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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壤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壤肥力直

接影响产量的提高，因此，土壤普查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

最基本的工作之一。随着农业生产《f{『发展，’其耕作制度、肥料结构、作

物品种、生产方式等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为进一步摸清我市境内土壤底

细．制订：怊应的改造措施，给农业生产发展提出科学依据，加速实现农

业现代化。我市根据国务院(1979)ll 1号文件的精神和省、州土壤普

查办公室的安排部署， 于198 1年5月l 5日开始进行第二次土壤普查工

作，至1986年10月结束。

金市在土壤普查期间，共挖主要剖面144个，次要剖面720个，剖面

分层次采集样品共600个，其中市代表割面5I)个。全市纸盒样品203个，

耕层混合样品l，500个。挖了物理性质测定到面19个，做量元素分析土

样34个。化验工作是按规程要求项目，分别在省测试中心、州中心化验

室和延吉市化验室进行分析，共进行了5，801个项次的化验，

这次土壤普查工作中，先后完成了市一级比例尺为I：5万的土地利

用现状图，土壤图，全氮、磷、钾图，有机质图，速效氮、磷、钾图，

土壤肥力分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延吉市土壤志和土壤普查工作总

结报告等成果。乡级和村级完成了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速效氮、磷、

钾图和土壤普查报告书。全市共绘制了各类图件l 29张。并指定专人负

责对有关土壤普查的图佳．资料进行整理，装订成册，归档保管。进行

土壤普查的同时，抓紧了箴桌殷用，努力做到了边普查，边应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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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农业生产．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摸清了全市的土壤类型、面积、分布特点和规

律；分析并了解了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养分状况；查明了影响农业

生产的障碍因素；通过因土施肥试验，土壤普查成果的应用，从中掌握

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出了因土种髓、合理利用、改良土壤的途径和

措施。本土壤志共设七章，主要介绍了延吉市境内土壤的类型和分布特

点；论述了各类土壤的形成、分类、理化性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

叙述了土壤肥力分级和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和措施；记述了应硐土壤普

查成果，促进农业生产的初步成效。

土壤普查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资料繁多，技术性强的

工作。在编写土壤志过程中，延边大学刘忠杰、延边农学院李宗铁、州

土肥站尹基淳、朴日成、林良东、龙井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张龙石、图ffl

市农业区划办李钟淳等同志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深表谢意。

．土壤普查工作是一项新工作，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足，7业务知识

浅薄，’调查收集资料不够系统，统计分析不够细致，因此，本志难免有

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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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一、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域

延吉市位于吉林省东部，界于北纬42 7 50’至42。58’，东经l 29。24’至

1 29。3 3’之间。四周与龙井县五个乡镇接嚷，东与长安镇，西与朝阳乡，

南与石井和东盛乡、北与烟集乡相连。总幅员面积为l 49平方公里，南北

长18公里、东西宽16公里。 ．

延占市辖有三个乡．六个街道办事处和一个农场。三个乡共有三十

三个村一百五十四个村民小组(详见行政区一览表)

延吉市行政区一览表

乡 别l村数l／J丰磐鬏l 所 属 村

p一一计．!⋯33一一L竺_j一⋯一——二一⋯一
长 白

小 营

兴 安

14

lO

9

72

46

36

、东光，新光、东农、新农、东新、东明、：I：

理化、龙河、明新、延河．新丰．仁坪。

队、民主，民兴、公新、吉兴，新必，光IjH．

、光进，小营。

发展、大成、实现、北大．兴安、东兴、红旗、畜

牧场，奶牛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园艺农场 l

街 道l l f
I一-L——————-—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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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条件

据市统计局一九八O年末统计资料，一九八O年全市总人口有161，

253人，比一九六五年末增加45，598人。其中农业人口29，598人，比一

九六五年末增加2，51 2人，全市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18．4％。农业

劳动力1 3，188入，全市人均占有耕地0．65亩，每农业人口占有耕地3．6

亩，每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8亩。

全市共有大牲畜g，323头。二九八O年末，全市拥有大、中型拖拉

机l 1 9台、5，244马力，农用机械总动力28，907马力，电机井3l 6艰，旱

涝保收高产田23，757亩，化肥施用量l，904吨。

三、自然资源

(一)气象

延吉市属于中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大陆性气候特点明显，四季分明，

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少雨，冬季寒冷漫长。冬夏温

差较大。

1、温度

据延吉市气象站二十八年气象资料，全市年平均气温为5。C，最高

年平均气温6。C，最低年平均气温4．1。C。一月份平均气温为一1 4．4。C，

七月份平均气温21．3。C，年较差35．7。C。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7．6。

C，极端最低气温一32．7 oG。全年≥o。C积温为3，154。C，稳定通过0。

C的天气初日为3月28日，终日为11月5日；全年≥1 o。C积温为2，678。C，

稳定通过1 0。C的天气初日为5月6日，终日为10月1日。平均终霜日为5月

l 2日，初霜日为9月23日，无霜期为1 33天，无霜期变化幅度也较大，最

长可达156天，最短仅有l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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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20公分以内土层年平均土温为7．2。C，比年平均气温高2．2。C，

地面一般从十月中旬开始见冻土，到十一月中旬进入封冻期，冬季冻层

一般在1：5 j之左右，最深可达2米，不利于春季保墒和田间越冬菜安全过

冬。40公分以内土温，在3-----9月间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而降低，其余月

份却高于20公分以内土温，到320公分全年土温稳定在3．2～12。C之间。

(详见图一)

2、降水量
．

延吉市年平均降水量为504毫米。但降水量年际变化悬殊，如降水

量最多年份可达638毫米，最少年纷只有3 09毫米。春季(4至5月)降水

为74．5毫米，占金年降水量的1 4．8％；夏季(6至8月)为3 09．5毫米．

占31．4％；秋季(9至1 o月)为81．4毫米，占1 3．2勿；冬季(1l至3月)

为38．7毫米，占7．6％。5至j月作物生长期降水量24 l 4．5毫米，占全年

降水量的82．20／0。

总之，延吉市气候温和湿润，雨热同期，雨水充足，光能资源丰

富，无霜期较长，利于各种农作物生长，而且利于草、木本植物的生

长。春季降水少，蒸发量大，大风又集中在这个季节，故易引起春旱。

夏季降水过于集中，亦易引起洪涝、夏涝，冲毁河堤或农田、坡耕地水

土流失等。 (详见图二、延吉市气象资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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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地貌

延吉市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且平坦，南、北、东三面由小丘环绕，成

为马蹄型小盆地。东面属低山区，最高点海拔为59 1米。虽然绝对高程

并不高，但相对高差大，坡度较陡、微区域内地貌变化大，不宜种田面

积占全市总面积的4％，植被为低世林； 南、北面为岗台地区，海

拔一般地至400米之间，帽儿山孤竖在岗台地之上，是@．---希r称之山，
其海拔高度为5 1 7米。南、北岗台地微地形变化多，是延吉市旱田、

果园集中区域，其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600k。岗台地区是水土流失严重

区，也是急待要综合治理的区域。区内有多级阶地、阶地面清楚，但一定

程度上受到沟蚀而形成了长短不等的l 7条干谷，200多；条细沟、切沟，

使地貌变化更为复杂；中部是河谷，占总面积的36％，地势平坦，地势

由西向东稍颅斜，两条、可流经疯其中，土质4巴沃，水源充沛，是廷吉市

主要蔬菜产区，又是产稻区。
’ (三)水资源

1、地上水

流经延吉市的主要河流有两条，即布尔哈通河、延古河。金市多年

平均降雨量为504毫米，盗市年隆壅!鳖量7，51 8万立方米。布尔哈通河在

延吉河南桥上部流域面积为3，420平方公里，平均径流深为172毫米，．径

由延吉市的径流量为5．89亿立米；延吉河流域面积为298平方公里，平

均径流深为140毫米，平均径流量为4，1 72万立米。灌溉期保证率在8 ook，

时，布尔哈通河为2，415万立米，延吉河为730万立米。

2、地下水

＼／延吉市地下水主要啦纪松散层空隙水为主，分布在河漫滩、≥
二级阶地、丘陵至蛤地。天然资源量为1，87979立米，其中基岩1妫779

c，—一 。

· 6·



万立米，第四纪松散层为1，100万立米。可开采量为l，255万立米，其中

基岩区440万立米，第四纪松散层8152；立米。可利用量为1，038万立米，

主要是松散层地下水。

． (四)植被

植被是土壤形成过程的主导因素。延吉市植被主要分两大类，即木

本植物和草本植物。本市原始自然植被为针阔混交林，河谷和沟谷有草

甸植被和沼泽植被。但由于受人为影响，上述自然植被己完全被破坏，

山地、丘陵己形成次生阔叶林植被，沟谷和台地上形成草本植被，山

地、丘陵生长以柞树为主的阔叶林，灌丛和人工林，灌木品种主要有胡

枝子、榛柴等。地势较平坦的丘陵．岗台地己大部开垦为农田。沟谷生

长草本植物，主要有三棱草、大叶樟、小叶樟、箭叶蓼、水稗每。原针

阔混交林下，主要分布灰棕壤、暗棕壤土类，原草甸、沼泽植被下主要

是草甸土，沼泽土等土类。

(五)成土母质 ．

母质是土壤的骨架，是基础。母质来自母岩。延吉市区所出露的

地层，主要是以中生代以来湖泊相、江流扭等因睦沉积鳓粤馘，局部
县有尘善的矩生丛数噎出岩。对各地层简述如下：

臼、／7笫四系全新统地层：由低位河。漫涟塑韭积砂耷石，高位河漫滩
的石砾砂，一级阶地的亚粘±，礁砾丕笺组成。这些地层在廷吉市以

越形式分布在布尔哈通河、延吉i蝴岸。P—————————————————————————————————————————一

2、上第三系上新统地层：由各种玄武岩所组成。 主要分布在北

部山顶 ．

+一 3、下第三系渐新一古新统珲春组地层：由砾岩，砂岩，页岩，

凝灰质页岩、砂岩组成。主要分布在青龙岭一带。

·7·



4、白垩系下统龙井组地层：该地层由红色、紫色、灰绿色粉砂岩，

砂质泥岩，砂岩组成，夹含砾岩和薄层泥灰岩，局部亦夹石膏。该地层

在延吉市分布最广。

f髟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和黑云母花岗岩，主要分布在市区东部；

互墓安山羔目驾巳瓮查在墟山脚达理洞一带。这些岩为售公签岩。还有
安山岩质角砾岩。

由于市境内地层主要皂湖担L．洹盔越塑塑逝塑成．因此，金市大
部分土壤发直垄塑塑骘—垡渔埋必乞j匠岩—毒d_塞墩咽蚍。
其主要类型如下：

l、砂告母质。呈红色，紫色、淡黄色的砂岩风化物，局部夹有石

灰结核．分布在台地。质地含砂壤质，颜色呈暗棕色，土体薄．发育的

主要土壤为暗棕壤。

2、红土母质。质地偏粘，呈血红色，土层不厚，成土母质为赤褐

色页岩的残积坡积物。发育的主要土壤为暗棕壤。

3、黄母土质。质地一般为粘壤，粘性大，呈棕黄色或淡黄色，质

地均匀，土体早，厚者达几米，下层通常有明显的纸片状粘泥砂沉积层，

属于河相、湖相沉积物。一般分布在台地缓坡下沿，发育的土壤主要是

黑土型暗棕壤或草甸黑土。有的黄土母质土层薄，质地不均匀，多分布

于干谷帮儿或台地面上，属于残积坡积物。发育的土壤主要为暗棕壤或

白浆土。

4、酸性岩母质。主要指花岗岩风化物，原生矿物由石英、正长石、

云母组成。发育的土壤土层薄，质地粗，多属壤质，呈酸性。发育的土

壤是灰棕壤或准灰棕壤。在延吉市主要分布在市区东部低山区。

5、中性岩母质。指安山岩风化物和安山岩质角砾岩风化物。土层薄、

· 8·



禽砾多。发育的土壤主要为灰棕壤、中性岩石质土。多分布在山顶。

6、基性岩母质。主要指玄武岩风化物。质地一般为粘壤，发育的

土壤为灰棕壤，分布于青龙岭末段清茶屯北一带。

7、洪积物母质。在山地区域内，由于暂时性急流搬运来分选或分

选差的泥砂，堆积在山口而形成。这些母质在延吉市形成了大片新积土。

8、冲刁!}渖稗咖指经常性河流的沉积物。_其特点是分选性明显，
层理清楚，质地较粗。主曩土攘为洼积』匀诺蹦弘}甓／)

四、农林牧业生产情况

(一)农业生产

延吉市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蔬菜为主，同时种植水稻、谷子、大豆，

玉米、烟叶、薯类等作物。一九八O年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79，340亩，

其中粮食作物40，33 1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0．8％；蔬菜种植面积

20，04 0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5．3％；大豆面积14，I 65亩，占总播种面积

的17．8％；经济作物面积l，993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5％。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蔬菜种植面积也逐年增加。据统计，一九四九

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只有3，450亩，到三十年后的一九八O年己增加到

20，040亩，总产量达Nst，355，000斤，基本满足全市人民的蔬菜需要。

据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O年的统计资料，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逐年减少，出一九四九年的131，925亩，到一九八O年减少到79，340亩，

三十年左右减少400／o。但由于粮豆作物亩产提高，总产却比一九四九年

增加536斤。亩产由一九四九年的l 3 1斤，到一九八O年增加到309斤，增

长1 36 O／o。 (详见表三、表四、表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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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业生产

金市林地面积27，41 o亩，占金市总土地面积的1 2％，其中森林面积

21，793亩，占林地面积的79．5％，森林面积大部分是人工林，占林地面积

的75％；疏林地面积l，杰2l亩，占林地面积的4．5％；灌木林3，872亩，占

林地面积的14％。现有的林地全部演替为以柞树为主的次生林，多代萌

生，林相残破不堪。主要树种有柞树、落叶松、黑降，黑松、红松、椴树，榆

树，柳树、山杨，白桦等。灌木树种有榛柴、胡枝子，杜鹃、刺五加等。

林地主要分布在帽儿山一带丘陵区和东山。除帽儿山一带人工林外，

普遍存在森林覆盖率低等问题。

(三)牧业生产

金市草地面积有24，298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1％。草地零星分布在全

市l7条老干谷和200多条细沟、切沟上，草地多属自然自生草地，产草

量低，不利于牧业生产的发展。 ． 。

据一九八0年统计，各畜禽存拦效分男lj为牛2，851头，马27 6匹．，驴

104头，猪8，186头，羊l，206只，鹿231只，蜂l，018箱，家禽61，897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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