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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郊区第二次土壤普查，是根据国务院(1 979)iiI号文件精神和吉林省第二次土

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的。整个工作在市、郊区区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土壤

普查办公室和区划办公室直接参加组织进行。参加普查的还有区农业局、园艺局、农业

技术总站、园艺技术总站、各乡农业站等十五个单位的领导、农业技术员和部分社员共

八十人。一九八O年秋开始，在九站乡试点，一九八一年五月全面铺开，一次完成外业

调查转入室内化验、制图、面积量算及资料汇总。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上旬至一九八四年

五月上旬历时二年零七个月，完成全部工作任务。

．这次土壤普查，全区共挖掘土壤剖面1688个，定界剖面991个取剖面土袋1540袋，

剖面土样1658盒、耕层农化样1940袋，建田块档案7021份、资源档案2439份。耕层土样

由区化验室用常规法进行速效氮、磷、、钾的化验，剖面土样按土种选420袋，‘由市化

验室进行全氮，全磷、全钾和腐殖质等项目化验。田间物理性状分析，共测定22个土种

的22个剖面的二次重复样，计85个。采集微量元素的剖面土样23套，计69套，耕层土样

3l袋，送省农科院土肥所化验。

制图没用的是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航摄的近似t／14000一I／15000比例尺航片，

经野外校核后，以村为单位，用任意网格法转绘成比例尺l：7 0 0 0的村级图件，共

绘出村级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2 l 6幅。并转绘到l：2 5 0 0地形图上，清绘出乡级

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双幅。区级成果图以l：25000成果圈为基百出，缩绘戏

l：100000的土壤图：土壤溜力分级图、土壤利用改良分区图、．土壤养份图等共十幅。

面积量算按规程要求在1：25000的分幅图上进行的以图幅理论面积为控制，并进行逐

级平差。
’

’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基本上查清了我区土壤资源和分布情况，为合理的开发利用土

壤资源和进行综合农业区划’，奠定了基础，为实行因土施肥、因土种植、因土改良和提

高科学种田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这次土壤普查，得到了省农校{市土肥站、市农科所、省水文地质二大队和兄弟县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此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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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一、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吉林市郊区隶属吉林省吉林市，位于市区外围，在北纬43。39
7 1lⅣ至44。6744∥，东

经126。207 24∥至】26。497 50∥之间，幅员112e0平方公里。除东南部靠松花湖区与蛟河县接

壤外，其余与永吉县相连。南北极端长五十公里，东西极端宽四十二公里。

全区设有十一个乡、五个街道、一百二十五个村、八百二十四个生产小队(见附表

一，调查引用资料均以一九八O年区统计局数据为依据，下同)。

吉林市郊区行政区一览表

大 ．{ l民主、官地、，柳树、李家、大屯、北山、靠山、哈迭、棋盘，

屯．I
10

P卜家子
。

‘

．金 石砬子、岗子、金珠、兴隆、九座、南兰、东风、农林、’
13 88

珠． 安达、金刚、松树、荒地、四间
●

，

沙

，

荒山．南山道、．春光、晓光、沙河子、虹园、幸福、育林，·
河 11 6l

七家子、兰道岭、“五、七”场子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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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f耋。’l、- 村 名

．

蒜

欢 远达，周家、欢喜、铜匠、新林、、新山、．虎牛，新兴、吉兴，
．1 O 67

下洼子喜

一

白 榆树、南三家子、四合、温德、白山、大兰旗、小兰旗、
lO 54

松江、鸡冠山、红旗
山

江

南

17

I建华、前峰、光明、兴隆、日升、烽火、三家子、二道沟、

109{石井沟、-育民、永庆、大阿什、永安、腰岭子、小孤家、

l荣光、大孤家子． ，’

羞I．5，．，}4t l小阿，’段吉：青山子?鹰屯、：孟家

二、社会经济概况
●

据区统计局一九八。年末统计，．全区有287，600人，-比一九七四年末增加21，253

人。农业人口为228，408人，比一九七四年增加26，037人，农业入13占全区总人口的

79．4％，劳动力为72，586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为65，842人，占总劳动力的90．7％，按农村

人员计算，乎均每人占有耕地二亩七分。’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六亩九分。
‘

全区共有大牲畜19，646头，其中农用役畜l‘2，706头，与一九七四年相比，大牲畜减

少1，348头，役畜减少2，777头，平均每头役畜负担耕地面积为．39．96亩。大牲畜减少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提高了机械化作业程度，耕牛大量减少造成的结果。全区■九八O年

底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09台，21，149马力，’手扶拖拉机800台，9600马力。机引农具448

台，农用排灌机械17，119马力。水利事业和化肥使用量也有发展，一九八。年水库达十

四座，塘坝四十五处，电机井994眼，机电排灌斌322处。，全匿化肥年周量15，8．08吨，其

中磷肥68吨，钾肥115吨，比一九七四年全区使用化肥lo，835吨，增加近零点四倍。‘

三、自然概况．

(一)气象：吉杯市郊区属嶷寒瘟带半湿润大陆季风垂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
温热多雨，冬季寒冷少雪。据市气象站提供的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气象资料年平均

温度为4．一4℃。七月份为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2．9℃，二月份为最冷月，平均气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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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极端最高气温为36．6cC(57年7点J119日)极端最低气温为一40．2℃(70年1月

、4日)。四至九月份≥10℃的活动积温平均2821．2℃，可以基本适应中熟种作物生长

需要。但三十年来，低于300023的年份只有七个(59、6,0、65，69、71、72、76年)高于

3000℃的年份有二十三个，自51年以来的三十年中能基本保证成熟的年份只有十八年，

不能保证基本成熟的年份十二年，低温出现的概率是23％，高温年出现的机率76％。无

霜期为134天，初霜出现最早的日期为九月八日(1972年)冬霜出现最晚的日期为五月

二日(59．62．78年)年平均日照时数24453小时，最长年份为28024x时(67年值)，最

短的年份为2237／]x时(76年值)。年平均降水量为67412InIll(毫米下同)，年最大降水

量为952．2miD．，最少490mm。年降水量在本区境内从南向北递减，南部丰满、江南雨

量较多，多年平均在700mm，北部孤店、金珠等乡雨量较少，多年平均650 m rn。吉林

市郊区年降水量、年际间变化也较大，丰水年与枯水年年际差51％。全年大于或等于七

级以上大风七至九月；四、五两个月-大风日数约占全年的50％，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春早

威胁(见附表二)。

(二)地表水和地下水，

吉林市郊区水资源丰富，境内有松花湖，流域面积为151．5平方公里。第二松花江及其

支流五里河、：：}亡牛河、通溪河等大小二十九条小河小溪。

第二松花江自丰满入境，流径自山、江南、沙河子、龙潭、大屯、金珠、九站乡，。

从九站乡哨口村出境流入永吉县境内。区内流长为五十九点五公里，流域面积为三百二

十五点二平方公里。
“

五里河(温德河)为第二松花江左岸的支流，自二道乡马相村入境，流经欢喜、

白山两个乡，从白山乡温德村入第二松花江。区内流长为15公里，流域面积为199平方

公里。 ·

通溪河为第二松花江左岸的支流；自九站乡烟达村入境，流径张久、繁荣、头台

子、下洼子、九东、通溪村，从通溪村入第二松花江。区内流长2l公里，流域面积为

236平方公里。 ， ，

譬之牛河为第二松花江右岸的支流，自大屯乡金屯入境，流径柳树、官地、大屯、李

家、哈达、姑家子村，从姑家子村八家子入第二松花江。区内流长15公里，流域面积为

207．4平方公里。

全区水域面积为115．605亩，占全区总土地面积6。88％。由于松花湖的调蓄作用，’

过境客水年平均63亿立方米，保证了我区80％水田面积的灌溉。

本区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资源总量为6，854万立方本，可利用量为3，488万立方米。

地下水丰水区有二松中下游、五里河河谷和伊舒地堑。其余属山丘基岩地下水贫水区。
一 一

(三)植被；
●

●

吉林市郊区森林及植物植被属长白山植物区系，从植物的分体上看，．原来是针阔混

交林带，由于长期的开垦，尤其是日伪时期掠夺式的砍伐，原始植被早已不复存在了，目前

郊区主要以坡地杨、桦混交林；河谷楸曲混交林；落叶松混交林；山脊陡坡柞林等林型。在

低丘和峡谷地区分布有疏林、褪木丛和草本植物群落。如毛榛子、刺五加、胡枝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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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笤条、柳丛、’万年蒿、艾蒿、黄蒿、苍子、灰菜、猪手草、小白蒿、蒲公英等。

(四)地貌=．
一

吉林市郊区处于长自山脉肉松嫩平原过渡地带i南高北低，地形复杂。全区最高点

是丰满境内的小东山，海拔871．7米，最低点是孤店予乡境内的巴虎三队，海拔18l米，

相对高差690．7漆，有山地、丘陵、还有河谷平源。

1．Ill地： ．

山地主要分布在本区南部丰满和江南乡的松花湖-州Jz千14，海拔400米以上。那里有小

东山、猪巧山、五架山、丰满北山、青山子和大孤家子山。

山地分布较广，那里群山起伏、山峦重叠。主要有花岗岩、片麻岩组成、有安山

岩、玄武岩、页岩、板岩等岩石风化残积物。植被以柞林为主的天然次主林和人工林?

上覆一层较厚的残技落叶层，土壤属山地灰棕壤。

2．丘陵河谷：丘陵河谷主要分布在本区第二松花江两岸，海拔200米左右。

诬岸有段吉岭、两半山、小白山、磨磐山、西团山、炮手山、玄天岭。

东岸有龙潭山、大石主子山、猴石山、石砬子山。

这里山丘绵延、河谷交错、山麓台地的成土母质为坡积物。台地占有较大的面积j

成土母质为黄土状沉积物，有的底部为砾石层，大部分已垦为耕地。土壤属山地灰

棕壤向台地自浆土的过渡带。

’河谷地分为河谷平原和川地。

①河谷平原：主要分布在本区第二松花江及其支流孚亡牛河、五里河沿岸冲积而成的

一级阶地平原。江南、白山、九站、大屯等乡，是我区的主要农业土壤之_。

具有深厚松软的土层?一般厚度l一2米，土壤耕性好，水势状况好，底常见粗卵

石层。为我区的主要蔬菜生产区。、

②川地：主要呈零星分布，在本区山川、岗川的沟川地。川地土壤多数为草甸主。

草甸土的黑土层深厚，腐殖质含量较高，具有明显的粒状结构，土壤比较粘重冷浆。

3：平原： 、

’，

主要分布在本区西北部的孤店子、．九站等乡。海拔180,--,200米。地势平坦，水源充

足，．是主要的水稻产区。土壤为水稻土。

(五)地质：

据地质部门考查，本区地质是从海西宁运动以后逐渐形成的，当时由于地壳发生断

裂，大量花岗岩的侵入，陆地一直提高。到第三世纪东南部逐渐隆起，大量玄武岩、熔

岩喷出，形成准平原，并向西北部逐渐倾斜。到第四世纪，由于沿河的出现；准平愿逐

渐被侵蚀和切割，平坦低洼地带开始覆盖一层较厚的砂、砾、黄土状粘土等沉积物，出

坡l堑．覆盖厚薄不等的砾石层和黄土层。缓缓的造陆运动的结果形成了现在的山岭、台地

与河谷平原。这就是第四纪以后的新层，是形成当地土壤的最基本母岩。辜要岩石有花

岗岩类、石英闪绿岩类、流纹岩类、安山岩类、玄武岩类和黄土状沉积物和坡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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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玻、林、牧、副、水产业发展概况

(一)农业生产

吉林市郊区农业生产以生产蔬菜为主、水、旱、、菜三田兼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结

构。据区统计局一九八。年的统计资料，全区耕地总面积为440，715亩。+其中水田面积

为143，055亩，占耕地面积的32．40％。菜田面积为107，880亩，占耕地面积的24．5％。春

菜种植面积，占菜田面积的41．5％；夏菜种植面积，占菜田面积的41．5％；’秋菜种植面

积占菜田面积的44．8％，旱田面积为189，780亩，占耕地面积的43．1％。大豆种植面积，

占旱田地面积的16．7％；玉米种植面积，占旱田面积的16．7％；谷子种植面积占旱田面积

的13％，薯类种植面积占旱田面积的11_040。(见吉林市郊区各种作物种植面积构成表)

吉林市郊区各种作物播种面积构成表

泌
总面 各种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

播亩 粮 食 作 ， 物 其
蔬菜。种积

小’计 。水稻 大豆 玉米 谷子 高梁 它

1974 468，585 16．23 70．59 31．72 11．50 11．41 、8．93 7．03 13．18

1975 460，590 17．03 68．32 33．51 9．89 11．31 7．44 6．17 14．65

11976 451；020 20．19 63．42 35．02 7．78 8．83 6．0j 5．74 16．39

1977 448，959 21．06 62．43 ’34．26 7．32 8．68 6．91 4．96 16．51

1978 445，：123 25．86 57．38． 32．81 6．44 7．17 5．83 5．13 16．76

1979 440，833 24．96 57．46 33．39 6．8l 6．89 5．44 4．84 17．58

1980． 440，715 ．24．49 57．43 32．46 7．2l 7．20 5．60 4．96 18．09

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一九七四年相比，’都有很大变化。粮食作物由占耕地面积的

70．59％下降到57．43％，减少了59，071亩；．菜田面积由占耕地面积的16．23％增加到

24．48％，增加了31，83"0亩，其它经济作物也有所增加。已开始改变了粮、菜的种植比

例，从而保证对城市蔬菜的供应。粮食作物的构成与一九七四年相比，水稻面积由占粮

食作物面积的31．72％上升弼32．46％，面积增加5，565亩；+大豆由一’九七四年53，955亩

．减为31,．，'66亩；j；米由53，445亩减为31，752亩；谷子由41，850亩减为24，685亩；高粮由

329，55亩减为2l，875亩。 ，

一

一九七四年全区粮豆总产量78，98811屯，其中水稻总产45，767吨，占粮豆总产的

．57．8％。一九八O年粮豆总产67．720吨，水稻总产51，813吨，占76．5％。十年来虽然由

于粮豆面积压缩了59，701亩；改种了蔬菜和经济作物，使粮豆．总产由78,988琏降为

67，720吨，但是水稻总产由原来的45，767啦,增加到5l，813吨；增加了6046吨。蔬菜面

，积虽然也增加了29％，但是蔬菜产量仍满足不了城市的需要，今后应尽快提高科学种莱

7·-—-6--—·



水平，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满足对城市的蔬菜供应。(见吉林市孙区粮食作物和蔬

菜产量构成表)。

(二)林业生产

全区有林地面积419，112商，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矗≈24．95％，覆盖率达26．8％，在现

有林带中，属国营的占现有林地的77．05％，集体林占林地面积的19．46％，机关企业团

体林地占林地面积的6．11％。社员自营林地，占林地而积的3．38％。林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用材林
’

系以培育用材为经营目的林木366，564亩，其面积为林地面积的87．46％总蓄积量

1，、118，000立方米，为全区总蓄积量的79．2l％。 ，

2 j防护林

、 具有各种防护作用及其他有利性能林地，包括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

护树林、护堤林、，固沙林地等，总面积为7，548亩，占林地面积的1．8％。

3．经济林

指为经济目的而培育的树木i包括果树、柞林等，总面积为4：5万亩，’占林地砸积

的10．7％。

(三)牧业生产+

吉林市郊区没有天然成片的或人工种植的肥沃草场。饲养业均以圈养为主r天然放

牧地即荒山荒地，饲草质量低，产量也少。畜牧业主要以养奶牛、养鸡i养猪为主。据区

统计局一九八O年末统计，各种畜禽存栏数为：奶牛424l头、牛69n头、马7102匹、

骡1713匹、羊7912只、鹿615只、猪47，033头，禽类229，352只，其中鸡200，218只。(见

吉林市郊区饲养禽数统计表)

(四)副业生产

。乡镇企业是吉林市郊区的重要副业，是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局一

九八O年末资料统计，全区共有乡镇企业312个，务工的农民人数15，771人，占农村劳

动力的21；70％，总产值4，440万元，占农业很大比例，有的企业己经形成农工商一体

化，或正在向农工商联合体方向发展。予计划一九九O年产值突破一亿，到二OoO年

国民经济总产遍翻两翻，乡、镇企业是重要支柱。

(五)水产业生产

吉林市郊区养鱼发展很慢，八万亩水面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据区统计局一九八。年

末资料统计，全区集体渔场81个，放养水面3500亩，占水面的43．75％’，放养鱼37．6万

尾，年捕捞量髓盹。
’

市郊区发庭养鱼生产的潜力很大，尚有4500亩的水面白白浪费没有利用。今后要有

计划地把养鱼事业发展起来，充分利用水面资源，改善对城市的供应，增加农民的收

入，发挥水面资源的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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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郊区各类蔬菜产量构成表 单位：千斤

＼遮物 蔬 菜 春 菜 夏 ，菜 秋 菜

I岿。＼
年Y量 总产量 总产量 占％ 总产量 占％ 总产量 占％

’

度＼

1974 403，292 44．800 l王．1 112，291 ’27。8 246．201 61．1

1975． 459，424 39，997 8．7 109，165 23．8 310，262 67．5

1976 420，427 37，302 8．9 103．83l- 24．7 279，333 66．4

1977 437，310 33，518 7．6 107，042 24．5 296，750 67．9

1978 519，225 40．285 7．8 14l。946 27．3 336，994 64．9

1979 ，431，819 43，511 10．1 143，346 33．2 244，962 56。7

1980 388，137 35，307 9．1 112．98l 29．1 239。849 61．8

吉林市郊区饲养畜禽数量统计表

＼
＼巧 。 其 中
方＼ 总 数

＼目
●

●●

占～％别 ＼ (头、匹。、只) 榘 ．1卒 占 ％ 个 悴

奶牛 4．24l 4，136
’

97．5 105 2．5

牛 一5，91I 5，817 98．4 94 1．6

马 7，102 7，061 99．4
’

41 0．6

骡 ． 1，713 1，703 99．4 10 0．6

羊 7，912 3，058． 38．7 4．854 61．3

猪 47，033、 4，860 10．3 42，173 ’8．07

鹿 615‘ 615 100

禽 229，352 71，762 31．3 157；590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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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过程
^

这次土壤普查对全区土地利用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

七六年航摄的1：14000比例尺的触印航片为基础，在现场对地物、地类逐一进行了校

核。在规定的小范围内，(一个村为单位)，用任意网格法将校核过的航片影象转绘予符

合精度要求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用方格法在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尺成暴图上按程

序进行面积量算，得出了各种地物、地类的面积数字，在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二的情况下

进行了平差，甚本查清了全区土地利用现状，经实地测量对三个乡四个村六千五百亩二E

地进行了检验，误差均在百分之一以内。

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

这次调查结果，全区总面积为168万亩(1"680，007亩)i比原有156万亩增加了12万

亩，主要是松花湖界线向外扩延所至。

金区耕地面积为50万亩(507，611亩)，占总面积30．21％，其中水田面积18万亩

(189，047亩)，旱田20万亩(200，165亩)，菜田11万亩(118，256亩)。耕地面积比

原统计部门延用44万亩多6万荫，多出7。69％如上河流堤坝线外耕地5878亩，全部为旱

田，．总耕地面积为51万亩(513，489亩)，占总面积的30．56％。

全区土壤普查林地面积60万亩， (642,836亩)，村内还有零星树3万亩(3．8

万亩)有林地面积为64万亩(642，，836亩)，占全区总面积38．26％。

全区荒山荒地17万亩(174，942亩)，占总面积10．41％。全区水域1l万亩(11_5，60。

亩)，占总面积6．88％，其中水库4．915亩，河流52，394亩，湖泊48，348亩，坑塘3，67I

亩，沟渠5，925亩，堤坝水上建筑物352亩。

全区园地四万卣(44，995亩)，占土地总面积为2．68％。其中果园面积。三万亩

(39，191亩)，榨园5．804亩。其他各种用地23万亩(23，2，018亩)，占总面积的13．81％。

其中交通用地80，659亩，占总面积1．92％，工矿用地62，947亩，占总面积的3．75％，城

乡居民点用地106，321亩，占总面积的6．32％，特殊用地29，309亩占总面积1．7％，‘难利用

土地2≥782亩。 (详见一九八一年青林市郊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表)。

本区的土地，除水域和固定的建筑用地外，可供农林牧使用的约有133万亩。在这

些土地上，目前农林牧使用地所占比例为：耕地30．21％，园地2．68％，林地360／，荒

山荒地10．14％，以林地所占比例最大。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吉林市郊区幅员比较小，但

耕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土地利用相当紧张。有限的荒山荒地也无潜可挖，农

作物单位面积平均产量不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土地逐年被侵占的现象十

分严重，需要十分珍视土地资源，注意节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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