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熹毋j馨。
童壤慧

寨串县第=勰虫壤酱畿攒融您搬
一丸瓜菇．冬天朋



前
古
I：l

土壤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国家经济的独立及农业发展都是最重要的i土壤是

农业的基础，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以先进的土壤科学为指导。用科学手段开展土壤普

查，查清土壤资源，促进合理利用土地，保持和提高土壤生产力以及保护土壤资源，是

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东平县曾于1 9 5 8—1 9 5 9年进行。但因当时技术力量

薄弱，普查手段落后及政治形势等原因，资料未及整理。事后，由于行政区域变化，原

始资料散失，普查结果荡然无存，此项工作乃属空白。 ．

我县本次土壤普查，系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发1 97 9(111号)

文件精神和《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以及

省有关规定和历次技术会议纪要的要求，在地、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从

1 9 8 3年7月开始至l 9 8 4年1 2月结束。参加普查人员：外县技术干部8人，本

县技术干部3 1人，共计3 9人。．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由1 7名领导干部组成，下设

办公室、技术指导组和后勤组。各区也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普查队伍，分野外调查和室

内化验两部分。野外调查由九个小分队按区包片进行，每区为一独立作业区，由一支小

分队完成全部野外调查任务。化验工作由1 6人承担。最后由技术骨干完成县级资料汇
{

总危 、，

本次土壤普查于1 9 8 8年6月2 6日开始，先进行了野外概查，参加概查的有地

区土肥站的同志，地区农科所农艺师章康保同志，县技术组的同志，历时5天。通过概

、查，基本摸清了我县土壤发生、发艮及

查计划，并在航片略图上勾绘了土壤界

低产田的土壤类型、土壤结构及其它因

高了土壤普查的科学性。

同年8月9日一9月1 0日开办了

大学副教授徐凌，讲师刘锡录，泰安农

壤类型，制定了土壤普

业利用方式，高产田和

体的详查工作计划，提

训练班，聘请山东农业

科所农艺师章康保，地

区土肥站及外县的同志，讲授了化验的基础知识，各化验项目的测定原理、操作方法、，

步骤和注意事项，土壤基础知识、地形图基础知识、地质学基础知识、土壤分类：野外

调查、室内资料整理，航片，面积量算等内容。’

本次普查，严格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要求进行。以省测绘局

1 9 8 0年调绘的l：、1万地形图为工作底图，以航空像片为辅助进行野外调查。普查

中林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密切配合，县区划办、县志办公室、黄河修防段及其兄弟部

1



门提供资料，给予了大力协助。

这次普查共完成总面积1356153亩(90‘4平方公里)，观察主要剖面910个，每个剖

面平均控制面积1334亩(水面除外)，观察钻孔及自然剖面2480个。常规分析化验

7532项次，物理诊断土样180个。 ．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基本查清了我县土地资源，土壤养分状况，土壤类

型及分布，土地生产力评级，低产土壤的面积、分布及其障碍因素类型。提出了各类土

壤的改良利用途径及具体措施。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编绘了县级1 0幅图：土壤

图、地貌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表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土地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分

区图、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图、全氮及碱解氮分布图、速效磷含量分布图、速效钾含量

分布图。区级编绘了土壤图、表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土地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图、

微地貌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壤农化样草图。在调查、访问、专项座谈和对全部资料

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东平县土壤志》、《东平县土壤普查简明报告》，《东

平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总结》及专题报告。各区编写了土壤普查报告和图件说明。

本次土壤普查，由于地、县加强领导，上级业务部门指导和帮助，各单位协作和支

持下，顺利完成了预定任务。在自查合格的基础上，1 9 8 4年5月地区技术顾问组复

查验收，1 9 8 4年6月省技术顾问组验收良好j但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水平低，时间

仓促，错误和不当之处诚望指正。 。，

本志由陈德志主编，徐延东编写，章康保审阅定稿，梁吉顺缮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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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的影响

第一节．农业经济概况

一、农业经济基本情况

东平县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发达，既无矿产资源、也无重工业基础。然而丘陵河湖

俱全，农林牧副渔有广阔前途。 。

1 9，8 3年全县总人口5 1 3 2 3 6人，其中农业人口4 9 2 1 2 2入，男劳力

116000人，女劳力76200入。工农业总产值2．4556亿元，其中农业产值1．7456亿元，占总

产值的7 1％。工业总产值0．7 1亿元，占总产值的2 9％。‘粮食总产50469万斤，亩

产1005斤。农业人口平均占有1036斤，农民人均收入376元。从以上看出东平县的社会

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速度都是不快的。 (表1 5)
一

。 7

由于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农业产量基础低。近年来各项农业生产尽管上升较快；但

总的经济收入上升仍较慢，仍属全省后进县。 ，

二、农业经济增长发展情况： ，、

农业：1983年全县耕地73．51万亩(统计数字)。农作物种植面积107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87．887万亩，经济作物14．977万亩。亩产小麦5 6 0斤，玉米6 2 5斤，地瓜775

斤，大豆154斤，皮棉9 2斤，花生3s．5斤。历年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见．(表1 6)。

2l



的1-．
--I

秣

口

彗
毽

们
a
’

N
。

N
N

∞
∞

c
o

∞
甘

o
o
v

●
●

●
●

●
●

●
●

●
●

o
o

o
o

o
o

o
，
o

o
o

o

墨
半

‘
“

磐
／

一

骘
莲

卜
o

c
o

N
N

c
。

N
、

∞
弋
，

o
卜
一

v
●

●
●

●
●

●
●

●
●

●

2
半

o
o

o
．
o

H
o

o
o

o
7

H
I

羞
磐

埒
彗
莲

h
∞

⑦
o

●
●

∞
’
，

o
H

●
●

●
’
州

c
o

阱
吲

N
∞

=
半

卜
'
寸

∞
r
叫

H
r
一

口
’

2
丑

蜜

．
X

o
，

H
∞

N
c
o

o
o

∞
N

●
●

●
●

●
●

／
／
●

●

衄
H

∞
H

H
o

o
o

o
口
’

卜
’
，

H
N

H
i

、
爆
，
、

、
卜

娴
1R

～
，
‘
。

●

c
o

c
o

∞
H

H
①

N
o

N
一
∞

∞

趔
k
‘

曲
曲

。
。

N
∞
、

o
∞

o
H

0
0

b,-
、
t
o

d’
卜

∽
卜
'

∞
N

H
’
d

C
o

’
宁

{=L
＼
／

’
中

卜
H

N
N

卜
N

'
，

N
H

H

X
∞

o
。

q
’
，

o
。

o
卜

o
。

o
●

●
●

●
●

●
●

’
●

●

廿
姬

N
．
、
o

H
N

c
o

o
卜

o
卜

卜
∞

H
N

H
●

_∞
骚
，
、
’

o

2
、

c
D
●

删
1R

o
．

’
争

o
N

o
o

∞
o

c
o

o
c
o

o
．
理

k
’
寸

卜
o

卜
①

H
o
o

c
o

0
0

o
o

a
0

o
卜
一

卜
N

N
∽

H
N
、

0
0

∥
，

∞
{
=
L
。

o
∽

C
曙

N
t
—

l
D

H
a
’

H
H

装
o
O

o
o
o

’
岢

o
。

o
o

N
卜

Lf’
●

●
，

●
●

●
●

●
●

●

廿
上
Ⅱ

N
o

N
o
。

o
H

卜
H

∞
卜

∞
N

H
’
-■

～

∞卜
骚
，
、

N卜
●

2
娟

1R
卜

卜
’

、
o

卜
’
十

H
吣

o
，
N

∞
∞

迥
k

I
D

o
H

。
∞

1时
l

卜
一

o
o

o
o

C
o

∞
∽

寸
N

‘
q

N
o

c
o

N
N

{
L
。

’
掣

o
卜

r
叫

P
■

∞
r．

■
N

H
H

，

一

装
∽

o
H

∞
b．

-
卜

卜
●

●
●

●
●

●
●

廿
衄

o
。

o
c
D

对
．

卜
H

H
a
)

∞
、

。目
鞲
，
、

o

2
N

●

‘
，

娴
1R

o
o

∞
、
，

∞
曲

o
o

-—
■

趔
k

H
c
o

H
o
o

Co‘
∞

∞
∞

∞
o

o
’
掌

H
P
■

N

{：
L。

。
∞

N
N

●

m衫
遥
‘

迥
爿

爿
’爿’

爿
爿

培
爿

爿
^

牝
=
，

魍
钆

H
H

lR

蹈
{L

《
纂

替
lⅡ

丑
1|{皿j

，
弹

V

l／
爿

面
硇

趔

《
城

岳
琼

蚤
{L

∥
驿
1

H
’
霹

《
爿

H
．

爿
_<

2
2

碟半磐迥k蹿爿《H



：。
凭

卜
h

o
o

o
0
0

o
∞

卜
卜

卜
可

o
o

甘
H

o
i--t

o
H

h

装
“

蔷
毒

o
甘

。
∞

e,D
呵

t",ll
∞

∞
∞
口
’

0
0

甘
∞

∞
h

d
o

0
0

C
O

∞
N

甘
∞

卜
∞

甘
呵

∞
o

∞
∞

H
0
0

呵
p
-

0
0

o
O

o
?

dv--Q
I

H
∞

o
N

∞
∞

∞
婴

I
∞

可
+

?
；

N
n

c
D

I
+

l
l

+
I

=I
I

，

l
+

+
+
7

■
+

+
+

+
▲v--I

’

十
o
O

-
一

oH

廿卜
o

o
N

o
、
t
．
O

H
o

曲
N

o
甘

甘
o

∞
一

o
n

∞
o

o
卜

o
N

o
O

o
c
D

o
o

o
N

o
o

卜
∞

o
∞

o
O

o
∞

∞
o

N
一

味
o

∞
c。

o
o

o
卜

∞
c
D

∞
c
o

H
o

卜
o。

罟
·
“

．
卜

N
N

甘
o

N
吲

、
∞

∞
吲

o
o

．
糕

o
v
-
4

∞
卜
。

c
o

o
o

J
o

∞
、

卜
0
0

N
卜

H
N

∞
—

H
o

∞
N
一

、

卜
N

∞
∞

N
o

c
D

：
H

N
卜

。
o

∞
o
o

∞
吲

∞
o

o
∞

o
o

锾
‘

o
·

●
●

●

X
√

H
o

∞
∞
、

o
o

C
，

o
卜

N
o

∞
o
。

∞
可

∞
曲

∞
．
o
o

甘
t
o

o
c
D

H
呷

磬
．

I
=

器
c
D

∞
H

q
H

卜
∞

∞
∞

∞
N

卜
∞

H
o

∞
I’

I+叩
．

L
e
a
。

c
o

。
c
o

+
+

J
_

N
旧

N
∞

N
一

l
+

+
I

+
l

l
+

I
+

’罕
旱

+
+

+
+。

j=,e．-t
oo
O

oH

仆
’
。
卜

∞
∞

卜
c。

o
N

N
o

、
H

c
D

t．
O

卜
o

o
o

H
N

o
o

c
o

∞
‘
D

c
o

N·
⑦

∞
b,-

H
∞

∞
∞

H
H

c
o

∞
o

c
o

∞
o

H
o

H
’
，
P
■

∞
卜

o

甘
∞

N
o

m
∞

H
‘
。

o
c
o

H
N

o
H

呵
N

H
N

o
H

∞
o

o。

N
C
o

o
∞

。
o

h
L
f
'

H
H

。

∞
器

’

?；
‘

，

籁
H

H
∞

、
H

N
7
’
h

N
N

≈
N

、

餐
‘
o

N
o

c
o

o
o

∞
H

N
b,-

N
o

卜
o

N
N

吲
。

∞
o

o
o
o

吲
甘

X
旧

①
N

h
H

c
o

甘
N

∞
畸

H
c。

∞
∞

甘
曲

N
①

卜
岫

c
o

∞
N

o
’

H
∞

。
。

N
督

o
∞

∞
o

“I
I

_
卜

卜
∞

t．
O、

N
∞

c。
N

卜
o

曲
N

。
磐

?
：

+
、
：

罕
∞

N
∞

I
+

I
I

：。
．

I、
I

I
l

H
H
一

吲

∞
+

+
“

+
+
1

+

h⑦H
’
，

仆
h

甘
曲

甘
h

o
卜

∞
卜
．

o
o

∞
N

o
∞

一
o
。

∞
N

o
o

∞
o

∞
c
o

o
，

∞
∞

n
甘

h
o

H
N

卜
o
。

c。
对

卜
一
c
o

。

∞
H

∞
c
o

H
N

甘
∞

卜
、

搽
卜

N
甘

H
．
∞

o
卜

∞
∞

o
卜

N
N

口
)

h
N

N
∞

H
H

c
o

∞
H

o
甘

h
o

o。
N

∞
卜

H
o

o

o
c。

o
∞

∞
卜

’
球

N

一
∞

卜
，

。
∞

H
∞

∞
∞

o
o

c
o

甘
o
’

N
∞

∞
N

c
D

甘
o

∞
∞

o
o
o

H

蕉
．

H
o

H
o

∞
N

‘
∞

o
o

N
o

t．
O

o
c
o

∞
H

N
N

N
∞

∞
f-■

∞
C
o

X
N

H
H

+
=

譬
o

卜
-

o
·

军
罕

o
c
o

甘
∞

旧
．

∞
o

∞
吲

+
f

．
I

磐
I

+
I

∞
H

o
l’

+
I

l
：

‘
、

’
I

+
I

+
+

+
+

+

∞c
o

oH
∞

N
∞

心卜
∞

∞
卜

一
U
’

o。
∞

。
N

甘
卜

o
c
o

甘
o

d
吲

∞
H

o
c
o

H
o

N
h

b,-
o

c
D

∞
∞
，

o
∞

∞
∞

∞
∞

o
卜

∞
N

o
可

、
∞

o
o

N
c
o

卜
卜

吲
。

o
H

c
D

·
‘
。

N
c
D

’

熬
o

N
一

H
∽

∞
N

甘
N

H
d

∞
N

N
o

卜
’

N
H

H
N

N
∞

∞
+
U
’
t
．
O

o
c。

．
L
f
)
r
-
叶

d
‘

H
o
o

N
N

’
掌

∞
卜

’
掣

o
'
，

∞
∞

∞
．

卜
t
．
O

．
∞

c
o

o
o

c
o

o
．

q
’

吲
N

甘
o。

∞
q

∞
∞

键
H

∞
o

，
Cq

H
o
o
．

o
c
。
．

∞
∞

∞
甘

N
c
o

c
o

N
o

o
o

c。
H

甘

装
o

d
卜

o
H

o
卜

旧
N
、

甘
H

N
7-

+
了

N
N

o
甘

甘
c
o

∞
N

-
L

H
‘
。

卜
c。

对
H

∞
+

l
+

I
I

l
I

I
l

+

磬
+

+
+

+
I

I
+

+
+

卜∞
∞

o’H
o

o
o

h
o

卜
H

卜
N

∞
o

o
∽

仆
o

N
o

o
’

∞
c
o
．

o
H

∞
o

o
c
o

o
N

o
o

∞
c。

o
甘

∞
o

h
H

o
．
曲

∞
．

o
h

∞
N

∞
∞

c。
H

卜
’

’
L

o
H

I．
O

o
H

o
N

甘
o

H
o

H
o

o
卜

O
O

·
H

H
。

o
‘
D

．
c。

N
N

N
∞

H
卜

P
■

∞
o
o

‘
D

耧
．

a
'

∞
o

∞
‘
。

o
目

∞
N

P
‘

o
¨

o
‘
。

∞
o
、

甘
o
。

o
‘
。

卜
o

甘
o。

o
卜

o
o

∞
吲

o·
o

吲
∞

H
H

。
_

卜
o

o
吲

o
。

吣
卜

o
∞

o
o

曲
o

o
．

卜
c
o

甘
c。

H
∞

N
卜

’
，

o
卜

o
H

∞
。

o
一

∞
o

、
o

o
H

o‘
o

吲
H

d
吣

o
o

o
．

∞
∞

o
N

卜
∞

甘
N

o
N

‘
N

器
～

H
籁

∞
c。

∞
o

∞
N
‘

H
∞

呷
，

延
／

聪
{L

{L
娶

{L
{L

籍
组

缇
醛

_}L
_}L

娶
怔

{L
娶

{L
{L’

醛
址

牝
器

钆
{=L

，／
Q

旧
哥

硇
旧

褂
硇
．

旧
褂

珀
旧

褂
羽

旧
斟

7面
旧

斟
硇

旧
：班卜

硇
旧

哥
踊

笏
石

乓
粼

嗣
桨

碧
《

K
阍

廷
m

犍
然

撑
壬

H‘
嚣

撑2
3

岐k。扎涵、
畦怛。址斟

但梧．器旧搭基奸⑦、甘⑦一婶她k越遐培霉世呶州廿越

◇H垛





从表1 6看出，建国以后我县的生产条件虽然有所改善，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

展，但迅度还是不快。主要愿在于受“以粮为纲"的影响，农业结构乃至种植业内部比

例不合理。重视粮食作物，忽视经济作物。±地利用上存在掠夺式生产，重用轻养，重

视化学肥料，轻视有机肥料。致使农业经济效益低。存在高成本、高产量、低效’益局

面。

林业：解放初期，全县林地5900亩，森林复盖率仅占0．42％。1956年，。林地面积达

手t]64800亩，森林复盖率提高到4．6 oA。1983年林地149670亩，占林业用地的97．4％，四

旁植树106．1万棵，人均达至lJ21．8棵(林业局统计)。‘

水利：1983年全县小(一)型水库3座，库容0．04亿立方米。小(二)型水库4 4

座，塘坝119座，总库容0．141亿立方米。扬水站7 5处，较大引水干渠两条。机井6043

眼，巳配套5355眼，装机5692台，67000马力。其中机配井2138台，26700马力，电配井

3554台，40300马力。有效灌溉面积5 0万亩(表1 7)每个农业人I=1占有水浇地1．03

亩。

表1 7 东平县历年有效灌溉面积变化 ．。

，

· 单位：万亩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年 度 合 计

井灌溉 水库灌溉 引河湖灌溉 其它灌溉

1 9 4 9 2．08 1．96 0．12

1 9 5 6 7．37 6．30 0．13 0．05 0．89

1 9 6 4 10．63 1．07 0．29 1．73 7．54
，

_●

1 9 7 5 34．10 26．78 0．30 4．26 2．76

1 9 8 1 48．80， 39．53 0．35 ’8．32 0．60

6

表1 7指出，我县水利发展速度较快，。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初期的2万亩到1983年的
， ，

‘5 0万亩。3 3年发展2 5倍。由于并灌面积的扩大，与地上迳流的减少，潜水埋深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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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下降。潮土区由于潜水埋深下降，出流加强，使潮土亚类，有利于向褐土化潮土方向，

发艮。但在潮褐土区，如果潜水埋深继续不断下降，潮褐土亚类就有可能向褐土亚类转

化。。这说明，在一定气候、地形条件下，潜水是潮褐土、潮土形成的基本因素。改善潜

水状况，可以对潮土和褐土进行定向改良。所以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对我县的土壤改

良培肥将起重要作用。 ～

畜牧业：1983年，大牲畜存养量33282头。其中牛22677头，骡2739头，马19732

头，驴5893头。生猪存养量112436头，羊103227只。
⋯

农业机械：19多3年机械总动力2 0万马力，大、中型拖拉机961台，33512马力。小

型拖拉机477台，5708马力。机械总作业量6722450标准亩，其中农业作业量4686450标

准亩。 - ’’

t。

水产：1983年，水产总产量2250吨。其中海水产品(赴海客捞)2 5 0吨，淡水鱼类

2000吨。产苇1300万斤，藕200万斤，蒲草4 0万斤。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重捕轻

养，水面利用率低。据水产部门统计，全县可养鱼水面近12000亩。养鱼最多的1980年是

6500亩，利用率仅达5 4％。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对养鱼生产的意义认识不足，坑

塘条件差，有效面积小，规格不标准，养鱼无保证。其次是养鱼技术水平低，商品鱼基

地建设进展慢，质量差：致使我县渔业生产发展慢。 ，

。

一 笫二节 土地利用状况

一 一、土地利用的沿革 ．

。

’ ／ 。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积极努力，，在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改变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长期以来，受

“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全面发展，造成农业内部结构失调。。

未能从我县山丘面积大，水面较多的特点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林、牧。、副、渔生产、

一(表1 8)．0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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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内部比例也不平衡，偏重粮食生产，忽视经济作物，造成种植业内部的比例
失调。从1949年到1984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1 0 8 7j"亩至f]‘133．5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在8奄万亩以上，占86．2。／／I。棉花占4．1％，油料只占2％(表1 9)。

表I 9 各时期粮、棉、油种植面积变化表 ‘面积：万亩

≤黎 1949 1956 1965 1975’ 1980 1984

砺＼雳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目＼

＼
●

—

总播种面积 116．7 100 133．5 100 108．4 100 112．4 100 109．6 100 108．2 100

，

粮 食 108．8 93．2 123．5 92．5 98．5 90．9 97．9 87．2 93．6 85．4 87．6 81．0

棉 花 3：4 2．9 4．7 3．5 3．4 。3．1 7．1 6．3 5．3 4．8 10．9 10．1

油 料 3．2 2．7 ：2．2 1．6 1．3 1．2 1．1 0．98 2．3 2．1 2．6 2．4

～

其 它 1．3 r．1 3．1 2．3 5．2 4．8 6．3 5．5 8．4 7．7 6．3 5．8

、

耕作制度，由于兴修水利、增施化肥和改良土壤，由建国初期的一年一作和两年三

作，初步改为一年两熟制。1980年一年两作为38．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2．4％，为1949

年的3．19倍。一年一作19．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5．9％，比1949年减少11．2万亩。二年

三作的12．7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7．2％，比1949年减少24．17J'亩(表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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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0 耕作制度的演变 ，

面积；万亩

＼ 而 一年一作 二年三作 一年二作 一年多作
＼ 耕

＼ 目 地
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年 ＼ 面
面 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 纷 ＼ 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

1949 79．19’ 30．3- 38．0 36．8 、46．5 12．1 15．3

1957 82．02 29．6 35．2． 26 31．0 28．4 33．8

1965、 71．64 27．3 38．1 18．2 25．4 26．1 36．5
、

1975 74．61 25．4 34．0、 15 f5 20．8 33．7 45．2

1980 73．69 19．1 25．9 12．7 17．2 38．6 52．4 3．36 4．6
、

1984年农作物总复种指数147．1％，粮食作物复种指数达N1．79．2％，比1965年的

163．9％，增加15．3％(表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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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l 农田复种指数的变化
。

单位：万亩

总播种 总变种 粮食播 粮田复种
年 份 耕地面积 粮田面积

面 积 指 数 种面积 指 数

1949 79．19 116．70 147．4 59．95 108．80 181．5

1953 88．17 152．20 172．6 82．81 144．80 174．9

1956 81．64 133．50 163．5 72．35 123．50 170．7

1957 82．02 138．70 169．1 73：93 129．80 175．6

1965 71．64 108．41 151．3 60．08 98．46 163．9

1970 75．35 110．26 146．3 60．69 97．38 160．4

1 975 74．61 112．39 150．6 60．00 97．93 163．2

1978 73．44 108．91 148．3 54．80 94．08 “171．7

，1．979 73．80 110．32 149．5 54．48 94．80 174．0

1980 73．69 109．62 148．7 53．41 93．57 175．2

1984 73．51 108．15。 147．1 48．89 87．60 179．2

林业：据林业局统计，全县共有宜林山滩12800亩，占总面积的8．98％。林业用地

153582亩，占总面积的10．78％。有林地118599卣，占总面积的8．32％。解放初，全县

有林地5900亩，森林复盖率0．42％。1 949—1965年，全县人民在政府领导下，展开了

以治山整地，封山育林为主的林业生产活动，使林地面积发展到64800亩，复盖率提高

到4．6％。1975—1977年，林业建设重点抓了以农田林网化为主的平原绿化，植树206

万棵，林网控制面积476000亩，占宜林网面积的95．24％，全县基本上实现了农田林

网化。到1980年底，累计造林面积13万余亩，建用材林基地19119亩，四旁植树4 79万

余棵。农田林网，农桐间作，四旁植树折实复盖面积56260亩。

畜牧业：解放后，我县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80年与1949年相比，生猪增长

69倍，羊增长14．75倍，大牲畜增长0．23倍，7其它畜禽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1983年牧

业产值2751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占农业总产值的15．8％。

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方法

根据《全国土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的要求，以省测绘局1980年调绘的1：1万地

形图及1：3．2y／的航片平面图为工作底图，进行了土地利用现状的概查。野外调查本

着“走到、看到、问清、查实”的原则进行。具体做法分为两大步：(一)、实事求是的

做好野外调查；(二)、准确无误地进行面积量算。野外调查是根据《山东省土地利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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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及含义》要求进行，按照《含义》中的42个二级分类标准分类填图。对于我县36度线

以北，没有1980年调绘新图的四个区，对旧图进行了实地校核、复测，以做到底图标准

统一。对临近四县(梁山、平阴、汶上及肥城)的行政边界进行了实地接边。

、面积量算全县统一进行。采取“层层控制，分级量算，按比例平差"的方法，逐项

予以量算。对各地类图斑面积，以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方格网法求积。．

三、土地利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全县土地总面积r 3 5 6 1 5 3亩(折90．4平方公里) (表2 2)，。其中可利用面积

1254411亩，占总面积的92．5％。耕地面积849224亩(除去我县境内梁山县耕地11518

亩，平阴耕地38亩，肥城耕地4 0 1亩。加上我县在汶上县境飞地541亩)，占总面积的∑

62．6％。普查数比1983年统计局公布数字多出114123亩，增加15．5％’园地129133亩，

占总面积的0。96 oA’林地88005亩，占总面积的6．4、9％，居民点、工矿用地117058亩，

占总面积的8．63％，交通用地44467亩，．占总面积的3．28％，水域142101亩，占总面积

的10．48％，特殊用地593亩，占总面积的0．04％，未利用土地101742亩，占总面积的

7．50％。从总的情况看，我县土地资源较丰富，除每入平均占有1．55亩耕地之外，还有

大面积的荒山荒地可供开发利用，发展林牧业尚有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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