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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土壤志》是一本比较全面地反映江苏省土壤面貌，系统地阐速江苏省农

民鉴定、利用和改良土壤经验的资料。它能帮助我佣了解全省土壤类型、肥力、耕

性和生产性能等情况，为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因土制宜地(因土种植、因土耕作、因

土施肥、因土灌溉等)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有效地改良低产土壤，定向培育高产

土壤，制订农业生产规划等，提供土壤方面的科学资料。对江苏省土壤科学的进一

步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江苏土壤志》是以群众性土壤普查资料为基础，又搜集了以往科学研究上的

成果汇糯而成的。1959年上牛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群众性土壤普查工作的指

示成立酾江苏省土壤普查鉴定委虽会，在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委的领导下，在

全省范围内，深入发动群众，紧密桔合生产，采取颌导干部、技术人虽和群众三桔合

的方法，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土壤普查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先后有二十多万人参

加了普查工作。经过六个月的时同，胜利地完成了全省以耕地为主的八千万亩土

壤普查任务，基本上摸清了全省土壤的情况，比较系就地总秸了农民利用和改良土

壤的经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这就为《江苏土壤志》糯写出版劁造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内容，以认识土壤、改造土壤为中心，分章囤远各类土壤的情况，既有高产

土壤的特性及其进一步提高肥力的途径，也有低产土壤的病情及其改良措施。江苏

省低产土壤豹占全省耕地面积四分之一，严重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关于低产

土壤部分，主要是指明改良途径。

参加本书褊写工作人员有：王赭仁、．朱光琪、邱嘉璋、周传槐、张俊民、赵守仁、

徐琪、徐盛荣、唐淑英、黄瑞农、雷文进等同志。参加审图的有：马溶之、王一香、

沈梓培、郑慕暨、黄瑞采等同志(姓名排列以笔划为序)。·由于我佣过去收集的资料

还不充分，犏写的经验还不多，同时土壤不是静止的，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着，对土

壤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因此我佣觉得本书定会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希望读者

能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使它更丰富，更完整，更能发挥指
一导生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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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壤形成条件

土壤的发生和发展决定子它本身的内部矛盾，外在条件与土壤的形成发育也

有密切的联系。、

为了便于说明我省土壤的形成发育，以及利用改良的途径，就有必要阐明全

省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生产活动的特点。本章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全省土壤形成条件

的特征。 一

、

一、气候特征

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土壤阿水分和热量状况，土壤的水热状况又影响着土壤有

机质和矿物质的移动和转化；另一方面，气候因素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发育，植物又

是土壤形成发育的圭导因素。’因此，气候因素对土壤的形成、性质、肥力和地理分

布等有密切的联系。 ，

江苏省位子北樟30040’一35007’，东经116。40’一12l 051’之同，东临黄海，南

莲浙江，西与西南接安徽，北界山东，总面积豹为10万方公里。地处暖温带和北亚

热带过渡地区，东南滨海，在气候特征上明显地表现了季风性和过渡地带的特征。

‘本省属海洋性气候，，位子亚{!}H大陆东岸湿润季风气候区。季风是本省气候的

主要特征。‘夏季多由海洋吹来暖湿的东南风，气温高而降水丰沛，为亚热带高压影

响时期；冬季多自大陆吹来干塞的西北风，气温低而雨量小，又由于本省北部地形

开敞，塞流活动频繁，因此此同樟度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鞍冶，．冬季也长。在秋季，只

要塞流南下，凉秋就转变为寒冬；在春季j只要熏热的南风旱临，暖春郧让位于酷

暑。在春暖花开时，也常受塞流影响，温度降低。由于每年季风强弱不同和塞流的

影响不一样，因而温度和降水量的变化亦大，以致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受到旱、涝

和春塞的威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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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省的樟度位置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区，与相邻的南北各省相

此较，表现了明显的过渡性气候特征。山东、河北蓄省全省都在暖温带内，浙江、江

西全省都在亚热带范围内，而江苏地跨两带，淮河以北属华北_萃原季风暖温带，淮

河以南属长江中下游季风北亚热带，因而导致了植物生长和土壤形成的多样J陛和

复杂性。 ·

由于本省位子大陆东岸，频临海洋，与同簿度相邻的内障各省(安徽、湖北、河

南等)此鞍，本省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主要表现为春季温度鞍低，春季温度

上升迟，年温差鞍小。但西部地区常年受到南来暖流孕育，沿海一带则受海洋的影

响鞍深，因此，自北而南和自西而东海洋性气候逐渐显著。 、

由于全省气候特征的差别，自北而南土壤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地带性(自

西向东的相性无显著的差异)。这些气候特征对土壤形成和农业生产都具有很大

的意义。 、

’

为了进一步了解气候条件与土壤形成和利用的关系，兹将各气候因素的特点，

作简略叙速如下：

(一)温度 ．，

一气温：江苏省地处暖温带南艨和亚热带的北部，夏季昼长，冬季昼短，春秋两

季，昼夜相等。由于太阳在四季的辐射不同，所以夏季温度最高，各季温度最低，春

秋温度适中。各地四季气温的变化规律如下：

各季：大陆季风从内陆吹向海洋，减弱了海洋空气对内陆的影响，樟度每低一

度，平均气温就高一度，最冷月00 C等涅线自徐州以南经灌云至海。太湖东西岸在

3。C以上，是全省最暖的地区。全省除极北部分在-0．1～～0．5。C外，耗大部分地

区都在Oo C以上。 ．

春季：太阳北移接近赤道，大陆增暖很快，故本省西部形成牛壁高温区；苏南

西部大脯影响鞍明显，簿度又低，故南京、溧水地区形成高温中心，溧水达15“C。沿

海地区因受海洋影响，增温鞍迟；苏北滨海地区都在1 3。C以下。

·． 夏季：{j甚度从沿海向内陆增加，南部高于北部，以苏南西部最热，漂水达290 C；

一苏北高温区位于扬州，温度在280 C以上。
、

．．．

秋季：．萃均气温为160 C，秋凉始于9月下旬，是受北方高气压南下冷空气影

响的桔果；苏南因温度较高，仍为温暖的中心，金坛、溧水达17．5。C．。．

． 在气温的年变化中，．海洋和樟度的影响很天。海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春季温

， 度和秋季温度上。沿海地区春季温度鞍低，秋季温麈鞍高；而内陆剧增温或降温都

此沿海为快。在冬季时，由于内陆为高压所控制，海风不易吹入，海洋的影响也鞍

。 一．2一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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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樟度对气温年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因樟度愈高，接受太阳能的热量也愈少。夏

季日照鞍长，各地的变化鞍小；冬季苏北就此苏南冶得多，气温年变化也大；面春秋
的气温，苏北不如苏南沿海地区温暖。

’

．地温：本省的土壤温度也同样疡琵现了季节性和区域性挛异。

各季：北方塞潮可侵入全省，地温普遍惫速下降。1月萃均地温，全省多在

00 C以上，苏北为1—2。C，苏南为2—50 C。。

夏季：太阳辐射强，地温普遍增高，7月平均地温全省鄯是28—3．0。C，苏南此

淮河流域为暖。 ．

全省总的地温隋况是地面温度此鞍适中，各季低温期短而弱，夏季高温也不很

高，加以地势起伏不大，东西南北地面温度的变化不很剧烈二一般地说，春季由苏

图．1 江苏省全年平均气温(。C)等温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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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淮北、由沿海向内陆遂渐升高，而秋冬剐由淮北向苏南、由内陆向沿海逐渐降

低。兰毫的冻桔深度，各地相差也不基大，豹在5—3。厘米之嗣，一般最大冻秸深度
准北西部大子20厘米，徐州雷达29厘米，淮北东部小于20厘米，江灌嗣10—20厘米，

苏南5～15厘米，一般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澌加深。

霜冻
‘

初霜：平均初霜期以徐灌地区为最早，历年在10月下旬即有初霜’出现；苏南地

区最迟，历年均在1 1月下旬。两区初霜期平均相差豹为20天。

格霜：萃均黪霜期以苏南地区最阜，一般在3月下旬；苏北的西部最迟，豹在

4月中旬，南北相差豹为20天。苏北东部，因受海洋影响，格霜期此西部杓早10天。

_4一



霜日：全省霜日平均豹50天。各地霜日的分布因地而异，苏南丘陵地区平均

为45—55天，苏北地区平均为65—75天，南北相差豹20天。

霜期：全省萃均霜期豹为15-o天。苏南地区平均豹为140天，苏北地区军均为

1 60天。全省5—9月完全无霜，一般初霜豹在lO月下旬，黟霜构在4月上句，平均无

霜期为225天左右，这是农业生产上的有利条件之一。

(=)降水量和蒸发量

年降水量的分配及其变异：全省年降水量分配的特点是沿海多于内地，南部

多子北部，准北豹为700毫米，江准嗣为800—1，000毫米。江南为1，100毫米，太湖

流域的宜兴、漂阳一带可达1，200毫米以上。全省年降水量此鞍丰沛，有利于农业

生产；但年降水总量的变化很不稳定，有的年份大手上：遘的平均数，有的年份甚至

达不到平均数的一牛。

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大小，是代表孩地区年降水量稳定程度的一个指标。从表l

可见苏南地区降水的年际变化最小，苏北较大，而淮阴是本省降水量年际变化最大

的地区，这就可以说明苏南地区此鼓稳定，以及淮河下游降水量的不稳定性。从年

降水量最大量与最小量的此值可以看出，淮河以北，降水相对变化幅度远鞍苏南地

区为大，因此，淮北地区降水的利用率此苏南地区为小，这在地区性的农业生产上

也产生了相应的差异。

表1 江苏省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和绝对最大、绝对最小年降水量(毫米)

、＼地区(年数) 上 海 南 京 常 州 东 台 徐 州 淮 阴。项目＼ (84年) (39年) (13年) (2s年) (14年) (24年)

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223．4 247．9 292．9 269．4 319．6 341．4

年降水量糨对最大量 1659．3 1621．3 1439．8 1560．3 1241．6 1465．6

年降水量挹对最小量 709．2 576．2 745．1 595．7 337．9 503．4

变化范围(振幅) 950．1 1045．1 696．7 964．6 903．7 962．2

降水昀季节分布：总的情况是在各牛年因受西北季风的控制，降水特少，夏牟

年由于东南季风带来丰富的水汽，加上梅雨、雷暴雨和部分台风的影响，降水特多。

最大降水量出现在7月，在最南部因梅雨早到，所以6月份的雨量大于7月。。

春季：春季冶暖气团交接剧烈而经常，大部分地区都是春雨大子秋雨，春雨

占年降水量的1 5—25％。春季本省南北之嗣的降水量相差很大，北部平均降水量

为100毫米，向南增加到300毫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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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1在东南季凤影响下，有充足的水分条件，初夏时有梅雨，仲夏多雷暴雨，

夏秋之同有台风雨；夏季降水量占年降水量45—55％。全省平均降水量多在500毫

米左右，南北之同相差不大。一 ．

秋季：秋高气爽是长江中-F游天气的常态，降水量少于春季，仅占年降水量

15—20％。但降水分布此鞍均匀，除东南沿海及太湖流域降水量在2SO毫米以上外，

共余各地鞠为150毫米。南北之圊降水量相差豹100毫米。

冬季：全省在各季风控制之下，冬季降水量只占年降水量8—12％，从南到北

降水量由150毫米逐{窗}减少到50毫米。 ，+

降水的区域分布1按降水量的分布特征，可将本省分为三个区域。

淮北地区：本区降水特少，而且全年分布不均，夏季降水占年降水量60—70％。

苏南地区t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是本省降水最为丰沛的地区，冬季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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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达l 80毫米，梅雨期同雨日i雨量及云量特多，湿度亦高。
。

准南地区：由于受海洋影响，暖湿气流鞍易侵入，降水量此淮北多，此苏南少，

最大值在夏季，尤共是7月。

相对温度：由于海洋、内陆湖泊、淮河及长江的影响，全省的相对湿度基本上

是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逐渐减小。 一

苏南地区及东台、南通的年萃均相对湿度一般杓80％，徐州、灌阴地区一般在

72％以上。
‘

．

。本省全年各月相对湿度的分布基本上相似，一年中7、．8月时出现两个最大

值，4月和10月出现两个最小值。在7、8月份以前，最大值相对湿度的分布季节‘

逐渐向南移，7、8月以后又开始向北移。地形和植被也与相对湿度有关，如在山

地林区的相对湿度就大些。，
‘



降雪与姑冰：本省初雪多在12月下旬，南通在1月上旬。由于降雪鄯是在强大

的冶空气南下时产生，所以降雪日数南北部差不多，降雪日数以1月最多，_萃均

3—5天，次年2、3月次之。这与各季冶空气南下的多少和强弱有关。

积雪日数全省以1月最多，平均为5—6天，2月多边，11、12、3月更次之。一般
积雪日数只有1二2天。由于冬季积雪能减低地面幅射而起保暖作用，所以冬季积

雪日数对农作物的安全越冬是一个有剩条件。

全省平均在11月下旬开始粘冰，北部一般是11月中旬，南部推迟到l 1月下旬或

12月上旬，南部的格冰期此北部早，平均苏南在3月下旬，苏北多在4月上旬。枯冰

日数以1月同最多，平均达20天之久，12月和2月次之，平均是15天。

蒸发量：本省年蒸发量为l，415毫米。按地区分布有以下三个特征：(1)蒸发

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加；(2)中部地区和沿江一带蒸发量特小；(3)沿海小于内

陆。 一

各地年蒸发量不同，主要是因太阳幅射、大气环流、海陆分布和内陆湖泊、地形

等的影响造成。东南部的蒸发量鞍小，与海洋的髑剂有密切关系；中部地区地势鞍

低，湖游地分布很广，尤共是里下河地区，积水很难排除，年蒸发量只有1，500毫米；

淮北地区因为降水鞍少而又多风，蒸发量鞍大。

此外，蒸发量与相对13照时数是一致的。在漂阳、常州一带，由于气流辐射，云

量少，相对日照时数鞍多，温度高，所以蒸发量也大。

蒸发量的季节分布：
’

冬季：全省处于大陆高压边艨，气流由北而南，在高压影响之-F，天气晴朗，南

北温差虽然有3—4。C，但北部降水少，且有千风影响，所以各地蒸发大致相同，一

般为30一40毫米，仅中部地区因湖泊影响，蒸发量不到30毫米。

春季：由于太阳辐射量增加，温度逐渐Yl-i葛，蒸发量显著增大，各季蒸发量只

有40毫米的淮北地区，此时亦增加到130毫米以上。在高邮、宝应湖一带，因湖沼影

响，空气湿度大，蒸发量豹为llO毫米，在如皋、太湖一带，因降水量增加而蒸发量较

小。

夏季：北部、南部蒸发强，中部弱。

秋季：就气温来说，10月的平均温度构为17。C，要此4月平均温度14。C为

高，但因秋季风速比4月小，夏季降水多，秋季的土壤含水量较高，因此蒸发量反

而此4月少，平均为120毫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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