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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一，辑”说一：’明’：

一，《常德地区志·地理志》是常德市(地区)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直接承担编写的专志。在编纂过程中，编写组力求似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科学、客观

地反映常德地区建置和自然地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着“详主体、略一般’’的编纂原则，本志设概述和建

越沿革、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七章，自然资

源小设专章，散记入各章节中。
。

三、本志上限时间·般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7年。

四、本志体例为述、志、图、表等各种体裁并举，以述、志

为全书之主体。采用语文体、记叙体。

五、本志的标题排列、名称运川，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

量名称、符号运用、图表处理等，均按《<湖南省恚>编写行文

规则》规定执行。
‘‘ 。。 、’““+

=’．

六、资料来源。建置部分主要来自《二十五史》，地质、地

貌部分由省413地质队提供，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分别由市

气象局、水利局、农业局，林业局提供，本志所歹IJl987年数据系

采用1988年《湖南年鉴》。 。

‘

七、本志为常德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地理专志。限于水平，

书巾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请敬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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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逮 l

概 述

， 常德地区位于湖南省北部，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沅江下’

游和澧水中下游以及武陵山脉、雪峰山脉的东北端。全区政治、

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常德市，位于北纬29。37，东经
111。437 o 、．

’

、

·
·

、．

；t 在全国地势的三级阶梯中，常德地区位于第二级阶梯云贵高

原，湘西IlJ地向第三级阶梯洞庭湖平原过渡的交接地带。土壤以

丘陵区红壤和平原区水稻土为主。森林植被主要是常绿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灌丛以及分散的人工杉木林、果林，茶林

等，森林覆盖率31．2％。境内石门县壶瓶山，，有原始次森林4万

亩，是我国亚热带华中区系中保存最好的“森林资源基因库"之

一。1982年4月由省人民政府批准为自然保护区。’ ，

，：

’在全国气候区划中，常德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向北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过渡的地带。气候温暖，四季分明，热量丰

富，雨量丰沛，。春媪多变，夏季酷热，秋雨寒秋，冬季严寒。常

德市年平均气温16．7℃，年降水量1346．5毫米，无霜期272天，

适宜水稻、棉花，油料作物的生长。由于受地形影响，全区气

候呈现非地带性规律。西部山区，石门东山峰农场年平均气温

9．，2℃，而慈利。．石门等澧水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达16．8℃。中

部丘陵区，太浮山与太阳山对峙形成向北敞开的撮箕形盆地，．致

使临澧、桃源一带冬季易受冷空气袭击。平原区安乡县年降水量

为1200毫米，山丘区桃源县年降水在1500毫米4以上。一，． _，

在全国水陆交通运输干线中，常德地区北近长江航运干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