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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连云港市郊区位于江苏省东北角，地处黄海之滨，境内丘陵起伏．交通发达．

是我国东西大动脉一陇海铁路线的起点。云台山区是生态自然保护区．它风景幽

雅而又有气魄，是个旅游胜地，云台山玉女峰海拔625米，为江苏最高碴。

本区山丘面积和平原面积基本相等．农、林、牧、副、渔五业俱旺．由于邻

近城市，乡镇企业和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建设。建国后

五十年代未拳区曾进行过第一次土壤普查．限于当时经济和技术力量．所得的土

壤普查资料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务院(79)11 l号文件

和江苏省f 79)150号文件的精神，我区于1983年3月至1984年上半年．进行了

市郊土壤普查工作．并通过了有关方面的鉴定验收。

由于行政分区的变动．各区的土肥技术力量不足．土壤普查工作由市农业局

土壤肥料站组织进行共观察研究剖面1586个，平原平均每2ll亩一个．山地平均

每74 1亩一个．进行理化分析的剖面共164个，地块分析样4325个．共分析化验

2934 3项次。经过调查分析．摸清了土壤类型、面积、分布以及理化性状和生产

性能。全区共有4个土类、6个亚类、7个土属，21个土种．土壤面积55．24万

亩。这次土壤普查不仅为当前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后人积累了一

套宝贵的历史资料。

《连云港市郊区土壤志》是在村、乡土壤普查汇总的大量图表和总结的基础上

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编写的。是本区土壤情况的一次科学描述，也是本区第二

次土壤普查工作的全面总结。本志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了本区的基本情况，第二

章阐述了土壤的分类和分布情况，第三、四章．详细分述了各土壤类型的理化性状

和生产性能，第五、六章描述了土地资源的概况、评级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第

七章单独叙述了云台山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最后附有本区土壤普查工作总结

和各种成果图件。

本土壤志是由沈浩法同志负责整理和执笔撰写的．经过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

室喻长新高级农艺师审定，参加工作的主要成员有：武心敏、汪鹏程、钱光炜、

林聪阳、沈品树、徐洪宏、王同德、秦玉昌等。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江苏农学院副

教授宋育才的全面指导，同时市多管局、农科所、水利局、气象局等单位和有关

同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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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域

连云港市郊区位于江苏省的东北角，地处黄海之滨，为陇海铁路的起点。地

处东经119。4 7～119。30 7，北纬3∥267～34。47 7，东部和东南部濒临黄海，南

与灌云县相邻，西与东海县接壤，北与赣榆县以，临洪河分界，海岸线长58．6公里(临⋯

洪河～埒子河口)。东西长53．8公里，南北长38．2公里。呈人字形，境内中部多

山，山系西南一东北走向。自西南到东北分别为锦屏山、前云台山、中云笞山、

后云台山和东西连岛，前云台山为最高，玉女峰海拔为625米，也是江苏省的最

高点，其它都在300～500米之间，大小山峰一百三十六个。平原部分海拔都在

2～4米之间，北部和东南部为大片盐田。

本区83年市管县后分为新海、云台、连云三卜区，愿灌云的云各乡和云台农

场现归云台区管辖，现在市郊有18个公社、镇、农场，}23全太瓢争分场。总面积

为156．64万亩，耕地面积为28．8万亩，占总面积的18．39％。罄辘静，市区总人

口45．92万，其中农业人口17．14万，捉业人均耕地为1．70宙。农曼芳磅力84．72万

(八五年统计局资料)。
。

郊区按地形和利用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西南部农业区，中部山区，

东南和东北部大片盐田和海滩。

见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二、地貌概况与成陆历史

连云港市郊区的东部和北部面临大海，除中部山地外，四周地势较为低洼，

一般海拔为2～4米。山地丘陵以前云台山的玉女峰为最高625米，其次为后云

台山的大桅尖605米，锦屏山427米，东连岛357米，中云台山289米。东北一西

南走向的山系彼此不连续，自西南向东北分别是锦屏山，前、中、后云台山和东

西连岛，中间夹着海积平原。东西连岛位于连云港的东北部，是黄海之中一岛屿，

成为港口的天然风屏。云台山诸山都为单面山，山丘地势北坡陡峻，南坡平缓，

平原和山丘之间无明显过渡地带，界线分明。云台山山地次生植被较好，土层较

厚。锦屏山土隽委浅薄，植被稀少，有大片岩石裸露。本区自然资源丰富，风景区

花果山举世闻名，沿海天然海滨浴场较多，大有开发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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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郊区土地利用现状表f二)

单 非 耕 地 水

厶 占总 工 交 特 难口
屠 住 地

矿 通 殊 利
面积 用 用 用 用

位 计 。石 合计 城镇 农村 地 地 地 地 域

新海区 75677 24．60 46593 17676 28917 13938 9222 3142 2782 47124

云台区 196316 31．47 31005 689l 24114 140409 7329 2657 14916 161200

连云区 23694 16．34 1178l 3556 8225 6416 1412 1975 2110 26507

盐 场 404257 82。5l 404257 S5688

合 计 699944 44．68 89379 28123 61256 565020 179鼹 7774 19808 320619

注：水域包括海涂面积。

(一)地貌类型

本区的地貌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l、构造_剥蚀低山

本区山地的山峰海拔一般为300～600米，比较陡峭，受断裂活动的影响，沿

东西向与西北向的节理，有大块岩体崩坍，形成陡壁。叉因岩石比较坚硬，受纵
横节理切割，山脊形成锯齿状。近期地质运动一边上升，二边受剩蚀。此地区都

为棕壤。 、

2、洪积平坡

地势低平，系云台山洪水冲积下来的表土在山前平原堆积而成。中云、朝阳

等地多见，此区发育潮棕壤，面积较小。

3、海湾相堆积平原

市郊平原曾处于滨海海湾环境，海相淤泥为粘质，后经黄河泛滥母质的覆盖，

和西部湖积相平原连成一片，该区多发育盐土、潮土和砂姜黑土。

(二)成陆历史

连云港市古称海州和郁州。秦汉时期，苏北北部的海岸线，大体沿今赣榆县

城，向南经锦屏山东麓、板浦、涟水的云梯关，南迭盐城的东门附近。现在的新

浦地区则为滨海浅滩，云台山是海中岛屿。从历史文献看，从秦朝到明末的近两

千年中，连云港地区的海岸线变迁不大，姚陶的《登云台山记》中称“云台山在

海中，围亘三百里，筑之城，庚寅夏17lO年，自恬风藏菠海登舟。”可见十八世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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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韧，云台山仍为海中岛屿。那时j；每州城东距海尚不远。

在崔应阶的《云台山志》中说“康熙四十年，海涨沙淤，海口渐塞，至五十

牟忽威陆地，直抵山下矣。”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和其它一些地方性文献中，
都记载1761年在云台山南，于新淤之滩涂上垦荒一千三百五十亩。但到了1769年

垦荒猛增七万亩，说明在不到十年中，滩涂淤积十分惊人，云台山与海州相连，

与泥沙的沉积作用密切相关。1194年(宋期)黄河在河南决口，部分河水南流，

夺泗、夺淮入海。从1194年～1885年黄河夺淮入海的六百六十多午间，使黄河入

海口及其两岸沿海地区的海岸线(由于河水淤泥)向海中扩展了五十至七十公里，

平均每十年向海中延伸一公里左右，说明黄河夺淮期问，江苏北部海岸线的扩辰、

延伯十分惊人。

海州和云台山间的海峡，最窄处的里风渡，尚不到寸公里，但直到康熙五十

年(1711年)才淤成陆地，使海州和前云台山相连，比废黄河口及其它沿海地区

的淤移!速度要慢的多，再原因： (1)距废黄河较远，带到海峡地区的泥沙不但数

量少，而且粒径也小，因此市郊平原的土壤都是粒级很细的粘质土壤。 (2)海

峡地区，在潮汐作用下，海水的流速较大，促使泥砂淤积速度变慢。(3)遘云

港附近的海岸总体上讲，是不断上升的，但近代处于间歇性的下沉中，下沉作用

补偿了泥沙的部分沉积作用。 (4、灌河入海口水量较大．河水冲走了一部分北

上的泥沙，使之漂向外海。

自前云台山成陆后，中云台山与后云台山之间，还留着一条长十五公里、宽

三点五公里的五洋湖海峡，后云台山与东西连岛间尚隔着鹰淤门海峡。清成丰年

1851年后，五洋湖海峡淤塞成平地，后云台山又与犬陆相连，完成了全部成陆过

程。 尊

海州湾地区古地理变化：

本区从震旦纪一奥陶纪问有一次大海淹进，海水并未完全淹没海州区，海州

保持在海平面以上。据地赁学家认为：燕山期(1亿年中生代)构造运动产生两

次交叉断裂，控制了海岸的轮廓。海州湾的古海岸线，应在吴山、徐山、夹山一

线，现今的海岸线较其位置已东移30公里。

三、气候条件与生物资源

本区是暖温带南缘，南北气候交界地带。属暖温带季风气候。云台山春束夏

初多雾，但雾量较轻。本市的日照为江苏之冠，光照条件很好， 适合农作物生

长。气温夏季急居lJ增温，秋季下降迅速，南方一些植物种类，在局部地区有发现，

如东南向沟谷缓坡有出现。常年风向东南偏东风，厦秋多东南风，春冬多西北风，

沿海春季温度回升慢，秋冬寒风使气温骤降。

灾害性天气：

市郊邻近黄海常年风力较大，捉业生产受台风、冰雹影响，夏季台风侵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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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很频繁，冬季气温低使农作物产生冻害，这些灾害天气给我帚农业生产带来严

重成胁。本区≥10。C积温4570。C／年，历年最低温度一13～一14。C，极值一19

～一24。C，河流封冻土罢22 cm f 69年2月5日) 全年无霜期219天(1／11～

29／ 3)。

本地农作制度，解放初一年一熟与二年三熟并存，现在逐步向两午三熬与一

年两熟发展。霜冻、低温、冰雹、干热风与旱涝灾害，不时仍有发生。

云台山10～4月受强烈的西伯利亚高压控制，受季风影响甚大。春秋干燥，

冷暖多变，夏李湿润，雨量集中于7～8月，平均年雨量950 mm左右， 蒸发量

1674mm，雨量山地多于平原。历年的气象情况见下列各表(所有数据均为1951

～1980年的平均值)。

本市郊温热情况表 表1—1

历年日平均气温稳定0．O、5．0、i0．0、1 5．0。C初、终期及积温

温 度 初 日 终 日 初终日数 积 温

0．0”C 17／2 18／12 305．8 5136．6

5．0。C 13／3 24／11 257．0 4935．9

10．O。C 6／4 7／1l 215．9 4575．0

15．0。C 1／5 16／10 169．3 3930．童

最热月八月 平均 拍．80。C 极端 40．00。C (气959年8月20日)

最冷月一月 平均一0．20。C 极端 一18．1。C (1969年2月5日)

本市雨量及旱涝情况 表1—2淤． 3～5月 6～8月 9～11月 12～2月

平均 最小一最大 _ ％ 撇 ％ —■ ％ _ ％

‘暑唾O．3

(平原，
渤．3-1241．2 142．0 15 59B．6 62 175．8 10 45．1 5

姻．1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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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各月平均降雨量 ，m m 表L一3

月份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雨量 13．1 20．2 29．4 54．3 55．4 115．1 256．8 215．2 97．9 33．1 32．O 14．4 936．9

历年各月平均气温 (C) 表l～4

月份 四 五
—L

七 八 力 十 +}一 十二 全年，＼

气温 一O．2 1．7 6．8 13．5 19．3 23．9 26．8 Z6．8 21．9 16．0 8．9 2．4 14．O

历年各月平均气压 (脯水柱) 表I一5
t

月份 四 五
—1。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气压 1026．9 1025．2 1021．3 1015．5 1010．6 1005．7 1003．3 l006．2 1013．4 1020．4 1024．7 1026．8 1016．7

历年各月平均相对湿度表(水气压／饱和水气压) 表1—6
●

月 份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相对湿度 66 66 64 64 66 7l 82 80 75 70 70 68 70

电‘

历年各月蒸发量(榭)及蒸降比
∥‘

表l～7

月 份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一 全年，、 -一·

蒸发量 49．0 64．8 125．0 178．3 226．5 229．0 187．0 190．9 156．6 130．4 85．1 53．8 J674．3

降雨量 13．1 20．2 29．4 54．3 55．4 115．1 256．8 215。2 97．9 33．1 ：诧．0 14．4 986．9

蒸降比 3．74 3．2l 4．25 3．嬲 4．09 1．鲫 0．73 0．鹊 1．6(} 3．鲥 2．66 3．74 I．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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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平均土温统讨表(10年平均1

潦
’

全年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f二 平均
，、

0

(】0年) 1．4 3．0 8．3 14．8 21．2 26．1 28．3 28．8 23．6 1 7．3 9．7 3．2 】5．5

J 0 2．0 3．3 8．2 14．5 20．5 25．2 27．5 28．1 23．8 17．8 l 0．6 4．2 15．4

15 2．7 3．6 8．2 】4．2 19．7 24．6 27．1 27．8 24．0 18．2 11．4 5．O 1 5．6

20 3．2 3．9 8．2 13．9 L9．2 ’4．1 26．6 27．5 23．9 18．5 l 2．O 5．7 15．6

40

(3年) 3．8 3．3 7．2 】2．7 18．3 22．5 25．1 26．0 23．8 19．0 l 2．8 6．4 15．1

8f)

(3钜j 7．1 5．4 7．6 11．5 1 6．1 20．0 22．7 24．4 23．4 20．1 15．4 10．1 1 5．3

1f；fI

(3年) ¨．8 9。7 9．4 10．8 13．4 16．2 18．6 20．7 21．3 20．4 18。0 14．9 1 5．4

320 16．3 1 5．0 1 3．9 1 3．2 13．3 1 4．0 1 5．0 16．3 17．3 1 7．9 j 7．9 f 7．3 1 5．6

云台山区位于暖温带南缘，属海洋性气候，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暖温带植物生

态系统，保存了我国许多濒临灭绝的物种：同时具有亚热带特色，植物种类繁多。

云台山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原生植被不复再现，现绝大多数为赤松。云台

山与欠陆一直隔离，相连只有270多年：

四、河流水系与农田基本建设 、

本区是沿海地区，无大的河流，主要有排j炙河、蔷薇河、盐河、临洪河、妇联

河、玉带河和灌云交界的埒子河。大小水库星罗棋布，较大的有：朝阳水库、大

村水库、宿城水库等五座，总年蓄水量为1163．6万米5。

郊区河流的水质含有一定的盐分，但对农作物影响不大。

蔷薇河；由东海南部流经市郊西北，由临洪口入海，全长120 km，水质良

好，矿化度0．4 g／升，，化学类型属C1一HC03一Na+水，临洪闸以下因受海潮

影响而使水质变坏，含盐量颇高，矿化度tog／升，汛期7～9月，最大流量90m3／秒。

盐河：为人工开挖之河道，通过扬庄水利枢纽，上承中运河来水北流惯通

南北六塘河、灌河、新沂河、五图河、东轴河、善后河达到连云港市，与临洪河

会合，全长153 km。

临洪河：上游为蔷薇河，支流较多，经临洪口入海。

排淡河：全长30K m，顺向东通道，排除积水和灌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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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带河：全长4．2 Km，与蔷薇河及盐河沟通，原为锦屏山北麓的排水沟。

农田水利建筑物约ll 270个，大小沟749条，喷灌面积达3349亩j自流灌1．5

万亩，提水灌15．87万亩。旱涝保收田达10．87万亩。本区除七、八月外，其它

各月均受干旱威胁，在过去水利条件差的情况下，旱涝成灾，大雨大灾，小雨小

灾，无雨旱灾，目前，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已基本根除这种现象。

第二节 农业经济慨况

本市山地、丘陵、平原、洼地及沿海滩涂，地貌分区十分明显。历史上这里

易旱易涝．多灾低产，解放后整治了新沂、沐河，开挖疏通内部排灌河流、渠道。

引淮水接济连云港地区。旱涝面貌有了很大改善，农业布局亦由旱粮为主，改变

为水旱并存，多种经营也大大扩大范围，生产水平逐年上升。 ．

连云港也是旅游胜地，境内名胜古迹众多，1980年列为全省三大旅游区之一。

建立以保护自然生态为重点，并兼顾文化古迹的国家级保护区，将自然环境和文

化历史和谐地融为一体。以迅速恢复地带性植被，改善水质和土壤保护工农业生

产为宗旨。

市郊三区各有特色：连云区近港口，多山、林、渔，水上和陆上交通为主，

大田农业生产次之：云台区多山多平原，农林并举：新海区除锦屏山以外，其余

都为平原，主要以粮食和蔬菜、果树为主。

1985年市郊农业总产值见表(万元)(按85年现行价)

农业总产值 其中： 农业 ．林业 牧业‘副业 渔业

14009．28 6083．61 126．70 1691．52 119．48 5987．97

一、农业

本区农业以三麦、水稻、玉米、山芋、大豆为主。全年播种面积34．20万亩。

85年粮食总产88552吨，亩产3l 2．1公斤，其中稻谷36944吨，玉米8238吨，大豆

5993吨，薯类1635吨，三麦35400吨，棉花93 1吨，花生731吨。

市郊过去旱谷两年三熟剞，单产低，新坝乡70年前单产仅150公斤，71年开

始旱改水，75年单产迭300公斤。市郊蔬菜播种面积1965年仅800亩，76年扩到

1 1 164亩，85年2．05万亩，由原来东西两片发展到城郊四周，蔬菜基本自给，喷

灌达3400亩，温室8亩，塑料大棚200亩，改善了冬天吃菜难的问题。

从农业总产值看以纯农业占优势，占43．43％，渔业次之，占42．74％。其

中纯农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主，它占纯农业产值的64．94％。

二、多种经营

市郊平原耕地和山地面积基本相等，境内有墟沟林场、云台林场、朝阳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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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林业单位，有许多果园如洪门、孔望山等，使山丘部分次生植被保护良好，主

要是针叶林为主，特别是云台山，现已划为自然保护区。

林地面积约为24．2-4万亩，果园面积1．85万亩。市郊是江苏省重点林业区之

一。但林木的覆盖度仍较低，市郊平均林木覆盖15．9％，水果产量8698吨，主要

是梨、苹果、桃子和葡萄 经济株以板果为多84．3吨。

畜牧业的发展，以农家单户养殖为主，主要饲养猪、善、鸣、鸭、鹅、免和

少数牛马大牲畜。85年统计全郊区年末存栏大牲畜3175头，其中农事役畜1 675头，

85年饲养猪9．38万头，羊年未存{兰f1．1 8万只，家禽年未数37．34万只．免f1．t3万

只。

市郊水产资源很丰富，有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海水养殖有渔类、时虾、蟹、

海带等．淡水养殖主要有鱼、虾等。养殖水面6．2万亩．其中：每，J：-3．99万亩．淡水

2·2l；O-亩．产量达26 1 3 3吨．其中海水产品24719吨，淡水产品．f％14 14吨。

三、农业机械化

市郊由于靠近城市，社办工业发展较快．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全市农业机

械总马力为20．05万马力，用于灌排机械815台，农用大中型拖拉机372台，手扶

拖拉机3260台，农用水泵69 5台，机动运输船29艘，农用汽车37 l辆。



第二章 土壤分类和分布

土壤是人类最有意义的东西，是联系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中心环节，是结合地

理环境各组成要素的枢纽。一般地说，土壤是指地球表面疏松的表层，其特点是

具有肥力，能生长植物。它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体，是劳动的产物，是地
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组成特点和形态特征。

第一节 土壤分类

土壤作为一个自然体，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土壤分类就是根据这一

规律系统地认识土壤，将客观存在的不同土壤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和系统，把它

们进行划分归类。土壤分类是土壤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分类的目的，就在

于根据对大量具体材料的分析对比，将外部形态和内在性质相同或近似的土壤，

并入相当的分类单位，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以正确反映土壤之间以及土壤与环

境之间的发生上的联系，反映出它们的肥力水平和利用价值。土壤分类的研究成

果，可反映出，土壤科学的水平，特别是土壤发生学和地理学的水平。土壤科学

的其它分支的研究也要借助土壤分类的成果。农业建设中，为了开垦荒地，改土

培肥，提高作物产量，都需要区分土壤类型；为了合理地利用土壤资源，需要编

制不同比例的土壤类型图，土壤肥力评级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图等都是以土壤分

类为基础的。本区的土壤分类系统是按全国和江苏省的分类为依据，采用了土类

一亚类一土属一土种四级分类，以土种一级作为分娄的重点。

一、土壤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土壤是自然和人为的成土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土壤分类，既要反映

土壤发生发展的规律，又要考虑分类为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改土培肥和实

现农业现代化服务，要以科学性、生产性、群众性为原则，以成土五因素(即母

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和人为活动综合起来作为分类的依据。

(一1土类

土类是高级分类单元，它是在一定综合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经过一

个主导的或几个相结合的成土过程，而产生了独特的剖面形态及相应的发生层段

的土壤类型，土类是以起主导作用的成土过程及其属性加以划分的，本区划分棕

壤、+潮土、盐土和砂姜黑土四个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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