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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_

。

1 9 5‘9罐2月盏5月‘，．粳据地委指示，我区在省±壤普查

工作祖的协助下，7在蠢医范冒内开展了器众性的士壤普查工作，|

通过普查，．初步查清7委落圭壤的种嚣～分耀．，牲质≮肥力及目
前釉履婷德况，i对农繁蟹逢的稽壤提供了木少哥嚣酶赘．料和依
据謦．因曲，我婀把蘧灰普查的成果，、进行了整理囊蒽；．桶成本

睿j以供各地参考00另外，j有几点藐明： 。，、

一

’

．，，一、本害的原稿是1 9 5 9年底糯寓完成的，-因此害中所引用

的备顶有关数字大郡是勒5-9‘年下牟年或年寤韵资料≥现在已有
般多地方不符主懂髂供俸参骜苫‘ ，，一-，。．‘- √’

---．；本雷中所列的：士壤和耕地面积，都是掇据士壤普查牛所

得费料。境鞠嬲起球骱算的广阊跨由乎磬查时髑短∥面不够广，=
匠诧面积不。定究套正确。与各县兢种上报的实际土壤和耕地面

积要霄些f￡l天o．故本眷讳各项士壤面积亦只能作为参鸯o-’．．

。1三，对于淮北和灌南部分地区改种水稻年代较短或初次改种
的水田j．在农紫照蠢兢耕‘上。般已把皂列入水田面积内耥卦；但、
在本窖的土壤商积中考虑到弧士壤分类的意义采蔑，r，因其倚未完

釜具备水田士瑗应甫韵、糙点、，故鬯时还未剜天承匿土壤良种算，

茵此雄害释的水田面积较疑繁璧雀兢箭上的面积要小一些6另
外≯荒地和山墟土壤面积也可静鼓实际面积妾小些o i．。

一

i四：关予土地利甩改嶷区划部分，祗是根据土壤普查的糖果参
照各县的规划，提出的初步意晁，不是芷式的规划，骶鳇作为参考0

五，本富程桶印校对过程中；由平时两赖忽促，内容和文孛
上迹肴不少黠髌和遗漏乏处，除补印勘禊表埂正外，。街希大家搓

!．

出指正o，
一

六～、本臀詹鲢辨群辩嚏≯咽滴版较大，布能附茜T在眷j二，待．
将零邵出后焉疆衬豁替襻装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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鹪一部分 总 渝

一：“土壤普查的目的典要求
’

，

●

为了遴一步鳆徽中央关于瀑耕改良士壤的指示，执行鏖棠
c‘八字患法”，粽畲利用土地资源，促遴农檠经盔大跟道，遵照

销委指示，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旬起至五月底垃癌金区开展了一
个荤众性的土壤普查镒定运动。在普查中要求查清土壤分布概

况J查清士壤性质和土壤肥力，查清+地利用现默。根据士骧不

同特性合理耕作，糇合幂8用士地资源，为麂5’稀、敬、付、潦全

面发展提供可靠奁料和依据。 ．

t

、

二、土壤普查的缝遇 ．

一

我区七壤普查镒定工作，从三月中旬开始至五月底赭柬，大

、体上分为三个陪段： ，

第一、准备陪段：土壤普查的技街力量是由省壬壤普查工作

，魁和由腻踢、宿县丽屡校抽翻108位师生粗成。对抽蠲的力量遭行

了短期别拣，监同时做好其它准备工作。，
’

第二、奎面普查陪段：士壤普查工作粗蓟这各县盾，各县均

建立士壤普查办公室，抽溺力量遣行试点，举办了铡棘班，通过

裁点盖『Ij糠，为公祜培养了士壤普查干部。在各叔党委的缓导下，依

靠牵众全面开展了士壤普查工作。在普查中为了娴嚆对±壤普查

工作按街指蒜，毒区褪藏了巡迥梭查褪，分片迩逦裱查指薄。

第三、总秸陛段：采取自下商上屠唇总赭的方法，公社一般

手三月底牿束，各县于四月中旬藉柬，替区于四月下旬开始，根

据各县的总稽资料，遴行孬士分类，，输制图表，捅寓总藉报告，照

选择膏代表性的六十多个士壤胡藩，藕省水电嚷化殿塞和水电学



'
，

院水翻科学研究所渔{彳肥力和概械夯析，整个工作手五月下旬赭
襞。 ：

三，_社龠蛭济概况
。 _ 、

， (一)行政概况：

全匿十五／卜县j一个市，面积豹3l，950平方公里，总入口

7，989，004人，其中农桨人口7，027，673人，共有235个人民公赴，

9192个大除，49979个生蓬小际，有赓粱劳动力336万人，耕地面
稹2，708万亩。 一

(二)交通概况： ～

本区内水陵交通都很方便，铁路有津浦、淮南，随海三菠艇

过o，主要公路有14条，通航的河溢有15条，横成了一个比较完整

的交通辋。蚌埠是垒区交通的中心，宿县为濉北的中心，滁县为

潍南的中心。 ，
’

， 、

一 (甲)铁路 、
．

1．津浦铗路徐州至浦口段有90％以上的精路艇过本区宿繇、

炱壁：怀逸、藏踢、加出、滁县等县境，沿族’主要牵站有符力

集、宿县、固镁、蚌埠、隐淮关、’明光、滁县等。 。

2．淮南铁跷：蚌埠是潍南铁路的起点，蚌埠至合腮殴有60％

的路橇糨过本区的腻翰、定遍=_县境。 ，、

。

3．踹海铁路：扁徐矧往西在本区内褴过臂繇、礴山二县境，

主要牵站有黄口、李虞、谒山等。零庄卓站附近为碣山梨的主要

齑地。
7 ’“

(乙)公路
’

盎要干路为1．蚌会路(蚌埠至合肥)，2．蚌阜路(蚌埠至阜

踢)，8．宿永路(宿县至永城)，4．宿泅路(宿县至泗县)，5．．

宿壤路(宿县趸蒙簸)，6．滁天路(滁县玺天畏)，：7。滁定蹭
(滁县蔓定近)。，8．滁垒路(滁县至垒散)，9．合浦路(由全椒

古河，鳞玺滁县岛衣镇糨过本区)。，lO．定明路(定溺至明光)，

·2·



l～1濉徐路(濉溪秘宙县歪徐州)，12。簧幸路(黄口蠹卓县)，

13．符渔路(狩力集至演塘港)≥14。怀固路·(悔遗至露镆)o

(蜀)河运：除淄河平腺常年通航外，其他季鄙性通航小翰
的河懑有14条，圣聂1，379公里厶 ．

，，

。

，
，

t、四、自然概况、 。。

’

．

～ _

、

(—0地理位蜃：1’

本’区位于安徽东北部，南跪畏江，北嚣黄河故遭，、东和东北部

与江苏淮陲、徐嘲枣区交界，北与山东省翠县楣渣，西与河南省永

城及本省阜赐专区接壤，西南和本省六安枣区及合肥市比郯，东

南部綮接江苏六合、江浦等县o 、’

～

全区地形由西北而向东南斜畏，南北平均畏330公里i东西平

均宽130公壁，在地理位置生处子东经116c10。’至119010’之圊郭：

北糠81050’至34050’之周o

(=)地形地貌： 。

本区地形南豁皎商，起伏很大，北部偶卒。概括可划成雨个区

域，印淮南起伏丘陵区与濯北卒原地毯。潍南丘_陵超伏地一般齑程

为80—100公尺，相对商差豹20公尺，坡度约在50—150之同an在滁
县、定逮，加山等地还有部分低山，赢程构有200一一300公尺，坡’

凄在30。左右，仍属稚防由赈的伸延部分，逐渐向淮河及畏江雨方

向缓假j滩北萃朦地区托豁漫西北部地势较高，一艘商程为30一

40公尺，东南部较低构22公尺左右，地降大致为0．I％--0,2％，

由西北向东裔逐渐倾斜，其嗣分布些萃原霪尬及剿触残丘，．，商程

豹i00公尺，坡度较小，均已被开垦利用。 。

’

j放地貌累藐可分堆积和瓤触雨糖类型，包括有低山、丘陵，
萃原、甓地等。

‘

、群徊分医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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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分区褒

地貌罩元地貌分_区 地貌翠元 分 布 概 况蕈众名称

丘陵 山 淮南俩由区滁、系、金、栅、
厩、定 。

灌 灌南丘陵 丘陵
一

“南 下坡 山坡脚 7'， ”

丘
，

陵 坡顶 岗 鋈南錾陵区滁、东、、垒、如、
溯 淮南波默 ’凰、定

、

沼 坡地 薅 " 一

寝 起伏地 ●

地 物潺 冲窿 "

区
里下河
窖地 蜜地边椽圩、卒地 ． ，天聂

自然堤、 ．大堤 碣山赓黄河丽侧
- 豫东举原

淮 倾斜平原 萃地 宵、碣 7

北 卒原中的 灌北平原濉，‘宿、灵，泗、五
卒 皖、

台地 萃地
怀及蚌埠市，寇百厩部分地区

√

原 军霉蜜墟 、湖地 ” o
-

寝 北
河岸棱

地 萃 坡地，
河坡 淮北淝、濉、沱等河雨铡

． ●

区 剃触凌乓
原 (或岛山) 小山 潍北有濉，宿、灵、泗、怀

一

，

’

河攫潍 潜地 沿淮、涌河藤戳

(王)地质 j

’

1．地形系统及其分布：‘
7

、本匹广大地区均属第四，艳地靥，在J比以前的地唇淮南出锫较

广泛，灌北只有零星出露，效分蘧如下： ’

(1)太古界 ，、
．，

前震且艴A⋯以格默片赢岩、花高岩为主的变质岩系，。系
安，加Ⅱl，胤翰，定远等低山均有分布，怀蘧荆山新出露花崽岩，

片窳岩也属予太古界o

·t·



。 (2)元古界 ，

震旦恕sr’一一茎赁为泥餐灰岩与贾岩蕊膳，分布氍洒睬、。灵

鳖等县剿蚀残丘o 。

。．

(8)古生界 、

寒武超ClI】一～以石灰岩为主的地屠分布较广，藏踢，定远

肯县等地均有分布a ·

奥陶恕0一一石灰岩多出露在山瑗之侧，分布于滩溪蔡虽集
及臂县黄藏峪等地o ．

。

．

石炭艴G一一二叠艴p及兰叠耙T等地屠’本区内煞露头'在镄

孔中有所发现，亦为我区主要煤謦，共与士壤煞直接美系，故不

祥连o ，
“．

(4)新生界 、

第i耙TV～红色石炭质礤岩、砂岩和页岩的土屉分布在灌
河南岸五河县朱顶公社及加出县镡集、定远、池河等地·

第阏系己Q ．

老第四艴Q：t(下夏新就)煞明颞的甜露。

中老四超QⅡ(中更薪统)为红色硬粘与碟石混屠，傻在濮

溪县蔡星1{≥【南山镒中餮现o ，

-

新第四粑QⅢ(上夏新兢)为黄土质类型的砂粘土黉，埋藏在

此区下面，也常、爽有壤士、移．士，和砂、粗砂和石灰秸核等厝。

现代第西超Qw(全新系统)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沉稹、凰

积、坡穰、湖积等唇，因此橛为复鞋，是士壤戊土母质最主要部分。

(5)火成岩
‘

火成岩大多出露子淮南、滁县、加山、定远，全椒等县，均

有大面积分布，、另在东安屯禽、碾。山等地有蛮武岩分布，岩石黑

灰色，畲棕色赭晶碳物气孔很多，来发现喷出口o
、

2．地蜃横造： ．

一
．

较大的地耍橇造本区分属子四个地蛋攒造单元，北部餍潍除

地台，．中部为准啥地盾，南部系淮南☆内凹地，最南端位子搦子
●

、

。
’

一，5．



托地槽；’北椽大部分地区均为第鹳怒，．沉积物掩盖髅髓兑副其疆

龋小区樽选很多，地蛟明疆的杏黄藏蟠复铐斜，明光罩辩及建
．蘧翠辩等，由子与壬壤关系不大，‘故从略o， ，

(四)水文地赞： ．

．

。本区浅靥地下水型餍予浮水，一般情况下均为地下水补输河

水(汛期特殊情况例外)o淮南地区的定远、凤翰、加国及蚌埠郊区，

糟灌地区和淮北平原的地下水破化皮一般的都在1克7公升以下，
馑个剐低寝地区在l克／公升以—b水质类型差要是HCos—Cl—Ca

—Mg型和HCo，一Cl—Mg—Ca型，馑在平原中较低鬻地区随着的

增高出现xcOs—Cl—Ca—Na墼和HC03～CIt—Na—Ca型，‘．士壤

有柽度的碱化现象，水温在180—以90c，按照地下水化学成分作

为灌溉用水是没有什么圈题的，但对部份饔地应洼意排水，使晦碱

成分不致积聚，减少±壤碱化程度及降低地下水碱化魔o
。 (五)气候： ．

。

’

本区处于畏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圊，在气候上是处于从孳

中温湿磐刭辈北华干旱温和糟的过渡地区，雨水充沛，温度滔
宣，年平均温度为180—16。C；_月分平均温度为2aC至霉—心oC，

糨对最低气温在零下23．20C(1956年出现在宿县)，七月分平均气

温在27。一30一之简，衽对最高温度为44．50C(1932年出现

在蚌攘，)，簸霜期．∞O一280天，据蚌埠市。王951年至1959筝八
年靛载，平均初霜期为11月11日，平均晚霜期为3月29日、初

霜期最早为lO月18{j(出现在1955年)，辂稿期最晚为四月=十

Ft(出现在t954年)0年平均降雨量800_一1000毫米。奎区气

候基本上可以淮河为界分为灌南及灌北两个不同的地区，淮北年

平均降雨量在∞O—一8∞毫米之固，淮南年平均降雨蚤800一二
1100毫米左右，淮北您霜期诧淮南舞霜期短15—20天。年降雨
器逐年之嗣的莲异很大，据蚌埠气簸台1952萍——1959翠七年托。

，载鼻最大的年分是195睥,降水量1559．5毫米，最小的是1958年，
降水最懂612．6毫米，最大罐分为最小年分的2。5倍。又撂蚌埠从

1918年到1950第的薏芒【载，1922年是最少的—年，年降水量僮37 6



毫米，以1§56年与之相比，刽为1922年的4憾4在每一年之两的

降水量分布也楹不均匀，其原因：本区处手印度洋、太平洋的低气

压和西伯利珏、蒙古高原高气Bi-彼此交接的地匹，在冬牛年(十

月至翌年三月)里本区癃周一股被西伯利噩高气压所控制，空气

中水分很少(如宿县1958年一一1957年5年平均十月份相对湿度

为85％，】1月份相对温度为640／do，麓翳出1955一一1957年三年瑟虢

1十月分相黜湿度为64％，十一月分相对湿度6l％)，气流变化不太
大，故雨量稀少，气候干燥，而夏、．秋之季候凰乘宜太平洋与印

度洋的低气压，存本西瓴空与北方冷空气交镑，，锋面随季箭面向

西北逐渐移动，气流的运动非常复雅，往常形成暴凰、暴雨，由．

海演沿淮河向西伸展，出现枉淮河中、下游的时期构为六月中旬

玺九月中旬的三个月内；这三个月降涌次数最多，降水量最大。
因而是本区的雨季，总降枣量估奎年降水量的50％左右，有时霓

这60％以上。蘧是本区过去夏秋多水炎的气候因素。暴雨期淮
河以北起宫六月下旬，格手八月扇。沿灌地区最早在五月中旬，

迟至九月上旬为止。淮南始于六月上旬，至九月上旬lko暴雨最多

的时期是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如宿县有64％的暴雨出现脊七月

分。为全省暴雨出现枉时褐．匕最为集中的一个地方，定运有∞％‘

的暴雨集中子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的：一个凋以内。

由予秋冬牛年受高压所控制，雨水稀少，故常骚生秋旱(爽

秋千)与春旱。秋旱直接影响中_晚秋作物生畏，同时影响秋种的

渣肘播种。春旱剐不能满足夏热作物堡是发育及春播作物对水分

的需要。 ：’
‘

本区是冷气流南下的通邋，故兰、四月网常有塞潮磁甄，疆

月蠲油茶正在盛花期，大小套芷在拔筋抒苞期，此期磁现塞潮，

楹易发生冻害，’基潮移也的时候忿迟则对夏作物的影响愈大·

．另舛，五月分轻常有渭河流域的气旋自西蔡臻'在本区轻器形

成西南千凰，对小娈的正常成熬影响根大，特别是成熟期晚的小

，褰，有时造成鼹蘑的谶鏖。本区的凰晦冬半年是羼东牝凰(包括

东、舞北和东北)，夏季多属偏南凰。年卒均凰速存2．5——3‘
_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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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秒。在七、氏碉丽，有时遭受到飑凰的影嘲．但～一般影响不
大。

，褐对湿度簪礤均在．70一80％左右，如蚌埠1952一～1957年六
年平均为7570Z,’宿县1953——1957年平均为72％，。滁县1952年

一1957-'W-六年翠均为77％o 一

．。现翡本区各月份的气候概况分速予后： ’'

一月分气候概逮
‘

1．气温：本旁为圣年最冶月份，特剥是在上旬，淮北军均屡

气温狂零下，灌南在零上。以褫出、宿甚在霹下l～—嘎oC为最低，
平均气温在零度的天数，淮北15一_16天，淮南lO一--11天，日

萃均气温在一5。以下，灌再艺7～王l天，淮南5天左右。

艳对最低气温在霹下20～240C(出现在1955年)，橙大多
数年分，挺对最低气温出_现在本胃，最低气温5霹度天数，淮北

和漤河沿岸有25一一30天。本月有霜日数淮北18～20天，灌南
14一一15天，秸冰日、数18一一25天o ．

、2。雨：量：正个地区比上月减少l—10毫米，为圣年最少月份，

特刖在淮北各旬雨量只存10毫米以下，淮南15～20毫米o
r l

， =_二月份气候概逾
‘

． 1。气温：本月气湿较一!二月凰升，灌北较上月升薅4一《oC，B

平均气温S5。G天数在近三，四年系楹少出现，≤100(：天数淮北

有2天，谁南有4天。箱对最低温度灌北在幕下8至10度，潍南在

零下五度薰八度，本月有霜日数淮北12二14天，淮南8一10天’赭

冰哭数，淮北12～15天，淫南8一14天。

2．雨量：此上月增加lO一20毫米，淮北雨量较少·
¨

●

兰月气候概况

l。气温：月萃均温度为6．8—8。C之圊，峻上月增加了8—4吣，

月最高温度枉26-320C，B萃均气温枉霉度以下日数，潍北馑出

现O．5天，。其他地区已糙黪；最羝气温存()。C以下其数灌北扣9
天，耀南2_3天o



本月霜期出现很少，霜日澄北有5—6灭，潍南有2～5天，年

平均帮鍪霜期淮北延至四月，淮南在本月80目左右断霜o

2．雨量：淮北月降水：⋯一0毫米以下，澄南在’50--i00毫米

之同，地上月增加了5--20毫米o ，

3．其他：最多凰向为东北凰。

四月份气候概速

1．气温：本月气温卒均在15—16。C，南高北低，挹对最低气

温往霹下2—40C，淮北最后一次晚霜可能在本月中旬出现o

’2．雨量：本月降水一般此j：月减少10-?20毫米o

3．其他：多东及东南凰，本月内气温冶温快，而雨量槽有减

少，相对温度降低，特剔灌北天气颖得干燥，但有的年份常发生

陲雨邃棉的现象。

五月份气候概边 ’ “

、

1．气温：各地已先后入夏，月季均温度20一2 2 o C，以宿县

19．9。C为最低，艴对最高气温程34—380C，最低7一lo。C'本月

有时有西南凰影响o ，

、

2．雨量：降雨量较上月有所增加，旬雨量在10～15毫米。
一

六月份气候概遗

整个地区在本月已邋入夏季，常有冷空气由西北南下，这时

暖而湿的空气被冶空气抬升至一定高度，却成云而降雨，也是梅

雨季簖的开始，降雨量降雨日数姥上月颢著增加，据韶载，碣山降

雨为7—8天，降雨量117．2毫米。潍溪降雨日数为5天，降雨量扫

120．3毫米，宿县降雨为4天，降雨量117毫米，蚌埠降雨7。3天，

降雨量164i0毫米，滁县降雨11天降雨量171橐,I毫米·

梅雨一艘开始B期，滁县在6Yi 6日，蚌埠在6月10日，宿县礴

山在6月14日o ；，

七月份气候概遗 、

l：气温：因暖蹇气日盈增强，涂空气相形兄拙，处乎炎凰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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