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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l!l_J县土壤志

江阴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合格征书
编号：020

江阴县土壤普办公室

根据国务院(79)111号和省(79)1,50号文件精神，按照技术规

程的要求，你县于八O年三月到八三年十一月，进行了土壤普查，完

成了“五图一志一，开展了成果应用，建立了一支土肥队伍。经鉴定

合格，特发此证。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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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土中生”，土壤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壤普查是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

建设，是实行科学种田、实现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我县于一九五九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作物布局、肥料结构、生产方式、土壤改良利用

等情况的改变，土壤的理化性状和肥力状况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摸清土壤

“家底”，实行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我们遵照国务院

和江苏省关于开展全国第二次±壤普查的有关文件精神，县成立了土壤普查办室，公社成立

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大队组织了土壤普查组，于一九八。年三月开始，进行了全县性的第

二次土壤普查。土壤普查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采取领导、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土壤普

查与成果应用相结合的方法，以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紧密联系生产实际，严格坚持科

学态度，使这次土壤普查充分体现了群众性、生产性和科学性。通过普查、化验和分析研

究，基本上查清了土壤类型，面积和分布情况，摸清了土壤的理化性状、肥力状况和生产性

能，为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高产稳产和持续增产打下了基础。

本土壤志，既是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资料汇编，又是对我县土壤较为全面的综合评

价。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介绍了江阴概况、土壤类型、土壤的特征特性和分布特点，反映

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和土壤肥力的现状，阐述了土壤形成过程和特点，土壤分类系统和土壤评

级的原则和依据，揭示了当前土壤肥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划分了土壤改良和利用区域，提出

了高产土壤的培肥目标和低产土壤的改良利用措施，总结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对促进农业生

产的初步成效。同时与土壤志一起完成和归档的还有“江阴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汇编”手

册，公社“八图，，，县“十一图”和各山头土壤、养分、植被图。

这次土壤普查，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一是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关心，在组织上、

物质上和人力上得以保证，二是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土普专业队员和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

协调作战，三是由于省和原苏州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无锡市农业局以及省，地、市有关领

导和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以及省地质局测绘大队、省测绘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土壤志送审

后，又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喻长新、李桂荣和市局杨善发等同志修改，还请有关专家、领导

审阅斧正，这里一并致谢。但是，这次土壤普查的任务重，要求高，资料图件多，加上我们

业务水平有限，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务请批评指正。

江阴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3叮，1H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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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全县概况及土壤形成条件

第一节全县概貌

江阴县地处长江下游。古人称江之南为阴，江之北为阳，我县位于长江南岸，故称江阴。

东邻沙渊，东南与常熟相连，南靠无锡，西与武进接壤，北倚长江，与靖江隔水相望。东西

长约58．5公里，南北宽约31公里，总面积745平方公里。锡澄、澄杨、澄常公路贯穿其境，

境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全县地势平坦，腹部较高，四周略低。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属太湖平原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全县共有29个公社，2个县属镇，5个国营场站，561个火队，7746个生产队，土地总面

积147．46万亩，其中陆地面积占87．4％，水面(包括长江水域)占12．6％，耕地面积896675．9

亩(包括社员自留田7．54万亩)。全县28．06万户，i01．92万人，英中农户24．68万户，农

业人口91．15万人，农村劳动力51．1万人，其中以农为主的劳动力29．87万人，按农业人口计

算．平均每人有耕地0．98亩，每个务农劳动力负担1．75亩，其中负担集体耕地1．61亩。

由于我县地处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既有太湖沉积母质，又受长江冲积影响，成土条件

复杂，土壤类型较多，土地比较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农、副，工业发

达，索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第二节社会经济概况

建国三十三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火千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治水改

土，不断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贯彻了“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发展农业

生产的正确方针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为发展农业开辟了更广

阔的前景。主要农副产品产量迅速增长，以1949年与198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2．95亿斤增

加到8．82亿斤，增长二倍，平均年递增3．37％。皮棉总产量从31．47万斤，增加到251．29万

斤，增长6．99倍，平均年递增6．50％。油菜籽总产量从1950年45万斤增加N1650．43万斤，

增长35．67倍，平均年递增11．91％。生猪年末圈存头数从6．3万头增加N45．19万头，增长6．

17倍，平均年递增6．15％。蚕茧从2989担增加至I]14756担，增长3．94倍，平均年递增4．96％。

水产总产量从24100担增加到118980担，增长3．94倍，平均年递增4．96％。水果总产从30担

增加到4．81万担，增长1602．3倍，平均年递增52．06％。茶叶总产从1961年的6担增加至-f]1095

担，增长181．5倍，平均年递增29．74％。按耕地面积粮食年亩产巳达1532．2斤(1979年)，

比1949年粮食年亩产322斤增长了3．76倍。

全县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发展很快，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3231万元，1982年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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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133704万元，增长40．4倍，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6％。交通运输，卜分发达，除锡

澄、澄杨，澄常公路外，全县1980年实现了社社通汽车。还有长江，锡澄运河、张家港、新

沟河等江河水道四通八达，沟通南北东西。境内公路153．97公里，航道376．5公里。民用机

动车辆由1959年的3辆，发展到1982年的887辆，增加了294．7倍。运输船舶由1958年的525艘

5954吨位，增加到1982年的3024艘，53111．5吨位，分剐增长了4．76倍和7．9倍。

全县农业机械装备逐步得到了改善，1982年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3，24万马力，其中

农用拖拉机113台，手扶拖拉机6628台，排灌机械7．96万马力，比1949年的4750马力增长了

15．8倍。有效灌溉面积75．06万亩，比1949年的14．6万亩，增长4．1倍。已有机电脱粒机10080

台，机动喷雾器1427台，农用高、低压输电线路1106．1公里，社社队队都通了电，农村用电

20829万度，比1956年的19．3万度增长1078．2倍，平均每亩农田用电262．4度。排灌、脱粒、

植保、耕作、粮饲加工和水上运输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化肥农药使用水平也比较高，根据1980年统汁，全县化肥供应数j盍248．94万担(不包括

社队自筹数)，比1949年0．08万担增长3110．8倍，每亩平均(按复种面积166．95万亩计算，

下同)149．11斤，其中氮月E215．02万担，每亩平均128．79斤l磷肥33．54万担，每亩平均20．09

斤，钾肥O．38万担，每亩平均0．23斤。农药7．55万担，比1953年的0．11万担增长69．8t}。每

亩平均4．56斤。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队工业的迅速崛起，科学种田的水平逐步提高，城乡面

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村经济已由比较单一的农牧经济，走向农、副、工三业综合发展道

路。工农业产值比重已由1949年的36．1：63．9发展到1982年的66：34，社员分配中来自工业

利润的比例越来越大，1981年已达62．36％。

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多。在人多田少，农副产品自给量大的情况下，

对国家仍作了一定的贡献。七十年代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29亿斤，接近于1949年的

粮食年总产，商品率达25．8％；每年提供皮棉3516担，商品率100％，每年提供油料101万

斤，商品率9．8％，每年提供生猪35．72万头，商品率41．1％’每年提f』E家禽38．5万只，鲜蛋

2878担，外贸出口也迅速增加，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群众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82年社员每

人平均分配水平224．88元，比1956年的每人平均50．35元增长3．67倍，社员口粮每人平均636．7

斤，比1 965年增长15．3％。 j

‘第三节 自然条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土壤的发生和发展决定于它本身的内在矛盾，外界条件与土壤的形成发育也有着密切的

关系，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壤形成的主导因子。

一、气候特征

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土壤的水分和热量状况，土壤的水热状况又影响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

的移动和转化。同时气候因素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而植物是土壤形成和发育的重要条

件，因此，气候因素对土壤的形成、性质、肥力和分布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县位于北纬31。40734”"-'31。57736舻，东经119。5970∥"-一120。34 730扩之间，属北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气候环境比较适宜。具有四季分明、气侯温和，雨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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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孳特点。春季阴湿多两，冷暖交替，问有寒潮，夏季梅雨明显，

酷热期短，常有伏旱，秋季常受台风低温影响，秋旱或连阴雨相间出现，冬季严寒期短，雨

雷较少。据县气象资料，年平均气温为15．2℃，年际最大差值为1．6。C(14．6-"16．2℃)，有

80％年份在15℃以上，南北差值0．2℃，东西差值0．1℃。一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2．3℃，历

年极端最低气温平均一8．2℃，极值一14．2℃(1977年)。七月为最热月，平均27．8℃，年极

端最高气温，一般为36℃左右，极端最高气温38℃(1959年)。稳定通过O℃的活动积温为5554

℃，期间大于O℃，80％保证率活动积温为5430．3℃。平均无霜期2：29天，初霜日平均在11月

13日，最早10月28日(1966年)，终霜日平均在3月28日，最晚4月16日(1961年)。年平均

降雨量1002．6毫米，年际差异悬殊，最多年份达1342．5毫米(197,5年)，最少年份仅583．9

毫米(1978年)，平均年降水变率为16％。全县雨量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年雨量南北相差

120毫米，东西相差137．7毫米。全年4—9月为多雨期，四、五月份多春雨，六、七月份多梅

雨，八月多雷雨，九月多台风秋雨，降雨量约占全年总雨量的71％。日最大降水量为219．6

毫米(1962年9月6日)。日照时数2163．3小时，日照百分率49％，年际差gE548．6小时，全

年太阳幅射总量为115．7千卡／cm 2。

气侯条件与土壤形成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粘粒、有机质和其它矿物元素的漂洗淋

溶，对铁锰的淋溶、淀积作用都十分明显。如黄泥土夏季多雨和灌溉对土壤的淋溶作用很强

烈，冬季低温少雨促进了淋溶物质的淀积，由于年复一年，千湿交替，使黄泥土的渗育层发

育良好，胶膜明显，铁锰结核积聚，淀积作用明显。又如白土和黄自土，由于成土过程中的

雨水淋洗、地面泾流和土层侧渗等作用，粘粒、有机质和其它可溶性矿物被带走，形成了粉

沙含量高，有机质少，其它养分缺的自土层。再如黄棕壤土壤，由于温暖湿润多雨的北亚热

带气候影晌，土体淋溶作用强烈，致使钙、镁、钾、钠等盐基离子被淋失，土壤PH值降低，

土壤呈酸性反应。由此可见，气候条件的作用，造就了各类土壤在成土过程中的典型性状。

二、地形与母质

岩石经过风化和搬运沉积作用，形成土壤母质，这种母质的矿物组成，化学成份和物理

性质，直接地影响着土壤的形成和性质。同时地形地貔对土壤的形成关系也十分密切，了解

全县的地形地貌与母质，对了解土壤的成冈和对土壤的改良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县形状似一条金鱼，腹部较高，高程七米左右(黄海高程，下同)，四周略低，西南

低洼，高程1．5米左右。全境属长江三角洲，沿江一带是第四纪河海混合相沉积，由黄海入侵

淤积和长江冲积而成，间有低山丘陵与坡积物，南部是近代湖相沉积，典型地段在月城、桐

岐一带(见江阴县地质及成土母质图)。

(一)沿江冲积平原。可分上乡和下乡两大部分(见江阴县地貌图)。

‘(1)下乡l为长江新冲积平原，高程2．5米左右，为长江冲积母质，成土时间短，质地轻，

沙性，有的地方为沙粘间层，代表性土壤为沙夹黄和黄夹沙。土壤偏碱，宜棉、麦生长，是

稻麦棉轮作地区。

(2)上乡：为长江冲积平原，成土时间较长，高程三米以上，质地较轻，由沙性逐步向

壤性过渡，大部分为沙壤土壤，主要代表性土壤为粉沙壤土，间有沙土、粉沙土、沙姜土。土

壤偏碱，特别是澄西璜塘河之南一千公尺左右宽的带状地区，PH值在8．O左右。宜麦宣棉，

水稻较差。是稻、棉混作区。由于成土较早，耕种熟化程度高，土壤发育比下乡好，具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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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土的特征特性，但渗育层仍不典型。

(二)太湖水网平原。由圩区平原和高亢平原两大部分组成。见图1—2。

(1)圩区平原，西南部为典型的湖相沉积圩区平原，地面真高1．5—2米，由沉积淤积而

成，典型土种为竖门乌山土和乌山土，为脱潜型水稻土。剖面中常见乌泥层和泥炭埋藏层，

质地重壤。是稻麦二熟制地区。东南为槽河圩区平原，主要分机于张家港两岸，地面舆高两

米以上，由冲积沉积而成，典型土种为乌山土和乌黄土，部分地区剖面中有乌泥层和泥炭

层，质地中壤至霞壤。同时亦有黄泥土分布其间，质地蓬壤到轻粘。是稻麦三熟制地区。

． (2>高亢平原。中部高亢地区，为黄土状母质发育起来的土壤，地面真高5米以上，典型

土种为黄白土、黄泥土和上、中位自土。因地势高亢，长期经雨水淋溶漂洗和侧渗，粘粒和

有机质被淋洗，形成粉沙含量高的白土层，土壤质地中壤至重壤，是全县主要的双三制地区，

历年水稻产最较高。
’

(三)低山丘陵区。我县低山丘陵多数分布于北部河海混合相沉积范围内，全县共有山

丘33个，多东西走向，长形或团形，低山丘陵高度一般在100米左右，中部定山、花山较高，

分别为273米、241米：所有山丘均为砂岩和石英砂岩。海拔100公尺左右为石英砂岩和薄层

风化残积物，中坡50公尺左右处为坡积残积或堆积物，土层较厚，是中层粗骨土和砂性厚层

黄土的分布地点，植被主要是以马尾松为主的用材林，下坡山麓为风化堆积物，土层深厚，

土质较肥沃，宜发展茶园，果园等经济林木和杂粮生产。

三、植被

全县植被以稻麦为主，1965年开始试种双三制，七十年代为双三制的鼎盛时期，每年种

植五、六十万亩，1976年达70．33万亩。最近两年进行了布局调整，目前已由单双并存逐步向

稻麦两熟制发展。特别是低洼圩区改种单季稻后，土壤理化性状得到了改善。近年来在澄要

片又扩种了棉花，稻、麦、棉轮作，促进了土壤的干湿交替和养分分解。

自古以来，植被与土壤形成的关系十分密切。圩区沼泽，原为芦苇和茭草等水生植物生

长之地，后经湖相沉积埋藏，形成乌泥层和泥炭层，后来又生长芦苇、茭草等作物，近代开

发种植作物，修建排灌系统，形成了目前的脱潜型水稻土。

低山丘陵，海拔100公尺左右处生长茅草灌木，50公尺左右处的山坡常以马尾松为主的

混交林，50公尺以下，土层较厚，水土保持较好，栽植杉木、毛竹，山脚缓坡多数发育成土

层深厚的山黄泥，是果园、茶园和山芋杂粮种植地。而土层浅薄，岩石露头，交通便利的山头

就发展为采石场。

四、水分条件

我县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北靠长江，南近太湖，属长江流域太湖水系，境内河网密布，

水道纵横。全县有25条大，中型河道，沟通南北东西交通，担负全县灌排、引泄任务。北靠

长江低引高排，南有太湖排泄畅通，全县有10个通江口子，5条入湖河道，入口引排过水断

面1070平方米，排水量214立方米／秒，入湖过水断面558平方米，排水量111立方米／秒，总

计为325立方米／秒。同时由于江湖低落时间长，落差大，流速可达0．8—1立方米／秒，因此

总流量可达856—1070立方米／秒，总排流量达967一1181立方米／秒。见图l一3，江阴县主要

水系图。水域分布，圩区较大，占65％I腹部较小，仅占5％。近十年来，由于进行了以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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