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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土壤是攻业的基础。为了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

化，必蕊j劳先摸清土壤资源，查清不同地区高产稳产田的土壤条件

和低产田蛳曦碍因素，进而创造条件，进行合理的作物布局和实行

科学的田Il遍缡．理。为此，必须以先进的土壤科学为指导。土壤普查

是土壤毳箨的重要手段。土壤志便是累次土’凑普查和研究成果
的记录与总结。

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利津县曾在一九五八年秋穗焉龙五九年

春进行，但多．e--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多变，资料均已散兴。。：。后二十

余年来，由干各种原因的影响，多不重视土壤科学的；麟毙和资料．的

累积，致使此项事业仍属空白。 0套襄．．，

本次普查是根据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精寺申与’婶全国第二

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稗》和省技术纪要的要求，在地、县政府领

导衣地区技术顾问组的指导下，继广饶。、阳信土壤普查工作完成之

后，于1981年4月1日开始至9月底结束，历时174天。参加这次土壤

普查工作的有外县农技干部23人，本县农技干部51人和农村知识青

年161人，共计240人。县成立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技

术指导小组，并划分外业(20个工作队，．每公社一个，国荒区暂分

为渤海、利北，一千二，三个土普工作特区)、一．化验、绘图、后勤

四套班子，同时并得到县科委、县气象站，黄河修防段、水利、水

产、一畜牧等局的大力协助，配合工作。

w本次普查共完成总面积2498400．7亩，范围1 665．6平方公里。

．在普查中秃用熟弱强瞪与野外勘查相结合；野外定点取土与室内化



验相结合的方法。全县共挖剖面2168个(每个剖面平均控制面积

1152亩)，打钻孔6339个(每个控制面积394亩)，采土样1524份，

农化样524份(每点控制面积4768亩)，采水样1941个(每个控制

面积1 287亩)，物理诊断按每个土属不同构型取三个剖面点，每

剖面分表、犁底、心三层取样测定。室内常规化验，均按“纪要))

规定执行。总计常规分析12732项次，获取数据8488个。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基本查清了全县的土地资源、

土壤的主要理化性状、高产稳产田的土壤条件和低产田的主要障碍

因素，取得了大量科学数据，并编绘了县级十二幅成果图，其中包

括：地貌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表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

土壤有机质图、全氮及碱解氮图、速效磷含：星分布图、速效钾含量

分布图、潜水埋深及矿化度图、土壤盐分图、土地评级图、土壤改

良利用分区图。公社及社级特区各编绘了土壤图、耕量质地及土体

构型图、潜水埋深及矿化度图、土地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并

勾绘了地貌、土地利用现状和农化样草图。在调查访问、专项座谈

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县级编写了《利津县土壤志))、 (1利津县土

壤普查成果简要报告))和“利津县土壤普查工作总结))。社级各队

均编写了土壤普查报告和有：关专题总结，各社重点大队结合外业

调查速测了重点地块的养分含量并编写了有关说明。

本次土壤普查，由于地、县加强了领导和各单位大力支持，顺

利完成了任务，基本达到了规定的要求和预期的目的。但由于准备

较仓促，技术力量薄弱，培训时间短，致使对普查的进度和质量均

有所影响。在材料的整理上，由于水平昕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准免，

望审查和参阅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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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 况
一、全县基本情况

利谇县位于山东习匕部，黄河下游入海口西北岸，沿河成东北——

西南走向的狭长地带：地理座标为东径11 8。07’——118。54'。，北

纬37。22’——38。12’。北濒渤海，西与沾化、滨县接壤，东、南与垦

利、博兴隔河相望。全境长102．5公里，宽1 6．325里(8．5——25．0公

里)，所辖总面积1665。6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十分之一。o

全县一有十七处农业公社和一个渔业公社，5 3 7个生产大队，

1690个生产队，66341户，农业总人口为277304人，其中男女整半劳

力9611 9人，多集中聚居在境内中南部；县境北部占全县总面积三分

一以上为荒洼草场和盐碱滩涂，现有两个国营农、林场——渤海农

场、一千二林场。利北办事处统辖荒洼管理。自1975年+后，各公社

皆组织在该国荒区内围垦，原始草场已不多见。
’

全县总面积为2498400．7亩， (原无统计数)，可利用面7积

2068693．1亩，耕地面积1081261。9亩，除外县单位占地86428亩外，

本县实有耕地994833．9亩，按现有农业入口每人占有耕地3．58亩，

按男女整半劳力每人负担10．35亩。现有大牲畜13536头(匹)，平

均每头(匹)负担耕地73．5亩。至1 980年底生猪存养62201头，羊

64283只。随生产水平的提高，化肥工业的发展，近年来化肥施用

量亦有所增加，1980年总施用量6863吨，合每亩13．7斤。农用龟331

万度，平均每亩耕地用1电3。3度。农业机械总动力62843马力，平均

每亩耕地0。063马力。农用拖拉机61 9部，机耕面积49．47万亩，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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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49．73％，机播面积7．52万亩占机收面积1．38万亩，有效灌

溉面积19．52万亩。从上述情况看，我县按人均土地古有量在全省

是较高的。但由于境内自然条件恶劣、土地沙荒、盐碱、洼涝、生

产管理水平较低，所以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仍不高。

利津县境古为渤海水域。据山东考占录言： “后魏时一蒲台东

去海仅三十里，今滨洲东十里秦台也。今利津、沾化、海丰诸县，古

来必有其地矣!后海水东去渐开诸县”。又据史料记载： “自汉元

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河决清河，遂由千乘入海"(千乘即：广

饶、蒲啥地)．。尔后，由于黄河所携大量泥沙的淤积，渐成大陆。利

津县建制年代较晚，据利津县志称：县始建于金·明昌三年(11 92

年)，时为山东东路滨史刺史郡，前后汉属千乘郡湿沃县地。北魏

后属蒲台县永利镇。自建县至今历时只有789年。明·崇祯十五年

元月(1642年)，黄河由开封改道入淮，是时利津境域海岸线已推

至铁门关(前关)下之老爷庙到罗家屋子一线，至此境界遂定。

清·咸丰五年(1855年)，河徙兰阳、铜瓦厢，经范县张秋镇、

穿运河，夺大清河道，．复由利津入海(历史上第六次进山东入海)。

自改道以来的百余年中，在境内先后改道入海12次，平均每八年改

道一二次。洪水期，河水纵横漫溢，渐形成以宁海为顶点的近代黄河

三角洲(北沿徒骇河以东、南至南．旺河以北，约5400余平方公里的

扇形地)。利津县的大部面积均处于此三角洲中。所以，三角洲的

演变过程，也就是利津县境内成土过程和土壤发育史。旧社会，由

于封建帝王与国民党统治期间，贪污腐败，不关心人民疾苦，致使

黄河堤防荒废失修，仅1883——1 929年的46年中，境内决口达34次，

平均1．35年决口一次。翻开史书充满着： “洪水横溢，尸漂遍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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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记载。更加旱、涝、风、雹、虫等自然

灾害，较他县更为突出。据有吏可查，自136S年(明·洪武元年)

至1949年建国前的591年中，共发生旱灾214次，涝灾130次，平均每

1．7年发生一次旱涝灾害。风、雹、蝗害无岁不有，县志中均有记述。

如：万历二十一年“蝗飞蔽天"，二十七年舅二月大风，黄沙蔽日，

秋七月淫雨害稼，大饥人相食”。光绪四年春“大风土尽起，禾稼

不登”。从记述中可以看出，旧社会我县人民群众，在这片黄水纵

横泛滥，朝东暮西的土地上垦殖生息，不但上受封建官僚地霸的．层

层盘剥，并朝夕与恶劣的大自然环境斗争，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

直至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二、农业生产现状和问题

(一)农业生产现状：

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掌握了自己的命

运，开始向大自然宣战，使猖撅无羁的‘早、涝、碱、蝗等自然灾害

得到了初步治理。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

展，首先为治理旱、涝、碱，在水利工程上先后开挖和疏浚了太平河、

草桥沟、褚官河、沾利河、挑河、西干流等大小六条干排河道，总

长达184公里，动土2574万立方，投工1316万工日，控制流域面积

2020平方／公里，基本解决了我县境内的大面积内涝灾害。另外，为

解决全县人民的吃水和灌溉，曾先后修建了綦家咀引黄闸，刘家夹

河和宫家虹吸管引黄工程，王庄引黄闸，总引出量达40余流量。并

相继建立健全了宫家和王庄两个灌区的部分配套工程。国家投资先

后共217．4万元，灌溉面积达19．5万亩，发展稻田2．3万亩，大大增

强了我县的抗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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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生产上，过去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违背了自然规律；因

而产量长期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从1949——1 974年的25年中。，、单

产都在百斤上下徘徊(解放初期的1 949年，粮食单产为102斤)，超

．过百斤的只有11年．，其中1 4午单产都在百斤以下，低于1,949午的水

平-。1975年后，由于部分调整了作物布局，并发挥了王庄灌渠的效

益，粮食产量有稳步上升的趋势，单产由1974年的82斤上升到1979

午的169斤，增产一倍以上。总产由1974年7923．4万斤上升到1979

年的1 5953万斤。1 980年小麦由于冻害和严重干旱，减产幅度较大，

、因而使单产和总产都有所下降。

棉花生产，解放初期曾是我县的主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相当

于小麦面积，1 955年总产达7．32万担，单产33斤。但从1958年后，

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棉花面积逐年压缩，’管理日渐放松；使单

产和总产都迅速下降。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2，．5万亩下降到1 961年

的2．2万亩，单产．由3|3斤降至12斤，总产由7．32万担降至0．274万担。

1962年单产只有2斤，总产又降至890担。自1962年至今的18年中，

单产长期徘徊在20斤上下，播种面积1980牟、为3．19万亩，为1'949年

．的2’3．3％，1957年的14．2％。

利津县解放初期曾以盛产大豆、花生闻名，但自1957年之后，

播种面积和总产都大幅度下降，1970年后在作物布局上虽作了部分

调整，但收效甚微，1980年大豆面积只及1 949年的52％oo，总产为

1949年的47．8％。
’

近’年来由于高梁、玉米等杂交种的推广和栽培技术的改进，使

秋粮的单产和总产都有较大提高。水稻虽播种面积较小，但能高产，

稳产，对改变沿黄盐碱地区群众的生产面貌，，、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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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三十二年来，畜牧业发展较快，尤其食草畜类增长幅度较

大，这基本适应了我县草原宽阔丰盛的规律。‘。按1980年年终存养量

计：大家畜年终存养13536头(匹)，较1949年增殖16．2％，其中除驴

骡有较大减少外，马、牛有较大幅度增加，马、牛分别增加21．9倍和

1．9倍。羊现存养64283只，为1949年的25．9倍，猪存养62201头为

1949年的4．5倍。兔在1 955年前当地没有饲养习惯，现已发展到

，238941只，平均每户存养3．6只。近几年来，由于畜牧业的迅速+发

展、，牧业产值1980年达58。27万元，为1949年的1．56倍。

林业生产三十多年来，也有所发展，除通过引种试验找出了适

于本县盐碱地生长的适宜树种外，并建立了几个重点林区，’现有用

材林27839亩，林粮间作面积19403亩，经济林5716亩。，木材积蓄量

22921立方米。森林复盖率2．13％。现已开发沙区造林，计划面积

：110342亩，其中已成林4936亩。四旁植树910．5万株。沿海滩涂内侧

有大面积自然柽柳灌木林，为我县宝贵资源，但近期垦伐破坏严重，

须立即保护。

渔业生产：境内海岸线长32。5公里，滩涂228961亩，自然河沟

四条，人工河一条，可泊机帆船50——100吨位，有渔业公社一个：·

年捕捞量4558吨+。近年来，开始试养对虾和护养贝类(主要有文蛤、

四角蛤、女益蛏等)贝类资源总量为2万吨／年，现捕量为5000吨／年。

对虾年产1——2吨左右，并计划在近期扩大繁殖1000亩，以充分利

用近海滩涂资源。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产量低而不稳，粮

食单产、总产和农业总产值属全区最低水平，群众的温饱问题仍没

彻底解决，解放以来由于人口增长率大于粮食总产增长率，虽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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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较1 949年已有较大增长，但人均占有粮食仍低于解放初期水

平。

(二)现存主要问题：‘

分析我县产量低而不稳的原因’，既有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又有自然资源条件和障碍因素的限制。主观上讲，我们过去习惯于

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指导生产，缺乏科学知识和对客观现实的调查研

究。尤其对早、涝、碱、薄、沙的治理特点认识不足，有些方面违

背了自然规律，如单从生产角度分析，主要有如下几点：

1．水利建设管理混乱，治理旱、涝有片面性：

利津境内由于受季风影响，年降雨量偏少，季节分配不匀，早

春与晚秋常受干早威胁，尤其五十年代初旱灾频繁，因而决定大搞

引黄灌溉。当时由于对全县水文地质缺乏全面调查，工程未配套就

仑促上马，放水漫灌，有灌无排，致使地下潜水迅速抬高，土地大量碱

化。尔后，由于担心土地继续碱化，1962年决定引黄下马，平渠还

耕，一切水利设施毁于一旦。1964年大涝，受灾50余万亩，绝产近

20万亩。1965年又被迫挖河，实行深沟排涝。1 965——1968年连续

大早，又开始恢复引黄灌溉，排沟变灌渠，沟渠相通，长期送水，

截沟当水库，大水漫灌。由于土地不平，造成高碱洼涝。群众说：

．“只灌不排，碱就上来，臾排不灌，早了难看”。概括了我们在治

理早涝碱上的盲目片面做法。七十年代后期，虽有部份工程已开始

配套，但多数地区有灌无排，灌排混用现象仍严重存在，据此，今

后应走旱、涝、碱综合治理的路子。

2．对土壤大面积迅速盐化没有足够重视，缺乏改良利用盐碱地

的综合规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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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历史上就有较大面积的盐碱地，五、六十年代，由于大面

积漫灌，又使部份土地发生次生盐渍化。近年来盐化面积仍有增无

减，除王庄、宫家灌区所属流域，由于用水不当仍在迅速大面积出

现盐化外，无灌排条件的国荒地也由于垦殖不当而迅速盐碱化，仅

几年中就撂荒达59551亩，占原分配面积的29．4％7。其他如稻、旱插

花种植地，稻区周围地，大灌渠两侧土地，均不同程度返盐，甚至

丢荒。此一趋势，‘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势必使我县土地更加恶化，

生产能力再度降低，给农、林、牧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据

调查，全县可利用土地面积2068693亩中，轻重盐碱地已达1736664

亩，占可利用面积的83．94％!其中拿苗不足六成的重碱地有

429451．5亩，究其主要原因：

(1)黄灌区；

①有灌无排，灌排不配套多或有灌有排，但灌排混用和排沟太

浅，沟距太远，不能速排多或在主河道和骨干灌渠两侧无截渗沟，

河道淤积，积水侧渗补给了地下水，致使潜水位抬高，+导致了土壤

盐化。

②地面不平，水层不一，致成高碱洼涝。

③灌水无定额或灌水方式不合理， (如大水漫灌)和农业措施

不良，皆可造成土壤盐化。

(2)在稻改区：

①稻区排水系统不配套，排沟常年淤积塌坡严重，达不到排碱

要求。

②灌排混用或以排沟当水库，常年使用，致使潜水位经常保持

在一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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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水、．旱田插花种植，中间：无截渗沟。

④冬、春稻田地面裸露，不注意绿肥改土。

(3)在国荒地：

①不注意国荒新淤地成土年幼、草甸过程短、海拔低、淤土层

薄、毛管强烈、海相盐土母质所含大量盐分易升地表等特点，盲目

粗放耕作，严重破坏了自然植被，地面长期裸露，雨后中耕不及时

或根本不中耕，毛管水大量蒸发，盐分迅速升至地表，造成撩荒。

．②无排水设施和平地围埝办法，雨水径流不能自然淋盐。潜水

受海水顶托补给，致使潜水矿化度极高，返盐更重。

③无森林保护、小气侯恶劣、蒸发大、降水少。

以上各因素就构成了境内土壤继续盐化的条件。如不迅速采用

科学方法和综合改碱措施，必将陷入因低产贫困，进而盲目开垦

—_广种薄收粗放耕作造成土壤碱化——撂荒另垦再碱化。结果仍

摆脱不了低产贫困面貌的恶性循环中。

3．农业生产内部结构不合理：

(1)．作物布局失调：利津县气侯温和，适种作物较广。但土

壤表层质地由于成土条件的差异而变化较大。在可利用面积中，轻

壤占43．03％，砂壤占30．04％，中壤占22．71％，重壤只占4．22-％。

砂壤土质较薄，适种豆科花生、大豆多轻壤土宜于棉花、大豆多中、

重壤土较肥沃适于发展粮食作物。我县历史上曾以盛产大豆、花生

闻名全省，解放前后利滓城曾是大豆、花生、棉花集散地，车拉船

运直销济南。五十年代初，全县大豆面积在三十余万亩，占耕地面

积的1／3以上。棉花面积1957年前都保持在22．5万亩以上，占总种植

面积的1／4左右，1957年后，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力扩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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