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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皇兰
HU 青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其地理位置优越，

东邻上海，东南紧靠杭嘉湖，西连无锡市。京杭大运河和沪宁铁路纵横

贯穿全境，水陆交通方便，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古城苏州又是中外闻名

的旅游胜地。农村境内地势平坦，河滨交错，湖荡星罗棋布，土、水、肥、

光、热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业和手工业历史悠久，精耕细作，集约

经营，商品率高，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同步发展，经济网络已初步形成。全市工农业总

产值一九八五年达215亿元，是全国和江苏省首批对外开放的经济地

区之一。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开展土壤普查工作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全市遵照

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四月国发E19793 111号文件及江苏省一九七九年十

月苏革发[1979]150号文件精神，在原苏州地委和地区行署的直接领导

下，通过试点，于一九八。年各县(市)先后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

作。根据全国及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以县为单位，以

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专业干部与群众相结合，分批铺开，坚持科学

态度，密切联系生产，广大干群共同努力，有关单位协作支援，不断总结

经验，稳步前进。在一九八四年三月，经历四年多时间，完成了全市各县

(市)及郊区的土壤普查任务。经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会同有关科研、

教学、生产等单位对各县(市)郊进行验收合格。在此基础上，又花了一
1



年时间，进行市级土壤普查资料的汇总及有关历史资料分析整理，土壤

普查成果图件的编制和“苏州市土壤志”的编写等工作。于1985年春完

成苏州市级土壤普查“五图一志”任务，五月上旬通过了江苏省土壤普

查办公室及有关单位领导、专家、科研人员的鉴定验收，获得了省土办

颁发的合格证书。 ：， o．

，．全书共分九章，阐明苏州市的基本情况，土壤形成与分布，土壤分

类与命名，各类土壤性态特征，土壤肥力，土地评级，土壤问题，土壤改

良利用分区，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等，并附有插图54幅，表格251张，照

片26帧，及编写“苏州市土壤志”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等，是一本比较

全面反映苏州市土壤的历史性文献，可供工、农业生产、科研和教学等

多方面的参考。

市参加土壤普查工作的技术人员有刘茂林、陆心源、马伟成、王春

生、汤进红等同志。

市土壤志(送审稿)由刘茂林同志为主和王春生等同志执笔撰写，

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喻长新等有关同志参予修改，承席承藩、沈梓培．

朱克贵等专家教授的指正，最后由市有关领导审定。在编写过程中还

得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南京师范大学、省地质局、太湖地区农科

所、苏州市区划办公室、市水利局、多管局、气象局以及各县(市)，郊区

土壤普查办公室等有关单位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限

于编者水平，难免有缺点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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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

第一节 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及农业生产单位

苏州市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江苏省最南部。东靠上海市，南接

浙江省，西滨太湖，北临长江，与南通隔江相望。
。

图卜1江苏省苏州市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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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原为历史古城，春秋吴国定都于此。历代为东南沿海经济、文

化的中心，亦为我国以园林风景著称的旅游城市，苏州市人民政府驻

此。市政府下辖沙潲、常熟、太仓、昆山、吴县、吴江六个县(市)及一个

郊区。全市人民公社165个，生产大队3418个，生产队38268个，县属

镇1 8个，国营场圃34个，全市工业企业3705个，其中全民企业522个，

集体企业3183个。市区有沪宁铁路横穿全境，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

公路、河道密如蛛网，水陆交通便利。全市位于太湖平原，地势平坦开

阔，有零散丘陵错落其间，平原上，河、港交错，湖荡棋布，土地肥沃，物

产丰盛。苏州市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宋·龚明之的《吴中纪闻》中称

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当前是我省重要的商品粮、棉、油料和蚕

桑生产基地。俗说：“湖苏熟，天下足”。素称“江南鱼米乡”。

第二节 土地利用

苏州市处于长江南岸的太湖平原，土地广阔，水源充沛，土地生产

力巨大。

全市土地总面积为8488平方公里(包括太湖)，其中平原4660平

方公里一占54．9％，水面3607平方公里，占42．5％，丘陵221平方公
里，占2．6％。(市统计部门，1982年数字)全年(1982)生产粮食56．25

亿斤，水产60174吨，蚕茧10．84万担，花果52．21万担，茶叶6419担，

农业总产值28．6亿元，加上工业总产值74．53亿元，共计103．13亿

元。1984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56．34亿元。

全市土地利用状况，以农业利用面积最大。这次土壤普查，1985年

汇总数字，全市土地总面积为1298．8528万亩(包括太湖及长江部分水

域和常阴沙农场)。其中：(一)农业用地633．7003万亩，占总面积的

48．79％，耕地595．4364万亩，分布在广大平原，园林用地面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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