利用
,

切勿滥垦草原
,

防止土壤砂化
。

云 农田利用要先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山
、

水
、

田
、

林
、

路要统一规划和实施
。

农 田利用要用

养结合
,

切不能降低土壤肥力
,

引起土壤退化
。

为了保护土壤不受
“

三废
”

和农药的污染
,

要以预防为主
,

首先要对污染源采取措施
,

消除

污染物
。

工矿区或其他大型工程
,

应在充分研究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全面规划
,

以免

土壤水质恶化
。

农药应选用残毒较低的品种
,

最好用生物防治的办法
。

化学肥料不能施用过多
,

否则不仅浪费
,

还会造成水土污染
。

(二 )改良低产土坡
,

消除低产阵碍因素

全世界的土地只有极少部分的土壤没有严重限制农业生产的障碍因素
,

多数的土地都不同

程度地遭受干早
、

盐碱
、

毒质
、

缺乏营养元素
、

土层浅薄
、

渍水过多或永久冻土之害
。

在这些

地区开发利用土壤必须同时进行土壤改良
。

低产田改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应针对不同的低产障碍因素
,

遵循自然规律
,

因地

制宜地进行改良
,

例如北方的盐碱土
,

低产关键是早涝盐碱
,

应加强水利建设
,

搞好灌排措施
,

南方低产红黄壤
,

土壤酸性
,

缺乏养分
,

应施用石灰和肥料 ; 西北的漠土过于干早
,

没有灌溉

就没有农业
; 东北的沼泽土

,

只有排除渍涝才能提高产量
。

环境污染应以预防为主
,

但水土已

受污染
,

则应采取措施
,

消除污染的危害
。

为了提高我国粮食产量
,

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少数高产再高产的田块
,

而应致力于大面积低

产变高产的土地
,

这是农业生产
,

也是国土整治的战略决策问题
,

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据估计
,

我国 15 亿亩耕地中
,

约有 1/ 3亩产低于平均水平
,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肥料
,

目前

我国农田施用的化肥每亩仅 12 斤 (按养分计 )
,

而 1 9 7 6年西欧平均施肥水平为 2 4
.

5斤
,

日本57 斤
,

荷兰 101 斤
。

当前我国肥料生产水平尚低
,

分配和使用又不尽合理
,

在高产地区 (如太湖地区 )过

量施用化肥
,

不仅降低肥料经济效益
,

甚至引起减产
。

如能将有限的肥料施入缺肥的低产土壤



上
,

其经济效益肯定较施角于小面积高产田为高
,

如果 5 亿亩低产土壤通过增施化肥
,

使亩产

增加 200 斤
,

即可为国家增产一千亿斤粮食
,

这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
。

(三 )提离土坡肥力
,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土壤肥力是土壤供应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的能力
。

土壤可以越种越好
,

也

可以越种越坏
。

所以
,

土壤必须用养结合
,

愈种愈肥
,

决不能降低土壤肥力
,

引起土壤退化
。

耕作
、

施肥
、

灌溉
、

排水对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都很重要
,

特别是施用有机肥料在培肥

土壤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总观我国的农地
,

土壤肥力水平一般都不算高
,

有待进一步培肥
。

华北平原土壤一般含有机质只有百分之一以下
。

就拿高产的太湖地区来说
,

高产水稻土的有机

质含量也只有 2
.

5一 3
.

5%
,

而条件相似的日本水稻土有机质含量约在 3
.

。一 5
.

0%之间
,

这是值

得注意的问题
。

有机肥不足不仅影响作物的养分供应
,

而且使一系列的土壤性质恶化
。

有机肥料是改土培

肥的重要物质基础
。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石油
、

煤炭
、

天然气资源
,

或在农村广为推

广沼气
,

逐步代替农村的传统燃料— 秸杆
,

使半数以上的秸杆能够回田
,

这是改 良低产田
,

提

高土壤肥力及国土整治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
,

希望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
。

施用化肥也是提高土壤肥力的一个措施
,

但是
,

.

目前我国化肥不足
,

施肥方法又不甚合理
。

不同土壤和作物所需的化肥品种和数量是不相同的
,

应根据土壤类型
、

作物种类和耕作制度
,

建

立合理施肥的制度
。

我国较适合的N : P 。 O
。 : K

:
O 比例大约为 1 : 0

.

7 : 0
.

2 ,

而目前化肥生产比例

为 1: 0
.

2 8 : 0
.

0 0 1
。

氮
、

磷
、

钾比例很不平衡
,

严重影响养分协调供应
,

从而影响氮肥肥效的发

挥
。

所 以
,

在重视有机肥的同时
,

要大力发展化肥
,

特别要注意磷
、

钾肥和微量元素
,

这对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也有重要的意义
。

,

事物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限制农业生产的土壤因素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
,

由于产量要

求更高
,

耕作制度改变
,

肥力因素又有变化
。

所以
,

必须坚持用地养地相结合的原则
,

正确处

理耕作制度与土壤肥力的辩证关系
。

( 四 )制定土地政策
,

加强国土整治法制

当前世界各国已普遍重视土地管理法制
,

联合国环境署及粮农组织
, 19 7 4

、

1 9 8。及 19 8 1年
,

曾先后召开过多次
“

世界土壤政策
”

会议
,

讨论制定土壤在利用上的有关世界性政策及实施行动

方案
。

在 1 9 8 1年的会议上
,

除具体制定了有关土壤政策的
“

国际行动
” 、 “

国家行动
”

及
“

法律行动
”

等 3 0余项试行条例外
,

还通过将
“

世界土壤政策
”

纳入联合国
“

土壤宪章
”

的建议的决议
。

同时
,

该

组织还利用各种国际性会议
,

如 19 82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土壤学会
,

对
“

土壤政策
”

进行广泛宣

传
,

企图唤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

我国在土壤利用上
,

过去既无技术政策
,

又未立法
。

长期以来
,

由于无规所循
,

无法所限
,

以

致大量森林任遭砍伐
,

不少土地乱垦乱开
,

整个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
。

在此情况下
,

政府有关部

门及科研等单位
,

虽组织调查
,

大声呼吁
,

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政策法制
,

上述情况仍层出不穷
,

屡见不鲜
。

最近 国家成立了国土局
,

并着手制定自然环境保护法及森林法
。

我们建议
,

在有关部

门配合下
,

对有关土壤政策及国土法制进行深入研究
,

并从速制定出我国的土壤政策及国土整

治法制
,

并在广泛宣传
,

做到家喻户晓的同时
,

尽快在全国公布执行
。

我们相信
,

只要遵循 自然规

律和经济规律
,

严格按法律政策办事
,

我国的土壤资源一定会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

祖国的广阔国

土
,

.

也必将发挥出无穷的生产潜力
,

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

为整个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

(接 下 页 )



江汉年原湖区监利县的土壤及其改良利用分区的探讨
` \

万 振 煌

( 湖北省荆 州地区土镶肥料站 )

江汉平原泛指长江
、

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广大平

原
,

属长江中游平原的一部分
。

平原湖区是平原中地

势低洼的湖沼地 区
,

主要分布在监利
、

洪湖县全境及

潜江
、

河阳
、

天门
、

公安
、

江陵等县的一部分
,

面积

约占荆州地区的42 %
,

素称
“
鱼米之乡

” ,

是全国商品

粮棉和水产基地 之一
。

平原湖区的土壤由于过去研究

甚少
,

有些间题的看法不尽一致
,

现以土壤普查试点

的监利县为例
,

讨论一下平原湖区土壤特性及其改良

利用分区向题
。

一
、

土坡形成条件及分布特点

( 一 )成土条件对土滚的形晌

监利县地处长江中游
,

北依东荆河
,

与潜江
、

污

阳县交界
,

南靠长江
,

与湖南省华容县相望
,

西邻江

陵县
,

东接洪湖县
。

全县总面积为 2 9 2 5平方公里
,

整

个地势自西向东倾斜
,

地形特征为南北高中间低
。

海

拔最高 30 米
,

最低 23 米
,

仅相差 7 米
,

属河漫滩平原
。

长江流经本县
,

河道异常弯曲
,

长达 14 0余公里
。

据近

十年来水位资料表明
,

长江监利水位一年内大部分时

间〔4一 10 月 )高出堤内地面 3一 6米
,

形成
“

地上河
” 。

由

于堤外江水顶托
,

堤内地势低洼
,

所以坑内湖泊众多
,

渍水严重
,

使土壤严重潜育化
,

全量养分高而速效养

分低
,

通透性差
,

水气矛盾大
。

成土母质主要为河流冲积物
,

局部低洼处为湖积

物
。

据钻孔资料
,

地表以下四
、

五十米深处主要属河

相沉积物
,

而湖相沉积物限局部地段
。

这是江堤溃 口
,

湖泊内也有河流沉积物所致
。

据历史记载
,

明末清初
,

监利全县有大小好烧264 个
,

明末以来仅堤防溃 口就有

57 。处
。

溃 口处的沉积物都服从
“

紧沙慢淤
”

的规律
,

即

溃 口处多沉积为沙土
,

离溃 口处愈远沉积为粘土
,

二

者之间为壤土
。

所以土壤质地剖面层次多
,

层理清浙
,

沙粘夹层普遍存在
,

形成了土壤障碍层次
。

冲积物粗粒主要为石英
,

粘粒的硅铝率一般为 3
.

0

或略高
,

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其次蒙脱
,

也有高

岭
、

蛙石等
。

土壤全剖面中都有石灰反应
。

湖积物中

以重壤和粘土为 主
,

含有机质较多
,

一般3一 5 %
,

有

的高达 10 %以上
,

不具石灰反应
。

境内地势低洼
,

过去半数以上面积全年地下水位

接近地表或长年泡水成为湖泊
` 1 9 6 0年以来

,

特别是
1 9 7。年以后

,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
,

排灌渠道的

配套
,

使地下水位有了很大降低
。

但到目前为止
,

80 %

的耕地全年大部分时间 ( 4一 9月 )的地下水位仍在 30 一

5 0厘米
,

秋冬季略有下降
。

地下水矿化度 100 一 200 毫

克 /升
,

属重碳酸盐型 (表 1 )
,

硬度为 3一 4度
,

基本上

属于软水
。

这里属北亚热带气候
,

年均温 16 一 17 ℃
,

最冷月

( 1月 )平均气温 4 ℃
,

最热月 ( 了月 )平均气温 28 ℃
,

无

霜期 2 4 0一 2 5 0天
,

> 1 0℃的积温为 4 9 0 0一 5 6 0 0 ℃
,

年降

水量 1 0 2 2毫米
,

分配不均
,

主要集中在 4一 9月
,

且多

暴雨
。

蒸发量 1 29 9毫米
,

略大于降水量
。

形成春夏涝
,

* 参加野外调查的有地 区工作队同志
。

分析资料除注名

外
,

均由监利县土壤肥料站化验室提供
。

本文得到华中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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