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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捞盐碱是鲁西北平原的三大自然灾害
,

是该地区农业生产低而不稳的重要原因
。

这

三种自然灾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

应当综合认识
,

综合治理山
,

同时
,

各地自然条件和旱

捞盐碱情况不尽相同
,

必须因地制宜
、

各有侧重地分区分片治理即
, 。

鲁西北平原旱涝盐碱

综合治理区划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
。

一
、

影响早涝盐碱的自然条件

早涝盐碱的产生
,

主要受不同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的影响
,

因此分析旱涝盐碱发生的

因素及其变化规律
,

是编制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的基础
。

�一 � 气候

降水量少且在季节上分配不匀和蒸发量大
,

是鲁西北平原产生旱涝盐碱的重要原因

之一
。

根据多年平均生长期��一�� 月�千燥度为 �
�

� 的等值线
,

将鲁西北平原划分成两个

千湿地区
�
鲁北半干燥区

,

干燥度为 �
�

�一 �
�

� � 鲁西半湿润区
,

千燥度为 �
�

�一 �
�

�
。

以各季的旱涝指数作为旱涝分级指标
,

可将鲁西北平原分成三个旱捞气候区
。�

�� 

鲁北滨海历时长的重春旱重夏涝区 � �� �鲁北历时长重春旱夏捞区 � �� �鲁西南春旱夏涝

区
。

�二 � 水文幻

鲁西北河流除黄河横穿东西
,

大运河纵贯南北外
,

其他均为独流人海
、

人湖的雨源型

中小坡水河流
,

主要有徒骇
、

马颊
、

侏赵
、

万福
、

红卫等河
,

其共同特点有二
� �

�

径流量小
,

年内
、

年际变化大
。

各河年平均径流深 �� ��一�� � 毫米
,

仅相当于降水量的 ���� 左右
,

兮。务的降水将就地蒸发或渗人补给地下水
。

径流量受降水影响
,

年际变化大
,

丰水年与

枯水年相差近百倍
,

而且多集中在汛期
。

因此
,

要将鲁西北各主要河道的径流做为灌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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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相当困难的
。

但这些河道对于防洪排涝
、

改善地下径流状况
、

防治土壤盐溃化却十分

重要
。

�
·

排水排盐能力低
。

骨千河道和流域面积 �� � 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虽已经过治

理
,

排涝行洪能力有所提高
,

但由于流域面积 �� � 平方公里以下的支流尚未全部整治
,

田

间排水工程不配套
,

特别是在排水骨干河道上节节建闸蓄水灌溉
,

以致全年排水盆仅为降

水量的 ����
,

而且主要是排泄汛期洪涝水
,

排泄非汛期的径流仅占总径流的 �� 沁
。

这种

排水状况对土壤盐溃化的影响很大
。

�三 � 地形地貌

鲁西北平原由河流多次泛滥沉积而成
,

地形虽属平坦
,

但中小地形却起伏不平
,

岗
、

坡
、

洼相间。。

这种微地貌的变化
,

使水
、

盐重新分配
,

形成许多以各种洼地为中心的水
、

盐

汇聚区
,

造成
“
岗旱

、

洼涝
、

二坡碱
”�’�

。

地貌类型可分为河摊高地
、

决 口扇形地
、

缓平坡地
、

浅平洼地
、

背河槽状佳地
、

现代黄

河三角洲
、

海滩地七种
。

由于各种地貌类型的水
、

盐状况不同
,

相应的早涝盐碱情况也有

所差异
。

�四 � 潜水为

鲁西北平原潜水的补给主要靠降水
,

出路主要靠燕发和蒸腾
,

潜水埋深较浅并均有不

同程度的矿化
,

为
“

垂直运动型高位矿化潜水
”。

一般说高地潜水埋深为 �一 � 米
,

平地为

�一 � 米
,

洼地
、

沿黄和滨湖地区 �一� 米
。

潜水坡降七千分之一左右
,

滨海
、

滨湖地带小于

万分之一
,

出流弱
,

或出现潜水滞流区
,

必须依靠河沟改善其出流条件
。

潜水矿化度一般为 �一 � 克�升
,

黄河两侧
、

故河道小于 � 克�升
,

内陆潜水滞流区和洼

地为 �一 � 克�升
,

个别 �一�� 克�升
,

滨海地区的内侧 ��一 �� 克�升
,

在滨海数十年高潮的

淹没地带一般大于 �� 克�升
。

滨海平原为氯化物钠质水
,

而内陆平原则比较复杂
。

一般情况下
,

矿化度 � �克�升

主要为重碳酸钙镁质水 �矿化度 �一� 克�升为重碳酸镁钠质水 �矿化度 �一 , 克�升为抓化

物
、

硫酸盐镁钠质水 �矿化度 � � 克�升为硫酸盐抓化物钠质水
。

鲁西地区潜水中的 �呀
、

� � � 石和 南
十
含量较鲁北为高

,

当矿化度小于 �
�

, 克�升时
,
� � � 百� � � 言 往往超过

。�� 十 � �十十
,

即有残余碳酸钠存在
,

因此在土壤盐溃过程中也出现明显的碱化现象〔火

综上所述
,

鲁西北地区可分为三个潜水区
,

即鲁北滨海咸水区
,

鲁北矿化水区
,

鲁西碱性矿

化水区
。

�五 � 土滚即
‘

鲁西北平原主要分布着潮土和不同程度的盐碱化土壤
。

潮土是黄河冲积母质在潜水

的影响下经耕种而形成的
。

在地形部位较高
、

潜水埋藏较深之处�潜水埋截深度长期处于

�
�

� 米以下 �
,

潮土有向褐土化发育的趋势
。

如果地形部位较低
,

同时又以粉砂壤土为主
,

潜水埋藏深度长时间活动在临界水位上下
,

则土壤将发生盐演化过程
,

而形成盐碱化潮

��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

�� ‘七 《
� 北

、

湖西地貌类型图
》
�二十万分之一、

�� 山东省水利局地下水普查办公室
,
��� �� ‘

地下水普查图集
》
�二十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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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当潜水出流更为滞缓
,

土壤盐碱化过程将长期持续发展
,

而形成各种类型的潮盐土和

瓦碱
〔, , ‘�。

二
、

早涝盐碱及肥力状况

鲁西北平原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包括山东省菏泽
、

聊城
、

德州
、

惠民�除桓

台县 �四个地区
,

济宁地区的鱼台
、

金 乡
、

嘉祥三县
,

济南市的历城
、

章丘两县北部和 昌潍地

区的寿光
、

潍县
、

昌邑三县北部
,

总面积 ��
,

�� � 平方公里
。

共有耕地 气��� 余万亩
,

人口

�
,

�� � 余万
,

均占全省的 ��� 左右
。

本区历来是山东省重要的粮棉产区
,

但自六十年代以

来
,

农业生产逐渐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

差距越来越大
。

本区低产的原因很多
,

就自然因素而论
,

主要是旱涝盐碱并存
,

交互为害
,

据统计
,

自

���� 年�明成化六年�至 ���� 年的 � �� 年间
,

鲁北地区出现旱灾 �� � 次
,

涝灾 �� 次
,

旱

多于涝 �鲁西地区出现旱灾 �� � 次
,

涝灾 �� � 次
,

涝重于旱
。

除旱涝灾害频繁外
,

旱
、

涝灾害在年际或年内往往交错发生 � 连续几年大旱后
,

又连

续几年大涝 �长期春旱后
,

又发生严重的夏涝
。

如鲁北地区
,

在 ��� �一 �� � 年连续四年千

早后
,

又出现 ���� 一 �� � 年连续四年的大涝 � ���。年 �� 月到 �� � 年 � 月连续 �� , 天无

雨
,

全区大旱
,

而进人汛期
,

降水量达 ��� 毫米
,

受涝面积达 �
,

��� 万亩
。

备西北地区土壤的盐渍化随着旱涝灾害的发生和治理情况而变化
。

据调查统计 � 五

十年代鲁西北地区约有盐碱耕地 �� � 万亩
,

另有盐碱荒地 � �� 万亩左右 �五十年代末由于

盲目的大蓄
、

大引
、

大灌而忽视排水
,

盐碱耕地面积到 ���� 年前后猛增到 �
,

�� � 万亩 � 六

十年代随着海河
、

淮河水系骨千排水河道的整治
,

控制引黄
,

发展机井灌排
,

盐碱地面积逐

年下降
, �� � 年前后下降到 �� � 万亩左右 �近年来

,

由于排水河道建闸蓄水
,

大量引黄
,

加

之管理不善
,

目前盐碱耕地面积有所回升
,

约达 �
,

��� 万亩左右
。

建国以来
,

对鲁西北地区的旱涝盐碱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和治理
,

抗灾能力有所提

高
,

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
。

但是
,

由于排灌工程配套差
,

管理工作薄弱
,

现有工程没有充

分发挥效益
,

特别是引黄灌区的大水漫灌和排水河道建闸蓄水
,

恶化了区域水盐状况
,

加

重了涝盐威胁
。

同时
,

对旱涝盐碱的治理
,

只强调工程措施
,

忽视了生物措施
,

没有进行综

合治理
,

致使三害至今仍然是鲁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威胁
。

此外
,

由于重用轻养
,

盲目提高复种指数和扩种耗水耗肥作物
,

而又施肥不足
,

造成地

力衰退
,

形成农业的恶性循环
。

五十年代的鲁西北平原
,

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务 以上

的有小麦
、

大豆
、

谷子
、

高粱
、

玉米五种作物
,

粮田复种指数为 �
�

� ,

构成以小麦
、

大豆
、

杂粮

�谷子
、

高粱
、

玉米�二年三熟为主的轮作制
。

到 ���� 年
,

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多 以上

的仅有小麦和玉米两种
,

粮田复种指数达 �
�

� � ,

小麦
、

玉米一年两熟制的面积大幅度增加
,

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

如由于夏播玉米面积大幅度增长
, “

芽捞
”

灾害十分突出� 由于复种

指数提高
,

耗水耗肥作物面积增大
,

而大豆
、

花生等养地作物面积大幅度减少
,

土地得不到

休养
,

加之施肥不足
,

造成地力衰退
。

据测定
,

当前鲁西北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
�

�一�
�

�外
,

全氮为 �
�

�� 一 �
�

时务
,

速效磷为 �一�即�
。

土地脊薄已成为鲁西北平原农业

生产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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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区原则与治理途径

�一 � 分区原则

鲁西北地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的 目的和任务主要是� 科学地分析研究各种影响

旱涝盐碱发生与变化的 自然条件和规律
,

综合论证不同地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途径
、

需

要和可能采取的治理措施
,

为合理地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消除旱涝盐碱灾害
,

保障农业高

速度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因此
,

分区原则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 �

�

影响旱涝盐碱灾害的 自

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基础的类似性
,

以及农业生产远景发展的类似性 � �
�

合理利用自然条

件 �主要是水
、

土资源 �和改造 自然条件的可能性 � �
�

适当照顾行政区划
,

尽量利用现有

排
、

灌等工程设施
。

区划分到二级
,

即区
、

亚区
。

采用地域单元
,

即每个区和亚区在地域上是连成一片的
,

成为一个独立的治理单元
。

根据上述原则
,

我们将鲁西北地区划分为三个区
、

十一个亚区 �见附图�
。

�二 � 分区概述

�
�

滨海重旱
、

重涝盐渍区 本区北自漳卫新河口
,

南至胶莱河口
,

西面大致以海拔

�� 米等高线与内陆地区分界
,

东临渤海
,

包括惠民地区的大部和昌潍地区寿光
、

潍县
、

昌

邑三县的北半部
,

面积 ��
,

��� 平方公里
,

占鲁西北总面积的 ��
�

�务
。

本区年降水量 �� � 毫米左右
,

为全省降水量最小地区
,

春季降水仅 �� 毫米左右
,

而

�
、

� 月间平均有 �� 一 �� 天干热风出现
,

更加重旱情
。

但 � 月份雨量特别集中
,

再加上本

区处于各人海河道下游
,

雨季受洪水及海水顶托
,

内涝渲泄不及
,

常积涝成灾
。

本区地势

低平
,

地面坡降 ���� � � � 左右
,

潜水埋深 �一 � 米
,

出流不畅
,

水质高度矿化
。

浅层地下水

矿化度 � �� 克�升
,

不能用于灌溉
,

深层地下淡水顶板埋深 � �� 米左右
,

水量有限
,

开采造

价高
,

不宜作为农田供水
,

黄河为本区主要灌溉水源
、

徒骇
、

马颊等骨干河道主要承受上游

洪水
,

区内涝水则需依靠当地独流人海的河道排泄
。

本区土壤除受高位高矿化潜水作用

外
,

近岸地带还受海潮浸渍的影响
,

分布着大面积的滨海盐渍土
。

本区治理途径是
�
��� 建好

、

管好防潮工程 � ���完善独流人海水系
,

洪涝分排 � ���

在健全排水系统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黄河水
、

沙资源
,

引河灌溉洗盐
,

淤灌改土 � �� �保护

现有林地
,

草原
,

在洗盐改土的基础上建设人工草场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建设牛羊饲养生产

基地
。

营造农田防护林网
,

或因地制宜实行枣粮间作
。

本区可划分为海滩地
、

黄河三角洲

和滨海坡洼地河灌深排三个亚区
。

�
�

鲁北重旱
、

易涝斑状盐溃区 本区位于徒骇
、

马颊河流域 中
、

上游及小清河与黄

河之间
,

包括聊城
、

德州两地区的全部
,

惠民地区的西部和济南市的历城
、

章丘两县北部
,

面积 � �
,

��� 平方公里
,

占鲁西北地区总面积的 ��
�

�务
。

本区作物生长期干燥度 �
�

�一 �
�

� ,

为省内高值区
。

年平均降水量 � �� 一 ��� 毫米
。

春

季降水稀少
,

多干热风
,

春旱严重且历时长
。

盛夏雨水集中
,

降水强度较大
。

旱涝气候特

征是春至初夏重旱
、

盛夏涝
、

秋偏旱
。

区内地貌类型复杂
,

以缓平坡地为主
。

潜水埋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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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 �一�米
,

矿化度 �一� 克�升
。

土壤以潮土为主
,

河滩高地有褐土化潮土
,

低坡地和洼

地边缘土壤盐碱化较重
,

耕地中盐碱斑块较多
,

背河槽状洼地有成片的潮盐土
。

因长期养

用失调
,

土地膺薄
,

地力衰退
。

本区是山东省最大和最集中的棉花产地
,

棉花产量约占全

省的一半
。

本区治理途径是
�
��� 确保各级排水河道的排水

,

排盐作用
,

因地制宜地搞好田间排

水工程
,

井灌区以井控制潜水位
,

局部咸水区应用沟排控制潜水位 � ���根据作物布局
,

合

理调度水资源
,

充分利用浅层地下水
,

北部棉区发展井灌
,

南部井渠并用
,

以井为主
,

辅以

引黄 �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

培肥地力
,

建立农 田防护林网
,

实行林�桐
、

枣�粮间作
。

本

区可分为马颊河河滩高地井灌亚区
、

徒骇河坡洼地井渠结合亚区
、

德惠新河坡洼地咸水亚

区和鲁北沿黄洼地放淤亚区
。

�
�

鲁西重涝
、

易旱斑状盐渍区 本区位于黄河以南
,

南四湖
、

梁济运河以西
,

包括

荷泽地区全部
,

济宁地区的鱼台
、

金 乡
、

嘉祥三县全部和济宁县一部分
。

面积 巧
,

��� 平方

公里
,

卢鲁西北地区面积的 ��
·

�务
。

本区属半湿润区
,

年降水量 ��� 一�� � 毫米
,

旱涝气候特点是春旱
、

夏重涝
、

秋偏旱
。

境

内地势低平
,

主要排水出路为南四湖
,

但出口泄量小
,

骨千排水河道标准低
,

支流与田间工

程配套较差
,

滨湖一带不能自流排
,

涝灾较严重
。

区内潜水矿化度一般为 �一 � 克 �升
,

局

部为 �一 � 克�升
。

潜水中含重碳酸盐较多
,

土壤有明显的苏打累积和碱化现象
,

特别是万

福河以南地区
,

分布着较大面积的碱化潮土和瓦碱
。

本区浅层地下淡水资源比较丰富
,

又

大有引黄或引湖灌溉条件
。

本区的治理途径是
�
��� 扩大南四湖出口 泄量

,

疏通湖内行洪障碍
,

整治骨干排水河

道及其支流
,

打通排水出路
,

搞好 田间排水工程配套
,

保证排水畅通 � �� �充分利用浅层地

下淡水资源
,

发展引河
、

引湖灌溉
,

并渠并用
,

以井助排 � ���在作物布局上
,

东明
、

菏泽
、

郸

城
、

邻城
、

梁山等北五县以粮豆为主
,

曹
、

单
、

定陶
、

巨野
、

成武等南五县以棉粮为主
,

在保证

水源的前提下
,

滨湖洼地发展水稻 � ���发展绿肥与改革耕作制度相结合
,

合理安排轮
、

间
、

套种 � ��� 加强林业建设和畜牧业生产
,

建立农田防护林网
,

实行林 �桐
、

枣�粮间作
,

大

力发展鲁西黄牛
、

青山羊等草食牲畜
。

本区又可分为鲁西沿黄洼地放淤亚区
、

万福河北坡

挂地井渠结合亚区
、

万福河南高坡地井灌亚区和南四湖滨湖洼地提灌提排亚区
。

四
、

治 理 措 施

实践证明
,

治理旱涝盐碱
,

必须调节和改善水
、

盐平衡和生态平衡
〔�� ,

因地
、

因时制宜

地采取水农林综合措施
。

�一� 以排为签础
,

改善区域水盐均衡状况

排洪除涝要通过河道
、

沟网及时排出过多的地面水和土壤水 � 盐碱地改 良则需在排

水
、

排盐基础上改善农 田水盐状况 �发展灌溉也必须先解决排水问题
,

控制地下水位以免

土壤返盐
,

有灌有排才能灌而不盐
。

所以
,

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必须以搞好排水工程为基

础
�, 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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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北地区的排水工程
,

要满足排洪
、

排涝
、

排盐三方面的要求�� 
。

骨千排水河道担

负着改善区域性水
、

盐均衡的任务
,

决不能满足于汛期排洪排涝
,

而忽视排盐
。

建国以来
,

本地区治理了徒骇
、

马颊
、

红卫
、

万福等骨干排水河道
,

基本控制了一般洪涝灾害
。

但是
,

由于河道建闸节节拦蓄
,

降低了排水
、

排盐能力
。

据徒骇
、

马颊河流域水量
、

盐盘平衡估

算
, �� , �一 �� �� 年

,

多年平均年总来水量�包括降水
、

引黄
、

黄河测渗�为 ��� 亿立米
,

来盐

� 为 ��� 万吨
,

年出流量 ��
�

� 亿立米
,

仅占年来水� 的 �
�

�务
,

年排盐最为 �� 万吨
,

占年

来盐� 的 ��
�

�关
,

平均每年积累盐量 �� 万吨
,

折合每亩 �� 公斤
。

由此可见
,

多年来
,

鲁北

地区处于盐分积累过程
。

所以
,

从区域治理角度看
,

保证骨干河道排水
、

排盐的畅通
,

是奋

西北地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前提条件
。

田间排水工程必须因地制宜
。

内陆井灌地区
,

采取小流域深沟排盐
,

田间浅沟排涝
,

井灌控制潜水位的井沟结合方式
。

滨海地区以及内陆咸水区
,

应考虑田间排盐系统
,

粘土

地采用明沟排水
,

粉砂壤土采用暗管排水
。

为充分发挥排水工程在治理旱涝盐碱中的作用
,

应以潜水和土壤的水盐动态为信息
,

建立排水系统的管理运用制度
。

首先要充分利用汛后土壤盐分下移到潜水
、

潜水位又高

的时机
,

加强汛后的排水
、

排盐
。

其次通过开采利用浅层地下水
,

把排
、

灌
、

蓄结合起来
,

汛

前春早
、

初夏早时应适 当地过最开采
,

腾出地下库容
,

以提高土壤蓄水能力
,

加强土壤盐分

的淋洗
。

�二 � 以井浓为主
,

合理开发与调度水资派

目前鲁西北地区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资源
,

主要是浅层地下水和黄河水
。

浅层地下水

属第四纪孔隙水
,

宜井区面积约占 ���
。

利用浅层地下水
,

发展井灌
,

自主性和灵活性强
,

又可收到旱涝盐碱兼治的效果山
。

但是
,

全区有 �� 另的面积浅层地下水矿化度较高�一般

2一5 克/升
,

局部 5一 10 克/升)
,

需经改造方可用于灌溉 ;还有 10 沁的面积无浅层地下淡

水资源
,

必须另找门路
。

黄河水的水质好
,

可自流灌溉
,

节省能源
。

但本区处黄河最下游
,

干旱时期水的保证率不高
,

同时还存在着泥沙处理与灌区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
。

综上所

述
,

地下水与黄河水各有利弊
,

必须扬长避短
,

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与调度
。

鲁西北宜井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基本能满足棉区的需水要求
,

但粮区的需水与供水矛

盾较大
,

应引黄补其不足
。

因此
,

在水资源的利用上
,

可分为以下几个区
: 滨海为引黄区 ;

内陆沿黄各县为以井灌为主
、

引黄补充区;鲁北北半部
、

鲁西南半部棉区为井灌区国
。

( 三) 培肥地力
,

增强抗灾能力

为尽快改变鲁西北平原的低产面貌
,

除强调自然条件的综合改造外
,

还应采取适当措

施
,

培肥地力
,

增强抗灾能力
。

1

.

改革种植制度
。

六十年代以来
,

盲目提高复种指数
,

变二年三作为一年两作
,

压缩

了棉花
、

花生
、

大豆
、

谷子
、

高粱
,

改种玉米
、

甘薯
。

农作制度改变而肥料跟不上
,

致使土地

疮薄
,

发生大面积
“

芽涝
” 、 “

薄碱
”
等人为灾害

,

干旱的威胁格外严重
。

根据鲁西北地区的

实际情况
,

当前一般应降低复种指数
,

恢复和建立以小麦
、

大豆
、

杂粮(玉米
、

谷子
、

高粱)二

年三作为主的种植方式
。

但在生产条件较好
、

土地肥沃的地区
,

仍可继续采用小麦一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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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二作方式
。

高亢地区应扩大棉花种植
,

砂薄地应扩大林业用地并恢复以花生为主的

种植方式
。

2

.

要培肥地力
,

提高产量
,

必须
“

三肥并举
” 。

目前
,

鲁西北平原施肥水平很低
,

应重视

合理施用化肥
,

要按比例均衡增施氮
、

磷化肥
。

在培肥地力提高产量方面
,

农家肥料的重

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

但目前鲁西北平原仍以秸秆为主要能源
,

可供做饲料及堆肥的秸

秆为数有限
。

不解决燃料问题
,

秸秆不能还田
,

饲养业不能大量发展
,

迅速增加农家肥料

实有 困难
,

应多营造薪炭林
,

发展沼气
,

以解决燃料与饲料
、

肥料之间的矛盾
。

鲁西北地区早涝碱综合治理区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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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绿肥
,

包括用轮
、

间
、

套的办法将绿肥插人不同的耕作制度中去;利用
“

三边 ,,

大种紫穗槐;把部分收益不高的盐碱地改为绿肥和饲料基地
,

种植耐盐性能较强的田普
、

怪麻
、

紫穗槐或曹子
、

首偕
,

将其生产的绿肥集中用来培肥好地和轻的盐碱地
。

( 四 ) 加强林业睡设
,

改菩生态环境

加强林业建设是改善生态环境和综合治理早涝盐碱的必要措施山
。

发展林业生产既

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手段
,

本身又是生产过程
,

它的综合效益非工程措施所能代替
,

而且所

需劳力
、

物力和财力也较工程措施为少
。

据山东省林业部门多年观测
,

农田防护林网可降低风速 30 一50 多
,

提高空气相对湿

度 20 一25 务
,

减少地面蒸发 14 一 38 弧
,

这就可以缓和旱情
,

增加降雨的机率
,

此外
,

通过

林木的蒸腾还可起到降低潜水位
、

提高防涝
、

防盐能力的作用
。

同时
,

还提供木材
、

烧柴
、

肥源
、

饲料和某些副业生产的原料
,

促进农林牧副业的综合发展
。

鲁西北地区的林业建设
,

应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
,

结合营造薪炭林
、

用材林和经济林
。

充分利用河道
、

沟渠
、

道路
、

村庄等空隙地较多的优势
,

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和四旁植树
,

适当发展果粮间作
。

同时
,

充分利用现有荒地和在土地较多的地方
,

营造一些成片的用材

林和经济林
。

为尽快发挥林业建设的经济效益
,

在强调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

还应采取速生丰产

树种与优质树种搭配
,

以及乔木与灌木搭配的办法
,

使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

各

地典型经验证明
,

如果经营得当
,

三
、

五年即可见效
,

并非远水不解近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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