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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是土壤科学面向生产的成功实践。丰县第

二次土壤普查在这一重大实践中做了争越的212作。

通过土壤普查，基本弄清了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弄清了黄

河多次决日冲积所形成的黄泛冲积土壤的分布规律，为全县土壤改良

利用分区和农业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普查过程中的边查，边试，边用，取得了吹糠见米效果，在生产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根据黄泛冲积土壤膏紧砂慢淤”所形成的不

同土质的土壤，因地制宜地调整作物布局，宜农则农，宜果则果，宜

牧则牧；二是针对全县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的问题，走旱粮高产的路

子，大面积推广三麦、玉米轮作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三是在解

决好农村燃料的同时，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增加对土壤的物质投入，

四是因土、因作物科学施肥，取得了增产、降本、增收的好效果。

《丰县土壤志》客观地反映了丰县土壤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总

结了历史上群众培肥改土和普查中边查，边试，边用的群众经验，

明确地指出了全县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因此，《丰县土壤。-L心-"》是丰

县的一部科技文献，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老克青
．有及衬

爨砖毒钆



前 言

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边缘，地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早在汉初因其“土沃地饶，物产丰富一而得名。丰一。文

史资料中曾有盯丰熟可抵三州”， Ⅳ丰沛收养九州”的记载。丰县属

黄泛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砂、壤、粘并存，气候兼有南北之

长，旱地作物种类繁多， 搿五谷杂粮无不有之”。近年来丰县半干白

葡萄酒荣获国家银质奖；大沙河果园生产的富士苹果被评为全国名列

前矛的优质水果，并将丰县定为富士苹果生产基地；王沟的西瓜享誉

省内外，金陵的水山药远销日本，为丰县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商品生产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丰县的农业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

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I 978一一1 983年的五年间，实现了工农业产值

翻_番。由于无山少矿，种植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将是丰县繁荣经济

的主体。

·万物土中生”。土壤是可以永续利用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础。为了查清变化了的丰县土壤资源的数量，摸清土壤资源

的质量，为搞好农业区划，实行科学种田，加强土地管理，加速土壤

培肥，发展丰县的农业生产提供可靠的土壤资料，遵照国务院79

<I I I>和江苏省79(I 50)文件精神，于i981年1 2月组织并实施了丰

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止于1985年二

月，历时三年零两个月完成了外业调查、室内化验、图件编绘和资料

整理等工作。整个普查过程中，严格按照省土办拟定的技术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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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坚持以县为单位，以公社(现改为乡)为基础，从大队(现改为

村)做起，共挖剖面6270个，采纸金标本l 520个，取整段标本l 3个，

化验分析了地块样品7200个，农化样品1 524个，剖面样351层次，水样

50个。分析总项糊5000。大队完成了甜两图一说明书”，公社完成
了霄六图一报告一，县级编绘了“十图一书"，整理归档了1 65卷土

普资料，建立了土普资料档案室和成果陈列室，添置了化验设备。

1985年六月通过了省、市及兄弟县领导和专家鉴定验收，并发了合格

证书。土普中组织建设的一支土肥队伍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丰县土壤志是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的集中反映，是集体辛勤

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完成外业调查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由县土办

全体同志分头编写初稿，经土办全体同志集体讨论后，由王厚元为主

和孙益鹏两同志集中大家的意见，查阅有关资料，采纳多方面的建议

执笔修改，完成送印稿。后经省市土办有关同志参与修改定稿。全书

共分七章，论点明确，数据充分，较系统地反应了丰县土壤的形成发

育条件及其发生、分类、分布和理化性状，评述了土壤资源及其利用

现状，提出了土壤分区改良利用意见，总结了成果应用的经验和效果。

面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经济改革的新形势，在农村

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农业这个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土壤又

是农业的基础，我们深信这本土壤志在今后实行科学种田，加快农业

生产的发展，促进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发展商品生产中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丰县土壤志尽管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但由于

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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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章 土壤形成的条件

／
／ 丰县位于江苏省的西北边缘，地处北纬34。28’至34。55’，东经

／ 116。2 6’至1 16。51 7。东邻沛县、铜山，西接山东单县，南-9安徽省的

／ 砀山、肖县接壤，北与山东鱼台毗连。南北长约50公里，东酉宽约30

余公里，幅员面积1436．95平方公里，折合2155429．5亩。其中耕地

1518416．8亩，林地89445．6亩，非耕地547567．1亩。全县地势平

坦，属黄泛冲积平原。故黄河北徙改道前曾从丰县南部自西北向东南

方向夺淮入海。1851年黄河水暴涨，砀山潘龙集决口的主流，从我县

李寨公社的二坝处入丰，自西向东由岳庄南折向东北，经代套楼南、

代屯北、华山西注沛，泄入昭阳湖，形成了现今的大沙河。是近代洪

水的走廊。由于决口砀山小寨淹潭的黄河水从我县西南及西部多处入

丰，由西南流向东北，从而形成了我县西南高、东北低，东，西高，

中间低的簸箕形的倾斜平原。丰县现辖2 5个社镇，6个国营场圃，565

个大队，4087个生产队。据1983年底统计，全县共有83．02万人，农

户1 78316户，农业总人口为784764人，人均耕地1．94亩，农业劳动力

28t423个，平均每个劳力负担耕地5．4亩。

土壤的形成和发育一方面取决于其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与外界

条件也有密切联系。为了便于说明我县土壤的形成发育过程和改良利

用途径，现将我县的自然条件及生产活动特点分述如下：．

第一节 自然条件

一、气候特征

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土壤的水分和热量状况，土壤的水热状况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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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土壤有机质及矿物质的移动和转化。同时气候因素又影响着生物

的生长发育，而生物又是土壤发育的主导因素。因此，气候因素与土

壤的形成、发育，性质，肥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丰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是江苏气温最低，降水量最少

的一个县。冬季受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寒流活动频繁，不仅寒冷干

燥，而且冬季较长；春季天气多变，干旱少雨，并时有寒流的影响，

夏季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气温高，降水集中，雨热同季；秋季凉

爽，气候温和，季节较短，由于年度间季风强弱和寒流影响不同，温度

和降水量的年度变化较大。团此作物经常受到早涝和寒流的威胁。同

时这一寒温、干湿交替的气候特征，对全县土壤发育过程也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阐明气候条件与土壤形成和发育的关系，现将各气候

因素的特点简述如下。

<一>热量

据丰县气象站连续二十三年的资料统计，全县的年平均气温为

13．8℃，但年际变化大，最高年份14．9℃，(1 96 1年)最低年份为

1 2．8℃(1 969年)。元月份气温最低，平均为一o．9℃，极端最低气

温为一20．3℃(1967年元月)，七月份气温最高，平均为27℃，极端

最高气温达40．7℃(1972年6月)。无霜期210天，全年0℃以上的积

温5 1 18．5。C，发展一年两熟的热量条件完全可以满足。另外，春季

气温回升快，4—10份的日差较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干物质

的积累。因此本省粮棉高产田块多出现在丰县。受气温的影响，全县

地温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交化，详见表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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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l 丰县197r1—1980年平均土温统计表

淡伊 、

1 4 7 10 全 年

深度cm＼心
O O．0℃ 17．0℃ 30．2℃ 16．5℃ 16．0℃

5 0．1℃ 15．0℃ 28．7℃ 15．8℃ 16．9℃

i0 1．2℃ 14．4℃ 27．7℃ 16．1℃ 14．9℃

15 1．6℃ 14．1℃ 27．3℃ 16．5℃ 14．9℃

20 2．0℃ 13．9℃ 27．0℃ 16．9℃ 15．0℃

冬天的低温有利于土壤的冻垡，夏末秋初的高温又有利于土壤的

晒垡，从而加快了土壤的熟化进程，有利于土壤的发育和肥力的发

展。

<二)降水和蒸发

(1)降水量

丰县的年平均降水量为800．5毫米，但年际变化大。最多的为

1004毫米(1 964年)，最少的为462．8毫米(1966年)，最高年份为

最低年份的2．4倍。年降水量的相对交率为15％，年内降水在时空分布

上也很不均匀，多年各月的平均降水量如表1—2。

表1—2 丰县各月份降雨量统计表 (1959--1983)平均值

＼

＼份 l 2 8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项目＼

＼
降水量

(iIlin一上
11．9 13．9 28．5 57．0 42．3 111．9 217．4 159．8 84．8 36．8 22．1 14．0 800．5

降水相对变率
(％)

90 73 63 59 73 61 4l 57 55 65 79 82 17

降水天数 2．7 4．5 4．8 8．0 7．2 7．0 14．3 10．5 8．6 5．9 5．3 4．1 82．9

从表1—2中可以看出，12—2月份降水量为39．8毫米，年际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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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率73—90％，降水日数11．3天，干冻威胁严重；3—5月份的降水量

为127．8毫米，年际相对变率为63—73％，降水日数也只有20天，因此

春旱很突出，冬旱接春旱的机率甚大，土壤易积盐反碱，据2 0年

(1959--1978)统计，机率为四年三遇；6—8月份的降水日数为32天，

降水量489．1毫米，占全年降水的6 1．1％，年际相对变率为41—61％，一

年之中以气温最高的七月份降水量最多，平均降水量为217．4毫米，

占全年降水量的28％。这种雨热同期分布的特点，与作物生长旺期相

吻合，不仅有利于秋熟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土壤盐分的自然淋洗。

但多雨和暴雨集中的年份易造成涝渍，威胁农业生产，也会因大量的

地面径流侵蚀土壤，影响土壤培肥。

丰县雨量不足，特别是在四月中上旬和六月上中旬以及十月中下

旬，雨量偏少，对春、夏播和秋播均十分不利。各旬雨量见表l一3。

表1—3 丰县四、六、十月各旬雨量统计表弋≮ 四 ，、 十

雨量～＼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旬平均雨量(mm) 11．7 18．4 27．3 19．5 16．9 52 16．9 7．4 II．0

近年资料表明，全年降水在县境内的空间分布特点是：东部、东

南多于全县其它各地，雨量为790一820毫米；北部和西部降水740一

760毫米；南部和西南部最少，年平均值为670毫米左右，加之水源短

缺，地势高亢，作物易遭干旱威胁，产量低而不稳。

(2)蒸发量

本县的年蒸发量为1662．2毫米，蒸降比为2：1，蒸发大于降水。

同时各月的蒸降比也不相同，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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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一l丰县各月蒸降比示意图

一年内的蒸发量以六月份最大。降水量与蒸发量的差值以三月和

五月最大，这种情况直接影响着土壤中水盐运行。春季土壤盐碱积聚

耕层，严重影响小麦生长和春播作物的金苗。由于蒸发大于降水和蒸

发的时空分布不均，土壤水分经常处于亏缺的状态，不仅加剧了土体

盐分向耕层集中，形成一定面积的盐碱土，而且增强了土壤的通透

性，致使土壤干湿交替频繁，这对土壤的氧化还原与淋溶淀积有着明

显的影响。加之土壤以砂壤质为主，历史上又以早耕为主，物质分解

快，土壤有机质积累缓慢。

二、成土母质和地貌条件

丰县的农业土壤，全是在黄泛冲积母质上发育起来的。由于冲积物

来源广，母质中养分较齐全。但因母质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钙，通体石灰

反应强烈、PH值偏高，致使土壤中磷、锰、锌等营养元素有效性低。因

此施用氮素化肥易引起氮素挥发，施用水溶性磷肥又易导致磷素固定。

据县志所载，本区的古地貌除华山基岩至今仍裸露外，其余地区

的上新生界均系松散的覆盖物，南北等厚线近呈平行，自东向西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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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厚，1 00，200，300，400，500米的等厚线分别通过毛楼．敬安，梁寨、宋

楼，东王楼。梁寨为300米，宋楼为400米，东王楼为500米，王沟的王半

截楼是县境内沉积物最厚点，达767米。新生界地层在中更新统Q。开

始时，地表高差减少，全新统Q．开始时，全县为一片沼泽，地势自东

向西微倾斜。又据县志记载，从公元420年旧历六月开始，丰县大地

多次受黄水侵入，淹没全县。1 1 28年黄河南徙改道后，黄水泛滥成灾更

加频繁。特别是1 604年，黄水从朱旺口、太行堤多次决口，侵入本县，“全

县一片汪洋，房舍淹没三年，田宅极不值钱”。对现代地貌及土壤形成

影响最大的一次黄河决口，乃是1 851年砀山潘龙集决口，其主流从二坝

入丰，自西南向东北方向流泄，而形成今天的大沙河。从砀山小寨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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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丰县农业地貌图

潭决口的黄水分另8

从西部多处入丰，形

成营子河、西支河、

太行堤河、白衣河，

白银河、苗城河、复

新河。黄水暴溢漫流

全县，受原地貌微地

形的影响和急沙漫淤

的沉积规律所支配，

因而我县近代地貌大

致可分为。废黄河滩

地、决口扇形平原，

背河冲积洼地，黄泛

倾斜平原，黄泛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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