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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然是改造自然的基础。土壤普查是人们认识土壤的有效手‘

段，是土壤科学面向生产的一次实践。宝应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是在中

央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开展的，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具体领

导下，发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了广大干群和科技人员深入到

田头、滩地、水域逐项普查测定。为土壤肥料科学在农民群众中的普

及提高，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和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影响。

《宝应县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全面总结，它客

观地反映了宝应县土壤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而翔实地记载了各类土壤

的自然属性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基本上查清了各类土壤的数量，

全面地评述了它的质量和今后改良利用方向。

本书收集了有关方面的资料，针对里下河地区的特点，突出地强

调了人为因索对于土壤发生发育的影响，阐明了人类活动对土壤的能

动汐造作用。着重对沤改旱土壤变化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较详

细的论述，同时，对金县数十万亩水面滩地土壤资源通过调查、分析

和论证，初步摸清了数量和质量，对比分析合理开发利用的途径。在

保持良性生态循环，促进水乡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下，提出了滩地

土壤资源合理利用的途径。

本书是在取得大量科学数据和收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

析整理和汇总，并经过逐级评比分类，梳理统计，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加以综合，然后反馈到生产实践中去，再经实践的反复检验和论



证，因而它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生产性和群众性。

总之，《宝应县土壤志》是本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结晶，是全县

广大干群和科技人员的劳动成果，是本县土壤历史进程中现阶段的真

实写照，是土壤科学联系农业生产实际的基础科技文献。所以在今后

的生产实践中，我们深信它必将不断充实深化，为农业现代化发挥更

大的作用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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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县位于扬州市的最北部，地处里下河碟形洼地的西北边缘，

紧靠淮河下游的苏北灌溉总渠，境内湖荡密布，河网交错，京杭大运

河纵贯南北，陆上公路初具网络，水陆交通发达。东汉时期，县西部

原属古东阳县，东部原属古射阳县。隋时废除两县，设安宜县，唐代

宗时曾在此获八宝，恰与其所梦天赐八宝相应，遂改国号为宝应元年，

并赐安宜为宝应县。县内地势平坦，土壤配沃，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物产丰富，索称鱼米之乡。解放后经过大面积的沤改旱，旱改

水等，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1984年粮

食总产已超12亿斤，人均1500多斤，每年商品粮三、四亿斤，1986年

鱼、虾、蟹等水产品已过万吨，名特产荷藕近二亿斤，茨菇达一亿斤

以上。与此同时，乡镇工业和副业生产正在蓬勃兴起，86年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已达8．515元。目前全县已进入以种植业和养殖业带动加工

业和促进其他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根据国务院(79)1 1 1号文件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79)150号文件的

精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于一九八一年底至一九八五年初历经三

年多时间，开展了全县性的第二次土壤普查，首先，县社两级普遍建立

了土壤普查组织，配备和培训了192名专业技术队伍，共有964人直接参

加土壤普查，并且安排了经费，建立了常规化验室，共分析99220个样

品次。第二坚持土壤普查技术规程，以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采

用领导、群众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的形式，观察五千零四十个剖面，召

开446次群众座谈会。第三坚持先试点，后铺开，再逐步收网的步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善始善终搞好土壤普查工作。编制各种表格41套，整理数据31万个。

第四坚持查以致用，分级宣讲土壤普查成果，发动社队土壤普查人员

宣讲450场次，听讲的达41048人次，在宣讲过程中?积极开展成果应

用试验，广泛进行土壤普查成果应用，使农业技术措施贯彻，能做到

因地制宜。

由于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土壤类型，面积和分布情

况，室外观察结合室内化验，分析了土壤的理化性状，评价了土壤肥

力的因素，找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障碍因素，同时学习外县边查

边试边用的经验，通过成果应用试验，探讨了因土利用，合理开发以

及土凄改良的途径和措施。这对挖掘土壤生产潜力，加速农、副、工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金县共编绘大队三图，一说明书，计图2266张，说明书42 0份，公

社七图一报告，计图203张，表696张，各项专题及试验，报告29份，县

1：50000图件3套，全县分级分项整理立档图册资料319卷，并在此基

础上编写了县土壤志。 ．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各种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

分八章，主要介绍了宝应县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情况，描述了全县土壤形

成的影响因素和各种土壤类型的分布情况以及各种土壤的剖面形态和

理化性状的描述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评价了全县土壤肥力状况，分

区说明了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和措施，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水面，滩地

的初步意见，收集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情况和有关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的初步试验结果。全书共约二十五万字，26幅插图和42种主要分析统计

表。书末附有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及县级土壤普查的成果图件，为

全县近期农业生产及今后农业区划和长期土壤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

宝应县土壤志的编写工作由张精一同志主持执笔撰写，经省市土



壤普查办公室以及沈汉庭同志帮助审阅，修改和定稿。

由于土壤普查工作面广量大，资料和内容均很多，但因技术力量

不足，调查不够深入，资料不够完整，统计分析不够明细，编写水平

尚不高，书中定有许多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宝应县运河大桥

宝应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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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县土壤普查成果展览

县委县政府领导参观土壤普查威果展览(一J

县委书记姚佩住同志(中)县长张军同志(右)副县长兼土壤普查领

导小组组长沈汉庭同志(左)农业局局长王成寿同志(后)



县委 县政府领导在审阅土壤普查资料(二

浣汉庭同志在审阅宝应县土壤志

kF№k



开展土壤普查技术培训 建立专业队伍

开展土壤普查威果应用 促进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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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名称

地 点

地面高程

作 物

剖面形态

耕作层

状结构，

潮黄土

长沟万桥

7 0米

三麦水稻

利用优质草渣土 发展荷藕生产

fA)0—15cm灰褐色疏松．碎块

质地重壤有少量根孔石灰及高铁

反应均强烈

犁底层 (P)15—28cm．灰棕色，紧实 块状

结构．质地重壤紧实石灰反应强烈·高铁

反应弱

初渗层(Wo)28--64cm，浅棕色-较紧实赣

块状结构质地中粘．有较多红筋锈斑-石灰

反应强烈高铁反应弱

再厝层 fC 164一】00cm红棕色较紧实 块



土壤名称：铁屑心黄泥土

地 点：小官庄赖南
。

地面高程：2 3米

作 物三麦水稻等

剖面形态

耕作层：(A)0--15cm．黄灰色 稍紧实碎

块状结构 有少量铁锰结核有砖块等侵人体

质地重壤．石灰反应强烈 高铁反应一般

型底层：(Pir)15—36cm灰棕色 紧实 小

块状结构有较多锈斑红筋铁锰结核质地

轻壤，石灰反应一般高铁反应弱

渗育层：fwi r)36—70cm浅灰黑色辱实．粒

状结构．质地紧砂多铙斑红筋甚多铁锰结
核 少量胺膜无石灰反应 高铁反应弱

渗育层：(W)70—85cm灰黄色 紧实 小块

状结构质地轻粘有少量胶膜无石灰反应

亚铁反应一般

斑淀层．fBg)851100cm灰黄色 紧实小

块状结构质地重壤，少璧瞳膜无石灰反应

亚铁反应一般

土壤名称

地 点

地面高程

黄底乌杂土

小官庄

2．S米

作 物三麦水稻等

剖面形态：

耕作层。(A}0 15cm暗灰棕色较袈实，碎

块状结构质地重壤．石灰及高铁反应均强烈

犁底层 {P)15—27cm棕灰色，紧实 块状

结构质地重壤石灰反应强烈

渗育层 (w)27—70cm．浅棕灰色 紧实 块

状结构 质地重壤有少量锈斑红筋铁锰结

核腔膜一般．石灰反应弱

斑淀层：(Bg)70—100cm灰黄色紧实 块

状结构．质地重壤．有少量铁锰结核胶膜～

般．无石灰等反应



土壤名称软滩厚层草渣土

地 点水泗姜庄

地面高程0 9米

植 被苇蒲草

剖面形态．

草渣层(A)0—35cm，黄棕色．疏松，小块

状结构质地望壤．少量贝壳侵八．无石灰反

应高铁反应～般

潜育层 (G)35—69cm黑灰色 疏松，块状

结构．质地轻粘无石灰反应亚铁反应较强

烈

母质层rcg)69--]00cm青灰色 紧实块

土壤名称：蒜瓣土

啦 点：芦村桥东

地面高程：l 7米

怍 物：三麦．水稻。

剖面形态．

辨作层：CA)0一llcm．棕灰色．鞍松．小块
状结构．质地轻壤．有根孔锈斑．有石灰反应，
高铁反应。

犁底层：fP)“一20cm+灰棕色，较紧．块状

结构．质地中壤，有根孔锈斑，有贝壳侵人．有

石灰反应

脱潜层：(Wg)20—67cm．棕灰色紧实，有锈
斑．贝壳侵人．较块状结构．质地重壤．无石

灰反应．亚铁反应弱，

潜育层：(G J67一100cm．黑灰色．较疏松，大

块状结构．有胶膜、贝壳侵入．质地轻粘．无

石灰反应．亚铁反应较强烈．



土壤名称：薄层蕻渣土

地 点：广洋双楼

地面高程：1．3米

作 物：水稻等

剖面形态：

耕作层：(A)0—17cFrJ暗棕灰色疏松碎

块状结构 质地重壤．石灰反应弱’立铁反应

弱

犁底层或心土层：(B)17--30Cm．紧实．块状

结构少量贝壳侵入．质地重壤，石灰反应弱·

亚铁反应弱

m☆目⋯⋯⋯m*#^％口☆¨

土壤名称二合土

地 点：中港北港

地面高程：6 4米

作 物：大豆蔬菜等

剖面形态

耕作层：(A 1)0--20c133．灰黄棕色疏松．《

状结构．质地中壤．少量铁锈红筋有贝壳惺

八，石灰，高铁反应强烈

耕作层：(A 2)20--30cm．暗灰棕色．紧实．巾

块状结构．少量锈斑红筋，多贝壳侵人质蚋

中壤石灰，高铁反应均强烈

心土层：(B)30--44cm，暗黄棕色 紧实，小

块状结构．质地中壤．少量锈斑红筋和贝壳侵

^．石灰反应强烈，高铁反应一般

母质层：(C)44--100cm+粟色．稍紧实碎块

状结构质地砂壤．多锈斑红筋．少量侵』肆．

石灰反应强烈高铁反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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