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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农业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我县在一九五九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对于沤田改旱、熟制改革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发挥

了积极的带用。为了进一步摸清1二壤底细，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国发

(79)111弓和省(79)150号文件的精神，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全县于1982年3月至1985

年3月，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时三年整。

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及时建立了组织，配备和培训了技术队伍，

安排了经费，建立了化验室。在省、市土普办业务部门的指导下，按照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

规程，结合本县实际情况，以县为单位，公社为基础，从大队做起，采取专业队和群众栩结

合，室内外相结合，普查和成果应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试点培训多次练兵，县、社、队都

建立了十壤普查专业队，县培训了技术骨干364人(其中专业队员42人)，共有6500余人参

加了这次普查。

通过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土地资源状况，查清了土壤的类型、面积和分布情况，分析研

究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和影响士壤生产力的其它肥力因素。同时，边查、边试、边用了土壤普

查的成果，提出了因土种植、因土改良的主要措施意见，从而挖掘了土壤的生产潜力，对发

展我县的农业生产，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次普查先后经过野外调查，化验分析，资料整理和绘制图件三个阶段，最后大队编绘

了三图六表一说明书，公社编绘了六图十六表一报售，县级编制了八图，全县分级分项整理

立当图册资料200多本，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县土壤志，筹建了土壤普查陈列室。

本土壤志是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汇编和综合。全书共分七章，主要介绍建湖县土

壤的类型、分布特点，论述了土壤形成、发生分类、理化性状和主要存在问题，分区说明了

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途径和主要措施，最后记叙了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的初步成效，书末附

有我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有关总结和图件。

此志的编写工作，由颜祖泽、葛茂友，陶立华、蔡文龙，吴文美等同志共同拟定方案，

经葛茂友(1—6章)、蔡文龙(第7章)等同志执笔编写，有关图件由吴满荣、李成宪、杨森林、

孙长锋等同志进行编制。经省、市土普办喻长新、陈子锐和江苏农学院宋育才审阅，由县农

业局万di生、颜祖泽定稿。另外，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县水利农机局、多管局、气象站和

区划办等单位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但限于编者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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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自然概况与成土因素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建湖县位于北纬33。167 44∥～33。397 49，，东经119。337 49∥～120。05'17∥之间的

里下河腹部，地跨里下河和沿海两个农业区。东南和南部与盐城县交界，西南与西部与宝

应、淮安县毗连，西北和北部同阜宁县接壤，东北部和射阳县为邻。土地总面积约为1114．57

平方公里(折167．18万亩)，经普查量算：全县耕地面积109．12万亩，比计划耕地9I．82万

亩，增加17．3万亩，上升18．84％，水域23．11万亩(其中芦苇地5．78万亩)，占总面积的

13．7％。

本县原属盐城县，一九四一年从盐城县分置，初名建阳县，一九五一年改为建湖县。现

辖16个农业人民公社，一个渔业公社，2个县属镇和7个农林场圃，410个大队，3385个生产

队。据一九八二年年底统计，全县共有18．34万户，总人口72．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7．99

万人，农村整半劳力25．55万人(其中农业劳力19．82万人，林牧副业专业劳力2．34万人，社

队企业和其他行业劳力3．39万人)。计划耕地总面积91．82万亩，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地1．35

亩，每个劳动力占地3．59亩。

第二节 农业经济概况

一、农业生产：

建国以来，本县农业生产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1949,--,1958年是稳步增长阶段。

当时一方面生产水平较低，增产潜力易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生产积极性

高涨，产量逐年上升，粮食总产每年递增4．55％。第二，1959""1968年是先降后升阶段。下

降的原因主要是“左’’的影响，生产上瞎指挥，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减产，1962

年曾低子建国前的产量水平，直至1968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第三，1969"-"1978年是发

展阶段。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改善了生产条件，沤田回旱实行轮作，提高了

复种指数，引进高产品种，提高施肥水平，革新栽培技术，粮棉产量增长较快。第四，1979

～1982年是持续增长阶段。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农业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

和富民政策，认真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农业产量大幅度上升，粮棉油项项增产。如表1～1、

图l～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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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本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从1949年到1982年每年的递增率。粮食为

4．】9％，棉花为15．6％，油料为10．7％。1982年粮食总产量9．31亿斤，比1949年和1978年分

别增长2．7倍、31．2％，棉花总产20．81万担，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08．5倍、48．5％，

油料总产17．62万担，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Z2．8倍、8倍，生猪饲养量50．61万头(年

末圈存量24．39万头)，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5．3倍、27．20％，蚕茧总产3936担，比

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8．74倍、179．15％，农业总产值31594．9万元，比1949年和1978年

分别增长4．3z／-吝、4．3％。农民收入，1979"-"1982年的四年，与1978年比较共增加35753万元，

平均每个农业人IZl增)J[15265[；。】982年农民集体分配人平纯收入达183．4元，比1978年增加

100．5元。

随着农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均占有农产品的数最明显增长，对国家贡献也逐年增

多。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638．3斤增长到1982年的136 9斤，棉花由1949年的0．5斤

增长到1982年的31．8斤，油料由1949年的1．4斤增长到]982年的19．5斤。近四年来，平均每

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59亿斤，商品率45．82％，人平538．8斤，皮棉19．oO万担，商品率

98．2％，生猪18．21万头，油菜籽635．49万斤，商品率29．10 oN。

建国以来，农业生产上经历了耕作制度、品种和栽培技术三次大的改革。

一是改蘑耕作制度，扩大复种指数，五十年代以一熟沤田为主，一年一熟水稻。全县近

50万亩沤田，从一九六五年起，到一九六八年陆续回早成功，扩种三麦，并相应发展了棉

花、油料和绿肥，逐步形成了以稻麦为主或稻麦棉绿(肥)油的水早轮作制度。耕作制度的改

革，既提高了复种指数，又有利于改良土壤，加快了农业发展的速度。粮食总产结束了1965

年以前的3．3亿斤长期徘徊的局面，一九八二年达9．31亿斤。棉花单产由回旱前的一九六四

年的68斤上升到一九八一年的141斤。水稻单产由295斤上升到858斤。同时由于耕作制度的

改革，开辟了多种经营的新途经，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基地，打破了单一经营的局面。

二是更换良种，改变低产面貌。目前全县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纯种化、系列化。

水稻上大面积推广了杂交水稻。1978"-'1983年，全县累计种植杂交稻223．97万亩，平均

单产987．6斤，比常规中稻单产795．4斤亩增192．2斤，占6年水稻增产总数232．71万斤

的82．43％，其中1983年种植杂交稻40．4万亩，平均单产1130．8斤，比常规稻单产994斤亩

增186．8斤，共增产稻谷6480．2万斤，占水稻增产总数的70．65％，全县水稻平均亩产量从

1976年的7 1 1斤上升到1983年的1035斤。棉花上推广种植了泗阳“835’’和沪棉“2,04’’，麦

子上推广种植了泅阳“936"和矮早三，都为增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是革新栽培技术，发挥高产优势。

近几年来，棉花实行了双膜栽培(即尼龙薄膜营养钵育苗移栽和地膜覆盖)，并推广了

栩应的早熟、高产、优质、低消耗的栽培模式。1981．-．-'1982年全县育苗移栽面积12万亩，占

棉花面积的80％，单产146斤，比直播棉亩增20．3斤，增长16．9％。

推广种植杂交稻后，通过不断地试验，研究和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本地条件、

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面积平衡高产综合栽培技术体系。其主要内容是。以杂交稻为主的品种布

局，以温室育秧、小苗株寄为主的育秧方法，以大苗为主的三苗配套栽培技术，以叶令模式

指导为主的定向促控技术，以搞好肥、水为主的农田建设，以综合防治为主的植保技术。走

出了一条“三苗配套育壮秧，三茬平衡夺高产刀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了杂交稻的高产优势。

‘。—。4·-一



全县种植业主要特点是。

1．结构单一，经济收入低。

我县的农业生产，历史上就以粮食为主，结构比较单一，五十年代农业总产值中粮食收

入占95％，六十年代中期的1965年，粮食收入占农业收入的97％。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沤田

回旱，轮作棉花，多种经营逐步发展，经济结构才有所变化，到1981年林牧渔业收入仅占农

牧业总收入的13．6％，多种经营仍然是薄弱环节。夏熟作物主要是三麦、油菜和绿肥，秋熟

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棉花。其它经济怍物只占农业用地的0。04％。1982年粮食商品率40．78％，

棉花商品率96．31％，农业总产位31594．93万元，其中粮棉17472．91万元，占55．30％，每亩

为375．1 9元。

2．作物布局不够合理。

水稻主要是杂交稻，早稻基本绝迹，限制了水生作物的发展。糯粳型水稻比例很小，不

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棉花大部分纯作，没有进行合理的间套种，光、温、热、

地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沿荡地区地势低洼，涝溃害严重，种植棉花常年降水，农

本大，收入少。沿海地区枯萎病严重，产量和产值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必须合理调整作物

布局，真正做到因土种植。

3．土地集约化程度高，耕作精细。

我县人多地少，每人只有耕地1．35亩，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3．59亩，均低于全省的

水平。据统计。平均每亩农田用工76个，施用化n巴224斤(其中氮肥146．6斤，磷肥74．4斤，

钾肥3斤)，耕作比较精细。

4．农忙提前，季节性强。

]978年以来，由于大面积发展杂交稻而多又采取温室育秧，小苗株寄的育秧方法，棉花

大都是营养钵育苗移栽。往年，水稻露地秧落谷要抢到五月中旬，棉花播种在4月上甸，现

在棉花制钵三月下匈就要开始，温室育秧四月下旬开始五月上旬就要结束，农忙季节挺前10

多天，而且用工多农活集中，季节性较强。

5．农田生态失去平衡。

近几年来，由于重粮棉生产，轻肥料建设，重地上长相，轻地下营养，重向土地要粮，

轻培把改良。一些地方，地力有所下降，抗灾能力减弱。我县历史上高产的西部高平田地

区，目前粮棉产量增长不快，红叶茎枯病迅速蔓延，】982年发病面积1．1万亩，严重影响棉

花生产。水稻常有早衰现象。沿海老棉区棉花枯萎病1982年达2．4万亩，折实1700亩，产量

上升不快。甚至一些地方，忽视有机肥生产，绿肥面积一缩再缩(1 9 8 2年全县绿肥面积

19．57万亩，比最高的】976年30．81万亩减少36．48％)，麦子一扩再扩(麦子实际播种面

积要比计划面积增JJf]20％左右)，加大了化肥用量，增加了地力消耗。

=、林牧渔业生产：

(一)林业：基础比较薄弱，1982年全县用材林面积6500亩，只占总面积和农业用地的

0。39％、O．60％，四旁树木1100万株，活立木蓄积量6500立方米。全县仅有四分之一的面积

形成了农田林网化的基础。全县林业不仅发展缓慢，而且近几年还有下降的趋势。1962年全

县人平有村13株，1975年达45株，以后逐年下降，1979年人平29株，1981年还剩】5株，]979

年林木覆盖牢只有4．49％，均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6％和12．7％的水平。生活和生产用材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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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靠外地调进。

(二)蚕桑；

1982年全县桑园面积6490亩，蚕茧总产3936担，较】949年的210担增长17．74倍，比1978

年的1410担增长179．15％。特别是近几年，我县串场河以东的潮盐土地区，棉花枯萎病严

重，种植湖桑较种粮棉经济效益高。因此，加速盐土改良，发展蚕桑生产是增加我县农副业

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一般栽桑养蚕当年的产值高于农田收入。第二年产值约150元，第三年

200,--．．250元，高的亩平纯收入达400元，比棉花产值高一倍以上。

(三)畜牧业：

畜牧业，历来以养猪、养禽为主。】982年生猪圈存量24．39万头，较1949年的3．3万头增

加6．39倍。最近几年生猪圈存头数有所下降，全县1981年存栏猪25．21万头，但存栏猪虽比

1978年的27万头和1976年的33．97．万头减少6．63％、25．79％，而肉猪收购量明显上升，头毛

重也有所提高。1981年收购头数比1976年增加18．8％，平均头重增力1；26斤。

养禽近几年是持续发展的。1982年家禽圈存数约135万只，向国家交售菜禽63．54万只，

比1961年增长155．8％，交售鲜蛋598万斤，比1961年增加8．38倍，成为全省七个重点县之

一。羊、兔、蜂的饲养，才开始发展，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十多年来，耕牛数量随着耕作机

械的发展而逐年减少。1982年全县实有耕牛7314头，比1969年13400头下降了45．42％，比

】949年的8990头下降了18．64％。全县畜牧业产值4698．1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4．87％。

(四)渔业l

本县水面广阔，而且水质较好，发展渔业条件优越。1982年养殖面积3．76万亩，水产品

总产3900万担，比1952年1148担增长239．72％。

水产生产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以天然捕捞为主，六十年代后期以后，逐步发展人

工放养，但产量很低，1982年渔业收入只占农业收入的1．63％。影响我县水产发展的主要问

题。一是粗放养，产量低，1979年全县养殖单产只有39斤，二是沿荡区的芦荡草滩，水位降

低露出水面，使一些渔类难以繁殖，捕捞资源明显减少，其次是农药的使用量增加和工业污

水造成水域污染伤害了水产资源。滥捕酷捕也影响了水产资源的再生发展。

三、农业机械化：

1982年底，全县共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18904马力，平均每3．85亩耕地有一马力。其中

排灌动力99258马力，占农用总动力的45．34％，现有农田全部实现了机电排灌。耕作动力

60299马力，占总动力的27．55％，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15．2亩。内有大、中型拖拉机118台，

手扶拖拉机4884台，实际耕作面积达70％左右。运输机械10409马力，占总动力的4．76％，

主要是水上运输。还有植保、农副产品加工机械39599台架。目前在排灌、耕耙、脱粒、植

保、粮饲加工等方面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但栽插、施肥、收割等还靠手工作业。

第三节 自然条件与成土因素

一、成陆过程t

本县位于淮河下游的一个湖积、冲积苏北平原区，经历了从海湾到泻湖，又从泻湖到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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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沧海桑田的变迁。在地质结构上，是长期沉陷的苏北坳陷带的一部分。大约在五、

六千年前，我县仍然是黄海的一个浅海湾。其上河在逐渐隆升为陆地的过程中，下河区仍继

续沉陷。那时候，古淮河口还在今淮阴以西。(如图1．-．-,2)。淮河是一条清彻而狭窄的河

道，水动力较小，携带的泥沙量不多，沉积不明显。在全新统后期，气温网升，河水又复上

升，海岸向西后退，这是第四纪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海侵，海浪直扑西部山麓附近。现

今的苏北平原当时成为一个宽广的海湾。后来由于淮河和长江三角洲都不断向东推进，海湾

退缩，同时东面又受海浪横向冲击，长江与黄淮河输往海中的泥沙经海流再搬运，在下河区

的东缘海底缓坡上，即现在范公堤的位置上，淮河的南岸沙嘴和长江北岸的沙嘴间，形成了

一南北走向的弧形脊状沙堤。随着沙堤的成长，和南北冲积扇连接在一起，三者逐渐衔接起

来，形成了四周封闭，而中部凹陷的地形，水流引积潴为大湖，才使这片残留的海湾而成为

泻湖。泻沏中局部地势高处出露水面较早，有人居住，苏嘴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即是

一佐证，但后囚新构造运动绽这里人类居住的陆地又被水复。由此可以推断，古沙堤即是新

石器时期的海岸线。本县串场河以东的沙岗就是在这一时期岸外沙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目前上冈等地的沙堤犹存，沙中含有大量的海生动物的贝壳等，这些沙岗土的形成约有五千

年左右的历史。唐朝(公元766年"v779年)李承筑捍海埝和宋朝(公元989---,1052年)，范

仲淹重修此堤(俗称范公堤)和明清朝挑挖的串场河就是在原古沙堤的基础上修建和开背的。

古泻湖形成后，堤西地区始渐成陆，新露地面处于沼}-f植被的发育阶段，积累形成了腐殖质

层。这就是目前在地表下的埋藏黑土层。根据盐城、伍佑之间发现汉代墓葬和战国时代的文

化遗址这一事实推断，堤西成陆时问距今可能在二千五百年左右。

l}／2_5’ooo。

图1～2 滨海海岸历史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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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夺淮以后，由于黄河带来了大量泥沙，沿途沉积改变了这里的自然景观，原有的湖

泊洼地为新的黄泛沉积所覆盖而成为埋藏黑土。据考查，黄河自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

132年)就开始夺淮由江苏入海，但由于每次时间较短，对苏北平原的建造影响不大，因此

原陆地表土为淮河冲积物和湖泊沉积物所覆盖。自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乃全流夺

淮至清咸丰四年(公元1885年)铜瓦乡决口黄河北徙改由渤海湾入海，其间661年，因黄河

改道夺淮，淤塞了淮河入海通道，再加上洪水决口和浸堤泛滥淀积，年复一年，较粗冲积物

的沉积于大湖的近岸之处，较细的浮悬于大湖的静水中，经久沉下，湖底逐渐高出水面，渐

而久之把泻湖堆积成陆，遂分成许多小池沼和无数新地。在低洼的中部遗留一系列湖荡沼

泽，后再经人类筑圩建堤，开拓垦殖，才逐渐成了今天这样的河湖交错，水网密布的碟形浅

洼平原。由于修建捍海埝，用以防御海水侵袭，这就加速了泻湖的淡化。河流和湖荡的沉积

过程，以及土壤的脱盐过程，从而发育成不同的土壤类型。

=，气候条件：

本县地处北亚热带边缘，是季风气候明显的湿润区，具有雨热同季、冬冷夏热、四季分

明的特点。光能资源丰富，热量资源优越，降水充沛，气候特点不仅适应于稻麦棉绿(肥)

的生长，而且对土壤形成和肥力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一)气温和地温。

1． 气温：本县气温地域性差异不明显。据1959,-．-,1980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14．3。C，高温年平均值为15．3。C(]961年)，低温年平均值为13．4。C(1969年)，两者相

差I．9。C。最冷月为1月份，常年平均气温为O．6。C，最热月为7月份，常年平均气温为

27．0。C，平均气温年幅差26．4。C。历年极端最低低温一17．0。c(1969年)，最高气温38．2。C

(1966年)。最低气温≤o。C天数平均为75．2天，最多的年达97天，最少的年份为54天，

≥35。C的高温日数平均为4．1天，最多的16天，有的年份没有出现。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0。C

的初日平均为2月7日，终日为12月20日，持续天数316．4天，其问的活动积温为5244．6。C、80％

的保证率是,5031．8。C，0。C以上的活动积温低于5000。C的为10年一遇。稳定通过3。C的初日

为3月3日，终日为12月2日，持续275．7r天，活动积温为5086．0。C，80％的保证率4821．1。C。

稳定通过12。C的初日为4月14日，终日为11月1日，持续202．4天，活动积温4390．2。C，80％

的保证率4350．0。C。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20。C和22。C的终日分别为9月,23日和9月"／4日，全

年平均无霜期223．6天，平均初霜日期为11月6日，终霜平均日期在4月4日。

2．地温：地面年平均温度17．8。C，比气温高3．5。C，地面温度变幅大，极端最高一般

都在60。C以上，1966年8月7日达67．9。C，极端最低一般年份都在一10。C以下，1969年2月

6日达零下20．9。C，高低变幅在,30。C以上。地下5,-．．20厘米深温度年平均在16．3。c～16．2。C，

比年均气温高1．9。C---2．0。C。最高月份为8月，平均为30．2"-'29．00C。最低月份为1月，平均

为I．80C"--'3．3。C。2、3、12三个月的地温低于／00C在3"-'9。C之间，4、10、11三个月的地

温在10"-'20。C之间，其余月份都在20。C以上，平均地温年变幅小于气温，全年各月地温比

气温高1．8"-'3．3。C，它们的垂直分布，10月到翌年2月随深度增加而升高，每加深5厘米平均

升高0．5～o．7。C，4月至8月随深度增加而降低，每加深5厘米平均降温0．4"0．5。C，3月和9

月上，、下层几乎无变化。本县范围内各地地温差异不十分显著，只有堤东的冈东公社，因土

壤为沙壤质，四月份地温回升，较其它乡迟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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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建湖县月平均气温、地潞的芙系

袭1"--2 建湖县各土层月平均地温和气温平均值
(1959～80年)

土 层
月 平 均 温 度

表1～3 不同土壤深度逐月温度变化 (。C)

土层 深度
————

(C 111)
1 2 3 4 5 6 7 8 9 l 0

0～5 1．7 4．1 9．6 16．5 23．0 28·030．931·525．4 19．0

0—一20 2．9 4．4 8．7；14．7 20．1：23．5f28．5 29．324．6 18．g

差 异 一】．2—0．3 0．9’1．8I 2．9’4．5 2．41 2．21 o．8}o．1

j2．2 5．9：16．2．．-．．．．～I．．，．．．．．．．一一1．1—1．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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