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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根据国务院[1979]11l号文件精神及省地统一安排，按照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要求，于1981年二月展开普查工作。全过程分为

技术培训、野外调查和室内化验、公社和县级资料汇总四个阶段，历时八个月，圆满地

完成了《规程》要求的各项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县成立了土壤普查委员会和办公室，公社成立

了领导小组，济宁行署农业局抽调十个县(市)技术骨干27人，组成技术顾问组和化验

队具体帮助指导。全县组织279入，组成十八个土壤普查工作队，一个化验队，承担了

这次普查任务。

全县普查总土地面积2381932亩，共挖主要剖面4370个，打定界钻孔8731个，取农

化样1391个、水掸115个、有机肥料掸36个。完成化验26596项次，物理测定掸28个剖

面。参照省测绘局提供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航片，公社级编绘了地貌图、土地利用现状

图、土壤图，表层质地图与土体构型图、土地评级图、土壤肥力图、土壤改良利用区划

图、行政图等八种图幅，并编写公社普查总结报告。县级汇总编绘了以上八种图，并编

绘了各种养分图，共十三种图幅，编写了《邹县土壤志》和简明报告。

《邹县土壤志》的编写，是以野外调查和室内化验数据为依据，在汇总各社成果

资料的基础上，参阅有关资料编写的。全志共分八章，阐述了本县土壤分布规律及其性

态特征、理化性质和生产性能，提出了因土改良、因土种植、因土施肥的意见。

我县土壤普查工作，曾得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付研究员张俊民先生的指导，山

东农学院农学系七七届实习生参加了这次土壤普查，作出了贡献，在此表示谢意。

《邹县土壤志》笫一、二章由桑万里编写，第三、四章由初成钦、刘清扬编写，第

五章由李正英编写、第六章由神德仁编写、第七、八章由齐广铎编写，初成钦为《土壤

志》主编。由孟祥德、潘玉杉、寻海涛绘制附图。

《县土壤志》是经集体研究讨论，后经济宁行署、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有关领导和老

师审阅定稿。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难免，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一章 自然概况和成土条件

邹县位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区的西南边缘，地理座标位于东径117。27 7，北纬35。25，。

北部与泅水县、曲阜县、兖州县交界，东部与平邑县接壤，西部与济宁县、微山县毗

连，南部与滕县相邻。县境东西长63公里，南北宽25．2公里，总面积1588平方公里(折

2381932亩)。

邹县历史悠久，五千年前，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邹县野店遗址

上，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开始了定居生活，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

悠久的历史和农业经济活动的过程，是农业土壤发育形成并不断演变的过程，因此

土壤不但是历史的自然体，也是农业劳动的产物。五千多年来，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农

业活动，对于土壤的形成和演变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节农业气候条件

邹县位于暖温带、属半干旱、半湿润、季风、大陆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干湿

显著。春季风大，回暖较快，少雨易早；夏季湿热多雨，间有干旱，秋季多为天高气

爽，但也时而阴雨连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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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雹等灾害性天气也常有出现。气象要素

分述如下：

一 半 昭。
、 ／LJ J-}、‘

光照资源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2427．9小时，年平，’习日照百分率55％。六月份口照

时数最多达252．6小时，其次是五月份日照时数是2s0．3小时。各月份日照时数，日照百

分率见表l一1。

表1—1 各月日照时数及日照百分率 (一)

。＼＼黝 1 2 3 4 5 6
项目 ＼
日照日数
(小时)

172．3 168．4 208．3 2 11．4 ， 250．3 252．6

日照百分率
56 54 56 54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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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一1 各月日照时数及日照百分率 (二)

＼ 月份
＼＼ 7 8 9 10 11 12 全 年

项目 ＼、、

日照日数
(小时) 196。0 222．4 195．4 206．1 174．O 169．8 2427．9

日照百分率
(％)

47 53 53 58 56 57 55

本县年平均太秘j辐射总量120．4千卡／平方厘米，其中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o℃期间

的辐射总量是108千卡／平方厘米，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io℃期间的辐射总量85千卡／平

方厘米。丽农作物对太阳光能利用率一般较低，以本县目前某些作物的最高产量水平计

算，光能利用率仅为1．3％。

二、温 度

年平均气温14．1℃。最高月(7月)平均气温27．2℃，最低月(1月)平均气温负

1．2℃。年极端最低气温负18．3℃(出现在1964年2月17日)，年极端最高气温40．3℃

(出现在19Go年6月21日)；年平均日较差10．S℃，以春季最大，平均日较差11．4℃，

其次是秋季，夏季最小，平均9．6℃。各月平均气温和平均日较差详见表1—2。

表1—2 各月平均气温及平均日较差 (一)

＼ 月份
＼＼、 1 2 3 4 5 6

项目 、、、、

平均气温
(℃) 一1．2 1．5 7．9 14．9 20．8 25．8

平均日较差
(℃)

10．0 10．1 11．0 11．3 11．9 11。4

表1—2 各月平均气温及平均日较差 (二)

＼月份
7 8 9 10 11 12 全 年

项目 ＼、＼＼一

平均气温
(℃)

27．2 26．5 21．3 15．6 7．9 1．2 14．1

平均日较差
(℃)

8．5 8．8 10．2 10．9 9．9 9．5 10．3

—2一



平均初霜日在10月24日，平均终霜日在4月6；最早初霜日在10月9日(出现在

1969年、1981年)；最晚终霜日在5月4日(出现予1961年)。全年无霜期平均201天，

最长244天，最短184天。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o℃的平均初日在2月18日，平均终日在12月11日，累积温度

5220．1℃。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o℃的初终日，一般与田间耕作的开始和终止日一致。

这与冬小麦返青和冬前停止生长期相近。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5℃的平均初日在3月12

日，平均终日在11月9日，累积温度5006．8℃。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平均初日在

4月2日，平均终日在11月4日，累积温度4699．7℃。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初

终日与喜温作物开始和停止生长相吻合，也与初终霜日基本相近。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2℃的平均初日在4月12日，平均终日在10月26日，累积温度4484．7℃。日平均气温稳

定通过15℃的平均初日在4月24日，平均终日在10月13日，累积温度4060．7℃。日平均

气温稳定通过18℃的平均初日在5月7日，平均终日在9月30日，累积温度3589．6℃。

各月平均地温见表l一一3。

本县10厘米深度的土壤封冻期，历年平均初日在1月9日，最早12月14日，最晚2

月10日；解冻期平均在1月24日，最早12月19日，最晚2月20日。10厘米深度的土壤封

冻时间，历年平均15天，最大冻土深度27厘米。

表1—3 各 月 平 均 地 温 (一)

＼ 月

勉盟0 ＼ 1 2 3 4 5 6

＼＼＼
深度c m、＼迭

＼

5 c 0．1 3．1 9．7 15．9 22．5 27．4

—_

10c O．6 3．2 9．7 15．6 21．9 26．7

表1—3 各 月 平 均 地 温 (二)

＼ 月

地瀣杉＼ 7 8 9 10 11 12 全 年

。＼＼＼
深度c lIi＼心

5 28．3 28。O 22．6 16．4 8．5 2．2 15．4

10 27．8 27．7 22．9 16．7 9．2 2．9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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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水、 湿度和蒸发：

年平均降水量771．7毫米，最高年降水量1263．8毫米，出现在1964年；最少年摩水

量443．2毫米，出现在1966年。全年各季降水量很不均匀，以夏季降水量最多，为506毫

米，占全年降水量的65．6％，冬季降水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3．9％。年平均降水日

数为80天，最多达107天(出现在1964年)，最少年65天(出现在1966年)。年内各月

降水日数分布与各月降水量分布趋势大体一致，7月份最多，平均降水日数为14天，其

次8月份11天，1月份最少仅3天。雨季一般开始于6月下旬，至9月上旬结束。6—

9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6％，暴雨主要集中在雨季，平均暴雨初日在7月13

日，最早初日在5月13日(出现在1977年)，平均暴雨终日在8月27日，最晚终日在11月

19日(出现在1962年)。年平均暴雨日数8天，年平均暴雨量255．5毫米，占全年降水

量33％，占6—9月份总降雨量的43％。日最大暴雨强度是321．9毫米(出现在1972年

7月6日)。

历年平均绝对湿度为12．5毫巴，最大39．7毫巴(出现在1961年7月24日)，最小0．3

毫巴(出现在1963年12月24日，1977年2月21日)。各月平均降水量，平均相对湿度，

平均蒸发量见表1—4。

表l一4 各月平均降水量、蒸发量和相对湿度 (一)

＼＼ 月
＼＼ 1 2 3 4 5 6项目＼

平均降水量
(毫米) 8．5 11．2 】9．9 44．2 36．5 82．9

平均蒸发量
(毫米) 62．4 88．0 171．1 224．2 293．5 352．5

平均相对湿度．
60 60 56 57 56 58

(％)

‘

表1—4 各月平均降水量、蒸发量和相对温度 (二)

＼月＼ 7 8 9 10 1】 12 全 年
项目 ＼ 一

平均降水量
(毫米) 251．O 17】．7 80．9 34．O 20．3 10．5 77】．7

平均蒸发量
226．3 197．1 161．O 144．7 97．6 66．0 2084．3(毫米)

平均相对湿度
77 77 71 66 65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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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灾害性天气：

威胁农业生产的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干旱、冰雹和干热风等。根据二十年来降雨量

分析，偏早年份占25％，其中大旱年占15％，分别出现在1966年、1968年和1976年。偏涝

年占25％，正常年占50％。

干早一般是全县范围内出现，但由于条件不同受灾程度有明显差别，东部山区地表

迳流量大，土层薄、缺乏灌溉条件、受灾机遇及水土流失的程度都较西部平原为重。

冰雹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平均两年一遇，成灾较重的3—4年一遇。冰雹最早

出现在4月中旬，最晚出现在9月下旬，以6月份出现次数最多。本县的冰雹路径有三

条，东路从昌平山起，经田黄、张庄、城前、王村等公社。此路冰雹袭击最为经常，成灾机率

较大，是本县最主要的冰雹路径。中路从兖州、沿津浦铁路南下，经中心，城关、峄山、

看庄至滕县I西路从兖州西南部和济宁东北部而来，经平阳寺，太平、郭里和石墙公社

至滕县西部。此路即群众所说的“北打宁阳，南打石墙"之路。冰雹往往伴随强风暴

雨，因而加大了灾害程度。

年平均风速3．04米／秒，最大风速17米／秒(出现在1963年7月6日东南风)。4月

份平均风速最高为3．9米／秒，8月一9月最低平均2．4米／秒。

干热风，群众称“西南火风”，影响小麦灌浆，导致青枯死亡，千粒重下降而减产。

发生时期主要在5月中、下旬和6月上旬，每年都有发生，成灾较重的平均三年一遇。

5月中旬至6月上甸平均干热风总日数是7天，其中轻干热风5天，重千热风2天。千

热风的危害程度与土壤特性和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

第二节地形、地貌

本县地处沂蒙山区西缘，津浦铁路中段。境内平均海拔高程77．8米，最高(凤凰山)

648．7米，最低(城西冲积平原)32米。县境地势东高西低，东、南、北三面群山环绕，

地势高亢。西部是湖东山前冲积平原。县内有昌平山、峄山、尼山、连青山、凤凰山、

凫山六个山系。

1．昌平山系(青石山)：由中心公社大元村东北的九龙山起，向东延伸至田黄公

社南龟山、绵延26公里。包括大小山头30余座，主峰昌平山，位于县城东北21公里崮尚

村东北，高406米。

2．峄山山系(砂石山)：位于津浦铁路东，北自岗山超，向南延伸29．5公里至龙

山止。包括大小山头20余座，主峰峄山位于县城东南12．5公里，高度545．1米。

5．尼山山系(青石山)：由田黄公社宋家山头起，向东南延伸27公里，至城前公

社石山沟村一带。包括大小山头20余座，主峰尼山在宋家山头北，。<相传为孔子诞生之

地，有孔庙、夫子洞等古迹，高度339．5米。十八盘亦属此山系，高度537米。

4．连青山系(砂石山)：由匡庄公社葛炉山起，向东南延伸22．5公里至连青山。

包括大小山头40余座，主峰连青山位于城前公社枣营沟西，邹滕交界处，高度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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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5．凤凰山系(砂石底青石帽)：位于邹县至城前公路以北，从笔架山起，向东南

延伸12公里至大槐树庄一带，包括大小山头20余座。主峰凤凰山在田黄公社朝阳寺南，

高度684．7米，是济宁地区境内最高点。

6．凫山山系(青石山)：位子邹城西南的石墙，郭里公社的南部，绵延26．5公

里。包括大小山头60余座，主要有西凫山，东凫山(郭里公社爷娘庙附近)和主峰寨山

高294米。

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和岩性把全县划为低山丘岭和湖东山前冲积平原两大地貌类型，

七个中地貌类型，廿一个微地貌单元。

一、低山丘岭区：

包括香城、王村、张庄、城前、尚河、田黄、大束、匡庄、看庄、高庄十处公社及

中心、城关、峄山公社的东部、石墙、郭里公社的南部，共划分五个中地貌类型，十五个

微地貌单元。

1．侵蚀陡坡：包括荒岭坡、裸岩裂隙地两个微地貌单元，共有350726亩，占总面

积的14．74％。

2．山岭缓坡：包括山坡梯田、坡麓梯田、沟谷梯田，三个微地貌单元，共有

372344亩，占总面积的15．65％。

5．近山阶地：包括近山阶地和近山高阶地两个微地貌单元，共有409587亩，占总

面积17．24％。

4．岭岗：包括岭岗梯田、岭坡梯田，缓平坡地三个微地貌单元，共有189028亩，

占总面积7．95％。

5．倾斜平地：包括山前倾斜平地，山前缓平地、沿河阶地、台子地、山间洼地五

个微地貌单元，共有532549亩，占总面积22．38％。

湖东山前冲积平原区：

包括落陵、太平、平阳寺三处公社及中心、城关、峄山公社西部、石墙、郭里公社

北部共划为两个中地貌类型，六个微地貌单元。

1．微斜平地：包括缓岗、微斜平地、缓平地三个微地貌单元，共有314438亩，占
总面积13。2％。

2．冲积平地：包括沿河平地、背河洼地、河漫滩三个微地貌单元，共有213260

亩，占总面积的8．84％。

各地貌类型面积详见表1—5，地形地貌分布图1—1。(表图转下页)

另外，为便于生产上应用，也可将我县地形地貌大体分为三种：即低山丘岭(1658

】30亩)、占69．6％，平原地(546632亩)、占23．4％、黑土涝洼地(177170亩)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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