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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枣庄市《畜禽疫病志》的编篡工作，是根据农业部畜牧司山东省畜牧局、省兽医总

站的布置，在全市畜禽疫病普查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畜禽疫病志>编篡工作，
●

是党和国家为加快畜牧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所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科学地规划和

指导畜牧生产、实现畜禽疫病防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为了搞好《畜禽疫病

志》编篡工作，市畜牧局成立了编篡委员会，编委会的同志在全市广大科技人员的大力

支持帮助下，齐心协力进行日以继夜的工作，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召开了多次会议，收

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编篡，几经修改，最后完成此稿。本书采用的基础数据

和资料，主要由市农业区划办、市统计局、市史志办及全市各区(市)畜牧兽医单位提供。

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阅了《枣庄市农牧渔业志一一畜牧兽医卷》、《枣庄市综合农业

区划》的有关内容。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本书的责任校对是王慎文、．王其柱、邓彬、李秀芹、邢继波、吴宝铬、秦珊兰、彭

茂银8位同志(以姓氏笔划为序，下同)。另有刘靖、吕炳臣、李质山、柳丙兰、姜景兰、

聂兆竞、葛金奎7位同志协助抄写。· ，

’ ’

由于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指正。

·九九一年九月



痒

枣庄，地处黄河下游，山东南部，历史悠久，?历代名兽医辈出，兽医科学，源远流

长，代代相传，历代医林入物辛勤耕耘所结的累累硕果即是铭刻鉴证。

畜禽疫病也遵循自然规律，旧的疫病不断扑灭，新的疫病在不断产生。总结前人的

经验教训，探索新疫情的发生、发展、防治新科技，是兽医工作者继往开来义不容辞的

应用奉献。我市广大兽医工作者几经寒暑，饱经风霜，专心致志，集体创作，修成此志，

是我市兽医界一大喜事。兽医志的问世于今后的畜禽疫病的防治，畜牧生产的健康发展，

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修志人员，历尽艰辛，志书达到了内容翔实，篇章清晰，记事求实之目的，本着记

明、叙清、述今的原则，对畜禽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流行蔓延程度，扑灭消迹的措

施，危害微烈的状况尽述其详。

建国之初，我市辖区，疫病猖獗，危及畜禽，牧医精英全力以赴，以步当车，辗转

乡里昼入猪圈牛栏，夜宿茅檐寒舍与广大饲养员为伍。对病情寻问其详，精心研究，苦

心探索，以多奉献为荣，以艰苦为乐。当时，炭疽鼻疽波及人畜，鸡痘、猪瘟如火如茶，

兽医科技人员又少，加之药品短缺，疫情曾呈席卷之势，经广大兽医工作者连年苦战，

精心防治，终使疫病或被扑灭或被控制，畜禽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如今，兽医界人才济

济， 防治网络齐全，措施更力。制三瘟于难扬(猪瘟、鸡瘟、兔瘟)，灭五疫于朝夕(即

口蹄疫、马媾疫、猪水肿、马传贫及焦虫病)，更是可喜可贺。但是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饲养量的增加，某此疫病仍有发生，新的疫病也有萌发、扩展蔓延之势。诚望兽医界志

士仁人继往开来以拼搏奋进的精神，立足现实，探索未来，谱写我市畜禽疫病志的续篇。

修志诸君，秉笔直书，使人阅后，鉴古如今，受益非浅。仅借志书出版之际，向不

辞艰辛为兽医志的编写做出积极贡献的同志致以亲协的问候，并以此数语，应编志众君

之嘱，廖做数言于志前，与同志们共勉。

崔庆廉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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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节基本情况

枣庄市地处山东省最南部，泰沂山区的西南边缘，位于北纬340 27
7
48”一35。l9

7

l 2”和东经ll 6
o

48
7

30”一117。49 7．24”之间。东与临沂地区(苍山、费县)为邻，西

濒微山、昭阳、独山湖，南与江苏省徐州市(邳I真、铜山县)接壤，北与济宁市(邹县)及

临沂地区(平邑县)毗连。全境南北最大跨距94．5公里?东西最大跨距93．3公里，总面积

4550平方公里(概查面积为453 8．11 7平方公里)’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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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辖五区一市(市中、薛城、山亨、峄城、台儿庄区和膝州市)，8 5个乡镇，3105

个行政村，17个民族，303．89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68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j．57斯；
农业人口占8 3．18赔。

l



本市所属原峄县、古代称为承(因承水得名)。又名葛峄(因葛峄山、即今天竺山得

名)，夏商以来，先后隶属鄯、蔬、小邾、逼阳、楚等诸候国。秦归郯郡，汉属东海十鄂，

．三国时期属魏国鲁郡。 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 3年)置峄州，隶属彭城郡，唐属河南道．宋

属河南路。金祯榷四年(即公元l 2l 6年)设峄州，下置承县，隶属山东西路。明洪武二年

(即公元l 3 69年)降峄州为峄县，隶属山东省济宁府，清改究州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仍为峄县j属台枣专署。公元1 9 50年届腺县专署。公元1 9 53年划入原兰陂县、白彦

县的部分区，同时划出韩庄区归微山县，改属济宁专署。公元1 958年9月，县机关迁至枣

·庄。于公元l 9 60年改建为枣庄市(县级，)仍属济宁专署， 公元l 961年9月改建为山东省省

辖市。所属腺县，古称膝国，皇帝(约公元前26世纪)第十子封于膝、秦．置滕县，西汉改

为蕃，北魏称蕃城县，隋复称腺，沿用至今(公元1954年曾改称麓水、县，不久仍称膝县)。

公元I94B年属尼山专署。公元l 950年属膝县专署，公元I 9 5 3年属济宁专署，公元l 9 7 9年

’1月划归枣庄市，公元1988年改称腺州市(县级)。

全境从西北至东南似一长方形，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贴。全市地势东北高西南低。

山地、丘陵、平原此起彼伏，自北而南呈横向双波形，相问排列。北部是海拔达6 24米

高的群山区，中部是海拔百米以下的剥蚀平原、平缓丘陵和平原低洼。南部边境地区为

稀疏浅丘地形。全市山脉多为东西走向，主要河流多发源于东北部山区，流入南四湖和

韩庄运河。
’

山区丘陵地区共45个乡镇， 85万人口，耕地．1 24万亩’．林果和饲草资源丰富，是枣

庄市的林牧农区。平原地带1 6个乡镇，100万亩耕地．土质良好．水源充足，是天然粮

仓，．历来是精种高产区，是枣庄市的平原农业区。滨湖沿运地区24处乡镇．50万亩耕地，

地势低洼水位高，产粮多，水资源丰富，是枣庄市的农牧渔区。‘全市3 3个城镇郊区多为

蔬菜集中栽培区，其肥源水源充足，人均耕地少，多集约裁植，复种指数高，为全市

的城郊农业区。

枣庄市属于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年平均气温l 3．2一I 4．2

度，年平均降水量为々S0_9 50毫米。年日照总时数为2300—2500JJ,时，无霜期200天左

右，夏季炎热多雨，冬季严寒少雨，春秋夏暑交替。光、热、水、气和养分条件较优越：

适合温带各种植物的生长，宜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

由于气候及水源条件优越，适宜农作物及各种野草生长，饲草饲料较为充足，种植

的可饲农作物、野草、树叶均数十种。饲草饲料从历史上就以农作物为主，尤以小麦、

豆类最盛，自建国以后，地瓜显著增加，到六十年代玉米大增，致使饲草饲料的结构有

所改变。其产量从十九世纪末副公元1 9 85年总的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唯有六十年代初

期曾一度下降。公元l 985年的饲草饲料是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的35倍。牧草已从民

国三十年(公元l 941年)就开始零星种植，·仅百亩左右，到七十年代推广轮作种植，公元

l 981年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余亩，年产鲜牧草2亿斤(包括永生)，其种类达十余种。为提

高饲草饲料的利用率，五十年代推广青贮饲料，六十年代推广发酵饲料和碱化饲料，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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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1 989年继续延用o ．。

饲草饲料的优厚资源，给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地家畜家禽和主要经济动物．

的种类有牛、驴、马、骡、‘骆驼、猪、羊、狗、猫、兔、貂、鹿、水獭、海里鼠、鸡、

鸭、鹅、鸽、鹌鹑、黄秋、．蜂等。有的已绝种，如海里鼠等；兔的饲养虽历史悠久，但

品种低劣，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和群众开始注意选育良种，到六十年代出现皮用兔热，

七十年代毛用、肉用兔热。鹿、貂、鹌鹁的饲养始于七十年代，数量甚少，如鹿仅滕县

一户；黄秋(黄鸟)公元1 983年开始饲养，也仅膝县一户。其余为民间传统饲养畜禽，历

史之久，饲养得方，皆有其当地适应性强，生产力好，为群众所欢迎的优良品种。

畜禽品种随时问而异，牛始为当地牛，从三十年代开始不断输入鲁西黄牛，五十年

代倍增，七十年代又引进西门塔尔、海福特和利木赞肉牛及其精液，产生了新的品种“鲁

杂”和“肉杂”等。猪原为当地猪，公元1959年开始，不断从外地购进优良品种，如巴

克夏、约克夏、长白、新金等，致使腺县产生了当地新品种“膝县白猪”o由于市区枣

庄黑猪历史悠久，群众偏爱，种公、母猪饲养数量稳定在3至5万头。历史上形成的当地

鸡越来越少，被五十年代以后，尤其八十年代不断引进的优良品种所代替。养羊历史悠

久，多为品种低劣的本地山羊和绵羊，从二十年代开始，尤其从公元19 65年和l966年普。

遍开展绵羊改良，引进的主要品种为考力代、美利奴、奶山羊及其国内的青山羊、中国

美利奴细毛羊等，形成了杂交类群。

畜禽的饲养，大家畜历来以牛为主，驴次之，骡马较少，公元1937年一1945年问，

从日本曾引进部分种马，虽在品种和数量上有所改良和增加，但必竟数量不多。五十年

代至以后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数批，使之质优数广。驴向来用途较广．易饲养，所以数

量居第二位。牛以当地牛为主，膝县距鲁西黄牛的产地金乡、．嘉祥，鱼台等县较近．因．

此腺县的“鲁西黄牛"占有相当比重。牛的发展以公元1 953—1 9 56年为多，以后显著下

降，八十年代明显减少。中小畜禽以猪鸡为最盛，养猪业在公元1 949年前不算发达．五

十年代提出发展十五养，猪占首要地位，发展较快。六十年代由于粮食的失收，养猪业

‘曾经下降，进入七十年代中期养猪业稳定增长。鸡从历史上农户皆有饲养习惯，但数量

不多。公元1980年以后发展迅速。建国前的畜禽均系个体饲养，贫困农户无畜，有的几户

合养一头，极个别富户能养数头，猪羊禽饲养数量不等。建国后，农业逐步向集体发展，

出现了个体、集体和国营饲养形式，大家畜全部实行集体饲养，，中、小畜禽集体和个体

皆有饲养，猪羊集体饲养者达数百只，高者千只，如滕县种猪场公元l 976年曾达2500头。

公元1 979年全部转为个体饲养。畜禽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不少饲养的专业村、重点户

和专业户，大家畜一户饲养数头，禽数百只到数千只。

富禽疫病历来流行较广，各种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普通病皆有，尤以传染病威‘

胁最严重，大牲畜的传染病，牛以流感、炭疽、气肿疽为多，流感每五、六年发生一次，

气肿疽从七十年代后便未发生j马、。驴、骡、历来以腺疫多发，春秋为重，鼻疽于五十．

年代至七十年代从内蒙、新疆调耕马带入鼻痘而多散发，马传贫从80年代偶有发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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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猪丹毒和鸡新城癀．禽霍乱几十年来虽未被消灭，但基本控材其发生，家畜破伤风

古今常有。为减少、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早在建国初，就已进行了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主要防炭疽．、牛肺疫、马鼻疽、猪瘟和猪丹毒等。此后，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各

种畜禽传染病每年进行大量的预防工作，主要对炭疽、气肿疽、破伤风、、．猪瘟、猪丹

毒、仔猪副伤寒、·猪肺疫、鸡新城疫、禽霍乱、狂犬病、兔瘟‘(暂定名)等病进行了预防

注射，对口蹄疫于1964年也防过一次。各种畜禽贸易市场都进行检疫，并与公元1977年建

立了枣庄市铁路运输兽医检疫站，下设薛城、滕县两个分站，对经营畜禽产品经铁路、

公路、水路运输者，全部进行检疫，致使传染病大大收敛。畜禽的寄生虫病达85种，五

十年代后不断地进行驱除，使之显著减少。普通病以牛的前胃病和马属动物的疝病病为

多见。建国以后，随着畜牧兽医机构的建立健全，发病率逐渐减少。在中华民国二十五

年(公元l 936年)前，枣庄市无畜牧机构，只在民问有阉割人员和中兽医流动于村镇四乡，

为农户阉畜和治病畜。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 937年)后，腺县设立了“山东省畜产管理局

腺县分局”，负责邹、滕、峄三县的畜牧发展，畜病防治及畜产品有关事项。公元1953

年分别在滕县和枣庄市(原峄县)建立了两个县级畜牧兽医站。公元1957年各乡镇(原称

公社)陆续全部建立了畜牧兽医站。其任务是发展畜禽，防病治病，推广新技术。为当地

政府发展畜牧业当好参谋。其体制。乡镇级为集体性质，自负盈亏。市和区县级为全民性

事业单位。从公元1 957年开始实行牲畜包稽制度，公元l 9 70年在包槽的基础上，普遍推进

了合作防治，(原合作医疗)，从公元1 980年开始推行技术承包至今o

。

第二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 ，

．

‘

地质地貌及河流水系

自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形地貌有着密切联系，研究其特征，对于因地制宜、扬

长避短、趋利避害．发展商品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1。一、地质概况

一枣庄市地质属华北型，位于山东地区南缘，尼山穹窿的南延部。自太古界的变质岩

系， 元古界的震旦系；古生界的寒武系，奥陶系i石炭系和二迭系；中生界的珠罗、

白垩系；新生界的第三、第四系均有分布。此外还有部分地区以岩墙和岩床墅出露的火

成岩的侵入岩。

新生界以上各系岩层在本市从南至北由老到新依次排列，近东西走向。第四系地层

在本市西部及南部广泛地覆盖在各系地层之上。

多次造山运动中，我市岩层发生褶曲和断裂，特别是燕山期和燕山晚期，地壳活动

更为尉烈。本市除较小的褶曲外，主要有陶枣盆地、桑村盆地、羊庄盆地、艾湖盆地、

棠阴盆地五个较大的褶曲。本市断裂层较发育(近东西及南北向两组断裂带)，近东西向

的断裂主要有。 付山断裂、长龙断裂、曹王墓断裂、北山断裂、峄县断裂、古邵断裂、
4



花石沟断裂、东伏山断裂、新桥至新庄断裂等，多为张扭性高角度大断距断裂。这两组

断裂将全地层分割为太小不等若干断块，构成了我市地貌的构造基础。断块的抬升形成

了山地，被凹陷的地块形成了盆地或山问平地。盆地、山间平地接受珠罗纪、白垩纪砂

页岩的沉积。 ‘

+新生界第三纪随着喜马拉雅山运动，山地猛烈抬升，盆地继续下沉，山地引起强烈的

侵蚀切割。盆地相应地接受堆积。

由于受多次造山运动的影响，山地多呈现倾斜状态。岩层多倾北、倾角大小不等o’

出露地层多为中生代寒武、奥陶系的石灰岩。其问有燕山期侵入岩及太古代早期侵入岩

与之镶嵌。是我市棕壤与褐土呈复区分布的地质原因所在。

第四系以来，由于鲁中南山区整体抬升，本市内断块升降差异不明显。以冲积、残

坡积亚牯土、亚砂土为主，山间谷地沉积不旺盛、土层浅薄，部分出现基岩裸露。其松

散的地层广泛地分布在山前倾斜平地及濑湖沿运(河)低洼土带上。滕西平原j陶枣盆地

及枣南平地形成主要产粮区并适宜多种农作物。

二、地貌特征

枣庄市处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地带，地形比较复杂，地貌类型较多。山丘、平原、洼

地此起彼伏，整个土形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境内地貌类型由北向南呈横向双波型。

即东北部为全市地势最高，切割最烈．地形温复杂的群山丘陵区。位于山亭镇的高山顶

峰海拔为6 20．4米，为全市最高点。其次是位于店子镇北的摩天蛉顶峰海拔为603米和耸

立在北庄乡东南部的抱犊崮顶峰海拔高度为580米。群山向外是滕、薛、枣一片海拔为

100米上下的山前平原。往南，从峄城区东部边界起向西至薛城附近又隆起东西走向的带

状山脉。再往南是海拔100米上下的山前缓平地。西部濒湖及南部滑运地区为海拔30--

40米的沿湖洼地和交接洼地。最低处海拔为24：5米。最南部与江苏接壤地区又出现低山

丘陵。根据海拔高度，切割程度和起伏太小等分异规律，枣庄市共分为低山丘陵、山前

平原、洼地三种农业中地貌类型、十个微地貌类型(即低山丘陵坡、梯田、近山阶地、

山前倾斜平地、蛉岗、山前倾斜平地、山前缓平地、交接洼地、河漫滩、沿湖洼地)。

三种地貌类型的大体比例是三洼三平五山丘。
‘

1、低山丘陵

分布面积371．43万亩，占全市总面的54．6斯(其中。山丘蛉坡地109．38万亩，梯田
1l 5．29万亩，近山阶地44．93万亩，山问倾斜平地8 8．93万亩，蛉岗l 2．9万亩)。以山亭区

分布较多，占山丘面积的39．7 2贴。其余区县均有分布，以台儿庄区为最少，仅占4斯。

山体构成除石灰岩构成的青石山外，也有变质岩和花岗岩构成的砂荇山，还有青石戴帽

下部为酸性岩两种岩类构成的山体并存。山体周围多分布丘陵。除部分发展林果外．其

余宜种草，发展草食畜禽。 ·

‘

2、山前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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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面积181．4l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26．6斯(其中。山前倾斜平地6 3．14万亩，山前

缓平地117．96万亩)。以腺县分布较多，占平原面积的60．25斯，其余爷区已均有分布，
以市中区和山亭区分布最少，分别占0．67贴和4．4贴，山前平原地貌表层为洪积冲积物

组成，地面一般较平坦，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排灌条件较好，适宜多种作物，农业开

发历史悠久，历来是我市农业精种高产区．，食粮畜禽基地。

3、洼地

分布面积1 28．1 8万亩，占全市总面积18．80斯(其中。交接洼地111．7 2万亩)，河漫滩

0．3万亩，沿湖洼地1 2．1 6万亩)。集中分布在沿运和潮湖地带，其次是山根洼地。多为冲

积洪积和湖地沉积物组成。地势缓平低洼。表层地质多为重壤和牯质土。排水性能差、

积水内涝是低洼地的突出问题，常有涝灾发生。对局部洼地可通过改造，发展淡水养殖，

水稻生产或饲养水禽o

；、河水水系
，

～

我市河流属淮河流域，泗河、韩庄运河水系。境内除韩庄运河、伊家河为南四湖的

泄洪河道外，主要骨干河道发源于沂蒙山西南麓的低山丘陵地区，分别自东北向西南流

入南四湖，自北向南和自南向北流入韩庄运河、伊家河，仅有西洳!；}可上游周村水库附近流

域自西北向东南出境流入会宝蛉水库，．再南流汇入中运河o

全市境共有主要河道二十四条， 其中。大型可道一条，中型河道三条，流域面积在

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八条，流域面积三十至一百平方公里的河道十二条o
4

①韩庄运河、伊家河

韩庄运河，是上承南四湖下接中运河的过境河道，境内长为38．8公里，是南四潮流

域0．1 7万平方公里洪水的主要排洪通道。

伊家河是韩庄运河的重要支流，上接南四湖，在台儿庄西南陈庄西汇入韩庄运河。

②峄城大沙河。是韩庄运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我市东北部山丘南麓的大鹰台，

经市中区峄城区流入台几庄区，、全长6 2．2公里。，总流域面积(含分洪道)6 29平方公里，

主要承担流域中的排洪排涝任务。． ．

⑨城郭河，发源于邹县风凰山，东股发源于平邑欢山沟，经我市的山亭区、滕县(6

1．2公里)经济宁市的微山县入昭阳湖．全长80．7公里，总流域面积91 2平方公里。该河

道是主要山洪河道之一，承担着排洪排涝任务。

④其他重要河道。全市流域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除上述大中型河道外，

还有界河、北沙河、十字河、小龙河、薛城大沙河、周营大沙河、新沟河、引龙河等共

八条；流域面积在三十至一百平方公里的河道有小苏河、小位河、小墨河、朱村河、小

泥河、磷城小沙河、塘湖河、三支沟、四支沟i龙河、干沟河、支流河等共十二条。上

述河道多发源于山丘边缘和山前倾斜坡地，除个别外多属坡水河道，主要承担着山丘及

洼地的排水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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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类河流经治理整修．对促进工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 ‘

地下水分布及特点

地下水的补给，贮存和运动，受着降水、地表径流，排泄条件、地层、。地质构造及

地貌类墅的影响，根据上述综合因素，将全市划分平原，山丘两个地貌大区，十五个水分

地质区，二十一个水文地质亚区o

(一)平原水文地质亚区j总面积l 651．3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36．30斯，该区为

第四系松散地层覆盖，主要分布在腺县西和枣南。经计算，该区多年平均总补给量为35 206

万立方米。

(1)腺西平原水文地质区。其面积为886．3平方公里，地质构造属膝西煤田断陷盆地，．

主要合水层是第四系的孔隙水，垂直分布在3 5米以上二层至三层的砂层中，单井水量100

立方米／小时。近几年连续干旱补给减少，农业用水增多．一九八三年出现漏斗o

(2)枣南平原水文地质区，其面积"／65平方公里，第四系地层厚度1—35米，地下水埋

深3—5米，成井深在35米以上，单井出水量50立方米／小时左右。该区是我市地表水灌

溉区， 主要水源为微山湖、伊家河、运河。民用井深一般在5米左右，地下水埋深一般

在2米左右，与地表水水力联系紧密，很少采用地下水灌溉。

(二)低山丘陵水文质大区。总面积2898．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63．70斯。由于我

市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比较复杂，该区地下水分布差异也很大，包括十三个水文地质区，

19个水文地质亚区o

(1)荆泉水文地质区。其总面积5 37．3平方公里，位于我市北部峄山断层以东，，桑村

穹窿以北，主要含水层为基岩全风化带及现代河流两侧的冲积砂层，为变质岩裂隙水和

孔隙水；地堑和单斜构造形成石灰裂隙，岩溶水富水带。

中部为荆泉断块。在地下水向西运动中受到峄山断层西盘侏罗系砂页岩的阻挡而溢

出地表形成玉花泉、大佛泉和荆泉为主的泉群。为我市地下水富水区之·。

南部的郭河上游为桑村穹窿变质岩、岩浆岩。富水性差，是荆泉的补给区之一。

(2)羊庄盆地水文地质区。其总面积7 24平方公里，位于我市东北部的十字河中上游

流域，区内广泛分布着古生代石灰岩层，裂隙岩溶发育，形成良好的地下水补给贮存场所。

+其东北部长龙断层以北为辛召断块的变质岩，主要含水层为基岩风化带，分布在谷

地内，以潜水为主。

其中部长龙断层与曹王墓断层之间，为山亭断块，是石灰岩裂隙岩溶水，富水性一

般，分布极不均匀，单井出水量为500立方米／日左右，埋深大于24米，最大60余米。

其南部为羊庄盆地，是石炭岩裂隙岩溶水，主要含水层为奥陶系厚层石灰岩，底部

有富水性强的砂层，富水性很强，单井出水量>2000立方米／日，是我市主要富水区之一。

(3)伏山断块水文拙质区t其面积8 2．8平方公里，在膝县西北界河和伏山断层以北的

山丘地带。主要含水层为中下寒武系地层富水性能差异较大，地下水在向南运动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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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质岩或第四系粘土层阻挡而成泉，如石头集泉，马庄泉等。

(4)金河泉水文地质区。其面积18l平方公里，位于峄山断层以东，羊庄盆地以西，

桑村穹窿以南， 星东北西南方向条带状。其北部一般单井出水量1000立方米／日，其南

部单井出水量在1000立方米／日以上，是我市富水区之一o

(5)薛南平原水文地质区。其面积211．2平方公里，位于薛城南部，大部分属太山群

隆起地带，地层为太古界片麻岩或第四系下伏片麻岩。主要含水层为土壤孔隙水和岩层

裂隙水，富水性差，其东北部富水性较好。

(6)十里泉水文地质区。其面积71．1平方公里，位于枣庄以南峄城北，枣台公路以西，

形状近方形，第四系覆盖，地下水丰富，是我市富水区之一。
’

(7)东王庄水文地质区。其面积94．1平方公里，位于十里泉以东，第四系覆盖厚0一l 2

米，北至北山断层，南至分水岭，地下水丰富，单井最大出水量达9240立方米／日，是

我市富水区之一。

(8)清凉泉水文地质区。其面积98．2平方公里，位于十里泉区以西，北至北山断层，

南至分水岭第四系覆盖厚0一l 5米，地下水丰富。单井出水量在50立方米，／小时以上。

(9)陶枣煤田水文地质区。其面积187．3平方公里，第四系以下为右炭、二迭系地层，

含水较差，单井出水量一般<1 5立方米／小时，同时因受煤矿开采影响，很少能被利用。

(10)半湖山丘水文地质区。其面积3l 9．8平方公里，西北部与羊庄盆地以分水蛉为界，

东至市界j南以北断层为界。主要为灰岩裂隙岩溶水和砂页岩裂隙水，含水量中等。

+(11)棠阴盆地水文地质区。其面积9 2j 8平方公里，盆地南北的山丘为寒武系地层，

腹部为第四系覆盖着的奥陶系地层，单井出水量一般80—150立方米／小时，电厂深井出

。水量达279．2立方米／小时，是我市富水区之一。

(1 2)峄城山丘水文地质区。其面积271．1平方公里，位于峰城以东以南的山丘地带，

呈弧带状。该区多为下寒武系地层，单井出水量60—100立方米／／小时，较富水区。

(1 3)运(河)南山丘水文地质区。其面积82．5平方公里。位于我市最南部与江苏省凌

壤地带，第四系砂粘土覆盖，土壤孔隙水和裂隙岩溶水分布不均，富水中等。

上述表明，我市地下水主要富水区有。十里泉、东王庄、清凉泉、金河泉、荆泉、

棠阴盆地、羊庄盆地、腺西平原区。由于开采不平衡，有的泉区出现超量开采，形成降

落漏斗，地面塌陷，水质污染。有的泉水仅部分开采．尚有一定余地。

气候资源 ～

．

农牧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它与气候条粹有关最密切的联系，光、热、水、气是农作

物机体活动的基础，它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与产品数量、质量有决定性作用。

1、光能

．全市太阳年总辐射量平均为l 25千卡／厘米2年。全年日照总时数为2100—2400d、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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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季节分配。春季600—650pJ,时以上；夏季5 70-6SO,J,时；秋季500—590小时；冬季440

—4901J、时。一年中，5—6月日照时效最多，2月份最少。全年日照百分率为49—54贴。

一年中以七月份百分率最少，在40斯以下。 ．

2、热量 ．

(1)气温

全市年平均气温一般在13．6一14．2℃之间。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6．6"C一26．9℃o

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一0．80℃一一I．8"C。年较差27．3℃一28．7℃。极端最高气温为

39．I℃一40．4℃，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5．8"C一一21．8"C；枣庄日平均气温≥0℃的初日是

2月中旬，终日是l 2月中下旬，日数在300天以上，其累积温度为5000—5 200℃。≥10℃

的初日是4月上旬，终日11月上旬，日致为205—218天，其积温为4400—4600℃。≥15℃

的初日是4月下旬，终日为Io,q中旬，日数为I 70天，其积温3900—4000℃．。≥20℃的初

日是5月下旬，终日为9月中旬，其积温为2900—3000℃。日最高气温>30℃的日数在50-

70天之间，日最低气温<一5"C的日．数在40天以下，<一10℃的在10天以下。。

【2)四季划分

我市气侯平均气温≥22℃为夏季，夏季为107—122天(自五月下旬至9月中旬)，季

平均气温为26℃；≥10℃为冬季，冬季为135天(自11月上旬至次年3月下旬)，季平均气

温在一0．1—1．1℃之问；界于10℃和22℃之问为春秋两季，春秋两季分别为55—63和53

—60天，季平均气温14—15℃，秋略高于春。

(3)无霜期

全市无霜期190天一201天，最长可达220天j．最少约16。0天。初霜期在10,q中下旬，

终霜期在4月上旬。这样的热量条件可以实现二年三作或一年=作，提高复种指数。

3、降水

我市降水量多年平均8I 5．8毫米，年降雨量最多是1324毫米，最少388．9毫米，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其降水季节分配。夏季(6—8月)降水量为420--540毫米，占全年降水总

量的57—63贴；春季(3—5月)降水总量为100-140毫米，占全年降水总量的14--15斯，秋

季(9一11月)降水量为140--l 80毫米，占全年降水总量的19—24％j冬季(I 2_2月)降水

尊为3l一36毫米，占全年降水总量的4—5斯。年降水以一月份最少，平均不足io毫米。7

月最多，平均为190—240毫米。 、

一 雨季和降雨日数t全市雨季一般始于6月下旬，最早6月上旬，最晚7月中问。一般结

束于8月后半月至9月上旬，最早的在8月中旬，最晚可延至10,q上旬。整个雨季共70天

左右。

全年年平均降水日数为82--86．5天，最多年为96-108天，最少年为61--72天。降

水日敦最多的7月平均为l 3．9—1 5．3天o『降水日数最少的1月平均为2．7—3．2天。‘

4、风向
。

全市主导风向为东北风i市驻地常年盛行东风，东北风。北部一带多东南风，南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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