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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舒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是在国务院1979(111)号文件精神指导下，根据省、市

农业部门安排进行的。全县的土壤普查工作在县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组织下，由县土壤普

查办公室及土壤普查专业队具体负责进行。参加单位有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和吉林省上

营森林经营局。从一九八。年七月开始土壤概查，一九八三年七月结束内业汇总工

作。

这次土壤普查，共挖掘和观察土壤剖面2，173个，采集剖面分析样505个(剖面点

43个>，采集农业化祥2，183个，共化验土壤化学性质、机械组成等】1令项目21，142项

次，按规程要求绘制了县级十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土壤图等各种图件240幅、

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各公社(镇)图件27幅、七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各大队(场)

图件343疆。通过±壤普查，查清了全县土壤的类型、分布和性态。对全县±壤的肥力．

状况和生产性能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进行了土壤改良利用分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土壤

改良和培肥措施，对因土施肥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舒兰县土壤志》是这次土壤普查工作的最雷总结，是集体劳动酌成果。参船编写

的人员有(按章节先后为序)徐士忠、张大兴、温国臣、孙泽民等，并由张大兴整理完

成初稿。最后经省土壤普查技术顾问纽付组长、高级农艺师刘炜，及顾问、省农业学校

吴霖同志定稿。

在整个土壤普查过程中，得到吉林省农业学校吴霖，吉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战玉

林、王文党，吉林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张维清、付逸冲、杨永立、郑德文，王明义、李连

弼等同志的具体指导。

全县最后汇总工作在县农业局付局长方龙浩同志主持下进行，参加主要工作的还有

吴君、关凤春等同志。

化验工作分别由吉林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化验室、吉林市农科所土肥室化验室及舒兰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化验室完成。

舒兰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八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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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一、，地理位置和行政区辩

本县位于吉林省东北部，东经1260257-—一12704'57、北纬4‘3．o 5'7 7—-二．4 4．o 37，之间。

东与黑龙江省五常县接壤，北同榆树县糨连，压隅松花江与九台县相望，t南与采吉、，蚊

河二县为邻。南北宽60公里，东西长90公里。全县总幅员面积为4，557平方公里，处于

长自山向松花江平原过渡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地貌差异很大‘东部山区

海拔多在400米以上，最高的大秃顶出海拔为1，256米，中部台地海拔在2IO——350米之

间，地势波状起伏。．西部松花汪沿岸河谷阶地，地势平坦，、海拔为1170米左右，t嚣低处

在法蒋西部为f五6移米，构成本县卣东向：酉依次：努山地t台地和阶她的卣高到低。鲋明：受．不
同。

全县共有二十_个人民公社一两个镇、三百=十五个犬队，三千二百九十个生产
队。

二、社会经济概况、

据县统计局一九／kO年统计，全县存63'1，106人，比一九六五年增]Jnl84，∞3人(一九．

六五年总人口为446，703))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4％。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138人。农村劳动力93，598人。全县耕地面积为137．78万亩，其中水田31．11万亩，按农

村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18亩。

全县共有大牲畜50，820头，’其中牛24，298头、马19，883匹。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648混合台、3I，17·z马力，手拖1，470台、17，640马力，各种农机具2，8 51台，水稻插秧

机300台，．农业排灌机械"485f宝，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自然概况

(一)气象

本县属手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严寒少雪，夏季温暖多雨，春秋短暂而爹晴日：、叠

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为3。60C。一月。为全年最冷月t，．月‘平均气温为零卞t9 oC，．极j端

最低气温为零下42．6。C。七月份为全年最热月，月平均气温为22．2 oC，极端最高气

温为36．60C。地表(Ocm)年平均温度为5．20C，比年平均气温高1．．60e。由于冬季

严寒，持续时间较长，土壤有季节性冻层，冻土最深达1。74米，土壤结冻时间190天左

右。垒县由于地势添浔各罐冤藉期差f箅穰大，榜霜朔中画择评讶崔9ni30日‘，，终霜茬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日，无霜期140天左右。东部山区初霜比中西部早7天以上，终霜期可延迟到5月下旬，

无霜期110—115天。平均活动积温为2，320—2，940度。年降水时空分布很不均匀，
夏季最多’，冬季最少。在地域分布上，山区多于平原，有随地势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年

平均降水量672．2毫米，最大降水量可达927．9毫米。全年降水量大部分集中在6、7、8月

份。其中七月最多约占总雨量的26％，一月最少。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2，493小时，占全

年可照时数的56％，是吉林地区日照时数最多地带。全县太阳幅射年总量117．3千卡／平

方厘米，以5、’6月为最高，平均为14．2千卡／平方厘米，两个月占年总量24．2％。全

县光、热，水等气象条件较适合各种作物一年一季的生育。

我县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为低温冷害，一早霜：冰雹、内涝和干旱’。温度是影响农作物

～产量的主要因素，粮食产量与5—9月积温成正相关。

(二)水文

本县河流属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两大水系。二松水系在我县境内有两个较大支流，

组成二松流域，面积483．3平方公里。拉林河水系有较大支流三条(卡岔河、细鳞河和

呼兰河)，加上拉林河干流组成四个流域。卡岔河流域有支流六条，流域面积953．3

平方公里。细鳞河流域有支流十三条，流域面积为1，251．3平方公里。呼兰河流域有支

流十条，流域面积1，542．2平方公里。拉林河流域有支流三条，流域面积327平方公里。

本县水资源比较充足，以二松、卡岔河、细鳞河、呼兰河和拉林河为骨干河流与百

余条大小河流构成五个流域贯穿全县，其流向从东南向西北，水系发达，流向有利。年

总降水量为31．85亿立方米，其中6—9月降水占全年65—75％。年降水迳流深223．3毫米，

年迳流量10．17亿立方米。保证率P=80％，水瓷源量为5．85亿立方米。地下水年资源为

3．56亿立方米，年可利用量0．77亿立方米。全年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总量为11．2亿立方米。

(三)地质

本县大地耕造属于吉林复向斜北翼。由予华力西运动花岗岩侵入，使二迭纪地层发

生演变，后经燕山构造运动和新构造运动的影响，构成了现代的地质构造的基本格局。上

营一榆树沟东西向断裂构造带，它控制着华力西期和燕山期花岗岩，并使上古生代地层

发生褶皱。天德经朝阳至凤凰山广大隆起地区，受一系列冲断层挤压，前古生代、古生

代、侏罗系、白垩系地层都卷入到这个构造体系之中。松辽盆地东都边缘断裂带，见中

生代的侏罗纪、白垩纪地层。伊、舒地堑断裂带见中新生代地层。新构造运动(喜马拉

雅运动)，产生不均衡的升降运动，长白山隆起带，以相对的地域性上升为主，河流沿

着北北西向张扭性断裂带方向分布。在河流局帮地段为断裂式的山间盆地，同时堆积第

四纪冲积、洪积物，构成黄土台地及现代河谷堆积地形。

(四)地貌

．

‘

我县地处长白山区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境内分布长白山余脉多条，向西经山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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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过渡到二松冲积平原，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海拔高程从榆树沟大秃顶子

1，256米到法特二松沿岸的最低处162米?1相对高差1，094)畏。明显的分布为山地、台地
和沿江河阶地三部分。

1、河谷平原区

主要分布在我县西部的二松及卡岔河上游区，为冲积阶地、河漫滩组成的平原，地

势平坦，海拔162米到175米，相对高差10米左右。复盖着第四纪冲积物。在细鳞河、呼

兰河等河谷及山间台地亦有带状分布，海拔为200—230米：土壤多为冲积土、水稻土、

黑土、草甸土等。

2、，黄土台地

分布在二松、卡岔河、细鳞河、呼兰河中下游地区，海拔为180一250米。地表由更

新统黄土复盖，只在局部有自垩纪地层出露。台地经剥蚀已明显起伏，，地形破碎。土壤

以白浆土为主。

3、山，区 ．

，‘

广泛分布于本县东部，其间有河流贯穿，海拔多500一1，200米，相对高差250二800

米。岩石主要见花岗岩、片岩、页岩、玄武岩等。土壤为灰棕壤、白浆土、水稻土、泥

炭土等j‘ ，

(五)植被

本县原始植被类型属长自山植物区系。东部和中部是以针阔混交为主的森林，西部

为森林草甸草原和草甸草原。由于原始植被的破坏，目前分布大面积的次生阔叶林和巯

林草甸，中部台地和西部阶地则己大部被开垦为农田。全县现有林地面积为419．5万

亩，占总幅员面积的61．37％，森林复被率44．70％。

(1)针阔混交林。主要针叶树种有红松、落叶松和杉，阔叶树种有榆、椴、色、

桦、柳、杨、水曲柳、胡桃楸、黄波萝等。林中还有胡枝子、榛柴等灌木，以及山葡萄租

弥猴桃等藤本植物，仅在青松林场还有部分原始森林。

2、次生阔叶林。

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山区之外围，以柞树为主，并伴生杨、桦、柳等乔木。还有小灌

木生长于其问，复被率可达30—40％。解放以来逐年人工栽植的落叶松等，形成了点块

状大小不等的人工针叶林。

3、疏林草甸。

主要分布在各河流沿岸和山问谷地。在低平地主要树种有胡桃楸、柳、水曲柳等。

草甸植物主要是苔草、小叶樟、三梭草、芦苇等。在坡地树种主要是柞、桦、榆等。下

草有红毛公、地榆、败酱、蕨类等。江河沿岸还零星成块的生长着柳丛。

4、草甸一沼译植被。

主要分布山间、台地间和河谷低地，原始草甸植被以小叶樟、苔草为主，现多不

存，而生长湿生杂草。沼泽附近以苔草为主，还有蒲、苇、三棱草和泽兰等。

·3·



四、农林牧渔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生产

舒兰县农业生产为一年一熟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大豆，还有谷子、高梁及油

料作物。1980年全县农林牧付渔业总收入为9，331万元，其中农业生产为7，874万元，占

84％。据1980年统计资料，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37．7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为101万亩，占耕地面积73．3％。水稻311，145亩，占耕地面积22．58％，玉米420，122亩，

占耕地面积30．49j|；，大豆229，017亩，占耕地面积16．62；|；，经济作物面积45，941亩，占耕

地面积3．33％。各种作物播种面积19 80年与19 59年相比，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较多，

而大豆面积明显酌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由19 59年的17．4％，上升到2s．1％，绝对增加

86，460亩(按资源调查数1980年比19 59年水稻面积增加一倍)。玉米播种面积由19 59

年的8％上升到33．8％，增加307，502亩。大豆面积由1959年占37％下降到118．4％，减少

248，958亩。

建国三十多年由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的改进，粮豆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九八。

年粮豆总产43，714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的32，088万斤增长38．2％，比一九五九年增加

28．6％。其发展情况，五十年代(19 50一1959)的1952年粮豆总产达36，975万斤，是五

十年代的最高纪录，总产比1949年增长15．2％，大豆总产增加93％。19 53—1959年粮豆

总产在19 49年产量水平上下徘徊。六十年代(19 60—19 69)粮豆产量波动较大，1962年

最低，仅21，467万斤，为1949年总产的66．9％，19 66年恢复到19 52年水平，总产达

37，609万斤。到七十年代(1970一1979)，粮豆总产有较大的突破，有四年(1973、

1974、1975、1978)粮豆总产超过55，000万斤，是前=十年的最好水平，但是产量波动仍

很大。增产的原因主要是水稻、玉米面积扩大；裁培技术提高，尤其是密度增加较多。

同时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五十年代初仅施少量硫酸铵，19 59年全县化肥用量1，051

吨，19 80年化肥量达20，9 80吨，其中氮肥为20，365吨，比1959年的1,051吨增加近zO

倍。

(二)林业生产

我县森林资源比较丰富。森林面积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八个山区公社。总林材

蓄积量约为2，066万立米。在林业资源中幼令林地约为43．8万亩，中令抹241．5万亩，成

熟林49．4万亩。林木的生产与经营除省上营森林经营局外，还有12处国营林场，其中7个

经营林场，5处造林林场，此外还有苗圃2处，社办林场4个，大队林业专业队109个。

据统计森林年增长量约为20万立米，采投量(包括上森局t萝为18．7万立方米。．

(三)牧业生产

我县牧业生产以大牲畜和养猪为主，还有羊、鹿、兔和家禽等。据统计1980年全县

·4·



养牛24，039头，马20，605匹，骡4，624头，驴2，49 2头。1980年末生猪存栏数为126，374

头，能繁殖母猪为13，919头。当年出栏肥猪61，558头。以个人家庭养猪为主。据资源调

查结果，全县农付产品秸棵类年产可达30，838万斤，饲喂用量15，881万斤。秕谷类

1，768万斤，糠饼糟类8，235万斤，．可供发展猪、羊、鹿、家禽．之用。。全县有草地

218，|451亩，可供放牧的林间草地379，840亩，可以发展以草食为主的牛羊饲养业。

、

(四)渔业生产

全县水面112，402亩，其中国营水库33，770亩，可养鱼水面为72，108亩。此外有可

养鱼的沼泽地50，000余亩。1980年养鱼水面达43，426亩，占可养鱼水面60．22％，近年

来社员积极利用各种水面养鱼，到1982年养鱼水面达52，360亩，占可养鱼水面73．6％，

比鱼产量1980年比19 73年增加94％j亩产增加一倍。1982年全县成鱼产量达73 5吨，又

成1980年增加一倍多，平均亩产为28．1斤，有的养鱼专业户亩产达550斤。养渔业迅速发

展，主要是落实了政策，给社员划分水面使用权，调动了社员养鱼的积极性。

．附：舒兰县行政区划一览表，

舒兰县各种作物播种面积构成表，

舒兰县主要农作物产量构成表，

舒兰县积温与降水分布图， ’·

舒兰县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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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县各种作物播种面褪塑盛塞 单倍：亩

水 稻 小 麦 玉 米

鬻 播种面积· 占 总 占 总 占总面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积％ 面积％ 积 ％

1949 1．665．400 87。400 5．2 471，180 28．3

1950 1，690，800 93．360 5．5 35，600 2．1 338．280 20．0

1951 1，662，100 92。925 5．6 54，100 3．3 294，240 17．7

1952 1．669，700 95，955 5．7 64．100 3．8 304，090 18．2

t953 1，565，130 98，700 6．3 50，000 3．2 257，‘05+5’ 16．4

1954 1，．603，530 115，590 7．2 50，800 3．2 260，115 16．2

1955 1，590，390 127，275 8．0 21，000 1．3 282，075 17．7

1956 1，611，465 234．795 14．6 8，800 O．5 256，125 15．9

1957 ‘1，54"1，130 253，815 16．5 5，500 O．4 256，125 16．6

1958 1，454，280 267，465 18．4 6，800 0．5 166，669 11．5

1959 1，440，165 224，685 15．6 22，200 1．5 112，620 7．8

1960 1，485，150 288，840 19．4 34，200 2．3 112，245 7．6

1961 1，422，180 210，705 14．8 57，400 4．O 122，220 8．6

1962 1，422，510 147，960 10．4 24．700 1．7 186．990 13．1

1963 1，298，655 139，005 10．7 13，700 1。1 187，185 14．4

1964 1，312，245 153，345 11．7 14，600 1．1 119，465 9．1

1965 1，315，335 172，170 13．1 21．000 1．6 211，335 16．1

1966 1，465，226 224．444 15．3 15，000 1．O 334．751 22．8

1967 1，445，812 282，454 19．5 16，000 1．1 288，892 20．0

1968 1，407，569 292，428 20．8 25，000 1．8 262，770 18．7

1969 1，388，184 312，039 22．5 31，000 2．2 224，923 16．2

1970 1，380，081 323．163 23．4 25，300 1．8 214，233 15．5

1971 1，378，573 314．039 22．8 49，000 3．6 255，178 18，5

1972 1，368，228 306．155 22．4 31，000 2．3 300，587 22．0

1973 1，368，169 242，361 17．7 22，000 1．6 441，927 32．3

1974
’

1，371，676 254，707 18．6 18．600 1．4 521，390 38．0

1975 1，366，890 317，037 23．2 20，400 1．5 413，584 30．3

1976 1，365，934 385，269 28．2 19，000 1．4 396，286 29．O．

． 1977 1，364，186 359，596 26．4 46，000 3．4 365，712 26．8

1978 1，363，633 360，781 26．5 31，000 2．3 366，306 26．9

1979 1，358，561 337，506 24．8 23，600 1．7 389，868 28．7

1980 I．377，800 311，100 22．6 14，500 1．7 420，100 3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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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亩

蒗
高 粱 谷 子 大 豆 ．经济作物

占 总 占 总 占 总 占 总
面 积 面 积 伺 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 1949 260，235 15．6 226．995 13．6 361，505 21．7 45，000 2．7—

1950 359，312 21．3 177，780 10．5 422，385 25．0 46，600 2．8

1951 289．545 17．4 199．650 12．0 463，215 27．9 82，100 4．9

1952 260，703 15．6 239，130 14．3 405．090 24．3 59，200 3．5。

1953 305，370 19．5 236，970 15．1 389，520 24．9 34，600 2．2

1954 249，435 15．6 218．145 13．6 426．345 26：6 33，700 2．1

1955 213，225 13．4 235，500 14．8 356，280 22．4 30，500 1．9

1956 206，625 12．8 231，750 ．14．4 425，430 26．4 56，000 3．5

1957 172。965 11．2 201．144 13．1 389，085 25i2 46，200 3．-0

1958 177，660 12．2 219，000 15．1 375，785 25．8 38，500 2．6

1959 134，．319 9．3 18t，170 12．8 477，975 33．19 46．100 3．2

1960 165．060 1．1．1 180，045 12．1 469．165 31．6 35，100 2．4。

1961 171．432 12．1 182，385 12．8 435．015 30．6 26，400 1．9

1962 227，010 16．0 189，330 13．3 401，370 28．2 22．000 1．5
●

1963 206．436 15．9 215，865 16．6 371，520 28．6 22，100 1．7

1964 222，180 16。9 221，715 16，9 340，800 26．0 22，800 1．7

1965 212，625 16．2 221，055 16．8 326，460 24．8 26，000 2．0

1966 158。134 10．8 205 881 14．1 294，563 20．1 21i000 1．4

1967 146，002 10．1 205，247 14．2 282，974 19．6 20，000 1-4、
—

1968 152，964 10．9 199，867 14．2 270，673 19．2 17，000 1．2

1969 154，670 11．1 203．069 14．6 264．386 19．0 17，000 1．2，

1970 123，646 9．0 205，061 14．9 264．775 19．2 15，900 1．2．

1971 137，319 10．0 196．1】2 14．2 257，063 18．6 16．000 ．1．Z

1972 124．224 9．1 172，734 12．6 258．072 18．9 18，000 1．3

1973 70，625 5．2 173，442 12．7 235，587 17．2 15，000 1．1

1974 67，295 4．9 140．825 10．3 223，300 16．3 16，600 1．2

1975 70，6】9 5．2 140．822 10．3 245，189 17．9 25，50( ’1．9

1976 55，463 4．1 102，672 7．5 232，037 17．0 28，000 ’2．0
—

1977 54，436 4．0 118．036 8．7 237，560 17．4 29．000 2．1

1978 61，077 4．8 119，911 8．8 。225，814 16．6 32，000 2．3

1979 70，678 5．2 ]21．762 9．0 227，231 16．7 23，800 1．8

1980 73，300 5．3 121．100 8．9 229，000 16．6 45，900 3．3

·8·



舒兰县主要农作物产量构成表

水 稻 小 麦 玉 米
年度 粮豆总产量

总 产 占总产％ 总 产 占总产％ 总 产 占总产％

1949 320，884 36，462 11．4 99，010 30．9．

1-950 326，764 39，938 12．Z 3，548 1，1 87，F列 2弓．9．

1951 306，302 36，210 11．8 5，870 1．9 77，166 25．2

1952 369，756 38，920 10．5 6。070 1．6 86，682 23．4．

1953 304，716 49，400 16．2 1，160 0．4 61，470 20．2

1954 330，980 48，220 14．6 3，788 1．1 69，168 20．9

1955 334，896 72，220 21．6 1，777． 0。5 73，698 22．0

1956 307．162 110，720 36．0 52，122 17．0、

．
1957 320，260 102，092 31．9 420 0．1 45，356 14．2，

1958 331，726 109，560 33．1 534 O．Z 37，724 II．4．

1959 339，890 105，670 31．1 2，482 0．7 42，022 12．4

●

1960 274，852 96，532 35．1 4，424 1．6 25，224 9．2

1961 238，192 80，5,18 33．8 3，192 1．3 23，856 10．0

1962 214，674 48，632 22．7 850 O．4 44，418 20．7

1963 316，190 68．720 21．7 l，304 0．4 68，596 Z1．7

1964 260，256 66，510 25．6 ．1，978 O．8 59，464 22．8

1965 296，730 87，942 29．6 2，398 0．8 65，160 22．0

1966 374。090 29，252 7．8 1，930 0．5 ∞，253 Z4．1

1967 446，020 179，317 40．2 2，9,t4 O．7 99，887 22．4．

1968 454．938 189，763 41．7 S．680 1．2 92．913 20．4

1969 264，354 107．895 40．8 6，240 2．4 39，603 15．0

1970 375，401 155，980 41．6 1，3,10 O．4 72，361 19．3

1971 462，367 189，733 41．0 5，686 1．2 104．251 Z2．5

1972 298，212 48，473 16．3 4，897 1．6 125，433 42．1

1973 571，459 35，162 6．2 3，869 O．8 211，332 37．0．

1974 553，195 75，611 13．7 3，367 0．6 246．276 ,14．5．

1975 621，947 232，583 37，4 3，830 O．6 234，895 37．8

1976 384，509 110，705 28．8 3，949 1．0 179，923 46．8．

1977 436，489 190，818 43．7 7，142 t．6 135，722 31．1

1978 556，283 208，352 37．5 6，182 王．王 205，301 36．9．

1979 492，643 156，379 31．7 3，877 0．8 197，163‘ 40．O ．

1980 397，955 173，452 43．6 2。828 0．7 153，419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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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粱 谷 子 大 豆
年 度

总 ’产 占总产％ 总 产 占总产％ 总 产 占总产％

1949 59，020 18．4 44．339 13．8 48。202 15．◇

1950 81．762 25．0 30，072 9：2 60，670 18．6

1951 67，134 2-1．9 34，738 10．6 66，764 9．1．8

1952 87．486 23．7 36．494 9．9 93，164 25．Z

1953 69，436 22．8 35 342 ’11．6 73，054 24．O

1954 58，465 17．7 42，520 12．8 79，406 24．0

1955 50，056 14．9 37，598 11．2 56．624 16．9

1956 32，224 10．5 23，542 7．7 70，350 22．9

1957 44，170 13．8 41，038 12．8 65，600 20．5

1958 41．960 12．6 48，936 14．8 60，304 18．2

1959 41，224 12．1 38，878 11．4 79，470 23．4
——

1960 43，Z54 15．7 28．996 10．5 65，Z16 23．7

1961 ,13，156 18．1 23，182 9．7 51，408 21．6

1962 44．126 20．6 22，308 10．4 41，346 19．3

1963 66。12B 20．9 39，668 12．5 51，12Z 16．2

1964 40．756 15．7 36，024 13．8 39，998 15．4

1965 44，736 15．1 38，216 12．9 39，732 13．4

1966 36·．690 9．8 37，652 10．1 51，962 13．9

1967 46，011 10，3 48，222 10．8 43，365 9．7
_——

1968 53，409 11．7 41 947 g．2 51．415 11．3

· 1969 25，842 9．8 41，652 15．8 34，092 12．9

·1970 28，980 7．7 ．50．900 13．6 39，772 10．6
——

。1971 45，67l 9．9 40。149 8．9 62，855 13．6

1972， 25，817 8．7 40，403 13．5 37，655 12．6
_-一

1973 27，218 4．8 51，262 9．0 56，670 9．9
——

1974 24，719 4．7 37。907 6．g 48．592 8．4

1975 31，654 5，1 44．014 7．1 51．964 8．4
’__——

1976 14，083 3．7 29．026 7．5 31，034 8．1

1977 16，123 3．7 30，672 7．O 38，741 8．9

1978 29，984 5．4 4D，016 7．2 46，559 8．4

1979 30，773 6．2 41．451 8．4 ,14，207 9．0

1980 24，817 6．2 25，467 6．4 43，439 1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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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程序方法

我县一九八一年五月由县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一百七十余名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进

行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于当年十二月末全部完成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汇总工作。

我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一九七五年拍摄的1：14，000和部分1：25，000的航空照片

为基础，外业进行现场调绘，调整变化的地物、地类，并勾划大队界线。公社成图，采

取航片镶嵌任意格网法转绘到精度要求的1：25，000地形图。县级成图，利用缩放仪将公

社1：25，000底图缩到1：50，000地形图。面积量算按规程要求的程序用分幅地形图理论

词积进行县、公社、大队的词积控制，分别用求积仪两次量算大队的各种地类面积，不

超过限差百分之一肘进行乎差：公社各种地类之和与理论控制面积之差不超百分之一，

即为公社幅员面积。全县各社面积累计与控制词积之差不超百分之一，即为全县幅员面

积。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

全县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总幅员。面积4，557．05平方公里，比历史上沿用的4，600平

方公里，少42．95平方公里。按国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我县十大类土地和j用面积

是：

1、耕地；调查面积1，835，279亩，比19 80年末统计数1，385，151亩增加450，128

亩，增加32．5％。其中旱田1，339，266亩，占耕地面积的72．8％，比19 80年1，071，461亩

增26，7804亩，增加24．99％；水田436，998亩，占耕地面积23．8％，比19 80年313，690亩

增加123，308亩，增加39．31％，菜田17，627亩。由于我县地形复杂，地块比较零星，在

调绘和转绘过程中难免遗漏，因此，个别地方耕地面积可能略小于实际面积。

2、园地：10，113亩，占总面积的0．15％。

3、林她；4，180，050亩，占总面积61．36％，其中森林3，195，000亩、占总面积

49．05％，疏林地146，805亩、占总面积7．94％，灌木林307，500亩、占总面积3．59％。

4、草地：218，450亩，占总面积3．2oA。其中散生木草地34，746亩。

5、居民赢：221，521宣，占总面积的3．24％

6、工矿用地：8，169亩，占总面积0．12％。

7、交通用地：63，975亩，占总面积0．94％。

8、水域；167，889亩， 占总面积2．46％， 其中水面112，生D1玄、 占水域面积的

66．9％。

9，特殊用地。1，302亩，占总面积0．02％。

10、难秘用土地：113，676富，其中沼泽缝108，558亩。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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