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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县第二次土壤普查鉴定书

吴县第二次二E壤普查是采取领导、技干和群众三结合，以公社为基础，从火队做起，紧

密联系生产，坚持科学态度，运用原有资料，对比深化，讲究实效。从七八年年底开始，历时

两年，较好地完成了“五图一书"为主要内容的任务，合乎规定要求，对全省土壤普查起了

试点推动作用。质量上经过几次检查交流，一致认为普查的全过程是按照全国和省的技术规

程进行的。吴县水稻土壤分类系统符合客观实际，图件齐全，达到精度要求；对高低产土壤

肥力性状作了系统分析和归纳，为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和低产土壤改良提供了依据；资料整理

装订成册，符合档案要求，实现分级保管；针对查出问题，进行试验示范，已使成果应用初

见成效。

鉴定合格。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江苏省农科院土肥所所长

南京农学院土化系副主任

江苏农学院土化系讲师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副研究员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

苏州地区农业局副局长

李象榕

沈梓培

朱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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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工

作。建国以来，我县在一九五九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耕作制度

的改革，肥料结构、种植品种、生产形式等的改变，对土壤的性状、肥力、结构等也带来了

较大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摸清土壤底细，有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县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开始，进行了全县性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

作。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土壤的类型、面积和分布情况；分析研究了土壤的物理、化

学性质以及影响土壤生产力的其他肥力因素；探寻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因子；同时边普

查、边应用了土壤普查的成果，提出了因土种植、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的途径和措施。从而

挖掘了土壤的生产潜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十章，主要是介绍吴县土壤

的类型、分布特点，论述了土壤形成、发生分类、理化性状和主要存在问题，监分区说明了

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和措施，对高产土壤的肥力指标和低产土壤的障碍问题作了专题剖析，

提出了高产土壤培肥的目标和低产土壤改良的途径，最后还记述了应用土壤普查成果促进农

业生产的初步成效。书末附有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和县级土壤普查成果图件。

鉴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广量大，资料内容颇多，但由于技术力量不足，调查收集材料不够

系统，统计分析不够细致，因此，书中定有错误之处，务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一由省确定为全省土壤普查试点的先行县，经过试
点，分批推开，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基本结束，历时整整两年。在整个工作中，县委、县政

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监确定专人具体领导土壤普查工作。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农业部土地利用局、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和苏州地区农业局都很关

心和支持我县的土壤普查工作。在试点培训、汇编图件和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农

林厅、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南京农学院、江苏省农科院有关同志的指导，韭承省、地区土

壤普查办公室审阅了文稿，南京地理所参加编绘了十五万分之一的土壤图件，在此一监致谢。

吴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一月



第一章自然概况与成土条件

吴县地处太湖之滨，在江苏省东南，环绕于苏州市四周，沪宁铁路横穿全境。东邻昆

山，南与吴江交界，北接无锡、常熟，西靠太湖，与宜兴遥遥相对。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西

南部沿太湖为低山丘陵地区，其余为平原河网地区。全县总面积1634平方公里，其中低山丘

陵占10．95％，水面占21．46％，平原圩区占67．59％。因此，全县可概括为“一山二水七分

田"。

全县行政区划设37个人民公社，2个县属镇，832个生产大队，8082个生产队。总耕地

1335854亩，总人口112．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1．63万人，劳动力57．997人，按农业人口

计算，平均每人有耕地1．31亩。

由于本县山水相依，土地类型较多，资源比较丰富，耕作水平历来较高，林收副渔俱

全，农副工产品多，商品率高，是苏南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a

一、社会经济概况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治水改土，推广先进农业科

学技术，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主要农副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以1949年与1979年相

比，粮食总产量从3．88亿斤增加到15．02亿斤，增长2．87倍，平均递增率5．3％。油料作物

(油菜籽)总产量从361．297斤增加到2293万斤，增长5．35倍，平均递增率7．5％。生猪年底

圈存头数从6．71万头增2ⅡN76．81万头，增长10．45倍，平均递增率9．5％。水产总产量从

8．01万担增加到27．35万担，增长2．41倍，平均递增率5．7％。花果总产量从13．74万担增加

到57．66万担，增长3．2倍，平均递增率4％。

随着农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国家贡献也逐年增多，据1979年统计，全县向国家提供

商品粮5．2亿斤，商品率34．6％，油菜籽1050万斤，商品率45．8％；生猪65．77万头，商品率

95．9％；水产品13．12万担，商品率48％；蚕茧1．65万担，商品率69．7％}果品35．33万担，

商品率61．9％。此外，还向国家出售家禽56．5万只，禽蛋200万斤，外贸出口价值1874万元。

因此，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9年年终累计集体积累13424万元，

平均每个生产队1．21万元，社员每人平均收入164．3元，比1965年增长39．8％，社员口粮650

斤，比1965年增长11．3％。

全县工业、交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解放初期工业总产值2000万元，1979年工业总产值

达44463万元，增长20余倍，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52．1％。交通运输方面，除了有大运河、

胥江河、苏东河、吴淞江、元和塘、娄江等江河水道四通八达以外，还有沪宁线横穿全境，

苏州至各公社的航道总长达621公里，社、队之间河流密布。大部份公社通有公路，总长达

266．7公里。

全县农业机械装备逐步得到改善。至1979年底，有各种农业机具82000多台(件)，农

机总动力达N36．997多马力，平均每亩粮田有0．33马力。每亩农田用电92度。排灌、脱粒、

植保、翻耕、粮饲加工和水上运输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整个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

槭化作业程度约在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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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使用大量增加，特别是氮肥用量逐年提高，据1979年统计，全其化肥供应数量这
106820吨，其中氮肥93000吨，磷肥13600Ⅱ屯，钾肥220吨，平均每亩水稻田供应标准氮肥175

斤，磷肥25．7斤，钾肥o．4斤(不包括社队自筹数)。农药104211屯，平均每亩水稻田13．3

斤。

二、自然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我县的地理位置在北纬30。56 7"-31。33 7，东径119。55 7～120。54 7之间，属中亚热带向北

亚热带过渡的地区，生物气候具有过渡性特点。

(一)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因受太湖水体的调节作用，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

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等特点。在至淦暖交聱厂明湿多诵}精≮温凰辞缓
慢，夏至捶面霏霏r璐熟丕受，闻有毯呈，日照歹t站一秋季谨霪台风和低温爱喧．。秋呈送．连

明厦翅塑当望!釜垩匾雪彗尘L受塞翅短。据县东山气象站1959—1978年记载，全县年平均
温度15．Y一16℃，月平均温度最高28．1—28．5℃，最低2．9—3．3℃，>3℃的活动积温5493℃，

>10℃的积温4962℃，>20℃的积温3042℃。年降水量i025--i081mm，全釜查善一立且耸
的春雨，6、!旦笾的搀遁塑皇旦堕笪墼!亘是三全选越咽垦数面蚕，降雨薹墨点全笙隆亘量
i'A、68％。全年无霜期240天左右。由此可见，温暖暹塑垒瓦虽丕及虫亚热登!但在地雌圭
壤磁感过程由：氢送筮鲑避±壤进渣逭婆的佳用是很咀显的，圭要麦丞在毯缒婺壅!塾婆F
馥!里垡鱼楚低，反噻I夔筮堡鎏=越鞠游鲤粕钳嘲墼瞄带牲。斌旦然±攮垫些!墅△塑．赞终

影蛔逯型的垄暨土，也可以明显地看堂冬堡堑堡过盛圭蕉程煦强型缝届。捌期英匙型面巾，夏重主逦鎏垂垂夏垂蠢霎嗵益旦量堡强烈的卜冬毒媚退少更堡堂王港渣塑璧堂噬
秘一鼠越，丝腿受l照铁锰结核的积聚以及胶粒的'淀丑，反映工黄游皂戚土过程曲舅选墼
坚。

(二)植被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全县植被类型以人工栽培为主。丘陵山区的植被深受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野生的常绿

阔叶树种，如木荷、苦槠等，已残存无几，人工引种的亚热带果树已满山遍野，现有人工和

自然植被情况是：

1．残存的落叶和常绿闽叶林树种有栓皮栎、麻栎、白栎、槲栎、青岗栎和苦槠等。

2．马尾松等针叶林散布于石英岩性、花岗岩性的低山丘陵地区，一般分布在50米以上的

山腰及山顶上。

3．杉木林、竹林是近年来扩种的人工林，散布面较广。

4．经济林，人工栽培的经济果木，主要分布在50米以下的山坡、山坞和山麓地带。有少

数种植到70一100米的地段。主要树种有柑桔、枇杷、茶叶、桑树、梅树、杨梅、桃、李、

杏、橙、石榴等，另外有银杏、枣树等，栽植于市镇村庄周围。

低出互瞳的植被对土速毖生发直堕星蝮墨遮≥煎笪，促进工鲞互姻娥撙趣互圭攫安垂坠
，

威 平殛垫垦=塑垄塑叠塞隐冬至丝三麦童爨逛：塑攀笙丝皿誊会土盟大面积
改泣双兰熟剁。尘数早地栽桑，另有人工栽培的防护林和四旁绿化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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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连翘沼淫地查苎姜独茭奠笠水生植物生长。溜立k一海甚放养二!三丞兰(水花生。z＆搏

莲，一出葫芦一)一⋯疆EEL放养绿蒋。一期避鲍zK墼糟物长期参与成±过程惩动，还垄丞墨盛蔓壅星
和鹰涅星，经隆i氐冰毡—趟翅叠撞z透遇攮±簦厶三适垫!焦姿些圭堡枣．@迪塑董堡墨垫垡
虚自发育。

(三)地形与母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我县低山丘陵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江南古陆的东北尾端，出露地表的主要有泥盆系的石英

砂岩与部份石炭系的石灰岩。燕山运动期间，酸性侵入体，形成局部的花岗岩丘陵，在地貌

上，除了低山、丘陵外，还有山墼垩愿』崾垩愿。湖i赶厦歪堕湖荡洼地笠。由量垫塑耋型笪
不匣趣王蔓蘑疑甄。垂查釜堡塑变垡!苤直羞盔弛丕回臼圭撩。

1．低山丘陵：我县山区的地貌发育，密切受地质构造和岩性的控制，如东洞庭山一七子

山，西洞庭山一长沙岛一渔洋山一穹窿山一邓尉山，漫山一冲山一潭山，镇湖残丘～东渚北

面的残丘等四组岛屿和山丘，均呈东北、西南走向。陆地部份的东洞庭山，渔洋山，潭山，

镇湖残丘均延伸入太湖，成为四个半岛。所有这些低山丘陵的高度一般在l OO一300米左右，

其中高于200米的山峰有lO多座，最高的是穹窿山为34 L米，其次是洞庭西山的缥缈峰为336．6

米，洞庭东山的莫厘峰为293．6米。这些山区都属于剥蚀侵蚀的低山丘陵，山势浑圆，均为

石英砂岩组成，顶部风速较强，为薄层风化碎屑物，坡度25。--30。，一般发宜盘薄层的土壤，

妞殛透蕊星红董圭。坡腰与坡痘垒查垫卫Ⅱ阜+越积物逐渐j蜇厘，搬盛史星红黄土。水
土保持良好的地段，有形成以常绿阔叶林与落叶阔叶林的混交林为主的自然群落。50一100

米的缓坡与沟谷，栽植毛竹与杉木较多，多发育成厚层黄土。也有些地区，筑成梯田，种植

果树。此外，西山的元山、石公山以及三山岛等少数湖岛为石灰岩低丘，其上发育的石灰岩

性土，特别适宜于枇杷栽培。婪壶王奎巡盟监达鲎丝濒墓壁堂：．亘墼墼篓娑竖：婪山畿黑蒙意鬈嚣器≥籍謦鞣甏蒙鬻蕴深厚。这些小岛因受湖水调节，夏天少酷暑，冬天无严寒，十分适宜于发屣话绿栗树。

在天平山、灵岩山、天池山等少数山体，系花岗岩构成，花岗岩球状风化后呈浑圆形山

体，山脊突露、岩石露头、土层薄、质地粗，土壤酸性、有机质低，人工栽培植被较少，多

数为风景区和采石场。

附图1，吴县地貌类型图

2．山坞山麓平原：丘陵山区经流水侵蚀形成许多冲谷，在现代地貌的形成过程中，由于

基底下沉，山谷下溺，在沟谷的下部形成为湖湾，或堆积为深厚的洪积冲积物，因而形成底

部宽平逐渐向外微倾的谷地，坞底与两侧山坡有明显的转折角度，坞的后坡过渡到山坡，这

种结构形似船坞，当地普遍称为山坞。

根据山坞的规模与地形特征又可分为深坞及浅坞，主坞与支坞等，一般深坞长达0．5公

里以上，与周围山体相对高度大于100米，坞底缓斜，坡度在5。左右，坞坡15。一20。，坞头

可大于25。一30。，深坞内部可有几条支坞。浅坞均在0．5公里以内，多数为300米左右，与周

围山体相对高度不超过100米，坞口畅开，坞坡约15。--20。，坞底仅T。一8。左右。柑桔主要

分布于水土条件优越的坞口及山间坡麓地带，这是因为小地形优越，土层深厚，水势条件

好，加以靠近村庄，是发展常绿果树最适宜的地带，这是太湖地区低山丘陵发展果树最主要

的地貌单元之一。

在山谷出口的开阔地带，地面高程在5米以上，尚不受湖相冲积母质的影响，是坡积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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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地段，称为山麓平原。大部份种植旱作物和果树，也有一小部分垦植水稻。

3．湖迭洼地；垡堕熹垒整些，地面禹翟都在墨迷堕王l因受常年湖水涨蓬和夔垡湖相沉l垦多

厦的嫠堕!±壤质地盘猃砂，q滔羲’缸啦粉进土-：呈中性或丝酸性反应。高处参弛焦丞叠：地

毅堑婆丝：堡二f逆菱塑蓥蔓：圭攮查滔j璧化i奎程，土萤醚!塑垄签褪垒!⋯发育为警渣±感啻
温土。有些进地经筑堤围垦，种植水稻，逐步发育为水稻土。也有开挖成鱼池的，池岸上种

植桔树和桑树等，构成了“桑基鱼塘"的±地利用方式。

4．玉E厦：紧接锡西壬原地区一薄程&：：堡监一菱刿市郊附近在3米左右，鎏一平愿主蜊1
翟塑婺!堡三垦!墼鬓直至越蛙质上，趣隆鉴芝!墨夔圭塑丛!质地挫彩；豢鼙重。由手长专渊i
培水稻，实行稻、麦、绿肥或油菜捡佳，发育成典型的水稻土。

5．湖荡洼地：湖荡洼地有东北部的阳澄湖洼地和东部淀泖湖洼地两处。阻迳湖洼地地面

遗猩奎至。§鲞：受：艮江轻型噬啮，覆盖河流泣积数厦些重接，垒塑墅，发直边趋厦黄遏土。
淀迸塑壁坞地面高程垄墨!啦右，受墨邀婆婆滥物媳碰喧：亟些蕉轻益蕉直为夔透莛鎏
土。在婆垫童4面由盛丝迢淫虽，这是宜于太湖周周0龃蕴逐渐挝避!塑坐至降，变盛夏猩．淫地
鳆厦国。

湖荡洼地多呈磁形，所以又称碟形洼地，洼地中心部份积水难排，地下查位堂生皇垫麦
水接近或相连，袭成潜育型水稻士，也有种植慈姑、荸荠、席草等水生经济作物的，成塑人
玉沿译妻类型。经水利改良后则向脱潜型水稻二}：发展。洼地与平原交接处地势较高，也有潜

育型水稻土的生成和分布。

(四)水文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县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棋布，水面辽阔，水源丰富，大的湖荡有二十二个，如阳澄湖、

漕湖、澄湖、独墅湖、鹅真荡、盛泽荡、黄埭荡、镬底潭等。另有青漪荡、塘湾湖、青剑湖、

乍灯湖、石湖、白阳湖等，于1968年前后围垦种植或内塘养鱼。

县境内主要水系，有江南运河、吴淞江、娄江、冶长泾、里塘河、黄埭荡、浒关河、木

光河、胥江河等二十四条。近十年来，阳澄湖圩区拓竣了六条排涝引水河道，拓宽了娄江。在

农田基本建设中，各地又新开或修浚了公社级干、主河道145公里，与原有的河道及河荡组

成了一个庞大的排水、引水、灌溉、蓄水、航运等水利网络。为抗洪排涝，引水灌溉，促使

农业稳产高产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自壬河速塑萤池塘曲密盔-丕援左右工地王z&僮鳆鎏

弛也决定工±壤溢宜星这位置鲍上下。土壤的垄坌重麴直堡鬟堕圭擢煦垄差直工形成工丕国
妊趔亘塑型，发直邀丕凰亚娄的z函圭。农塞釜堡鱼盛塑圭望鲞型型坌盟重要区索。

4



‘l

饧尸
；

、j
倒滁

。1．

＼

＼

磐捌赵繁器田

皿
困

＼

圜

㈤̂l

墨§。圈
鉴幕钷篷翮㈦

囹 溜嗣“

幽

固 掰晰雹黼壤疑”
蝌

越《_囫
美蛰疑。㈣幽

塾錾。圊
蠖裂鼍砌幽

q肇l=

蹿

回
目基牛匿*一

；萋。幽U
矗；。曲崮

；；目甘
主耄甏网吲

rfl量一

了

枥 rTl

斫

哆／-
籍芗

砥戮一

＼
＼．

～夕司J

，咪『◆
II一_@蜷堪．

。H卜一
。鞋N

雌=菅崩
忙善拣

r『12渊

饕过心墓
薯⋯呸私

一麴

斡．．¨“_㈠二二㈡划N．一
：啄．=瓢：畦 气篮：4

粘

℃＼、

季受

●
●

＼：＼

崧

＼．

＼、
匝副粼曝营呻咏



平原圩区的稻麦油绿肥轮作农田

平原地区的高产稳产农田 (枫桥公社马浜大队)

低洼圩区的高产水稻田 (黄埭公社卫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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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区的果园与梯田

山坞及梯田的常绿果树林 新辟梯田的果园

湖滨圩田的桑(桔)基渔塘 (东山公社)



水 面 的 利 用

万顿太湖是渔业生产的基地 (太湖拜社虹浮山新渔村)

万亩渔池连成片(东山公社) 现代化养鱼试点(黄桥张庄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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