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关于加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指示

精神ꎬ 帮助人们了解吉林地情ꎬ 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 «吉林地情读

本»ꎮ

全书共分四个板块ꎮ 第一板块ꎬ 自然地理概况ꎮ 简要叙述吉林来

历、 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 物产资源、 人口民族等ꎬ 是吉林最基本的地

情知识ꎮ 第二板块ꎬ 历史沿革与历史事件ꎮ 这是全书主体部分ꎮ 简要叙

述从远古到现代吉林发展变化的脉络轨迹、 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状

况、 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等ꎮ 第三板块ꎬ 重要历史人物ꎮ 简要叙述不同

历史时期、 不同领域对吉林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ꎮ 第四板块ꎬ 主要历

史文化遗存ꎮ 简要叙述现在仍可知、 具有较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遗址

遗迹ꎮ

我们希望此书能帮助人们了解吉林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ꎻ 了解

吉林各族儿女从古至今走过的不平凡历程ꎻ 了解杰出人物对吉林发展进

步做出的历史性贡献ꎮ 从而激发人们更加热爱吉林ꎬ 为建设美好吉林而

努力奋斗ꎮ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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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来历　 吉林是 “吉林乌拉” 的略称ꎮ “吉林乌拉” 是满族语言

的译音ꎮ 满语里ꎬ 吉林谓之 “沿”ꎬ 乌拉谓之 “江”ꎬ “吉林乌拉” 意为

沿江ꎬ 因地处松花江滨而得名ꎮ 过去对吉林的称谓和写法很不统一ꎬ

«盛京通志» 中写为 “吉临乌喇”ꎬ 有的写成 “几林乌喇”ꎬ 有的称为

“小吴喇”ꎮ 还有的叫鸡林、 几林、 吉临、 鸡陵等名称ꎮ 吉林还曾有一

个别名ꎬ 叫做 “木城”ꎬ 其寓意 “万汇唯一木” 的苍莽林海ꎬ 是取之不

尽、 用之不竭的材源ꎮ 为了统一称谓和写法ꎬ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１６８５ 年)ꎬ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下令 “通称吉林”ꎮ 从此ꎬ

吉林成为法定称谓ꎮ

大约在五六千年前ꎬ 就有人类在吉林这片辽阔的大地上生产生活ꎬ

繁衍生息ꎮ 吉林在辽代隶属于咸平路后为上京路会宁府ꎬ 明朝末年一部

分属女真的乌拉部和辉发部ꎬ 一部分属长白山的讷音部ꎮ “吉林” 原指

今吉林市ꎮ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ꎮ 清朝统一中国后ꎬ 把东北作为满族独

占的禁区ꎬ 不设行省ꎮ １６５３ 年 (清顺治十年)ꎬ 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设宁

古塔昂邦章京 (清初官名ꎬ 即统领)ꎬ １６６２ 年 (康熙元年) 改为镇守

宁古塔等处将军 (宁古塔将军)ꎮ 当时的吉林市属宁古塔将军统辖ꎮ

１６５８ 年 (顺治十五年)ꎬ 为防御沙俄ꎬ 在吉林市造战船ꎬ 又名 “船

厂”ꎮ １６７６ 年 (康熙十五年)ꎬ 宁古塔将军奉命移驻船厂ꎮ 船厂因置省

会、 驻将军ꎬ 便改名为 “吉林乌拉”ꎬ 后通称吉林ꎮ １７５７ 年 (乾隆二十

二年)ꎬ 宁古塔将军改为镇守吉林等处将军 (吉林将军)ꎮ １９０７ 年 (光

绪三十三年)ꎬ 废将军制改称行省ꎬ 原吉林将衙门改为吉林省公署ꎮ 新

中国成立后ꎬ 吉林省省会设在吉林市ꎬ 成为全国唯一的省与本省中一个

市重名的省份ꎮ １９５４ 年省会迁入长春ꎮ

地理位置　 吉林省地处欧亚大陆东部ꎬ 东踞长白山ꎬ 西卧松辽平

原ꎬ 北界黑龙江省ꎬ 南接辽宁省ꎬ 西邻内蒙古自治区ꎬ 东与俄罗斯接

壤ꎬ 东南部以图们江、 鸭绿江为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

望ꎮ 位置在东经 １２１° ~ １３１°、 北纬 ４１° ~ ４６°区间ꎮ 幅员面积为 １８ ７４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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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ꎬ 占全国总面积的 ２％ꎮ 全境东西最长约 ７５０ 公里ꎬ 南北最宽

为 ６００ 公里ꎬ 略呈南北窄而东西宽的狭长形状ꎮ 其地势特点是东南部

高ꎬ 西北部低ꎬ 中西部是广阔的平原ꎮ 东南部以长白山主脉及其张广才

岭、 威虎岭、 富尔岭、 龙岗山、 老爷岭、 哈达岭、 大黑山等支脉为主

体ꎬ 形成了广大的山岳和丘陵地带ꎮ

吉林省境内河流较多ꎬ 有名称记载的河流达 ２ ０００ 多条ꎬ 河长 １００

公里以上的有 ３３ 条ꎬ ３０ 公里以上的有 １４０ 多条ꎬ １０ 公里以上的有 ９８７

条ꎬ 主要河流 １９ 条ꎬ 分松花江、 辽河、 鸭绿江、 图们江、 绥芬河五大

水系ꎮ 五大水系均发源于大黑山以东的地区ꎬ 都分别出境入海ꎮ 吉林省

的河流有春夏雨汛及冬季封冰的特点ꎮ

吉林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ꎬ 土壤呈规律性分布ꎮ 从东到西ꎬ 地带性

土壤有山地棕色针叶林土、 山地暗棕色森林土、 棕色森林土、 白浆土、

黑土、 黑钙土、 风沙土、 沼泽土、 盐土和碱土等ꎮ 依据全国土地自然类

型标准ꎬ 吉林省土地划分为 １５ 类 １０４ 种ꎮ 全省境内湿地种类繁多ꎬ 有

近海湿地、 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 沼泽湿地及人工湿地五大类ꎮ 吉林省

是人参、 貂皮、 鹿茸东北三宝的主要产地ꎮ 已查明野生食用植物 ３５０ 多

种ꎬ 其中被誉为世界食用菌珍品有 ２０ 多种ꎬ 珍贵药用植物达 ８００ 多种ꎬ

工业用野生植物近 ２００ 种ꎮ 此外ꎬ 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７７ 种ꎮ

地形地貌　 吉林省地貌类型分为东部山地和中西部平原两大地貌单

元ꎮ 东部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６０％ꎬ 西部平原接近 ４０％ꎮ 全省地势

东与东南高ꎬ 西与西北低ꎮ 这种地貌形态是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形

成的ꎮ 吉林省的地貌形态分为中山、 低山、 丘陵、 台地、 平原ꎮ 中山是

海拔 １ ０００ 米以上的山脉ꎬ 境内最高峰为长白山火山锥体上的白云峰ꎬ

海拔 ２ ６９１ 米ꎬ 为吉林省的最高点ꎬ 也是我国东北的最高峰ꎮ 中山有:

长白山火山锥体、 熔岩高原、 熔岩台地和张广才岭、 威虎岭、 牡丹岭、

吉林哈达岭、 哈乐巴岭、 龙岗山、 老岭等ꎮ 长白山火山锥体在海拔

１ ８００米以上ꎬ 锥体呈台阶状下倾ꎬ 坡体上陡下缓ꎬ 其下是熔岩高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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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岩高原在火山锥体的周围ꎬ 海拔 １ １００ ~ １ ８００ 米之间ꎬ 为玄武岩高

原ꎮ 其下分布着广泛的熔岩台地ꎬ 海拔在 ６００ ~ １ １００ 米之间ꎬ 台地平

缓ꎬ 坡度 １°左右ꎬ 呈波状、 桌状、 微倾斜状ꎬ 台面多峡谷ꎬ 谷深 １００ ~

３００ 米ꎬ 最深达 ５００ 米ꎮ 台地周围有众多中、 低山围绕ꎬ 巍峨壮观ꎮ 低

山位于熔岩高原和中山以西、 大黑山以东和汪清、 珲春境内的诸多山

脉ꎬ 走向多呈北东或北北东向ꎬ 主要有西老爷岭、 老松岭、 穆棱窝集

岭、 盘岭、 太平岭、 大龙岭、 南岗山等ꎬ 低山山体浑圆ꎬ 河谷宽阔ꎬ 多

山间盆地ꎮ 东部山地多为侵蚀剥蚀断块山或侵蚀剥蚀褶皱断块山ꎮ 丘

陵、 台地多在海拔 ２００ ~ ５００ 米之间ꎬ 多分布在中低山边缘及宽谷盆地

外侧ꎬ 相对高度多在 ３０~２００ 米之间ꎬ 多侵蚀剥蚀丘陵ꎮ 台地分高台地

和低台地ꎬ 高台地坡坎相对高度可达 １００ 米以上ꎮ 低台地坡坎相对高度

为几十米ꎮ 台地多为侵蚀剥蚀台地和冲积洪积台地ꎬ 平原海拔在 ２００ 米

以下ꎬ 除山地河谷平原外ꎬ 其余平原多平坦宽阔ꎬ 地域广大ꎬ 主要为冲

积平原、 冲积洪积平原和湖积平原ꎮ 吉林省西部局部平原地带有沙垅沙

丘和平沙地覆盖ꎮ 吉林省境内最低点位于延边珲春南端的图们江口附

近ꎬ 临近日本海ꎬ 海拔在 ４ 米以下ꎮ

四季气候　 吉林省处于北半球的中纬地带ꎬ 欧亚大陆的东部ꎬ 接近

亚寒带ꎮ 东部距黄海、 日本海较近ꎬ 气候湿润多雨ꎻ 西部远离海洋而接

近干燥的蒙古高原ꎬ 气候干燥、 少雨、 多风沙ꎬ 形成了显著的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的特点ꎮ 由于长白山地与东南季风的方向直交ꎬ 虽距日本海

较近ꎬ 但仍是明显的大陆性气候ꎮ 因位于亚洲大陆东岸ꎬ 受西风环流和

贝加尔湖低压系统的影响ꎬ 气温年、 日较差大ꎬ 雨热同季ꎬ 干湿分明ꎬ

四季更替ꎬ 表现为春季干燥多大风ꎬ 夏季炎热多雨ꎬ 秋季晴冷温差大ꎬ

冬季严寒漫长ꎮ 全省气候地域差异明显ꎬ 从东南向西北由湿润气候过度

到半湿润气候再到半干旱气候ꎮ 吉林省的气温、 降水、 湿度、 气压、

风、 霜、 冻乃至气象灾害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地域差异ꎮ

省内气温自东部向西部递增ꎮ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４℃左右ꎬ

５００



!!"#$%&
!"!#$!%!#&$'()#

东部 (局部山区) 为 ８℃ꎬ 是我国低温地区之一ꎮ 最高气温为 ３７ ８℃ꎬ

最低气温为－３９ ４℃ꎮ 全省日平均气温高于 ０℃ꎬ 始现于 ３ 月末或 ４ 月

初ꎬ 终现于 １１ 月上旬ꎬ 持续 ２００ ~ ２３０ 天ꎬ 此期间的活动积温平均在

２ ７００℃ ~３ ６００℃ꎬ 可以满足一季作物生长的需要ꎮ

全年日照 ２ ２００~３ ０００ 小时ꎬ 年活动积温平均在 ２ ７００℃ ~３ ６００℃ꎬ

日照率 ５０％~７０％ꎮ 春季升温迅速ꎬ 日照率较高ꎬ 为农作物生长初期提

供了光照资源ꎮ 夏季日照时数长ꎬ 高温多雨相伴ꎬ 为农作物光合作用提

供了大量能源ꎮ 秋季天气晴和ꎬ 光照充足ꎮ 吉林省的太阳辐射总值在

４ ４６２ 兆~５ ５２０ 兆焦耳 /米之间ꎬ 由西向东递减ꎮ 光能的分布为西部

２ ８００小时ꎬ 中部２ ６００~２ ８００小时ꎬ 东部２ ４００~２ ６００小时ꎮ 吉林省提高

光能利用率潜力很大ꎮ

降水量自东部向西部递减ꎬ 全省年降水量在 ４００~１ ０００ 毫米ꎮ 东部

山区为 ７００~８００ 毫米ꎬ 南部为 ８００~１ ０００ 毫米ꎬ 西部平原为 ６００ 毫米左

右ꎮ 因此ꎬ 自东部向西部有明显的湿润、 半湿润和半干旱的差异ꎮ 全年

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在 ６、 ７、 ８ 三个月ꎮ 冬季积雪深厚ꎬ 地面积雪的

厚度山地可达 ４０~５０ 厘米ꎬ 平原一般为 ２０ 厘米左右ꎮ 积雪等于冬季的

“水库”ꎬ 可以把冬季的降水大部分保留下来ꎮ 第二年积雪融化正是春

播开始的时候ꎬ 雪水便成为稳定的水源ꎬ 一般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

需要ꎮ

吉林省的霜期东部山区早ꎬ 西部平原晚ꎮ 初霜在长白山天池一带ꎬ

出现在 ８ 月末 ９ 月初ꎬ 平原地区出现在 ９ 月下旬ꎮ 西部平原终霜在 ４ 月

下旬ꎬ 中部和东部在 ５ 月上旬ꎮ 全年无霜期约 ６~９ 个月ꎬ 西部平原为 ７

个月ꎬ 中部为 ７ ~ ８ 个月ꎮ 无霜期一般为 １００ ~ １６０ 天ꎬ 平原地区可达

１４０~１６０ 天ꎬ 东部山区为 １００~ １２０ 天ꎮ 吉林省结冰期较长ꎬ 一般 １０ 月

下旬开始结冰ꎮ 终冰期在 ４ 月下旬ꎬ 最晚至 ６ 月中旬ꎮ 全省结冰期长达

６~８ 个月ꎬ 山区长ꎬ 平原短ꎬ 北部长ꎬ 南部短ꎮ 吉林省盛行偏西风ꎮ 冬

季盛行西风和西南风ꎬ 春季以北风转南风为主ꎬ 夏季多偏北风和南风ꎬ

秋季多南风和西西南风ꎮ 吉林省风能资源丰富ꎬ 有效风能密度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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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６０~１８０ 瓦 /米２ꎬ 平原大于山区ꎬ 近海大于内陆ꎮ

物产资源　 丰富的土地资源ꎮ 全省土地总面积为 １９１２ 万公顷ꎬ 耕

地面积 ５５３ ４６ 万公顷ꎬ 土地面积占全国 ２％ꎬ 耕地和基本农田分别约占

全国 ４ ４％ꎬ 人均耕地 ０ ３ 公顷ꎬ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ꎬ 与世界水

平相当ꎮ 吉林省是全国玉米、 大豆、 油料的主产区ꎬ 是全国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ꎬ 也是全国畜牧业特别是商品牛、 细毛羊的主要产地之一ꎮ 吉林

省的土地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十分明显ꎮ 在水平上ꎬ 受海陆分布和大地

构造的影响ꎬ 暗棕壤丘陵、 黑土和黑钙土高平地均呈北东—南西向分

布ꎻ 在垂直上ꎬ 受构造和地貌的控制ꎬ 由低山丘陵的暗棕壤、 山地棕色

针叶林土壤到高山苔原ꎮ 按土地自然类型分为沼泽地、 沟谷地、 河谷平

地、 低地和低平地、 平地和高平地、 台地、 沙地、 丘陵、 低山、 高原、

中、 高山 １２ 类ꎮ 东部林地广阔ꎬ 东部的中温带湿润地区针叶阔叶混交

林暗棕壤地带ꎬ 地貌的主要特点是东北西南向的山岭或丘陵与广阔的盆

地或谷地相间分布ꎮ 基地的土壤为暗棕色森林土ꎬ 再向上为棕色针叶林

土ꎬ 海拔 ２ １００ 米以上为山地苔原土ꎬ 适合森林生长ꎬ 是省林业基地ꎮ

中部黑土肥沃ꎬ 为中温带亚湿润地区森林草原黑土地带ꎬ 近南北向贯穿

吉林省的中部ꎬ 土壤是黑土和草甸黑土ꎬ 自然状态下腐殖质含量达

６％ꎬ 土层厚度达 ８０ 厘米ꎬ 是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ꎬ 是全省农业生产

性状最好的土壤ꎮ 这一地带ꎬ 是全省玉米主产区ꎬ 也是一条与美国中西

部玉米带齐名的 “黄金玉米” 带ꎮ 西部草地宽广ꎬ 地面多沙丘ꎬ 降水

稀少ꎬ 盐渍化现象普遍ꎮ 自然植被为羊草草原ꎮ 吉林省可利用土地资源

比重大ꎬ 分布集中ꎬ 全省 ６９ ４％的耕地分布在松辽平原地区ꎬ 有利于农

业区域化和集约化经营ꎮ 特别是宜农地和宜林地比重大ꎬ 对于建设生态

省、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十分有利ꎮ 吉林省土地资源具有 “三多

一少” 以农用地为主体的特点ꎮ 即农用地 (耕地、 林地、 草地、 农田

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等) 多ꎬ 约 １６３９ ３２ 公顷ꎬ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８６％ꎬ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７ 个百分点ꎻ 耕地多ꎬ 耕地总量占土地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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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３０％ꎻ 耕地后备资源多ꎬ 全省有 １０４ ６ 万公顷土地尚未利用ꎻ 建设

用地少ꎬ 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５ ５％ꎮ 土地布局呈东林、 中农、 西牧的

格局ꎮ

丰厚的矿产资源ꎮ 吉林省地处东北地区腹地ꎬ 纵跨古亚洲和滨太平

洋成矿域ꎬ 成矿条件好ꎮ 经国家论证ꎬ 松辽盆地为国家 １１ 个主要含油

气盆地之一ꎬ 辽东—吉南成矿带是全国 １６ 个重点成矿区带之一ꎮ 特别

是长白山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ꎬ 有 ２９６ 处产地ꎬ 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

矿有金、 镍、 铁、 煤、 硅藻土、 硅灰石、 浮石、 火山渣、 石灰岩、 石

膏、 松花石、 冰川石、 矿泉水等ꎬ 尤其是非金属矿潜力巨大ꎮ 目前ꎬ 全

省已发现矿产 １５８ 种 (含亚矿种)ꎬ 占全国 ２３７ 种矿产的 ６６ ６％ꎻ 已查

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１１５ 种ꎬ 占全国 ２２６ 种的 ５０ ８％ꎮ 主要矿产种类及储

量是: 煤保有储量 ２６ ２４ 亿吨ꎬ 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１ ８３ 亿吨ꎬ 铁

矿石保有储量 ４ ６２ 亿吨ꎬ 金保有储量 １７９ ２ 吨ꎬ 银保有储量 ２ ２２５ 吨ꎮ

油母页岩、 硅藻土、 硅灰石、 火山渣、 冰洲石、 陶粒页岩、 炼镁白云

岩、 饰面用玄武岩、 矿泉水等 ９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 １ 位ꎬ 镁保有储量

居全国第 ２ 位ꎬ 钼、 宝石保有储量居全国第 ３ 位ꎬ 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和

金保有储量均居全国第 ９ 位ꎮ 硅灰石、 硅藻土、 膨润土、 耐火黏土等可

充分保证开采ꎮ 其中长白山区硅藻土ꎬ 可以与世界上产硅藻土最佳的美

国和墨西哥相媲美ꎮ

深厚的森林资源ꎮ 吉林省是林业大省ꎬ 是国家重点林区之一ꎬ 也是

国家主要木材生产基地ꎮ 特别是长白山ꎬ 素有 “长白林海” 之称ꎬ 是

我国六大林区之一ꎮ 全省林业用地面积 ９２９ ９ 万公顷ꎬ 其中有林地面积

８２８ ８ 万公顷ꎬ 占全国森林面积约 ６％ꎬ 居全国第 ４ 位ꎮ 全省活立木总

蓄积量约 ９ ５６ 亿立方米ꎬ 有林地蓄积 ９ ４ 亿立方米ꎮ 全省森林覆盖率

达到 ４３ ８％ꎮ

吉林省的森林覆盖率很高ꎬ 但分布不够均衡ꎬ 东西差别明显ꎮ 从西

往东走ꎬ 可目睹四个特征鲜明、 界限清晰的森林生态区: 一是西部草原

人工森林植被ꎮ 这一地区缺少原生森林ꎬ 只有一部分以杨树为主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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