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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这是对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传统的、本质的认

识。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土壤资源将不仅作为大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被看作大

气圈、生物圈、水圈和岩石圈相互作用的产物。土壤圈处于地球各圈层的界面，是地球及其空

间各层中最活跃、最富生命力的圈层。它对人类生存及环境变化起着重要影响，是人类赖以

生存，永续利用而又不可再生和替代的宝贵资源。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充分发

挥土壤资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从70年代末以来开展的第二次土壤普查，目的

在于查清土壤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因土种植、合理利用、因土施肥和因土耕作提供科学依

据。时至今日，作为土壤普查成果，宏观上已达到探明土壤资源分布规律、利用现状、数量和

质量及其评价等要求，为国民经济调控和解决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粮食矛盾提供了可靠的

根据；微观上为指导科学种田，科学施肥，中低产土壤改良和高产农田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

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反映在乡、县、市、省各级圆满完成第二

次土壤普查任务，并由下而上逐级汇总、提炼升华，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而且在普查中十

分重视查以致用，积极开展成果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说，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

查汇总形成的《江苏土壤》、《江苏省土种志》、江苏省土壤分布图等大量图件和汇总资料，在

江苏省是前所未有的。以《江苏土壤》而言，它全面地论述了江苏全省土壤分布的规律、类型、

数量、理化性质、养分性状、利用现状、土壤潜力和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土壤问题作出了全面的

评价，对全省土壤区域开发治理、农田基础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此外，《江苏土壤》在以下

几方面的论述鞭辟入里，颇有见地。

首先，以土壤分类的新思想，将全省土类、亚类、土属的理化性状和形态特征作了详细归

纳，并赋予定性和量化指标，以检索表的形式，高度概括了土壤个体单元的属性，为建立和完

善土壤分类系统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土壤分类是土壤科学水平的体现，是土壤调查制图

的基础，又是因地制宜推广农业技术的依据，也是国内外土壤信息交流的媒介。通过第二次

土壤普查的实践，把丰富多彩的土壤资源进行系统分类，不仅充实土壤科学内容，而且对农

业生产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例如：黄棕壤与黄褐土，原来划为一个土类，通过大量资料

分析，明确划分为两个并列土类，这样既阐明了成土过程的差异，也为生产应用指明了因土

种植，因土改良的不同方向。

其次，根据江苏以水田为主的特点，对水稻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区分出6个亚类，

每一个亚类都作了氧化铁不同形态的分析和其它有关项目的测定，以求出各亚类的发育度

量值指标。

第三，首次提出“地块”、。土壤肥力”、“地力级差”、。相对级差”和肥力建设的新概念。江

苏是一个高度集约栽培的农业发达省份，经长期农业经营利用而形成的农田生态样块称为

“地块”。这一农田生态样块的综合产出能力称“肥力”。产出能力的差异性，形成“肥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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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因地制宜不断提高改土培肥技术水平，增加合理投入，使肥力相对级差缩小的措施和强

化建设手段称“肥力建设”。这一系列新概念的提出，为江苏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科

学依据。

第四，根据江苏农业发展特点，系统地总结了土壤耕作改土培肥的丰富经验。在掌握全

省各类土壤基本性状的有关障碍因素，结合改土培肥科学试验的结果和群众多年改良低产

土壤综合改良模式，为各地改土培肥提供了范例，并已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从土壤内部微观

性状入手，结合外部地形环境和水文条件等宏观因素的研究，吾0析了高产稳产农田诸多因素

中必须建设的若干要素，作为高产稳产农田建设的标准，从而在江苏全省形成了以中低产土

壤改良、吨粮田建设为中心内容，充分发挥土壤资源开发利用优势与保护并举，朝着农村生

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成为建立现代化农业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深入探讨了不同土壤生态区土壤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方向和途径。人口一资源一

环境一粮食的矛盾，江苏尤为突出。全省每平方公里667人，人均耕地1．01亩，耕地后备资

源严重不足，是全省农业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而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更

加尖锐。如何缓解社会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今后全省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发展的

关键。其途径主要是将尚未利用的资源进行外延开发。已经利用的资源深度开发和多层次

利用。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依靠资源利用的合理配置，通过工程的、技术的手段，形成新的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致富一方人。

江苏省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但也不是毫无潜力可挖，例如沿海滩涂潮上带滩地和堤

内荒地214万亩，其中堤内已围未利用或工程未配套，有待进一步开发的近90万亩；近期适

宜围垦的还有60万亩，此外内陆荒滩近260万亩，荒山近70万亩，荒地155万亩，可以进行

外延开发。现有农田土壤改造仍有较多的潜力，全省6100多万亩中低产土壤，通过治理改

良，粮食年亩产提高一个等级，粮食增产潜力可达610万吨，此外，高产农田的建设和低产变

中产，中产达高产，粮食增产潜力可达900万吨。当然，这仅是潜力，要逐步实现还有许多困

难，甚至还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只要增加合理投入，深度开发的潜力是很大的。同时，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要求提供充足的农产品，还要求其品质优良和高效的单位产

出。因此，一切问题又回归到一点，即必须深入了解所有自然资源性质和特点，掌握其内在规

律与相互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开发。而《江苏土壤》、《江苏省土种志》这一具有最新水平的

区域土壤专著，可以从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提供因地制宜挖掘开发潜力最为详尽而有益的

资料，这是当今基础性科技文献中功夫最为扎实的成果。而其成果应用，又可以取得立竿见

影的效果。从一个省的范围来看，轮作轮耕制度的调整，因土施肥的开展，都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次土壤普查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认真应用土壤普查成果，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其农村经济发展也是最为兴旺。

毋庸讳言，土壤普查中形成的个别观点论述尚有待商榷，但就整个成果而论，毕竟反映

了一个时代的状况，而成为历史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断面勾勒，瑕不掩瑜。经过全省各级领导

精心组织、实施，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完成的宝贵成果，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

而广泛的应用，必将在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席承藩朱克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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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是根据国务院E19791111号和江苏省[19791150号文件精神，在

省委、省政府亲切关怀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于1979年试点，而后在全省铺开，历时12

年，查清了全省各类土壤的数量和质量。共计化验258万项次，获得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编印

出版10．75万幅图件，县、市各出版了20一50万字的土壤志，共约2240余万字，为全面完成

本次土壤普查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自下而上的逐级汇总，省级汇总成果有：《江苏土

壤》、《江苏省土种志》、《江苏省土壤专题调查与研究》、《江苏省土壤资源区域开发与改良利

用》，编绘了江苏省土壤分布图等系列图件17种，汇总立档资料778卷(套)。以上系列成果

于1991年5月通过国家验收和部级鉴定。

《江苏土壤》是本次土壤普查的重大成果之一。它以这次土壤普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

资料为基础，引用、吸收、消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与群众识土、用土、改土、育土的经验融为

一体，紧密结合生产实践，对江苏土壤的发生、发育、分布、分类、理化性质、生产性能等自身

特性，密切联系江苏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对全省土壤资源的开发、治理作了全面、系统的

论述。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广泛的群众性，强烈的生产性。江苏省第二次土壤普查以“紧密结

合生产，查以致用，既服务于宏观决策，更致力于生产上微观应用”的指导思想，贯穿全书。

《江苏土壤》的全部数据，都来自全省每一个地块(苏南、苏中30一60亩为一个地块，淮

北80一120亩为一个地块)。全省共挖土壤剖面322239个、化验地块样76270个、微量元素

样8263个、肥料样6643个、水样21613个，共2581607项次，获得各类基础数据581万个。

其中，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组织专人在全省采集250多个剖面，省土壤技术中心卢浩培、叶奕

秀、吕玉萍、邹凤珠、刘长华、王振福、刘林旺、陈志龙、倪锡林、高志刚、王勇、朱莲、高芹、张晓

宇等同志分析样本4万余项次作为本省土壤论述的重要依据。

全书分四篇，共17章。第一篇为地理环境与成土因素，分别以区位特征、成土因素二章

阐述。第二篇3～10章，为土壤类型各论，阐述了土壤分类、土壤分布和15个土类。第三篇

为土壤性状与肥力建设，从11章至15章加以论述，第四篇为16至17章阐述全省土壤资源

开发与区域治理。

本书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解剖分析法和高屋建瓴透视法，对全省土壤普查所

获得的基础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群众培肥、改土的历史经验，纵梳横理，广征博引，伐骨洗

髓，汰粕取华，纵横捭阖，融会贯通，从土类～亚类一土属一土种，逐一反映各个分类层次的

共性，又突出各自的个性f既有中心定义，又有边缘概念，客观地显示其全貌。

《江苏土壤》对全省的土壤分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一是将全省15个土类、34个亚类、

97个土属和212个土种，按土壤分类谱系编制成《江苏省土壤分类系统检索》。从土类一亚

类一土属一土种，简要注明各自的分布地域、地形部位、成土母质、土体构型、理化性状、生产

性能等，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区别，供生产上检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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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根据大量剖面观察资料，特别是对北亚热带中、酸性基岩风化物-9黄土母质上发育

的土壤对比分析，将两者明确区分，前者划为黄棕壤，后者划为黄褐土。不仅反映了成土过程

的差异，而且为生产应用指明了因土种植、因土改良的不同方向。

三是通过对三类不同母土发育的水稻土的系统分析，尤其是经过对土壤氧化铁四种不

同形态的测定，明确了水稻土剖面发生层的分异与由于植稻农事活动影响而导致的土壤中

氧化铁的晶化与活化密切相关，得出土壤游离铁中无定形铁与晶质铁的比值(简称“晶胶

率”)及其层段系数，并以此作为鉴别水稻土发育程度的较好指标。晶胶率层段系数在剖面中

的分布特点，不仅可把水稻土与起源土截然分开，而且还可以用来区分水稻土的各个亚类。

这些探索性成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土壤分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江苏土壤》系统地总结了群众改土培肥的历史经验和土壤普查过程中边查、边试、边用

的经验，为全省土壤的改良、培肥和区域性开发、治理，提供了生产实践的佐证，充分显示了

土壤科学面向生产实践的强大生命力。

《江苏土壤》对土壤肥力评级中发现的肥力级差，从土壤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两

个方面，历史地、科学地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新中国成立前的1500多年，我省的小麦、水稻的

单位面积产量仅提高了一倍左右，而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通过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的投入，土壤肥力迅速提高，目前我省三麦、水稻的亩产量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倍，乃至

10多倍。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土壤的重要影响。据此，本书对江苏土

壤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区域治理，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对策。

《江苏土壤》是全省各级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和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努力，用汗水浇灌的结

晶，共同劳动的成果。书中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不仅反映了广大土壤科学先驱者在江苏大

地辛勤耕耘的轨迹，同时也表明前辈们孜孜以求、严谨治学的科学风范，成为后来者学习的

楷模。这次土壤普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江苏农学院的诸多学者、专家、教授的热忱关心和大力支持，不吝提供真知灼见的宝贵资

料和研究成果，充实本书，使得《江苏土壤》增色不少，尤其是席承藩、l沈梓培l、朱克贵等专

家、教授的悉心指导，对江苏省土壤普查能够顺利开展，圆满结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以

老一辈科学家恢宏大度的品格，殚精竭虑，为本书出版呕心沥血，字里行间无不浸透他们的

拳拳之心。农业部张世贤教授，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章士炎、陈玉舟、辛竞等高级农艺师，中

国农业科学院黄鸿翔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马同生教授、南京土壤研究所周明枞研究员和杜

国华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罗汝英教授等先生，均为本书审阅润色。承蒙凌启鸿教授的厚爱，

为本书封面和内封题写书名。在此，向所有关心本书出版、为本书提供资料文稿和作出贡献

的同志一并致以深切谢忱。

本书出版过程中，许多县先后改为市级建制，难免出现市、县混用和新旧名称兼有。如原

南通县现已改为通州市，原邳县现已改为邳州市。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一

编 者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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