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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地理概貌

辽阳县位于东经l 22 635／一123。4 1 7，北纬40。42／一41。29／。地皇l、

辽宁省中部。北邻辽阳市区、灯塔县；南与鞍山市、海城市、岫

岩县、凤城县接壤；东与本溪市、 本溪县毗连：西以浑河与辽中

县、台安县相望，中间被辽阳市区割开，将县境分’为东西两块。南

北宽8 r、公里，东西长9，9／一,＼里。据19 82年农业资源普查结果全县总

土地面积2 42 7．93万亩，其中耕地1 24．93万亩，占总土地-4面秽的

29．2％；林地1 GO．04万亩，占37．4％；水域23。53万亩，占5．5％；牧

草地47．517万亩，占l 1％；园地7·4 3万亩，占2％；居民点及工矿用

地42。26万亩，占1 0％；交通用地5,90万亩、占1·6％；未利用土地8．0

8万亩，占1．8％。 一

县内地势地形较复杂，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由东南向西北．

倾斜，高差悬殊。有低山、丘陵、平原、沿河。全县大体是“六山一

水三分田”。东部为丘陵山地，面积295．73万亩，占总面秽的69．1％：

西部为沿河平原，面积132．2万亩，占总面积30．9％。东部为长白

山系的千山山脉向西北的延续部分，属于低山丘陵。 较大的山峰

有八、九十座，一般海拔在500米以上， 其中最高的是水泉满萨

自治乡的大黑山，海拔1 l 8。1．3米。最低点海拔5米，位于沿河平置-

的唐马寨镇。

辽阳县历史悠久，1 94 8年1．=1月，辽阳县解放后，设县建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市、县分治，属辽东省管辖。市政府、



县政府均设在辽阳古城内。l 9s眸属辽阳专区。．1 958年撤销专区，

J9 F_,9年2月，市、县合并成立辽阳市隶属鞍lb市、1 9 6 1年1月市、县

分治，辽阳县隶属鞍山市。】965年。4月，辽阳县直属辽宁省所辖。1 9

6 6年辽阳县又属辽南地委直接领导。1 9 68年8月舍乡‘t-为辽阳市。把

辽阳县分为沙岭、兰家、灯塔三个县级区。1 978年5月沙岭区和兰

家区合并为首山区，隶属辽阳市．1 9 8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

辽阳县建制，属辽阳市管辖，县政府设在首山镇．

目前、我县现行行政设置2上个乡镇，其中9个镇、12个乡(包

括3个满族自治乡)，342个村，5 2个居民委员会，1 967个村民组．

总户数l 62,8 l 2户。其中农业户i 43,565户，占，鬯、户数的88．2％。总人

口60 3,]35人，其中农业入口52 9,582人，占总人口的’87．8％

附图表1—1 附图表l一2 ．

全县有l 1个民族、其中以汉、满、朝鲜族为多，还有蒙古、

回、锡伯、壮、苗、布依、侗、瑶等少数民族．

由于我县地势地貌复杂，东馨属千山山脉延伸部分的丘陵L【?

通，地下蕴藏着各种矿藏。地上生长着各种动植物，是我县林、

果、蚕、矿生产基地。西部是浑河、太子河冲积的沿河平原，土质

肥沃、地势平坦，水域广阔，被誉为我县的“鱼米之乡”，是全

国、省重点商品粮，瘦肉猪、淡水鱼生产基地．

自然概况、

(一)、 气候：

辽阳县地处我国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之中。由于地形复

杂、地势高差悬殊，土壤种类多、河流分布等原因，形成地区间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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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差异明显。全县多年平埒气温7．1-8．J7℃。最高气温在七月份

3 8"c；最低气涮在一月份为t-2'3．7 ec，o月平均气温，丘陵比山地，

一般高1．5℃至2℃，比平原高o．5℃至1℃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752．

9毫米，最多年(1964)降水量1048．8毫米；最少年(1 958)降

水量493．1毫米。相对温度为63％，8月份最大79％，5月份最小49

％。降水量一年四季分布不均，全年春季降水量约占年降水量的

l 4—1 5％；夏季占6 l一62％；秋季占l o一2l％；冬季占3—4％。

太阳能总辐射量常年平均为129．2千卡／平方厘米， 生物辐射

为63．4千卡／平方厘米；活动积温3 8 1 7．9 oc。

多年平均无霜期为1 59天，最长可达1 88天，最低年仅l 3 7天；

初霜日。多年平均在lo月1日，最早初霜在9月1日，终霜日多年平

均在4月23日，最晚(1 972)出现在5月1 6自。

土壤开始结冻最早期为1 1月5日，稳定冻结日期为11月l 1日

左右； 最晚解冻日期为4月1 2日， 稳定解冻日期约在4月1 3日左

右；最大冻层为l 26匣米，最小冻层为7 l厘米．平均冻层1】1厘米；

封冻期约4个月，融通日期4月l 5日。

我县为季风大陆性气候，冬季多北、西北风，最大风速1 5米／

秒；春夏多东南风，最大风速l 9米／秒．

(二)、 土壤植被：

土壤种类较多，有3个土类，6个亚类，2s个七属，5 9个土种。

其中棕壤土类67．1 62,万亩，占全县土壤面积的63％；草旬土类l 03。2

万亩，占24．．1％；水稻土类2 9．7万亩， 占7呢全县以沈大公路为

界，以东多属棕壤士．，以西多属草甸土，水稻土，为河流淤积而成

一．3一



植被。以华北植物种为主，还有长白植物种的交铑分布。据z 9

．82年辽阳县农亚森林草场资源调查情况统计，分布在全县境内的

植被有J；f 2D o余种，其中有木本科、禾本科、豆科和多种杂草，有3 5

％以上的植被都可供各种动物食用．另外，在我县东部山区还有

些有毒类植物，如乌头草(乌毒根)等十余种·

(三)、 水力资源

全县水力资源较丰富，地表、地下水总量为J2。8 z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为5．71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7．7亿立方米，年可采量

5．2乞立方米。、县境内主要河流有浑河、太子河流经县内西部平原

沿河区，其支流有杨柳河、运粮河、南沙河、柳壕河等四条河流。

柳壕河上支流有北地河．干沟河兵马河等三条小河。东部山区有

太子河、汤河东支，汤河西吱、兰河筝三条河流，自南向北流入汤

河、蓖窝两犬水库后泄入太子河等j4条河流，总长度为479·66公

里。有j弋小水牵5壅．其中有省管汤河、葭窝水库两座。我县境内

总库容量为2fj。3 4亿立方米。同时：至有冷泉2 4个，大小坑塘、水．

泡9 1 3个，总面积f 8,z44'亩。

(四) 野生动物资源：

全县有野生动物j50多种。

兽属有： 豹、野猪，狼、狍、獾、狐、貂、野竞、狸(山狗子、

Llf猫)，貉、刺猬、黄鼬、艾鼬、花鼠、鼠等。

禽葛育： 鹳、鹤、山鹰、鹞鹰、雀鹰、猫头鹰、大杜鹃(

布谷鸟)、戴胜、黄鹂、啄术鸟、家燕、麻燕、雅、乌鸦、山老

鸦、野鸭、鸯鸳、翠鸟(水扎子、 叼鱼郎)、 雉(野鸡)、 树



鸡、鹌鹑、鹁云，百灵鸟、腊嘴、麻雀。

两栖类有。 青蛙，蟾蜍、河龟。

爬行类有。 蛇(野鸡勃、贴树皮)，。蜥蜴。

(五) 自然灾害：

辽阳县自然灾害频繁，主要有洪涝，干旱、低温冷害，‘冰雹

等。

1、洪涝：我县西部沿河处于浑、太河及各小河流的下游，

常常发生洪涝灾害。据资料统计l950一1 97 1年的22年间里，各大

小河流决口溃堤32次，65处之多，较大的洪涝灾害发生4次。1 9

53年和l 960年两次洪水，全县受灾面积达1 02万亩，受灾人口3 6。

6万人，房屋倒塌10，328间畜禽被洪水冲去或淹死2万余头(只)，

灾后畜禽发生疾病死亡不计其数。每次洪水都给沿河乡镇带来巨

大损失。19 85年7—8月间，。冲决河堤4处，毁堤332米，重灾村1 00个，

受灾56)41 6p，人口218,054人；毁坏非民宅建筑物352座，民房

倒、3j952 1"司鼻损坏4,060间等，畜禽被冲走或淹死约2，750头(只j

洪水后畜禽发病5 000头(只)、’死亡2，0 70头(只)。造成经济损失
●

1 809 1．7万元、

2、内涝：由于汛期暴雨集中，强度大，区内大小河流洪水位高

持续时间长。内水不能及时夕卜排，常常积水成灾’。1975年以前西部

平原沼河几乎年年有内涝发生。1 956．1 962两年内涝灾害，受灾面

积达3 5。2万亩，减产粮食85 89万斤。特别是1 985年发生的内涝也

很严重。一般降水仍有涝灾发生。常造成饲草料紧缺和质量低劣

或造成畜禽中毒如刘二卜、唐马，穆家等乡镇发生霉玉米中毒等。



3、春旱。据资料统计’：除春旱外，伏前旱和秋吊也经常出、

现．从1 962—1 98 s年就发生旱象和于旱l 7次之多，因干旱而形成

的潜在也是很大的．

4、低温冷害；低温冷害主要发生在8月中旬、九月上、

中旬。从冷害类型发生时间规律来看，延迟型冷害平均7—8年发

生一次；危害作物障碍型冷害平均3—4年发生一次，混合型平均

1 5#-发生一次．这些低温冷害，不但对动、植物的生长发育造成

不良影响，并容易诱发畜禽某些疫病．

5、风害：以大风为例，春季出现最多，夏秋、冬季出现较

少．据有关资料统计，强风历年平均27·4天，最多年l 06,'-年出现47

天，最少年l 967年出现l 6天；大风历年平均1 3．6天，最多年I 96 1

年出现3 6天，最少年l 967年没有出现。从风害的风向频率看，西

南风是主要风害，西南强风频率最大，古65．5％，西南大风频率也

最大，达53．8％。

6：冰雹：每年春、夏、秋三季出现数次、程度不同的冰

雹，主要危害平原沿河乡镇．每年平均受害农瓯菜田数千亩，严

重年份达上万亩．



图表l—l

辽阳县

乡 镇 名 称 乡镇所辖村数 村所辖组数 备 注

首 山 镇 3 19

29 130刘 二 卜 镇。

27 146小 屯 镇

168小 北 河 镇 23

王21黄 泥 洼 镇 20

沙120岭 镇 23

206唐 马 镇

181诃 栏 镇

11隆 昌 镇

22首 山 乡

88穆 家 乡 2l

柳 壕 乡 14 69

兰 家 乡 18 56

82下 达 河 乡 13

下 八 会 乡 160

8 61塔 子 乡

上 麻 屯 乡 9 76

孤 家 子 乡 20
、

95

，

吉洞】2自治乡 83

水泉满族自治乡 lO 64

甜水满族自治乡 1 2 90

合 计 342 1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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