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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来深于实践，对客现实际展开科学的周密的调查是王确认

识世界的基本需提e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就是应用科学技术，对自

然资漂中的土壤状况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濡查。通过土壤普查及其成

果应用，和土壤肥料科学在农民群众中的普及提高，对我国农业现

代化建设，既有现实意义，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喃。江苏省无锡县的

第二次土壤普查，不仅为各级领导部门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土壤资源

数量、质量的科学数据，而且针对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闰题，进行了

系统历史地分析研究萝得出了若干新的创见?澄清了长期存在于生

产实际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利于由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逐

步向科学种目的方向发展，为克服求生技术措施上"一刀切纱的被

动扶况，打开了新的局面。

《无锡县土壤志》是本县土壤普查工作的全E总结，具体击毙

实地记载了无锡县土壤资源基本状况，有利于本县求生现代化的建

设。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探讨了土壤资漂发生和利用?其中

尤为突出地强调了人为因素对于土壤发生发育的关系，辩证地说晓

了人类生产活动对历史自然客体的能动改造作用。当然，在人们对

自然兢律没有充分认识之前，这种能动作用往往带有某种盲目性，

由此亩产生的不恰当干预，必然酿成生态失调，招来自然的惩窍。

这种事例，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一旦人创通过生产实践和科



学实验，提高了对自然界的认识，采取正确的措施，趋利避害，扬

长避短，自然资源就会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使土壤这一

永续资源，不仅有利于这一代人，而且会造福于子孙后代。

通过对土壤资源的普查，获得大量的科学数据之后，如何将成

果应用于生产，这是困难而又十分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其原因就

在于应用本身仍须通过试验、示范与推广过程。尚须由领导组织广

犬农民群众推广应用。无锡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由于一开始就采取边

查、边试、边用的方法，逐步扩犬成果应用z 既推动了土壤普查工

作的开展，又促进了生产，并初步显示了土壤科学的生命力。《无

锡县土壤志》中阐述的下列几个论点，及其对当前生产的指导作

用，就是边普查、边应用的最大收获和贡献。

一是合理施用氮素化肥(简称氮肥)。根据土壤普查的实际资

料，针对农业生产中盲目过量偏施氮肥的倾向，及时开展了一系列

的合理施用氮肥试验示范，有效地促进了单位面积氮肥施用量降

低，取得增产和降低成本的好效果。于此同时，还开展了施肥的科

学运筹，即对不同作物、不同土壤、不同的肥料在施用数量、方

法、时间上的合理安排，也积累了犬量数据，供生产上应用。

二是因土采取了治理渍害的措施。根据大量土壤剖面的诊断和

试验示范的总结资料，在全县推广三麦田内因土质、土层开.沟z 实

行暗沟、明沟和明日音结合、的分别对待，有效地改善了耕层持水量，

减少了三麦渍害，从而结束了"一刀切"开暗沟的不切实际的技术

措施。

三是合理投放劳力、资金，提高地力等级。劳动和农业生产资

料的投放，在高度集约经营的无锡县，如何达到最高经济效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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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是农业生产上一个战略问题。通过第二次土壤普查和几年的试挂

示范的实践，初步有所明确z 地力基础产量一直占单位产量的60-

80侈，一般都有四斗五个等级，每等级单产相差一、二百斤2 提高

地方等级的增产潜力普遍大于施妃投放增产的潜力。这就从理论上

揭晓了培~E土壤?提高地力等级的重要性，并指明了劳力、资金合

理技放的途径，要重点放在建设高产稳产的农田上。

此外，在尽块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上也都积极努力作了

尝试。如运用土壤普查成果，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技术承

包，都起到了点灯一盏，黑亮一片的好效果。

总之， <<无锡县土壤志》是无锡县参如第二次土壤普查领导干

部，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无锡县土壤历史进程

中现阶段的真实写照，他们一定会珍爱自己的劳动成果，使之不新

发扬光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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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县位于大湖之滨，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水网密布，交通

方便，属于长江三角洲的江湖平原。人多地少，稻、麦产量高，社、

队工业发达，是江苏省太湖高产区农、副、工综合发展较快的县。

根据国务院国发( 79 ) 111号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79 ) 150号

文件的精神，无锡县被列为全省十个试点县之一。全县于1979年 11

月至 1982年 3 月，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经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华东技术顾问组，会同省、地土壤普查办公

室，鉴定验收合格。

无锡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及时建

立了县、社两级土普组织，配备和培训了技术队伍，安排了经费，

充实了常规化验室。县培训了技术骨干370人(其中县专队员 78

人) ，社、队培训1) 普查队员 9000余人z 共有一万三千余人参加。

无锡县土壤普查，经过了试点、分批和全面铺开三个阶段;观

察研究了 4713个土壤剖面(平均每200多亩一个) ，分析化验土壤

理化性状样本21855个91866项次，分级座谈比土评土检查验收，以及

开展414项次成果应用的试验示范，基本查清了全县土壤资源的数

量、质量和存在的耕层变浅、物理性能变差和土壤中三要素结构失

调的三大问题。并针对问题及时开展了成果应用，取得一定的成

绩。编绘有大队五图七表一说明书，计图 5610张，表4000多张z 公

社五图十一表一报告，计图 550张，表400 多张，土壤普查各项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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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专题试验报告200多份z 县 1 50000图件五套z 全县分级分

项整理立档图册资料300多本，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县土壤志。

无锡县土壤志，是立足于大量普查资料和边查、边试、边用所

取得的成效基础上，加以综合分析编写的。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着重阐述认识土壤;第二部分，联系生产，结合历史演变，阐

述合理利用和改造土壤的增产潜力、途径和方法;第三部分，附录

主要是总结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经验。客观地反映全县土壤的历史

和现状及其问题的症结所在，总结了群众培肥改土经验，指出增产

潜力和措施，全书共有二十余万字，计有62幅插图和160余种分析

统计表。是供全县近期农业生产和长期土壤建设参考的基础文献。

无锡县土壤志的编篡工作，是由顾冬祺同志主持，组织有县土壤

普查办公室蒋承倩、朱如源、胡洪基、胡春华、朱克荣、陈祥元、

孙兰珍、王斌华、洪)1民元等同志参加，由蒋承倩同志执笔撰写，后经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喻长新、周传槐、李桂荣、胡夕九;朱向群等同志作
了修改?本书承土壤专家教援朱莲青、席承藩、沈梓培、朱元素、等吴生

审问斧正，并作了序，最后由中共无锡县委和县政府审定。本书编

篡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农学院土化

系、江苏省土月巴所、县水利局等单位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致谢，但限于编者水平，缺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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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土治理渍害。

恢复传统草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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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辟有机肥掘。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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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土壤界线。

访问群众。



野外调查 。

化验分析。



比土评土。

资料整理q



编绘成果图件。

(本书照片均系朱向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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