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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林业，牧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和人

类赖以生存的最宝贵资源．珍惜、合理使用每一寸土地，是我们国

家的基本国策。
‘

合理使用土地，必须准确了解土地。土壤普查，是摸清土壤底

细，做到因土培肥、因地种植，促进各项种植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手

段。特别是我县人多、地少，地形复杂，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开展

土壤普查，就显得更为重要．

．土壤普查，是农业生产的一项基础工作·按照国务院(79)

I l I号、省发(79)104号文件精神，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于1980年开始，1985年底全部结束·共

完成区、乡l：100‘00和县1：50000土壤成果图及派生图140件；土样

．分析化验29708项次；装订成册的资料表格308册；编写了8个区的

土壤调查报告；58份乡级说明书；46份专题报告及20万字的土壤

志。这是我县参加第二次土壤普查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农

村知识青年、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结果：

．《舒城县土壤志》是我县农业科学技术的一项基础建设。既全

面又具体，内容羊富。它详实地记载了舒城县土壤分类；阐述了各

类土壤的演变过程和现状；初步摸清了各种土壤的特性、养分含量

和障碍因素；结合群众辨土、识土、用土、改土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因

土培肥、因地种植的增产措施。它是全县综合农业区划和即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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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资源调查的组成部分，对促进我县从>--j惯的传统农业向现代

化的大农业转化，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战斗在我县农业岗

位上的科技人员，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村知识青年，都能认真学一学

这本书，并就乡就土，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j为

促进我县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而共同努力1

2

王训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盛l一气、l。，。



席承藩教授率领的专家匝在舒城柏家岗考察红壤



杜国华同志在考察红壤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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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业调查

“猪盏害：，§，湮屋■■舒城 渣湾乡大理玎地虢
最高蜂(海拔153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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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应 用

莪自 }：日l增施钾肥

沙泥田氮钾肥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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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的土壤普查工作，按照国务院(79)l l 1号和省发(78)

104黝：倬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j 于一九八一年

十月，成立了县土壤普查领导组和土壤普查办公室，建立了常规分

析化验室，并进行人员组建和物资：隹备。-t--)目，以县培训了专业

技术骨干，相继开始外业试点调查。一九八二年二月，进入面上普

查。一九八三年底，完成全县八区一镇五十七乡(镇)二千一百平

方公里的野外调查。一九八五年十月，内业整理结束。十二月十三 ．

白，‘经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华东技术顾问组会同省、地土办鉴定验

收，认为各项成果齐全；技术资料系统完整，并均归档；制图和各

琐专业内容符合“规程”要求；土壤志内容丰富，能反映出舒城县

的地方特色；化验数据精确度高；成果应用已初见成效。一
’：

通过普查，全县共挖土壤剖面并采集纸盒样8756个，标准土样 l

兰套246个，磐石样160个，农化样145 1个j诊断样122个。经过筛

选，进行土样分析化验共29708项次；收集整理归档的资料表格308

册：绘制县区乡土壤图及派生图140幅；编写了八个区的土壤调查 ，

报告；58份乡级土壤说明书；’46份专题报告和舒城县土壤志。

在整个土壤普查过程中，我们除多次得到省、地业务部门的指 爹

导外，华东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学术考察团一行二十余人，全国土 f
壤普查办公室付主任席承藩教授率领的专家团一行三十余人及周明 ：《

枞、杜国华两位地学专家，也先后来舒城考察，并指导土壤普查工 ·i

乙_j j



作，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我全体普查人员。本县林业，水利、粮

食、燃料，供销、物资等有关部门，区、乡政府及各区农技站的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舒城县土壤志的编写，是在结束金县土样化验、汇整好普查资

料、绘制好土壤成果图的基础上，由土壤普查办公室刘先淦。张烷、

张敦和，程从云四同志执笔，全国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成员

徐国健，胡积林、宋仲耆，省土肥处何朝银，陈从宏及地区土肥

站童存泉等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完成初稿，一

九八六年元月至八月修改补充，并经姜宏镛，朱守本两同志审稿，

然后付印。

土壤普查的分析化验工作由汪凤莲同志负责，本书中数据处理

由陶然、朱学步两同志承担，插图由黄骏、童石屏两同志绘制。

舒城县土壤志，客观地反映了全县土壤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初

步摸清了全县各种土壤的养分含量和某些土壤的障碍因素，系统地

总结了群众的培肥改士经验，指出了增产潜力，提出了改土措施，

并通过对普查成果的初步应用．已在因土配方施肥，增施钾肥，

中、低产田改造及治理渍害等方面初见成效，本书是历史进程中现

阶段生产的真实记载，是全县近期农业生产和长期土壤建设中可供

参考的基础文献，是舒城县参加第二次土壤普查的领导干部、科技

人员和广大农民辛勤劳动的集体结晶，但限于编写人员的专业知识

水平，书中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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