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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江苏省省长 移关芝

《江苏市县概况》，经过我省地方志工作者整两年的辛勤

劳动，现在终于出版了。它是建国以来；我省第一部比较系统

地介绍各市县历史与现状基本情况的地情书，内容翔实，富有

地方特色，有较强的实用性。。 7‘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总题目，我们的一切工作

都是围绕这个总题目来作文章的。这篇文章在我们江苏如何

做，这就要根据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状来研究我们的特色，’

预示我们的未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要从国内外．．

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

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

我们行动的向导p刀因此，作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第一位的基础工作。《江苏市县概况》一

书的编纂出版，就是对江苏市县的历史与现状作简明调查的结

果，对我省各级领导同志做好本职土作，将大有裨益，也可为

外省区的同志了解江苏情况提供地情资料。《江苏市县概况》的

编纂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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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两者历来是交相受益，互辅递进的。

从历史上看，隋唐以来，，，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移动，带来了江

南地区文化的昌盛。明、清以后，江苏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又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之地，

涌现过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建国之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经济又得到较快发

展。 “五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到12％， “六

五"期间又上升到15．3％。1986年，全省的社会总产值1835'[5

元，工农业总产值145815元，国民生产总值752亿元，国民收

入663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突破千元。这与

江苏教育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据测算， “六五"

期间江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因素约占40％左右。经济的发

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以一定的文化

水准作基础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将对文化的发展提出更

高的要求。编纂出版《江苏市县概况》这一类的资料汇集，以

及编修省、市～县三级新的地方志书，对提高我省人民的科学

文化水准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

在《江苏市县概况》问世的时候，我还寄希望于我省各

级政府和地方志工作者，相信经过你们的努力，能在不太长的

时间内，编纂出能反映我们江苏水平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o ；．‘



编辑’说明

_、为了使地方志工作及时地为我省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编纂了《江苏市

县概况》。这是一部简要介绍我省各市县基本情况的综合性资料书。
；

二、《江苏市县概况》的主体是11个省辖市、64个县(市)的概况，并附有

11个市的全图和市区图。市县概况前面列《江苏省情概述》及四幅省图。

三、《江苏市县概况》的体例采用类目式。每个市、县(市)概况分区域人

口、建置沿革，自然环境、市政建设、经济状况、教科文卫、名胜古迹等7大类。
’

类以下设目，经济状况和教科文卫中的某些部分设子目。

四、《江苏市县概况》为反映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记述省辖市概况时，使
o

用了“全市"和“市区’’两种概念。全市，包括市区和所辖各县；市区，包括城区和郊区。

五、区域人口，包括位置、面积、人口、民族四项。其中民族统计为1982年人

口普查数。省辖市概况除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民族、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记述

范围为市区外，其余为全市、市区并列。 ’

六、建置沿革，包括市县名称来历、历代建置和现行行政区划。省辖市概况的

记述除了现行行政区划为全市外，其余为市区。

七、自然环境，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气候、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六项。地

质项除个别县有特殊地质外，其它均在市概况中记载。某些市县沿江滨海，陆地有

一形成过程，故增列成陆项。省辖市概况记述范围为全市兼及市区。

一八、市政建设，包括功能分区、供电供气、供水排水、道路桥梁、市内交通、

住宅建设、城市绿化、环境卫生等八项。县城建设，指县治所在地的城镇建设。县

治设在市区的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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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济状况，包括社会总产值与国民收入、工业、农业、水利、建筑业、交

通运输、邮电、财政金融保险、+商业、外贸、土特产品、人民生活等十二项。考虑

到自然与历史的原因，有些市县增列滩涂开发、旅游业和名菜名点等项。

十、教科文卫，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计

划生育等7项。省辖市概况的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

十一、名胜古迹，是介绍当地列入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古建筑以

及风景名胜等。省辖市概况的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 ～。

十二、各市、县概况重点反映该地经济和文化的现状，并适当作历史追溯。下限

迄止1985年；省情的部分统计数字，以及个别重大建设项目始建于1985年，延伸结

束在1986年则记至1986年。一
’

．i
‘ ⋯1

’ 十三、本书引用的建国后不同时期的各种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

部门缺项则用各部门提供的数字。 一 ：

．《江苏市县概况》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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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处我屠大陆东部沿海中部，居长江、淮河下游，扼长江入海门户，东溃费海，⋯一一，r一

西邻安徽，南接上海，浙江，北界山东。南起北纬30。467(吴江县桃源乡油车墩南)，北抵

北纬35。077(赣榆县马站乡西吉荡北绣针河畔)，东至东经121。557(启东县寅阳乡连兴镇

东)，西迄东经116。227(丰县赵庄乡前刘菜园西)。南北跨纬度4。217，最大直线距离460

多公里，东西跨经度5。337，最大直线距离320公里。全省总面积lo．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

总面积的1．07％，略大于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台湾省，是全国各省区中面积较小的省

份。 ；．

历 史 述 要
‘ k

江苏地域和古老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地之一。从远古时代起，在

江苏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考古发现表明，与北京猿人生活的时代相仿，在

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江苏境内就生活着丹徒“高资猿人”，在距今四万至一万年前， 矗泅

洪下草湾人"，“丹徒人黟，“溧水人"，“宜兴人乃等远古居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许

多地方，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前，北至徐海，南至太湖的广大区域内，分布着许多原始

的氏族部落。从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炭化小米，吴县草鞋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籼

稻、粳稻，大米，野生葛纤维织成的罗纹葛布以及“杆栏式”房屋建筑遗存，昆山千墩、吴

县张陵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批史前玉器琮壁文物来看，江苏境内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位居当

时其他地区的前列。

江苏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早在春秋时期，吴越青铜器的冶炼、锻造业已闻

名，战国晚期，铁制生产工具已普遍使用，宜兴丁蜀陶器开始烧制。秦汉时代，炼铁，煮盐业

发达，徐淮一带铁制农具和耕牛技术使用普遍，淮南沿海一带分布着广阔的盐场。东吴为了与

北方曹魏抗衡，进行大规模的军民屯田，并发展了冶铜和造船业。西晋之后，黄河流域战乱不

断，人口南下，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当时，淮南、江南的手工业兴旺起来，建康

的丝织尤盛，京口和广陵的繁荣商业闻名全国。“六朝"建都建康(今南京)，进一步促进

了江苏经济的发展。经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经营，隋大运河的开凿沟通南北，加之唐安史之乱

北方争战不断，南方局势稳定，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加快，使中央政权依赖东南供给超过了黄

河流域，时有口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力，搿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秒之说。大运河的开凿，淮

北盐场的建滩，使得扬州经济迅速繁荣，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东南财赋、漕运、盐铁运转

及土产品运输的中心，时称“扬州富雄冠天下胗。苏州地区成为国内著名的粮食，蚕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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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海外商船溯吴淞口直抵苏州城下，使之成为江南第一大城市。唐、宋时期，江苏的经济

继续发展， 矗苏常熟，天下足黟，江苏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韩愈说过， 。当今赋出于天下，

江南居十九秒，陆游也说： 矗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宋末元

初，由于苏北战乱，运河淤塞，南北水运和贸易中断，扬州走向衰落。进入明代，江苏经济由

复鞋走向振兴，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其它如苏州、镇江；常州，扬州、仪征、淮安、

徐州也都是全国著名的工商城市。此时，造船业尤为发达，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从太仓浏河日

出发远航亚洲、东非各国。由于明王朝鼓励经济作物的生产，江苏的蚕桑、麻类，棉花获得了

较大发展，太湖周围成为全国蚕桑事业最发达的地区和丝织业的中心。松江妇女黄道婆从海

南带圃先进的纺织工具和织布技术，大大推动了苏南地区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的发展。随之

印染业也在苏州，松江，仪征、六合等地兴起。清廷在南京，苏州、杭州设立了三个织造衙

门，广大农村纺纱织布，养蚕缫丝，农民家庭手工业兴旺发达。苏州成为丝织业，织布业，

染坊、踹坊的中心，号称“天下四聚之一"。在苏北，修筑了沿海堤塘，开发淮海水利，垦

荒屯田，促进了农业的繁荣。时江苏的稻产量已达九千万石(675万吨)，粮食和盐盼产量均

居全国首位，田赋占全国的十分之三，税占十分之七，盐税占五分之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入侵，外贸中心从广州移至．h海，刺激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近

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振兴实业，挽回利权黟的爱国主义口号下，江苏各地民族实业

家先后响应筹资建厂。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近代工业的60一70％集中在上海和江苏，上海

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向上海周围的中等城市扩散，长江下游和上

海外围出现了苏州，无锡，南通、常州、镇江等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在工业发展过程中，

无锡逐渐形成为以纺织、缫丝、面粉工业为主兼有加工制造业、农产品集散，商业贸易多种功

能的苏南区域性经济中心。南通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逐渐形成以棉纺织为核心的、综合

性企业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苏北区域经济中心。轻纺工业是江苏近代工业的主体，纺织、面

粉、缫丝是最重要的三大工业部门。随着沿海和长江航运业的兴起，沪宁、津浦和陇海等铁

路相继建成通车，长江下游沿岸和苏南经济蒸蒸日上。

江苏号称“文物渊薮刀，素享“人文荟萃一佳誉。自春秋脚来，历代有名人，．其中驰名

华夏的大科学家有：东汉神医华佗，南朝化学家葛洪，数学家祖冲之，药学家陶弘景，北宋

大科学家沈括，明代故宫建筑设计师蒯祥，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还有近代科学启蒙大师

徐光启，现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周培源、桥梁专家茅以升。历代杰出的文学家有

两汉辞赋家枚乘、桓谭， “建安七子黟之一的陈琳，《昭明文选》的编者南朝的萧统，《文

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唐代以七绝著称的王昌龄，以山水诗别具一格的陆龟蒙，以《春江花

月夜》名垂千古的张若虚，五代杰出的词人南唐后主李煜，北宋有著名词人秦观，南宋有大

词人范成大；明代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施耐庵、吴承恩r《三言》编者冯梦

龙，近代文化名人有柳亚子、柳诒徵、缪荃荪，现代杰出散文家朱自清，历代著名艺术家有

“画圣一东晋顾恺之，刘宋陆探微，萧梁张僧繇，此三人并称为搿六朝三大家”，唐代有雕

塑家杨惠之，狂草书法家张旭，五代有花鸟画家徐熙，江南山水画派创始者董源、巨然，北
宋有“米点山水”文人画创造者米芾、米友人，元代有将中国水墨山水画推向高峰的黄公望’、

倪瓒，他们与浙江的王蒙、吴镇并称“元四家’’，明代有以苏州沈周，文徵明，唐寅，仇。

英为代表的“吴门四家’’，清初有以太仓王时敏、王鉴，王源祁为代表的“娄东派竹，．以常熟

王翠为代表的群虞山派’’，以龚贤为代表的“金陵八家弦，以镇汪张夕庵为代表的。京江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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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骨，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一l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张玉良、范曾，刘海粟、傅

抱石、钱松昌，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赵丹，都是江苏人。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史地学家有唐代《史

通》作者刘知几，清代《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二十二史考异》作者赵翼，《续资

治通鉴》主编毕源，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台版《清史》主编萧一山，方志学家朱士嘉，

也是江苏人。

江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地区，曾有无数志士仁人，民族英雄，革命烈±，进步思想家谱

写了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不朽诗篇。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陈胜，吴广首举义旗，翘

邦，萧何响应于沛，项羽，t项梁起兵于吴郡，陈婴起义军奋起予淮水之南，秦嘉起义军活跃于

淮海。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杜伏威的起义军声震江淮。唐末庞勋领导的徐、泗戍卒起义，曾

以彭城为据点，攻占下邳、涟水，宿迁等地，与唐军在泗州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揭开了唐末

农民战争的序幕。宋末，元军南下，江苏各地军民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抗元斗争，李庭芝、姜

才、孙虎臣等在大江南北几乎尽为元军占领时，仍坚守扬州、泰州与元军作殊死的抗战。在

元末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芝麻李起兵于丰沛，张士诚响应于泰州。明中期后，倭寇入侵我

国东南沿海，大江南北，黄河之滨的广大江苏军民，从沿海渔熙盐民，兴化猎户、无锡燕
兵到佛寺僧众都参加了这场捍卫民族利益的斗争，并最终把入侵者赶出了境外。明末，清兵

挥戈南下，民族英雄史可法与扬州共存亡，阎应元与江阴人民坚守孤城81天。在鸦片战争

中，镇江军民固守孤城，在焦山给英军以有力的打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南京曾是

太平天国的京都，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英雄在南京与清政府坚持斗争10余年。1862年左

右，苏州，常州、松江地区人民同太平军密切配合，与美英殖民者华尔、戈登等人的洋枪队

作过殊死的斗争。南京也曾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宣誓就

职临时大总统。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江苏，涌现了以瞿秋白，恽代英、张太

雷、周恩来，陈云、张闻天，侯绍裘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躯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和大批革命志士在国统区的心脏地带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雨花台下洒下了无数革命

英烈的鲜血。 ．

i 抗日战争时期，江苏成为新四军的抗El根据地。1938年5月，陈毅，粟裕、张鼎丞率领

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和先遣支队挺进苏南地区，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以茅山为基地东进北上，东临浙沪，北渡长江进入苏中扬泰地区。1940年，新四军江

南指挥部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以黄桥为中心，在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等制造磨擦，屡加迫害

’下，奋勇还击，取得了威震华中的黄桥之战的辉煌胜利。同年，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第

五纵队在盐城白驹与新四军会合，完成了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使华中和华北敌后解放区连

成一片。在此期间，江苏，安徽军民还共同奋战开辟了淮南、淮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

国民党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困

难处境，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江苏广大军民在共产赏的领导下，反对投降逆

流，坚持抗战，多次粉碎了日伪军残酷的清剿和扫荡。1944年，新四军发动了对日伪军的车

桥战役，揭开了苏中抗战反攻的序幕，江苏敌后解放区迅速扩大，直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苏中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

余人，宿北大战，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分裂解放区的阴谋，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主力55万余

人，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致命的打击。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中国共产党还在江苏国民党统治

区内领导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斗争，开辟了第二战场，著名的南京“五·二。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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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盔四·一修学生运动震惊中外。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攻克

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江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揭开了历史的崭新篇章。

建 置 沿 革

江苏，得名予清际江宁府和苏州府=府之首字。简称搿苏一·

江苏地域，据《禹贡》所载，上古属九州之徐，扬，豫三州的一部分。春秋时期，分属

吴，楚、鲁，宋诸国，吴居南，控淮南及太湖流域，楚居西南，领今南京市在内的西南部山

区，鲁居北，辖今江苏北部边缘及东北隅，宋处西北，涉今徐州市区及其以西。战国末期，

境域属楚、齐两国。

秦代，江苏分隶九江，会稽，泗水、琅琊，薛，砀等郡。汉承秦铡。三国时，分属吴，

魏二国，大致以高邮、盐城为界(魏势力一度到达长江)，南属吴，北属魏。西晋实行州

郡制，江苏境域分属徐州(领广陵郡、东海郡、彭城国、下邳国和临淮国)，扬州(领丹阳

郡、吴郡，毗陵郡)。东晋时，长江以南属扬州，北方羼十六国中的后赵、前后燕、前秦及

南燕，行政区仍称徐州。刘宋初年，淮北地属徐州、兖州，淮南地属南兖州，江南地区分属南

徐州和扬州。萧齐及梁初时，江南一带属南徐州，江淮间属南北兖州，南京_带属南豫州，

淮北属青冀二州。梁末至陈，江北尽入北齐，南北隔江而治，江南置扬州、南徐州，吴州。

隋朝初年，由州领县，时江苏境域分属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江都

(今淮安)、海州、徐州·隋炀帝年问改州为郡，将上述各州改为吴郡，昆陵郡、丹阳郡，

郡，下邳郡，东海郡，彭城郡。唐初，全国分十道，江苏地域分属河南、淮南、江南三道，

后江南道析为东西二道。五代十国时期，淮南地域先后属吴，南唐和吴越国，淮北地域先后

属梁、唐、晋、汉、周。北宋；先设道，后改路，江苏境域初分属江南，淮南及两浙路，后分属

江南东路，淮南东路、两浙路及京东路。南宋，淮北地域为金国占有，分属山东西路和山东东

路，南宋领淮南，江南，分属浙东路、淮东路和江(南)东路。元代在全国设11个行省，下

设路府州县，今江苏地域长江以南属江浙行省，长江以北属河南江北行省。明初承元制，后

改行省为布政司，全国分为南：It；--畿及13个布政司，江苏地域直辖南京，境内分设应天府，

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及直隶徐州。

清顺治二年(1645年)平定江南，改南京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省为

江苏，安徽二省(注)。江苏省辖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江宁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

府，松江府。至宣统三年(1911年)，江苏省共领8个府，3个直隶州，1个直隶厅，3个

州，4个厅，60个县。

民国初年，废府厅州制，设省县二级制。江苏分为61个县9省会设江宁县。不久，改设

省、道，县三级制，江苏置金陵(辖ll县)，苏常(辖12县)，沪海(辖13县)、淮扬(辖13县)，

徐海(辖12县)等5道。民国16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首都由北京迁至南京，废道改行

省县二级制，又划南京城外郭内和江浦县浦口镇置南京市，析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四县地

注·对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建省的问题，我省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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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海市，均为行政院直辖市。民国17年改丹徒县为镇江县，迁江苏省会于此。企省分61个

县辖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苏北、苏南建立了五个根据地，即苏南区(中心在

溧阳)、淮南区(中心在安徽全椒)、淮北区(中心在睢宁)，苏中区(中心在如皋)、苏北区

(中心在沭阳)。抗日战争胜利后，建苏皖边区政府，辖江苏境内的32个县。

1949年6月2日，江苏全境解放，分设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苏

北行政公署初设于泰州，后移驻扬州，下辖泰州、扬州，盐城、淮阴、南通5个专区，38个

县(市)。苏南行政公署设子无锡，辖无锡市及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专区，32个县

(市)。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苏南、苏北行政公署，建江苏省，次年元旦，

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全省辖南京，苏州，徐州，常州、无锡、南通6市，以及镇江专

区(辖镇江市，丹徒，扬中、丹阳、江宁，句容、溧水，武进，溧阳，金坛，高淳11个县

市)，苏州专区(辖常熟市、常熟、吴县、吴江，太仓，昆山，无锡，宜兴、江阴、太湖办

事处9个县市)，松江专区(辖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嘉定、川沙，松江，宝山、嵊泗、

上海10个县)，扬州专区(辖扬州市，泰州市、泰兴，泰县，江都，仪征、六合、高邮、宝

应，兴化、靖江，江浦12个县市)，淮阴专区(辖清江市、淮阴，涟水、灌云、泗阳、沭

阳，新沂、宿迁，邳睢、睢宁10个县市)，南通专区(辖如皋、如东，海安，启东、崇明，南

通，海门7个县)，盐城专区(辖盐城、东台、淮安、滨海、射阳，阜宁、大丰、建湖8个

县)，徐州专区(辖新海连市，赣榆、华山、东海，邳县、丰县、沛县，萧县，铜北、砀山

lO个县市)等8个专区，6个专区辖市，72个县。1953年3月，撤销太湖办事处，建立震泽

县，‘4月，将淮阴专区的新沂、睢宁，邳睢县划归徐州专区，并撤销邳睢、华山县，铜北县

更名为铜山县，6月，将松江专区的嵊泗县划归浙江省。1954年8月，盐城专区的淮安县划

归淮阴专区。1955年3月，原属安徽的盱眙、泗洪两县划归江苏，江苏的砀山、萧县两县划给

安徽。1956年3月，划江都县西部地区增设邗江县，4月，在洪泽湖地区增设洪泽县。1957

年，划灌云县南部和涟水县北部地区，增设灌南县，划江阴县东部和常熟县西部地区，增设

沙洲县。1958年4月至11月，国务院先后决定将嘉定、宝山，上海、川沙、青浦，南汇、松

江，奉贤，金山，崇明10个县划归上海市。同年4月，撤销常熟市，将其所辖区域并入常熟

县。1960年2月，撤销震泽县，将其所辖区域划归吴县I 4月，划宝应县湖西地区增设金湖

县。1961年9月，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市。1966年3月，划滨海县北部地区增设响水

县。

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全省共分11个市，64个县(市)。其中，南京市辖江宁、江浦、六

台，溧水，高淳5县，无锡市辖江阴，无锡，．宜兴3个县，徐州市辖丰县、沛县、铜山，邳

县、新沂，睢宁6县，常州市辖武进，金坛、溧阳3县，苏州市辖常熟市(常熟于是年撤县

设市)及沙洲、吴县、太仓、昆山、吴江5县，南通市辖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

启东6县，连云港市辖赣榆、东海，灌云3县，淮阴市辖淮阴、灌南、沭阳，宿迁、泗阳，

涟水、泗洪，淮安、洪泽，盱眙、金湖11-1县．，盐城市辖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

丰，东台7县，扬州市辖泰州市及仪征，兴化，高邮，宝应、靖江、泰兴，江都，邗江，泰

县9县，镇江市辖丹徒，丹阳，句容、扬中4县。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仪征县设仪征市，撤沙洲县设张家港市。1987年，撤县设市

的有江阴、谁安，兴化．宿迁、丹阳、东台。1988年1月，宜兴亦撤县设市。至此，连同原

■，，I掣雪卉f，套f重。譬-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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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泰州市，常熟市，江苏共有11个县级市。

自 然 环 境

I地质构造l 江苏省的地质构造，以泗阳至海州深断裂带为界，分为南北二区。北区为

华北古陆(华北地台)的东南边缘部分，其基底为太古界一下元古界变质岩，盖层为上元古界

一中新生界海相和陆相沉积。自太古代成陆以来，以隆升为主，不同时代岩层主要集中出现

在北部低山丘陵区，其余大部分平原地区为第四沉积层所掩覆。因郯庐断裂：特的形成，北区

又明显分为鲁苏台隆(胶辽台隆)，徐淮断拗(华北断拗)、鲁西断隆和郯庐断裂带几个构

造单元。鲁苏台隆位于郯庐断裂带的东侧，主要包括连云港市所辖的东海、赣榆二县，其构

造体系与山东省东南沿海胶东半岛以及辽宁省辽东半岛一样。徐淮断拗位于郯庐断裂带西

侧，即以徐州为中心的西半部，出露岩层与华北古陆广大地区相同。鲁西断隆在江苏境内仅

限丰，沛二县，其基底为泰山群变质岩，盖层发育良好，有局部缺失。郯庐断裂带从山东省

郯城到安徽省庐江之间呈东北一西南向，其中段在江苏的新沂、宿迁、泗洪之间，长约180公

里，其西部的两条断裂已为第四系沉积物掩覆，东边两条断裂陆续出现，成为新沂，宿迁、

泗洪境内一部分丘陵的构造基础。

南区为扬子古陆(扬子准地台)的最东端，自中元古代成陆以来以沉降为主，其基底为元古

代变质岩系，盖层发育齐全，不同时代岩层主要出露于西南部低山丘陵区，其余大部分为第四

系沉积层掩覆的平原地区。地质构造上南区受海安、江都断裂和溧阳一江阴一如皋断裂(江

南断裂)的控制，划分为连云港一淮阴台拱、苏北断拗、下扬子台褶带，太湖一钱塘褶皱带

等几个构造睢元。苏北断拗，位于泗阳一海州深断裂带和海安一江都断裂伺，其断拗自西向

东缓慢发展，直达南黄海，沉陷幅度亦自西向东加大，在沉陷过程中因各地沉陷幅度大小不

一，形成一系列凹陷和隆起，是苏北断拗主要含油、含气的远景区。下扬子台褶带，介于海安

一江都断裂带和溧阳～江阴一如皋断裂间，燕山运动时全区发生强烈褶皱和断裂活动，形成

的褶皱带构造轴线主要为北东东向，局部偏转为北北东和北北西向，按构造差异，下扬子台

褶皱糟又可分成四个次一级的构造单元，宁镇断褶柬是以宁镇山脉为主体，包括长江以北的

江浦县老山、六合冶山和仪征、邗江以迄扬州市郊的岗丘，句容一溧水拗陷；茅山断褶束受燕

山运动构造影响，沿今茅山东麓形成一大断裂带，西部抬升为今日的茅山山脉，其东部为常

州，金坛拗陷。太湖一钱塘台褶带位于溧阳一江阴一如皋断裂的东南侧，在加里东运动褶皱

隆起后，受印支、燕山等运动影响，断裂现象十分显著，形成大体与北东一南西向断裂带相

一致的断块山体，因在崇明一东山间存在一个断裂带，其北侧燕山运动时发生褶皱，是太湖

东西洞庭山、马迹山及无锡、苏州，常熟一带低山丘陵的基础；其南侧发生沉陷，多被第四

系沉积层掩覆。

在与现代地貌关系较密切的新构造运动中，江苏地域以上升隆起为主的有六个构造区，即

徐铜长期和缓上升区，东海、连云港长期隆升区，郯庐断裂带强烈上升区，仪六浦盱间歇性上

升区，宁镇一宜溧间歇性上升区，茅山间歇性强烈上升区。以升降交替过渡的有三个构造区，

t即邳睢早期上升、近期下降交替区，沭泗升降交替区，太湖早期上升，后期下沉交替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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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为主的有三个梅造区，即丰沛断陷持续和缓沉降区，长江三角洲持续沉降区，苏北断拗

持续强烈沉降区。 ．．，

I地貌l 境内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无崇山峻岭，而多名川巨泽，湖泊众多，．水网密

布，海陆相邻，滩涂广大。省境除北部边缘、西南边缘为丘陵山地，地势较高外，余则自北而

南为黄淮平原，江淮平原、滨海平原，长江三角洲所共同组成的坦荡大平原。全省平原面积

7．06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8．8％，水域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占16．9％，丘陵山地面积

1．47万平方公里，占14．3％。其平原面积之多，水域比率之大，低山丘陵岗地面积之少，在

全国各省区中均居首位，故有“水乡江苏黟之称。

全省地貌依其成因及区域特征可分为六大区。

沂沭低山丘陵平原区，位于本省北部，范围包括沂河以东，六塘河，灌河一线以北地

区。地貌上为山东沂蒙山的南延部分，自北而南呈。丘陵一岗地一倾斜平原”由高而低的规律

性分布。苏鲁交界处和连云港市郊在新构造运动中形成二列山地：一列以北东向延伸至东海、

赣榆与山东交界处，主要由大吴山、小吴山，夹谷山，抗日山、羽山，马陵山等组成，低山

丘陵至黄海滨有规律地排列着侵蚀岗地、洪积冲积倾斜平原和滨海平原，高程分别为50一20

米，20一5米，5米以下，滨海平原近海地带尚未完全脱离海水浸渍，为著名的淮北盐场主

体所在地。另一列低山丘陵在连云港市郊，呈北东东走向，由锦屏山、云台山、鹰游山等一

系列断块山体组成，前云台山主峰玉女峰(大尖顶)海拔625米，为全省最高点。地势西北高

陡，东南平缓，南部为沂沐河洪积冲积平原。宿迁，沭阳一线以北以洪积为主，高程20米左

右，呈波状起伏，以南以湖积冲积为主，地面高程2—6米，周高中低，常致洪涝。1

徐淮黄泛平原区：位于省境西北部，范围包括苏北灌溉总渠以北，沂沭低山丘陵平原

以西以南地区。整个平原延伸于废黄河两侧，宽达lO—15公里乃至数十公里，地势由西北向

东南渐趋平缓，沿线高程从丰沛平原至入海口为42—2米，纵向坡度1 11000。黄河故道两

侧横向坡度1／sooo，向两侧延伸的平原分黄河古河床、堤内滩地、决口冲积扇形平原、堤侧倾

斜平原和扇缘低洼平原等类型。洪泽湖盆地位于该区西部，其构造基础和地貌形态与黄淮平

原相似，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高程30一lO米，来自西北侧的入湖河流将地面切割成一系

列低岗、宽谷相排列的地貌形态。

江淮湖洼平原区，介于苏北灌溉总渠和新通扬运河之间，西接盱眙至仪征的低山丘陵，

东隔串场河与东部滨海平原相连。以里运河为界，其西为运西湖区平原，其东为里下河低洼

平原。运西湖区受地质隆升作用，地势高，滨湖平原与附近阶地高程6一lO米，各湖湖底高

程3—5米。里下河低洼平原区为泻湖形成的低平原，周高中低，地势低洼，形同“锅底’’，

泄水不畅常致水涝。由湖滩向盆地周边地势渐高，地面高程3—5米，长江北岸沙嘴与黄淮

三角洲沙嘴高程在5米以上。区内地貌类型主要有水网平原，圩田平原，湖荡平原及湖荡地

等。 · ·

’苏北东部滨海平原区。范围西起串场河，北至黄淮平原南缘的射阳河，南抵长江三角

溯北缘的东串场河。区内地势极为平坦，呈西北向东南微缓倾斜，坡度为1／2000—4000。今

黄河新堤以东二三十公里范围内除部分为盐场外，大部仍为光滩，利用不够充分。

长江三角溯区：范围北起新通扬运河和东串场河，南抵杭州湾，西以10米等高线与宁

镇山脉，茅山山脉和宜溧山地为界，东至海滨，在江苏境内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地面自

西向东倾斜，高程8—4米，且向江面倾斜。沿江为沙洲，滩地，地势较低平(4—3米)，．



8·江苏省情概述

两侧为泛滥的天然堤，地势稍高(5—9米)。天然堤及沙洲滩地等在地貌形态上分属高涉

平原，‘高亢平原和新三角洲等。该区东南部为太湖平原，地势平坦，水网稠密，湖荡棋布，

地面高程多在3．5米以下，吴江一带最低部分在1．7米以下。在长期开发利用下，全部地面均

已改造成为水网平原，水网圩田平原、湖荡平原和湖荡圩田平原。苏锡常一带零星分布的许1

多孤丘，是天目山系向东北延伸的余脉，在三角洲成长过程中，由海上孤岛成为突起于平原

之上的孤丘。

宁镇扬低山丘陵岗地区。位于省境西南部，范围北起淮河南岸的盱眙，南抵宜溧山

地，东接江淮湖洼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西南与浙皖二省丘陵山地连成一片。区内山岭绵延，

丘岗起伏，类型多样，形成以宜溧山地，茅山山脉、宁镇山脉、老山山脉为骨架的低山、丘

陵、岗地、盆地、河谷平原交替分布的地貌综合体。仪征，六合、盱眙丘陵岗地，丘陵一般

海拔loo一200米，岗地顶部宽平，冲沟平浅。老山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延伸于江浦县境，

山体南北两侧坡麓有大面积黄土岗地分布，冲沟发育，形成典型的岗，耪，冲相结合的黄土

岗地地貌。宁镇山脉蜿蜒于南京，镇江之间，向东延没予长江三角洲，西段隆升幅度较大，山

势较高，东段隆升幅度小，山势较低，山前坡麓和谷地中黄土岗地分布广泛，受流水切割，

岗地破碎，岗螃冲交替排列。紫金山(钟山)海拔448米，为宁镇山脉第一高峰。茅山山脉为太

湖水系与秦淮河水系的分水岭，山体呈马鞍状，北段最高，中段低落，南段再度隆起，最高峰为

句容丫髻山，海拔4 1 0米。山体西麓分布有大面积黄土岗地，南麓有一定面积的玄武岩高地。

宜溧山地位于苏皖浙交界处，又称界岭山地，主峰黄塔顶海拔611米，为全省第=高峰，其地貌

为山地，盆地相闭排列，以宜兴的沏浚盆地、张渚盆地和溧阳的山丫盆地规模较大。宜兴县

的盆地边缘岩溶地貌发育，有张公，善卷，灵谷，慕蠡等洞，是省内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

I水系l 江苏是全国水面积比例最大的省份，水网稠密，全省共有大小河道2900多条，湖

泊近300个，水库1100多座。平原地区河渠纵横交叉，河湖相通，流域界线颇难划定。依地

势和主要河流的分布状况，全省主要河流、湖泊大致可分为沂沭泗水系、淮河下游水系、长

江和太湖水系等三大流域系统。

沂沭泅水系诸河位于废黄河以北，皆发源于山东沂蒙山区，沿倾斜之地势进入省境。主

要河流有沂河、沭河、新沂河，新沭河、中运河等。沂河和沭河原均为泗水支流，由山东

进入省境，入泅水再入淮河东流入海。黄河夺淮后，淮北水系打乱，泅水上游逐渐潴积为微

山，昭阳，独山，南阳诸湖，沂水潴积为骆马湖。建国后整治淮北水系，导沂水直接入骆马

湖，辟新沂河引骆马湖水东流入海。沭河一部分循旧道入新沂河入海，另辟新沭河入石梁河

水库，循沙河旧道在临洪口入海州湾。此外，废黄河彰北还有许多地区性小型河流与沂沭洒

诸河息息相通，关系密切。
‘

淮河下游水系是指废黄河以南，长江北岸高沙土以北地区的河流。主要水道有淮河、苏北

灌溉总渠，里运河、串场河、新通扬运河等，水路系统比较完整。淮河自安徽入境，原为独流

入海的自然河道，．黄河夺淮后，淮河渐失入海流路，洼地潴水扩大而成洪泽湖。今淮河水入

洪泽湖后，分三路泄水t一条出三河闸，经三河，入江水道，穿高宝湖及邵伯湖、芒稻河在三江
营入长江，一条出高良涧闸，东经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入海，一条出二河闸经淮沭河至杨

庄水利枢纽分二支入海，一支经新淮河(中山河)出套子口入海，一支经难沭新河北上连云港市

经临洪河入海。淮河下游水系区的湖泊群，里运河西侧有高邮湖、洪泽湖，白马湖、宝应湖、

邵伯湖等，里运河东侧有射阳湖、大纵湖、蜈蚣湖，德胜湖等i洪泽湖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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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宽58公里，南北长60公里，正常水位时面积1960平方公里，汛期可达2600平方公

里。射阳湖原为里下河平原的墁大湖泊，黄河夺淮后，大部分湖区被淤平，现仅存大片沼泽．

和零星水荡。高邮湖面积次于洪泽湖，正常水位时面积649平方公里。

长江和太湖水系，指长江北岸高沙土以南地区的河流。长江从苏皖界上的和尚港至启东县·

连兴港长约418公里，流域面积3．9万平方公里。南京段(和尚港一江宁三江口)-R80公里，古。

称黄天荡，两岸为山驭束，江流激荡，北岸有狭窄沿江平原。镇澄段(三江口一江阴市黄山)’

长154公里，南岸山体逼江，北岸属古江心洲并岸形成的平原，河床游移不定。河口段(赏

山以下)长184公里，江面开阔，水面平缓，两岸均为平原，海潮溯江而上，沿江各河均受

江潮影响。

太湖水系为长江下游区最主要之水系。其水源有三。南路来自浙江天目山的苕溪，西路

来自宜溧山区的南溪(荆溪)，北路来自江南运河周围河道之水。太湖及水网地区积水分

北、东两路入江入海，北路经通江各港入江，东路经各河入黄浦江。江南运河斜贯长江与太

湖间，南从浙江嘉兴王江泾入省内吴江县境，北至镇江谏壁口通江，长210公里。与其它泄

水河道息息相通，吞吐江湖，调节水量。 ·

太湖流域为湖?白密集区，有大小湖泊180多个，可分为五个湖群。洮涌湖群，包括洮湖、

摄湖，西沈，东沈、团沈，马公荡，钱资荡等湖，太湖，面积2425平方公里，蓄水量51．5亿

立方米，亦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阳澄湖群，包括阳澄湖、昆承湖、盛泽荡，鹅镇荡、漕

湖、傀儡湖等，吴江湖群，淀泖湖群，包括淀山湖、澄湖、元荡、白砚沏等。除太湖流域湖

群外，长江以南属水阳江水系的湖泊还有溧水石臼湖，高淳固城湖。

I气候l 江苏地处亚洲大陆东部中纬度滨海位置，在纬度上为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阿

北方暖温带，温带气候的过渡地带，在海陆位置上气候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特点，季风气候

明显。具有冬干冷，夏湿热，春温秋暖，雨量适中，四季分明的特征。淮河一苏北灌溉总渠．

以北属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地区。

全省各地年日照时数为2000--2600小时，淮北2300--2600小时，淮南2000--2300／]、时，

全省的日照百分率介于48—59％问，各地以夏季日照时数最多。太阳年总辐射量在110—129‘

千卡／平方厘米间，苏北略高于苏南。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太阳年总辐射量皆以赣榆县最+

高，宜兴县最低。

全省各地年平均气温为13．2一16℃，沿江和苏南为15—16℃，江淮之间为14—15℃，

淮北为13—14℃。全省平均无霜期为200--240天，呈自南向北递减趋势，江南为200一24 D．

天，江淮问210一220天，淮北200--210天·冬季气温南北温差大，1月全省各地气温最

低，南北温差为2--4．5℃，平均气温在一1．5--3．5℃间，淮北地区平均气温在0℃以下，

苏南在1．5—3℃间。春季全省温度变化比较急铡，4月全省各地平均气温在12—15．5℃间，

因受海洋影响，东西温差亦比较明显，东部沿海一般比西部低1—2℃。夏季全省普遍高温，7

月全省各地平均气温在26．2—28．8℃问，受海洋影响，气温由东北沿海向西南内陆渐次升高。

秋季南北差异又较明显，沿海地区降温缓慢，lO月各地气温介于15—18℃问。建国后，金省历年

极端最高气温为40．9℃(1969．8．22镇江)，最低气温一23．1℃(1969．2 j 5沭阳县青伊湖)。

全省年均降水总量780—1160毫米，南部多于北部，沿海多于内陆，呈东南向西北递减趋

势。全省降水量最多地区为太湖地区南部，宜溧山地及长江IZl一带，在1100毫米以上，江淮之

问950--1100毫米，徐州西部降水量最少，在800毫米以下．降水的季节分配以夏季最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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