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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土壤》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门化著作。书中较详尽

的论述了我市主要土壤的类型、‘分布、障碍因素和养分状况，收集整理

了省内外土壤肥料研究成果及我市农民群众认土，用土、改土与养土的

经验，并将其提高到理论上进行了初步分析。它是建国以来，我市土壤

方面内容比较丰富、系统，且具有实用价值的一本好书。

四个现代化中，实现农业现代化最为艰巨。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

先要做到科学种田，所以认土、改土，根据土壤特性确定利用方向，采

取合理的耕作制度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开封土壤》

重点论述了我市各土壤类型的发生发展过程、理化性状、农业性状以及

低产土壤的成因和利用方向。使我们对于开封市土壤的宏观与微观特性

有了较深入、系统的了解。书中虽然论述的是土壤，但其揭示的有关原

’理及其规律性，对我市发展农业生产和科学种田，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
●

’

义。
。

我市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仅2亩左右，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且由于历

史上黄河在市境多次泛滥，造成我市土质瘠薄，低产土壤面积大。所以

当前和今后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放眼在提高现有耕地肥力以相应提高单产

这一方面。这是发展我市农业生产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开封土壤》对

农民群众长期耕作栽培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培肥改土经验、科研资料和不

同土壤类型的科学施肥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与总结，对大量的土壤化

验数据，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提出了根据土壤农化特点、作物特性以

及肥料种类和特性的经济施肥技术、改土培肥措施。这一切都为加快我

市低产田改良和科学施肥工作提供了依据。

《开封土壤》一书涉及的学科广，内容复杂，又是首次尝试，许多



资料尚需充实和提高。但尽管如此，它是我市参加此项工作的领导、科

技人员和农民群众共同努力得来的，它对于我市从事农业工作的广大干

部、科技人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对进一步促进我市农业生产的

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开封市副市长

7如，
》

1990年3月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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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舌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普查是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的一

项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农、林、牧业以及多种种植业的重要手段。

建国以来，开封曾几次组织荒地、盐碱地的调查以及60年代前后的

土壤普查工作，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治理旱涝碱灾害，提供了

大量的科学资料。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化肥用量日益增大，就必须不

断了解土壤肥力情况，特别是当前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的

深入开展，对土地条件的了解要求也愈来愈高。为保证农业生产稳产而

高速度的发展，开封市根据国务院(1979年)1II号文件和省指示精神，在

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几年来在

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技术人员、

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五县一郊的土壤普查任务和开

封市普查资料的整理汇总工作。初步统计全市市，县、乡各级领导参加此

项工作的有13 1人，从事外业、内业科技人员达485人。显然因此，开封

市普查任务的完成并在土壤成果应用方面取得的初步成绩，是在各级党

政领导高度重视下，全体同志们艰苦奋斗得来的。

此次普查是以乡为基础，以村为单位，以耕地土壤为主要对象的大比

例尺土壤普查鉴定工作。为严守技术规程，确保普查工作质量，开封市．

是以专业队方式逐县进行的。普查工作共历时八年，基本上分两步进

行，19 80年3月到1986年5月主要完成了县区土壤普查的外业和资料整

理汇总，从1986年9月转入全市土壤普查的资料汇总工作，此任务两年

完成。

全市普查土地面积63 1 1．72平方公里，其中土壤面积为76 3．68万亩。

挖土壤剖面8332个，打钻孔45029个，取土壤纸盒标本83 32个，整段剖面



16个。拍摄剖面和景观照片85张，取农化样5247袋，化验分析诊断剖面

378个，取盐碱地地下水样151个。通过普查，市属五县一郊，都分别编

绘了本地的土壤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养分图等八种成果图及

各乡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各种图件328份和图件说明书，专题报告49份。并

编写了县区土壤志一书。本着边普查边应用土普成果的精神，各地在查清

：当地土壤养分丰缺．土壤障碍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案和施肥

措施。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

术规程”要求，编绘了各类图幅八种，撰写了《开封土壤》一书， 以及

《开封土种志》、《成果应用汇编》等资料。

≮开封土壤》共分八章，着重阐明了开封市土壤的形成条件、土壤

分类与分布，土壤性态特征及土壤肥力状况。书中还论述了全市农业生

产存在问题和建议，低产土壤的障碍因素和改良措施以及土地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和土壤污染及其防治等方面问题。在编著过程中，李相军、

李殿柱、耿振荣等同志，日以继夜、伏案疾书，殚思竭虑对每项资料，

每一数据细致分析，为此书编著付出了智慧和汗水。

河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领导同志、河南省农业大学、南京土壤研究

所、河南省测绘局、河南大学地理系对本书给予多方面支持与指导。市

水利、水文、气象、林业、统计、地质、城建等单位，提供了大量资料。

谨向以上单位和资料作者的专家、教授特志谢忱。．

承蒙张俊民、张景略、刘凯、邱克昌、郦汴友、陈万勋、郑长训、

秦宏德、朱喜梅、申胱、白丽娟、柳殿梅等专家、教授和领导的审阅，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魏克循教授，刘文汉高级农艺师对本书进行了全面审阅和

批改。
’

由于编著水平所限，对调查、化验资料分析科学系统归纳不够，本

书多数章节虽几经修改，错误和缺点也势所难免。敬希领导和同志们批’

评指正。



凡 例

一，《开封土壤》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开封土壤的宏观及微观特

性的资料性书籍。本着“为制订农业区划，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提高科

学种田水平提供措施和依据，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实现农业现代化服

务”的目的，记述内容，力求突出开封土壤资源的典型、分布，肥力、

性状、优势以及各类低产土壤妨碍农业均衡增产的因素为重点，为建立

高产稳产、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体系，为早日实现开封农业现代化服

务。 ．

二、本书分八章。章编顺序号，节每章中编顺序号。书中有关名

词、符号、术语等尽可能符合通用与科学的精神作了统一。

三、本书一般采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书中取用的数字一般

断至1985年底。书中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以及各类土壤资源面积等，系

第二次市十壤普查数。

四、面积按市制计量单位，重量或容量按公制计量单位。氮、磷、

钾含量均指纯N，P、K，引用的数据或史实按原貌。

五、区域概念。“开封市”、“本市”包括城区、郊区和市辖开封、

兰考，杞县、通许、尉氏各县；农业行政区是指郊区和各县； “城区”

是指城区四个区。

六、《开封土壤》中的“建国”特指中l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

前后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解放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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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行政区划

一、自然条件

开封市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下游大冲积扇的南翼，是黄河南泛和

淮河北岸支流冲积而成的黄淮平原的一部分。东连商丘地区和山东．南

接周口地区和许昌市，西邻郑州市，北濒黄河，隔河与新乡市遥遥相

望。
，

在经纬度位置上，南起北纬34。11 743”，北抵北纬35。11’16”，南北

直线距离91．6公里；西起东经1 1 3。52
7

5”，东到东经1 1 5。15
7 38”，东西

直线距离127．2公里。全市土地面积6311，72平方公里，折合946．76万亩，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78％。全市土壤面积763．68万亩，占土地面积的

80．66％。其中农用耕地662．57万亩，占土地面积的69．98％。

全市分属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黄河

携带的大量泥沙与淮河水系的沉积物交错叠置，对土壤母质的类型与分

布、地下水活动以及土壤的形成与组合特征，都有着很大影响。

开封市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积温高，无霜期长，水热光等气候资源

丰富，可以一年两熟。全市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工交和商业发达，为

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本市也存在着一些限制因素，

主要是春旱夏涝，沙土盐碱，灾害频繁，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

是中低产田面积大，产量更是低而不稳，三十多万亩洼涝盐碱荒地尚待

开发。实践证明，抑制或根除这些限制因素，开封市的优越自然条件和丰

富的农业资源，即可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二、行政区划
：

(一)开封市建置沿革 。

开封历史悠久，可上溯夏、‘周。夏： (前2l世纪一前16世纪)第七世

帝杼五年迁都老丘(今开封附近)历经六世。春秋时，开封为卫国仪邑



(战国时称大梁)。公元前八世纪前期，郑庄公在郑国东南筑城，命名

“启封”，此即开封故城。今日的开封，就是由仪邑、启封发展演变而

来。战国属魏，汉分属陈留、河南郡。东魏属梁州。北周以城临汴水，改

名汴州。后梁为东都开封府，后晋改名东京开封府：后汉、后周、北宋

仍之。金称汴梁路，后改南京路。元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t卞梁路总管

府。明、清置开封府。19 12年废府存县，为河南省省会。1948年解放置

开封市，仍为省会。

古都开封在本市西北部，简称汴。这座古城迄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

的历史了。开封古时称为大梁。这里曾经是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

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的国都，所以开封号称“七朝都

会”，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卅合称为我国六大古都。它也是

我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史书上早就有“一苏、二杭、’三汴

州”、 “汴京富丽天下无”等诗句，都生动描绘了古都开封豪华盖世的

繁荣景象。尤其是北宋时期，东京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比“汉唐

京邑、民庶十倍”。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

上最繁华的名城之一。

光辉灿烂的历史为古城开封留下了许多的名胜古迹。铁塔擎天摩

云，龙亭丹碧生辉，相国寺、禹王台，延庆观．山陕甘会馆等名建筑，

也都布局巧妙，巧夺天工。全市已有一百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

列为全国甲类开放城市和中原地区旅游城市。随着宋都御街、包公祠、

碑林等名胜的重建或修茸，古都开封将吸引更多的中外宾客慕游胜地。

(二)开封市现行的行政区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河南省省会迁移郑州。开封故城为

开封市政府和开封地区行政公署驻地。1983年撤行署，实行市带县体

制，开封市辖四个城建区，一个郊区和兰考、开封、杞县、尉氏、通许

五县。实行以市管县，这是我国市级行政区划的新形式。·市管县不仅密．

切了城乡关系而且将有力地带动地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郊区、开封县、杞县、尉氏县、通许县和兰考县是农业行政区。辖

93个乡(镇)，21 28个行政村，4528个自然村。全市总人口372．2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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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人口327．2万人，占87．9％．男、女劳动力分别为72．7万人和

62．8万人。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2．1 2}9。 (见图I一1开封市政区

图)
‘

第二节 农业生产及经济概况

农业生产的全面增产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建国以来，开封

市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改善r农业生产条

件，农业生产，其中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党的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

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面发展。19 85年粮食总产达134．62万

吨，比19 76年增长77．7 70；平均亩产195．5公斤，比19 76年增长82．7％。

棉花总产5．47万吨，．比19 76年增长7．2倍；亩产平均48公斤，比19 76年增

长2．2倍。油料总产1．159万吨，比19 76年增长19倍；亩产平均102．5公斤，

比19 76年增长5．03倍。农业总产值1221 56万元，比19 76年增长I．51倍。

年递增率为10．8％。1985年全市人均占有粮食达400公斤以上，是1949年

．人均占有粮食200．5公斤的两倍多。基本上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

问题。

粮食作物的构成中，主要是小麦、玉米、薯类、大豆、水稻等。

一、小 麦

小麦是开封市主要粮食作物。1985年同19 77年相比，种植面积由

293．37／亩扩大到405万亩；平均亩产由9l公斤提高到232．5公斤；总产由

26．72万吨提高到94．15万吨，占全年粮食总产的69．9％。农民对小麦的

生活留量由六七十年代的十几斤．百十斤猛增到五六百斤，达到了一季

小麦保全年。小麦在有水利条件下可以高产稳产，增产潜力大，且可提

高复种指数。但是小麦主要生产期正是干旱季节，产量构成因素中，灌

溉和自然降水占有重要位置。在旱地和水源不足、灌溉条件差的地区，

小麦需水与当地水源之间矛盾很大．产量低、成本高。

二、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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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本市仅次于小麦的粮食作物。1983年播种面积和总产分别为

152．4万亩和34．08万吨。在玉米的播种面积中，绝大部分是夏玉米，在水

肥较好的县、乡，小麦一玉米构成的一年两熟制相当普遍，具有较高生

产水平。玉米是高产作物，目前平均单产仅225公斤左右，‘今后随着施

肥和水利条件的改善以及高产品种和新的栽培方法的推广，玉米产量将

迅速得到提高。

三、大 豆
．，

大豆是养地作物，茬口好，营养价值高。小麦一大豆一年两熟是开

封市很有前途的一种轮作制j 1980年以来，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82年

种植面积1 1 4．44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12．9％，总产81．8 3万吨，单

产71．5公斤，低于全省水平。主要原因仍然是重粮轻豆，水肥条件差，

管理粗放等。

四：红 薯

红薯是高产粮食作物。红薯生产在开封市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

位。全市常年红薯种植面积55万亩左右，平均单产鲜薯1400公斤。面积

和总产各占秋粮总面积和总产量的20％以上，单产稍高于玉米单产。红

薯用途广，不仅可以食用，而且也是畜牧业的良好饲料，又是轻工业的

重要原料。近年来随着小麦、红薯套种面积的扩大，红薯单产提高很

快，鲜薯亩产万斤，屡见不鲜。今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和新品种、栽

培技术的推广，开封市红薯增产潜力还很大。

五、棉 花 ，，

棉花播种面积自1978年至1985年逐年增加，由．43万亩增至114．2万亩．

亩产从11．5公斤提高至1J48公斤，总产由79 30吨，增加到54675吨。1985年

全市出口棉花1．47／吨，创外汇2000万美元。开封市自然条件适于植棉，

可种中熟和中晚熟品种。、水肥，劳务配合较好，适于麦棉套种两熟。根据

棉花生长需水规律，也与本市降水季节变化期一致，但开封市又是主要

粮油产地，为争取粮棉双丰收，今后应进一步安排好粮棉种植比例和种

植方式，提高植棉技术，促进棉花优质高产。

六，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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