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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耕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物质

生产最基本的源泉。耕地地力高低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及产量

与品质，掌握耕地地力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对调整农业结构，指导

农民科学施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

品品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肥料等资源浪费，防止土壤退化和污

染，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壤是农作物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土壤养分含量是土壤生产

力的重要指标，养分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及农

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因此，及时了解和掌握耕地土壤养分含量现状

及其变化规律，对于指导合理施肥、提高土壤生产力、保持农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耕地地力调查，一是能为食物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科

学依据。由于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灾害损失

等因素影响，耕地面积的减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粮食安全问题始

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有限的耕地情况下，农业的发展决定

于耕地的质量。要使耕地质量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提高，首先

要摸清现有耕地地力状况，摸清耕地质量变化的因素和条件，因地

制宜地采取对策进行耕地地力调查。二是可以为耕地质量建设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胜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的 ２０ 年，联产承包责
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在开放的农资市场和

农产品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业在追求最大产量的过程中，过度地

消耗耕地地力，带来耕地土壤质量的一系列变化。摸清耕地质量和

土壤质量变化的因素和条件，是进行耕地和土壤生产能力保护，进



行耕地质量建设和合理利用土地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三是通过耕地地力调查还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提供

保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出了更

高要求，要求提供营养价值高、口味好、无有害残留的高品质农产

品。摸清耕地土壤污染状况，加强农业生产环节的管理和投入管

理，培养农民的科技意识，是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提高农民收入的

重要途径。由于对耕地地力底数不清，盲目施肥、乱用农药、不讲

科学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耕地污染、农产品污染等问题，如蔬菜使用

剧毒农药、果品使用激素、污水灌溉农田等带来的种种问题，导致

农产品品质低，不仅影响了收入，更严重的是危害了人民的身体健

康。四是耕地地力调查还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我国农业进入

全面实现战略性转移，农业生产的目标从产量最大化，转为效益最

大化。农产品正逐步成为买方市场，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当前种

植粮食作物的效益比较低，农民迫切需要发展新的种植品种，迫切

需要发展效益高的作物。通过对耕地土壤适宜性调查和评价，建立

土壤适宜性指标体系，可直接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提供依据，

以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另外通过耕地地力调查为指导科学施肥提供依据。

科学施肥要求根据土壤养分的变化及时调整配比，这样才能用较少

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经济收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共开展过两次土壤普查工作。第一次是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的土壤普查，第二次是 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８５ 年的全国
土壤普查。通过土壤普查，基本摸清了全省耕地土壤养分含量及其

分布规律。土壤普查的丰硕成果，在农业区划、农业综合开发、中

低产田改良和科学施肥方面，得到了广泛地应用，为此后各地开展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研

究、配方施肥、中低产田改造、地力建设、新型肥料的开发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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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在促进农作物单产、总产的提高中起了重要作用。

土壤普查工作已过去了 ２０ 多年，随着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
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种植结构、产量水平、有机肥和化肥使用总

量与品种结构、农药使用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耕地地力状

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不同农户间的种植制度、产量、肥

料投入差异较大，土壤养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用第二次土

壤普查数据已经无法指导当前的科学施肥，迫切需要对全国耕地土

壤养分数据进行更新，以满足指导生产的需要。

晋州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著名的农业生产大市，多次荣获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市荣誉，粮食和蔬菜生产是晋州市的农业优势。全市

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 ６０％以上，蔬菜面积稳定
在 ６ 万亩以上，农业生产条件、土壤类型等在全省具有典型代表
性。因此，开展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工作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按

照农业部的安排，晋州市开展了耕地地力和质量评价工作，在这项

工作中，我们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调查耕地基础生产能力、土壤肥

力状况、土壤障碍因素，进而分析研究耕地退化原因，为粮食安全

生产发展规划、农业结构调整规划、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节水农

业及农业生态建设等提供科学依据，为促进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

绿色食品生产提供科学保障。

本书根据农业部对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河北省土壤

肥料总站的安排部署，依据农业部对编写耕地地力评价技术报告、

工作报告的具体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编写。全书共 ９ 章，全面
介绍了晋州市自然与农业生产情况、耕地土壤的立地条件与农田基

础设施，阐述了耕地地力评价的内容和方法，耕地地力和质量评价

技术，耕地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详细分析了耕地地力等级状

况、耕地主要属性及存在问题；提出了耕地科学管理和应用建议，

为耕地的有效利用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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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省市有关领导、专家以及有关单位给予了

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

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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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晋州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太行山山前平原腹地、滹沱河流
域，在石家庄市东部。全境位于太行山东麓洪积冲积平原上。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石德铁路、３０７ 国道、石黄高速横经境内，晋州
—深泽、晋州—总十庄、晋州—祁底等公路纵贯全县。境域在东经

１１４°５８′２０″—１１５°１２′３０″、北纬 ３７°４７′３０″—３８°０９′３０″之间，东西宽
２０ ７ｋｍ，南北长 ４１ ５ｋｍ，总面积 ６１９ｋｍ２。东邻辛集市，东北靠深
泽县，西北隔滹沱河与无极县相望，西依藁城市，西南与赵县接

壤，东南和宁晋县毗邻。晋州市区居市境中北部偏西，在东经

１１５°，北纬 ３８°，西距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约 ５０ｋｍ，距石家庄国际机
场 ５０ｋｍ，距天津港口 ３００ｋｍ，距黄骅港 ２４０ｋｍ，并临近山西省煤
炭基地。东北距离首都北京 ３００ｋｍ。

全市现设 ８ 个镇、２ 个乡、３ 个办事处、２２４ 个行政村，总人
口 ５２ １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４８ ８ 人，全市总面积 ６１９ｋｍ２，耕地
６１ 万亩，是一个平原型农业大市。晋州市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资
源丰富，农业土壤以轻质褐潮土为主，质地适中，地势平坦，土层

深厚，土壤肥沃。本市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红薯

等，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播种面积 ６１ ７ 万亩，素有 “河北棉

乡”之称。是全国有名的粮油生产基地，被农业部命名为 “国家

商品粮基地县”。是 “河北鸭梨”、 “天津鸭梨”的主产区。１９９５
年被国家林业部、农业部命名为 “鸭梨之乡”，此外，晋州市还特

产 “巨峰”、“京秀”、“红地球”等优质葡萄以及草莓、杏等。本



市所产 “天津鸭梨”、葡萄等果品，每年都大量出口。晋州市历史

悠久，自公元 ２ 年置县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１９９１ 年撤县建市。

二、 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一）自然气候

　 　 晋州市属于东部季风区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大陆性气候特点
明显，一年内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晴多雨少，多偏南风。夏

季炎热多雨初夏干热；盛夏多东南风，高温、高湿、多雨。秋季昼

暖夜凉，初秋多连阴雨；中秋天高气爽，气候宜人；晚秋多西北

风，晴朗少云但降温快。冬季寒冷少雪，盛行西北风，温度低，湿

度小，降雪少，干燥寒冷。日照和太阳辐射比较充裕，光照足，气

温高，雨量适中，年平均积温基本满足一年两熟耕作制需要，有利

于土壤熟化和肥料分解。

１ 日照。境内年平均日照 ２７２６ ６ 小时，日照率 ６２％，属于北
方长日照区。≥０℃期间平均日照 ２１７９ １ 小时，占全年总日照时数
的 ８０％；年太阳辐射总量 １３１ ２２１ 千卡 ／ ｃｍ２。春、夏两季日照时
数和辐射量最大，但 ７—８ 月份阴雨较多，日照、辐射相应减少。
２ 气温。晋州年平均气温 １２ ３℃。春季平均 １３ ６℃，夏季平

均 ２５ ３℃，秋季平均 １２ ７℃，冬季平均 － ２ ４℃；年极端最高温度
４２℃，出现在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极端低温 － ２１ ４℃，出现在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３ 降水。境内降水量在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年年平均为 ４３９ ５ｍｍ，比

河北省平均值少 １０９ｍｍ，低于周围各县。因受偏南季风影响，降
水变率大。年际差异悬殊，最大年降水量 （１９６３ 年）９４３ｍｍ，最
小年 （１９６５ 年）２１６ ９ｍｍ，年际相差 ７２６ １ｍｍ。

晋州年内降水量分配不均，春季平均 ５８ ９ｍｍ，占全年降水量
的 １２ ８％；夏季 ３０３ ２ｍｍ，占全年 ６６ １％；秋季 ８２ｍｍ，占全年
１７ ９％；冬季 １４ ３ｍｍ，占全年 ３％。夏季降水量集中于 ７、８ 月
份，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５５ １％。雨热同季，利于农作物生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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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小，不能充分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变率大，易成旱、涝。

但因地下水开发条件优越，可保证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粮食产量

较高。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年年平均蒸发量 １８１７ｍｍ；农田蒸发量为 ８２０ｍｍ，
属半干旱地区。由于冬、春季降水量少，加之入春后温度迅速回

升，大风增多，地面蒸发旺盛，空气及土壤均特别干燥，春旱较为

严重。

４ 无霜期。年平均无霜期为 １９１ 天，最多年份 ２０８ 天，最少
年份 １６５ 天，９０％保证率无霜期为 １６９ 天，初霜日平均在 １０ 月 ２２
日，终霜日平均在 ４ 月 １４ 日，生长季日照和热量充足。

总之，晋州市气候易旱不易涝，雨量分布不均，易形成春旱、

秋涝，冬季降水少。热量较丰富，年平均≥０℃积温 ４５６０℃，基本
上可满足二年三熟和一年两熟作物生长的需要。

（二）水文地质

１ 河流。晋州市地处滹沱河和滏阳河冲积扇的交汇处，地势
平缓开旷。地表由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市境西北部海拔高度

４５ｍ，市境东南部海拔高度 ３５ｍ，相对高差 １０ｍ，自然坡降 １ ／ ２０００
左右。由于滹沱河历史上几十次决堤改道，古河道呈树枝状分布全

市，形成大片近东西向延长的沙洼地、沙丘和缓冈，质地多为潮

土、脱潮土和少量风沙土。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地表沉积物多

不显层理，而深部层理完整清晰。经多年农田基本建设，地面较前

平整。但境内主要古河道遗迹仍依稀可见。

市境内仅有滹沱河流经西北部的教公、于家庄、北张家庄等 ６
村，境内流程约 １３ ５ｋｍ，流域面积 ７０ ８４ｋｍ２。河道弯曲多变，上
游宽下游窄，呈不规则喇叭形。其流量年际年内变化很大，曾通过

６１５０ｍ３ ／ ｓ洪峰流量。现设计泄洪标准 ３３００ｍ３ ／ ｓ。此河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为间歇性河流，８０ 年代汛期亦无水，９０ 年代恢复为间歇性河
流。

２ 岩石与母质。晋州境内土壤的成土母质为滹沱河洪积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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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及扇间洼地第四纪冲积物所组成。土壤表面质地因受母质及河流

冲积作用影响，形成北部沙质、亚黏质，中南部轻壤质，滹沱河两

岸及东南部边缘地带沙质的不同状况。其母质类型可归纳为洪积沉

积、河流沉积两大类：

洪积沉积物为境内主要成土物质，分布广泛。滹沱河河间地带

及市区西南部地区，处在滹沱河第二冲积扇顶端，地形坡度变缓。

由于洪水暴发频繁，且受太行山的影响，冲积物带有棕黄色物质，

颗粒细而均匀，表层质地以轻壤质为主，不带胶泥层，一般多为轻

壤和中壤质潮褐土，个别乡村有黏壤质土。

河流冲积物主要分布在滹沱河漫滩和河流故道地段及较低的阶

地。其共性是：靠近河流主流处，冲积物颗粒较粗，较远处颗粒较

细。因受当地水文条件的影响，冲积物多以细沙为主，兼有少量砾

石，黏粒较少，具有一定的沉积层理。但各河流的冲积物亦有差

异，在滹沱河冲积物中多以砾石、粗沙为主，尤其河流主流造成的

槽状洼地，多沉积沙质沙壤土；河漫滩可见薄层间黏的沙壤土；河

流决口处的小型冲积平原，可见大片平铺沙土；河道旁缓冈上分布

有沙质轻壤土，缓冈中下部多为轻壤土或过渡到薄层胶泥的轻壤

土。形成了现今靠近河流及河漫滩地区的沙质、壤质相间的潮土、

褐潮土，间有黄白土。另外，由河流中的细沙、粉沙，通过风力作

用堆成的固定沙丘，为沙壤质褐土性土。

三、 地形地貌

　 　 晋州市位于冀中坳陷南端，属太行山山前倾斜平原，处在洪积
冲积扇的中上部。主体在次级结构造单元晋州凹陷。西邻晋州凸

起，北接深泽低凸起，南连赵县凹陷。晋州东南一隅被宁晋大断层

分割，归属宁晋凸起。晋州地质发展经历：太古代至早元古代地槽

强烈褶皱变质；中元古代至古生代稳定发育覆盖；中生代以整体拱

升为主；新生代早期发生断陷活动，后期平缓沉降。

地质基础为第四纪洪积冲积物。地面坡降为 １ ／ 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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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境是一倾斜平缓的地形，境内地势平坦，地面开阔平坦，无大的

起伏变化，但由于历史上滹沱河多次泛滥改道和风沙等外力作用，

局部地区形成了洼地、缓冈、沙丘、河沟和坑塘等微型地貌。

具体地貌分区：晋州地貌的形成，经历了地球内外营力的漫长

作用。晚第三纪以后，太行山以东地壳沉降，地表河流发育，自太

行山方向搬运大量泥沙在此沉积，厚度达 １０００ｍ。覆盖了起伏不平
的群山河谷，成为今日典型的山前洪积冲积平原。晋州即处在滹沱

河和滏阳河冲积扇的交汇处。地势平缓开旷，极目四望，是无际的

沃野。地表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境内西北边缘元头乡北部海拔

高度 ４５ｍ，而位于境内东南角的营里乡鲁家庄海拔高度 ３５ｍ，相对
高差 １０ｍ，自然坡降 １ ／ ２０００ 左右。中西边缘的南古底村海拔高度
４６ ５ｍ，成为境内最高点。由于地表坡降平缓，排水良好，地下水
丰富，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但由于滹沱河历史上几

十次决堤改道和长期摆动迁移，古河道成树枝状分布境内，形成大

片近东西向延长的沙洼地和沙丘、缓冈。古河道间土质多为黏土、

亚黏土，由于后来风力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地表沉积物多不

显层理，而深部层理完整清晰。经过人们多年农田基本建设和改

造，地面较前平整，但境内主要古河道的遗迹依稀可见，起伏明显

的有 ９ 条，相对高差 ０ ５—２ｍ 不等，宽度小的几百米，大的达
４ｋｍ，至于小型洼地、坑壕、缓冈等微观地貌更加星罗棋布，使全
境地貌总观缓斜平坦，于大平之中含小不平。大片古河道沙荒地现

已被开发为良田或果林，现仅有滹沱河在境内沿西北边界蜿蜒约

１３ ５ｋｍ，常年干涸，仅为遇涝水库泄洪之用。

四、 土地资源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本县始有全县土地数量记载。１９４８ 年，全县共
有耕地 ７２ ６８万亩，人均 ３ ５亩；１９４９年末共有耕地 ７２ ４８万亩，人
均 ３ ４ 亩；１９５７ 年有 ６７ ８０ 万亩，人均 ２ ５ 亩；１９６５ 年有 ６１ ７９ 万
亩，人均 １ ９６ 亩；１９７０ 年有 ６１ ８９ 万亩，人均 １ ７６ 亩；１９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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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７６ 亩，人均 １ ５８ 亩。３０ 余年来共减少耕地面积 １０９２２５ 亩。
１９８２ 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实际测得晋州土地面积

９１９４４４ ５８ 亩。其中耕地面积 ６２ ３９ 万亩，占总面积的 ６７ ９％；人
均耕地 １ ５４ 亩；村镇 １１ ５０ 万亩，占 １２ ５％；林果 １０ ０２ 万亩，
占 １０ ９％；工矿 ３ ７３ 万亩，占 ４％；道路 １ ９１ 万亩，占 ２％；水
域 １ ６６ 万亩，占 １ ８％；沙地 １０００ 亩，占 ０ １％；其他 ７２００ 亩，
占 ０ ８％。
１９９０ 年末境内有耕地 ６１ ３５ 万亩，人均 １ ２８ 亩，４２ 年间减少

耕地约 １１１２６６ 亩。
１９９６ 年末，耕地面积 ４３０６８ｈｍ２。
２０００ 年，耕地调整为 ４３１３８ｈｍ２，净增加 ７０ｈｍ２，园地面积由

现有的 ４７１４ｈｍ２，净减少到 ４６３９ ７ｈｍ２，其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
重将由现状的 ７ ８％降为 ７ ７１％。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调整为
８２８６ ７ｈｍ２。交通用地调整为 １５２９ ６ｈｍ２。未利用土地面积为
１４６１ｈｍ２，净减少 ７１ｈｍ２，其中大部分开发为耕地，未利用土地面
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 ４２％。
２０１０ 年，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３６８７０ｈｍ２，保护率为

８５ ６１％，人均保护面积 ０ ９６ 亩。
近年来，为尽快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性转变，促

进全市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结合晋州市农业生产自然优势

与土壤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壮大了一批主导农业产业基地。在长期

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晋州市对土地的利用基本是合理的，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如：耕地递减速度快，后备资源不足，土地管理不严

格、村镇居民点面积不断扩大等，造成全市耕地日趋减少、农田土

地重用轻养等一系列问题。

五、 土壤类型

　 　 土壤分类是科学利用土壤的基础，是土壤科学发展的综合标
志，正确的土壤分类对合理利用与改良土壤及因地制宜、科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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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土类

　 　 土类是土壤基本分类单元。指成土条件，成土过程与属性
（主要是诊断层与诊断特性）类同的一组土壤。如我国分类系统中

的黑土、白浆土、红壤和黄壤等，均是土类。土类间在性质上有明

显的差异。

（二）亚类

　 　 亚类是在土类范围内的进一步划分，主要依据是：
（１）同一土类的不同发育阶段，在成长过程和剖面形态上互

有差异。

（２）不同土类之间的相互过渡，在主要的成土过程中，同时
产生附加的、次要的成土过程。

（三）土属

　 　 在土壤发生分类上，土属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它是在区域性
因素的具体影响下，使综合的、总的成土因素产生区域性变异。

（四）土种

　 　 土种是土壤分类的基本单元，它是发育在相同的母质上，具有
相类似的发育程度和剖面层次排列的土壤。根据主要层次、厚度、

质地、结构、颜色、有机质和 ＰＨ等差异性进行划分。
在土壤分类过程中，按照全国和河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分类系

统，将晋州市耕地土壤划分为 ２ 个土类、３ 个亚类、４ 个土属、３０
个土种。主要土类为潮土，共 ８０４２３５ 亩，占土种总面积 ８０４３８７ 亩
的 ９９ ９８％；另一类为风沙土，共 １５２ 亩，占土种面积的 ０ ０２％。

主要亚类为褐潮土，共 ７７９６７７ 亩，占土种面积的 ９６ ９３％，
全市各村均有大面积分布；其次是潮土，共 ２４５８８ 亩，占 ３ ０５％，
仅分布于滹沱河漕及滩地上；其余为占总面积 ０ ０２％的风沙土，
分布在古滹沱河沿线的原城关、田村、河头 ３ 个乡镇。

主要土属为壤质褐潮土，面积为 ７７９６７７ 亩，占土种面积的
９６ ９３％，分布于全市各村；其次为沙质潮土 １３５４４ 亩，占土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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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１ ６８％，分布于槐树、祁底、元头的滹沱河堤内，呈小面积
分布；风沙土土属，同风沙土亚类所述。

３０ 个土种中，面积较大的有 ５ 种：
（１）轻壤质褐潮土，共 ６１２９６５ 亩，占土种总面积的 ７６ ２％，

全市各村都有分布，面积最大，但以营里、桃园、周头、东卓宿、

总十庄 ５ 个乡镇面积最广，均在 ４ 万亩以上。
（２）沙壤质褐潮土，面积 ６９２８０ 亩，占总面积的 ８ ７％，分布

５０００ 亩以上的有城关、总十庄、河头村、桃园、田村、周头、赵
位。

（３）中壤质褐潮土，面积 ２３６４１ 亩，占总面积的 ２ ９％，分布
于 １１ 个乡镇，面积较大的有东寺乡 １００００ 亩，杨家营 ４７００ 亩，城
关、东里庄分别接近 ３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０ 亩。

（４）深位中层黏轻壤质褐潮土，共 ２１１６０ 亩，占总面积的
２ ６％，除营里、桃园、槐树三个乡镇无分布外，其余的乡镇均有
分布。以东里庄镇面积最多，为 ３７００ 余亩；其次为田村、杨家营、
东卓宿三个乡镇，均为 ２０００ 亩以上；其余乡镇面积在 ２０００ 亩以
下。

（５）各种类型的蒙金地，总共 ２０８４２ 亩，占总面积的 ２ ６％，
主要分布在境中南部的杨家营 （５７０１ 亩）、东里庄 （３５８３ 亩）、马
于 （２５８３ 亩）、东寺吕 （１６２８ 亩）、河头村 （１４６４ 亩）等。

以上 ５ 个土种共 ７４８４２８ 亩，占土种总面积的 ９３％，其余土种
５５９５９ 亩，占土种总面积的 ７％。

按质地划分，全市土壤主要分为 ４ 种：
（１）沙土，１３６９６ 亩，占总面积的 １ ７０％，以槐树、祁底、

元头三个乡镇分布最多；田村乡、河头乡及城关镇有少量分布。

（２）沙壤土，８３７８６ 亩，占总面积的 １０ ４２％，各村均有分
布，城关镇最多 １０７５９ 亩；总十庄、河头村、元头、桃园、槐树、
田村、赵位各有 ５０００ 亩以上。

（３）轻壤土，６７９５７３ 亩，占总面积的 ８４ ４８％，分布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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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里、周头均超过了 ５ 万亩，最小的东宿亦在万亩以上。
（４）中壤土，２７３３２ 亩，占总面积的 ３ ４％，多在中、北部，

东寺乡最多 １２９３６ 亩，杨家营 ６３６４ 亩，东里庄近 ２０００ 亩，城关镇
３０００ 亩，其余乡镇数十亩到百亩不等。

第二节　 农村经济概况

（一）耕地与人口

１９４８ 年，全县共有耕地 ７２６８２９ 亩，人均 ３ ５ 亩；１９４９ 年末共
有耕地 ７２ ４８ 万亩，人均 ３ ４ 亩；１９５７ 年有 ６７８０５８ 亩，人均 ２ ５
亩；１９６５ 年有 ６１ ７９ 万亩，人均 １ ９６ 亩；１９７０ 年有 ６１ ８９ 万亩，
人均 １ ７６ 亩；１９８０ 年 ６１７６０４ 亩，人均 １ ５８ 亩。３０ 余年减少耕地
１０９２２５ 亩。１９９０ 年末境内有耕地 ６１ １５ 万亩，人均 １ ２８ 亩，４２ 年
减少耕地 １１１２６６ 亩。１９９６ 年末，耕地面积 ４３０６８ｈｍ２。２０００ 年，
耕地调整为 ４３１３８ｈｍ２。２０１０ 年，全市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面 积
３６８７０ｈｍ２，人均保护面积 ０ ９６ 亩。

（二）农作物种植

２００８ 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９０ １９ 万亩，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年相比，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了 １ ２ 万亩、３ １４ 万亩和 １ ５１
万亩；复种指数 ２０５％。其中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８４ ０７４ 万亩，
平均单产 ４５５ｋｇ ／亩，总产量 ３８ ５２ 万吨；油料作物面积 ４６１２５ 亩，
平均亩产 ２１０ｋｇ，总产 ９６７６ 吨；棉花种植面积为 ８３８５ 亩，平均亩
产 ６１ｋｇ，总产 ５１２ 吨。２００９ 年粮食总产达到 ３８ ５ 万吨，２０１０ 年粮
食总产达到 ３９ 万吨。

（三）农业总产值

２００７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 ２９ ９９ 亿元 （现价），其中种植业总产

值 １６ ２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５４ ０２％；畜牧业总产值 １２ ７１ 亿
元，占 ４２ ３８％。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加
２８ ８５ 亿元、２５ ６７ 亿元、１８ ４３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增加 １５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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