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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 11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关于土壤普查的l

部署，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我县于一九八O年下半年进行了全

县土壤普查。参加这次土壤普查的有农业、水利、科委、科协、气

象、。林业等部门的科技人员，公社脱产干部和大队农科队员，共计

’一百四十五人。地区技术组自始至终参加，进行技术指导。普查工

作分技术培训、普查和资料汇总三个阶段进行，自一九八。年八月

二十五日开始至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结束，共计一百七十四天(节

假日不包括在内)，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

．的要求，胜利完成了任务。

通过土壤普查，全县共挖剖面三千三百个，打钻孔六千零四十

二个，取农化分析样品一千三百二十四个，剖面诊断样品七百七十

九个，共化验分析一万一千二百四十四项次，物理诊断剖面一百五

十七个。对剖面和钻孔都进行了较详细地观察记载并取装了标本

盒。同时还为各大队地块进行了养分诊断，速测土壤样品二万二千

六百八十个。通过普查诊断，初步查清了全县的土地资源，土壤类

型及分布规律，土壤理化性状，找到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障碍因素，

提出了土壤改良利用措施和改良利用区划．设想。在此基础上，大队

编绘了综合性土壤图。公社编绘了土壤图、土壤养分图、土壤改良

利用图、表层质地和土体构型图(山区公社增绘土壤侵蚀状况

图)，并编写了土壤普查报告和一至二份专题报告。县编绘了’五万分

之一的土壤图、土地剩稠i寥猷’图s潍养．分图(有机质、全氮、速
j



效性氮、磷、钾单独成图共五幅)、表层质地和土体构型图、地

貌图、土壤侵蚀状况图、土地评级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等十二

种图幅。为科学种田，农业区划，土壤改良，充分发挥土地潜力提

供了科学依据。
‘

这次土壤普查，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

．力，-肆较好的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为了反映土壤普查的成果，编写了这份《益都县土壤志》，日

，的在于较系统的汇总普查资料，反映我县土壤资源状况及其特征特

性，找出I"．-1题，便于更好的改良利用。由于技术水平所限和缺乏经

验，·、错误和粗疏之处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

益都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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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土壤的形成
北纬36。24，至36。．58，和东径11 8。1 07

，北接广饶县，东北与东部和寿光、

昌乐为邻，南靠临朐县：总面积一千五百六十三点八平方公里， 占昌

潍地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七。县内气候温暖，山丘平原各占一

半，适宜农林牧业发展。
‘

土壤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具有肥力特点的自然资源。它

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多种自然条件作用下进行的，‘并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和制约。．因此，土壤的形成因素应包括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两个

方面。 ’i‘．
·。

， 第一节 自然成土因素概述

自然条件，主要包括气候因素、地形地貌、母岩母质、生物植’

被、水文地质等，是土壤形成的主要因素。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不

同，对土壤的综合作用也不同，故形成的土壤类型和性质也不同。

益都县在固有的自然条件作用下，形成了本县的土壤类型。

一、气候因素·

气候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其中温度和湿度是成土的主要因子，

它们不仅直接影响土壤中物质与能量的转化，而且影响到生物活动

和生化作用的进行。 ．

(一)气候概况
、

益都县处于暖温载半湿润季风气候区。一年中，随太阳南北回
八

归，寒暑交替，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春秋r温

暖适中。

全县年平均气温十二点七度，最冷为一月份，月均温负二点九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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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热为七月份，月均温二十六点三度，年温差达二十九点六

度。极端最低温度责十九赢三度j．(一九五八．年瑚十五日)，极端
最高温度·四十点九度(_九五九年八月一日J)。，日：均：温高于零度的

时间．二百．八十天，积温四千八百一十三点七度；日均温高于五度的

时间二百四十四天，积温四千六百七。十度；日均温高于十度的时间

二1百零五：点九天，其积温四千三百三十一点七度。多1年平均，无霜

期二百一十一天，最短’无霜期j百六十七天。+

地温随气温的变化而变化。多年平均，五厘、米土温为十J四‘点一

度，此气温．高一点四渡。从各月情况看，也以一月份最低，平均负

一德‘大度；．七月份最高，‘平均‘二十七j最八度。+其变化趋势号气温基

本一致⋯且与降水量变化也呈·致性．(如：图J一1)j水热橱季，对
作物生长十分有利，也直接影响到土壤的生理生化过程。 ．

气通． J卯 ，，．^＼：(～⋯一)、黼地温’ ·～ ／、＼( ．)r’oj‘

-矿J口 ／／＼(一⋯一)钟历蚀‰‘．_-11口

’．i，

．j口

，，．

’／口．

．cf

d

2多力 j 手 J。6 7 8 P ，”+9／ 1／叠 -础
一．f·

图墨一l行月气温、I厦j黜撇艚线。‘‘

，县城附近多年平均’降水量七百零五毫米，·、最大年降水量一千零

五十八点二毫米，最少年降水量四百七十二点三毫米，最大年降水

量为。撮；少年；降水量的三点二四倍。．四季．降水量分帝极端不均，．、夏季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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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八月)降水量四百三十八点五毫米， 占年降水量的百分之六

七二点二；秋季(九至十一月)降水量一百零三点六毫米， 占百分

之十八点五；．春季(三至五月)降水量一百零一点五毫米，占百分之

+四点四；冬季(十二至二月)降水量三十四j最五毫米，占百分之

四点九b全年蒸发量一千四百九十七点七毫米，为降水量的二点一

二倍；最大一千--t：：-：A．十三点三毫米j为降水量的二点五三倍。干

燥度在平原地区为一点一四，山丘地区为二点’零三至零点六三。’+

全县降水量地域差异较大，等雨量线在北。部大体为东西走向，

自北向南逐渐t增多。七百毫米等雨量线经过我县中部。北部平原偏

少j．平均在七百毫米以下，最少为阳河公社，朱良量雨点平均降水

量五百九十七点八毫米。西南部山丘偏多，平均在七百毫米以上；。

、朱崖量雨点平均为七百三十六点八毫米，两地相差一百三十八点四

毫米：

(二)气候对溅土的影响 ·’

‘

降雨量不均，r冷热变化较大和气温高峰与湿度高峰有其一致性

。 是我县气候的主要特点‘。．这种特点，一方面使农作物生育期降雨量

相对增多，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气候条件j增强了生物对

土壤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作用于土壤，促进了土壤中-物质与

能量的转化。、
’

，

～^。

’干湿交替，冷热骤变，’土壤冻融，‘加速了土壤的形成和水热变

化的进程。春季气温回升，土壤水分蒸发加快，降雨量较少，造成’’

春旱，虽然对作物生长不利，但有利于养分的矿质化，
、，、^，V

是土壤速效

巷参璇堕塑：对作物供肥有利。夏季高温多雨，土壤中物理化
学和生物化学作用强烈进行，矿物质和有机质处在迅速分解和转化，

过程中，各种植物生长旺盛，需要从土壤中摄取养分和水分∥是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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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循环旺盛期。同时，降水量大，冲刷和淋溶作用加强，土壤表层

粘粒随水下移，在心土层积累，致使粘化现象发生。碳酸钙及易溶’

性养分被淋洗和淋溶，并在一定部位淀积，形成土壤钙积层。；：夏季

聋暴Ⅳ，土壤鲨生』罡重：型土壤零着搬运和分选作用，出现了·高粗、
平细、洼底粘的不同土壤特‘性。秋季凉爽，植物停止生长，，土壤微

生物活动减弱，‘生化过程缓慢，对保蓄养分有利。由于作物根茬的
’

加入和增施有机肥料，使土壤有机质增加，秋季是土壤养分的塞要p、—飞整金：￡≥￡=￡§
时期。冬季低温少雨，虽然土壤微生物停止活动，但土壤冻融，能

改变土壤胶体特性．对改变土壤结构，改良土壤耕性，．保蓄土壤水

分，仍然十分有利。由此可见，气候条件对土壤的形成与演变起着

重要的作用。 、，

=、地形地貌 ，

益都县处于鲁中山区和鲁北平原的洽接部位，全县地形可分为

三部分：县境西南部为石灰岩低山丘陵区，面积约747。L平方公里，

占全县总面积的47．8％，海拔高程多在150米以上。’1j一山脉多呈西南

一东北走向，主要山峰有青崖顶、三县顶、蛤蟆、山、，唐赛寨、翠崖

山、红花寨、茶叶山、青龙山、阳明山、大青山、郎公山：’j雪山、．

黄龙山、凤凰山、黑山、马鞍山、三阳山、劈山、驼山、云门山等

、三十余座，海拔高程多在400米以上。其中最高峰青崖顶，海．拔高

程954．3米。县境东南部为玄武岩岗丘区，面积约125．6平方公里，

占全县总面积的8％。海拔高程多在6 0米以上，岗丘坡缓，坡度较

小，多数已垦为农田，最高点香山，海拔只有189米。县境中部与

北部为平原区，面积691．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4．2％。 从

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西南部与山丘区接壤处，海拔多在1 00米以上，

最低点在何官公社张高大队以北，海拔高程1 6·．2米。全县南北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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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公里；东西宽54．2公里，高程差938+．1米。
‘

： 流经和发源于本县的河流分属弥河、小清河两水系。主要河流有

弥河、南阳河、石河、洗耳河、康浪河、尧河、淄河、。仁河、北阳河、龙采

河、乌洋河、王钦河、跃龙河等十六条，其中除弥河、淄河为流经李县

的河流外，其余均为发源于本县的河流，流程短．落差大，集水面积小

受降雨影响甚大，雨季洪涝，旱季干枯是主要特点。北部伏龙．、王钦、

跃龙、裙带等诸河水源补给甚少，以排水泄涝为主，灌溉效益很低。

根据地貌形态特征、成因、地面组成物质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全县大体可分为三个地貌类型，十三『个微地貌单元(表I一1)

表I一1 全县地．貌类型表 ．

f

微地貌’单1元
地‘貌类型 ．土壤类型(亚类)

名 称 面积(亩) 占(％)

石质山岭 123188 ．5．3 岩石裸露

荒 岭 坡 36l 692 15．4 棕壤性土、褐土性土、棕壤，
低山丘陵

坡麓梯田 32489l 13．9 褐土性土、褐土

近山阶地， 188895 8。】 褐土、淋溶褐土
●

河谷高地 120255 5．1 褐土、潮褐土

河谷阶地’ 河 漫。滩 2善893 1．05 潮土

河谷梯田 296887 12．6 褐土、潮土

山前倾斜平地 1089}1l 4。6 褐土，淋溶褐土 ．‘

山前缓平地 108724 4．6 褐土

缓平坡地 313730 13．4 褐土
’

山麓平原
缓 岗 156 168 6。7 潮褐土、褐土化潮土

浅平洼地 ．22473 0．95 潮土、湿潮土、砂姜黑土

槽状洼地 194910 8．3 湿潮土、砂姜黑土

总 计 23456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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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山丘陵。面积665．8平方公里：(不包．括沟谷)．，．j占全}

县总面积的42．6％，地质构造属鲁中台隆的一部分。山’势起伏：＼。山i

头林立，山脉与山脉间距窄小，非山即沟，地块十分零散：。山高驶’．、‘

陡，土壤冲刷作用强烈，侵蚀严重，多数地区土壤发育不完全。r山．

的顶部土壤几乎全被冲刷，基岩和母质裸露，、自然复被度很低，成

为石质山岭。山的上部，，植被稀少，以草类为主，复被度小于60％，‘、

表土和部分心土层被冲走，土层极薄，有部分岩石裸‘露，土壤发育很．

差，，有的部位仅存有母质层：山坡中下部，．随着坡度的降低和人类

活动的影响，表层有坡积物积累，多发育着褐土性土。因交通不便

土薄石头多， 目前仍以自然植被为主，为荒坡岭。只有下部j破度

较缓，土层较厚的部位j利用植树造林，但因水份缺乏， 干旱严‘．：．

重，草、木发育都受限制。坡麓部位，一般土层较厚，虽然水的切

割作用强烈，但经过人类治山改土， 已多数修为梯田，使土壤和养．≮。 ．

分逐渐积累，多数地块土层已达一米以上，有的深达两米。土壤水

分状况也逐渐改善，土壤发育良好，已发育为褐土。．近山阶地是山区

的“平原”，岩石表面复有较厚的第四纪沉积物，又加拱积物一的长。

期积累复盖j土层厚．，褐土广为发育。在一面或几面环山，地势较·

平坦的地区，因地表径流的汇集，。增强了淋溶作用，表土和心土

层石灰被淋溶，无石灰反应，多发育’为淋溶褐土。从总的状况看，- ，

目前低山丘陵，仍处在以剥蚀为主的成土过程中，给开发利用带来

了困难。只有坡麓梯田和近山阶地条件较好，土层加厚，肥力在逐．

步提高，是山丘地区的主要农田。 ：．
·

、

(二)河谷阶地。包括河流两侧和山丘地区的沟谷部位，，面积-．

294．7平方公里， 占全县总面积的18．8％，是受山洪冲刷和河流切

割作用而成的阶梯状地貌类型，多为条带状分布。’沟i可上游，因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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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流急，冲刷作用强烈，地块窄小，雨季常受洪水冲侵，土层厚薄

不等。中下游冲刷沉积作用交替发生，田块较大，土层较厚，地面

较平，较高处发育为福土。近河部位，河水侧渗，地下水位较浅，

发育为潮褐土和潮土。因河谷阶地多数土层较爆，，水源条件较好，

不仅适宜发展农业，有些地区还是瓜类和用材林生产基地。著名的

弥河强瓜，就是弥河沿崖鲍些声之=．+4-_．．_。二____l__-—l_’·-。’‘。。。——。一

(三)山前平原。县境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平原，是山前洪·+积

扇，有漫长的洪积物堆积历史，因而士层深厚，土质较好，是主要、

的农业集聚区，面积603．3平方公里，占金县总二面积的38．6叻，I广

布于城关．，东坝、夹涧、高柳、阳河，何官、张孟；桃元、口埠、谭

坊，黄楼等社；弥河、普通等社也有分布。园地势裔低不同，水文··z．

地质条件不同，致使成土作用不同，而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土壤。胶

．济铁路两侧，地势较高，潜水位多在五米以上，发育为褐土；局部

地势较低，潜水位两米左右，发育为潮褐土，这都是金县好的土壤

i类型。北部张盂‘口埠、阳河、何官等社的部分地区和谭坊公谜的
。

东北部，地形部位较低，是地表径流集聚区，介另0地区潜水埋深不

足一米，潜水参与成土过程，发育成潮土。有的地区地形部位更低

(如褚马洼)，在成土过程中，有长期．地表积水历史，表层为浅湖

沼相沉积物，形成腐泥状黑土层，底层土壤潜育现象明显，．形成潜

育层j发育为湿潮土。钙质含量较多的部位，有大量石灰结核淀

积，建成潜育性砂姜层，就是砂姜黑土。湿潮土和砂姜黑土，质地

粘重，物理性状不好，‘结构性差，湿时粘，干时硬，耕作困难，养

分释放能力弱，供肥性不好，属于低产土壤类型。

三、岩石与母质

岩石与母质是构成±壤的物质基础，对土壤的‘形成发育、分布类

t 7’ ’，



型及其属性等都有直接影响。

一，：(_二)．-岩石概况及其对土壤的影响
。

．i

．。 益都县的山地丘陵，．按岩石出露情况，可划分为两矢部分，县

境西南部为沂山丘脉的延伸，岩石多为奥陶纪沉积石灰岩，约．占金

：j县面积的半数，．所以，全县绝大多数成土母质为石灰岩风化物。弥河

-以东山地多为玄武岩，周围地区的土壤母质则以玄武岩风化物占主

，’i导地位：．据不完全调查，县境西南山区，除石灰岩外，因成岩过程

．‘中条件的改变，致使某些地区出现了砂页岩、白云质灰岩和泥质灰

岩，个别地区还有石英结核。如朱崖公社庙子一带和普通公社西北

，部山区，．在石灰岩中有泥质灰岩夹层，含有红色铁锰化合物，形成

的土壤多为暗红色，．且质地较粘重，群众称为“红粘土"．：因为泥

质灰岩成份复杂，所以形成的土壤矿质养分较丰富。在王坟j杨集两

一社西南部石灰岩山顶上 (多数海拔70 0米以上)，有沙页岩和白
-·

云质灰岩分布，群众称誓青山沙帽”。形成的土壤含砂粒较多。县
。

城南侧，云门山北麓有石英结核，与暗红色粘土共生j周围的土壤

也多为．“红粘土”。贯穿县境的弥河，发源于鲁沂山区，鲁山’以古老

．，的花岗、片麻岩为．主；所’以弥河冲积物多为花岗片麻岩风化物。、

岩石的种类不同，所含的成份不同(如表I．一2)， 、

表I一2 ‘不同岩石的化’．学成份

组 成 成 份’ (％)
：O 1二『

SiO 2 A．I 20 3 Fe 20 3 0 2 K 20 H20 CO 2 5． SO 2

，

石灰岩 5．J ● ● ／ ● ● ● ● ．77 41．54 ● ●

砂 岩 ● ．77 ．1．07 ● 1．11 ● ● 1． 1 1．63 ● ● ●

、

一

页 岩 58．1 1 ． ● ● ● ● 1． ● ● ● ．17 ●

玄武岩 3． ● ．1 ● ● ● ● ● j1． 7 ／ ／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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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生成的母质和发育的土壤，成份：性质也不相同。石灰岩的成

份主要是碳酸钙，含二氧化硅较少(含量5．1 9％)，较易风化。我县

土壤母质多数为石灰岩．风化物，所以土壤含钙丰富，石灰反应强

烈j且多数质地偏重，二般为中壤或重壤，．即使山区也不例外。玄

武岩含二氧化硅48．24％、属基性岩，色泽较暗，在其风化物上‘发

育生成的土壤多数色泽较深，并带有砂粒，t P H值多为7，5以下。

砂岩含二氧化硅78．3 3砀，属酸性岩石，所形成的土壤酸碱度偏低，‘

含砂粒较多。杨集公社仰天槽周围山顶多为砂岩复盖，所以仰天槽

的土壤P H值为6．5左右，属微酸性，很适宜赤松生长。

据化验，石灰岩中还含有有机质(表I一3)含量多在0 j 1 l％7

表I一3 岩石粉中有机质含量

朱崖 五里 、五里 普通 文登 文登 弥河

取样地点 公社 公社 公社 公社 公社 公社 公社 备 注

庙子 洪山头 母猪峪 泉王 文登 文登 机场

有机质含量(％) 0．26 0．】l 0．22 0．22 0．13 0．14 0。44 均为石料厂石粉

一o．?6％之间，最高的弥河公社样品中有机贡合量达o。44％，这是

山区土壤含有机质偏高的因素之一。石灰岩．、砂岩和页岩中都含有

磷素，这是西南山区土壤底层全磷含量偏高的主要原因。

(二)成土母质的主要类型
‘

降的影响，不断覆盖着深厚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按所处地形部

位、水的分选作用及其特征，全县成土母质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1‘、坡积物。主要分布在西南山丘地区和郑母公社东南部的山

坡或忮坡上，因搬运较近，分选作用差，颗粒粗糙，常间有石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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