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再纯编毒
江瑞炯校t

平武县人民政



平武县自然地理志

李再纯编著

江瑞炯校订

平武县人民政府
1 993年9月





序一

我县自1982年开展新编地方志工作以来，通过全体修志

人员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无县志传世，此

次修志时限很长，且面临史料奇缺、资金匮乏、人才寥落等

诸多困难，故进展较为缓慢。专业性很强、编写难度较大的

《自然地理志》，则一直无人编写。

1991年初，四川建材学院地理专业副教授、绵阳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绵阳市自然地理志》主编李再纯老师来

平武收集资料，与我县志办的同志建立了联系。通过编写

《绵阳市自然地理志》，李教授对平武的自然地理状况有了全

面、系统的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绵阳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瑞炯同志知道我县无人编写《自然地理

志》的情况后，极力举荐李教授担此重任。同年8月，李教

授再次来平武考察时，县志办的同志便恳请她帮助我县编写

《自然地理志》，并把这一方案向县府作了汇报。县府全力支

持志办工作，决定敦聘李教授为《平武县自然地理志》主编。

李教授了解到我县自古就没有自然地理方面的专门著述的实

际情况和目前修志工作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后，不顾自身年高

体弱，放弃退休后悠闲舒适的家居生活，毅然应聘，承担了

编写之责。

平武自然条件复杂．自然资源丰富，在自然地理方面颇

有特色。为了写好这本地理专志，李教授广采博收，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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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书面材科，又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带着病痛，钻山沟，

爬陡坡，数次来平武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实地资料。这

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和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令人肃然起

敬，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经过孪教授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工作，1993年初，完成了

志书初稿。市志办江主任对志稿作了全面的校订后认为。‘平

武县自然地理志r既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区域自然地理

专著，又是一部质量较高。专业性很强的地方志专志”。

‘平武县自然地理志>对平武县境复杂的自然条件和丰富

的自然资源作了系统而科学的全面记述，填补了我县地方史

志的一大空白。它的出版。对引导我县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

识本县自然环境，合理利用县内自然资源，促进平武经济建

设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作为分管县地方志工作的

负责人，我谨代表县人民政府对志书的编著者李再纯老师和

校订者江瑞炯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平武人民将永

远记住他们为平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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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平武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盆周山地与青藏高原东都边

缘的接合部位，自然条件复杂，自然资源丰富，解放后虽然

作过多次勘查，也形成过若干资料，但都十分零散，一直缺

乏系统、完整的著述。对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

自然、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不无影响。

1990年夏，我们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着手组

织编纂《绵阳市自然地理志》，四川省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地理

专业副教授李再纯老师，作为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承担了《绵阳市自然地理志》主编之责。李老师在主编《绵

阳市自然地理志》的过程中，曾前往平武县收集资料和实地

考察，对平武县的自然地理状况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于是，平武县人民政府和平武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乃敦

聘李老师为平武县编著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县境自然条件和自

然资源的《平武县自然地理志》，为平武县合理利用自然条件

与开发自然资源提供科学的依据。

年过花甲的李老师．为了平武山区的建设事业，不顾自

身体弱多病，毅然应聘。此后，李老师参阅大量图书，并几

次前往平武，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以

现代地理学观点为指导，拟订提纲、着手编写。经过一年多

时间的努力，于1992年底前编写出初稿，经过校订，1993年

。五一”节圆满完成<平武县自然地理志》的编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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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李再纯老师早年的学生，．由于工作关系，承担了

校订‘平武县自然地理志l的责任。这不仅给了我一次对过

去所学过的自然地理知识重新系统学习的机会，而且还使我

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李老师高深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共约20万字的‘平武县自然地理志)，既是一部有较高学术

价值的区域自然地理专著，又是一部质量较高、专业性很强

的地方恚专志。现在‘平武县自然地理志'即将交付出版．我

相信悫书同世之后，一定会为乎武县的资源开发和经济振兴。

作出积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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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帑市地方地编纂办公室主任江瑞炯

一九九三年“五一”昌际劳动节



凡 倒

一、本志是记述平武县境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专志。目

的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并在此基础上为合理利用、改

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系统、翔穸的资料。因

此，在记述自然地理各要素的表现特征时，注意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必要的论证和评价。

二、本志首设。概述”以综合记述平武县境的自然地理

景观并作简要评价。然后按照自然地理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

系，顺次排列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

7章，共设32节103目。在“目”以下再用。(一)”、。l”、

。(1)”等不同的数字符号分出层次排列子目和细目。

三、本志使用的地理专业术语，凡国家已作了统一规定

的·即采用国家规定的术语；国家尚无统一规定的，即采用

地理学界习惯使用的术语．并尽量采用通俗提法。

四、本志引用的资科，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注明资料

来源，只在卷末将主要参考文献列出名录，以备查考。所用

资料多数系80年代调查整理的资料，只有少致资料截至90

年代初。

五、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有些由于数字来源、计算口

径、使用角度等的不同，往往同一名称、同一项目的数字，在

不同章节出现时不完全一致，这类情况一般未作调整．

六、本志编制了一些必要的图表，除彩照集中于卷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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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均按图表内容分剔插入各章节文字记述之中，作为文字

记述的配合和补充，并突出地理书籍的特色。

七、本志使用的历史纪年：清朝以前一律使用朝代加帝

王年号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民罾时期一律使用民真纪年，

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律使用公元纪

年。

八、本意采用语体文记述。使用的简化汉字，一律以语

文出版社1986年新敝‘简化字总表>为准。数字表示，基本

上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原则上连循‘中华人民≥

共和冒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 t。

九、本志以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平武

县正式宣布解放为准，其前詹时问简称一，解放前。和。解放。

后一，以区别两种不同本质的社会镧度。 一
．

·2·



《平武县自然地理志》目录

概述⋯⋯⋯⋯⋯⋯⋯⋯⋯⋯⋯⋯⋯⋯(1)

第一章地质⋯⋯⋯⋯⋯⋯·oo,ll·⋯⋯⋯(8)
第一节地层⋯⋯⋯⋯⋯⋯⋯⋯⋯⋯⋯⋯⋯⋯⋯⋯⋯(8)

一地层发育与分布⋯⋯⋯⋯⋯⋯⋯⋯⋯⋯⋯⋯⋯(8)

二地层变质⋯⋯⋯⋯⋯⋯⋯⋯⋯⋯⋯⋯⋯⋯⋯(19)

三岩浆岩⋯⋯⋯⋯⋯⋯⋯⋯⋯⋯⋯⋯⋯⋯⋯⋯(21)

第二节地质构造⋯⋯⋯⋯⋯⋯⋯⋯⋯⋯⋯⋯⋯⋯(25)

一 摩天岭东西向牛句造带⋯⋯⋯⋯⋯⋯⋯⋯⋯⋯(25)

二龙门山北东向构造带⋯⋯⋯⋯⋯⋯⋯⋯⋯⋯(30)

三杨柳坝旋扭褶带⋯⋯⋯⋯⋯⋯⋯⋯⋯⋯⋯⋯(33)

第三节矿产资源⋯⋯⋯⋯⋯⋯⋯⋯⋯⋯⋯⋯⋯⋯(34)

一黑色金属矿产⋯⋯⋯⋯⋯⋯⋯⋯⋯⋯⋯⋯⋯(35)

二有色金属矿产⋯⋯⋯⋯⋯⋯⋯⋯⋯⋯⋯⋯⋯(42)

三贵金属矿产⋯⋯⋯⋯⋯⋯⋯⋯⋯⋯⋯⋯⋯⋯(43)

四非金属矿产⋯⋯⋯⋯⋯⋯⋯⋯⋯⋯⋯⋯⋯⋯(44)

第四节地震⋯⋯⋯⋯⋯⋯⋯⋯⋯⋯⋯⋯⋯⋯⋯⋯(45)

一地震与地质构造⋯⋯⋯⋯⋯⋯⋯⋯⋯⋯⋯⋯(45)

二地震活动特点⋯⋯⋯⋯⋯⋯⋯⋯⋯⋯⋯⋯⋯r46)

三地震活动⋯⋯⋯⋯⋯⋯⋯⋯⋯⋯⋯⋯⋯⋯⋯(47)

·1。



第二章燃····⋯⋯⋯⋯⋯⋯⋯⋯··-··(57)
第一节地貌轮廓庭其特征⋯⋯⋯⋯⋯⋯⋯⋯⋯⋯(s7)

一．地势西北高东南低90QDQ0tool⋯⋯⋯⋯⋯⋯⋯⋯(57)

二山脉受控于地质构造⋯⋯⋯⋯⋯⋯⋯⋯⋯⋯(57)

三山地面积广地势起伏大⋯⋯⋯⋯⋯⋯⋯⋯⋯(59)

四坡地多重力作用地貌⋯⋯⋯⋯⋯⋯⋯⋯⋯⋯(60)

第=节地貌类型⋯⋯⋯·⋯⋯⋯⋯⋯⋯⋯⋯⋯⋯⋯(60)

一山地和丘陵⋯⋯⋯⋯⋯⋯⋯⋯⋯⋯⋯⋯⋯⋯(61)

二河答⋯⋯⋯⋯⋯⋯⋯⋯⋯⋯⋯⋯⋯⋯⋯⋯⋯(66)

三坡地⋯⋯⋯⋯⋯⋯⋯⋯⋯⋯⋯⋯⋯⋯⋯二⋯··(69>

第三节地貌分区⋯⋯⋯⋯⋯⋯⋯⋯⋯⋯⋯⋯⋯⋯(71)

一东南部中山、低山区⋯⋯⋯⋯⋯⋯⋯⋯⋯⋯(71)

二中部中山区⋯⋯⋯⋯⋯⋯⋯⋯⋯⋯⋯⋯⋯⋯(73)

三西北都中山、高山区⋯⋯⋯⋯⋯⋯⋯⋯⋯⋯(73)

第四节主要山脉及名山⋯⋯⋯⋯⋯⋯⋯⋯⋯⋯⋯(75)

一I民山⋯⋯⋯⋯⋯⋯⋯⋯⋯⋯⋯⋯⋯⋯⋯⋯⋯(75)

二摩天岭⋯⋯⋯⋯⋯⋯⋯⋯⋯⋯⋯⋯⋯⋯⋯⋯(77)

三龙门lij⋯⋯⋯⋯⋯⋯⋯⋯⋯⋯⋯⋯⋯⋯⋯⋯(82)

四主要名山⋯⋯⋯⋯⋯⋯⋯⋯⋯⋯⋯⋯⋯⋯⋯(86)

第三章气候．．．⋯⋯⋯⋯⋯⋯⋯⋯⋯⋯(89)
第一节气候特征⋯⋯⋯⋯⋯⋯⋯⋯⋯⋯⋯⋯⋯⋯(89)

一气候类型⋯⋯⋯⋯⋯⋯⋯⋯⋯⋯⋯⋯⋯⋯⋯(89)

二气候特征⋯⋯⋯⋯⋯⋯⋯⋯⋯⋯⋯⋯⋯⋯⋯(89)

三影响气候特征的主要因素⋯⋯⋯⋯⋯⋯⋯⋯(90)

第二节气温⋯⋯⋯⋯⋯⋯⋯⋯⋯⋯⋯⋯⋯⋯⋯⋯(91)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年平均气温的地域分布⋯⋯⋯⋯⋯⋯⋯⋯⋯(91)

二气温的年变化⋯⋯⋯⋯⋯⋯⋯⋯⋯⋯⋯⋯⋯(93)

三气温的月、季变化⋯⋯⋯⋯⋯⋯⋯⋯⋯⋯⋯(94)

四气温年、日较差⋯⋯⋯⋯⋯⋯⋯⋯⋯⋯⋯⋯(98)

五绝对气温⋯⋯⋯⋯⋯⋯⋯⋯⋯⋯⋯⋯⋯⋯⋯(98)

六霜期及无霜期⋯⋯⋯⋯⋯⋯⋯⋯⋯⋯⋯⋯⋯(99)

七山地气温的垂直变化⋯⋯⋯⋯⋯⋯⋯⋯⋯⋯(100)

第三节降水⋯⋯⋯⋯⋯⋯⋯⋯⋯⋯⋯⋯⋯⋯⋯⋯(102)

一年降水量及其地理分布⋯⋯⋯⋯⋯⋯⋯⋯⋯(102)

二降水量的年、季、月变化⋯⋯⋯⋯⋯⋯⋯⋯(104’)

三降水日致及日降水量⋯⋯⋯⋯⋯⋯⋯⋯⋯⋯(109)

四降雪与积雪⋯⋯⋯⋯⋯⋯⋯．．．⋯⋯⋯⋯⋯⋯(111)

五山地降水的垂直变化⋯⋯⋯⋯⋯⋯⋯⋯⋯⋯(112)

第四节湿度、云量、露日、日照和风⋯⋯⋯⋯⋯(113)

一湿度⋯⋯⋯⋯⋯⋯⋯⋯⋯⋯⋯⋯⋯⋯⋯⋯⋯(113)

二云量⋯⋯⋯⋯⋯⋯⋯⋯⋯⋯⋯⋯⋯⋯⋯⋯⋯(114)

三雾日⋯⋯⋯⋯⋯⋯⋯⋯⋯⋯⋯⋯⋯⋯⋯⋯⋯(115)

四 日照⋯⋯⋯⋯⋯⋯⋯⋯⋯⋯⋯⋯⋯⋯⋯⋯⋯(116)

五风⋯⋯⋯⋯⋯⋯⋯⋯⋯⋯⋯⋯⋯⋯⋯⋯⋯⋯(117)

第五节农业气候资源⋯⋯⋯⋯⋯⋯⋯⋯⋯⋯⋯⋯(118)

一热量资源⋯⋯⋯⋯⋯⋯⋯⋯⋯⋯⋯⋯⋯⋯⋯(118)

二水分资源⋯⋯⋯⋯⋯⋯⋯⋯⋯⋯⋯⋯⋯⋯⋯(127)

三光能资源⋯⋯⋯⋯⋯⋯⋯⋯⋯⋯⋯⋯⋯⋯⋯(129)

第六节主要灾害性天气⋯⋯⋯⋯⋯⋯⋯⋯⋯⋯⋯(133)

一旱灾⋯⋯⋯⋯⋯⋯⋯⋯⋯⋯⋯⋯⋯⋯⋯⋯⋯(133)

二洪涝⋯⋯⋯⋯⋯⋯⋯⋯⋯⋯⋯⋯⋯⋯⋯⋯⋯(136)

·3·



三低温冷害⋯⋯⋯⋯⋯⋯⋯⋯⋯⋯⋯⋯⋯⋯”(138)
四大风与冰雹⋯⋯⋯⋯⋯⋯⋯⋯⋯⋯⋯⋯⋯⋯(140)

第七节气候区羽⋯⋯⋯⋯⋯⋯⋯⋯⋯⋯⋯-÷⋯⋯·(141)

四

第四章

‘第一节

四

低山河谷亚热带气候区⋯⋯⋯⋯⋯⋯⋯⋯⋯(143)

低、中山暖温带气候区⋯⋯⋯⋯⋯⋯⋯⋯··(143)
中山温带气候区⋯⋯⋯⋯⋯⋯⋯“⋯⋯⋯⋯(143)

中、高山亚寒带气候区⋯⋯⋯⋯⋯⋯⋯⋯⋯(144)

水文⋯⋯⋯⋯⋯···⋯⋯⋯···(145)
水系⋯⋯⋯⋯”⋯⋯⋯⋯⋯⋯．-⋯⋯⋯⋯“(145)

水系的组成及其特征⋯⋯⋯⋯⋯⋯⋯⋯⋯·“(145)

迳流的形成与补给⋯⋯⋯⋯⋯⋯⋯⋯⋯⋯⋯(147)

水文特征⋯⋯⋯⋯⋯⋯⋯⋯⋯⋯⋯⋯⋯⋯⋯(150)

涪江及其主要支流⋯⋯⋯⋯⋯⋯⋯⋯⋯⋯⋯(158)

第二节地下水⋯⋯⋯⋯⋯⋯⋯⋯⋯⋯⋯⋯⋯⋯⋯(166)

一地下水类型⋯⋯⋯⋯⋯⋯⋯⋯O BOIOB⋯⋯⋯⋯(166)

二地下水储量⋯⋯⋯⋯⋯⋯⋯⋯⋯⋯⋯⋯⋯⋯(167)

三地下水水质⋯⋯⋯⋯⋯⋯⋯⋯⋯⋯⋯⋯⋯⋯(170)

第三节水资源及利用⋯⋯⋯⋯⋯⋯⋯⋯⋯⋯·⋯··(175)

一水资源构成⋯⋯⋯⋯⋯⋯⋯⋯⋯⋯⋯⋯⋯⋯(175)

二水资源利用⋯⋯⋯⋯⋯⋯⋯⋯⋯⋯⋯⋯⋯⋯(175)

第五章土壤⋯⋯⋯⋯⋯⋯⋯⋯⋯⋯(Z81)
第一节土壤的形成和分布特点⋯⋯⋯⋯⋯⋯⋯⋯(181)

一成土因素⋯⋯⋯⋯⋯⋯⋯⋯⋯⋯⋯⋯⋯⋯⋯(181)

二土壤分布规律⋯⋯⋯⋯⋯⋯⋯⋯⋯⋯⋯⋯⋯(183)

第二节土壤类型及其特征⋯⋯⋯⋯⋯⋯⋯⋯⋯⋯(185)

·4。



一水稻土类⋯⋯⋯⋯⋯⋯⋯⋯⋯⋯⋯⋯⋯⋯⋯(187)

二黄壤类⋯⋯⋯⋯⋯⋯⋯⋯⋯⋯⋯⋯⋯⋯⋯⋯(195)

三黄棕壤类⋯⋯⋯⋯⋯⋯⋯⋯⋯⋯⋯⋯⋯⋯⋯(201)

四揭土类⋯⋯⋯⋯⋯⋯⋯⋯⋯⋯⋯⋯⋯⋯⋯⋯(207)

五棕壤类⋯⋯⋯⋯⋯⋯⋯⋯⋯⋯⋯⋯⋯⋯⋯⋯(214)

六暗棕壤类⋯⋯⋯⋯⋯⋯⋯⋯⋯⋯⋯⋯⋯⋯⋯(215、

七棕色针叶林土类⋯⋯⋯⋯⋯⋯⋯⋯⋯⋯⋯⋯(219)

八沼泽土类⋯⋯⋯⋯⋯⋯⋯⋯⋯⋯⋯⋯⋯⋯⋯(220)

九亚高山草甸土类⋯⋯⋯⋯⋯⋯⋯⋯⋯⋯⋯⋯(224)

十高山草甸土类⋯⋯⋯⋯⋯⋯⋯⋯⋯⋯⋯⋯⋯(225)

十一高山寒漠土类⋯⋯⋯⋯⋯⋯⋯⋯⋯⋯⋯⋯(227)

第三节±壤区划⋯⋯⋯⋯⋯⋯⋯⋯⋯⋯⋯⋯⋯⋯(228)

一低中山河谷黄壤土区⋯⋯⋯⋯⋯⋯⋯⋯⋯⋯(230)

二中山黄壤土区⋯⋯⋯⋯⋯⋯⋯⋯⋯⋯⋯⋯⋯(232)

三中山黄棕壤土区⋯⋯⋯⋯⋯⋯⋯⋯⋯⋯⋯⋯(235)

四亚高山暗探壤革甸±区⋯⋯⋯⋯⋯⋯⋯⋯⋯(236)

第六章植被⋯⋯⋯一⋯⋯⋯⋯⋯⋯-(238)
第一节植被的基本特征及分布规律⋯⋯⋯⋯⋯⋯(238)

一植被的基本特征⋯⋯⋯⋯⋯⋯⋯⋯⋯⋯⋯⋯(238)

二植被的分布规律⋯⋯⋯⋯⋯⋯⋯⋯⋯⋯⋯⋯(239)

第二节植被类型⋯⋯⋯⋯⋯⋯⋯⋯⋯⋯⋯⋯⋯⋯(243)

一阔叶林⋯⋯⋯⋯⋯⋯⋯⋯⋯⋯⋯⋯⋯⋯⋯⋯(243)

二针叶林⋯⋯⋯⋯⋯⋯⋯⋯⋯⋯⋯⋯⋯⋯⋯⋯(245)

三针阔叶混交林⋯⋯⋯⋯⋯⋯⋯⋯⋯⋯⋯⋯⋯(252)

四竹林⋯⋯⋯⋯⋯⋯⋯⋯⋯⋯⋯⋯⋯⋯⋯⋯⋯(252)

五灌丛⋯⋯⋯⋯⋯⋯⋯⋯⋯⋯⋯⋯⋯⋯⋯⋯⋯(253)

·5·



六山地草丛⋯⋯⋯⋯⋯⋯⋯⋯⋯⋯⋯⋯⋯⋯⋯(256)

七草甸⋯”⋯⋯⋯⋯⋯⋯⋯⋯⋯⋯⋯⋯o．o,V⋯⋯·(257)

八瘴石滩植被⋯⋯⋯⋯⋯⋯⋯⋯⋯⋯⋯⋯⋯⋯(258)

第三节檀被资源爰稠用⋯⋯⋯⋯：⋯⋯⋯⋯⋯⋯”(259)

一森林资源⋯⋯⋯⋯⋯⋯⋯mS@l e·" a⋯⋯(259)

二草被资源⋯⋯⋯⋯⋯iOO BOlilD··O OIgOOO·⋯⋯⋯·(266)

三其它植物资源-．．．⋯⋯⋯⋯一⋯⋯⋯⋯⋯⋯⋯·(268)

纂四节王朝自然保护区植被⋯⋯⋯⋯⋯⋯⋯⋯⋯(280)

一保护区建立前的植被⋯⋯⋯⋯⋯⋯⋯⋯⋯⋯(280)

二玉朗植韧释落与环境的关系⋯⋯⋯”⋯．．．⋯·(281)

．三衍竹与生态环境的关系⋯⋯⋯⋯⋯⋯⋯⋯⋯(282)

第七章动物⋯⋯⋯⋯⋯⋯⋯⋯一⋯(283)
第一节野生哺乳动钧““⋯⋯⋯⋯⋯⋯⋯⋯⋯⋯··(283)

一国家重点保护的哺乳动物⋯⋯⋯⋯⋯⋯⋯⋯(286)

二毛皮、革用动物⋯⋯⋯⋯⋯⋯⋯⋯⋯⋯⋯⋯(291)

三药用动物⋯⋯⋯⋯⋯⋯⋯⋯Oo@OiOOOU⋯⋯⋯⋯(291)

籍二节鸟类⋯⋯⋯⋯⋯⋯⋯⋯⋯，．．⋯⋯⋯⋯⋯”(294)
一重点保护鸟类⋯⋯⋯⋯⋯⋯⋯⋯⋯⋯⋯⋯，(294)

二药、羽用鸟类⋯b to DD DOi⋯⋯⋯⋯⋯⋯⋯⋯⋯(298)

第三节爬虫类与两牺类⋯⋯⋯⋯⋯“⋯⋯·OQI ptp”U(300)

一爬行动物⋯⋯⋯⋯⋯⋯⋯⋯⋯⋯⋯⋯⋯⋯⋯(300)

二两栖动物⋯⋯⋯⋯⋯⋯⋯⋯⋯⋯⋯⋯⋯⋯⋯(300)

第四节鱼类⋯⋯⋯⋯⋯⋯⋯⋯⋯⋯⋯⋯⋯“⋯⋯·(302)

一水面资源⋯⋯⋯⋯⋯⋯⋯⋯⋯⋯⋯⋯⋯⋯⋯(302)

二鱼类种属及分布⋯⋯⋯⋯⋯⋯⋯⋯⋯⋯⋯⋯(303}

第五节昆虫⋯⋯⋯⋯⋯⋯⋯⋯⋯⋯⋯⋯⋯⋯⋯⋯(304)

·6。



一农作物主要常发性害虫及危害⋯⋯⋯⋯⋯⋯(304)

二林业(包括果树)主要常发性害虫及危害⋯⋯⋯

·⋯············⋯⋯··⋯·····-·········⋯····⋯⋯⋯··⋯(310)

三害虫天敌——昆虫⋯⋯⋯⋯⋯⋯⋯⋯⋯⋯⋯(313)

第六节王朗自然保护区⋯⋯⋯⋯⋯⋯⋯⋯⋯⋯⋯(319)

一保护区的地理环境⋯⋯⋯⋯⋯⋯⋯⋯⋯⋯⋯(319)

二动植物的垂直分带⋯⋯⋯⋯⋯⋯⋯⋯⋯⋯⋯(320)

后记⋯⋯⋯⋯⋯一⋯一⋯⋯⋯”⋯⋯⋯(321t,321)后记”一”””““”“⋯“一““一””””“’ ，

参考资料⋯⋯⋯⋯⋯⋯⋯⋯⋯⋯⋯⋯⋯⋯(323)

·7。



概’述

平武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

的东缘地带。地理座标：东经103。50’31”～104’58’13”，北纬

31。59’31”一33。02’41”。东邻青川县和江油市，南连北川县，西

靠松潘县，北接南坪县和甘肃省文县。是绵阳市辖区西北端

的一个县。县境从西北至东南245．3公里，从西南至东北78

公里．幅员面积5947．83平方公里。平武县的地理环境、自

然资源以及自然灾害都各具特点．

一、自然概貌

平武县境具有典型的山地自然景观，各种自然要索无不

打上山地垂直变化的烙印．县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

为极高山、高山，向东南逐渐降为中山、低山。海拔1000米

以上的山地，占县境幅员面积的93．5％。县境不仅山地面积

大，而且地势起伏十分突出。西北部最高山峰雪包顶，海拔

高达5400米，东南部平驿乡椒园子涪江河谷海拔仅600米，

两地高差竞达4800米。县境山地主要由近南北向的岷山山

脉、近东西向的摩天岭山脉和北东一南西向的龙门山脉组成，

这些山脉纵横交错，被涪江上游水系深切，构成一幅山高谷

深的山地地貌景观。平武县的这种山地地貌景观的形成与平

武的地质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县境大地构造位置正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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