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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是吉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第四批开展的县

份。整个土壤普查工作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由农业局具体组织开展

的。参力口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单位有农业局，森林经营局。以农科站

科技人员为主体组织了我县笫．--次土壤普查工作队伍，，共四十五

人。 一

从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试点，试点之后，按照行政区划，农业

和林业各自分担了外业调查任务，到一九八三年十月结束了外业调

查工作。随之转入内业，开展了化验、制图和资料汇总．72作。到一

九八五年八月基本上完成了全部工作任务，历时近三年的时间。

这次土壤普查是根据《吉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

求，从本县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一方面在利用

土地现状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查清了土壤种类，数量分布，?监提

出质量的评价，为农业区划和农业生产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手

段，调查整理了我县各类土壤的剖面性态特征及其理化性状，监提

出了改良利用方向。在整个工作中，始终遵循《吉林省第二次土壤

普查技术规程》，在全县概查的基础上，制定出我县二1广壤普查实施

方案和土壤分类检索表。坚持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方法。在

运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航片和地形图进行野外

调绘，然后在室内转绘成图。在整个工作中全县共挖剖面2，3 57个，

取纸盒土样4，1 04盒，采集土壤剖面土袋7，744袋，取农田耕层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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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 3袋。
‘

农田耕层土样由县农科站化验室用常规方法进行了碱解氮、速

效磷、速效钾、腐殖质和酸碱度的化验，共化验了8，1 00多项次。

剖面分析土样按土种选出82个土样1 52个农田土样，由通化地区土肥

站进行了腐殖质、全氮、全磷、全钾：’酸度、碱解氮、速效磷、速

效钾、机械组成等十五项次的化验，全县共完成了1 2，555项次的化

验任务。 ．’

制图工作绘制了符合精度要求的，比例尺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

十一个乡镇的土壤图、速效养分．图．四十四幅，完成了l：5万和

1：1 o万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土壤图、全氮图、全磷图、全钾图、

碱解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土壤肥力评级图、土壤腐殖质

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共二十幅，编写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土

壤志，全县共完成各级图件六十四幅。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全县的土壤资源，查清了．各

类土壤的面积，分布和质量。为合理利用土地，进行因土种植，因

土施肥，‘因土改良和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科学依

据。但是土壤普查工作面广，任务量大，内容多、工作繁杂，加之

技术力量薄弱和业务水平所限，工作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故

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在土壤普查工作中，省、地业务部门的领导十分重视，在整个

土普过程中承蒙省土地处土壤科罗景新、通化地区土壤普查顾问组

任成礼、洪成林、地区土肥站任增祥、靖宇县土：嚷普查办公室罗捷

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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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自县土壤普查验收总结

●

●

‘在省农牧厅土地管理处参加指导下，原通化地区士壤普查办公

室邀请顾问组主要成员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至九日对长白朝鲜族

自治县土壤普查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

参加人员：土壤普查顾问组任成礼、洪成林、罗．捷、管东巍。

省农牧厅土地管理处罗景新、刘拣：张严历。 ‘，

邀请市、县代表：张金德、刘凤仁、张峰、王家新、张雪桥。

通化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任增祥、谢忠凯、任洪泰。

浑江市农牧局副局长曲 俊、区划办主任李振帮。

在正式验收之前，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通化地区

土壤普查办公室邹本财等三名同志，对长白县十四道沟、十三道

沟、十一道沟和宝泉山四个乡的土壤普查外业进行了抽查，对抽查

的十六个土种，进行了土种鉴定和图斑核对j准确程度都达到百分

之九十以上，经研究认为外监精度均达到“规程”要求可验收。

检查验收共分四个步骤进行，首先听取长白县农业局局长郭忠

烈同志和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马青去同志及化验室负责人李洪铁同

志的工作汇报。其次根据汇报，组成图件、面积量算、化验与数字

资料、土壤分类等四个小组进行检查。土壤志由罗景新和任成礼分

别审阅．。．第三，进行土壤垂直分布和长白山自然景观考查。第四，．

进行检查验收总结。

根据各专项组的检查结果，归纳记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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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检查五十一个纸盒标本，二个不准确，准确程度达百分之

九十六以上。分类正确，但应补换二个标准纸盒，一是酸性岩山地

石质土的石质未装盒，二是厚层白浆型水稻土B层不清楚。

2、检查八道沟、半截沟乡土壤图，用同比例尺地形图相扣， ．

线条摆动不超过允许范围，县土壤图成图合理，线条清晰，着色均

匀，土壤分布规律合理。 ⋯

3．：‘化验检查分五个项目(有机质、PH值、速效N、速效P、

速效K)，分析化验，分析方法按省“规程”进行的，．原始记录完

整，‘标准1曲线和平行试验符合“规程”标准要求。化验室在进行化

验时，各项仪器工作状态正常，自检、互检和地区抽检都在允许误

差范围之内。．但有个别化验数字有漏掉和抄误。 ’．

4、+对长白县十一个乡抽样检查十一道沟乡的小蛤蚂川村和长

白镇的民主村的面积量算。共九个图斑，有八个图斑的误差低于百

分之零点九，仅一个图斑误差达百分之一点三，平均误差为百分之

零点七四，符合标准，面积数字可用。

5、土壤志章节完整，内容丰富，再经加工和补充数字可以复

印。鉴于以上检查结果，通化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和顾问组，征得

省农牧厅同+志同意，准予对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全部土壤普查成

果，同意验收，填报合格证，报省签发证书。

本次验收之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尚需注意如下三个问题。，

’‘1』、验收之后的工作量很多，各种图件要在复印之前要详细认

真地核对，土壤志要在文字和数字上要再加工⋯⋯+，所以不能解散队

伍，要善始善终的完成工作任务，蓝要充分做好资料准备，迎接一

九八六年全国土地资源详查工作。 ．

2、各种资料与图表复印完，光靠国家的补助资金不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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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给予必要的补贴。

3、通过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土壤的基本特征特性。，但要使土

壤普查的成果能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还要做些因土施肥、因土改

良，因土种植的试验。这些工作必须得到领导的支持才能取得新的

成果。

以上问题请县各位领导给予重视。

参加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土壤普查验收接待工作的同志有副县长
。

韩暂石、农工部长夏春鼎、区划办主任李好学、农业局局长郭忠

烈、副局长冷树成、赵吉有、农技推广站长王洪玉、土壤普查技术

负责人马青云和郝桂芬、张庆芬、单 英、马慧洁等同志。

’(以上总结，由原通化地区土壤普查顾问组副组长洪成林同志

官布)。

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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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自朝鲜族自治县土壤普查成果自检结果

野外调查达到

的要求和精度

自检结果全县11个乡镇土种定名正确，无差错，
o

土种界线合理，合乎精度要求，不超过o．2 c m。

土壤分类、，制

图单元和图件

精确度一’。

土壤分类符合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中的分

类原则。上图单元是土种，o．25 c m：以上图斑

无遗漏，图件精度小于o，2厘米。

．分析化验资料

完整性和化验

结果的精度

耕层化验资料齐全，完整，而且化验了有机质

和PH值。有原始资料，汇总方法是加权平均值，

通过自检、’互检和地区抽检，化验结果都在允

许误差范围之内。

报告和图件准

确完整程度

土壤志章节合理，内容较多，图件引用合理，

较准确，资料完整，乡、县均有土壤图和养分

图。韭有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和土地平级图。

土地资源、生

产问题查清摸

透的程度

土地资源和生产问题已基本查清。土地利用主
一1／

要是林业、农业和参业。问题是水土保持，农

田地主要是缺少速效性可供养分，主要原因是

温度低、．土壤冷浆。

县土壤普查技术小组负责人：马青云(签字)

县土壤苦查办公室负责人： 孙先鲁(签字)
8 5年8月2 o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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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地．区．复查结果

随机抽查四个乡的1 6个土种的20个图斑中有1 5·
野外调查达到

个土种鉴定和19个图斑勾画准确。一处图斑画

的要求和精度 的偏大但末达到差错程度。

土壤分类、制 51个土种中有49个纸合标准， 2个不典型，以

土种上图。检查2个乡和县土壤图，与同比例
图单元和图件

尺地形图吻合，线条清晰，着色均匀，未发现。

精确度 ≥0．25 C m、z的图斑遗漏。

化验有机质、PH、速效氮、磷、钾五个项目原始
分析化验资料

记录完整，计量工具与仪器正常，有自检、互

完整性和化验 检和地区抽检记录，分析方法与操作符合规程，

标定与标准曲线符合标准，化验结果可信。
结果的精度。

报告和图件准 土壤志章节完整，内容丰富，土壤改良利用分

区合理，措施明确可行。
确完整程度

土地资源、生 面积量算程序合理，各类土地和土壤资源清楚，

产问题查清摸 提出了土地利用的存在问题和开发利用的方

透的程度 向。

专蓑芝芝尊术尊兰等．负耋令： 任增祥(签字) 1 985年9月1。日
土壤普查办公室负责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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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查验收结果

同前。

同前：

同前：

报告章节完’整、内容丰富，具有本地特色，图

件清晰、完整，土壤图等件经校核精度合格。

同前。

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负责人：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负责入：
罗景新(签字)1 985年9月1 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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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资料目录
顺
序 资t 料 名 称 保存单位 件 数
号

1 野外调查原始记载表 ’农牧局 1 3

2 1：2．5万各乡镇土壤图。养分图 |} 22

3 t：107)-长白县土壤普查成果图 H 1 0

4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土壤志 " 20

5 利用的航片 l} 1 332
● ●

6 耕层土样化验原始记录 " 0

7． ，耕层土样速效养分加权统计表 " 1

8 1：2．5万地形图土壤底图 || 28

9 1：5万，1：2．5万聚脂薄膜县 时 1 2
及各乡土壤图底图

，

1 O 面积量算底稿 lI l

1 1 标准纸合土样 " 5 1

1 2 剖面土样、微量元素化验结果’ II
． l

1 3 各土种物理测定原始记录 l} ·4

l

1 4 -冬士种有机质及养分加权统计 l{ l硬

1 5 各土种有机质及速效养分加权
一

|} 1
统计原始记录

1 6 省、地验收结果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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