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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

象，是一切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需的活动基地。“十分彰潲缃合理

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口查清土地资

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和利用状况，综合地反映各灿自然、经济
属性，进行综合评价．为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土地资源，编制国民经

济计划、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删、国土综合整治；燃
调整农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指挥农、林、牧、渔业生产；为城乡建

设．工业、交通建设．旅游业开旋规划等提供可靠的科学fi5i据。

我市土地资源详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84]70号、四川省

人民政府川府发[1984]203号、涪陵地区国土局涪地国土发[1990]34号

和南jfl市人民政府南川府发{1991】223号文件的安排部署，按照全国

《主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成立“南川市土地资源详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_领导董师±
地详查．组织实施，处理日常事务工作。自1991年8月开始，至1994年

8月全业结束，历时三年。完成了从外!lk调查设计、调绘试点、野外调

绘、外业验收、内业转绘、面积量算，直至编辑成果图件和编纂《南

州市土地》的全业任务。

我市土地资源详查．在技术上严格执行国家鬈规程：j》、省≮规

偃》、市≤细则》．加强督促检查．把好质量关，因此．其成果既符

合国家、省、地要求．又符合我市实际。这次详查．采用的方法是剩

：哥近期j：二万地形图和相应比例的航空像片．外业结合实地．接技术要



求全面野外踏勘，调绘，全市山山水水，高山沟谷，各类土地、境界

和权属界实地走向均按土详技术要求的画线、符号在调绘航片上得到

了如实、全面的反映。内业工作把部分航片用H①_】型单捌募；转绘仪

纠正其投影、倾斜、比例尺误差．将调绘航片匕的调绘内容转绘到l：1

万地形图上．形成同一比例尺的土地利用现状底图，然后用计算机一

数字化仪进行面积量算和汇总。通过这些科学手段和作业方法，使我

市这次土地详查得到的成果资料具备了现实性、科学性、可靠性。这

次土地详查．将我市土地分8个一级类、34个二级类、18个三级类。因

此，突出了各类土地的利用特点．充分反映了我市土地利用的现实

性口

我市在整个土地详查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四川省国土局、四

川省国土勘测规划研究所、中国人民酾孵秘6110部队、四川省地矿局

测绘队、涪陵地区国土局等单位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

助．还得到市级有关部门和乡镇的积极配合。在此，我们致以衷心的

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缺乏经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南川市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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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土地环境简述

第。节地域位置及历史沿革

一、地域位置

南川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大娄山脉西北侧，长江以南，乌

江以西．地跨东经106。54’--107。2’7 7，北纬28。46’一29。3。’

之间。东邻武隆县、贵州省的道真县．南连贵州省的正安县、桐梓

县．西靠重庆市的万盛区、綦江县、巴县，北与涪陵市接壤。东西宽

s1．62公里．南北长73．25公里。土地幅员面积f2596．12平：劳公里。

二、历史沿革 ．

南川市建县始予唐太隶贞观十一年l公元63．7年)．至今已有1357

年。县名先后为隆化、宾化，元世祖至元=十二年(W元12s6年)更名

南川县。属四川行中书省重庆路总管府，历经明、清千余年。民国元

年(公元1912年)，南川县隶属四Ji|省重庆府．民国二十四年(公面036

年)属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

1949年11月南川解放．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川东行署涪陵专区．隶

属涪陵地区至今。]9．30年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关镇更名为隆化镇。

[994年5月4日经国务㈣．撤南Jll县，设立南JII市。
1949年12月．南川县为5区、1镇39个乡l 1955年将南川县的万

应．，丛林、腰子三个乡划属重庆市南桐矿区；1956年将涪陵县的骑

它、冷水关乡划属南川县；1961年将南川县神童乡花滩管区【村)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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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队划属巴县花桥乡；同年将巴县花桥乡的倒座庙、杨家沟、

邱家沟、烂坝沟等生产队划属南川神童乡。1991年全市辖7个区和一个

区级镇．42个乡(镇)，447个村，3406个村民，J蛆，14个居民委员会，
63个居民小组·1992年撤区并乡为16惭16个乡，447个村，17个居
民委员会{附行政区划图)。

第二节自然环境

一、地质地貌

南川地质构造复杂．属新华复构造体系。构造的主要展布方向为

：lbll：；东、南北、北北西及部分弧形构造线。骨干褶皱构造自西北向东

南依次有石溪向斜，龙骨溪背斜和金佛山向斜。整个背斜由寒武系、

奥陶系、志留系组成。境内是个多山地形．呈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

属娄山褶皱地带；北部系Jll东平行岭谷区。东南高．西北低．最高点

是金佛山风吹岭，海拔2251米．最低点是骑龙乡的鱼跳岩．海拔340

米．相对高差1911米；市城隆化镇海拔530米。地貌以山地为主，低山

占幅员面积的48．07％．中山酾．71％，丘陵面积扭．22％。由于地处四
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而兼有两者的特点。山脉多为东北一一西

南走向，东南由金佛山、柏技山‘箐坝由组成的金佛山区构成屏障．

西北多绵延长岭，江河自南向北东流，将全县切割构成低山，中山两

大地貌。大体以川湘公路为界．东南部属大娄山褶皱地带．山势离．

切割强烈．多陡岩和狭谷．地形的层次性明显．岩溶发育多溶洞．山

顶多在海拔1400米以上．为深切中山地貌形态：西北部较低，具有jI|

东“红层’’地貌特征．一般为海拔500—t100米的浅切低山地貌形态；

lll湘公路沿线为低山漕坝．海拔X?o—800米．多溶蚀残丘、阶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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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

全市土壤成土母质有寒武系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奥陶系灰岩、

白云质灰岩和泥页岩；志留系韩家店、小河坝、龙马溪组的杂色泥页

岩、粉砂岩；二迭系长兴组、龙潭组、茅口组、栖霞组和凉山组的灰

岩；三迭系嘉陵江组、飞仙关组和雷口坡组的灰岩、泥灰岩，飞仙

关、雷口坡组的紫色页岩及须家河组的黄色厚砂岩；侏罗系自流井群

暗紫色砂页岩．沙溪庙组灰棕紫色砂页岩、长方石英砂岩，遂宁组红

棕、紫色泥岩、长石砂岩和蓬莱镇组的棕红色泥岩、长石砂岩；第四

系河流新冲积物零星分布于现代河床等战±母质共十三种口土类的分

布受地质构造和地形的制约以及海拔高度、生物气候的影响，存在着

垂直地带性的分布规律。东南部主要为灰岩、泥页岩风化发育的山地

黄壤土类和山地黄棕壤土类；西北部主要为侏罗系紧色砂泥页岩风化

发育的紫色土类和水稻土类；漕坝属冲积物形成的冲积士类。全市土

壤共分为5个土类、8个亚类、19个土属、55个土种。其特点一是具有

地带性分布；二是有利于有机质积累，但腐殖质分解缓慢；三是普遍

存在粘{匕和淋溶淀积现象；四是水稻土大多向潴育态发展。土壤有机

质含量均在l--4％．全氮含量平均在G．05一_o．25％．全磷含量o．1 4％．速

效铎缁匀为o．097％．PL'值5．6“．4的微酸性土壤占76．87％。
三，气候资源

本市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南北差异大．立体气候明显。

全市年平均气温16．6℃．北部低山区的：燃匠地带可高逝’几5"C．
丽南部金佛山．常年平均踟．3"C．南北温差8q℃。常年平均降雨
量：：85毫米．北部低山降雨量为2030毫米，南部中山降雨量为139《．毫

米。南川属于全国少日照、低辐射地区．常年日照时颏273小时，年

7



’辐射量1 9．67千卡／c!|m2，地处中山的金佛山年辐射总量，j吨坚8．73千卡

／镅i2，年曰照时数仅有1080小时。全年删,-长达,208天，相贼跛
窖1％o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春季的寒潮低温、冰雹和盛夏的伏旱、洪涝、

大风以及九．、十月的秋绵雨。春干频率为36％，伏旱频率为82％。

四、生物资源

南川市生物资源丰富．物种繁多。据调查共有植物资源330科如99

种口有林地面积184．9万亩，森林树种以马尾松．，柏树、杉树为主，其

欢有枫香、楠木、栎类、火炬松、湿地松、按树、千丈、香樟，泡

嗣、洋槐、法国梧桐、竹类等。还有被誉为“金山五绝”的银杉、银

杏、方竹、杜鹃、大茶树。属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类有银杉、琪桐、

永杉等四种：二类植物有银杏、金佛山兰、水青树等18种：至类青穗

花杉、红豆杉、桢楠等30种。经济林术主要有油桐、卷子、五倍子、

棕、漆树、白果、板栗、核桃、桑树、茶叶等。水果主要有梨子，苹

果、柑桔、挑、李、柿、杏、石榴、葡萄等十多种。椭品种，主
要曹水稻、小麦、玉米、薯类、豆类、小杂粮等。经懒蛹油
菜、烤烟、海激，榨菜等。动物资源有；．50科523种口属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类有金钱豹、华南虎、灰金丝猴等10种；二类有猕猴，黑熊、

大灵猫等主1种：三粪有小灵猫、豹猫，兰喉太阳鸟等1s种。词养动物

主要有著名的涪陵水牛、水江黑猪、新疆细鼍羊等，还有山羊、兔、

马、鹿、骡、鸡、鸭、鹅等≥u多种c

五、水资源

全市水资源和水能资源较充裕，但开发难度大，利用率低，河流

亏染严重，塘库水质较好。 j

市境内有大小河流56条，其中，集雨面雅(}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又



26条。水资源总重为21．3亿立方米．年地表产水量1-8．87亿立方米．为

农业需要量的7．8倍。现有各种水利工程4170处．其中中型水库一座，

小型水库68座，蓄引撼盘羌力为1053s万立方米，有效水量孽980万立方

米的水利设施，每亩耕地：有水量1 64．9立方米。全市有效灌溉面阻达

2e．85万亩，占耕懒的4s．2％，保证灌溉面孵1．92万亩，占耕地面
积的34．3舌。水能理论蕴藏量13．‘71万千瓦．可开发量4．44万千瓦．占

蕴藏量的32．毒萼．可建电站03处．目前已开发70姬．．92万千瓦，占可开

发量的43．24％。电力建有Ii0千佚变电站一座，3s千伏变电站5座，架

设高压输、配线电路888二公里，各乡镇全部通电。全市发电站69座，

装机122台，总容量达s0016千瓦《其中，火电站一她台．装机容量
30000千瓦)，年发电量达到21818．32千瓦时。在建的还有装机4．5万千

瓦的鱼跳电站和5万千瓦和白果坝火电厂及—批小水电站．工农业生产

生活用电自给有余。是全国第二批电气化试点县之一。随着我市城镇

经济的发展，厂矿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增多。又集中分布在市域中部的

潜坝地带沿石雷公路和风嘴江两岸．工业废水拧蹦渲呔，加之河水流

量小．稀释能力差．因此，河流污染严重。据1992年对我市造纸、化

工、机械、食品．、采煤、电力等主要}{嘲嘟门调查，排人风嘴江及其

支流．共纳入污水年达10弓1．8万吨，所含主要污染物为2 796"7．4吨。隆

化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就有78万吨。虽经f1痒来对厂矿进行排污处理．

但水质仍然较差。境内水塘和水库大部份水质铰好．适宜渔业和灌溉

之用．地下溶漏水多数清洁，宜人畜饮用·

六、矿产资源

甫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主要矿种有煤、铝土矿、硫铁

矿、铁矿、石英砂、大理石、耐火粘土、石灰石、石膏、方解石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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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游览山水风光．现邋肖美龄桥和蒋介石行宫。距市区19公里省级

森钵公园的楠竹山，面积达一万多亩．由松涛园、翠竹园、百花园、

种子园、倍子园组成。园内林木茂盛，幽静别致．是避署、游览的理

想之地。还有距市区30公里的土溪水库，总库容1770万立方米口库f夏

青山重叠，碧波荡漾，摩内几处术被淹没的高地。被开发为以经济棒

为主的风景小岛．从而使该库成为我市既可灌溉．又可供人们乘船垂

钓、游览的—个重要旅游景点口

‘第三节 社会经济环境
一、社会环境

<呻人口
人口l司题是关系着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市人口的发展．在建国

以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乡49q s}58年为稳定增长时期．总增

长速度20．9％，年均增长2．】3％；第二阶段i959--1962年为低出生率、

高死亡率的人口减少期．总增长速度为．t5．4％．年均增长_4．05％；第

三阶段1963～19t76年为高出生率、低脚的入口增长煳．总增
长速度为67．1努，年均增长4．03％；第四阶良9771991年为人口发展
较有控制的稳定发展期，总增长速度抽．4％，年均增馏．6每口]992年
全市总人[-163989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42‰。在总人口中．男性

327543人，女性312350人，男女性比为104．9：i00；农业人E1553844

人，占总人口的86．55％．非农业人口86049入．占总人口的13．45％．农

韭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为5．4：1；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每万人El中．

有大专文化程度的50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受的570人，有初中文

化程度的2623人，有小学文化程度的4480人。文盲、半文盲为90624
·

1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