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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汉书·地理志》问世以来，大多地方志都设有地理志，记述某一特

定地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地势山川、气候冷暖、土地植被、生物物种、自然灾害

等。在吉林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迄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和科学编纂的地理

志问世。按照国家、省、市修志工作部署，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的

首部《吉林市志·地理志》，是《吉林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填补吉林市地

理志的历史文化空白，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史清志明，方可行大道”。科学发展观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空间和条件，是最基本的市情。科学地记述吉林市的地理环境要素、结构、

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可为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吉林市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地貌类型复杂。吉林市位于长白山向松嫩平原过渡地

带，有“远迎长白，近绕松花”的地势。由于不同时期的大地构造运动。以及江

河的侵蚀和堆积，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形成中山山区——低山丘陵区

——峡谷湖泊区——河谷平原区，海拔高度依次递减的地理景观。

根据《吉林市志》的总体设计，地理志为第一志，着重记述吉林市的自然环

境、地质地貌等内容。有关土地、林业、水利、经济综述等已单独设志的内容，

本志不再记述。为符合各专志分工原则，《吉林市志·地理志》共设7篇38章，

记述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篇地质：吉林地区经历太古、元古、新地三个巨旋回

的地质历史发展阶段。太古巨旋回造成南端古陆核的形成；元古巨旋回促使古陆

核的增长；新地巨旋回有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使全区除南端隆起为陆，

长期剥蚀之外，进入吉黑地槽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第二阶段使全区卷入环太

平洋构成的发展历程。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形成的岩浆种类多，分布广，其中尤

以华力西期和燕山期的岩石最为发育。第二篇地貌：吉林市的地貌齐全。中山山

区在地区中、东部和东南部，南有长白山龙岗山脉，东南有龙岗山脉的余脉。松

花湖东有老爷岭，西有摩天岭，中山山区是吉林市主要林区和特产区。低山丘陵

区和峡谷湖泊区是旅游综合经济开发区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生态经济区。吉林

市境内水系发达，由松花江、拉林河、牡丹江三个水系组成，多分布在丘陵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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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盆谷地带，全区蕴藏350万千瓦电力资源，水资源异常丰富。河谷平原区分布

在松花江中游及其支流局部地段，是吉林市重要的农业经济区。第三篇气候：吉

林市的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少雨、干燥，夏季温

热、多雨，秋季凉爽，多晴天，冬季漫长而寒冷，辖区内地势多变，小气候复杂。

第四篇土壤：主要记述土壤形成、土壤类型、土壤侵蚀和土壤自然利用，吉林东

部暗棕土地带，中北部白浆壤暗棕壤和西北部冲积土的分布。第五篇植被：吉林

市植被属于长白山区植物区系。植被区划属于温带针阔混交林区域的长白山地

(张广才岭、老爷岭)。由于人为活动，植被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衰退演替，原

始林已少见。近年来对森林采取保护培植，形成杉松苔藓林、松阔叶类林、柞树

胡枝林、杨桦林等。吉林地区动物资源丰富，野生经济动物有兽、鸟、两栖三纲

六目十三科，东北虎是国家一级特产动物，分布在桦甸市五道溜河一带，经济上

有开发利用价值的有毛皮动物、药用动物、观赏动物和保护森林的鸟类。第六篇

矿产：境内地层齐全，岩浆活动频繁，构造发育，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形

成了岩浆、热液、沉积变质等各类型矿床，致使该区矿产资源丰富，矿种齐全。

目前，已发现的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燃料、化工原料、冶金辅助原料、

建材材料稀有金属和放射性矿产58种。同时，占全省已探明储量71种矿种的

81％。第七篇自然灾害：记述吉林市历史上的水灾、旱灾和震灾、低温冷害等。

《吉林市志·地理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编纂，

遵循科学发展观，概括地情，囊括了丰富的自然地理资料，并以资料为依据，从

自然环境到自然资源，纵横勾画出一幅吉林市自然地理图景，真实地展现了吉林

自然地理全貌，地方特点十分鲜明，为人们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了

宝贵的历史资料，丰富和深化着爱国爱乡教育活动，激发着吉林人民为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而拼搏奋斗。《吉林市志·地理志》的编纂者，多是从事地理研究的工作

者，为编好这部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虽然作出竭诚努力，仍不免存有舛

误和f"l题，敬请修改指正，以使这部志书出版后发挥作用，将对规划、开发、建

设吉林，产生积极影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5年1月30日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记述吉林市自然地理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二、记述时间，按照国家修志工作精神及原则，采用地质年代和公元纪年，

公元纪年下限至1985年。

三、记述空间，按照社会主义修志工作要求和吉林市实际情况。以1985年行

政区划为主。地质分区兼顾全省划分范围。

四、按照国家《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定》，本志为记叙文体，采用述、志、

图、表、录等体裁。

五、采用的资料来源于相关专业部门。数据以市统计局为准。图、照片由市

地方志办公室征集。

六、本志引文注重原文，叙述中不加注。使用地名及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

七、对于吉林市历史中的地名一律采用当时的习惯、名称，主要地名加注今

地名。

八、本志的数据、图表的截止时间，以吉林市社会主义首届修志下限1985年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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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行文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

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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