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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县农业志》是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办公室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下，由农

业局承担编写的。农业志的编写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整理了历史资料。从l 9 8 5

年元月至l 9 8 6年1 2月，以两年的时间，查阅了县、局，站档案和有关资料，去伪

从真，吸其精华，秉笔直书，完成了初稿汇编。然后送经县委，县政府等上级阅示和有

关专业人员磋商，反复修改，于l 9 8 8年l 1月正式审定铅印。

本志主要全面的、系统的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农业工作中的成就和经

验。全文由农艺师王荣同志执笔，编写体例，采取记叙文，分记事、图，表三个方面。

时间上溯无限，下限止l 9 8 4年，有些重要事件，延写到l 9 8 6年。全志共分十

章，40节，20 1页，2 4万多字。

第一章。概述了定西县地理位置、行政区划、自然条件、农业经济，农业灾害和主

要农业栽堵措施等基本状况，第二章。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叙述了从封建地主阶级土

地所有制，历经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至实行生产责任制等农业体制的变革与农

业生产的关系，第三章。农业的演变与发展，包括农业饥构的沿革、农业生产的演展，

农业结沟，农作物布局和耕作制发的演变改进以及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建设，第四

章。农业经营管理，包括从个体经营开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责任制等

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及效果，第五章。农作物主要栽培技术，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改土造田，增施有机H已料，合理施用化肥，耕作制度的改进和主要农作物栽培

技术，第六．扛。反映了小麦、洋芋、胡麻等主要粮油作物品种的新陈代谢I第七章·植

物保护，反映了本县农作物主要的病、虫、鼠害发生为害规律及防治措施，第八章一土

壤，反映了定西县1 9 5 9年和1 9 8 3年两次土壤普查成果一土壤的分类与分布、主
受土壤类型的形成与特性、土壤理化状况及墙肥，第九章，农业区划，反映了l 9 8 5

年定西县农业区划工作成果一农业分区、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主要措施的改进I第十
章。农业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主要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农业生产战

线上曾经出席过省级l≥J．1--．先进会议或者树为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主要业绩。

农业志的编写是一项新工作，同时专志包含莳多学科，多专业，内容广泛和具有严

格的科学技术要求，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因此，缺点错误再所难免，仅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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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概 况

地理位置

定西县位于甘肃中部，地跨北纬35。l 7r7 54臂至36。27 404'，东经104。127 48∥至105。17 6，

之间。东北与会宁接壤，南连陇西，渭源两县，东南，西南角分别与通渭，临洮县相接，

西=l匕和榆中县毗邻。有陇海铁路和西兰公路穿县而过，由榆中县直通省会兰州市，成为

兰州市之天然东大门·全县地形略似一顺立之正三角形(见图1～1)，南北长82．9公

里，东西宽73．3公里，总流域面积3638．711平方公里，折合545．80万亩，境内梁峁起伏·

沟壑纵横，诚如旧县志所载。 搿峦璋绵密如蜂房劳。海拨1700—2580米，地势最高点

的西南部东岳乡何家沟顶海拔2580米，最低点的西巩驿乡孙家坪川为1700米，相对高差

880米(各乡及其所属范围内的高程见表1～1)·

第二节 行政区划

定谣县历史悠久，开发较早。据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出土文物考证，远

在四千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夏、商、西周之际，属雍州之域，秦昭襄王二十八年
(公元8 2 8年)属陇右道之渭州和关内道之会州管辖。公元1143年开始设县，明，滑

两代曾改称安定县(1378年～'1914年)，置县己有840多年的历史。地处交通要道9据

《巩昌府志》记载。 “定西居省会之东，近在庭户"，搿走东泾平商贾毂绾，南连秦陇，

冠盏襟喉，北为金皋屏障，西扼伙河要津"。故人口较为稠密。明嘉靖中，就有3225户

36487人。清光绪三十四年为6646户，44876人。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发展列

11561户，70100人。现在(据l g 8 3年统计资料)全县共有70400户，371850人，除城

关镇外，还有二十五个乡(见图l～2)，293个村，2250F生产队，63266户农户，农业

人口为33Ti82人，农业劳动力148804个，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028人，民族以汉

族为主，还有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香泉，团结两个乡，约占全县总人

口的3．08％(各乡基本漪况见丧1～2)。 ．

第三节 农业经济情况

定西县有着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优越条件。据嘉靖《陕西通志》载，安定县有粮田

。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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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县各地高程裹
米)表l—l

乡(镇)范围 内
乡(镇) 乡(镇)驻地高程 相对高差

最高高程 最低高程

城 关 1904 永定 2239．9照石坡顶 186l四咀子 378．9

●篓 口 1850晦口 2282魏家湾梁顶 1816陈家庄河滩 466

称钩驿 1942 黑庄 2272颉家序梁顶 1 812粱 家坪 410

景家泉 2221景家泉 2259溽家咀粱顶 1851何台上沟底 408

鲁家沟 1800鲁家沟 2282冉家湾梁顶 1755马沟河 527

白碌 2264 白碌 2370花沟阳‘ 170．5红岘儿 665

御 风 2204堡予山 2352青宽湾梁顶 7841史家咀沟顶 511

葛家岔 221 7葛家岔 2303甜泉湾梁顶 1 Q20油房川沟底 383

石蛾湾 2232石峡湾 2386石峡湾大山 17n．s红岘几 681

新集 ?092新集 2237上湾里梁顶 1 77a郑家川沟 564

青岚山 2231青岚 2302墩堡 山 1 847对面子川 455

两巩驿 1793西巩 2207黑山顶 1700孙家坪川 507

石 泉 2098刘家坪 2345李靖堡 1 821 陈家互沟 524

宁远 1996宁远 2319下西家弈梁 1970店儿JlI 343

李家堡 1947李家堡 2266大湾粱顶 1927小沟滩 339

杏 园 2051杏园 2421牛营大山 2010四下川 411

张 湾 2037蔡家坪 2312傅家山 1919坑窝里 393

团 结 1971唐家堡 2437苟家彝顶 1927李家庄 510

香泉 2109香泉 2564老人沟顶 2053下 堡 511

西 寨 2029下凡坪 2428朱家岔顶 1974陈家庄 454

内官营 2035内 官 2518燕山咀 1．o．66万 崖 552

东岳 2134东岳堡 2580何家沟顶 2093阴阳岔口 387

高峰 2480麻地湾 2579牌 坊 2248新泉河 33l

黑 山 2200文昌宫 2574胡麻岭及牦牛家梁 2162店儿下 412

符家川 2131 店了街 2523雁牌 山 2053草寥孟沟 488

城关镇 1904永定

县府 1900火车站

22．99万亩，清宣统《甘肃通志》载，安定县原额民地为101．32万亩，本地5．02万亩，

另有更名地2．24万亩，共计耕地108．59万亩，又据民国三十七年《重修定西县志》载，

民国三十四年查实，定西县有耕地148．06万亩(当时十七个乡镇，包括通安乡5．71万

亩)◆到解放初(1 9 5 O年)达到198．81万亩，l 9 5 7年增垦至218．23万亩，其中。

山地189．62万亩，川地28．61万亩。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垦殖指数愈来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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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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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据1984乌：全县土地资源慨查资料，全县现有耕地256．59万亩，占全县总土地(流域)

面积的47％，其中山地219．17万亩，占耕地面积均85．4％，按1983年末的农业人口计

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7．6亩，每个劳力负担耕地17．2Z"。城关、内官等河谷川地区的

乡村，由于开发较早，人口密集，人多地少，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5亩左右，而在白

碌、御风等，：匕部干旱山区，人少地多，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在lo亩以上。解放前，长

期封建制度的桎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 《重修定西县

志》谓之“地瘠产商"。种植作物主要有春小麦、莞豆、扁豆、蚕豆，青稞、大麦、洋

麦，谷子、糜子、洋芋、莜麦、莽麦、胡麻等。其中小麦约占粮油播种面积的32％，豆

类占21％，洋芋占ll％，糜谷占13％，胡鞣占9％，其它占14％。粮食亩产百斤上下，油

料亩产六、七十斤。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生产责任制等农业生

产体制的变革，结束了从先秦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形成开始，至解放后土地改革为止的两

千余年的封建生产体制，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广泛开展了以治山

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全

县水浇地发展剑11．6万亩，将近20％的山坡地修成了水平怫田。全县拥有大中型农用

拖拉机202台，手扶拖拉机1250台，大小挂车1514辆，农田灌溉动力机械481台，农用水

泵513台，喷灌机械2套，农副产品加工机喊3170部，机动喷雾、喷粉器73部，人力喷

雾，喷份器845部，化肥施用量达3086．5吨，其中氮,I]E866．8吨、磷肥1958．5吨、钾肥

68．5吨、复合肥193吨，农药施用量96735斤，有19个乡的91个村42个生产队通了电，总

用电量达491．64万度。

科学胂田水平不断提高。据1983年统汁资料，全县良种推广面积占87％，各类作物

病虫害防冶面积j3万多亩，建立农科推广示范户1942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53．24万

亩，亩产170．2斤，比1 9 4 9年的70斤增长一倍多，总产2．6亿斤比l 9 4 9年的6918

万斤嗣了两番。全县油料作物潘种面积14．38万亩，亩产64．7斤，比l 9 4 9年的49斤增长

32％，总产36'．09万斤，比l 9 4 9年的386万斤，增长近一倍半。其它油菜2600亩，甜

菜800亩、药材1800亩，其产量都有所提高。全县饲养大牲畜66617头(匹)。其中

牛14010头，驴39150头，马3050匹，骡10484头，骆驼25峰，养猪83708口，羊15．8万只

(其中改良羊3566只)，鸡24．3万只，兔880只。农业总产值1983年达7194．49万

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213元，其中农业产值5587．5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7．66％，牧

业产值812．1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1．29％，林业产值437．68万元，占6．09％，副业

产值占4．96％。

第四节自然条件

一、地质鲁件

据代定西重惨县志》记载， 。定西县境位昆仑中支北岭之阴，马唧山之东，六盘山

之西，四境土壤因之各异一。据土壤普查资料。定西县位于祁连山加里东褶皱带东部，是

一4一



“泷西磕地，，的一部。依据地曙出礤的巷岩看，大部足形成较晚的内陆红色山麓相～湖

相第三系和中上更新统黄土，少数地方也有中生代、古生代的白垩系，寒武系，震旦系

构造出露，根据经个{=句造特征，可分为六种类型t

l、内官南山背斜断隆：包括黑山、高峰、东届乡的全部和符川、香泉乡的南部一

带，海拔21．00～2530米，是全县的最高部位，由于长期受地丧径流侵蚀，沟艇深切，古老

的地层或有出露，下自1000米左右处起为古生代的化岗肯，片麻岩角，闪斜长片岩，黑

云母英片岩、砾岩等(深切沟底两刚有出露)上面是800"q000米厚的暗红色砾岩，苣

砾岩、砂砾岩、砂岩，砂质泥岩、泥质砂岩、石膏质泥岩夹粉砂岩及石膏，再上是一组

厚度145米左右的河湖估红色砂岩及砂质泥岩夹钙质砂岩，更上则是分布最广的湖相厚

层泥岩，最上为第四纪黄土层所覆盖，随着侵蚀的加剧，自上而下剥蚀课露面渐增。

2，内官～香泉断陷带。在内官南山背斜隆之北，是其山前盆地，包括内官，西寨，

香泉腹地，海拨1960"'2150米，断陷宽8公里。 在下更新统泥岩之上有厚约100米的中

更新统湖相亚牯土堆积，夹有粉砂或泥质粉砂薄层，上面又有一层很厚的上更新统浅黄、

深黄、黄褐和青灰色黄土状、贬砂土、亚粘土与薄层灰白色砂砾、砾砂或砂层互层，最上

层是南山各小河沟出口的冲积、洪积物在山前陆面的堆积，南部近山麓地带为粗大的砾

卵石层，中部，北部砾石层略细，上覆有较厚的亚砂土层。

3、中部单斜带·主要包括杏园，宁远，李家堡，张湾、团结，城关、晦口，景

泉、称钩一带。地层近于水平或微向南倾，深层以上第三系中新统河相砂岩、砾状砂岩

为主。上面覆盖着第四系深厚的黄土层，第四系黄土又有晚更新世的淡黄色马兰黄土，

中更新世的棕黄色离白黄土和早更新老的红色午城黄土，其部位顺序是愈往下颜色愈

红，质地愈粘重，越往上颜色愈浅，质地愈松软。

4北部轻度馏皱带。包括石泉、西巩，青岚、新集，葛家岔、鲁家沟、石峡湾，自

碌、御风一带。由于基地的断裂翘起，形成一些小的背斜，向斜构造。第三系以湖相厚

层泥岩为主，上面也覆盖着很厚的第四系黄土层。在深切沟谷底部，白垩系、前寒武

系、前震旦系的垡岩有零星出露，这一带的畏层黄土和中部单钭带的挺层黄土一样，形

成典型的黄土丘陵沟铿区，是定西县的主要成土母质。

5、河谷地’；垮t主要是关川河及其一级支流东河、西河、称钩河等沿河两岸河流中早

期冲积堆积层地，；挎，总厚发80""100米。下层为上第三系中更新统的桔红色砾砂岩、泥质

砂岩、泥岩、砂质泥岩和泥质砂岩互层，由下而上颗粒渐细，构成河谷一，二级阶地及河

漫滩，上层为上更新统冲积物，一般在三级阶地上，自下而上是砾石层、亚砂土、亚粘

土、黄土状哑砂土组成。

6，黄土丘陵冲沟堆积区·是附近梁峁风成黄土再搬运的堆积，构成黄土丘陵沟谷

宽坦的谷底，因而以黄土状质地为主，属上更新统。一般分为两大层·下层是有明显薄

层层理的亚粘土，亚砂土互层，并常夹有青灰色，黑色淤泥质皿粘土，这层底部与第三

系接触处含有红层碎屑，厚40-'-'80米，上层为浅黄色、褐黄色质地均一的黄土状‘亚砂

土·偶夹淤泥质薄层亚粘土，风化后微显层理，具有坡积相特点，厚20"-'30米．

各地喷单元分布情况见图l～3(定西县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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