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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台∈叁
器哆 商

微山县土壤普查是根据国务院(1979]1 I 1号文件精神和省，’j

地统一布署，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要求进

行的。于1982年2月开始，经过物质准备、技术训练、野外调查、．

化验分析、资料汇，鬯．五个阶段，至1 982年9月基本完成。1983年7

月与1 1月地区和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先后对我县土壤普查工作进行了

全面验收，质量标准达到《规程》要求，颁发了“土壤普查成果验

收合格证书”。

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土壤普查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实施这项工作的开展。公社(镇)建立了

·土壤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本社(镇)的土壤普查。济宁行署农业局

抽调9个县的技术骨干18A，组成技术顾问组、化验组具体帮助指

导。参加这次土壤普查的工作人员全县共I 64人，组成I 6个野外调

查专业队，一个化验队，承担了这次普查任务。

全县普查总面积951969亩，其中陆地面积756869亩，退水湖地

195100亩(湖水面没进行调查)。共挖主要剖面1030个，定界毫《K 1

2581个，取农化样739个，水样241个，对2400个样品进行了12)1、项

目的常规化验．计28900多项次。做物理测定30个土种75个土样．

参照省测绘局提供的1／3．2万的航片，公社级除南阳、侯楼两社不

便成图外，其余I 4处公社(镇)均绘制了1／万的土壤图、土壤表

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布图五种成果图和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

状、潜水埋深及矿化度、土壤肥力、土壤评级五种草图，并编写了

公社(镇)级土壤普查报告。县级汇总除完成上述图件外，还增绘

了三种养分图和行政图·，共14种图300余幅，编写了《微山县土壤

志》和《土壤普查简明报告》。同时对全县的典型剖面、主要剖面、

定界剖面的标本进行了分类编号；对野外调查，室内化验资料及各

种图件进行了立案归档，建立了档案室。

《微山县土壤志》的编写，是在汇总全县土壤普查成果的基础

上，参阅有关资料编写的。全志共分八章，概述了微山县自然条件

和人为生产活动对土壤发生发育的影响；阐述了各类土壤的形成，

特性及分布；评述了各类土壤的理化性状、生产性能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了因土改良、因土种植、因土施肥意见。

我县土壤普查工作，曾得到省、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和技术顾

问组的直接帮助，同时本地区各兄弟县也派员参加了这次普查，给

予很大支援，在此表示谢意。

本志于1 983年4月完成初稿，7月完成第一修改稿，1 1月经

省、地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组审定后又进行第二次修改，最后送济宁

行署土肥站经有关领导和老师审阅定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

难免，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2

微山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力。八四年八月



第一章 自然条件和成土因素

微山县系解放后新建县。所辖境区原属鲁、苏两省边缘地。为

了统一管理南四湖，于一九五三年由政务院(1953)政府邓字笫

1 36号批复“⋯⋯将济宁、加祥、鱼台、凫山、薛城、峄县和江苏

省的铜山县、沛县八个县的沿湖地区共250’个村庄，4个镇划在一起

建立微山县，里驻地一一夏镇，隶属山东济宁地区”。 、

微山县位于鲁西南部，地处东经1 1 6。347—1 1 7。247，北纬

3i4。277—3 5。20 7。东临枣庄、滕县、邹县，西与鱼台、江苏省沛县

接壤，南与江苏省铜山县毗邻，北接济宁县。境内自北向南有南

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顺序排列，因在东平、马踏、南旺、蜀

山、马场北五湖以南，故习惯称为南四湖，总称微山湖。京杭大运

河纵贯全县南北，二级湖坝横跨湖腰，构成苏、鲁、豫、皖边境的

重要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全县南北长1 1 5公里，东西宽17．5公里，

总面积为1 744-．9 5平方公里，折计2，6 1 7，42 5亩，其中湖泊面积

t，860，556亩，陆地面积756，869亩。

第一节 气候

微山县处于暖温带，属干、湿交替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

明，冷热干湿显著。春季偏南风多，回暖较快，少雨易旱；夏季湿

热多雨，间有干旱；秋季多为天高气爽，但也有时阴雨连绵；冬季

寒冷干燥，雨雪稀少。总的是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光照充足，

光、热、水等气候资源丰富。适宜农、林、牧、副、渔的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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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降水变率较大，分配不均，天气多变的特点，旱、涝、风、雹

等灾害性天气也时有出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气温与土温

、微山县年平均气温13．7。C，最热为7月份，平均气温27。C，最

冷为1月份，平均气温一1．5。C，年极端最高气温40．5。C(1 966：{车--

6月1 8、1 9日)，极端最低气温一22．3。C(1967@1月3 11)：，,77

午备月平均气温变化情况和平均口较差见表1-一1。

全年月平均气温变北和王塑旦筮差蕴盐塞
表1—1 (1958一1980年)

＼月
项．＼＼、．份 四 五

—∑．

七 ／＼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且＼
平均气温(。C) 一1．4 l。1 7．4 14．1 19．9 25．1 27．0 26．3 21．0 15．】 7．7 1．0

平均目较差(C。) 10．5 11．0 11．9：11．6 12．3 11．5 8。1 8．4 10．0 11．3 10．7 3．4

年平均土温1 6．2。C，略高于年平均气温。其中0。C以下的土温

出现在。1．月，平均为一o．9。C，通常1 2月上旬开始封冻，最早1 1月

1 0 El(1 9 68年1 1月10日)，全年封冻时间一般1 00天左右，解冻时

间一般在3月上句，冻土深度一般在1 o厘米左右，冻土深度极值27

厘米。地表0厘米1月份平均最低温度一8．2。C， 7月份平均景高

温度为2 2．3。C，二者相差3 0．5。C．，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0。c的初日在2}：l l 6口，终日平均在12月

1 4日，平均初终间日数302天，平均积温50 93．7。C；日平均气j_；(i|．移

定通过≥1 0。C仞日 7“iK“在4月5日，终日一般在11月4日，，平均积

沮4561．8。C。平均总日照时数2 6 30．3／1、时，年平均日照率为59％。

平均初霜日在1 0月27 El，平均终霜日在4月4日，最早初．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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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j在1 0月i 2日(1 971年)，最晚终霜日在4月22日(1 978年)，全

年无霜期平均204天，最长232天，最短178天。能满足粮食作物一

年二熟的要求，利于种植小麦、玉米、地瓜、水稻、大豆等多种作

物。

．二、降水与蒸发

、 ．年平均降水量为82 1．5毫米，但分配很不均匀，以夏季降雨量

最多，为50】．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61％，而冬春雨雪，稀少，仅

占全年降水量的21．4％。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1 97 1年，为l 392．9毫

米，年最小降水量出现在j 966年，为527．6毫米。月降水量最大多

出现在7月，平均为2 1 1．3毫米，月降水量最少出现在1月，平均

为1 4．4毫米。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土壤干湿交替明显，加速了土壤

氧化还原和淋溶作用的进程。历年各季、月降水情况见表1．一2。

一』』一垂～月一降一赴情盟盔一一
表1—2 单位：ITl m (1958—1980年)

春 季 一—了⋯i一厂衰～—{F
±}P|_1-I

lO

II一

，。9．2：2，，．s!·8。．8ls。．．。l。。；。4．。：厶。．二,I．兰'I’vI q4

冬 蠹--j-

，2 l·i 2 I彝
——r—I——l——

15．6卜4114J；41’1

．} 雨季一般始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结束于8月下旬到9月上

旬，一般是南部多于北部，暴雨多在夏镇与韩庄间微山湖区出现。

由于降水集中，加上本县地势低洼，客水汇集，土壤下渗作用差，

增加了排水困难，常造成涝灾。从1953年到1981年的29年间酿成j!．：

灾有22年，年平均受灾面积1 1．8万亩，成灾面积8．7 6万亩。这对于

本县大面积湖积湿潮土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本县最早降雪期始于11月上旬，最晚终雪期在3月下旬，通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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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期在．12月1：与．终雪期在次年2月中旬。此外，局部地区常在

春朱秋初出现冰雹，造成局部灾害。

本县年平均蒸发量为l 82 6毫米，以6月份为最大，可达3 15．·2毫

米，1月及j 2月最小，只有49．4毫米。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是本县

气候条件的主要特点。由于蒸发量过大，尤其在3—6月造成土体

孛水分大量外逸，对土壤发育和作物的生长都有很大影响。本县历

年各月平均蒸发量见表l一3。
。

熊出墨查．月一王：塑一砻垦炭一量一表1—3 单位：121 nl (1958--1980年)

}月 份li——；
l蒸发量I

第二节湖河特征

一、本县所辖南四湖，是一天然水库，周围有主要入湖河道

{7条，承接鲁、苏、豫、皖四省三十二县市三万多平方公里流域面

积的客水：1 9 60年二级坝建成，将四湖拦腰截断。闸北称为上级

湖，闸南称为下级湖．上、下级湖规划蓄水高程分别为海拔34．2米

和32．5米，相应库容量分别是9．24和7．78亿立米；上、下级湖死库

容高程分别是海拔3 3．o米和3 1。5米，相应死库容量分别是2．68和

3．0 6亿立米。上、下级湖兴利库容分别为6．5 6和4．7 2亿立米，合计

为{{。2 8亿立米。

南四湖除用来灌溉本县部分农田外，大部分被兄弟省、县、市

引用作农田灌溉及其他用水。它对本县以及本省和江苏省各兄弟县

的工农业生产起着重要作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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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湖水季节性涨落，沿湖形成大面积泛水湖地。

，二、纵横贯穿本县境内的大、．中、小河道计有47条，县内河精

总长度205．46公里。主要河道有泗河、白马河、城郭河、十字河

等，这些河流汇集本县，注入南四湖。

泗河：发源于泗水县泉林，是一条大型山洪河道，最下游流入

我县，在我县长约l 2公里，历史上曾多次决口；在本县马坡、鲁桥

两社冲积成大面积土地，并在入渺处形成大面积冲积扇。

十字河：是新薛河，茸城大沙河和老薛河三条河道的总称。流

经本县夏镇、彭口闸、昭阳、付村等公社，是流经本县的主要山洪

河道之一。因其上游流域面积广，产流大，水流急，来势猛，历史

上多次多处发生洪水决口，造成灾害。由于洪水携带大量泥沙，。在

沿河两侧不同地段依次沉积成不同质地、不同土体构型的士壤。

三、本县地下水埋藏丰富．其埋深年平均在2—4米之间，一

般年内变幅在0．8—1．2米。湖东低山丘岭区埋藏较深，多数大于5

米，面积约1 1万亩，占可利用面积的1 4．8％。主要分布于两城公社

的环山公路以上，即50米以上高程；微山岛公社大部，韩庄公社马

山岗、多义岭．欢城公社东部西田陈一带。因这一带缺乏提、引、

输水等灌溉工程，常有旱灾发生。近湖洼地埋藏深度多在1米左

右，面积38．6万亩，占可利用面积的52，3％，主要分布于鲁桥：留

庄、欢城、付村、夏镇、昭阳、彭口闸、塘湖、韩庄和湖西侯楼、

南阳等公社的沿湖地区。该地区由于地下水位较高，侧渗作用强，

尤其在雨季，土壤水分饱和，常处于还原状态，还原电位低，有毒

物质积累，以致使植物根系呈铁锈色，在亚表层或心土层可见灰兰

色潜育层。有机质，～量高，有效养分少。全县地下水流向和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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