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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耕地地力评价是利用测土配方施肥调查数据，通过县域耕地资
源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县域耕地隶属函数模型和层次分析模型。开

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是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的重要任务之一。

耕地地力评价对农业生产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不仅能促进土地资源

合理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效率，准确掌握耕地地力数量和

空间分布，摸清生产潜力，也为因地制宜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指导

全县种植业结构调整、科学合理施肥、保证粮食安全和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河北省土壤肥料总站关于印发 《２０１０ 年河北省耕地地力
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冀土肥 ［２０１０］２１ 号）通知要求，新河县
严格按照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 （试行）修订稿》和 《农业部

耕地地力评价规程》要求，扎实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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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一）地理位置

新河县为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与交接洼地。位于邢台市东北

部，北、东、东南临冀县，南与南宫接壤，西南、西、西北部分别

与巨鹿、宁晋接壤。地域在北纬 ３７°２３′３０″至 ３７°３４′４５″，东经 １１５°
４′３０″至 １１５°２７′００″。总面积 ３６６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３２ ９４ 万亩。
海拔高度在 ２５ ２７ 米之间。

（二）行政区划

新河县属邢台市辖县，辖新河镇、寻寨镇、白神乡、荆庄乡、

西流乡、仁里乡 ２ 镇 ４ 个乡，１６９ 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 １７ ３ 万，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４ ９ 万，乡村户数 ３ ８ 万户。

二、 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一）气候

新河县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干旱地区。其总的特点是

四季分明，寒旱同期，雨热同季，常受旱涝威胁。冬春干旱少雪

雨，夏季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上旬）多雨，降雨集中，易沥涝积水，
秋季天高气爽，少雨。

新河县一年中光照充足，平均太阳年总辐射量为 １２１ １９７ 千
卡 ／ ｍ２，日照时数为 ２４２０ １ 小时，无霜期 ２１９ 天。全年大于 ０℃的
积温 ４９５６ ５℃，大于 １０℃ 的积温 ４５０１ ７℃。全年平均气温
１３ １℃，最热月平均气温 ２７ ０℃ （７ 月），最冷 １ 月平均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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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４２ ７℃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极端最低气温 －
２２ ７℃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耕层土壤稳定冻结期 １２ 月 ２０ 日，
化通期 ２ 月 １７ 日，最大冻土深度 ４４ｃｍ。

年平均降雨量 ４５８ ７ｍｍ，据 １９７２ ２００６ 年累年观测资料统计，
新河县年降雨量最多为 ７２５ ８ｍｍ （１９７３ 年），最少为 ２１８ｍｍ
（１９９２ 年）。常年 ７、８ 月份降雨 ２４８ １ｍｍ，占年降水的 ５１ ９％，３
５ 月干旱，平均降雨 ６１ｍｍ，占年降水量的 １２ ８％。而年蒸发量
为 １９０８ ７ｍｍ，为平均年降水的 ４ ２ 倍，以 ６ 月蒸发量最大为
３９０ ６ｍｍ，１２ 月最小为 ４８ ７ｍｍ。年空气相对湿度 ６５％，平均水汽
压 １２ 毫巴，初霜日平均在 １０ 月 ２８ 日，终霜日平均在 ４ 月 ８ 日。

气象因素直接影响着土壤中水、气、热状况，进而参与土壤的

形成和发育。雨热同季有利于土壤熟化和淋溶。春旱秋涝，使地下

水升降频繁，影响土壤干旱交替和土壤内铁、锰氧化还原反应相互

进行，矿物质的移动，积累和淋失也随之发生。涝灾造成土壤水分

饱和，通气不良，土壤进行沼泽化进程。蒸发量大于降雨量，使土

壤淋溶作用减弱，地表易积盐，土壤受盐渍化威胁或次生盐渍化。

从近些年来看，降水少，地下水位下降，加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精

耕细作，除渠道附近外，大部分盐碱地向脱盐化发展，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年代的盐碱地如今基本脱盐，种植的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都

能正常生长发育。

（二）植被

不同的地形、地貌，不同的土类 （亚类）、土属，植被类型也

不一样。按地形全县大体分为四种类型。

１ 西部卑湿积涝地植被。因该地区临近宁晋泊，县志记载：
后晋皇帝石敬瑭曾将当时的堂阳县 （主要包括新河县）改为蒲泽

县，因临漳、滏地湿产蒲草而得名。说明新河县西部曾有过沼泽生

植被。然而年代已久，原生植被早已淤没。现存自然植被主要有小

蓟、马唐、碱蓬、马齿苋、小旋花。

２ 中部沙压地 （自然堤）植被。自然堤植被主要有茅草、蒺

２ 新河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藜、蓬子菜等。树木则多为人造林场、枣、杏、梨等。

３ 低洼地植被。该地带多为盐碱荒地，植被稀疏，野生植被
主要有茅草、芦草、柽柳。

４ 平原地植被。平原地大都为潮土，自然植被主要有马唐、
狗尾草、苍耳、刺菜、酸模等，树木为人造林榆、杨、柳以及

果树。

（三）水文地质及水质

新河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以东毗邻宁晋断陷区。地表为第四纪沉

积物，厚度 ４５０ ５３０ 米，历史上多河道，洪泛频繁，交互淤积，
地质构造较复杂。地下水蓄量和埋深也不一样。近些年来，降雨减

少，地下水过量开采，使地下水下降很快，１９６０ 年代中期，王府、
望腾等地通常地下水位在 １ ５ ２ 米，２００４ 年据水利局观测已降到
－ ２ 米以下。新河县境内有四条河流：滏阳河、滏阳新河、滏东排
河、西沙河，主干渠两条：东风渠和跃进渠。修建了郜宋闸、挽庄

闸、台家庄闸等水利设施，形成三河贯通，河渠贯通，排灌畅通，

河渠年可蓄水 ７３４０ 万 ｍ３。河渠冬春蓄水，给土壤补充一部分水
分，使地下水分有所上升，但也只限于临近河渠的地方。据水利局

１９８４ 年观测，近河渠处地下水位最高为 １ ７ ２ 米 （１、２ 月份），
最低为 （７、８ 月份）２ ７ ３ 米，一般远离河渠的地方 （申家庄、

邢彦等地）地下水位常年在 ３ ３ ５ 米。２００４ 年以后近河渠处地下
水位已降到 － ２ 米以下，远离河渠的地方 （申家庄、邢彦等地）地

下水位已下降到 － ５ 米。
从水质来看，新河县浅层淡水蓄量很小，矿化度在 ０ ２％以上

的浅层淡水面积只有 ２９ ６ 平方千米，仅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８ １％。大面积的浅层水矿化度较高，使新河县一些槽状洼地、二
坡地生成盐化潮土。近年来地下水位的迅速下降，盐化潮土向脱盐

发展；其他大部分的微斜平地则形成潮土；分布于 Ｙ 形沙带的自
然堤，因地势较高，很早以来地下水对其成土作用就很弱了，而降

雨淋溶，使底土层黏化 （新河县此现象不明显）或出现白色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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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丝体 （石灰沉积物），生成褐土化潮土。

三、 地形地貌

新河县为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与交接洼地。西临宁晋泊。总的

地形较平坦，但微地貌类型较多。全县地势是南高北低，中间高两

边低，县境内东南和西南端黄海高程为 ２６ ２７ 米，西部荆庄和东
北挽庄 （滏阳河出境处）高程为 ２５ 米左右，中间秋口、白神首、
来远庄等地为 ２６ 米左右，东西两边均为 ２５ 米左右，平均坡比为１∶
１００００。县境内中部有一 Ｙ形沙带，沙丘、准缓冈、二坡地、槽状
洼地、故河道等皆有。全县总的是地势平缓，土层为多年冲积而

成，厚度在 ５００ 米左右。

四、 土地资源概况

２００９ 年全县总面积 ３６６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３２９４００ 亩，其中
水浇地 ２３ ５ 万亩，旱地 ９ ４４ 亩。总人口 １７ ３ 万，人均耕地
１ ９１ 亩。

（一）农业用地 ４１１２８６ ４ 亩，其中耕地面积 ３２９４００ 亩，占土
地总面积的 ６０％。农业人口 １４ ９ 万人，农业人均 ２ ２２ 亩，其中粮
食占地 ２３ 万亩，棉花、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占地 ９ ９４ 万亩。林
地面积 ３２０９２ ８ 亩，果园占地 １２１７２ ６ 亩。

（二）非农业用地 １３７７１３ ６ 亩，其中：
１ 城乡居民及工厂、机关、学校等区域占地 ５１８０７ 亩，占土

地总面积的 ９ ４％。
２ 交通用地 １２２５６ ２ 亩 （公路 １４１９ 亩、农林道路 １０８３７ ２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 ２％。
３ 水域面积 １８２３８ ２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３ ３％。其中水库

７５５ ５ 亩、坑塘 １０５８ 亩、水利建筑 １６４２４ ７ 亩。
４ 沙碱荒废弃地 ５３９８６ ９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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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壤类型

（一）成土母质

土壤母质，是形成土壤的本体物质，岩石经过长期风化形成疏

松的母质，母质经过成土因子作用，形成自然土壤。新河县地表为

河流冲积、沉积物形成的平原，全部是石灰性土壤，呈弱碱性或碱

性，ｐＨ值多在 ７ ９ ８ ４ 之间。其土壤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河流
洪积和沉积，经其发展演变而成，据新河县水利局著 《新河水利

史》载：新河县明清时代河道可考者有七条，即小漳河、葫芦河、

绛水、湫河、堂阳河、漳水、滹沱河，这些河道年代已久，多被洪

水泛滥淤塞。因新河县地势低洼，河流纵横交错，历来受洪患甚

苦。据县志记载：从晋武帝泰始四年至民国三十二年 （２６８
１９４３），历时 １７７５ 年中，特大洪灾就有 ４０ 多次，每次洪水都会带
来大量泥沙沉积地面。据 １９７８ 年春滏东排河扩挖现场来看，一般
在 ３ 米以下有 ２ 米左右的黑土层，其中有淡水螺、蚌壳等，说明古
代为水乡泽国，与宁晋泊相连。在张神首、西小屯等地开挖时，发

现以上有树木、水井、砖窑等，说明早已有人生存，但现在地表并

不显任何痕迹，可见淤塞之甚矣。即黄河以及发源于太行山的水系

从黄土高原、太行山脉冲下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于此，遇干旱脱水，

在其他成土因素作用下，形成了现在的土壤。

（二）土壤类型

土壤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发育。土壤的分布状况反应了土壤发育

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条件。分析不同土壤类型的分布规律，对研究不

同土壤的性态特征特点及生态环境，达到合理用土、改土十分必

要。新河县地表为冲积、沉积物组成的平原，按 １９８４ 年新河县土
种分类表，耕地土壤只有一个土类即潮土，三个亚类：褐化潮土、

潮土、盐化潮土。五个土属，二十个土种。我们以亚类为单位，对

新河县土壤分布状况和主要性状进行说明。

１ 褐土化潮土的分布和主要性状。褐土化潮土 （编号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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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 Ｙ形沙带的沙丘和滏东排河、滏阳新河河堤，面积 １７７９３ ７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３ ３％，含两个土种，即沙壤质褐化潮土和轻
壤质褐化潮土。分布在沙丘上的多为通体沙壤，屑粒状结构，土色

鲜艳，是潮土向褐土发展的初级阶段。有一定的淋溶作用，底土有

假菌丝体，也有锈纹锈斑与假菌丝体并存的现象，心土和底土仍有

潮土的特征。表土为轻壤的是人工筑成的河堤，打乱了沉积层次，

多为通体轻壤。此亚类土壤肥力低，特别是沙壤质褐化潮土一般多

不种植农作物，只适宜发展林业与绿肥等。轻壤质褐化潮土养分含

量略高一点，因是堤坝不准垦植，弃土也多未种植。

２ 潮土的分布与主要性状。潮土亚类 （编号 ３ ７）在新河县
分布面积最大，发育在除沙丘以外的广大沉积平原上，海拔高度在

２５ ２９ 米，面积为 ４６７３３７ ５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８５ ４％。含五个
土种，即沙壤质潮土、轻壤质潮土、轻壤质腰黏潮土、轻壤质体黏

潮土、轻壤质底黏潮土。潮土地形较平坦，但微地貌类型较多，又

因多次沉积，土体构型较复杂，一般剖面中沉积层次分明。母质为

河流冲积物。耕层一般在 ０ ２２ｃｍ，质地以轻壤、沙壤为主。西部
有零散分布的极少量中黏 （因数量不大，第二次土壤普查时没有

另设土种）。剖面多为屑粒结构。颜色以浅灰棕和灰棕色为主。心

底土有较多的锈纹锈斑，间层黏土中有的呈块状结构，颜色为红棕

色，常见有铁锰结核和胶膜，多呈微碱性反应，ｐＨ 值多等于或大
于 ８，土壤容重在 １ ２ １ ５ｇ ／ ｍ３。该亚类土壤质地较粗，耕性好，
肥力中等，适宜种植多种农作物。

３ 盐化测土。此亚类 （编号 ８ ２０）多分布于低洼地区的坡
地上，如西部卑湿地区的王府、西李、西小、仙庄、荆庄三陈海一

带及东部白穴口村东南洼、后良洼、仁里村东洼、杨十户西南小漳

河故道、中部沙井、西郑家庄村东、东北葫芦河故道等处。１９８０
年代全县盐化潮土面积 ６１９８２ ８ 亩，耕地中盐碱地 ３９９８０ 亩，占总
耕地面积的 １２ １％。含盐成分为硫化物和氯化物。过去盐碱危害
限制了一些作物的种植，只好种植耐盐碱作物———棉花、高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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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过广大农户二十多年对盐碱地的不断改良和精耕细作，加上

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盐碱危害基本消失，种植的小麦、玉米、棉

花都能正常生长发育，其产量水平与正常地块相当。

第二节　 农村经济概况

一、 农业总产值

２００９ 年，全年农村工作以发展农业为基础，依靠科技进步，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粮食生产获得较好收成。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５４ ３ 万亩，粮食
总产量达到 １７ １ 万吨，小麦总产量达到 ７５９３４ 吨，玉米总产量达
到 ９５３４６ 吨，大豆总产量达到 ５３４ 吨，棉花总产量达到 ６５２８ 吨。

全年农业总产值 ８７８００ 万元，其中农业 ６９６５８ 万元、林业 ２８０
万元、牧渔业 １７２２２ 万元、农林牧渔服务业 ６４０ 万元。

另外，全年工业总产值 ２５６７００ 万元。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３１７１１ 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６５２１７ 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４４０００
万元。近几年个体企业数量增加较快，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使

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４７４ 元，比上年增加 ６８ 元，
增长 ２％。
１ 工资性收入。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１９０６

元，比上年增加 ９２ 元，增长 ５ ０％，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比重由上年的 ４１％ 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３％，上升了 ２ 个百
分点。

２ 转移性纯收入。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民人均转移性纯收入
１６６ ４ 元。由于国家进一步加大支农惠农的力度，２００９ 年度新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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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补贴金额达到 １８８５ 万元，较上年 １０７４ 万元增加 ８１１ 万元。其
次还有大型农机具补贴、农药补贴。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民人均粮
食直接补贴收入 １０７ ７ 元，比上年增加 ４６ ３ 元。
３ 家庭经营纯收入。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

入 １３７２ ６ 元，比上年增加 １０２ 元，增加 ８％。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第
一产业纯收入 １３２０ 元，比上年增加 １２１ 元，增加 １０％。其中，农
业纯收入 １３００ 元，增加 １０％；牧业纯收入 ２０ 元，下降 １２％。
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业生产费用支出人均增加 ２６０ 元，增长 ６％，牧
业生产费用支出人均增加 １７０ 元，增长 １９％。农民人均家庭经营
非农产业纯收入 ５２ ６ 元，比上年减少 ４ １ 元，下降 ７ ２％。
４ 财产性纯收入。２００９ 年，农民人均财产性纯收入 ２９ 元，比

上年减少 ６１ 元，下降 ６７ ７％。

第三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 农业发展历史

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农业生产发展总的趋势是粮、棉、油

食作物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 １９５９ 年表现为上升阶段。从 １９６０ 年到
１９６３ 年产量急剧下降，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从 １９６４ 年到 １９７６
年产量稳步上升，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从 １９７７ 年后产量
大幅度增长，粮食自足有余，向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分析新河县

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可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３ 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恢复阶段。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回到农民手中，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

性，农民因地制宜地安排作物布局。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

但由于传统的精耕细作，粮、棉、油产量逐年上升。

第二阶段从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９ 年，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民
由初级社经高级社到 １９５８ 年的人民公社，在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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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促进了生产。

第三阶段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３ 年，为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由
于政策的波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广大农民的温饱已成为主要矛

盾，种植业首要就是解决这个矛盾。此期在布局上是自由种植，生

产水平也急剧下降。

第四阶段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６ 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党中央的
正确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前期的错误。贯彻执行了 “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农业生产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粮、棉

产量回升。１９６５ 年总播种面积 ４８ ５１ 万亩，其中粮食总产 １１８４０
吨，棉花等经济作物总产 １２３３ 吨。

第五阶段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６ 年，为十年动乱时期。这十年总的来说，
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因受 “以粮为纲”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的影

响，棉花面积减少，产量低而不稳，１９７０ 年棉花面积只有 ４ ５１ 万
亩。粮食生产有所上升，到 １９７８ 年，粮食总产达到 ３３１９０ 吨。该
期新河县水利建设有了较大发展，自 １９６５ 年开始在新河境内开挖
了滏阳新河、滏东排河、西沙河以及东风渠、跃进渠等干渠，农田

水利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些加强。

第六阶段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９ 年，为十年动乱后的生产过渡时期。此
时期，“以粮为纲”继续作为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棉花生产徘徊

不前，粮食生产进一步稳步发展。

第七阶段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新河县各级党委、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各项政策，以发展

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着力优化农村经

济结构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农业与农村经济取得辉煌成就：主要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不断提高，农村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生活

水平明显改善；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开放使新河农业与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农村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新河县农业与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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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１９８０ １９８６ 年为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８ 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一页。１９８０ 年代初
期，全县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告别了

“一大二公”的传统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水利建设方

面，新河县进行了水利配套，在滏阳新河、滏东排河、西沙河上修

了郜宋闸、挽庄闸、台庄闸等水利设施，年蓄水 １７００ 万 ｍ３，到
１９８３ 年底全县机井 ７２１ 眼，水浇地面积 （能浇一水的都算）达到

２３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６１ ８％。已建起稳产高产田 ３ 万亩、稳
产田 ５ 万亩。１９８２ １９８６ 年，党中央连年下发的关于农村经济改
革政策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五个 “一号文件”，对指导新河县农

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

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第一次的飞跃。

（二）１９８０ 年代后期至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为农业发展速度减缓，
乡镇企业迅速崛起阶段。由于受传统观念种植习惯的影响，此期

间，新河县农业仍然是以粮、棉、油生产格局为主，同时由于工农

产品比价不合理，农业效益有所下降，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平缓。

（三）１９９０ 年代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进入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县委、县政府针对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

状况，出台了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通过调整种植业结构

和农村经济结构使农业生产从传统的粮、棉、油向全面开发、高产

高效型的生产模式转变，在保证粮、棉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扩

大经济作物种植，大搞间套复种，走出了一条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双增双扩、稳定发展的路子。２０００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 １０３６８６
吨，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７１ ３％。棉花等经济作物产量 １００７１ 吨，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４９ １％。

（四）２１ 世纪初，农业与农村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
的发展阶段。中共十六大以来，特别是 ２００４ 年党中央的 “一号文

０１ 新河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件”重新锁定 “三农”问题以来，新河县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

度，认真贯彻落实 “一号文件”各项精神，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与农村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

速发展阶段：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民收入以年均两位数快速增

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事业加

快发展。２００９ 年，新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３４７４ 元，打破了 “十

一五”前收入增长缓慢格局，进入新的较快增长期。同期，全县

各地紧紧抓住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大对农民的政策扶持

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

成效。

表 １ １　 新河县历年中年份阶段农业产量统计表 单位：吨

项目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９ 年

粮食总产量 ３３１９０ ４４５７５ ６０５０９ ９５３０５ １００２０４ １１７３６０ １５３０５９

棉花总产量 ５１０ ４７５０ ４７３０ ２６７８ ５０４８ ５７５５ ６５２８

油料总产量 ６５ １９３５ １７８１ ３２６８ ６４９４ ２８６３ ３３２２

蔬菜总产量 ４５１８ ４５６５ ９００９ １７８１０ ４９１５８ ４１２５０ ４６９２０

二、 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

新河县耕地土壤类型为潮土，种植作物以冬小麦、夏玉米，棉

花为主、种植制度属一年两熟、一年一熟制，种植模式有粮—棉、

粮—经、粮—油、粮—果。在水利、劳动力资源等生产条件较好的

区域，安排有高产高效蔬菜；在土壤类别不适宜高产粮食作物区，

以棉花种植为主，近些年开始有少量天鹰椒种植面积；在以沙壤为

主的土壤区域适度安排果—粮间作、林—粮间作，达到改善田间小

气候，培肥土壤，提高土地生产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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