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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要求·在趟区农

业局的统一布署领导下，在山东农业大学李永昌教授和徐凌教授及

张民磐老师的挣术指导下，职县于一九八三年三月至一九八四年十

月游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

县委县府非常重视土壤普查工作。县设土壤饕、查指挥部；下设

办公室，又下设土纂纽，测绘组、后勤组，工作开始前，首先举办

了_‘土壤普查训练班”，共煳《骨干2 7 3人。其中化验人员3 3

名J野外骨干人员2 4 0人，全县以乡(镇)为单位，组成了十九

个土壤普查专业队，每个专业殴分土壤组、测绘组共3 8个调查

组。3 3名化验人员在县化验室集中工作，全县共挖剖酉4 9 4 3

个(每个剖面平均拯制面’积3 3 4。4亩)善辅助剖面8 9 2 8介

采集土壤比样标本4 9 4 3盒，主要告j面偬验3 8 6 0个，物理诊

断剖面6 0 4-·2 2 8 4-样品；土壤养分化验l 2 3个，4 6 9个

样品；土壤速测样品6 7 6个。农化样7 5 4个；潜水耩龉3380

瓶；盐分样品2 5 6个，共化验测定6 3 8 o 4-#品。2 9 2 4 4

项次，索取了羔7 2 8 1个数据·根据上述有关资料。结合本县地

形地藐，水文姥质，成土因素和土壤的生产属性·各乡(镇)绘制

了：土姥利用瑰状图．土壤鼹．耕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潜水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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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旷化度豳t土地评级图，圭越改良采用分区图·有盐碱她的乡

(镇)还绘翻了分布图等六一七种万分之一图幅，共l 4 6张·县

级编绘了土壤豳，土地j}{：l用现状图·土地评缪图，土体构型鹜，耕

层质地图，土壤改良剩用分区圈，盐碱趟分布霉、蚋貌图．潜水理

深及矿化度图，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胬，土壤全氮及碱解氮含量分

布图，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布豳，土壤诛势钾含量分布图，共十三种

五万分之一的图幅，同时还编绘了《平原县土壤志》和《土壤普查

篙明搬告》。

本次土壤普查共完成总面积丑6 5 3 l 6 6·3亩，范囝

l要0 2·曼平方公里，在爹查审采用座谈调穸与野外勘察相绔餐-

野外定点取土与室内能验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

土地资源，土壤类型及分布，士壤主要理化性状，高产土壤条件及

低产土壤障碍因素；对士遗生产力进行了评级；割定了改良剩用规

划，因丽为全县迸一样开展“科学桐提伊了依据。
在举办“土壤普查训班"时，除熊区领导授课外，山东农监大

学李永昌秽掇徐凌教授、陈偏、王其戈，王飘蒋守谦、张民
王以川，张志国李世光十位老师鬯予授课。在工作期间，地区领导

您开明站长．徐立德，张秀筲，王耐茂隐志及·t山农大"曾予授课

删爵位教授和张民，槲亨瓢施岚密老师曾多次亲临检查指导，同

隧‘还得到兄弟县及有关磐门龅支掺，值此涤表感谢。

．2．



《平原县土醪志》的编写工作依山东省土蛰普查办公室拟定的

县圭壤志编写提纲为准绳在乡(镇)普查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写作

过程中参阕了有关文献和资料，初稿送德州地区土肥站审阅，

l 9 8 5年g月·她，省．普查办公室负责颟志审定了本稿·并承

蒙山东农韭大学土化系李永昌教授·徐凌教授审阅·对本志提出许

多宝贵意见．为编写好本县土纂志给予维大帮助·在此·对省地领

导和“山农大计老师—铹致谢·

<土壤态》虽皱证修订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骰．·书中错误和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带望领导审鹇和参阅老指正·

《土臻志》缩写人员：王万惑，杨长海、羲学仁，张长祥

徐景栋．许春歆．·

审移人：李玉’海'许春秋

一九八。五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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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蓼普查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名单

县土壤普查指挥部：

指挥：陈其海

付指挥：高来髑，李玉海，刘复中

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主管：刘爹串

付主任：许春秋，齐新山·王万良

土壤普查专业人员：

杨长海萤学仁张长祥王成秀吴怀新魏连金

胥明忠张学成任善泉孙万志融志红姚俊峰徐景栋

张振禹 韩洪全宋确文王春亭 宋桂芳任善艄 方文锋

王洪英 贾两赫 刘俊和程吉明 曲世春爽l俊芳郝庚：珍

盛玉庆 刘恩蜂 董立新王长亭赵书民

说明：以上人员系本县参加土壤普查瀚主要干部和正式职工，

半脱产和不脱产人员以及参加时同较短灼均来一一列入，地区和山

东农业大学的老师及前来实习的学生静来我县帮助搞土壤普查朗同：f

志亦来列入·

· 4 ·



第一章自然成土因素概述

平原县地处鲁西北黄河下游·位于北纬3 6
o
5 7，4 0··一

3 7
o
2 3’1 6¨。东径1 1 6

o
1 0’3 5．．一1 16。42 l 0··

东靠陵县，临琶及禹城县，南接高唐县鼻西临夏津，武城两县，北

与籀州市擞·南北长约4 2公里，东西宽约勰3·5公里·总面

积为1 6 5 3 1 5 6·3宙(1 1 0 2·1 1平方公里)。

簧一节 气 候

本县属于暖温带半娲润易旱季风气够区，夏热多雨一冬季干冷

一年西轩·湿，冷·热区分明显，光热充足，雨量适中·光，热
赘源竣毒蛮·

一·气溢：

本县年平均气温翌2·7℃，最高月均气温出现在七月份，为

2 6·7℃·嚣低月均气温出现在一月份·为一3·4℃，年温差

3 0·l℃；极端最高气温4 l·9℃(1 9 6 8年6月l 1日)

l g 5 9～l 9 8 0牟最高气温平均l 8·9 oc；极端最低气温为
、¨

‘

一2 1·9℃(I 9—7 9年l 2月2 1日)参l 9 5 9～l 9 8 0

年露‘低气渭平均+7·6℃·全年无霜期2 0 5天·初霜期(<

0譬j)见于9月2 9日一l 1月l 0日之间，终霜期(>0℃)在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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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一2 6日之闻·日平均气温高于2 0℃的时阅长达l l 8

天，初甚5月l 9日。终1日在9月1 3日．≥0℃蜘年积温是．

4 8 6 0·3℃·初日2月2 5日-终日l 2月3日；乏l 0℃的

年积温是4 3 9 0·4℃·初日4月7日，终日l 0月2 8日。乏

l 5℃的年积湿3 8 4 8·o℃·初日4月2 9日-终日l 0月7

日；乏2 O℃觏年积浸2 9 5 5 t蔓℃，初日5月1 9日。终日9

月l 3曰．

二’光照：

金年可照时数尧4 4 3 3·5小时(平年)，实髋时数

2 5 9 3，6小时·全年可照百分-率为5 8·5％-罱多月出褒在

五月，最少月出褒在二月，日繇充足。

三·降水：

全年平均降水量5 8 9-l毫米(羔9 5 l～l 9 8 2年>。

年际变化大·摄大年l 0 0 8毫米(1 9 6 1年)，最小年2 5

2 5 8·2毫米(1 9 6 8年)·最大年为最小年的3·9倍。年

内降雨分配不均，多年平均榔．两月的降雨量3 4 3·4毫米，占

全年的6 8·3％·而十二月至翌年五月．半年的降雨餐碧7 9毫

米，识占金年雨量的l 3·4％，多年平均最大日降雨量为84-?

毫米-历年最大日降雨量2 2 5·置毫米。春季连续无雨日的多年

平均值3 8·8天·历年最大值为8 2天，金年无琵最长期为243

—6一



天(I 9 6 0年l 0月I 6日一l 9 6 1年6月I 5日)．历年平

均每月降雨量如表I～l：

表1～l
历年平均月降雨量表

月 份 l 2 3；4 ：5 6 7 8 g}1 0 1 l l 2 金年
●

降雨量 ．印悬l妒 归箴j矿 ∥弘 啦“ 矗鼢j
3。

(妞m)
致詹 占 719知矽澎、移 颤力

嚣过对历年降永情况的分析。可以考豳：由于簿、水管分配不匀

在少髫雨的冬春和晚秋，变率大。蒸发量大，小雨日数出现频率高

不能大量补给致；水分，反而能加速盐分向表土聚集，全年以五月

份以前和9月份以后，申、大雨的比值更小，易造膝钟春秋两零
鼙盐。因力冬春雨雪稀少，春零蜒7．嫡情不足。往往导致春旱，成

为春播及越冬作物生长发育蜘威胁·中．大暴雨集串在夏季的七、

八两月J在排永不畅的低洼霸方，造成书}水牙熬，易移涝成灾·这

一气旁特点，芳形成境内旱，涝^撼的主要自然原因·所以零县
莉角引截农翻水剩措旅(灌溉，排水，一水土保持)．生物措煎来

谬节土疑水分状淡．·应谚是农她生产上昀萝要撼为了适应这种
霰：簧·探讨降水萎的保证率·雀蒲必要的·从历年胯永量来看

(王9 5 9一l g 8 o龌-2 2年样本资荆一)，降水保证率的大小

一7一



如表l一2

年降水量保证率表

表1—2

’各萋级降水保证率分别为：

保证率为6 O％时．年降水5(j 0毫米；供证率茺7 0％时，

年降水4 4 O毫米；保证率为8 O％晴．年降水3 8 0毫米，椤掘

降水保证率的情况。可确定本县丰水年降水爹为7 3 0毫米。平永

年降水量为5 5 4毫米。干旱年黪水量篼4 l 6毫米·如尉l～I

平原县降水保证率嫠线露所示。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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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蒸发：

金年蒸发量(水面蒸发)平均为2 1 8 8·8毫米．一年中以寸

六月份蒸发萱黟大，力3 9 4·6毫米，其次为四，五月份，分熟

为2 5 4·6和8 8 o-8毫米·以一月份和十二月份最小。相应

为5 9．2和5 8·O毫米·历年月平均陆地永面蒸发量见表

l一3
‘

历年月平均陆地水面蒸发量表

表!"-8． (2喱米酾蒸发皿)

◆：一i捌"i—i：i：1．————Il一～，，o。—．』．．—j一，～土．。二—-{L．——l——0～．—j一，．{—，o一—l一一．_l
燃酬∥匆≯瞰妒防∥叩刈∥孔7矽



六，地温

据资料统计，每年冻赞日期，一船在l 2月3 0日。最早在’

l 2只9日，最晚在1月3 o日；解冻一般在2月l 1日·最早在

l 2月2 7日，最晚在3月l 3日；鬟大冻土层·深度可达0·4 8

米·延续时间连续l 4天(1 9 6 8年2月)·历年(1 9 5 9一

l 9 8 1年)4月份五厘米深地温稳定通过l 0℃的平均时闻为4

月5日·稳定通过l 5℃的平均时问为4月2 0日。历年地温平均

数值如表l～4

疹l～4
历年麓湿平均数值表

一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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