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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根据国。务院(1979)1 1 l号文件精神和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统。部置∥在市土壤普

查办公室和峄城区土壤普查领导补幺且，的指导下，从薛城：齐村、市审j台庄、峄城五个

区，抽调’47名科技火员，编成九个小组，组成土壤普查工作队。于1980年11月至1981年

5·月期间·，分两批对峄城区的土壤进行了普查’，是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

规程》和省这次土壤普查统一捃定的要求进行的。在全区75367'5亩土壤面积·(包括国营

农林场．)上，共挖甜面457个，打钻孔849个，取农化样508个，’物理测定点32个，常规

化验12168颂饮‘，取得数据5588个。编绘了五万分之一的区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地貌图、·土地评级图、耕层质地艮土体构型图、4土壤有枕质图、．土壤全氮碱癖氮图、土

壤速效磷全磷图、士壤速效钾闺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共10幅图j编写了全区土壤志，土

壤普查简要报告’，土壤普查总结报告：全区十五个公社编绘了二万分之二或万分之÷土壤

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草+)、地貌图“(草)、土地评级图、耕层质地及土体构型图、土

壤养分综合图’+土壤改良利用图，+每社七幅图及土壤普查报告二份，．共1：05幅图，l 5份

报告、。对全区有代表性的．45个大队进行了详查，速测农化样675个，取得化验数据1925

·个j编绘45幅大队综合土壤图和说明书，并培训1 1 8名农民技术员。 3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通过这次普查，查清了全区的土地资源和土地和用现状及土壤

-类型·、‘性质、面积分布和土壤的理亿状况‘；查清了我区高产，低产土壤的主婆原因及面

积、分布-。拟定出了土壤改良利用和培肥地力的措施；提出了不同土壤建立高产；稳产

田的．主攻方向与关键措施，如因±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排灌、因土耕作、因土改良的

主要途径等”。通过土壤普查为农业区划、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为提高

二巳壤‘肥力水平，‘促进农业生产，1培养土壤群技人材做出-了一定贡献。为指导农业生产，

撩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硬极有价值的基础工作。

·’·’在编写本区土壤志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的业务水平低，掌握的材料又不全面，t难免

有不当之妨’望批评指正：’‘ ‘一 ¨·

’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 ．1

，
、t‘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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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

自然成土因．素概述

峄城区地处山东南部．属鲁南低山丘陵区。位于东径117。22，-'-117。49 7，：f匕纬

：34。．35’---，．34。‘51，。东靠临沂地区的苍山县，南邻台儿庄区，西与济宁地区的微LLl县

和本市薛城区接壤，北与齐村区、市中区毗邻，全区东西长40．5公里，南北宽25公
●

里，总土地面积627．61 5平方公里(折合941423卣)。
k j

第一节‘气 候

本区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侯。四季分明’．干湿变化显著，寒署变化剧烈。春

季多旱，夏季湿热多涝。晚秋多旱，冬季干冷的气侯特点。

气温．年平均1 3．9 o、C，春季平均l 3．9
o C，夏’季平均26．0 o C，秋季平均1 4，8。C

冬季平均0．7
o C。全年一月份最低月平均一0．8 o

C，七月份最高月平均26．8
o

C；年

较差27．6 o

C。’极端最高气温39．6
o C。极端最低气温一1 9．2

o

C。≥0．0
o

C的．天数

307．6天，积温5136．2
o C。≥10．0 o

C的天数21 5．7天，积温4586‘．6 oC。≥20．0
o C’，的

天数l 21．6天，积温3067．1
o
C。 ，‘

‘一

地面温度：年平均18．-1 1．C。。极高值82；0
o C，：极低值一l 8．5 C。一月份最低。．

月平均一0．7
o

C：‘八月份最高，月平均29．9
o C。五公分，十公分、十五公分：二十

公分年平均地温分别为l 6．1
o C、1 6．3

o
C、‘l 6．3

o C和l 6．4
o C。土壤冻土深度(’78—30

年平均值)；7 l 1月份8 c m，l 2月份2l c m， 1月份26 c m：。
‘。

全年无霜期193．9天。始霜期十月二十四日，终霜期四月十二日。

年平均降水量895 o-9 m 1TI：其中，3．二5月1 37．2132耐，占l 5．3％；6—8月565．7 m m，

占§3．1％；9一li月1 5p．．1 m m．占16：o％；l 2—2月4,2．6m’m，占4．8％O i一月份降水

均最少，平均只有1 1．1 m m．’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2％。七月份降水量最多。平均为

268．6m m⋯占全年，降水量的30％。由于降水变率大。，因而旱涝灾害频繁。年平均暴雨

量288．3而m，最大年为742 m m，最小年为102．一，2 m m。年暴雨最多1 0次，最少2次，平

均3．8次。，最大暴雨量313．2,reTire／日(72年7月*5日朋平)。平均暴雨强度76．2m m／日。．

，均年平均大气相对湿度67％。年平均蒸发量1’779．8 m m，比降水量几乎高一倍。全区以

东风为盛行风向．．平均风速2米／秒二 ；。
；

．

干燥度d．895．系湿润地区。

，．．。气侯’是出壤形成发育的蘑要的直接因索：‘ 。 i．、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温度：气温变化幅度较大，矿物物理风化作用强。岩石易产生成晦质。同时还影晦

土壤发育形成中的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温暖的季节有利于有机体的分解，有机质积累

和分解转化成有效养分。。冷热变迁，冻融交替能促进土壤结构的形成。 ，

湿度：本区降水量较大，因此对土壤发育形成中的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影响较大，

但淋溶并非强烈，表现在粘粒和钙移动不深便聚集形成粘化层和钙积层；降雨，特别是暴．

雨，造成：i壤流失严重，致使山地土壤厚度渐薄，养分渐低。成土母质由于水的搬运形

成不同的类型。本区有坡积；洪积、冲积物和潮相沉积物。

温度与湿度的综合作用：春旱，随气温增高，蒸发量渐犬，有利于矿物质的氧化与

聚积，提高肥力。高温多湿的夏季。土壤中的物质与能量的迁移转化及生物作用十分强，

烈，矿物及有机物分解转化迅速。物质下移较多且快。凉爽少雨的秋季，土壤中遗留的

有机物继续被微生物分解，利于提高肥力，干燥寒冷的冬季。土壤中水、热变化和生物。

作用十分缓慢。但土壤的冻融作用能促进土壤结构改良，从而改善耕性。
，

，

， 第二节·地形地貌’·

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养分、水分、温度、土体构型、潜水位均受地形的影响，形

成不同的土壤分布区域。

～、地形概况

本区地势北高南低，海拔最iei350米，最低30米。境内有两道山脉。最北部沿边界

主要由八个山峰组成，低山丘陵区，是东西走向。西北至中部主要由五个山峰组成另一

个低山丘陵区：里西北东南走向。(见表1一1)。

。 全区主要山峰及其海拔表
表1——1

＼。孝
项＼、向 东 西·· 走 向 西北东南走向

目＼
山．．

空。 大 大‘ 蹦、 檀 棚 峨．1土 大 尖 黄 望 白
峰‘

马
，

明 山 ，崖 仙
名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1 山 山 于 山 山 山
称。

海 拔

(米)
303 31 4．8 30 l 290 275．8 325．5 206．1 255．7 31 1 350 3"22：304。 224

两道山脉之间为山问谷地，地势较平坦。群山丘陵以南，‘中部是山前倾斜平原，地势：

由倾斜到缓平。南部是涝眭地：地势缓平低洼。低山丘陵区礤积395724亩。其、中山问谷

地面积109027亩j山间平原面积361．874亩；其中包括涝洼地172373亩(见表1—2)。

二、地貌类型特征简述： ，

’

_

根据峄城区地貌划分2个中地貌，8个微地貌类型，14个微地貌单元(见表l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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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一?)低山丘陵坡：

分布在出丘上部或顶部。

体浅薄：含砾石、粗砂较多。

林。育草等。

(二)梯田：’

坡度多大：J：25。。岩石裸露。

土壤多为褐土警棕壤性土t

分布在山丘坡中、下部。上部梯田块多、面积小，

梯田块大，田面多不成水平，土体较上部厚。由残积、

土、褐土性土，褐土、淋溶褐土及棕壤。

．(三)近山．阶地：．

．分布在坡麓梯匪l及沟谷下部，土质地堰似阶梯形。

洪积物形成，土体深厚。多发育成褐土或淋溶褐土。
， (四)山问谷地：

自然复被度在60％左右。土

为自然土壤。适宜植树造
、

●

坡度在1 5—256堰埂率大。下部

坡积、洪积物形成：。有棕壤性

有的田面较平．地块较大。多由

．分布于两道山脉之问，地势较平坦，比降1／400。母质多为洪积物，土体深厚。发

育成褐土或淋溶褐士。 √

(五)山前倾斜平原： ．’

分布在山脚以下，比降在／l／1 ooo左右。母质多为洪积、冲积物。土体深厚。土地

肥沃，主要发育成潮褐土，淋溶褐土。 ， ．

(六)交接洼地 ．

分布在山前倾斜平原下部，汛期易袄水，地下潜水位较高。由洪积一冲积物及湖相

沉积物形成，主要发育成砂姜黑土。

(七)河漫滩：
‘

‘分布在运河北岸，堤内同交接洼地一样属涝洼地。’ 、

(八)低土石垄：
。

，

分布在倾斜平原的局部地区．岩基多被土壤全部复盖．土体一米左右。

第三节母岩和成土母质

母岩、母质皋土壤形成的物厦基础，
．态性状。本区以石灰岩风化的母质为主．

了较大面积的淋溶褐土和沙姜黑士。．

一、母岩、母质分布与地貌的关系

它直接影响着土壤类型、质地、肥力及其它生

在当地气侯和潜水位较高的影响下．囟而形成

·本区地质繁杂，母岩较多。主要有酸性岩、非石灰性砂页岩和钙质岩三类。

酸性岩：阴平公社上郭家和棠仞公社牛山后为黑云母花岗片麻岩：罗同公社杀北局
部为黑云母变粒岩、白云、黑云、片岩和磁铁石英岩。 ，

f

非石灰性砂页岩：峨山公社东部、底阁公丰土北部和罗同公社东北部为石英砂岩、含
‘

’ ，

j ，

．3



铁石英及含磷矽质灰岩。峨山公社南部为灰岩、紫色页岩、石英砂岩。其他山岭l以钙质

岩为主，夹杂着其他岩石，如紫色页岩等。 。一’

成土母质：本区有残积物、坡积物、洪积物、冲积物和湖相沉积物。母岩及其产生

的残积物、坡积物分布在曝山丘陵坡上和梯田上部。洪积物分布在梯田下部，近山阶地

山涧谷地和山前倾斜平地上部。洪积物一一冲积物分布在山前、倾斜平地下部、‘山前缓

平地、及大河两傍。冲积物和湖相沉积物分布在南部交接洼地上。

二、母岩母质与土壤形成发育幂i农业生产特性的关系

母岩、母质是形成土壤的物质基硝。不同类型、特性的母质往往形成不同的土壤。

它们发育程度，肥力高低都受母岩、母质的影响。‘

酸性岩和含石英成分较多的非石灰性砂页岩易物理风化，石英较难化学风化。它们

风化形成的残积物、坡积物和洪积物母质发育形成土体薄的棕壤性土和土体r较厚的棕

壤。其特点是含粗砂、砾石较多，无石灰反应，。微酸性、养分少．肥力低，土松散。质

地多为粗砂土、石碴土、砂壤、轻壤，较少中壤’水土易流失，保水保肥性差．易耕

作j土壤升温。降湿迅速。宜种地瓜，花生：谷子、茶、板栗。大枣等。以紫色页岩为

主要成分的非石灰性砂页岩发育形成的褐土性土、土体薄、含砾石多、水土易流失、养

分低。形成的淋溶褐土，土体厚，土较紧实，质地为重壤均无石灰反应。钙质岩易风化

形成的残积物、坡积物和洪积物母质发育成褐土土类。在山丘岭坡上常’出现锞岩、褐土

槛土，土体深浅不一，基底为硬石底，含砾石较多。水土易流失，养分低。褐土淋溶褐土
土体深厚，质地为中壤、重壤和粘土，透水性差，养分较高，但缺磷，肥力较高，保肥

保水性强，P H中性。宜种小麦、玉米、地瓜、刺槐、恻柏等。

洪积一一冲积物母质，受多种母岩综合影响．发育成褐土．淋液褐土和潮褐土。质

地为中壤、重壤和粘土，土体深厚，保水保肥较强，养分丰富，肥力较高。宜种作物广

泛：如小麦、玉米、大豆、地瓜等。
‘

第四纪以来的浅湖相沉积物母质j发育成砂姜黑土。砂姜层深浅不等，在60公分以

上出现，对作物影响较大。质地为童壤，粘土难耕作‘，土壤结构及物理性状不良，但保

肥性强。宜种小麦、地瓜、高梁、玉米等作物。

第四节地面水和地下水
’ ”

．． ‘．：，．一·

。

一、河流水文特征 一
’ j’⋯。’

全区主要河沟十三条。本区南部自西向东依次有运河、一支沟、周营沙河√明1平沙

河、三支沟、四支沟。本区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有跃进河、大豢河、峄城大沙‘河、左庄

沙河、河湾排水沟、新沟河、拉沟河、陶沟河。这些河沟身长，流域面积较广(见表1—3)，

：诃床蔑’易泛滥，比降大：。如峄城大沙河干流平均比：降为墨．2／i 000。’这些河沟均发源于群

山丘陵区．由北向南流入运河。水源补给主要是降水，其次是潜水，泉水和厂矿水。‘

垒区‘径流、总量为2．3：5亿立米：峄城犬抄河从1957年到1 977年20年的年均径流总量为



表l一一3
河道长及流域面积表

名。 +称 长 (公里)． 流域面积(公里2)
‘

一 支 沟 ，4．5
。

49．2

周 营沙河 9
．一 105．6

、

阴 平沙河 1 6 37．7

，

三 支 沟 10 24．8

四 支 沟 I 2
～

2暑

，

，

●

跃 进，。河 1：5
— 54．6

大 寨 河 l 2 77．6

●

400(峄地区境内)峄城大沙河 15
’、

陶 沟 河 12
，

新 沟 河 l 6

●

河弯排水沟 7

运 河 20
一

’-



1．456亿米3，最大为3．495亿米．3；最小为0．345亿米3。最高洪峰期多出现在7、8月份，占

2'0年的81．S够。、6—9月份苹均流量为l 7．3米3／秒；最大年为29。8米’。／秒；最小年为

1．96米s／秒。年最大流量均值5‘52．7米3／秒．极端最高为“70米3／秒。枯水期多出现在

3、5、6月份，占20年的9b％。年最小流量均值为0．255米3／秒，极端最低为零。该

河水污染严重j 、

二、地下水状况 ，．

地下水蓄量为i 6亿米’。地下水为钙质岩山间谷地和山前缓平地蓄量最丰富。流向总

趋势由北向南：水质较好，但含钙量多。潜水位由北向南渐浅，低山丘陵区由扎十米

到几百米。有部涝洼地潜水位较浅。在一米左右．面积分布较厅，约在17万亩以上。潜

水较丰富，但层间水较深ro潜水补给主要依靠降水：土体与岩基之间的侧渗水，河水和

引湖渠水。讯期，南部低洼地区由于受河湖水量增加的影响，．潜水位急剧上升．是造成

涝灾的主要原因。

．三、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对土壤的影响
‘

河道汛期流量大，携带泥沙多。受运河顶托。排泄不畅，历史上决口频繁。因此．

谷1：1以下平原地带，土壤形成发育受河流的影响较大，土壤质地多为中壤。土体深厚、

肥沃，群众称“沙河两岸为黄金地，拿勺子舀饭吃。”大沙河常期泛滥，有的改变了两

岸土壤类型，如坊上公社文堆到双楼，明平沙河中游河傍一带的砂姜黑土，由于黄土复

盖较厚变成了褐土。

地下水和岩石对土壤的影响。在酸性岩地区的土壤，基底岩石为风化程度较大的母

岩，漏水少，1二}?壤往往上千下湿；在钙质岩区的土壤，基底岩石底为硬石底j有岩石裂隙．

易漏水，．土壤往往易干旱。潜水位高是形成潮褐土的附加成土因素；是形成砂姜黑土

的主导因素之一。 ．

第五节植被

本区植被类型．植物种类及其基本状况如下：温带常绿针叶林有马尾松、侧柏，多

分布在低山丘岭坡上。温带落叶阔叶林有杨、柳、刺槐、苦楝、国槐、银杏、枣、椿，

梧桐、榆、桑。刺槐多分布在山丘坡上，面积较大。杨树及桑在平地有成片幼林多零星分

分布沟路两旁。其他树种成林带或孤生。温带落时、灌丛有青檀、白蜡条、紫穗槐、石榴、

酸枣、茶。石榴在本区栽植历史悠久，主要在棠朋公社。北部山坡上成片种植。．紫穗槐

多成林带。酸枣为野生，分布在山丘坦上。温带灌木草丛有黄白草：‘黄荆，分布在荒山。

上。面积较大。草甸育茅草、半夏、小蓟、马牙苋、猫儿眼等。沼泽有连、香附、苦

蒲。温带水生植被有藻类、杂草等。

不同土壤类型生长着相异植物；因此，通过植物观察能间接判断土壤类型及其性

质。如马尾松、茶生长在偏酸的土壤上；马牙苋生长在肥沃湿润的土壤上；茅草生长在

涝洼、潜水位高或泄涝的j：壤上，半夏生长在低洼湿润的土壤上；香附生长在积水的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壤上；枣生长在偏砂的土壤上。

‘植被与水土流失关系密切。土壤植被复盖度大．可减缓径流速度．'减少水土流失I
1

反之则大。凡封山育林搞的好，复盖度大．则土体较厚，裸岩地小。。如左庄公社就是

这样。反之则土体极薄，裸岩地大，如棠阴公社南山，植被稀疏复盖度小．引起土壤严

重的侵蚀，造成土壤土体渐薄，土壤养分渐低：这也是我国近几年来破坏山林，减少复

盖面积，引起山洪暴发造成的不可弥补的自然灾害的严重教训．植被密复盖度大，有利

于土壤有机质增加与积累，对保持水土．增加土地利用率起很大作用。

植被影响气侯的程度与其种类和密度有关。植被高大稠密效应大；反之则小。植被

复盖度大能增加土壤的蓄水性，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增加空气湿度，增加降水量．降低

气温和减小风速。这样有助于土壤向高肥力、稳产、高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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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

农业生产话动对土壤影响

第一节农业经济概况

．全区可利用土地面积(指农、林、牧可利用地)为753675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80．06％。其中耕地面积．(农田面积)’为549945亩(普查数)，耽区计委统计数多98675

亩，增加近l 6．5％，比区财税局统计数多33468．9亩增加近6．．1％。j(81年统计数)’

到1981年底，全区十五个公社，41 2个大队，l 321个生产队，总人口275081人，。其

中农业人口2 58204人，正半劳力101775人。

一、．农机及水利概况 ． 。

农机总动力为78880马力，其中大中型笼拉机005台，’计232 56马力；小型拖拉机

：347台，计4l 60马力。排灌机1 53 2台，计24600马力。农用汽车1 4辆。电机1 490台，计
，

．25
1 lO豇。

-．．。’

?

机释地296319亩，占总耪地面积的53．9％，农产品加工已基本实行机械化。 ．

全区有水库J9座，．拦河闸7座，分布在北部山区。机井332眼，主要分布在山间谷

一地及山前倾斜平地上。大口井除曹庄、坊上古邵三社外，其他社潜水位不深的地方都

有oj引澎灌渠两条，长60公里。40珏以上固定提水站38座，‘其中兼排水的14座。

、 二、农业及畜牧业发展水平。： 一。，f-’：‘ r、．

'|。

．全区亳大牲畜】9881头，生猪97783头．，羊681853只，一j兔109392只∥家禽367．00只。除

为农业生产提供畜力外，还将提供大量有机肥斜。．．．‘ ．。．·{’‘

自1 962年建区以来到1981年，随着生彦力的发展和科学种田冰乎不断提高，在耕地

，粮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发展较快。耕地面积由。54：5：万亩降到46．1万卣

-：(统计数)，粮田面积由45．。5万亩降到35、5万卣。粮食总产由6911万斤上升到2．4亿

斤；增加t．7亿斤，增长2．5倍。入均占有粮食由402斤上升至1J934斤j。增长1÷3倍0’亩单

产由154斤，上升到6．79斤，：增长3．5倍。农业总产值到1981年达551 7．65万元：， ．I

，。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情况见表2·l j． ：。一

‘。 ·一． ：。

’

．_：，‘
”

：．

‘
。

t，

．‘． ．· k．
’

．o、．，，． ．¨、第二节～+土地利用现状 ‘．

j ．

：． ．．

一t， ．，
7“ ∥，

一’

·．

一

01建国以来，全区对山、水、林、．田’、．路进行过多次综合治理，-。收到较好的经济效

：果：但无效土’地面积(如沟路i河渠。工矿及村庄等占地面积)，+不断增加，．通过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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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基本摸清了上弛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现状．
’

土地利用分类及分布：全区农田(播彰}地)5119945亩，占总土：地面积的58．4％‘，番
，弘的粮田54235e卣。‘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地瓜、大豆、‘高梁、谷子等。小麦以平

原及平地为多，地瓜以山地和洼地’为多；．玉米多种在有水利条件的平地褐土类区，大

豆、高粱多种植在砂姜黑土、谷子多种在无水浇条件的褐土类区；经济作物(指茶、桑、

没有按成片固定种植的不在内)有934亩。茶分布在东部峨山公社棕壤山坡地上，桑分／

布在南部古邵、底阁、吴林公社涝洼砂姜黑土地上；菜园地有5723亩，分：布在峄城镇公

社平地淋溶褐土上。
”

、

林地(包括果园．．)面积为9’64．02亩j占总土地面积的1 o：2％。其中林木82832亩，．主

要分布在阴平、‘棠荫、峄城镇、一左庄：穆，厨的山丘岭坡棕壤、褐土上。在平地、涝洼地

几个公社主要分布在沟路河渠旁：吴林‘、．’甘沟二社乎地有成片幼林。果园有1 3 550亩-，

在金区各社不同垲貌类型和兰壤类型上均有小两积零星分布。’固定苗圃很少。

峄城区土地利用现状见表2—2。 ·．

‘ i‘。，

从本区土地利用现状上来看，土地利用不充分，且存在着问题j大有生产潜力可

挖。首先应对1 07]亩_以主的荒山进行综合治理和利用，发展林、t果、牧、粮多种经营。

其次压缩控制非生产用地，现在占地近20 o／o，尤其是工矿及村庄城镇占地过多。第三应

充分利用水面养鱼栽藕。第四利厢10万亩以上的沟路河渠旁压条植树。第五因土集约种

植，如阴平公社上郭种花生和大枣。 ．

、1

、

二、作物种植 ．·

’

．

全区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自1 962年到1 981年演变情况(见表2—3)。。从表中看

出：小麦面积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玉米随着水浇面积扩大和土壤肥力的提高，面积逐步扩

大，增长近5。9倍。地瓜面积由低一高一略低，面临下降趋势；大豆，高梁和谷子面积

急剧下降；花生和棉花面积逐步增加。总的来看路子是对头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豆、．谷子

和高粱的生产。总之，发展生产必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

三、土地面积的求算 ·≥ ．

全区在普查中：区级采用五万分之_的埘图，公社采用放大成二万分之一的地图作为．

底图，利用l：32000和l：1 5000的航片作为行政男，地物界的查找工具。首先在公社

普查工作时，利用航片确定行政界，地物界，然后按比例转绘到各公社地形图上。用方格

法或求积仪法两种方法量算各公社面积，，?重复2—3次，允许误差在l％‘以内时，进行

平差，求得各公社面积。线行地物量算：实地量宽度，地形图或航片上测长度，。’(上、

下宽度不等的地物，’分段测量，求平均值计算)，求其面积；几何图形的面积量算：在

图上测量面积；村庄占地面积：按大、中、小三种类型村庄，实地测量面积，按人均占

地面积，求得全公社村庄占地爵积；、，÷矿占地面积?实地丈量面积；地类面积量算：在

航片上划分地类线；转绘至l地形图上，用方格法或求积仪法计算。全区现状圈是用各公’

．社现状图草图拼接而成，”·，：确定区行政界9，全区总面积是通过求积仪量算2次，与公社面

积之和误差在’l％以内，．就利用公衽面积j而再没有平差计算。一。。。t
。

≯



表2——l
圭蔓壅缝丝垒苎：：垒芷箕童￡蕉一

单产；斤f意

总产：’万斤

＼ ●

、产＼年
＼鸯＼缈 1962 ． 1965 1970 】975 j9 78 198l
作＼＼

彭、迭
●’

●

23I I
‘3小 单·产 54 ’l§4 108 186

2437．74 4762．32 5698．25 6818．83总产 1265．39 2885．73

I

35 1 562
～

单产 、131 174 259 3 3l
玉

总产 215．59 602．98．米598．64 ’1843．00 3294．10 r．401．OO

单产 236240、00 C32420 3 72
’

地

6039．95 9418．244900．38总产1．802661．79 3620．24

95 l l 2 99单产 j 26．170-大

120I．79 1069．31 、569．43
‘一
且 874．43。总．产

，

113．3． ，146．6高168．3单l l 7·237．9

j

总产 ’j0 17．．15 1047．25 690．71 228．59 231．．4

103 196 186。 264谷 单产
， 、

、二．’

253．00 468．00 292．00 215．00总产J 20．e245．00
，

?·

●

17781 1 54 85 13 7 258
々

二花 单产

20l-．09 256．86 100．16 1689．0‘I总产 8l。24

8 I 3 29 29 21单产】05
棉

—

总产 1．47
’

25。．6 10．45{ 3．00 131．00花 一

L、



表2——2

／

：：±丝重』旦：堡些奏：

土 蛏

r囊公 项 合
占 金l 阴 王 棠 吴 左 峨 甘i萝{底

、楼
一

城

林 庄 山 沟}藤l阁

总 曹：坊 古

寺 平 庄 阴
镇_

面

。目．、、：、芝 号 ，‘汁 积 庄l上 邵
：％) 河

总 面积． 1 94j 423 56580 57082 80440 60288 88 706 38790 6 456l ll 3880 30825 65400 73101 46414 39 765 58]25 67466

小 计 2 549945 58．4 37998‘35365 64860 32576 57564 209081|,38522 49500 12l 53 38444 36359 30823 26320 21 7】3 46842农

粮 啊 3 542358 57．6 37998 35363 64643 32576 57564 20908‘37592 49 500 6430 38364 36359 30281 26320 21 7l 3 46 747

每30
一

稻 田 ．4 930 0．1

经济作物 5 934 O．1 21 7 i 80 542 9 5
●， ，

Ⅲ
菜园地 6 5723 0．6 +让 5723

小 计 9 96402 。O．2 525 3157 l 589 10622 7520 6907 60l 5 ．．4360 4876 5612 14841 5844 29 72 192 72
1林 ·2290

林 地 lO 82832 8．8 1707 1238 9797 6647 462．2 5813 2500 4546 5107 13693 4750 2450 。823'2- 1 7 30

果 园 1 1 13550 1．4 。525 1450 35l 825 873 2285 182 1860 330 505 1 148 1094 522 1040 56C
，—

-‘

7地
●

苗 圃 12 20 20

荒1小 计 13 100893 1 0．7 5833 9078 2 5"05 9746 48010 1 627 4646 721 2 2359 2599 6386 844【

地l荒 山 1 5 】00893— j 0．7 5833 9078 250 5 9746 48010 I 6 27 4646 7212 2359 2 599 6386 8441
●

— '_

小 计 1 7 6987 0．j 85 230 324 躺4 796 ．2200 523 l 02 1 623 135 46 50 550 40)
塘

坑 塘 1 8 ．t 1 72,0 0．2 ．85 230 1 88 453 1 02 237 385 40)
、

库 水 库 l 9 5267 0．5

，

324 346 796 2200 70 1 366 135 80 550

工矿占地

-‘

20 8249 0．9 800 493 51 300 ．485 18 1 446 300 20 56 702 ．488 455 69 640 7833

一

沟路河渠占地 2l 1 03023 1． 12492 9872 7553 7294 826l 5746 4678 4350 3366 10318 6884 3803 4272 J 784 93500

__

市寸庄城镇占地 22 65566 4680 3750 6l 57 2957 5266 2 543 4343 5I 60 51 49 49 14 4949 2226 3068 3680 6 724
1—— —

其’ 它 24 6435 0．7 444’ 332 6l 5 l 10 338 593

裸 岩 地 26 急923 0．4 96 5 324 76 5 769 l100
--

753675 80 385．23 42967 66449 494l 3 74168 30320 54898：101870 18766 49040 390265841： §189I 47371 50569有效面积

757598 80．4 38523 42967 66449 4941 3 74 168．30320 548981101870 19731 49364 59177 39795 3189l 4847． 50569
有效面积

，加裸岩地
，

注 明
l、油莱种垫面积虽较大，但地块不固定，不集中·故没有划经济作物，而划袭粮田。

。

·．

2、‘荒山包括荒堰埂等。 3，桑茶划为经济作物。 ，

‘

，



表2—3主要农作物结构表
、．面＼年 。|． li＼＼：积＼．份

作．＼毒、、＼＼ ．19 62 19 65 1 970 1975 j 9 78 】981

移·＼1

小麦 241049 230977 231 20】 255507 24682j{258845

玉米 1 6518 34722 23092 55661 9 387】l】l 3969

l地瓜 ·ll 1041 、157424 1 62570 188740 1 6222}148876。

大’豆 172002 147l§0 1童58109 956．1 6 57286 69322’
●

高 粱 117694 92436 98891 41047 】9542 9778

‘谷子 23888 21064 2591 8 14929 j’】568 4873
●

花生 10017 17193 。．5676 2323l· 7309 65459

棉花 1857 5656 ．8902 3614， 1400 12 500

第三节农林水措施对土壤的影’响
l

土壤通过自然成土作用形成自然土壤。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如改土用土，耕作栽培等

不同农林水措施对土壤发育、肥力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

一、’轮作制度 ，

目前，本区轮作制主要有一年二作、如小麦一玉米，多在高肥冰土壤上种植，

小麦一大豆多种植在中肥低洼地上；二年三作如小麦一玉米一地瓜，小麦一大豆一高粱

(玉米、谷子)多种植在平地中肥水土壤上，～年一作如地瓜、花生多在瘠薄山地或低

肥洼地上种植。这些轮作制以禾本科小麦、玉米和豆科大豆、花生进行轮作比较合

理，尚能维持以至提高土壤肥力。二年三作，丁年一作轮作制土壤有休闲期，经一冬冻
垡，能释放积累较多的养分，提高肥力。一年二作，必须加大施肥量，才能提高土壤肥

力达到高产的目的。一年一作地瓜、花生如不经常换茬，’将使土壤肥力下降，造成减

产。总之，轮作制度要根据土壤肥力高低及管理水平高低而定，盲目提高复种指数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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