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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

不可少的基础工作，建国以来，‘我县在1 9 5 9年和·l 9 7 7年先后

进行了两次土壤普查，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耕作制度的改革，以及

肥料结构、作物品种、生产形式的改变，．土壤的性状、肥力等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为了进二步摸清土壤底细，t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加速农

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7 9)1 1 1号文件和农业部关于开展土壤

普查工作的部署，按照省政府(7 9)1 5 0号文件的要求，我县从

1982年4月至1985年4月，，进行了全县第三次(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土壤的类型、面积和分布情况；分

析了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影响土壤生产力的其它肥力因素；探

寻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因子。同时坚持边普查、边试验、边应用土壤

普查成果，提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的途径与

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示了土壤普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三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与综合。全书共分七

章，主要介绍本县土壤的类型与分布特点，论述了土壤的形成、．分类、

理化性状和主要存在问题，7并分区说明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和措施。

最后记述了应用这次土壤普查成果促进农业生产的初步成效。书末附

有本县第三次土壤普查专题调查、工作总结、工作人员名单和县级土

壤普查成果图件等口

l，



《H血水县土壤志》的编篡工作，是由蒋兆余同志主持，组织有县．

土壤普查办公室祝自力、郑亚、龚成华、曹玉华、方运、周福庆等瞰

志参加先由祝自力、郑亚同志执笔撰写，i：后经蒋兆余同志作了修定。

整个土壤普查工作，一直是在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和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

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这次土壤普查经过省、市鉴定验收合格。这项工作面广量大，技

术性强，：资料内容多，由于编者技术业务水平所限，可能存在调查收

集材料不够系统，统计分析不够周密等现象，书中错误之处，恳请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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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壤形成

‘

第一节基本概况 ．

本县于1 9 6 6年4月由原滨海．．灌南两县的部分贫困地区组建

而成，．地处废黄河三角洲平原区北侧，位于北纬33 006
7

a34028’‘，东

经1190297—1200057 o东西长3 3：一50公里，南北宽21—25公里，县辖土

地总面积1038．15平方公里。东北频临黄海，东南以中山河同滨海为界，

西北与灌南县接壤·’西南与涟水县相邻：

．1983年底，全县辖16个乡镇，计233个村，1985个村民小组，i02，778

户，总人l=l 431135。其中农村92，827户，390，649人，．j男女劳动力

154，873人。

建县以来，党和政府加强了对这一贫困地区的领导，通过治水改土

和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建县前的

1965年与1983年相比，粮食总产由39419．15吨增加到178158．00吨，增

长了3．5倍，递增率9．28％；棉花总产从86．75吨增加到7074．60吨，增

长了80．6倍，递增率29．6％，油料总产从398．55吨增加到3899．20II屯，增

长了8．8倍，，递增率14．36％，生猪年末存栏从5．49万头增加Nio．20万

头，”增长了近l倍厶递增率3。7％；蚕茧总产从6．70吨增加到105．00

。吨，增长了14．7倍，递增率17。57％。

农业现代化装备不断完善，·抗灾能力不断增强。．全县至1983年



底，建有大型拖拉机站4个，农机服务站14个，拥有电动机、柴油机，

汽油机等农业机械6183台，基本实现了耕作、排灌、植保、运输、收

获、农产品加工等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1983年机耕面积45．90万亩，．

占耕地的6‘8．7％．。有效灌溉面积48。’37歹j"亩，占耕地的72。4％。农用电

量1251万度(不包括县办工业和城锲生活甩电)，平均每亩耕地18．7度o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65年全县工业

总产值只有270万元，：1983年达8031万元·增长近30倍。工业产值占

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8％，增加到1983年的38。6％。交通运输方

面，水路除了边界的中山河与灌河外，境内还有响坎河、黄响河、民便河

可供通航。陆路有通榆、308、0711一．、小甸等公路贯穿县境。县内乡乡

通汽车，‘村村有机车道。 ．

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1983年农村人平产粮336公

斤，j比1965年人平104公斤增长2．2倍，·社员人平纯收入220。80元，比

1965年22．77元增长了8．7倍。 t

第二节成陆历史

本县原为海湾，后因黄河多次泛滥夹带大量泥沙沉积，露出海面

而成陆地，．属海湾相沉积。宋朝以前，黄河曾多次由江苏入海，但由

于每次时间较短，对本县海岸影响不大。直至1128年(宋高宗建炎二

年)，黄河南徙，时间长达700余年之久，方使苏北海岸迅速由古海

，堤向海推进。开始时河道时而北流，时而南流，时而南北分流，时而

数股分流，缺流散漫无归，泥沙多分散淤积于广大平原低洼地区，将

土地逐渐抬高，河口向海推进并不迅速。因此，直至明初，黄河河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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