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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隅，陇海铁路东段，滨临黄海，紧接连云港，西邻徐州市。东有

云台山为屏，西与马陵山绵延相接，属于黄淮海的低山丘陵与湖荡交夹的平原。气候湿润，

雨量充沛，交通方便，土地较多，矿产资源丰富。解旗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1984年粮食总产超过16亿斤，商品率高达45％，是国家和省的商品

粮、油生产基地之一。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壤普查是农业基本建设，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

项主要措施。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1l号和江苏省(1979)150号文件的精神，按照全国

和省对土壤普查的要求，我县从1980年4月至1984年lO月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时四年

零六个月，1985年元月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鉴定验收并颁发了合格证书。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及时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经过组织、准备和试点、分期分批铺并和总结收网四个阶段，培训了县级专业骨干34

人，社队普查人员1155人，先后观测了2488个土壤剖面，分析土壤理化性状样品20591个，

92653项次。基本查清了土壤类型、数量、质量和分布规律，揭示了影响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

及时完成了大队级l／5000的二图、一说明书。公社级l』10000的五图、一报告和县级1+7．5万

的十图、一志。共存档立卷3238册。通过边查、边试、边应用，在因土施肥、改善肥料结构、

因土种植、合理改良利用土壤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为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促进农业

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

东海县土壤志，是以大量普查汇总资料为基础，结合普查成果应用效益加以分析综合编

写的。全书共分十章，一至五章为认识土壤的部分；六、七两章为土壤与农业的专题论述，

总结了特点，指出了问题，提出了改良利用土壤的途径，明确了发展方向；第三部分(八、

九章)为土壤普查成果应用部分；第四部分(第十章)附件。对土普工作、化验工作、制图

工作作了总结，并附有主要统计表和全套成果图件。全书共20多万字，计有282幅图和255份

统计表，这是我县农业生产规划、决策和研究农业战略的基础文献及主要科学依据。

东海县土壤志是参加土壤普查的各级领导、科技人员和全体专业队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土壤志的编辑工作主要由薛开银同志负责，茅焕坤、张呈杰、金钰选、徐振云等同志分工撰

写。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喻长新、周传槐、李桂荣、胡夕久等同志及市有关同志修改审核，

最后由中共东海县委、东海县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审定。在整个土壤普查中，得到了有关

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广量大，技术力量不足，收集资料不够系统和广泛，加上分析手段

的局限，缺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6

编者





喜看稻菽千重浪

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江苏省末海县湖荡平原区一景

水利基本建设初具规模，有救灌溉面积IlO万亩，井建有270个翻水

站，翻水能力39561万马力。图为房山翻水站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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