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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县地处长江三角洲，滨江近海，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有较好的农业生

产条件。建国以来，通过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平整土地，发展灌溉，培肥改土，改革耕作制

度，普及良种，改进栽培、植保技术等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进

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初步调整了种

植业结构，在保证粮棉生产的前提下，既按市场需要，又因地制宜，恢复发展了花木、白萝

卜等名优产品，进一步发展了农村的商品生产，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进一步查清全县土壤肥力情况，做到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利用，为农业

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11号文件和江苏省(1979)150号文件

精神，如皋县于1980年初着手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准备工作，1981年5月开始试点，继而

分批分期进行了全面土壤普查工作I 1984年7月经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和兄

弟县有关同志鉴定验收合格。

如皋县认真贯彻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要求，县成立15人的土壤普查委员会，下设5人组

成的办公室领导全县土壤普查工作；同时县建立36人的专业队，公社组织245人的专业队相

互配合，以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完成全县土壤普查的内外业工作。基本上查明了全县土

壤类型、面积和分布情况；分析了土壤理化性状以及影响土壤肥力和生产力的限制因素，明

确了培肥改土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措施，为进行农业区划、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和科学种田提供

了依据。同时边普查边应用了土壤普查成果，促进了当前农业生产。

全县土壤普查共挖主剖面6394个，检查剖面55660个，采集地块土样24954个，地片土样

591个，化验土样共32324个，计有131020样次。编写了大队级“两图一书"，计图3544幅，

说明书1772份，公社级“五图一书”，计图490幅，普查报告100份，专题调查报告219份；县

级图件“七种”，专题调查报告13份，统计表11种，土壤普查归档资料共275卷。以此为基础，

并收集了有关农业、水利、气象等资料，编写了《如皋县土壤志》。

《如皋县土壤志》分为十章，主要阐述全县土壤分布类型、形成过程、理化性状、肥力

特性和主要存在问题，分区说明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途径和主要措施，记述了土壤普查成

果应用的初步成效：书末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和土壤普查成果图件。

《如皋县土壤志》的编写工作，j是由程松、汤中全、尤乃杰、倪修学、余鸿福、杨善才

等同志执笔撰写，土壤普查成果图件由程松、余鸿福同志负责编制。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喻

长新同志修改，最后经县政府农业局娄学夫同志审批定稿。但限于编者水平，缺点在所难

免．请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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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章 自然条件和成土因素

如皋县位于南通市的西北部，南临长江，北与海安县相连，东与如东县、东南与南通县

接壤，西与扬州市的泰兴县、靖江县毗邻。全县地形近似圆形。总面积1593平方公里，其中陆

地面积1536平方公里；约折合230多万亩。长江水域57平方公里，约折合8．5万多亩。

(如皋县位置见图1)

全县设9个行政区，49个公社，4个县属镇，7个国营场圃，886个大队，8573个生产

队。现有总户数334100户，总人口1370526人，其中农业人口130．1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94．4％。现有总耕地122．65万亩(测算面积为133．4582万亩)，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仅有耕

地0．94亩(按测算面积人均1．03亩)。农村整半劳动力平均每人负担耕地2．01亩(按测算面

积平均每个劳力负担2．20亩)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达900人。人多地少，土沙地薄是如皋县的

特征之一。境内地势平坦，垦植历史悠久，种植作物较多，素有间、套、复种习惯。常年复

种指数约在220％左右。

· 1“



第一节社会经济概况

解放前，由于社会制度腐败，土沙地薄的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

弱，生产水平一直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广大农

民、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大力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改革

耕作制度；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增施肥料，普及良种，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主要

农副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以198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33191万斤增加N91120万

斤，增长了1．74倍，平均递增率3．1％。棉花总产量由2．21万担增加到41．6万担，单产由17．7

斤增加到115．9斤，分别增长了17．8倍和5．54倍，平均递增率分别达9。3％和5．8％。油料因

面积调整幅度较大，总产减少。生猪饲养量151．64万头，年底圈存头数从26．95万头增加到

82．22万头，增长：．05倍，平均递增率3．4％。羊年末存栏数从1．24万头增加到12．8万头，增

长了9．3倍，平均递增率7．3％。水产品总产量由261吨增加到4391吨．，增长15．8倍，平均递

增率9％。蚕茧产量由322担增加到78191担，增加241．8倍，平均递增率18．1％。全年农业

总产随(按80年不变价计)从14025万元增加到48781万元，增加2．i倍，平均递增率3．8％。

随着农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i对国家的贡献逐步增多，商品率逐步提高，已建成棉花、

生猪、山羊板皮、毛兔、禽蛋等生产基地。1982年全县向国家提供商品棉40．157万担，商品

率达99％。肥猪69．42万头，商品率达92％j蚕茧7．8万担，商品率达100％。还向国家出售

了大量的禽蛋、家禽。全县外贸收购总额达到9400万元。因此，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县有电灌车口1G76座，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脱粒机等农用机具达

到166616台(件)，农机总动力达25．1万马力，排灌、脱粒、耕地、粮饲加工、农用运输基

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1982年社员人均口粮554斤，比1965年增加158斤，人均集体

经济分配105．97元，比1965年增加46．97元。

解放初期，全县工业十分落后，特别是社镇工业从五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兴办手工业为主

的工业。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工业生产以较快速度发

展。198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以80年不变价计)达到55448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的53％。其中，社镇工业产值达到18567万元，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也较快。全县至1982年有

80条主航道全长421公里，公路全长224公里，65．?3％的乡通了公路。

如皋县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客观条件的

限制，发展农业的速度还不够快，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由于土沙地薄，培

肥改良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因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种植业生产常出现不稳定的现

象。社镇工业近年内才全面兴起，由于缺乏经验，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设备条件差，管

理水平低，经济效益不高，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合理调整。

第二节气 候

如皋县位于北纬32。007至32。307，东经120。207至120。507．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季
～

风环流是支配本县气象的主要因素。气候的主要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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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光、热、水高峰基本同季，生态条件较好，适宜种植喜温作物，

经济林木等。

气候直接影响植被类型和种植制度，影响土壤中物质转变和能量转化，对于土壤的形成

发育起着支配作用。 ．

一、气温和土温 ．

全县的总热量较丰富。年平均日照2078．4小时，13照百分率为47％。年总幅射量113．．45

千卡／平方厘米，生理幅射总量年平均53．32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气温14．6℃，7、8两月

是全年最热时期，月平均气温为27．2℃，1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1．7℃，年温较差为25·6p。

极端最高气温38．9℃(1966年8月7 13)，极端最低气温--12．1℃(1969年2月6日)。日平

均气温稳定通过0℃，初13 80％保证率(以下同)为2月19 13，终13 12月23日，动动积温5223℃o

5℃和7℃初13分别为3月1513、3月2513，为玉米、棉花薄膜育苗的最早适期。10℃初日

是4月10 El，终13是11月8 13，活动积温4576℃。20℃初13 6月4日，终Et 9月21日，是后

季稻(粳稻)安全齐穗的下限13期，该期活动积温279813。全年无霜期约216天，初霜期平

均在11月10日，终霜期4月7日。．

年平均土温为16．3℃至16．4℃，土温的变化趋势与气温基本一致。

(如皋县气温、土温统计见表1图2)

’温

‘度

(℃)

图2 如皋县气温与土温逐月升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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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如皋县24年月平均气温、土温统计表(℃)

N 月

装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1．7 3．1 7．4 13．4 18．4 23．2 27．3 27．1 22．3 16．4 10．4 4．2 】=4．6

(深度cm)＼
、

●

O 3．O 4。6 9．8 16．3 22。7 28．O 31。7 32。4 25．7 19．0 11．6 5．1 17．5

5 3．O 4．5 8．8 15．1 20．6 25．6 29．? 30．0 24．5 18。2 11．5 5。5 16。4

10 3．6 4．7 8．7 14．0 19．9 24．8 28．9 29．4 24．4 18．4 12。1 6．2 16．3

15 4．0 4．9 8．7 14．4 19．5 24．4 28．5 29．1 24．4 18．6 12。5 6．7 16。3

20 4．4 5。2 8。7 14．3 ．19．3 24．1 28。2 28．8 24．5 18．9 12。9 7．0 16．4

注：本毒为1957_1980统蕾资料。
土壤热量主要来自太阳幅射能。土壤温度的年变化与日变化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是地

表变幅大，向下则变幅小及至趋于稳定。随着气温和土温的变化，既影响作物根系的呼吸和

吸收作用，又影响土壤胶体吸附力及有效养分的释放。在同一地区气候、作物种植结构稻母

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土壤对外界温热的变动，具有不同的稳温能力。其内因是土壤的热容

量和导热率，这是土壤组成物质(固、液、气三相物质)的热容量和导热率的加权平均数。

可采取相应的农业技术措施调节。近几年来，为了充分利用热量资源，夺取棉花、玉米早熟

优质高产，已普遍采用了营养钵薄膜育苗移栽，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二、降水量和蒸发量

全县雨水充沛，气候湿润。但是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匀，干湿交替明显。平均年降水量

1059．7毫米中，主要集中在汛期(5—9月)，平均雨量709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66％。按

旬雨量分析，全年主要有两个降水集中期：一是从6月下旬到7月下旬，雨量大而集中，日

照少，高温闷热为梅雨期；二是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为秋雨期。而8月上、中旬有一个明

显的少雨期，常出现伏旱。降水年际变化大，多雨年雨量最多的高达1452．6毫米(1960年)，

而少雨年最少仅有503．6毫米(1978年)，相差悬殊。因此旱涝灾害频繁，一般旱年和涝年

为4年一遇；大旱、大涝年为8年一遇。有些年份还出现旱涝急转的局面。

年平均蒸发量为1402．6毫米。7、8两月蒸发量最大，达187．9—188．O毫米。1、12两

月蒸发量最小，为48．1—57．o毫米。用干燥度计算，除10月份外，各月干燥度都小于1，属

湿润。

此外，还有连阴雨、台风、冰雹、龙卷风等灾害性天气发生。

雨水是土壤水分的主要来源之一。降水对土壤供水的影响，除了降水量的多少外，还在

于降水分配是否得当以及与当时作物的需水要求是否相适应。但降水总是间隙性的，而作物

对水的要求却是连续性的。所以土壤条件的好坏决定于土壤的稳水性能。境内多数是砂质

土，‘有机质含量极低，土壤稳水稳肥性能很差。雨水集中季节，加速土壤养分的淋失。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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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施差的地区，由于雨水大量下渗，提高了地下水位，造成渍害。干旱季节因雨量少i二土

壤保水能力弱，常出现水分不足。因此，既要防渍又要防旱。 一：

综上所述，如皋县的光、热。水条件较好，‘适宜于多种喜温作物的生长，有利子实行两

年五熟的水旱轮作制和多熟夺高产。但是也有不利的气候因素影响，应该通过加强农田基本

建设，增肥改土，提高土壤的抗逆性。同时加强作物培管，提高作物自身的抗灾能力，。保证

农业稳产。

第三节地 ，貌

如皋县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面真高2—6米。地势特点是大地形基本平坦，中部

高，南部低，由西向东稍有倾斜的趋势。内部微有起伏，局部小地形的差异显著。根据境内

地貌形态，按成因、地面组成物质及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主要分为六种地貌类型：

一、老岸地区。是长江北岸的古沙嘴的沙洲堆积平原部分。范围较广，南临江平公路，

北至小溪河附近，东起通扬运河，西与泰兴县接壤、包括磨头区的全部，江安区、搬经区、

薛窑区、石庄区的大部分公社及丁堰区的丁西、马塘、建设等公社。地面真高4—6米，小地形

起伏较大，历史上的龟背田、塌子田甚多，水、土流失严重。地面组成物质为江淮冲积物，

土壤发育成灰潮土类型的薄层高沙土、厚层高沙土等。历史上多种植旱谷杂粮，经过土地平

整，建立灌排系统，现大部分已实行了水旱轮作。
‘

二、交接平地。原是冲积过程中沙洲与沙洲之间形成蝶形洼地。曾生长过水生植物，以

后经过冲积物复盖形成j相对集中分布于小溪河以北地区，包括城西区的袁桥、戴庄、邓园

3个公社及何庄公社的部分大队，搬经区的夏堡、搬经、加力3个公社的部分大队。地面真

高4二5米，内部地势相对较平坦。地面坦成物质为江淮冲积浅湖相沉积物，土壤发育成灰

潮土类型的腰黑高沙土、腰黑夹缠土为多。历史上有零星的稻田，经过改制以后已经普遍实

行水旱轮作。

三、沿江圩区(包括沙洲)。最初都是江中的一个个沙洲，目前多数彼此相连，并与老

岸地区接壤，劈为圩田。分布于江平公路以南，南临长江。它包括石庄区的江防、长江、张

黄港、长青沙等公社，薛窑区的营防、郭元、九华和江安区黄市、葛市公社的部分大队。地

势低平，地面真高2—3米。地面组成物质为长江新冲积物，土壤发育为灰潮土类型的黄泥

土、黄夹沙土等。因地处江边，水源充沛，多为稻、麦、棉轮作。 ，

此外，有又为沙、薛案沙、胜利沙等沙洲，现仍受潮汐控制，尚未开垦利用。

四、古河汉低平地。原是长江北岸古沙嘴与通。吕水脊之间的一条支弘淤积而成。所属范

围北起如泰河附近，南与南通县相连，东与如东县接壤，西至通扬河附近。主要包括林梓、。

新姚、勇敢公社及丁堰公社部分大队。内部地势平坦，地面真高4米左右。地面组成物质为

’江淮冲积古河汉浅湖相沉积物，土壤发育为渗育型水稻土。由于水网密集、水源充足，土壤

较肥沃，长期稻、麦、棉轮作，是如皋县的高产地区。

， ．．五、古小芹河平地。原是古小芹河洼地部分，经过进一步冲积而成。历史上属沿海垦区

的边缘部分。分布于通扬河以东，如泰河以北，东与如东县接壤，北与海安县相连。地面真

高5米左右。地面组成物质也是江淮冲积物，土壤发育成灰潮土类型的夹缠土。经过兴修水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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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旱轮作，培肥改土，现在已经脱离盐渍化威胁。

六、人工沙堆。境内地表以下砂质土为多，开河筑堤，堆积于河边两旁，形成了人工沙

堆，高出地面1—3米不等。主要分布于如海河、司马港等一、二级河道两旁，也有老河改道残留

’的零星沙堆。土壤发育成为灰潮土类型的沙堆土。目前绝大多数已植树造林，农用地很少。

(如皋县地貌类型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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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成土母质

如皋县属于三角洲海相、河相沉积的沙嘴沙洲冲积平原部分。据古地理研究，江苏境

内第四世纪以来曾先后发生三次海浸，最后一次海浸最广，这次海浸发生在更新世末(12000

年前)，广大平原成为沧海。从全新世开始之后，随着海岸线的后退，三角洲伸长，广大平

原逐渐形成，现代的成土过程相继开始。

因如皋县地处长江和淮河下游，水流中所携带的泥沙在出口处流速减慢以及海水中盐分

的凝聚作用，加速了泥沙的沉积，逐渐上涨露出水面，形成了自然堤及很多的沙洲。经过进

一步的冲积作用，这些自然堤和沙洲彼此相连形成大片的平原。在这漫长的成陆过程中，不

但成陆的时间先后差异较大，而且又受“急沙慢淤”的沉积规律支配，成土母质的差异对于

土壤的形成发育、土壤的肥力性状及农业生产特性有直接影响。现将土壤母质情况分述如

下：

一、江淮冲积物。在如皋县境内分布最广，面积最大，遍及于老岸地区和古小芹河平

地。老岸地区成陆时间较早，约5000一6000年。其冲积物质主要来自长江，且受淮水影响，

故称江淮冲积物。是一种富含石灰的冲积母质。由于成土时间较长，石灰已有明显的淋溶淀

积现象，心土层常出现豆状石灰结核。地表沉积物质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由粗到细，一般

以砂壤土为主，东部和北部边缘则以轻壤土为多。又因冲积过程中历次水流速度不同，各地沉

积的物质往往砂粘多层相间，冲积层理交错。一般表土以下多为砂质土，部分夹有壤质土

层。但是，“卜页状”的砂粘相同现象较多，致使一米土层剖面的质地层次变化复杂，对土

壤的发育和生产性能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江淮冲积浅湖相沉积物。相对集中分布于小溪河以北交接平地。成陆时间也较早

(同上)。原是沙洲与沙洲之间的交接洼地，沉积土质较粘，多为轻壤土至重壤土。生长过

沼泽草甸植物，积累了较多的有机质而成黑色，而且石灰已有明显的淋溶现象。后经冲积物

复盖，其厚度20一40厘米不等，表土质地砂壤土或轻壤土，形成了叠合性的母质。黑土层的

埋藏深度一般多在50厘米土层内出现，多数情况下有利于托水保肥，对农作物有较好的作

用。

三、长江新冲积物。分布于沿江圩田和沙洲，成陆时间很短，仅有50一60年，基本上未受

海水影响，土体中富含石灰，上下移动极不明显。除受流槽割切外，地表沉积物大致平行于

长江，由粗到细有规律地分布。西北部以轻壤土为主，东南为中壤土及轻粘土等。表土以下

冲积层理交错，砂粘相问层较为普遍。

四、古河汊浅湖相沉积物。分布于古河汉低平地，’成陆时间约1000年左右，且以淤积作

用为主。地表沉积物一般为轻壤土至中壤土，土体中遗留着明显的贝类残壳，土壤自然肥力

较高，并受入为定向培肥措施影响，土壤剖面分化明显，多数发育为水稻土。

(如皋县土壤母质分布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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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水 文

如皋县地处江淮之间，河流分属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据资料查明，其中长江流域面积

占88％，淮河流域面积占12％。解放前，境内有焦港、龙游河、通扬运河三条通江大河。由

于河道弯曲，内部水系紊乱，河窄底浅，引灌困难，排泄不畅，容蓄能力很小。虽然南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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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但是如遣早年，只能望水兴叹√大部分农田都是，望天收弦的。尤其是高涉壬地区，地
势高亢，小地形起伏不平，易早易涝；土壤受到盐渍化威胁，得不到改良。建国以来，大兴水

利，主要引江干河有如海运河、焦港、通扬运河以及20条二级河道，组成了骨干河网。全县

现在已基本实现了农田方正，河渠成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旱荒水歉的状况，为农业高

产稳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皋县水系分布见图5)

如皋县境内地下水(潜水)埋藏深度二般为0．一71—2．87米，水位的升降大部分地区受大气

降水及灌溉水补给而变化，河流起着排泄与补给的双重作用。圩田地区位于临江地带，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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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地下水位还受长江潮汐的左右。据测定，地下水位变化的特点是：在月际之间的变化

与大气降水相一致；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地形起着雨水再分配的作用，地面水由高向低汇

集，低洼地的地下水位易于抬高，造成涝渍灾害，以致局部地区季节性的土壤沼泽化问题。

(如皋县地下水位月平均统计表见2图6)

1．5

1．O

0．5

0

图6 如皋县地下水埋深逐月升降图

85米)

25米)

．4l米)

据水利部门资料，全县有63．5万亩农田地下水埋深不能控制在1米以下，占耕地面积的

50％左右，其中不足0．5米的有14．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1．2％。一般多由于土质砂、排水不

畅、雨水下渗，因而提高了地下水位，造成了季节性的渍害。圩田地区局部地势过低，地下

水位常年较高，有的在1米土层内已形成青泥层，其面积约占圩田地区的18．1％，使棉花等

旱作物生长受阻，产量较低。

灌溉水补给地下水。据县水利局资料，高沙土地区的渠系水利用系数0．5，稻田渗透

量53．73％，这样大量的渠系和稻田渗漏水、致使局部地区地下水位抬高。如皋县秋熟水稻、

棉花和旱粮等作物都占有一定比例，某些社队灌排不分，有的水旱作物布局不合理，常有水

包旱的现象，棉花和旱谷作物都受到危害。

同时地下水也是本地土壤水分的给源，并参与土壤的形成过程。所以地下水位的高低，

对土壤肥力特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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