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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普查是我国查清土壤资源的一项基础工程。这次普查，紧密联

系生产实践，采用逐级试点和技术培训，分批铺开，查到地块，以及边

查、边试、边用的工作方法，运用科学测试手段和精确的工作底图，查

清了土壤资源状况，为当地农业生产发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提供了科

学依据。资源调查的目的，任务越明确、规程要求越严格，其成果也必

定越丰硕。

丹阳县土壤普查成果比较充分地显示了上述特点。除了一般任务的

完成以外，尤其针对本县不同的地貌类型，有区别地展开了全面的论

证，深入浅出，有条不紊。既有历史的综述，又有近期资料的概括。大

量有说服力的科学数据和明确的、有指导意义的实践经验融于一体。它

不仅是丹阳县土壤资源状况的面面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丹阳

县领导，科技人员，广大农民的各自贡献，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认

识水平o《丹阳县土壤志》作为一本历史断面的记载，真实而确当地反

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面貌，为后人开发利用、改良这片土地留下了

极其宝贵的资料。所以，解剖丹阳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不难看出，

土壤普查的全过程，是科学技术与群众实践经验紧密结合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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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丹阳县地处长江下游南岸，为太湖平原、镇宁丘陵和沿江圩区三大

农业区的交接地区。东部与武进县交界，东北部与扬中县隔江相望，南

部与金坛县、西北部与丹徒县接壤，境内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人民文化

水平较高，城乡经济活跃。

丹阳县属太湖流域农业一级区划，在二级区划中分属于太湖湖西农

业区，长江下游沿江圩区农业区和宁镇低山丘陵农业区。北亚热带季风

气候，雨量充沛，温、光，水资源丰富，配合良好。气温处于苏南地区

最低值。丹阳县人多地少，劳力充裕，集约化经营，种植业以稻麦为主，

多种经营项目多，潜力大。粮，棉，茧，丝，食用菌，羊皮、建材，

饮料酒，以及多种农付工产品已成为我省，市的重要商品来源。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较快，生产水平较高。

1983年杂交稻、皮棉、蚕茧亩产均占全省首位，乡镇工业成为农村经济

的重要支柱，农业由单一经营逐步走向贸，工、农综合发展道路，使全

县成为名符其实的“三业(农．．付、工)兴旺、美酒飘香，九龙(蚕桑

丝绸，棉麻毛纺，粮酒食品，饲料畜禽，水产加工，食用菌菇，林特产

品，建材建筑，土产萝l、)腾飞、丹凤朝阳矽的丹阳。 ，

“万物土中生"。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物质交换的圭要

场所。土壤普查是合理利用土壤，因土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它直

接关系到一个合理的农业结构和良好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关系到农业生

产布局与耕作制度的改变，也关系到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土壤普

查也是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制订农业区划与土地规划，为实现农业现代

l午



化，为当前和长远科学种田提供依据。根据国务院国发(79)111号和

江苏省(79)150号文件精神开展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丹阳县被列为

全省第三批展开县之一。全县于1981年春至1984年8月开展了第二次全

县性土壤普查工作，历时三年零八个月。1984年9月经省、市土壤普查

办公室鉴定验收合格，并颁发了合格证书。

丹阳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是在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

进行的。在省、市土普办业务部门指导下，按照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

程，结合县实际情况，以县为单位，乡(原为公社，下同)为基础，从

村(原为大队、下同)做起。分级成立土壤普查组织，县成立土壤普查

领导小组和土壤普查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普查、测绘、化验三个组共有

人员47名。乡、村相应成立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和土壤普查专业队，参加

土普组织人员996人，采取试点练兵，反复培训，由点到面，分批铺开．

边查边用的办法进行。土壤普查全过程共分五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

(1979年底至1980年年底)，二是试点阶段(1981年春在大泊乡进行)；

三是分批铺开阶段(第一批于1981年秋季铺开6个乡，第二批于1982年

春季铺开12个乡，第三批于1982年秋季铺开12个乡)，四是村、乡级图

件资料整理汇总和复查验收补课阶段，五是县级资料整理、图件编制阶

段。这次土壤普查培育了土肥人才，健全了土肥队伍网络，查清了土壤

资源的数量、类型和质量(等级)，查清了土壤和肥料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壤普查档案，取得了一批土壤普查应用成

果。这次土壤普查共普查731个单位，其中乡29个，省属场圃一个，县

属场圃一个，村民会531个，村民小组6197个。总土地面积1530995亩，

普查耕地面积1016369亩。观察土壤剖面7538个，每个剖面代表普查耕地

面积135亩。化验地块土样7885个，计35136项次。每个地块土样，代表

普查耕地面积129亩，化验地片土样1088个，计10342项次。每个地片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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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代表普查耕地面积934亩；化验分类土样、整段样956个剖面点，计

37505项次。每个剖面点代表普查耕地面积1063亩。加上三铁等项目

共计化验84681项次。打土钻29542次，参加土壤普查人员18337人。县

完成了“十三图一书一馆"。即县土壤图，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县土壤评

级图，县有机质含量图、县全氮含量图，县全磷含量图，县速效磷含量

图，县速效钾含量图，县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县土壤耕层碳酸钙图，

县土壤耕层酸碱度(PH值)图，县土壤耕层质地图，县土壤微量元素点

位图、县土壤志和县土壤普查陈列馆，乡完成了“九图二个报告。"即

乡土壤图、乡土壤评级图、乡有机质含量图，乡全氮含量图，乡全磷含

量图，乡速效磷含量图、乡速效钾含量图，乡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乡

土地利用现状图，乡土壤调查报告和乡专题调查报告，村完成了“二图

一书刀。即村土壤图，村养分图，村土壤普查说明书。县设档案室、乡

设档案柜、村设档案袋。县保存土普档案273册，共四万多页。成果图

件6062幅。村土壤普查说明书1675份，乡土壤普查调查报告30份，乡专

题调查报告18份，县土壤志一本(35万字左右)，采集整段土壤标本46

盒。这次土壤普查共用经费21．5万元。其中省，市拨8．9万元，县拨7万

元，乡、村自筹5．6万元，普查经费每亩平均贰角壹分。

《丹阳县土壤志》是以普查资料为依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论

证，综合分析梳理编写的。它既是全县土壤普查情况的综合概括，又是

认识土壤，利用和改造土壤的重要文献。本志共分前言和九个章节。前

言主要说明丹阳县第二次全县土壤普查的目的，要求，方法，全过程和

工作量；第一章概况，阐述全县社会经济概况和自然条件概况与成土关

系多第二章土壤的形成，分类和分布，阐述全县土壤生成发育和分布规

律。重点描写土类、亚类、土属和土种的划分依据，面积，成土母质，

分布状况和主要特征，第三章土种，重点描述各种土壤类型的面积，分

S



布地点、土体构型，剖面形态、理化性状、生产性能和改良利用等，第四章

土壤肥力状况，综合评述土壤物理性状(质地、容重、孔隙度)，养分性状

(有机质，全氮，磷、钾、微量元素、代换量、PH值，碳酸钙等)，第五章

土地(土壤)资源概况与评级，阐述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监采用指数

和方法评价全县水早，山地土壤等级的数量和质量，为农业区划提供科

学依据，第六章土壤利用改良分区，阐述土壤利用改良分区划片依据，

区，片土壤面积，存在的主要问题、利用改良途径和措施，为因土种植，

因土施肥，因土改良提供科学依据，第七章土壤培肥改良，根据土壤中

存在的耕层变浅．．养分失调、土壤僵板、渍害较重，障碍层多、中、低

产土壤面积大等问题，重点说明对高、中、低产土壤培肥改良的具体措

施，为因土改良提供科学依据，第八章土壤肥料建设和成果应用，针

对土壤肥料中的主要问题，开展成果应用和取得一批成果的总结；第九

章丹阳县土壤普查工作总结。从土壤普查组织建立，土壤分类，野外作

业，资料图件内业整理，分析化验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

丹阳县土壤普查由县土壤普查办公室岳志勤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在

普查过程中，得到市土办钱在仁同志和县农业局、县农科所、县水利局、

县多管局、县区划办、县生资公司等单位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县土

壤普查办公室胡国强、姜维南、李国华、周培华、王仁林、陈正龙、钟

火林、尹川法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o

《丹阳县士壤志》由岳志勤、郦九生两位同志主编。本志一九八四

年四月完成送审稿。先后两次送省、市土办审阅。经多次修改，最后由

省土办喻长新同志修改审定。同时承沈梓培、朱克贵、喻长新、 李桂

荣和朱向群等土壤专家、教授和省土办领导作了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谢意。由于编写水平有限，缺点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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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二次土鏖普查

合格证书掘¨，
异醇岳j毫誊童●·‘t

榱鼍胃务院f79、，，，号和右罩叁179l，5‘号文件砖斗．楼■

技术规程的喜求．你县于啪一年主J月到畦叫年一、月，连吁了土

毫普查．完成了‘王圈一毒。．开展了成罩应用．连立了一支土肥
队伍 经墨定合格，特发此诬

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耋
一九^·年山^

彩图一丹阳县土壤普查验收合格证书

彰图二 参加丹阳县土壤普查鉴定验收会议的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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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圈四 县土壤酱盘办公室在进行比土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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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三

普奁队在观察土壤乱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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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五野外组在查找土壤界线

彩图六化验员在进行土壤氮素测定



彩图七孟河平原区土种整段i}|J面样

彩图八 沿江圩区土种整段ff|j面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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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涌平原区士种整段剖面样

彩lllt低山丘陵区土种整段剖面样(一)



彩图十一低山}，陵区土种整段剖面样【二)



彩图十三水稻施锌获得丰收

彩图十四镇江市农业局局长耿禾兴同志在鉴定验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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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圈十五 省、市，县领导同志毒观土壤普查陈列馆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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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圉十六李桂荣同志代表省土壤普盔办公室颁发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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