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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又是一切物质生产最基本的源泉。耕地是土地

的精华，是人们获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耕地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名县是农业大县，粮食生产是大名县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

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花生、蔬菜、油料作物等高

效经济作物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随着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迫切需要我们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生产无公害优质农产品，以

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然而，近些年来，由于施肥技术

和灌溉技术不尽科学，手段不够先进，限制了农产品质量的进一步

提高，农民在片面追求产量和效益的情况下，盲目施肥，过量施

肥，养分施用比例失调，有机肥和无机肥施用比例不协调，不注重

中微量元素的施用，造成农产品质量差、土地质量退化、资源浪

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这次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的实施，产生了大量的田间调

查、农户调查、土壤测试、田间试验的观测记载数据。对这些数据

的质量进行控制、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是保证测土

施肥项目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保存测土配方施肥数据资料以使其

长期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和县域耕地资源信息

管理系统，并结合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的历史资料，开展耕地地力

评价，是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测土配方施肥补

贴资金项目的具体要求。

本次耕地地力评价旨在对全县耕地地力分等定级，建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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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耕地地力变化状况，制定相应的地力保护措施，加强对耕地的

保护，查清耕地质量，指导农业结构调整，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全书共分十章，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土壤肥料总站、

邯郸市土壤肥料站等有关单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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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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名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 （东经 １１４°５８′３２″ － １１５°２８′２８″，北纬
３６°０５′０５″ － ３６°３０′０５″。总面积 １０５２ ９８ 平方公里，耕地 １０８ ６ 万亩。
海拔最高处王村乡田固村 ４９ ２９ 米，海拔最低处漳卫河汇流处 ３９ ８
米），东与山东省莘县、冠县接壤，南与河南省的南乐县相连，西

部、北部与本省的魏县、广平、馆陶毗邻。辖 ２０ 个乡镇，６５１ 个
行政村，总人口 ７５ 万人。粮、棉、油、菜常年播种面积为 １２０ 万
亩、１０ 万亩、５０ 万亩和 １５ 万亩，总产分别为 ４３ 万吨、７０００ 吨、
１２ 万吨和 ３０ ４ 万吨。大名县是国家小麦商品粮基地县、国家优质
小麦规范化生产示范县、国家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全国造林绿化

百佳县，形成了面粉、花生、小磨香油三大特色产业，被国家命名

为 “中国面粉之都”、“中国花生之乡”、“中国小磨香油之乡”。

二、 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一）自然气候

大名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的气候特点是：四

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雨热同季，无霜期长，

干寒同期。即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宜人，冬季

寒冷少雪。太阳光照时间由冬至的 ９ 小时 ３８ 分至夏至的 １４ 小时 ３７
分，昼长相差 ５ 个小时。全年的主导风向为南风，其次是北风，出
现东风、西风的机会较少。年平均气温 １３ ５℃，最高 ４１ ５℃，最
低 － １７ １℃，无霜期 ２１５ 天， ＞ ０℃积温 ５０３８ ８° Ｃ， ＞ １０℃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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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２ ８℃，夏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６０ ９％，雨热同季，四季
分明。

由于夏季温度高，湿度大，所以土壤中有机质分解快，养分积累

少。年蒸发量大大超过降雨量，地下水位较浅造成了成盐条件。雨量

集中，使地下水发生年周期变化，从而影响了土体中氧化还原变化。

１ 四季
（１）春季。为冬夏季风环流过渡时期，夏季风初步取代冬季

风，形成气候多变、风大雨少、回暖迅速、气候干燥的特点。风向

多为偏南风，频率 ５７％，风速全年最大。气温回升快，平均气温
１３ ９℃，平均降水量 ７８ｍｍ，平均蒸发量 ５８１ ２ｍｍ，相对湿度
５６％ ６４％，为四季最小。

（２）夏季。在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产生潮湿闷热天
气和雷雨变化，气候要素变化大，形成地方性高温、高湿、低压和

雨量集中、雨量大的气候特点。

（３）秋季。由于蒙古冷高压南移，太平洋副高压南撤，大气
垂直结构稳定，气温渐降，雨量减少，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４）冬季。由于受冷而强的蒙古高压控制，形成雨雪稀少、
偏北风较多的气候特点。

２ 日照、蒸发
（１）日照。全年日照时数为 ２５７６ １ 小时，年日照百分率为

５３％，６ 月份日照时数最多，１ 月份最少。农作物生长季节 ４ １０
月，月平均日照时数均在 ２３０ 小时以上，日平均日照时数 ７ ７ 小
时，光照充足。其中 ５、６ 月份最多，利于小麦灌浆成熟。７ 月份
日照百分率为全年最少，光照相对不足。

（２）蒸发。年平均蒸发量 １７３６ ２ｍｍ，年际变化在 １６００ ６
２１０７ ２ｍｍ之间。月蒸发量以 ６ 月份最大，平均为 ２９０ ９ｍｍ；１ 月
份最小，平均为 ３４ ５ｍｍ。年蒸发量大于年降水量。
３ 温度
气温的变化和日较差：境内地势平坦，温差很小，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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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５℃，气温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夏热冬冷，春秋适中。最热为
７ 月，最冷为 １ 月，年较差平均 ２９℃。

界限温度与积温：五日滑动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０℃、５℃、
１０℃、１５℃、２０℃，反映了不同农作物类型和不同生育期对热量的
要求。

（１）０℃是土壤冻结与解冻的界限温度，大名县平均气温稳定
通过 ０℃的初日为 ２ 月 ２２ 日，终日为 １２ 月 ７ 日，持续天数为 ２９０
天。此间积温 ５０３８ ８℃，保证率 ８０％的积温持续天数 ２６７ 天。境
内常年负积温 －１６６ ５℃，小麦一般能安全越冬。

（２）５℃是小麦冬前和春后分蘖期，平均初日在 ３ 月 １３ 日，
终日在 １１ 月 １７ 日，持续天数 ２５０ 天，此间积温为 ４８０６ ７℃。

（３）１０℃平均初日为 ４ 月 １４ 日，终日在 １０ 月 ２９ 日，持续天
数 ２０７ 天，此间积温为 ４６１２ ８℃，保证率 ８０％的积温持续天数为
１９４ 天。

（４）１５℃是棉花开始生长的界限温度，也是小麦播种的温度
指标，平均初日为 ４ 月 ２９ 日，终日为 １０ 月 ８ 日，持续天数 １６３
天，积温 ３８５６ ２℃，保证率 ８０％的积温间隔天数 １４２ 天。

（５）２０℃是喜温作物棉花壮苗早发和小麦扬花灌浆最适宜温
度，平均初日为 ５ 月 １８ 日，终日为 ９ 月 １３ 日，间隔天数 １１８ 天，
积温 ３２１３℃。

表 １ １　 大名县各界限温度列表

温度

始现日期 终现日期 间隔日数

平均 最早 最晚 ８０％ 平均 最早 最晚 ８０％ 平均 最长 最短
８０％
保证率

０℃ １２ ７ １１ ２０ １２ ２９ １１ ２２ ２ ２２ ２ ３ ３ １４ ３ １３ ２８９ ７ ３２１ ２６６ ２６７

５℃ １１ １７ １１ ７ １１ ２７ １１ ８ ３ １３ ２ １９ ３ ２９ ３ ２５ ２４９ ８ ２７５ ２２９ ２３１

１０℃ １０ ２９ １０ １０ １１ ９ １０ １６ ４ ５ ３ １７ ４ ２９ ４ １５ ２０７ ５ ２３３ １９３ １９４

１５℃ １０ ８ ９ ２３ １０ ２２ ９ ２５ ４ ２９ ４ １４ ５ ２７ ５ １５ １６３ １ １７８ １３８ １４２

２０℃ ９ １３ ８ ２２ ９ ２９ ８ ３０ ５ １８ ４ ２８ ６ ７ ６ ６ １１８ ６ １４２ ９２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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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　 各界限温度的活动积温

界限温度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活动积温 （℃） ５０３８ ８ ４８０６ ７ ４６１２ ８ ４０８３ ５ ３２１３ ０

　 　 以上分析可知境内热量资源丰富，基本上能满足农作物的生长
需要，可供作物生长的大于 １０℃的积温为 ４６１２ ８℃，对棉花及春
种秋收作物来说，积温除满足需要外，亦有富余。

地温：大名县 ０ｃｍ 地面温度年平均为 １５ ８℃，一年中 ６ 月最
高，平均 ３０ １℃；１ 月最低，平均 －１ ９℃。以地面温度≤０℃为准
作为霜冻期，大名县无霜期平均为 ２１５ 天，最多年份 ２３０ 天，出现
在 １９８３ 年；最少年份 １７３ 天，出现在 １９８８ 年。大名县初霜平均日
期为 １０ 月 ２６ 日，最早日期为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最晚为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大名县终霜平均日期为 ４ 月 １０ 日，最早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 日，最晚日期为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历年 ５ｃｍ地温平均为
１４ ９℃，稳定通过 １２℃的平均日期为 ３ 月 ３０ 日，稳定通过 １４℃的
平均日期为 ４ 月 １２ 日。历年 １０ｃｍ 地温平均 １４ ８℃、１５ｃｍ 地温年
均 １５ ２℃。

表 １ ３　 大名县历年初终霜的平均起止时期

年份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初霜 １０ ２８ １０ ２１ １０ ２５ １０ ２３ １１ ２ １１ １２ １０ ２０ １１ １ １０ ２９ １０ ２５ １０ １３ １１ １ １０ ２５ １０ １９

终霜 ４ ９ ４ １４ ３ ２６ ３ ２５ ３ ２６ ３ １９ ４ ４ ３ １９ ４ １３ ３ ２６ ３ ２５ ３ １２ ４ １ ３ ２４

年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初霜 １０ ２３ １０ ２９ １０ ２９ １１ １ １０ ２６ １０ ２５ １０ ２７ １０ ２９ １１ １ １０ ２９ １０ ２６ １０ ２２ １１ １２

终霜 ３ １８ ３ ２６ ３ １２ ４ ２ ３ ２０ ３ １１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８ ３ ６ ３ ２７ ３ ３ ３ ５

４ 降水
据大名县气象局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５ 年 ２７ 年降水量资料统计，历年平

均降水量为 ５０４ ９ｍｍ。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 ６ ８ 月份，平均降水
量为 ３０７ １ｍｍ，冬季 １２ ２ 月降水稀少，以雪为主，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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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ｍｍ，而春秋两季的降水量变化较大且不稳定。降水最大年份
是 ２００３ 年，降水量为 ７０２ ６ｍｍ；降水最小年份是 １９９２ 年，降水量
为 １９３ ６ｍｍ。年降水量变率为 ２３ ９％。年降水量在 ３００ ８００ｍｍ
的，占 ８５ ２％。降水频率在 ８３％以上的降水量在 ７００ｍｍ 以下，降
水频率在 ７３％以上的降水量在 ４００ｍｍ 以上，历年各月平均降水量
如表 １ ４。

表 １ ４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５ 年各月平均降水量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合计

降水量
ｍｍ ４ ９ ６ ５ １４ ８ ２３ ４４ ４ ７２ ２ １２８ ５ １０６ ４ ５４ ３ ３１ ７ １２ ９ ５ １ ５０４ ９

占全年％ １ ０ １ ３ ２ ９ ４ ６ ８ ８ １４ ３ ２５ ５ ２１ １ １０ ８ ６ ３ ２ ６ １ ０ １００

　 　 ５ 风能
历年以偏南风最多，其次是北风，东、西风很少。年平均风速

为 ２ ７ｍ ／ ｓ。年内分布以 ４ 月最大，平均 ３ ６ｍ ／ ｓ；以 ８、９ 月份最
小，分别为 ２ １ｍ ／ ｓ、２ ２ｍ ／ ｓ。历年中有记录的最大风速曾达到
２０ｍ ／ ｓ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全年出现大风 （≥８ 级、≥１７ ｍ ／ ｓ）
的日数为 １４ 天 （１９８１ 年）；其中 ３ 月份 ３ 天，５ 月份 ８ 天。各月平
均风速见表 １ ５。

表 １ ５　 历年各月平均风速 单位：ｍ ／ ｓ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年

历年平均 ２ ４ ２ ８ ３ ４ ３ ６ ３ ２ ３ ２ ２ ５ ２ １ ２ ２ ２ ５ ２ ６ ２ ４ ２ ７

图 １ １　 历年年平均风速变化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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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灾害性天气
（１）干热风
干热风一般出现在 ５ 月份，据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５ 年统计资料，大名

县出现中等及强干热风 ７ 次：其中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出现了中等强度的干
热风；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出
现了强干热风。

（２）高温天气
据大名县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５ 年 ２７ 年的历史资料来看，大名县几乎每

年都有高温天气出现，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１４ １６ 日出现 ３８℃ ４０℃的高
温天气，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１２ １４ 日出现了 ３７ ３９℃的高温天气，其中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更是出现
了超过 ４０℃的高温天气。
７ 气象灾害
（１）旱灾
１９８５ 年大名大旱，除 ７、８、９、１０ 月份外，其他月份基本无

雨，粮食减产占全县行政村 ８４ ５％。
１９８６ 年大旱，１、２、３、４、１１、１２ 月份基本无雨，７、８、９、

１０ 月份降雨量不及常年的三分之一。全县受灾面积达到 ８５ １
万亩。

１９８７ 年大旱，１ ５ 月降水很少，形成春旱，９ 月初至 １０ 月中
旬 ４０ 天无雨。春苗晚播又遇秋灾，受灾面积达 ５０ 万亩，成灾面积
为 ３２ ７５ 万亩。
２００６ 年大旱，其中玉米减产 ４０％ ５０％，棉花及花生均不同

程度的减产。

（２）水灾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漳河两岸发生水灾。
（３）风灾
１９８４ 年损失粮食 １９３ ５ 万 ｋｇ，倒房 ２４２４ 间，死猪 １２ 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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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１２ 只，死大牲畜 ２ 头，死亡 １ 人。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 日，数万亩农作物因灾减产。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减灾或绝收面积达 ３６５０ 亩，有 ３０ 人受伤，

房屋倒塌 ７３ 间，８０ 多株大树被刮断，４２ 根电线杆和 １ 台 ３ 千瓦变
压器被刮坏，２３ 辆排字车被卷走，汽车刮坏两部，损失达 ５０
万元。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１ 日，２５ ２５ 万亩减产，倒房 ３４ 间，损坏房屋
７３ 间。

（４）寒潮霜冻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冰雹大如鸟卵，部分农作物被打碎。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 日晚，较大冰雹，受害较重。
２００４ 年冬到 ２００５ 年春霜冻，４００ 多亩小麦不同程度冻死，１００

余亩小麦全部冻死致使小麦绝收。

总之，从气候条件看，大名县无霜期较长，积温较高，热量资

源充沛，有利于作物轮作和倒茬，适合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二）水文地质

漳河、卫河、马颊河三条河流贯穿全境，水源比较丰富，可以

不断的补充地下水。大名县土壤除了地理位置这个大因素外，地下

水状况对土壤发育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地下水位长年 ２ ５ 米以
下的地方，发育为褐土类型；地下水位在 １ ５ ２ ５ 米的地方，发
育为潮土。在 １９６０ 年代以前，大名县基本没有机井，地下水位很
浅，常年变化在 １ ２ ５ 米深之间，遇到大雨，则地面积水。地下
水的来源主要是降雨和河流的地下径流。由于地下水中都含有一定

的盐，当水在地表被蒸发后，盐分被遗留下来。地下水不断得到补

充，地表水分不断蒸发，使地下水和土壤耕层含盐量逐渐增高，发

生次生盐碱。大名县的盐碱地基本属于次生盐碱，据 １９５８ 年华北
平原土壤普查资料，盐碱地面积当时大约为 ５２ 万亩，占总面积的
４６％。１９８２ 年第二次土壤普查，盐碱地面积 ６ ９ 万亩，占耕地面
积的 ５ ４％。近二十多年来，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至 ３０ 米以下，地

７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下水已不能通过毛管作用上升到地表，淋溶作用相对增强。土壤中

的盐分由于长期受灌溉水淋溶和地表径流的影响，盐分含量逐年下

降，导致盐碱地面积日益缩小，目前老盐碱地基本消失。由于部分

区域地下水矿化度较高，长期大量灌溉，形成次生盐碱化，面积

１ ５ 万亩，占耕地的 １ ３％，盐碱程度也随灌水时间、灌水量增加
而逐年加重。

地下水位的下降，是使盐碱地得以改良的主要原因，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大名县机井不断增多，而且不断加

深，提水量逐年增加，这是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的主要因素。据调

查，大名县地下水位常年在 ２０ 米以下，并且以每年 ０ ５ １ 米的速
度下降，土壤表层已脱离地下水的影响，土壤向着褐土化的方向

发育。

三、 地形地貌

大名县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整个地形比较平坦。大致为西

南、东北走向，海拔最高点 ４９ ２９ 米，处在王村；最低点 ３９ ８ 米，
地处漳卫汇流处，高差 ９ ５ 米，自然坡度 １ ∶ ４０００。地势的高低，
影响着土壤的发育，从高到低，分别发育为褐土、潮土 ２ 个土类。

县内有漳、卫、马颊三条河流，以卫河为界，把全县分为卫

东、卫西两部分。卫东有四条黄河故道，一条是现在的老柴河，一

条是红雁江，一条是从南李庄到张集一线，一条是在卫河东边顺卫

河一线。据记载，此故道是在西汉以前古黄河改道留下来的。在黄

河故道两旁，淤积了大量的沙土，形成 １０ 万亩沙荒地，由于风力
影响，每到春天风沙弥漫、遮天蔽日，形成大小不一的流动沙丘。

改革开放以来，大搞封沙造林、农田林网，流动沙丘才基本上固定

下来，成了固定、半固定的沙丘。近年来，沙丘全部得到平整，部

分种植林果外，其余种植花生、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卫河以西，地处漳河冲积扇的边缘，土壤是在黄河冲积物的基

础上由漳河冲积物发育而成的。据县志记载，漳河从明嘉靖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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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２）才开始流经大名，先后改道多次，决口频繁，致使中小地
貌比较复杂，主要类型有故道、自然堤、缓冈、河间洼地、缓冈和

洼地之间的二坡地，决口扇形地、指状洼地，大体呈西南—东北带

状分布。

地貌类型的不同，对地下水状况、母质的重新分配具有十分重

要的影响。就大名来说，主要表现如下：一是盐碱出现在二坡的下

缘的河间洼地，而且洼中的微凸起为害最重。二是较高的地方由于

雨水冲刷，带走黏粒较多，土壤轻化，相反，洼地由于静水沉积，

表层黏化。

四、 土地资源概况

大名县地处太行山东部河流冲积平原，土地资源丰富，农业条

件优越。耕地面积 １０８ ６ 万亩，沙土 １１ ２７ 万亩、沙壤土 ４７ ６ 万
亩、轻壤土 ２１ ４６ 万亩、中壤土 １９ ０２ 万亩、重壤土 ２２ ５２ 万亩。
以壤质潮土为主。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质地适中，土

体结构良好，适合多种作物生长。

全县土地总面积 １５７ ９ 万亩，农业用地占的比例最大，２００９
年面积为 １１４ ６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７２ ７％；非农业用地 ４３ ３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２７ ３％。在全部耕地中水浇地 １１４ ６ 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 １００％；园地面积 ３ ８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２ ４％；
林地面积 ２ ８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１ ７７％。２００９ 年全县总人口
８１ ７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 ７７６ 人，其中农业人口 ７５ ６ 万人，人均
耕地 １ ５２ 亩。

五、 土壤类型及分布

大名县的土壤发育受冲积母质影响，以卫河为界，卫河以东为

黄河冲积物，沙粒较多，土壤质地主要是沙土、沙壤土。卫河以西

为漳河冲积物，黏粒较多，表层质地以重壤、中壤为主。

大名县土壤共有 ２ 个土类，５ 个亚类，９ 个土属，４９ 个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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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地集中分布在大名县西北部地区，该区地势平坦，水利设

施良好，利用类型大多为水浇地，土壤质地多为重壤质、中壤质、

轻壤质，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灌溉条件好；二级地主要分布在西北

部及东南部地区，地势平坦，水利设施较好，利用类型多为水浇

地，土壤质地多为轻壤质；三级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土壤质地

多为重壤质，质地构型多为均质重壤；四级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

土壤质地多为沙壤质，质地构型多为均质沙壤；五级地主要分布在

中部、北部地区，土壤质地多为沙壤质，质地构型多为均质沙壤；

六级地面积较小，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土壤质地多为沙壤质，

质地构型多为均质沙壤。另外，从等级的分布地域特征可以看出，

等级的高低与土壤质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

分布规律：随着耕地地力等级的升高，土壤质地由重壤质土、中壤

质土、轻壤质土、沙壤质土向着沙质土转化。

大名县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土类是潮土，平均含量达到了

１４ ８１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５ ４２ ２６ １８ｇ ／ ｋｇ，而低的土类为褐土，平
均含量为 １４ ４１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６ ６３ ２３ ６９ｇ ／ ｋｇ。
５ 个亚类中，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的亚类是潮褐土，平均含量

达到了 １５ ７３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８ ５７ ２３ ６９ｇ ／ ｋｇ；而最低的亚类
为褐土性土，平均含量为 １１ ５８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６ ６３ １９ ８１ｇ ／
ｋｇ。各亚类有机质含量平均值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潮褐土、盐
化潮土、潮土、褐潮土、褐土性土。

９ 个土属中，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的土属是潮土—黏质潮土，
平均含量达到了 １７ １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８ ３２ ２５ ４４ｇ ／ ｋｇ，而最低
的土属为褐土—褐土性土—沙质褐土性土，平均含量为 １１ ５８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６ ６３ １９ ８１ｇ ／ ｋｇ。各土属有机质含量平均值由大
到小的排列顺序为：潮土—黏质潮土、褐土—潮褐土—黏质潮褐

土、褐土—潮褐土—壤质潮褐土、潮土—盐化潮土—氯化物硫酸盐

—盐化潮土、潮土—盐化潮土—硫酸盐氯化物盐化潮土、潮土—壤

质潮土、潮土—褐潮土—壤质褐潮土、潮土—沙质潮土、褐土—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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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性土—沙质褐土性土。

４９ 个土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的土种是潮土—盐化潮土—
氯化物硫酸盐盐化潮土—重盐化轻壤质氯化物硫酸盐盐化潮土，平

均含量达到了 １９ ７６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１７ ８１ ２１ ８５ｇ ／ ｋｇ；而最低
的土种为潮土—壤质潮土—沙壤质夹黏潮土，平均含量为 １０ ８１ｇ ／
ｋｇ，变化幅度为 ６ ４９ １７ ３４ｇ ／ ｋｇ。

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值达到 １５ｇ ／ ｋｇ 的乡镇有黄金堤乡、营镇
乡、万堤镇、沙圪塔乡、旧治乡、大街乡、杨桥镇、铺上乡、西魏

庄乡、王村乡、大名镇、束馆镇，面积为 ６５ ０１１９ 万亩，占全县总
耕地面积的 ５９ ８％。其中黄金堤乡、营镇乡、万堤镇 ３ 个乡镇平
均含量超过了 １７ｇ ／ ｋｇ，面积合计为 １２ ２６７１ 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
积的 １０ ７％。平均值小于 １５ｇ ／ ｋｇ 的乡镇有红庙乡、西付集乡、龙
王庙镇、张集乡、北峰乡、埝头乡、孙甘店乡、金滩镇，面积为

４３ ６１９ 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３８％。其中龙王庙镇、张集乡、
北峰乡、埝头乡、孙甘店乡、金滩镇 ６ 个乡镇平均含量低于 １３ｇ ／
ｋｇ，面积合计为 ３２ ９８６２ 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２８ ８％。（土
壤类型的分布特点在第四章有详细说明）

第二节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一、 综合

（一）国民经济总产值

２００９ 年，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完
成 ６７ １ 亿元，增长 １２ ２％，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２２０３６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５ ０％；第二产业完成
２５１５４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 ６％；第三产业完成 １９９４０１ 万元，同比
增长 ２２ １％；人均 ＧＤＰ ８１２７ 元。三产业之比 ３４ ６∶ ３７ ４∶ ２８，全部
财政收入 ８３３６ 万元，地方财政收入 ４２６９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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