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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概况 1

蓟县概况

蓟县[Jixi6n】 简称蓟。天津市辖县。

县人民政府驻蓟县城关，北纬40。02’，东

经117。24’。县城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

原东北部，大秦、京秦铁路与津蓟铁路

相交之地。东与河北省建化市、玉田县

交界；西与河北省三河县相连；南隔洵、

蓟运河与宝坻县相望；北与河北省兴隆

县、北京市平谷县毗邻。辖4个镇、37

个乡．8个居民委员会、949个村民委员

会、1 019个自然村。面积1 470平方公

里．居民202 050户，752 000余人。除

汉族外，还有满族、蒙古族、回族、壮族、

苗族、侗族、布依族、瑶族、朝鲜族、土家

族、彝族、仡佬族、水族、仫佬族、锡伯

族、普米族、藏族、土族、畲族等。其中，

满族16 148人，占总人口的2．18％；孙

各庄乡为满族乡，满族人口2 237，占该

乡人口的32．97％。

蓟县历史悠久，传说夏禹(约公元前

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治洪水，定九

州。蓟县地属冀州。西周(约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实行分封制，属

燕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至6世纪)建

无终予国(因境内无终山得名)，从此，

蓟县地称无终。秦(公元前221年公元

前207年)实行郡县制。改无终国为无终

县，属右北平郡。西汉至三国魏均袭

之。西晋、东晋十六国(公元266年至

432年)属北平郡；北魏(公元535至557

年)置渔阳郡，郡治由渔阳(旧渔阳郡

治，位渔水之北，在今密云西南。)移至

无终县。隋(公元605年)改无终县为渔

阳县，从此，无终之名为渔阳所代替。

高开道于公元616年夺取北平(今河北

省卢龙县)、渔阳，称燕王，都渔阳。唐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废渔阳郡，置

蓟州(州冶在渔阳县)。公元907至913

年，刘守光据蓟州燕国。五代后晋石敬

瑭割燕云十六州贿辽，蓟州为一。1121

年金侵辽，获蓟州以归宋。宋宣和四年

(1122年)，蓟州更名广川郡，渔阳县更

名平卢县；七年(1125年)，金灭辽后，复

取其地，仍名渔阳县。属中都路蓟州，

元属大都路。明洪武初年改渔阳县为

蓟州，属顺天府。清乾隆八年(1743

年)，蓟成散州。民国二年(1913年)改

蓟州为蓟县，属京兆特区。民国三年至

抗战前(1914至1938年)属河北省。抗

日战争时期(1938至1946年)先后设蓟

平密、蓟宝三、玉蓟宝、蓟遵兴、平三蓟、

玉蓟、玉宝联合县和蓟南县，分属冀东

办事处、十三地区专署、冀热边区行署、

冀热辽区行署、冀东区行署第一、五、十

四、十五、十八专署。1946年4月27日

撤销联合县，恢复单一县制为蓟县，属

十五专署。东部孤树等19个村划给玉

田县；西部段甲岭等10个村划给三河

县；西北靠山集等16个村划给平谷县。

1947年5月，三区(邦均)以北和九区

(官庄)全部划给平谷县，10月划回，又

将州河以东村庄全部划给玉田县。

1949年9月划回。新中国成立后，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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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通县地区。1950年秋将所辖于椿庄

乡新安镇等12个村，迷王会乡南小庄

等5个村划给玉田县。1958年蓟县归

属河北省唐山地区。同年11月，三河县

城关、段甲岭、燕郊、皇庄、高楼5个公社

和大厂县大厂公社并入蓟县。1960年3

月所辖上仓、下仓、激溜3个公社380个

村庄，划属河北省玉田县，蓟县划属河

北省天津市。1961年6月划属河北省

天津地区。1962年6至7月恢复原建

制，上仓、下仓、激溜3个公社所属村庄

复归蓟县。1973年8月1日蓟县划属

天津市。1979年5月遵化县出头岭、官

场、西龙虎峪3个公社划入，时全县有

41个公社。1981年建城关镇。1983年

3月至8月分三批将全县公社改建为41

个乡。1990年1月将邦均、官庄、下营3

乡撤乡建镇。至此，全县共有4个镇、37

个乡。

地势北高南低。自北而南可分为侵

蚀低山、剥蚀堆积丘陵、洪积冲积平原

和冲积平原4个地形区。北部侵蚀低

山区，海拔一般在500至700米之间，最

高峰九山顶(位于下营镇常州村西北)。

海拔1078．5米，为石英砂岩组成。此地

形区面积约为671．2平方公里，占全县

总面积的43．22％。剥蚀堆积丘陵区。

海拔一般为50至500米，地形破碎，宽

谷发育，此地形区面积约为166．05平方

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0．69％。洪积

冲积平原区分布于丘陵区的前缘，海拔

一般为10至50米，主要为山口洪积锥、

冲积扇联合组合的山前倾斜平原，问有

石质残丘(如翠屏山、凤凰山等)。此地

形区面积为279．34平方公里。占全县总

面积的18％。冲积平原区主要分布于

山前倾斜平原的外围洵河、州河两侧，

海拔一般在10米以下，内多洼地，规模

较大的如青甸洼、太河洼等，海拔较低．

最低处蒙郢乡李四辛村南马槽洼．海拔

仅1．8米，此类地形区面积约为436．21

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28．09％。

境内河道纵横，属蓟运河上游水系。

较大的有洵河、州河、蓟运河，均为常年

河；其余如漳河、兰泉河、黑豆河、淋河

等均为其支流，为季节河。整个水系年

总经流量最低0．057亿立方米。最高

1．345亿立方米。蓟县地下水资源主要

为基岩地下水，水位埋深10—25米．由

大气降水、灌溉回归及基岩裂隙水的倒

向经流补给．地下水年可开采2亿方左

右。属南温带亚湿润气候区，春、夏、

秋、冬四季分明，冷暖干湿交替明显，年

均温11．5℃，一月均温一3．5℃，七月均

温26℃。年降水量679．3毫米。冬、春

季多西北风、少雨雪。春季常旱，夏季雨

量增多。6至9月降水量约占年降水量

85．7％。无霜期170至190天。全年日

照时数4 459小时。历史上自然灾害较

多，比较大的有：明弘治六年(1493年)

一次暴风雨，拔树倒禾，瓦石横飞，近百

人被卷上天空，9人被摔死，19头牛身

足分离。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至

1641年)，连续三年大旱，骨肉相食。人

死无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连续

40天大雨，水进县城南门，南关可以行

船，房舍、农田被淹，死人甚多。1949年

7月9日至8月31日，连续6场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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