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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铜山县地处江苏省的北大门，与豫、鲁，皖三省毗连，紧紧环抱徐州市周围，扼津浦、

陇海之交汇，京杭大运河和黄河故道贯穿全境，交通发达；境内以黄泛平原为主，间插三片

低山丘陵，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古有楚汉相争，近有淮海大捷，是历来军家必争之地。

铜山县已有四千余年历史，早在汉代即为鼻天下九洲修之一，历称“彭城静、“徐州”和盔铜

山"，是历史名城和区域经济交流中心之一。县境平原辽阔，气候相宜，资源丰富，煤

炭，电力，钢铁、建材等工矿林立。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

生产步伐加快，农业生产稳步上升，乡镇工业蓬勃兴起’以农、矿产资源加工为主的地

方工业巳具一定规模。1984年稂食总产20．665826亿斤，人平1471斤以上；工农业总产

值达i0．656913亿元，入均分配758元，一个工农商相辅相成，齐步发展的现代化的城

郊型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铜山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和江苏省(1979)150号文件精

神，被列为全省十个试点县之一，于1979年8月开始，1982年11月野外作业结束，1984

年全部完成，经省，市验收合格。

这次土壤普查，是在省、市土壤普查办公室具体布署下，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

进行的。县建立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社(乡)，队(村)建立土壤普查领导小

组。全过程始终坚持领导、群众和专业队伍“三结合’’的形式，层层培训骨干，分期分

批铺开，以公社(乡)为基础，以田块为单元，从大队(村)做起。全县共挖剖面点

2161个，其中平原耕地挖了1886个(平均1338亩一个)，山地挖275个(平均1533亩一

个)，采地片土样(即农化样)1885个，采地块士样34181个(平均72．1亩一个)，所存土

样全部进行常规分析，共分析98415项次。最终编绘了671套大队的一图一书(说明书)，

40套公社的七图一报告和县的九图一志以及汇总表格25件，并进行了专题调查，完整地

建立了县，社，队三级土壤资源档案。

土壤普查期间，建立建全了县、社(乡)二级土肥科技队伍，县有常规化验室，有

些公社(乡)建有简易化验室。根据土普揭示的问题，坚持边查边试边用，开展了成果

应用，示范推广秸秆还田，因土种植、因土增施磷肥，按土壤类型建立土壤肥力监测

点，使普查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铜山县土壤志》是根据大量调查，测试数据i亡总梳理编写的，是土壤普查的结

晶。全书分十一章。概述了全县自然和土地资源。论述了全县土壤类型、成土过程、分

布特点、理化性状和存在问题，总结了成果应用的经验，提出了土壤分区改良意见。这

些都为全县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宝贵经验。

《铜山县土壤志》由县土壤普查办公室赵奎兴、时忠英、张晨字、马祥宇等同志编写，

高玉读同志在成果应用上做了很多工作。在撰写和反复修改期间，省、市{二；匀、有关同志参

予了修改。并得到土壤专家、教授席承藩、沈梓培、朱克贵等先生的斧正。在土壤普查过

程中，南京土壤所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省农科院士肥所和县农业局、水利局、多管局

等单位都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1987年5月

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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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概况与成土条件

社会经济概况

铜山县位于江苏省西北部苏、鲁，皖三省交界处、军事、交通和煤炭工业重镇徐州

市的周围。北纬34602'至34。35'，东径116。50'至117。457，北与山东省微山县、枣庄

市毗连，西、南两面和安徽省肖县、宿县、灵壁县接壤，东南、东部和本省睢宁县、。邳

县相邻l西北和本省丰、沛两县接界。总面积2838．2平方公里，总人口139．8万，是省

内的大县之一。境内交通发达，煤藏丰富、工矿林立、除县社工矿企业536个外，徐州

矿务局及省、市、外县所属的煤炭、电力、建材，钢铁、化工、轻纺工业造布全县。京

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呈十字形在这里交汇，海郑公路、京杭运河横贯东西；徐淮、徐丰

公路斜穿南北，小铁路、小公路密如蛛网，公路、铁路、航运均很发达。是江苏北部的

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经济条件，加之自然资源丰富，劳力充足，

所以县、社、队工副业发展较快，对农业支援较大。81年农、工副业总产值已达

56594．17万元左右(农业产值37471．17万元、工业产值19123万元)。粮食总产13．96亿

斤，棉花总产2475．98万斤，油料总产1118．57万斤。上缴国家粮食2．84亿斤，棉花

2400万斤，食用植物油296万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千斤，向国家交售214斤。人均收入

120．65元，口粮618斤。社员家庭副业近年发展亦较快，农民生活富裕。

全县现辖40个公社(场)．、707个生产大队、5185个生产队、332853户、农业入口

136．7万、农业劳力580905人。农业耕地统计数为2：55697亩，普查查明为2524256．4亩

(以下耕地面积均按普查数)，人均土地1．8亩，每个劳力负担i．35蠡。

二， 农业概况

由于铜山县地处军事要地：解放前反动政府统治特别残聒，加上苛滔杂税和战争破

坏，严重损害了农村生产力，水利失渗、灾害频繁、农业产量很际，解放前夕，亩产

仅150斤左右，多数一年～熟，农民生活贫困，经常逃荒要茇。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铜山县入民以极大的热情稿干劲全面治理山河

田地，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戈田建设的提高和’戈业科学的发

展，农业发展更快。在水利建设方面先后开挖、整治了京航、不老、房≯、郑集等主要

河道及一些申，小河流、建设了崔贺庄、王月铺、白马湖、大龙口、六堡等8座平原水

库和30余座山区小水库，新建运南灌渠和大型沟渠数十条，建设大型机电翻水站4座，打

机电井4546跟，小型机电翻水站和中小型沟渠互罗网布。茨全县大部分地区形成排灌系

统，有效灌溉面积达112．4万亩，基本上解除了旱涝之忧。农田平整和排灌能力大大增



强。普查统计在全县的2379751．7亩集体耕地中，成方平整，能排能灌能降的面积有

103．5万亩、占总面积的43．5％；土地平整、能排能灌、但保I正率较低的有41．9万亩、

占总面积的17．6％，平整和排灌程度稍差的有65．28万亩、占总面积的27．4％；不平整，

排灌力差的有27．3万亩、占总面积的11．5％。农田建设水平的提高大大改善了土壤环境

和农业发展条件，促进了农业发展。

铜山县过去是杂粮旱作地区，以小麦、大豆为主。六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水利条

件改善逐步扩大旱改水，水稻和小麦成为主要作物。目前， 比较稳定的水田面积为

478341．8亩，旱田1166658．6亩，其余为水旱田或水浇地，相对稳定的一年两熟田面积

为85万亩，一年一熟田为47．6万亩，其余为两年三熟田。熟制总趋势仍在向两熟发展，但

土壤普查发现，目前还不具备提高复种率的土壤肥力条件，已着手合理调整控制。冬小

麦是传统的大宗稂食作物，近年面积稳定在130万亩或稍多一些，水稻主要分布在微山

湖西沿湖平原和京杭运河两侧平原，近年面积60万亩左右，但常因气候和水源而面积波

动。除此之外，棉花、山芋、玉米也是主要作物，棉花遍布全县，近年18一19万亩，仍在

扩大，山芋玉米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区和水源不足的黄泛平原，山芋40万亩左右，玉米

15—35万亩左右(因水稻面积变动而变动)。大豆每年约种20万亩上下，分布零散。近

年来油菜面积扩大、花生面积恢复，但集中于部分公社，面积分别为2—3万亩和5—

6万亩，占比重不大。粮棉产量自解放以来，虽曾数次徘徊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不断提

高，尤以六十年代中期和近五年增产幅度较大。81年粮食平均亩产达680斤l棉花平均

亩产达146斤，粮棉总产年增长率近年均达3—5％左右，商品比值也增加较快。

林业生产近年恢复发展较快。成片造林45万亩，林木复盖率达lo．9％，宜林荒山荒滩

荒地已绿化70％，农田林网占可建面积66％，但林木较疏，、幼令树比例大，效益还不理

想。近十余年来，经济林发展迅速，现面积为52015．4亩。主要是水果、千果、桑、条。

果园面积达4．24万亩，成为省内的水果产地之一。

全县大家畜现有77296头，其中役畜58656头，数量有减少趋势。小家畜和家禽饲养

量近年发展很快，1982年生猪饲养量达60．4万头，年末圈存35．8万头，平均每户养猪

1．1头j羊年末圈存量为23．4万头，其它小家畜，家禽数量激增，不仅丰富了徐州市和

全县的肉、蛋供应，而且提供了大量外贸和国内调剂的商品肉、蛋。

施肥水平总的说还比较低，除秸杆还田近年迅速增加，总量达10亿斤以上，亩用量

达300斤左右外，绿肥面积急剧减少至16万亩左右(76年达56万亩)，农家粪肥和土杂肥

平均亩施2．5方左右，有机肥量较少。化肥施用量近五年增加很快，1981年施用量达

18．3万吨，平均每亩耕地达145斤左右，其中磷素化肥因普查以来大力推广因土增施磷素

而增长速度较快，平均每亩施用量已由过去十余斤增为1981年的38斤。氮素化肥达13．6万

吨，占化肥总用量的74．7％。钾素化肥用量较少。

农业机械化装备和农用电力近十年来增加较多，1981年农村用电量为8339万度，农

业机械总动力为41．88万马力，其中耕作机械总马力18．64万，灌排机械总马力15．2万。

农田水泵达7454台，运输汽车和收获脱粒，农产品加工机械也增加较多。相当一部分

社、队机械化程度较高，机耕总面积已达170万亩。

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社、队群众性科技活动基础较好，十分活跃。目前全县共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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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业科技人员113人，公社普遍建立了技术推广站，农科站，种子站，有160名经省统

考合格的农民技术员。大队普遍配备了农技员，科技户越来越多。农民群众学习农业技

术的积极性很高，除了千人参加业余广播学校学习外，很多社队都办起了业余技术夜

校。不少社队还办起了植保公司和植保专业承包制，全县已有25个公社农作物种子80％

以上实行统一耕种，科学种困活动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 。

自然条件和成土因素
一、地形母质及其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铜山县处于黄淮海平原的南缘，是黄泛冲积平原和鲁南、宿北的插接地带，地形复

杂。地貌特征以平原为主，兼有低山丘陵和微山湖湖滨洼地。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

低。平原真高26．6米至39．2米，坡降1：7000—10000。低山丘陵区有450个山头，一

般高100—200米，真高200米以上的约有25座，最高的是大泉公社大洞山，真高361米。

由于地貌类型，水热状况的不同和成土母质的差异，因而发育着各种不同的土壤。

(一)低山丘陵。低山丘陵大地构造单元属于华北地台东南部徐州凹陷带，山势较

低，基岩几乎全部裸露，出露地表的主要是震旦系和古生界寒武系一奥陶系的各种灰

岩、页岩、白云岩。燕山期侵入岩分布零星。三堡一徐州一贾汪一线以东几乎全部为基

性岩，该线以西，利国，斑井一带主要出露的则为中酸性，酸性的各种岩石；超基性岩

分布在利国附近的凤凰山、大成山。

山区地貌的发育，密切受地质构造和岩性的控制，山脉多为东北西南走向。整个山

区多属剥蚀、侵蚀的低山丘陵，山体多数呈馒头形，且因黄泛冲积影响而呈孤岛状，群

众称之为“卷腿山"。岩性多为石灰岩、页岩组成，少数地方也零星存在紫色砂页岩，辉绿

岩和石英岩。在山的中上部，坡度大予30。的一般植被较少，温差变化大，风化强度大，

侵蚀重，多发育为砾石土或薄层山红土。山的中下部，坡度一般仍较大，坡积物为主，

土层虽厚但侵蚀重，多发育为山红土。山脚缓坡多为坡积一洪积物，土层厚，水湿条件

好于上部，铁的氧化物经水化作用而土色变黄，称为山黄土。山前平原大面积分布着洪

娶物经长期耕种熟化发育的山淤土，土层厚，明显受地下水影响，±壤养分含量高，是

山区较肥沃的土壤，因其和黄潮土相接，所以有些地方的山淤土受潮土影响。

东北部山区低山间存有较宽阔的谷地。由于古代河流，湖泊及山水泛滥汇聚，有些

地方长期积水，形成沼泽，又由于水流搬运的黄土性物质沉积，发育成砂姜黑土。另

外，由于局部地方存在紫包砂页岩和辉绿岩，因此在山体下坡和山脚零星发育小面积的

紫色土和蓬砂土。这三种土壤因成土过程中受其它母质的影响，存在掺杂现象，所以理

化性状常可见灰岩母质的影响。

(二)平原。系第四纪黄泛冲积物。由于黄河改道多次决口，因此在原有土壤上沉

积复盖了数十厘米至数十米的黄泛冲积物，构成潮土的发育基础。黄河故道由西北向东

南蜿蜒斜贯县境，形成黄泛平原的高滩，河漫滩，背河洼地和微斜平地等地貌单元。高

滩地真高32—44米，于微斜平地相对高差4一lo米，平原地下水位一般在1．5米左右，

土壤富含碳酸钙，因母质，自然气候和地下水的影响，普遍存在盐渍化的威胁，所以存

在相当数量的盐碱化潮土，多与沙土，二合土插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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