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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县的土壤普查工作，从一九八。年九月开始，历经两年零八个月，到一九八三年四

月结束。

二年多来，在省、地、县各级人民政，·l于的领导、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我们采取了组织专

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依靠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基本查清了我县的土壤

资源、土壤类型、障碍因素和养分状况。并按《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要求，

编绘了县级五万分之一的土壤分布图、土壤养分图和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撰写了《朝阳县

土壤志》以及各种图件说明书。编绘了公社级土壤分布图、土壤养分图和图件说明书、调查

报告，成果资料说明，以及对不周地区资源、条件分别提出了改良利用措施，为制定全县农

业发展规划，提供了我县土壤方面的资料和科学依据。

在我县土壤普查过程中，省、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的领导、省土壤专家’顾问组的专家、

教授和科技人员，多次具体指导，解决关键问题，为我县土壤普查作了大量工作。全县农业

战线一百零六名科技人员参加了野外调查，社队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对土壤普查都给予了热

情支持和关怀。王树棠、田希儒、汪太增，孙光璧等同志参加了朝阳县土壤志的编写，纪廷

治，周信同志组织了转绘成图，梁娟同志参与指导了化验分析工作。

在《朝阳县土壤志》撰写过程中和形成初稿后，辽宁省土壤顾同组付组长、省农科院土

肥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王锦山同志，辽宁省土壤顾问组副组长、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副教

授蒋毓衡同志，辽宁省农业厅农艺师姚义同志，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农艺师张孚威同

志和在朝阳县工作的部分农艺师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亲自修改、定稿，并予具体指导，我

宙1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低，资料搜集的不充分，撰写能力差，在编写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

和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朝阳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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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是一个历史名城，古代东北的边防重镇。远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商时代，就有

华夏、山戎等部族杂居。武王灭纣后，朝阳属孤竹国封地。公元前七百七十年春秋战国时属

东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划三十六郡，属辽西郡。公元前二O六年西汉王朝在全国设十三

州，一。三郡、朝阳属幽州辽西郡。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建东汉政权，朝阳名柳城设都尉。

公元三四一年(东晋成康七年)鳟卑族慕容孰称燕王，改柳城为龙城。前燕、北燕均以龙城

定都。公元六一八年唐在全国设十五道，朝阳属河北道，没柳城郡。唐末，北方契丹族兴

起。建国号辽，设五京六府一百七十州，朝阳属中京，大定府，改为霸州。金元时代改兴中

州，建州，明代改营州。清乾隆三十九年，改为三座塔厅，乾隆四卡三年改为赣阳县。光绪

三十年升为朝阳府。伪满洲国康德七年改为吐默特右旗，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时期又恢复朝阳

县。多年来，汉、蒙、满、回等民族集聚劳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一)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1．地理位置

朝阳县位于辽宁省西部。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敖汗旗毗邻，东北接北票县，东、东南与

锦县、锦西县相连，西、西南与喀左自治县、建昌接壤，西北靠建平县。介于北纬41。207～

41。407；东经119。507～120。50 7之间。南北最长106．8公里，东西最宽75公里。全县形状近

似纺锤形，总面积4，629．06平方公里。锦承、锦赤、沈赤铁路从中北部穿过，境内有朝阳至

马山铁路。以朝阳县城为中心的公路四通八达，有朝沈、朝承、朝赤、朝锦、朝盘、朝建六

条干线，连结社级公路贯穿全县。交通方便，是关内连通东北的重镇。

2行政区划

全县现有43个人民公社，1个国营农场，467个生产大队，3，917个生产队<．见表1～1)

朝阳县行政区划一览表

}生产

l大队数

f生产{

队 数；

{3，9t7

34

97

生 产

●

大 队 名 称

总 计}457

贾家店农场{4

西大营子I 15

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四分场
国

东山、河南．郭家、拉拉屯、西大营子、西沟、北山、郝家窑，老窝铺、波罗
赤、饮马池、西涝、中涝、沟门子、老杖子

· 1 ·

名

、、、、杜

队

公



续表

他 拉皋

长宝营子

十 二 台

南 双庙

孙家 湾

召 都 巴

古 山 子

东五家子

边 杖子

大 庙

联 合

F 三家

西五家子

沟 门 子

杨 树湾

大平 房

东大道

波罗赤

乌兰河硕

木头城子

台 子

。馒头营子

董家店

东 大 屯

松岑门

根 德

二十家予

11

6

12

12

12

—

12

9

8

13

12

9

6

11

6

8

11

10

9

7

16

12

8

7

12

9

10

13

o

路杖子、褚杖子、术匠营子、凌东，金淘、铁匠营子、八里营子、凌北，王杖
子、姜家窝铺、波珍沟

平房、二道湾子、骆驼山子、海里，长宝、缶岔

木匠沟、南林皋、叶家店，小平房，袁台子、大杖子、四家子、腰而营子，十二
台、牟台子、下洼、南大营子

猛虎沟．南双庙、林家沟、八道河子、三官、北台子、梨树沟、黄土梁子、下杖
子、南梁，吊桥子、孙杖子．

十五家子，小房申、李杖子、大房申、曹家窝铺、白大营子，娘娘庙、双胜，代
家店、平房店、洞子沟、三家子

’

黄酒馆，厚杖子、土城子、刘杖子、尹杖子、杠头沟、召都巴、瓦盆沟，太安
洲、李杖子、烧锅、宋杖子

铧子炉，马杖子、赵家洼、高杖子，二遭营予、韩杖子、关杖子、北地、林场

三道营子、炮手营子、娘娘庙、刘家店，红石，头遭营子、东五家子、大杖子

边扳子、林杖子、兴隆沟、椴木头沟、米杖子，姑营子，辛杖子，黄金店、火神
庙、大房申、薪房、卧龙、马营子

马迷水，贝子胡同、鞠杖子、胜利、大庙、土城子，水泉，邓杖子，范杖子、宁
杖子、双庙、老西沟

西房串、联合，大三家子，前进、兴胜、下麻地，山咀、长立啥达，黄杖子

林家沟、王三沟、赵家沟、缶岔、下三家、曹杖子

沟门子，石片子、四家子，五家子、大避路沟，亚路沟，吐须沟、三遭沟，半截
沟、簸箕掌，新地

华杖子，沟门子、周台子、黄台子，柴周、东山

河东、河西、粱东、梁西、小平房、徐家杖子，河南杖子、报马营子

秦家沟，赵家沟。大平房、东平房，大板、香磨，黄花滩、八棱观，原家洼，公
皋、黄杖子

h家沟，刘炮手沟、车杖子，郭杖子，上三家子，柰林皋，丛家店，东大道、大
北梁、北炉

肖三家、波罗赤、华家店、康家屯，马架子，白营予，焦营子．韩赦子、卢杖子

下洼、八大孟克，黄道营子、团结，扎兰营子、上河套．南台子

扎兰营子、西营子、满达营子、郑杖子、姚杖子、大杖子、陈杖子、十家子、木
头城子、小沟、蒿松沟，西三家、永来店、新屯．召山咀、东崖

长茂河子，苏家店、郭杖子，大洞，台子，三岔口，六家子，李杖子、东窑，三
人沟、代家沟、牟杖子

平顶山，大沟门，馒头营子，炮手营子，横河予，杜官，孙杖子、大沟里
●

古树沟，金杖子、三家，马家店、西淘，干沟，董家店

玉田屯、大屯、薛家屯，徐家店、稗子沟，孤山子，高家窝铺，大林腰子，庙
沟、洞子沟，士义、柳条沟

大二台，冈户屯．梁家屯、中犁树沟、塔山，松岑门，四家子，范家、平房子

平房，根德，元宝、其林宝、老道沟，付家窝铺、王家窝铺、三家子，黄木营
予，曹杖子

银窝、南三家，东南沟，何家窝铺、兴隆岗、凌川，永胜．石匠沟、文家沟，二
十家子、西大营子、平房子、南大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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