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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县地处江淮下游，扬州市东部，全境东西长约四十二点五公里，南北宽约三十五公里，

总面积一千二百六十四余平方公里，辖有七个行政区，三十九个公jj土，二个镇，八个场圃

(包括农科所和渔业社)。全县地势平坦，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是以粮，棉、
．油生产为主的农业县。 ·。 一 ‘

建国以来，泰县在一九五九年曾进行过第．一次土壤普查。二十多年来随着耕作制度的改
革，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壤类型，肥力水平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摸清土壤

“家底"，促进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遵照国务院(1 9 7 9)1 1 1号和江苏省革命委员

会(1 9 7 9)l 5 0号文件精神，泰县于。九八一年三月至一九八四年三月开展了全县第

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

县委、县政府对这次土壤普查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泰县农业自然调查和农业区划领导

小组，下设土壤普查办公室，确定了专人具体领导土壤普查工作，并配备了专业人员，安排

了经费，建芷了常规化验室。全国和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以及有关业务部门的专家，教授

和领导同志也很关心和支持泰县的土壤普查工作，曾多次亲临我县进行指导。

这次土壤普查是以大比例尺调查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工作，采取以县为单位，以公社为基

础，从大队做起的办法，坚持了科学性，群众性，生产性以及边查，边试、边用的原则。全

县共开挖土壤主剖面4634个，副剖郦1，315个，采集典型土科剖面整段标本45个，各种理化分
析样本20378个，并进行了17个项目，141166个项次的分析化验，绘制各种土壤业务图件9331

份，整理资料档案426卷、760，000多份，撰写公社土壤普查报告39份，专题调查报告4份，编

’纂了‘泰县土壤志'。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摸清了全县各种土壤类型及其分布状况，为农业区划提供了资料，

弄清了各种土壤的理化性质，为因土施肥和科学用肥提供了依据，查出了全县土壤存在的问

题，为农业的均衡增产找到了潜力所在，建立了土壤普查图件，资料档案，为系统研究和利

用土壤科学奠定了基础，落实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措施，为农业的节本增收，提高经济效益

．开辟了新途径，培训了一支土肥技术队伍，为开创全县土肥工作新局面刨造了条件。

‘泰县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疏理汇编和分析综合。全书共分八章，约

三十余万字，主要论述了泰县土壤的发生、分类，分布特点和理化性状、存在问题，并分区

说明了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和措施，同时对高产土壤的肥力指标和低产土壤的障碍因素作了

专题探讨和剖析，最后叙述了泰县土壤肥料上的存在问题以及开展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的情况

和设想。书末还附有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和成果图件等。 、

本书的编纂工作，由陆金栋同志主持，邱宝泰，韩誊贵，冯沙根，孔郭寿，薛爱华同志

执笔撰写，并经省，市，县有关领导、专家审阅，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最后由韩春

贵同志综合修订成书，在此一并致谢。但是，限于编者力量和水平，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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