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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台 吉
刖 舌

沙洲县是江苏省一九六二年新建的县，位于长江南岸，地垮太湖

和沿江农业区，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港纵横，交通发

达，是太湖地区商品棉的生产基地。近几年来，在发展大农业生产的

、．’ 同时，，+积极发展了社、队、工、商业，已成为苏南农、副、工，商并

i 进的新兴县。

一九七九年，根据国务院1 1 1号和省1 50号文件的精神，在县委、

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试点，至一九八二年五

月，开展了全县性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建县以来的第一次)；通

过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基本查清了全县六十余万亩耕地的土壤类

型、面积和分布；分析了各类土壤的理化性状和其它肥力因素；找出

了影响农业生产高产稳产的突出的土壤肥料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增肥

改土措施；并取得边查、边用的实际效果。经省、市土普办公室和本

市各县有关同志，鉴定验收合格。

由于上级的支持和各级领导的重视，以及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

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县专门成立了土壤普查办公

，室，公社、大队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县配备了专业人员，安排了

经费，先后培训了土普技术骨干480多人，参加人员一万一千多

入。全县共挖剖面四千一百七十六个(平均一百六十亩一个)，找界

； 线打土钻一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个；采集田块土样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三

个，地片土样三百六十九个，肥料样品·千多个，共计分析九万一千

余项次；共绘制大队五千分之一的三图一书(原始资料图、土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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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图和说明书)八百七十多套；公社万分之一的七图、报告六十八’

套，县级五万分之一的十三图十二套，．和资料汇总表格二十八种，并

编写了《沙洲县土壤志》。

《沙洲县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的汇总和综合，对全

县土壤比较详细地进行了论述，全志共分十一章。各章节都在梳理分析

普查资料，提出问题和解决1'．-1题的办法加以立论，在认识土壤的章节

中，都是根据大量土壤剖面的观察、实地调查、理化分析和定点测定

等资料，．论述各类土壤的形成、分类、分布规律和生产性能，提出因

土种植的科学依据：在高产土壤培肥、低产土壤改良和土壤质量评价

等章节中，摆出大量数据：为今后培肥改土，”提高地力，缩小地力级

差，提供了路子和办法：在肥力结构有关章节中，既进行了历史性的

剖析，又找出了'-3前土壤肥料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切合沙洲实际的

培肥改土措施；在土普成果应用章节中，叙述了近几年来边查、边试、

边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初步效果。所以说，这本书是农业技术人员、

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户实行科学种田，搞好土肥建设的参考书。

《沙洲县土壤志》的编篡工作，在上级领导和专家的关心下，由县土

壤普查办公室的顾元昌、徐志才和顾志权等同志参加，由顾元昌同志

执笔撰写送审稿，后经省、市土普办有关同志修改、定稿。另外，在

省土普试点、培训、铺开、图件资料整理和《土壤志》编写过程中，还得

到省内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兄弟县市的有关同志的帮助，在此一

并致谢。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志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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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与社会经济概况⋯⋯，
‘‘’

沙洲县位于江苏省南部，北纬3 l。437—32。01’，东经120。227

一120。497，地处长江之滨，东北二面临江，东与南通隔江相望，北一

与如皋、靖江遥遥相对，西与江阴接壤，南与常熟毗邻。 (见图)境
’

内地势平坦，略有起伏，南高北低，南部高程在5—5．5米左右(青岛

高程，下同)，北部高程在2--2．5米上下，平均高程在4．5米左右，绝

对高程相差3米上下。全县水利条件较好，水陆交通方便，河道纵

横，涵闸密布，能灌能排，陆上公路交叉，社社通公路；-队队有机耕

路，公路总长372公里，机耕路长达2412公里。全县资源丰富，农副

工全面发展，是长江三角洲平原上的粮棉高产地区。

一、行政区划

沙洲县系1962年新建县，由常熟北部的妙桥、塘桥、西张、港

口、凤凰、鹿苑、乘航、东莱、合兴、锦丰、三兴、兆丰、乐余、南

丰十四个公社和江阴县西部的南沙、申兴、后塍、德积、大新、晨

阳、泗港、杨舍、塘市九个公社组成。全县东西长36公里，南北宽29

公里，总面积777．5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76977．34亩，其中集体耕

地面积7 12052．66亩。总人口为7749 14人，其中农业人口为73 1443人，

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九分七厘集体耕地。县内共划分二十三个公

’1社、一个农场、二个县辖镇，43 1个大队，527 14生产队。境内还有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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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农场一个(常阴沙农场)。 (见图)由于土壤类型不同，全县盐

铁塘至新横套以北的锦丰、三兴、兆丰三个公社和四一农场为纯棉

区，实行棉麦轮作；中兴、德积、大新、晨阳、合兴、南丰、乐余、

东莱，鹿苑九个公社为稻棉轮作区，实行棉麦套种，稻棉轮作，以棉

为主；以南的港口、凤凰、西张、塘桥、塘市五个公社为纯稻区，实

行稻麦轮作；妙桥、乘航、后塍、杨舍、泗港、南沙六个公社部分大

队实行稻棉轮作，总的以稻为主。

二、社会经济概况一、个上夏红疗r慨∥L
，

建县20年来，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

神，克服了底子薄，条件差，基础弱等不利因素，以治水改土，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为主导，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使农

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965年与198 ldr-相比，农业总产值从

9082．32万元增长到43 1 14．93万元，增长了3．75倍。粮食总产量从

4．450563亿斤增加到5．040889亿斤，增长了13．3％。油料憩产从545．3

万斤增加到859．35万斤，增长了57．6％，生猪年末圈存从22．0 1 09万

头增加到34．7483万头，增长了57．9％，其它农副产品，如水产、家

畜、家禽、蘑菇、河蚌育珠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林业生产有了较大

的发展，已有成片林地20143亩，活立木蓄积量达19000立方米。

随着农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多，同时壮大

了集体经济，社员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据1981年统计，全县向

国家提供商品粮6297万斤，提供商品棉24．88万担。1 98 1年年终集体

积累1701．96万元，平均每个生产队0．3 l万元，社员每人平均收入

169．1 5元，比1965年的88．73元增长90．6％，据79年资料，虽然我县

总面积占全地区的7．59％占第八位，但棉花产量占第一位，粮食产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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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第七位，生猪圈存占第六位，社队工业产值占第四位，成为苏州地

区的重点商品棉产区和商品猪基地。‘

全县工业生产近年来发展较快，社、(镇)队企业达964个，8 1年

总产值达66805．43万元，占农、工、付总产值的56．80／0比80年增长28．3

％，净利润7038万元。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内，社队企业巳为国家

和地方上交了5742万元资金，为农业建设投资4510万元，为农村兴办

． 文教卫生等福利事业提供1240万元，地方工业的兴办，对如何安排人

多田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开辟了新的途径。

农业机械化装备巳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全县到79年为止，农业总

动力达到22万7千4百马力，比62年增加29．2倍，平均每马力负担集

体耕地2．83亩(美国2．2亩／马力)，使耕作、秋播、脱粒、植保等

农活及粮饲加工水上运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作业

量占到农业总投工量的50％左右。机电灌溉面积达64．52万亩， 达到

100％。机耕面积54．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县近年来化肥用量大增，氮素化肥尤

甚。1981年全县化肥供应数量达84560．45吨(不折算)，其中氮肥

‘69333．8吨，磷肥12288．45吨，钾肥24 15．15吨，复合肥523．05吨，平

均每亩集体耕地供应氮肥271．8斤；磷肥39．5斤；钾肥7．76斤； 复合

肥折1．68斤(不包括社队白筹化肥数)。各种农药3465．95吨， 平均

每亩集体耕地11．14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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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土壤

’

一、气侯

根据地理位置，我县属北亚热带南部湿润气候，季风环流是支配

本县气候的主要因素，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气候温和，无霜期长，

冬季受欧亚大陆寒冷空气侵袭，以少雨寒冷天气为主，夏季受白海洋

的夏季信风控制，天气炎热多雨，春秋季是冬夏季风交替时期，形成

千湿、冷暧多变的天气。

1、气候资源

(1)光能。我县全年平均(即1959一1978年20年平均，下

同)日照时数为2 133．1小时，占全年可照时数的48％，最多的1967年

为2429．2小时， 日照百分率为55％，最少的1 970年为18 04／I',时， 日照

率为41％，最多的月份为1964年7月为345．8／I,时， 日照百分率为80

％；最低月的1959年2月为60．4小时，日照百分率为20％。光能十分

丰富，20年平均年太阳幅射能为l 14．572千卡／Cm2，与长江流域各

处相比，均为丰富。因此，在利用光能和幅射能方面的增产潜力还较

大。而且无霜期长达228．8天，对稻麦棉油等作物生长较为有利。

(2)气温与土温。我县年平均气温为15．2。C，年际间变化

不超过l。C。最高年平均温度为1961年是16．2。C，最低年平均温度为

1969年14，6。C；年极端最高温度为38．1。C，是1966年8月7日；年极

端最低温度为一l 1．3。C，是1969年2月26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o。C

的活动积温，即农作物可以利用的热量资源为5557。C，以80％的保

证率计算为5425．8。C。对种植两熟制热量有余，双三熟制显得偏紧，

并有一定风险(一般双三熟制积温在5600。C左右)。
6



历年各月平均气温(1959—1978年)

．月 份I 1 l 2 3 4 I 5 I 6 7 8 9 l-o I 11 l-2睦平望
月平均气温l 2．3 3．8 8．1 I 14 I 19．1 23．7 I 27．9 27．7 I 23 I 17．2 I 11．1 I 4．8 I 15．2

土温是与植物生长直接有关的气候因素，．特别是春播作物关系极

大，我县5厘米中土壤温度年平均为16．o C，比气温略高，月最高土

温为8月，是30．4。C，月昂低气温为3．3。C。

历年各月地中5厘米平均温度(1955m1978年)

月 份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平均土温 3．3 4．8 9．2 15．4 20．7 25．3 30．0 30．4 25．1 18．6 12．1 5．9

(3)降雨量。我县年雨日平均122．3天，最多年是1977年长

达140天，最少年是1978年仅为9 1天，年降雨量为1039．3毫米。最多

年是1977年为1296．8毫米，最少年是1978年为460毫米，年平均蒸发

量2800毫米，最多月是1964年7月为157．5毫米，最少月是1977年1

月为13．7毫米。总的说雨水充沛，蒸发量不大，对植物生长和土壤的

淋溶淀积有一定作用。

2、灾害性天气

我县光、热、水资源都比较丰富，但是灾害性天气频繁，这是影

响农业生产稳产高产的主要因素。

(1)冬季寒潮。；十年共受强冷空气侵袭达54次，平均每年

2．7次；．多的年份是1970年、1978年达5—6次，少的年份是1964年、

1973年、1 975年仅出现一次，强冷空气最早出现的时问是10月5日

(1970年)最晚出现的时间是4月1 5日(1969年)。强冷空气以3

月份和12月份出现的机率最多，1977年1月3 1日的极端最低气温达到

一11．2。C，积雪14天，三麦油莱受到严重冻害。

(2)春季低温。我县稳定通过5。C的日期为3月15日(80％
7



．保证率)，稳定通过l 0。C的日期为4月8日(80％保证率)，稳定

通过12。C的日期为4月15日(80％保证率)。而4月下半月受冷空

气影响的机率平均还有2—3次。24／],时降温8。C以上的较强冷空气每

年平均也还有一次；5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在lo。C以下的年份还占

60％；9。C以下的年份还占40％；8。C以下的年份占25％；1961年

5月5日还曾降到3．8。C。

(3)连阴雨。春季连阴雨我县20年共出现36次， 平均每年

1．8次，最长的达15天之久(1977年4月30日一5月14日)，1970年、

197 1#-未出现连阴雨。初夏连阴雨，即“梅雨”天气，我县平均入梅

期在6月16日，出梅期在7月7日，梅期平均长达22天，梅雨量平均

为202．8毫米，入梅最早年份在1 97 1年(6月1日)，最迟年份是1959

年(6月27日)，梅雨最长的为40天(1974年6月9日至7月18日)、

最短的5天(1 964年6月24日一28日)梅雨量最大的是1970年达502．4

毫米，最少的是1978年，仅46．7毫米。二十年中有三年(1964、1965、

1 978年)属“空梅”或“枯梅”。秋季连阴雨一般在9一l 1月，二十

年共出现38次，平均每年1．9次。在1975年1 1月2日至16日一次连阴

雨达15天，三个月内出现5次连阴雨，导致秋播湿耕烂种，棉花烂桃

率占吐絮总桃数的36％，皮棉质量下降，影响秋播质量和棉花产量。

(4)夏秋高温干旱，一般在6月上旬至9’月上旬三个月申，

连续有三个旬雨量小于20毫米，便有旱象发生。二十年发生夏早的有

1 959年、196 1年、1966年、1 97 1#-、1 978年五年。9月上旬至1 1月下

旬出现连续三个旬以上，旬雨量小于10毫米，便有秋旱发生，二十年

中发生秋旱的有1959年、1960年、1962年、1964年、1966年、1967

年、1 969年、1973年八年，平均2—3年发生一次。

(5)暴雨。我县日降雨量>50毫米的暴雨天数20年间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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