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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土保持区划探讨

王 玉 俭

( 山东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提 要

本文对山东省水土保持 区划工作进行了探讨
。

作者根据全省 自然条件
、

社会经济情况
,

影响土壤侵蚀的诸因子
,

及水土流失现状等综合因素
,

提出了山东省水土保持区划原则
,

并

依据分区原则
,
在水利部统一划分一级区

、

二级区的前提下
,

将全省共划分 3 个三级区
、

12

个三级亚区
。

关健词
:

水土保持 区划 土壤侵 蚀类 型

一
、

自然概况

山东省地处黄河下游
,

位于东经 1 1 4
0

3 6 产一 1 2 2
“
4 3 / 、

北纬 3 4
“
2 5 /

一 3 5
“
2 3 产之间

。

东部胶东半

岛伸入黄海
、

渤海
,

与辽东半岛遥相对峙
,

北
、

西
、

南三面分别与河北
、

河南
、

安徽
、

江苏四省

毗邻
。

总土地面积 15
.

3万 k m
Z 。

辖 16 个地 (市 )
、

13 7个县 (市 ) 区
。

总人 口 7 8 89 万人
,

人口密

度 5 15 人 / k m
Z 。

属 暖温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n ~ 14 ℃ ,

年平均降雨量 7 25 m m
, 6 一 9 月降

雨量 占全年降雨量的 70 % 以上
。

暴雨多
、

强度大
、

径流集中
,

水土流失严重
。

全省分为鲁中南山地
、

鲁东丘陵和鲁西北平原三大部分
。

鲁中南 山地及鲁东丘陵主要是以断

裂构造形成的地 貌为主
; 山丘区以花岗岩

、

片麻岩
、

石灰岩为主
;
鲁西北主要是冲积黄泛平原

,

以黄河泛滥沉积为主
。

土壤主要为棕壤
、

褐土
、

潮土
、

砂姜黑土
、

盐碱土 5 个土类
。

本省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

森林覆被率为 13 %左右
。

山丘区以松
、

柏和落叶阔叶树为主
,

平原从杨
、

柳
、

榆
、

槐
、

桐等阔叶树为主
。

灌木主要为棉槐
、

胡枝
一

子
、

酸枣
、

金银花
、

玫瑰花
、

怪柳等
。

二
、

土壤侵蚀面积及分级

据调查统计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63 53 6 k m
“ ,

占山丘区和平原风沙区总面 积 的 77 %
。

年土

壤侵蚀量 3
.

3亿 t
,

年侵蚀深为 2
。

g m m
。

在水土流失面积中
,

轻度水土流失面 积 18 28 8 k m
2 ,

占

2 8
。 8% ; 中度水土流失面积 2 2 8 6 o k m

“ ,

占3 6% ; 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1 3 s 9 3 k m
“ ,

占 2 1
.

9% ;

极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6 4 3 1k m
“ ,

占 1 0
.

1% ; 剧烈水土流失面积 2 0 6 4 k m
2 ,

占 3
.

2%
。

三
、

土壤侵蚀类型区划

( 一 ) 区划原则 为 了因地制宜
,

分类指导
,

科学地 防治土壤侵蚀
,

对全省的上壤侵蚀类型

进行区划
。

区划依据以下原则
:

( 1 ) 地形
、

地貌
、

岩性
、

气象
、

水文
、

土壤
、

植被等因素的相对一致性
;

( 2 ) 土壤侵蚀现状
、

类型
、

特点
、

危害
、

侵蚀程度及发生发展规律的相对一致性 ;

( 3 ) 农业内部结构
、

主要 防治方向和生产发展方向的相对一致性 ;

( 4 ) 保持行政 区界的一定完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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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俊蚀类型区划 土壤侵蚀一
、

二级类型区已由水利部统一划分
,

三级区由省上负责
。

依据分区原则
,

全省共划分三级区 3 个
,

三级亚区 12 个
。

现分述如下
:

n
,

一 . 中南中低山丘隆极强度水蚀区

本区东临沐河
、

胶莱河
,

西至京杭大运河
,

南到省界
,

北靠黄河
、

小清河
。

包 括 枣 庄
、

济

宁
、

太安
、

济南
、

淄博市
、

邹平县的全部和潍坊市
、

临沂地区的大部地区
,

涉 及 56 个 县 (市 )

区
, 1 0 0 1个乡 (镇 )

,

总面积 5 3 3 5 6 k m
2 ,

占全省总面积的 3 4
.

8%
。

总人口 3 0 4 5
.

3 万 人
,

占

全省总人 口的39
.

6%
,

其中农业人 口 2 6 2 3
.

7万人
,

人均占有土地 2
.

6亩
,

其中耕地 1
.

3亩
。

本区为中低山丘陵区
,

山丘面积占总面积的 52
.

4%
。

海拔高达 1 00 o m 以上的中山有泰山
、

沂

山
、

鲁山
、

蒙山
、

祖徕山
,

向外逐渐降为 50 0~ 6 00 m的低山
,

到边缘地带则降为 30 om 以 下的山

麓丘陵
。

由于地形最高部位偏北
,

因而从山地北斜面发源的潍
、

弥
、

胶
、

清等河 流
,

多 源 近流

短 ; 而发源于南斜面的沂
、

沐
、

汉
、

泅等河流则源远流长
。

山体构成物质 ; 中山地 区 多 由 变质

岩
、

岩浆岩组成
,

除鲁山一带大部分由石灰岩构成外
,

其余都是结晶岩风化的砂石 山
。

岩石颗粒

粗
,

物理风化强
,

地表多砂质土
。

低山地 区多 由石灰岩和砂页岩组成
,

岩石颗粒 细
,

化 学 风化

强
,

地表多粘质土
。

低山丘陵间还有临胸
、

沂源
、

肥城
、

枣庄等盆地地貌及沂沐
、

汉泅
、

胶清
、

泰莱等山前平原
。

本区年平均气温为 12 ~ 1 3℃ ,

日照时数 2 5 0 0一 2 8 0 0五
,

大于 1 0 ℃的积温为 4 3 0 0一 4 7 0 0℃ ,

无霜期 1 90 ~ 2 20 天
。

年降雨量在全省最高
,

年平均在 70 0 ~ 90 o m m
,

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

径流系

数最大
,

年平均径流深 3 50 m m
,

暴雨多
、

强度大
,

是全省的暴 雨 中 心
,

一 日 最 大 降 雨 51 3一

5 7 6m m
,

日降雨 5 0 m m 以上的暴雨年平均 3 一 4 次
,

最多 6 ~ s 次
,

其中降水 1 0 0 ~ Z o o m m 以上

在尼山
、

蒙山东南较多
,

年平均 0
.

8次
,

垛庄 0
.

2一 0
.

3次
。

本 区上壤以棕壤为主
,

褐土次之
。

为泰山
、

蒙山
、

祖徕山等三大国营林场分布地区
,

森林覆

盖率约 15 %左右
。

是 山东黄烟
、

麻类
、

姜的主要产区
,

板栗
、

核桃产量 占全省产量的 80 % 以上
,

桑蚕产量 占60 % 以上
。

由于本区 自然 因素和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
,

又加本区是全省暴雨中心
,

水土流失是全省最严

重的地区
。

新太
、

泅水
、

蒙阴一带的
“
猪脸

“

地很有代表性
。

本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28 2 9 1k m
2 ,

占山丘区面积的 8 0%
,

年平均侵蚀模数 2 0 0 0~ 4 0 0 0七/ k m
“ ·

a 一 ` ,

高者达 5 0 0 0七/ k m
Z ·

a 一 ` 。

在强烈的侵蚀作用下
,

大量土壤养分随水流失
,

土壤肥力减退
,

土地生产力下降
,

群众生活水平

较低
,

为我省经济贫困区
, 1 9 8 5年绝大多数人均收入 300 元左右

,

有的甚至不足 1 50 元
。

截止 1 9 8 5年底
,

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 4 6 3
.

4 k m
’ ,

占流失面积的 2 6
.

4 %
。

涌现了象平 邑

县的大埠槐
、

沂水县牛场子
、

沂源县杨三峪
、

青州市的南阎
、

淄川区的峨庄溜
、

章丘的南曹范
、

莱芜市的房干
、

历城区的窝铺等一大批小流域治理典型
,

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取得了明显提高
,

跨入了富裕型行列
。

实践证明水土保持按小流域综合治理
,

是振兴农村经济的治本措施
。

根据本区山多田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的特点
,

今后应 以保持土水为前提
,

以经

济促生态
,

大力增加植被
,

建设基本农田
,

促进林业
、

牧业
、

果业的生产
,

发展商品经济
。

在治理措施上
,

应以制止人为破坏入手
,

加强水土资源管护
,

全面封护荒 山
、

荒滩
,

植树造

林种草
,

严禁陡坡开荒
,

逐步实现 20
。

以上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果
,

有计划地进行坡耕 地
、

坡果

园的水平梯田建设
,

堰边推广条
、

草
、

花镶边护坡
,

健全截水
、

缓水
、

蓄水
、

排水系统
,

加强防

治坡耕地
、

坡果园
、

荒坡地和稀林稀草地 上的水土流失
,

增加群众收入
,

在保护开发利用资源的

基础上
,

搞好农业资源的加工增值
。

11
:

一每东低山丘陵强度水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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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位于沐河 以东
,

三面环海
,

包括烟台
、

威海
、

青岛
、

日照四市的全部和五莲
、

诸城
、

高

密
、

苔县
、

营南
、

临沐等县的一部分
,

共 6 16 个乡 (镇 )
。

土地总面积 41 9 34
.

7 k m
“ ,

占全省土地

总面积的 2 7
.

3%
。

其中耕地 2 5 8 0
.

4万亩
,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24
.

4%
。

总人 口 2 0 0 0
.

3万人
,

占全

省总人 口的 26 %
,

其 中农业人 口 1 6 95
.

2万人
,

人均 占有土地面积 3
.

14 亩
。

人均收入 6 22 元
。

本区包括胶东半岛及沐东丘陵两部分
,

胶东地区海拔 50 Om 以上的 山岭概分两支
:
一 支 由东

北— 西南走向
,

绵亘于半岛中部
,

以昆箭山最高
,

海拔 9 23 m
,

次为牙山
、

大 泽 山
、

罗山
、

艾

山
、

伟德山
; 另一支 自罗 山向南尽于胶州湾

,

崛起为唠山
,

海拔 1 13 8m
。

山体均由花岗岩构成
,

海拔 5 00 m 以下的丘陵地带
,

大部 由片岩
、

片麻岩
、

砂砾岩及大理岩组成
。

丘陵之间及 滨 海一带

还发育有宽窄不一的剥蚀和冲积平原
。

河流源近流短
,

南北分流 人海
。

沐东地区是东北—
西南

走 向
,

除小珠山
、

五莲 山
、

铁撅山在海拔 50 o m 以上外
,

其它地区海拔在 40 0m左右
,

山体构造 以

花岗岩和变质岩为主
。

滨海平原海拔一般在 50 m 以下
。

本 区土壤 以棕壤为主
,

胶莱平原及滨海一带分布有盐碱土
、

及河潮土
。

本区气候温和湿润
。

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78 o m m左右
,

南部大于北 部
,

沟 壑 密 度 4
.

5~ 6
.

5

k m / k m
“ 。

该 区暴雨强度大
,

一日最大降雨量达 47 5m m
,

年暴雨 日数 2
.

4一 4
.

4天
,

短历 时 暴

雨出现过 1 0m i n 3 4
.

7m m
, 3 o m i n 9 1

.

s m m 的记录
,

为全省暴雨最强区之一
。

本区年平均气温 n ~ 12 ℃ ,

大于 10 ℃积温为 3 60 0 ~ 4 20 0 ℃ ,

无霜期 20 。天左右
,

是全省水果

最集 中的产区
,

产量 占全省水果总产量的一半
。

其中烟台苹果
、

莱 阳梨
、

大泽山葡萄久负盛誉
。

本区由于地势低缓
,

气候湿润
,

植被条件较好
,

森林覆盖率 1 8%左右
。

但由于人为不合理的利用

土地和 自然因素的影响
,

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23 68 2
.

3 k m
“ ,

占该区总面积的 65 %
,

山丘 区 面 积

7 4%
。

多年平均径流模数 2 7
.

1万 m
3

/ k m
“ ,

土壤侵蚀模数 2 0 0 0~ 4 0 0 0七/ k m
“ ·

a
。

在花岗岩风

化壳深厚的地方
,

沟蚀还在发展
,

按土壤侵蚀潜在危险程度
,

极险型和毁坏型面积 占总土地面积

的 30 % 以上
。

根据本区 自然条件和社经情况及水土流失现状
,

本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应针对沿海开放城市

经济开发区的特点
,

调整种植结构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大搞植被建设
,

涵养水源
,

加强管理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
,

促进农
、

林
、

牧
、

副
、

渔
、

工商业的全面发展
,

建

设好花生
、

水果
、

柞蚕和渔业生产基地
。

小流域治理应大力推广首南县的草岭后
、

营县王家山
、

诸城的皇华
、

五莲的罗圈
、

平度县方家
、

栖霞十八盘
、

文登水道等小流域的全面 规 划
,

综 合治

理
,

改变 自然面貌石发展商品生产
,

脱贫致富的先进经验
,

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本区年侵

蚀模数虽低于泰 山
、

蒙山
、

沂山
、

鲁山等地区
,

但由于山丘大多为粗骨棕壤
, : L质较差

,

仍属于

水土流失严重的范围
。

特别是近年来因开矿
、

修路
、

采石等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因此应

从防治新的水土流失入手
,

大力开展 以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为主的绿化荒 山
,

封山育草
,

植树造

林工作
。

对 15
“

一 2 0
”

以上的 陡坡地
、

隙地及水库上游的宜林地
,

实行退耕还林
,

提高花生和果品

的单位面积产量
,

逐步改顺坡种植为等高沟垄种植
,

并辅以工程措施
,

发挥当地农业资源和经济

基础较好的优势
,

使其成为帅先实现 四化的典型和旅游盛地
。

11
。

每西北黄泛平原中度风蚀水蚀区

本区位于京杭大运河 以西
,

小清河莱州湾沿岸 以北的广大黄泛冲积平原
。

包括德州
、

聊城
、

荷泽
、

东营
、

惠民五个地 (市 )
,

以及寿光
、

昌邑
、

寒亭
、

加祥
、

金乡
、

鱼 台等 县 和 章 丘
、

历

城
、

平阴
、

长清
、

槐荫
、

天桥
、

历下的一部分
,

总面积 58 0 58
.

7 k m
2 ,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8 %
,

其中耕地 4 36 0
.

4万亩
, ;片全省耕地面积 3 7

.

9%
,

总人 口 2 6 4 9
.

1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2 3 5 8
.

7 万

人
,

人均土地 3
.

3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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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是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
。

包括鲁西鲁北两部分和滨海平原
。

本区北部以决口扇形地
,

河

滩高地为主
,

间有背河槽状涯地分布 , 南部以缓平坡地
,

浅平洼地为主
。

区内有单县
、

定陶
、

荷

泽
、

哪城
、

堂邑
、

临清
、

高青
、

东阿等 8条黄河故道
,

总 长 1 s o o k m
,

河 床 宽!勃一 70 m
。

是产

生风沙危害和今后治理的重点
。

本区较大河流有万福河
、

东鱼河
、

沫赵新河
、

运河
、

徒骇河
、

马颊河
。

由于上壤侵蚀
、

淤积

严重
,

河槽一般都较窄浅
,

影响排灌
。

·

全区年平均气温 12
”

~ 13 ℃ ,

积温 4 40 。℃一 4 60 0 ℃ 全年

无霜期 2 0 0一 2 2 0天
。

年平均降水量 6 0 0 ~ 7 5 o m m
。

本区土壤由黄河 冲积土发育而成
,

以潮土为主
。

由于地处内陆
,

森林覆盖率 6 %一 9 %
,

雨

量偏少
,

且年内分配不均
,

风沙较大
,

其中乒 4 级起沙风29 一 70 天
, 8 级大风 日数 40 天 以上

。

大

风一刮
,

沙土卷扬
,

犹如平地起烟
,

遮天蔽 日
。

由于沙化严重
,

已被联合国列为高 度 荒 漠 威胁

区
。

尤其是古河道地带
,

沿岸沙丘
、

沙堤
、

风沙吹扬严重
,

给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活 带 来 较 大威

胁
。

过去这里群众就流传着
: “

关上门
,

糊上窗
,

照样喝着牙渗汤
” ; 正月 (指麦苗 ) 青

,

二月

黄
,

三月重新种高梁
”
的说法

。
本区水土流失面积 n 56 3 k m

“ ,

占风沙 区面积的 7 6
.

4%
,

年侵蚀

模数 1 0 0 0一 2 5 o o o t / k m
“ ·

a 。

截 止 1 9 5 5年底
,
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 2 4 7 k m

“ ,

占 2 8%
。

涌

现 出治理较好的典型有曹县的杨屯
、

冠县的刘屯
、

夏津的后屯
,

惠民的雀李等
。

实践证明
,

开展

小流域综合治理
,

不仅是山区治穷致富的正确途径
,

而且也是风沙区脱贫致富
,

发展生产的有效

途径
。

根据本 区农业资源丰 富而风沙较大
,

土地痔薄
,

生产水平低
,

经济基础差
,

森林覆被率低的

特点
,

本区的发展方向是
.
从调整单纯粮棉生产结构入手

,

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努力增

加林带林网
,

同时要引种推广抗风沙
、

耐疮薄的优 良牧草和经济作物
,

锁住沙龙
,

发 展 多 种经

营
,

走种
、

养
、

加工一体化
,

农
、

工
、

商一条龙的路子
。

其治理措施应大力营造防风林带
、

林网和草带
、

草片
、

发展成片固沙林
、

果
、

草地
,

普及农

田林网
,

集中发展桐 (枣 ) 粮间作
,

围堰平种
,

翻淤压沙
,

建设基本农田 ; 沟
、

渠
、

河的陡坡崖

面
,

采取乔灌草和截流工程组成防护体系
,

大力发展林果
、

林牧
,

瓜果蔬菜等综合经营
。

重点抓

好黄河故道的治理
,

推广首楷
、

沙打旺和绿肥作物
,

防风固沙
,

培肥地力
。

积极 发 展 养 牛
、

养

羊
、

养兔等食草动物
,

落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生态平衡
,

提高群众生

活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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