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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 理 位 置 

济南 依 山 偿 水 ， 地 位 冲 要 ,交通 便利 ,向 为 耳 东 公 省 政治 经 
济 文 化 重心 所 在 ,为 华北 著名 城市 之 一 。 解 放 后 ,在 党 与 人 民政 
OBS, QE RARER MAT CRORE. 
ATi ADBEKATADLEFS. 
HHH BWI. HK EE, ER 

4a. ch Fe DEH y A TH AL BS I A, TR 
有 名 的 华北 大 平原 的 东南 边缘 。 黄 河 , 小 清河 等 水 流 于 北 , 千 佛 、 
白马 族 山 峙 于 南 ， 大 明湖 与 绝 突 、 黑 虎 等 泉 居于 中 。 湖 明 水 尾 ， 
土肥 物 丰 ， 风 雨 应 时 , ADI, BRAGA SCARE, AER ERR OY 
此 公国 人 民 在 党 与 毛 主 席 的 扬 导 下 , 鼓 足 干劲 , 力 竺 上游， 多 快 
好 省 地 建设 社会 主义 之 际 ， 我 们 对 济南 地 理 的 环境 作 一 柔 蒋 而 
侍 面 地 研究 ， 以 便于 更 好 地 改造 和 利用 自然 ,发 展 生 产 ,美化 环 
卉 , 实 有 极 重要 的 意义 。 
AURA ALGER, RBS DR PH 

PE, GA ACB a 1 ES TT EA 1 4 FRITZ 
处 ， 西 到 玉 符 河 河 边 , 狗 为 东汉 116?48' , BEPRBW VER, 

青龙 山 一 带 , 狗 为 北 牧 36"35/ 左 右 , 北 到 黄河 边 , 工 包 括 欧 山庄， 
2 



HH AGHEB6° 46’ ht, AK WAKA, 东西 长 绝 22 公 里 ,南北 
袖 移 14 公 里 ,面积 狗 为 300 余 平方 公里 。 下 面 就 是 本 区 公 寺 概 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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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济南 地 区 概要 图 

— wea 5o j* 

PRM, Ve REE ALPE AL i Aan BE Ae Le 
本 起 和 近代 河北 目地 两 构造 单位 的 交界 带 上 ， 这 种 情况 和 北京 
的 位 于 前 塞 武 杞 山西 上 四 起 和 河北 四 地 交界 带 上 相似 。 山 东 凸 起 
.的 最 高 点 是 泰山 山 后 ， 它 的 北 君 面 是 以 逐渐 下 降 的 形势 没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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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征地 的 深厚 冲积 层 之 下 ， 本 区 正 是 处 在 这 个 冲积 层 的 南部 
边境 和 线 上 (图 2)。 

图 2 ”济南 地 质 位 置 简 图 
( 据 霍 敏和 多 夫 斯 基 ) 

本 区 也 和 它 的 东西 两 侧 邻 接地 区 -- 样 ， 复 盖 在 耳 东 西 起 前 
塞 武 筷 变 质 岩 基 盘 上 的 是 下 古生代 的 沉积 层 ， 在 这 个 沉积 岩层 

i AS AAR OK BOS SU 

HATA IK KERB, WORSE. 
这 个 大 地 构造 的 简单 轮廓 , TAR A 

造 和 地 史 变 迁 等 地 质 情 况 的 基础 ， 

1, SEE Ait 

济南 地 区 的 地 层 系统 比较 简单 ， 出 露 最 老 的 地 层 是 下 、 中 

奥 陶 可 地 层 , 但 也 不 全, 上 下 界限 都 不 很 明确 下 .中 奥 陶 各 的 闫 

石 ,几乎 公 是 石灰 民 。 所 以 在 岩 性 上 也 很 单纯 。 奥 陶 筷 以 后 的 记 

4 



生 代 各 灶 地 层 及 中 生 代 的 全 部 沉积 都 仙 失 ， 紧 接着 复 在 奥 陶 系 
之 上 的 是 新 生 代 的 红土 .黄土 和 第 四 纪 最 新 沉积 物 。 此 外 在 火 成 
避 方 面 , 则 有 中 生 代 全 大 的 基 性 和 中 性 产 。 

在 济南 附近 出 露 的 奥 陶 可 石灰 赃 , 狗 计 其 至 部 厚度 有 750 一 
800 米 之 数 。 其 间 可 以 分 为 三 部 分 :最 下 部 为 下 奥 陶 系 ， 主 要 由 
， ， 枝 灰色 烙 晶 质 厚 层 灰 岩 组 成 ,厚度 多 126 米 。 下 奥 陶 杞 地层 之 上 

。 为 中 奥 陶 万 地 层 , 其 中 又 可 分 为 上 下 两 段 ,下 段 为 中 厚 层 浅黄 灰 
。 色 自 云 质 石灰 岩 与 薄 层 石灰 岩 ， 厚 度 构 有 76 米 ， 千 佛山 的 岩层 
BZ, 上 段 为 致密 厚 层 炖 石灰 岩 , 厚度 狗 奸 有 560 一 590 米 (上限 

FRAN) , 因 之 ,中 奥 陶 乞 地 层 占有 全部 奥 陶 系 的 十 分 之 大、 七 。 
re AE ACUI A RE ATE I FE 
ETRE REBRE, CMR ARBEXA, Bt 

Wee, SBR SPA. ELM i RP DOH, 3 

RAGE, RH, SAW. Fb ORR ARH 
ReAKES, Hp ESRB ROE. RHR BR 

AFIT 
HA big ft, 2 EGS 9 STR Age RA, TE 
AEA BREA (3) 。 

Es EARS HE AB a 1 BO HK REAR 
He ADR, AEA EAE RE BR BR 
Fite ATER ES FM AR eM 
BLE BSED FER i fe Pg ZB 
Fo SPRHI SES MSA, SLOTS A eS 
FESO GEAR GAIL, ANE Set WL EL S88 

PACMAEEASMMHRLE, AERLE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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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济南 附近 地 层 柱 状 图 



量 ”多 地 方 ， 主 要 是 谷 旁 ， 常 见 有 粘性 红土 层 , 另 外 在 个 别 地 方 ,如 
” 票 需 泉 附 近 ， 则 见 有 火红 色 的 石灰 砾 岩 。 这 些 都 是 第 三 本 的 产 

“， 牺 。 秆 土 层 的 厚度 以 南部 污 谷 中 为 大 , 往 北 则 逐渐 降低 而 减 薄 ， 
到 了 冲积 层 就 看 不 见 了 。 黄 土 的 厚度 从 三 、 四 米 到 八 、 思 米 不 
， 等 ,主要 看 地 势 与 旭 亿 情况 而 定 。 就 野外 所 见 , 以 南郊 八里 洼 附 
天 为 最 大 , 鹊 达 十 米 。 在 山东 师范 学 院 东 侧 沟 中 只 有 一、 二 米 ， 
而 在 茂 岭 山西 侧 则 为 五 米 多 。 黄 土 层 中 常 有 水 平 产 状 的 砾石 夹 
， 。 层 ; 砾 石屋 的 厚度 与 层 数 不 一 , 厚 的 一 层 可 达 二 米 多 。 由 于 地 表 

FER KGS HE FR, WR AAD ES BRI, BG HATES 
BRE LN, RAORP ERAS RMR 

«EB RLEPRRABY, KEAKRNERAEY, BH 
PRIMM BR, 远 望 好 象 砾石 层 。 

LU 在 年 色 土 层 与 黄土 层 之 间 ， 有 不 少 地 方 还 见 有 较 上 用 淡 的 一 
BGA, HHS, KTR EEL SELMER, He 
”之 为 红色 黄土。 

中 生 代 的 侵 太 并 , 在 本 区 内 占有 极 重要 的 地 质 位 置 , 有 稍 加 
焦 述 的 必要 。 游 南 附近 的 火成岩 ,从 岩石 学 上 来 说 ,主要 是 基 性 
BREEN ES. REAR), BAA 
“有 少量 的 层 状 侵 和 与 岩 豚 。 
这 里 的 侵入 基 性 岩 是 很 典型 的 ， 一 般 称 为 辉 长 内 。 若 按照 
BA RAD MLSE, FT DL ZS I TR 

FREMKS, UREA AMKE SBA Wty Lb 
BH, AMUN MMIC. EMBER 2 At 
Hh. Pin, FW A AE RS OH HY, 
RU FESR RH HAC BY, BL He 

7 



KS eon. (AR, CERMAK Se 
By FERRE AE kA A, BRIE, 由 

“Pic IE ay BE A, UL SS, SLR 
TRIAL SB ALS AD EB AR I ALS HB 

SiO MKA EE KARKEH, FEBSRE. ARH 
WALZ, PRED VE SRD INTE Be, ER 
色 变 得 黄 灰 带 篆 , 远 望 如 茂密 的 松林 景色 这 种 丑 石 多 垂直 方向 

的 节理 , 沿 节理 崩 裂 为 大 块 通 石 , 医 积 在 山腰 与 坡 底 一 带 。 
由 于 火成岩 在 成 因 上 的 相互 关联 性 , 在 这 些 光 长 器 体 中 ,还 

局 部 的 件 生 着 一 些 更 为 基 性 的 一 -- 超 基 性 的 小 迪 体 。 如 在 匡 山 
HRRASRKARD ES, 它 的 颜色 更 为 虚 墨 。 这 种 
超 基 性 异 石 在 本 区 成 一 条 带 状 出 现 。 与 此 相对 照 的 , 则 又 有 较 酸 
性 的 对 长 石 极 多 的 任 长 岩 出 现 。 它 与 椰 横 岩 相 间 成 带 。 

BCMA bbe HCE TE en SOLES. HITE HE! 
RAD EIR, APF ALS RUD, AL 
WORDED, HRA, PK hb SHES 

AK ME ED DRO EA KA (BKAR EKA), 
A FR, RABE; ARS APRA TE 
办 长 岩 。 此 闭 作 灰 棕 色 及 黄 棕 色 , 特 别 是 狼 风 化 之 后 ,黄色 的 成 
分 更 重 。 

在 空间 分 布 上 ,办 长 内 和 逻 长 迪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首先 这 些 办 

长 嵌 概 出 露 于 济南 市 的 东南 方 , 与 炮 长 岩 的 偏 居于 北 守 部 ,有 明 
显 的 区 别 。 其 次 是 办 长 岩 的 分 布 虽 也 广泛 ， 但 出 露 的 办 长 岩 概 

作 狭 长 的 条 带 状 , 不 如 辉 长 崇 那 样 集中 地 成 片 出 露 。 
在 这 些 基 性 的 和 中 性 的 深 成 迪 体 中 ， 以 及 与 这 些 兰 体 相 邻 

8 



搂 的 围 央 一 -石灰岩 中 ， 还 有 很 多 作 长 层 状 和 板 状 的 豚 岩 。 从 
糙 构 方面 就 ,有 的 是 粗 粒 的 伟 晶 兰 , 有 的 是 攻 粒 的 硒 晶 岩 。 从 夏 

物 成 分 上 来 敲 ， 则 有 和 斜 长 伟 晶 里、 花 岗 伟 晶 绢 \ 石 英 豚 及 方解石 
BREA ER, MORRIE HOO, HUT A BURAK, A 
REPORTER ARBOR, tLe he 
APRS ARTEL, ACS BELG PBR, (EK Lee Hie 
ANSP colby BIEN te 5 Ce BE Bh A, 
与 沉积 岩层 理 整 合 的 央 长 岩 质 岩 床 , 岩 床 的 厚度 有 的 达 三 \ 四 十 
，。 米 ， 有 的 则 达 十 余 米 或 数 米 不 等 ,长 度 自 数 十 米 到 数 百 米 不 等 
有 的 可 清楚 的 看 到 它 的 舌 状 尖 灭 ,如 在 东部 下 井 庄 附近 , 千 佛 岂 
| 灰 南 隅 董 处 均 有 。 但 从 四 里 山 向 西 就 没入 在 地 面 之 下 了 。 

2。 地 质 构 造 

凸 东西 起 是 本 区 地 持 构造 的 基础 ， 它 决定 了 本 区 地 袖 构 千 
的 基本 特征 。 由 前 塞 武 妃 精 晶 岩 为 基底 的 山东 巴 起 ， 其 中 心 最 
中。 高 部 分 是 泰 帅 山地 ， 从 这 里 向 北 以 及 向 西 \ 向 南 、 向 东 各 方 都 还 
。 源 低下 。 在 这 个 向 四 方 低下 的 基底 精 晶 盎 们 面 上 ， 复 盖 着 厚度 
是 “不 大 、 变 动 不 大 的 震 且 和 构 ( 不 普 欢 存在 ) 和 下 古生代 地 层 。 因 其 
«RARE, Mee WREATH 
Rt, RAR ZLZARWUKA a. TAMER ATS eee 

BRAG. FAL RET I ye AED TE 
旺 。 层 序 由 南 向 北 一 层 一 层 地 依次 出 现 (图 4 )。 地 层 向 北 倾 妊 的 角 

， 度 很 小 ,一 般 都 在 10" 以 内 或 6 一 7。 上 下 。 故 洲 南 附近 的 地 层 也 
旦 微 绥 北 倾 的 产 状 。 这 种 比较 简单 而 整齐 的 基本 构造 ,可 以 干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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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 = ae : Pea 

i i) ANYON ——— ee =e 

Ara 

? _ Rima 
图 4 WARE 

一 北 

田 的 地 层 作为 它 的 典型 代表 。 
在 这 个 向 北 缕 价 的 基本 构造 上 ， 由 于 有 后 来 中 生 代 火成岩 

的 侵入 , 力 使 局 部 地 层 向 上 拱 起 ,造成 了 小 型 的 背 玫 和 相应 的 向 
对 福 曲 , 同 时 还 引起 局 部 性 的 断裂 。 因 此 ,在 向 北 和 和 组 便于 的 地 
层 上 ,加 上 了 后 来 因 火成岩 侵 大 所 造成 的 局 部 性 福 曲 和 断裂 , 便 
使 济南 近郊 的 地 层 ， 造 成 一 种 小 型 背 斜 与 向 用 相间 出 现 的 荷 叶 
边 状 构 造 ， 在 荷 叶 边 状 构造 的 某 些 强烈 变动 部 分 ， 则 产生 了 断 
裂 。 

因 火 成 盎 便 入 而 造成 的 禧 饿 ， 其 例 甚 多 。 例 如 在 开元 寺 附 
近 , 因 有 火成岩 的 优 太 而 地 层 分 向 东西 二 方 倾 儿 ,造成 平 顶 凸 攀 
背 们 。 砚 池上 出 与 五 顶 山 因 西 中 部 有 火成岩 的 途 大 而 地 层 向 东南 
及 东北 方向 便条， 山顶 部 分 畴 层 有 的 还 成 直立 状态 。 由 于 砚 池 
山 和 五 顶 山 的 拱 起 ,相应 的 就 使 该 二 出 之 间 的 地 层 成 向 用 构造 。 
从 五 顶 出 向 北 轰 七 里 河 到 九里 山 之 间 ， 情 况 也 与 之 相似 。 总 观 
自 开 元 寺 向 北 到 华山 之 间 ,这 样 的 背 作 向 科 更 夫 出 现 ,不 下 三 、 
四 次 ,不 过 这 些 福 铁 的 禧 雏 轴 都 不 长 。 这 样 的 例子 ,在 密 头 及 其 

东南 的 下 井 庄 、 荆 山庄 、 替 庄 附 近 也 有 不 少 。 但 是 自 开元 寺 向 
EA ey RI, HL FAS ER To 

=F 6 LY AH PRB, ED RR 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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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在 其 顶部 的 东 侧 ， 因 有 少量 火成岩 的 侵入 ,地 层 就 便 科 很 烈 。 
马鞍 罩 北 募 也 有 火 成 崇 露头 ， 于 是 马鞍 山 及 其 相 邻 的 四 里 出 的 
HERBS, ， 而 与 蔬 佛山 大 不 相同 。 小 清河 之 北 黄 台 辆 的 
地 层 向 东北 倾 妊 基 急 ,与 四 里 山 的 倾向 正 相反 ,同时 在 其 山 蔓 南 
部 有 火成岩 体 出 露 ， 这 样 就 可 以 看 出 ,在 四 里 山 与 黄 人 台山 之 问 ， 
似乎 又 是 由 于 火成岩 体 的 侵入 而 形成 了 背 科 。 四 里 山 以 西 的 丁 
.家 由， 再 西 的 白马 山 以 至 更 西 的 腊 山 ,地层 都 一 致 向 西南 倾 玫 ， 
这 样 如 果 与 北边 的 无 影 贞 \ 匡 山 等 火成岩 山 精 合 而 观 , 则 岩层 因 
受 火 成 岩 侵入 的 影响 而 南 借 , 道 理 也 很 明显 。 
”基于 这 些 事实 ， 我 们 大 体 可 以 肯定 : LR Re 

处 ,必然 是 火成岩 入侵 之 所 在 ; 游 南 附近 假设 无 这 些 火成岩 的 侵 
入 , 则 构造 将 变 得 极其 简单 而 齐整 。 
。 遇 “ 由 于 火成岩 的 侵入 而 引起 的 断裂 ， 也 有 若干 实例 可 举 。 例 
”如 在 燕 起 山 与 在 顶 山 之 间 的 山 十 处 ,十 南 岩 层 近 于 垂直 ,向 南 急 

， 倾 ,而 十 北 燕 趣 山 的 岩层 则 近 于 水 在 ,这 是 因 下 部 火成岩 的 向 上 
入侵 而 造成 的 断层 。 上 面 说 过 , 千 佛 山 底 部 的 地 层 是 微微 北 倾 ， 
得 西 邻 的 马鞍 山 的 地 层 却 作 向 西南 的 急 借 ,其 问 相 距 甚 近 ,而 产 
| 状 彻 然 不 同 ， 其 间 为 一 断层 是 无 疑问 的 。 根 据 局 鞍山 北 募 有 火 

”成 闫 露头 出 现 , 而 千 佛山 西 侧 未 介 发 现 , 可 以 认为 这 个 断层 乃 因 
。 灭 成 岩 侵 大, 把 马鞍 山地 层 和 急剧 向 上 顶 起 所 致 。 这 个 断层 的 走向 
SEAL, 而 其 类 型 似 为 一 拒 转 断层 , 居 西 的 马 蒋 山 侧 是 运动 旋 
苇 侧 , 居 东 的 千 佛 山 侧 是 保持 原 位 不 动 侧 。 
火成岩 的 侵入 还 引起 一 些 裂 竹 与 节理 ,其 成 因 是 张力 作用 ， 

“ 正 与 甘 矿 雯 上 因 办 部 甘 攻 的 壮大 而 土 层 开裂 相似 。 裂 隙 的 方向 
理应 以 火 成 髓 体 为 中 心 而 作 塌 射 状 。 疏 在 游 南 东南 郊 所 见 的 ， 

了 1 



裂隙 方向 主要 是 东北 一 西南 和 东南 一 “西北 两 粗 。 在 地 面 上 
直接 看 到 的 裂 纵 ， 有 的 启 长 而 深 ,裂口 宽 一 米 余 。 在 地 面 以 下 ， 

这 种 裂 锋 也 有 存在 ， 它 是 地 下 水 流 赐 通 之 道 。 济 南 购 突 、 黑 虎 
等 大 泉 , 在 成 因 上 实 与 这 些 裂 竹 相关 。 

断裂 现象 不 仅 发 生 在 沉积 迪 层 内 ， 同 样 也 发 生 在 火 成 贮 体 
内 。 稀 山北 马鞍 山 . 无 影山 都 清楚 地 看 到 近似 南北 走向 的 裂 阶 
FEL Re 
DERSLER, AP At 

BE AVE A REGIE BC, ARRBAR VEDA EERO REDE, BRERA EESTI 
A EMA THE TSHR, RE ACS Hh DSR REET 
区 偏 北 位 置 上 似 的 。 

根据 露头 分 布 和 -一些 套 料 来 看 ， 基 性 火成岩 体 的 平面 形状 
徇 作 长 翰 为 东北 -西南 向 的 椭圆 形 ， 胶 济 铁 路 可 能 是 枯 贺 的 
南 烁 所 在 处 ， 无 影山 与 匡 出 是 椭圆 的 西部 边区 ,而 狗 石 山 \ 共 人生 . 

出 是 它 的 东北 边缘 。 长 轴 之 长 狗 15 公 里 。 

5 ”济南 盆 入 岩 体 产 状 示意 图 

.这 个 崇 体 向 深 处 去 ,体积 逐渐 扩大 ,因而 可 能 是 一 绎 株 。 现 

在 突起 在 平原 中 的 这 些 多 长 迪 孤 山 ， 力 是 岩 株 顶部 的 瘤 状 突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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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 南 部 丘陵 边 统 的 一 些 直接 与 石灰 岩 接 鲁 的 内 长 岩 体 ， 则 

”是 由 基 性 财 体 分 出 的 岩 盖 状 岩 体 ,更 由 兰 盖 而 伸 出 兰 床 和 岩 墙 ， 
” 播 在 下 、 中 奥 陶 各 石灰 岩 中 。 岩 盖 不 止 一 个 ,内 盖 有 复式 的 和 不 
戏称 的 不 同形 态 。 | 

3. Sh 5b fst 
- ik 

就 本 区 而 言 , 它 和 山东 西部 及 华北 其 他 各 地 一 样 , 在 奥 陶 各 
和 初期 是 处 在 广大 的 海洋 之 中 , 海 的 主体 是 济南 的 西北 方 , 游 南 是 
FEVER RL. WKAR, BAER DT RI 

， 。 围 内 。 这 时 ， 在 这 里 堆积 了 浅海 相 石灰 岩 及 少量 页 岩 和 人 竹 叶 状 
，， 灰 并。 不 过 这 时 期 海底 地 盘 并 不 稳定 ， 故 有 时 也 堆积 了 一 些 厚 
。。 层 石 灰 岩 。 到 了 中 奥 陶 志 时， 地 盘 下 降 , 海 水 渐 深 , 乃 堆积 了 较 
LAE HE 

| EF GERM ERE RM ARR Ep 
AR ANSE ALAS , ZEA is Ei FR De, J SE ok 
i FMA), Beh AREAS, Ue A DRO AF TE 
WANE, (AV BSE Tse se, TE FI, KIS 
Palit Bie, 

在 上 击 生 代 的 海 西 运动 中 ,泰山 东西 两 侧 的 地 区 ,都 因 鬼 曲 
而 下 陷 成 盆地 ， 但 济南 地 区 依旧 没有 下 沉 , 仍 然 保持 为 陆地 , 故 
tee ATR OHH 

Herp Ae POMS RE LLB Hh, LW LOY LAR, 2B A 
LFPESh, VA A PRS Lb RET BAM SE 
Heo BERS EN ACA LE. 



22 Baie 

在 燕山 运动 中 ,中 国 东部 以 及 整个 太平 洋 西岸 地 区 ,地壳 普 
源 发 生 互 大 的 破裂 并 伴随 有 岩浆 活动 。 洲 南 的 基 性 火成岩 ， 就 
在 这 个 运动 的 作用 下 优 大 于 奥 陶 乞 石 灰 央 之 中 。 同 时 就 形成 了 
接触 铁 矿 床 。 

到 了 中 生 代 之 末 与 新 生 代 的 前 生 期 ， 地 球 上 产生 了 强烈 的 
喜马拉雅 造山 运动 ， 山 东 地 区 也 受 它 的 影响 而 产生 了 断裂 和 插 
动 ， 有 些 地 区 下 沉 ， 糙 果 乃 有 和 红色 粘土 的 堆积 。 第 四 各 冰期 之 
后 ,更 堆积 了 大 量 的 黄土 层 。 黄 土 堆积 之 后 ,地 壳 苯 入 有 新 的 升 、 
降 运 动 , 从 而 引起 了 强烈 的 旭 蚀 与 相应 的 帝 积 ,造成 了 现在 所 网 
的 各 狂 阶 地 与 深 峻 的 峡谷 ,同时 在 河流 的 两 侧 则 粮 炽 帝 积 ,形成 
现代 的 冲积 层 , 供 我 们 开明 种 植 之 用 。 

人 站 

本 区 矿产 其 为 丰富 ,金属 矿 和 非 金属 矿 攻 备 ,但 主要 的 是 铁 

矿 和 建筑 用 料 两 类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有 

济南 近郊 铁 矿 的 调查 和 开采 , 历史 极为 悠 信 。 据 史籍 所 载 ， 
早 在 春秋 时 代 朗 已 开始 ,以 后 到 元 代 至 元 28 年 , 忽 必 烈 便 派 矿工 
三 千 户 来 游 开 矿 ， 一 时 其 克 。 但 自 此 之 后 ， 则 又 渐 囊 ， 到 清 代 
中 叶 已 陷于 停顿 状态 。 抗 日 战 竺 前， 国民党 反动 政府 虽 也 人 派 
人 到 这 里 作 过 负 查 ,但 训 为 矿 体 不 大 ,也 没有 进行 开采 。 抗 战 其 
间 ， 日 本 侵略 者 为 了 掠夺 我 国 套 源 , 佛 多 次 派 人 在 东 郊 七 里 河 、 
茂 岭 耳 、 牛 角 凸 一 带 作 过 较为 群 普 的 调查 勘测 ,并 进行 了 掠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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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开采 。 
”， 游 南 近郊 的 铁 矿 ， 从 成 因 上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为 接 仓 变 袖 铁 
矿 ， 二 为 风化 残留 铁 矿 。 接 触 铁 矿 是 白垩 各 的 办 长 岩 侵 入 到 奥 

。 “ 陶 称 石灰 闭 中 而 形成 的 ， 它 与 本 省 念 岭 锁 铁 矿 在 成 因 和 形成 时 
© 代 上 以 及 岩 性 上 都 是 相同 的 。 因 长 兰 体 之 产 状 一 般 部 为 是 作 着 

。” 称 、 财 盘 产 出 ,此 外 还 有 岩 床 , 它 逐 渐 向 边 统 尖 灭 。 因 此 ,接触 带 
之 横向 、 约 向 都 极 不 规则 。 矿 体委 分 布 于 接触 带 内 ， 呈 不 规则 
的 网 寅 状 ， 它 是 随 着 内 长 岩 体 与 围 岩 搂 人 交代 时 的 情况 以 及 轩 

。 “ 闭 的 裂隙 状况 而 变化 的 。 
WARE RD Se RK, EERO AAS 

差别 。 一 般 是 随 着 离 侵入 体 的 远近 而 有 不 同 ， 在 变质 带 的 内 侧 
品位 较 高 ， 一 般 含 铁 量 在 61 一 65 参 左右 ， 矿 石 主 要 由 磁铁 矿 和 
TAD Cat; 在 变 实 带 的 外 侧 , 含 铁 量 降 为 31 一 40 允 左右 ,矿石 
中 除 磁 铁 矿 和 赤 铁 矿 外 ， 还 夹 有 不 少 含 铁 分 较 多 的 确 酸 盐 类 豚 
A WA, RAS. TAME RD, TOM PRE 
BEEK. COR, HEA OMT, HRV MH RRs 
ETCH MEL EE HARD 2 BE-WUTEO.02—0,.055% RFI 
W FEO. 1% DA _L., Ht —AZEO.012—0,052% 。 根 据 工 业 上 的 要 

求 ， 可 允许 的 含 磷 量 是 0.05 一 0。1 驳 ， 含 破 量 是 0.04 一 0。08 允 。 

则 本 区 所 产 铁 矿 的 含 楼 、 含 硫 量 一 般 都 低 于 规定 量 , 因此 对 于 治 
炼 来 襄 是 没有 什么 妨碍 的 。 

接 甸 带 的 宽度 在 30 一 40 米 左右 ， 接 鲁 带 内 瞄 石 一 般 变质 而 

破碎 ,因而 促进 了 变质 带 内 矿物 的 风化 作用 ,这 欠 土 法 开 季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方便 之 处 ;但 也 因为 风化 较 烈 之 故 ， 有 些 矿 石 已 破碎 
成 粉末 状态 , 答 冶 炼 雯 加 了 一 定 困难 。 接 触 带 附近 的 崇 层 倾 科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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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工 “济南 东 闻 铁 矿 的 品位 与 成 分 的 分 析 Gem) 

料 far 
pe i |e 铁 232 % | We%e | 狂 2% Yo | 然 35 | 锡 知 Ge 上 

七 里 庄 | A | 63.19] 2.20 | 0.052] 0.033] 0.10 | 0.026) étit [o.6a) 1.99] 4.2 

Z lo. 56| 1 .0 引 4 4; 放 牛 道口 | 二 五 | 66. 1.74 | 0.033| 0.045] 0.05 | 0.049 

ze fra 
Tet 63. = 4.73 

2 和 必 中 本 40. 76 10. 78| 0。 oa 0. o14| 0.03 | 0.008 

1.80 | 0. 03? 0. 055] 0 0.03 | 0. 037] 7 | 6d| 1 sale, 45 

痕迹 0. 08} 0. 3/3. 9 0. 049] 0. 164 微量 | 0.076 

Z p. 09|15。 33,3. 43) 

ae = 61.02 5.40 | 0. 016 0. 46 0.05 | 0.057] -微量 0.47] 2. o4l4. 1 

r {nO 5s 中 3 Py td 

7 cz 5st 2.81 | 0.005] 0.020 0.03 | 0.039 x 10.19] 7.78/4.0 

¢ |r] 53. 2i| 6,37 | 0.012| 0.027] 0.08 | 0.37| Ly 0.13] 7.60|8.98 

1 西 56.60| 3.56 | 0.012 

—— eae 
: ne = 四 65.67| 2.10 | 0. 025| 0. 044 0.08 | 0 ss 78| 1 2 4 

} TH 59.421 2.50 | 0, af 0. 112) 0.02 | 0. 038] si 0. .70) 5. 463. 74 

apne |= 71 62. 86) 3.7 0.043| 0.05 | 0. 003] 微量 0.31| 1. 

0.011] 0.029) 0.04 | 0.004] e480. 19 gia ae 

0.03]| 0,02 | 0.085 Pe 0. lg| 6.7113. 二 

动 很 天， 倾角 大 小 不 一 ,这 葵 开采 工作 培 添 了 一 些 麻烦 ,应 随时 
注意 开 所 方法。 在 倾角 较 大 的 地 方 定 用 直 间 在 宠 开 采 ， 而 在 价 
角 较 小 的 地 方 则 宜 用 和 斜 井 开 据 。 目 前 开采 的 铁 矿 计 有 桃花 峰 、 西 

AGS, PEW LL RL RL AR 
余 处 ,大 部 分 集中 在 东 郊 、 东南 郊 一 带 。 根 据 野 外 观察 所 得 , 这 可 ; 

能 是 由 于 某 些 岩 盘 的 中 心 处 在 东南 方 所 致 。 

风化 残留 铁 矿 是 由 原生 接触 铁 矿 烃 凤 化 与 移动 到 四 蓄 地 带 

堆积 而 成 的 。 矿 层 主要 有 大 小 不 等 的 含 铁 砾石 租 成 ,砂砾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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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一 般 直 径 为 5 一 6 米 左右 , 矿 砾 有 的 谷 具 有 和 角 而 有 的 则 因 风 
— MH BAAUK, RAB RARE. TUBER, AMR 
BEA IB, WORN, PTT BE FA EAT EO WE 

要 由 赤 铁 矿 、 磁 铁 矿 及 祸 铁 矿 组 成 。 它 们 埋藏 在 冲积 层 之 下 一 、 
三 米 左右 ， 矿 层 厚度 绝 二 、 三 米 不 等 ， 在 东 郊 十 里 河 、 铁 麻 锅 一 
”， 带 , 矿 层 所 在 处 地 面 作 洲 丘 形 小 起 伏 。 由 于 矿石 储量 傈 多 , 且 开 
”条 方便, 现 已 大 量 开 据 利用 。 

bit WRN 都 供应 游 南 各 单位 炼 铁 之 下 o 

(2) ZARA 

PRCA BEN RL CS A 
一 。 HERRERA AOR, RIVETS 

致密 ， 成 分 纯净 , ALG a E8099 % BA, BRE HR 
大 ,适宜 于 作 建 筑 石 料 、 烧 石灰 以 及 制 水 泥 之 用 。 目 前 大 型 采 石 

| 声 主 要 分 布 在 南郊 之 四 里 山 \ 五 里 山 \ 七 里 山 \ 自 局 山 等 处 ,其 中 
以 自 马 是 石料 场 规模 最 大 ,有 工人 三 千 多 名 ,日 产 石 料 在 3,000 
方 以 上 , 占 从 市 开采 量 的 60 肥 以上。 又 北 郊 的 黄 台 山 , 也 是 一 个 

有 十 多 年 开采 历史 的 重要 和 采 石 场 ,这 里 出 产 质 地 坚实 .外 表 美 观 

” 的 大 理 石 ,主要 供 黄河 筑 坦 之 用 。 

a HABA, ARBWAZS KR, 破碎 其 列 ， RE 

PEER, (EAR BO ABZ Xb, (AT RR 

最 近 农 村 人 民 公 和 社 由 于 进行 基本 建设 ,需要 就 地 解决 原料 ,因此 

现在 也 已 在 砚 池 出 \ 上 翅 岭 出、 甸 柳 山 等 地 进行 小 规模 的 开采 。 南 

允 以 千 佛山 为 中 心 的 各 山 ， 因 属 风景 名 胜 区 ,规定 为 禁 采 区 , 故 

无 采 石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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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s poe a een 
C my SaaS Lo 

石灰 石 除 供应 济南 市 及 其 邻近 地 区 需 用 外 ， 街 有 一 村 运销 

河北 各 地 。 
除 石灰 石 外 ,在 西北 郊 和 东北 郊 从 有 辉 长 屠 石 料 , 这 种 石料 

AVRAAHW. EW Bw EB AER 

&, ARLE 2E TERR ERReARER ZH. BE 

FERS 4 E PRAC ABS BP LL A A Be BS SE 

ALR PSD, RACK, BSR 

BORSA , 3 AREER UL PEI, PY SBR DZ J, RES 

AOL CE Te SCRE LU SAAC BRUSH, Ze 

黄土 层 之 下 狗 一 、 二 米 深 处 , 埋藏 有 含 粘土 质 的 灰 棕 色 和 壮阔, 是 

翻 沙 工业 的 好 材料 ， 市 区 各 翻 沙 厂 来 此 条 沙 的 其 多 。 在 市 南郊 

梁 家 庄 一 带 还 有 大 量 的 粘土 分 布 ,是 制 砖 乱 的 原料 ,在 此 就 地 取 

材 设 厂 制 砖 驼 的 甚 多， 而 且 历 史 也 已 很 久 。 

此 外 ,在 某 些 石灰 大 裂隙 中 ,条 产 有 少量 砂 华 沉淀 物色 自 ， 

盾 松 散 ,可 作 了 耐火 材料 之 用 , 可 惜 分 布 雾 星 ,储量 不 大 ,工业 意义 

有 限 。 

SR Re 

1， 地 势 概述 

游 南 地 区 位 于 鲁 中 丘陵 地 北 侧 和 华北 大 平原 接 卉 带 上 的 西 

端 ， 因 此 区 内 斌 有 丘陵 、 双 有 平原 .还 有 孤 山 ,地 形 比较 复杂 多 

样 。 丘 陵 位 于 南部 ,主要 山 丘 从 东 向 西 计 有 : BAe Wee 

18 



1) 787A BRL Ob RE JRA A A OE 
WS TEAR ANSE. Hoth PKL OR, PERL IGOK, HATE 
300 米 以 下 , 比 高 多 在 250 米 和 几 十 米 之 问 。 

从 丘陵 向 北 至 黄河 内 坦 之 问 为 一 片 平 原 ， 是 区 内 占 面 积 最 
大 的 部 分 ,以 大 明湖 、 北 园 一 带 为 最 低 , 海 技 23 米 左右 。 在 在 原 的 

东部 和 北部 , 还 散布 着 一 些 残余 孤 山 ,从 东 向 西 填 有 :了 区 牛山、 光 
。 F6T BP A a EE A 
ALPES 在 黄河 北岸 还 有 前 山 其 中 以 华山 最 高 , 海 技 197 米 ， 
af? 其 余 多 在 100 米 以 下 。 和 

本 区 地 势 由 于 南 有 丘陵 , 北 有 黄河 坦 ( 亦 称 黄河 山 ), 中 间 夹 
以 北 园 低地 , 故 在 南北 着 面 上 略 曙 委 地 形势 。 在 东西 方向 上 ,车 

”以 共 凸 \ 北 局 较 山 无 影山 .青龙 山 一 带 低 丘 为 界 , 则 又 可 把 本 区 
“分 为 东西 两 部 。 西 部 基本 上 是 从 南 向 北 降低 , 公 地 形势 不 显 。 例 
jx TH (EL) AAA HTD 

米 

150 
100 
50 
0 - 
a At 

: 图 6 il) roe ee es 

丘陵 顶部 ,迅速 降低 到 海拔 40 米 以 下 的 平原 , 转 训 降低 到 海 披 30 
。 米 以 下 ， 色 过 不 长 的 一 段 距离 ,又 上 升 到 海拔 30 米 以 上 , 紧 接着 

肥 下 降 到 海拔 30 米 以 下 ， 灼 过 比较 长 的 一 段 距 离 ,越过 外 堤 "再 
下 降 到 海 技 25 KOCK, RAE. AMER, HS 
下 降 的 。 东 部 则 南 线 丘陵 ， 北 环 孤 目 ,中 为 低洼 沼泽 (大 明湖 、 
ACA) ,伏地 形势 较为 显著 。 例 如 ， 从 平顶山 至 散 山 的 地 势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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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 志 x -西北 
图 7 平顶山 一 一 各 山 地 势 齐 面 ， 

(FAT) : 先 从 海拔 350 多 米 的 丘陵 顶部 开始 ,以 陡坡 的 形势 一 降 而 
到 海拔 200 米 ,再 降 而 到 海拔 100 米 左右 ,从 此 才 以 较 绥 的 坡度 依 。 

| 均 降 到 海拔 80 米 .60 米 40 米 .30 米 ,25 米 ,以 至 最 低 的 23 米 去 右 ， 
此 后 序 楼 组 上 升 , 抵 黄河 内 坦 海 拔 为 33 米 , 其 间 低 洼 的 形势 是 比 
RE, SPRATT LA, 则 两 侧 高 ,中 间 低 的 形势 ， 
就 更 加 明显 了 。 RN ae 

2。 地 狐 类 型 

现代 地 貌 是 地 壳 内 外 营 力 互相 矛盾 斗 等 的 糙 果 ， 是 在 内 力 
的 影响 和 外 力 的 作用 下 ,长 期 发 育 的 历史 产物 。 济 南 地 区 的 地 貌 ” 
也 是 得 循 这 个 规律 , 狂 过 长 久 而 复 杂 的 过 程 , 才 形 成 今日 的 地 表  “ 
CR. MRE EMME, othe RE RE 
JA. fh eB LL A Hs a SS a 

(1) 侵蚀 丘陵 

这 一 类 型 分 布 在 济南 地 区 的 南 便 ， 以 海拔 1I100 一 200 米 的 低 

丘陵 占 面 积 最 广 ， 其 次 是 海拔 200 一 300 米 的 中 丘陵 ， 再 炊 是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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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300 一 400 米 的 中 高 丘陵 ， 海 披 400 米 以 上 的 高 丘陵 占 面 积 很 
。 少 。 中 高 丘陵 候 在 本 区 的 东南 部 ， 石 房 内 以 西 只 有 少数 丘陵 顶 

”部 超过 海拔 200 米 , 钼 大 部 分 在 200 米 以 下 , 井 成 竹 秆 分 散 状 态 ， 
”已 带 有 孤 册 的 性 质 。 匡 陵 乱 高 ,侵蚀 切割 的 程度 意 基 ， 海 披 200 © 
。”“ 米 以 上 的 丘陵 ， 相 对 高 度 都 在 100 米 以 上 , 随 着 高 度 的 埠 加 而 地 
Res IY 
ERASER ANE AER PA RB YE Ko 
。” 据 野 外 实地 观察 所 得 ， 本 区 内 凡 海 披 在 200 米 左右 以 下 的 丘陵 ， 

|， 主要 是 由 中 、 下 部 奥 陶 构 薄 层 灰 岩 及 泥 实 灰 盎 构成 的 。 当 这 个 地 
BACARRA, REE 
TR, A EA IE se, LIE ROR. 
ERO SIA, UE ATL, BB sk 

GUNS, FETT TE ZR, TASCA OO, FU RPE, dB 
1, BRU. EME, De, Te 
Ah Fo : 

RAL HELO DAE Tee HSL IE Bs 
BA ABE, RUT EAE 5 REL ROE HE 
Fa 1B SABLE 10° DAP, 7 Aa wry St FE iF 
TB BDF vy ea, ern ST Ly a HPT a 
RETA, ARG 2002 SAA OPERAS, WAY 

REE BECK, AMER HEI b, VRAIS, BARR, HB 
稀疏 ,而 此 线 以 下 的 部 分 , 则 坡度 在 缕 多 在 20" 以 下 , 上 面 复 盖 有 
BT, BRE Ke Re ee 
”还 散布 着 人 工 栽 植 的 落叶 关 叶 树 和 以 侧 柏 为 主 的 针叶树 。 从 地 
Be ee Em ee SF 

an 



(2) UBER oa 

依照 高 度 KE, MRCS EMRE ARB 
区 向 北 双 可 依次 分 为 洪 积 笠原、 冲积 一 一 洪 积 平原 和 洪 积 一 一 
冲积 在 原 等 三 种 地 形 副 型 : | | 

FAL PRA: 

"EBD me BE CE EK 80—1002K Zl, 成 东北 一 西南 向 的 带 

Rg Re Bi Abad oH EAE 6 °— 8 "之 间 , 地 

SORE RABI, 但 实际 冲刷 剧烈 ,沟谷 很 多 ,已 成 割裂 崎 
虐 状 态 ,在 搂 近 沟 谷 的 较 低 部 分 ;有 砾石 和 泥 沙 等 的 堆积 物 ， 而 
ERMA, WORD, SHEARER ES. 
这 一 切 都 表明 ,这 里 具有 丘陵 与 平原 或 旭 触 与 堆积 的 双重 性 
HERRERA eH. 

M0 LEST BADR, LER, 

-有 的 已 如 为 梯田 ， 而 有 的 则 还 未 耕种 利用 ， RRR 
乙 、 冲 积 一 一 洪 积 在 原 : 
海拔 狗 为 60 一 80 米 之 问 , 位 于 洪 积 平原 之 北 ; 且 后 与 之 略 相 下 

行 ,坡度 狗 为 4 一 6, 由 南 向 北 渐 减 。 地 面 旋 有 潜流 堆积 ,也 有 河 
水 淤积 物 ， 堆 积 层 较 厚 , 底 兰 露出 的 地 方 很 少 ; AWS ERD 
BAH BAERS RS, BR REE 

丙 、 洪 积 一 一 冲积 平原 : 
海拔 狗 为 40 一 60 米 ,位 于 冲积 -一 洪 积 在 原 之 北 , 面 积 远 较 

前 者 为 大 。 游 南 市 区 的 南 牛 部 正 处 于 这 个 平原 上 面 ,地 面 坡度 较 - 
bh, 924°, B+ CARL SHAR ORE, R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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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已 不 见 有 底 产 暴露 ,而 且 沟谷 也 浅 而 少 ,但 还 有 砾石 层 分 布 。 
， 地 面 陈 为 各 种 建筑 物 占用 者 外 ,都 已 利用 为 耕地 , 因 梯田 的 梯 距 
壕 远 ,已 不 易 为 人 所 觉察 。 

冲积 一 洪 积 平原 和 洪 积 一 一 冲积 在 原 的 堆积 物质 ， 是 在 
WA PR LER SK OL, 
土 上 堆积 着 次 生 黄 士 。 在 茂 岭 山西 边 的 一 南北 向 冲 沟 里 ,有 一 座 
南朝 北 的 谷 壁 ,其 前 面 层 次 从 下 而 上 依次 为 : DKA, ES 
米 ; 其 上 为 红土 层 , 厚 5。5 米 ; 再 上 为 黄土 , 厚 4.4 米 ; RLY 
40K, AKI G1BK. FRR SCL, C+ SRL 
Ae AEE ECL LA BEA BLP IA 
PAR te E, ORAS BBG, BLK. 

BORE A SLEE AY ch, HE BIA WORE MODE RE, BEE RIO 
WERE BES ALE BIE. TERMI, Fi 

PWS DADE 5 LBZ RO AS A RR EE Ge J J 
BURKS LIENS RBEAME, CIPI DURE te F 

SS AR RR SR PT ee» SEG HSL AE RY, 

WEP RA HAMNER ARAHR, 4 BTR 

PAN ee tes AT HES LE A A I ABSA, 

De RR, BKM, TH SHAH IA, RAT BE 

原 的 完整 性 。 冲 沟 顺 平原 的 倾 儿 方 向 ， 亦 成 南北 向 的 伸展 。 南 

部 冲 沟 显 著 , 沟 深 略 4 一 10 米 ,有 的 超过 10 米 。 向 北 沟谷 渐渐 加 

宽 , 沟 壁 也 逐 渐 洽 失 e 冲 沟 问 的 平地 除 向 北 倾斜 外 , 同时 双向 东 、 

” 西 两 侧 低 下 , 因 之 从 东西 方向 看 来 ,成 微波 起 伏 的 状态 。 这 种 微 

“ 波 地 形 一 直 伸 展 到 游 南 市 内 ， 如 过 了 杆 石 桥 向 西 ， 地 面 逐 渐 升 

高 ;到 粮 二 路 十 字 口 达 最 高 点 ,从 此 又 缕 绥 下 降 , RH 、. 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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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间 到 最 低 点 ;然后 又 上 升 , 到 各 五 路 十 字 口 又 上 升 到 顶点 。 这 
种 微波 起 伏 的 现象 , 向 北 到 灼 二 路 已 不 存在 , 原来 这 里 已 属于 冲 
积 平原 的 范围 了 。 

(3) 冲积 平原 

这 类 平原 ， 地 势 比 山 芳 平 原 更 低 , 一 般 在 海拔 40 米 以 下 ,在 
ACME Se PUR, EER) WT, 
穿行 其 上 简直 觉察 不 出 有 什么 地 形变 化 。 

冲积 平原 的 组 成 物 庄 主要 是 由 河流 冲积 来 的 泥 沙 、 潍 泥 与 
i>, 常 相 互 成 层 。 在 峨眉 山南 的 平原 上 ,在 厚 狗 工 米 的 表层 冲 
PRLS WRAY, 上 层 棕 黄色 ,下 层 灰 自 色 。 前 者 中 
Best, ee, KT LRSM eK 
BY» ARP SIL a DS WU HRT 

冲积 在 原 中 地 势 比较 最 低 的 部 分 ， 是 在 平原 东 舍 部 的 居中 
地 带 ， 它 成 东北 一 MS, 它 的 东北 方 止 于 华山 、 队 
牛山 等 残余 法 丘 ,而 其 西南 角 则 直通 大 明湖 ,高 度 在 21 一 23 米 之 
间 , 是 整个 济南 地 区 中 最 低下 的 区 域 。 具 有 水 乡 风 光 的 北 园 ,就 

位 于 这 个 洼地 内 ， 故 可 称 这 个 洼地 为 北 园 洼地 。 根 据 其 水 平 形 
态 和 位 置 , 它 可 能 是 黄河 证 游 平 原 的 边 炉 部 分 ,同时 也 可 能 是 过 
去 黄河 的 旧 河 床 。 因 为 地 势 低下 ,所 以 这 里 就 成 了 游 南 地 区 河 网 
最 密集 的 地 方 。 洲 南城 关 的 泉水 都 烃 过 这 一 带 汇 入 小 清河 在 这 
个 地 面 上 发 育 有 两 种 地 形 ,一 种 是 高 出 水 面 狗 70 米 的 高 地 ,一 种 
ARTI 7K 9 20—307K HEH, WSR Ri A LHS 

很 不 整 ,交错 分 布 无 一 定 的 规则 。 洼 地 变 成 了 稻田 和 夭 塘 ,而 高 
Yb BEER, SHER, BEER, GE, 富有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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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 。 

在 西部 南山 之 北 有 一 片 小 沼泽 地 ,昔日 称 为 腊 山 湖 。 这 里 海 

技 莽 不 如 上 渡 洼地 那样 低 , 而 是 因为 周围 地 面 比 它 稍 高 所 致 " 南 
Wj ALE ER Rk, BBM, RARE, SEE, 

WEB ese ee BE, kh EK 
有 了 研究 清楚 ， 大 概 与 断层 有 关 , ROBE eS, te 
它 的 北 葵 却 有 泉水 , 除 以 断层 解释 外 ,很 难得 出 更 好 的 解释 。 

在 茶山 以 东 和 无 影山 与 北 园 洼 地 以 北 ;直到 黄河 大 坦 为 止 ， 
是 一 片 海拔 23 一 25 米 的 低 焉 地 区 , 这 里 几乎 没有 河流 ,也 没有 冲 

沟 , 地表 极 为 单调 ,可 算是 只 有 沉积 而 无 全 鲁 的 地 区 。 也 正 因为 
这 样 ， 所 以 土 壕 的 盐 奏 化 现象 特别 严重 。 这 里 华山 西 和 黄 人 台山 
西 有 一 小 片 土地 引 小 清河 河水 淮 浙 ， 已 有 为 水 田 。 现 正在 华山 
西 的 黄河 内 担 开 一 引 黄 关 ， 引 水 为 洲 青 运河 之 用 。 华 山西 内 外 
提 之 间 的 地 区 ， 将 作为 沉 沙 地 , 这 个 沉 沙 地 是 良好 的 养 包 场所 。 

冲积 平原 的 其 余部 分 ,有 深 1 一 2 米 的 冲 沟 和 道 沟 , 还 有 低 
“于 地 面 2 一 3 米 的 河谷 ,这 于 稍 微 打 破 了 地 形 的 单调 。 

(4) Rwy 

HM ERM, ERR OAM ARHSAS Bh Dw oe 

些 扳 出 的 高 度 都 在 几 十 米 至 百 余 米 之 间 ， 惟 有 华 四 高 达 197 米 ， 

Swe RZ bk. SABER ZI wee > oF EAL, Bl 

Eh WA AT Sh, Alia AoE — 2. FFU” 2 BRO 

显而易见 ， 这 些 孤 山 力 是 长 久 间 鲁 下 的 残 丘 。 现 在 除 黄 台 

Wi RA A ae ot, SW RS a AER, BE 

出 了 了 上 卫 色 的 辉 长 迪 体 。 游 南 的 逃 长 岩 体 , RA—BtR, 每 个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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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AC RS 

43 Sl Bh FS WBE BG PCY BS RN ES OL 

HKEWUE, FFRRE AABK MENERPRRA 

发 达 , KPA, ALBESOARHE Bebe 

BE HRS Be, BME Bh, 而 坡 

度 旭 多 陡 峻 。 

华 是 海拔 197 米 , IRS ALE SS FE SE FPA IE EME 

PSs LAE TRMBABR, Bee EME, TT awe 

$8 | 1 PEE EMI FETC AY FE Ko LL Be Fe TB HS 7 A 

Meek. RW, RAEN LS FRE, AS 

石 相同 ,也 都 有 着 同样 的 形态 

A pL eee Lmao ,而 反 与 南部 

PEWS Ly GILL ABR ADL, 成 了 北部 平原 里 许多 阪 卫 中 独特 的 一 

A, ARES WMH AHTBAKE BS kee ZA 

都 已 结晶 变质 , RAKES, ATARMFR, WBEBRALY 

响 有 所 改变 ,但 基本 脸 廊 仍然 可 以 看 出 。 顶 部 平坦 ,有 黄土 堆积 ， 
ELBE AGM : BR SE J 第 二 

故 阶 地 高 出 第 一 级 阶 地 狗 21 米 (图 8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me 

t-— —— 

图 8 北 肇 黄 台 山 〈 示 二 般 阶 地 ) 

(5) Br th 

MSY MME ESR. Pr, REAM 

持 耸 布 等 情况 , 可 以 黄河 的 河床 和 水 位 为 基准 面 求 分 析 。 现 代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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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的 河床 已 高 出 于 附近 平地 一 .二 米 ; 它 的 平水 位 是 海拔 26 一 27 

” 米 。 近 风干 年 来 ， 它 的 最 高 水 位 是 32。.09 米 , 这 是 在 1958 年 夏季 

测 得 的 。 根 据 这 些 水 位 记录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前 述 的 40 和 30 米 以 
下 的 冲积 在 原 , 从 河谷 横 首 面 地 形 上 来 说 , 力 是 黄河 河 慢 滩 的 范 

” 围 。 根 据 黄河 的 最 高 水 位 , 河 漫 滩 的 高 限 , 可 以 定 在 海拔 35 米 的 
水 平 上 。 

从 河 温 滩 向 上 ， 根据 沉积 物质 和 地 形 起 伏 情况 ,我们 觉得 在 
本 区 范围 内 ,至 少 可 以 分 出 三 级 阶地 。 

黄 台 出 的 地 形 足 以 说 明 第 [ 和 第 工 两 航 阶 地 的 存在 与 一 般 
ERE, LICE RB, Os | 航 阶 地 高 出 附近 平地 18 米 ,附近 平地 的 
高 度 是 海拔 25 米 多 ， 由 此 得 出 第 | 狼 阶 地 面 的 高 度 是 在 40 一 43 

“ 业 的 位 置 上 。 在 黄 间 山上 这 航 阶地 是 无 沉积 物 复 盖 的 石 质 阶 地 ， 

但 在 其 他 地 段 则 有 较 厚 的 洪 积 层 \ 冲 积 层 ,以 及 砾石 屋 。 象 东 郊 
的 七 里 河 \ 名 柳 庄 , 西 郊 的 段 店 . 仁 里 少 一 带 都 属 之 。 

黄 音 山 的 高 度 是 65 米 左右 ,在 它 的 顶部 现在 还 保存 着 三 、 四 
米 厚 的 冲积 黄土 层 ， 这 又 是 代表 一 个 阶地 表面 。 当 然 原来 的 阶 
地 面 未 必 就 是 现在 的 黄 台 山 的 顶 面 ， 但 是 黄 台 山顶 代表 着 -一 个 
阶地 是 无 问题 的 以 此 为 准 , 则 第 开航 阶地 高 度 至 少 是 在 60 一 65 

米 以 上 。 若 再 加 上 阶地 面 本 身 的 一 般 借 锐 ， 阶 地 距 河床 伍 远 侣 
高 ; 则 这 航 阶 地 的 高 限 ， 在 南方 靠近 丘陵 的 一 侧 ， 可 能 达到 
10 一 80 以 至 90 米 的 高 度 。 所 以 象 东 郊 的 审 头 ， 南 郊 的 八里 洼 等 

”地 的 广大 平地 都 属 之 。 这 航 阶 地 分 布 区 域 很 广 ,堆积 层 也 很 厚 ， 
。 是 阶地 中 最 发 育 而 保存 最 好 的 一 圾 。 
”此 外 在 丘陵 区 的 内 部 ,在 过 高 的 山谷 中 , 当 见 有 小 片 的 厚 层 
RA, MARLEE, REA REM ( 高 度 在 160 米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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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和 东南 郊 下 并 庄 背 后 谷中 (也 是 在 160 一 170 米 的 高 度 ) 都 堆 
积 有 很 完 整 的 红色 黄土 层 。 刀 外 也 有 与 这 种 高 度 相当 的 至 癌 形 

出 五 。 这 一 切 似乎 都 议 明 》 Be _b jut as iit 级 阶地 之 外 ， 还 有 一 般 更 

高 的 阶地 ,不 过 它 已 残缺 不 全, 不 为 人 所 注意 轩 了 。 

在 西 郊 枫 齐 锁 . 周 王 庄 一 带 的 玉 符 河 两 便 , 还 有 一 个 高 出 河 ， 
TY) 5 米 的 年 轻 阶 地 ,但 在 其 他 地 方 则 不 见 有 这 样 显 著 的 阶地 。 

这 些 阶地 的 形成 主要 是 由 于 地 壳 的 新 近 寺 升 和 运动 所 笃 。 

3. WA KR 

AB HE Eat aS Hi aE A FH A A A FER oP 

A=KMME : 

Gly SWOT BK SERRA SOAR BER 

坡 积 小 盏 地 相间 区 和 较 高 较 陡 的 残 积 坡 积 很 少 的 优 鲁 丘陵 区 。 

(2) 山 玉 平原 区 一 一 其 问 还 可 分 为 朴 松 堆积 物 较 薄 、 砂 砾 

较 粗 、 有 时 有 底 绒 裸露 的 洪 积 平原 区 , MER ERE Shee 

显著 的 冲积 洪 积 区 ,以 及 地 面 较 平整 的 洪 积 冲积 区 。 

(3 ) 北部 冲积 平原 区 一 -其 中 还 可 以 分 为 北 园 洼地 , 平整 

无 冲 沟 的 低 平 地 区 以 及 无 影山 一 一 金牛 山 和 华山 一 一 了 共 牛 田 两 

火成岩 残余 洲 丘 区 。 

4。 地 和 殊 发 育 简 史 

济南 地 区 位 于 和 鲁 中 丘陵 泰 山 单 儿 断 块 山 的 西北 边缘， 泰山 

单 科 断 块 出 发 育 在 前 震 且 筷 的 地 块 上 ， 太 古代 的 片 麻 兰 系 组 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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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地 区 的 基底 福 饿 ,古生代 时 比较 平稳 ,中 生 代 以 后 进入 新 的 

活跃 阶段 。 对 中 国 东部 地 壹 变动 起 重大 影响 的 燕山 运动 ， 在 本 
区 季 玫 现 了 重大 的 效应 ， 首 先是 下 古生代 的 地 层 因 运动 而 有 了 

| 隆 升 ,其 次 是 伴随 着 运动 的 进行 而 有 火成岩 的 侵入。 这 个 岩浆 优 
上 入 ,不 仅 使 地 层 发 生 局 部 福 狼 隆起 ,而 且 引起 了 断裂 与 变 实 。 地 
| 玫 因 福 猴 断裂 而 产生 了 高 低 起 伏 ， 由 此 而 加 强 了 蓝 侧 与 山 间 夫 

积 。 喜 马 拉 雅 运动 的 糙 果 ,使 这 种 作用 更 为 强烈 ,造成 第 三 志 砾 
石 层 的 堆积 。 从 第 三 杞 以后， 新 构造 运动 龙 喜 马 拉 雅 运动 而 巍 
SAT, 运动 的 性 质 是 表现 地 盘 有 强烈 的 反复 升降 ,我 们 现在 看 
到 上 新 世 和 红土 、 更 新 世 和 红色 黄 土 以 及 更 晚 的 冲积 黄土 ， 分 别 见 

”于 不 同 的 高 度 ,以 及 阶地 的 存在 ,就 是 这 种 运动 的 欢 数 与 幅度 的 

RHA, ERM REL, RAAT KR 

在 新 构造 运动 中 , 南部 是 连续 上 升 ,而 北部 是 相对 下 降 。 这 与 淹 

， 海 沉降 带 从 新 生 代 起 一 直 在 沉降 是 符合 的 。 
冲积 黄土 已 是 较 近 代 的 产物 ， 但 从 上 文 所 壕 黄 台 四 项 上 还 

”看 有 三 、 四 米 的 冲积 黄土 一 点 看 来 , 则 知 在 冲积 黄土 形成 之 后 ， 

地 盘 双 有 了 30 余 米 的 上 升幅 度 。 玉 符 河 下 游 高 狗 5 米 的 最 新 阶 

Hh, WLR HEP LIED EME. MERE UH 

地 是 最 新 构造 运动 的 产物 , 则 玉 符 河 阶地 就 是 现代 运动 的 产物 。 

玉 符 河 是 黄河 的 支流 , 它 以 黄河 水 面 为 临时 基准 面 ,而 黄河 的 河 

床 实 已 高 出 附近 的 平地 。 这 襄 明 如 果 黄 河 也 与 一 般 河 流 一 样 , 序 

河床 应 在 平地 以 下 的 话 , 则 玉 符 河谷 的 这 狼 阶 地 , 阶 高 将 更 为 加 

大 。 换 车 之， 玉 符 河谷 这 航 新 阶地 的 高 度 实际 上 芽 没 有 反映 出 

壳 振 藩 运动 的 人 至 部 上 升 量 。 

本 区 新 构造 运动 的 显著 , 还 表现 在 某 些 峡谷 地 形 上 。 开 元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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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东西 两 侧 的 山谷 , 谷 壁 特别 陡 峻 而 深 半 ,尤其 是 寺 东 南 的 那 条 东 

北 一 一 西南 向 王 沟 ， 两 壁 几乎 垂直 , 谷 幅 上 下 相仿 ,多 近 剧 谷 状 
态 。 这 种 沟谷 源头 其 近 ,而 能 有 如 此 互 大 的 向 深切 制 能 力 , 足见 
地 过 上 升 作用 的 强烈 了 。 

四 气 候 

济南 地 处 中 入 度 地 带 ， 气 候 温 和 ,四 季 分 明 ,在 游 南 气候 的 “ 
形成 过 程 中 ， 海 洋 的 影响 不 如 大 陆 , 特 别 在 冬季 千年 ,大 陆 对 于 

济南 地 区 的 气候 , 起 着 控制 的 作用 。 

在 地 形 位 置 方 面 , 泰 出 以 及 整个 盆 中 丘陵 ,对 于 游 南 气 修 均 

有 重要 影响 ,而 济南 附近 ,南部 丘陵 粮 延 ,北部 在 原 袖 展 ,对 于 游 
南 的 气候 ,影响 尤为 直接 。 | 

在 下 垫 面 方面 ， 济 南 地 区 的 自然 植被 已 因 农 田 的 开明 而 早 
BU ES JA BURKE, WTEC MS, WHE 
Ba RMS Lek Se SM KEE ESR 

的 调节 作用 。 

在 上 述 各 上 自然 地 理 因 素 的 和 综合 影响 下 ， 游 南 气候 具有 现 显 

落 的 地 方 特性 ， SN REE Rae Ee 

1. SEAR 

RTM UA, BWSR ESSER HR 

地 高 压 , WE “Us ke Fri 1 ABE 1, 028. 4,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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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d dy ee 

D327 RE HSS, BT AR 或 海洋 

变性 天 陆 高 压 。 但 在 整个 亚洲 大 陆 上 却 形 成 了 低压 系统 ， 济 南 “ 

亦 不 例外 ， 此 时 气压 降低 , 尤 以 7 月 为 最 ,只 有 998。02 襄 巴 ,秋季 

以 后 由 于 大 陆 高 压 的 迅速 壤 长 ， 自 9 月 以 后 济南 交 开 始 为 高 压 

PRES, SERS (AY) 由 此 可 网 气 计 高 低 完全 是 由 当 

时 所 猴 制 的 气压 系统 所 诀 定 。 

月 一 abe ETC: 1907 —19464F 

图 9 ” 洲 南 气压 曲线 图 

极端 最 高 气压 是 1,044 毫 巴 ， 出 现在 1923 年 1 月 2 日 ,而 人 极 

端 最 低 气 压 是 978。13 毫 巴 ， 出 现在 1926 年 7 月 14 日 。 

在 敌 季 的 极地 高 压 壕 速 南下 时 ， 在 其 前 面 常 有 与 之 相 过 系 
的 强烈 渝 锋 先 行 过 境 ， 同 时 件 以 强大 风力 , 气 通 也 和 急剧 下 降 , 但 

气压 却 迅速 升 高 ,这 种 天 气 序 所 请 “寒潮 天 气 ”。 
济南 地 区 全 年 磨 行 西 南 风 ， 其 频率 占 20% ， 东 北 风 频率 

- 贞 动 吧 ， 其 他 各 风向 频率 都 较 小 (图 10 工 ), 同 时 ，1 月 与 7 月 的 

风向 也 是 大 体 相 同 , 缘 以 西南 与 东北 两 种 克 向 占 优势 (图 10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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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5x TT 1 月 风向 频率 TL 7 AAAS 
记录 年 代 : 1934—1936, 1941—19 2 

1944，1949 一 1956 年 

图 10 BARA 

fl) JAS :济南 北部 骆 华 北平 原 , 特 别 在 东北 方面 更 是 低 平 
辽 关 ,向 东北 可 直抵 渤海 海湾 ,而 在 济南 的 南部 则 警 立 着 地 劳 较 
高 的 山地 .丘陵 一 -泰山 和 泰山 北部 的 丘陵 -按照 东亚 季风 环流 . 
的 形势 ， 洲 南 夏季 应 多 东南 风 , 但 由 于 受 上 述 地 形 的 屏障 ,以 及 
西北 低 槽 向 黄河 下 游 一 带 发 展 的 糙 果 ， 致 东南 风 常 常 改 向 为 丁 
南 风 。 至 于 东北 风 较 多 的 原因 ， 则 是 海洋 性 大 陆 高 压 的 影响 所 

致 。 由 此 可 昂 , 洲 南 地 区 的 秦 行 风向 , 力 是 环流 因素 与 地 形 因素 

相互 作用 的 和 结果 。 
济南 的 平均 风速 为 8 米 / 秒 , 序 相当 于 二 级 风 ， 其 季节 分 本 

(图 11) : 冬 \ 春 两 季风 速 最 大 , 夏 、 秋 两 季 较 小 ， 其 中 尤 以 四 月 最 - 

大 ,可 达 4 米 / 秒 , 8 月 最 小 ， 仅 为 2.1 米 / 秒 。 游 南 在 冬 春 两 季 ， 

正 是 降水 少 的 季节 ， 风 速 加 大 ,越发 加 强 了 蒸 友 速度 , ED, 

于 干 爆 耻 松 ,因而 大 风 吹 刊 的 时 候 , 常 带 来 大 量 沙 侍 。 故 济南 的 

春天 , 常 有 沙 侍 飞 提 的 竺 晓 天 气 。 同 时 由 于 空气 中 沙 侍 含量 多 ， 

此 时 气温 也 易 升 高 ， 加 之 风 多 来 自 西南 大 陆地 带 ,非常 于 燥 , 对 - 

春季 作物 生长 是 不 利 的 ?因而 在 春季 应 加 强 灌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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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e : Se ea 7 wR ND Rea 6 Lo bac. 

月 一 ZEEE: 1916-—19564E 

图 11 济南 年 平均 风速 在 各 月 的 分 配 

济南 的 大 风 日 (风速 15 三 米 / 秒 ) ,全 年 平均 为 148 天 ,其 中 以 

”四 ,五 两 月 为 最 多 , 古 公 年 38 驳 强 。 极 端 最 大 风速 为 26 米 / TOCA 
SF) ,出 现在 夏季 ， 这 种 风 的 破坏 力 很 大 ,应 多 加 预防 。 
。 秋季 大 风 日 最 少 ,如 8 月 仅 0.2 天 ， 占 1.3 多 ,因此 济南 的 秋季 畏 

Al aR ,是 一 年 中 最 宜人 的 季节 。 

2. if 度 

(1) 气温 升降 的 一 般 情 况 

济南 储 年 平均 气温 为 14.7eC， 最 热 月 在 7 A, 平均 气 

28.3 sie ATE 1 月 ,平均 气 讨 为 一 1。27?C， 年 较 盖 达 29。5” 

济南 平均 最 高 气温 为 33。4C, 出 现 于 17 A; 7B 35 Hl UA 

~ 548°C, 出 现 于 1 A RRL A ACU 42.7°C, HY BAFT 9494 7 

. 月 6 日 ;极端 最 低 气 温 为 一 19。2?C ,出 现在 1951 年 1 月 12 日 。 

济南 平均 气温 在 0"C 以 下 者 仅 1 月 ,在 22?C 以 上 者 ; 言 有 5 、 

6.7.8 、9 共 五 个 月 , 4 、10 两 个 月 气 尔 均 在 16?C 以 上 , 冬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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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 度 

1 2 3 4 5 6 7 8 9 19 11 12 
月 人 训 录 年 代 : 1919 一 1956 年 

一 一 平均 气温 ， 一 一 平均 最 高 气温 ， -一 -平均 最 低 气 光 - 
RES, 一 -一 竹 对 最 低 气温 

图 12 ”济南 气温 曲线 图 

两 季 气 温 升降 较 黎 月 际 变 率 仅 1"C 左 右 ， 春 、 秋 两 季 气 温 升 降 
4 fi) 月 际 变 率 达 7*C 左 右 。 = 

| EAU AY FRESE CRE, DIRE EK (HBIL12°C) BRE 
(FEI °C 38 12°C 7 FL), BE ARBI10°C) 9 FEW RII PRA ERE 

be KURA RSERA, BEF RAKEMBRE KR 
Kk, BAS ROA eR, 2A Ao A AD, eee 

*#kT, BRK. ORS, RU BERK. 
昼 温 高 , 夜 温 也 不 太 低 ,所 以 日 较 差 不 及 春 、 秋 的 大 。 其 中 以 四 、 

五 月 间 气 温 增高 湿度 减 小 , 睛 朗 天 气 特 多 , 故 日 较 差 最 大 ; 8 月 
云雨 集中 ,辐射 减弱 ,日 较 差 最 小 。 

34 



(2) 几 种 农业 气候 指标 温度 的 始 现 日 期 ， 
‘SEA A BARI A Rr 

SHAE RII MEOC5°C 10°C 15°C, 作为 指示 农作物 
* AYU BE , BAH UE RS 191 9— 195645 Hy BERL, LER UT PR BE 

”的 年 中 分 配 情 形 如 下 : 
日 平均 温度 09C 是 所 请 霜 冻 期 和 温暖 期 (或 无 霜 期 ) 的 分 野 ， 

游 南 上 定年 平均 在 上 月 30 日 通过 02C ， 下 半年 在 区 月 28 日 通 过 

OSC, 因此 济南 霜冻 期 平均 为 33 日 ， 而 温暖 期 长 达 332 日 之 久 , 但 
也 有 时 0 气温 出 现 过 早 和 过 晚 , 如 极端 最 早 的 一 次 出 现在 1942 

“年 功 月 史 日 ,极端 最 晚 的 出 现在 1934 年 4 月 14 日 。 

气温 高 于 5oC 的 持续 日 数 ,一 般 称 之 为 生长 期 ,济南 地 区 55C 
始 现 于 3 月 生日 , 烙 现 于 11 月 29 日 ,生长 期 在 27) 日 以 上 , 这 一 段 

时 间 是 农业 生产 最 重要 的 硅 作 期 。 

ae hk ee. 

FBSy CB 10° Cy HH BIE TAREE ICMAT RR, BK 
多 数 作 物 在 10" 以 上 ,才能 话 跃 生长 ,济南 地 区 10?5 始 现在 3 月 

923 日 ) 攻 现 在 11 月 :8 日 , 持 入 日 数 为 227 日 ,这 对 于 冬小麦 以 及 各 

种 作物 的 裁 培 ,都 是 有 利 的 气 全 因 素 。 

15°CHY SB Sse 4 A118, R108 208, HRA 

数 为 192 日 。 气 温 高 于 15eC 是 栽培 喜 温 作物 如 棉花 水 稳 等 的 适 
宜 气 候 指 标 ， 这 个 指标 多 度 的 持 筑 日 数 ,在 济南 长 达 守 年 以 上 ， 

日 化 ， 大 晤 栽培 水 稻 等 高 产 作 物 是 适 

宣 的 。 
济南 初 霜 平均 见于 11 月 5 日 , 终 赴 见于 次 年 3 月 16 日 。 但 极 

Pride A FGA SL 9 月 25 日 (1928 年 ) 的 ， 极 端 最 晚 攻 霜 有 见于 

35 



cr 

= 

wy 二 

r 

4 F419 (19234) 0 ASB 7S 98 130 Bl, BARC AAT S199 

(1928 一 1929 年 ), 极 端 最 短 者 只 有 93 日 (1942 一 19 和 年 )o 从 上 壕 

数据 看 来 ， 洲 南 霜 期 较 短 ,对 农业 生产 威胁 不 大 ,但 个 别 年 份 霜 

BYE mL AT A Hee eA ME RE 

=, 需要 注意 防止 。 

(3) 土壤 温度 

济南 土 阅 温度 的 升降 变化 与 气温 大 致 相同 ， 但 在 全 年 各 月 

ERTS, HEEL. Ae 

—(), 26°C, 

wh DF MSE RE, BAR MR, 发 现 有 以 下 规律 : 

甲 、 随 着 深度 的 坊 加 ,土壤 温度 的 振幅 逐渐 减 小 ,其 情形 如 

PRAT: 
| 

PERE (OK ) seer 0 0,1 0.5 120 - SOR BLO 

温度 (2?C) 831.13 28.85 24,20 19.90 8.1 4,1 

Z., BE RSVE EE 938 Im, Ee BE HB I RHE 

深 度 (3%) tieaks 0 1 9 3 

出 现时 间 ( ee 7 8 9 10 

丙 、 冬 季 土 壤 温 度 随 深 度 的 增加 而 升 高 ， 夏 季 土 坊 温 度 随 

深 庆 的 坊 加 而 减 小 。 前 者 可 以 12 月 为 例 : 

FREE OK) aed PA 5 

visu ee” 1.66 5.9 8.9 

WARE (°C) ++++30,87 27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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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ESH, ERE, 先 在 上 层 转 变 , 以 后 才 波 

RFE. . 

3 35 
‘es 人 

4 二 MM 
i 30 ; 
= /Rs 

es N 

: 254 /7 fe Dai S Sy 

10 / NS 

A \ 
5 tm Le 有 \ 0. OK 

OAS, 
0. 上 

re 0 5 

0 4, \ at i 

eee ah Re G7 8 9 Ww Hh) 

: 53> : ZOEK: 1919—19564E(0—0. 52K) 

1919 一 1952 年 (1 一 5 米 ) 

图 13 ”济南 各 层 土 壤 温 度 曲 线 图 

3. 水 

q | 济南 在 均 年 降水 量 为 647。8 毫 米 (1916 年 一 1956 年 ), 大 中 集 

”中 在 夏季 , 由 于 此 时 暖 湿 海 洋气 团 能 够 到 达 。6 一 8 月 的 降水 总 量 

为 殷 5.8 毫 米 , 绝 占 全 年 降水 量 的 68 驳 ,其 中 尤 以 7 一 8 月 为 最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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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占 全 年 降水 量 的 55 多 。 而 了 月 平均 降水 量 多 达 177 毫 米 , 是 全 

年 中 降水 量 最 多 的 月 份 。 降 水 次 多 的 是 秋季 ,而 以 冬季 为 最 消 ， 

因 这 时 济南 常 在 干 痊 气 团 的 控制 之 下 ，12 一 2 月 平均 降水 量 只 

9。1 毫 米 ,是 全 年 最 干 的 季节 ,其 中 以 AK, 66K. 
x? 济南 降水 的 季节 分 配 

春 (3 一 5 月 ) 3 (6-8) F(9-1LAY | B&B (12-28) 

| 435。8 坚 米 109 蕊 米 了 27.45% 
| Soe, : aN 

10.7% | 68% 17% | 4.3% 

LEWES, MEEPS OME KTR, ate 

H 
HI 

作物 生长 是 有 利 的 。 
a 

450 

t 
降水 量 0 
LEN 

mm 不 均 降 水 SSRIS CT#HRE 

放 录 年 代 : 1916 一 1956 年 

图 14 济南 各 月 降水 量 平 均值 与 各 对 值 的 比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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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 
降水 量 0 

降水 日 一 

图 15 涟 南平 均 降 水 量 与 降水 日 的 对 比 关 系 

游 南 降水 日 数 每 年 平均 为 72。4 日 ,降水 日 在 一 年 中 的 分 配 ， 

很 不 均匀 ， 以 夏季 为 最 多 ,6 一 8 月 合计 为 33。2 日 , 占 全 年 降水 日 

的 45。5 胸 ,但 不 及 夏季 降水 量 所 占 年 降水 量 的 比例 大 ,这 训 明 夏 
季 降 水 的 强度 也 大 。 游 南 一 日 最 大 降水 量 贫 达 146.。9 豪 米 (T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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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5 日 )， 一 小 时 最 大 降水 量 售 达 55。3 毫 米 〈1937 年 6 月 

25 日 10 点 )。 降 水 日 春秋 相似 而 以 冬季 为 最 少 ，12 一 2 月 仅 10。 

日 。 

降水 变 率 的 大 小 与 农业 生产 有 密切 关系 ， 一 般 降 水 变 率 超 

35.20% MHL, BRS K, SME. REPS 

FEW TK MY AEA AR 18.4%, BREA E. 但 是 游 南 降 

水 的 最 大 年 与 最 小 年 相差 其 大， 例如 降水 量 最 少 的 1927 年 只 降 

371。5 毫 米 , 才 等 于 年 平均 降水 量 的 315, 而 降水 最 天 的 1921 年 却 

351020, 622K, BH BEM K B37 SK, AKERS FY 

2.7 Bt BRERA B, RS te Swath 

RIV EEKEMALTE, RBBESTHSE, AEA, 

发 展 灌 法 十 分 重要 , AZRELABY 

济南 每 年 雷雨 达 24。5 日 ,出 现 次 数 以 夏季 为 最 多 ,6 一 8 月 

有 18。1 日 , 7 月 为 7。1 日 ,是 至 年 雷雨 最 多 的 月 份 。 

4。 湿 度 和 燕 发 

游 南 年 平均 相对 湿度 为 58。06 狗 ,在 至 年 各 月 中 以 4 月 为 最 

小 , 仅 晤 无 , 因 这 时 济南 气温 上 升 较 快 ,而 降水 较 少 ,同时 春季 多 

大 风 , 共 发 较 强 。 相 对 湿度 最 大 出 现在 8 月 ,为 76 胞 ,从 气温 的 情 

况 来 看 ，- 一 般 相 对 湿度 应 以 冬季 为 最 大 ,但 因 洲 南 夏 季 多 雨 , 罕 

气 中 水 气 非常 浓厚 ,所 以 相对 湿度 以 8 月 为 最 大 。 

济南 至 年 车 发 量 为 2,065 训 米 ， 各 月 蒸发 量 以 春季 为 最 大 ， 

746.7 毫 米 ,这 是 出 现 春 季 干 时 现象 原因 之 一 ,而 以 冬季 为 最 小 。 

A AIRED 6 月 为 最 大 ,1! 月 为 最 小 。1 月 燕 发 量 小 是 由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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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而 造成 ， 6 AREAL REAR 

相互 影响 之 下 形成 的 。 洲 南 4 月 的 蒸发 量 , 亦 相当 大 ,这 对 于 春 

有 季 作 物 的 生长 是 不 利 的 ， 因此 为 保证 丰收 ， 此 时 必须 注意 灌溉 ， 

加 强 水 利 建设 。 

9 

A> 记录 年 代 ， 1919—19564E 

AiG 济南 相对 如 度 曲 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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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一 记录 年 代 : 1919 一 1956 年 ， 

17 DARA eA 

5。 云 量 和 日 照 

济南 云 量 和 日 照 时 数 分 配 如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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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AB 济南 的 云 量 与 日 照 时 数 
|i Be Als 月 4 月 5 月 6 月 ?月 8 月 9 月 0 月 1 局 I2 月 | 全 年 

云 量 | 3.8 5.0 | 5.9 | 5.6 | 5.8 | 6.0 | 6.5 | 6.6 | 5.8 | 4.2 3.7 | 4.3 | 5.2 

HF 184.9|180.91217.9 235.5|273.6.274 21274 6228, 61227. 8.241.0 189. 1/178. 412706. 
放 录 年 代 : 1951—19564E (=H) 

1921—19564E (848) 

济南 的 云 量 与 日 照 时 数 之 问 的 变化 关系 如 下 (图 18): 游 南 

最 多 云 量 是 在 8 月 为 6。6, 而 11 月 最 少 ,一 般 只 3。7。 但 日 照 时 数 

在 各 月 的 分 配 与 此 不 同 ,如 6 月 份 为 274.2 时 ,而 12 月 份 为 178.4 

小 时 。 济 南 的 日 昭 随 季节 而 不 同 ， 在 北 御 球 的 夏季 6 AERA 

层 最 长 的 时 候 , 加 之 云 量 较 少 ,因而 日 照 时 数 较 长 ;到 8 月 ,一 方 
HATER MM, RAR, Alii A AR co RR 
Dd. AN PRR SAGTRRSRMMER Bee, (1B 

FALPRABS RK Bi, PA A Re ects. 

150 时 
Bit {| 一 Saag 

OR. aE ET 日 照 时 数 
图 18 trae. AAA Thee 

* LAU. 济南 气候 的 特征 首先 是 具有 着 较 显 著 的 大 陆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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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大 陆 度 为 12e。67( 指 地 方 的 实际 年 振幅 与 全 部 过 往 圈 不 均 德 
度 振 幅 的 偏差 , 见 HH* 依 万 诗 夫 :大 陆 度 数值 的 决定 ,1953 年 )。 

四 季 分 明 ,春秋 短促 ,是 济南 气候 的 另 一 特征 。 按 照 一 般 通 、 
用 的 候 温 分 季 法 ( 即 以 每 候 的 平均 温度 为 标准 )， 凡 候 温 在 10C - 
或 小 于 10eC 的 为 冬季 ,在 22eC 或 大 于 22eC 的 为 夏季 , 介 于 二 者 之 - 
间 的 为 春季 和 秋季 , 游 南 的 四 季 起 记 日 期 如 下 : 

Re 4 / FavoFz 
| Diz AF 

Pa 
春 

| 

秋 

OF te 日 mi |i IE am) m@ 日 数 

3 月 27 日 5 月 15 日 50 

9 月 于 是 15 

| 9Aish =| AA | 55 

# “| ABR |. 3.8988. | ee 

其 它 生 产 部 门 , 必须 根据 具体 情况 , 改造 自然 ,以 调节 气 修 。 

Bi, Ke 

济南 的 雨量 虽然 不 够 充沛 ,但 是 区 内 泉水 众多 , 河 \` 湖 工 符 。 

地 下 水 和 地 表 水 都 很 丰 足 ,成 为 本 区 自 然 景 观 的 特色 之 一 o 渐 南 

if 

WLR, WBWSERK, BERL, BARR H 
主要 特征 是 冬季 塞 准 干燥, 春季 干旱 多 风 , 夏 季 高 温 多 雨 ， 秋 季 
天 高 气 爽 。 所 以 济南 的 气候 条 件 对 农作物 的 生长 是 比较 适宜 的 ， 
尤其 是 高 温 与 多 雨 相 千 合 ,同时 生长 期 较 长 ,而 这 些 都 是 农业 生 
产 的 有 利 条 件 ,但 也 有 其 不 利 的 方面 ; 郎 春 旱 多 凤 。 所 以 ,农业 和 “ 



向 有 “家 家 泉水 ?之 称 * 这 一 水 妇 特 点 给 济南 的 工业 农业 和 整个 ， 

”城市 的 进一步 发 展 ， 以 及 市 民 饮 用 ， 提 供 了 极为 有 利 的 条 件 。 

下 面 先 乓 述 济南 的 地 下 水 和 泉 。 

1。 地 下 水 和 录 

(1 泉 的 分 布 | 
洲 南 的 泉水 极为 著名 ， 史 书记 载 有 七 十 二 名 泉 。 在 许多 名 ， 

| RZ LO WRR BR, BRAT. WRK 
Ra AAEM EE) ERS A, 

Ms RARER. EK —-RHARDPAUARE: 一 为 以 
BRASS DORR RS, — HUBER ORR 
B,D RR, 5 Dh 
城西 缘 泉 乔 。 以 上 诸 泉 虽 大 小 悬 玖 ， 但 在 流出 形式 上 多 数 均 属 

上升 泉 。 上 升 泉 又 可 分 为 两 大 类 : 一 种 是 有 竖 眼 而 测 涌 喷 出 的 
京 , 购 突 泉 是 这 种 泉 的 代表 ;一 种 是 没有 明显 泉眼 而 分 散 冒 水 的 

。， 泉 以 珍珠 泉 、 金 矿泉 为 代表 。 另 外 在 城南 山上 人 徇 有 少数 季节 性 
| ”的 下 降 泉 ,夏秋 流水 , 冬 春 干 酒 。 

(2) Rib ABA RRA A 

| Lil Bete Bl ER id he AR as BO Re ET PA TA A 

ZAG TAPES A ANA IR T ME RS OR GE th YH Fe 

—s- 径流 后 ,由 于 重力 作用 和 岩层 向 北 倾斜 的 基本 构造 ,因此 地 下 水 

就 治 着 倾 任 忆 妇 向 北 徐 慢 流动 , 往 北 为 不 透水 的 火成岩 所 阻 , 造 

成 阳 水 碟 板 ,由 于 承 压 的 关系 ,地 下 水 便 穿 过 政 松 的 第 三 杞 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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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孔 “地 下 水 面 * 一 地 下 水 流向 
PR bg 第 三 第 四 各 

Saxe Pare “he eee TF ARE 

图 19 THRE KAR SA 

关于 济南 泉水 的 来 源 ， 过 去 认为 是 来 自 中 奥 陶 筷 石 灰 民 的 

PAYA ALL, PUAN ATR G EBD 9B OOK BR a BS 
浅 部 地 下 水 (1957 年 )。 可 是 根据 1958 年 济南 自来水 公司 在 城南 

五 大 牧场 打 井 记录 (图 20) MERIT APSHA aE - 

实 , 泉 水 系 来 自 下 奥 陶 可 石灰 岩 的 喀斯特 溶洞 和 裂隙 里 。 

济南 各 泉 总 的 涌水 量 和 多 为 4 公 方 / 秒 ， 根 据 史 书记 载 , 有 些 

泉水 的 涌水 量 似 有 沽 少 的 现象 , 其 减少 的 原因 , Hikb ew 
以 为 根据 。 可 能 系 喀斯特 深 洞 和 裂隙 随 着 地 壳 的 上 升 而 逐渐 向 

深 处 发 展 , 致 水 位 低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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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米 

涂 

| RERRAMCRERE | BARS AF 

AICS REM LBPE RE: | 洞 直径 20 厘 米 

eG 水 文 地 里 情况 | 38 

褐色 砂 质 亚 粘 士 石 实 质 
BAER Ee A 
亚 粘土 

眶 红色 粘土 夹 砾石 , 砂 草 | BAAR 
石 千 唱 ， 浴 洞 

| 直径 ?0 昔 米 

Se il & ti le 

Bi a A BE Ay Wb 

% A FF 42 BRS 

aL 8 FH RAE E, 
BRAK A PR 

红色 ， 黄 色 粘 士 夹 石 亦 
岩 大 石 块 (直径 1 一 2 米 ) 

有 具有 炮 石 晶体 ， | MEER | 中 生 代 侵入 

深 洞 特 多 

BREAABRA AKA | 从 24 米 深 处 向 下 
出 现 大 小 游 洞 数 

SU AAA Be “>, Ail 
为 西北 ， 高 1.4 

AL AL aL eH %, EB (808 
AK) FA AeA 

并 有 方解石 再 千 品 [LO wall cdg 

RARE IHE G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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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I, EOD ARS 
bee, ENOCH, ARABS AW a ese 
OKFLEMAEN, 另 就 来 自 更 南方 的 泰山 地 区 。 根 据 济南 稍 
水 总 的 涌 出 量 与 济南 地 区 的 年 降水 量 和 石灰 岩 渗透 率 的 相互 关 
柔 ， 游 南泉 水 的 补 葵 范围 决 不 能 只 限于 邻近 市 郊 的 50 盏 方 公里 
的 范围 ,估计 补 欠 面 积 大 致 应 在 500 平 方 公里 左右 。 从 泉 区 到 补 
Eww, 直线 距离 狗 在 30 到 50 公 里 之 闭 , 墨 虎 泉 水 来 自 

东南 郊 龙 洞 、 佛 肉 一 带 , 已 为 实测 烙 果 所 证 明 。 

(3) 地 下 水 的 物理 性 买 与 化 学 成 分 

三 究 地 下 水 的 物理 性 质 与 化 学 成 分 ， 对 于 评价 水 的 质量 和 
了 解 地 下 水 的 成 因 及 补给 条 件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地 下 水 的 物理 性 质 和 包括: 温度 、. 透 明度、 颜色 气味、 味道 、 晤 
活 物 质 的 数量 以 及 导电 率 和 放射 性 等 。 地 下 水 的 温度 决定 于 补 
答 地 区 的 气候 条 件 和 地 实情 况 。 游 南泉 水 大 都 来 自 较 深层 的 地 
下 水 ， 因 此 受 地 表 气 候 影 响 较 小 ， 水 温 变 化 辐 度 较 小 ， 常 年 在 

16?C 一 18?C( 冬 季 为 16?C 一 17"C, BH 17°C—18°C) 7, 7k 

Hh Tardy A AL BA EER, ENE ET ES 
CW, LERRSAABH AES, BROS RETR Olt 
i, FESR, BEAR I, MR DS eR 
珍珠 泉 最 为 著名 。 气 泡 成 分 系 C0:, 其 成 因 是 在 大 气 降 水 时 ,， & 
气 中 的 C0; 洲 于 水 中 ,继而 一 齐 渗 大 地 下 ,在 泉水 涌 出 处 ， 由 于 
温度 压力 等 条 件 的 改变 , 因而 气体 便 问 歇 性 地 和 逸 出 。 

地 下 水 的 化 学 性 质 决 定 于 其 中 所 含 矿物 盐 类 的 数量 ， 如 果 
超过 一 定 限 度 ,就 不 能 作为 饮用 水 和 工业 用 水 。 游 南 地 下 水 的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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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泉水 利用 的 现状 

目前 已 大 规模 利用 的 泉水 主要 有 购 突 泉 。 购 突 泉 供水 站 每 
日 供水 量 达 5 万 吨 , 其 中 工业 用 水 占 52 胸 ,其余 为 居民 用 水 。 由 于 

”五 大 牧场 将 原 有 水 并 扩大， 预计 每 日 供水 量 为 5 一 8 万 吨 。 西 

al  — ee ee OY 

郊 公社 和 北 园 公社 正在 利用 泉水 发 展 灌 泊 事业， 同时 还 要 保持 

小 清河 一 定 的 水 位 ,以 发 展 航运 事业 和 水 力 发 电 ,因此 在 社会 主 

义 建 设 中 济南 地 下 水 将 显示 它 更 大 的 作用 。 

2. i it 

CSM RRS , BAAR RAE, Ea BTR A) 

清河 两 个 水 系 。 其 中 以 小 三 河水 有 季 分 布 较 广 ， 占 有 本 区 的 大 部 

分 区 域 。 黄 河 位 于 小 清河 之 北 ,为 本 区 的 北 界 , 它 的 支流 玉 符 河 

由 南 来 汇 , 为 本 区 的 西 春 。 

本 区 河流 的 水 情 特点 与 本 区 的 水 女 地 质地 形 及 气候 条 件 

有 密切 关系 。 有 很 多 河流 以 地 下 水 为 补给 来 源 , 故 在 冬季 也 能 保 

持 一 定 的 水 量 ， 但 有 的 则 冬 枯 夏 涨 ， 季 节 性 变化 很 大 。 由 于 地 

形 平和 组 关 系 ， 主 要 河道 的 河床 坡度 很 小 ,水 流 平 组 ,并 有 汰 高 现 

象 。 

(1) 小 清河 

FA 水 源 与 支流 : 

济南 诸 泉 是 小 铺 河 的 主要 水 源 ， 城 东南 的 黑 磺 泉 及 城西 南 

的 购 突 泉 ， 分 别 通 过 东西 护城河 ,在 大 明湖 以 北 汇合 成 西 谈 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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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流 丰 小 清河 。 城 内 的 王府 池 、 珍 珠 泉 都 通过 大 明湖 注入 西 党 
河 也 转 入 小 铺 河 。 另 外 西 郊 腊 山 下 族 泉 汇 成 的 腊 由 河 ; ve 
下 蓄 泉 汇 成 的 哦 电 河 ,也 都 流 大 小 清河 。 因 此 小 清河 实 为 族 泉 之 
汇集 处 。 

此 外 ， 西 郊 的 玉 符 河 ， 自 南 向 北 流 至 睦 里 庄 附近 ， 有 一 分 
支 轰 睦 里 庄 水 天 而 大小 清河 。 疏 水 量 不 多 ， 是 小 请 河 的 欢 要 源 
流 。 

双 西 郊 西 北角 黄河 大 坦 南 岸 , 由 于 黄河 水 的 外 渗 , 旭 内 洼地 

积 水 成 地 ， 这 种 现象 尤其 在 黄河 汛期 较为 显著 。 为 排除 积 水 起 
见 ,已 开 据 了 东 \ 西 、 北 三 条 太平 河 。 西 太平 河 在 吴 家 铺 西端 太 
小 靖 河 ; 东 太 平河 在 马 家 庄 人 小 清河 ; 北 太 在 河 在 金牛 山 附 近 入 
小 清河 。 这 些 都 可 襄 是 小 清河 的 支流 。 

最 后 还 有 从 南部 石灰 岩 丘 陵 地 ， 流 入 小 清河 的 许多 临时 性 
的 河流 ,雨季 有 水 时 流 和 小 清河 ,但 平常 则 成 于 沟 。 

乙 、 河 道 概 壕 : 

根据 史书 如 载 ,小 清河 是 十 四 世 各 中 时 ,为 了 沟通 汗 地 讲 泪 
而 开 羡 的 排水 孔道 , 借 旧 汐 河 口 入 海 ， 全 长 狗 220 公 里 。 后 色 明 、 
清 两 代劳 动人 民 多 次 政 滩 , 始 成 现在 的 河道 。 

小 铺 河 在 济南 一 段 河道 移 作 东西 走向 ， 河 床 坡 度 很 组， 下 
均 比 降 为 五 千 分 之 一 ,水 流 平 绥 。 河 谷 宽度 , BE 
之 问 为 5 一 7 米 ,在 位 里 庄 与 跨 家 铺 之 间 为 了 一 15 米 , BRR 
以 下 黄 吝 板 桥 达 27 一 30 米 。 

目前 为 了 解决 工业 用 水 和 农业 灌 浙 用 水 ， 借 在 小 清河 的 南 
岸 和 北岸 控 了 一些 人 工 渠 道 , 例 如 工商 河 等 。 

两 、 水 文 要 素 : 

b 4 



小 太 河 水 妇 要 素 的 变化 具有 一 定 的 季节 性 。 在 洲 南 一 段 ， 

历年 平均 流量 为 4.99 公 方 / 秒 ,每 年 7、8、9 三 月 流量 最 大 ， 8 

”月 平均 疲 量 达 8。97 公 方 / 秒 ， 为 全 年 各 月 之 冠 ， 最 大 流量 全 达 

44,144 /#, HER -19534E8 F228 29 月 以 后 ,逐渐 同 落 , 平 

SATE IAG A 最 小 ， 为 8359 公 方 / 秒 ,最 小 流量 仅 为 1.39 公 方 / 秒 ， 

出 现 于 1955 年 12 月 8 日 。 

小 哺 河 流速 的 变化 与 流量 的 变化 大 致 相同 ， 历 年 平均 流速 

为 0.311 米 / 秒 ， 最 大 六 速 亦 出 现 于 7 、5、9 月 ， 最 小 流速 出 现 

于 4\、5、6 月 。8 月 平均 流速 最 大 为 0.384 米 / 秒 , 5 月 平均 流速 

最 小 为 0.275 米 / 秒 ,最 大 流速 出 现 于 1953 年 8 月 为 0.726 米 / 秒 ， 

最 小 流速 出 现 于 1955 年 6 月 为 0。111 米 / 秘 。 

上 壕 流 量 . 访 速 的 变化 特征 ， 同 样 也 表现 在 水 位 的 涨 落 上 ， 

小 清河 两 年 平均 水 位 为 23。18 米 ， 最 离 水 位 出 现 于 洪水 期 (7 、 

8 、9 月 ) ,最 低 水 位 绸 现 于 枯水期 (4、5 、6 月 )o 其 中 9 月 平均 

水 位 最 高 , 达 23。51 米 ，5 月 平均 水 位 最 低 , 为 23。02 米 ,最 高 水 位 

贫 达 25。25 米 ， 出 现 于 1950 年 8 月 17 日 ,最 低 水 位 仅 为 22。63 米 ， 

出 现 于 1955 年 4 月 。 

从 以 上 辩 料 可 以 看 出 ,流量 六 速 及 水 位 的 变化 是 随 着 季节 

变化 而 不 同 。 一 般 地 革 ， 洪 水 期 (7、8、9 月 ) 出 现 高 水 位 和 较 

大 的 流速 、 访 量 , 枯 水 期 (4、5 、6 月 ) 出 现 低 水 位 和 较 小 的 流速 “ 

和 疲 量 。 但 小 靖 河 水 文 要 素 的 变化 从 当地 气候 条 件 来 看 ， 变 化 

， 是 比 静 小 的 ,这 也 训 明 了 它 傅 靠 水 的 供给 , 而 具有 比较 稳定 的 

TK CELE. 

ATAeW RA Wha Bethe heh, BBY 

舍 沙 量 仅 为 0。118 公 斤 / 公 方 。 TAPBAW EEK, 40.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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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斤 / 公 方 ，12 月 最 小 ， 为 0.059 公 斤 / 公 方 。 最 大 含 沙 量 货 达 4.09 
公斤 / 公 方 ,出 现 于 1953 年 ?月 9 日 ;最 小 含 沙 量 为 0.014 公 斤 / 公 

方 , 出 现 于 1955 年 工 月 17 日 。 

24 
个 

(FBS 
面 以 上 

22 KR) 
158. 3. 48 7,8) 68) 0s Or 

小 量 ，…… 水 位 如 录 年 代 : 1950 一 1955 年 
图 21 小 清河 黄 台 板 桥 历 年 逐 月 平均 流量 水 位 曲线 图 

0。40 0.20 

0.35 0.15 

0.30 ~---10.10 

0.25 0.05 Tf 
t 公斤 

米 / 秒 0.20， 0.00 | 
人 AA 

nies eR = eR ”如 录 年 代 : 1950 一 1955 年 (流速 ) 
1953 一 1955 年 ( 含 沙 量 ) 

图 22 小 清河 黄 台 板 桥 历 年 逐 月 平均 流速 与 含 沙 量 曲线 图 

小 清河 河水 的 温度 也 表现 -一定 的 季节 变化 ， 小 清河 年 平均 

7KIB2H16.7°C, 7 AAW KBR, 26.6°C, 1 月 最 低 , 学 
73°C o HERE KIB B3438°C, 出 现 于 1952 年 6 月 26 日 ;最低 水 温 为 
2.75C ,出 现 于 1955 年 1 月 16 日 。 

小 清河 的 水 质 随 各 段 而 有 所 不 同 ， 在 睦 里 庄 到 金牛 山 一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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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kis, 无味， 时 土 黄色 (这 是 因为 黄河 水 通过 虹吸 管 人 小 

清河 之 故 ), 微 带 奏 性 。 在 游 南 市 区 一 段 ,河水 多 钙 污 染 , 水 中 含 

有 很 多 的 有 机 质 , 和 较 多 的 氯 化 物 及 亚 确 酸 盐 , 因 此 河水 不 宜 催 

用 ;这 是 由 于 各 工厂 所 排出 的 污水 有 所 不 同 ,因而 各 段 河水 之 水 

质 也 不 同 。 例 如 在 成 丰 桥 处 河水 有 坏 香 恒 的 气味 ， 五 柳 关 附近 

TAKA RUE To 

小 清河 济南 段 水 质 的 分 析 
国 
fis 
- 

无 
ae | 

rrrrrr ro | | | SL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_—_—_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SS ee e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OO Fe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e 

a | ns | | | 

—————— | | en ee 

a eS 

55 DUKA AMA AOA RI, EDTA 
MERA. UEP, ORS It, EER, 
FEA BA WADI At AAS i EAS TTR) IAT, LTAT Hy + 
BE Wy 7 a Fa HE we, Ya GB TK TREE, kK Ra 
A WES 4B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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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 的 水 源 , 都 来 自 泉 池 。 东 南 护城河 的 永源 ,主要 是 黑 

BR ERKEAER IK BER SR EBSR IP week 

REBAR HKREMER SRS ACP ee 
| RAVER EMME RRA RARS ， 

护城河 水 本 为 无 臭 . 无 味 , 靖 彻 透明 的 ,但 因 流 动 在 居民 区 ， 

河水 受到 污染 ,不 宜人 饮用 。 

(2) 黄 wW 

甲 、 黄 河 济 南 段 的 河道 概况 : 

黄河 自 玉 符 河 口 的 北 店 子 人 游 南 地 区 , 沿 市 郊 北面 ,转向 东 

南 行 ,经 洛 口水 文 站 ， 穿 津浦 路 铁 桥 到 盖 家 沟 附 近 , 几 乎 成 直角 

式 的 折 转 ,而 往 北 到 齐 家 庄 又 向 东北 流 去 , 狐 仿 家 庄 , 而 出 市 郊 。 

在 本 区 内 的 这 一 段 的 长 度 狗 为 30 余 公里 ,河床 自 西 而 东 ,高 度 源 

fio TX BETA le BS ,河滩 偏 北 ,河谷 宽度 和 绝 500 一 2,000 米 。 

Gy RUT PERO TK ACER: 

BHAKLERMSh, RAR RMA HIE. se 

ES ERISREAL 6IAG/P, BF6.7 A tee, 

8 月 平均 流量 最 大 ,为 3,641 公 方 / 秒 ,10 月 以 后 渐渐 则 落 ,冬季 

流量 最 小 。 1 月 平均 流量 仅 为 606 公 方 / 秒 ，3、4 月 间 稍 有 升 
高 ,至 :5 ARAB). BERR BELISIS 1 A120 为 

65H /M. M89 月 份 最 大 流量 ， 可 达 7,000 公 方 了 秒 以 上 

(例如 1937 年 )。 至 于 特大 洪 崇 基 至 超过 10,000 公 方 / 秒 ， 例 如 
1958 年 7 月 24 日 , 洛 口 流 量 达 到 11,900 公 方 / 秒 ,成 为 近 百 年 来 

RA WTA 

黄河 年 平均 流速 为 1.63 米 / 秒 。 其 中 以 8 月 平均 流速 最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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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5 米 一 秒 ，12 月 平均 流速 最 小 ， 为 0。78 米 一 秒 。 最 大 流速 

佛 达 3。06 米 一 秒 ， 出 现在 1936 年 9 月 10 日 ， 最 小 流速 仅 为 0.21 

米 秒 ,1936 年 工 月 17 日 和 1954 年 12 月 31 日 都 贷 出 现 过 。 

由 流量 和 流速 的 变化 ,可 知 黄河 水 位 变化 的 一 般 情 况 ,黄河 

年 平均 水 位 为 28。02 米 (从 青岛 基 面 起 算 )o 每 年 夏秋 之 际 ， 黄 河 

”流域 正当 雨季 ,径流 汇集 ,水 位 汕 境 。8 月 平均 水 位 最 高 为 29。41 

米 ,1958 年 7 月 出 现 特大 浴 周 时 , 洛 口 水 位 达 32。09 米 , 即 较 年 平 

均 水 位 高 出 4 A ote 但 是 到 冬季 ) 水 位 双 和 急剧 低落 Aa 月 平均 

水 位 最 低 ,为 27。86 米 ， 最 低 水 位 借 达 到 25。80 米 ,出 现在 1951 年 

1 月 12 日 。 

28 (BIE 
“BLE 

27 米 数 ) 

训 录 年 代 : 1934 一 1937 年 

一 一 流量 ctTA 1949 一 1955 年 

-图 23 Rae ksh FS A Peek i eA 

AMINA BAR Ze, wee By ee , 

这 些 物 质 主 要 来 自 中 、 上 游 的 黄土 高 原 。 黄 河 年 平均 含 沙 量 为 

22.。44 公 斤 / 公 方 ,其 中 以 8 APHSWERK, 436.2048) / 

AF ,19534F 8 月 80 日 甚至 达到 165。29 公 斤 / 公 方 ; 1 月 平均 含 

沙 量 最 小 ,为 4.54 公 斤 / 公 方 , 历 年 最 小 值 为 0。156 公 斤 / 公 方 ， 

出 现在 1955 年 1 月 1 日 。 



WS it pie 3 pease ard i Sa 
if: o'd | . 3 

sete ee, ~oooe== te 

t AT _- 米 / 秒 0 A eae: £82.38 84 5 6 8 FAO a 
are 流速 ”一 一 合 沙 量 FRE: 1934—19374F 1949-1955 

图 24， 黄 河 洛 昌 水文 站 历年 逐 月 平均 流速 和 含 沙 量 曲线 图 

黄河 水 光 的 季节 变化 也 很 显著 。 在 洛 口 ， 年 平均 水 温 为 

14,32°C, 7 月 最 高 ,为 27。33?C; 1 ARIE, H0.5°C, GRRE K 

26.83?"C。 最 高 水 温 出 现在 1955 年 7 A, IKB2,4°C, SETI 

出 现在 1953 年 1 月 , 低 至 1.9"C。 黄 河 冰 期 一 般 自 12 月 未 至 来 年 

1 月 未 ,大 和 致 为 25 日 左右 。 

黄河 汛期 计 有 : 桃 汛 、 伏 讯 、 秋 汛 及 凑 讯 。 桃 汛期 在 二 月 上 

As PA), RIAA AKIRA APE ETL 8.9 、10 四 个 月 ， 凑 

汛 一 般 在 1 月 底 、2 月 初 。 枯 水 期 一 般 在 12 月 、 虐 月 及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旬 。 在 上 述 各 讯 期中， 以 伏 讯 和 秋 讯 对 于 济南 的 影响 

最 大 ,因为 伏 、 秋 二 汛 连续 出 现 ， 又 是 黄河 一 年 中 最 大 洪 崇 过 卉 
的 时 期 。 因 此 ,在 伏 、 秋 讯 期 间 , 应 特别 加 强 防汛 工作 。 

A Ee: | 

ATRILRWMHEK, BARA RERWA SBA SR 

大 的 河 堤 。 济 南 -一 段 的 南岸 分 内 外 两 堤 ,内 堤 为 临 黄 堤 , 序 是 黄 

河 的 第 一 防线 ; 外 堤 在 临 黄 坦 之 南 , 随 临 黄 坦 的 曲折 而 曲折 ， 是 

为 第 二 防线 。 本 段 堤 坡 是 1 : 3 , 坦 面 宽 狗 了 7 米 ,一 般 都 很 平整 ， 

汽车 可 自由 地 在 坦 上 通行 。 本 段 河 堤 有 些 地 方 有 时 发 现 渗 水 现 

Ri, 虽 不 十 分 严重 , 但 也 应 引起 注意 ,采取 防 渗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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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3) 玉 符 河 

扩 符 河 为 黄河 的 支流 ,人 至 长 网 70 公 里 ， 流 域 面 积 钩 达 687 在 
方 公里 ,流域 内 的 地 势 大 致 是 南 高 北 低 , 其 上 游 出 于 历 城 县 西南 
部 的 石灰 岩 丘 陵 地 内 , 仅 其 下 游 在 济南 西 郊 烃 过 ,在 陵 里 庄 南边 
烃 和 人 工 水 病 有 -小 部 分 水 可 流 丰 小 请 河 , 息 大 部 分 水 网 氏 北 流 ， 
到 北 店 子 注入 黄河 。 

在 本 区 内 的 玉 符 河 , 近 代 河 成 阶地 发 育 较 好 , aS, RE 

曲 现象 亦 证 明显 。 

根据 1957 年 宅 科 水 妇 站 的 观 潮 记录 来 看 , 玉 符 河 的 水 位 \ 流 

速 \ 流 量 的 变化 都 比较 大 ,全 年 各 月 平均 水 位 为 1.79 米 ， 全 年 的 “ 

月 至 均 水 位 差 为 60 厘 米 , 最 高 和 最 低 水 位 差 竟 达 2。57 米 ,最 高 水 

位 最 大 流量 和 最 大 流速 的 出 现时 期 多 在 7、8、!9 三 个 月 ， 其 变 

化 原因 主要 是 流域 彤 的 降水 多 集中 在 7 LS LISP AK. Ke 

低 水 位 .流量 和 流速 ,多 出 现在 5 月 ， 其 余 各 月 的 变化 比较 微小 

(BAR )。 
玉 符 河 的 含 沙 量 及 输 沙 率 的 变化 也 较 大 ， 最 大 含 沙 量 为 

4。14 公 斤 / 公 方 (1957 年 8 月 ) , 略 沙 率 为 10.2 公 斤 / 秒 。 该 河 的 水 

” 面 袖 度 变化 也 很 大 ,一 般 都 在 20 米 左右 ， 最 大 时 葛 达 89 米 (1957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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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 TA 

PSF A TR AB WR, 黄河 河道 又 多 次 改变 ; 

因而 使 这 里 形成 了 兰 多 低洼 地 区 ， 积 水 成 为 湖泊 。 兹 将 主要 湖 

ARMA : 

(1) 大 明湖 

大 明湖 位 于 旧 城 北部 的 低洼 地 带 ， 由 泉水 和 附近 地 表 径 流 
注 积 成 湖 。 湖 水 面积 为 679 调 , 狗 0。45 平 方 公里 。 湖 水 深度 平均 
狗 1 米 左 右 。 湖 面 是 东西 长 ， 南 北 窜 。 北 隔 护城河 与 胶 济 铁 路 
相 邻 , 南 隔 南湖 与 珍珠 泉 相 依 。 当 初 湖面 可 能 很 广 , 2 
地 边 入 ,以 后 由 于 各 种 沉积 物 的 淤积 和 泉水 的 减少 ， 湖 水 下 降 ， 
WAAR. HAE TORE, TA JED, A 
Ao 76 BS ACE AB I FS, PSE ER, MRR de, zk 
带 状 分 布 , 称 古 大 明湖 。 今 大 明湖 所 在 地 称 历 下 坡 , 东湖 和 南湖 
都 是 历 下 坡 的 一 部 分 。 在 以 后 的 年 代 里 ， 湖 面 越 来 越 小 。 宋 时 
古 大 明湖 改 为 四 望 湖 ， 厉 下 坡 改 为 西湖 ， 并 有 和 白花 堤 将 西湖 分 
开 ,以 后 东部 序 演 变 成 今日 之 东湖 ,不 过 当时 的 水 面 移 较 今日 的 
RUA HEA. BIS THT, ACCRA, BR 
Pir Hh, SRK WA A A, 此 时 西湖 改 为 大 明湖 ， 其 南部 形成 
SA ZETA ES, RSVR ACRE, WE 

Hi) KER KR, BE RTSA ZAM. ERR IR 

PRG, ee AAW, LPR Gk Ah. MBE, AR BCT 

REE TH AY Fl BEST a BEST, SCTE AK BIE, FORA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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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亭 和 湖 边 的 庙 笨 ,加 以 改造 翻修 ,在 湖西 及 湖北 边 的 旧 城 墙根 

上 ,植树 造 亭 , 点 级 风景 , 现 已 成 了 大 明湖 公园 。 总 之 ,大 明湖 的 

面貌 , 现 已 焕然 一 新 。 

大 明湖 水 源 主要 求 自 洲 南 市 区 的 四 个 泉 矣 。 这 四 个 泉 短 大 

RA HH KES RRR ARP RI, AK 
湖 后 转 信 大 明湖 。 中 路 是 珍珠 泉 、 革 车 泉 、 王 府 池 等 汇 成 小 水 ， 
MATA HKEWRARREW TERE RMA 
BW AAS, SRAMIEKEW 40.585 /, Wabi 
TCU EWI AY HH 0 195848 FEL A CES AR EE 
直接 与 北 护城河 相通 ,再 流入 小 清河 ,成 为 小 清河 的 水 源 ， 港 水 
量 狗 0.4 公 方 / 秘 。 

大 明湖 为 淡水 湖 , 由 于 水 生生 物 大 量 繁殖 , 死亡 的 生物 遗体 

堆积 在 缺 氧 的 湖底 ,使 湖 中 含有 大 量 的 腐植 夺 和 污 泥 , 因而 湖水 
呈 黄 称 色 , 透 明度 很 差 。 谢 水 的 补 输 主要 来 自 泉 水 ,所 以 水 温 变 

化 较 气 温 为 小 , 夏季 水 温 较 气温 为 低 ,冬季 则 反之 。 同 时 湖 的 南 
北 两 部 水 温 也 有 差别 , 由 于 泉水 由 南 向 北 流 , 故 冬季 南部 水 温 高 
于 北部 ,夏季 北部 水 温 高 于 南部 。 

(2) 其 他 湖泊 

金牛 湖 : 双 名 夭 凶 ， 位 于 金牛 山 之 西北 , 湖 成 带 状 。 湖 分 南 
北 两 部 ,小 清河 继 贯 其 中 。 湖 内 除 部 分 生长 蔓草 外 ,大 部 分 种 村 
TKS FRB, WIKIS A KEE. | 

Se IEW : RAE A, AME RS 20, WHI 
为 小 清河 之 故道 。 湖 水 较 清 ,现在 部 水 从 湖 的 东北 流 大 小 清河 。 
湖 最 深 处 攀 1。5 米 , 湖 的 周围 为 广大 的 平原 , 士 地 肥沃 , 称 为 湖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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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L Sy SRY HE BS OW, SRA AOAC, SRD RASS, 

7 hh AUR BS, EF 

大 “土壤 和 植被 

ERA ARPES BS HU UR. KSA RR, 

WY ELAR HO, CBE T GPR Be RATA 

然 环境 特征 。 | 

本 区 南部 是 石灰 岩 丘 陵 ,北部 是 黄河 冲积 平原 , RR EA 
布 着 一 些 火成岩 残 乒 。 公 区 总 的 地 势 是 南 高 而 北 低 ， 地 面 稍 向 
西北 借 , 地 表 径 流 与 地 下 水 豚 概 由 南 向 北 流动 ,搬运 着 砂砾 泥 
ho BURSA, BBA FRAME 气 Ro 
雨水 中 等 ,温度 变化 剧烈 ,有 助 于 岩石 的 风化 、 有 机 物 的 分 解 和 
植物 的 生长 。 在 水 女方 面 更 有 其 特征 ,泉水 与 地 下 水 莫 为 丰富 ， 
水 搓 优 和 良 , 适 于 灌 新 人 饮用。 总 之 , 浙 南 地 区 的 士 于 和 植被 就 是 在 
这 些 环 境 因素 的 粽 合影 响 下 发 育 与 形成 起 来 的 。 

1。 土 壤 类 型 及 其 分 布 

AEP REYA RAT PH HRA RRM MER, 将 其 

分 为 两 大 类 : BNW Ho AE, EA RST, 

PARDO Use, ERR BEL, RRAKRZY 

“Sh”, BRABEAKS LRKARRMARYL, AKA 

ARE. HFREFRRK, KAM EKRE 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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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褐 向 下 到 红色 或 栗色 。 其 结构 上 部 为 粒状 ;下 部 为 柱状 ,质地 

合 向 下 惑 粘 ,剖面 坚固 不 易 崩 落 , 因 此 称 为 “ 始 士 "。 

AMARA AL, REBAR BL”. MEER 

M, 属 黄河 近期 冲积 物 , 受 地 下 水 影响 很 大 , 自然 植被 稀少 , 有 机 

Ske, +Me Rah RRS) WSEAS 

夹 互 交 层 ， 故 其 颜色 、 糙 构 和 沉积 物质 的 交错 层 之 间 具 有 一 - 定 
的 因果 关系 。 北 部 因 地 势 低洼 ,地 下 水 位 高 ,形成 带 状 分 布 的 盐 

ft. 

(1) (dt Be (Bet ) 

A PRR, RE, Hi 
BAUR, LEO, RERHALR MER ORO, 
DOLHAREEK. EL OKEA AR, ACHR, Bt LA 
(LCA MR. PHI TOE, SER Mo TER, 
故土 层 厚薄 不 等 , 自 高 处 向 下 分 为 : 

FA Ue ata 45 RSS : 

LL ES 3 PRE SATE Oh, HP BAEK 
的 冲刷 作用 , tRRBRE, +, LEAR FE 

ESL :一般 分 布 在 山腰 的 阴 坡 , 系 由 石灰 岩 刚 分 化 而 成 的 
+. LEE REXKAG, AFERREE. Bass, Ak 
性 反应 强 , 透水 性 良好 , 因而 水 土 流失 严重 , 因 耕 作 不 便 , 施肥 较 
少 ,作物 产量 较 低 。 
三 

分 布 雳 星 ,一 般 位 于 红色 十 之 上 ,排水 良好 ,表土 星 栗色 , 粉 
粒状 , 因 砂 性 松散 而 得 名 ,表土 厚 , 耕 作 层 14 厘 米 ;第 二 、 三 层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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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K, BBE, RK; IBKATABHWE, Bee, RR AK 

性 反应 强 ，PH 值 为 7 Ze. Babee, Ta7kdsit, fb DR 

Bo 

A, aft: 

AMGLATSBEURMOR EH RAMAAS, BOOMER 

色 土 、 红 自 色 土 等 山地 土 的 深 处 偶 有 出 现 。 主 层 较 厚 , 系 第 三 各 

沉积 的 和 红土。 表层 为 耕作 层 ( 0—20B XK), BALE; FHREB 

(20—50/Bk) ALE RIEL, L FRR RADI HEM 

下 粘性 加 大 , 均 为 块 状 , 紧密 坚实 , AMBEKRKEA RR, 抗旱 性 

REIS. PHAT 左右 。 这 种 土壤 肥力 低 , 又 无 灌 浙 条 件 ， 

再 加 上 不 耐 旱 洲 , 故 作物 产量 不 高 。 

全 

和 红 自 二 合 立 土 :分 布 在 四 里 山 以 北 张 家 庄 、 石 青 央 、 兴 隆 村 

一 带 。 总 之 ;多 在 山 问 或 山坡 的 平地 上 , Re. BABA 

AE ty. HARP RAE, Bot, AREER 

应 ,PH 在 7.2 以 上 。 

黄 竹 立 土 :主要 分 布 在 王家 庄 东 南西 三 面 ， 白 马 山 以 西 ， 

十 里 河 以 北 ， 胶 洲 路 以 南 的 岗地 地 区 。 土 层 一 般 深 厚 。 耕 作 层 

厚 和 鑫 15 厘米, 土质 忠 松 , 红 黄 色 ; 向 下 就 是 复 底 层 , 土 质 稍 粘 ， 且 

ORES 1 一 1.5 米 处 普通 出 现 红 油 准 , Rhee LEK. BRA 

石灰 性 反应 ,PH 在 7 一 7。8 左 右 。 

PALL Oe :分 布 在 王 官 庄 西 部 ,七 实 村 北部 , 朱 家 庄 西北 ， 

此 外 还 有 七 里 河 , 牛 旺 庄 等 地 。 位 于 山坡 下 较 平 坦 的 地 区 。 土 层 

深厚 ,表土 为 于 土 , 粒 状 较 松 , 浅 栗色 或 栗色 , 向 下 逐渐 变 粘 ， 显 

rae, 再 下 为 瞄 栗 色 , 坦 有 明显 的 白色 条 和 纹 及 白 膜 出 现 。 呈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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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性 反应 ,PH 值 在 6。.5 一 7。5 之 问 。 

BAA: 分 布 在 千 佛 山 以 北 及 游 坡 村 西南 。 表 土 褐 

黄 ， 向 下 稍 浅 。 一 般 发 育 在 徐 坡 上 ， 但 冲积 较 重 ,表层 AUVs, 向 

下 仍 较 粗 玻 。 由 于 地 下 水 位 深 , HEA Ee, +, PAT HR 

粮食 产量 不 高 。 此 外 , 西 郊 西南 部 有 黄 自 十 ,位 于 山地 与 平原 相 

EN, BR, AMEE, 

JX, Wa Ae: 

UBL VR CAE EL BRE 
WW tril, AMS, Ht RRESWA—, AH B20—-30B Xk, 

有 的 厚 yee 米 ， PRE ARK BAKKE. Wy ARE ERA 

Bik ARR, BIR » IEDR © 

立 黄 土 5} AE LB HE EB], AL EAB Ao APE 

AHA Rl, RAAB, Wee et 

深厚 ,下 部 均 有 和 红色 层 次 。 质 地 与 山 根 土 相同 ,但 肥力 胜 于 出 根 

Eo 

(2) 平原 土壤 ( 横 土 ) 

‘CAL ERE, EL LEB AM LDH 
fe BE te A BR “BEL”, DS“ BL A, ARR ARK 
+R +2: PRE, REE, HORSE 
>, “EK, ESET RE. (ADEE EEA, bE BE 
质地 也 很 不 一 样 。 在 小 清河 以 北 ,主要 来 自 黄河 \ 小 清河 的 大 片 
EMI, DD RBs, We EVE RAL 
均 有 , 常 有 夹层 或 互 层 现象 ， 分 布 较 广 。 其 中 河谷 土 年 龄 较 轻 ， 
AMKEAR, LAW, REESE, SOARES, 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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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e 了 
oa . 2 

植 质 汗 染 很 差 ,十 色 时 黄色 、 黄 白色 。 在 小 清河 两 崖 有 黑色 土 ， 

再 向 南 为 黄色 士 。 同时 ,由 于 人 工 的 改良 ,在 本 地 区 内 还 有 水 稳 

\ 

FRA VM, FH Fk AS HL MERE DIR AE, 
造成 了 大 面积 的 土壤 赴 渍 化 现象 ,又 可 分 为 : 黑 礁 土 、 黄 奏 土 \ 白 
e+ whe BEL, 

现 将 各 种 平原 土壤 自 北 向 南 分 述 如 下 : 
PL mat: , 

EE AER MILKED, REESE EMO, B 
RS WHE, BAR BSH RM, AULA RT BRK FER 

ARG, AR 
乙 、 白 塘 土 : 

分 布 在 黄河 及 小 清河 沿岸 一 带 ,面积 广大 ,和 柔 由 冲积 物 发 育 
而 成 ,表层 为 砂 壤 , 下 部 为 砂 \ 壤 .粘土 互 层 , 糙 构 呈 碎 粒状 ,颜色 
黄 、 红 相间 , 随 夹层 而 时 。 奏 性 不 显 ,利用 较 好 ,灌溉 条 件 也 较 优 
越 , 可 一 年 二 作 或 二 年 三 作 , 多 种 植 小 麦 、 甘 矿 等 。 

在 韵 家 人 铺 以 南 ， 分 布 有 和 白 砂 士 ， 土 粒 较 上述 之 和 白 塘 土 粒 为 
大 ,利用 情况 则 相同 。 

AY Wet: 

WAL PLGA MRL RR, BERT SA 
种 。 

黄 注 土 分 布 在 黄 台 至 北 园 东 北部 ， 它 是 小 清河 旧 道 及 黄河 
泛滥 湾 积 的 产物 。 上 层 为 壤土 ,耕作 层 以 下 , 砂 与 胶泥 常 相间 存 
在 ,有 保水 保 肥 作用 。 本 区 地 下 水 面 较 高 ,最 高 仅 七 厘米 ， 加 之 
现在 双 用 虹吸 管 引 黄 水 灌溉 ,土壤 表层 积累 盐分 ,现在 种 植 大 田 
作物 ,如 玉米 .大豆 . 甘 蓝 , 以 及 水 稻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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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RE HE HOE CLES RRL 
黄 胶 泥 分 布 在 小 清河 以 南 , 东 至 黄 台 板 桥 , 西 抵 股 家 庄 ， 南 

达 水 市 。 本 区 地 势 低洼 平坦 ,地 下 水 面 离 地 在 75 厘 米 左右 ,胶泥 
粘 重 紧 硬 , 现 已 改 种 水 稻 。 

黑 泥 板子 分 布 在 青年 河和 共 青 河 之 问 , 北 至 小 清河 , 南 抵 北 
园 公 路 ,性 质 与 黄 胶 泥 相 似 , 狼 多 年 耕作 施肥 , 土 咏 呈 灰 黑色 , 质 
地 也 较为 朴 松 ,本 区 北部 多 种 水 稻 , 南 部 多 种 坦 夭 。 

oe Ret | 

BEL AMER, MAME, PR, Be Pk 
1 一 3 米 , 表 层 瞄 褐色 ,厚度 为 20 一 30 厘 米 , 粒 状 纤 构 , 盾 地 较 粘 

重 ; 其 下 为 黑色 胶泥 ,质地 粘 紧 ,保水 .透水 性 较 差 ,不 而 旱 洲 , 因 
此 刁 众 称 之 谓 “ 干 时 一 把 刀 , 温 时 一 团 糟 "。 耕 作 不 便 , 作 物 根 系 
伸展 困难 ,但 养分 较 多 , 自然 肥力 较 高 。 
此 外 , 还 有 部 分 黑色 土 表 层 砂 性 较 大 ,叫做 黑 砂 士 ， 一 般 种 

植 小 麦 、 玉 米 等 。 
Eee: 

分 布 在 小 清河 黑色 土 区 以 南 , BREA ,南部 
则 与 山地 土壤 相 接 ,成 士 年 龄 较 长 ， 受 黄河 近期 泛滥 影响 较 小 ， 
士 层 深厚 ,有 的 地 方 甚至 深 达 6 OK, + OBES, DLE, 5H 
体 变 化 不 大 ,下 层 稍 密 实 。 

在 二 合 士 中 ,主要 为 黄色 土 ,在 小 清河 黑色 土 带 以 南 ， 至 胶 
济 铁 路 附近 ,由 东 郊 向 西 郊 大 金 庄 . 仁 里 庄 延 伸 , 土 质 巩 松 , 土 层 
深厚 , 上 层 为 黄 灰色 琅 土 ,粒状 、 碎 粒状 结构 ,20 厘 米 以 下 为 黄色 
于 土 , 块 状 糊 构 , 较 上 层 稍 密 实 *100 厘 米 以 下 为 砂 摘 于 土 或 粘 到 

七。 耕作 良好 ,目前 多 种 植 小 麦 ,玉米 ,谷子 , 甘 媳 , 蔬 荣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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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R B+, DAME ARE BRED, E 
SHEA GOMER IL. LH SRELMOL LEBER, 
RABBRME JER, ERS ABER. 

cl. thet: 
盐 溃 土 , 因 处 地 势 低洼 ,地 下 水 位 高 ， ,蒸发 强烈 。 可 小 性 盐 交 

积聚 才 层 , 王 众 称 为 奏 土 ,其 成 分 主要 含 Nacl NaySo4o 在 东区 分 
布 面积 志 广 ,其 中 以 白 塘 土 因 毛 管 作 用 强烈 ,地 下 水 位 又 高 ， 故 
呈现 强 盐 冲 化 现象 , 不利 作物 生长 。 黄 色 土地 区 盐 化 较 轻 ， 利 用 
情况 较 好 。 根 据 各 土 类 的 盐 化 现象 ， Fn Bmt. ARE 
和 硬 礁 土 。 

黑 雁 土 分布 在 南北 侍 看 庄 西 郊 , 孟 家 庄 以 西 , 因 表面 呈 灰 黑 
色 而 得 名 ;PH 值 在 8 左右 ,部 分 地 区 有 出 盐 出 卤 现 象 , 故 属 盐 士 ， 

黑 礁 土地 区 ,地 形 平坦 微 洼 ,地 下 水 位 在 工 米 以 内 ， 有 的 地 
方 仅 为 20 厘 米 s 士 质 似 黄色 士 ， 表 层 厚 20 一 80 厘米 , 色 灰 黑 ， 政 
松 , 地 面 常 显 “ 白 霜 ; 以 下 色 较 流 , 稍 粘 ,厚度 在 高 处 构 为 1 米 , 在 
低 处 移 为 50 一 60 厘 米 , 块 状 坚实 ,植物 根系 较 少 

黑 奏 土 地 区 一 般 种 植 小 麦 ,在 雁 分 不 大 的 地 方 收获 量 较 大 ， 
但 在 礁 性 反应 强烈 处 ,由 于 冬 \ 春 泛 礁 ,小 麦 可 致死 亡 ,在 北 至 福 
庄 附 近 ; 出 昔 率 仅 70 驳 , 西 郊 的 情况 较为 良好 。 

黄 奏 十 又 称 奏 黄 土 , 局 部 地 区 有 夜 潮 现 象 , 主 要 分 布 在 西 郊 
小 清河 以 南 至 大 、 小 金 庄 , 东 到 飞机 场 , 西 到 孟 家 上 庄 ,分 布 面积 较 
方 ,地势 平坦 ,地 下 水 位 在 1 米 左右 , 士 层 巩 松 , 湿 泗 ， 表 层 移 20 
厘米 左右 ;黄色 ,粒状 政 松 。 下 层 颜色 结构 与 上 层 相 同 ， 质 地 
WK. ROE, (ED, HE, EK OES. 

A+ Set, PHBE 8 左右 , 自 奏 土 有 泛 礁 现象 ，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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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 LE5aeL AO Reheat. RL 
SESE, ARR, MK eR Sh 
问 , 西 郊 人 民 公社 一 带 , HC PERRMO, BERR RR 
埔 , 东 到 北 郊 人 民 公 和 社 西部 以 及 黄河 北岸 月 牙 志 一带, 这 里 地 下 
水 位 在 1 米 左右 ,多 种 植 高 深 , 谷子 ,大 豆 , 棉 花 等 。 

在 油 奏 土地 区 东南 ， 还 有 硬 奏 土 , 系 由 浴 泥 物质 构成 ;于 时 
极 坚硬 , 现 已 肚 为 水 稻田 。 

康 、 垃 圾 士 : 

垃圾 土 也 称 园艺 土 , 分 布 在 北 郊 公社 南部 ,铁路 以 龙 ， 北 至 
公 福 庄 , 面 积 有 三 千 余 亩 。 该 区 水 分 丰富 , 汐 法 方便 ,地 下 水 位 在 
1 米 以 内 ,同时 , 双 有 大 明湖 水 . 黑 虎 泉 水 等 的 灌 激 * 当 地 农民 用 
济南 市 内 的 垃圾 、 炉 灰 等 作为 肥料 ,以 制止 盐分 的 蔓延 ， 改 良 土 
于 性 质 , 故 垃圾 土 颜 色 较 黑 , 质 地 朴 松 ,十 层 厚度 钩 2 米 左右 , 垃 
圾 土 适 宜 于 蔬菜 的 种 植 ,此 外 ,也 有 小 部 分 地 区 种 植 了 水 稻 。 

2. 土 杷 的 利用 和 改良 

山地 土壤 , 土 层 较 薄 ,肥力 不 高 ,质地 收 松 ,透水 性 强 ， 水 分 
不 易 保 存 ; 同 时 由 于 山地 坡度 较 大 ,土壤 冲刷 现象 雯 为 严重 。 因 
此 是 地 土壤 的 利用 和 改良 ， 成 为 当地 劳动 人 民 向 自然 作 斗 符 的 
目标 之 一 。 

目前 在 山坡 上 ， 坡 前 岗地 ， 土 嘻 较 次 厚 处 已 全 部 开辟 为 农 
田 ; 在 洼地 ,各 地 除 部 分 种 植 小 麦 外 ,大 部 分 种 植 杂粮 ;在 土壤 较 
BRN te A LA PE EK 大豆、 谷子 等 。 此 外 ,在 

东 郊 南部 .南郊 以 及 西 郊 南部 丘陵 地 区 较 高 处 除 已 称 化 造林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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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部 分 丘陵 上 部 还 是 光 乱 裸露 。 

现 就 山地 土壤 存在 的 问题 ,提出 以 下 的 办 法 ,作为 改良 的 途 

径 : 

(1 ) 修 筑 梯 田 。 采 取 三 合 一 的 方法 整修 梯田 ， 把 堆 星 梯田 
改变 成 等 高 纲 状 的 梯田 。 在 整修 时 ;首先 在 外 围 筑 堰 \ 培 填 ， 然 
后 在 内 部 靠 坡 处 修 水 沟 . 蔷 水 池 ， 排 水 处 修 水 繁 笑 ,以 防水 土 流 

ee . | 

(2 ) 深 翻 土地 , 境 添 有 机 肥料 。 
(3 ) 是 域 造林 。 在 适宜 于 植树 的 山坡 上 种 植 黑 松 、 侧 柏 、 果 

树 等 ,以 防止 水 土 流失 。 

平原 土 咏 , 土 盾 较 肥 , 灌 浙 便利 ,因此 利用 情况 也 较 好 , 成 为 
济南 市 区 蔬菜 供应 地 。 

黑色 土肥 力 较 高 ,大 部 分 为 小 麦 种 植 地。 
二 合 王 土 磋 较 好 ,大 部 分 为 蔬菜 种 植 地 。 这 种 士 质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东 郊 ,如 大 辛 , 辛 甸 , 祝 旬 , 公 和 福 庄 , 北 园 等 地 ， 西 郊 则 较 少 。 
由 于 这 里 灌 汪 条 件 较 好 ,加 之 当地 农民 历年 来 精 耕 类 作 , 施 肥 较 
多 ,因此 蔬 荣 年 产量 较 高 。 

自 塘 土 和 黄土 实地 疏松 ,空气 惕 通 ,水 分 渗透 也 较 快 ， 宜 于 
BRAKE, ERO. 

— BOREVRAN AE HEL, HEHE KA, ER A BLE RAR IE 
分 ,性 粘 重 , 适宜 于 水 稻 的 种 植 ,主要 分 布 在 北 园 ,此 外 如 跃进 湖 
HSE, SAP PSE, De AR ARAL IVE Lh PSE 

FEES SA PRE Li EER (BEARER TE, EE 
农作物 的 产量 不 断 提高 ,因此 对 平原 土壤 也 必须 加 以 改良 ,现在 
把 改良 意见 概括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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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深 翻 土地 。 术 区 大 部 分 土地 宣 于 深 翻 ， 二 合 土 可 深 翻 
一 二 尺 以 上 ,这 样 可 加 厚 耕作 层 , 使 生 土 变 成 熟 土 , 熟 七 变 为 油 
+6, DUG N-SRIE Hs BLE ES FLEA, BE 
层 粘 性 境 大 , 下层 粘性 减 小 , DUP RR, TARA A A 
CML PBADL, WLEBARL, HEAL RLH 
质 ; 黑 土 , 由 于 下 层 粘 性 过 大 ， 可 和 采取 分 层 深 翻 ， 把 表土 翻 到 下 
层 , 底 土 翻 到 面 上 ,以 改变 土壤 的 粘性 。 

( 2 ) 注 意 施肥 和 灌 泊 。 更 分 期 、 分 批 地 进行 汐 洒 和 施用 炉 
肥 、 圈 由 化 肥 , 以 培训 土壤 的 腐植 盾 , 保 证 植物 生长 时 所 需 的 养 
SAG Weak AE REL EK BEE EAR EL BE, DG [RC 
盐 污 化 现象 。 yea 

(3 ) 盐 读 士 的 改良 。 
甲 、 在 盐 礁 洼地 广泛 地 种 植 水 稻 , 使 盐 、 奏 淋 洗 ， 但 又 要 防 

止 水 从 过 多 ,引起 毛管 现象 ,使 盐 、 奏 滞 毛 管 上 升 地 表 , 造 成 盐 演 
化 。 

乙 、 进 行 深 翻 ,主要 是 达到 压 盐 、 压 礁 的 作用 ,避免 使 盐 、 丛 
上 升 至 地 表 。 

两 、 合 理 的 耕作 。 
丁 、 选 择 耐 盐 、 礁 作物 ,如 大 豆 , 高 梁 , 棉 花 等 。 
成 、 多 施 有 机 肥料 ,增加 土壤 的 肥力 。 
总之 , 洲 南 近郊 的 土壤 变化 较 大 ,但 不 很 复杂 ,肥力 以 黄土 、 

Hie (RL) BO, LEAL BR, HE 
多 样 。 今 后 精 合 贯彻 党 提出 的 各 种 农业 改良 法 ,提高 土壤 肥力 ， 
尤其 注意 大 力 开 展 挖 渠 开 河 ,排水 洗 盐 ,解决 盐 奏 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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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y 

3. HANES. 

(1) 丘陵 地 区 的 植被 

二 区 内 可 耕地 区 均 已 开 星 为 农田 ,种 植 大 田 作物 ,野生 植被 
极为 少见 ,主要 乔 未 以 人 工 和 栽培 的 侧 柏 为 主 , 其 次 有 松 、 洋 槐 等 。 
在 位 置 较 高 的 梯田 上 , 雳 星 分 布 有 柿 、 核 桃 、 多 记 等 理 带 果树 ; 汶 
从 有 了 酸 吏 、 莉 条 、 胡 枝子 等 。 草 本 植物 主要 有 和 白 草 、 狗 尾 草 、 
草 。 itd be i Nii 45s 0 oe 
KBR. 

FE UAE HA) wa PS AG eS EY DE , EH ES ah 
AA EA MM, FELL BEL SEU YL 
A PRE AE SS BM, 

PEA, ARK RS 7k WA, PRE ARE Re PE DE EVE 
米 、 谷 子 等 为 主 ,产量 不 高 。 仅 在 本 地 江浙 较 便利 的 地 区 ， 种 有 

”小 面积 的 小 考 。 

今后 在 出 丘 的 高 处 植树 造林 可 选择 侧 柏 及 较为 耐量 的 落叶 

PYRE, Aa Se eR A OR RS RPA RA BEA 

AGS RE UES. FERRY HL PDP Rd, BRP 

B.A FR A TE ERS AT perc WU pK AC, TEP 

ARR HAR AR ESE, LK SE 

(2) 平原 地 区 的 植被 

本 区 地 势 平坦 ,地 下 水 面 在 1 一 2 米 之 问 ， 土 壤 亦 较 肥 沃 ， 

ARRAS, WHEL BRAS, 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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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白 草 、 狗 牙根 , 野 世 草 、 狗 尾 草 以 及 tom FH eae, Hh 
岩 上 星 散 的 分 布 着 酸 束 ， 一 些 冲 沟 及 洼地 上 则 生长 着 喜 湿 杂 草 
及 小 片 的 蔓草 及 范 草 科 植 物 。 农 作物 在 靠近 村 庄 处 一 般 以 蒜 荣 
为 主 ， 离 村 庄 较 远 处 旭 以 小 麦 、 谷 子 、 玉 米 为 主 , RRM KR 
4, EAE bh HAE b ER ERS, SRK 
FR, BASH AMAA. HEMP RER, 

水 ;可 御 干旱 。 在 沙土 区 域 ,气井 困难 ,水 井 较 少 ,因此 ，, 仅 可 种 植 
旱地 作物 。 

在 本 区 南部 地 劳 较 低 区域 ， 土 壤 通 常 为 黑色 士 、 黑 雁 土 之 
类 。 在 冬 春 证 奏 地 段 , 地 下 水 面 很 高 ,如 西部 济 齐 公路 、 游 长 公 
路 、 盐 平 道 之 间 的 三 角 地 带 , 属于 礁 土 ,地 下 水 面 仅 28 厘 米 ,甚至 
更 浅 ( 如 大 张 庄 一 -大 人 饮 马 一 大 金 庄 之 道 旁 )s 解 放 前 ,这 里 仅 
种 高 梁 或 大 豆 , 生 长 不 良 , 植 被 雳 落 ,产量 极 低 s 据 农民 反映 :“ 有 
时 甚至 颗粒 不 收 。? 解 放 后 , 由 于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改良 措施 ,土壤 - 

性 质 有 所 改变 ,产量 有 所 提高 , 现 已 种 植 水 稻 ， 成 为 肥沃 的 良田 

ee (x 
本 区 北部 地 势 较 为 低洼 ， 地 下 水 面 一 般 较 高 ， 如 围 官 市 一 

带 ,已 与 地 表 相 接 , 主 要 植物 有 棱 柳 草草 Hee WERE 

及 一 些 杂 草 。 在 大 明湖 黄河 一 带 ， 地 势 洼 陷 的 滔 漂 化 地 段 办 ， 

A KAS EH RAD, AUTCAL PERE GELS 

6B, BES. WT ASR ye 
Kh, KMRL PHHARS AM i SM See 
PRARB MOSES, SERA PE SEER 
sa RD BTA AT A HAAS 

ALEBR EDL BRAD, EER TK 
74 



站 — 

‘ 

Bet ,大 豆 等 耐 礁 能 力 较 强 ,一 般 奏 性 反应 强 的 地 区 ， 种 植 

这 类 作物 较 多 。 

”和 蘑 南 近郊 的 植物 和 植被 类 型 ,应 属 计 带 夏 缘 林带 ,但 由 于 长 

入 以 来 受 大 个 的 辟 地 种 植 、 檐 薪 放 牧 等 活动 的 影响 ,原生 植 钙 时 

“已 挫 残 无 存 , 仅 残留 着 一 片 以 次 生 汐 丛 草 筱 为 主 的 植 伞 而 已 。 现 

在 可 以 六 整个 丘陵 地 区 ,及 东 郊 \ 西 郊 的 许多 地 区 ， 都 开 且 了 果 

树 园 艺 声 ,不 久 以 后 , 游 南 将 成 为 鱼 米 丰 盛 、 花 果 满 山 的 公园 了 。 

七 自然 区 

在 上 列 各 个 自然 亚 素 的 分 别 关 述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尽管 济 
南 地 区 现在 的 地 理 景观 力 是 这 些 要 素 加 上 人 类 活动 相互 作用 下 
MAR, BREE LOANED, AE ERE 
SUSEAR SL FEY FLOR BS HF 50 OR A PEE, 
HOH. AIC. URE, ESE, SRR 
有 完 公 相同 的 特征 ， 它 们 实际 上 是 更 大 范围 的 同 种 要 素 中 的 如 
筑 部 分 。 我 们 可 以 说 ,本 广 所 述 地 区 的 面积 虽 小 , 但 却 包含 有 几 

”个 性 质 不 同 的 大 自然 区 的 成 分 ， 它 是 几 个 大 自然 区 边 炮 部 分 的 
空间 和 粗 合 。 这 是 本 区 的 一 个 重要 特点 ， 也 是 我 们 对 它 进行 自然 

-区划 的 基本 根据 。 

”通过 对 各 个 要 素 在 本 区 景观 发 展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作用 的 分 
Be, 共 中 起 主导 作用 的 因素 力 是 本 区 的 地 貌 。 本 区 地 貌 用 反 映 了 
地 诗 的 特点 ,同时 又 控制 了 水 的 流动 和 地 表 物 质 移 动 的 方向 , 进 
而 影响 了 土壤 的 发 育 与 性 质 。 水 分 与 寸 壤 的 不 同 ， 双 影响 了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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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的 差 遇 。 最 后 ,植被 又 直接 影响 了 自然 景观 。 因 之 , 随 着 地 形 
的 不 同 ,景观 即 起 着 显著 的 变化 。 所 以 现在 就 以 本 区 的 地 貌 特 征 
为 主要 依据 ,把 本 区 划分 为 三 大 区 : BREKRB ERE, ez 
原 区 (过 滤 区 ) 和 冲积 平原 区 ,每 区 中 再 分 为 数 个 亚 区 。 芽 毛 地 面 
自 南 向 北 汲 渐 降低 的 形势 , 依次 分 述 于 下 : 

济南 地 区 自然 区 域 表 

工 .南部 石灰 岩 丘陵 区 

1. 东 南部 石灰 岩 丘 陵 与 丘 间 堆 积 小 平地 区 。 

2. GRRE Pi Sea Ke MEK o 

TL. Pil eFRK—dEK 

1. (RRB BS BIG UA PF o 

2. PEAR eRe hsb ALFRE o 

各 .北部 冲积 平原 区 

1. 表 面 平整 的 冲积 黄土 层 平 原 区 。 

2. 低 洼 涂 积 平原 区 。 

l. HUA KG ERE 

AELMUFSRHRSHM, 因 系 和 鲁 中 丘陵 的 北部 边缘, 故 从 地 

形 上 裔 ,本 文 所 及 的 范围 并 不 是 丘陵 地 区 的 南部 境界 。 它 的 北部 
R26 5OKSRRHY, 以 与 山葵 平原 区 相 邻 。 但 等 高 缕 莽 不 
是 分 区 的 重要 依据 ,主要 还 是 看 丘陵 的 坡 脚 伸展 的 位 置 。 直 于 公 : 

区 总 的 地 势 是 南 高 北 低 , 河流 却 由 南 向 北 流 , 有 很 多 南北 向 的 大 

54h, Hii AWE SST 4S AF. 

AEWRER-HAKBO RMR, RRR RAT 

76 



360 米 磊 右 ,最 小 的 则 不 过 五 、 天 干 米 。 
根据 丘 卫 的 连 灶 程 度 与 丘 孙 的 面积 和 堆积 在 地 面积 二 者 间 

”的 比重 , 还 可 以 南 起 邵 而 庄 东 侧 , 北 多 石 房 肉 与 青龙 山西 足 到 西 

ae ee ee 

=4 , 

‘ 

FERRE AA aE eR, RR 

5 AE RE, Fe Be 5 eK HR BEA A He , 而 且 丘 陵 的 高 度 也 较 

大 , 游 南 地 区 最 高 大 的 丘陵 都 在 本 副 区 之 内 在 丘陵 区 内 除 丘 陵 

”外 ,还 有 不 少 由 第 四 各 况 积 和 思 问 堆积 所 成 的 小 平地 , 它们 大 多 

RARE BALE AME, 而且 多 偏 在 本 副 区 的 西 全 部 , 中 以 

信里 洼 泛 南 到 十 玉里 河 庄 为 最 宽大 。 我 们 以 其 广度 和 所 在 环境 

划 在 丘陵 区 办 ,但 论 其 性 质 则 与 山花 平原 无 时。 

这 种 丘 间 谷地 也 是 向 南 道 往 鲁 中 丘陵 内 部 的 重要 通路 所 

在 。 津 浦 铁 路 北 段 及 与 之 平行 的 济南 到 仲 宫 、 柳 壕 等 地 的 公路 都 

取道 在 这 些 谷地 上 。 

邵 而 庄 一 一 西 十 里 河 一 和 线 以 西部 分 ,情况 显 有 不 同 。 这 里 丘 

BBS, Hr SZ MAA RAMI, BO IRS, AL 

Bet Sim ROAR PH LS, eR we te ah ay Bb, 

同时 丘陵 的 大 小 与 高 度 、 陡 度 也 远 不 如 东 秆 部 的 大 。 

Fit ERE DRG PAB, 常 流水 都 十 分 缺乏 ,所 有 的 都 是 临 

”时 性 的 沟谷 的 水 。 由 于 降雨 集中 在 夏季 ， 因 之 暴雨 和 潜流 的 冲 
刷 基 为 剧烈 ,四 坡 上 很 难保 持 住 泥土 与 风化 雁 屠 , 而 丘 足 谷地 则 
大 量 集 积 着 砂砾 。 这 不 仅 使 山地 土 层 十 分 瑚 翘 ,同时 也 妨碍 了 谷 
地 土壤 的 正常 发 育 。 | 

ARE ARH URAL SER LMWASAKWER, Bl 
iM RERWAE Ae, HERE SMR BLS 
AE BRIG RRS TR > Bae RMA SE, EAT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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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 这 些 因 素 最 后 都 直接 间接 的 影响 着 植物 生长 情况 。 一 般 
Bt, 丘陵 区 内 植被 是 不 够 繁茂 的 , 丘陵 四 坡 大 部 分 都 没有 大 型 木 

本 植物 生长 , 仅 有 的 是 一 些 人 工 栽 种 的 散 片 侧 柏 林 而 已 解放 以 
前 ,由 于 反动 统治 者 对 于 凯 林 的 破坏 ,任意 檐 薪 放 收 ; BREF, 
使 至 区 都 是 童 山 温 漆 ,景象 荒 泳 。 解 放 后 ,党 与 人 民政 府 十 分 重 
视 植 树 护 林 工 作 , 狼 过 几 年 来 的 大 规模 造林 运动 ,现在 靠近 市 区 
的 所 有 辆 丘 上 都 已 种 植 了 树木 有些 遗留 下 求 的 小 片 人 工 林 , 猎 
多 年 的 严格 保护 ,业已 树冠 相 接 , 走 盖 成 萨 了 。 这 是 十 分 可 喜 的 
事 。 但 是 从 本 区 保护 水 土 流失 , 芽 使 大 地 园林 化 的 角度 来 襄 , 山 
区 植树 造林 , 还 须 加 紧 进行 , 普 汤 实 施 植树 造林 ， 莽 应 在 树种 选 - 
择 上 多 加 研究 。 我 们 的 意见 是 ,不 仅 山 上 公 面 称 化 , 林 林 与 果木 
工 举 , 辆 下 靠 谷 旁 坡地 ,也 应 栽种 果树 与 林木 -例如 狂 十 路 以 南 ， 
窗 头 庄 . 下 井 庄 一 带 的 坡地 ,都 可 以 种 植树 木 , 改 为 园林 称 化 区 。 

出 上 除 小 片 大 型 木 本 植物 雾 星 分 布 外 ， 大 部 分 都 生长 营 草 

与 小 灌木 ， 营 草 可 作 铺 床 与 燃料 之 用 , 且 可 保持 水 土 \ 增 加 土壤 
的 有 机 持 , 故 宣 保 护 使 之 繁殖 ,小 灌木 应 加 适当 的 整理 和 改良 s 

丘陵 区 内 有 不 少 丘 间 的 堆积 小 平地 ， 这 种 水平 地 和 营 往 西 仿 ， 
广 ,到 西南 部 成 为 以 平地 占 优势 的 孤 丘 区 。 这 种 丘 间 小 平地 的 组 
RS a> RARER, KDR SAB, 

KAAS SSH, RLPRARAR, AHBSSEH 
石灰 质 精 核 ,从 地 形 和 土 层 机 械 成 分 看 ,适宜 于 耕种 ， 事 实 上 也 
早已 开明 ,种 植 有 谷子 . 甘 攻 、 小 麦 . 玉 米 等 作物 。 但 因 土 中 有 机 
质 少 ,肥力 低 ,地 下 水 面 深 , 灌 浙 水 源 缺 乏 ,收获 量 不 高 3 这 里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的 首要 问题 ,是 灌溉 水 源 问 题 。 根 据 这 里 的 地 质 与 气 ， 
候 条 件 看 ,河流 是 暂时 性 的 ,源流 也 不 长 , 聚 水 面积 不 大 ;石灰 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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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 平原 区 相 搂 。 这 条 界 糖 基本 上 作 北 东 东 

地 层 漏水 ， 要 想 修筑 小 型 水 库 著 集 夏 季 短期 内 所 下 降 的 雨水 作 
为 当年 秋 种 和 次 年 春 旱 淮 法 之 用 ,是 不 足 应 用 的 。 而 老农 传统 的 
办 法 是 抛 池塘 、 打 旱 并 与 水 井 , 池 塘 与 旱 井 的 作用 也 是 在 于 积蓄 
PK, 与 水 产 的 性 质 相 同 , 霸 不 能 解决 春 旱 灌水 问题 。 现 有 的 水 
H+, ERERGHEASKAZLA, RRECEE. RMMHRR 

fe, — RST ee AH, IR, BS 
Pew HR, Bh PRE ho LRM ME, Si 肥 料 ， 

SAT, REMMHRR. KLM Rb 
EK. 3 

另外 在 本 副 区 的 丘 间 平地 部 分 , Pe ASEH, BF 
以 雨季 惫 流 冲刷 的 现象 非常 严重 , 沿 坡 一 带 平 地 的 冲 沟 很 发 达 ; 

“和 象 七 里 村 、 石 房 内 、 邵 而 庄 . 青 龙山 \ 万 灵山 周围 一 带 , 冲 沟 之 密 ， 

地 面 制 用 之 英 , 几 达 恶 地 程度 ,应 赤 设 法 加 以 制止 制止 的 方法 ， 

除 造 林 和 绿化 外 ,应 该 使 耕地 梯田 化 ， 有 如 在 土 到 节 中 所 述 的 乐 取 

“三 合 一 "的 措施 。 

2,。 中 部 山 获 平原 区 一 一 过 波 区 

本 区 位 于 乒 陵 区 之 北 ,其 北 春 绝 与 35 米 等 高 线 相 当 , 以 与 冲 

南西 西 的 方向 , 略 

与 铁路 相 平行 ,界线 比较 平 直 , 只 西端 一 段 弯 向 南方 而 已 。 本 区 

的 南 界 ( 即 丘 陵 区 的 北 界 ) 有 不 少 部 分 正和 优 和 大 接 仍 带 相符 合 ， 

故 南 卉 有 铁 矿 分 布 , 采 铁 是 本 区 的 重要 产业 之 一 ; 另外 北 界 双 与 

许多 泉水 的 涌 出 地 点 相 一 致 ,如 城南 的 黑 虎 泉 、 购 突 泉 等 泉 敌 和 

城西 郊 的 腊 山 下 泉水 都 是 ， 故 北 春 力 是 承 压 地 下 水 的 漆 出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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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 AK EH EERE REM, HERA 
展 ， 东 部 较 袖 , 狗 4 公里 , REE, W15AR, RRBA 
特征 是 没有 丘陵 , 尽 是 平原 景观 ,表层 物质 是 第 四 克 的 黄土 和 和 粒 
色 土 ,以 及 散 片 洪 积 砾石 层 等 堆积 物 , 很 少 有 裸露 的 底 岩 。 了 路 松 
堆积 层 的 厚度 自 南 向 北 逐 渐 境 大 ， 南 卉 靠近 丘陵 部 分 一 般 在 一 
米 以 内 ,个 别 地 段 如 千 佛 由 北 蔓 . 羊 头 几 庄 一 带 甚至 狂 得 复 盖 不 
佳 底部 的 石灰 岩 ， 北 部 一 般 在 四 \ 五 米 之 间 , 不 少 地 段 达 十 米 以 
上 。 如 就 东西 之 问 对 比 , 则 西部 又 较 东 部 稍 厚 ,这 与 至 区 地 形 的 
东 高 西 低 是 相 适应 的 。 

但 由 于 这 里 距 丘 陵 较 近 , 首 当 册 水 下 泻 之 冲 ,侵蚀 与 堆积 俱 
磨 ， 地 面 切割 其 烈 ,很 不 平整 。 从 南北 方向 上 看 ,地 面 虽 作 均 与 
的 下 降 , 而 在 东西 方向 上 划 作 波状 的 起 伏 ,这 种 制 裂 与 波状 起 伏 
的 情况 ， 在 程度 上 也 是 由 南 向 北 , 随 着 地 势 的 降低 , 与 距 耻 的 境 
远 ,而 还 渐 减轻 的 因而 在 本 区 又 可 栈 地 面 借 作 与 制 裂 的 程度 和 
堆积 物 厚薄 的 不 同 而 分 为 两 个 副 区 : (1+) aE a 
EYL LAR ZS JR DK; ( 2 ) 微 度 制 烈 土 层 较 厚 的 黄土 红色 黄土 平原 
区 。 第 一 个 副 区 位 于 山葵 平原 区 南部 ， 其 北 界 多 与 55 一 60 米 等 

SREY, RET RES, A EMU, SAE 
Be RMA SUT oE+ Ew, BEERS EERE 

A, WoT ae EE ES EDL, BOK BEALE BC WBe bE 

TI aR, PS gy eB eS, Pe SA RE, By 

AGAR, (FRR AER OB ERLE , SSE SMS ES Wh REE, 

BHAYVARWA PE DMBABINE, WRE BAM bS——+ 

Ok , ALA TA KE BIT PY, BEBE T RET RRA TKI. HP A 

TER TB ERR HY AE A BE, FPR I Lk A OS, AIT KR 
80 



"tee apie a 

ee a 

(EWES REALE EL, CT HE Ja, 原始 的 
WSR. MIKA AROS T . FAK 
ee, Peer ed BAO A, SERRA AE ER, 或 从 工程 
WEEE LE AEA AG, SERA BRS BA, 

”强烈 ,应 迅速 有 计划 地 进行 绿化 防护 。 

表层 的 堆积 物 大 都 是 红色 黄土 ， 较 低 的 沟谷 西 侧 则 有 次 生 
黄土 ， 厚 度 自 南 向 北 乏 渐 境 大 ,质地 则 自 南 而 北 胡 小 ,呈现 山 莫 
堆积 的 特点 。 这 种 物质 对 于 农业 生产 来 就 ， 是 肥力 低 ， 人 缺少 有 
机 盾 , 同 时 也 嫌 粘 重 。 要 提高 产量 , 须 加 深 翻 ,多 施肥 料 , Se RE 
溉 水 源 。 根 据 水 文 地 持 情 况 看 ,这 里 是 来 自 南部 丘陵 补 欠 区 的 地 
下 水 承 压 区 , 应 该 有 大 量 地 下 水 湾 力 可 挖掘, 五 大 牧场 的 水 井 就 

是 例证 , 应 有 计划 地 进行 一 些 氏 探 。 一 旦 水 源 找 到 以 后 , 则 顺 着 
MB ACE, HE AIR 

BoA MEAL PRE AC, IEEE, SL 
低 ,和 纺 状 侵蚀 现象 大 为 减轻 ,沟谷 不 多 ,而 谷底 浅 而 广 。 砾 石 层 仍 
不 时 可 见 , 但 砾石 颗粒 已 大 为 减 小 。 砾 石屋 下 有 时 有 冲积 泥 沙 ， 
足见 这 里 已 是 洪 积 与 冲积 交接 地 带 。 

这 里 表 层 以 黄土 为 主 ， 类 色 士 已 退 居 次 要 地位。 地 下 水 面 
较 高 ,一 般 在 大 、 七 米 左右 ,泉水 虽 在 本 区 港 出 ,但 偏 于 北 境 ， 对 
本 区 的 利用 价值 还 不 大 。 只 西南 部 腊 山 下 的 泉水 可 供 利 用 ， 但 
所 及 范围 也 不 大 。 可 是 这 里 比 起 上 述 各 区 来 部 ， 对 于 发 展 农业 
已 大 为 有 利 , 目 前 ,这 里 以 种 植 旱地 作物 为 主 。 唯 有 中 间 一 段 已 
为 市 区 所 占 , 农 地 面积 只 限于 津浦 路 以 西 的 狭小 地 带 , 东 郊 的 农 
地 也 随 着 市 区 的 东 展 而 日 签 在 熔 小 中 。 本 区 应 利用 地 下 水 面 较 ， 
小 的 有 利 条 件 , 可 以 大 量 进行 井 水 获 浙 ,以 解决 农业 用 水 问题 。 

81 



全 

oe 人 os 

: 

Av lk Pa SE Ee RD , RIGID Gt. FRE 

农业 生产 是 不 利 的 。 在 这 里 ,夏季 的 集中 降水 不 能 很 快 的 排 谁 ， 

因而 很 易 造 成 芹 时 性 的 积 水 成 炎 。 所 以 应 芒 有 计划 地 开 据 一 些 

排水 道 , 屠 大 量 雨 水 注入 蔷 水 弛 塘 ,以 备 干 旱 时 之 用 。 

3。 北 部 冲积 平原 区 | 

LVM A eK, Re EL 
SAE AL, RMU TRE EK Dek ER, TT 
低 平 ,排水 不 惕 ， os EA, 

有 强烈 的 盐 奏 化 现象 。 
这 里 贴近 黄河 ， 自 来 有 受 水 漠 之 眶 。 人 们 为 了 防止 洪水 的 

ie, TAT GLEE KATE ASE SA. 
WER, BREA ME, SS ANSE. HEU HOME 
树 ， 有 些 地 方 也 利用 了 小 丘 高 地 ,有 的 地 方 则 完 公 由 平地 筑 起 ， 
SRW RK aE, KER SRAM 

PEKKA (AACA, Qt hee, AR 
TRAM RM. HARE LER SMAA IE, 3879 
堤 外 以 及 两 坦 之 间 , 都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这 里 与 以 上 两 区 相 较 ， 还 有 一 些 重要 特点 。 首 先 从 过 滤 区 
的 北 籽 涌 出 的 泉水 ;都 轰 过 本 区 向 东 泄 出 ,成 为 河流 的 水 源 。 因 
而 这 里 出 现 了 不 少 狂 常 有 水 的 河道 与 湖泊 , 其 中 以 小 请 河 \ 大 明 
湖 为 主体 。 其 次 ， 这 里 有 成 片 基 性 火 成 轩 露头， 山 露 在 低地 之 
中 ,有 的 还 驹 起 成 雏形 孤 山 ,打破 了 低 平 原 的 翘 一 完整 性 。 这 是 

前 述 两 区 所 没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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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本 区 的 这 些 特点 ， 与 各 部 分 间 的 差 遇 ， 还 可 将 本 区 分 

为 : ( 工 ) 表 面 平整 的 冲积 黄土 下 原 ; (2 ) 低 洼 浴 积 在 原 两 个 副 
区 。 而 第 二 副 区 内 还 可 再 分 为 三 个 小 区 。 当 然 这 样 的 租 致 分 析 ， 
它 的 本 质 上 虽 是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但 在 量 上 则 很 难 作 出 币 然 若 截 

的 界限 ,这 种 分 划 无 非 是 定性 而 已 。 
”冲积 黄土 平原 区 南部 与 是 栓 平 原 区 毗邻 ， 北 部 锡 以 30 米 等 

高 萎 为 界 ( 仅 东 端 一 小 眉 低 于 30 米 ) ,换言之 , 即 全 部 地 面 都 在 黄 
河 洪 水 位 之 上 ， 相 当 于 第 -一 故 阶 地 的 位 置 。 本 区 界 秋 西 起 睦 里 
FE WRERE BRL, FERRER BIE, ARABS 

” 侧 ， 出 东 关 烃 洪 家 楼 而 止 于 大 辛 庄 。 本 区 表层 物质 都 是 黄河 冲 

易 , 又 无 强烈 的 疲 水 冲 鲁 , 地 面 非常 平整 ,加 上 地 下 水 面 浅 ,泉水 

涌 出 多 , 灌 兴 方便, 故 最 适宜 于 农作物 的 生长 ， 现 在 是 济南 地 区 

家 产 最 丰富 的 区 域 。 这 里 一 般 多 种 植 小 麦 、 谷 子 、 玉 米 、 蔬 荣 等 
作物 。 只 有 腊 叫 以西 , 周 王 讨 以 南 , 仁 里 庄 ABE — tr , PERE ZK UE 

— RRS KE AH, MLA ARK 

— hk. REDE ABE AAR URKT A, HES RE 
， 渠 , 变 旱 地 为 水 田 ,栽种 了 水 稻 , 在 深 翻 与 施肥 之 下 ,今后 必 能 年 

年 确保 丰收 。 
低洼 洪 积 平原 区 位 于 冲积 平原 区 北部 ， 也 是 本 文 研究 范围 

内 的 最 北部 地 区 。 本 副 区 地 面 除 残余 丘陵 外 , 公 部 在 30 米 以 下 ， 

有 些 部 分 甚至 在 23 米 以 下 ， 低 于 现在 的 黄河 河床 。 从 河谷 地 形 

上 看 ,显然 属于 黄河 河 温 滩 的 范围 。 上 壕 这 些 最 低地 区 的 形成 ， 

” 除 自然 因素 外 ,也 与 人 们 筑 堤 取 士 有 关 。 
依据 外 堤 的 位 置 ， 可 把 本 区 划 为 两 部 分 来 勤 。 外 堤 西 起 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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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庄 附近 , 循 小 清河 平行 而 东 , 灼 过 南沙 王 庄 、 金 皇 孟 ,过 济 洛 公 
路 与 建 清 铁路 ,出 黄 台 山 之 北 而 达 华 出 册 斑 ,在 这 片 地 面 内 ， 有 
很 多 湖沼 与 河道 ,中 以 大 明湖 以 北 , 济 治 路 以 东 ， 向 东北 到 华 一 
脚下 这 片 低洼 地 面积 最 广 。 这 里 力 是 坦 夭 水稻 与 蔬菜 栽种 区 ， 
所 谓 北 园 就 是 这 一 区 域 。 这 里 还 有 部 分 水 墙 ， 如 瑶 家 庄 、 还 才 
店 . 华 山西 侧 等 处 的 ,还 没有 很 好 利用 , 目前 激 生 着 一 片 芒 昔 , 有 
香水 景象 。 在 本 区 西部 于 家 庄 、 彭 家 庄 一 带 也 有 同样 情况 。 除 
了 这 些 最 低 的 洼地 外 , 其 他 低 平 地 面 ,已 普 汤 辟 为 水 稻田 。 这 里 
HL, HEARS RG DE, SRL wR. Rt 
粘 , 底 土 密实 ,透水 性 差 ,出 水 一 晒 , ETAL, "Ee, PGR HE 
下 ,同时 还 有 龟 裂 , 故 不 利于 农 作 。 

外 坦 与 内 堤 之 问 的 低地 ,一 方面 因 黄 河 渗水 ,号 一 方面 排水 
更 为 困难 ， 竺 果 士 壤 盐 奏 化 十 分 严重 ,有 害 作 物 生 长 ,目前 还 量 
现 奏 莫 景象 。 这 里 迫切 的 问题 是 迅速 建立 排灌 和 柔 巧 ， 对 鞋 壤 进 
行 洗 礁 工作 。 此 外 ,在 引 黄 灌溉 时 ,作为 沉 浴 地 ,同时 养殖 包 类 ， 
也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利用 方法 。 

在 本 副 区 低洼 在 整 的 地 面 上 ， 散 布 有 -一些 基 性 火成岩 残 祭 
孤 丘 ， 这 些 孤 丘 从 分 布 的 形势 看 ,可 以 分 为 两 区 :一 区 在 低洼 区 
的 中 部 , 济 洛 公路 以 西 , 南 自 无 影山 起 , 北 至 攻 山 止 , 越 黄河 可 接 ， 
得 册 ;南北 排列 ,大 体 把 低地 隔 成 东西 两 部 ; 另 一 区 在 东北 陋 , 以 
华山 .区 后 出 为 主体 。 这 些 孤 丘 的 周围 要 有 黄土 层 的 推 积 ,有 的 
洲 丘 顶部 如 无 影山 上 还 存 着 黄 士 层 ,表示 它 是 阶地 的 性 质 。 

Pewee WEY IK BEE, LR ERE LR 
He, DRA WOES ARMAS, BEE 
WEMGe> RAR, EO, M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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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经 济 地 理 



— 位 置 和 面积 

洲 南 市 在 数理 地 理 上 的 位 置 :市 区 中 心 在 东 烃 117?4/, 位 于 
首都 北京 以 东 , 仅 相差 36745”, 因 此 济南 地 方 时 间 比 北京 时 间 仅 ， 
快 2 分 23 秒 ) 所 在 继 度 是 北 继 36*40/ ,位 于 北 温带 ,因此 四 季 分 
明 ,温度 年 变化 显著 。 

展开 地 形 图 ， 可 以 看 到 游 南 市 的 位 置 恰当 短 中 丘陵 与 华北 

大 平原 的 接触 带 上 。 市 区 南郊 为 鲁 中 丘陵 ,矿藏 丰富 ;市 区 北 郊 
属 华北 大 平原 , 土 层 深厚 , 对 本 市 工农 业 发 展 都 非常 有 利 。 

我 国 古 来 著名 的 由 北京 通 向 苏 杭 的 南北 交通 大 道 和 由 中原 . 
通 向 海上 的 一 条 东西 交通 大 道 , 都 烃 过 济南 现在 津浦 和 胶 洲 两 
铁路 以 济南 为 汇合 点 ; 同时 黄河 北 距 市 区 仅 大 公里 ， 小 请 河 在 
本 市 发 源 ， 两 条 河 都 可 通 水 运 ;加 以 民用 航空 净 新 近 开辟 ， 这 
就 使 济南 对 外 水 陆 空 运 四 通 八 达 ， 形 成 公国 重要 的 交通 运输 中 
AK 。 

就 游 南 的 位 置 与 相 邻 地 区 的 关系 来 看 ， 从 邻 省 求 说 ， 北 有 
京 、 嫂 . 唐 和 东北 工业 基地 , 南 有 上 海 工业 基地 。 本 市 对 各 基地 原 
料 、 焕 料 、. 粮 食 和 副食 品 的 供应 以 及 产品 的 运销 ， 都 起 着 集散 转 
运 的 作用 ,同时 也 能 得 到 各 基地 对 本 市 工业 有 力 的 支援 。 从 答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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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 KR, AALS RRR RRSP RE 
ALBEE RDB IE KAW, ABER 

鲁 中 丘陵 煤 、 铁 ,花生 产 区 。 此 外 还 通过 铁路 内 河 直 楼 与 青岛、 
烟台 、 羊 角 沟 等 海港 相连 ,出 渤海 .黄海 ， 和 太平 洋 相 楼 ， 这 对 于 
ATH ORR BEET RMA 

济南 市 是 山东 省 会 ‘ps nos, aa 
FE 24 i981 1 A A AE EAE OPER TEP BB SESE 
导 下 , 它 才 充分 发 挥 了 优越 的 地 理 位 置 作用 。 有 目前 它 已 成 为 至 省 
的 政治 \ 狼 济 和 文化 的 中 心 ， 黄 河 下 游 最 大 的 糙 合 性 城市 。 

济南 市 面积 393。123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98 万 7 千 多 人 ， 占 至 省 、 

人 口 的 1.8 有 o1958 年 将 历 城 县 划 为 山东 省 直属 县 ， 受 省 及 游 南 
市 双重 颂 导 ， 同 年 12? 月 20 日 国务 院 批准 将 泰安 市 和 章 丘 .长 清 、 
新 泰 . 莱 燕 、 字 阳 划 归 游 南 市 领导 ，1959 年 8 AKA 。 
城 , 平 阴 、 肥 城 划 归 洲 南 ,使 济南 市 领导 八 个 县 (市 ), 从 而 进一步 

加 强 城 少 协作 和 工农 之 间 的 互相 支援 ， 加 速 各 项 入 会 主义 建设 
事业 的 发 展 。 游 南 所 辖 整个 地 区 的 面积 途 扩 大 至 16,441。659 奉 

方 公里 ， 人 口 狗 636 余 万 , 比 芬兰 TX, Mae RMA 

还 要 多 。 

二 BRAS PT 

1。 地 质地 形 

济南 城市 的 基础 ， 建 立 在 泰山 穷 作 西北 山 蔓 平原 种 积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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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上 。 整 个 市 区 及 北 郊 ， 除 了 个 别 的 触 余 残 丘 以 外 ,至 是 平原 。 
市 区 南部 近郊 为 破碎 丘陵 ,地 势 较 低 ,海拔 高 度 在 300 米 左右 ;有 
Pee AL RE. ZT EL I 
UW, FEW WRU ASUS (SBA29). HHT HUERE 

著名 的 游览 胜地 ， 海 拔 280。32 米 。 丘 陵 的 懂 野 主要 为 奥 陶 所 石 

灰 迪 ， 成 板 状 厚 层 ， 利 于 喀斯特 生成 。 地 下 的 喀斯特 洞 突 ， 蓄 
ket, FRSA, BERR, OU. ARB BR 

灰色 ， 庄 地 炖 省 ， 前 沟 天 津 启 新 洋 灰 公司 分 析 ， 含 氧化 钙 多 至 
80-90%, FEAR, 是 制造 水 泥 和 石灰 ,用 作 建筑 和 冶金 工 

业 迷 楼 剂 的 良好 材料 。 平 顶 山石 灰 岩 变质 而 成 的 白云 石 ， 储 量 

”丰富 ， 为 冶金 工业 的 重要 耐火 材料 。 

AW la A TE HE ES eae 
POISE A , PRA EAE DK o HL EK RU, Heo 

搬运 堆积 在 附近 地 区 而 成 残留 矿床 。 矿 石 主 要 为 磁铁 矿 和 赤 铁 

OP, FAA ABARAT Ri, AAA ARB be 

FE, 2, EES ALE, ABEL NY Bk PEWS LL aR 
NH. WAM RATA, HH BON 丰 

， 富 ,品位 在 40 一 60 匈 之 间 , 矿 体 多 有 露头 ,便于 采 据 ,加 之 附近 产 
， 耐 天 材料 和 石灰 石 ,具备 建立 钢铁 工业 的 良好 条 件 。 在 人 至 民 大 炼 . 

， 钢铁 中 ,多 已 进行 开 条。 此 外 ,本 市 附近 历 城 县 还 有 铁 、 煤 ,石棉 、 
硫磺 、 方 铅 矿 、 铜 镍 矿 等 分 布 。 这 些 丰 富 的 矿藏 硒 源 , 已 成 为 社会 

主义 工业 发 展 的 有 力 保证 。 
济南 北部 的 华北 大 平原 , 属于 黄河 冲积 平原 的 范畴 ,土壤 肥 

沃 , 适 于 耕作 。 唯 黄河 和 小 清河 两 岸 ， 有 天 然 坦 和 人 工 堤 ,地 势 

玩 高 , 面 对 南 郊 山 蓝 平 原 , 中 间 显 得 低洼 ,以 致 排水 不 良 。 有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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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济南 市 及 历 城 县 矿藏 分 布 图 

92 



方 成 为 盐 伦 性 土壤 ,必须 加 以 改良 ; 有 的 地 方 雨季 易 遭 涝 炎 , 如 
”市 北 郊 茶山 附近 和 西 郊 玉 符 河 附近 地 区 , 常 有 水 溃 ; 有 的 地 方形 
成 湖 漂 , 如 市 北 的 大 明 谢 就 是 洼地 汇集 泉水 所 成 ,给 济南 提供 以 
游览 的 优越 条 件 。 至 于 北 郊 北 园 一 带 低洼 地 区 ， 已 烃 劳 动人 民 
星 为 水 田 ， 案 代 昔 人 黄庭坚 介 歌 头 “ 洲 南 潇洒 似 江 南 "， 解 放 后 
”进一步 兴修 水 利 ,已 为 鱼米之乡 了 。 但 水 田 流沙 地 区 ,是 不 利于 
城市 工程 建筑 的 。 
济南 市 北 郊 平原 上 , 还 散布 着 许多 小 孤 丘 ,高 度数 十 米 至 百 

RAE, AAPA WU ASI, BI, BU 
i, PRU SAR ER) aS EU SELL Ew (BS 29) 0 

3c SE CEH, RIERA LAE UAAKREEA 
GAR ME SADE UIE, WT, TE 
如 唐 代 赫 人 李 贺 所 描写 的 “ 擂 望 齐 州 九 点 烟 " 的 景色 。 辉 长 盎 和 

” 大理 盎 都 是 良好 的 建筑 材料 。 

0 

os eT SETS AK, ASRS, 春季 二 时 
AWD, ZBERAS HN, KBBICTA, 

上 本 市 至 年 平均 气温 14,7"C, 最 热 月 平均 气温 28。3?C, 最 洽 月 
| 平均 气温 为 雳 下 1。3?C。 
是 ”如 以 气温 在 10?C 以 下 为 冬季 ,229C 以 上 为 夏季 , 则 济南 市 冬 
长 135 天 , 夏 长 125 天 , 春秋 各 长 50 天 左右 。 

本 市 初 霜 见 于 11 月 初 , 禾 霜 见于 3 月 中 旬 ; 但 极端 最 早 初 霜 
时 于 9 月 25 日 ， 极 端 最 晚 终 逢 见于 4 月 19 日 。 一 般 平 均 霜 期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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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日 ,因此 农 作 季 节 较 长 , 霜 期 对 农业 生产 威胁 不 大 。 但 个 别 年 

份 , 霜 日 出 现 过 时 或 过 晚 , 对 晚秋 和 初春 作物 有 冻害 影响 ， 所 以 

防止 霜冻 ,是 本 区 农业 生产 上 不 可 急 视 的 一 个 重要 闻 题 。 

济南 市 平均 降水 量 为 640。8 训 米 , 降水 季节 变化 很 明显 ， 降 

水 量 高 度 集中 , 6 一 8 月 的 降水 量 占 全 年 降水 量 的 68 用 ;等 别 7、 

8 月 最 多 , 狗 占 至 年 降水 量 的 559, 且 每 有 暴雨 。 暴 十 出 现 , 山 浴 

暴发 ,河水 暴涨 ,威胁 着 本 市 的 安 人 至 。 秋 季 降 水 一 般 多 于 春季 ; 秋 

季 公 部 降水 量 为 109 训 米 , 狗 占 至 年 降水 量 的 玉 邑 ， 工 常 有 秋雨 

ARR, MLSE AAA. BEM KAD, BIER 

68。6 训 米 , 狗 占 人 至 年 降水 量 的 10.7 驳 。 双 加 春季 的 蒸发 量 大 ， 在 

过 去 农业 技术 落后 的 条 件 下 ,时 常 发 生 旱 炎 。 冬 季 降水 量 最 少 ， 

积 雪 也 不 多 , 因而 必须 尽量 利用 田野 的 少量 积 雪 , MCP RE 

浅 , 才 能 保证 冬小麦 的 增产 。 

济南 风向 常年 多 西南 东北 ， SEH BADD Ra, BET 

BM UK. KHMDK BEBE, 宜 在 东 

北 \ 西 南郊 区 营造 防护 林 , 以 阻止 的 沙 闪 仇 ， PRISE WUE Zo 

3. Ik 3 

EHS HTK ACARD HUES REE IE TD 
方面 ,和 工业 、 日 常用 水 方面 ,都 提供 了 良好 的 条 件 。 现 就 河流 、 

湖泊 和 地 下 水 分 别 加 以 简 述 。 

(1) Ot 

Bay Ee, BBWAA, KH _ ta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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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里 s 册 于 上 游 主要 由 济南 的 涌 泉 供水 , 故 流量 较为 稳定 。 根 
据 黄 台 板 桥 水 文 站 粒 计 ,全 年 平均 流量 为 4。5 一 5 公 方 / 秒 , 公 年 
在 独 水 位 23 8 米 堪 右 , 最 高 水 位 25.25 米 ,最 低 水 位 22。25 米 。 由 
于 源 出 泉水 的 讨 度 较 高 ， 公 年 各 月 水 洒 平 均 在 8"C 一 26"C 之 问 ， 

最 高 为 33"0, 最 低 为 2.7"C, 因此 小 清河 上 游 无 冰期 ,下 游 的 冰期 
每 年 也 不 过 5 日。 储 年 大 部 时 间 均 可 通航 。 惟 河 槽 狭 奉 ,航道 曲 
折 , 对 航运 不 利 , 是 将 来 治理 时 需 贾 阁 虑 的 问题 。 上 游 族 泉 汇 成 
PR THA AF WISE, Feats RAB, EA 
河 ; MAAN PAD BEN WR, BASE GLB spe 
Fe GE ARATE AN EERE, Bboe ARTA A 
田 灌流 ,提供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但 其 中 某 些 支流 , 因 注 入 了 工厂 污 
Tk, KRABI, 不宜 侯 用 。 大 跃进 以 来 , 沿 河 建 有 许多 小 型 
水 电站 ， 正 在 充分 利用 小 清河 的 赛 源 。 

黄河 二 一 黄河 线 过 洲 南 市 北 郊 , 曲折 东 流 。 因 处 于 中 干旱 中 
湿润 的 气 侠 区 ,雨量 较 少 , 蒸发 量 又 大 ,所 以 它 的 总 排水 量 不 天， 
年 平均 流量 1 490 公 方 / 秒 ; 输 水 量 为 470 亿 公 方 。 但 是 由 于 雨水 
集中 在 夏季 ， 龙 其 集中 在 7; 8 月 ,水 位 急速 上 升 ,成 为 最 突出 的 

.二 水 位 时 期 ， 流 量 通常 在 7,000 公 方 / 秒 左 右 ， 个 别 年 份 流量 葛 
达 11;,000 公 方 / 秒 以 上 。 潜 内 期 间 , 水 流 油 急 , 航 行 暂 停 。 冬 季 因 
雨水 稀 风 , 成 为 黄河 的 枯水期 。 最 低 流量 在 12 月 或 1 月 ,流量 通 
常 在 200 公 方 / 秒 左右 。 且 有 将 近 一 个 月 的 封冻 期 ,影响 通航 。 

黄河 流 狼 黄 土 高 原 , 带 来 大 量 泥 沙 , 洪 府 期 在 洛 口 的 含 沙 量 
过 165.29 公 斤 / 公 方 ,枯水期 也 达 0).756 公 斤 / 公 方 。 河 水 所 带 泥 
沙 ; 泪 积 河床 ,水 面 增高 , 威胁 着 洲 南 的 安全 ;但 对 于 利用 虹吸 管 
SKM, ABE TAD HR. Bk DAE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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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很 好 利用 , 将 来 洛 口 枢 竹 工程 建成 , 将 有 一 座 大 型 水 电站 屹立 

i ee, 供 本 市 工业 及 日 Wu 电 的 需要 。 

源 轴 济 南 南 部 
的 锦 舌 锦 阳 和 锦 云 三 河 。 上 中 诸 流 沟 石灰 岩山 地 丘 其 ,下游 和 
过 游 南西 郊 冲积 在 原 , 至 北 店 子 流入 黄河 ,长 达 70 公 里 ;流域 面 
积 狗 达 687 平 方 公里 。 流 量变 化 略 似 黄 河 , 但 档 水 期 不 在 12 月 或 
1 月 ,而 是 在 5 月 。 枯 水 期 平均 流量 仅 0。11 公 方 / 秒 ,并 常 有 断 流 

As 

RR BSKEAKS, WTR ROE AA ERO 

水 位 时 期 ,往往 形成 倒 洪 现象 , 致 西 郊 睦 里 庄 周围 常 被 淹没 。 今 
后 烃 过 整理 ,不 但 能 充分 发 挥 它 的 灌 汶 作用 , 还 可 通航 。 

(2) 湖泊 

济南 泉水 非常 丰富 ,泉水 聚集 之 处 ,往往 形成 亨 泊 ; LE 

南 地 势 由 南 向 北 便 斜 ,湖泊 多 出 现 于 北部 ,其 中 最 重要 的 为 大 明 

湖 。 

”大 明湖 位 于 济南 市 区 东北 部 最 低洼 处 ， avi 

面 海拔 高 度 仅 为 27 米 。 现 有 面积 679 亩 , 平均 深度 狗 工 米 。 湖水 

温度 因 受 地 下 水 的 影响 ,常年 变化 较 小 , 冬 不 封冻 。 湖 内 种 植 荷 ， 
4E TEE SERS AE 

UES} , UERB fet a HF , EOE, 脂 山 等 小 湖 ， KS LIER, 种 

HET 46 0 

(3) 地 下 水 

济南 南部 分 布 着 非常 厚 的 奥 陶 各 石灰 岩 ， 地 下 喀斯特 洲 洞 

发 育 ， 可 以 吸收 大 量 降水 ae BA Al FH BS Is abet, F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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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 一 带 形成 很 多 喀斯特 泉 和 裂隙 泉 ， 洲 南城 区 恰当 盗 流 淮 出 
带 , 于 是 形成 大 量 的 泉 恒 ,所 以 济南 有 我 国 “ 泉 都 "之 称 。 其 中 最 
著名 的 泉 , 有 购 突 泉 、 黑 虎 泉 、 珍 珠 泉 等 。 泉 水 每 日 至 部 总 涌水 量 
达 258,200 立 方 米 ,汇集 而 成 小 清河 正 源 泉水 水 质 良 好 ,水 中 氢 
离子 含量 在 7 一 8 之 问 , 属 微 奏 水 。 钙 离子 和 毛 窗 子 含量 也 过 少 。 
硬度 在 10 去 寿 , 是 软水 , 对 机 器 腐蚀 性 很 小 ， 所 以 是 很 好 的 工业 
用 水 。 又 因 水 中 含有 害 组 菌 较 少 ,可 以 饮用 , 是 游 南 自 来 水 公司 

的 水 源 。 但 因 裂 际 和 喀斯特 洲 洞 发 育 不 平衡 ， 以 致 水 量 丰 富 的 

伏 流 ;不 易 被 发 据 。 解 放 以 来 ， 随 着 工农 业 生产 的 发 展 和 人 民 
生活 水 下 的 提高 ;本 市 的 泉水 已 有 供不应求 的 现象 。 因 之 发 据 
更 多 的 地 下 水 源 ， 是 一 个 极为 重要 的 问题 。 

4。 士 壤 植被 

济南 南部 山地 丘陵 的 土壤 ， 是 发 育 在 石灰 岩山 区 的 坡 积 和 
冲积 物 的 神色 士 , 里 地 粗 朴 ,这 一 带 水 土 流失 较 严 重 。 在 一 些 较 
为 平 艇 的 坡地 ,已 大 部 辟 为 梯田 ,栽培 着 各 种 农作物 。 梯 田 田 百 
和 和 村落 附近 , 散 具 有 若干 并 叶 树 ,树种 有 槐 、 皂 英 、 杨 、 柳 、 骏 、 杆 、 
iS RSE, TERI, a At 
及 刺槐 林 外 , HEA TAT AMRF ICE EAE OY SW PAR I} AE 
以 自 草 为 主 的 怀 落 。 阴 坡 或 中 阴 坡 上， 主要 植物 是 莹 草 。 在 野 

生 灌木 方面 ,有 莽 条 、 酸 现 及 多 种 时 型 的 胡 枝 子 等 。 这 些 天 然 杆 
iy, PS YE HSL RAE BER. Ili, XBR I 1004 BRA, 
DDB FADE GEER, , APE LOTT PDE, Peas 6 万 
FH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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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所 壕 , Wise BEL ER A, DLP, | WY 
Ke TEE TNE ALTAR, AD, ERASE, 
Se REA, WRAL, 而 旧 
FERS BUILT EOS RAM ROOM. FERS BO A, 
SARE LE LMA IEE NOIR, ee DEAR BETIS 
在 出 丘 上 可 试用 以 下 树种 : pe. AR eK A 

ASE, URE, ERE, Dae RE A 
OR, BEER, RAR BRACE. 

在 大 明湖 以 北 至 黄 台 一 带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出 更 了 组 酒 多 水 
的 情境 。 由 于 人 们 利用 了 这 一 优越 的 自然 条 件 ， 天 然 厢 被 早已 
萝 然 无 存 。 只 有 在 沟渠 、 池 塘 及 低 湿 田 畔 , 街 可 上 到 获 科 和 天 南 
星 科 植物 ， 其 中 不 少 可 供 藉 用 。 另 外 还 有 水 多 科 和 眼 子 荣 科 杆 
物 , 为 淡水 养 急 的 优良 伺 料 s 至 于 荷花 、 蔓 昔 , 均 为 本 地 带 随 处 可 
昂 的 植物 。 在 这 种 湿 壮 的 条 件 下 , ERS AAS, 
发 育成 水 稻 士 。 在 地 下 水 面 较 低 的 地 段 ; 均 宣 种 植 各 种 闸 荣 。 
黄河 大 坤 内 外 , 因 地 势 低洼 ,地 下 水 位 高 , EIT, 

大 片面 积 的 礁 性 土壤 ,PH 值 在 8 左右 。 天 然 植 物 , DARE 
为 主 。 这 些 植 物 , RARE, SESH. LORE 
明 的 农田 里 ,一 般 旦 现 着 PSEA ESOT BLAS RR IL Hk HER 
FEY, PEK BERS, FLEA DE 

三 “历史 地 理 概 述 

济南 是 我 国 古老 城市 之 -一 ,远古 时 候 ,生产 力 基 弱 ,地 理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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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 对 城市 初期 的 成 长 和 发 展 有 一 定 影响 奴隶 和 社会 以 畜牧 为 主 ， 
原始 农业 为 副 , 当 时 洲 南 地 临 济 水 (大 清河 , 郎 今 黄河 ) ， 涌 泉 和 

湖 渔 密布 ,在 钙 玲 平原 地 区 ,最 有 利于 部 落 的 定居 。 根 据 1930 年 

和 1933 年 在 市 区 东北 35 公 里 龙山 锁 城 子 崖 发 掘 的 古代 遗物 看 

来 , 早 在 距 入 五 千年 前 新 石器 时 代 晚 期 ,本 市 东部 地 方 是 居民 繁 

层 的 所 在 ,生产 力 已 相当 上 发展, 进入 了 以 农业 为 主 ， 牧 冀 光 猎 为 

副 的 社会 。 当 时 手工 业 陶器 制造 技术 很 高 ， 构 成 我 国 古 代 以 黑 

陶 为 代表 的 “龙山 文化 ”。 
FEAT IRA ASE ERS RE, 出 土 有 青铜 器 物 , 制造 

精美 , 诈 明 狗 在 公元 前 14 世 构 ( 公 元 前 绝 18 到 12 世 大 为 我 国 历 
赐 上 旋 商 时 伐 ) 本 市 东部 地 区 生产 力 有 进一步 提高 。 公 元 前 8 

世 各 到 公元 前 211 年 ， 是 西周 和 春秋 战国 时 代 。 根 据 史 贡 训 载 ， 
济南 是 属于 齐 国 的 地 方 。 齐 国 是 以 盐 铁 之 利 强大 起 来 的 ， 管 子 

有“ 官 出 海 以 富国 "和 “出 铁 之 山 三 千 大 百 九 十 ”的 记载 。 铁 器 的 
发 明和 使 用 ,有 力 地 促使 农业 和 手工 业 的 发 达 ,并 刺激 了 商业 的 
活动 ,从 而 有 大 城市 出 现 。 本 市 东部 地 区 产 铁 ,是 优越 的 地 理 条 
(eS FS TER, Oe ER eR EE 3 年 (公元 前 697 
1) “ie Ai EAE Se RE HY A I EH ART RIC BOK TH 
4 Fy, ALE es Sk Ns SH SA BLY, Be OBE 
BUCS. Ash a0 5h E154E (AEROS TE) “SR, He 
灵 从 与 战 于 历 下 "的 记载 。 那 是 因 历 山 ( 今 千 佛山 Hea FF - 

普 管 在 这 里 混战 ， 可 见 当时 是 齐 国 的 边防 要 塞 ， 这 对 城市 的 发 

展 ; 也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游 南 的 和 名称, 最 早 见 于 汉代 ,是 因 在 济 水 以 南 而 得 名 的 。 W 

SC if 164F (BIC HI164F ) AUTH OWL A i 2 年 (公元 前 15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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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为 游 南 郡 。 江 、 淮 、 河 \ 洲 是 古代 四 条 大 水 ,号 称 “ 四 六 ?， 为 至 

国 重 要 的 水 运 路 继 , 汉 代 以 洲 南 命名 , FERRER Lise 

要 位 填 ， 这 对 本 市 的 发 展 有 密切 关系 。 加 以 汉代 统治 者 对 安民 

VET Sie, ARIF RARE, 使 本 市 发 展 成 为 至 国治 铁 和 其 

他 手工 业 的 著名 城市 。 (0 St Hh “RRARERA LE, ; 

GRABS RPREATORED, 2 ABST ELADA PIE 

地 ,而 当时 的 历 城 却 是 本 市 现在 市 区 所 在 地 。 

从 三 国 到 南北 朝 ( 公 元 220 一 581 年 ) 是 碾 竺 混乱 时 期 ， 本 市 

北部 平原 地 区 , 当 华 北 战场 边缘 ,位 置 冲 要 , 烃 济 唱 到 破坏 ;但 南 

部 出 区 却 成 为 居民 的 避难 场所 , 狼 济 有 所 发 展 。 当 时 落后 民族 的 

统治 阶级 利用 佛 数 来 麻 兽 人 民 ， 因 此 南部 山地 丘陵 区 成 为 佛 数 
胜地 。 现 在 千 佛 山 和 柳 塌 仍 保存 有 佛 数 石 列 和 石塔 等 史迹 < 济南 

的 名 称 ， 在 后 瑶 献 文帝 皇 兴 3 年 (公元 469 年 ) , 针 改 为 齐 州 。 唐 

RAC SEE, HICMM BER: “FNBAS, Re." BR 

BER: BRRARHA HKRRK, ARRER’ ZR. WH 

A Tis Si US i AT tea ee TB 2 Eo 

RAYS EZ FA SADA & BR, Sl eB ANGE (TELA 162) 

BOAR EST TARTS RRs te (BN TE PT Ew), Ue a — ie BA 

i, ABS x A, ES EKA, AMR 

AM 7S i, AE RA, BH KPRS IM, RGR MR 

HS ERB AE TK ab, A RAY DG P2007 AYR Ie, BRA 

9h 1039 9 2 pe SR 9H MERI FES TT ES AES, SRE 
AKAM, TMS, TAT RECT, AR BULLS; BER, 
Sk SB Eo” BAD FE EA ER LBETT OR SOE, ARR 

STR SUE ORES AL. Anil oh , EE 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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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人 of 

“ ‘ 

(公元 1371 年 ) 修 筑 的 。 溥 末 咸 丰 10 年 (公元 1860 年 )， 封 建 王 遇 

aT BR He he BRE air, HERP HEHE OK ERO RZ Seti . BA es A PS 

西 三 面 扩建 外 郭 , 称 为 "车子 "( 读 于 , 围 子 )o 这 些 城郭 现 虽 拆 除 ; 

但 根据 护城河 的 保存 , 仍 可 鼎 得 城市 发 展 的 翰 亩 。 从 狐 游 发 展 方 

面 来 看 ,来 明 两 代 对 本 市 的 水 运 交 通 发 展 ,全 有 所 注意 。 根 据 般 

Aisi, KAR 4AU11374), WREFR DA, 

Pek ATER , BAEC 9 FE ( A5014734 ) SRRA HE 

SRB (SASH MER. CHAHHMRERRE TRA 

促进 作用 we RUF BAA AS FS SOR BPS eat , STL 

eS HD A”, KBR” RAT St 

ARR BREN , MARRERO PEED 

FEAST. , TT IR AR RAN, BTA RAISE 

ob mA RR AHR. PKA ARRAY 

天 日 为 76,616 人 ,还 不 及 现在 济南 市 区 人 口 的 十 分 之 一 。 

本 市 在 清朝 未 年 由 封建 城市 添 渐 向 中 封建 中 殖民 地 域 市 塌 

4. TBA REDE, “i EAE SCTE AS TH fF 4 1S Sh AS PA 

的 据点 s。 广大 农村 的 农产品 集中 本 市 外 运 ， 外 来 的 生活 日 用 品 

由 此 转 往 农村 和 内 地 城市 ,从 而 使 本 市 具有 悠久 历史 的 息 答 、 铁 

器 等 手工 业 放 弱 下 去 ， 成 为 一 个 为 帝国 主义 集散 物 硕 的 洽 费 性 

城市 。 

外 国资 本 主义 的 伍 入 ， 一 方面 促使 城市 手工 业 袁 弱 和 农村 

烃 济 的 破产 ;但 另 一 方面 则 又 刺激 着 我 国 现代 工业 的 兴起 。 清 朝 
为 于 维持 它 的 汽 落 政权 ， 在 同治 元 年 (公元 1862 年 ) 开 始 洋务 运 

动 ， 杰 市 最 早出 现 的 现代 工业 是 清 同治 9 年 (公元 1870 年 ) 在 北 

郊 赵 家 庄 用 官僚 砍 本 兴办 的 洛 口 机 器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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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 猪 23 年 (公元 1897 年 ) AHRBELEARMNB CAT 

更 多 的 掠夺 资源 ,于 1899 年 一 1904 年 修筑 了 胶 洲 铁 路 ,此 后 英 德 
帝国 主义 者 更 分 别 以 间接 投 套 方式 ,于 靖 宣 入 3 年 (公元 1911 年 ) 

修筑 了 津浦 铁路 。 此 外 ， 清 朝 于 光 猪 30 年 (公元 1904 年 ) 把 旧 城 
郭 的 西关 外 自 辟 商 壕 ( 与 潍 县 、 周 村 ,长 沙 同 时 开辟 为 四 个 商 

坊 ) ,这 些 措施 ,也 是 一 方面 促使 本 市 沟 济 急剧 趋 于 殖民 地 化 ;号 
一 方面 进一步 刺激 着 现代 工业 有 所 发 展 。 夺 光 竺 31 年 (公元 1905 

年 ), 官 优 们 兴办 了 工艺 局 (外 身 工业 ) 和 游 南 发 电厂 ) M4 
(公元 1908 年 ) 兴 办 了 渴 源 造 锋 厂 。 但 在 外 国 刚 本 压迫 下 ， 这 些 

企业 都 发 展 得 非常 组 慢 。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前 后 ,外 国 克 济 侵略 压力 减轻 ， 官僚 堆 本 和 

民族 套 本 得 到 抬头 ,他 们 双 建 立 了 些 现代 工业 企业 ,其 中 以 轻 工 _ 

业 的 比重 较 大 ， 重 工业 至 为 薄弱 。 如 1913 年 设立 振 业 火 柴 厂 ， 
1915 年 设立 丰年 面粉 厂 ,1917 年 设立 管 丰 秒 厂 等 此 后 面 焰 和 鳃 

徐工 业 仍然 在 工业 中 发 展 较 快 -如 1921 年 设立 成 在 面粉 厂 ,1932 
年 设立 济南 成 通 秒 厂 ,1934 年 设立 仁 丰 炒 厂 等 。 

| BZ REE RSM, ATH DLR eee RK; 
FB AME OA EI GARI AU ETS , FF IE SCE ES, 

HE RRA AR DE EO. 19374 REMY, ART 

Ft VEE GR 3 座 ,面粉 厂 8 ee 1, a 

仍 极 薄弱 s 
抗日 战 等 时 期 ,日 寇 盘 中 了 本 市 ,民族 工业 遭 到 严重 的 破坏 

MRE, SHAG ND Bet 所 请 “军管 "和 * 中 日 合 
办 "日 寇 为 着 徽 炉 进 行 优 略 战 等 ， 作 垂死 的 挡 所 ”又 开展 所 庄 
“TRIES”, FLAT BU HY MSE 强行 拆除， 损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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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800 枚 , 占 当 时 种 锋 总 数 的 47。2 狗 。 日 本 侵略 军 在 本 市 建立 了 
修理 橙 炮 、 制 造 一 般 枪 械 和 修配 军用 汽车 等 机 械 工业 ,但 多 牢 设 
备 不 良 , 规 模 很 小 。1945 年 8 月 ,日 完投 降 后 ， 国 民 党 反动 派 进 
行 了 强盗 式 的 友 收 ,本 市 各 工厂 有 的 精密 机 具 遭 到 破坏 和 撤 夺 ; 
有 的 工厂 在 物价 飞涨 的 情况 下 , 陷 太 停滞 状态 。 在 昔 介 石 发 动 的 
内 战 中 ,各 大 面粉 厂 的 钢 磋 又 被 损毁 了 64。4 驳 。 至 解放 前 夕 , 遗 
留 下 来 的 工业 ,都 是 设备 陈旧 ,技术 落后 和 破烂 的 旧 摊 子 。 至 于 
XA, HEAR LRA’, Lhe LED 

” 粮 , 以 致 杂粮 在 粮食 中 的 比重 上 升 ， 居 民 消 费 的 食粮 普 副 下降， 
ARMAS, 1948429 月 24 日 本 市 解放 了 ， 和 其 他 城市 一 
样 , 它 开 始 了 新 的 历史 时 期 , 沿 着 社会 主义 工业 化 大 道 向 竺 合 性 
域 市 迈进 。 

ee 

据 舟 计 资 料 ，1947 年 洲 南 解放 前 夕 ， 全 市 人 口 狗 62 万 人 。 

1948 年 解放 时 ， 部 分 官僚 地 主 外 逃 ， 工 厂 企业 受到 国民 党 的 破 
KR, AMT AAA, ATH A HRC A FRO» Bi 

GES MARR FRR, ATA READ TAY 

Ags Mn 19524F HK, STH A A658, 507A, Ht ae a Et 

数字 。 至 1958 年 末 秀 计 ， 全 市 人 口 已 达 987,524 人 ,为 1949 年 的 

159.1%. 

本 市 人 口 密 度 平 均 每 方 公里 移 2,512 人 ， KE6A0 BOS 

度 狗 高 天 们 (全 省 人 口 密 度 平均 每 方 公里 358 人 )。 但 市 区 和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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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后 济南 市 人 口 增 长 情况 

| 1949 征 | 195248 | 1957 征 | 1958 | 1949 年 的 % 
户 数 | 135,641 | 144,093 | 184,265 195,486 | 144.1 

619,880 | 658,507 | 861,509] 987,524| 159.1 

信 口 蜜 度 相 差 很 大 , HERR SSH. RS, MAO 

数量 却 占 全 市 总 人 口 的 63 肥 以 上 。 市 区 人 吕 密 度 平均 每 平方 公 

里 为 20,606 人 ， 丙 业 发 达 的 市 中 区 每 平方 公里 葛 高 达 3 万 人 以 

_ 上 ,郊区 平均 每 平方 公里 不 及 1,000 人 。 

AES RR ASR HS AK. BR, 
ARK TK RK KK RK RK RE 
族 、 和 维吾尔 族 和 犹太 族 等 14 个 民族 。 由 于 历史 上 发 展 的 特点 ， 各 族 
人 民 的 人 口 相差 非常 基 殊 。 汉 族 占 全 市 各 族人 口 总 数 的 96 驳 以 

上 ,汉族 是 本 市 居住 历史 最 早 的 民族 ,他 们 对 于 本 市 的 建设 和 生 

产 发 展 起 了 最 为 重要 的 作用 。 据 1958 年 的 统计 ,市 区 各 少数 民族 
共 27,942 人 ,其 中 以 同族 为 最 多 , 狗 占 各 少数 民族 总 人 数 的 98 殉 

左右 ,回族 人 民 参 加 了 工业 、 农 业 \ 商 业 以 及 服务 业 的 劳动 ,在 游 
南 和 经济 活动 中 有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其 他 各 少数 民族 人 数 很 少 ,不 及 
市 区 人 口 的 0.1 多 ,但 他 们 同样 积极 参加 了 各 项 事业 的 劳动 。 

解放 前 长 期 以 来 ， 本 市 各 族人 民 和 至 国人 民 一 样 惨 章 封 建 

势力 和 官僚 资产 阶级 的 残酷 压迫 和 复 创 ， 特 别 是 在 国民 党 反动 
的 民族 政策 统治 下 ,少数 民族 的 人 民 ， 一 直 处 在 生活 极为 贫困 ， 
文化 落后 的 状况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光辉 民族 政策 的 照 沟 下 ， 根 本 
改变 了 旧 入 会 的 民族 关系 ,各 族人 民 加 强 了 团结 ,共同 为 建设 入 
会 主义 的 租 国 而 劳动 。 少 数 民族 的 物质 妇 化 生活 水 在 有 了 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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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提高 。 据 统 证 , 现 有 少数 民族 产业 工人 4, 8004, 19497 38 

长 了 去 倍 以上。 者 且 设 立 了 回民 中 学 一 所 、 小 学 三 所 ， 现 在 同 民 

的 学 龄 儿童 和 学 率 已 达 97 多 以 上 ,过 去 那 种 生活 贫困 ,文化 落后 

Mm, EMAAR EIT 
解放 以 来 ,为 适应 工业 生产 和 文化 数 育 的 迅速 发 展 的 需要 ， 

未 市 职工 的 人 数 空前 增多 ，1958 年 来 至 市 职工 达到 33 万 7 千 人 ， 
其 中 工业 从 业 人 员 为 20 万 8 千 人 ,等 于 1949 年 的 3.2 倍 。 随 着 生产 

的 发 展 和 劳动 生产 牵 的 提高 ， 全 市 人 民 的 物质 生活 得 到 不 断 的 

改善 , 据 1958 年 的 和 统计， 市 区 职工 平均 工 春 达 602 元 ， 比 1949 年 

增加 95.。5 驳 ,社会 购买 力 则 比 1949 年 增长 3.04 倍 以 上 。 

1 

Pa © 业 

工业 是 游 南 市 国民 灼 游 的 主导 部 胃 。1948 年 解放 以 来 ， 它 

是 雪 展 最 迅速 的 部 门 。 在 三 年 饮 复 时 期 ， 工 业 总 产值 比 1949 年 

增长 1.6 倍 。1956 年 社会 主义 改造 高 庄 中 ,全 市 私营 企业 实现 了 

公私 合营 。1957 年 全 市 国营 、 地 方 国 营 、 公 私 合营 工业 企业 单位 

已 发 展 改造 成 为 259 个 ， 工 业 总 产值 比 1949 年 境 加 6。82 倍 ,第 一 

个 五 年 证 划 期 间 平 均 每 年 递 境 17.2% 。 

1958 年 工农 业 生产 大 跃进 以 来 ,在 总 路 线 的 光 逃 照耀 下 , 本 

市 工业 进入 了 “一 天 等 于 二 十 年 ?的 时 代 , 企业 单位 数 跃 进 到 628 

个 ,工业 总 产值 已 达 10 亿 ?2 千 万 元 以 上 , 1:1 957 FF IBK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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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a ee < 
ad & 和 2 

hw ine ae to 
oe fd Di ae Ais 

> » _ Tt 

. ite 

194942897. 788502) PK AUTO HK, Be 
迅速 先行 ,并 支援 农业 飞跃 发 展 ， 兴 建 和 改建 了 若干 明寺 企业 ， 
如 游 南 钢铁 厂 、 黄 台 火 力 发 电厂 .冶金 矿 卫 设备 厂 、 济 南 机 车 工 
厂 、 汽 车 制造 厂 、 洲 南 屯 钢 厂 和 化 学 肥料 厂 等 。 同 时 轻重 工业 方 
面 ,一 年 中 就 武 制 成 功 了 978 种 新 产品 ， 其 中 特别 是 化 工 工业 和 
涛 狼 工 业 的 许多 产品 已 达到 国际 水 平 。 郊 区 各 地 小 型 厂矿 企业 
也 天 地 开花 。 总 之 ,本 市 工业 正在 发 生 显著 的 变化 。 

工业 总 产值 历年 增长 情况 ( 驳 ) 

工业 企业 总 产值 中 ， 生 产 痪 料 产 值 所 占 的 比重 ， 由 1949 年 

的 23。5 多 已 提高 到 1958 年 的 53.1 多 。 根 据 产 值 的 大 小 和 产品 在 

国民 逻 游 中 的 地 位 与 作用 来 看 ， 本 市 的 主要 工业 部 门 是 : 机 器 

制造 ,电力 、 钢 铁 、 化 学、 息 秩 ,食品 .造纸 等 部 门 。 
生产 资料 产值 占 工业 总 产值 比率 历年 增长 情况 ( 哆 ) 

[oe | a9 To tse: | tec i 
| 6 be BeBe [oe 8007S 3b ple pe haem”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本 市 将 发 展 成 为 本 省 最 大 的 糙 合 性 
工业 核心 。 根 据 工业 战 辣 上 “以 鲍 为 网, 全面 跃进 ?的 方针 ,要 把 ， 

本 市 建成 至 省 第 一 个 大 型 钢 詹 基地 。 
本 市 具备 发 展 轻 重工 业 的 有 利 条 件 : (一 ) 济 南 是 卫 东 省 会 ， 

是 山东 至 省 人 民 的 政治 侨 导 中 心 ， 可 以 得 到 中 共 山 东 省 委 和 省 
人 民 委员 会 的 直接 领导 和 支持 ; (二 ) 有 许多 科学 研究 机 关 和 高 ， 
等 院 校 的 协作 ， 便 于 更 早 更 多 地 采用 一 些 新 技术 ; (S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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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S, HOP ME MIA A. AS A ee Ae, 

ABA ARASTA MH J*, AAT SE EG TRE 

BUT, Bb, wth A URS AS (OO )ALSE-AR, 富 产 棉花 ,着 与 

AS TEL HAE EC Ey K AOS; (FL) 7K BEE, AE 
HELL SOR BEREAN 7 NSE SB 5 (Os) ONE Ae Te JL ie na 
说 ,已 初步 贫 定 了 工业 基础 ,培养 了 不 少 的 技术 人 材 ， 目 前 熟 入 
工人 已 占 工 人 总 数 的 50 多 以上。 再 加 上 全 市 人 民 的 思想 解放 ， 
政治 挂帅 ,今后 必 将 更 加 发 挥 革命 干劲 ,大 搞 技术 革命 ， 掀 起 和 
产 更 大 高 潮 。 农 村 人 民 公 社 也 将 根据 因地制宜 \ 就 地 取材 和 士 洋 
千 合 的 原则 ,大 办 工业 ,促进 工业 伴 面 发 展 

本 市 建成 工业 基地 后 ， 将 和 公 省 各 个 将 要 发 展 起 来 的 工矿 
城市 有 机 的 精 合 在 一 起 ， 带 动作 省 工农 业 生产 发 展 ， 从 而 将 使 
山东 的 炙 济 地 理 面 貌 ,根本 改观 ， 同 全 国 一 齐 步 人 一 个 拥有 现代 

工农 业 的 繁荣 幸 末 的 新 时 代 。 

主要 工业 产品 产量 历年 增长 情况 ( 殉 ) 

1957 1958 | 
wm 6K | 0 | | | 13,292.1 

ay eee eee eee hae oom 人 

em OR | 100 | 1,372.5 | 5,779.6 | 8,980.0 

abe | 0 | |. 327 | ae 

棉 ”种 | 100 +H 180,8°. |) 160.2; aa 

Hs | 00, |. «189.4 > |, 207.8), | 

m | 300 |. 197.2 | 224.6 | 221.7 

BL Hl | 100 | 405.2 | 1,310.4 | 1,631.5 



th ee ee ae pe 

eer 100 | abe pie) -a8bi8 

下 面 将 几 个 主要 工业 部 门 分 别 加 以 讲述 : 

(1) 电力 工业 

解放 前 济南 电力 工业 很 落后 ，1946 年 是 国民 党 葬 治 时 期 发 
电量 最 高 的 一 年 ， 但 仅 为 1944 年 日 伪 芒 治 时 期 最 高 发 电量 的 
50% o | 

HEB FE, EC TS RR ARAN BC BAT , EBB Hoe HT RY 
© 起 会 主义 性 质 的 企业 ,迅速 的 进行 了 恢复 工作 。 几 年 来 ,加 强 了 

PS BE, i> J) FAAS RRA (ER TRB AB 

修复 的 设备 ,使 发 电量 大 大 增加 ,装机 容量 达到 16,700 琵 。1958 

年 发 电量 为 1949 年 的 5。8 倍 。1957 年 与 淄博 火力 发 电厂 、 洲 南 成 

。 通 和 仕 丰 两 名 厂 的 电力 车 间 组 成 了 简单 的 电力 网 ，1958 年 11 月 
架 裔 济南、 淄博 新 泰 、 莱 燕 高 压 输电 线 和 变电站 ,形成 了 强大 的 

和 鲁 中 电力 和 柔 蒋 。 随 着 工业 发 展 的 需要 ,工业 用 电 比 例 大 大 墙 加 ， 
1949 年 工业 用 电 占 总 发 电量 的 67。64 哆 ， 而 到 1958 年 11 月 已 达到 

86.。54 胸 。 工 业 大 跃进 ,要 求 电力 先行 ， 为 了 适应 形势 发 展 的 需 

要 ,本 省 第 一 座 大 型 区 域 性 的 火力 发 电站 在 本 市 黄 台 动工 兴建 。 

它 的 设备 是 世界 上 最 先进 的 :效率 高 ,用 煤 省 ,成 本 低 。 建 成 后 电 

容量 为 62 万 楠 ,等 于 现在 发 电 总 容量 的 40 倍 ,将 成 为 本 省 鲁 中 地 

区 电网 的 总 枢 竹 ， 对 本 省 工农 业 生产 的 发 展 和 满足 人 民生 活用 

电 , 将 起 着 互 大 作用 。 水 力 发 电 方面 ,目前 仅 在 郊区 仲 宫 \ 曲 家 、 
大 水 坡 等 地 有 小 型 水 力 发 电站 ,供应 部 分 社 办 工业 用 电 。 今 后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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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e 4 4 7 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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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铁 工业 » 

DF FH SSR Ll A Be SPA EP, 1957 

SE ABH AST EP AB BBR AG STH 0 1957 SEE TGP 

产 普 通 型 钢 、 普 通 合金 钢 千 余 吨 , 还 不 能 生产 生铁 。1958 年 由 于 

贯彻 了 十 洋 和 结合 ,大 中 小 型 企业 工 举 的 方针 thE TST Sh Kia we 

铁 的 运动 ,迅速 推动 了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1958 年 11 月 中 旬 诈 算 ， 

济南 市 区 建立 各 种 土 洋 炼 铁 粮 近 3 万 座 ， 一 跃 而 公 年 生产 生铁 
153,804 吨 (内 有 土 铁 19,042 吨 )、 钢 7,429 吨 、 钢 材 2 色 5 吨 。 同 年 

在 本 市 东 郊 开始 兴建 了 本 省 最 大 的 钢铁 联合 企业 一 一 济南 钢铁 

厂 ，12 月 25 日 已 建成 255 立 方 米 工 号 高 业 , 现 已 投入 生产 ; 将 来 

访 厂 至 部 建成 后 ,年 产生 铁 130 万 吨 , 钢 110 万 吨 。 此 外 , 洲 南 志 钢 
厂 , 讲 南 铁 厂 等 企业 也 都 建立 了 高 起 ,目前 本 市 已 成 为 日 音 生铁 

2;000 多 吨 的 城市 。 
济南 近郊 有 丰富 的 铁 矿 和 石灰 石 ; 辣 时 交通 运 炉 便利 ， 淄博 

薛 城 大 量 的 煤炭 , 革 新 泰 的 铁 矿 石 ， 可 以 保证 及 时 供应 ,对 于 
发 展 钢 铁 工 业 极为 有 利 。 令 后 由 于 游 南 市 地 区 范围 的 扩大 , 除 游 
南 钢铁 厂 和 章 丘 钢铁 厂 联合 成 为 一 个 钢铁 基地 归 游 南 市 什 导 
外 ， 还 把 菜 蒸 十 里 坊 钢 铁 厂 的 钢铁 基地 划 归 济南 市 什 导 。 这 样 ， 
本 市 钢铁 工业 将 以 史无前例 的 速度 向 前 发 展 ,并 将 带动 采 煤 ̀ ' 采 ， 
铁 、 炼 焦 \ 耐 火 材料 .机械 制造 ,化 工 ,水 泥 等 工业 向 前 发 展 ， 医 
正体 现 “ 以 钢 为 网 ,带动 一 切 " 的 方针 ,促使 本 市 的 工业 化 进 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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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钢 然 厂 255 立 方 米 1 号 高 越 

个 新 的 阶段 。 

(3) 机 器 制造 工业 

本 市 机 器 制造 工业 是 解放 后 发 展 很 快 的 工业 部 门 。 早 在 日 

伪 时 期 日 寇 为 着 军事 食 略 ， 在 本 市 相 竹 建 立 了 几 个 兵工厂 和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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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修配 厂 ,国民 党 反动 政府 接收 后 仍 利用 它 为 内 成 服务 ,天 在 游 

调解 放 时 大 肆 破 坏 , DRESSER BRA Mt, RADBHE 

配 机 器 和 生产 弹 花 机 、 塌 面 机 一 类 的 小 厂子 。 

解放 后 在 优先 发 展 重工 业 的 方针 指导 下 ， 把 破烂 不 境 的 兵 

工厂 转 和 人 和平 生产 ， 改 建 为 机 器 制造 厂 ， 芽 进 行 了 大 规模 的 扩 

建 和 新 建 。 从 1952 年 起 大 批 制造 了 本 市 有 史 以 来 所 不 能 制造 的 

动力 设备 和 工作 母 机 。 在 试制 许多 新 产品 中 ,有 的 已 达到 苏联 标 

准 。 如 180 匹 马力 柴油 机 ， 龙 困 刨 床 和 1616 型 车 床 等 已 汤 销 全 国 

各 大 城 市 ,并 屡次 在 国外 展览 获得 了 好 评 。 本 市 现 有 54 个 机 器 制 

造 厂 ，1958 年 产值 为 1949 年 的 50 多 倍 , 平均 每 年 递 境 54。5 有 ,发 

展 速度 是 惊人 的 。 在 大 跃进 的 1958 年 ,机 嘴 制 造 工 业 进 一 步 发 挥 

了 它 的 瑟 大 溜 力 ,产量 产值 比 1957 年 增长 一 倍 以 上 。 

机 器 制造 工业 产值 历年 增长 情况 ( 哆 ) 

| 年 “ 份 | 1949 | 1952 | 1957 | 1958 | | 

| = ff | 100 | 381 | 2,047.7 | 5,024.6 

机 床 制 造 业 : 机 床 是 生产 机 器 的 机 器 ， 它 是 本 市 解放 后 新 成 

兵 起 来 的 年 轻工业 , 现 已 成 为 机 器 制造 工业 中 最 重要 的 部 闲 在 

全 国 和 侍 省 占有 极 重 要 的 地 位 ， 产 量 占 全 省 机 床 总 产量 的 96 允 

以 上 。 特 别 是 龙门 鲍 床 的 生产 ,1957 年 已 比 1949 年 雯 长 "7 倍 , 在 

全 国 居 第 一 位 。 

机 床 主要 由 济南 第 一 机 床 厂 和 洲 南 第 二 机 床 厂 生产 。 这 两 

个 厂 解放 前 是 兵工厂 ， 裔 备 陈 旧 简 陋 ， 不 能 独立 制造 完整 的 机 

器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贫 导 下 ,工人 大 胆 创 造 , 挖 据 湾 力 , 不 断 进 行 技 

术 草 新 ,生产 水 平日 俭 增 长, 某 些 产 品质 量 已 达到 或 超过 国际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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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等 1953 年 后 新 产品 有 长 8 米 的 龙 四 人 刨床 ,1616 型 精密 车 床 等 

天 型 机 床 ， 拜 开始 大 批 生产 。1958 年 双 坛 制 成 功 了 14 米 龙 闲 鲍 

床 ， 万 能 螺纹 犹 床 ,8212 创 铣 磨 万 能 联合 机 床 等 重型 机 械 。 龙 站 

刨床 产量 ,1958 年 又 比 1957 年 增加 工 倍 以 上 。 这 些 机 器 不 仅 有 力 

的 支援 了 我 国 社会 主义 建设 ,而 且 部 分 支 授 了 兄弟 国家 , 运往 朝 
鲜 , 越 南 、 东 南亚 等 国 。 目 前 游 南 第 二 机 床 厂 正 扩建 主 厂房 ,准备 
建成 一 个 近代 化 的 中 、 重 型 工作 母 机 制造 厂 。 建 成 后 生产 能 力 可 
较 1958 年 提高 OE; 产品 可 扩大 到 50 多 种 ， 其 中 包括 大 型 滚 此 
BL SERGE AUER A PERS 

ay Ty ALCHEMICAL 
Gb ROK TH mA. ARREA RAW, 
为 国民 党 反动 派 改 为 兵工厂 ， 所 以 解放 前 时 期 济南 动力 机 械 制 
造 完 全 停顿。 解放 后 沟 过 几 年 来 的 恢复 , 才 开 始 成 长 壮大 。 游 南 

柴油 机 厂 成 为 本 市 动力 机 械 制 造 的 主要 工厂 ,现在 生产 的 120 匹 

马力 柴油 机 ， 主 要 技术 规格 ,已 达到 捷克 斯 可 达 厂 45160 型 的 水 

平 。 莽 已 能 生产 200 匹 马力 的 柴油 机 和 70 马 力 的 煤 汽机 。1958 年 

的 大 跃进 形势 ,人 迫切 需要 动力 工业 赶 上 去 , 因 之 济南 锅 墟 厂 的 人 锅 

灶 和 发 电 锅 灶 ， 成 通 纱 厂 的 120 琵 的 发 电机 等 新 产品 ,都 哉 制 成 

功 ;, 有 力 地 支援 了 工农 业 生 产 。 

农业 机 器 制造 业 :为 适应 全 省 农业 发 展 的 形势 ,在 本 市 建立 

了 中 东安 具 厂 这 是 解放 后 本 市 的 新 兴工 业 之 一 主要 生产 双 输 

双 鲜 歼 和 水 车 水泵 等 。1958 年 至 厂 工 人 大 搞 技 术 革命 ,用 简单 

机 械 试 制 成 功 35 匹 马力 超 答 热 特 拖拉 机 。 叱 外 , 济南 汽车 修配 厂 

试制 成 中 型 万 能 拖拉 机 ， 风 动机 械 厂 世 试 制 成 多 眉 透 平 的 水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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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The 
运输 机 械 制 造 业 : 19584 RINE A HR, ADL 

车 修理 厂 和 汽车 修配 与 配件 厂 。 在 总 路 线 的 光 光 照耀 下 ,职工 积 
RS HMR Ril RH TRAE Kee Re 
汽车 等 产品 .为 着 适应 交通 运输 业 的 发 展 , 两 个 厂 分 别 改名 为 游 
南 机 车 工厂 和 游 南 汽车 制造 厂 ,今后 将 大 批 生产 。 

此 外 , 济南 在 大 跃进 中 新 兴起 冶金 矿 出 机 械 制 造 工 业 , 主 要 

有 生 建 机 械 厂 和 冶金 矿山 设备 厂 ,生产 高 奸 、 转 业 、 鼓 风机 、 破 碎 

和 机、 敌 摇 机 、 志 饥 机 等 设备 ,有 力 的 支 授 了 钢铁 生产 。 
机 械 制 造 工业 的 原料 , 过 去 粗大 部 分 依靠 外 区 供应 ,形成 不 

合理 的 运输 。 令 后 随 着 洲 南 钢铁 联合 企业 、 游 南 铁 厂 和 地 人 钢 厂 
的 建立 ,原料 基本 可 以 自 答 ,加 上 进一步 发 挥 雄 厚 的 技术 识 备 和 
熟 彝 的 技术 工人 的 作用 ,更 卉 添 重型 锻 铸 设备 ,和 加 强 厂 际 癌 的 
ME BES HS MERE ,就 不 但 能 满足 本 省 的 需要 ”还 

可 以 支援 华东 协作 区 的 其 他 省 份 。 

(4) 化 学 工业 

济南 的 化 学 工业 也 可 裔 是 新 发 展 的 工业 部 门 。 解放 前 只 有 
一 些 设 备 很 简陋 的 工厂 ,生产 日 常生 活用 品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领导 

下 ,新 建 和 扩建 了 很 多 化 工厂 ,如 : 辆 东 化 工厂 `. 游 南 化 工厂 、 前 

进化 工厂 、 裕 兴 化 工厂 、 游 南 酒精 厂 , 永 宁 攻 厂 、 济 南 橡胶 厂 、 洲 
南 塑 料 制造 厂 等 。1954 年 起 各 厂 内 部 糙 构 不 断 的 发 生变 化 ， 生 

产 春 料 的 生产 和 逐年 增长 o1956 年 开始 糙 合 利用 产品 ,新 产品 不 断 

则 现 。 总 产值 逐年 境 加 ,1958 年 为 1949 年 的 22 倍 。 

主要 产品 有 : TR, WBS AR, AES, B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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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胶带 ; 胶管 , 攻 品 ,肥皂 ,化 学 肥料 ,化 学 农 荷 等 。 其 中 已 有 硫 
化 礁 \ 立 得 粉 .甘油 等 十 三 种 产品 达到 或 超过 国际 水 平 。 这 些 产 
品 主要 满足 当地 需要 , 少 部 分 (如 肥皂 、 硫 酸 伸 ) 输 出 国外 。 

今后 随 着 工农 业 发 展 的 需要 ， 应 大 力 发 展 基本 化 学 工业 和 
— 有 机 合成 化 学 工业 。 其 中 济南 化 学 肥料 厂 已 于 1958 年 8 月 工 日 

兴建 ,从 部 设备 从 原料 裁 迁 到 成 品 包装 都 是 机 械 化 生产 。 建 成 后 
每 年 可 生产 确 酸 铁 肥 料 40 万 吨 ,可 以 有 力 的 支援 农业 生产 。 这 个 
厂 除 生产 化 肥 外 , 还 将 大 量 的 生产 纯 氧 、 确 酸 俩 、 所 基 塑 料 等 副 
产品 ,等 取 五 年 内 建成 为 一 个 粽 合 性 化 工厂 。 

(5) #5 Tle 

hee LE EAR TA ET IV AEE YY, FET ey A 

HUA Oo ARTE HOG RL) AEA OG SB AREER STA TA 

直 不 能 很 好 的 发 展 , ARAB eS Mm Dol Bie 

坏 ,1945 年 国民 党 接收 后 ,又 用 以 压 榜 和 划 蚀 工人。 直到 解放 后 ， 

济南 的 息 秘 工业 才 改 变 落 后 状态 ,走向 新 的 发 展 道路 。 

九 年 来 息 答 工业 迅速 发 展 , 很 多 工厂 进行 了 扩建 , 境 加 了 设 

备 ;, 私营 工厂 进行 了 社会 主义 改造 ,实现 了 公私 合营 。 有 目前 公 市 

共有 目 用 棉 息 徐 品 企业 266 个 ， 产 品 产量 增长 很 快 ，1958 年 至 

市 拥有 孝 锭 83,000 枚 , 纳 布 机 2,493 台 。 棉 秒 年 产量 达 84,770 件 ， 

棉布 年 产量 达 6,439 万 件 。 在 提高 产量 的 同时 , 还 注意 了 质量 的 

提高 。 东 元 盛 染 厂 双 色 蓝 布 与 名 哆 青 布 已 有 20 多 年 的 历史 ,很 

受 广 大 刁 众 的 欢迎 ,现在 不 仅 保持 了 名 牌 货 的 质量 ,而 且 其 他 许 

多 产品 的 质量 都 有 很 大 的 提高 ,如 190 士 林 蓝 达到 了 优等 产品 标 

准 。 仁 丰 纱 厂 的 3036 大 众 牌 组 布 超过 了 英国 水 平 ， 代 有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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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d @ Sees 本 LS ahi 

‘eR ae > 
Ee es yee FG 

运销 英国 ， 人 民 染 厂 的 凡 拉 明 蓝 布 也 有 六 VATE ESBS 

棉纱 和 棉布 产量 增长 情况 

ER | ita A be | 587 产品 名 称 | SEZ | 1919 | 1952 | 1957 | 1958 bic 

is _ © 7a as 件 | 20,646 | 55,264 | 58,956 | 84,770 | 276.6 

fa ry BR | 8,046 | 15,237 | 16,719 | 19,290 | 240.1 

OF Ss ATM Ao ES AE TH A, Sep UR 
秒 厂 和 国 棉 一 厂 的 规模 为 最 大 。 它 们 都 有 很 久 的 历史 ， 且 均 为 
人 能 厂 , 三 个 厂 就 有 棉 答 机 1,204 台 ， 千 染 机 4 部 ,是 济南 息 筷 
工业 中 的 主要 租 成 部 分 。 此 外 在 大 明 滑 \ 东 流水 一 带 ; 有 十 余 罕 
中 小 型 炉 徐 染 厂 。 

产品 有 棉 秒 . 白 坯布 和 色 布 。 色 布 以 一 般 并 色 布 为 多 ,印染 
MEAD. MOREA RARE, CAME 
外 地 。 白 坯布 部 分 供应 市 场 ,大 部 分 在 本 市 各 染 厂 染色 ,然后 供 ， 
应 本 省 鲁 西 、 重 南 各 地 。 部 分 色 布 运销 河南 .号 西 .甘肃 .新 疆 等 
ie | | : 

ACTH SHR PIE ARE, FART FR A a 
鲁 西南 平原 三 个 棉 产 区 供应 。 工 厂 距 原料 产 区 很 近 ,交通 便利 。 
根据 接近 原料 产地 建 厂 的 原则 和 原 有 技术 力量 较 强 的 优越 条 
件 ， 本 市 棉 息 工 业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前 途 。 特 别 1958 年 农业 战 炮 上 
的 窑 前 胜利 ,棉花 产量 增加 了 ,这 对 生 徐 业 的 发 展 提供 了 更 有 力 
的 保证 。 根 据 第 二 个 五 年 证 划 的 指标 ， 本 市 1962 年 的 棉 独 产量 
#741957 5E B95 8H, | 

A aiphe. eae ae ee ee 
‘hweoAT CA, ALOR; BH, 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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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很 天， 但 由 于 坯布 供应 不 足 , 不 能 充分 发 挥 印染 设备 的 作用 。 

因此 在 发 展 巧 炒 的 基础 上 ,相应 的 发 展 徽 染 工业 ,使 三 方面 达到 

平衡 ,还 是 今后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6) 面粉 工业 

本 市 面粉 工业 规模 较 大 ,设备 也 相当 完善 ,为 公国 大 大 面粉 

74. , ee 8 户 , 日 产 面粉 45,600 和 伐 。 生 产能 力 超过 本 市 需 

要 量 的 3 EDL. At, 可 以 大 量 的 供应 东北 和 京 、 津 、 唐 工业 
基地 的 需要 。 目 前 外 运 量 钩 占 总 产量 的 65 多 。 

本 市 面粉 工业 是 在 第 一 欢 世 界 大 战 后 ， 碍 本 家 为 了 获得 高 
额 利润 , 宣 目 发 展 起 来 的 。 后 来 由 于 日 宕 和 国民 党 的 撤 夺 拱 残 ， 
至 解放 前 陷于 态 态 一 息 的 状态 。 解 放 后 ， 党 和 政府 大 力 恢复 各 
企业 ， 陆 炉 授 大生 产 。1949 年 总 产量 44,336 吨 。1952 年 对 私营 
厂 进 行 了 和 社会 主义 改造 ,不 断 划 新 技术 ,1953 年 推行 了 前 路 出 粉 
工作 法 ,年 产量 跃 为 132,216 吨 ， 成 本 一 般 降 低 259% 。1956 年 实 

行 了 从 行业 合营 ,1957 年 产量 达 172,260 吨 。 为 了 避 絮 不 必要 的 
往复 运输 ,有 计划 地 平衡 配置 面粉 工业 ,将 惠 丰 和 丰年 两 大 面粉 
厂 , 耸 别 迁 往 莱阳 和 张 店 , 同 时 也 支援 新 的 工业 区 。 

未 市 面粉 工业 的 特点 :( 1 ED RAM REA 
调 ， 因 此 加 工 任务 主要 是 根据 至 国 粮食 供销 情况 进行 平衡 安排 
(以 历年 的 情况 看 , 梁 力 仅 发 擅 60% 左 右 );( 2 ) 季 节 性 强 。 由 于 
农业 季节 的 影响 ,面粉 工业 的 生产 也 有 明显 的 季节 性 (今后 随 着 
小 麦 的 增产 ， 这 种 现象 将 会 消除 );( 3 ) 自动 化 生产 。 本 市 面粉 
工业 从 动力 精 选 到 制 粉 ,主要 为 自动 化 连续 性 的 生产 ,只 有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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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机 和 成 品 包 装 还 是 牛 机 械 化 和 全 手工 操作 (这 两 部 分 工人 占 

整个 制 粉 工人 的 三 分 之 二 )， 现 正 向 全 部 自动 化 过 滤 着 ; Cal 

料 充足 。 本 省 是 全国 重要 小 麦 产 区 之 一 ,产量 列 全 国 第 二 位 ， 公 

竺 化 以 后 ,小 霉 产量 将 有 更 大 的 丰收 。 

今后 上 发展 方向 : 应 上 发挥 现 有 设备 次 力 ， 根 据 以 销 定 产 的 原 

则 ,革新 技术 ,进一步 机 械 化 ， 提 高 面粉 质量 。 为 配合 全 省 人 民 

公社 化 的 需要 , 应 进行 扩建 和 迁 厂 ; 工 要 上 发展 粮食 加 工 设备 的 制 

造 , 主 要 应 制造 磨 制 各 种 粮食 技术 操作 简单 的 小 型 轻便 联合 磨 

BDL, 更 好 的 为 人 民 公 竺 服务。 

(7) 肉 类 加 工 工业 

济南 肉 类 加 工厂 是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闫 新建 的 企业 ， 技 术 

设备 在 华东 是 最 完善 的 一 个 。 年 产 各 种 肉 类 达 3 万 吨 左右 ， 产 
品 有 猪肉 .羊肉 \ 冻 穆 , 工 业 用 油脂 等 50 多 种 , 除 供 国内 各 地 食用 
外 , 还 可 输出 国外 。 

今后 还 要 大 力 上 发挥 设备 能 力 ,进行 技术 革新 ,大 量 生产 冻 食 
等 产品 , 工 使 猪 . 羊 . 牛 、 称 的 各 部 分 都 变 成 可 口 的 美味 

(8) sR Dv 

本 市 造 狐 工业 已 有 80 年 的 历史 , eS ERM, 
厂 时 开 时 闻 , 设 备 简 陋 , 生 产能 力 很 低 。 解 放 后 在 党 和 政府 的 领 
导 下 ， 不 断 扩 建 和 新 建 ,不 断 革新 技术 ,设备 日 趋 完 善 。 现 有 造 
A) Nh, AEA REAR, BML. HPA 

长 网 机 3 Bo THA RC RTAY 5 种 境 加 到 34 种 ， 日 产量 达 70 多 

吨 ,1958 年 年 产 机 制 猛 21,862 吨 ,为 1949 年 的 16。3 倍 。 持 量 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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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天 的 提高 , SA REAT" SM AOE MAM, BACHE 

AFP WAKA. SK HEE Ys BE WE, BE EA; 
还 有 胶 模 多 、 海 图 区 、 邮 票 松 、 水 及 机 粕 、 高 级 制图 板 等 五 各 
产品 达到 国际 水 平 。 

洁 狼 原料 除 由 本 省 供给 外 ,江苏 广东 等 治 海 各 省 可 大 量 供 
应 破 鞋 、 破 甸 网 和 野生 植物 牛 麻 等 。 产 品 除 供应 本 省 外 ， 还 由 
销 东北 各 省 及 广东 ,青海 .新 疆 等 地 。 

(9) 手 工业 
几 年 来 ， 在 党 的 颁 导 下 ,手工 业者 逐步 组 积 了 起 来 ,大 踏步 

好 走 上 了 合作 化 的 康 庄 大 道 。 手 工业 合作 粗 绫 由 1949 年 的 ] 户 
。 必 展 到 1958 年 的 174 户 ,全 部 从 业 人 员 现 均 已 人 和 社 。 随 着 生产 关 

和 桑 的 改变 ， 大 大 地 解放 了 生产 力 ， 从 而 提高 了 工人 的 劳动 生产 

” 索 ,1949 年 至 1958 年 ,手工 业 生产 总 值 增长 了 5 借 。 

由 于 本 市 现代 工业 的 高 速度 发 展 ， 手 工业 在 工业 中 的 产值 
SoH AAMT PB, —H19495F 915.8% FREA1958 EY 8.6 2o 手 

工业 的 特点 是 规模 小 ， 服 务 性 行业 多 ， 因 此 分 布 极为 广泛 。 地 
EE AGS BE: GF ERS OB, TH KR REA 
较 允 的 金属 加 工 部 门 。 手 工业 的 部 门 愤 常 繁杂 ， 有 五 金 , 木 器 、 
SO CHE COO CRA BASS EEG 
Get) EL ACA REPRESS, LET GL MSR T RE, HG 
足 了 人 民生 浩 的 需要 。 

此 外 ,本 市 还 有 燃料 、 有 色 人 金属、 非 金 属 矿 、 建 筑 材 料 工业 ， 
Reve. AE AE HER SO, BRE 
的 基础 -产品 多 就 地 销售 ,部 分 可 供应 其 他 地 区 和 出 口 。 

119 



2。 交 通 运输 业 

济南 为 我 国 东 部 重要 交通 运输 枢 粗 之 一 * 这 里 有 两 条 铁路 、 
两 条 河流 和 好 多 条 公路 粗 成 的 一 个 捷 便 的 运输 网 。 解 放 前 ， 这 
一 切 交 通 运输 部 门 ， 都 是 帝国 主义 和 反动 统治 阶 航 掠 夺 广 大 大 
民 的 工具 ， 交 通 虽 然 发 达 ， 御 葵 劳 动人 民 带 来 很 多 炎 难 。 解 放 “ 
i TARR, BRT IDE 
生产 服务 ,为 人 民生 活 服务 "的 效能 。 目 前 ， 游 南 市 以 铁路 为 运 
WTR, DARKANE. HSH, Kee 
5 RISEN 70% KISH 420%, KARR, BRE 
TOYS RAE, 7s AES LE TE : 

(1) Skesie eK 2 

| AMG MAT EEA SR, BME 
es EROS HER DEF EIR, ARTE EA 
Ai, AI RE HIER ARTA 
个 ， 其 中 济南 站 为 一 等 站 ， 黄 台 、 北 关 \ 洛 口 、 自 马 卫 为 四 等 站 。 “ 
解放 后 , 济南 铁路 运 办 技 能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学 习 了 中 长 路 的 苏联 、 
先进 轰 验 ,实行 了 计划 管理 和 技术 管理 。 在 技术 方面 ,建立 了 近 
ROKER, PATH, LKT SHRM, 将 桥梁 进行 了 
RB HE”, lose EL TR, 因 
UES TES BRE Ae, m19524F & yt BH 100, 划 

1958254 py REF 4257 67% , BIS 268.6% 0 wees 
津浦 铁路 “津浦 铁路 是 清 未 1907 年 清 政府 匀 精 英 德 帝 国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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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a ee eee ae ae ee 

aot heen als 

. 上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257.7 | 268.6 
| | | = St 4 

eee f a SS | EL. | SE 

qq“ |e |“ [oe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 ee, 

429.4 | 500.0 

My DBE Ae SUE Si, T1908 4E ah LIE, 3 191047 ME we 
ROK FEREH, LACHER, SRE 
(iM, EEA PER BE, MARE, BORA MITE 
Bio FPRILIOSAEA RED, ASAE I BE 
在 党 的 颂 导 下 ， 沼 粮 人 民有 昼夜 奋战 ， 于 1958 年 年 底 建成 复业 的 
路 基 。 

这 条 汗 浦 路 北 起 天 建 ， 南 至 南京 对 岸 的 浦口 ， 全 长 1009。1 

公里 ,是 济南 南北 交通 的 大 动 肽 。 北 通 华北 区 ,在 天 津 违 搂 京山 
铁路 ,可 达 首 都 北京 及 东北 区 各 大 城市 。 南 至 浦口 有 轮 滤 连接 沪 

字 铁 路 可 达 我 国 最 大 的 城市 一 上海， 并 在 徐州 连接 卫 海 铁路 

可 达 华 中 区 和 西北 区 各 大 城市 。 这 就 使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中 、 

西北 的 各 狼 济 协作 区 相互 联系 起 来 。 

津浦 路 的 客 货 运 任务 都 相当 繁重 。 主 机 货运 种 类 : 北 来 的 
有 东北 木材 ,杂粮 , 耳 西 大 同 煤 , 鲁 北 棉花 等 ; 北 去 的 以 矿石 、 建 

”人 筑 材料 等 为 大 条 , 小 考 也 不 少 ; 南 来 的 有 大 米 、 食 糖 , 机 件 、 日 用 

5 

- 

ba 
¥ 

ed ° at & 

BA. HminS; PANASE LBL 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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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 FE 0 , 

津浦 路 通过 本 市 近郊 ,关连 有 洛 口 和 白 亏 山 两 站 。 洛 口 站 与 

黄河 联运 ,可 以 把 黄河 下 游 的 粮食 棉花、 花生 等 农产品 和 原油 、 

食盐 等 工业 品 以 及 矿物 性 建筑 材料 ,转运 到 津浦 路 上 来 ; 建 浦 路 ， 

上 会 集 的 大 米 、 杂 粮 等 , 双 可 由 黄河 接 运 至 治 河 广 大 地 区 。 上 白马 

SR 4 

料 等 。 
胶 济 铁路 胶 济 路 的 修筑 远 在 1898 年 。 德 硕 国 主义 借 口 划 

州 传 数 士 被 杀 案 ， 强 迫 清朝 订立 不 平等 杀 钩 ,取得 筑 路 的 权利 。 
当年 8 月 开工 到 1904 年 6 月 建成 ， 后 狼 喜 十 创 伤 ， 多 次 拆毁 。 至 
1949 年 6 月 2 日 青岛 解放 以 后 , 迅速 进行 修复 ,于 7 了 月 工 日 公 苇 
通车 。 第 一 个 五 年 熙 划 期 间 ， 裔 备 有 改善 ,目前 正 拟 铺设 和 和 萎 ， ， 

以 适应 工农 业 大 跃进 的 需要 。 
胶 济 路 横贯 古 东 北部 ， 由 本 市 通 往 本 省 最 大 的 港口 青岛 ， a 

长 392。9 公 里 。 西 段 筑 于 乱 北 平原 与 鲁 中 丘陵 的 过 滤 地 带 , Re 

ert WHAM. STH EDI HOR AO TA, AMIE DRIES 
“STS ARERR A, TET SRA AE, AT iS 
MFR EA PE ES 0 JSR BAAR LL AR IDB ERIN Bt 
区 的 唯一 干净 , 对 发 展 山东 烃 济 文化 和 对 外 贸易 ,以 及 对 国防 建 
咒 上 有 重大 的 意义 。 

PURE, 对 供应 济南 城市 需要 的 意义 特别 重大 山东 
EMIT. Rt HT SOME RSE SIT, 
PAE HOSE BERATED 
BPO UUEU HS, HYRRE PRAY, AERA LR 
oh ASE. QACHOMBTE, th A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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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 洲 路 在 本 市 近郊 的 主要 车 站 有 黄 台 、 北 关 两 站 。 黄 台 站 

Ream Rs th RAS, ARS, Alte 

台 站 以 运 出 为 主 。 北 关 站 的 主要 货运 为 煤 、 焦 炭 、 矿 物性 建筑 材 

料 等 ,以 运 进 为 主 。 

济南 站 是 汗 清 、 胶 济 两 铁路 的 联 轨 站 , 运输 量 最 大 。 运 进 的 

有 煤 火 、 粮 食 、 钢 铁 、 木 材 \ 矿 物性 建筑 材料 等 。 运 出 的 有 机 械 、 

粮食 AM HK HR HB BRRS, TRROA 

EG MMRH, BEL KR SSS FSM BHT AM 

料 (耐火 砖 . 耐 火 土 ) ,运往 蒋 钢 和 石景山 钢铁 厂 ; 山东 生 饥 的 花 

生 、 烟 草 和 山东 各 地 的 小 麦 , 运 往 上 海 和 天 津 ; 淄 博 、 坊 子 的 煤 ， 

| 运往 京 津 一 带 ; 周 村 的 称 竺 运往 内 蒙 。 据 济南 铁路 管理 局 绞 计 ， 

ep ae 

A 1953281957 4F 4 4F i], AEE etm FAA: 

专用 糠 路 本 市 除 津 浦 、 胶 洲 两 大 于 路 外 , BAAS SAS 

路 ， 由 于 路 可 以 直通 各 工 片 、 仓 良和 物 父 集散 地 。 据 统计 ,济南 

四 个 车 站 分 出 的 专用 线路 有 15 条 , 共 长 39, 933 米 。 其 中 济南 站 分 

出 10 条 , 共 长 29,343 米 。 和 白马 山 站 有 3 条 ,8,860 米 。 洛 口 站 有 1 

条 ，7835 米 。 黄 台 站 有 1 条 ,995 米 。 这 些 业 路 以 货物 运输 为 主 ， 

如 供应 各 生产 单位 煤炭 石油、 木材、 粮食 等 ,和 供应 人 民生 活 所 
aah) DE 

济南 市 的 铁路 运输 虽然 比较 发 达 ， 但 随 着 工农 业 生产 的 大 

， 跃进 ， 各 种 建设 事业 及 人 民生 活 需 要 的 不 断 增长 ， 还 须 大 力 发 

展 。 根 据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 先后 将 建成 济 ( 南 ) WR), 

日 至 马道 口 、 黄 台 至 桃花 峪 ,里 龙山 至 历 城 工 业 区 的 轻便 铁路 ， 

”有 玉 联 接济 南 钢 铁 厂 黄 台 火电 厂 、 裕 兴 化 工厂 的 专用 炽 路 。 此 外 

还 准备 修建 至 福 庄 至 七 里 河 \ 七 里 河 至 花园 庄 等 小 铁路 ,使 本 市 
123 



图 28 FRR SrA 

东 允 工矿 区 的 货运 更 为 便利 。 

(2) Bisa 

AM BRERIRE ER LARA BERMEH, Ae 

RA BAMIES RRERHK RKB AMR, 还 直接 与 外 地 

EA» TAG MRA. BMY » ARTA Re BES © 

we IRMA, SHORE, RATERS, PRK 

Ue, HT AAS LA, RT SHRED, 

KA LER RRR SEH IE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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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市 通 往外 区 的 公路 主要 有 大 条 : 游 ( 南 ) 一 一 范 ( 县 ) 、 游 

| 南 ) 二 一 惠 ( 民 ): 洲 ( 南 ) 一 一平 ( 阴 )、 游 ( 南 ) 一 一 东 ( 阿 )、 洲 
( 南 ) 一 一 秦 ( 安 ) . 济 ( 南 ) 一 一 洲 ( 阳 )。 运 输 工 具 以 汽车 为 主 , 其 
KRASBHH tM RwMSAR EMMA KRALe nS. MADE 

主要 有 粮食 、 蔬 荣 、 工 业 原 料 ( 棉 花 、 油 料 作 物 八 化 学 原料 、 建 筑 

材料 等 。 有 目前 公路 运输 存在 的 问题 是 路 面 多 为 卉 土路 ， 夏 季 暴 

雨 后 ,往往 路 面 泥 流 ,不 能 通车 。 今 后 将 随 着 路 面 和 水 利 工程 的 

”修建 ,很 快 地 得 到 改善 。 

未 市 市 内 交通 ， 解 放 前 处 于 落后 状态 ， 运 输 工 具 多 为 地 排 
车 、 三 翰 车 、 普 力 车 。 解 放 后 交通 面貌 起 了 根本 的 变化 。 对 私营 
汽车 和 马车 运输 业 , 进行 了 社会 主义 改造 。 在 搬运 工人 中 进行 了 
民主 改革 ,废除 了 封建 把 头 制度 ,将 25,980 余 辆 大 中 地 排 车 组 答 

起 来 变 为 集体 所 有 。 现 代 化 的 交通 工具 ， 如 货运 汽车 和 公共 汽 
车 ,也 先后 在 市 区 册 现 。 现 代 城 市 道路 网 , 在 逐步 形成 。1949 一 

1958 年 共 新 建 、 改 建 、 修 复 道 路 289 条 ,长 366 公 里 , 其 中 柏油 马路 

就 有 70 祭 条 ， 超 过 解放 前 所 有 修建 道路 的 几 十 倍 。 变 化 最 大 的 
是 横 鞭 市 区 和 东 郊 工业 区 的 东西 干道 ,过 去 平均 袖 度 仅 有 7 OK, 
Bln, MHRERARK, 现 已 展 宽 为 绝 25 米 的 柏油 马路 ， 
FRAT BBR ERK. 

市 内 道路 结构 主要 为 棋盘 式 ,形成 直 格 的 密 网 , 极 易 辩 哉 方 
向 。 现 有 市 区 及 通 向 郊区 主要 公共 汽车 干道 十 一 条 ( 见 下 表 )。 
公路 货运 量 历年 均 有 很 大 境 长 。1949 年 为 113 万 吨 ，1952 年 为 

416 万 吨 ，1957 年 为 534 万 吨 ，1958 年 为 783 万 吨 。 计 1958 年 为 

1949 年 的 6.9 倍 。1958 年 在 以 钢 为 筒 和 工农 业 生 产 人 至 面 跃进 的 
形势 下 ， 原 有 交通 设备 更 感到 不 能 满足 需要 ， 因 此 采取 汽车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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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Py 

. i 

om ra 

fer ay a ye 

2 sh 8) eR OR | 长 度 〈 公 里 ) 

‘e # # | #=Bat+=e 7 
解 nk 桥 | 和 经 七 路 入 十 二 路 8.5 
解 放 桥 | 农 具 ey 5 

<< wn wf | 2 A EF 13.5 

KO Re a ae H 6.7 
区 me | 4.3 

有 i 5 

有 | dt 店 ck 19 

py 里 村 | BE 科 42 

FR AM 站 | 二 tw A | 4 
tee ee | A R A | 4.5 

AMEE ROE Sie, DAR eH SIRES. 195847] 

EE BOAR ELIE , FEED RA Hill BAY 1k HK 2007 , A HESS 0004, HE 

备 于 1961 年 全 部 改 为 钢 罗 。 这 些 路 线 建 成 后 ， 把 本 市 的 工厂 和 

QAM RARER ARIK GR ,将 对 本 市 工业 发 展 超 着 重 

要 的 先行 官 作 用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本 市 将 本 着 交通 运输 为 “生产 服务 ， 

为 人 民生 活 服务 ”的 方针 ,大 力 发 展 交 通 运 输 事 业 ， 准 备 增 怪 通 

往外 地 和 郊区 的 公路 ， 夫 辟 市 内 公共 汽车 路 线 , 新 建 电车 路 线 ， 

以 逐步 实现 交通 运 坟 工 具 的 机 械 化 。 预 计 1962 年 比 1957 年 货运 

周转 量 将 增长 20。.7 倍 至 23 倍 ,客运 周转 量 将 增长 7.3 倍 ， 更 有 力 

邮 支 援 工 农业 生产 的 大 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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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AR 

RHaTAMISAMURM Ad, MORAN PS tt 

ARRAS PEATE URE 5082 BRR GEE IR IS 

专区 及 本 市 ;流域 面积 为 所 万 平方 公里 。 在 市 区 附近 的 洛 口 Se 

浦 铁路 相交 。 洛 口 以 上 至 菏 涯 的 刘 家 寺 , 航 程 279 公 里 ,可 通 30 一 

50 吨 的 木 帆船 。 其 中 洛 口 至 寿 张 的 孙 口 段 ， 近 年 来 可 通 载重 45 

吨 的 水 火 翰 。 治 口 以 下 至 利 嫂 的 罗 家 屋子 ， 航 程 227 公 里 ,全 鞭 

可 通 木 帆船 和 小 火 输 。 

黄河 航运 的 特点 : 

® 航道 长 期 水 深 1.2 至 1。4 米 。 最 小 处 在 地 城 鱼 骨 上 首 ,村 

水 期 只 0,7 米 ;最 深 处 在 杨 屋 ,洪水 期 可 达 10。9 米 。 在 本 市 河 段 ， 

水 深 一 般 均 在 1.5 至 3 米 , 河 袖 250 至 270 米 。 

@) 从 利津 至 河口 一 段 ， 由 于 浅滩 特 多 ,水流 和 粉 战 ， 一 般 不 

能 通航 ， 以 致 不 能 与 海运 联系 。 仅 浴 水 期 部 分 船只 能 以 乘 闭 出 

海 。 

@ 每 年 封冻 期 平均 狗 一 个 年 月 CAAA, Ai BA 

三 个 月 ) ,不 能 通航 。 封 冻 前 与 封冻 时 的 行 凑 , 对 航行 也 是 一 项 

威胁 。 

@ BSW, HARE, MLAARABMARAT 

BWR KRASERAMRA RH RN300K A 

以 通航 。 

解放 前 ,山东 境内 黄河 不 通航 ,解放 后 开始 恢复 航运 。 和 初期 

RBPARARES HALAL, FRR ERE A, DSS 

价值 不 大 。1953 年 起 党 和 政府 对 民航 业 进 行 了 整顿 改造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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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了 民 船 协会 ,1956 年 进一步 租 成 了 高 级 合 你 社 , 同 时 发 展 了 

国营 航 业 , 运 办 地 跨 大 有 钙 导 有 计划 的 新 阶段 。 历 年 来 ,新 建 洛 

口 码头 , 境 加 了 吊车 ,起 重 机 和 照明 设备 ; 试航 浅水 小 火 坦 获得 

成 功 ， 莽 增加 破冰 船 二 租 , 解 除了 万 汛 的 威胁 。 到 1958 年 为 目 ， 

AMMA SRA A) Ke He 8 HB, RI, 

iy 4 (5577 Air, EEA 5 ALR TAT ) , 木 帆船 1,100 祭 

只 (载重 2 eM) ER Tk ARKH, HAST OK 

复 与 发 展 和 沟通 城乡 物 刚 交流 HET BAKE 195942 48 Inte 

6588 , 拖 匡 6,000 吨 位 , 才 新 建 船舶 修造 厂 , 添 步 推行 运转 机 械 
化 ,以 适应 社会 主义 建设 大 跃进 新 形势 的 需要 。 

 ， 净 口 为 黄河 下 游 最 重要 的 转运 码头 , 客 货运 输 频 繁 ;特别 是 
近年 由 于 城乡 物 套 交流 的 活跃 和 人 民 物 质 女 化 生活 水 平 的 提 
高 ,货运 量 日 丛 缠 长 。1957 年 的 货物 吞吐 量 为 1952 年 的 1.3 们 多 
(A) ARES UREA SRE 0% BURA 
其 他 各 河 运 输 量 的 总 和 。 

洛 口 历年 质 物 春 吐 量 统计 《单位 : 万 吨 ) 

1953 为 1952235 

6 | a. | 

| 200.0 

BOM Rw, RMD eee. wah IES. A A 

ME. REMARKS, Shea FET Ae Bw 

8 用。 各 货 大 部 分 下 行 运往 重 北 淄博 专区 ;上行 因 为 必须 轻 载 ， 

需 时 较 多 , 运 价 较 高 ,一般 以 公路 运 壤 代替 。 现 将 洛 口 输出 煤 效 

流向 \ 疲 量 按 前 专区 列表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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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口琴 出 煤炭 流向 流量 统计 (有 允 ) 

aa] : ae 惠 民 专区 | mek week | 济宁 专区 | 泰安 专区 

1952 | “70 | 30 | | 

人 1953 88 | 8 | | 4 

| 1954 | 90 3.7 | 2.3 | | 4 

1955 | on ae | wee 0.7 

| | 

1957 58 23 | 19 

MRA HO DURE RRR WAS, EER, KG, 
HI WT: EAE RTE ARES. BA SR 
Kes FR. PR RAE PE SED 
BEMIS Leo: 

SOPMARMEADAFTKH (%) 

NY | BSR | BRE | eK | 济宁 专区 | 泰安 专区 la 
if. a 

| 1952 | | | | | 

1953 | | i] | 

: 1954 | bas a | | | KER 

| 1955 本: | 50 | 40 ed ieee a 

1956 1 | 58 | 28 13 | 

1957 | 15 | 40 32 | 12 | | 数字 不 全 

“TTA UR OF BS» ARK EE IER SRB ABS 

广 能 寿光 等 县 ,至 羊角 沟 大 海 ， M2404 B , ,流域 面积 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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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S Bo FEE Ato MASE KD ARSON, BF 

eVGA. SE KOS ALA BE, AOE 
ESSE o ATSDR MEN: OFA, HE 
量 较 稳定 ,水 深 一 般 在 工 米 左右 ,村 水 期 平均 水 深 0。5 米 。 最 深 处 
在 羊角 沟 , 达 3 米 , 最 浅 处 在 矫 江 河口 等 地 ,只 0。3 米 ， 常 年 可 通 

航 。@@ 从 羊角 沟 可 以 通 向 渤海 和 黄海 ， 是 目前 山东 河 海 联运 的 
唯一 航道 。@@ 在 未 沟 治 理 前 ， 水 源 不 足 ,流量 较 少 ,枯水期 每 易 
WBE, A ERE PETE; 同时 航道 罕 狂 (上 游 焉 均 实 40 一 50 
米 ,中 游 20 一 25 米 ,下 游 80 余 米 ,至 河 最 奉 狭 处 仅 15 米 )， 弯 曲 较 
多 ,对 航行 颇 为 不 利 。 

美丽 的 小 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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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tee ti 
# e 

ot Aas 1 SP Pi 

解放 前 ,小 清河 仅 有 民营 木 帆 船 业 , RAE, MOE 

在 党 的 俩 导 下 , 对 河道 进行 疏浚 , 自 1952 年 至 1956 年 共 扫 土 方 32 

万 二 , 同 时 将 上 游 工 商 河 河道 展 宽 ， 使 航运 可 达 济 南 市 成 丰 桥 ， 

延长 了 航程 距离 ; 井 在 沿 河 境 加 助 航 设备 ， 河 口 设 置 灯 标 ,以 利 
航运 。 历 年 以 来 ,交通 工具 均 有 境 加 ,新 建造 船厂 和 修 船 厂 各 一 
所 。 至 19 有 条 年 为 止 , 夺 有 客 输 3 艘 (258 客 位 ,主要 在 济南 与 溺 头 

间 航 行 ) ,拖轮 8 厅 , 木 船 600 余 只 。 同 时 ,对 民营 行业 也 进行 了 和 社 
SLE, MAT SEI, RUE REAR ER, 
MARAIS ALANS 2 万 吨 , 解放 后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公 年 货 
运 量 不 断 提 高 ,每 年 平均 增长 899。4 匈 。 随 着 大 跃进 的 形势 ,1958 

年 的 拘 运 量 提高 到 50 多 万 吨 。 游 南 市 及 近郊 成 丰 桥 及 黄 台 板 桥 
两 码头 的 货物 吞吐 量 增 长 情况 见 下 表 。 

GRRE FY thy Gok SKE (单位 :万 吨 ) 

1952 | 1957 958 |1958%4 195294 

a; m| 

| 
| 吐 | ae | oe 

| | 11 | 71.4 {122.2 

| 4 |= ua 

RTA OE RY I APE, BH BY DR me IES eB, 

FE BUA EY GEREAL. AA RA AR, SAI ERS BE, FEAT 

HA Yi FASE HE TG i SEI A ORAM ARE MER 

RGAE VARS SSE, SPB a fe EE eR, SR, AEA 

FAY AB. AS ES Py FES TAT A SH LY PR 

AH AE Me ako WAZ, ee ey ME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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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和 宜 国 建设 的 飞跃 发 展 ， 黄 河和 小 清河 的 改造 和 利用 规 

， 划 已 沟 制 定 出 来 。 首 先 ,黄河 建成 洛 口 枢 航 工程 ,将 使 黄河 在 洛 

口 奉 近 改 道 玛 黄 台 附近 流入 小 清河 ， 加 以 黄河 三 门 幢 枢 秆 工程 

BL, 5,000 Biya Sw SKA LK, Swe MRE 

AK, TN FEB 1 5OK , tH FY 5B AGL , OOOMAT ey Hs IAL , 济南 附近 就 可 建 

FpHh BIS LOTT MA EB RE BTR SE BE i Td Sa A TAT He 

GF TAN , FE AG A TIN A PRT eT , OEE ET BS 45 BR PB 

AAG RES AE) WEA S RE 36K , EPR 

地 区 普通 实现 河 网 化 。 到 那 时 ， 内 河 航运 蝎 行 无 阻 , 洲 南 将 成 为 

我 国 东 部 互 大 的 水 运 网 中 心 。 

( 占 者 注 : 在 本 章 内 原 有 "农业 ?一 节 ， 因 详 南 市 区 范围 最 近 

有 所 负 整 ,新 的 农业 材料 一 时 不 能 租 计 起 来 ,着 戎 虑 到 和合 后 在 另 

一 本 书 内 对 游 南 地 区 的 农业 有 所 共 述 , 故 “ 农 业 ? 一 节 取 消 。) 

天 “分 区 概述 

济南 市 自明 初 扩建 城垣 以 来 ， 已 五 百 余年 。 在 不 同 的 社会 
里 ,城市 具有 不 同 的 职能 ,表现 在 聚落 规模 和 物质 外 貌 有 显著 的 
差别 。 

十 元 世 各 未 叶 以 前 有 温 长 的 封建 时 期 ， 游 南城 市 是 帝王 贵族 
和 官 优 地 主 利 创 城 乡 人 民 的 据点 ， 是 行 会 式 的 手工 业 和 商业 中 
心 。 当 时 市 区 聚落 规模 狭 险 , 只 限 在 城郭 范围 以 内 。 带 有 封建 色 “” 肿 
和 彩 的 那 座 旧 城郭 在 解放 后 已 也 拆除 ， 而 且 旧 城府 以 内 的 其 他 物 “时 
质 面 貌 也 正在 起 着 强烈 地 变化 ; 但 目前 还 有 许多 地 方 列 划 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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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痕迹 ， 反 映 当 时 城市 糙 构 的 特点 。 如 果 我 们 以 旧 城 麻 内 新 近 
扩建 的 袖 关 平整 的 东西 干道 为 基 熏 〈 院 东 大 街 和 院 西 大 街 ) ,向 
南北 两 方 各 街 埠 作 一 次 巡礼 》 不 难看 到 许多 古典 式 平 房 》 密集 地 

布 列 在 旧 有 的 狭 宕 街 巷 两 侧 。 我 们 也 可 以 从 街 埠 的 名 称 狗 略 地 

看 到 当时 城市 的 区 域 分 工 乞 况 。 旧 城 凋 的 中 心 有 院 东 \ 院 西 ( 院 

#2 BAY AAC EY MERE) ,县 东 、 县 西 . 县 后 (县 指 当 时 历 城 

县 的 县 署 ) ,按察 司 \ 布 政司 、. 运 署 、. 学 院 、 武 库 、 东 西 仓 .南北 仓 等 

街 巷 , 可 内 那里 是 当时 封建 竹 治 者 的 行政 区 。 旧 外 郭 的 西部 有 估 
衣 市 、 制 锦 市 、 信 市 .剪子 ,钉子 、 复 子 等 街 埠 ,可 见 那里 当时 是 行 
会 式 手工 业 和 商业 的 集中 地 区 。 旧 城郭 以 内 各 地 区 ， 散 见 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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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苗 家 、 魏 家 、 江 家 、 徐 家 等 街坊 ;可见 当时 的 住宅 区 是 与 上 述 
二 区 交错 着 ,没有 明显 的 区 域 分 工 。 至 于 旧 城 郭 的 软 廊 ,现在 借 

FR SR AS Bi DA De STAR PS IR PH Ba PAO PS BP A PP 
PY FRET FH SETAE, Be, AT ERR EPR TH A ANTS, FEA 

| SESAME RY 

SPH, FEAF: SE AER Dt HE 

TAR, INC ATR A Bh SRS OH, JERE A 
HA, AIST aS ARE BEE BOS i SE MR, HIB A 
RWOHE A. TERIA , PLA Te BB, eT 
现代 工业 ,使 济南 的 聚落 范围 逐渐 向 西 扩展 。 这 一 地 区 的 物质 外 

复 , 因 受 外 来 大 本 主义 的 影响 , 与 旧 城 府内 就 有 所 不 同 。 街 道 较 
为 寓于, 干道 采用 狂 牧 和 数字 命名 ,但 支 路 仍 有 保留 旧 日 农村 育 
落 名 称 的 ,如 魏 家 庄 、 三 里 庄 \ 五 里 沟 等 。 在 建筑 形式 上 ,西式 楼 
房 较 多 ,但 布局 实 目 ,没有 明显 的 区 域 分 工 ,而 且 德 ,日 等 帝国 主 
义 国 家 任意 建筑 些 领事 能 、 数 堂 .洋行 住宅 等 ,形式 不 一 ， 素 乱 
无 章 , 反 映 当 时 浓厚 的 咎 殖民 地 性 。 

总 之 , 洲 南 在 解放 前 是 个 消费 性 的 城市 ,由 于 时 代 的 推移 和 

城市 职能 的 改变 ， 在 物 搓 外 貌 上 表现 为 极 不 平衡 和 不 协调 的 落 
后 状态 
Be 社会 性 盾 起 了 根本 的 变化 ， 在 城市 为 生产 服务 ， 为 

劳动 人 民 服 务 的 方针 指导 下 ， 党 和 政府 有 诈 划 地 进行 了 旧 城 市 

的 改建 工作 ， 使 游 南 从 原来 以 商业 活动 为 主 的 城市 转变 为 一 个 
以 工业 为 主 , 矢 具 政 治 、 广 化. 商业、 交通 、 疗 养 和 论 费 等 几 种 性 
详 的 社会 主义 和 粽 合 性 城市 。 

由 于 济南 市 区 区 以 南 为 丘陵 地， 西 为 津浦 铁路 ,- 北 有 水 田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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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 对 城市 扩建 施工 均 有 一 定 影响 ,因此 新 的 市 区 范围 ,确定 沿 
着 胶 游 铁路 的 走向 ， 往 东 扩 展 。 无 数 的 新 建筑 物 如 雨 后 春 箱 般 
地 在 东 郊 涌现 出 来 。 同 时 其 他 地 区 也 利用 原 有 基础 ， 加 以 改建 
和 扩建 ,整个 市 容 日 新 月 婴 地 变化 着 。 现 在 按照 行政 区 划 和 车 合 地 

_ 域 分 工 ,简略 介 和 绍 市 区 的 外 貌 景观 如 下 : 

Posty Hs 

bHEUMFHTER PAS, MAN 8 方 公 里 ,人 口 17 万 余 ， 

平均 每 方 公里 2 万 2 千 余 人 ,北部 地 区 每 方 公里 达 3 万 人 以 上 ， 
“为 从 市 人 口 密度 最 大 的 地 区 。 本 区 包括 旧 商 起 的 东部 和 旧 城 郭 
的 西部 ,是 历史 上 形成 的 商业 中 心 区 。 特 别 在 克 二 路 一 带 集中 了 
六 多 商店 \ 商 场 , 饮 食 店 和 娱乐 场所 ,为 全 市 最 热 关 的 地 方 。 解 放 
前 本 市 表面 上 较为 繁荣 的 商业 ， 建 筑 在 反动 统治 的 闽 创 和 帝国 

主义 的 多 济 侵略 基础 上 ,主要 从 事 高 价 推销 舶 来 的 奢侈 品 , 低 价 
掠夺 附近 的 农产品 ,属于 投机 性 和 消费 性 的 商业 活动 -解放 后 灼 
过 改造 和 调整 ,并 在 生产 发 展 的 基础 上 扩大 了 商品 的 流转 , 把 原 
有 的 专业 性 商店 加 以 整顿 ， 主 要 担负 城乡 物 春 交 流 的 任务 。 同 
时 把 原来 以 批发 为 主 的 商场 改 成 以 雾 售 为 主 的 市 场 ， 如 国货 商 

， 场 ， 人 民 商 场 , 新 市 场 和 大 观 园 市 场 ,已 成 出 售 工业 品 为 主 的 市 
场 ,万 字 巷 商场 已 成 销售 副食 品 为 主 的 市 场 。 此 外 ,还 组 役 了 七 
个 粽 合 性 百货 商店 ,以 保证 本 市 人 民生 活 必需 品 的 供应 * 本 区 的 
商业 面貌 焕然 一 新 。 
”未 区 现 处 双 市 核心 ， 中 共 山 东 省 委 会 和 济南 市 航 侨 导 机 构 
都 在 本 区 设立 。 解 放 前 本 区 的 工业 仅 有 少数 私营 机 械 厂 、 火 上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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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济南 市 区 及 近郊 略图 

厂 和 手工 业 企业 。 解 放 后 , 除 对 这 些 企业 已 进行 政 造 和 扩建 外 ， 
划 新建 了 第 一 机 床 厂 化 工 机 械 厂 和 橡胶 厂 等 企业 ,使 重工 业 获 
得 显著 地 发 展 。 本 区 交通 位 置 冲 要 ， 因 此 许多 文化 娱乐 场所 如 
山东 省 博物 季 、 工 人 俱乐部 和 本 市 大 部 分 影剧院 都 设 在 本 区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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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从 旱 到 晚 都 有 川流不息 的 汽车 和 人 草 , 在 本 区 往来 穿行 , 旦 现 
一 片 繁 业 景象 。 今 后 将 在 本 区 系 部 普 利 街 和 共青团 路 之 间 修 奸 
一 个 能 容 15 万 人 的 广场 ,广场 附近 兴建 邮电 大 楼 、 寅 银幕 影院 和 
能 容 五 ,大千 人 的 大 旅馆 ,并 将 展 宽 沟 一 、 经 四 和 烃 七 路 ,使 与 交 
二 路 粗 成 本 市 中 部 的 完整 交通 网 。 

解放 后 新 建 人 民 商 世 的 一 角 

Be Pe 

APFREUPHRRS, BRATHCE, ADIT, 平均 

每 方 公里 工 万 6 千 余人 ,为 至 市 人 口 蜜 度 最 小 的 地 区 。 本 区 包括 
旧 城 麻 和 解放 后 扩展 的 新 市 区 。 由 东 省 人 民 委 员 会 和 其 他 不 少 
省 狼 重 要 机 构 在 本 区 设立 。 本 市 市 区 以 内 的 风景 区 、 女 数 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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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兴 的 工业 区 都 在 本 区 以 内 ， 显 示 这 个 古老 的 城市 充满 着 无 限 
的 青春 活力 。 Ges} | 

本 区 南 有 雄伟 的 千 佛山 , 北 有 秀丽 的 大 明湖 ,中 部 有 清澈 的 
涌 泉 尖 , 引 出 连 粮 如 带 的 护城河 。 解 放 后 这 里 进行 了 称 化 ,也 滩 ， 
以 及 扩建 公园 修建 名 胜 古 迹 等 一 系列 的 改造 和 美化 工作 , 克 景 
格外 显得 优美 。 仿 后 本 市 整个 绿化 奸 划 将 以 大 明湖 为 中 心 ; 以 搞 

城 河 为 链 带 , 把 以 泉水 为 特点 的 黑 虎 泉 公 园 、 购 突 朱 公园、 黑龙 
潭 、 珍 珠 泉 等 地 区 联系 起 来 ,使 市 容 更 加 庄严 秀丽 。 游 南 将 逐步 
建成 为 我 国 的 一 座 著 名 的 游览 城市 * 古 人 所 写 贰 美 济南 的 音 乱 ， 
如 “家 家 泉水 , 户 户 垂 杨 ?,“ 四 面 荷花 三 面 柳 ， 一 城山 色 守 城 湖 ” 
SEK, 将 不 足以 形容 这 所 劳动 人 民 的 大 花园 的 景色 于 万 一 。 

本 区 的 东部 和 南部 是 重要 的 文 数 区 ， 几 年 来 扩建 和 新 建 的 
高 等 学 校 , 有 山东 大 学 、 吓 东 工学 院 、 量 东 师 范 学 院 、 吓 东 医 学 
院 、 卫 东 体育 学 院 .山东 机 械 工业 学 院 .山东 城市 建筑 学 院 、 卫 东 
艺术 专科 学 校 和 洲 南 铁道 学 院 等 成 万 的 大 学 生 在 这 里 读书 ;这 
里 已 成 为 培养 又 红 又 专 的 知 哉 分 子 的 的 篮 。 

本 区 扩建 和 新 建 的 工业 有 柴油 机 厂 、 拖 拉 机 厂 \ 农 具 厂 、 自 
行车 制造 厂 、 酒 精 厂 玻 璃 厂 、 肉 类 联合 加 工厂 和 烟 厂 等 1958 征 
在 以 钢 为 移 的 方针 指导 下 ,本 区 接近 东 郊 丰富 的 铁 矿 产地 ,迅速 
建立 起 三 个 钢铁 战区 ， 振 起 了 大 炼 锅 铁 的 高 潮 。 将 来 准备 和 历 
域 县 东 郊 入 联系 起 来 组 成 钢铁 基地 ， 必 将 带动 其 他 重工 业 径 
工业 发 展 。 市 区 范围 也 将 会 焰 各 向 东 伸展 ， 本 区 在 全 市 的 地 位 
当日 显 冲 要 。 现 正规 划 把 踊 突 泉 、 珍 珠 泉 和 棱 虎 泉 之 间 建 设 为 
新 的 市 中 心 ， 这 里 将 有 无 数 的 四 层 楼 建筑 便 和 -一 个 面积 5 oe 
的 中 心 广场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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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枫 蕉 区 

MER MFT ES, HRN 6 FAB, AMG, AG 

密度 狗 与 市 中 区 相等 。 本 区 东 邻 市 中 区 、 北 西南 三 面 与 郊区 基 

层 人 民 公 社 相 接 , 有 利于 城乡 物 硕 交 流 和 和 社会 主义 商业 发 展 ; 同 

时 地 质 和 结构 较为 坚固 ,铁路 运输 较为 近 便 , 也 适 于 兴建 重工 业 企 

业 。 丙 业 和 手工 业 在 本 区 发 展 较 早 ; 但 在 解放 前 同行 业 间 套 本 

主义 觉 年 剧 烈 , 发 展 得 极 不 平衡 。 解 放 后 烃 过 整顿 和 改造 ,由 分 

PRS KRAR PMS, SORIA AA eee Dae 

$k ARSE ZR SOE Le TA RS UE I 
个 区 店 , 满 足 了 广大 城乡 人 民 的 需要 。 现 代 化 工业 在 本 区 发 展 较 
MA, 日 本 帝国 主义 侵占 时 期 , 开始 有 为 侵略 战 等 服务 的 兵工厂 和 
铁路 大 厂 。 解 放 后 本 区 工业 发 展 极为 迅速 ， 现 已 有 30 多 个 工厂 
授 太 生产 。 其 中 重要 的 有 第 二 机 床 厂 ,矿山 冶金 机 械 制 造 厂 、 翻 
RST BI KE SE EB VS UO SE, BE 
已 成 为 本 市 的 主要 重工 业 区 。 

4. 天 桥 区 

APR HEAR, HAW 8 PAB, ADS, 平均 
每 方 公里 1 万 7 千 余 人 。 本 区 因 有 津浦 和 胶 游 两 铁路 相交 ， 小 
清河 横贯 ,水 陆运 输 条 件 优越 。 因 此 本 市 的 火车 站 \ 汽 车 总 站 、 内 
河 航运 码 头 和 货物 仓库 等 都 集中 届 在 本 区 。 但 因 地 势 较 低 ，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蒋 高 , 对 于 建立 大 型 的 重工 业 企业 不 利 , 在 历史 上 形 
成 为 本 市 的 主要 轻工业 区 。 解 放 后 各 个 工业 部 站 秆 有 莉 建 和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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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WA MARAKN LI) 39K, ep AGRE RK, Ht 

- 有 国 棉 一 三 RD, BOR, 济南 印染 厂 , 人 民 染 厂 , 第 一 

Wy ,第 三 染 厂 , 针 微 厂 和 第 一 .二 五 六. 十 三 .十 四 徐 布 厂 等 。 

其 次 为 面粉 工业 ， 言 有 成 丰 , 宝 丰 、 成 记 、 华 庆 等 厂 。 此 外 ,本 市 
壕 为 主要 的 化 学 工业 企业 也 大 部 分 设 在 本 区 ,有 济南 化 工厂 ,前 
进化 工厂 , 裕 新 化 工厂 等 。 化 学 工业 的 产值 绝 占 本 区 工业 总 产值 
的 三 耸 之 一 。 中 小 型 企业 还 有 汽车 机 件 制 造 厂 ,小 五 爹 制 造 厂 ， 
科学 仪器 厂 , 制 革 厂 , 梯 油 厂 , 酿 址 厂 等 。 总 之 ,本 区 工业 部 门 种 

-类 很 多 ,有 较 好 的 设备 ,有 一 定 的 技术 力量 , 将 来 利用 原 有 基础 ， 
猪 合 有 利 的 地 理 条 件 , 随 着 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要 求 ,发 展 前 途 将 无 
限 广 益 。 目 前 区 内 居民 以 工人 为 主 ， 解 放 后 建立 了 规模 瑟 大 的 
工人 新 村 和 工人 妇 化 宫 , 雯 添 了 本 区 外 瑶 景 观 的 特色 。 现 正 填 划 

在 金 生 山 一 带 建 立 市 北 公 园 和 动物 园 ， 同 时 进行 双 区 的 乡 化 工 

作 o 本 区 将 成 为 市 内 的 第 二 风景 区 。 

解放 前 天 茂 路 的 劳动 人 民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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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郊 区 

济南 郊区 各 部 自然 条 件 有 所 不 同 ， 加 以 旧 中 国 反动 政府 长 

期 入 治 ， 以 致 又 济 发 展 极 不 平衡 , 育 著 形态 也 有 显著 的 差别 , 角 
。 。 帮 后 正在 有 计划 地 逐步 改造。 
FTG, ROR, ATU, BRU 
的 聚落 ,人 口 达 5 Dk. AMIE, + VE, A eRIT E 
REV ATTY ARB AE AT i ， FF RAL BEB, 发 据 , 水 源 

吗 为 丰富 ;加 以 靠近 城市 ,交通 运输 较 便 ,肥料 来 源 较 多 ,因此 土 
地 利用 集 狗 程度 较 高 。 解 放 后 兴修 水 利 ,并 综合 利用 ,农业 灌溉 

AATVAIILAMA SH RE, BEAK BB.0AT BE, R73, 000 

Hl, PSSA, OOH, AE RIZEAL 4, Aah, HER 
3, ZEAL, BEAT S UR, (A ACH ALB) EM Ah 
Mi, BATH UGE A. ARH Fee DLS EAB IE 
Az HEAOHA:, FOLDERS. SARL PET SEE 
fA SG RA , MLWE MEM KAA, HE RU A BER 
ARG LANL we DE SER, ED 
TES, EA MMA, AE BOL, eee, 
使 能 在 消耗 最 少 的 劳动 和 生产 砍 料 的 情况 下 ,促进 工农 业 上 发展 。 

南部 丘陵 地 区 ,解放 前 童 山洪 洪 ， 水 士 流失 严重 , 狼 游 发展 
Rs. RRM), Eh READ RETA. MER AE 
PRCA, ERIS RE eT 
Seo RUS, HIN TWA. SE AUR RACE ATO 
AEA AR ASS, DAA A Hh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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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础 上 ， 将 重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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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交 石灰岩 丘 陵 地 区 
BEBE SMT ARAL 



一 “调查 区 的 地 理 环境 概况 

ADM EUTR STS, BRP DEW 5 公里 左右 。 东 起 
AGA By, BEM SAL, MW 9 万 3 千 市 雷 。 这 一 
丘陵 地 区 主要 为 200 一 300 米 的 小 山 构 成 :如 狸猫 出 、 同 龙 岭 . 概 、 
下、 燕 翅 是 、 千 佛山 .马鞍山 四 里 出 等 。 其 中 以 狸猫 由 最 高 ， 海 
拔 490 米 ,四 里 山 最 低 ,海拔 90 余 米 。 

这 些 丘 苇 , 主 要 是 由 奥 陶 构 石 灰 岩 构成 ,有 些 地 方 有 办 长 兰 
的 途 入 体 露 出 ,坡度 一 般 在 30" 以 下 。 局 部 地 区 可 达 40。 ,形成 陡 
壁 ,多 出 现 于 海拔 200 米 以 上 的 山坡 ,岩石 裸露 ,植被 稀 朴 。 丘 陵 

PAD K , Hos HR BE, 目前 已 大 部 肥 为 梯田 。 
本 区 丘陵 的 高 度 很 小 ， 在 气 候 上 与 济南 市 区 不 会 有 多 大 差 

遇 , 可 以 用 济南 市 区 气象 记录 作为 代表 。 例 照 游 南 气象 局 记录 ， 
平均 年 降水 量 为 640。8 毫 米 ， 大 部 集中 于 6 一 8 AB, WAS 

”降水 量 的 68 驳 ,春季 降水 仅 为 68。6 毫 米 。 同 时 降水 的 变 这 顺 大 ， 
年 降水 量 最 高 达 1020。6 豪 米 ， 最 少 为 371。5 毫 米 。 气 漫 方面, 年 

平均 温度 为 14.7C， 多 对 最 高 温度 为 42*C， 移 对 最 低温 度 为 
—19.7°C 424 F534, MAG T1175 3 日 ,晚霜 止 于 3 月 18 日 ,无 

霜 期 为 229 日 。 大 和 致 辟 来 :雨量 分 布 不 匀 , 过 于 集中 , 夏季 炎热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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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植物 生长 期 在 200 日 以 上 ,降雨 季节 双 恰 与 生长 期 配合 ,构成 
植物 生长 繁殖 的 有 利 条 件 。 而 另 一 方面 ,较为 显著 的 春 旱 , 同时 
降水 变 牵 颇 大 , 对 植物 又 有 着 不 利 的 影响 。 

土 事 属 山区 祸 十， 主要 是 由 石灰 岩 母 质 风 化 而 成 。 丘 陵 中 
部 以 上 多 裸露 曙 石 ,中 部 以 下 由 于 多 坡 积 石 块 ,构成 不 同 厚度 的 
粗 骨 土 。 土 坊 深 度 一 般 在 35 厘 米 左右 ,第 一 二 层 多 根系 ,一 般 都 ， 
有 团 粒 车 构 ,PH 值 绝 在 7。5 一 8.5 之 问 ,有 较 强 的 石灰 性 反应 。 

在 调查 地 区 中 ,土壤 以 中 层 粗 骨 十 最 占 多 数 , 厚 层 粗 骨 土 丈 
之 ,再 次 为 浅 层 粗 骨 土 ,深厚 塘 质 土 最 少 。 同 时 伴随 着 不 同 的 十 
RA, Mm PKR ERE SEES, HL, SHR 
明了 自然 界 植物 对 地 理 环境 的 指示 意义 。 同 时 也 指出 了 在 这 些 
不 同 的 地 让 上 称 化 和 造林 均 应 采用 不 同 的 措施 和 选 树 不 同 的 村 
物 与 树种 。 

~ 杆 钱 概况 

1。 植 物 的 分 布 

BAR EMRE LET Ree, 
AE AB) RU ER i eR 
BBE, MAKER FR MEA) ER 
槐 林 外 , 其 余地 区 林木 均 已 水 然 无 存 。 因 之 ,每 当 雨 季 来 临 , 大 量 
KAR. BIKA EAT RISER BARRA AR, 1 
本 调查 区 的 显 落 特 征 。 这 种 自然 条 件 ， 无 疑 的 是 不 利于 关 时 乔 
木 的 生长 。 这 里 的 植被 就 其 性 质 求 说 , 应 属于 次 生性 质 , 就 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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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SP PEAR BE, the — EEE AL Oy LY A eg BD EA A RR 

—_e eS eee ee SUL 

«HP, 

FEA hE , HH EP, WR Bk 
EAD Wh , ALS He SE ERB 0%, PBK AT IATOM%, 

MU EY SE EHP 5 EE 
田 种 植 了 作物 , AMBLER. 

” ，” 民 查 区 的 草本 植物 以 狭 叶 型 禾 草 分 布 最 广 , 为 量 亦 最 多 ,其 
ra WZ DA (Andropogon ischaemum) 、 营 草 (Themeda triandra ) 

MEY RAE: TER Reh Ik LEAKS 
Et, EMI Pk L WOAH. RU Bw, 

深 和 多 色 的 自 草 和 黄 缘 色 的 营 草 ， 有 规律 的 、 相 当 明 显 的 分 布 于 

«PARRA LEASE, ABSA, PBA). 

当然 , MPSS ARAL SA HOE Wb SUR ARIA I A TAB ER 

er Ky Ee A ii 1 Be A a RK E (Spodip- 

ogon sibiria), EPR eS bE BABS (Carex humilis ) 

和 地 柏 〈《Selaginella kraussiana), 但 就 整个 调查 地 区 来 襄 , 它们 

所 占 的 面积 很 小 。 

调查 区 除 上 述 的 优势 植物 外 , 常见 的 淋 有 : 

FB ( Potentilla chinensis ) 

427 He ( Astragalus sinicus ) 

A448 (Amblytropis multiflora ) 

FEB TE ( Astragalus scaberrimus ) 

旋 复 花 (Inula britan ) 

i? 2 (Scorzonera sp, ) 

$e BE (Aster spp, ) 



薄 雪 草 (Leontopodium leontopodioides ) 

刺 儿 荣 (Cirsium segetum ) 

a HK EAA: 

#) 4 ( Vitex chinensis ) 

 %R ( Zizyphus spinosa ) F | | 

胡 枝 子 (Lespedeza spp, ) 
Geta ( Lespedeza caragane ) +h . 

它们 分 布 的 十 分 广泛 , 与 草 未 植物 杂 生 在 一 起 s 在 一些 土 于 更 加 

干燥 卢湾 的 地 段 ,可 以 看 到 草木 犀 状 紫 云 英 (Astragalus inelilot- 
oides ) 和 几 种 醒 旱 的 蒿 属 ( Artemisia spp.) ， 这 些 趾 灌 未 状 的 
植物 ,给 我 们 指示 出 干燥 迪 薄 的 生态 环境 。 

如 前 所 述 , 调查 地 区 林木 均 已 大 部 破坏 , 除 在 雁 埃 出 至 四 里 

由 的 阴 坡 上 ,有 小 片 的 人 工 侧 柏林 或 刺槐 林 外 ,只 有 在 梯田 困 坚 

或 庄村 附近 才能 见 到 人 工 和 栽培 的 一 些 树 种 ,这 些 树 种 有 : 

槐 (Sophora japonica ) 

刺槐 ( Robinia pseudo-acacia ) 

柿 (Diospyros kaki ) 

BR ( BEF Diospyros lotus ) 

52 #4 ( Gleditsia sinensis ) 

杨 的 几 个 种 ( Populus spp, ) 

柳 的 几 个 种 (Salix spp, ) 

2。 植 物 群 从 

(1 ) 荆 条 一 一 自 草 恒 从 (Ass。Vitex chinensis. 

ogon ischaemum ) : 

An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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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一 驮 从 较为 普 浊 的 分 布 在 调查 地 区 的 山 半 台地 和 -一 些 向 
阳 的 由 坡 上 。 我 们 在 大 小 馒头 山 问 及 看 老婆 底 巾 山 的 阳 坡 进行 
了 样 方 , 样 缕 调 查 。 这 些 地 区 的 士 品 以浅 层 粗 骨 土 为 主 ,土壤 剖 
面 的 情况 如 下 : 

下 SSS 
AB] 0-9 | gems feewonmb nati] 8.5 | i ee 

Se bie. 
(地 点 : 狠 头 山 山顶 ， 海 拔 220 米 ， 坡 疝 NXW152, 坡 度 152》 

熏 丛 中 植被 频 为 稀 焉 ,在 夏季 里 最 大 投影 盖 度 不 超过 60% oA 

DFR » AR) RIBERA EKER A. SAH Ae 

量 的 多 花 胡 枝子 ( Lespedeza floribunda) 34 BARE ( Lesp- 

edeza davurica ) 及 铁 扫 嫁 等 草本 植物 以 白 草 为 主 , 此 外 人 肖 杂 有 

少量 的 : 

委 陵 荣 ( potentilla chinensis ) 

jE ( Leontopodium leontopodioides ) 

Fei Fe ( Astragalus scaberrimus ) 

Fi 28 (Scorzonera glabra ) 

jt 志 (Polygala tenuifolia ) 

猫眼 草 ( Euphorbia lunulata ) 

HORA. ( Cynanchum inamoenum ) 

隐 子 草 (Cleistogenus sp, ) 
45 #4 (Carex humilis ) 

地 #44 (Selaginella kraussiana ) 

FEMI SWE TAD , FIR, HEM SH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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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 恰 相反 的 是 : 双 从 的 外 貌 ， 反 而 更 加 清晰 。 在 总 投影 盖 度 为 
25 驳 的 样 方 中 , 自 草 的 比率 达 23 驳 ,平均 株 高 狗 30 还 米 左右 。 桂 
AN UES ERT SAMS ABBY HEBER 
rf) Hy SABE FSI BA (LF PE) 0 

200M 8 eemenet | aeenmee 
Rue eG eA | 

ASCARI AWOMNBAY, AREAS, WER 
MY> BeHICEYD® 。 a i en 

图 31 SRK HR AS Tele 

Ro, FR MA Ee Pa Ie AE HK HB pA AE 
EBM, VEMUWFERARRAORTEM, CRBT RH 
DE Hy ERAGE, FEDER ME RD RU PIER i 

(2 )3)4&——# + AE ——H FSA (Ass Vitex chine- 

Selagi- Themeda triandra+Andropogon ischaemum nsis 

nella kraussiana ) : 

<_ BALES HE EMR POL, RIK 

次 调查 的 样 地 裔 在 狸猫 山下 的 南 顶 子 , 土壤 属 中 层 粗 骨 士 ,其 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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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记 载 如 下 : 

士 层 | BCR) | 颜色 | we aay PHI | 湿 庆 | 机 械 租 成 | HR 
A | o-12 | zen | ait | 画 粒 |7.8 | 润 | | & 
B | 12-93 | te EM] 团 粒 | 7.3 | 泗 | 有 碎 石 块 | 有 

| | 
《地 点 : 南 顶 子 山坡 ， 海 拔 310 米 ， 坡 向 N 卫 18?， 坡 度 117 ) 

在 土壤 剖面 的 记载 中 ， 充 分 地 表明 了 这 一 淹 从 的 土壤 条 件 ， 无 
葵 是 在 土 层 的 厚度 或 是 十 说 的 湿润 情况 上 ， 均 较 荆 条 白 草 过 从 
的 条 件 为 佳 。 因 之 ， 在 植被 盖 度 和 种 类 成 分 上 亦 均 较 前 大 有 培 
加 。 汪 丛 中 灌木 仍 以 荆 条 占 优势 ,其 中 工 杂 有 一 定数 量 的 胡 枝 子 
(Lespedeza spp,). PRA (Zizyphus spinosa) 4RD , FFA WMA 

HBF LHe Sk ME, ELS hE ( Themeda 
triandra) 的 比重 超过 了 白 草 。 由 南 顶 子 至 狸猫 出 样 带 记载 , # 
草 多 度 达 德 鲁 捷 氏 Cop, 频 度 为 70 色 。 在 -- 些 更 加 湿润 的 地 
Be, HFA Wt ( Lilium concolor), & ff (Iris ensata)、 射 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当 然 ,在 调查 区 大 片 的 面积 上 ， 随 着 
土屋 厚度 湿度 情况 的 不 同 , 营 草 和 和 白 草 的 比率 上 有 着 显著 的 差 
别 。 一 般 说 来 ， 在 土 层 肥厚 处 , 营 草 的 比率 较 大 , 而 在 相反 的 情 
况 下 ) 自 草 的 比率 也 会 远 远 超过 萱草 。 因 此 ,我 们 对 这 一 和 从 提 
出 了 不 稳定 的 概念 : 在 降水 的 年 变 达 较 大 的 年 份 中 和 人 们 过 度 
的 破 环 或 保护 的 情况 下 ,这 一 敌 丛 就 会 发 生变 化 和 演 替 。 

乔 从 中 除了 上 壕 的 优势 植物 外 , 傈 可 看 到 以 下 的 植物 ; 
AHEM ( Rhaponticum uniflorum ) 

ll LAE ( Circium segetum ) 
155 



£2222 (Leontopodium leontopodioides ) 

委 陵 荣 ( Potentilla chinensis ) 

猪 融融 ( Calium verum ) 

= (Carex humilis ) 

# 4 (Arthraxon hispidus ) 

隐 子 草 ( Cleistogenes sp, ) 

AMSHEHE SAMS p HRMS, Ree 
草 和 灰 黄 色 的 白 草 相互 间 杂 ， 高 度 可 达 一 米 ， 投 影 盖 度 达 60 一 

80 用 。 和 并 有 若 于 地 段 管 草 形成 片 状 的 纯 从 ， 指 示 了 土 壕 较为 有 

厚 温 泗 的 情况 ,由 南 顶 子 (海拔 240 米 ) 至 狸猫 山顶 坡 ( 海 拔 狗 400 

米 )200 米 的 距离 中 , 清楚 地 看 到 这 一 对 从 的 分 布 。 特 别 应 当 注 ， 
大 狸猫 顶 

500M 90 = 

450M 

400M: 

W990. 
350M NT。 

| 4 Ugecceceroo,, Fi BF 
300M in 

“ ] hg . 

250M Nii 
2 yy 

‘200M 下 
| | wemrwet Pearse t 

RARAR GR! 
ih et 

檬 田 作 物 &。 0 10M 20M 
ME Bi 

图 32 ”大 狸猫 山 阴 坡 植物 县 丛 分布 剖面 图 

意 的 是 :它们 通过 了 地 势 陡 峻 财 石 和 宰 露 的 大 油 芒 登 从 分布 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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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 

重新 出 现 于 山顶 的 在 组 地 区 。》 例 如 ,在 大 狸猫 山顶 梯田 上 , 营 
密 茂 的 构成 环 状 围绕 于 田 咱 的 四 周 ， 其 整齐 的 形式 极 似 人 工 裁 
培 , 此 处 尺 一 灵 有 力 地 证 明了 车 草 对 土壤 和 水 分 的 要 求 (内 大 狸 
ii Ly BH Be A EI) A TL) 

(3) 莉 条 十 多 花 胡 枝子 一 一 大 油 芒 一 一 若 草 一 一- wa IA 
(Ass, Vitex chinensis 十 Lespedeza floribunda Spodipogon si- 

Carex humilis Selaginella kraussiana ) ; biricus 

c—-BMAHRe, SOATARESWAREAE LE 

多 的 石 隙 中 。 在 这 些 地 段 里 由 于 闫 石 的 节理 层 迭 破碎 ， 保 存 下 

大 量 的 水 分 和 士 于 , 个 别 的 小 片面 积 ,土屋 厚度 可 达 130 厘 米 ,我 

们 把 它 划 入 厚 层 粗 骨 十 类 ,土壤 剖面 可 以 狸猫 山顶 坡 为 代表 : 

厚度 (厘米 )| Bf | 里 地 i | PHI |e Be OR 

o—20 | | mlm mw) 7.5 | ms as a 
20 一 45 | Bw te | MM B | 小 碎 块 | 8.0 有 

45 一 387 以 下 | 2K 棕 | BH ER | AER | PRS Ba 有 

(地 点 : 狸猫 山顶 绕 ， 海 拔 3 90 米 ， 坡 问 SW ,坡度 30?) 

大 从 中 生长 着 实时 型 的 大 油 芒 ,多 度 为 cop:, 略 近 于 背景 化 ， 灌 
未 中 除 鲁 条 外 ,多 花 胡 枝子 的 比率 培 加 。 营 草 和 地 柏 密 茂 地 生长 
在 潮湿 出 颖 里 。 无 用 的 ,在 这 一 区 从 中 的 优势 植物 ,都 指示 着 分 
布地 区 阴 湿 肥沃 的 特征 。 
0 War, £8 AY 
= 8B ( Artemisia spp, ) 

KALB ( Rhaponticum uniflorum ) 

委 陵 荣 ( Potentilla chinensis ) 

jt 志 (Polygala tenuifol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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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Adenophora verticilata ) 

胡 ( Bupleurum falcatum ) 

于 (Belamcanda chinensis ) 

草 ( Arthraxon hispidus ) 

草 ( Andropogon ischaemum ) 

mH Ot he es ES 草 ( Themeda triondra ). | | 

Dl HERR REE T WBE Mb JU) SE AAR, 

三 ”调查 区 植被 与 环境 的 关系 

调查 区 分 布 的 植物 春 从 : 荆 条 一 一 白 草 且 丛 , 荆 条 一 一 普 草 
一 一 苦 草 汪 从 ， 荆 条 十 多 兹 胡 枝 子 一 一 大 油 芒 -车 草 一 地 
柏 春 从 。 这 三 个 植物 玲 从 ,规律 地 分 布 在 调查 区 的 一 定 地 段 : 草 
条 一 一 自 草 硬 从 分 布 在 调查 区 的 阳 帮 上; 草 条 一 一 营 草 一 震 
草 尖 从 分 布 在 明 坡 上 ; H+ SEMAT—Ame—_ Se 
一 一 地 柏 对 从 分 布 在 多 石灰 民 裸 露 的 山坡 上 或 山顶 上 。 可 见 , 植 

物 春 从 和 环境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分 析 各 环 从 植物 的 生态 特性 对 了 

解 植物 天 次 的 特性 及 其 分 布地 段 的 立地 条 件 水 肌 有 极为 重要 的 
i ge ae 

ASO At YEH ee, Japa AE aE 

北 各 地 。 它 们 的 分 布地 段 可 能 是 具有 十 分 不 同 的 生态 条 件 ， 但 
常 是 更 加 显 沙 地 分 布 在 一 些 莫 山 、 落 地 。 这 些 荡 山 、 荡 地， 一 般 
具有 次 荡 干 旱 和 村 被 遭受 破坏 的 实生 性 质 。 这 部 明 ， 自 草 对 生 
态 因素 有 极 大 的 适应 性 。 因 此 不 少 的 生态 地 植物 学 工作 者 ， 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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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Me ee he fe ee eee f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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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 i ,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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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as 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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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 自 草 归 业 到 个 草原 区 系 中 ， 也 有 时 把 白 草 和 草原 重要 的 植物 
成 分 一 狐 荡 、 列 荐 划 为 同一 生态 类 型 。 

就 一 般 的 情况 襄 , 以 白 草 为 主 所 构成 的 植物 草丛 的 特点 ,一 
般 是 具有 很 小 的 投影 盖 诬 ， 构 成 琴 丛 的 植物 种 类 和 贫乏。 具体 地 

” 裔 , 自 草 的 生态 特性 有 以 下 几 点 : 

(1) BRAK RARE, RS HK. 
(2) H+RERAG, OMELET RHE, RE 

ARIEL OANA At , RBA KK 

(3 ) IRS 5 a 2 ny ZR MEA PHY URE 
Beye ET CRAKE BL, BE 
REARS, AREA ARAB, BREA, Bomb 
SA HCHO BEAR , AU ENE EFB , GEIL IH 
手 自 草 对 环境 因素 有 极 大 的 适应 性 ， 决 定 了 它 能 生长 在 这 种 地 
眉 。 这 一 指示 意义 ,对 焰 化 阳 坡 提供 了 参 郑 依据 。 

莉 条 二 一 车 草 一 苦 草 硬 从 ,以 萱草 为 优势 植物 ,但 它 与 白 
草 相 比 ， 需 要 较 肥 沃 、 湿 酒 的 土壤 。 营 草 性 喜 湖 湿 , 营 草 与 莹 草 
的 混 生 ,也 避 明 了 以 营 草 为 主 的 这 个 雁 从 环境 因素 是 较 温 油 的 。 
在 调查 区 ， 车 草 莉 从 多 分 布 在 阴 坡 上 ,就 是 这 个 原因 。 另 外 ,在 
CPB, PARKES BOS MHL 
BAT ERI Wee bk, HPSS RUE, ese HL IE 
KLOET 

, 莉 条 十 多 花 胡 枝子 一 一 大 油 芒 一 一 车 草 一 一 地 柏 莉 从 ， 以 
大 油 世 为 优势 植物 ,大 油 芒 是 关 叶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性 喜 湿 润 ， 广 
布 于 我 国 东北 、 华 北 、 两 广 及 西南 各 地 。 在 调查 区 ,这 个 浅 从 的 
契 布 面积 很 小 ， 只 限于 较 高 出 丘 的 山顶 坡 ,因为 这 些 地 区 里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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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厚 ， 含 水 量 较 多 ,环境 较 湿 泗 。 另 外 ,在 阳 坡 或 胃 坡 上 的 石灰 
岩 裸 露 陡坡 的 石 适 里 ， 也 常 有 大 油 芒 的 分 布 。 当 然 这 也 是 由 于 
较为 湿润 的 称 故 。 
总 之 ,不 同 的 植物 草丛 ,要求 不 同 的 自然 条 件 ; fe ERO 

然 条件 下 有 一 定 的 植物 举 从 出现 。 因 此 在 改造 自然 、 烁 化 荒 鼻 
时 ， 必 须根 据 不 同 地 段 的 环境 条 件 和 植物 春 从 ， 着 虑 一 定 的 树 
种 。 

四 “区 化 造林 的 建 访 

MAW RAW SOR PERO AeA 

林 外 ,其 余 德 条 范 山 ,其 中 部 分 地 区 因 草 被 玻 坏 ,水 士 流失 严重 ， 
因 之 迅速 造林 、 系 化 幕 山 便 成 为 迫切 的 问题 。 

我 们 认为 在 济南 近郊 的 石灰 岩 丘 隘 上 造林 的 要 求 ， 应 当 是 
以 池水 保 土 的 沟 济 林 芽 结合 风景 林 为 主 。 在 选用 树种 时 ， 应 选 
择 中 生 仿 旱 厨 浓 溥 又 能 速生 易于 成 活 的 树种 。 在 造林 设计 上 ;应 
当 委 善 安排 ,使 之 成 为 一 个 具有 自然 林 景 观 的 森林 公园 ,作为 劳 
动人 民 假 期 休息 、 游 守之 场所 。 总 之 ,应 选用 易于 成 活 速 生 、\ 放 有 
炊 洲 意义 双 有 观赏 价值 的 树种 。 当 然 ,栽培 这 些 树种 时 应 注意 其 

生态 特性 ,本 着 就 地 取材 的 原则 ,我 们 提出 以 下 几 种 乔木 树种 : 
侧 柏 : 常 弥 树种 ,寿命 很 长 ,生活 力 强 , 不 用 过 多 的 据 育 ， 耐 

FB EAE, ETCH BIL ERIS, TEBE 
WKS AE. GRR, FRESE, RAM 
BSE SK Py URE KTR: 7 年 的 侧 柏 , 树 高 为 1.5 一 2 米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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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 eS 
. Aas 

. 径 为 2 厘米 ?15 年 的 合 柏 , 树 高 2 米 ,直径 3 厘米 ;20 年 的 便 柏 ， 

oR: 

” 树 高 2 一 3 米 , 直 径 4 一 5 理 米 ;60 一 70 年 的 便 柏 ， 树 高 6 一 8 
Ky 胸径 18 一 25 厘 米 。 一 般 此 和 欠 握 育 , 林 相 稀 玻 而 不 整齐 ， 并 发 

| 现 有 砍 枝 破坏 的 痕 杰 , 如 果 稍 加 人 工 培育 管 理 ,生长 情况 当 会 志 
ho | 

Ae FR Ag BSE SER AT BPH SE, ZEAE SIS BRILL HK 

Ly , Se eS Pe By SE Ab, 侧 柏林 在 不 同 环境 的 生活 情况 可 见 下 

海拔 ( 米 )| 坡 向 | 坡度 | 十 万 “| 树龄 (年 ) 树 高 ( 米 )| 胸径 (厘米 ) 
eo | ‘|SemA+ 8) 60 一 70 6 一 8 | 18—25 

130 NE | 10° BEMS+ mB) 2 | 3 5 

150 | NE | 35。 | 中 层 粗 骨 士 mi 20 | 25 | 4 
150 LNW | 20° |r BRL al 7 | 1.5 1.5 

170 NW | 5° 

| 

| 
| 

HEM BR 15 | 2 | 4 

| 
| 

180 | W | 20° |eMAt MA is | 2 3 

230 | sw | 15° |} PRAA+ 8) 15 2.5 3 

250 | SW | 20° PEMA: wie] 15 2 3 

P Le AT DS HE TS BE PK, TH TE ee BS 

坦 , 水 分 充足 的 生活 环境 中 , WE MASA BR. 

洋 槐 (刺槐 ) : 原 产 于 北美 ， 传 入 我 国 后 在 华北 地 区 广泛 栽 

Ah, ERASE, 对 炮 化 幕 山 是 一 良种 。 幼 树 在 工 一 3 年 中 每 

年 都 能 增长 1 米 之 多 。 洋 槐 为 浅 根 系 植物 ， 根 和 柔 发 达 ， 萌 比 很 

多 ,因此 具有 极 强 的 保 土 能 力 , 对 立地 条 件 要 求 不 苛 , 易于 成 活 ， 

特别 适合 生长 于 石灰 盎 地 区 。 其 木材 用 途 很 广 ,树叶 可 作 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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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BR, 观察 证 明 在 调查 区 的 四 里 山 \ 千 佛 册 的 阴 坡 生长 均 其 
良好 , 因 之 在 迅速 称 化 幕 山 、 芝 地 中 为 值得 推广 的 树种 。 

每 年 生长 高 床 Ck) 

1.33 

0. 5 一 一 0.6 : 

0.15 

EPR AEK, ED EGR, OF LER, 
这 种 圳 退 现象 与 土壤 水 分 等 因素 密切 相关 。 

SUS. Ba, HS, PRE LM, PRT 
HORE DD, TLR fish See AE, a a Da 
植 推广 。 

Boh, mp RRR, WAC Hey 
材 , ASME BBL BE i Bh, Hh EE 
K@EM hi PREKSE, RWS, RSH Re, SWAT, - 
HRBRAM REM, =A, HAM ASRS, 
在 造林 中 也 可 郑 虑 作为 混交 树种 。 

在 林 中 的 下 木 或 灌木 中 ,我 们 提出 柴 穗 槐 、 苦 参 、 山 槐 、 卫 入 

刀 种 大 叶 型 的 胡 枝 子 以 及 局 担 杆 子 \ 构 检 、 李 子 等 等 这些 灌木 

都 具有 易于 成 活 ， 生 长 迅速 的 特性 和 保持 水 士 、 改 和 良 十 壤 的 荔 、 
能 。 自 然 ,一 旦 山坡 上 荡 树 成 林 , 能 谴 盖 整 个 地 面 时 ， 灌 木 也 已 “ 

长 成 ,四 坡 原 有 大 量 的 荆 条 一 - 喜 阳 的 个 灌木 , 将 会 退 到 林 外 的 
地 方 去 。 

如 所 周知 ， 草 被 在 保持 水 士 上 具有 很 大 意义 ， 据 苏联 专家 
。K。 柯 契 尔 加 的 著作 中 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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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被 的 复 羡 庆 (25) | 降低 地 表 径 波 的 比率 〈26) 
5 一 一 10 

林木 的 栽培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于 土 培 肥力 和 厚度 ， 士 塘 肥 
力 和 厚度 又 与 草 筱 的 复 盖 有 不 可 分 割 的 联系 。 届 查 证明， 如 大 
ANB WES , BRM EAA F 25% , WRAL ABH 
i Ae, TA+e SE, SER A20—-2BK, SUBR, — 

些 莹 草 , 白 草 投影 盖 度 达 60 多 以 上 的 地 段 , 腐 植 盾 显 落 增 加 ， 土 
层 厚度 达 80 理 米 以 上 。 由 此 证 明 ， 在 宜 条 地 区 的 造林 设计 和 具 
栖 工 作 中 注意 草 被 保护 为 一 重要 措施 。 在 绸 查 地 区 ， 我 们 提 志 
发 展 自 草 \ 营 草 的 问题 。 它 们 是 高 度 醒 二 的 禾 草 , 根 采 发 达 ， 具 
有 颇 大 网 精 土 壤 的 能 力 , BLT PEERS SY BRT Tk ESE HS 
到 秋季 ， 收 割 干草 已 成 为 附近 村 庄 的 一 项 比较 重要 的 副业 。 因 
此 ,及 时 制止 过 度 的 放牧 及 控 创 草 根 , 提倡 输 牧 以 及 定时 分 区 荐 
草 , 不 仅 能 保持 副业 生产 ,而 且 也 能 有 效 地 防止 水 士 的 流失 。 和 当 
然 ,为 了 防止 杂 草 对 树苗 的 影响 ,适当 整地 和 除草 不 在 此 例 。 在 
二 些 冲刷 严重 ,植物 难以 生长 的 地 区 ,应 注意 精 缕 草 (Zoysia) 及 
AWA BE (Cynodon) MRA, KH RB GEAMAR,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里 就 可 达到 恢复 草 被 的 目的 。 当 然 ， 一 旦 幼 树 长 成 而 达到 一 定 
程度 的 郁 开 时 , 林 下 的 这 些 喜 阳 的 禾 草 也 同样 会 逐渐 减少 ,最 后 
消灭 ,为 耐 攻 的 植物 所 代 规 ,这 时 ， 有 力 地 裔 明 森 林 气 候 初 步 形 
成 了 。 

BME RAH) OR RAR, BAK 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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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M. UME EEE ARE MER, RDM E40 bt 

形成 陡 壁 ， 在 这 些 特殊 的 生境 中 , RAAB RET ELE. 

为 了 使 这 种 地 区 迅速 籽 化 ， 扩 大 栽培 蔷 本 植物 是 一 有 效 措施 。 

这 一 方面 可 以 考虑 以 下 几 种 : 蔓 生 落 霜 红 (Celastrus arliulatus)，， 
地 全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 , 44-( Rubus spp), ¢( Puer- 

ite thunbergiara ) 8, #&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JRA] Rm 

用 。 

在 具体 设计 方面 ， 我 们 建 斑 在 生长 着 荆 条 一 一 自 草 码 从 的 

荡 层 粗 骨 土地 区 ,以 生活 力 强 、 耐 兰 汪 干 旱 的 侧 柏 作为 主要 造林 

树种 。 同 时 为 了 迅速 达到 称 化 的 目的 ， 可 问 植 柴 穗 槐 等 灌木。 
在 生长 着 斌 条 一 一 营 草 + 和 白 草 一 一 地 柏 奉 丛 的 中 层 粗 骨 士 地 

Be, MEL SM TWEED ee, RR. TF 

GME MUR Hee, Sor} ep) HER 
“LADS AAT BOR (FET) ERS, RUMBA, SAB 
提出 的 混交 林 是 一 个 极 好 的 造林 设计 ， 这 样 可 以 使 今后 森林 的 

发 展 更 加 完整 ,同时 避 允 了 景色 单调 。 混 交 林 的 建造 上 , Hl 
属 ( Acer) PRAM, = BR ARS MUSE BTA 
BR RMECHK, RA DAME, ee, BARR 

ADK FERRE Hk OK MEE PT FRE SEB EW 
-B, ETREFALE SED AMEEK, ZAR, 

BD ARR F3K, (A LHR RL API ALG in hE BR (Lesped- 

eza tomantasa) 外 ， 余 者 盖 度 均 小 ,是 其 主要 缺点 。 、 
， 于 述 造林 地 段 均 应 注意 草 被 的 保护 及 整地 工作 。 整 地 工作 

中 采用 水 平 沟 及 建造 梯田 均 为 极 好 的 措施 。 这 些 措施 能 提高 幼 
苗 的 成 活 率 ， 保 持 土 层 厚 度 , 防止 水 土 流 失 。 在 草 条 、 多 花 胡 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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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See) Med tee? Ub themes 

F. AE SR Ho) HE, LS, WERE AOE Hee 
S ARPA 4 DRAM HE. MAR BME AT 
shah as Ub ARF EFS, PR, A EL 
Bak tae, Le Ack — Hh Be RO 

Di pew ao RET RAO HER An ace eS A EB 
Sa HAGE, PEMA AOE SE RAE SE 
RELRMBEERAMAM. AS, SR ARCA 
有 梯田 政 为 果树 林 , 特别 是 沟谷 地 区 , AOS IES 
峰 与 四 里 出 到 燕 起 山 的 四 张 坡 的 沟谷 及 山脚 等 地 ， 一 般 是 士 层 

过 厚 水 分 充足 ,是 理想 的 果树 林 区 。 树 种 可 以 采用 鞋 果 、 桃 、 理 、 
5122 Ob A SE A, HR, AT 
REAGA ML, Diem ey RRR 
HRA RBH ST REAR. “RRS 

#538 , FARE SAK, WOR EER, EIR, RRB 
RR AAI Ol EEE IK 3 米 ， 

AEE 4 BK, FERRE RAE FP Se RFT Hi BR 50—80 TE 

A, KRCDRH UKAREAER. 
AOR ATS , GE SLAB a OS WB BEES, FEF 

AWE EE RASA MK, TTAB KR 
目的 。 同 时 伴随 着 植被 的 恢复 , 达到 美化 山区 的 目的 。 因 之 ,在 ， 
籽 化 措施 中 ， 我 们 一 再 地 强 笛 草 被 灌 从 及 芯 本 植物 的 栽培 。 草 
被 浇 从 的 恢复 为 时 极 快 ， 只 要 采取 一 定 的 措施 ， 一 、 二 年 中 部 
可 见 有 成 效 。 在 造林 方面 ,我 们 着 重 推荐 速生 的 树种 , Pt gE 
地 了 生长 虽然 较 慢 ， 但 具有 易于 成 活 或 普 济 价 值 较 高 的 一 些 料 
种 。 加 生 树种 易于 郁 于 ,不 仅 易于 达到 称 化 的 目的 ,同时 也 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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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 给 慢 的 树种 提供 了 新 的 环境 。 果 树 的 裁 培 ， 具 有 供应 城市 水 

RM EER BM, FEA Set Hh. | 

RZ, FERRO i, T—-., KFA SSR 

ETE BEAK , VO ERE AP FY ASI — ERE APA, BEE 

长 较 慢 的 树种 ,不 过 十 年 左右 亦 可 构成 林 相 。 到 那 时 ,于 旱 凑 薄 

的 莞 出 将 成 为 绿色 的 园林 ,每 当 春 夏 忆 交 , LF FR a os Pad FE 

满 枝 ,秋冬 之 际 , 竹 叶 通 山村 以 青 冰 侧 柏 , 构 成 一 幅 美丽 的 图 景 。 

田 草 、 树 木 及 时 地 供应 居民 采伐。 优美 的 出 林 风 光 , 也 为 劳动 人 

TAK AUER Z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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