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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郊区土壤志是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编写的，内容较完整的反映了四平市

郊区土壤资源的肥力状况。限制因素，利用现状和今后改良、培肥和利用的方向，为指

导农业生产进行农业区划与规划提供了依据。。

四平市郊区第二次土壤普查是在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统一安排部署下．在省农牧厅土

．地处、省农科院土肥所具体指导下j按《吉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和《吉林省第

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方秦》进行的。这次土壤普查从1982年5月开始，经过外业讽

查。内业资料汇总和分析化验等阶段的工作，到1985年6月结束，历时三年时间．这次

土壤普查基本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完成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查清了土地资源底数，评价了土地利用现状，提逝

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意见。’

二、完成了土壤普查。查清了土地资源．在这次土壤普查中共挖土壤剖面216个，

采集剖面土样540袋，装纸合土样标本532盒，采集耕层土样I 328袋，进行了5680项次脖

化验分析，并对部分土种进行了240项次的物理测定。通过评土归类，郊区共有9个土

类，17个亚类，26个土属，59个土种。查清了各种土壤面积，分布情况和主要理化性

状，提出了土壤改良、培肥和利用意见，为合理利用土壤资源，实行科学种田，提供了

措施和依据。

三、搜集了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的水文地质、气象以及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

．的有关资料，并加以系统的整理，为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参考资料．

四、开展了成果应用。坚持“边查边用；查用结合”·．大面积推广因土施肥，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五、编绘了郊区、乡、村三级土壤图、土壤养分图和郊区土壤肥力分级图、土壤改
良利用分区图等9种图件，编写、了土壤志．

参加这次土壤普查的有省，原四平地区和原四平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

。j和工人，，共计45人。省农科院土肥所杨国荣研究员和刘成祥、姚铭、吴广礼同志参加并
指导了工作。谨致谢意。

四平市郊区土壤普查工作，由原四平市区划办完成外业。一九八三年九月地市合并

后由四平市土肥站完成内业。由于内些△星砬缱业情况不够熟悉，加之水平所限，在资料汇总和土壤志中，错撰和不当客赡郾}概奄黻提出意见。
198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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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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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土壤水平垂直断面切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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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东南部区)地貌母质土壤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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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东南部IX)地貌母质土壤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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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土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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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土壤肥力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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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耕层土壤有机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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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耕层土壤全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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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耕层土壤全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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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郊区土壤利用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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