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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内陆腹地。地处长江上游．介予东经97‘26’至110‘12'和北纬26‘ol’至34。21’之间．属

于亚热带位置．全省东西长1200多公里。南北宽900多公里。总面积56．7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西藏、青

海、内蒙．为我国五大省区之一．东邻湖北、湖南．南连云南、贵州，西接西藏，北靠青海、甘肃、陕西，是连接西南、

西北和华中的天然纽带。境内地域辽阔，山峦起伏。高差悬殊。地形复杂多样，垂直变化十分明显．特别是西部大

幅度隆起的高原和东部相对低下的盆地地形，更使省内东西两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不同途径的大气环流的

影响下，四川东部地区形成了湿热的亚热带东南季风气侯。西南部地区形成了千湿交替的亚热带西南季风气

候。西北部地区则形成了寒冷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地理位置、地形和大气环流的特点与差异。导致全省东、西、

南、北之间。山上、山下之间．甚至不同坡向、不同地貌部位之间，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对省内畜牧业生产布局和

畜禽疫病防制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

第一节地貌

一、地挽特征

四川地跨我国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地、横断山脉、湘鄂西山地和四川盆地等几大地貌区．纵观四川

全境。地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t

(一)地势高．起伏大．据有关资料记载。全省地势低于海拔500米的仅占总面积的18％．500--1000米的占

12％，1000---1500米的占10％，1500--3000米的占16％。3000—4000米的占29％．4000--5200米的占14．2％．

高于5200米的占0．8'／l还有一些著名的极高山。如被称为四川之巅的贡嘎山(7556米)及四姑娘山、格轰山、

雀儿山等．除盆西平原外．大部分地区相对高差都在200---500米以上．其中。盆地边缘山地和川西南山地超过

,500---1000米．在川西南的金抄江、稚砻江、大渡河流域．山峰陡峭，河谷深切。岭谷高差往往达1000---3000米．

为我国强切割地区之一．尤其是贡嘎山顶与其东麓的大渡河谷底。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而岭谷高差竟达

6500多米。地热起伏之悬殊为我国所罕见．从四川东隅最低的长江兰峡到西部的贡嘎山顶。地表绝对高差达

7400多米．地表起伏大．这是四川自然景观和农牧业都具有垂直分布的主要原因．

(二)东部与西部截然不同．在地貌形态上．东部是一个四周高峻．中间低陷的典型盆地，地势相对低，相当

于我国四级阶梯中的二级阶梯．而西部是大幅度隆起的高原和山地，地势较高，相当于我国四级阶梯中的一级

阶梯．

(三)地貌类型多样．四川的迪貌类蛩复杂多样。各种类蛩都有．但大体上讲，可以归并为平原、丘陵、山地和

高原四大类．其中．山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49．80％。高原面积占趵．02％，两者合占78．82％．丘殷占

18．4％．平原占2．54％．地貌类型中．山地、高原、丘陵占绝对优势。平原面积十分狭小．这些地貌类型在海拔高

度、相对高差、形态特征等方面均有不同，并弓l起热量、水分、自然植被、±壤发育的一系列变化。进而影响农牧

业生产的发展．

=、地貌分区

根据地貌形态及成因的不同．四川地貌可以分为四川盆地底部地区、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区、JII西南山地区、

川西北高原山地区四个大区．

(一)四川盆地底部地区

四川盆地底部地区按其地理差异．可分为盆西平原，盆中丘陵、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

盆西平原，也称成都平原、川西平原，在龙泉山和邛竦山、龙门山之闯。盆西平原包括中部的岷江冲积平原

和北部的涪江、南部的青衣江等冲积平原，前者面积达800平方公里．为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盆西平原地表堆

积物巨厚。最深处可达300多米．海拔高度450一750米。地势平坦。平均坡度3％o--10％o。河网稠密。地下水位

高。部分地区形成低洼．

盆中丘陵，在龙泉山和华藿山之间。海拔大多在250--600米之间。地势低矮。丘陵广布．溪沟纵横，南部多

浅丘。北部多深丘．在平昌、巴中和剑阁、苍溪一带分别有桌状低山和单面低山分布．

盆东平行岭谷。包括华蓥山及其以东地区。由30多条山脉组成．因其北东走向。并与河范相间平行分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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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其背斜山地陡而窄。宽5—8公里，高70卜1000米，其中华蓉山1'／04米，为盆地底部最高峰。向斜谷地宽
而缓。一般10一30公里．高250一600米。起伏和缓。为方山丘陵和单斜丘陵所散布。局部有平原分布． 一

(--)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区

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区属于盆地边缘强烈上升的褶皱带，均为一系列中山和低山所围绕．盆地北缘有米仓

山、大巴山。属秦巴山地南翼部分l西缘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地貌上类似青藏高原的横断山区I西南缘有

大凉山．南缘有大娄山。属云贵高原一鄢分l东南缘有巫山、七曜山．与湘鄂西山地一脉相承．山脊海拔都在

1500---3000米以上．有的超过4000米，地势高。石林、溶洞、地下河、槽谷颇为发育．这与其广泛出露的石灰岩

及雨多、湿重的气候有关．

(三)JIi西南山地区

川西南山地区．系凉山州全部及甘孜州东南部一带山地的总称．山脉多星南北走向，东西依次平行排列，有

中山、高山、极高山和山原。其西北部地表起伏之大，为四jfl其它地区所不及。岭谷高差多在1000--3000米以

上．该地区多断陷盆地、宽谷、湖盆．如盐源盆地、会理盆地、越西盆地、昭觉盆地、安宁河谷、邛海、泸洁湖等．

(四)川西北高原地区
’

川西北高原地区位于甘孜州、阿坝州境内，地势高亢。海拔在3000--4000米以上．为四川地势最高的部分；

地表甚浅，除东南部相对高差超过200一500米外，在红原、若尔盖、石渠、色达只有50一100米，多为矮山和宽

谷相问分布。高原面保持完整I曲流众多．沼泽发育，在红原、若尔盖、阿坝之问尤为突出；由于地势低陷，阶地宽

广，曲流迂通。排水不良，形成了我国第二大沼泽——若尔盖沼泽．

三、地貌条件与畜牧业分布的关系

不同的地貌制约着各地的气候、±壤、植被及畜牧业的分布．将四川的主要地貌轮廓同畜牧业的分布作一

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盆地养猪业；四JIl盆地水热条件较好．±地肥沃，农业发达，可作饲料的农副产品较多，能提供一定的

饲用谷物。草地资源较少。所以盆地养猪业较为发达，历来居全省之首。成为盆地畜牧业的主要经济支柱．，

(二)盆周山地牛、羊、猪混合型畜牧业：盆周山地山峦起伏。耕作条件差，多为半农半牧区．由于山地草地广

泛分布。给草食牲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草食牲畜的数量和比重都显著大于盆地农区．

(三)川西高原绵羊、牦牛放牧畜牧业：川西高原属青藏高原东南缘和云贵高原区。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及凉

山州的一部分，水热条件差。很多林木和作物都不能生长，但草地面积大。分布广泛，是我省发展草食牲畜的重

要基地．草食牲畜数量占全省总数的76％．绵羊、山羊数量居多。其次是牦牛、犏牛、黄牛．川西北高原地区也是

我省最大的放牧畜牧业基地．

’第二节气候
‘●

四川地处亚热带．由于受复杂的地形影响，气候类型多样。地区差异很大。立体气候明显．在一个省内气候

类型之多．为全国少见． 、

一、热量

(一)热量的地区分布’

’盆地地区：盆地地区由于地形封闭，特别是北有秦岭、大巴山两道屏障阻隔寒潮。成为我国同纬度范围内热

量最丰富的地区．届亚热带湿润气候．盆地内的年均温一般都在16—18℃左右i无霜期280一320天以上；其中

盆东南长江河谷地带年均温高达18"C以上．无霜期320一350天。有的地方甚至全年无霜；盆中、盆北一带上述

指标虽已逐渐递减。但即使是盆北的广元市热量仍较纬度偏南的上海充足．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一般在4_

8℃。较同纬度长江中下游地区高2—4℃，2月底盆南长江河谷地区气温已在10"C以上。3月上旬整个盆地的日

均温一般都在12"C以上。春季比长江中下游提早一个月左右．5月中下旬即开始进入夏季，夏季长约5个月。气

温也高。各地5—9月的月均温都在20"C以上，最热月平均气温一般在26—28℃，略低于长江中下游同纬度区．

但盆东南长江河谷一带却是我国盛夏高温中心之一．9月上、中旬以后，气温下降较快．以致9月下旬即出现日

均温低于20℃的情况．

盆地地区气温的四季变化特点是：春季气温回暖早，但不稳定，常出现。倒春寒”。夏季较长但少酷热。秋季

低温来得早。冬季温暖。无霜期长．

西南山地地区：川西南山地。尤其是金沙江、安宁河谷地．海拔、纬度都较低。北高南低的地势有效地阻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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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来冷气流。面西南暖湿季风又可长驱直入，气候别具一格．有千、湿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色；加上探切割地

形的焚风增温效应，其冬温较其同纬度以东的温度更高．如攀枝花市最冷月平均气温高达12"C．特别是金沙江

河谷竟高达12—16℃．气候上全年无冬．为四川盆地所不及．凉山州大部分地区(除昭觉、美姑、布拖外)最冷月

均温在5—8℃．南部河谷4月初进入夏季，此后连续6个月以上的月均温高于20"C；金沙江河谷早在3月即入

夏。长夏延续8月之久．本地区夏季长。总热量多，局部河谷达到南亚热带的水平；亚热带垂直上限位置相当高。

可达2000--2200米；昼夜温差大。夏季热量强度偏小．这是与四川盆地亚热带气候的主要不同点．也是与云南

省高原型亚热带气候特点类同之处．

西北高山高原地区：西北高山，高原地区，主要是甘孜、阿坝两州，热量条件较差．特别是西北部海拔3500

米(阿坝州)一4000米(甘孜州)的高原面上。年均温度不足5℃，全年几乎无绝对无霜期．但东南部海拔在

2000--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年均温却在IO'C以上，最冷月均温也有1—5℃．高山高原年温差小。夏季强度

不高．但日温差一般可达20"C上下．最多可达30℃‘本地区土温又比气温高出2—4℃．

(二)热量的垂直分布
’

四川山地、高原占了总土地面积的绝大部分。且跨居全国两级阶梯．是地势起伏最大的省份之一。气候垂直

变化急剧．从东部盆地到西部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陡升。垂直变化尤为明显．致使西部地区自下而上依次出现

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永冻带等8带山地气候类型。其层次之多．带谱之完整．为全国少

见．

由于省内东。西两部的地貌特征截然不同。大气环流的来源和途径也大不一样。两者热量垂直变化情况也

有较大差异．其中，东部盆底部因地势起伏较小，热量的垂直分带不明显；盆周山地垂直带的层次也不多，总的

热量变化是。东部气温显著高于西部。东部盆地边缘山地气温低于盆底，盆底气温又星现出由南往北逐渐降低

的趋势． ．

二，降水

(--)降水的地区分布
。

’

四川属于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区，年降水量一般比较丰富。大部地区可达1000毫米左右．但各地相差较大．

从地区差异来讲。其大体规律是：东部盆地多于西部高原．盆周山地多于盆地底部，盆地西缘山麓冠于全省．

盆地东部年降水一般为1000--1600毫米。西部高原一般为500-800毫米，盆西缘山她(北川一雅安一沐

川一带)年雨量在1300毫米以止，雅安、天全、洪雅、峨眉更达1500--1900毫米．其降水中心达2400毫米；为我

国西部地区降水中心．盆地东南缘和东北缘山地。年雨量也在1200--1400毫米之间。仅次于盆西缘山地．而盆

中偏西地区(嘉蕴江与龙泉山之同J为降水低值区之一，年雨量只有700一900毫米．由于盆地西部边缘邛崃山

和西部的二郎山、大雪山，峨眉山阻挡着东来的暖湿气漉。在盛夏季节．地处高山背风面的大渡河上游．形成了

少雨区。年雨量在700毫米以下。泸定仅600毫米。而二郾山迎风坡的天全年雨量瘠达2163毫米．

西部高原因地势高。距海洋远，降雨量少．在北纬30。以北高原面保持完整，且因地势平缓。地区差异不大’

垂直变化也小。年雨量在700毫米左右．其中。得荣、乡城一带年雨量只有300多毫米．为全省降水最少的地区．

在北纬30。以南。地势起伏大，切割深．岭谷南北走向，相对高差达2000米左右，地貌复杂。雨量在地区分布上差

异也较大．如安宁河上、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雨量较为充沛。一般在1200毫米以上．而在通天河和巴塘至奔

子栏一带降雨较少，年雨量不到600毫米．

(二)降水的季节分配

四川省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均衡．总的看来。冬春少雨，夏秋多雨．

春季(3--5月)．在接近湘鄂的盆东北和乌江下游地区．有类似湘鄂的。黄梅”雨季。春雨较多。达年雨量的

25—30％．此时盆地西部降水鞍少。只占年雨量的15％左右。盆地腹部的沱、涪、嘉陵江中下游更少．不足10％．

而在西南季风影响范围内的攀枝花市、凉山州等地区春雨甚少。仅占年雨量的5—10％．春雨占年雨量比重是

由东向西递减．

夏季(6—8月)．川西南山地区雨量普遍增多。大部分地区可达年雨量的sO一60％。．特别是春雨较少的Jlf

西南和盆西地区．夏季雨量可占年雨量的70％和60％以上．此时高温与多雨同季。正是各种作物及牧草生长旺

季．对农牧业生产十分有利．但盆地东部和中部夏雨量却明显偏少．只占年雨量的40％左右．这是造成当地伏

旱和夏旱的主要原因．夏季降水占年雨量比重为由东向西递增。与春雨相反．

秋季(9—11月)．东南、西南季风逐渐消退。降水量在各地差异都不大．只在地区上表现有早有迟．东部渠

江上瓣万源、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东南季风最后退出。秋雨较其它地区多。占年降水量30％。而在沱江中游、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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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下游及大渡河、青衣江中下游一带只占年雨量的18—20％。西部南端鲁南山及大凉山以南。秋雨比重比盆

地东部略高，一般占年雨量30一35％。其余地区占年降水量的20一25％．各地秋雨都多于春雨．

冬季(12月一次年2月)·全省均处于北方冷空气控制下，高寒少雨。冬雨比重只占年雨量的2．S一10％．西

部地区只有1—5％，其分布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三、光能资源

四川光照东部少，西部多．东部盆地是我国多云雾的地区之一，阴天多．日照少．特别是盆西、盆南一带。全

年El照时数只有1000--1300小时。El照百分率不足30％。太阳总辐射量少于90千卡／平方厘米．川西高原山

区。地势高亢．尘埃少。空气稀薄，透明度高．太阳辐射强烈。加之晴天多。云雾少，日照持续时间长。全年日照时

数为2000--2500小时．日照百分率为45—55％，年总辐射量达12卜150千卡／平方厘米，比东都盆地高出
30一50％。其中甘孜、攀枝花两地是全省日照时数最多、辐射强度最大的两个中心．

辐射总量与日照时数的季节分配，在东郡盆地地区比较一致·都是以夏季最多(5—9月的辐射总量和日照

时数一般可占全年的50一60％)。春再次，冬季最少．

西部高原山地的辐射总量的季节分配与东部盆地大体相似，而日照时数的季节分配则有较大差异．其中凉

山、攀枝花一带·冬半年(干季)El照多于夏半年(湿季)。特别是3—5月最多，6月最少；甘孜、阿坝两州则以4—

6月日照最充分．7月最少。10月一次年3月，6个月日照时数也可占全年的一半．

第三节水源

一、地表水

(一)地表径流

四川地表径流中．包括我国两条最大的干流——长江、黄河．但黄河只流经阿坝县和若尔盖县-／J,段边境，

连同在省内的自河、黑河等小支漉在内。黄河水系的年径流量也不过只占全省总量的百分之几．所以。四川河流

以长江水系为主。其面积占全省的97％，占长江流域28％．比其他省区都大。长江水系呈不对称向心状水系结

构，河流众多，水量巨大。四川长江水系河流达1300多条。其中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嘉陵江、乌江等河流年

径流量在400亿立方米以上。至于数亿至数十亿立方米的河流更是不胜枚举．各河流汇入长江后每年从三块泷

走的水量即达4400多亿立方米，其数量之巨居全国第一．

四川长江水系各河流流域广。支流多，水系结构复杂。东西差异明显．东部盆地的河流。在我国属典型的向

心状水系。如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等。均从盆地边缘山地流向盆地底都，最后注入长江．西部地区河流则以

水平状水系排列。如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等．同时各河流又有自己的水文特征：

地表径流量地区差异大．东南部盆地径深可达700毫米以上，而西北部高原不足200一500毫米．年径流由

东南向西北递减十分明显．东部盆地中部的资中、三台、南充之间，年径流深也只有200一300毫米，故该地区干

旱频繁。但是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和大凉山南坡，年径流探超过700--1000毫米，其中盆地西缘的大相岭、龙门山

高达1000--1400毫米。最高逾1600毫米．上述地区也是四川著名的暴雨区．

各河流径流量在时程上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具有明显的夏洪、秋汛的特点。多数地区4—6月份水量逐渐

增加。水位上涨，径流也随之增加；6月份开始进入汛期，7—8月达到最高峰。盆东平行岭谷则更早}10月份以

后水位下降，汛期也随之结束。1—4月为秸水期。由于各地降雨年内分配不均及地形影响，造成各河流水位骤

涨骤落。水位流量过程线星连续峰型。洪水猛涨，洪峰陡峭，容易发生洪水灾害。
‘

(二)其它地表水 ，

其它地表水主要包括湖泊、沼泽、冰川等。四川较大的湖泊有邛海、泸沽湖、马湖、小南海、迭溪海子等，总面

积达18万亩，蓄水量在数亿立方米以上。若尔盖沼泽积水面积达80万亩以上，这部分积水看起来是个消极因

索，实际上对调节当地的气候。维护草原生态平衡，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川西一带有海拔5000米以上

、的极高山近20座，它们终年积雪。冰河悬垂。是高山上的固体水库，西部地区地表径流的补给即以冰雪融水为

主。

=、地下水

全省地下水储量约705—780亿立方米．水质较好，但因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分布很不均衡．总体规

律是：盆西平原、盆周山地和川西南山地丰富，盆地和川西高原相对贫乏．盆西平原为全省已知的地下水资源最

丰富地区．储量达150亿立方米，且有水位浅。涌水量大．矿化度低(o．1一o．3克／升)。水质好．水温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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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东平行岭谷地下水也比较事富．箍中丘陵区地下水相对贫乏．但埋藏较浅，分布普遍，容易开发，且交替循环

强烈，易于恢复．盆周山地区及川西南山地区地下水以岩溶水、裂隙水、孔隙水为主，出露位置一般较高．农灌及

饮用意义大． 。

第四节土壤
～

四川由于受地理位置、气候、地貌、植被、成土母质等自然因索和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等因家的影响。土壤类

型千姿百态，并在分布上存在地域性差异．四川的主要土壤类型有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红壤、黄壤、山地棕

壤、山地草甸土、高山草甸土及沼泽土等．

一、紫色±：集中分布于盆地丘陵和海拔800米以下的低山和盆周山地。居中亚热带高温气候区的一种代

表性土壤．全省以紫色土为主的有76个县．部分是紫色土的有30多个县。面积约5000万亩．几乎占全省耕地

的一半．紫色土主要由砂、页岩风化而成。大多数土壤含有各种盐类。含量以盆中、盆北为最高。达2--19％．PH

值为7．3—8．3I盆东南较低，为o．2-仉9％，PH值6．5—7。5f盆西南最少。PH值为4．5—5．5．紫色土广瑟用子

农用地。尤其是种植业．

=、水稻土：主要分布在盆地底部和盆地低、中山区及安宁河流域，尤以成都平原和盆南浅丘地区面积最

大．水稻土系由冲积土、紫色土、黄壤、红壤等母质．经长期关水种水稻发育形成的一种特殊土壤。具有土层深

厚，耕性较好，舍有机质和磷、钾较多等特点。呈中性微酸性反应．

三、冲积±：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及各江河两岸．系流水畏蚀土壤。由高处i申往低处沉积丽成．冲积土通透

性好。土温较高，养分丰富。多呈中性．

四、红壤z集中分布在川西南山地。盆西老冲积台地及盆东南山问盆地。红壤是在长期的湿热条件下．由花

岗岩、变质岩、石灰岩、砂页岩和第四纪老冲积物等母质经风化发育而成；土壤粘重、板结、贫瘠、严重缺磷。表层

有机质含量为2—3％。下层在1％以下，星强酸性反应。PH值为4．o一5．o．盐基饱和度低．

五、黄壤；主要分布在盆周山地及安宁河、金沙江、稚砻江南段．一般在海拔500---1000米．部分在100旺
1500米之同．此外盆地西南及各大江沿岸阶地上，还有老冲积黄壤分布．黄壤是由石灰岩、砂岩、页岩、变质岩、

第四纪砾石层、粘土等成土母质在亚热带气候下发育而成的土壤。多具粘、酸、薄等不良特性，尤缺磷和有机质。

星强酸性反应。PH值为4．5--5．5。盐基饱和度低． ·

六、山地棕壤：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山地和西部中、高山的中上部。海拔大约在1500"--2100米．部分近高原

下切河谷阴玻部位也有山地棕壤分布．山地棕壤与红、黄壤有相近的发育过程，富含枯枝落叶层．有机质含量

高，表面琉松。星中性至微酸性反应，PH值5．5—7．4，盐基饱和度高．

七、山地草甸±t主要集中分布在川西北高原和川西高山峡谷，零星分布在川西南山地和盆西山地．这类土

壤基本上是在草甸草本植物生长作用下发育形成的，土层较厚，生物积累多．腐殖质古置5—9％．在较湿润地

区星酸性，PH值5—6；在较干燥地区则星中性偏碱．

八、高山草甸±t主要分布在川西北丘状高原的石渠、色达、甘孜至理塘县一带以及阿坝、壤塘、红原及若尔

盖的部分地区．高山草甸土是受寒冻风化作用崩解的岩块及岩屑组成．发育浅、±层薄、砾石多、生物积累少．在

较湿润地区星酸性．PH值5．8—6．5；在较干燥地区星中性反应，PH值6．5—7．

九、沼泽土t主要分布在若尔盏、阿埙、红原、松潘等县高原区的湖群洼地、河湖低湿区、低阶地。此外理塘、

石渠、色达、甘孜、凉山、大巴山、七曜山、武陵山海拔2000---3700米之间的低湿地带也有零星分布．沼泽土是河

湖沉积物母质在寒冷潮湿．长期积水，生长湿生草本植物沼泽植被下发育而成的。由于土壤水分饱和，通透性·

差，徽生物在低温厌气条件下活动受到限制。有机物不能充分分解。逐渐积累为泥炭层。土壤有机物含量高达

5—25％，金氮和磷的含量也高．呈中性至徽酸性．由于长期或季节性积水。夏季寄生虫多。大部分沼泽不能放

牧。半沼泽可放牧牛、羊．

第五节植被及饲草饲料资源

四川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种类繁多。兼备南北成分和丰富的古老、特有种．据初步统计．全省有高等植钧

294种．1724属，约l万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裸子植物88种，被子植锄8500余种。蕨类植物100余种．

珍稀植物81种。占全国总数的20．8，‘。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有银杉、珙桐、桫椤、水杉4种．二级保护植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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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兰级保护植物40种．由于境内横断山系受第四纪冰川运动的影响甚微。保存、繁衍和分化了许多古老植物

和特殊的植物种类．其中。四川的古老孑遗植物有莲座蕨、荷叶铁线蕨、松叶蕨、银杏，苏铁，水青树等。裸子植物

四川特有种有14种。被子植物四』Il特有种有464种．

四川的植被是与地貌、气候、土壤等的变化相联系而存在的．四川的植被及东都盆地原始植被以亚热带常

绿闻叶林为主，部分地方为常绿闻叶和夏绿闻叶混交林，目前存在面很少，大多开垦为农田或为次生灌草丛和

疏林草丛．西部高山和高原植被垂直带谱表现明显，从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向上。依次为常绿阔叶林或次生灌草

丛。常绿阏叶和夏绿阉叶混交林带。夏绿阏叶林带．常绿针叶林带，亚高山草甸。高山灌丛，高山草甸和高山流石

滩植被．四川植被的植物种类繁多．其中尤以草本植物种类最多。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本条件．

四川草地面积共3．38亿亩。可利用草地面积2．94亿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4．6％，约为我省现有耕地面积

的三倍。草地面积居全国第五位．草地广泛分布于四川全境．其中．东部盆地水热条件好．农业发达，绝大部分土

地已垦为农田．草地较少。且零星分散；西部高山高原水热条件差，许多地方树木和作物均难于生长，土地垦殖

指数低，为广阔的草地植被所覆盖．甘孜、阿坝、凉山三州草地广为分布，其面积最大．且集中成片，共有草地2．

54亿亩，占全省的72．6％；其余市、地仅占27．4％．四川天然草地的饲用植物种类多。草质良好。大多数种类的

适口性属中上等．但各类天然草地中的有毒有害植物也有100余种．这些植物体内大多含有一种或多种生物碱

或毒素．食用后可引起牲畜中毒．
· 四川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近14000万亩。总产量约4000万吨．其中．水稻种植面积4600万亩，玉米2480

万亩。小麦3110万亩。红苕1900万亩．油料作物种植面积1500万亩。此外．还有茶、果、麻、烤烟、棉花、甘蔗及

一些青饲料、蔬菜种植地．这些能为畜禽提供大量的饲料．四川省畜禽精饲料主要是玉米、小麦、红苕、洋芋、莽

麦、青稞、大米、豌豆、葫豆及蚕蛹、油饼、麸皮、血粉、骨粉、各类糟渣(如酒糟、糖糟、红苕渣等)I青饲料主要有红

苕藤、牛皮菜、莲花白、葫豆叶、细绿萍、水葫莲、天星苋、三叶草、紫云英、聚合草、水花生等}粗饲料主要有统糠、

豌豆藤、葫豆藤，花生藤及稻草等．

第六节动物资源及畜禽品种

四川的动物地理分布，兼跨古北和东洋两界。动物区系成分复杂。动物资源极其丰富。全省仅脊椎动物就有

118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其中。兽类190种。鸟类608种。爬行类71种，两栖类80种．鱼类230余种．

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87种。占全国总数的42％．一类保护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自唇鹿、梅花鹿

等30种。二类保护动物有小熊猫、林麝、大鲵、中华鲟等57种．动物资源中特产种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动物中可

供经济利用的种类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毛皮、革、羽用动物120多种。渔猎动物主要种188种，药用动物

166种．

在高山高原地区野生动物在畜禽疫病的传播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对于人畜共患病和多种动物

共患病．如布鲁氏菌病，野牛、野猪、黄羊、岩羊、晕獭、野兔等近30种动物可以感染发病；口蹄疫，牛科、羊科、鹿

科和野猪等偶蹄兽是易感动物．众多的肉食、草食野生禽兽通过复杂的食物链同畜群联系在一起，感染疫病。传

播疫病。另外．在甘孜、阿坝草原上。高原鼠兔、高原鼢鼠、喜马拉雅旱獭、青海田鼠、草兔等危害严重．在边远山

透有黑线姬鼠、高山姬鼠、大足鼠、褐家鼠、社鼠、巢鼠、貉、黄鼬、四川短尾嗣、灰麝嗣、狼、赤狐、弦、豹猫、野猫
以及多种鸟类、蛇类、蛙类、鱼类等动物。它们不仅是多种疫病的传播者和病原的保存者，有的还破坏草场和圈

舍．影响牧业生产．其它与疫病传播有关的动物还有钉螺、蚯蚓、椎实螺、蚊、蝇、虱、蚤、库蠓、虻、蜱及剑水蚤等

等．其中，钉螺在全省55个县有分布．这55个县中．有42个县是血吸虫病疫区．库蠓、蚊之类吸血昆虫分布在

除川西北高原之外的全省各地．

四川的畜禽品种资源丰富，共有37个地方畜禽品种．其中。马3个(建昌马、河曲马、藏马)·写产1个(川驴)．

牛8个(宣汉黄牛、三江黄牛、峨边花牛’JIl南山地黄牛、德昌水牛、涪陵水牛、牦牛)。羊7个(四川铜羊、古蔺马

苹、建昌黑山羊，板角山革JIf东北山羊、藏山羊、藏绵羊)。猪7个(内江猪、荣昌猪、成华猪、雅南猪、盆周山地

猪、凉山猪、藏猪)。鸡6个(彭县黄鸡、峨眉黑鸡、金阳丝毛鸡、旧院黑鸡、米易鸡、藏鸡)，鸭2个(建昌鸭、四川麻

鸭)．鹅2个<四川自鹅，钢鹅)。免1个(四川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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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中草药资源

四川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可供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种类很多。是我国重要的药材基地．药用植物有

396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81．5％．总产量占全国的10％以上．产量较高的中草药有黄连、黄柏、党参、抄参、当

归、自芍、杜仲、续断、白芷、辛夷、狗脊、柴胡、丹皮、葛根、牛芽子、夏枯草、金银花、大黄、芫花、川楝子、贝母、瓜

萎、半夏、天南星、白果、附子、贯众、肉桂、羌活、独活、木通、秦艽、五加皮JIl芎、厚朴、泽泻、通草、石苇、陈皮、青

皮、丹参、益母草、桃仁、红花、牛膝、赤芍、莪术、郁金、茜草、五倍子、使君子、芦根、栀子、耩公英、紫花地丁、青

蒿、天花粉、枇杷叶等．川产药材贝母、黄连JIl芎、天麻、杜仲、虫草、牛膝、当归、狗脊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天南

、星、半夏、白薇、通脱木等产量居全国第一．全省有药用动物166种。它们多以其尸体、骨、皮、甲、壳、内脏器官、

生殖器官、分泌物或排泄物等入药．主要的动物类中药有蝉蜕、水牛角、鸡内金、胆汁、乌蛇、土鳖虫、僵蚕、桑螵

蛸、麝香、斑蛩等．在动物类中药中．近年来活熊、活猪取胆汁和人工种植牛黄等新技术在逐步推广．提高了胆

汁、牛黄的产量．在矿物类中药中．产量较高的有石膏、滑石、代赭石、自然铜、雄黄、炉甘石、硇砂、硼砂等．

第八节自然灾害

一、干旱
’

· 一

干旱是四川为害最大的灾害性天气．按其出现季节的不同．可分为春旱、夏旱和伏旱．

春旱出现于3、4月份．主要发生在盆地中部和西部以及川西南地区(tit枝花市、凉山州及甘孜州南部)．盆

地春早中心位于平武至自贡的南北向狭长地带。其中简阳、荣县、威远、乐至、金堂一带春旱发生率在70％以

上，川西南山地区则几乎年年都有春旱．

夏旱出现于5、6月份．主要发生在盆地西北部和中部．以盆地西北部最突出．其夏旱的出现频率在68％以

上．其中梓潼、绵阳、德阳等地高达80％左右．此外。川西南山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夏旱．

伏旱出现在7、E月9"／。以盆地不雨鄙最为严直，其中心位于江津至万县之间长江两岸及嘉陵江下游一带．。

发生率达73％．

二、低温与秋绵雨、大风雪

春、秋正值冷暖空气交替季节．四JII盆地一带气温波动大。不稳定．3、4月份易出现日均温低于12"C的低

温，而9月下旬常出20℃以下的低温．9月中下旬的低温常伴随连绵秋雨丽来．9、10月份最长连续降雨时间大

都在15—20天以上。盆地西部、西南部可达20一30天．

川西北高原气温随高度增加而急剧降低，立体气候居于主导地位．除南部峡谷地带年均温在10"C以上外．

一般年均温在8"C以下．北部高原不足4℃，石渠、色达一带低子O'C．为全省最低温区．该地区冬季漫长寒冷。

冬长一般从南部5个月增至北部7个月。石渠一带长边9个月．川西北高原地区风速大。大风日数也多．年平均

风速为1．5—3米／秒，大风日数均在20天以上。雅砻江以西、抄鲁里山以北的高原地区可达60一80天．冬半年

多雪日．北部草地全年均可降雪．年降雪日数可达50一70天。南部约1卜40天．冬末春初雪日最多．积雪日效
也较多，最大积雪深度一般在10一20公分之间，但在高山及低洼背风处，积雪可达l一2米．冬春风大雪多。牲

畜饥寒交迫。能量收支不平衡．加之抗灾保畜条件差。常出现大批牲畜死亡和掉膘．

三、暴雨及洪涝

四川夏、秋季多暴雨．暴雨日多集中在6—9月，以7、8两月最多，盆西7、8两月的暴雨日可占全年的75，‘

以上．盆地区一日最大降水量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其中绵阳、名山、雅安、洪雅等地超过300毫米。还有不少地

方-IJ,时最大降水量达50一100毫米．这种历时短、强度大的暴雨常引起洪涝。四川多区域性暴雨。因而区域性

洪涝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出现．暴雨是形成洪涝的根本原因．但洪涝的形成又受地貌条件、水系分布等因素的影

响．北川、安县、绵竹、都江堰、温江、新津是全省的洪涝中心．暴雨洪涝往往诱发畜禽疫病漉行．

四、霜冻

四川霜冻的地区分布。高原多于盆地，盆北多于盆南．盆地和川西南河谷垒年在5—50天之间，盆南长江两

岸和攀枝花一带在10天以下．为全省出现霜冻最少的地区．大巴山南麓和大凉山一带在60天以上．川西高原

均在100天以上．北部高原及理塘、稻城等地达200～300天．霜冻使牧草枯萎、牲畜掉膘．也可直接对牲畜机体

’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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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冻雹

冻雹分布一般是西部高原多于东部盆地。山地多于丘陵、平原．冻雹主要出现在春末和夏、秋季节。尤以4、

5、6、9月份出现次数最多．据1959--1972年14年的统计．理塘、康定、阿坝、色达和石渠等县降雹次数多达200

次以上．最大积雹深度可达5—15厘米．冻雹不仅杀伤牲畜。而且影响牧草和作物的正常生长和收获。给畜牧业

造成较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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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社会经济概况

第一节行政区划、人口、民族

四川省辖11个市、7个地区、3个民族自治州．省辖11个市有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

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其中重庆、成都为计划单列市．全省共214个县(市、区)．其中市辖区31个。县级市12

个．县161个。少数民族自治县8个．县级工农区1个．全省有农牧业的县(市、区)208个．农业乡(铁)8558个，

村76234个(均为1988年底数)．全省总人口为10720余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9000万人，农户2500万户．全

省耕地面积约9500万亩．人均0．9亩．

四J『|是我国的多民族省区之一。除汉族外．有彝、藏、土家、苗、羌、回、蒙古、傈僳、满、纳西、布依、白、傣、壮

等14个少效民族．此外。还有侗、朝鲜、水、高山、仡皓．瑶、布朗、土、啥尼、黎、锡伯、哈萨克、仫佬、普米等民族成
分．少数民族人口约500万．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60％，主要居住在西部高

原和川西南山区。川南边缘山区．其中．彝族90％集中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藏族绝大部分居住在甘孜、阿坝两

州．j净慧攘中分布在茂县及其邻近县．土家族、苗族主要分布在黔江地区及筠连、珙县、叙永、古蔺等．这些少数

：醛。歹发拳种植业、畜牧业或半农半牧。相对于内地农区来说，畜牧韭所占比重较大I甘孜、阿坝两州北郡草原

。．囊疋以畜牧业为主．

第二节畜牧业生产和经营‘

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攻策、粮食产量、市场价格及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和调节．四川的畜

牧业生产方式有国营、集体和私有私养等多种形式．落实家庭经营责任制后．生产方式以私有私养为主．调动了

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在畜禽及其产品的经营上．过去主要是国家下派购任

务．由商业、供销、外贸部门统一经营．1978年以后逐步取消了国家派购的任务，实行价格放开。在经营渠道上

以国营商业部门为主。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渠道经营．打破了。一把刀。经营的禁镏。致使流通渠道畅通。市场

活跃，较好地解决了卖难、买难的问题．避一步挖掘了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内部潜力．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1989年底．全省生猪存栏6400万头(其中能繁母猪458万头)．年内出栏肉猪5840万头。调运省外的商

品猪肉约so万吨。肉猪出栏数和猪肉外调数约分别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和近三分之一I大牲畜存栏1053万头．

其中黄牛329万头．水牛274万头。良种及改良种(乳)牛4万头．牦牛377万头．马49万匹。骡3万头．驴5万

头；羊存栏925万只。其中山羊578万只。绵羊347万只#鸡存栏11879万只．出栏10325万只；鸭存栏3099万

只，出栏7468万只；兔存栏1330万只。出栏1980万只；鹅存栏1000多万只．出栏2000多万只．全省猪、牛、羊

肉产量383．5万吨。禽兔肉产量32．4万吨，禽蛋46万吨。奶类26．1万吨．全省牧业产值达92．16亿元(1980年

不变价)，牧业产值占全国牧业产值的八分之一强。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约占金省农业总产值的

30％。畜牧业已由副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国营食品公司系统作为畜牧产品经营的主渠道．其年购销生猪数约占全省生猪出栏量的30％以上。购销

总数为1700万头左右，其余∞必多是由其他系统(供销、外贸、乡镇企业、畜牧等)单位和个体经营．在发展畜

牧商品经济中．各级畜牧部门注意围绕市场组织生产．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全省畜牧系统相继成立了100多索

牧工商联合企业、畜牧服务公司等。按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积极从事牧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叠省城乡集贸市场成交猪肉约60万吨。鲜蛋17万吨。禽兔肉20万吨。畜禽及其产品的成交额约55亿元．
0j， 、密总额的40％以上，全省畜禽及其产品的集贸市场有7000多个．主要分布在县(区)城镇及县(区)辖

i：一’’承郓大、中城市的农贸市场．

签禽集贸市场也是畜禽疫病的重要的传播场所．I家畜家禽防疫条例'贯彻实施后，四川省的绝大多数畜禽

集贸市场有鲁医卫生检疫员、监督人员负责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监督检查工作和市场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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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畜禽饲养管理

畜禽的饲养管理因生产责{壬制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丽有一定的差异。

猪：在盆地农区未断奶仔猪一般是围栏或敞放．让其自由活动，4卜60日龄断奶后上圈饲养；在牧区或半
农半牧区及部分山区的猪只以敞放为主。适当补给精料．生猪育肥方式过去主要是采用。吊架子”的办法。饲养

管理比较粗放．七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农村养猪的科学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省内许多地

方。特别是盆地农区的生猪饲养逐步改熟饲为生饲。改。吊架子”为直线育肥。改单一饲料为配合饲料。改自然交

配为人I工授精，改喂大肥猪为适时屠宰，并推广了猪经济杂交和仔猪早期补饲．

牛、马、羊：在内地农区多分散饲养，数量相对较少。以圈养拴养为主；部分山区白天放牧。晚上赶回圈舍．在

牧区则主要依赖天然草场放牧，管理比较粗放．冬春草场一般有围栏或极少数简易棚圈，防寒保暖条件极差。在

低温、大风雪、冰雹等恶劣气候下。常发生牲畜冻死、饿死、打死现象．在半农半牧区，夏秋季节主要是在高山草

甸和亚高山草旬草地放牧。冬春赶回村寨。适当补给玉米等精料和农作物稿杆等．

禽兔：除专业户和较大的饲养场实行笼养外，绝大多数鸡、鸭是分散在千家万户以敞放任其自由采食为主，

适当补给精料；棚鸭专业户养鸭则以野营放牧为主．免则多以地面放养为主。少数专业户及兔场实行笼养．

畜禽饮水多是未经处理的江河、塘、库、堰水．在城市近郊水质污染严重。在工业和乡镇企业、农业比较发达

的小城镇和乡村。水质也受一定的工业和农药污染．在高山高原地区则污染较少．水质好．

在畜禽饲料推广方面。全省畜牧系统有大小饲料厂点9"／'0个，肉粉、血粉、草粉等饲料原料生产厂21个．每

年生产各种配(混)合饲料、浓缩饲料约50万吨，可配合饲料近90万吨．全省有饲料添加剂厂76个．开发饲料

添加剂产品82个。年产量约3万吨．饲料添加剂和配合饲料的逐步推广，使畜禽饲料配合更趋合理．既增强了

畜禽机体防病抗病能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益．在草地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据1988年底统计。全省

人工种草334．8万亩．推广草粮轮作220万亩。改良天然草场190多万亩。围栏草场20多万亩，飞播牧草29万

亩．草原灭虫灭鼠3000多万亩． ．

第四节．畜禽品种改良及畜禽的引进、调出

四川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初具规模。有种畜禽场40多个。家畜冻精站、液氮站11个。改良站150多个．良种

鸡繁育体系从原种场到祖代、父母代场，比较完整配套i省原种猪场已正式投入生产。全省已有杂交改良牛s万

多头，杂交改良绵羊30多万只，生猪杂交面达s6％以上．

种畜禽的引进和调出渠道较多。历史情况比较复杂．省际之间、各地(市、州)之间、县与县之间良种畜禽的

引进和调出。省、地(市、州)、县畜牧系统种畜禽场和其它系统、专业户养殖场均在进行．从国外引种则主要是

省、地(市、州)畜牧系统种畜禽场．40年来，四川省先后引进的国内外畜禽品种有t

马：卡巴金马

牛：摩拉水牛。新西兰、西德、荷兰黑白花奶牛。西门塔尔牛，尼里瑞菲牛。蒙僮利亚牛，秦川牛．

猪，长白猪，巴克夏猪。约克夏猪，汉酱夏猪。杜洛克猪，迪卡猪，太湖猪。吉林黑猪，华南猪．

羊：茨盖羊，奴比羊．沙能羊，吐根堡羊．罗姆尼羊，林肯羊。美利奴羊。新西兰和英国边区莱斯特羊，湖羊，陕

西和山东等地奶山羊．

鸡；来航鸡，芦花鸡。九斤黄鸡，澳州黑鸡，科自鸡．红育鸡，红波罗鸡。从鸡，狄高鸡，海兰鸡。罗斯鸡．伊萨
鸡．红宝鸡。海塞克斯鸡。艾维茵鸡。京白鸡，星杂288、579等．

鸭：康贝尔鸭，迪高鸭，樱桃谷鸭，蓍鸭，江苏麻鸭等．

鹅：广东狮头鹅．

兔：日本大白兔．加利福尼亚兔，力克斯兔。新西兰免．安哥拉免．西德长毛兔，獭兔等．

四川省调出省外的畜禽品种主要有荣昌猪、内江猪、成华猪、四川铜羊、麦洼牦牛、唐克马等．据不完全统

计．石柱县1985年至1986年调往省内外的长毛兔、种兔即达30多万只．近年荣昌、隆昌，泸县一带的仔猪也大

量销往陕耍、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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