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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黄河三角洲农业资源评述

及综合开发利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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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黄河三角洲农业资源丰富
,

并蕴藏油气和卤水资源
,

加速农业资源的开发
,

对东营市

经济建设和胜利油田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

但区内生态脆弱
,

开发难度大
,

稍一不慎
,

资源将

遭破坏
。

经考察
,

认为三角洲农业资源应多途径
、

多层次
、

分阶段
、

分区域地综合开发
,

建设成

具有油区农业
、

滨海农业特色的综合经济型的富饶“绿洲” ,

并纳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体系之

中
,

农业才能全面持续地发展
。

近代黄河三角洲位于山东省东北部
,

在东经 1 1 8 “ 1
‘

一 l r 9 0 1 6
‘、

北纬 3 7 0 2 0
‘

一 3 5 0 1 3
‘

之

间
。

是指 1 8 5 5 年黄河归渤海以
.

来
,

在垦利县宁海以下
,

以淄脉河口 和套尔河 口为摆角堆

积形成的扇形三角洲
。

面积约 5 2 6 0 平方公里
,

其中 93 多 以上面积分布于东营市
,

余为惠

民地区沾化县所辖
。

宁海以下黄河尾间段百年决口
、

改道数 1 0 次
,

其中大规模改道 9 次
,

形成 1 0 条主要

流路
。

每次改道后都以舌状发展方式向海域推进
,

形成新的亚三角洲
。

近代黄河三角洲

就是 由诸多新老亚三角洲相互套迭而形成
。

由于新老亚三角洲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
,

其构成物质
、

潜水
、

地貌以及生态环境条件

等存在差异
,

从而影响着土地
、

土壤和农
、

林
、

草等资源的数量
、

质量
、

类型和分布等
,

制约

着农林牧业生产发展的方向
、

规模和速度
。

为合理开发三角洲农业资源
, 19 8 4 年我们对

其进行了综合考察
。。
本文依据考察资料z), 仅就农业资源的数量

、

质量作以下评述
,

探讨

其开发利用的方向和途径
。

一
、

农业 自然资源及生境条件评述

(一 ) 气候

考察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

》 10 ℃ 积温 4 2 0 0 度
,

无霜期 2 10 天
,

热量能满足二年

l) 为使成果便于应用
,

考察范围扩大至东营市全境
, 总面积 8 7 0 0 平方公里

。

本文引用的农业资源和生产数字
,

为

全 考察区数
。

参加考察工作的单位还有
: 东营市所辖县农业区划办公室

、

林业局
、

畜牧局等 , 共 12 0余位同志
。

2 ) 近代黄河三角洲农业资源综合考察及开发利用研究课题组
, 1 9 8 6: 《近代黄河三角洲 农业资源综合考察报告

》

(讨论稿)
, 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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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和一年二熟(套作 )农作制需要
。

年降水 , 9 2 毫米
,

也够旱作中产需水要求
,

但年际
、

翼薰黯
,

鹭羹黑鬃翠鼻犷纂⋯潺摹髯缘蠢黯霆还易产生夏涝 ;其他季节降水很少
,

蒸发量大(全年水面蒸发量 1 9 0 8 毫米 )
,

不能满足作物

需水要求
,

还使土壤干旱返盐
。

如无灌排
,

很难获得丰收
。

年平均风速 3一 7 米 / 秒
,

有较丰富的风能资源可供开发
。

但干热风和灾害性大风也

较频繁
,

特别是持续东南大风之后转东北大风常引起风暴潮灾
,

在无防潮坝处潮侵纵深几

十公里
,

淹没村庄农田
,

须经数十年方能恢复正常生态
。

(二) 农业地貌
-

由山前平原
、

黄泛平原
、

’

滨海平原和海岸四类农业地貌组成
。

以滨海平原面积最大
,

占总面积的 64 并
,

海岸地貌次之
,

占 2 7多
。

在滨海平原内又以近代黄河三角洲(三级组合

地貌 )为其主要组成
,

面积 占滨海平原的 71 外
。

由于是黄河尾间摆动堆塑的若干个亚三

角洲套选而形成
,

沉积物的质地
、

厚薄不一
,

地面总趋势是以 l了g 00 Q一 1 / 1 0 0乃。 的比降白

海拔 8 米处平缓地向海岸倾斜
。

而诸亚三角洲则以各自的扇顶沿辐射扇脊纵向倾斜
,

因

而三角洲内地面多呈垅状起伏
,

大平小不平
,

形成众多微地貌单元
。

同时地形的高坡洼
、

土质的沙壤粘
、

土体的结构与土嚷类型
、

土地质量的好坏和潜水深浅咸淡等等均与诸亚三

角洲各自微地貌单元的空间分布状态相吻合
。

从而
,

区内生境状况
、

农林牧业的立地条

件
,

甚至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受着地貌因素的制约
。 此特点既赋予三角洲开发利用的

多途径
、

多结构的可能性
,

同时也限制了开发利用中的随意性
。

(三) 潜水

潜水状况大体是
: 小清河以南埋深 > , 米

,

矿化度 < 2 克 /升
,

可供利用
,

但范围有

限
,

只及总面积的 5多 ; 三角洲扇裙一带和相 当 1 8 5弓年海岸线区域
,

有一高矿化潜水带
,

埋深 < 2 米
,

矿化度 > 30 克 /升 ; 其余则是埋深 2一 3 米
,

矿化度 , 一 1 0一 30 克/升
。

如此

大范围高矿化高水位的潜水分布
,

是土壤大面积盐债化的重要因素
。

也是资源开发时应

予注意的
。

黔豁艺
南和沿黄及黄河故道的部分地段

,

有
蝗

浅层地下淡水、供开采外
,

其余

矿化度高
,

不能作灌溉和人
、

畜用水
。

黄河西南东北向贯穿考察区中心
,

至建林乡东注渤海
,

境内长 12 8 公里
,

三角洲内长

约 卯 余公里
。

据统计(利津站 1 9 5。一 1 9 8 , 年 )平均年来水量 4 19 亿立米
,

输沙量 10
.

朽亿

吨
。

平均年引黄水量为 11
.

7 亿立米
,

占来水量的 3
一

5 呢 ; 引沙量 2 9 4 7
,

5 万吨(其中用于引

游改土 1们 3 万吨 )
,

占来沙量的 3
‘

4多
,

黄河水沙资源尚未充分利用
。

但黄河水沙资源年

内分配不均
,

主要集中在汛期
。

自 1 9 70 年以来
,

一

上游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

非汛期人境水量

还有逐年减少之趋势
,

枯季下游多次出现干河断流
,

给该地区利用黄河水沙改造土地
,

发

展农林牧业受到严重限制
。

(五 ) 土壤

该区有 。个土类
、 1。个亚类

,

其中盐土和潮土土类面积最大
,

一

分别 占土壤资源 的

卯
.

9 呱和 科 , 外
。

在潮土土类中
,

盐化潮土亚类占 65
.

5并 从而全区盐渍土面积 占土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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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8 0
.

5务
。

盐化土多已垦殖利用
,

盐土大多尚未开发
,

可视为后备土壤资源
。
但本区盐土的潜水

位高
、

矿化度大(一般 > 10 克 /. 升 )
、

盐分重(表土含盐量 1 外 左右
,

部分可在 , 外以上 )
,

生

境严峻
,

开发农用的难度也较大
。

另外
,

黄河河 口 区域有近百万亩黄河新近淤积形成的新淤潮土
,

自然肥力一般较高
,

土壤含盐量低
,

适宜农林牧各业开发
。

且年年都有新淤土形成
,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大土壤

资源优势
。

但是这类土壤资源生态脆弱
,

土壤肥力极易衰退
,

使用不当(特别是粗放农垦

和过度放牧 )
,

很快朝盐土转化
。

(六 ) 土地

考察区土地总面积为 1 3 11
.

6 万亩
,

其中海岸线以上大陆土地面积 1 0 9 3
.

6 万亩
,

海岸

线以下至零米线的海涂面积 2 18 万亩
。

人均占有土地面积 8
.

9 3 亩 (其 中占有大陆土地

7. 45 亩
,

海涂 1
.

48 亩 )
,

较全省人均占有 3
.

10 亩多近 2 倍
。

同时也是我省后备土地资源最

多的地区
。

在大陆土地资源中
,

农用地 占 6 2
.

。并
,

其中耕地 4 63
.

5 万亩
、

园地 2
.

6 万亩
、

林地 2 ,
.

3

万亩
、

草地 1 86
.

4 万亩(以上均为考察数 )
,

分别 占陆地土地资源的 村
.

斗务
、

。
.

2 3 多
、

2
.

3 形 和

17
.

0务
。

显然农用地内部结构很不协调
,

园地
、

林地面积过小
,

对改善生态环境难起显著

作用 ; 耕地率虽接近全省水平
,

但人均占有量高
,

目前生产水平虽较低
,

潜在的生产能力很

大 ;草地现仅用以自然放牧
,

生产力很低
,

但多大片集中分布
,

既便于改造
,

同时其中将有

相当部分可视作农
、

林等其他用地的后备资源
。

区内还有各类荒地 1 9 5
.

8 万亩
,

占大陆土地面积的 1 7
.

9 务
,

是为后备土地资源
。

但以

盐荒地为主
,

改造利用难度较大
。

自 1 8 , 5 年以来
,

黄河三角洲陆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 21
.

3 平方公里
,

近 10 年 (1 9 7 4一

19 8 4 年 )又以每年 9
.

1 万亩的速度扩展
,

是我国及世界上陆地面积扩展最快的三角洲
。

更

是本区独有的土地资源优势
。

综观考察区农业 自然资源
,

可谓之相对数量较丰富
,

后备资源较充足
,

但质量较差
,

生

境条件严峻
。

虽蕴藏巨大的资源开发潜力
,

而改造利用的难度不小
。

二
、

农林牧(草)资源及生产潜力评述

(一 ) 种植业

种植业主要是粮食和棉花
。 19 8 4 年粮

、

棉田分别占耕地的 ”
.

3 多 和 31
.

7多
。

粮食

作物中
,

以小麦
、

玉米
、

大豆为主
,

水稻
、

高粱也占一定比重
,

是小麦一玉米
、

杂粮二年三作

为主体的结构类型
。

由于生境
、

生产条件的地域差异
,

在种植结构和耕种方式上
,

历史地形成 4 种类型农

业区
: 小清河以南山前平原

,

人多地少
,

水土条件好
,

形成以小麦一玉米一年二作的粮食和

棉花精种高产类型 ;滨海平原地广人稀
,

水土条件较差
,

形成小麦一大豆
、

高梁二年三作粮

食和棉花的广种薄收类型 ; 黄泛平原和滨海平原内侧
,

为棉花和以小麦一玉米
、

杂粮为主

沐的一年毛作与二年三
·

作结构类型 ; 现代黄河三角洲(河口 区域)新淤区
,

土地广阔
,

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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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一季小麦或大豆
、

高梁
,

数年十数年后随黄河尾间摆动延伸
,

再度迁徙另觅耕地
,

形成黄河 口区特有的
“

游垦
”
方式

。

因区内大部分耕地广种薄收
,

生产水平很低
,

粮棉亩产分别为 2 7 2
.

, 公斤和 60 .5 公

斤
,

较全省平均 4 70
.

5 公斤和 67 公斤
,

低 42
.

1 并 和 9
.

7 务 (均以 ”84 年统计数计算)
。

每

农业人 口虽然占有耕地 3. 7 亩
,

比全省平均数高 1 倍以上
,

但占有粮食仅 36 0
.

6 公斤
,

也低

于全省 3 98 公斤的水平
。

应该指 出的是
,

实有耕地较统计数大近 6 成
,

单位面积实际产量还更低一些
, 因而潜

在的增产能力很大
,

唯水稻亩产量较全省平均高 8
.

7多; 棉花亩产虽低于全省水平
,

而棉粮
亩产比较高

,

全省为 1 : 7
.

0, 本区为 1 : 4
.

5 。 这是本区种植业的不容忽视的一个区域优势
。

(二 ) 林业

三角洲内一度曾有 80 多万亩林地
,

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一定作用
。

由于毁林开荒
,

林木遭到严重破坏
。

至今考察区连同
“

四旁
” 、

林网树木折实面积统算
,

尚不足 40 万亩
,

林

木覆盖率仅 3
.

7多
。

林木主要是落叶阔叶树种
,

如毛 白杨
、

旱柳
、

白榆
、

刺槐
、

枣
、

苹果
、

梨

等
,

以及怪柳
、

紫穗槐
、

祀柳等灌木
。

计有 42 科 ” 属 1 7 9 个种类
。

区内因盐土面积大
,

潜水矿化度高
,

大部分土地乔木难以存活
。

但部分村镇和高沙轻

盐渍区
, 以及河口新淤地

,

有良好的树木生长条件
,

且林分亩均蓄积为省平均数 (l 夕72 年

调查资料)的 2 倍以上
。

经考察汤区 内宜林土地约有 1 50 多万亩
, 加上农田

、

牧场防护林带

和
“

四旁
”

植树
,

可用以植树的面积在 2卯 万亩左右
。

调整农村结构
,

适地适树发展林业生

产
,

不仅具有潜力
,

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牧业的发展
, 也十分必要

。

(兰) 牧(草)业

区内有可利用草场 1 7 7
.

, 万亩
,

草场中饲用植物有 4 2 种
,

其中马牛羊喜食和愿采食

的有 18 种
。

由于大部分是盐生草甸草场
,

且以二等三级
‘)以下的为主

,

产量低
、

品质差
,

载

畜量不高
。

自然状态下饲养 1 个牛单位约需草场 48
.

7 亩幻。

1 9 83 年底存栏猪 8
.

28 万头
,

大牲畜 7
.

18 万头
,

羊 12
.

33 万只
,

食草牲畜折合 8
.

23 万

个牛单位
。

畜群结构
、

生产方式仍以农区饲养型为主
。

按现产草量和作物秸秆产量统算

与实际饲养量相比
,

草场如不经改 良仅还有 1
.

4 万个牛单位的载畜潜力
。

本区草场大体成了大片分布于海拔 2一 4 米沿海一带
,

生境条件虽差
,

但便于封育 ; 更

有部分草场处于灌区之内
,

便于改造
。

严禁滥垦酷牧
,

积极封育补播和人工种草
,

可迅速

提高草场等级
,

建设畜牧基地既有条件也有潜力
。

(四 ) 农村经济

本区是山东省农业生产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

主要表现在 : 19 84 年农村社会 总 产 值

中
,

第一产业 占 68
.

8 务
,

第二
、

三产业只 占 3 1. 2 多; 在农业总产值中
,

种植业产值 占 82
.

9 界
,

林牧副渔业产值只占 扦
.

1多 ;农业商品率只有 4 3
.

1多
,

农产品中自给自足部分仍占优势 ;

功 以草场质量划
“

等
” , 分优

、

良
、

中
、

低
、

劣五等 ;以亩产鲜草量定
“级 ” , 分八级 ; e的 公斤以上为一级

, 6 00 一 8 0Q 公
斤为二级 , 礴。。一 6。。公斤为三级

, 三级以下至六级每降低一级产草量递减 1 00 公斤
, 50 一 l。。公斤为七级

,

不

足 , 0 公斤为八级
。

2 夕调查期适逢旱年
,

产草量较常年略偏低
,
故计算每牛单位需草场面积可能较实际需要数稍大

,

从而估算载畜潜

力也相应略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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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中最主要的粮食
, 19 7 8- 一 1 9 84 年平均每年纯调人 0

.

, 亿多公斤 ; 19 84 年农民人均

纯收人 3 72 元
,

粮食 36 0
.

‘公斤
,

虽比 1 9 7 9 年的 ”
.

9 元和 173 公斤有较大提高
,

但较全省

平均水平分别还低 n
.

3 % 和 9
.

4 多
。 1 9 8 , 年尚有 17

.

3多 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不足 2 00 元
。

本区农村经济还处在较低
l

的发展阶段
。

积极改善生产条件
,

合理调整农业结构与布

局
,

提高生产集约水平
,

将是山东最富于生产开发潜力的一个地区
。

三
、

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设想
‘)

(一 ) 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向和原则

考察区土地广阔
,

农业资源丰富
,

是综合开发利用的物质基础 ; 蕴藏的油气资源的开

发与胜利油田和东营市的建成
,

又需要农林牧业同步发展
,

为职工和城乡人民提供充足的

农副产品和良好的生活环境
。

因而农业生产的服务对象首先是为油田和地方工业建设服

务
, “

地上服从地下
”。 而且也只有依托油田和地方工业

,

农业资源的开发才能得到雄厚的

财力
、

物力和技术的支持
,

农业生产才能长足前进
。

为此
,

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建成具有油

区农业
、

滨海综合农业经济开发
、

开放特色的美丽富饶的
“

绿洲 ,’o

依据本区的生境条件与资源特点
,

开发利用的原则是:

第一
,

遵循海岸带总体开发的战略规划
。

根据农业资源的质与量
、

分布特点
、

地域差

异和发展方向
,

制订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规划方案
,

全面安排
、

布局农林牧业的区域

配置和结构形式
。

第二
,

全面照顾不同形式的开发
。

区内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很多
,

开发难度大
,

投资

多
,

若开发途径不对措施不当
,

会导致不 良后果
。

因而不应局限于农林牧业各自孤立的发

展
,

要服从油田
、

盐业
、

渔业以及滨海式城镇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
,

根据资源
、

环境条件和

现实经济技术力量
,

采取多方向
、

多途径
、

多层次
、

多结构
、

多阶段的开发形式
,

充分发挥农

业资源的综合经济开发效益
。

第三
,

讲求资源开发的生态效益
。

区内农业生态十分脆弱
,

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

必须以有利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
,

在提高生态效益的同时
,

求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二 ) 农业资源开发利耀的保障措施

综观本区的生境
、

生产和资源条件
,

以及多年的开发经验和教习U
,

欲使农
、

林
、

牧业有

稳定地发展
,

并使生态朝 良性循环
,

除政策因素外
,

还必须有消除和改善障碍生产
、

影响生

态环境因素的保障措施
,

才能获得长久而理想的农业资源开发效益
。

障碍本区生产和影响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中
,

土壤盐渍是最严重的制约因素
。

但是
,

土

壤盐渍的产生和改 良
,

是受水的制约
,

农业生产的丰欠又直接与水有关
。

因而
, “

水
”

才是

本区制约的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
。

所 以从总体上说
,

解决好水的问题
,

如灌溉排水
、

降低

潜水位
、

调控土壤的水分的运行
,

防止海潮浸淹等
,

是本区农业资源开发成败关键所在
。

因

此
,

开发本区农业资源的主要保障措施是
:
修筑防潮坝

,

防止海潮内侵
,

完善灌排工程
,

洗

盐排咸 ;淤灌抬地改土
,

(相对)降低潜水位 ;建库蓄水灌溉
,

保护和扩大地面植被等
。

在基

1) 渔业 资源另有专业组调查
,
故本文不涉及渔业 资源 的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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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除产生土壤盐渍的前提下
,

其他丰产措施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生态才能朝良性循

环
,

农业资源才能在开发利用中同时得到保护
,

农林牧业才能稳定而全面地发展
。

(三 ) 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与途径

从考察区的农业资源条件
、

农林牧各业的现状以及各业可能达到的发展规模考虑
,

在

近 中期
,

开发利用的重点仍应以农(种植业 )为主
。

以农为主
,

是在保护和提高 自然资源质

量的前提下
,

从种植业内部挖掘发展生产的潜力
,

并以此促进林牧业的发展
。

林牧业发展

了也能保障和促进种植业的持续发展
。

就种植业而言
,

应以提高现有耕地(包括部分撂荒地 )的质量
,

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为

主要迷径
,

比大量垦荒更为有利
。

因为现有耕地的实际面积较统计数大近 6 成
,

粮棉的实

际产量很低
,

如将投人垦荒的人
、

财
、

物力用以改善生产条件
,

提高生产者的文化与技术水

平
,

普及区内已有的培肥增产措施
,

产量就能成倍地增长
。

畜牧业仍应以农区饲养为主
,

同时在改良草场的基础上建立一批中小型集约化畜牧

业生产基地
。

逐渐提高畜牧业在农业生产结构 中的比重和食草牲畜在畜牧结构 中的 比

重
,

以保证畜牧业稳步而健康的发展
。

林业的发展应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 目的
,

建设以乔
、

灌防护林为主
,

并和用材林
、

经

济林
、

版牧区林网
、

林带相结合的绿化体系
,

以增加林木覆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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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代黄河三角洲考察区农林牧综合开发利用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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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农林牧综合开发利用分区

在有利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前提下
,

以粮食 自给为原则
,

扩大林草种植面积
,

适度增加棉
、

油(花生 )
、

瓜
、

菜
、.

水果种植比例
,

加速畜禽和水产品的生产
,

积极发展以农产

品为原料的工副业
,

为进人各类
“

经济发展圈
” ,

跻身于各级经济大循环
,

打下坚实的物质

基础
。

依照上述指导思想
,

根据考察区内地域间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类型的组合特点
、

改良利

用的难易
、

生产条件与综合经济生产水平
,

以及发展方向和开发的重点
,

进而 划 分 为 : L

南部山前平原农业综合经济区 ; n
.

西部黄泛平原农林综合经济区 ; 川
.

北部滨 海 平 原

农林牧综合经济 区 ; W
.

东南滨海平原农牧综合经济区 ; V
.

沿黄农林牧综合 经 济 区 ;

vi
.

河 口三角洲养护区等 6 个综合开发利用分区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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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各分区资源条件及综合开发内容等将另文介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