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庙逝县土壤怠
JIANGSUSHENGSUQIANXIANTURANGZHI

宿迁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淮阴市土壤普查办公室

江苏省土壤酱查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



宿迁县土壤‘志

宿迁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淮阴市土壤普查办公室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t

一九八六年



_

。≮，

，

^

，
r

L

r

，h

1～
1r
，

＼
I’

，’

／
m

f

、?

信
／

J7。、＼-1

g

黪、、
◇
墨
，
，
厂

≮：二夕、、
■
．
，

”
『
i、

—
7

r
L
,
-
1

、
i
，
1

只，
目^一

，，
1。。》／

厂，J

；、
、扎．；1}

●～

，，／

百^
～

【

●，’

*，
-

．：洽
0-}p

*■、、＼

匝瞽姑球嫂诞

，《



囊
^
r
、
。

i一
·
_

。、、．乡“j
，扣、囊、o

矗◇勃

、
i

一

*o＼．H

一^√一∥ 一d持_．、、【tJ

；：一南嗣膊沙
f，“珂一

．一／

』Lr
r：矿，，J。

／_，、



一～j一?一
一

3
r、

<
0：，：

生
、

。
，

7
3

．卜

．^，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
：
。

卜
、

，甜／

j
，
j

辩
、
0=懋

、、、、、≥、“j，!
～
、
～

．
k
“

；}；!霉 瓣￡
一、
／

⋯
t一 熬

秘。、1：
，
．
j。

一
；
＼

I善
、

：
，
。
，
。
；
、

黔
孽

声
≯

乇
_上

—
～

；守孓≮≤!：_=’|。／
、j-、上i

，
o凄

≤
黛

i～
～
j，

。
7I二

1。
、

J
譬

．¨、、



；{滁_
髓√，+

，●，、』
舅“；



◆
0_



广一
：

}一、、万摹霉

<髯
j

、、／j

[

霪、参

。
誉
惑
i萨

，
繁
t

。
^ 蚤

七

犍1“
．

多

懑笙
二
愈

|；
||?＼

、
∥
i_

，
■
。
◇
?、

降
≥
—
产
o』

：
：
二
V

’
o，

、
¨

、
h

蒋
＼
＼
0钆

，
l／

h

憋
蓬

罄
f

L
、

＼
／
二
。繁

Of，；。¨¨≮、rr!、，h



惩
鬻
≯

：
■

，
／

“
‘、

／
’

rL、
。

^
，
．
。

日



誊』^，一

i／＼，。

～

箩一
姆jo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合格证书
‘：

编号10

一宿迁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根据国务院(79)111号和省革会(79)150号文件精神，

．按照技术规程的要求，你县于1979年8月到1982年11月，进行

了土壤普查，完成了“五图一志”，霞展了成果摩用，建立了

-一支土肥队伍。经鉴定合格，特发此证．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吉膏 吉
刖 青

宿迁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是旮(qia求)犹，钟吾两小国之地，后相继为

鲁、宋、楚所并。秦统一中国后，设郡县时为下相，凌县两县。西汉时废凌县设

下相，历经东汉、三国、西晋，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改下相县为宿

预县。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为避李豫之讳，改宿预县为宿迁县。宿迁地

处鲁南，洪水走廊，传说旅入一宿而迁，不宜久留，故名宿迁。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实行科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

!的基本建设。一九五九年，我县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二十多年来，随着生产的

发展，耕作制度、肥料结构、作物品种、生产形式及土壤的理化性状都有较大的变

化。为了进一步摸清土壤底细，促进农业生产、根据国务院国发(79)1 1 1号江

苏省(79)150号文件规定：我县被列为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县之一． 在

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自始自终按全国和省，市统一的技术规程进

行，坚持标准，严格把住质量关，以县为单位，以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以

专业队为骨干，实行领导、群众．专业人员三结合的方法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工

作。我县土壤普查专业队员先参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市在卓圩公社第二次土壤普

查试点训练班，进行了初步的技术培训，而后，我们又反复培训专业队员，熟练

技术，统一标准。县有技术骨干3人，县专业队员35人，社．队两级3076名领导

和农技员参加。于八O年初分期分批对全县土壤进行了第二次普查。经过野外详

查、室内化验，数据分析、资料汇总，编绘图幅、撰写报告等几个阶段，历时三

年零一个月时间，基本上查清了全县土壤的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和理化性状，找出

了土壤中障碍因子，提出了改良利用措施。并在整个土壤普查过程中，坚持边普

查，边试验、边示范、边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全县共挖土壤剖面4@j2个，平均260亩一个；采集趔



面分析土样586个；采集常规农化样495个，平均2444亩一个土样；采集速测土样

11855个，平均102亩一个土样；理化性状共测定19个项目，12834项次，加速i!赙

土样总共40886项次；绘制大队级成果图件856份，公社级成果图件360份，编写

大队说明书428份，公社报告36份。全县编绘了五万分之一土壤图．土壤养分综

合图和有机质全氮、速效磷、全磷、速效钾图．土壤评级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编写了“宿迁土壤志”．全志共分九章，主要论述土壤分

布、土壤养分状况，土壤肥料中存在的问题，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及其成果应用等

内容。

“宿迁土壤志”由郜宏根．蔡则惠．胡德勇三同志执笔起草，最后由胡德勇

同志串编成书，蔡则惠同志定稿，再送请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的同志审定．虹

于普查工作面广量大，技术力量不足，人员水平有限，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并向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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