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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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吉林地情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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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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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叙述现在仍可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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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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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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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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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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叫鸡林、

几林、 吉临、 鸡陵等名称ꎮ 为了统一称谓和写法ꎬ 清朝

康熙皇帝下令 “通称吉林”ꎮ 从此ꎬ 吉林成为法定称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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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界与朝鲜隔江相望ꎮ 全省面积为 １８ ７４ 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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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省内河流较多ꎬ 有名称记载的河流达

２ ０００多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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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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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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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国东北的最高峰ꎮ 省内

最低点位于延边珲春南端的图们江口附近ꎬ 海拔在 ４ 米

以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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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气候 　 吉林省接近亚寒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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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４℃左右ꎬ 最高气温为 ３７ ８℃ꎬ

最低气温为－３９ ４℃ꎮ 全省年降水量在 ４００ ~ １ ０００ 毫米ꎮ

全省结冰期局部地方长达 ６~８ 个月ꎮ

物产资源　 吉林省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ꎮ 全省土地

总面积为 １ ９１２ 万公顷ꎬ 耕地面积 ５５３ ４６ 万公顷ꎬ 土地

面积占全国 ２％ꎬ 人均耕地 ０ ３ 公顷ꎬ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两倍多ꎮ 吉林省的黑土地是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ꎮ 这

一地带是全省玉米主产区ꎬ 是一条与美国中西部玉米带

齐名的 “黄金玉米” 带ꎮ

丰厚的矿产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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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油母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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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区硅藻土ꎬ 可与世界上产硅藻土最佳的美国

和墨西哥相媲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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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概况

深厚的森林资源ꎮ 吉林省是国家重点林区之一ꎬ 也

是国家主要木材生产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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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全国第 ４ 位ꎮ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４３ ８％ꎮ 在浩瀚的林海之中ꎬ 生长

着繁多的树种ꎬ 我国温带、 亚寒带所有的树种ꎬ 在这里

几乎都可以找到ꎮ 生长在二道白河附近的长白松 (又称

美人松)ꎬ 俊逸秀美ꎬ 婀娜多姿ꎬ 是难得一见的景观树ꎮ

遍布全省的湿地资源ꎮ 全省有国家级重要湿地 ８ 处ꎬ

即向海国家重要湿地、 莫莫格国家重要湿地、 松花江三

湖国家重要湿地、 查干湖国家重要湿地、 大布苏国家重

要湿地、 月亮湖国家重要湿地、 龙沼国家重要湿地和长

白山熔岩台地沼泽区国家重要湿地ꎮ 向海湿地于 １９９２ 年

被评定为国际重要湿地ꎮ

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资源ꎮ 全省已知野生植物种类 ３

８９０ 种ꎬ 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 ９００ 多种ꎮ 药用植物 ８７０

多种ꎬ 可供食用植物 ２６０ 多种ꎮ 野生蜜源植物有 ３００ 多

种ꎮ １９８０ 年ꎬ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与自然生态圈” 保护网ꎬ 成为世界 ２００ 多个自然保留

地之一ꎮ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ꎮ 吉林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ꎬ

人文景观独具特色ꎬ 自然景观美不胜收ꎮ 在全省旅游资

源中ꎬ 长白山生态旅游区是代表吉林省旅游业的靓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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