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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7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开畏土壤普查，摸清土壤底细是搞好科

学种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也是普及土壤科技知

识，发展土壤科学，培养土肥人材的有力措施。

桓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是遵照国务院(1979)1 1 1号文件精神和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山东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

工作分类暂行方案》、《山东省土壤普查技术经验交流会议技术纪

要》要求进行的。从1982年8月下旬开始到1983年8月完成，历时

一年。

这次普查是在县委、县府直接领导和惠民地区土壤普查技术组的

指导下开展的。县成立了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领导

技术组、制图组、后勤组、化验室和十三个野外普查队。投入普查工

作的共1 3 6入，其中：农、林、水、牧、渔、环保、计量等科技人员

1 1 2A(包括博兴、广饶、邹平、高青、利津、垦利六县支援我县土

壤普查的17人)，行政干部16人(包括各公社分管土壤普查的副主任

13入)，临时工8人。

整个普查工作经历了准备、培训、概查、试点、野外调查、分析

化验、制图、汇总等环节，计普查全县总面积764290亩，挖土壤剖面

1200个，打定界钻：iL3600个，取比样标本1200盒，农化样7 7 8个，速

测样3373个，微量元素样120个，地下水样432个，共化验农化样7 7 8

个，剖面样112个，物理诊断样43个，地下水样432个，速效样3373个，

取得化验数据21728个。



通过大量的内外业工作，基本摸清了我县的土地资源及利用现

状、土壤分类和理化性状。绘制了各公社1：10000的农化样草图，土

地利用现状草图，地貌草图，土壤图，潜水埋深及矿化度图，表层质

地及土体构型图，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图，土壤金氮碱解氮含量分布

图，土壤全磷速效磷含量分布图，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布草图，土地评

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图十二种图幅，县编绘了1：50000桓台县土地利

用现状图，地貌图，土壤图，表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潜水埋深及矿

化度图，有机质含量分布图，全氮碱解氮含量分布图，全磷速效磷含

量分布图，速效钾含量分布图，土地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十

一种图幅，并编写了各公社土壤普查报告和桓台县土壤志。

县土壤志的编写由王希敏(第一、二章和第五章的第六节)、

杨保哲(第三、四章)、鹿淑斋(第五、六章和第一章的第一节)三

人执笔，鹿淑斋同志审稿。

由于汇总技术力量薄弱，编写人员业务水平低，本志仅将这次土

壤普查的资料汇集成册，供参考，差错谬误难免，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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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成土因素概述

桓台县座落在北纬36。54’一37。047东经117。497—118。007区

间，北邻博兴、高青两县，南连张店区，东靠广饶县和临淄区，西接邹

平县。地处小清河南岸，为鲁中山地与鲁北平原的过渡地带。

县域南北25。5公里，东西3l公里，面积509．53平方公里(764290

亩)。

第一节气 候

一、全年气候特点与四季的划分

我县地处黄河下游鲁北平原的南缘，西北紧连辽阔的华北平原，

地势坦荡，多受西风带西风气流影响。属北温带大陆季风区。气候变

化常自西向东进行，大陆度为64．7％，属大陆性气候。总的特点是：

四季明显，气候温和，光能资源丰富，降水不匀，冬春干旱，夏季多

雨，晚秋又旱。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按气候学规定，候平均气温<10℃为冬季，>22℃为夏季，10一

22℃为春、秋季的标准。我县四季划分如表1—1。

桓台县四季日 数

秋 冬

9．6—11．5 Ii．6～3．31

6l 146

；春

4．i一5．3 1——l
6 l

我县夏季长，春季、秋季短，冬季最长，四季分别约为春二、夏

三、秋二、冬五个月。春秋温和利于耕种，然干燥、少雨为大弊。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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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长，气温高，雨水多，水、热同季极利作物生长，是索取大自然财富

的黄金季节。冬季漫长，雨雪短缺，寒冷干燥，常导致春旱，可却是

农田整治、兴修水利的良好时机。

二、气象要素

(一)温度

1、气温：据县气象站1963年至今(1982年)资料统计，+历年平

均气温12．4℃见表1—2。

年际变幅1．1℃(年平均气温最高12．9℃，最低11．8℃)，年极端最

高气温40．9℃(1972年7月5日)，年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3．2℃(1979

年2月1日)，历年平均最热月26．5℃(7月)，最冷月一3．6℃(1月)，

年较差30．1℃，历年平均日较差12℃，以5月、10月较大，7月、8

月较小见表1—3。

作物生长期日较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历年平均严寒(≤一1 5℃)

天数6天，最多16天，最少0天，炎热(>35℃)天数，最长21天(1965、

1967两年)，最短3天(1980年)，酷热(≥40℃)天气不多，18年中只有

四次，且各为一天。越冬期和复苏期，日较差大，则影响作物的安全

和生长。

温度与农业关系极为密切，作物的生长发育，不仅受季节影响，
2



而在各生育阶段中要受一定的界线温度限制。如日平均稳．定通过0℃

为土壤结冻、解冻期，是田间耕作的始、终期； 3℃为小麦返青期；

5℃为林木生长始期；10℃为越冬作物活跃生长期；12℃为喜温作物

播种期；15℃是喜温作物生长适期；20℃是喜温作物光合作用的适温

下限。表1—4是不同界线温度的初、终期和其间的积温值。积温代

表了热量资源，我县历年≥0℃的平均初、终期的积温为4769．7℃可

满足棉花和小麦、玉米一年两作的要求。

表卜一4 桓台县历年平均气温稳定通过界线温度日期

＼日平均鲁泪
＼、 ‘血口

项目、、、＼
≥0℃ ≥5℃ ≥10℃ ≥12℃ ≥16℃ ≥18℃ ≥20℃

＼

初期(日／月) 2／3 19／3 8／4 1 6／4 4／5 17／5 28／5

．终期(日／月) 2／12 1 s／11 2s／10 22／／10 7，／IO 22／9 10／9

间隔日数(天) 276 1 241．8 203．8 190 1 157．5 129．4 107．1●

积 温(℃) 4789 7 4631．O 4294 8 4125 8 3640．0 3i44．0 2694．O

最 早 日 期 29／2 5／3 27／3 4／4 20j／4 2s／4 8／5

积 温 5013．3 487 l 5 4577 7 4079 5 3954．3 3396．2 2914．4

最 晚 日 期 t 5／3 2／4 30／4 2／5 27／5 黾沁 20／6

积 温 4454 0 4300 7 4032 7 3430．0 3236．6 2416．0 2037．2

初 日 9／3 27／3 1 5／4 23／4 -1 2／5 24／5 3 1／5
80％

保 终 日 25／11 8／11 23／10 16／lo 2／10 17／9 4／9

证 间 隔 272 238 202 176 l 58 132 109

率 积 温 4710．9 4516 8 4134 5 3927．5 3396．3 2883．4 2465。3

2、土温：即地温，。是作物根系直接承受的温度，其变化对确定

作物播种期，指导田间管理有重要意义。我县地面温度年平均15．4℃，

历年极端最高67．5℃(t968#8月)，极端最低一28．2℃(t97z#-
，



1月)，历年月平均地温见表1—5：

我县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12℃，为棉花等作物播种指标，历年平

均为4月12日。15℃为春播作物幼苗迅速生长界限，平均稳定通过日

期为4月16日。

3、霜期：全县无霜期一般189—207天，平均198天。初霜日在

10月11日一11月10日，终霜日在3月24日～4月29日。

4、冻土：平均冻土初日在11月19日，终日为3月15日，冻土日

数129天。10厘米土壤冻结平均初日为12月29日，解冻初日为2月7

日，冻土日数40天。30厘米深土壤，冻结初日平均为1月14日，解冻

期为2月1 9日，冻结期36天。历年最大冻土、深度为44厘米，出现在1、

2月份。12月和3月份最大冻土深度为35—39厘米。

(二)降水与蒸发

1、降水：历年平均降水量为603．9毫米，最多年份1077．7毫米

(1964年)，最少年份仅35 8．3毫米(1963年)，年际变幅大，相差3倍

多，历年80％保证率降水量为444．9毫米，重涝年(大于常年降水量

的154％)偏涝年(为常年降水量的125％一154％)各占6％。旱年

(为常年降水量的65％一84％)占22％，正常年(为常年降水量的

85％一124％)占66％。

因受季风影响，年内各月降水不匀，变率不等。见表1～6：

一月份降水量最少，以后逐月增加，7月份最多，往后逐月减

少，全年降水量变化呈一单峰曲线，如图一。金年降水量四季变化明
4



表l一6 历年各月平均降水量霸相对变零 ． 。

＼月份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i 12
巫

项目＼ 均

降水量mill 6 2 1 1 8 12．8 35．2 36．1 68 9 1 93 1 i 16．2 66．3 34．3 l 5．3 7．6 603．9● ● ●

相对变率
％ 106．5 81．4 6l 7 42 e 55．9 63．I 95．2 42 8 49．3 69．4 73．2 101 3 19．6●

●
●

显，造成了我县冬春干旱，夏季多雨，晚秋又旱的局面，历年四季降

水量见表1～7：

表1—7 一年四季降水．量

＼ 季旁 春 夏 秋 冬 全 年
项i、～

月 份 3～5 8—8 9—1 1 12—2 1—12

降水量mm 84 1 378 2 II 5．9 25 6 603．9●
●

占全年平均降水％ l 3 9 62．6 19．2 4．3 100●

年平均降水日数80．1天，最多116天(1964年)，最少60天(1965年)，

全年以7月份最多，平均15．1天，一月份最少3．2天，历年平均年降

／i'藤j'61．7天，中雨12．4天，大雨6天，全年降水强度频率见表1—8：



袭卜一8 年降水强度瓤率

＼、 月份
全＼、日八、 1 2 3 4 5 6 』 8 9 lO 1 1 1 2

强度级＼、一 ＼ 焦

小雨o‘蒜’9 3 0 0 3 3．8 5 7 4．0 6 e 9．4 7．5 5．6 5．0 4．0 3 8 81．7● ● ●

n__-

●

中雨9·9=’9 0．2 0．5 O．2 1 0 1 i 1 5 3 6 2．1 1．2 0 9 0．2 O 1 12．4
● ● ● ● ● ●

大雨 ≥25ram 0．1 O 2 O 3 0．5 2．2 1 6 O 7 0．3 0．1 6 O
● ● ● ●

月计 miTt 3．2 3．8 4．1 ．6．9 5．4 8．6 15．1 1l_|．2 ‘7．5 6．2 4．2 3．9 S0。1

七、八月份雨日频繁，中、小雨居多，降水集中，客水畅流，常导致

境内湖洼、岖地局部涝灾。 ’i

2、蒸发与大气湿度：年平均蒸发量(1963--1972年)1956．2mm

为年降水量的3．2倍，见表l～9。各月蒸发量均大于降水量，除七、

八、九三个月外，其他各月的蒸发量均达同期降水量的5倍以上。强

烈的蒸发，使土壤严重失水，大气干燥，酿成连连旱情，危及农业生

产。因而靠持续灌溉，增加农田水分夺取丰收是我县历史性的重要农

艺措施。

表1—9 各月蒸发量降水量对比及相对湿度(1963---1972)

＼月份 全
＼数武 i 2 3 4 5 6 7 8 9 IO l I 12

项目＼＼＼ 盔

蒸发量mm 54．2 65 4 144．8 2 j 1 5 271 0 334．8 234 8 177 8 164 O 1 51 3 87 6 58 9 1 956．2
● ● ● ● ● ● ●

降水量mm 7．7 9 7 12．8 36．7 41 2 55 7 191．0 127 6 64。9 23 6 1 7 3 7 1 595．3
● ● ●

●
●

蒸发量
2 5 6 4 5 】 8 3 3 2

／降水量
7 6 7 1 1．3 5 8 6 6 6 I．2 1．《

● ●
●

● ● ●

差 值 46．5 55 7 1 32．0 174．8 229 8 279．1 43 8 50．2 99 1 1 2了 7 70．3 51．8 1360．9
● ●

相对湿度 61 61 61 61 6I 58 77 81 72 66 67 62 66

干燥度(K)=旦』堕南譬器产是衡量一个地区干湿程度



的指标。我县全年干燥度为1．31(K=

润型，不能满足作物对水分的需求。

注：干燥度区分标准
、

K值：≤o．49 很湿

0．5一o．99 湿润

1．oo一1．49半湿润

1．50一1．99 微湿润

2．oo一3．99半干旱

>--4．00 干旱

0．16×4294．8

523
=1．31属半湿

(三)日照：一切绿色植物的产量，皆是光合产物的积累。光照

时间与光照强度乃光合作用的主要能源，是农业生产永不竭尽的重要

资源。我县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830．7／J’、时，光照强度一般在6—7

万米烛光左右，年总辐射量为128．8千卡／厘米2。表1一lo

裹lui0 桓台县各月日照时数及辐射量

＼。月份 全

、我茁＼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项盲、o∑ 年

日照时数 198．7 1 92．4 242．2 242。6 31)j．6 286．6 246 3 244．5 241．0 233 O 286．】 193 8 2830 7

日照百分 65 63 66 62 69 65 55 58 85 67 68 65 64
率％
太阳辐射量 9 6 8 7 6 0 128 8
(千卡／cm2)

6．4 7 8 1 1 3 12．e 1 6．1 1 5 1 13 2 12 3 11．5
●

● ●● ●
●

●

(四)风：我县属季风区域，冬季受强大的蒙古冷高压控制，夏

季被东南季风左右，加上太行山脉和泰沂山脉的影响，演出了我县四

季的风速和风向。金年以西南风为主要风向，春季盛行西南风，夏季

多东南风，秋季西北风增强，但仍以西南风为主要风向，冬季依然西南

风频率最大，但西北风达到全年的顶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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