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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名

．浙江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副主任，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一 ．

， 技术顾问组华东组顾问、助研
盛元虎

浙江省农科院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顾问
组华东组顾问、助研 魏孝孚

浙江省土壤普查办公室 省土壤普查技术检查验收组成 吕仁焕’员、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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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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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人员名单

一、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r

主任：李善忠
‘

． ．．：

副主任：罗森满、郑顺德、黄师荣．邬恒扬、陈安忠

二、县土壤普查技术室： ．．
．

负‘责：陈安忠、叶美钗

成员：应德芳，杨淑顺、王勤法．王五一、郑美弟、梅彩云、郑才兴

三、。土壤普查专业队人员：．

．应德芳、杨淑顺、王勤法、王五一，王新友、陈坚．占德夏、蒋志强、谢中林。

徐承德、何金朋、何秀富、t应仁正 ·

张宗君、。潘宗满、项义站．李欠风、’李军友、李光法、许德文．王彩超、崔及标，

王治才，高秋宝，杨仙土，鲍仙敏、董官章、陈先德、徐建章，。朱菊芬、林卫．

陈正富、李国兴、周贤兴、朱象耕、李方和、陈鸿宾、黄道利、徐学明、冯贤德、

金士茂、‘谢积存、‘包德考、王义秀 ．

。

．
，

四、土壤志编写及各项工作人员：

(一)土壤志编写：陈安忠，叶美钗，应德芳

“+ t(二)审 稿：梁保友、朱崇基．蒋志强’
‘

(三)±壤普查工作报告、土壤图、养分点位图厦分区改良利用图编写人员’

陈安忠：叶美钗、梅彩云、郑才兴

(四)土壤分析化验人员：梅彩云，郑美弟

(五)土壤普查资料整理人员：叶美钗、梅彩云、郑才兴，应德芳，王勤法，．、

王五一，王新友：杨淑顺、徐雨蕾

(六)图件绘制：陈安忠、沈掌雷、郑才兴·

(七)土壤志封面：陈安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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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临海县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地形复杂，丘陵山地面积很大，约占全县面积67呖，

浙东著名山峰括苍山米筛郎(海拔1382．4米．)突峙于境内，气势雄伟。大田河谷平原、椒

江河口北部平原及滨海平原共占28％；此外还有少量海涂和岛屿。全县岩石和成土母质种

类繁多，丘陵山地除广布凝灰岩和花岗岩外，还有玄武岩分布。本县历史悠久，自新石器

时代起人类就在这里垦殖繁衍，所以全县的土壤类型比较齐全，在我省有一定代表性。调

查临海县的土壤资源及利用状况，不但有利于本县农，林、牧业全面发展，而且对全面深

入了解我国东南沿海丘陵的土壤发生和分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对临海县土壤的调查研究开始于1958～1969年第一次土壤普查，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

平和客观条件，这些资料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1980．'-'-'1984年在全

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和浙江省土壤普查办公室领导下，临海县又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这

、次土壤普查比上一次翼加深入细致和完善，它集中表现在以下凡方面：

首先，查清了全县各类土壤的性态特征、分布和面积，编制了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

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区划提供了依据。．总的看来，临海人多地少，耕地不足，、但红
’

黄壤面积很大，一还有部分海涂，因此合理开发利用红黄壤和海涂，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

品经济，．潜力很大，这也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途径。

． -其次，在这次土壤普查中，临海县较好地做到实地考察和室内土壤分析相结合，按土

壤属性来分类，使土壤分类向定量化和指标化方向发展。．而且通过这次土壤普查，还发现，

本县境内也有以古红土为母质的黄筋泥和以古草甸土为母质的黄斑田之存在，这对研究现

代红壤类和水稻土类的发育和分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第三，通过普查，摸清了全县各类低产田的分布和面积，进一步了解土壤障碍因子，

．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改良措施，对促进全县粮食生产的均衡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四，分析了全县各类土壤肥力状堀，特别是土壤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含

量的分析较全面，据此编制了全县土壤养分图，、这就为本县肥料区划和因土施肥提供了科

学依据． -．

第五，临海县还重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做到边普查、边试验，．边总结、

边推广；．同时提出了适合于各类土壤的有机肥与化肥的配比，巧施氮肥和合理施用氮j

磷、’钾、和锻量元素硼，锌的施肥方案，这是一种省肥、‘高产和高经济效益的施肥方法．

第六，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壮大了土肥工作队伍，土壤肥料的科学知识也得到普及．

本县土壤农化分析室的建立，分光光度计和火焰光度计等仪器的应用，均为土壤肥料和农’

。产品的分析i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 可以相信，第二次土壤普查将不断地促进临海县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

临海县土壤志的内容丰富．数据充足，不但可供省、地，(市)土壤普查i亡总参考。而

且对生产、科研和教学各部门均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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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有了肥沃的土壤才能获取高产和稳产，土壤普查目的在于，’

摸清本县土壤类型、分布面积及理化性状，做到因土种植、合理轮作，科学施肥’，加强土

壤改良培肥措施。从而达到稳产高产低成本，监保持生态平衡，促进农、林、牧、副、渔

各业全面发展；土壤普查广泛积累土壤资料，丰富我县土壤科学知识．并为调整农业．结

构．制定农业区域规划提供基础依据．
1

’

根据国务院(19793 II]号文件精神，省、地土办统一部署，我县于1980年5月成立土

壤普查办公室，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同年lo一11月，通

过培训和城南公社试点，组织和建立了以区、社土肥干部和农科员为主体的土壤普查专业

队伍。在城南公社试点取得了初步经验之后，十二月起，以区为单位组成十一个普查组．

经过一个冬春基本完成全县340．99万亩面积土壤的野外调查。尔后，历经近三年时间进行

野外复查补课，内业资料整理，审核，绘图，样品的分析和编写工作，以及落实成果应用

工作．至1985年4月，基本完成省土办规定三图一志一报告，以及其它土壤普查各项工

作，．最后于1985年6月经省土办验收合格：
。

t 这次土壤普查整个过程，是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进行。土壤普查以

土普专业队伍为主体，航摄象片与万分之～地形图结合勾绘底图，。常规分析为化验手段。

在调查中，。全县共挖土壤主剖面3678个(其中水田1810个，旱地1868个)，辅助剖面3944

n个，采集土壤样品8599个，县级分析剖面土样227个，农化分析样品872个，进行了速测化

验10个项目计24567项次，‘常规分析13个项目计17314项次，合计分析化验共4t881项次；查

清了全县土壤类型——6个土类，+15-i、亚类i 44个土属，99个土种；‘绘制了五万分之二的

土壤图、养分图．改良利用分区图各种图件243张；编写了土壤志．土壤普查工作报告、各

种图件说明书及专题调查报告等文字资料81份。 ·

本《土壤志净初稿子1985年5月完成。在同年6月土壤普查验收时，与会同志对初稿

提出了宝贵意见，经修改多11986年1 2月定稿。全书共分为八章：一、．自然概况；二、土壤

．形成特点与分布规律；三、土壤分类；四、土壤性态特征；五、土壤肥力状况；六、本县

几个土壤生产障碍问题；七、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八、科学用肥．

本志涉及行政区界及地名以1980年为准(不含沿海公社)。由于历史原因，编写资料

中仍以公社、大队为基层单位，而未相应改为乡、村． 7

． 本警土壤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浙农大俞震豫先生、厉仁安老师，．省农科院魏孝孚同

志等专家指教；省地土办有关同志帮助和指导；《土壤志》在定稿前经台州农校应维南老

师、台州地区农业局孙家干同志审阅。值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所限，错

误和不妥之处，殷请各有关同志批评指正．

临海县土壤普查办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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