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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百

根据国务院(1 9 7 9)1 1 1号文件精神，泗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按照上级业务部

门和县委的具体部署，在农业局的领导下，子l 9 8 1年1 1月初由土肥站及由各区农

技站抽调的技术员共同组成土壤普查专业队，开始正式工作。

专业队成立后，经过技术培训，物质准备，马厂公社的试点，从l 9 8 2年4月开

始野外调查，到1 9 8 3年底野外工作结束，转入室内资料整理和汇总。至l 9 8 5年

底，历时四年多的泗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全面结束。本书为这次普查的主要业务成果。

这次土壤普查，全县共培训技术骨干2 1人。普查面积1 7 8 6．6 9平方公里，

疙掘宅剖面2 3 7 0个，采集农化样l 7 l 1个，理化样l O 5个，共化验l 2 7 6 7

项次。绘制区级万分之一成果图有土壤图、养分图、(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

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三种共8 O幅。县级绘制五万分；之一成果图有：土壤图、

养分图(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四

种2 1幅。全县4 8个公社l 0个行政区都写了“土壤普查报告”，县编写了“泗县土

壤志”。

“泗县土壤志”全书共分九章，综合概述了泗县行政和自然概况；重点阐述了土壤

类型及分布规律I j子类土壤的形成和发育，对全县5 8个土种的分布区域、理化特性、

生产性能、改良利用途径作了全面描述，根据野外调查和化验数据全面评述了泗县土壤

肥力状况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土壤资源的数量统计和质量评价，提出了改

土培肥的措施和意见，最后制定了土壤改良利用分区的规划。

泗县土壤普查得劲了安徽省农科院张涤生教授，省土肥处马镇寿科长，省水利科学

院胡积琳付教授，宿县农校卜升源老师，地区土肥站王文欣农艺师的指导和帮助，本书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胡积琳、马镇寿、王文欣等专家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

致以谢意。

这本“土壤志"引用了大量野外调查资料和室内化验数据，参阅了泗县“综合农业

区划报告"、“水利区划报告”、“农业气候资源及利用”、“安徽淮北平原土壤"中

有关资料。书中数据除注明引用书籍外，全部由本站化验室提供，化验员；刘墩化、郭

建平、王桃琴、刘爱华。数据壬}笪碜螺嚣藕弱静=j；l釜兴．韩堂智、窦贤君，刘家敏、朱安

江，钮荣秀等同志协助。



泗县土壤志"执笔人； 哈孙。

鉴于我们对土壤普查经骚 !，加之水平所限，时间紧迫，本拓锵误和不妥之处肯

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方谬误流传。

泗县土壤肥辩工站

一九八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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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第一节 行政概况

泗县位子安徽省淮：l匕平原的东北部，j托弼于宿县地Ⅸ。北与江苏省的濉宁、宿迁两

县交界，东与江苏省的泌洪县毗邻，南jj：!『J：河县接壤，西与灵壁县相连。地理位置在北纬

3 3。l 6”至3 3。4 6’。， 东绛1】7“3 7”至l l 8”l O”之间。全县南北艮约

5 5公里，东西宽约3 5公里，总呱积l 7 8 6．6 9平方公里。泗宿、国防两条公路

纵横穿越泗县，交通运输较为方便。

涮县历史悠久，j与一钙缸乡，幅^‘渊洲所辖。据旧县忠i己载：占洒洲城建于唐朝初

年，公元l 6 8 0年沉入洪泽湖。清朝蛾治年刈，测洲属风阳府，乾隆4 2年洲治迁

于虹，同年裁虹归测称涧洲i}迂幽元年陂泅洲，改称潮县。据史料记载，古泗洲既是军事

要地，又是繁华的都市，水路交通斟邋八达，西可由汴河通洛阳，东则沿淮河航至攥

阴，是皇家漕粮北运的必经之地。圾∥j良刚万顷，民丰物阜．商贾云集，古}l|!i洲城是淮北⋯

犬都会。今泗县城为金县的政治、奢}，’k文f匕l_h0。

全县共辖十城区镇．“杉j 4 8个幺树，4 2 7个生产：大黔，3 3 5 9个生产队、

l 2 6 l 9 2户，总人I；(j 5万．烈t_：|1农m人【_=：1 6】7 2 5 3，劳勘力2 6 2 1 6 4

个。总土地俪积一7：f 2《：i 8 0 0 3 0健。∥牵制”丽秘南l 9 0 5 9 3 8商，垦殖率j勺

7 1．2 5 9‘，比l co 8 2；{i卜，；jij^i{；i．j：fn r1 9 0 6 8 4}再，占啄．匕搬3 4．5 8 I％，

全县人均耕地3．1商。，舒于令翻水、h

{})《县农地生产。鼬建阑以拳露』’穰大发疑，特别是党的～卜-屉：三c|_1全会以后，出j二

党的农业政策的落变，化。肥施川戳的增如和科学种蹦知识的普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火大

提高，农、牧、付、雌卜产获刊迅速发}怼。l耐】9 4 9年棚比，l 9 8 3：串粮食总产：由

1．6 7 9亿j千，j霜jJlj到7．1 6 3亿』}，{j0桂：一1 3 0 0 0熬i。蜷{jjn至U l 6 0 2 7 3

担，分别增加4．2艚币¨5 3．4。麟?每个、文业人¨纯散入Ffl l 9 4 9：i=f!=的3 6．2 0

元，增加到2 l 9死，粮盆i沁4 7 0斤增加剁l l 6 0斤，}帛彳芝南0． 9斤搬高到

2 5．9』予。，0。三，人【亡群众j笏，Ijji‘；_：_j，l何J’蓖!f({：釜J％。

洲县j--[j．资源h-n地势jHH， ㈠文秽ji．’：t供通：jj：．．逸于备种俺物奠i{二，笈展：&

业生j融有，替设jk矗!硝"』，”昕殳h!"j：数掰经常决门．早涝．虫灾交替发生，人民

群众穷困潦倒．无力发塍伙，《p生r‘。：二i群放骶。由于‘；己和政腑带领，、民群众大力治准．憋

修旧河道，粥：挖新河槊．建水iji：j，t比"，改良盐礅；，，!期移¨也，推，3‘爵种先进的农业科

技等方面敞了大一萤iI：亿大：太l：『：j了·．共的抗灾能力和土壤腿力，据l 9 8 2年统西，

全县有电排灌站l 2 l舱!总提水能力为4 0．0 5 m3／秒，有效灌溉面积3 6。O 9



万亩，拥有机电井3 6 2 8个，可灌溉面积1 5．8 6万亩，i 9 8 3年全县化肥施用
量l 0。O 9万吨。平均每亩5 3公斤。

近几年来，全县农业生产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予条件差，底子薄、水平低，要实现

在本世纪末把农业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还有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从土肥方面来

看，主要是全县迓三万商盐礴’蜷，7 O多万宦捌地过粮或趟沙还投有褥亟改良，中部nl

区及汾河商她共3万多商制姐：水二L沛煞严重．尚味粥理。盆县有2 O多万宦彰!地耕层过

浅(小予1 5厘米)，有待加深耕层，破除犁底层。金县严重缺磷耕地面积有766000亩

(速效磷小于3 PPm)，严重缺氮8 1 9 5 5亩(全氦低于0．0 4％)。有机质贫缺

I 5 6 2 8 6亩(有机质耋O．7％)．都有待今后培肥改良，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

量。金县有1 0 0多万亩砂荽黑二i：还没有综合治理，早涝灾害仍然是影响农业生产的

一个限涮因予。

第二节 自然条件

一、气候特征：

泗县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半泓搁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

足，雨量适中，无霜期长，昼夜温差较大。水、气、热、光资源丰富。冬季盛行偏北

风，气候干燥，春季气温回升快，天气多变，雨水也隧之逐渐增多，夏季盛行偏南冈，

炎热多雨，而且雨量较为集中，秋季气温又开始逐渐降低，雨水也随之诫少。这种干湿

交替，温差变化大的典型季风型气候为自然士壤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气温与地温

i：14县年平托气滴为1 4．3℃。露裁’月芜七月份，月平士毛气温为2 7·5℃。最冷

月戈一月伤，月平琏气沿为一0．1℃，岛鞍老i为2 7·e” 各月平均气温见表

l～一1 l

备月平均气温

月 份 l 2 8 4 5 6 7 8 9

平均
一0．1 1．9．7．6 14．2 19．8 24．9f27．5 27．0|21．8

气温℃

11 12 年平均

9．0 14．3 14．3

泗县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 O·8℃(1 9 6 6龟)句‘317 低气温为9．7℃。句i

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 3．7℃(1 9 6 9年)。历年平均初； 为十月二十七日。最早

初霜日在十月十五日，最晚出现存十一月-t‘一日。终霜日平j 四月七日，最早在三月

2



=十日，撮酸=f!f_五月三日。历年平均无舞期为2 0 4天，露长无霖势；为2 2 3天，龆短

无霜期为l 7 7天。

从表1一一2中可以看出，日平均气温O℃姒上，通过日期为2月l 2日，终JE=I二

1 2月2 0日，间隔为3 1 2天。历年平均‘积温为5 2 7 4·4℃，l 0℃的开始日期

各种农业界线温度始、终日期、持续天数及积温 表l一一2

界线温度(大于) O℃ 5℃

始日(日／月) 12／2 11／3

终日(日／月) 20／12 23／11

持续天数(天) 312 258

多年平均
活动积温(℃)

5274．4 5058．0

10℃

4／4

6／11

217

15℃

28／4

17／lO

173

4074．8

一蕊～l
7．2jf旦 {

12l

3104．40

为4月4日，终止日期为l 1月6 t3。适宣作物生长的天数平均为2 1 7天，该期历’{F

平均积温为4 6 8 8．5℃，1 5℃的开始日期为4月2 8 H，终止：f 1 0月1 7日。

持续天数为1 7 3天，积温为4 0 7 4·8℃，2 0℃的开始【=I期为5月2 3 Fl，结束

于9月2 1日，持续1 2 2天，积温为3 l O 4·4℃。是喜温作物安全成熟期。

泗县历年各月平均地温、最高、最低地温 表l一一3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lO 11 12

平均地温℃ 1．0 3．4 10．2 18．0 25．0 20．7 31．8 31．9 25．8 18．7 10．2 3．3

平均最高℃ 13．9 17．7 25．3 33．0 41．8 48．5 45．7 47．8 40．8 34．0 23．8 16．3

平均最低℃ 一5．6 —4．3 1．1 7．6 13．1 18．9 23．4 23．0 16．9 9．6 2．7 —3．{

泗县春季地温与气温差值由小到大，秋季差值由大到小。春播期的四月份， 5 Cm

的地温平均比气温高出1·4℃，秋播期的十月份5Cm地温平均比气温高出1。8℃。

土壤塌大冻结深度为l 5 Cm，大于l 0 Cm最长连续冻结日为5天·

2、水分

泗县年平均降水量8 9 5·6 11"1111。冬季干早少雨(1 2、1、2月)降水量只有

6 2枷m，占金年降水量的6·9％。夏季潮湿多雨， (6、7、8月)降雨蠡岁、

4 9 3·7 mm，，占全年降雨量的5 5·l％，其中7月份降雨嚣为2 4 1·5 1111"11占

年降雨量的2 7％。见表1一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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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月季降水量 (i 9 5 7～l 9 8 0年 表i～一4

I季 度{春 季l夏 季 {秋 季{冬 零

月 份|3‘4 5{6 7 8 9；10：11 12；l}2

季降i．'14：fkmm j45．3。68．7 60．8j 111．4I 24／1．j 140．8192．737．628．8。17．2119．1i 25．7

月㈨：阿整mm {180．8 493。7 159．1 62．0

}譬年降雨量％i 20．2 55．1 17．8 6．9

。‘一一一。～～、⋯～。～一_～‘～“一‘⋯二～⋯一一一t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全妒台汁蚍n {895．6

，婀县年平均降水j_-t数勾i l 1犬，商二l二黄河流域。夏季各月不仅降水量最多，而且

降水ij数也艟多。7月份降水E1数多达l 5天，8月给为l l天。泗县最长连续降水j!!{

致。匀1 0，、：。殴长死降水E}数：0 6(3太．找强衙季⋯般一盔六月下旬开始，最早：盔四月：p

匈(1 9，：}_。7年)，最晚始予九月上句(1 9 6 1年)。雨零降雨日数平均为4 O天，

降水麓平均为4 8 8·l mm。最多年份降水沟8 9 8·4 mm，最少年份为2 l 4·8

n”舶，熬个雨季的平均降水量占金警譬均降水量的5 7％。

⋯：_|_i二降水分，6，4i§j，i”蠖二}二激交特㈨扼，弧缝了髓搀氧化还原f¨淋溶淀积作用的过
程．、

我县的暴雨多集巾：=fi 7『j m．i s,q 2 4’：}二的爱料表明；在2 4小时内降雨兰5 0 mm

共肖6 8次，。、卜均2·8次；2 4小时内【潆刚大于l O 0 l"r111"1有l 4次， 平均每年

O·6次；2 4小时内降雨火予l 5 0 mill共有4次，jF均每年0·2次j 2 4小时内

降陌火予2 0 0 mm有2状。}l占熙次数}=I，f 3％。从每月雨攫分布情况看， 7月份占

2 5次，8川份占l 2次，6月份、0 l 1次．。找县一日间降水量最大为2 3 9·8 film

(1 9 6 2年7月8 l_j!1)，一-小时降水量皱火为t 0 6 mm(1 9 6 6年7月2 2

日)，十分钟最大降水量蔓，3 2 mm(i 9 7 2年7月4 从时问一卜看，出现最早的

一次暴雨是1 9 7 7年4用l 4 H，÷最观一次{pI观托l∈ !年1 O月2日。

我县弑半湿涮气候区．每年7、8、9兰个月的降7| 弋于蒸发量。．全年平均蒸发

磺l i‘G 9·13．173z,rl地年、I'-钏洋』，川，j 8 9 5·6埘m的l· ，倍，此期则是土壤的储蓄

农伽阶段。从l 0 jj剥孤年㈣6月玲，降l、}j砖小一j二熊发鼍 ?l此在我县会出班秋早或春

旱．似有时也会列㈣!取涝．然而Ⅲ瑚．毫种T。’?况还：过少见 土壤含水量的增大f¨减小．

；j簪j；1柚；：i挺}匈养分f向分锯I、～《；蟹}l{}卜{{i{’j毫}i=分『{‘』运ii。?

3、}il照

沁县If芦引1照时数平均为2 3 2：2小川．皇=(I泓犬i t：期间H照时数为

2()0 7·9小时。 占岔。年憩日掣{刚数女?8 6％； 大 j℃期间t：1撞时数为

囊



l 7 2 7·9小}_f寸-，占全年总Ij照刚’数的7 4％；人予1 0℃期间的I{照时数为

l 4 9 9·5小时，占全年总}{；_l照时数的6 4％。8月呤日照时数最多，2月盼上j

少，5月至9月份是作物生长的旺季，泼j|；j】历年,I-j,．,j；sj 1 O 8 7·g小时．1I全年营。

一照时数的4 6·9％。见袭1一一5

测县各月日j嗽时数 怒1⋯一5

H照百分率年平均为5 2％，夏季8月l¨默雾l O月最火，分别为5 7％礤5 8 t’；，

有利于作物生长和成熟。

■、灾害性气候 、

1、干热风

二I二热风是一种高温干燥和风速较火的灾害性天气。我县刊热风t弦_I{}现：乍巧月·p协至

6月上旬。见表1一一6

泗县干热风发生的时间、次数 蠢{一一嚣

5月下匍I 6月I旬

7

6

5

据我县5 7一一8 O年资料统计分析．千热瓯≥l÷出现3 1汉．待8 3，匕臻一{t 5，川给

1 8次为4 0天。6月上旬出现1 3次为4 3灭，、F均每年l·3次．典4犬一tj右。

2、低温连阴雨

低温连阴雨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存舂播季节(3月巾向～4，j川1伺)‘ff[1遇到这种天
气，则对各种农作物的生长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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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F指示，我县茁替蝴共出观3 7次，平均每年l·5次，持续时间一般在3

§尺 聚毖淘8天，其中一次降雨殴欠连降雨量为8 6·l mrll，

春季低温连阴雨指标

连阴天数
(天)

表l～一7

总雨量
mm

日雨量
mm

乏8 ≥lo 三0．1

日平均气温
℃

兰3 ≥lo 兰o．1 _--<zo

一7F零连阴阿(5月下旬一6月上旬)，其指标：连阴雨日数≥3天，日降雨量至

0。l mm，总降水雹乏2 0mm，据此指标，我县在午季期间遇连阴雨2 4年间共出现

8次，j·乒均0·3次，其中危害较严重的是l 9 6 3年5月下旬，连阴l 3天，

汀f嚣÷i 1 8·3 mm，造成水涝，小麦损失严重。

欧垂j慕温；奎阴再(9月F甸一1 O月中旬)，我县共出现2 7次，平均每年l。I

、氏，}㈧一9 Jj’下旬最多l 2次。一般持续3—5天，最长日为8天。

3、霜冻

：；骑冻是指舂、秋二季当日平均气温耋0℃时，在夜间或早晨温度降低引起作物受到冻

．叠’；0短时闻的低温。舂霜冻越晚，作物的受害程度越大。我县历年平均舂霜冻终霜出现在

；列7日。秋霜冻(初霜)一般出现在1 O月2 7丑，平均无霜期为2 0 4天。最长为

2 2 3天(1 9 6 7年)，最短为1 7 7天(1 9 5 8年)。

泗县春．秋霜冻出现的日期

、、、 B 期{

孽～二二∑=：{目、＼～

替霜冻日／月

秋霜冻日／月

平均日期

7／4

27／lO

最早日期

20／3(78』

1s／lo翳

最晚日期

3／5(65年)

11／11(77年)

4、旱涝灾害

涧县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綮，据史料记载。自西汉(公元 3 2年)元光三年

-镀l 9 4 9年2 O 8 2年间，我县(旧称泗州)共发生大水 3 6次，其中河堤(淮

河)决f二j达9 4次，形成特大洪水灾害。从1 4 5 0年(明 元年)超至今5 0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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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巾共发生l 5 6次，平均每3·2年就有，一次水涝灾密发生。解放后兰十：年来，

尽管修建了一部分水利工程，但仍因洪涝灾害丽使波灾l酊积达2 5万澍以上的就有

1 O年(I写3 0％)，累计受灾面积l 5 5 2万商，占总播种面积的l 8·9％。

但是旱灾的危害也不轻。从公元l 4 5 O年至l 9 4 9年的5 0 O年问，淮北地区

遭受旱灾与特大旱灾共有7 3次，其中特大旱灾为9次。受害面积在3 O万商地有7

年。解放三十二年来，累汁受害f酊积7 l 2万亩。占总播．种而积的8·6％。其中

1 9 7 8年全年降水最只有5 3 5 mill,，是有水踅、己录。：z装佝l 1 4筚间洚蔼最最少的

一年。

5、冰雹

据我县2 4年气象资料统计，共降雹l 4次，平均每年O·6次。我县僻雹最早始

于1 9 5 8年2月9日，最晚出现在1 g 7 7年9月6日，其c}|6月份降雹6次，危害

程度也最重。从冰雹的分布情况来看，由于受到术县巾部地区有部分低山残丘对冰雹形

成和移动：宵一定的影响，因而中部地区冰雹的次数和降雹照明显多于南部和北部。我县

降雹的类型一般为黄豆列蛋豆粒欠小，直经达3—4 C,n佝豆煲电。t{观过，但为数不

多。从降雹的时问看也是比较短的，一般在几分钏·至1 0多分钟。

三、地质地貌概况

泗县总的地势是两北高东南低，地势比较’严坦，fH硒郎地区大平小不’产。东部：手Ⅱ中

部部间断分布低nI戏丘，东南有小片岗地，jl；余匈为黄泛冲积平原干H河间平原。全县海

拔高程在l 4⋯l 5 7米之间。其中海泼在；j 0一l 5 7米的绦⋯战丘丽积为4 8平方

公里，I一：全县总面积的2·7％，海拔在2 O～3 8米的岗地面积为1 1 4平方公里，

占6·4％，海拔在1 8—2 0米的平原面积为1 l 4 0平方公里，占6 3·8％；海

拔在1 4—1 6米的沿河洼地而积为4 8 5平方公腿，占2 7·l％。平原地区南北高

差为8米，东西高差为3米，故自然坡降为1／7 5 0 0⋯一l O O O O。因此，就我

县的地质和地貌类型可划分为以下四种：

(一)、以石灰岩为主的剥蚀构造的孤山残匠地形：

我县P--I东北至西南不连续分着许多石灰措为主构成的孤Ⅲ残晟，u61H赤1II、朱山、

峰山、马鞍I】l、茶【Jl、洼张jll、涂1I．1、邢⋯、陈llJ、老IfI、平1[I、灰山、鹿鸣LI|I、阴陵

ill等共l 4座，断续廷仲l l O华里左右。其战7}地质为F古生界震旦系，以下寒武系

灰岩以及石英岩，砂岩、页岩等构成。按其地貌叉可分为裸露壤岩、残积坡积带、；11坡

岗地和ln问谷盆地等微地貌类型。

i'ft-：ll：平原是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期间在古老地层．}二，经强烈地水流冲积堆积作用而形

成的冲积堆积平原。但在一些未受水流冲积堆秋物复箍的地方则形成了低I．h残丘。冉新第

三纪以来。从整体上看淮北大地是下降的趋势。但阳第暇纪以来部份地区又有少最地回

升，所以在山丘四周分布着更新世纪的棕红色粘土(1l眨1=：i二)和晚更新吐的黄色粘土

(山黄土)。依次璺环状围绕刁ll,11．i残丘而裸露地袭。因此在我县的孤11I残丘地区，土壤

的分布不存在气候上的垂直分带的差异。但却存在籍因微地质地匏条件的不同而出现不

同土壤类型。本区面积约4 8平方公．艰。

(=)、河湖相沉积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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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濉}ilf，Hflj们U带为。r}拄的{_【f州I’jjt，，01’H河流口l一阍；I'1=l 7Ⅲl晰玑税场所，成土

惶古岂，11泛廿牡H肚善。霉h}受区r1．水r术受!i!】j1 l 9 4’!m米册泛物质曲复盖。境

i’I弧糯弼、tF洲、沱州、。拈河、t·泶瓤、’t’ri足沟等ll“q虢^；糸、《j的州瀛将垒K分割成

扑千也R．地形较由f用．『|_【，㈨1j分耵弁m彩浅洼＆，二．4：”⋯I F“诫傅次_!乏瞧都在

州岸膳hV；t1然堤，在_l町系州沌的i i埘二I't Ff．川￡劳?女”骶：””“沲i耳次政道||=}，业形成

j’错的n然胜。ji样叠替虬张．}址神：彀m1+7掣1i二nI¨=_!{Z j’’j|{j洼地．排水不畅，

曲m B0{水∞，戍浅湖祭龇．舯众杯为棚地 Ⅲ】j一!、fl驯、j，训、"it地洲、黑J*；口I，』{|_1

采渊、誊f1一栩、¨鹰洲、顺嗣、 r崩4。j。ml! i il【‘川1j；_r％。，1；{Ii舟三阐商程差在
2— 4水．自是水flI地F水旧活q。：啦凡f：，汀，：j 【。一．。、。≮!，?Ⅲ一一01；同雏型，

㈣嘲一¨i1、；哿朐n向R’世棚q儿，拒近，，‘fI‘E．冲jq。‘，。，垃“÷、±。掣吐的缓坡地
I．，外4·1f_；1小|可上．壤类型。小K趵9 4 0、F¨盐。J!，

(·)，箍泛沉积下吼

tH弭北．弗啄象河湖‘}『沉剐物，”I!．‘疆Pl l 1 9{；P』采畦，战i乏影响．形成r冲积

川一，1．^：．1濉t一Ⅱ以，：14大溶‘，也“姒嚏小汴河沿，H．．L口!j 鼻啦麒张刊5米的近代糟

ri"L博i口，．II‘河道鞍移，{．拦r，Ⅱ，n仃E“j、t__】_f、拦!t列河、小靠河、林河、杨生

淘、小渡淘，k淘、，．1}沟、1日』1 c睹，z』、姚淘、涂沟、r【，￡，玑艉：目等，周受J片次黄泛影

：舭河球oo?浅汛{fli泄洪拖力托0I*浸蕊一q，；‘r町救}叫：，；t。t。4掘Il泛滥时，水流自

i。游携带的滗沙奄!一-下辩-2l二I-、诤册小心‘Ⅲf-一￡锄々尘缓。￡瞳戏小而湿渐沉积下

牝。．自r沉雕甘·’l々条沣(淹{，h溉t坐、地肜． 】，1j埠)由f r≈，就决定r七嚷质地的复

热"，同时也是．!lll⋯一乏构十布a砸" ’i-I m洲j出、f㈦：。雉￡向两删彤或远沙地带，
7、敛’诖沙j：一两台卜淤￡的有攫律’}0，，nI证汴矬两侧-r}f1一洪水受挺蚬的‘刖约，水

流盈增大，水动力较强， +些绑牺。阳嫒被水流带，盐，鞍翦1}订：∥惋被沉揪下米。同时叉受

河流的弯曲阳地形的影响形成成涡流m混流，造成部：}也K向，』[积聪秒牯柑问，互相交

错地排列。但近代慧河泛滥次敏频繁，趸斌于这种0￡烈___iy r句二：腻m成厚《受地形影

响，在微观地貌上世有明娃，均差别，一般沿河』；1。!拭阻’二悼，距河床愈远，则淤积愈

薄。

黄泛冲|=_=!平啉，亚|4分可黄泛缓峨斜、卜l，l，：2i泛nt i’“，r，姑泛弼滩地和黄泛洲替平

娘蜂敞观地貌类型。水区lift租·≈6 8 4甲竹女1虬 i*

(『Jq)、『_!|j地 “

拥县的岗地={三要分柑在百粱河妣东旧墩嶷墨⋯#舢li帕胖分地J岳-蘑』虹积l l 4

、F疗公里，海黻高程在2 0—一3 8术之间，IM_ti：l于地形变比较靠，育井多．捧爱簿口嘲。
坡，如严岗、EI,,-G、仇岗、齐尚、徐岗、冶岗，法地{{臆七坶孱属毒素耀礴喙莓漱，蔗
地势高于河问平原，砝黄泛复．矗物，+f1于靠近河流，地鸯有一瘟魏暾礴孵—濠葬水tn
地下无鹕娩潞水层，地下水b害与jjl曩惟媲过程，缉!域赢瀑寤礴隧蝤懒糠霞$瓣商
俘不一，、地艇径溉快，}．壤淋溶臣。如牧嚣出￥崮嚣立书{自离暾鞋曦喇醴鲷掰l脚r质地
帖，结构不良，h坡易早。t-'艘易tl。埘面对土辫的枣嗨翅朝嚼爱赣鼍蠢—譬鞫融黪舭水
馏日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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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文和水文地质

土壤的水文情况直接关系到其成土过程和利用方式，并决定其发展方向。河水流量

的大小和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8使‘用价值。河水经灌溉和侧渗，补充了地

下水位。河床的深浅对调节地下水位起着一定的作用，地下水位的高低，直接参与土壤

的成土过程，因为地下水位高，±体含可溶性盐分增多，土壤就会向潮土及盐碱化潮土

方向发展，反之，土壤就会向褐土化方向发展。同时，地下水位的高低，对作物的正常

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决定农作物的需水要求和提供是否需要灌溉的依据。

泅县地处濉河流域中下游，全境河流自砥北向东南流入洪泽湖，故总称之为洪泽潮

水系。全县河流大部属于雨源型间歇性河道，标准低、配套差，汛期积水不能及时排

出，土地易受涝渍之害。全县澍沥从入湖位置的不周叉可分为崇潼水系、安河水系、滩

河水系及新汴河。

崇潼河水系：属于此水系的有唐沱河，石梁浏两条主要支流。唐沱河由唐河。北沱

河、南沱河三条河流相继由北部、西北部、西南部汇流南下入沱湖而后入崇潼河。唐涧‘

流经我县2 7公里，北沱河1 9公里，南沱河1 4公里，总汇水面积3 8 4平方公里。

汛期最高水位可达1 7·5米左右，旱季河水深仅l米左右。平时水位在l 4·5米上

下。石梁河全长2 l·5公里， 流域面积3 2 O平方公里， 排水能力

6 O一2 1 6m3／秒，主要支流有邓沟、龙须沟。

安河水孬：属亍此水系的有龙河、渲河，龙河流经我县2 1．5公里，流域面积

2 0平方公里。潼河流经我县2 3公里，流域面积l 8 O平方公里，两河均入洪泽湖。

潼河在闸上正常蓄水位l 7米，枯水季节为1 5米，汛期最高水位达1 8．7 4米。

濉河水系：该水系有老濉河、新濉河，老濉河全长6 O公里，在我县流域面积

6 O 0平方公里，正常蓄水位l 7米左右，汛期间高水位近1 8．7 2米，枯水季节在

l 5．5 0米，老濉河为泗县境内河，下游经泗洪流入漂河洼。 泄水能力达

3 2 0 m3／秒，其支流有杨庄沟、民利河、老民利河、小黄河。

新濉河在我县境内自虹灵沟至小韩庄全长4 3公里，汇水面积1 9 3平方公里，讲阵

水能力2 4 0 m 3／秒，最高行洪水位可达l 9．7 1米。

新汴河；系解放后人工开挖，在泗县境内长4 8公里，正常泄洪能力9 O 0 m 3／秒，

最高蓄水位1 9．3 3米，最低水位1 6米左右。

水资源在自然界中的循环，主要是以大气降水的形式落到地面后被植物吸收及渗入

地下补充地下水。在土壤处于饱和状态时，剩余的水就形成地表经流汇入沟渠，塘坝、

河湖、江河之中。据泗县水利区划资料，我县历年因大气降雨而产生的地表经流量如下

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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