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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容县位于长江南岸，宁镇丘陵和茅山丘陵纵横境内，蜿蜒起伏于

南北之间，是个五山一水四田的县份，是古老的稻、麦，杂粮产区。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

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我县曾于一九五九年进

行过第一次土壤普查。廿多年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在耕作制度、

肥料结构、作物品种，生产形式的改变下，势必引起土壤的理化性状，

肥力水平，质地、结构的较大变化。为了进一步摸清我县的土壤底细，
更好地为提高三个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根据

国务院(79)111号和江苏省(79)150号文件精神，旬容县被列为全省

第一批三十一个铺开县之一。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省，市业务部门

的指导下，全县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开始作准备，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止，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时近五年。

这次土壤普查是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以县为单

位，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采取专业队伍与基层相结合，室内工作
与野外作业相结合，边普查与边应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多次试点、练

兵，建立了县毛社两级土壤普查专业队伍168人，分两批铺开(先社，后

场)，全县有53420人参加了这次土壤普查工作。共观察，分析研究了

5358个土壤剖面(平均耕地土壤140亩左右一个，山地土壤1000亩左右

一个)，分析测定土壤理化性状样本50882项次，开展了先分级座谈，

评土比土，继而综合性评土比土，制定全县土壤分类系统。在普查的同

时，亦开展了成果应用和专题调查。基本摸清了土壤类型，面积，分布

及其不同土壤的理化性状，肥力等级，并基本上查出了本地区土壤存在

的土层浅薄、贫瘠，僵板，渍害，水土流失、障碍层面积大等六大问题·

同时，分级编制、汇总图件资料，大队四图(即1／5000土壤图、有机质、

速效磷、速效钾图)一说明书，计图件4344张，说明书362份，公社七图

(虽1：11／万土壤图，现状图，有机质，速效磷、速效钾图，土地评级图，

土壤改良利用图)一报告。计图件616张，报告40份。县级完成五万分

之一的成果图10份(即土壤分布图，有机质、速效磷、’速效钾、全磷、



全氮，PH值，评级图，现状图，土地改良利用分区规划图)，全县还
将图件资料分类立卷归档，整理成册计11卷270册o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分六章

加附录，主要介绍本县土壤的成因及其种类分布特点、土壤性状、肥力
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继而提出培肥改土的主要途径口

《句容县土壤志》是由县土壤普查办公室张远根、周木林、吴行国

等同志参加编写，并由吴行国同志执笔整理修改，后经省、市土壤普查
办公室及句容县农业局有关领导、专家审阅定稿。在编写过程中，曾得．

到县农业局、水利局、气象站、农业区划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和许多同志

的热情支持与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致谢。鉴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广量大，
资料内容颇多，限于水平和技术力量不足，统计分析还不够周密细致，．

因此，本书中定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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