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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吞召
临高县土地管理局本着修志以观今鉴古、揭示历史

规律，捕捉时代脉搏、探真求是、留史存实、推动当代

事业的发展、资政、存史、教化之初衷，编纂了《临高

县土地志》，这是本县土地管理史上的一件大事，实在是

可庆可贺。

自古至今，人类的生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土

地。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历史

上，我们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的。几千年的中国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行土地私有制，

耕者无其田。拥有大量土地者不劳而获，而广大劳动人

民却无田可耕，无立锥之地，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了土

地公有制制度，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希

望。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给予农民有经营自主权，土

地使用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

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国人依靠着这占世界

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人



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一大奇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业、工业、旅游业都要同步发展。

由于引进外资成片开发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项目不

断增加，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加上人口不断增

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正变得日益突出。

乱占用耕地、违法批地、越权批地、破坏土地资源等事

件屡见不鲜。这对全面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十

分不利。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管好土地，合理使
用土地是一个大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人间最大的事是吃饭

问题，实际上是土地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

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的饭碗就难以保住。一要吃饭，二

要建设，但吃饭毕竟是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决不能以牺

牲大量耕地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建设的发展。江泽民总书

记提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珍惜土

地，合理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对
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

临高县土地管理部门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土地管

理部门的领导下，从临高的实际出发，编纂了《临高县

土地志》，将临高旧时代的土地状况、新的历史时期土地

使用与管理的经验教训理出个头绪，为当今与未来的土

地管理提供一个借鉴。特别是对县级迸一步加强土地管



理，提高土地使用价值，使土地资源配置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全面发挥作用，也是有所裨益的。当该书即将付印

之际，县土地管理局的领导问序于我，我欣然应之。我

是临高人，曾在临高县担任各级领导20多年，对临高的
土地状况、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所了解。我认为临

高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全县还有大片的耕地后备资

源，还有大片可以利用的荒山、荒地、荒滩、荒水，有

的虽然不能垦为耕地，却可以利用来植树、种果、种菜，

养鱼、养虾，在已开发的土地上还蕴藏着巨大的可以利

用的潜力。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但存方寸土，留与子
孙耕。”尚望各级领导者和土地管理部门要提高认识，深

化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国有土

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认真履行所有者对土地的处置和
收益权，切实担负起国家赋予的管理土地的责任，依法

管理土地，从根本上改变国土管理使用上的混乱局面，

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开拓土地管理事业的崭新篇
章。

1998年11月8日子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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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记事时限上不封顶，下限断至1994年。

二、本志按事物性质(门类、事类)分类横排，按

时间顺序竖写。结构编排为章、节、目、子日。全书共

分为7章25节以及序、大事记、概述和后记。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记事

内容包括历史沿革及重大事件等。

四、本志除《大事记》外，对于记事年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法，后注明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文内的×X年代，均系属20世纪。

六、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引用史实保持原貌，不作

更改。引用地名按历史旧称，但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今名
称。

七、度量衡及货币单位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

算，建国后的货币，为方便计算，均换算为现行人民币。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正德琼台志》、新旧《临

高县志》、《临高县农业自然资料调查和农业区划报告

集》、《临高县土壤普查报告书》和省、县的档案、文献

以及各乡镇、农场、县直各单位编供的史料。所用资料

均已核实，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概述

临高，地处海南省西北部，横亘在琼州海峡之滨，东

邻澄迈县，西接儋州市，距省会海口市97公里，是海口

经济圈与洋浦经济圈的“交集区”。地理位置在东经109。

30’一109。53I，北纬19。34’一20。02’之间。东西宽34公

里，南北长47公里，形状呈椭圆形，总面积1317平方

公里，总人口37万，平均人口密度281人／平方公里。全

县现有临城、新盈、博厚、波莲、多文、龙波、东英、美

良、和舍、加来、皇桐、南宝、美台、马袅、东江、调

楼、美夏17个乡镇和红华、加来2个国营农场。

临高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载，在远古时代，

临高属扬越之地。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临高正

式列入汉朝版图。隋大业三年间(607年)，始设毗善县，

属珠崖郡。唐武德五年(622年)，改毗善县为富罗县，并

于县境内的东部增设I临机县，属崖州(贞观七年改属琼

州)。唐开元元年(713年)，临机县改为临高县。南汉乾

和十五年(957年)，废富罗县，将其地分并入临高县及

儋州的义伦县(今儋州市)。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

期，临高县治名不变。解放后仍设临高县。1956年将第

五区(和庆镇)划入那大县(今儋州市)。1958年11月，

临高县与澄迈县合并，成立金江县。1959年1月，金江



县改为澄迈县。1961年5月，临高县又与澄迈县分开，恢

复临高县建制。

临城镇为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所在地，是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于本县西北部，文澜

江畔，高山岭麓，古称莫村。隋大业三年间(607年)置

毗善县时，县治设在那在村(今东英镇，已废)。唐武德

五年(662年)增置临机县，县治设在临鸡村(今马袅乡

境内，已废)。唐开元元年(713年)临机县改为临高县，

县治仍在临鸡村。宋绍兴二年(1132年)，临高县治迁到

莫村(今址)。民国时期称附城镇，解放后称临城镇。

本县地处低纬度，在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季风海

泽眭气候，终年无霜冻，四季长青。据气象部门资料记

载，本县年平均气温为23℃一25℃之间。气温最高的是

7月份，月平均气温为28．3。C；气温最低是1月份，月

平均气温16．9。C。日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IO。C的年积

温为8562℃。在季节分配上，夏季(6～8月)积温最多，

占年积温32％；春季(3—5月)和秋季(9—11月)积

温基本相同，各占年积温26％；冬季(12月——次年2

月)积温最少，占年积温的16％。

本县终年太阳直射角度大，日长夜短，阳光充足，热

量丰富。据气象部门资料记载，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时间

日照数在12小时以上。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175小时左

右，占可照时数的49％。日照时数在年中分配情况是7



月份最多，平均245小时，2月份最少，平均只有112小

时。本县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角度大，光照充足，地

面获得太阳辐射能量较多，热量丰富。年太阳辐射量平

均为119．5千卡／平方厘米。年内辐射量最多的月份是

5月和7月，辐射量各为13．44千卡／平方厘米，各占年

辐射总量的11％，辐射最少的月份是2月，辐射量

为6．5千卡／平方厘米，仅占全年辐射总量的5％。

本县沿海潮汐为全日潮系，潮差2，5～3米。因受

近海流的影响，西北流向流速缓慢，一般不超过2节；东

北部因与地势有关，流线密，流速较急，一般为2．5～

3节。

本县为我国多雨地区之一，雨量充沛，各地平均年

降雨量在110卜1800毫米之间，其规律是自南部内陆
向北部沿海地区递减，但位于多文岭东侧的国营红华农

场则是本县多雨中心，其年平均雨量为1804．5毫米，为

全县之冠。年中月雨量最多的是8月份(平均为311．1

毫米)，占年总雨量的22％，月雨量最少的是1月份(平

均为15．3毫米)，只占年雨量1％。本县降雨量集中，干

雨季明显。雨季(5"--10月)雨量占全年雨量的87％，干

季(11月～次年4月)雨量占全年雨量的13％，因而冬

季春季常常出现干旱，北部沿海的干旱尤为严重。南

部平均年雨日为172天，县城136天，而沿海地区的

马袅乡只有91天，只及南部地区的52．9％，为县城



的66．9％。

本县虽在高温多雨的热带季风区，但雨量分配不均

匀，历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5％。全年各月平均相对湿度

为82％。本县气温高，冬春两季盛吹东北季风，蒸发量

大，年平均蒸发量为1813．7毫米，超过年平均降雨量。

年内蒸发量最大的月份是5月，蒸发量高达202．9毫

米，蒸发量最小的月份是2月，蒸发量99毫米。

本县属琼雷台地的一部分，整个地势较为平缓，地

势是东南面高，逐步向西北部倾斜，由低丘陵、台地、平

原、滨海沙滩逐级递降，呈不对称的新月形层状结构，并

有火山残丘如高山岭、多文岭等。低丘陵面积为439657

亩，占总面积的22．6％，海拔100米以下的台地类型面

积为861850亩，占总面积的44。2％，平地类型面积

432318亩，占总面积的22．1％，坑谷地类型面积为

31246亩，占总面积的2．6％，其他用地类型面积为

163894亩，占总面积的8．5％。

本县土壤的成土母质有海相沉积物、玄武岩、花岗

岩、沙页岩和河流冲积物。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

术规程中的分类原则，全县土壤分为潮沙泥土、砖红壤

土、水稻土、滨海盐土、滨海沙土及石质土等6个土类，

10个亚类，31个土属，88个土种。

本县人工植被主要是水稻、小叶桉、大叶桉、木麻

黄、苦楝树、橡胶、牧草等；天然植被有禾草科杂草、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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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飞机草、红树林等。全县植被面积．1769120亩，覆

盖率为89．55％。

本县土地资源较丰富，土地总面积(不包海滩)为

1949585亩，可供农业生产利用的面积达1727185亩，占

总面积的88．59％。其中宜农地面积为1034012亩，占

可利用总面积的59．87％，宜胶、热作地面积为3021108

亩，占可利用总面积的17．49％，宜林地面积300864亩，

占可利用总面积的17．42％，宜牧地面积90200亩，占

可利用总面积的5．22％，其他非生产用地(居民点、道

路、水域)94896亩，占可利用总面积的5．4％。

，本县河流较少，地表水源缺。县境内共有河流9条，

多为南北流向，县境内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有文澜江、大塘河、马袅河，均在县内自流入海；县

境内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下单独自流入海的小溪

有文科河、文新河、水丘河、兰堂河、汉隆河、德才河

等6条。本县水能理论蕴藏量达14700千瓦，可开发利

用的水能量为10005千瓦。

本县地水径流丰富，地下水储藏量有6．01亿立方

米(包括浅层地下水补偿)，可采储量为44573万立方米

／年，其中孔隙灌水可采储量为1303万立方米／年，孔隙

承压水可采储量为43270立方米／年。

本县属松涛东干渠道灌溉区，水利灌溉渠道遍及全

县各地。解放前，主要靠临时拦河堵水、水车车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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