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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 东西 洞庭 山 果 区 的 自然 条 件 

Maw EAN 生成 BME 全 中 人 
〈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 究 所 ) ， 《中国 科学 院 南京 中 山 植 物 园 ) 

南京 中 山 植 物 园 果 树 租 ,为 研究 江苏 震 泽 县 属 太湖 东西 洞庭 山 果 区 的 炎 害 和 发 展 
PHL, HS 1955 年 秋 租 成 一 个 包括 地 貌 、 士 壤 、 植 被 及 地 方 气候 的 综合 调查 小 组 ,进行 实 
地 考察 。 分 别 对 各 种 自然 要 素 炉 制 了 地 图, 天 部 分 北 写 成 调查 简报 2。 初 步 分 析 了 当 
地 的 自然 地 理 要 素 的 具体 香料 ,使 我 们 对 南 这 个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有 了 上 比较 至 面 的 了 解 。 
本 交 哉 圆 针 对 有 关 果 树 的 玫 个 问题 ,特别 是 有 关 果 树 分 布 与 伙 害 的 问题 , HE RA 
i 

一 、 果 区 的 地 理 环 境 

太湖 是 长 江 三 角 济 南 侧 低 蹇 地带 最 天 的 湖泊 , 夹 持 在 长 江 和 钱塘 江 的 天 然 夫 之 问 ， 

西边 紧 接着 天 目 山 瞩 的 高 丘陵 ， 东 面 距 离 海洋 不 过 100 公里 。 RRS 3!L 一 3L 30 

-之 间 , 处 共 常 绝 半 时 林 区 的 北部 边 称 地 带 ,这 儿 常 称 关 时 植 物 的 地 理 分 布 ,是 有 条 件 的 ， 
虽然 由 於 长 期 的 经 济 开 发 ,自然 植被 已 乱 法 查考 , 但 目前 在 这 一 带 何 生长 着 常 稍 闪 叶 树 

Fh, SEALANT AA (Schima ruperba) ,AE(Cimamomum camphora(L.) Neer et Eberm 

var, Glaucescans (Broum) Meissn.) ,#3##(Castanopsts sclerophylla Schottky.) 、 石 榨 

(Lithocarpus glabra Rehd.),& #7 (Ilex chinensis Sims.) , 7 ha #E(Quercus glauca) s5-, 

FREE HAGE (Myrica rubra Sieb. & Zucc.) PLAC Lrebotrya Japonica Lindle)、 柑 

ki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 Citrus Sinensis Osbeck) 等 。 影 响 它 个 分 布 的 地 理 条 

件 , 有 以 下 三 点 : 

(一 ) 天 目 山 有 版 阻 抄 塞 半 的 南下 ,而 海洋 的 调节 作用 增加 了 沿海 地 区 的 温度 , 因而 植 

Wy WO PIS ETD As MG SES Ay EL ES Hd A Sek DE, SE BE AA ZT I) A PEE, 

lo 夏季 定年 炎 风 时 十 ,对 於 常 稼 于 叶 植 物 所 必需 的 进 热 气候 条 件 , 一 般 都 能 满 

AE, TESS EEE, FEA ALES PP, A EK ROBO IR, AE 

1) 37 SURG: SSE Ae wr HEL IR AHA Be 1250,0001-+- 8 a] ACT) 5 AER s Aci As Pa SSD 
研究 (地 理学 资料 1957 年 第 1 )) 5 UAH AN ALAM: AWN A PT HELL AE, 195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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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极端 温度 可 低 至 — 12°C”, 最 早 初 霜 在 1 A 1 A 11 we RERER 4 
TL 日 ,全 年 最 低 气温 小 亦 或 等 艾 0"C， 有 霜 期 、 千 冰期 的 日 数 大 都 在 25 一 50 A, BB 
成 果树 冻害 的 主要 原因 。 

伍 ) 但 是 ,由 大 寒潮 的 温度 还 不 是 太 低 ,而 是 接近 认 杀 伤 临 界 温度 的 上 下 ， 由 页 每 
次 寒潮 的 时 间 间 不 太 长 ,而 降 到 杀伤 临界 温度 的 时 间 往 往 只 有 夜间 的 几 个 小 时 ,加 之 在 
这 一 带 生长 的 常 称 关 时 树种 ,不 花 是 由 於 人工 栽培 的 或 自然 生长 的 ,都 全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 风干 化 过 程 ,已 形成 了 适应 这 种 生长 环境 的 慨 性 。 因此 ;这 一 带 局 部 的 地 形 、 位 置 等 因 
素 所 形成 的 地 方 性 微 气候 的 变化 , 具有 极其 重要 的 实际 作用 。 SR a 
林 及 亚热带 果树 的 分 布 。 例 如 太湖 东 岸 的 邓 尉 山 的 一 个 山 雹 里 , EEE REE, BBS 

湿 , 野 生 的 木 荷 和 香 樟 , 至今 还 繁殖 在 整个 山坡 上 。 这 些 个 别 的 山 坞 ,就 像 扳 雾 的 小 高 ， 

分 散在 平原 上 残 丘 的 一 角 , 租 开 了 寒潮 的 色 销 。 

太湖 平原 是 一 个 地 盘 下 沉 而 河流 堆积 旺盛 的 冲积 平原 ， Se ca BAR 

很 多 , AWE EEA EARL BE, EE PSE EA OR 

树 的 最 可 注意 的 观察 点 。 东 西 洞庭 山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圆 1)。 

这 些 突 露 的 责 丘 在 地 貌 上 是 非常 类 似 的 :， 

(一 ) 它们 的 高 度 大 都 在 200 一 300 公 尺 左右 , 西 洞庭 山 最 高 , 主 些 海拔 334 AYR, FE 
洞庭 山 主 岩 海拔 292 ZY, HS hl) 266 公 尺 , 惠 山 314 AR, SR 323 BR RF 
山 198 AR, yl] 223 AR, 

(=) 它们 孤立 分 散在 平原 或 湖面 上 , ACURA, _, 西山 面积 县 大 估计 欧 200.000 雷 HiT, 
ARH 123,000 亩 ;一 般 均 在 200,000—100,000 亩 不 等 , 在 平原 上 或 湖面 上 所 佑 总 面积 

的 百分比 极 小 。 

(三 ) 除 灵 岩 、 天 平等 少数 几 座 花岗岩 山体 , 山 势 巍 嵘 , 乱 石 怪 岗 外, 极 大 部 分 都 是 由 

岛 桐 石英 砂岩 或 砂岩 组 成 ,它们 经 历 了 长 期 的 介 合 冲刷， 山 块 非常 圆 浑 ,表现 地 面 发 青 

达到 了 成 熟 的 阶段 , 兰 体 对 气力 和 水 圈 的 接 钴 面 已 经 短小 到 了 较 小 的 限度 (近似 球面 ) 。 

(四 ) 由 蕉 地 盘 下 降 , 山谷 沉溺 ,成 为 湖 湾 , 或 满 十 坡 积 涝 积 物 , 成 为 幽深 而 平坦 的 谷 
地 ,当地 称 为 “ 山 雹 ”， 山 坞 谷口 则 是 一 带 山 区 堆 积 绥 坡地 和 附 有 部 分 湖 湾 平 原 的 合 称 。 
这 样 的 结构 , 具有 非常 广泛 的 普 逼 性 ,可 以 作为 本 区 的 最 小 景观 单位 。 

(五 ) 除 少数 花岗岩 和 石灰 岩 地 区 外 , 四 地 普 融 发 育 着 褐色 森林 土 ， mr Th 
Fen Bs Hy EAE AS, FETE LA, RLU URE AR AER BS Eg AS 为 转 

1) MRS: 中 国 气 候 总 论 , 第 137 页, 1954, 
2) 中 国 气候 图 策 ( F 集 )。 

3) 根据 江苏 1:50,000 地 形 图 及 联 测 水 准 杂 正 数 。 



图 工 ARP el BE PEEL HUTS (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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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 
根据 这 许多 方面 的 类 似 之 点 , MESSING IG BILLS 苏州 邓 尉 山 一 带 的 比较 观察 。 

我 们 说 为 ,东西 洞庭 山 的 自然 条 件 对 於 太湖 沿岸 区 域 , 可 能 具有 相当 广泛 的 典型 代表 
性 ,这 一 果 区 的 自然 条 件 的 疆 查 研究 , 对 共 太 湖区 域 的 乡 化 和 剧 化 的 规划 起 计 工 作 , SS 
有 不 少 的 参考 价值 。 

但 是 ,东西 洞庭 山 与 其 他 太湖 平原 的 残 丘 比 较 起 来 ,也 有 屁 的 独特 之 点 :第 一 , 西 洞 
庭 山 是 太湖 最 天 的 岛 咱 , 东 洞 庭 山 也 只 在 苏州 一 面 有 一 条 狭 大 的 连 岛 沙嘴 与 天 陆 相 过 
接 ,但 其 他 的 艾 丘 , 除 马 踏 册 外 ,都 在 东北 部 的 冲积 平原 上 ; 第 二 ,东西 洞庭 山 的 位 置 , 仿 
於 太湖 的 东南 , 当 塞 前 自 西北 或 正 北 侵 尺 到 达 东 西 洞庭 山 之 前 , 滑 过 袖 达 30 一 40 公里 
的 太湖 水 面 ,湖水 能 改变 寒潮 的 温 湿 条 件 , 虽 同 处 基 塞 淹 的 环境 下 , 东西 洞庭 山 的 气温 
PEA REIL PAW EAR DEES. Biden 1955 年 工 月 寒潮 期 间 , 扰 锡 、 宜 兴 ̀ 苏 州 等 地 
和 东西 洞庭 山 的 温差 对 比 起 来 就 很 显著 的 证 明了 这 一 点 ( 表 1)。 

委 1 1955 年 1 月 霉 潮 期 间 太 湖 冶 岸 最 低 气 温 比较 表 

测 站 位 区 I 一 3 日 (东北 风向 ) 8 一 9 日 (西北 属 向 ) 

Bs ARG RE —10.2 -9.7 

宜兴 PadG Re 一 11.9 —10.1 

苏州 东南 岸 一 8.3 -9.2 

长 兴 西南 岸 一 7.4 -7.2 

FRM theZR HAE =8.7 . -8.0 

ARE he AR PAAR 一 6.8 一 7.2 

寒潮 对 於 太湖 水 温 的 关系 如 何 , 由 亦 观 测 春 料 何 不 够 作 进一步 的 分 析 之 用 , 据 我 们 

初步 的 了 解 ,有 下 面 几 个 特征 : (1) 当 寒潮 初期 太湖 人 削 未 封冻 ,水 温 高 於 气温, 会 培 加 守 

潮 底 层 的 温度 ; 〈2) 封 冻 以 后 , 冰 面 吸收 热量 ,会 减低 寒潮 底层 的 温度 ; 〈3) 冬 季 由 基 滑 

水 随 风流 向 湖 的 东南 或 南岸 ,产生 穗 直 环 流 , 可 能 会 减低 东南 岸 的 温度 ;相反 ,西北 岸 申 

AWE Git) 温水 流 补 欠 可 能 会 增加 宅 的 温度 的 (夏季 相反 ) ; 〈4 ) 太湖 湖水 最 深 不 

过 5 公 尺 左右 , 一般 只 2 一 3 公 尺 , 奇 旱 之 年 ,全 湖 干 酒 , 就 完全 失去 调节 作用 。 如 前 所 

述 , 本 区 寒潮 眠 然 具 有 那 种 短 的 和 接近 杀伤 临界 温度 的 特点 ， 那 末 , 时 期 虽然 比较 短 

珀 , 幅 度 不 大 的 影响 和 变化 ,无 疑 是 不 可 忽 秽 的 (图 2)。 ve 

根据 果 区 地 理 环境 的 上 述 特点 ,显然 ,进一步 掌握 现 有 果树 分 布 的 地 带 地 区 性 的 

布 规律 ,分 析 它 们 的 自然 或 经 济 因 素 , 特别 是 伙 害 的 成 因 和 范围 ， 以 及 劳动 人 民利 用 前 

然 和 改造 自然 的 斗 竺 经验, 对 堆 今 后 果 区 的 规划 和 发 展 , 应 访 是 很 有 意义 的 问题 。 

1) 根据 江苏 省 水 利 厅 供 粉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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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 fia 281 

Ww = nN > an oa 

所 
时 - 

4 
度 

es 5 10 5 io + Es 30 (HA) 

ee FUL — HH 

图 2 AMIRI FAIA AS 

(1955 年 1 月 分 风向 西北 ) Ey A: FL I ERC RF) Zo i: A ie 
Wk y Sie ASP LU PEF TE He EB TE A 

= RE i RRR 
AR We WEE LL SR a RS AT EEG EE RU Ze “TA STA 

AGRI ARG HTT BE, AVG JE SE EA REAM 
4 DL AE BY AR» A RR PE AUC AS HL By Te LS BER, ASR 
东西 洞庭 山 的 果园 的 经 营 与 亚热带 果树 的 引种 ,和 历史 时 期 中 太湖 沿岸 的 城市 经 游 的 
SE, MAND RRS ATE RAGHU, BAT IER. “UAE ALA AU” 
都 合成 为 太湖 著名 的 贡品 。 

果树 栽植 最 重要 的 物质 基础 ,首先 是 在 於 丰富 的 农业 劳动 力 和 栽培 技术 猎 验 的 积 
SA, 东西 洞庭 山 按 农业 人 口 平均 分 所 耕地 面积 各 为 0.57 亩 及 0.83 雷 2。 一 部 分 人 口 
流入 城市 经 商 或 从 事 其 他 职业 ,他 们 的 部 分 收入 , 投 砍 於 家 乡 的 安 业 罗 营 ; 另 一 部 分 人 

1) 吴 那 府 志 及 苏州 府 志 物产 部 。 
2) BEST BH RF Fe fed a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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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R EE WSR EIR, BE LAO, 目前 东西 
HAE ORES, BABE Es EID (OR LEER BORE EZ) 每 户 果 农 每 年 由 政府 供 
$5 OH 0S BST ABS, (RAG, 这 一 现象 , 不 仅 反 
了 映 出 果树 帮 济 作物 的 比重 ;同时 也 说 明了 改 民 的 作物 茎 营 和 果树 经 营 的 专业 分 工 现象 
已 经 具有 长 期 的 历史 基础 。 通 过 专业 分 工 的 了 解 以 后 ,安民 栽培 技术 到 渐 提高 ,这 对 亦 
PRES bt A ICA AROS BLS BEE A, | 

据 1955 年 安 业 合作 化 以 前 不 完 公 的 耕地 面积 分 类 利用 和 散 计 , 及 野外 实地 勘察 的 材 
料 证 明 , 东西 洞庭 山 果 树 分 布 的 现状 与 自然 经 济 有 着 婴 常 紧密 的 联系 。 其 基本 特征 可 
PLA HB: 

(—) Aferfo eS 1 ak EH — 76 WY ELS EP 
JA GWAVA ZS RIS, HBAS 2 ZAR, AN Bee LSA ONZE PS ele A 

RAILS , ADEE OTT, POA, DEAK 2, EVR, TEE 
地 带 , 合 理 的 最 经 济 的 利用 方式 自然 是 辟 为 水 田 , BRAS, 如 果 要 在 平地 种 植 果 树 ， 
必须 进行 人 工地 形 改造 ,例如 西山 植 里 、 东 湾 之 问 , 挑 运 湖 泥 堆 成 2 公 尺 高 的 平台 ,东山 
爹 洲 一 带 挑 挖 池塘, 堆 成 2 公 尺 高 的 方 格 状 担 十 ， 种 植 柑 桔 和 桑树 ,都 是 经 过 了 相当 长 
其 人工 改造 措施 的 千 果 ,而 且 在 分 布 的 位 置 来 说 ,也 还 是 紧 接 在 山 蓝 地 带 。 

最 高 的 丘陵 山地 带 , 海拔 自 几 十 公 尺 至 百 余 公 尺 不 等 , 突 元 湖面 或 平原 之 上 ,， 风 强 
日 烈 , 水 分 不 足 ,而 地 形 上 又 是 则 他 冲刷 地 带 , 轻 过 长 期 的 植 规 破坏 和 开采 岩石 以 后 , 风 
化 殴 积 的 土 层 非常 左 薄 ,主要 发 育 碟 质 及 砂 质 褐色 森林 土 , PARLE, 这 一 带 果树 
的 分 布 ,不 外 雨 种 情况 : (1D) 有 上 比较 耐 旱 、 耐 户 、 生 活力 极 强 的 棍 梅 和 板栗 , 沿 着 比较 除 
湿 的 冲 滞 坡 分 布 ,高 度 达 140 AR; (2) 纸 过 极其 艰巨 的 劳动 加 工 , ETB ID, 清除 石 
碟 , 卉 堆 大 量 湖 记 ,经常 挑 水 灌 浙 ,如 西山 东 村 柑 桔 分 布 高 至 80 ZUR, AR LEME eb 
二 带 分 布 到 80 AR, WH Sk A ENO, 地 形 上 又 是 比较 平坦 宽 间 的 较 部 ， 
例外 地 分 布 到 120 AR, BEAD 

LLY IE , CL GY BA La AU Pe I PP TL ELH BR PBS JR PSE 

1 RE LIAS, BIHAR: BEANE AR ERC BIAS, ME ae ECOL A EL READ AS UA 
件 : 〈1T) 接 近 居 民 点 , 庭 前 屋 后 ,照应 施肥 都 很 便利 ,可 以 吸收 部 分 妇女 老 幼 及 不 能 耕作 
的 全 劳 动力 ; ( 邹 在 湖 演 平原 地 带 ,稻田 面积 多 ,单位 面积 产量 高 ,果树 等 收入 不 及 和 籽 食 ， 
作物 稳定 ,不 能 与 之 竞 委 ; 而 山区 级 坡地 经 营 果树 茶 又 ,可 忆 利 用 确 石 混杂 的 劣 地 ,这 种 
地 天 本 求 种 旱 作 也 很 困难 , 但 艾 营 果树 却 比 旱 作 的 单位 产值 还 要 高 。 在 这 里 旱 作 就 只 
好 利用 阶地 、 休 并 地 来 种 植 了 ; 〈3) 山 覆 纵 坡地 以 流 水 搬运 的 洪 积 冲 积 物 为 主 , 表面 坡 
度 215 度 不 等 ,排水 透水 性 都 比较 良好 , 朴 松 层 深厚 而 土壤 质地 砂 粘 适中 ( 砂 质 及 粉 
AWS). 种植 果 峙 比较 适宜 , 湖 游 平原 上 反而 没有 这 样 好 。 例 如 东 洞 庭 山 棍 淤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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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REA, OLENA WAS, WIAA SS LB, SITS Pe AE. 
(三 ) 接 近 湖岸 及 湖 港 一 一 AWE BET Sy EE: CHEEK 

肥料 ; 湖 泥 。 写 们 对 蕉 果树 的 生长 关系 非常 密切 : (1) 东 西 洞庭 忽 出 突起 , 岩 坡 裸露 , 滩 
浅 源 短 流 儿 ,大 都 是 山洪 性 的 。 特 别 在 秋 旱 季节 , 毫 扰 灌 溉 之 利 。 许 多 果树 和 和 桑树 如 果 
种 植 在 滩 沟 坡地 :上 ,必须 挑 运 湖水 灌 泊 ; (2) 果 又 都 需 大 量 的 有 机 肥料 。 太 湖 是 一 个 浅 
EWI, ARF-AE(Potamogeton sbp.) 等 水 生 植物 ,一 直 分 布 到 离 岸 很 远 的 地 方 ,果农 每 年 
天 量 采 和 集 起 来 , 先 用 来 菏 羊 围 , 积 了 羊 装 以 后 , 成 为 最 基本 的 肥料 。 ROR ATRIA 
仅 能 增加 土壤 的 有 机 等 ,而 且 在 冬季 对 南 树 根 发 生 保 温 作用 ; (SWITCHER SRD, 
可 以 改进 七 壤 的 质地 ,二 加 它 的 肥力 。 离开 湖岸 的 距离 远近 , 对 专用 水 .肥料 和 湖 泥 的 
来 源 就 有 难 易 之 分 ,所 以 它 是 影响 果树 分 布 的 一 个 条 件 。 
与 湖岸 距离 远近 , RR RIOR, 可 以 从 这 二 方面 看 出 来 : Cane NPAT 
蓄 地 带 和 组 妊 平 原 都 经 营 果 桑 ,例如 植 里 一 趣 村 间 , 轩 里 一 楷 东 间断 层 陷落 寅 谷地 带 的 
中 段 ， 和 东山 的 润 桥 村 的 深 坞 中 , 原来 都 因为 高 湖 太 远 , 没有 栽培 作物 ; 导 坞 老农 的 经 
内 ,三 代 在 附近 径 营 果树 , 禾 於 得 不 俩 失 而 完 全 失败 ,只 有 国营 的 西山 果树 农场 , 才 有 力 

_“ 量 克服 这 二 困难 。 相 反 , 如 东山 的 丰 折 一 白沙 一 带 ， 密 接 湖岸 的 地 方 ,虽然 在 地 力 比 较 
RPP HE MCAS, 也 是 可 以 利用 的 ; 〈2) 各 种 果林 需要 肥料 的 程度 是 不 
PEN: 柑 桔 需 肥 最 多 ,其 次 是 桑树 和 枇杷 、 石 榴 、 自 果 、 板 条 和 杨梅 。 因此 它们 在 山 蓝 
地 带 的 空间 配置 规律 是 非常 明显 的 ,基本 上 按照 上 述 的 灵 序 ,以 湖岸 或 湖 港 (船只 可 以 
深入 内 地 的 人 工 航道 ) 为 中 心 , 作 等 距 穆 式 的 排列 ;内 外 分 布 成 配合 不 同 的 层 灵 。 西山 
的 王 夏 和 沦 里 ,东山 的 润 桥 和 前 山 钙 ( 震 洪 县 城 ) 等 深远 的 出 声 中 是 最 典型 的 地 方 。 

(三 ) 分 布 在 水 稻 耕 作 面 积 较 少 的 地 方 一 这 是 一 个 最 重要 的 因素 ,同时 也 是 合作 
化 以 前 小 家 和 纸 济 的 反映 ,这 一 历史 情况 在 合作 化 以 后 , 劳动 合理 安排 ,种 植 水 稻 和 和 经 营 
果园 的 矛盾 便 不 会 再 产生 ，-- 一 水 稻 是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高 的 粳 食 作物 ,同时 也 是 需要 
劳动 力 最 多 的 作物 之 一 ,因此 在 面临 寅 广 的 湖滨 平原 的 山 昔 地 区 , 由 蕉 劳动 力 集中 使 用 
艾 水 稻 耕 作 ， 虽 有 上 比较 大 的 山 琨 坡地 , 果 桑 的 面积 及 其 在 旱地 中 所 估 的 比例 反而 较 少 ， 
在 可 耕地 面积 的 百分比 中 估 得 尤其 低 。 而 且 在 经 营 的 品种 方面 , 极 少 需要 精 作 的 柑 桔 ， 
主要 都 是 较为 粗放 的 桑树 和 枇杷 。 相反 ,那些 追 临 湖岸 的 由 蓝 地 区 ,由 放水 田 少 , 农业 
劳动 力 比较 策 中 使 用 芯 果 园 与 桑树 猎 营 ;不 但 是 果园 桑树 面积 及 其 在 旱地 中 的 比例 大 ， 
而 品种 主要 为 柑 桔 。 

西 洞庭 由 各 乡 的 航 计 ( 东 洞庭 山 缺 分 疙 芍 计 ) 曲 穆 ( 赂 3) 很 明显 的 证 实 , 花 果 栽 培 的 
面积 基本 上 与 水 田 面积 是 一 种 色相 关 的 现象 。 在 东西 洞庭 山 的 东南 各 乡 , 水 田 面积 一 
般 较 多 ; 柑 桔 面 积 -一 般 较 少 ,只 有 石 公 . 四 能 、 贷 心 、 金 淤 一 带 水 国 面 积 狭小 的 地 区 , 才 有 
相当 面积 的 桔 园 。 



8 i mm Ss Ff # 1958 年 

hE HE WOE 5 AA 
较 少 , 栽培 比较 粗放 的 和 白果、 楼 子 、 
栗子 等 等 ; 或 者 是 与 水 田 耕 作 季 区 
劳动 不 冲突 的 梅子 和 枇杷 。 例 如 楷 

200 

1000 杷 探 果 期 正在 插秧 期 之 后 , 施肥 与 

下 花 期 又 可 在 收 稻 以 后 冬季 农 开 期 

进行 。 而 柑 桔 的 整枝 ,修剪 和 施肥 

Os a AS Ak km # @ 都 在 清明 前 后 , 探 果 又 在 10 一 世 月 

26 0 28 ) # Ae BS WEAR) , TE ALTA ha Se BF BY FT 
图 3 Pa RE 7EFR-B 7k A Rah MOMMA. HILAR, cep ee 

(根据 1955 RAMEE EBT EEA ) VEHOHAL PF Terk Ais F 
披 上 多 植 枇 杷 、 少 栽 柑 桔 的 现象 ,就 不 难 理解 了 。 Pa Ss 

( DE) it 2b i Fe ay AS BR ay 5 Mi) —— 7 eh Hi ee Ny LH eH aR TA RPE Jog HSE 

2, REI TAK: 第 一 个 因素 是 坡 面 对 阳 光 的 向 背 。 南 坡地 面 单位 面积 所 受 日 热 较 

北 坡 为 多 ,这 种 差别 , 我 们 训 为 兹 非 对 直接 发 生 共 山 蓝 绥 坡 的 本 身 ， 因 为 山 蓝 绥 坡 的 坡 

度 不 过 2 一 15 KE, THE SEE EP LS, BR eA EM 

高 度 大 , 它 的 险 坡 长 ,影子 远 , 每 天 日 照 时 数 少 , EAE FIVE AKA, TEI 

阳 坡 面积 也 很 大 ,加 以 坡度 在 25—35 度 之 间 , 太 阳 人 射 角 近 於 直角 ,单位 面积 的 日 照 量 . 

大 ,增加 了 山坡 本 身 的 蒸发 ,也 间接 增高 了 它 附 近 的 大 气温 度 。 低 矮 的 小 丘 就 没 有 这 样 

显著 。 第 二 个 因素 是 坡 面 对 风力 的 向 背 ,， 由 也 东 西 洞 庭 山 偏 基 太 湖 的 东南 ， 秋 \ 冬 季节 

风向 多 来 自 西 \ 北 或 东北 , 受 湖面 的 影响 较 长 ,底层 湿度 增加 ,在 辕 冰 之 前 ,温度 下 降 , 划 

且 受 山体 阻挡 ,风速 也 比较 减 小 ; 对 认 秋 旱 冬 塞 的 为 害 也 可 沽 少 得 很 多 。 而 气流 上 屠 所 

受 湖面 的 影响 较 少 ,从 高 山顶 兰 沿 背风 山 雹 下 请, 风速 加 大 , 虽 有 增 温 ， 而 蒸发 增加 ， 允 

苹 抗 旱 防寒 都 是 不 利 的 。 亚 亦 夏 季 定 年 , 炎 风 暑 雨 ,湖面 的 调节 作用 ,相对 的 就 显得 无 

关 重 要 了 。 

1955 年 10 月 内 在 东西 洞庭 出 的 临时 性 观测 记录 ,很 明显 的 反映 了 上 面 的 论证 (图 

纪 。 从 圆 上 很 清楚 的 可 以 看 出 , 在 北 风 和 东北 风 的 秋 旱 季节 中 , 西北 坡 面 的 温 湿 条 件 ， 

比 东南 坡 面 显 然 更 为 有 利 。 其 中 最 具有 关键 意义 的 是 湿度 。 从 严寒 秋 害 情况 来 分 析 也 

得 到 了 同样 的 证 明 。 

柑 桔 比较 县 旱 。 BERS, BCI WB, ak ME Ly pha BRI 
WATT API Ce, BERET ARSE, RATA BY 85% Jeep EA AL RE (主要 是 后 山 
J). Ware KE ERD — Th | — NG Pel — APE SE, TERRE (三 个 乡 )， 
AAT PASH YT 60% 以 上 , 不 过 由 认 几 条 断层 陷落 谷 的 沟通 ， 反映 不 及 东 洞 庭 山 显 



4 东西 洞庭 山 1955 年 10 7 a) A hn BEA Jeg BE AE 

(根据 154 个 临时 观察 点 篇 制 ) 

1. iste MAE; 2. 近 地 面 3 公 尺 处 风向 ; 3. HAE; 4. Wee; 5. EF 
ese; 6. BPI. 

右上 角 附 : PAW PG SCH 6 公 尺 风向 频率 玫 现 图 

SFT, 枇杷 比较 柑 桔 耐 旱 ， 且 劳动 季节 与 水 稻 不 发 生 冲 突 分 布 情况 基本 -上 和 柑 桔 相 

反 。 东 山 的 东南 部 估 总 面积 60 % 5 西山 更 全 部 在 东南 部 。 

(五 ) 土壤 酸碱度 的 影响 一 一 东西 洞庭 山 的 王 款 , 除 水 稻 二 之 外 , 按 酸 碱 度 大 致 分 为 

SRE: (在 山顶 山 坡 石英 砂岩 及 薄 层 砂岩 风化 残 积 层 上 发 育 的 褐色 烙 二 士 , 呈 酸 性 . 
Bk, ALES Hit (Vaccinium racleatum Thunb.) 之 类 喜 酸 性 的 树木 ,马尾 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生长 良好 ,分布 最 广 的 果树 主要 是 喜 酸 性 的 杨梅 CM yrica rubra 
3. & Z.) 和 随处 可 以 种 植 的 板 杰 ; 《2) 在 砂岩 丘陵 的 山 篮 冲积 和 渤 积 层 上 发 育 的 褐色 

王 克 部 呈 微 酸性 ,表面 耕作 层 近 乎 中 性 ,不 断 堆积 湖 泥 ， 坊 后 中 性 更 加 显著 。 PR 

HOWE , ALAR (Citrus ciosa)、 乔 机 (CUS sinensis) FuAh(Citrus grandis) fyi" imAl ye 

“5 ESB SF WE FR FE MPR A by IA, Fw EJ BOLT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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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 体 匀称 而 且 售 酸 量 少 , 总 糖 量 较 多 , 皮 蒲 色 润 。 在 酸性 十 上 的 生长 特征 恰好 相 
FEY, ite, 这 一 带 主 要 栽培 柑橘 类 和 茶树 (Camella sinensis (下 .) Kuntz); (3) 在 石 
灰 岩 滞 丘 的 瓦 积 及 坡 积 层 上 发 育 的 碳酸 获 褐 色 土 ,由 蕉 不 断 得 到 石灰 时 的 补充 , 呈 碱 性 
反映 , pH 值 为 7.5 一 8.5。 在 元 山 一 带 生长 的 主要 是 对 土壤 选择 性 不 严格 的 枇杷 和 桑 
树 。 当 然 , 枇 杷 和 桑树 也 同样 栽培 讼 其 他 雨 类 土壤 之 中 。 

由 此 可 见 ， 酸 性 的 和 碱 性 较 强 的 十 壤 , 对 南 果 树 的 种 类 、 产 量 和 品质 都 有 一 定 的 限 
制 和 影响 。 而 砂岩 丘陵 的 山 世 地 带 的 土壤 ,在 可 能 获得 有 机 肥料 的 条 件 下 ,对 巩 东 西 洞 
庭 出 果 区 最 主要 的 几 种 果树 和 桑 茶 都 是 相宜 的 ,这 就 更 为 加 强 了 上 述 地 带 性 的 分 布 特 
He 二 

上 壕 五 方面 的 共同 条 件 影响 着 果树 的 分 布 , 其 中 (一 ) . (=) 两 项 是 基本 的 条 件 , 得 
不 是 决定 的 条 件 ; (=) 项 是 决定 的 条 件 ,但 不 是 充分 的 条 件 ; (四 ) 、( 五 ) 十 项 一 般 只 起 
着 消极 的 制 狗 作用 。 除 此 之 外 ,应 该 指出 , 历史 发 展 的 因素 , 对 锥 果树 的 分 布 也 有 一 定 
的 影响 ,例如 我 们 从 一 幅 旧 的 实测 地 图 上 看 出 (年 代 不 妖 ) 东 洞 庭 山 的 东南 部 ,过 去 的 桑 - 
树 分 布 面积 极 广 , Si TAT is AEE Beh EEE aR, LIE LWA 
然而 现在 桑树 的 分 布 很 少 超出 震 泽 县 城 以 东 , 金 洲 、 查 洲 一 带 , 大 部 为 枇杷 林 所 替换 。 
可 能 是 由 专 日 伪 估 全 期 间 , 对 桑 林 的 破坏 使 养 备 业 大 受 打 击 这 一 历史 性 的 影响 ,不 仅 使 
这 一 带 的 安村 经 济 遭 受过 严重 的 破坏 ,而 且 也 改变 了 果 桑 分 布 的 情况 。 上 列 情况 的 进 
一 步 分析 , 信 有 待 基 再 作 深入 的 区 域 径 济 发 展 的 调查 研究 。 
总 之 ， 就 农业 合作 化 运动 以 前 的 分 布 情况 , 很 显著 地 看 出 这 几 方 面 的 烷 合 的 反映 ， 

当然 ,这 薄 不 能 理解 为 由 蕉 过 去 有 意 戴 的 控制 ,而 只 能 说 是 长 期 的 .自然 淘汰 的 千 果 ,和 

长 期 的 经 验 教训 的 累积 。 唯 其 是 个 体 自然 经 济 的 农业 ,缺乏 对 自然 的 有 计划 的 足够 的 
改造 能 力 , 所 受 自然 条 件 的 限制 便 意 加 明显 。 总 结 劳 动人 民 的 宝贵 经 验 , 了 解 和 掌握 这 
些 分 布 的 规律 , 毫 无 疑 关 , 在 今后 的 全 面 规划 和 改造 自然 的 工程 措施 中 ,将 会 具有 积极 

的 实际 意义 : 

=. REM 

ARATE RS BRE, RARE TES. HR EN aE 

ENTITLE DA IE IG BG y SLA EB RTE Jy EE TEES Bl BRS PRIA 

TH, Be WIT REA TB HE 

FESR SR ASSES HA 5 eH) a APA PS TZ AS RA SPP CL) 

的 记录 证 明 , 奇 旱 之 年 , 湖水 干 油 , AI PE Ea HE LATA ESS 〈2) 而 且 秋 早 之 

1) RAKE :指示 植物 ,第 6 一 8 页, 中 国 科学 院 ，1954。 
2) AW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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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模 烙 的 生理 储备 不 足 , RUE TT ARR UVR ERIE? (3) 从 柑 桔 分 布 

牺 中 的 区 域 证 明 , 目前 主要 是 高 山 险 项 的 西北 山坡 ,距离 湖岸 湖 港 不 远 , 灌流 便利 ,而 且 

劳动 力 较 多 的 乡村 , 1955 年 秋 旱 时 间 果 家 个 通 宥 达旦 、 夜 以 粕 日 的 挑 水 灌溉 的 艰苦 辛 

劳 的 情况 ,了 予 人 以 非常 深 志 的 印象 , 考虑 这 几 方面 的 条 件 的 原因 之 一 , 也 许 主要 的 就 是 

为 了 解决 旱 伏 问题。 因此 , 应 该 指 出 ， 沽 除 旱情 的 威胁 是 发 展 和 扩大 果树 面积 (特别 是 ， 

柑橘 ) 的 关键 问题 之 一 。 
旱 划 的 成 因 是 多 方面 的 条 件 促成 的 : 第 一 是 太湖 的 综 度 位 置 , 七 . 八 月 问 如 果 出 现 

较 迟 ;区 风 雨 较 少 , 9 月 又 受 亚热带 高 压 的 控制 及 燥热 西风 的 影响 , 则 可 能 形成 早秋 。 例 

如 柑 桔 站 月 抽 梢 (CORRES) , 1L 月 探 收 ,在 这 五 个 月 分 雨量 的 影响 最 为 重要 ， Ye 

庭 山 这 见 个 月 的 总 雨量 不 过 估 侍 年 总 雨量 40%+2)， 甚 至 久 早 扰 雨 。 而 且 这 几 个 月 蒸 

BERK, EAE TK TM FR BEY 54%+; 第 二 是 太湖 的 水 位 与 长 江 及 浙 西 山水 共 消 长 , 水 
位 起 伏 很 大 , 秋 旱 季节 ,湖水 入 江 , 水 面 低落 ( 圆 5)?, 山 蓝 冲 积 一 一 洪 积 层 的 地 下 水 位 随 
之 降低 ;甚至 挑 水 灌 浙 也 发 生 困难 。 在 历史 少见 的 公 湖 干 泗 的 情况 下 ,更 将 失去 湖水 对 
气温 的 居 节 作用 ,增加 燥热 的 严重 性 ; 第 三 是 东西 洞庭 山高 丘陵 植被 稀疏 雳 星 , 岩石 裸 
露 ,水 源 缺 乏 ,暴雨 来 时 , 山 波 一 漓 而 空 ,未 加 利用 。 从 这 些 成 因 来 看 , 显然 问题 的 关键 
不 是 缺 水 而 只 是 水 的 利用 与 控制 的 不 合理 ,从 果树 分 布 的 位 置 来 看 , TESA RAL BEAK, 
公 面 合作 化 的 基础 上 , 籍 合 太湖 水 利 规划 探 取 一 定 的 工程 技术 措施 , 北 不 是 十 分 难以 消 
除 的 。 
秋季 和 干燥 (特别 在 比较 寒冷 的 地 区 ) ,对 某 些 植物 来 说 能 增加 宅 的 耐寒 力 。 因 为 : 

GH) 可 使 条 胞 腹水 ， 租 胞 液 滤 度 增 天 ; 〈2) 在 四 胞 股 水 的 情况 下 ,和 胞 内 物质 发 生 水 解 ， 
因而 增强 了 条 胞 的 渗透 压 ; (3) 加 速 植物 进入 休眠 。 这 些 均 有 利 於 植物 越冬 ,但 对 柑 桔 
毕竟 是 不 利 的 。 以 柑 桔 为 例 : 1) 按 照 柑 桔 的 生长 与 发 青 规律 , 作 月 前 为 种 子 发 育 期 ， 
在 这 期 间 , 果 实生 长 慢 , 所 吸收 的 养料 ,主要 供给 夏 档 的 抽 生 , 如 在 这 个 时 候 缺 水 ,就 直 
接 影响 了 夏 档 抽 生 , 间接 影响 了 坎 年 果实 的 产量 (东西 洞庭 山 一 般 以 早 夏 梢 及 春宵 为 结 

1) AERA G AR) : 苏 鹤 埃 科 学 在 植物 耐寒 力 研究 上 的 基本 成 就 ,中 国 科学 院 1953 .年 。 
2) 根据 1953 APPR IK CIR, 北 参 考 扬子 江水 利 委 员 会 年 报 (1953) 第 一 期 , 东 洞 庭 山 1934 一 1935 年 

7—11 月 雨量 及 蒸发 量 记 录 。 

年 ”雨量 和 月 总 计 | 估 全 年 多 “| 落 发 年 总 量 711 月 总 计 | meee 

(1934) 751.4 318.4 42G 702.8 360.6 51 

pa ean 1 i 
(1935) 1080.3 508.5 47% 653.2 333.9 51] 

3) 根据 1933—1935 4 AIPM] a BMH el Wh MMR CSL BSYCARAIFE EL 1935 年 年 报 ,第 工期 , 附 图 
35 一 37， 最 高 ,最 低 水 位 在 海拔 1.8 一 3.7 公 尺 之 间 ,， 1934 年 7 月 及 8 月 郎 低落 至 2.1 ARDY E, 



K 
gq 
Tv tm Canes CN 

NS ‘ 

1934 

图 5 1933 —1934 “cP E BE NU A frd AAC iene BK eR Oh DE ob APSR AR) 
333 

未 秋季 水 位 的 低落 与 周年 间 水 位 变化 的 幅度 

料 1958 年 

果 母 枝 )，8 月 以 后 ,果实 膨大 ,新 

陈 代谢 作用 加 快 碳水 化 合 物 的 转 

化 , 液 胞 增 大 , 果实 生长 加 速 , 需 

要 大 量 的 水 分 和 养料 ,否则 将 影 

WD FRAR » TRAD Tk, 故 当 地 有 “ 探 

前 下 阵雨 ， 多 得 一 成 收 ”的 茧 语 ; 

2) 桂 桔 在 探 收 前 如 遇 王 旱 , 土壤 

MKD Hi ARIK TE IM HK, 矿 

WASAVVA ADA VA I, 影响 

根部 吸收 , 且 根部 所 能 吸收 的 养 

料 , 又 都 用 作 充 实 果实 ， 因 而 , & 

养 器 官 所 可 能 邮 备 的 养料 相应 

减少 。 因 此 会 使 抗 塞 力 减弱 ; 3) 

aS FBI AR, —F ii ae BR 7K 

D> BRIO: B— 
Fi ill Hr ZEEE FAS BS ZB 

干燥 而 加 大 ,植物 体内 水 分 的 至 

衡 作 用 不 能 保持 , 轻 则 发 生 临 时 

次 垂 或 落叶 枯 枝 等 现象 , HE SU 

RoC, FB HAL. APTA 

株 , 因 其 本 身 已 受伤 害 , 自然 很 难 

抵抗 塞 流 的 侵 改 。 ARE: oh 

壤 中 如 长 期 缺 水 ,对 植物 的 耐 塞 

力 是 有 不 和 良 影响 的 ,山坡 地 于 生 

长 的 柑 桔 , PES Hh REAP Hh Be FE BE 

伤 的 百分率 较 大 ,其 主要 原因 就 

是 由 共和 干旱 减少 了 抗 塞 力 , 轻 不 

RE FEIN se BR TT AE, 

冻害 问题 的 性 质 5 AR HS 

同 , 但 往往 与 旱 失 不 能 分 割 。 由 

讼 太湖 东西 洞庭 山 已 处 论 常 综 

关 叶 林 区 “北部 边缘 ”的 地 带 , 尤 

其 从 柑 桔 等 亚热带 果木 的 栽 培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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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 是 公国 继 度 最 高 .分 布 最 北 的 主要 
EL, MALATE RRR 
上 上 知 有 一 定 的 比重 。 因 此 分 析 它 的 冻 “ 
害 的 情况 和 成 因 , 就 不 仅 是 对 於 解决 
当地 的 防寒 措施 具有 实际 的 意义 , 而 
且 对 截 亚热带 果树 的 向 北 引 种 问题 的 
ERE, ARMAS ZI 性 

1955 年 1 月 东西 洞庭 山 受 寒潮 人 1 
的 严重 性 , 为 近 二 三 十 年 来 所 少见 ， 1 
西山 先 年 12 月 最 低 气温 降 至 二 5.4"0， 
1955 年 革 月 分 最 低 气温 降 至 一 8.7"C， 

自 工 月 4 日 至 16 日 , 违 炉 三 次 寒潮 ， 
接 中 而 来 ,结果 太湖 治 岸 封冻 润 读 ,以 

vaca + ve at 6 1955 4.1 ARIE URERBE 
ARREARS PE» 2 Oe Ia 阅 (根据 1 个 水 站 冰 姿 情况 报告 材料 ,图 中 数学 
连续 在 二 星期 以 上 (图 6)。 在 这 次 严 Fo PT VERE MUIR (A Be) BALCH) 

重 而 持续 的 塞 潮 中 , 东西 洞庭 山 果 树 和 常 和 树木 或 多 或 少 受 到 了 冻害 的 杀伤 , ORE RE PR 

的 差别 ， 除 与 自然 条 件 密 切 相关 外 ,与 果树 品种 \ 大 小 年 \ 树 龄 老 幼 、 病 虫害 及 其 他 机 械 

损伤 的 影响 ,栽培 管理 ,防寒 措施 等 园艺 技术 条 件 , 也 有 不 可 分 割 的 关系 。 毫 扰 疑 问 , 通 

过 栽培 技术 的 改善 ,培育 耐寒 性 的 优良 品种 ,可 以 提高 植物 的 耐寒 力 来 防止 严寒 秋 害 。 

冻害 的 自然 原因 主要 决定 论 雨 个 方面 : 一 方面 是 塞 前 性 质 ， 它 对 冻害 起 着 主导 的 、 

根本 的 作用 ; 另 一 方面 是 局 部 环境 对 冻害 消极 的、 次 要 的 影响 。 EFS 1955 年 1 月 冻害 

的 程度 , 拟 从 三 方面 进行 初步 的 分 析 ; 

(一 ) 塞 潮 的 杀伤 性 : 太湖 区 域 的 综 度 位 置 和 北面 毫 扰 中 摘 的 平原 地 形 , 当 塞 前 和 急 转 

直下 的 时 候 , 变 性 少 , 风 力 大 ,气温 屿 降 , 空气 干燥 , 日 较 差 悬殊 ,这 些 原 是 塞 潮 的 一 般 特 

点 ， 不 过 塞 潮 念 强大， 这 些 性 质 就 总 极端 。 根据 太湖 以 南 的 杭州 50 年 来 的 温度 记录 ， 

1955 年 1 月 最 低 —9°C, 而 50 年 来 的 绝对 最 低 记 录 不 过 一 10.5"C， 除 1912、1918、 

1930,1931 四 年 以 外 ,1955 年 就 是 最 准 的 年 分 , 可 见 这 几 次 塞 调 是 比较 强劲 的 >”。 

这 几 次 塞 部 对 於 果树 冻害 的 形成 ,显著 的 作用 有 五 方面 : CL) A GHAI, BLS, SE 

地 面 的 影响 变性 就 更 少 。 1955 Ae 1 A UR ASH, 风速 日 6 一 12 RRA, 太湖 治 岸 各 

地 的 最 低温 度 , 普 融 降 到 —9°C 以 下 (苏州 一 9.2"0， 望 亭 —9.7°C, MEY —9.7°C, 

兴 一 1L.4 0 东 洞 庭 山 —9°C) 甚至 纬度 较 南 的 杭州 也 是 .一 9 4， 赛 削 角 时 着 整个 太 

1) 沈 德 清 ̀ 吴 光 林 :浙江 桂 柄 冻害 调查 报告 ,第 18 页 ，195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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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流 域 ; (2) 寒潮 持 乱 性 长 ,1955 年 二 月 太湖 沿岸 地 带 平均 温度 在 °C 以 下 的 日 数 均 
在 牢 个 月 左右 (苏州 1 日 , 扰 锡 14 日 ,宜兴 15 日 , 东 洞 庭 山 415 A). 冻害 的 程度 是 和 
TOR A; (3) 东 洞庭 山 合 有 四 日 ( 自 9 日 至 42 日 ) 夜间 也 小 时 温度 连 
WUE —5°C, 清晨 前 低 於 —7°C, FBGA 4 小 时 以 上 ( 圆 7)。 柑 郴 品 种 中 耐寒 力 最 弱 
的 棒 檬 2, 只 能 短期 耐 受 —4——6°C Wy, 叶子 和 当年 生长 的 枝叶 都 枯死 ， 一 9C 
时 ,根部 以 上 的 主干 也 要 枯死 9。 东西 洞庭 山 根 本 没有 梯 檬 , 甜 橙 的 生长 也 很 少 ,主要 是 
REY FEW AG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Filipe (Cilrus junos Tanaka); (4) Aw 

差 很 大 ,如 东 洞庭 山 最 天 达 13°C (12 日 ) , 日 平均 气温 高 大 °C 的 时 候 , 突然 发 生 降 温 
到 0°C WE, TEARS ILA, ABBR, 这 样 植物 彰 胞 里 还 没有 来 得 及 积 
昧 栈 分 , 银 钴 加 强 ,受害 的 可 能 性 和 程度 就 大 些 ?。 例 如 树 查 的 向 阳 面 往往 因 画 暖 夜 流 ， 

10 

(FA BS ) Bi 

一 一 一 一 一 ——— 1 | | | | | ! | | 0H -—+- Ht 4 le au 
N NH NY NN | 

N 4 XN | 

S\N NAN f Nik NY N ‘ WANT NSS NVR I NNN Nv NW I 
INN NN 而 

sL WSS NP 

-10 
1 5 10 15, 20 25 30 (日 期 ) 

7 1955461 AGAR EIT: ACTA BR 

(每 日 5.8.14.20 小 时 观测 数 , 示 赛 淹 杀 伤 温度 持 结 时 间 的 短暂 与 日 较 差 的 急剧 现象 ) 

1) 中 央 气 象 局 编辑 室 : 霜 浆 . 浆 士 ̀  积 雪 , 第 9 页 ,财政 经 济 出 版 社 ，1955 年 。 
2) M. EL 别 尔 梁 德 等 :苏联 防御 震 冻 的 研究 ,第 44 页 ,财政 绝 济 出 版 社 ，1955 年 。 
3) 根据 蕉 其 凯 蕉 奇 的 记录 。 
4) 同 1) ,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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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 裂 格外 严重 , 而 且 亚 热带 地 区 往往 不 能 轻 受 极 轻 微 的 寒潮, 理由 大 致 相同 ; (5) 塞 潮 
契 对 湿度 极 低 , 相 对 湿度 也 低 ,最 塞 的 白 画 , 东 洞庭 山 契 大 部 分 时 间 低 钛 60 多 ,甚至 达 
30—40% 不 等 ,空气 过 分 干燥 。 TTL, SBI, 由 芯 温 度 低 ,温差 大 ,植物 不 论 是 
在 土壤 干旱 或 土壤 湿 油 的 情况 下 , 就 是 土壤 不 千 冻 , TUR kK ALAR, 但 叶 
TORE RE TE FAD, 由 攻 强 烈 的 西北 风 而 加 大 , 因此 ,水 分 不 能 保持 平衡 ,因而 后 来 枯 枝 落叶 
BS, WAL, SEK, LEAL, IER LEE, ERD 
受害 程度 。 

(=) 太 漳 的 影响 :太湖 湖面 对 扒 东 西 洞庭 山 果 树 冻 害 的 影响 具有 雨 方面 :一 方面 是 
水 温 对 气温 的 调节 , SRA EIA; 相反 的 , 另 一 方面 , 则 是 对 封冻 冰 姜 和 
水 位 的 升 高 , 对 冻害 能 起 一 定 的 加 剧 作 用 。 太湖 对 东西 洞庭 山 的 冻害 的 影响 , 以 范围 

花 , 前 者 是 普 逼 的 ,而 后 者 是 局 部 的 。 以 程度 渝 ,前 者 是 微弱 的 ,而 后 者 是 强烈 的 。 也 就 
SABE, 这 种 地 位 关系 所 引起 的 好 的 作用 一 般 不 大 , 只 在 个 别 的 地 区 起 着 显著 的 坏 的 作 
用 。 
(1) RAC OI ACR, MERE 30 一 40 公里 ,而 寒潮 主 要 风向 来 自 西北 , 风力 自 6 一 

12 条 不 等 , 损 波 助 浪 ,水 面 动漫 ,不 易 至 面 封冻 , 因此 寒潮 通过 湖面 , 发 生 一 定 程度 的 增 、 
温 、 增 湿 作 用 。1955 年 工 月 第 二 次 寒潮 (10 A), 风向 西北 ,风力 4 一 5 级 ， 太湖 东北 和 
杭州 的 最 低温 度 都 在 一 9*G 以 上 ,西北 宣 兴 为 一 10.1"C， 而 西 洞庭 山 不 过 一 8.0*C， 东 
洞庭 山 一 7.2?C。 

当然 这 种 调 池 作用 ,与 风向 和 它 通过 的 湖面 长 度 , 有 很 明显 的 关系 ; 当 风 向 来 自 东 
北 的 时 候 (an 1 FA 3 日 ) ,由 蕉 太湖 东南 港 潮 大 部 封冻 ,寒潮 通过 冰 面 到 达 西 山 , 苏 州 最 
(IIE AY —8.3°C, 而 西山 则 为 -8.7*C。 但 是 东北 风 不 是 有 代表 性 的 方向 , 1955 年 I 
月 三 次 塞 计 的 主要 风向 , 均 来 自 西北 。 因 此 西 洞 庭 山 无 论 平 均 气 温和 焰 对 最 低 气 温 , 均 

高 出 於 沿岸 地 区 。 

Mt: 1955 年 工 月 东西 洞 许 山 与 治 湖 地 区 平均 气温 比较 表 , 表 示 太 湖 的 调节 作用 。 
西 洞庭 山东 洞庭 山 苏州 Se By, 宜兴 RAR 

月 平均 0.7 0.5 0.3 0.1 0.0 一 0.4 

平均 最 低 -0.3 —3.2 一 3.8 一 3.4 

绝对 最 低 -8.7 —9.0 - 一 9.2 一 9.7 一 10.4 一 9.3 

由 此 可 见 , 在 整个 太湖 区 域 来 看 , 东西 洞庭 山形 成 了 一 个 避 冻 的 白马 ,特别 是 一 9"C 

左右 的 差别 , 对 於 柑 桔 具有 上 比较 明显 的 反映 , 目前 ,苏州 的 代 代 花 只 能 在 温室 内 盆栽 , 扰 

锡 、 宜 兴 未 见 引种 。 而 东西 洞庭 山 却 有 露地 生长 ,苏州 与 东西 洞庭 山 , 无 锡 与 马 跻 山 , 都 

只 一 水 之 隔 , 苏州 无 锡 的 柑 桔 栽培 都 只 能 限 於 温室 内 。 这 都 是 值得 注意 的 一 个 现象 。 

(2) 太湖 湖面 的 水 位 , 经 常 随 风向 、 风 力 的 变化 而 倾斜 摆动 。 寒潮 期 间 持 续 而 有 

力 的 西北 风 ， 使 西北 沿岸 的 水 位 降低 ,而 东南 沿岸 的 水 位 升 高 。 差 数 大 小 秽 湖面 寅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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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 强 弱 及 其 持续 时 间 为 塌 移 。 

1955 年 工 月 日 差 20 一 60 公 分 不 等 

( 圆 8)2。 

东西 洞庭 山 治 岸 在 寒潮 期 间 水 

位 是 持 高 的 ,同时 积累 着 大 量 漂 澶 

的 冰凌 。 例 如 东 洞庭 山东 北角 周 

村 、 贷 宋 村 一 带 , 种 植 庆 湖 渡 平 地 的 

柑 桔 ,根部 直接 受 冰 水 浸泡 ,冻害 损 

失 达 80—40 % , 冻害 程度 达 3 一 4 
R, 形成 最 严重 的 冻 涉 伤害 。 即 使 

不 至 放 直 接 浸泡 的 地 区 , Paes 4 Uk 

过 多 , 封冻 厚 , 融 冰 吸 热 , 也 降低 了 

迎风 坡 底层 的 温度 。 BEAR RE. Bt 

TNs 10 15 2 ra jem PRR EAR, KARBLW FT AE 

al es gn 这 是 一 个 原因 。 
Se — x 湖水 的 浸泡 对 果树 的 为 害 有 下 
一 —— ae 

列 雨 种 情况 : (0) ARAB ET FS 1955 年 工 月 份 太湖 东南 部 四 个 潍 口 与 西 t pie 
AGEBDUANAS Fak Hee SE LSE HP, ERAS HP, AE EEE 

动 ,根系 全 部 腐 烟 , 全 株 枯 死 ; (6) 根 系 下 部 证 蕉 水 中 , 或 部 分 根系 浸 共 水 中 ,土壤 部 分 
空气 不 流通 ,而 使 部 分 根系 腐 烟 ,如 这 种 现象 ， 发生 在 根系 下 部 , 则 造成 枯 枝 落叶 现象 ， 

如 发 生 在 某 一 面 , 则 某 一 面 发 生 枯 枝 落叶 现象 , MES HL, 而 造成 部 分 根系 损毁 的 
植株 ,很 易 受 到 寒潮 的 侵 慢 , 湖 潍 地 带 冻 才 最 为 严重 , 序 由 此 原因 。 

人 三) 局 部 地 形 的 影响 : 东西 洞庭 山 果树 冻 需 程度 因 地 区 的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品种 的 耐寒 性 和 园艺 的 处 理 方式 的 差 轴 这 里 姑且 不 谈 。 冻 害 比 较 严 重 的 有 以 下 几 种 类 
型 ; 

(1) 朝向 西北 的 山坡 , 由 蕉 面 对 西 太湖 , PRUE, 西北 风 横 扫 湖 面 , EMME BY 
和 冠 ,一 般 易 成 冻害 。 但 由 基 局 部 地 形 的 影响 , 其 中 又 可 分 为 二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 (a) SB - 
谷口 ,风流 却 竣 ,风力 加 大, 增加 了 塞 冻 的 严重 性 , tT WE 

等 ,一 般 冻 害 比 较 严 重 ; (0) 后 山 屏障 ,果树 位 蕉 离 湖面 较 高 的 止 形 山坡 攻 地 带 , 气 流 窟 

集 , 风 速 减 低 , 如 西 洞庭 山 的 东 村 和 角 里 , 东 洞 庭 山 的 白沙 、. 丰 折 之 问 的 高 坡地 , 冻害 较 

轻 ( 圆 9)。 角 里 西北 的 柑 桔 , 受 冻 雪 很 少 。 

1 吕 人 人 : 东 西 洞庭 出 地 铝 的 和 步 观察 ( 附 图 ), 地 理学 资料 1957 年 ,第 一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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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朝向 东南 的 山坡 , 一 般 受 后 山 屏 蔽 , ee SE 

轻 ,但 也 有 三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 (a) 西 洞庭 山 喜 福山 和 殊 
虎 吐 的 东南 ,山高 雹 深 , 三 面 环 抱 后 山 ,高 百 余 公 尺 , 没 

AAO, 受 冻害 最 轻 ; (0) 西 洞庭 山 四 登山 东南 ,后 山 
低 平 每 坦 ; 不 足以 捍 御 西北 塞 潮 的 侵 慢 , 受 冻害 较 重 。 
(B) 东 洞庭 占 山 烈 ,高 200 一 300 公 尺 ,形成 屏 壁 , 东北 
端 塞 淹 过 旋 ,在 贷 泉 村 十 个 山 雹 内 形成 油 流 ,向 风 坡 唱 加 cc 

受 严 重 冻 害 。 形 山 坡 REA 

(3) 位 置 过 低 , 演 临 湖岸 , 受 湖水 泛 泡 的 果树 ,形成 冻 涝 伤害 ,这 不 仅 是 受害 最 严重 
的 情况 ,而 且 也 是 分 布 最 普 逼 的 类 型 。 

总 而 言 之 ,东西 洞庭 山 旱 炎 、 塞 害 问 题 的 复杂 性 , 饶 不 是 由 认 伙 害 程 度 的 严重 ,也 不 

是 由 於 伙 害 影 响 的 普 逼 。 恰 恰 相反 , 正 是 由 评估 害 影响 ,所 具有 的 那 种 边际 效果 和 局 部 

差 轴 的 特点 。 发 生 伙 害 的 根本 原因 是 气候 ,但 地 形 \ 坡 向 的 变化 ,太湖 水 面 的 调节 ,水 位 

“的 升降 ,植被 的 演 替 等 等 因素 ,也 改变 了 气候 伏 害 的 影响 程度 的 范围 。 甚 至 秋 害 本 身 还 

发 生 溃 销 反映 ,相互 转化 的 现象 。 例 如 在 同一 坎 塞 潮 的 影响 下 ,冻害 的 部 位 和 损失 大 小 
各 不 相同 ; 同一 处 湖 湾 的 冻 估 ,可 能 是 秋 旱 .水 浸 和 塞 淹 等 多 方面 的 综合 原因 ;而 春 夏 长 

期 下 十 ,也 可 能 导致 开花 果 熟 的 延期 , 创 弱 果树 的 抗 塞 储备 。 这 些 现 象 都 是 不 乏 事例 

的 。 
至 失 果 树 品种 选择 .栽培 技术 等 等 防 害 措施 的 作用 ,， 虽 非 本 文 讨论 的 主题 , 但 亦 不 

能 忽视 这 些 轻 济 技术 条 件 有 着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 甚至 与 自然 兴 害 斗 备 的 胜利 轻 验 ,对 
“' 亦 自然 代 害 的 问题 才 特 别 值得 我 们 重视 ,对 於 自 然 伙 害 的 分 析 研究 才 具 有 国民 径 济 上 
与 科学 上 的 意义 。 

WW, HRA SRE BR 

东西 洞庭 山 果 区 的 发 展 , 主 要 是 受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和 历史 因素 的 控制 ,自然 条 件 不 是 

ENA, ERR AKS AM AE, wee RUA Rh 

香料 的 原料 )\ 石 榴 (提取 单 榨 酸 的 原料 ) 为 主 。 随 着 不 同 的 交通 条 件 和 市 场 要 求 , 果 区 

面貌 改变 。 毫 然 疑问 ,在 农业 合作 化 以 后 , 农业 生产 将 实行 规划 ,东西 洞庭 山 果 区 将 发 

生根 本 性 的 变化 ,不 断 诱 现 出 无 穷 扰 尽 的 自然 湾 力 。 

然而 , 必须 辩证 地 运用 这 些 历史 径 验 。 在 今天 来 制订 发 展 果 区 的 规划 ,一 方面 要 分 

析 历 史 时 期 的 自然 条 件 与 现在 有 何不 同 ; 另 一 方面 要 从 饱和 经 长 期 历史 影响 过 的 现实 基 

AH, Plan, RABE Ma, 西山 的 天 王 寺 、 包 山寺 一 带 , 介 是 历史 上 著名 的 

1) 吴县 县 志 , 餐 四 , 1642 (BARA) 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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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 ALAY, TR RTEATD A T FREI SIG ERR AK, TE CLS AE A 
的 灌木 和 素 草 。 ARUP LG ACLS EOS EE, SEER Rh 
现象 的 主要 原因 ,是 因为 山顶 植被 破坏 以 后 , BR 3 Ee LG PE Pe, PA 
不 得 不 抛 总 , 抛 荡 以 后 也 难以 迅速 恢复 常 罗 关 叶 林 的 自然 状态 。 显 而 易 见 ,要 扩大 果树 
栽培 面积 ,首先 要 通 山 大 规模 的 造林 , 山 雹 内 修建 坦 圭 昔 水 ,改变 现 有 重山 温 瀑 的 面貌 ， 
这 是 第 一 步 。 

其 区 , 植 被 的 类 型 及 其 发 展 , 最 能 反映 所 在 地 区 自然 条 件 的 粽 合影 响 。 因此 ; RE 
植物 短 闭 的 生理 特性 与 生态 特征 , 分 析 们 自然 演 替 的 规律 , 对 於 规 划 果 区 发 展 方 向 ， 
2 SNE PE , 可 以 说 是 最 有 根据 的 、 最 全 面 的 自然 条 件 的 粽 合 指标 。 

东西 洞庭 山 植 物 符 闭 的 类 型 及 其 分 布 的 现状 ,很 明显 地 反映 了 落叶 间 叶 与 常 eh 
URE PRATER, TEE Hi LHP EPR beh RS pL Ay A SE, TR 
OP BY SICETESEOR IE BERANE RARE, OBE RUINS, BARB A, KLIP 
ESR bat RSE PE HH PIT SISA; FEIN EA PEE, PRR AB AEE 
条 件 的 选择 ,或 者 探 取 一 定 的 预防 伙 雪 的 技术 措施 。 

在 一 般 的 情况 下 , 风 强 日 烈 , 士 层 械 这 的 山 吐 顶部 , 目前 只 能 生长 耐 风 、 耐 旱 的 草本 

植物 和 矮小 灌木 ,显然 还 不 宜 放 果树 的 栽培 。 在 林木 中 分 布 较 高 的 是 马尾 校 、 白 检 居 六 
(Pinus massoniana-Quercus fabri Association ) ,3*— ZEEE GA AS LE, 

上 伸展 到 草地 中 去 。 在 土 层 肥厚 , WEBER BG REA eA 
地 段 , 又 开始 内 部 分 化 ;出 现 性 喜 险 湿 的 冬青 、 杨 梅 ̀  石 样 和 香 樟 等 (Piynuis massoniana + 
Ilex Chinensis+Myrica rubra Association), 72 09Z ie RNS EYAL AL Fs RRP EC 

ANY, BLUR ZL PRM Sy BEAR TET PEATE PRR ATE a_i 
NS EAS. EE Ps, RIES BA TAO, 才 会 走向 相反 的 演 替 方向 。 由 
此 可 见 , 果 树 上 山 的 方向 是 正确 的 ,而 且 是 可 能 的 ,不 过 必须 依据 目前 的 条 件 和 阶段 ,有 
步 朋 、 最 好 是 掌握 植物 演 蔡 的 规律 来 进行 。 例 如 首先 必须 封 山 青 林 ; 改 变 山 起 和 山谷 中 
KURA TETRA. 然后 在 马尾 松 白 检 中 广泛 地 栽培 板栗 和 棍 梅 , 以 它们 作为 
果树 上 山 的 先锋 树种 ,才能 为 种 植 其 他 亚热带 常 弥 果树 创造 必要 的 条 件 。 
我 们 认为 ,这 是 发 展 果园 的 主要 方向 和 可 靠 途 径 。 
至 基 在 平原 和 湖 潍 地 带 发 展 果园 的 关键 ,主要 是 与 大 田 作物 的 竞 备 和 轻 济 核 算 的 

问题 ， 其 欣 才 是 地 下 水 位 过 高 和 土壤 水 分 过 多 等 自然 条 件 的 问题 。 东西 洞庭 山坡 地 荒 
燕 的 还 不 少 ,耕地 粗放 的 也 很 多 ,提出 果 区 与 天 田 作 物 竺 地 的 问题 ,似乎 为 期 从 早 ,本 妇 
似乎 没有 效 论 的 必要 了 。 

1) ADAM Hick, BRR. BARE TT. BEAL DA. VL Bd AA 7 Hill 34 IK (Juniperus 
Chinensis+Lindera glauca+Photinia serrulata Assoc.), 



三 水 地 区 自然 地 理 

a mh A 

(Kisii BILE FF) 

一 、 前 Ff 

=k, AE HI dt RE TCE, 可 是 , 人 们 却 已 把 它 哈 为 “潜水 、 
积 水 、 缺 水 "所 作用 的 典型 地 区 了 。 

在 广东 省 受 围 基 保 入 的 一 千 万 市 二 田园 中 (用 转 基 保 生 的 耕地 称 为 围 田 ) ,每 年 讯 
期 就 有 十 分 之 一 ( 葛 一 百 万 市 亩 ) BE KEE, TG AL PRETZEL KL, BU 
情况 更 为 严重 ,每 年 都 有 鞠 10 万 雷 土地 容 水 淹没 , 估 休 县 耕地 面积 1/5; 估 公 县 围 田 面 
积 118 以 上 5c23, 1951 年 积 水 面 积 估 围 田 面积 钮 多。 安民 辛勤 耕种 的 庄稼 ,或 者 扰 收 ,或 者 

只 收 一 部 分 ,农业 生产 没有 保障 。 因此 , 解除 这 里 水 尖 的 威胁 , 就 成 为 人 们 对 自然 斗 宇 
” 揭 主 要 目标 。 这 里 的 水 秋 固 然 很 严重 ,但 旱 象 的 威胁 也 阔 不 轻 , 受 旱 面积 也 常 估 耕 地 面 
积 的 五 分 之 一 (1953 年 受 旱 面积 达 12 万 市 雷 )523 农民 在 水 早秋 的 威胁 下 ,生活 相当 
ZUR, 因此 , 况 规 这 里 的 自然 环境 , 对 芯 安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将 是 有 所 和 神 丛 的 。 同时 , 东 、 
WG ALTE FWRI 100 万 市 亩 的 罕 地 积 水 区 , 其 自然 地 理 特 征 也 大 致 与 本 区 相 类 似 , 对 
本 区 自然 特征 如 能 正确 训 雇 站 合 理 地 解决 这 里 的 积 水 和 对 自然 的 利用 ,对 蕉 附近 相 类 
似 地 区 的 改造 和 利用 也 是 有 帮助 的 。 

二 、 范 围 及 地 理 位 置 

本 所 述 及 的 范围 ,是 指 为 北江 、 瘟 苞 涌 、 西 南 涌 ( 由 干流 分 支出 来 的 汶 流 称 为 涌 ) 

所 包围 的 328 平方 公里 地 区 ,在 行政 区 划 上 属 三 水 县 一 三 五 区 及 南海 县 属 一 部 分 ; 北 

2B Ja ELST, 南 止 西南 锁 \ 西 抵 马 房 圩 , 东 达 三 江 圩 5 (参阅 圆 3)。 

AEE RARE 112°49'—113°O1" 北 纺 23?09' 一 23"23 ， 在 广东 省 中 部 偏 南 , 距 南 

TEA) LLO 公里 , 气 人 外 上 属 亚热带 季风 气候 。 

本 区 在 北江 下 游 东 岸 , 恰 是 西江 \ 北 江 、 罗 江 的 虑 流 处 ,本 区 之 北 , 河 流向 本 区 集中 ; 

本 区 之 南 , 河 道 由 本 区 向 南 分 散 ,水 文 上 属 三 角 洲 水 文 区 。 

过 

”本 文 在 中 山大 学 地 理 和 柔 克 六 基 、 方 瑞 泣 雨 先生 指导 下 写成 , = AAA ey ESE aR DS OF EA 供 意 
具 , 朱 健 梧 同志 帮助 给 制 部 分 附 图 ,特此 落 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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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 角 洲 是 己 增 水 波浪 和 潮水 所 能 到 达 的 地 区 作为 其 界 缚 的 雪 ， 根 据 三 水 水 文 站 于 

录 ， 沿 北江 的 前 水 在 枯 水 时 期 可 以 波及 税 区 ,但 影响 已 很 微 能 , 中 水 位 时 期 潮水 的 影响 

只 能 达到 三 水 ,三 水 站 最 大 潮 差 可 达 一 公 尺 ,因此 ,本 区 恰 是 珠江 三 角 洲 的 项 点, IR 

江 三 角 洲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谣 三 角 洲 是 从 河 涩 分 歧 的 地 段 开始 "5, 则 本 区 也 是 三 角 洲 的 一 部 分 

= ab 

(一 ) th SE 
ARES AS A Tea 22 A AE PB, AA A eS Be 

EA BR SSIL hi a ALS 5 Ry ESB es at SS A it, SCE PTE AL 8 te 

(PAZ SS ASR ACHE Ss yy BO, Se IR ss By Sk Me SIE , 7A 

KW SAE lid er fe A AK, (LE BE, EAB He eR AS HOT we OS HE HY WL Gk, EL TS AS HE 

Hh, FEAR HWP LL BEB Ry ASK BE fied A TBS HA TL hid afi nS 

yy. WFR EE, EM JF Er — ia eb. 

Fa SE AC ge pL Sas hy FATE fied ea foe A PA TEAS PS HG BSL, PT ap = ah 

在 本 区 边缘 : CL) ARE AT AS ALTAIR LL HERR HE TRA HER BIN A ALF AE bed 20 

(2) ARK PRA) — 德 庆 闻 的 花岗岩 区 ; (3) ARE aT. Pa TAPS AGL ee 

SMW AE lid KE. FRE PME haere A PR CBE DY ESM) 地 势 比 较 高 峻 , 介 

Wk = TET COS Pia ee ye HE A > A A Es PA FH.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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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 三 角形 地 带 , 序 陈 国 达 教 授 所 称 之 “广州 红 爸 地 ?6 的 一 部 分 。 
沉积 亦 登 地 中 的 岩层 倾 科 都 很 和 组, 岩层 倾 对 方向 大 致 朝向 中 心 。 本 区 和 红色 着 系 

合 角 天 都 在 10。 左右 ,或 呈 水 平 状 态 , 昔 苞 附近 秆 色 岩 系 向 东 倾 作 ,三 水 与 西南 锁 附 近 
岩层 也 是 向 东 倾 作 ;倾角 在 10—20° ZB, 本 区 东部 、 三 江北 面 的 丘陵 的 岩层 则 向 西 倾 
Bh. JCS RSH, 可 以 推断 石 角 、 三 水 、 三 江 间 的 三 角形 地 带 , 是 一 个 向 对 本 造 ， 
向 对 轴 作 南北 走向 ， 轴 部 狗 在 从 石 角 轻 望 岗 至 丰 岗 的 线 上 ， 北江 下 游 的 原始 河道 流 径 
於 此 向 们 谷中 ca。 

和 色 岩 系 沉积 之 后 ,又 受 喜马拉雅 运动 的 影响 而 使 地 壳 发 生变 动 ,但 这 砍 运动 对 蕉 
已 轻 硬 化 了 的 华南 古 地 块 不 会 发 生 剧烈 的 折 货 ,主要 是 升降 和 断裂 的 运动 , 地层 也 可 能 
受到 倾 侧 ,但 影响 是 微弱 的 。 其 后 有 一 段 较 为 稳 静 的 时 期 , 产生 了 平坦 的 闽 蚀 面 , 本 区 
丘陵 地 的 顶部 海拔 四 十 公 尺 的 闽 蚀 面 印 在 此 时 形成 , 同时 , 在 低 处 则 产生 红土 堆 积 , 时 

” 代 狗 当 第 四 纪 初 期 。 
TESA DDH AK BRITISH, HD, 随 着 近期 的 地 壳 上 升 和 河流 

堆积 ,本 区 旗 在 海平 面 之 上 ,而 未 被 河流 冲积 物 充 十 的 低 宕 部 分 ,就 成 了 积 水 的 宕 地 。 

(二 ) 岩 层 

本 区 地 层 主要 为 第 三 纪 红 色 岩 系 , 但 也 有 粗 面 岩 、 铁 质 角 矶 岩 、 碟 石 层 、 红 土 层 、 近 
代 冲 积 层 的 分 念 , 现 将 本 区 岩层 情况 简 述 如 下 : 

1. 粗 面 岩 “本 区 南部 的 刀 岗 为 粗 面 兰 所 构成 , 兰 性 坚硬 ,结构 致密 , 合 玻 现状 长 石 
斑 晶 及 铁 矿 等 物 , 多 小 孔 , 颜 色 由 灰 褐 至 淡 红 色 , 风 化 后 常 呈 黄 褐色 , 因 它 与 上 复 的 红色 
BEF A Be et HED EE: a SE IO AL 

2. SCR ARE RAS ALE RRR, ALE RCH PE AB Mad HY 5} 34 
bP. FES, EOS MO, HSE ih, PEGE IL, 225 SCR 
STAT HAE 2.5 公 尺 ; HB RES, ALR, PES EL, aS, 大 者 
Iw, HAIER 30 RAR, 本 区 山 岗 , 多 为 此 层 所 构成 。 TEAC RES 5 ES 
HM, AIA CHE, EW 2AR, 可 和 视 为 上 中 两 部 问 的 过 滤 层 。 红色 兰 系 之 下 
部 则 为 结构 致密 、 色 白 或 痰 黄 、 腰 千 甚 坚 、 碟 石 大 而 多 之 碟 岩 ,可 以 区 村 之 西 公路 侧 的 黑 
石 岗 为 代表 。 WHR RIVERS, 在 黑石 岗 西南 所 见 之 确 石 中 ,最 大 的 长 
达 88 厘米 , 寅 13 厘米 , 毯 角 仍 保持 完整 , 证 明 不 售 经 过 长 途 搬 运 就 堆积 下 来 。 此 层 碟 
ARLES hOB ESTE, 但 在 结构 上 与 中 部 碟 兰 完 公 不 同 。 RSI 
下 部 界限 ,厚度 不 明 。 在 黑石 岗 附 近 , 见 有 在 下 部 矶 岩 与 中 部 矶 岩 之 间 夹 着 谈 和 红色 砂岩 
一 层 , 内 有 如 碗 豆 天 小 的 石 矶 , 兰 性 与 上 部 红色 和 砂 岩 不 同 。 

关於 红色 岩 系 的 地 质 时 代 , 学 者 意见 不 一 , 李 希 霍 芬 氏 因 在 三 水 附近 秆 色 岩 层 中 探 
得 植物 化 石 了 hus atavia Schenk, MUAH HRLARB BAM: 日 本 东京 地 质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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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RAE RRND, BRP BALES EO SUB AES, ERB AURA 
第 三 杞 ;德国 叶 格 尔 教授 亦 谓 北 江 深 厚 之 红色 兰 系 , OER EO; 陈 国 达 教 
授 研 究 千 果 则 裔 为 在 白垩 纪 后 期 以 至 第 三 筷 初 期 之 间 为 其 产生 年 代 55; 一 . 般 训 为 红色 
BRIA BERRA Ae, | 

从 上 述 可 见 ,分 伤 在 三 水 县 境 的 红色 兰 系 地 层 是 善 逼 的 , 过 去 却说 为 “第 三 杞 红色 
岩 系 在 三 水 县 境 不 甚 发 达 ,所 见 者 仅 第 四 所 红 士 而 已 ”5233 的 看 法 ,是 不 完全 正确 的 。 虽 
然 红 土 层 在 本 区 也 有 分 佑 ,但 租 成 丘陵 的 主体 应 该 是 红色 岩 系 。 

3， 碟 石屋， 在 西南 针 附 近 的 白鹤 岗 、 陈 家 岗 等 高 狗 40 一 50 公 尺 高 的 山 岗 上 ,有 松 
散 的 微 红色 或 灰 黄 色 砂 碟 冲 积 层 , 石 矶 棱角 园 钝 , 碟 石 中 含有 和 红色 岩 系 的 卵石 。 在 三 永 
小 学 后 面 所 见 的 碟 石 层 , 碟 石 直径 平均 为 6 NG, RE FRE 
夹 有 碟 石 ,两 层 为 不 整合 , 写 的 附近 还 发 见 有 交错 层 , 这 很 可 能 是 古代 河流 的 堆积 物 ,地 
质 时 代 较 新 ,为 与 红土 同时 期 的 产物 。 

4 红土 ”本 区 第 四 纪 红 十 分 人 在 西南 锁 东 北桥 头 村 附近 , 卢 岗 以 北 的 小 乒 及 西南 
锁 以 北 的 丘陵 边 忽 也 常见 ,红土 质 其 粘 , 风 化 很 深 , 均 成 粉 状 , 色 鲜 红 \ 层 理 不 明显 ,所 成 
的 岗 丘 狗 20 公 尺 左右 ,而 其 分 念 上 限 狗 在 拔 海 50 公 尺 的 高 度 , 这 与 红色 着 柔 丘陵 的 侵 
侧面 高 度 相当 ,5 为 北江 所 揣 带 的 泥 沙 沉积 下 来 所 形成 的 。 

5， 铁 质 角 矶 岩 HAR ie Wid Be hid A AULA RA il)» bid AB AA 
Ar Fe Bik 5 AR, SHS EE $5 ES PRS , HP TD HEB) SA, AAA i 
AWC, BERG, BUCS BE, ACRE JEP, 初 见 时 很 像 火 山 
角 碟 岩 。 此 岩层 向 东南 倾 衬 ,倾角 5 度 。 在 刀 北 岗 也 主要 为 铁 质 角 碟 岩 构成 ,于 伏 兰 层 
一 部 分 为 红色 岩 系 , 另 一 部 分 为 粗 面 兰 ,彼此 关系 为 不 整合 接 角 。 其 生成 时 代 应 在 红色 
兰 系 沉积 以 后 。 

6. 近代 冲积 层 ”根据 广东 省 水 利 厅 近 年 来 的 锐 探 和 调查 ,让 明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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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的 厚度 很 大 ,一 般 在 40 至 FOR AeA BSE es RRA TI TE AA 

屠 中 部 , 善 逼 沉积 了 一 - 层 灰 色 的 松散 的 沪 土 层 ( 东 江 下 游 未 发 现 ) 尖 二 颗粒 常 为 透 镭 状 。 

各 地 的 厚度 和 深度 都 不 一 致 , 在 西江 郑 羊 峡 以 下 , 有 些 地 方 厚 达 25 AR, 北江 五角 一 

Me, ULE TE 10 ARE (或 分 成 数 层 )， 各 地 的 洪 土 层 , 和 经常 来 有 大 量 的 腐 木 ( 俗 

称 沉 柴 ) , 树干 谷 能 辨 记 , 其 直径 有 在 一 公 尺 以 上 的 , PUMP Re IRATE AD, 

它 是 在 最 近 时 期 地 壳 相 对 下 沉 形 成 的 。 PORE ASTRA BU), 不 能 承载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的 涵 关 ,这 是 工程 地 质 上 重要 问题 之 一 cs1。 

根据 本 区 60 余 个 氏 探 剖面 记录 分 析 D2， 冲 积 层 的 分 布 有 下 列 特 点 : (CL) sere ae 

下 层 为 砂 或 卵石 , 渐 上 变 为 粗 砂 、. 中 砂 、 浴 十 或 站 砂 , 再 上 至 表层 为 中 砂 、 粗 砂 ; (2) 中 

BURL PEEA AIGA, SRE, 富 含有 机 质 ; 〈3) 冲 积 层 之 下 往往 有 各 

Co RRA: 〈4) 卵 石 层 深度 全 向 下 游 侣 深 , 在 石 角 附 近 , 在 一 5 公 尺 以 下 可 见 卵 石 ,至 本 
EMA. MEE 一 20 公 尺 才能 见 到 。 下 面 取 十 个 代表 剖面 来 说 明 : 

(1) 西南 涌 口 冲积 层 剖 面 (标高 为 珠江 基 面 公 尺 数 ) : 
+3.25—10.7 HA FA Rb, —10.75—-14.2 Hy HK Mip+, —14.25 

—19.2 AW ARH, —19.2>5 —23.3 ea RH, — 23.35 —27.2 SPF Rp, — 27.25 

一 29.8 红 粘 土 ， 一 29.8 .以 下 为 红色 砂岩 。 

(2) 瘟 苞 涌 口 冲积 层 剖面 : 
+2.75-8.3 黄白 色 粗 沙 及 中 沙 ， 一 8.3 人 一 10.6 Py jt, — 10.65 —13.5 KM 

Uh -E, 一 13.5-> 一 16.4 灰 白 Hyp, —16.45—21.8 HA, —21.85—-27.3 5 Ay ee, 

— 27.3 —28.1 40+, EP AC. F 

从 上 述 可 见 , AAR ZE RIC RUS ees, 地 质 构 造 的 输 廓 , 基 

本 上 完成 於 燕山 运动 ,第 三 纪 的 喜 丝 拉 雅 造山 运动 虽然 波及 ,但 影响 是 很 轻微 的 。 
对 南 现 代 地 形 发 育 来 说 ,第 四 纪 冰 期 前 后 的 侵 人 鲁 基 准 面 的 变化 , 产生 深 歼 的 影响 ， 

由 蕉 侵 鲁 基准 面 变化 速度 有 快 缓 ,侵蚀 力量 就 表现 强 弱 不 同 , 而 造成 陡坡 和 平坦 的 章 蚀 

面 , 花 复 盖 着 第 四 纪 的 疏松 沉积 物 。 

四 、 地 形 

《一 ) 地 形 的 发 育 

根据 今日 红色 岩 系 的 岩层 倾斜 情况 的 研究 "2， 知 道 从 石 角 直 到 本 区 是 一 个 向 斜 构 

造 的 红色 谷地 。 当 红色 岩 系 的 岩层 开始 上 升 的 时 候 ,清远 盆地 以 下 的 北江 沿 着 这 原始 的 

谷地 向 南 流 ， 此 河谷 南 经 本 区 独 树 岗 与 拥 鱼 岗 之 问 再 治 黄花 园 经 坊 心 \ 高 丰 而 下 , HERE 

三 州 出 海 。 

1) 据 广东 省 水 利 厅 1955 年 溃 探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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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 水 地 区 地 质地 形 略 图 

第 四 绝 初 , 在 现在 技 海 40 公 尺 的 高 度 形成 一 般 平坦 的 闽 蚀 面 ， 猪 特 岗 、 梅 岗 \ 法 石 

岗 、. 忆 北 岗 、 陈 家 岗 和 和 白鹤 岗 的 顶部 可 为 代表 。 兹 形成 广泛 的 红土 堆积 和 碟 石 层 , 表示 

当时 有 一 比较 稳定 的 时 期 。 随 着 侵 鲁 基准 面 下 降 ( 可 能 由 蕉 地 壳 上 升 ) ,河流 下 切 ,同时 

河流 夹带 着 泥 沙 堆积 下 来 形成 广泛 的 红土 堆积 。 
在 这 一 闽 鲁 面 形 成 过 程 中 , 由 北江 所 带 来 的 物 览 堆积 下 来 形成 从 石 角 向 南 展开 一 

片 平坦 的 大 冲积 局 , 北江 水 道 支 激 分 歧 地 漫 流 在 大 冲积 局 上 ，, 随 着 侵蚀 基准 而 下 降 , 北 

江 在 石 角 附 近 分 三 支 分 别 下 泪 : 主流 在 钵 耳 楼 至 蒲 基 头 之 间 的 红色 着 系 向 斜 谷中 ;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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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猜 基 头 东 面 马 头 石 附近 ,是 红色 兰 系 与 花岗岩 接合 地 带 ; 另 一 处 为 石 角 西 面 的 泥 贫 纪 
黑 湖 揣 系 和 第 三 绝 红 色 兰 系 接 仓 地 带 ， 邹 现今 北江 河道 。 RE A EER 
发 生 的 右 偏 作用 , 原 有 主流 浴 积 迅速 ,加 以 人 工 贷 围 , 才 使 北江 主流 集中 亦 现 有 水 道 ca。 

河流 随 着 地 壳 的 上 升 运动 (或 因 第 四 加 冰期 海面 下 降 ) 而 进行 着 复杂 的 侵 便 和 堆积 
作用 ,在 上 升 迅速 的 时 候 ,河流 下 切 强盛 , 造成 陡坡 , 在 上 升级 慢 的 时 候 下 切 作用 级 能 ， 
PGI, SORE, BEDE GT DANZA, SERIE BEE, AK ED 
fit (FU 45 ) 

FE ESI LIAN SE IS, HOPE WR LEST, (PPAR BRR AOKI, ite 
AS UA) Tal EVE OVER TE PAR AGI ER TF 30 ARAL 
王 层 ,估计 自 20 AR Hi fhii LUG, bir thA_EFt 50 公 尺 以 上 ,使 造成 —30 公 尺 的 红 粘 二 
层 及 复 於 其 上 的 河流 卵石 层 ; 西 江 在 券 羊 峡 (深度 83.1 AR) 三 榕 屿 (78 AR) 深切 在 
现 仿 海 面 以 下 75 公 尽 〈 高 要 年 平均 水 位 为 3.42 AR), 在 海面 以 下 这 样 大 的 深度 显然 
不是 永 力 学 作用 所 能 造成 的 。 北 江 在 宣 仔 峡 ( 最 深 处 为 一 10.5 公 尺 ) 香炉 峡 ( 一 33 公 尺 ， 
在 黎 洞 附近 ) 和 飞 来 峡 ( 一 17.5 公 尺 ) 以 及 佛山 市 附近 的 最 深 河村 ( 海 必 沙 以 下 , 一 25 公 
尺 ) 都 深切 在 海平 面 以 下 数 十 公 尺 的 深度 0。 

”条 此 上 升 之 后 有 下 沉 现 象 , 可 能 是 冰期 后 的 海面 相对 升 高 ,海水 入 浸 , 现 在 的 三 角 洲 
。 部 分 俱 为 海水 天 没 ,本 区 也 是 海 洲 一 部 分 。 海 海 的 道 跻 可 从 下 面 几 点 着 据 中 可 以 看 出 : 

(1) 现在 澳门 所 常见 的 一 种 海 生 只 壳 ( 指 牡 丑 ,俗称 星 ) ,在 凑 羊 峡 口 的 广 利 围 也 全 
发 现 5522, 我 们 在 1957 年 的 调查 中 , 在 顺德 中山、 小 模 等 地 也 都 发 现 此 种 晒 壳 层 ,一 般 在 

地 面 以 下 1—3 公 尺 , 狗 高 於 海平 面 3.4 公 尺 左右 。 

(2) 三 角 洲 冲积 层 厚 度 一 般 在 40 ARLE, 其 下 有 和 红土 层 和 卯 石 层 ， 中 部 有 其 厚 
BDSG Ar HBAS, 本 区 横山 渴 东 侧 泊 士 合 腐 木 层 达 7.85 公 尺 厚 (深度 在 一 3.62 至 

11.48 AR ZAG) ,这 显然 是 陆地 下 沉 才 能 形成 。 

(3) 前 已 指出 ,西江 卷 羊 峡 , 三 榕 峡 河 床 深 度 在 海面 以 下 75 公 尺 ,这 是 下 沉 了 的 河 
谷 部 分 。 在 沿海 由 防 城 一 直至 广 门 , 有 一 深 攻 30 公 尺 的 海底 台地 存在 , 在 这 人 台地 上 又 

有 谷地 切割 。 
上 述 海水 内 浸 的 论据 在 合 昭 璇 同志 最 近 发 表 的 著作 中 2 已 有 了 关 述 , 但 是 , 合同 志 训 

为 陆地 下 沉 以 后 就 趋 蕉 安定 ， 而 其 他 学 者 5 的 研究 ， 讽 为 最 近 时 期 是 轻微 上 升 的 。 根 

据 下 面 事实 的 观察 ,本 六 作者 也 认为 最 近 时 期 海岸 有 上 升 现 象 : 

(1) ZEB IL ADE LAE Tee a PS Ws TE MT, DR PR KT I 
SET) Sw, FE TEMES, LTP Ee a IE AER APE SR 

1) 广东 省 水 利 厅 1955 ERE, HAS AEITA 
2) BPW se : Be La a RS Fe BE TT AY I] A, FR SAG, 23 4B 2 期 ，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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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 HY A, PEALE TERA HT LP, BAe Lae os Fa se ES HB 
3.42), TE ARIE, EM FES AR be eo aS 

(2) 在 石 岐 (中 山 ) D7 ABRAM, DAHER, REE 
明 , 褐 黄色 ,颗粒 均匀 , 坦 寅 狗 200 公 尺 ,长 狗 250 公 尺 左 右 ,提高 於 地 面 2 公 尽 , 葛 高 亦 
海面 5 公 尺 以 上 ,在 坦 中 还 发 现 有 星 沉 ,这 一 高 度 可 与 珠江 沿岸 河流 阶地 相对 照 。 

(3) 在 上 述 海 沙 堆积 附近 的 狮 山西 南 侧 ， 有数 迎 海 怨 崖 , 最 低级 比 地 面 高 狗 2 公 
尺 , 与 上 述 沙 担 高度 相当 ;在 此 海 鲁 崖 以 下 狗 2 公 尺 ,有 实 达 15 一 20 公 尺 的 海 创 台 地 存 
FE, RS EEA) 200 公 尺 ,此 外 ,在 粤 头 沿海 从 有 很 多 5 一 10 公 尺 的 海 成 阶地 ct。 

(A) 靖 曙 沿海 的 狭长 的 海岸 平原 广泛 存在 54, 合 昭 歼 同志 训 为 这 不 能 表示 上 升 的 
踏 象 。 我 们 在 防 城 县 江平 圩 以 西 一 公里 看 到 在 海滨 平原 后 方 有 海 全 所 成 的 菌 状 地 形 ， 
FS ARTE LASS BAR (FIR) 突起 ,上 端 寅 大, 下端 较 条 ,为 最 近 时 期 海水 冲 
击 而 成 的 ,但 蕊 地 的 前 方 海 潍 延 伸 颇 远 ,这 里 已 高 出 平均 海面 数 公 尺 , 有 土 升 中 象 。 

上 述 海 岸 径 下 沉 后 而 有 轻微 上 升 ,是 与 福建 海岸 的 情况 是 一 致 的 5。 现 在 仍 在 上 升 
中 。 由 於 陆地 的 相对 上 升 ,海岸 不 断 向 外 伸展 ,苏联 地 质 矿 物 学 博士 格 . 彼 . 果 尔 什 可 夫 
We 1956 年 在 珠江 三 角 济 考察 后 讽 为 : HE NE, 南海 至 少 后 退 了 50 公里 c4。 

和 综 上 所 述 ,本 区 在 40 ARF 20 ARMA MIE Ra, CABAL, 接着 便 
是 下 沉 , 珠 江 三 角 洲 均 属 海 浸 范 围 , 本 区 为 海湾 一 部 分 ,然后 陆地 又 有 轻微 上 升 ,现在 仍 

在 丝 绫 中 , 在 此 轻微 上 升 中 ,三 角 洲 伸 展 特 别 迅速 。 本 区 窄 地 人 为 古河 道 和 海 洲 ， 河 流 
冲积 物 一 直 未 卉 满 此 低 宕 部 分 , 以 致 形成 淋 有 低 放 海面 的 积 水 宕 地 。 

还 须 指 出 :也 人 有 人 否 训 这 里 全 是 海湾 的 一 部 分 , 裔 为 思 绎 光 的 生成 是 西北 江 曲 流 
的 侧 鲁 而 形成 的 入 型 河流 掠夺 。c451 这 与 地 质 情 况 和 河流 发 育 情 况 是 不 相符 合 的 。 思 
BAC AY “IR=7K2E BS” 站 不 是 在 逐渐 变 窗 , 而 是 逐渐 向 南 伸展 “年 饥 ” 的 沙洲 年 年 
向 南 伸展 的 结果 , 上面 已 筑 起 雨 道 坦 围 , 售 罗 位 放 沙 洲 顶 端的 关 尾 村 已 处 在 “ 御 饥 ”中心 
TY. FM, Rea IES, DREGE BRAWL, 南岸 的 新 二 有 十 多 
座 房 屋 和 有 着 高 楼 的 酒馆 丢 知 在 狂 浪 里 ,这 襄 明 思 贤 潘 落 不 是 由 窗 增 宽 ,而 是 由 袖 变 窗 

”的 过 程 。 据 叶 虑 教授 研究 c9, 现 在 北江 三 水 以 下 水 道 , 可 能 是 原始 的 西江 水 道 ,原始 西江 
出 关 羊 峡 后 可 能 顺 河道 从 西南 向 东北 流 , 在 高 要 、 四 会 的 塞 地 区 展开 一 个 曲 流 ， 当时 北 
是 在 旧 三 水 北面 与 西江 相 匿 。 由 蕉 河流 受 地 球 偏转 力 的 作用 ,西北 江 均 向 右 偏 ,西北 

江 顶 托 处 洪 积 更 为 严重 而 形成 他 为 河流 冲积 物 造 成 的 “ 旧 三 水 千岛 ”站 使 思 览 潘 南 移 ， 
RUS, 西北 江 主流 均 向 右 偏 , 西江 在 三 水 以 下 的 主流 途 逐 渐 被 北江 所 替代 。 

当然 ,本 区 地 形 有 着 非常 复杂 的 发 育 史 , 要 天明 本 区 地 形 的 发 育 , 还 需要 进一步 研 

1) 王 宪 :福建 海岸 形成 过 程 的 科 步 推断 ,福建 师范 学 院 学 报 , 自然 科学 版 ，1956 年 ,第 工期 ; 
马 延 英 : 国 海岸 缚 变动 与 亚洲 第 四 纪 冰 川 的 关 和 柔 ,海洋 集刊 第 一 抽 ，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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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珠 江 下 游 河 道 与 地 形 发 育 的 关系 。 

(二 ) 地表 形态 
EIB ELL, 本 区 属 庆 粤 中 低地 孤 山 区 ”2， 有 与 珠江 三 角 洲 其 他 地 区 的 共同 

特点 : WIKRE MIE. SRAM I. PHS HET. 本 区 境内 是 丘 

陵 、 和 平原 与 罕 地 积 水 区 交 钳 着 , 低 宕 地 形 是 本 区 的 基本 特征 。 在 地 形 上 大 和 致 分 为 三 部 

分 : 

1. 丘陵 本 区 丘陵 起 伏 平缓 , PR, 高 度 相差 不 大 , 大 多 为 条 色 岩 系 侵 鲁 残 

Ky 最 高 不 过 技 海 .70 公 尺 , 秆 割 切 为 东西 雨 部分。 在 西南 部 的 猪 特 岗 ， 可 以 明显 地 看 到 

二 般 侵 人 蚀 阶 地 : 第 一 级 (山顶 ) 为 披 海 33.44 公 尺 2， 硕 部 稍微 目下 ,是 一 明显 的 章 鲁 面 ， 

” ARRAS EHS ESS Ee. kT OS AL AB 

VY BRS Fh BSA el 2s et 1 FEL fi RAM AB Re. A Bh is BE AT AR, FS 

2B NG} fd ABS Wes BEA AA ARE RR SSE HK RP Yk SES BB DG 

PAM ,—-% 40 公 尺 左右 ,一 为 20 BAR ALA. BAT 5 VS ASB AT Re A Pr ae HK 

后 者 为 北江 在 下 切 期 间 有 一 段 较 长 的 稳 静 阶段 所 造成 。 

在 猪 特 岗 、 达 北 岗 、 梅 岗 \ 九 曲 河 奉 近 的 金 鹅 咀 发 现 散 布 基 表土 上 的 腹 足 类 螺 化 石 ， 

属於 淡水 生物 ,分 伤 高 度 在 梅 岗 达 拔 海 30 ZUR, TEAST bid BEd, FGM 18 AR GR 

海 ), 这 襄 明 过 去 水 面 合 经 达到 此 高 度 。 

2. 平原 “本 区 平原 可 以 分 为 雨 般 : 一 为 拔 海 5 公 尺 以 下 的 稻田 ， 以 蓝 苞 水 南岸 的 

Raa) fils 一 为 拔 海 5 ARDEA “Hi” (SHA 将 高 度 不 大 的 平坦 荡 丘 称 为 

坊 ) 多 利用 种 杂 业 或 村 落 所 在 。 沿 意 西 公路 雨 侧 由 南边 圩 至 复 苑 圩 一 带 这 种 “ 丧 2 很 多 ， 

这 都 是 冲积 物 组 成 ， 王 和 狐 近 期 轻微 上 升 而 形成 的 。 

3 罕 地 积 水 区 ”丘陵 与 平原 交接 地 带 , WHE, 为 积 水 浸 渡 , 面积 较 大 的 有 大 再 

渴 、 横 山 渴 和 稚 涌 渴 , 其 他 如 木棉 围 等 围 田 中 都 有 大 小 不 等 的 积 水 区 。 

罕 地 最 低 处 在 大 再 渴 , SB LT AR, 在 海平 面 以 下 的 地 方 有 1 处 ,95 洗 

地 积 水 区 内 有 高 狗 4—5 ARV) ie, Maks, BR “SR”, 是 宕 地 内 生产 的 好 地 方 。 依 

据 积 水 情况 和 农民 对 容 地 区 土地 利用 的 不 同 ,可 以 分 为 五 级 地 形 :由 上 而 下 分 别 为 禾 芒 

田 航 〈 以 大 理 涡 为 例 鸥 在 海拔 2.20 ARV, AME). 白田 航 (2.20 一 1.80 公 尺 种 单 

造 入 渴 田 级 (1.30 一 0.70 AR PPK) 水草 田 般 (0.70 一 0.45 公 尺 ， 生 长 水 生 草 本 等 落 ， 

Ayre Hh) FN BBE (0.45 公 尺 以 下 ,和 终年 积 水 )。 

本 区 外 围 为 河流 环线, 河曲 发 达 和 河 槽 高 仰 也 是 本 区 地 形 的 特征 。 九 曲 河 邹 因 河 

曲 发 达 而 得 名 , 古 云 东海 和 西南 涌 河 曲 都 很 发 达 。 同时 , 洪水 河 槽 高 出 稻田 数 公 尺 , 西 

1) 据 [17]( 五 万 分 之 一 地 形 图 [3] 为 44.0 公 尺 的 假定 基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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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 VE AK TE ES EATER PI 4—5 ZAR, Se (EMRE TE) AML ESSER PS 
UUs Pa eM BOK BEE 

Ah. 所， 

SRPMS A BEATE ES, FEAL WRATH AT, AEA ASE GAMA, Th 

小 也 有 各 °24, AMAR SERA, BRA Ce Ee OO TE Mitt, TAS, MER ay 

Fe RIERA, SB GS BERANE BY 3 小 时 ;使 得 冬夏 两 季 地 面 所 接受 的 太阳 热量 比 

较 高 综 地 区 要 均匀 得 多 ,所 以 气 温和 常年 都 较 高 , 变 幅 却 较 小 。 这 是 三 水 气候 主要 特征 之 

一 。 此 外 ,本 区 受 海洋 的 炙 节 作用 很 大 ,所 以 雨 量 很 多 ， 虽然 雨量 显著 地 集中 大 夏季 ， 但 

冬 雨 也 不 少 。 现 将 气候 各 要 素 分 别 答 述 如 下 : 

(一 ) 气 压 系 和 统 和 风 ”三 水 在 中 国 东南 沿海 ,气压 系统 受 着 季风 环流 的 支配 , 侵 于 广 

东 的 五 风 也 影响 本 区 。 以 盛行 的 气压 系统 来 说 ,冬季 在 极地 大 陆 气 团 的 南 篆 , 夏 季 常 受 

由 印度 低压 延伸 的 低压 模 的 影响 。 因 本 区 和 综 度 较 低 ,太阳 辐射 较 强 , 故 年 平均 气压 较 标 

准 值 略 低 ( 表 1)。 

Rl 三 水 各 月 气压 较 差 :单位 : BK) 

本 二 | 二 [和 下 为 直 二 全 
+6. 6 | +4, 3 | 43.1 -6.6 -5.9 ~3.1) +1.3| +4.2 +5.1| 758.0 

MISE: DEAF 797 IE REPAY Bo 

BAPE, 我 国 大 陆 公 部 在 西伯 利 亚 标 地 高 压 控 制 之 下 , SR TE ts RAR ZS: 

气压 壕 差 均 为 正 值 ,一 月 最 高 ,! 年 平均 气压 高 6.6 毫米 ， 盛 吹 北 风 或 东北 风 。 DAIL 

至 翌年 三 月 以 北 风 佑 优势 ,! 北 风 频 率 九 月 为 24 多, 十 月 38 多 , 十 一 月 43 匈 , 十 二 月 

33%, —F 39%, =A 80%, =A 29%, 由 此 可 见 标 地 高 压 南下 势力 的 强大 和 控制 时 

闻 的 持久 ; 极地 高 压 未 达到 本 区 前 , 风向 常 为 仿 南 风 , 风速 较 小 ; 极地 高 压 向 沿海 推进 

时 ,以 沦 侨 的 形式 到 达 或 经 过 本 区 ,风向 立即 瑟 为 偏 北 风 , 气 压 升 高 , 风速 加 大 ， 但 因 沦 

气 困 长 途 跨 涉 ,已 经 变性 , 冰 受 地 形 阻 抄 ， 故 平均 风速 只 在 十 6 一 2.1 AR/ Zi. | 

夏季 定年 ,气压 系 舟 大 有 改变 , 亚洲 南部 强大 的 印度 低压 延伸 到 我 国 南海 , 本 区 亦 

常 受 它 的 影响 , 故 气压 较 差 是 鱼 值 , 七 月 最 低 , 比 年 平均 气 讨 低 6.6 eK, 这 一 时 期 以 

由 太平 洋流 入 的 热带 气 团 和 由 印度 洋 的 赤道 气 团 都 估 重 要 地 位 。 风 向 以 东南 风 为 最 

多 ,如 六 月 东南 风 频 率 估 AT % , 6 86%, VA 32% , 但 西南 风 频 率 不 大 , 这 是 由 蕉 西 

南面 多 山 科 , 而 附近 河道 多 为 西北 一 东南 走向 ;这 使 风向 有 变 向 作用 所 和 致 。 由 放 夏 季 气 压 

赠 度 较 小 , 故 平 均 风 速 比 冬季 为 小 ,在 工 5 一 1.8 公 尺 / 秒 之 间 , 但 最 大 风速 可 达 10 公 尺 / 

秒 , 这 是 训 风 来 必 时 所 造成 的 。 一 年 中 发 生 暴风 的 日 子 都 在 台风 季节 一 一 即 每 年 的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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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用 \ 九 月 。 进 费 本 区 的 台风 来 向 多 为 东南 ,在 它 进 费 过 程 中 ,一 般 风 向 是 顺 转 的 ,开始 吹 
北 或 东北 风 , 以 后 吹 东 、 东 南 或 南 风 , 最 强大 的 风 也 来 自 这 些 方向 5。 
从 者 工 可 见 , 自 一 月 以 后 ,气压 渐次 下 降 , 以 三 四 月 间 下 降 最 速 ,四 月 气压 比 年 平均 

气压 为 低 , 风 向 亦 由 冬季 风 转 变 为 夏季 风 , 最 多 风向 由 北 变 为 东南 , 随 着 风向 的 转变 , 温 
度 涿 渐 升 高 ,湿度 变 大 ,雨量 显著 增加 ,河流 水 位 亦 迅速 上 淫 , 汛期 亦 从 这 时 开始 。 七 月 
以 后 ,气压 渐次 上 升 ,以 九 月 至 十 月 升 高 较 显 著 , 夏 季风 转变 为 冬季 风 也 多 在 九 月 , 此 时 
除 风 向 偏 北 外 ,温度 、. 欧 对 湿度 和 降水 量 都 显著 减 小 ,因此 ,可 以 把 四 月 和 九 月 作为 春秋 
过 滤 季 节 中 气压 场 和 风向 变化 的 转变 时 期 。 
(二 ) 温 诬 “ 本 区 温度 高 ,同时 温度 高 源 与 雨量 高 举 一 致 ,这 是 农作物 生长 的 有 利 条 

件 。 
三 水 年 平均 温度 为 21.6*C, 艳 对 最 高 温度 达 42.0"C (1937.7.4), 最 冷 的 一 月 也 全 出 

现 过 31.6。C 的 高 漫 , 八 月 为 平均 温度 最 热 月 , 达 28.8°C, 而 余 温 则 以 大 时 第 一 候 (7 月 
未 ) 为 最 热 , 平 均 温 度 为 29.7*C。 最 痊 月 为 一 月 ,平均 温度 也 有 12.2*C, 比 广州 (13.2*0) 
稍 低 。 按 气候 上 四 季 分 配 c?o 来 看 , 这 里 是 没有 冬天 的 。 (但 是 , 为 了 方便 说 明 起 见 , 本 
文 常 提 到 的 春 夏秋 冬 是 沿 屠 俗 上 用 以 3、4、5 月 为 春 , 6、7、8 月 为 夏 ， 9, 10, 11 为 秋 ， 
12、1、2 为 冬 。) 按 纬 度 也 属 亚热带 气候 。 以 候 温 平均 在 10—22°C HAM BHR, 

” 则 本 区 夏季 从 4 月 21 日 开始 至 
1 月 工 日 , 共 195 天 , 长 达 6 个 

和 月 ;春秋 连续 不 分 , E11 A 2 
日 起 至 4 月 20 H3£ 170 天 ,但 当 Sa ee SN 

剧烈 寒潮 入 侵 时 ,在 12 月 至 2 月 vs ae 
也 可 能 发 生 霜 冻 , 不 过 , 期 限 很 

短 。1915 年 1 月 16 日 最 低温 度 
全 达 —0.6°C, 195446 12 月 至 

1955 年 1 月 因 塞 湖南 侵 , PAIL, 

次 霜冻 现象 -这样 的 寒潮 求 改 , 对 一 月 二 月 =8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AA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安 作 物 为 雪 是 很 入 的 ,应 该 特别 4 = 月 平均 气温 与 饮 对 最 高 最 低 

注意 。 图 4 为 三 水 各 月 平均 气温 气温 之 比较 

与 狗 对 最 高 最 低 气 温 之 比较 。 

本 区 虽然 没有 明显 的 四 季 分 别 , 但 季节 变化 仍然 是 急 台 而 突然 的 ,季节 变化 情况 可 

以 从 表 2 和 圆 5 中 清楚 地 看 出 。 

从 表 2、 圆 5 中 可 以 看 到 :最 热 月 出 现在 8 A, 硅 月 温度 最 低 , 年 较 差 达 16.6"0, 比 

广州 (15.5"C) 稍 大 。 秋 温 (十 月 ) 高 谎 春 温 ( 四 月 ) ,这 种 情形 原 为 海洋 性 气候 之 特色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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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 水 相对 温度 与 温度 月 际 变化 

有 全 | 一 [= 二 | 有 [到 | 六 [二 | 和 | 克 [ 二 [Ha 
P2578 HE 12.2 | 13.2 | 16.4 | 21.3 | 25.9 | 27.6 | 28.7 | 28.8 | 27.5 23.2 | 19.0 15.1 | 21.6 

距 平 —9.4 |-8.4 |—5.2 | 一 0.3 |+4.3 |+6.0 |+7.1 |+7.2 |+5.9 |+1.6 一 2.6 -6.5| 0 

与 最 冷 月 温度 兰 | 0.0] 1.0] 4.2] 9.1 | 13.7 | 15.4 | 16.5 | 16.6 | 15.3] 11.0| 6.8] 2.9] 9.4 

相对 温度 0.0%| 6.0 | 25.3 | 54.8 | 82.5 | 92.7 | 99.4 |100 92.1 | 66.2 | 40.9 | 17.5 | 56.6 

温度 月 际 变化 | 
aE: 1. 距 平 是 每 月 的 平均 温度 沽 年 平均 温度 。 

2. 相对 温度 为 以 最 仿 月 为 0, 最 热 月 为 100, 其 余 各 月 按 比 例 算出 。 

名 

1.0 | 3.2 |4.9 | 46| 127 | 1.1 | 0.1 | -1.3| -4.3| =4.3| =3.9| -2.9 

二 SS ARH ae 
+=oh +-H OTH OAH OAH 

图 5 S[k TBE he 

I li EAB RA, ARK Ay 51.3, SESE BE Ie AE EAE Sls TMA GE WI EK, 春季 则 相 

JX, A HAT TARAKA SAE ABBA it SHS AR Ui 

1 月 至 8 月 温度 变化 的 曲 穆 , 平均 是 上 升 的 ,8 月 至 1 月 平均 是 下 降 的 , vin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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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幅度 ， 上 人 定年 以 3 月 至 5 月 为 最 大 ; 4 月 温度 比 3 月 增高 了 30% ,5 月 温度 比 4 月 增 

高 28% ; 下 定年 下 降幅 度 以 9 月 至 1 月 为 最 大 ,十 月 比 九 月 下 降 了 26% ,十 一 月 又 下 
降 25%， 这 襄 明 在 过 滤 时 季 相 对 温度 变化 幅度 是 很 大 的 。 同时 ,温度 月 际 差 也 反映 出 
过 小 季节 的 特征 : 3 一 5 月 月 际 差 在 45*C VLE, 9 一 11 月 也 在 40*0 以 上 , 而 5 一 9 月 
温 庆 月 际 差 则 小 得 多 。 可 见 本 区 季节 变化 是 明显 的 。 从 温度 看 来 , 9 月 和 4 月 也 是 本 
区 季节 的 交替 时 期 。 | 

(=) Mok =ck@UE RUE, ATER, IE, 海洋 气 团 常 带 求 大 量 十 
泽 。 所 以 这 里 降水 量 是 丰富 的 。 年 平均 雨量 达 1720.7 毫米 ,最 多 雨 的 年 份 达到 2,401.0 
毫米 , 平均 每 四 年 就 有 一 年 超过 2,000 毫米 的 。 月 平均 雨量 超过 100 毫米 的 就 有 7 个 
月 。 
降水 集中 性 较 强 , 是 它 的 另 一 特征 .最 大 连 缕 三 个 月 (5,6,7 A) 的 雨量 共 达 780.2 

毫米 估 年 雨量 45.34 多 ,几乎 集中 了 年 雨量 的 一 牢 , 而 在 10 一 3 月 的 定年 里 ,还 不 到 年 十 
量 的 1/4, 雨 量 季节 分 配 情况 见 表 3: ef neta eae 

AB AIS, AT 289.223, : 

5 oan ‘ ni ups ya ae all da ici ' ; bites re yh'576.0 736.3 [264.8 {143.6 | 1720.7 
AE. MIRAI IIE 5 月 而 出 现在 8 aha Bal ae? 

”月 ,这 是 台风 所 带 来 的 。 
雨季 开始 较 早 ,月 雨量 从 8 月 起 已 超过 100 毫米 , 直至 9 月 雨季 才 和 结束 , 长 达 7 个 

月 , 总 雨量 1462.4 毫米 , 佑 年 雨量 85.3%, RIOR TE 3 一 6 月 中 多 为 锋面 或 气旋 过 境 
所 和 致 。 因 这 时 海洋 气 团 与 大 陆 气 团 相 遇 的 机 会 多 ,南北 水 平 温度 梯 庆 大 ， 甸 面 活 蹊 ， 因 
而 常 有 许多 气旋 连续 经 过 。 但 是 ,如 果 春 季 长 期 在 高 压 控制 下 , 气流 交 焰 机 会 少 ,就 会 
显得 干旱 。 例如 1955 年 广州 3,000 公 尺 高 空 比 温 为 53 克 / 任 克 , 4500 公 尺 高 空 为 
9 工 克 / 什 克 , 显 得 非常 干燥 ; 又 锋面 和 低 悦 过境 鼠 数 少 , 据 记 录 1955 年 4 月 锋面 过 境 仅 
3H, ih 3,000 公 尺 高 空 低 槽 出 现 天 数 仅 和 天 (1953 年 出 现 蔚 天 ) 在 高 压 控制 下 长 达 17 
天 ,出 现 气 压 正 距 常 ,造成 广东 各 地 普 逼 的 春 旱 。 在 7 一 9 月 中 多 来 自 台 风雨 和 热 雷 雨 ， 
广东 是 受 台 风 威 胁 最 严重 的 省 分 ,平均 每 年 有 53 次 ; 7,8,9 这 3 个 月 是 台风 警报 的 “ 危 
险 时 期 ”, 估 人 台风 登陆 如 数 的 3/4, 每 灵台 风 都 带 来 大 量 雨 量 。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地 区 ,台风 
雨 欧 个 侍 年 雨量 的 20 多 。 

在 雨季 中 , 可 以 明显 看 出 两 个 雨量 高 点 ( 圆 6): 一 在 五 .六 月 ,是 由 共 气 旋 雨 ,地形 十 
所 产生 的 ; 一 在 八 月 ,来 自如 风雨 和 热 雷 雨 。 在 气旋 雨 期 以 后 ,而 台风 雨 的 盛行 时 期 未 
到 前 ,常常 有 -一段 晴朗 时 期 ,这 段 时 期 一 般 是 定 个 月 左右 ， 但 有 时 会 短 到 一 个 星期 有 时 
也 会 长 达 40 余天 , Ak, 每 当 气旋 雨 千 束 后 如 果 台 风雨 来 得 太 迟 ， 就 会 造成 夏季 的 二 
旱 c, 例如 1953 年 6 月 上 旬 至 8 月 上 旬 及 1954 年 6,7 月 间 发 生 的 干旱 都 是 因为 台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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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 雨 来 得 太 退 的 缘故 。 

bh! eee 从 10 月 至 翌年 2 A, 各 月 雨量 均 不 足 100 
mre RY 毫米 ,可 以 称 为 干 季 , 这 五 个 月 的 雨量 总 和 仅 为 

日 , 这 段 时 间 雨 少 的 原因 是 由 灵 高 空 经 和 常 存在 

着 稳定 的 反 气 旋 , 它 的 厚度 达到 3,000 AR, 湿 

度 很 小 , 比 湿 狗 为 3 一 5 克 / 任 克 。 存 在 时 间 多 为 

十 一 月 下 旬 至 二 月 中 旬 。 只 有 当 稳 定 层 破坏 ， 

才 有 降水 可 能 , 这 里 有 两 种 情况 , OG FE 

下 ,形成 痊 笑 天 气 ,一 为 由 印度 辆 旬 一 带 的 低压 

_ 覃 带 来 大 量 的 蛤 湿 空 气 自 西方 高 空 便 A, 形成 
后 静止 状态 的 暧 锋 天 气 , BR AEE EE 
现象 局 0 32 本 

本 区 降水 频率 (或 称 为 十 日 ) 也 是 很 大 的 ; 

HE AZ APB US 135.8 日 REI EE 179 日 ， ai 几乎 有 

牛 年 是 下 雨 的 。 

降水 频 这 与 雨量 多 少 落 不 完全 一 致 , 春 夏 雨量 相差 很 大 ， 而 频率 几乎 相同 ， 秋 雨 比 

冬 雨 多 得 多 ,而 频 李 却 比 冬季 少 ( 上 比较 表 3、 表 4)。 这 是 因为 秋 南 多 为 来 自 台 风雨 和 热 

雷雨 的 阵 性 降水 , 而 冬季 多 为 来 自 舍 静止 妖 面 的 毛毛 多 雨 所 致 。 

在 雨季 各 月 中 平均 雨 日 都 在 10 日 以 上 , 4 一 7 表 4， 三 水 降水 频率 与 强度 麦 ， 

月 各 月 雨 日 都 在 15 日 以 上 (相对 频率 50% 以 上 ， J *] =| *] 4] a 

NAP BED BAY) » 而 以 5 月 为 最 多 , 平均 oe. 
有 17.4 日 ;在 干 季 各 月 中 ,平均 雨 日 都 不 足 10 onal avo 
Vill 月 为 最 少 ,只 有 48 A, MRS AER 证 罗 se 
7A PAVE 24 日 以 上 ( 除 9 月 外 ) EPR A 二 
WATE 12 日 以 上 ,可 见 本 区 降雨 时 间 是 很 多 的 。 的 比值 降水 强度 为 一 定时 期 内 的 降水 总 量 与 契 

在 这 些 雨 日 中 ,有 时 是 倾 八 大雨 ,多 见 世 夏 季 NI 
千年 中 ;有 时 是 毛毛 细 雨 ,常见 讼 冬季 后 年 中 , 故 雨 量 强度 DINK AR 247)» 

时 最 天 雨量 达 196.7 毫米 (1920 4E 7 A 31 A) 狗 估 年 平均 雨量 的 10% , 最 多 雨量 的 月 

总 雨量 是 很 可 观 的 , 1918 年 8 月 达 592.2 毫米 , 估 年 平均 雨量 的 1/3, 差 不 多 与 北 奈 年 

十 量 相当 。 在 干 季 时 期 内 ,降水 是 稀少 的 ,但 遇 准 锋 过 境 或 受 台风 来 ,，24 小 时 雨量 也 

有 在 100 毫米 以 上 的 ,如 1954 4e 11 月 7 日 降雨 量 达 141.0 毫米 ,暴雨 对 蕉 土壤 冲刷 很 

厉害 ,增强 还 流 , 使 本 区 积 水 更 加 严重 ,对 农田 水 利 是 很 有 害 的 。 

| 

| 年 雨量 的 14.7% (258.3 毫米 ) 两 日 也 只 有 83.0 

a 

2p 

a 

A rf = 他 a ¥ | 

> ei Pd bie tor UES 

一 由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及 六 月 十 车 从 月 7 证 月 十 一 月 七 二 了 

图 6 三 水 各 月 雨量 平均 值 与 绝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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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 年 雨量 基本 上 是 属於 常态 的 。 根 据 徐 尔 源 同志 的 意见 ,可 以 用 早 涝 指数 衡 

量 各 地 雨量 的 常态 性 和 旱 沦 程 度 , 旱 涉 指 数 是 各 年 年 雨量 与 年 平均 雨量 之 差 和 年 雨量 

标准 差 的 比值 。 用 和 统计 方法 求 得 三 水 星 涉 标 准 及 频 挛 如 下 : 

HS 三 水 时 涝 标准 降水 量 值 各 旱 涝 指 数 

F | oe 

2401.9 
Ut 

| | _j————— | 

[wee | 7 | me Bf | a 一 年 

一 | 一 | 

表 5, 是 根据 三 水 1900 一 1937 年 的 雨量 记录 "9 统计 而 得 。 从 表 中 可 见 三 水 大 多 
数 年 份 的 降水 是 属 亦 常态 的 , 其 频 李 估 63.2% , 旱 涝 年 份 只 估 36.8 匈 ， 但 旱 涉 的 情况 还 
是 比较 严重 的 ,在 早年 中 却 有 少 至 961.7 毫 米 的 , 仅 有 年 平均 雨量 的 1/2。 同 时 , 旱 涝 还 表 
现在 月 雨量 的 不 均匀 上 面 , 印 使 当年 雨量 是 常态 的 ,但 月 雨量 . 季 雨 量 的 距 平 都 很 大 ,也 
RAP ORR, in 1901 年 年 雨量 是 常态 的 (1811.9 毫米 ), 但 6 月 雨量 只 及 平均 月 两 
量 的 113, 显然 要 发 生 早 象 ,可 见 不 仅 防 兴 工 作 要 加 强 , 抗 旱 工 作 也 不 容 忽视 。 
本 区 雨量 变 这 虽然 比 华北 \ 西 北 各 地 要 小 得 多 , 但 年 平均 变 率 有 7.1 多 ,上 比 广东 省 

中 部 北部 要 大 些 c"5, 这 可 能 是 由 共 多 变化 的 台风 影响 所 致 。 而 最 大 变 率 可 达 40% ,最 
多 雨 年 超过 年 平均 雨量 39 多 ,最 少雨 年 则 少 认 年 平均 雨量 的 43.5%， 最 多 雨 年 几 为 最 
少雨 年 的 三 倍 , 月 雨量 的 变 这 更 大 , 邹 在 多 雨 的 5 月 ,最 大 变 这 也 在 80% 以 上 。 这 些 都 
是 大 气 环流 反常 的 结果。 为 了 防止 旱 濠 为 害 ,农林 水 利 工 作 必 须 与 气象 工作 结合 起 来 。 

(四 ) 温 度 与 蒸发 ”本 区 相对 湿度 是 比较 大 的 , 年 平均 相对 温度 达 82 和 、 月 平均 相 
对 湿 刻 以 秋季 为 最 小 , 但 也 在 75% 以 上 , 因为 秋季 云雨 较 少 , 通常 险 天 日 数 每 月 只 有 
18 天 ,气温 仍然 很 高 , 故 相 对 湿度 小 。 公 年 中 以 春季 最 为 潮湿 , ARMA. EK A Bc 
也 最 多 ,温度 蓄 不 很 高 , 故 相对 湿度 都 在 84% 以 上 ,其 中 以 4 月 (88 多 ) 为 最 大 , 4 A 
是 季风 转换 时 期 , 东南 风 盛 行 , 它 带 来 多 量 的 水 分 ,这 时 地 面 气温 升 高 还 不 显著 ,以致 相 

对 湿度 特别 大 ,常常 接近 人 饱和 状态 。 夏秋 间 在 云雨 稀少 .日 照 强烈 的 情况 下 , 有 时 是 干 
燥 的 , 契 对 最 小 湿度 有 少 至 24 % 的 ,但 这 种 现象 是 很 少 的 。 

本 区 缺乏 蒸发 记录 ;在 1947 一 1953 年 记录 中 , 平均 蒸发 量 以 7 月 为 最 大 , 为 177.5 
毫米 ,二 月 最 小 , 只 有 66.7 毫米 , 从 5 到 12 月 , 月 平均 蒸发 量 都 超过 100 毫米 , 全 年 
1400.7, 这 是 受 温度 高 .风速 大 的 因素 的 影响 。 在 夏秋 季节 ,蒸发 作用 迅速 而 强烈 ,需要 
加 强 汐 流 设施 。 

总 的 来 说 , 本 区 气候 条 件 是 优越 的 : 气温 全 年 都 很 高 , 雨量 丰沛 , 侍 年 都 是 生长 季 
节 ， 我 们 不 但 要 利用 这 里 的 类 风 团 雨 的 季节 ,而 且 不 能 忽视 温暖 的 冬天 。 广 东安 林 部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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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 “—4E Zee” 的 号 召 , 是 有 深长 意义 的 。 但 是 .， 本 区 季节 变化 是 明显 而 突然 

的 。 雨 量变 率 很 大 , 台风 频仍 ,我 们 必须 加 强 抗旱 \ 防 汛 防 风 的 工作 ,同时 也 不 能 忽视 塞 

潮 的 突然 来 民 。 克 服 这 些 代 害 性 天 气 , 在 农林 建设 上 是 一 个 具有 重要 意义 的 问题 。 

Fin. Jae site 

PRU IRAE AURA TE FUE ESE a DT TEL SREP, 
Aim RCH BE EA BK, BES EE, EBB. STKE 4 WG AL R= EME 
点 ,地 势 低 塞 , 潮 水 又 能 上 测 到 此 , 因而 这 里 受 着 较 长 时 期 的 洪水 的 威胁 ,而 积 永 也 相当 
严重 ,这 是 本 区 水 文 的 基本 特征 。 现 分 别 把 本 区 河流 水 文 及 财 地 水 文 伍 述 如 下 : 
(一 ) 河 流水 文 
本 区 位 蕉 北江 左岸 ,没有 独立 的 水 道 系 六 ,周围 为 北江 及 其 汉 流 2 seman 

PF CLE , CK PAT LR EH BK EK 
北江 流向 自 北 而 南 , TERE MET 9 70 ERSTE, EA 

涌 分 别 流向 东南 和 东北 ,然后 相 会 认 本 区 最 低 处 三 江 圩 。 瘟 苞 涌 又 名 稍 江 , 为 北江 的 最 
重要 汉 流 ,分 汉 较 多 ,流向 也 复杂 。 流 绝 古 云 村 后 分 为 二 汉 : 北 汉 称 九 曲 河 , 向 东北 流 与 
白 韦 水 相 会 ; 南 汉 称 为 古 云 东海 ,向 东南 流 至 新 村 后 又 分 为 二 汉 : 东汉 流 和 经 官 赛 圩 ， 西汉 
乐平 涌 在 三 江 圩 分 别 与 西南 涌 会 合 后 往 东 南 流 经 广州 出 海 。 

本 区 附近 河道 水 文 特 点 表现 在 下 列 几 方面 : 
1. 流量 丰富 而 复杂 ， 流 逻 三 水 的 流量 来 源 是 复杂 的 。 在 三 水 附近 有 思 贰 光 ( 深 是 沟 

通 两 条 河流 的 不 太 长 的 水 道 ) 沟通 西北 雨 江 的 水 流 , ZEAL SAA TEA, 
狗 分 流 北江 流量 的 40 多， 法 水 时 旭 西 江 流入 北江 (此 流量 称 为 负 流 ), 其 流量 常 达 北江 
原 有 流量 的 一 倍 , 1947 年 汛期 流入 北江 的 最 大 流量 为 北江 原 有 流量 的 465 匈 ， 平 沟 亦 
359772, RHEL, 洪水 期 由 西江 可 能 分 流 到 北江 的 最 大 流量 可 达 6,900 秒 公 方 c2。 
1954 年 西江 流入 北江 的 最 大 流量 为 5700 FAH, 为 当时 北江 流量 的 244.6 多 。 此 外 ， 
因 附 近 水 道 很 密 , 互相 这 贯 ,加 以 潮水 又 能 上 谣 , 更 增加 了 流量 变化 的 复杂 性 。 
RASH CHI Eb RH LS, MMM ADE PEGE, 故地 表 到 流 其 

大 ,三 水 以 上 北江 逐 流 系数 58.44%, He EITHER Be (54.58%) WEAR, MES k 
的 北江 年 总 流量 达 595.9 亿 公 方 <,24 小 时 之 总 渡 量 据 估 计 可 能 达 88.2 (LAA, HE 

苞 以 上 北江 的 还 流 模 数 (相对 流量 ) 为 每 方 公里 40.15 秒 公升 。 比 长 江 〈17.71) 要 大 得 
多 。 F 

北江 三 水 站 最 大 流量 发 生 在 1915 4e, 24467 A 11 日 达 11,500 2s FH? 1954 年 

1) 输 水 到 千 流 的 水 流 称 为 支流 ,由 王 流 从 支流 出 的 水 流 称 为 泛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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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大 流量 亦 达 8,030 HA. 蓝 苞 涌 最 大 流量 为 2100 HAA, 西南 涌 为 了 500 秒 公 

F973, 可 见 各 河 最 大 流量 是 极其 可 观 的 。 流 域 面 积 只 及 黄河 的 1118 的 北江 最 天 流量 

值 2 等 於 黄河 最 大 流量 值 ( 陕 县 22,000 秒 公 方 ) 的 一 牢 。 但 是 , LATA RI, TS 

涌 和 西南 涌 最 小 流量 均 为 0， 其 历时 几乎 长 达 人 千年, 即 每 年 十 月 以 后 断 流 ， 玛 次 年 三 四 

月 才 复 流 。 三 水 站 北江 受 裔 水 影响 很 大 ,最 小 流量 很 难 测 出 ,平均 流量 亦 难 估算 。 

2 汛期 长 ”广东 雨季 很 长 ,河流 汛期 也 特别 长 。 大 和 致 从 四 月 清明 以 后 ,江水 渐 涨 ，. 

焉 九 月 下 旬 才 下 降 , 汛 期 长 达 牛 年。 河流 水 位 变化 相当 复杂 ,属於 复 式 变化 类 型 河流 ， 

即 一 年 中 有 数 个 洪水 阶段 (图 7)。 据 水 文 曲 各 分 析 , 三 水 等 站 每 年 洪 迪 大致 能 与 民间 流 

MPU ME, RAPE: C) 头 造 水 一 一 早 造 种 植 期 左右 序 三 月 下 旬 左 右 ; 

(2 四 月 及 一 一 农历 四 月 初 八 左右 ; (3) 龙舟 水 一 一 端阳 节 左 右 ; 〈4) 募 仙 水 一 一 安 历 

七 月 初 七 左右 ; (5) 中 秋水 一 一 中 秋 节 左右 "3。 前 三 个 洪 峙 是 由 蕉 太平 洋流 入 的 热带 

气 团 和 天 陆 气 团 冲 突 造成 的 气旋 雨 所 致 ,而 后 两 个 洪 罕 则 受 台 风雨 支配 。 因 此 , 又 可 概 

MHS SANT AVE. SCHAAR ede res» BRS IP Se, 因而 对 积 水 影 

响 也 最 大 。 值得 注意 的 是 : SARHBEAK PIAS ALT GRA 5 WATT BY Hi EN BE IA 

TMA , = 7KUER—ARAD-5 TL 

RAPES RAS 

ical 

1 月 2A BWA Ce: ee | 6 月 hoi 8 A a 1 0 月 11 8 128 

图 7 ALC Peete aE 1948 年 ) 

IG FEAR Pe STRATA 5 PT AF ho PF Bir Be: (BS BIEN) 

(1) 夏 讯 阶段 : 从 四 月 上 旬 开 始 至 六 月 中 旬 , 水 位 渐 升 , 汛期 开始 。 如 夏 汛 来 得 

早 , 往 往 使 早 造 种 植 受到 影响 , 这 一 阶段 对 积 水 影 响 也 大 。 

(2) 夏季 低 水 阶段 : 每 年 在 气旋 雨 过 后 而 台风 雨 未 到 以 前 , FEE ARE A 

期 ,这 时 水 位 亦 低 , 这 一 阶段 时 间 长 得 不 一 ,多 出 现在 六 月 下 旬 至 七 月 中 旬 , 这 一 阶段 的 

1) 此 流量 还 受 西 江汉 江 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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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 汛 阶段 : 从 七 月 下 旬 至 九 月 中 名, 台风 入 侵 频 繁 ,造成 台 汛 。 这 一 期 间 多 为 

暴雨 ,地 表 逐 流 最 大 , 洪 崇 仅 稍 低 认 龙骨 水 。 如 果 台 汛 来 得 早 而 退 得 晚 ， 对 第 二 造 种 植 

是 极其 不 利 的 。 ial 

(4) 从 九 月 下 旬 玛 第 二 年 四 月 初 , 水 位 低 而 平稳 , ICS AR ILA SAAR, Se 

涌 、 西 南 涌 干 泗 , 这 一 时 期 水 文 特征 受潮 汐 影响 最 大 。 可 称 为 枯水期 或 冬季 低 水 时 期 。 

如 果 按 逐 流 程序 来 说 ,在 这 时 期 中 又 可 分 为 逐 流 消退 阶段 ( 九 月 下 旬 至 十 二 月 中 旬 入 停 

著 阶 段 ( 十 二 月 下 旬 至 三 月 初 甸 ) 和 逐 流 开始 阶段 (三 月 中 旬 亚 四 月 初 名 ) 等 三 个 阶段 s 

3， 永 位 变 幅 大 ” 西 、 北 、 轩 三 江 流域 适度 相差 不 大 , 往往 洪 崇 同时 汇集 ， 而 且 河流 

玫 降 天 ;中 下 游 又 钨 湖泊 导 节 , 故 流速 很 快 ， 如 1950 年 第 二 鼠 北 江 的 洪水 中 小 时 闪 潜 

党 印 由 曲 江 到 达 清 远 c26, 日 行 200 余 公 里 。 水 流 至 三 水 附近 , 又 受 调 水 和 麻 行 罗 的 顶 

托 , 水 位 易 讷 增高 冬季 低 水 时 ,流向 又 与 冬季 风向 一 致 ,所 以 水 位 变 幅 很 大 。 三 水 站 历 

年 平均 水 位 为 2.05 BRD 历年 最 高 平均 水 位 为 7.384 公 尺 ,最 低 平 均 水 位 为 一 0.07 公 

J. 水 位 变 幅 为 也 .44 公 尺 ; 契 对 最 高 水 位 达 9.17 公 尺 (1949.4.4)， 契 对 最 低 水 位 为 

_1.88 公 尽 (1902.2.1), 狗 对 水 位 变 幅 达 11.05 公 尺 35。 西南 涌 艳 对 最 高 水 位 为 8.18 

公 尽 , 艳 对 最 低 水 位 为 —1.38 ZY, MORTAL ASHES 9.65 ARO, 可 见 这 里 的 水 位 变 ， 

幅 在 各 天 河 下 游 来 说 是 很 大 的 。 (长 江 车 湖 站 艳 对 水 位 变 幅 只 有 8.23 公 尺 )。 最 部 水 

位 多 发 生 放 龙舟 水 洪 内 ,而 最 低 水 位 多 在 1,2 月 ， 但 严重 低 水 也 有 出 现 於 3,4 月 的 ,是 

因此 时 在 干 季 未 期 ， 地 下 水 枯竭, 雨季 又 未 到 求 的 称 故 。 同时 最 高 最 低 水 位 还 受潮 泡 

周期 的 影响 ,特别 是 低 水 期 ,多 出 现 认 上 汞 及 下 弦 前 后 。 See 

4. APT BUE AR, ATEN: 西北 江 的 含 沙 量 在 公国 各 大 河中 是 比较 小 的 。 

在 本 区 附近 各 水 文 站 1954 年 测 得 最 大 含 沙 量 在 思 贤 淆 为 2.69 公斤 / 公 方 ， 北江 三 水 站 

为 0.949 公斤 / 公 方 ,西南 涌 为 0.695 公斤 / 公 方 。 但 是 , 由 大西 北江 流量 丰富 ,年 输 沙 量 

旺 很 可 观 的 ;西江 梧州 站 年 平均 输 沙 量 为 2800 万 公吨 ,北江 曲 江 站 为 60 万 公吨 。 西 、 

1) 本 区 各 河流 水 位 记录 均 系 潮水 位 ,水 准 基 面 为 氢 珠 江 基 面 (海拔 ) 订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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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 所 挟 带 的 泥 沙 到 三 水 附近 , HERES, WG. ALT ATE, SE SADT ,加 
以 前 水 上 洒 , 故 泥 沙 易 蕉 沉淀 。 特 别 是 流入 意 苞 涌 和 西南 涌 后 ,洪水 很 快 就 充满 平水 河 
槽 , 漫 浴 在 洪水 河 槽 (当地 称 为 沙 坦 地 ) 上，, 洪 淀 极为 迅速 。 洪 水 河 槽 被 束 在 两 岸 坦 围 之 
间 ; 一 般 都 比 围 内 稻田 为 高 ,高 丰 村 附近 洪水 河 槽 一 般 比 稻田 高 4 公 尺 。 下 水 河 槽 也 有 
高 於 围 内 稻田 的 ,形成 地 上 河 性 质 。 

西南 涌 在 数 十 年 前 仍 航 汽 输 , 1927 年 最 低 水 位 为 =-138 AVR, 现在 平水 河 模 为 
1.30 公 尺 ;在 这 二 十 多 年 间 , 河 槽 至 少 洪 高 了 2.68 AR, Sy AEE OL AR, HS 
河 覃 高 仰 , 西 南 涌 、 蔓 苞 涌 有 牛 年 时 间 是 断 流 的 ,成 为 间 软 河 性 质 。 
西南 消 、 瘟 苞 涌 河 槽 是 深 槽 与 涝 模 相 间 的 ,因此 ,在 断 流 后 河流 补 欠 为 雾 时 ,河流 系 

断面 便 成 为 彼此 分 隔 的 一 连 串 的 水 池 形 状 。 
5， 受 前 水 影响 ”潮汐 对 於 本 区 附近 河流 水 文 状 况 及 区 内 积 水 都 有 很 大 影响 。 三 

水 站 最 大 潮 差 可 达 工 公 尺 ，1954 年 最 大 潮 差 为 0.86 公 尺 。 据 1954 一 1955 年 实测 碍 
Bb, WARE A Fs KMS ESE LE KEK B'S) 0.39 AR, 和 白 
AE 0.70 公 尺 ,三 江 站 0.77 AR, RH 1.46 公 尺 。 AED IL CMLL 
Ko MAMAS MA HER, 今后 对 从 三 江 圩 引入 潮水 灌 浙 的 问题 是 可 以 
考虑 的 。 

6 流量、 流速 ,水 位 、 含 沙 量 最 天 值 的 不 一 致 性 : 由 於 西北 江 相 互 影响 以 及 风 与 潮 
水 所 着 成 的 增 水 现象 和 沽 水 现象 , 使 这 里 水 文 变化 极其 复杂 。 据 三 水 水 文 站 同志 诸 ， 
芭 到 年 某 坎 潜 举 抵 思 贰 淆 时 ,水 位 达 平 均 最 高 水 位 高 度 , 而 当时 流量 几乎 等 臣 雳 ( 因 西 
北江 洪水 互相 顶 托 ), 舍 沙 量 却 很 大 ,一 次 洪水 即使 河 槽 淤 高 达 1 公 尺 。 

三 水 附近 的 比 降 , 一 般 是 由 上 游 向 下 游 淫 减 的 , 但 在 二 水 时 〈 风 与 潮汐 所 造成 的 增 
水 现象 ) 水 位 上 挂 现象 焉 曲 了 水 位 的 正常 变化 ,水 位 可 以 由 下 游 朝向 上 游 ,形成 倒 比 降 ， 
特别 在 冬季 低 水 时 期 容易 出 现 这 种 现象 , 因而 流向 是 相反 方向 , 流速 .流量 就 变 得 非常 
复杂 。 在 减 水 现象 时 划 水 位 较 正 常 变化 低 ,而 流速 .流量 却 比 正常 变化 要 大 些 。 
直 此 可 见 ,本 区 受 洪水 和 积 水 的 影响 是 很 大 的 , 往往 形成 广大 面积 的 泛 屠 。 如 在 

”1949 年 6 一 8 PAVE TEL. 62 条 基 围 中 冲 崩 了 34 条, 淹没 了 38% 的 耕地 ， 有 个 
别 乡 全 年 两 造 扰 收 ,有 个 别 乡 只 收 60 和 ， 损 失 巨大 。 解 放 后 ,虽然 抵御 了 不 同 程度 的 洪 
水 ,但 本 区 北江 左岸 由 萃 苞 匡 至 西南 锁 一 段 大 坦 , 普 逼 在 计算 最 大 洪水 位 以 下 2 公 寸 至 
2 公 尺 , 受 洪水 的 威胁 仍然 极 大 。 为 了 保证 本 区 及 广州 市 一 带 入 民生 命 财 产 的 安全 , 广 
东 省 水 利 厅 探 取 了 项 固 堤防 加强 防汛 的 方针 ,在 1954 年 冬 到 1955 年 春 培 修了 北江 天 
坦 , 从 清远 县 石 角 苹 至 南海 县 沙 口 的 提 稼 按 最 高 水 位 全 部 加 高 培 厚 ,站 计划 修整 蔓 苞 水 

关 和 修建 西南 水 关 , 杯 区 从 此 再 也 不 受 洪水 的 危害 了 。 但 是 , 竹 地 积 水 秋 害 仍 然 威胁 着 
三 水 人 民 , 人 们 迫切 需要 解决 积 水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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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宕 地 积 水 原 因 

本 区 地 形 低 容 ,平原 的 一 般 高 度 都 不 过 5 公 尺 ,在 丘陵 边 乡 、 河 流 冲 积 物 较 少 的 部 

分 更 为 低下 ,加 以 人 人 在 “与 水 等 地 ” 斗 等 中 ,修建 了 堤围 ,使 这 里 大 面积 低 窒 都 分 积聚 

了 在 温 湿 气 候 条 件 下 的 地 表 水 ,形成 经 常 积 水 地 区 。 

丰富 的 雨量 ̀ 禾 长 而 集中 的 雨 期 ,强大 的 暴雨 ,加 以 植被 稀疏 ， 地表 裸 露 , 逐 流 系数 

ARK” , 附近 丘陵 的 降水 迅速 流入 窄 地 , 这 是 积 水 的 基本 来 源 。 此 外 在 洪水 季节 潜水 也 

能 从 堤围 渗入 。 | 

SER AR) td HG AL FRET ERA , 互相 干扰 , MASIATKIA FE, 7K MEFs, BE 

RBZ WAP GRE WG AD, PERM P ,  ReZK PL FES IS ER AK i, EA 

} See Fit BBE TK Fe LAR AL , 这 是 积 水 不 能 排除 的 根本 原因 。 

但 是 , 本 区 严重 的 水 伙 还 是 由 放 清 代 、 国 民 党 和 日 伪 历 代 的 反动 兢 治 所 造成 的 亚 

- 果 , 在 历史 奶 载 中 , 现 有 稚 涌 围 是 过 去 被 称 为 上 等 田 的 “ 潮 田 ”， 在 前 请 成 丰 同 治 年 间 南 

广 水 师 提督 郑 萎 忠 为 获得 他 在 检 塞 西 围 大族 冻 村 附近 田地 的 闽 创 ,在 黄花 围 氏 黄花 窜 
将 围 内 积 水 流入 稚 涌 团 , 使 近 万 亩 良田 为 之 荡 菩 ,原来 是 每 年 种 双 造 的 良田 ， reer 
ARTUR HERE?, SIs RP BUPA TES), JB a REA ， 
Hastis, Ras S el, 满 山 都 是 树 的 丘陵 地 , TE A A Re EIA IO) DEE 
US, VEE a SE EP AY AS Ok, SIAC, SEIT BK EE EL 

ROVE Hd SPER RDB, JG PAERSACHE, 阻塞 水 道 , 积 水 只 能 排 至 北江 , 茧 萄 
水 关 筑 成 后 ,北江 水 位 提高 , 积 水 未 能 及 时 排出 , 积 水 面积 随 之 增 大 。 

当然 ,这 里 积 水 的 根本 原因 是 由 太古 河道 深切 和 海 洲 造 留 的 低 宕 地 形 和 在 特殊 的 
_ 气候、 水 文 的 自然 因素 下 形成 的 ) 人 为 因素 只 不 过 加 重 了 积 水 的 伙 害 而 已 。 

2. FE HWE 7k SCRE 

Et JR) AT ATS Es 5 id 2 Tg ASB a SAP BE 5 TT Be 7K REAM, 
PROPER AREER. EAR EZ ok CR: | 3 

(1) ARABS AL AME HID SE OTE Ey ZEST AR RSE SLE TH AK HE LAP 7B RR, 

it FED RUE BEDE. Po BK DAE EE ph BE A, DIE A KR TE 

I Yi he 7 AL BE Sy BACAR DENG, AIDES RR RTE DG ACT ASS PAK, SP SET 
AEH AKC ARS LSPS, TCR A, ER TA 
个 月 (1954 Se BBR BS EE AC, 2.20 公 尺 的 高 度 持 各 31 日 , BELTATE 4.47 公 尺 时 

持续 了 24 日 )。 当 河流 水 位 低落 时 , 罕 地 积 水 能 以 排除 ,水 位 过 程 称 就 旺 陡坡 似 的 下 降 。 

1) 据 1954 年 雨季 计算 ,本 区 水流 有 系数 为 大,2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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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427 APPA, HE RWARA EK, 7K BERET ME. (BBA) 

(2) 换 流 绥 慢 , 不 著 秽 河流 洪水 。 FEM BU Kk REE SIEBER, 只 在 秋季 

低 水 时 将 积 水 排 入 河中 , SENDS BEBE TBE, 所 以 洪水 不 能 流 进 。 在 冬季 定年 ， 

水 体 主 要 由 地 下 水 补 输 ,而 蒸发 和 灌溉 为 其 损失 的 主要 形式 。 
(3) 地 下 水 源 丰 富 ,冬季 主要 为 地 下 水 补 输 。 本 区 地 形 拔 海 高 度 小 , 地 下 水 位 高 , 宕 

地 积 水 不 易 蒸发 干 油 , 在 石 湖 洲 村 附近 秆 洪水 破 堤 而 形成 的 深 潭 , 枯 水 季节 经 常 保持 着 

丰富 的 水 量 ,水 位 很 少 变化 ,充分 避 明 唾 地 区 有 丰富 的 地 下 水 补 输 。 由 此 可 见 ， 在 本 区 

对 地 下 水 的 利用 是 很 重要 的 刺 题 。 在 过 去 ,对 这 样 丰 富 的 地 下 水 奏 源 很 少 利用 , 却 广 农 

作物 受 旱 。 这 样 情况 应 迅速 改变 。 
(4) 含 沙 量 小 ,机 械 颗 粒 及 有 机 物 则 经常 积累 。 水 流 由 丘陵 所 带 来 的 泥 沙 在 停 潜 水 

中 涿 渐 沉 演 , 机 械 颗 粒 能 经 常 积累 。 但 数量 不 多 ,只 在 积 水 区 边缘 才能 发 现 有 较 粗 的 颗 

粒 , 含 沙 量 通常 都 是 很 小 的 ,只 在 暴雨 以 后 才 略 为 增 大 。 在 积 水 区 有 丰富 的 水 生 植物 。 

由 艾 过 分 潮湿 落 因 而 不 能 使 空气 迅速 地 渗入 土壤 ,引起 有 机 残余 物质 不 能 充分 腐烂 ， 

而 产生 了 这 些 残余 物 的 堆积 作用 。 附 近 农民 便利 用 它 作为 肥料 。 

3. 罕 地 区 积 水 情 况 
在 本 区 20 余 个 转 堤 系 攻 中 ( 现 已 合 供 为 大 丰 、 稚 丰 \ 榕 塞 东 ,\ 榨 塞 西 大 棉 等 五 围 )， 

”在 汛期 (49 A) 中 各 围 都 有 大 小 不 同 的 积 水 , 这 里 只 讨论 积 水 严重 的 有 水 位 记录 的 

大 再 涡 ( 属 大 丰 转 )、 答 涌 渴 ( 属 答 主 围 ) 及 横山 渴 ( 属 榕 塞 西 围 ) 的 积 水 情 况 , 其 他 各 围 因 

扰 水 位 记录 ， 积 水 情况 难得 了 解 , 故 本 文 不 作 分 析 。 
根据 积 水 程 度 的 不 同 , 大 致 可 分 为 历年 最 高 积 水 、 雨 季 常 水 位 积 水 、 汛 期 低 水 位 积 

水 、 径 常 积 水 四 方面 来 讨论 : (参阅 图 9, 表 7) 

(1) ARS BK SEER SDB JE AME AB KARA, AZ 
潜水 太 大 ,堤围 崩 决 ,法 水流 入围 内 ,长 时 期 不 能 排出 ,使 安 作物 受到 极 大 损失 。 本 区 内 

FASE AGRE, 故 最 大 积 水 高 度 也 各 不 相同 。 据 珠江 水 利 局 实测 碍 料 973, 大 再 渴 最 大 

积 水 位 为 3.77 公 尺 ,面积 为 37,920 雷 ; 横 山 渴 积 水 位 525 公 尺 , 面 积 32,160 亩 ; 稚 涌 温 

为 8.44 公 尺 , 面 积 23,430 亩 ;在 最 大 积 水 期 间 , 本 区 尽 成 泽国 , 稻 作 全 被 淹没 ,三 渴 积 水 

总 面积 即 达 93,510 TH. 

(2) 汛期 常 水 位 积 水 ， 这 是 指 每 年 汛期 连续 证 尖 达 一 个 月 左右 ,在 汛期 中 所 常见 的 

积 水 位 。 在 此 水 位 高 度 以 上 的 稻田 一 般 可 种 双 造 ,但 受 渡 的 可 能 性 仍 很 大 。 因 这 里 只 

有 一 年 的 水 位 记录 ,只 能 从 1954 年 水 位 过 程 缚 及 本 区 积 水 情 况 圆 c?5 获 得 不 甚 精确 的 

ZUR, 据 此 则 大 再 渴 汛期 常 水 位 为 2.20 公 尺 ,横山 渴 为 447 ZR, BRA GA 2.50 

尽 ; 汛 期 积 水 位 积 水 面 积 大 型 渴 为 28,125 亩 ;横山 温 为 24,690 TH; RATHI 18,795 亩 ,三 

RAE 71,610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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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汛期 低 水 位 积 水 “ 这 是 指 汛期 中 最 低 水 位 的 平均 值 , (A AR, 只 能 以 

1954 年 水 位 记录 中 汛期 日 平均 最 低 水 位 为 准 。 此 水 位 高 记 狗 为 单 造田 和 大 谷 田 的 分 
界 标 ， 此 高 度 以 上 的 稻田 一 般 可 种 单 造 , 但 收获 是 很 不 稳定 的 。 AEA Roki 
1.32 公 尺 , 横山 渴 为 3.34 BR, BH 1.18 AR; AURAL ak i AK 
17,250 tit BEIM 2% 12,195 tit, ABTA 9,405 Tit , = WIE 38,850 亩 。 

(4) REEBUK FEUER AR BUKIIREERL, Fob “HER”, 但 每 年 积 水 高 度 不 --， 
BAIA 1954 年 所 估 测 的 最 低 水 位 (为 近年 来 少见 的 低 水 位 ) 为 代表 , 则 大 再 浊 罗 常 积 水 位 
0.45 AR, HUI 2.25 公 尺 ， 稚 涌 温 除 排水 涌 外 全 都 干 润 。 大 再 渴 经 常 积 水 位 积 水 面 
PAG 4,845 亩 ,横山 渴 为 3,420 TH, JEFF 8,265 亩 。 

由 堆 地 势 太 低 , 积 水 时 间 很 长 ,， 积 水 面积 相当 广阔 , Ra BE SA 
常 水 位 积 水 面积 即 有 7 万 雷 , 在 本 区 各 围 中 汛期 常 水 位 积 水 面 积 当 有 10 万 亩 左右 〈 木 
ABE YA 15,000 亩 , HALAL EA IAT 15,000 亩 ), 因此 , 解决 积 水 问 题 是 本 区 当前 与 自然 
斗 生 最 重要 任务 之 一 。 

4, 内 地 区 改造 问题 
”本 区 肉 地 积 水 主要 是 来 源 於 附近 地 区 的 降雨 ,地 形 开 做 ,是 古河 道 所 流 轻 的 冲积 平 

原 和 散 途 的 丘陵 ,所 以 在 著 洪 方面 的 作用 是 很 小 的 。 
根据 本 区 的 自然 情况 来 看 , PEW PUKE, 扩大 稻田 面积 才 是 适当 的 。 这 样 做 ， 

就 需要 解决 两 个 问题 : (1) 设 法 减低 或 堆 留 塞 地 附近 的 逐 流 量 , 花 在 讯 期 中 如 何 使 对 水 

和 有 害 的 积 水 在 三 天 内 排出 ,这 是 扩大 稻田 面积 的 先决 条 件 。(2) 除 雨季 稻 在 需 水 期 不 
使 受 浸 薄 获得 适量 的 水 分 外 , 还 需要 开发 水 源 保证 旱季 用 水 ,以 增加 复种 指数 。 目 前 本 
区 在 拔 海 5 公 尺 以 上 的 地 区 就 很 少 利用 种 水 稻 , 就 是 由 放 缺 乏 灌 流 设 备 的 缘故 。 

PALE EMU, 另 有 专文 述 及 cs5， 这 里 只 扼要 地 指出 下 烈 几 点 , 以 供 研 
ee 

1. ， 对 排水 半 题 的 商 权 2 : 

从 1954 年 西南 涌 各 站 及 大 型 涡 、 横 山 渴 、 稚 涌 渴 汛期 日 平均 水 位 过 程 委 的 分 析 中 
可 以 得 到 下 面 几 点 印象 : 

(1) ARIE HTL EA Us 1.46 公 尺 , 通 常 水 位 差 也 有 0.7 AR, 当 西 南 涌 
流量 为 雳 时 ,大 垩 鹤 外 水 位 是 0.97 公 尺 , 三 江 站 是 0.58 AVR (SEAR), AEE 
AS AK HL: 0.65 公 尺 ;三江 站 最 低 水 位 是 一 0.89 AR, 

1) 广东 湖水 利 打 1953 年 的 排水 方案 是 将 横 焉 齐 积 水 引 疝 西 流 , 经 范 湖 流 ASF, FEATS, BE 

HAV Zo 3B Ee BEA 9] eo] ARS BSE. ARSE A I iS RIP AT (1955 4) B77 Ai 
WW, MEH PDE, 12 Fi UEP RE AURA AS. A SEACE Dk: SEBEL 
AN PEPE IIA BBE ABA. (SS aKL34] 139] ele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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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se. aie gs ie \ - 20} a es Oe / Ne 1 
3 oe: - Ww! Lect ae! 
fi | | 上 区 7 — 

LS} bL it 上 SN f : 

去 | 上 SS 

R ie Med LO}; Lt MEE 

3 4 5 CR OK ER oe OS GAR 

图 10 SKA FER Kk i Bpbok ek HE Le 

(2) HELE UHS HE —-AESROCU 2.25 2, BRINE AEN 0.30 公 尺 ,最 
大 达 0.64 AR 

(3) 汛期 三 江 低 水 位 常 在 12 公 尺 以 下 , ABR MIUE AR hE 1.32 公 尺 以 上 的 积 水 
能 由 三 江 排出 ,高 庆 荆 32 公 尺 的 耕地 可 种 双 造 ,增加 耕地 面积 移 10,000 Hf, 

因此 ,对 本 区 排水 系 入 提 出 下 殉 建 议 ; 
C1) SABIE ADRS ESAS Hs REE sd NS J 

“SYK. | 
(2) Fi SYNE WERE S45 SI SU Hie EL TRB cy DS EAT ES 

A SST NA WLS AWE AMC 5 CEASE SP FETE, DS BEE, 
PEARED AL, AA EE TH LEK. BL. RTBU ABT 



第 2 期 BARA: 三 水 地 区 自然 地 理 43 

由 三 江 和 稚 涌 守 同 时 排除 。 
(3) 灌溉 渠 第 二 支 渠 第 一 分 渠 与 大 于 排水 涌 接 

i, BUTE Ay ABBE HAZE | 

AMS ALE PY, 用 以 调节 以 北 积 水 的 排 

除 。 

(4) 原 有 大 理 容 、 稚 涌 舍 与 新 建 三 江 双 孔 容 同 
时 排除 横山 渴 、 稚 涌 渴 或 大 理 渴 积 水 , 其 排水 灵 序 如 

下 : 三 江水 位 在 2.5 至 4.0 AR Mt FERRELL Bk, 

在 2.10 一 2.50 时 排除 稚 涌 渴 积 水 , 在 2.10 以 下 时 排 
” 除 大 再 渴 积 水 。 KET MSIE, 现 11 三 水 密 地 排水 渠道 略图 

西南 水 关 已 建成 ,对 大 再 渴 排 水 更 加 有 利 , 如 利用 低潮 时 排水 ,大 再 渴 积 水 高 度 只 有 0.9 
公 尽 , 积 水 面 积 只 有 10,000 市 亩 ,能 增加 耕地 面积 18,000 亩 ,横山 渴 稚 涌 渴 积 水 能 全 部 
排除 ,总 共 增 加 耕地 面积 可 达 60,000 Ta. (HE: BILL PAK ee). 

”这 一 建议 比 原 计划 "9 会 增加 更 大 的 耕地 面积 (#4) 10,000 余 亩 )i 使 排水 系统 与 灌 
PERE OIE A, 减少 工程 设置 ,冬季 还 能 收 潮水 灌溉 之 效 。 

t. + 

ARE IS BR LARA SS I, FED SBE HE AN Bea A 

Bi, PARE FE MOPS, ARLE. TE KARL. EP RLS, OAR BE 

分 还 如 下 : 

(—) ALS TEBE 在 炎热 的 气候 和 亚热带 植被 影响 下 ,本 区 以 第 三 纪 红 色 兰 系 、 火 

山 喷 出 岩 ( 粗 面 岩 )、 铁 质 角 研 岩 和 第 四 纪 红 土 层 或 矶 石屋 所 棚 成 的 岗 乒 都 发 育 为 红壤 ， 

主 层 深厚 ,颜色 多 为 棕 红 或 深 红 ,在 华南 温暖 潮湿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母 岩 矿物 成 分 容易 分 解 ， 

分 解 的 产物 就 遭 到 淋 深 , FCAT Pl RAY BA, 而 氧化 铁 和 氧化 铝 就 相对 积聚 

起 来 ,因而 形成 了 土 层 深 厚 .颜色 棕 红 或 深 红 的 风化 层 。 在 坡度 较 大 的 山坡 上 段 ， Abt 

浅薄 ,排水 通 蝎 , 颜 色 多 为 深 困 ;中 段 坡度 较 小 ,土屋 较 厚 ,排水 较 慢 ,颜色 带 棕 色 或 浇 红 

棕色 ; 下 段 坡度 平 给, 地 势 渐 低 , 王 层 深厚 ,排水 缓慢 , 颜色 带 黄 色 。 由 帮 喇 基 轻 常 不 断 

地 淋 失 ,故土 壤 呈 强酸 性 反应 , pH ffi 4.5 左右 , 酸度 由 表层 向 下 逐渐 减 小 。 土壤 摘 

We 4 AA eh Be a BE, Ze BE, 且 多 碟 石 ,而 在 土屋 下 部 , 往往 有 铁 盘 生成, 是 

因 下 层 的 酸性 反应 较 弱 ,中 基 含量 较 高 ,所 以 三 氧化 二 铁 的 移动 达 不 到 很 深 的 地 方 就 停 

止 而 凝聚 , RAR. TR CE, ARE MT CRE A, 又 因 植 被 稀 

Git» 且 分 解 迅 速 ,所 以 腐 植 质 合 量 甚 低 ,一 般 为 0.5 多 左右 ,目前 农民 很 少 利用 来 种 庄稼 ， 

和 急 竺 改良 。 在 丰 岗 等 地 所 见 ， 土壤 表 层 为 积 有 大 量 铁 质 硬 壳 的 薄 层 , 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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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ave nie BC RAL IAS, JE EE AL BLE JB 
BF |e sails A, SSH CRME SIE. ACHE RTT 
Parag ea eS 大 理 渴 东 面 , 当地 人 称 为 纺 的 冲积 平面 
sake | =e] 上 ,高 狗 56 ARR, PIE RESO, 
wee fore 3 颜色 棕 黄 ,着 面 呈 幼年 状态 ,成 土 母 质 影 响 

Ps ee SOA SESE LIE ALIS TE ER, Be 
是 卫生 为 幼 红壤 。 在 陆 坑 村 附近 , 植 丢 茂 密 的 地 
ENIEE 方 ,也 见 有 灰 化 现象 ,剖面 上 部 有 秋 薄 的 有 
gees |S 呈 。。 机 中居 ,表层 为 大豆 色 , PIR OTR 
国王 人 | 六 3 SP YRS 
ete 2 3 |Z i 在 生境 上 所 见 的 植物 主要 是 强酸 性 二 
a = 2 |  HeARHILMD. Abb ER EPAL IY ESE, 
he eae = FRAN ene. | 
x| = 2 8 =| e RCA, PE AACA Ze 
— 2 ESe|2 WLAN LRAT: 
长 | 村 = sola| te 0 一 25 JK BEAL, 质地 砂 坟 十， 
这 | 全 g|2 Z8(S)/ES  eeweeser met, wae wie PEt 
Els ao Peery ae 4.4, AUPE Aik 0.625, 
oe dt =a =e 25—60 JAK PAE BAL, 质地 砂 质 壤 
elx| B/E SE\S/22 + worse, py M46, aeret aM 0698, 
a) et ee eee 60 一 100 JAK BEAL, VELL, 
= Ele iio ett 2 实 , pH fii 5.0 

=|" 2/8 Ss] [28 — -ewemmapsmswe oem, wee 9 
vila) & 12 SSlSlS2 为 56, 排水 良好 , OKA, 凸 层 较 为 二 
tie) Bleoga £2. 
e/Ple Z/8 22)8/852 — cpeceewevxuc mee, ieeenoeene 
“+ upon AD: aS i245 TF BEDE AAS BWI » 7 GE ESRD i HB 
Sw le SED | eS 色 为 黄色 至 秆 黄色 , mT ne EAP 
*y a. le a2 ie BLL BE a i ARE Tid WE ts EHS Ge 
Ke Ss eel [wes . SAS, 同 ， 
Fle | B84. CE (SORIA AREAL BEAD 
2 © (2 S2)*) 8 RRS KRAIN, POKER AM 
aije 影响 下 , 因 长 期 浸水 而 使 土壤 发 育 过 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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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 嫌 气 性 和 苗 作 用 下 形成 的 。 
水 稻 芋 母 摘 为 冲积 鞋 或 红壤 ;项 地 为 得 砂 壤 十 或 粘 质 壤 上 ,表层 颜色 多 为 棕 黄 或 灰 

HUE PSE Ce ER, 下 层 因 媒 气 微生物 的 铁 竹 菌 的 生理 作用 而 使 铁 还 原 , 而 有 显著 的 蓝 
灰色 层 。 铁 质 的 淋 洲 、 还 原 、 演 积 现象 比较 明显 , 表层 以 下 常见 棱柱 状 和 毯 块 状 千 构 ， 
DH 佳 一 般 为 5.5 左 右 , 有 机 质 含 量 鹊 为 1 多 。 在 下 黄 塘 之 东 所 探 之 剖面 , 其 性 态 如 下 : 

0 一 28 JK PACING, 壤土 , 结构 朴 松 ， 稍 有 团 粒 , DE ft 5.4, 有 机 硅 合 量 
0.8246, 

28—T0 JK BC REDE, WH RUE: , PEI, BPR Sc, pH (5.4, PLEA 
0.4878, 

70 一 100 JK BEI, HVE: ESC, pH fi 5.6, 有 机 质 合 量 0.8161, 
AFSL RS, (EA AK, AE BE, 

WALT HE oA SK, 如 能 改良 耕作 技术 ,单位 面积 产量 从 能 增加 。 
(=) 沼泽 廿 ”此 十 类 的 生成 ,是 受 长 期 积 水 的 影响 。 本 区 的 再 底 因 积 水 而 未 首 耕 
PARADA ADE ANB LAS, BEE PRL, 质地 多 为 壤 质 粘土 , 边 穆 地 区 也 有 的 为 砂 
PLGA, EUS Ey HUET SONI, MERE HAE, 其 下 层 则 千 持 较 紧 实 , 排水 困难 , 颜色 为 灰 
色 或 淡 灰 色 ; 族 至 过 程 明 显 。 腐 殖 质 合 量 较 高 , 移 达 2 多 或 更 多 ,在 表层 常 有 一 腐殖质 层 ， 
”安民 常 把 土壤 表层 0 一 40 毫米 的 土 层 抄 气 作 为 肥料 。 PH fing 5.05.5, =e BE AMY 
WIS IRB kG PE RESE, Hy LSE EK, ALATA 70 % 

在 天理 渴 东部 石 湖 洲 村 以 西 所 探 剖面 ,其 性 态 如 下 : 
0 一 12 厘米 ， 颜 色 淡 灰 带 黄 , 粘 土 , 糊 状 , DH 值 51,， 有机质 含量 2.3912。 
12—18 JK WEE, HAH, ASRS, DH fit 5.1, 有 机 质 含 量 1.011。 
18—80 JK HAC HEL, RRR, pH 4 5.0, AHLEL Ark 1.247, 

RANT TELE ISAS, 当时 士 层 之 积 水 深度 为 50 厘米 。 
(四 ) MPR CER TAO OTST AL, 有 小 片 冲积 十 分 伤 ,都 是 近年 转 坦 骨 

决 时 芳 洪 水 所 洪 积 造成 。 质 地 粗 ,他 为 沙 士 ,颜色 黄白 ,腐殖质 极 少 ,松散 ,保水 力 弱 ,不 
BRK, CEI TRB CDE SE OE AEE RIAL NY 
植物 ， 其 后 是 密 装 禾 本 科 植 物 生长 ,然后 有 沙 生 灌木 和 饲 柏 等 的 生长 ， 这 时 ， 干 壤 肥 力 
渐 志 ,七 粒 变 租 ,安民 开始 用 为 稻田 。 

综 上 所 述 , 本 区 土壤 地 理 分 伪 规 律 及 土壤 特性 有 下 面 一 些 特征 。 
1， 王 培 分 作 受 籁 地 形 影 响 很 大 : 丘陵 地 为 红壤 和 大 轩 壤 性 土壤 ,丘陵 与 积 水 区 接 

僵 地 带 有 黄 壤 雾 星 分 伪 ， 较 高 的 冲积 平 蛛 上 发 育 着 幼 红 壤 ; 平原 上 多 为 水 稻 土 和 训 积 
土 : 容 地 长 期 积 水 地 区 为 沼 漂 土 。 

2， 逢 壤 及 沼泽 土 分 伪善 逼 而 广 关 ,对 们 的 利用 却 很 少 。 特 别 是 分 信 芯 高 仅 技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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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会 尺 以 下 的 “ 坊 ” 的 幼 红 坏 是 应 该 辟 为 稻田 或 芒 田 的 。 只 要 利用 灌流 屋 备 即 能 有 高 

额 而 稳定 的 收成 (目前 仅 利 用 种 植 番 蓝 、 花 生 等 作物 )。 丘陵 的 红壤 也 应 发 展 经 济 林 。 

沼泽 二 肥力 最 高 , 轻 排 水 改良 后 能 成 为 很 好 的 水 稻 土 。 

3 土壤 酸度 较 强 ,腐殖质 含量 不 高 , 磷 质 缺乏 , 尤 以 丘陵 地 红 二 为 甚 。 如 能 培植 森 

林 和 草 类 , 不 但 可 以 减 轻 积 水 贷 害 ,而 且 可 以 增加 土壤 的 自然 肥沃 度 。 

4. 土壤 侵 鲁 严重 , 由 放 烧 山 现象 经 常 发 生 , 小 伐 林 木 也 很 严重 ,所 以 到 处 可 见 严重 

的 土壤 流失 现象 。 西 南 钱 以 北 的 丘陵 地 区 植被 极 稀 ， 只 有 岗 松 生长 ， 土壤 被 雨水 冲刷 ， 

变 成 劣 地 , 远 望 一 片 莞 泳 景 象 ,同时 , 雨水 挟 带 着 强酸 性 泥 沙 , 流 过 稻田 后 , 使 稻田 变 成 

答 关 , 这 也 会 加 剧 积 水 的 严重 性 。 因此 ,防止 土壤 侵 鲁 是 改良 土壤 , 解决 本 区 积 水 问题 

舟 一 不 可 分 的 一 项 措施 。 

八 、 植 被 

ARAMA, 气温 虽 高 , 但 振幅 很 大 , 冬季 气温 较 低 ， 且 偶 有 霜冻 的 现 ， 
Kh: 夏季 潮湿 多 雨 ,相对 湿度 此 在 80% 以 上 , 降水 量 4 -8 月 此 在 240 毫米 以 上 , 因此 ， 
从 本 区 及 附近 的 自然 条 件 和 森林 和 结构 彰 成 的 特征 和 性 质 来 看 ,应 属 亚热带 季 雨 林 区 ” 

或 者 依 阿 略 兴 (B. B. Ar6xrHg) 的 植 秆 基本 类 型 区 分 法 来 区 分 581, 则 属 认 亚热带 森林 。 

本 区 在 相 观 上 是 应 以 常 交 关 叶 树 估 优 势 , 树种 以 樟 科 (Lauraceae) 桑 科 (Moraceae)、 

KKB Euphorbiaceae), FHF (Palmae) 6 6=F, 由於 人 为 破坏 的 结果, KE ABE 

Pan be MEE, LVS DOANE. PRR RY, 在 抗战 前 ,本 区 丘陵 植被 是 

很 茂密 的 ,日 寇 估 鳞 期 间 全 被 破坏 。 

本 区 植被 在 未 被 破坏 以 前 , 是 应 该 有 亚热带 季 雨 林 的 各 种 特征 的 。 SEAR 

的 办 湖 山 的 植物 天 落 , 张 宏 达 先 生 等 有 很 好 的 描述 "”:, 这 些 特 征 现在 本 区 仍 多 少 能 看 

得 出 来 : 

1{， 琴 落 外 貌 由 於 不同 种 类 乔木 的 高 度 不 同 , 因 之 树冠 上 部 的 界 绿 不 是 一 条 水 平 直 

穆 而 形成 一 条 参 卷 不 齐 的 极 不 规则 的 名 将 形 的 穆 条 ,同时 ,森林 树木 的 叶子 颜色 是 极 不 
均匀 的 ,构成 了 杂 色 镶 代 。 这 在 知 苞 清 南 岸 的 村 落 附 近 看 得 很 明显 。 

2 有 一 定数 量 的 芯 本 植物 和 附 生 植 物 , 在 本 区 中 部 扶 蝎 村 ， 陆 坑 一 带 都 能 看 到 。 

3 森林 结构 也 很 复杂 ,在 陆 坊 附近 能 看 出 可 达 4 5 层 。 

4 虽然 植被 稀 朴 ,但 树木 种 类 仍然 很 多 ,栽培 植物 的 种 类 更 不 少 。 

本 区 植物 分 伤 状况 随 微 地 形 、 土 壤 、 水 文 状况 不 同 而 有 差 遇 。 大 体 上 丘陵 地 区 植物 

AMS FES (Pinus massoniana) , iS (Baeckia frutescens) fj (Rhodomyrtus tomentosa) 

HPPA) 为 常见 , TERE WEAK WGKA REAR SE YR, 平原 耕地 为 农作物 ,以 水 稻 

(Oryza sativa), Hy (Saccharum officinarum) 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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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村 落 附 近 能 见 一 些 常 称 关 叶 树 种 外 ,广大 丘陵 地 区 都 以 马尾 松 为 主 , 一 般 谣 复 盖 

度 都 不 大 ,只 有 个 别 地 方 成 为 小 面积 林 闭 ,以 芙 鸭 村 附近 生长 较 好 。 马 尾 松 性 喜 酸 性 干 

He, HLF HEFT RGR, 具有 发 达 的 根系 , 叶 成 针 状 ， 气孔 又 下 陷 , 所 以 它 常 在 植 彼 被 破坏 后 

AB RAL AS Fee are WE AES FAR KE 

在 马尾 松 生长 比较 茂密 的 地 方 , 下 层 常 为 岗 答 和 芒 禾 ;CDicramnopteris linearis), He 

成 已 尾 松 - 岗 答 - 芒 生 居 落 , 植 物种 类 慈 不 很 复杂 ， FEA RELA A, SER REL 

由 堆 造 林 东 受到 比较 周密 的 避 护 而 存留 的 。 在 惧 鸭 村 附近 所 见 可 作为 代表 。 

在 马尾 松 生 长 稀疏 的 地 方 , 植物 以 岗 松 和 岗 答 等 灌木 为 主 , 野 牡 丹 (Merastomwa 

candidum) 4h, A PA ARAL hy ee (Eulalia sp.) J RA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为 多 。 
在 没有 马尾 松 生长 的 地 方 , 以 岗 松 个 契 对 优势 。 在 烧 山 严重 的 地 区 如 桥头 村 西 便 
丘陵 普 融 见 到 。 这 是 受 着 比较 严重 的 人 为 破坏 ,表土 流失 过 其 , HME WHF eR 

和 鱼 裂 , 王 层 暴露 ;有些 地 方 成 为 劣 地 ,只 有 岗 松 在 这 些 地 方才 易 於 生长 。 

观察 本 区 植物 分 佑 情况 ， 也 大 致 可 以 看 出 这 样 的 规律 :凡是 艺 禾 与 岗 稚 生长 良好 的 

地 方 ,土质 比较 良好 ,死地 植被 的 复 盖 层 较 厚 , 岗 松 在 这 里 生长 较 少 , 土壤 侵蚀 较 弱 , 是 

很 好 的 宜 林地 ,造林 的 成 活 率 比较 高 。 凡 岗 松 生长 比较 多 的 地 区 , ABE, 死地 
植被 复 盖 层 极 薄 ,土屋 也 不 厚 , 多 砂 碟 , 土壤 侵蚀 严重 ,土壤 干燥 , 造林 的 成 活 率 比较 差 

些 。 

本 区 山 丘 及 村 落 附 近 栽 培 的 果木 及 淘 游 植物 有 : 荔枝 (Liteojii chinensis), FAR 

(Euphoria ongana)、 木 瓜 (Chaenomeles simensis) , 3k (Averrhoa carambola), iE 

(Canarium album). #y(Sapium sebiferum) , fil ii Agave sisalana)“% , 

Ay KP i Hh EK ESE EK. EE SARE AES, TAA PSEA, 是 很 好 的 稻 

种 。 

分 伤 在 本 区 大 丙 渴 ,横山 渴 及 其 他 容 地 区 多 为 水 生 草 本 驮 落 , 包 括 生长 在 水 中 的 插 

求 植物 , 洗 水 植物 和 沉 水 植物 。 挺 水 植物 通常 生 南 洪水 中 , 只 根 和 董 的 一 部 分 证 放水 中 

而 枝叶 的 上 部 则 伸 出 水 面 ,这 类 植物 主要 的 有 水 草 科 (CVDperaceae) 植 物 和 后 歼 (CPorygo- 

num phdropiper) ; vF7Khiyy EAA KE (Lichhornia crasspes) 浑 深 (CZCemoa minor) 

等 ; Utah is ES 7K pa (Ba octandra), #74 (Vallisneria spiralis), 7K HER 

(Oltelia alismoides) 等 。 : 

此 外 ,本 区 有 一 种 特殊 的 挺 水 作物 一 一 大 谷 (或 称 赤 谷 ), ALTKABHI— FE AG 

AR CEPARRA) 的 变种 ,其 特性 是 随 水 涨 而 程 高 ,在 节 上 分 昔 , 每 一 节 上 都 有 , 最 多 的 有 20 

RN. Fir MBA AZAR, 最 长 可 达 4 一 5 公 尺 , 谷 种 可 保留 在 土 中 三 年 再 发 芽 生 

长 。 它 适 讼 在 水 量 丰 富 的 积 水 区 生长 , 故 本 区 积 水 较 读 的 地 区 常 利 用 种 植 大 谷 , 但 由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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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 粗放 ,只 冬季 翻 耕 工 -2 次 序 撒 下 种 子 , 以 后 刻 不 施 肥 , 也 不 中 耕 , 故 产量 很 低 , 一 般 
每 雷 正常 产量 为 100 余 市 斤 , 如 果 积 水 严重 旭 无 收获 。 大 谷 是 本 区 特产 ,附近 地 区 都 很 
少 有 , 如 对 大 谷 进行 研究 ,对 水 稻 的 增产 和 塞 地 积 水 区 的 利用 都 会 有 很 大 帮助 。 

本 区 植被 破坏 严重 ,目前 所 见 多 为 酸性 土 指 示 植 物 , 复 盖 度 很 小 。 这 是 在 过 去 由 放 
人 们 烧 夷 砍伐 的 千 果 , 直 到 目前 为 止 , 任 意 砍 伐 和 烧 山 的 现象 从 未 根 稻 ,1955 年 春 初 烧 
山 和 汪 伐 的 现象 还 很 严重 ;同时 , 三 水 县 安 林 科 还 推广 砍伐 山 丘 小 灌木 的 积 肥 方 法 , 使 

_ 精 被 进一步 受到 破坏 ,应 当 及 时 和 闽 正 这 种 错误 的 做 法 , 迅速 地 进行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有 诗 
划 地 造林 , 蓄 培 青 用 作 肥料 的 灌木 和 草 类 。 这 对 认 减 轻 积 水 和 旱 笑 是 有 重大 意义 的 。 

九 、 景 观 闫 型 

”以 上 将 三 水 地 区 景观 的 组 成 要 素 (岩石 ̀  地 形 \ 气 候 \ 水 体 \ 土 壤 、 植 秆 等 ) 作 了 简单 
”的 描述 ,这 些 要 素 在 不 同 地 域 上 形成 一 个 互相 联系 互相 制 狗 的 散 一 自然 整体 的 景观 。 

根据 自然 整体 的 外 貌 特 性 及 物质 移动 ,可 以 把 本 区 划分 为 三 种 景观 类 型 : (CL) BE 

幕 地 景观 ; (2) 宕 地 沼泽 景观 ; (3) 平 原 稻 田 景 观 。 

这 些 景观 类 型 在 地 理 外 貌 上 所 表现 的 特性 , 主要 是 由 於 地 形 不 同 而 影响 了 水 热 状 
FPG EERE SE, 从 而 使 土壤 发 育 和 植被 类 型 有 明显 差别 。 下 面 扼要 描述 各 景观 类 型 的 
特性 : 

(—) BEE REE: 红色 岩 系 所 组 成 (此 外 还 有 火山 岩 ) 的 丘陵 地 区 ,相对 地 势 较 

高 。 大 气 降 水 对 地 面 的 冲刷 作用 显著 , 物 览 有 明显 的 向 下 及 向 侧 方 移动 现象 , We 
支出 通过 液体 逐 流 和 固体 逐 流 方式 沿 着 斜坡 流失 , 同时, 通过 可 溶 物质 渗入 地 下 固体 

物质 的 收入 较 少 。 由 於 地表 的 不 断 冲 洗 , 遭 受 外 营 力 直接 作用 的 物质 不 断 更 新 ;故地 表 
土壤 结构 颗粒 较 粗 而 且 多 矶 石 艾 积 。 在 漫长 的 地 质 时 期 内 形成 古代 风化 壳 的 葡 积 。 

这 里 虽 是 高 温 多 雨 的 气候 ,但 地 下 小 水 很 低 , 水 分 的 调节 不 大 好 , 所 以 也 表现 出 十 
旱 现 象 。 蒸 发 形式 以 土壤 燕 发 为 主 ,辐射 热 的 吸收 和 散失 都 很 迅速 ,风化 很 快 。 廿 壤 通 

REE WY AAA LE BA IE LARP, 铁 铝 的 氧化 物 多 聚集 认 士 层 上 部 ， 发 
青 成 红壤 或 砖 条 培 性 土壤 ,土壤 酸度 很 强 , 生 长 在 上 面 的 植物 多 为 酸性 十 指示 植物 或 耐 

酸性 植物 。 常 见 的 忆 马 尾 松 、 岗 答 、 岗 松 、 芒 图 为 多 。 由 於 人 为 破坏 , HEAL EAA 

土壤 侵蚀 严重 。 
这 里 的 生产 措施 应 该 增加 植物 被 复 ,防止 土壤 流失 , TIER, VENA. GG 

利用 上 应 蔷 注 重 果木 和 轻 济 作物 的 种 植 。 

(三 ) 容 地 沼泽 景观 :相对 地 势 很 低 , 狗 对 高 度 有 低 於 海平 面 的 。 由 四 周 供给 的 液体 

逐 流 和 固体 逐 流 在 这 里 经 常 积累 ,固体 物质 的 支出 很 少 。 地 表 帮 常 积 水 或 移 大 部 分 时 间 

积 水 , 因 此 ,十 壤 永 远 补 新 物质 掩 复 , 它 的 剖面 自 下 而 上 增长 , 士 壤 矿物 质 是 由 冲积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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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和 组成。 在 长 期 积 水 、 通 气 不 良 的 情况 下 ,土壤 是 以 嫌 气 作用 为 主 的 沼泽 土 。 土 壤 中 物 
时 移动 很 徽 弱 。 气 候 潮湿 ,植物 都 是 湿 生 类 型 ,蒸发 作用 以 水 面 蒸发 为 主 。 植 物 中 的 水 

” 生 种 和 喜 水 种 的 水 生生 活 型 不 仅 在 有 机 体 的 内 部 特性 中 而 且 在 外 部 形态 中 反映 出 来 。 
精 物 复 盖 度 较 大 ,以 沉 水 植物 最 多 , 浑 水 植物 和 挺 水 植物 赤 少 。 植 物 死亡 后 在 水 下 的 分 
解 绥 慢 而 有 上 经 常 的 积累 ,成 为 含 腐殖质 丰富 的 腐 泥 。 

这 里 生产 措施 主要 是 要 解决 长 期 积 水 问 题 ,适当 排水 ,扩大 耕地 面积 。 经 济 利 用 上 
应 发 展 水 生 作物 和 发 展 淡水 养殖 事业 。 | 

(=) 7B JRE RW s SC EK IU SP BR ESL GT EL AHS APS HR 
地 势 不 高 而 且 平 坦 , LAR OT BUH. SIE AEE AE, 在 自然 情况 
下 ;应 是 上 述 雨 和 景观 的 过 滤 型 式 或 中 间 型 式 。 物 质 移 动 受 人 为 控制 ; 在 浸水 时 , DMR 
气 作 用 为 主 ,物质 下 移 ;在 干 水 时 ,以 好 气 作用 为 主 , 物质 上 移 ， 形成 水 稻 土 中 明显 的 克 
CR. 地 下 水 位 很 低 , 土 壤 发 育 受 地 下 水 上 下 运动 的 深 歼 影响 。 作 愧 都 是 中 生 类 型 或 
湿 生 类 型 ,主要 是 水 稻 。 

这 里 地 形 是 丘陵 和 宕 地 之 间 的 过 渡 型 , 高 一 般 的 稻田 易 受 旱 , 低 一 般 的 稻田 易 臻 
涝 ,所 以 生产 措施 应 分 别 着 重 防 涝 和 引水 抗旱 。 帮 游 利用 上 应 增加 耕地 的 复种 指数 。 
在 现 有 条 件 下 ,人 入 们 有 意 哉 地 把 景观 的 发 展 引导 到 合乎 自己 愿望 的 方向 。 例 如 , 目 

前 西南 涌水 关 的 建成 ,对 本 区 的 面貌 将 有 巨大 影响 。 首 先 , 水 六 上 有 巨大 的 改变 , 西南 
涌水 位 、 流 量 将 显著 减少 ,特别 重要 的 是 在 汛期 中 能 控制 流量 ,使 低 永 位 时 间 延 长 ,这 样 
能 使 蹇 地 的 积 水 能 在 一 定时 间 内 排除 , 积 水 面 积 将 显著 减 小 , 稻田 面积 增 大 , 一 部 分 宕 
地 沼泽 地 面 将 成 为 耕地 。 其 次 ,冲刷 和 洪 积 情况 也 会 改变 , 由 共 水 流 在 涌 口 转弯 的 角度 
很 天 , 永 流 受 水 并 的 影响 ,天 前 左岸 的 淤积 和 右岸 的 深 刷 将 会 加 强 , 西南 涌 内 由 高 丰 至 
直 岗 的 河 段 内 , 洪 积 速度 可 能 会 更 大 , 因此, 这 一 带 的 排水 由 南河 覃 泊 高 而 受 影响 ,排水 
涌 应 引 向 下 游 ， 另 外 ,北江 水 位 会 因此 而 哲 高 , 对 於 木 棉 围 积 水 的 排除 不 利 ， 而 对 锥 笠 
原 地 区 稻田 的 自流 灌 浙 是 有 利 的 。 此 外 , 丘陵 区 植被 的 人 工 改变 将 会 使 它 有 利 放 生产 ， 
改变 目前 荒 凉 单调 的 景象 。 

| 

粽 上 所 述 , 本 区 的 自然 条 件 是 优越 的 ,但 塞 地 积 水 地 和 匡 陵 地 未 彼 利 用 是 它 的 主要 

缺点 , 以致 本 区 目前 的 晨 殖 指数 较 低 ,但 这 些 地 区 契 大 部 分 是 可 以 开 脏 的 。 

宕 地 区 的 改造 ,主要 间 题 在 蕉 排水 ,已 见 上 述 。 在 塞 地 排水 的 同时 ,对 傈 未 排除 的 

积 水 还 要 考虑 利用 , 如 水 生 作物 的 培植 和 淡水 养殖 的 发 展 等 ,还 应 注意 发 展 在 积 水 区 种 

RAK hae ee 

丘陵 区 应 该 迅速 地 进行 水 王 保 持 工 作 , BRAY all Ete LR AMIS 1 BR HET A BE A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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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培植 护 土 草皮, 还 应 考虑 ee ee 减轻 

积 水 迷 害 , 这 将 是 解决 大 更 涡 积 水 的 一 个 有 效 措施 。 

eens: Sante ee Insane sca 7 pee 

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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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门 东 灌 区 自然 地 理 概 况 
何 志 起 
〈 苗 州 大 学 地 理 柔 ) 

—. wv A 

在 地 形 上 ,甘肃 走廊 可 分 为 东西 两 段 , 它们 的 分 界 处 为 永昌 、 山 秀之 间 的 大 黄山 (又 

名 胭脂 由 )。 大 黄山 是 一 个 平地 突起 的 断 乾 出 , 海拔 3,000 米 左 右 。 大 黄山 之 北 的 河西 

堡 , 其 南 的 大 马 营 ,都 是 地 吉 式 的 宽 厂 谷地 , 兰 新 铁路 就 是 从 河西 堡 绕 过 大 黄山 西 上 的 。 

甘肃 走廊 的 西 段 , 支 壁 湾 的 范围 , 更 为 过关。 从 嘉峪关 到 玉 门 狗 100 公里 距离 内 ， 

除 很 小 的 几 条 河 如 白杨 河 \ 赤 金 河 通 过 处 ,有 些 稀 玻 的 耕地 外 ,其 余 全 是 支 壁 潍 。 这 段 

的 走廊 较 窗 , 南 面 是 导 韦 出, AT: I gy Ly HE He EE 

慢 的 坡度 直 倾 向 宽 台 山 和 松树 山 。 蛮 金 堡 ( 横 跨 赤 金 河 ) 以 西 ， 北山 倾 伏 於 地 下 ， 地 形 

POOKIE BI ,北面 出 现 了 一 片 和 组 南 倾 的 准 平原 ， 肯 野山 远 在 数 十 公里 之 外 ,南面 的 了 各 圳 

山 * 高 度 也 多 少 降 低 一 些 。 

1 政 勤 河 就 在 地 形 较 开展 的 东 端 , 横 切 了 秋 连 山 而 北 流 , 糙 而 折 款 向 西 , 在 南山 山 蔓 支 

Bee AG MS Oe LY LE EZ Jit ZT), 造成 一 片 辽 间 的 糙 洲 ,这 就 是 玉 门 灌区 。 玉 门 灌区 东 起 六 

去 注 , 莫 波 湖 , 西 至 双 塔 堡 止 为 东 灌 区 ,东西 延长 90 公里 , 南北 宽 12 一 20 公里 ,全 部 面 

FAR 1,136 平方 公里 , 它 是 关外 最 大 的 一 个 乡 济 区 。 双 塔 堡 以 西 , 疏 勒 河 又 流 过 一 个 由 

古老 岩层 所 构成 的 小 峡谷 ,而 进入 小 抑 ` 于 州 、 安 西 灌区 , 此 即 为 西 灌区 。 本 文 描述 的 范 

围 是 东 灌 区 附近 地 区 (图 2)。 

< 

玉 门 东 灌区 的 地 形 , 由 南 而 北 可 分 为 如 下 几 部 分 (图 1): 

1. ZW GN FRM, EPEAT, 临 走 麻 处 ,高 度 均 不 超过 

3,000 米 , 岩 层 概 由 通称 的 南山 系 地 层 所 和 组 成 。 老 山区 在 临近 走廊 处 ,是 一 个 很 天 的 禾 

断层 ,断层 乏 可 从 西 面 的 作 二 上 峡 向 东 延 长 到 妖魔 山 以 东 , a ESTER SRD 

页 兰 之 上 而 被 吏 为 是 燕山 末期 或 喜马拉雅 期 的 。 

老 山 区 突起 蕉 前 山区 或 支 壁 区 之 上 , 地 形 非常 陡 睦 ,不 难看 出 第 四 纪 忆 来 的 新 柱 造 

运动 ,是 因 恤 着 以 往 的 构 洁 乏 活动 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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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PA WEL | 

2. AI ATE AL, AR EAE TE 200 米内 , 实 度 由 一 、 二 百 米 至 
1500 米 , 不 志和 续 地 东西 展 伤 着， 地 形 与 岩层 走向 均 与 老 山区 锡 略 相同 ， 而 只 是 地 层 的 
倾角 较 和 组 。 宅 们 都 旦 东西 向 条 状 排 列 , 其 中 一 些 是 单 面 山 ,但 也 有 一 些 是 古代 冰川 侵 
鲁 所 遗留 的 冰 离 堆 。 它们 有 时 和 老 山区 了 毗连 在 一 起 , 有 时 旭 与 老 山 区 分 开 而 中 隔 以 蕊 

壁 。 前 山区 的 沟谷 问 往 往 是 泉水 露头 的 地 方 , 许多 次 润 都 发 源 在 这 里 , 但 过 前 山区 不 

远 ,又 重新 消失 在 以 北 的 芭 壁 中 。 
前 山区 的 岩层 分 伤 , 凡 接 近 老 山区 的 地 方 ,都 是 中 生 代 下 侏 罗 纪 龙凤 山系 .上 侏 罗 鬼 

赤 金 保 系 , AER RAMA BAM, 而 在 远离 老 山 区 的 地 方 , 复 盖 在 上 壕 砂 页 
岩 之 上 的 均 为 第 三 纪 甘 肃 系 红 层 。 在 更 北 的 近代 沉积 物 之 下 零星 露头 的 基 岩 ,或 是 甘肃 
系 , MEARS SU WER RMA. RUA ee, 就 可 明显 的 看 出 : A 
中 生 代 以 来 ,南山 北 蓉 的 押 陷 (或 随 之 而 求 的 沉积 物 ) 是 添 渐 北 移 的 ,渐次 向 准 平原 推进 。 

3. HARARE (REE) 广泛 地 发 育 蕉 老 山区 北面 及 前 山区 南 、 北 \ 东 三 面 ,面积 
非常 辽 关 , 呈 带 状 东 西 伸展 ,南北 寅 达 40 公 里 左右 ,全 部 面积 移 2,000 2B AP AY HE, SEBEL 
以 缓慢 的 坡度 自 东 南 向 西北 倾 ,在 珊 昌 河 与 赤 金 河 之 间 的 一 部 分 向 东北 倾 。 

由 共 河 流 在 戈壁 溃 上 的 历次 改道 ,所 以 古河 床 的 遗 跳 很 容易 在 戈壁 潍 上 找到 ,其 上 
分 作 流 砂 。 另 外 在 老 . 前 山区 与 戈壁 交界 处 ,有 许多 泉水 露头 ,形成 竣 润 ,在 春季 融雪 或 

暴雨 后 ,这 些 次 润 的 水 流 突 二 ,而 构成 临时 性 的 沁 屠 区 或 集 水 潍 , 这 里 植物 易 蕉 生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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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抗 旱 耐 曲 的 植物 常 密集 记 

此 。 到 干燥 季节 , 燕 发 强烈 ,地 

Zoe HR a BY, BR 

SSP THEE LT Hy UTE 

3H Gs 
, PERE THEE 

PAR AB SE ily BE fh BB 

的 每 一 次 润 或 每 一 于 谷口 ， 都 

有 输 廓 清晰 的 灵 一 般 的 洪 积 

B, BATEKER BL. 

4 和， 冲积 平原 区 ( 称 济 区 ) 

分 做 在 涝 积 区 北面 ,大 部 分 是 

ie bi I He Pr AGHA BAP A 

7B, 但 其 中 有 不 少 地 区 是 由 

法 积 物 分 黑 为 冲积 物 的 , 也 有 

不 少 是 淤积 物 。 本 区 的 范围 东 

ABNER BE SV — FF, WESE 

双 塔 堡 , 东西 延长 达 90 公里 ， 

南北 宽度 变化 於 12 一 20 公 里 

间 ( 圆 2), MBH 1136 平 方 公 

里 。 冲 积 平原 又 包括 以 下 五 

种 不 同 的 地 面 状 况 : 

CHA) aaah = =e Sate 

ip BAZB ei 5 BEBAZB BE FR HY 

方 ， 因 为 关外 风沙 大 , TE RU 
CE pase A. BAS. eb A BL 

Bes 5 BLS PEDALS IB A GA 

3a, (ARES LE FeTR GS HL. 

及 临 支 壁 则 浩 蓝 无 阻 , 风速 呈 
Ht, 因 之 在 接近 十 者 交界 的 地 
方 , 冲积 区 的 泥 芋 便 大 量 地 稚 

AK, 再 加 上 暴雨 后 与 来 自 

Se EWEN ANE LAR Bid A, 风 

PES RR I i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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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 A EE RAT CE 
ee THR EB HE th FG 
龙 堆 地 形 〈 照 片 1), 以 在 二 道光 
忆 西 保存 得 最 好 , 它们 一 般 长 达 

54 米 , MM1IK, HO8K,'E 

。 个 的 排列 ,长 轴 作 东 西 或 东 略 人 
北 的 方向 , 主要 由 洪 积 或 冲积 的 

“粘土 层 所 租 成 ,性 很 粘 , 有 水 成 的 
pei fe 层 区 ,每 层 厚度 不 — 7 SS 15 

照片 风蚀 地 厘米 者 ,有 薄 达 5 毫米 者 , 其 中 往 
EIA AEA DEL LETRA» WV PEGS 20 厘米 以 上 者 。 如 白 龙 堆 再 受 侵蚀 , 剩 留 

| VELA: FE EH EE WT 
D3 SAT BF Se ALAC 5 JAA A, AE ERO 
(ZOE WBE", MARU LAL, NERA, TP BUF PTE 

PNAS TB, SR a, REA RY SM TE ST LAY BAS DEAE LE BM 
Wes 5 RSI Gs. ESLER TK EOI TE (eu HEBEL) 地 面 集 
TAL 3S SED, ACP RICA UE, AKAN SORE. 高 河 较 远 地 下 水 
露头 区 的 沼泽 ,一 般 地 面积 水 在 4 一 5 厘米 左右 ， 有 些 沼泽 还 是 季节 性 集 水 。 夏季 沼泽 
表层 干 泪 后 , 出 现 大 片 的 蔓 沼 及 印 裂 地 。 沼 泽 是 挫 据 水 源 的 良好 地 方 ,也 是 耕 畜 的 主要 
收场 (照片 2)。 殊 疏 干 后 ,可 利用 为 耕地 。 

(AK “本 区 莞 地 面积 非常 辽 关 ,都 分 布 在 离 河水 与 泉水 较 远 的 地 方 。 其 上 复 
盖 着 许多 成 闭 生 长 的 深 根性 的 件 灌 木 及 禾 本 科 植 物 ,裸露 的 地 方 则 受到 强烈 的 风 刍 , 吹 
起 的 庵 上 有 一 部 份 停留 在 具有 造 蔽 作用 的 植物 根部 而 旦 无 数 的 小 土 丘 , POE A SE ， 
上 就 要 和 线 行 认 一 个 个 的 土 丘 间 ， 
士 乒 才 面 由 蕉 强烈 的 蒸发 均 具 程 
度 不 同 的 曲 霜 。 在 地 下 永 浅 的 地 ，. 
方 发 现 泥 省 、 集 水 或 春 潮 现 象 。 

《〈 丁 ) 耕 地 ”分布 从 痢 近 河水 国生。 
玫 朱 水 的 地 方 ， 全 部 面积 多 110 和 
平方 公里 (44 165,000 市 亩 ), 估 eee 
本 区 域 总 面积 的 11.3% pare 

CORB SALE IR, PE RC eae 
在 河流 附近 及 冲积 平原 区 与 残 积 照片 2 w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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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ee 

ABE ERAT, TER READ RU hid SU Ir. 

5. BRBRK AMite HUA SZ, eB ea a I ahs HE 

AK K, Wi ALM EH, LARS HP TE, AAS AER), RRB 

BREW, BILAEKS, RECHWH BTA, RAZR HM, HBR 

一 吉 老 地 区 以 往 火 山 作 用 是 很 强烈 的 。 

6 丘陵 区 “分 做 在 朴 勒 河 正 游 及 其 分 支 巩 昌 河 下 游 强 烈 切 割 的 地 方 , 揭 在 本 区 东 

西 两 端 ,在 莫 波 湖 与 六 次 涨 一 带 呈 岛 状 山 , 在 双 塔 堡 以 西 呈 东北 一 西南 向 的 低 山 。 它 们 

的 高 度 概 不 超过 100 米 , 岩 系 是 由 上 壕 的 古老 杂 兰 所 组 成 。 

三 、 土 坊 与 植物 

所 站 灌区 是 一 个 典型 的 内 陆 东 漠 区 域 , 年 雨量 仅 60 毫米 ， 而 年 蒸发 量 却 达 2;778 

毫米 ; 窒 气 常年 旦 干燥 状 态 ,而 夏季 水 汽 的 饱和 差 更 特别 大 。 冬 季 有 四 个 月 (11、12、1、2) 

的 月 平均 温度 在 O°C 以 下 , 寒冷 婴 常 ,夏季 白天 的 温度 又 特别 热 , 年 较 差 与 日 较 差 均 

大。 气温 变化 剧烈 、. 生 长 季 短 及 水 分 缺乏 ， 就 使 得 本 区 呈现 一 种 单调 气象 , 除去 粽 洲 而 

外 ,地 面 上 尽 都 铺盖 着 粗细 不同 的 沙 碟 层 ( 即 荒漠 复 羡 层 ), 只 有 根系 很 深 的 早生 与 沙 生 

植物 ,才能 在 这 里 生长 。 

AA PUNE RUM, 汇集 了 所 有 的 地 下 水 流 , 因而 表现 为 另 一 种 景观 。 这 里 的 许多 地 

区 地 焉 水 直接 诱 至 地 面 , 形成 沼泽 ， 就 在 地 下 水 面 最 深 的 地 方 , 离 地 面 也 不 过 五 、 六 米 ， 

根系 稍 深 的 咎 灌木 . 禾 本 科 、 秒 草 科 与 歼 科 等 植物 有 和 良好 的 生长 环境 。 所 以 本 区 的 最 观 

类 似 草原 。 

随 着 水 文 状 况 的 变化 ,本 区 域 的 植物 短 壮 与 土壤 类 型 有 不 同 的 表现 。 

在 洪 积 平原 与 艾 积 平原 上 , 以 灌木 与 个 灌木 估 克 对 优势 ,它们 为 了 适应 水 分 不 是 和 

温度 不 稳定 的 严 酶 环境 , 而 选择 站 创造 着 早生 的 生活 型 >"。 它们 具有 很 长 的 根系 , 但 大 

部 分 植物 的 叶 面 却 因 小 或 甚至 完全 退化 ,以 烁 色 的 攻 行 光合 作用 , 借以 减 少 蒸腾 面积 。 

前 者 如 苏 枸 柜 (CZoyczaumz ruthenicwm) 、 洋 甘草 (Gycyr72isa glabra) AE EF ii (Poacynum 

Renidersonii 等 ,这 些 植物 的 有 机 秆 大 部 埋藏 地 下 ,为 突 居 动 物 提供 了 食料 ”。 后 者 如 分 

Aide Bits MLS (Edysarwm scopartum)、 沙 拐 府 (Cal1igozwao2 mongolicum) , BASE 

ts (Crepis biennis), #) Kyi (Ephedra przewalskit Stapf) 等 。 另 一 些 植物 为 了 克服 

沉积 层 中 咯 分 过 高 所 引起 的 生理 干旱 而 呈 肉 贤人 化 ， 如 克 驼 足 板 (Zygophyllum jpago)、 

his fF (Satisornia herbacea) , 4 Hi Hi (Haloxylon ammodendron) , Bf FH AE AE (Salsola 

1) PEK OR: Geen YeL p Pie oy he AT a Ee Et AK)» 
2) A. A. I'puropsen: <Teorpaduueckas 3onarbHocts 区 HOKOTODII ce BAaKOMOMePHOCTAY. HBBICTHA aKaqomud 

nayk COCP CepHH Leorpadusecnan 1954r. N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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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t) . 8A36 E48 (Salsola soda) , 

PRB E SERB IRE aS SOK, 2 ES BS ES), ET 

BE Tp Bale 5 A> Je SE I Hy I TB Sc BA SE BE Hh 

BEA re A BERLE, 

TE ARB i RE HH 5 ER RM, TEE REG 

ERP BERRA ir Kk, AH OE, Fees Pe (Lomaria chinensis) , 

WR) (Nitraria spherocarpa) 75 FF (Sophora alopecuroides) , Hf. Hy} RAE EE Wok Beit 

#2 (Phragmites co707200003) 等 , 沙 质 荡 度 二 是 这 里 的 唯一 主 类 。 在 地 下 水 终年 露头 的 沼 

泽 中 ,以 水 生 植 物 估 优 势 , ESATA BE. 1 FE BA (Lleocharis palustris) , tie (Chara 

fragilis) 等 , 泥炭 -沼泽 士 D2, 在 这 里 发 青 良 好 。 在 地 下 水 季节 性 露头 的 沼泽 中 , 以 沼 
泽 兰 、 羊 明子 (9cirpws sp.)、 拂 子 菠 (Calazzagrostig epigejos)、 野 宛 (Seirpus lacustris), 7K 

KAT riglochin palustre), JGARI HE (Aneurolepidium dasystachys) , 4 ¥#k Rk (Halerpestes 

ruthennica) 等 为 主 , 这 类 地 区 的 土壤 以 泥炭 一 一 腐植 质 沼 泽 土 为 主 。 这 些 地 区 的 春季 
都 有 3 一 4 月 的 梨 水 期 , 夏季 水 分 消失 , 表 王 强烈 干燥 后 ,产生 临时 性 的 龟 千 皮 。 诗 培 表 

层 富 含有 机 质 , 而 底层 则 为 由 地 下 水 升降 运动 而 使 土壤 区 粒 淋 至 下 层 所 形成 的 灰 粘 层 ， 

灰 粘 层 的 存在 妨碍 了 重力 水 的 下 渗 , 但 却 阻止 不 了 毛 和 组 管 水 的 上 升 , 这 也 是 易 旗 集 水 与 

RMN RAZ. 在 地 下 水 深 2 一 6 米 的 广大 草原 区 ,， WPS ES RE, ALAR 

(Euphorbir pekinensis), 82 (Allowm sp.), RRR (Achnatherum  splendens), KALB ， 

Wo. HR ADAG. BH Re (Glycyrrhiza wralensis) . BASE R (Alhagt) FEE (Sausswrea sp.) PE 

柳 、 胡 杨 (Populus ewphratica) S24 =E 3x PERK EE PSEA, BF 

TAC AL EAT es AAS Tad i) EL ST) JE. SEE J ka.) AS Ak, PS A a DR 

PSC IE, ESIESE AR ORBLE Dy LARA DB AE , DIE AE ER 
sora HYP AFAR Hy, Bee iB et FR SE BE AK, Jf Ja TE EF 

MW. KRSM 

EP AE HERTS PUERMEE. Be MHIAT SG BEAM UR, BPE 216 A, fh 
河流 人 长 (HEMI ASE 562 公里 ) 的 三 分 之 一 能 。 年 逐 流量 为 8.25 亿 公 方 。 BETH 
于 加山 后 在 昌 马 大 塌 分 为 二 支 :东北 流 者 叫 玉 门 河 , 王 门 河 在 玉 门 城南 新 河口 叉 分 为 现 
昌河 及 城 河 , 贰 昌河 平时 下 流 到 下 东 壕 一 带 后 ,全 部 水 量 即 引入 灌区 , 仅 在 秋季 洪水 时 可 
流 至 六 去 潍 与 黄 波 湖 一 带 ,特别 洪水 时 有 一 部 分 水 量 可 达 赤 金 河 的 消失 处 干 海子 : 城 河 

1) HON AR) fre HU PE DA TLR Bi fd EF BE 
2) SHAW): Heyl te Fie Ae PURGE Ht AYA Bot PAG Sh Be 5 I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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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玉 门 之 南北 下 , 虑 集 若 干 泉 水 西 流 ,是 朴 勒 河 的 主干 河道 西北 流 者 叶 安 西河 , 北 流 至 

柴 二 让 后 ,又 分 为 星 昌 河 及 三 道光 ,平时 河水 也 全 用 於 灌 浙 , 但 秋季 洪水 时 , 安西 河 是 主 

要 的 泪 洪 河道 ,因为 在 昌 马 大 十 玉 门 安西 二 河 分 水 处 ,安西 河 的 河床 低 於 玉 门 河 , 为 了 
引水 灌 浙 , LA TRB, 玉 门 河 的 河水 ,水 量 原 有 一 定 ,秋季 剩余 洪水 的 宣 小 就 只 有 
安西 河 担当 了 。 

除了 政 惑 河 而 外 ,各 洲 区 的 泉水 露头 是 特别 良好 的 ,这些 出 露地 面 的 泉水 ， 长 期 流 

动 ; 各 有 固定 的 谷 槽 , 谷 槽 寅 可 达 二 -2 公里 ,一般 深 4 一 5 米 。 谷 槽 也 是 宣 波 朴 勒 河 潜 

水 的 天 然 谷 地 , 随 着 地 面 借 匀 的 方向 呈 东 西 排列 ,当地 叫 波 , 自 玉 门 至 布 隆 吉 共 计 十 道 。 
从 表面 上 看 , 杖 惑 河 自 玉 门 至 双 塔 堡 一 段 ， 不 时 地 接 鲍 了 许多 泉水 , 但 实际 上 这 些 朵 水 
都 是 疏 惑 河原 有 的 水 量 , 当 其 流 径 洪 积 平原 区 下 渗 后 , 在 冲积 平原 区 复 行 上 升 , 所 以 总 
的 来 说 ,河流 的 水 量 ,只 有 沽 少 ,而 无 增加 。 上 升 的 原水 ,也 是 安 业 上 的 灌 浙 水 源 。 

河水 的 化 学 成 分 ,在 不 同 地 段 有 显著 变化 。 昌 局 大 坪 以 上 , 河水 与 温带 一 般 河 水 一 
样 , 是 以 碳酸 嘱 为 主要 的 ,从 昌 马 大寺 以 下 , 硫酸 虽 类 的 溶液 还 渐 取 得 了 主要 地 位 , 布 隆 
吉 至 双 塔 堡 一 段 河水 , 除 硫酸 史 类 外 ,氧化 物 也 估 有 一 定 比 重 。 

” 根据 江浙 水 的 不 同 ,灌区 可 分 为 三 类 : 
1 山水 区 “直接 由 河水 引 灌 的 地 区 , 叫 山 水 区 。 分 作 在 冲积 平原 区 的 南部 , 东 起 
UT RT UR, ET. FUE SB: 
CL) 观 昌 河 “ 引 支 渠 七 道 , BEART AR, DBR, EGE I EPA AG HB HD A 28,850 TH 
Fo 

(2) Shin GSC AG, PEWS PI MSIE, WO ALE JI VE LAY 24,640 
市 亩 。 

(3) 悬 昌河 “ 引 支 渠 四 道 , 涛 灌 一 道 沟 至 三 道 沟 问 耕地 移 8,640 市 调 。 
(4) SH GSS, PRESS CS hh 16,740 市 亩 。 
WA APE NLAY 78,870 Te, HA RAI A 
WU AC DE HERBE AAS FT AEB HB BEM MUAH 7k AER EL PES He A 

情况 良好 。 
2， 泉 水 区 “由 泉水 引 渠 滞 浙 的 地 区 , 叫 泉 水 区 。 分 伤 在 冲积 平原 区 的 北面 接近 河 

流 的 地 方 , 东 起 大 去 注 , 西 洁 双 塔 堡 ,从 最 东 到 最 西 延展 90 公里 ,全 部 引 渠 不 下 三 十 道 ， 
浇灌 耕地 锡 96,130 市 雷 , 估 本 区 耕地 面积 二 分 之 一 强 。 

泉水 区 灌 浙 水 可 溶性 获 类 的 含量 高 , 灌 浙 地 的 地 下 水 面 高 且 土 质 粘 重 , 因而 作物 生 
长 情况 一 般 较 山水 区 为 差 。 

出水 区 与 泉水 区 共计 灌 地 165,000 市 让 。 
3， 抢 灌区 ”另外 还 有 一 种 不 固定 的 灌 浙 区 叫 抢 灌 区 , 它 利 用 秋季 剩余 的 河 永 或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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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H UE HE— Je, ERE, Ve RHYL MATE I Bee SIE PE 由 

BS4ESEUETK AAR ALE, ELE Ey ZEA HEE A PRE» A AS TL ew AS BY He 
的 。 

玉 站 灌 区 具有 过 间 的 耕地 面积 ,如 水 源 解决 ,大 有 发 展 前 途 。 

五 、 存 在 的 问题 

玉 门 灌区 在 农业 罗 营 上 存在 的 问题 可 分 属 认 自然 的 及 人 为 的 两 大 类 。 属 亦 自 然 方 

HAY, 首先 是 灌 浙 水 的 利用 程度 低 。 前 面 已 经 谈 到 疏 勤 河 的 年 逐 流量 达 8.25 (Ly, 
但 根据 现 有 灌溉 面积 (包括 山水 与 泉水 ) 的 粗略 估计 ,应 用 在 灌 浙 上 的 水 量 仅 工 6 亿 公 
方 , 估 所 有 水 量 的 20% , 大 部 分 水 量 渗 漏 在 戈壁 中 , 提高 了 灌区 的 地 下 水 位 , 造成 了 大 
片 的 沼泽 且 严 重地 促使 着 士 培 的 是 渍 化 ; 其 是 风 鲁 、 沙 斤 移 动 与 风 害 。 前 雨 者 严重 地 
威胁 着 耕地 , 吞 蚀 耕 地 ,使 田园 村 舍 城 锁 变 成 广 墟 。 风 害 有 两 币 , 一 种 叫 “ 渝 风 ”， 就 是 春 
季 的 寒潮 侵 慢 ,使 作物 发 育 迟 组 ; 另 一 种 是 夏 未 秋 初 的 东风 ， 这 种 风 或 属 来 自 阿拉 其 沙 
漠 的 干 风 ,或 属 东南 季风 路 秋 连 山 后 , 因 公 部 水 量 消失 而 形成 的 焚 风 ,第 们 干燥 炽热 , 连 
吹 数 日 ,作物 即 旦 枯 凌 状态 ,这 种 风 叫 做 “热风 ”。 洽 风 与 热风 都 足以 严重 地 促成 减产 现 
象 。 

BROW hi, 一 方面 表现 在 管理 经 营 方面 , 另 一 方面 表现 在 人 为 破坏 方面 ,前 
者 如 旧式 灌 浙 渠道 (各 帮 渠 道 ) 的 严重 沙漏 ,不 但 降低 了 灌 浙 水 的 利用 程度 ,而 且 还 撒 高 
THE KAR PKG, EASES SER; 后 者 如 小 伐 固 砂 植 物 , 使 得 未 固定 的 砂 丘 
不 能 固定 ,已 固定 的 砂 丘 又 重新 移动 ,这 种 情况 到 现在 还 是 相当 严重 的 。 

还 有 一 种 现象 , 由 专 耕 地 地 面 不 平 ,以 致 在 灌流 后 形成 低 处 积 水 、 高 涉 裸露 的 情况 ， 
这 样 一 方面 在 灌溉 时 需要 消耗 过 量 水 分 ,而 更 坏 的 是 在 水 分 蒸发 时 , 低 涉 为 水 面 蒸发 ， 
不 致 引 起 土壤 中 晓 分 的 移动 ,而 高 处 则 为 地 面 蒸 发 , BEAL, 形成 了 局 部 的 

| BES Mir, 这 样 就 使 这 一 部 分 的 作物 感受 到 生理 上 的 鼠 分 过 高 而 不 能 生长 。 结果 在 安 
田中 造成 许多 空白 点 ,在 作物 盛 长 时 , UE “RE”, EES BYE ORR, BES 
耕地 上 都 开 了 不 少 窒 隆 ,使 农业 生产 受到 很 大 的 损失 。 

六 、 开 发 的 远景 

玉 闷 灌区 正在 进行 着 规模 宏大 的 改造 自然 的 工作 ,分 为 三 个 步 桑 进行 :第 一 步 是 在 
政 勤 河 出 郝 违 山 的 昌 卢 大 块 起 ,至 冲积 平原 区 ( 玉 门 附近 ) 止 ,修筑 一 条 防 冲 防 漏 的 人 工 
河道 ,然后 分 引 若 干 干 支 汇 把 水 分 引 到 灌区 。 这 一 工程 即将 完成 ,这 样 就 消除 了 以 往 河 

水 流 轻 戈壁 潍 的 强烈 渗 漏 ,而 更 多 的 满足 灌 浙 上 的 需要 ,扩大 耕地 面积 。 第 二 步 是 在 乱 

山子 修筑 一 个 小 型 蔷 水 库 , HER Al dH (下 转 1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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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MTE LS FREER, =ZEN AK (PGB 
三 条 , RR—), 武威 就 是 甘肃 走廊 东 段 石 羊 河 

水 和 柔 中 最 重要 且 最 大 的 一 个 灌区 。 石 羊 河水 系 包 

括 的 灌区 还 有 永昌 、 古 浪 与 民 勤 三 潍 区 ,本 文 均 不 

拟 涉及 。 - 

越过 饲 梢 锁 , 出 了 古 浪 峡 ,眼前 出 现 了 一 坚 无 

际 的 一 片 平原 ,从 十 浪 起 一 直 伸展 到 永昌 附近 , 才 

为 若干 大 小 不 等 的 戈壁 如 所 隔断 , 它 是 甘肃 走 麻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平原 。 东 面 是 号 名 的 瞻 格 里 沙 诬 ， 

北面 隐 狗 地 看 到 一 些小 山 岗 , 西 面 与 南面 都 有 高 

峻 的 山 罕 环 傍 ,地 势 由 西南 向 东北 倾 下 。 ZERO 

辽 关 的 平原 上 , 自 东 而 西 有 上 古 浸 河 、 黄 羊 河 、 闲 木 

WBE eM SRAM RAE, EME 

SEARAT LAS BEE, BRA ARAR ARAL 

ERs TAA. 

本 文敏 述 的 武威 灌区 ， 只 包 括 BET. RAR 

河 ̀  南 营 河 与 西 营 河 四 河流 及 石 羊 河 香 家 弯 以 南 

的 部 份 , 在 行政 区 划 上 除 山区 外 大 致 就 包括 全 部 

武威 县 的 面积 在 内 。 很 明显 与 其 相连 且 全 属於 同 

一 个 自 然 区 域 的 古 滔 河 与 东 大 河流 域 被 割 开 了 ， 

不 能 从 本 文中 看 出 石 羊 河流 域 的 全 部 面 铝 , 这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缺点 。 本 文 限 於 描述 灌区 , HEREIN 

BRERA. 

二 、 地 和 形 与 土壤 

武威 河 区 的 地 形 类 型 和 玉 门 HE 区 大 致 相同 。 

但 也 有 区 别 : 首 先是 前 山区 的 相对 高 度 武威 灌区 

比 玉 门 灌区 高 , PAULA, 武威 
灌区 前 山区 凡 2,200 米 以 内 的 地 方 全 复 有 厚 消 不 
等 的 黄土 ,而 玉 门 澡 区 完全 溉 有 ;其 次 是 玉 门 灌区 
AIDE EE SAAR (GRUP), 而 武 
HEM PERE BOBS Ae 
Ja Dee Fie BAD ES hi s 玉 门 灌区 内 由 
PIRATE ASE, 风 oh 5 RWI Ae aH 
有 程度 不 同 的 雪 现 , 而 武 威 灌区 除 瞻 格 里 沙漠 及 
卷 近 脆 格 里 沙漠 的 地 方 风 鲁 与 风 积 地 形 发 育 外 ， 
其 余部 分 则 几 和 无 才 现 ; 玉 门 灌区 的 耕地 沿 焉 勤 河 
呈 带 状 伸展 ,而 武威 灌区 则 呈 树 枝 状 放射 ,所 有 这 
些 都 看 出 两 个 区 域 呈 现 的 显著 差 殿 。 

1. 老 山 区 高度 为 3,000 一 4,000 米 , 落 名 
的 山 案 有 饲 梢 党 西 的 雷公 山 、 Ze 木 河 发 源 的 车 办 
山 与 南 营 河 发 源 的 天 梯 凸 等 。 老 山区 以 是 蚀 的 崖 

壁 技 起 在 前 山区 之 上 , 形势 非常 险要 。 老 山 区 一 
ARAB ERE, 河 谷 的 两 侧 与 低 宕 
的 地 方 都 有 森林 分 佑 。 粗 成 老 山区 的 岩 导 是 南山 
系 变质 岩 , 它 们 是 中 下 古生代 的 地 醒 型 沉积 。 

2. 前 山区 ”一般 高 度 在 3,000 米 以 下 。 与 
老 山 区 不 同 高 度 , 且 二 者 接触 处 有 显著 的 坡 折 ,地 
POE, 与 老 山区 迎 然 有 别 。 前 山区 的 地 层 
AE AERA REIL BMA BEL 
AIDC RAS Ai ES Aa A Se 
AMER FER DIES BER ARS 
ELSCHOE. PSCAUTHUA hoe 
AYERS, WARE, 另外 前 山区 
也 包括 部 分 的 南山 系 老 地 悍 , 它 们 都 是 因 断 层 上 
F SERPS HU EH 闻 ， 黄 羊 河 与 杂 木 河 问 的 冬青 
项 就 是 一 个 非常 明显 的 例子 。 

前 山区 黄 士 分 佑 广泛 ,但 它 分 佑 的 高 度 很 少 
有 超过 2,200 米 的 , 这 和 黄 上 高 原 黄土 分 伤 的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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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IT TW. 

PAELLA PERIENCE, See 、 
HW AAT SEAR 300 YR, OAR. 7K, 

而 深度 则 法 五 .六 百 米 。 小 型 的 瀑布 很 多 , PEE 

SBA AT KB RE KEE, 都 在 不 断 

-上 升 中 。 

前 山区 河谷 两 岸 都 有 明显 的 阶地 存在 ,而 大 

以 与 走 睛 平原 接 蚀 的 谷口 为 最 明显 。 河 流出 出 后 

随 戎 地形 的 开展 ,阶地 也 呈 弯 己 状 辐 两 侧 伸 开 , 由 

基 这 里 的 河流 都 是 西南 -东北 辐 站 列 , 且 两 河 相距 

均 不 远 , 因 此 甲 河 右岸 向 右 开 展 的 阶地 与 乙 河 左 

岸 向 左 开 展 的 阶地 很 快 就 碰 了 头 , i 果 在 甲乙 两 

河 问 便 造成 一 个 非常 标 式 的 "围场 式 阶地 "。 这 种 

情况 以 杂 木 河 与 南 营 河 之 问 发 育 得 最 为 典型 , 因 

为 这 两 条 河谷 口 间 的 赴 各 距 高 只 有 12 公里 ,其 他 

二 河 闻 也 有 类 似 情 驶 ,但 大 部 分 为 二 河 闻 葡 mh 

滞 谷 的 侵 便 作用 所 破坏 ,因而 恰 廊 不 显 。 

在 南 营 河 与 杂 木 河 癌 园 声 式 的 阶地 中 , 从 下 

而 上 可 分 为 如 下 四 竹 : 

河面 1,780 米 

一 攻 阶 地 1,795 米 
—Port 1,810 米 

pe 15k eS BB 
拔河 302k NS ab 

三 圾 阶地 1,860 RPO AK AMT HL 
PU Bh 1,9202% WILK MANY AT HA 
42 FERRI (ZRARY-5 HEF AIT) 拔河 400—500 米 

bites BART Breas A Bie BS 
近 的 黄河 阶地 及 青海 享 堂 附近 的 大 通 河 阶地 都 相 
同 , 菠 明 这 些 地 区 近期 地 壳 上 上 升 的 规律 是 一 致 的 ; 

但 阶地 拔河 的 高 度 都 不 相同 , BE 明 它 们 上 升 的 幅 
度 有 差别 。 AT PA Lig, 我 们 特 把 兰州 黄河 的 
阶地 分 列 如 下 : 

黄河 河面 1,500 米 
— YH “1,515 kK 

二 儿 阶 地 1,575 米 

=m 1,650 米 

四 向 阶地 1,720 米 
ALM Ss tb AR 拔河 550 米 

3. URIS 较 大 的 山 并 谷 谷 地 有 商 羊 
河谷 口 以 上 的 张仪 堡 谷地 及 黄 羊 河 以 东 大 沙河 上 

HbA aah, 张仪 堡 盆 地 袖 二 、 三 公里 至 四 公 
里 ,长 17 ASS GRAIL ALTA FEL 

拔河 15 K 

拔河 75 2K 

拔河 150 米 

拔河 220 米 

BA SR 

EAS ARE 

MAS MPRA 

PETS OP TAME 

1958 年 

一 公里 , 长 达 20 公里 。 盆地 技 海 高 1,900 米 左 

右 , 盆 地 底部 平坦 的 地 区 为 水 田 区 , 盆 周 山坡 为 旱 

田 区 ,二 盆地 各 为 一 自然 乡 , 是 山区 人 口 密集 的 地 

， 洪 什 平 原 区 ”分 佑 在 前 山区 之 北 ,， 呈 明 

Phys Bh, HER BUS 

3K 20 公里 以 上 , ARTATSADDL A+AR, HRB 

加 前 与 向 左右 均 有 明显 的 坡 角 , 两 浴 积 局 相交 处 

RARER. HR 扇 以西 营 河 洪 积 局 为 最 

大 , 杂 木 河 次 之 , 黄 羊 河 与 下 滔 河 二 浴 积 扇 闻 优 明 

RHR, 南 营 河 洪 积 局 最 小 。 不 登高 不 能 见 全 

Si. 这 里 与 玉 门 澡 区 相反 , 洪 积 局 上 全 复 有 厚薄 

AMEN NS, TERA HM 0.3 一 0.5 Kk, ie 

RAST. FAK, RE TERT EBT 

WAK—BGEA DEE T BSD TBH, BW ARAR 

河 与 黄 羊 河 问 及 南 营 河 与 西 营 河 之 闻 , 均 AAS 

/\ TN BER ACREGE, ARE HS PBS SUK. 

BOR ER AR RS Se, 因 . 而 显得 

{8S PANZANO th 

概 在 一 公里 以 上 。 HARRIERS, 因而 河床 当 

渠 床 的 面积 非常 大 。 

AA aH KAA LRA, 因 HELA 

a 区 显得 优美 。 

5， 冲 积 平原 区 分 仿 在 洪 积 区 以 北 ， RSA 

里 沙漠 以 西 及 红 上 岩山 与 黑山 头等 饥 状 一 以 南 的 地 

区 。 它 的 大 部 分 是 洪 积 局 边 糙 由 洪 积 相 分 轴 为 冲 

积 相 的 ,分 轴 的 原因 是 雨水 顺 局 面 自 然 坡度 下 沈 ， 

而 把 扇面 的 泥土 冲积 到 地 形 更 为 低下 的 外 烁 去 ， 

另 有 一 部 分 是 浴 积 的 , 只 有 奈 近 河流 的 部 分 才 是 

冲积 的 。 但 河流 摆动 不 定 , 因而 其 形成 也 不 是 单 

PLAY. 

PAPER A, baa HEM, 

{Hic Be HE fi SHAE THE HK 7)». Fa IPS TEASE 

Ww, WAKA TEA. CHEF 1), 

6. 流沙 区 EBV IIA, 但 河 

西 自 古 滔 河 与 黄 羊 河 会 合 处 起 向 南 直 至 国营 黄 羊 

“ 河 农场 以 北 , 也 有 大 片 流沙 区 , WT AAs 
由 大 流沙 区 主要 为 沙丘 钥 成 ,高 低 不 平 ,所 以 当地 

人 呈 作 沙 窗 ,例如 牛头 沙 窗 、 局 庙 沙 窗 …… 等 。 

本 区 主要 受 西 北 风 影响 , 所 以 多 形成 主 珊 成 

东北 -西南 向 的 沙 梁 ,另外 马蹄 形 、 新 月 形 的 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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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 但 不 及 前 者 规模 大 而 多 。 因为 流沙 

RRB EZ AR, 这 里 的 盛行 风 又 乡 为 西北 

风 , 因 而 水 丘 的 移动 对 农田 的 影响 不 大 ,但 郑 近 流 

WEP HA ABR Re" BAY. 

ea? PROS ERO 
eos SESS SAN AG 
SAS xX SRO Sd "GRY 

NES SXRD ata 2 oj) 一 BS 

[OS eee eres 12 0°s 220 if 

El 7 6 fil 

me, al! 

tk 

YQ 

EC Su 

LO 

SS 二 | 
前 山区 谷 盆 地 洪 积 平 原 洪 积 平 原 

(人 牙 为 伴 石 ) (二 为 土 届 ) 

流沙 区 

lal 1 

7. Bu 5 BUR “北山 延至 永昌 以 东 , 高 

Baw MRA HAR LI, BARA MOL 

AYSIU, RAT EI. FAS, PRU RRB PEE 

HY BT A, KARAT HER AB IME 

Ape, Mesh se EAI, PRIMAL AB 

RE, ARRAS RICE 
TBE K PIAL BEPFER KARE, 与 黄 

hER—E, UR KAA IERIE . Mi 

WAARA 3 FINRA AVERSA. AES LAE BE 

ATREHES. AMEE BH Ae 

FCB » THU AMA AEE. 

=. ARR BA 

石 羊 河水 系 呈 树枝 状 扩展 , 因 而 在 武威 灌区 

展 佑 的 面积 特别 大 , 河 网 的 密度 也 是 甘肃 走 麻 最 

大 的 一 部 分 。 这 种 情况 大 大 地 促进 了 灌流 事业 的 

发 展 , 只 武威 一 县 就 拥有 洪流 面积 140 余 万 市 亩 ， 
超过 了 黑河 全 流域 现 有 的 灌流 面积 。 武 威 灌区 也 

分 为 山水 区 与 泉水 区 , 效 分 别 述 之 如 下 。 

1 山水 区 内 的 

(1) PRR UPR, 发 原 认 部 连 山 之 
西 明 山 , 会 响 水 河 、 臭 牛 滞 猪 水 基 西 营 儿 出 山 , 正 

TAS. POT SRAM, 过 太平 误 称 北河 ， 

至 三 命 堡 会 大 石 羊 河 。 
西 营 河 在 农 港 时 全 部 水 量 引 入 灌区 , HE 区 北 

部 荡 水 复 行 露头 构成 沿 泽 , 称 能 爪 湖 。 熊 爪 湖 东 泉 
水 碟 集 成 流 , 称 为 南河 ,南河 亦 於 三 仿 堡 注入 石 羊 

河 。 西 营 河 全 长 124 公里 。 

根据 1954 年 西 营 儿 ( 西 营 河 出 山 处 ) 水 文 站 

的 记录 ,年 逐 流 量 为 4.528 (ZAG. 
西 营 河 在 山区 ,只 有 很 零星 的 灌流 区 ,每 一 港 

流 区 的 面积 都 很 小 ,居民 三 .五 家 至 七 、. 八 家 不 等 。 
出 是 后 河 分 左右 , 向 右 分 流 者 有 前 三 时 2”( 头 塌 、 

二 塌 . 三 塌 )、 大 小 二 塌 及 三 .四 -五 韦 ; 向 左 分 流 者 

有 黄 家 党 沾 、 和 经 山沟 、 小 二 塌 及 六 塌 。 全 部 潍 流 面 

积 31 万 市 亩 ,为 武威 第 一 大 河 。 
(2) 南 营 河 = SWEPT, eZ 

RRL, BSE SLs EAE ARIAT 
FATHER DRAB 5 PH 支 经 武威 
城西 后 改称 清水 河 , 二 河 於 何 家 堡 附近 复 会 合 称 

LORS ,在 于 家 浒 会 白 塔 河 ( 亲 木 河 与 黄 羊 河 会 
WGA Rh), WALES ea RE, PTF 

河 全 长 102 AM, HEA 1.5 (L024. 
MEM CUA BAAS RAE 

PL TTC REE MILD EN» WE PS BADR 
营 田 ( 西 营 亦 同 )。 南 营 河 出 山 后 , 河 以 左右 分 , 左 
有 头 场 .二 韦 、 三 塌 、 四 声 ̀ 五 场 、 六 场 、 七 塌 等 七 个 
场 ; 右 有 长 流 滞 . 头 时 二 塌 、 三 场 、 四 场 ̀ 五 场 等 六 

个 声 。 全 部 灌流 面积 共 14 万 市 亩 ,是 武威 最 小 的 

1) RGA GE HAY AOL (TUE) ,第 二 娄 呀 畦 ( 支 汇 ), 第 三 禾 叫 毛 渠 ( 序 直 接 引 水 人 田 的 小 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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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 河 与 最 小 的 一 个 灌区 。 
(3) 杂 木 河 “发源 蕉 部 连 山 之 车 输出 ,东北 

流 基 于 队 崖 峡 出 口 。 出 山 后 水 流 分 散 , 七 塌 为 正 

流 ,在 陈 家 桥 堡 与 黄 羊 河 会 合 后 称 白 塔 河 , 再 经 下 

MKF AEF RBA EIT, SE 134 公里 。 
根据 杂 木 寺 1955 年 记录 , BATA 

3,126 AG. 
ZIM MLS Evi RR ARAB 

EGY 31S aS BS 

49-5) Eo 7M Ze REPLI N26 万 市 

H, 水量 与 灌流 面积 均 占 第 二 位 。 杂 木 河 的 部 分 
河水 现 已 引 到 黄 羊 河 洪 积 局 上 。 

(4) 黄 羊 河 ” 发 源 故 趣 连 山 之 磨 榜 山 , 东 北 

RSE SEE. RK, KTR DEAE 
Sb FSAI woe a HALL, ALA PRT ARE RAR REA 

地 会 人 杂 木 河 之 大 七 塌 ( 正 流 ), 全 长 105 AM, i 

古河 床 

120 公 里 

图 2 

据 水 峡 口 水 文 站 1950 一 1955 年 记录 , 黄 羊 河 

AYRE AA 818 AG. | 

BATTLE A APA PARA IME— 1 die, 

KB/S EERE. PASE KC , PAR 

西 二 大 干渠 , 东 干 渠 复 右 分 为 一 ̀  二 < 三 支 汇 , 左 分 

为 四 ̀ 五 .六 七、 八 支 渠 等 五 渠 , 包括 张仪 像 盆 地 

在 内 , 黄 羊 河 全 部 说法 面积 有 22 万 市 军 。 

黄 羊 河 潍 区 之 北 是 区 内 最 大 的 芳 地 区 , 据 初 

步 估计 面积 多 有 25 万 市 亩 左右 ,相当 基 足 勤 河 现 

有 的 全 部 洪流 面积 。 水 源 能 获得 解决 ， 发 展 前 途 

-非常 远大 。 同时 这 里 还 是 未 来 的 大 型 都 市 区 , 计 

划 蓄 已 开始 基建 的 黄 羊 市 就 在 这 里 。 
2. 泉水 区 。 分 仿 在 山水 区 的 北部 , 在 地 形 

类 型 中 只 估 冲 积 平 原 区 的 一 部 分 , 另 一 部 分 仍 为 
山水 区 。 朱 水 区 的 新 多 地 方 实际 上 都 是 山水 与 和 
水 混合 区 ,根据 武威 县 人 民 委 员 会 的 资料 , 录 水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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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有 14 个 乡 , 而 属 纯 泉水 区 的 实际 只 有 南 个 

Y HAR 42 个 都 是 山水 与 泉水 混合 乡 。 

泉水 区 拥有 全 部 洪流 面积 40 余 万 市 亩 , 约 为 

员 水 区 潍 流 面积 之 全 (山水 区 沾 流 面积 共计 -96 万 

市 亩 )。 

武威 浴 区 中 二 地 的 利用 程度 是 甘肃 走 睛 中 上 比 

较 好 的 一 个 区 域 ,这 里 最 天 的 荡 地 只 有 两 块 : 一 为 

武威 西 面 的 太平 BE, MASA Aa At 

荒地 ,其 他 薄 地 面积 都 不 大 ,而 且 巾 数 由 不 乡 。 原 

因 与 石 羊 河 支流 呈 树 枝 状 辐射 有 影响, 另外 开发 

管理 经 营 好 也 是 主要 原因 。 前 述 二 大幅 荡 地 

就 是 今后 农垦 的 场所 。 

四 、 存 在 问题 与 开发 远景 

武威 灌区 存在 的 最 大 阅 题 是 河水 的 年 变化 太 
天。 如 果 今 年 和 季 雪 少 , 前 山区 汉 有 积聚 大 量 的 
雪 , 那 么 列 年 春季 的 河水 就 一 定 很 小 , 直 提 夏 季 老 

MIR EAE ICS, 河流 才能 恢复 正常 水 量 。 这 
AREAS HIRE NGAI TIA 说 都 是 一 样 的 ， 
但 对 灌流 的 影响 而 论 ,武威 滞 区 就 显得 特别 严重 。 
其 原因 正 是 河水 的 利用 程度 高 , 一 年 内 除 秋季 洪 
水 外 ,天 部 份 时 间 的 河水 全 部 引 太 灌区 ,因此 河水 
一 旦 沽 小 (特别 是 春季 ), 影 响 很 大 ;其 他 各 灌区 还 
没 发 展 到 充分 利用 河水 的 程 BE, 因而 河水 的 减 小 

对 “ 武 戚 的 地 形 和 水 系 ” 一 文 的 和 充 63 

就 不 会 像 武 威 琴 区 一 样 感受 着 严重 成 腑 。 

(ES) HU 7K ANCHE IAS 道 , 对 保证 这 

一 区 域 的 二 地 灌流 用 水 起 很 大 作用 。 

前 面 已 经 谈 到 武威 灌区 的 大 幅 芜 地 多 有 25 

万 市 亩 左右 ,分 伤 在 黄 羊 河 浴 积 局 的 外 乡 , 这 个 面 

Piet TRAPS Be, 黄 羊 河 目 

前 已 经 是 新 式 渠道 ,河水 的 利用 程度 高 ,因而 很 明 

显 借 黄 羊 河 的 水 来 开发 这 一 区 域 , 忍 EA PME 

的 , 何 驶 这 里 又 是 一 个 新 建 中 的 都 市 , 将 来 工农 

SE. HS 市 居民 等 的 用 水 一 定 远 远 超过 黄 羊 河 的 儿 

如 何 解决 这 一 问题 呢 ? PRAMS BER 

AA MBPS, 有 关 方 面 导 已 想 从 别 的 河流 来 获 

SIN, 位 巩 盐 连 山 中 的 大通 河 是 支援 黄 羊 河 的 

生力军 。 大 通 河源 远 流 长 , 根据 建城 水 文 站 的 记 

录 , 大 通 河 年 平均 逐 流 量 达 35.61 亿 公 厂 ,超过 黄 

羊 河水 量 十 九 倍 。 但 大 通 河 全 部 流动 在 高 山 深 谷 

中 , 除 恋 涪 姻 城 、 蹇 街 几 个 小 盆地 外 ,， 别 无 任 何 抽 

FH APRS EE PZT, PES | A DA 

BiE , ie--/ MAS AA 和 

根据 获得 材料 看 , 大 通 河 河 水 外 返 最 近 的 就 

是 黄 羊 河 , 据 云 数 十 公里 的 除 道 就 能 把 它们 连接 

起来 ,但 到 目前 为 止 , 还 缺乏 正式 勘测 的 材 类 5 而 

有 关 部 门 早已 为 这 一 俐 大 理想 的 实现 开始 工作 
了 。 

”对 武威 的 地 形 和 水 和 " 一 文 的 补充 

Rf F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 完 所 ) 

武威 县 面积 根据 在 五 万 分 一 地 形 图 上 量 算 千 
果 为 6,690 GAB, 共 中 36.8% 为 山地 (参考 附 
EY). 

Zr HWY MAE A PEP) ZR te 
Fe. 顺 坡 而 下 大 体 可 分 为 四 带 , OO: 部 连 山 岳 带 

” 哇 图 又 根 据 五 万 分 一 地 形 图 艇 制 。 

(包括 上 妇 所 述 的 “ 老 山 ”和 “前山 ”7、 确 石 冲 积 局 

带 ̀ 河 西 走 麻 平 原 带 和 芝 古 高 原 沙 并 带 。 

TB EE ee, 因 此 发 源 在 这 里 的 

河流 还 不 少 。 弯 河上 涂 穿 行 在 妓 山 之 间 , 春 、 和 夏季 

山 续 积 雪 融 化 之 后 和 夏 、 秋 季 降雨 之 后 , 水 流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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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 ;区 而 秋之 把 河床 切割 很 深 , 成 为 峡谷 形式 。 一 
HY FFA ADE, SR BEAD ER, TPR BY DPD 

BBM AMAL, BAM BUBCRUIT) 
BAS PPA nao a Oh eT es A 
He, ATMS — AA A ARPS 
100 AM, 7? 5 一 20 AMA, 52.7.9, 12,18 

Me AVACEB, $5 3.8.17 区 的 中 部 ,第 1.5.10、11、 
15 等 区 的 南部 , 都 属 亦 这 一 冲积 局 带 2。 它 的 外 
焰 便 是 平原 地 带 。 

aN 

RUT 1 Waa BS Re 

PPR SEH EEE LIES F 陷 的 地 情 ， 
PREPS AAW, Lae PURER, se 
THERE, HUTA, SE BSL A 
SeCPE DIE KUT 2). SRAM SES GH 
RH AE BR, 所 不 同 者 , ERC 
因为 拨 近 四 区 冲积 局 , 雪 面 为 近代 冲积 物 复 善 ,而 

Fey 2 Haye) Ps RS SE BELL 

FANS DUM AIZEN TR” — SCAT FE 65 

URS EMER 物 , 大 部 分 为 流动 沙 应 

ESE, 局 部 地 区 则 旦 戈壁 景象 。 如 由 位 居 平 原 

中 心 的 县 城 出 发 , 西南 行 10 AMEN, 东北 
行 15 从 里 部 太 沙 漠 。 沙漠 分 伤 在 14 KR 4, 16 
区 的 东部 ,多 估 全 县 着 面积 的 25.1275。 
武威 深 处 内 陆 , 远 离 海 洋 , 气 候 比 较 千 旱 而 多 

恋 。 一 年 之 中 冬季 漫长 而 严寒 ,夏季 短促 而 炎热 ， 
过 渡 性 的 春秋 二 季 , 亦 是 佚名 即 逝 。 根 据 县 城 的 
气象 记录 ,最 冷 月 (一 月 ) 平 均 温 度 为 -7"C ,最 热 
月 (七 月 ) 平 均 气 漫 为 22.4"C ,年 较 差 和 日 较 差 都 
很 大 。 平原 地 区 常年 初 霜 见 长 十 月 上 句 , RTL 
HOD Ha), MEMES 195 天 。 FEHB 
REACT, ARTA 100 天 。 无 论 山 地 或 
平原 ,基本 上 一 年 只 能 种 植 作物 一 季 。 

BARRE AIS LL) he SRI BE, 大 致 平原 
地 带 CEL, 海拔 1,580 米 ) 年 平均 降水 量 仅 
123.3 毫米 , 山 檀 冲 积 局 地 带 (如 卷 接 本 县 西部 的 
青海 启 源 县 皇 城 涨 , 海 拔 2,770 米 ) 年 平均 降水 量 
Fy 377.3 毫米 , 而 高 3,000 米 以 上 的 郝 连 山地 则 
年 降水 量 可 法 400 毫米 以 上 。 在 山 巷 地 带 两 涅 较 
多 ,还 有 进行 旱 农 耕 作 的 可 能 , 在 低 平 地 区 , 雨量 
稀少 , 农 作 非 傅 舍 灌流 不 可 。 年 雨量 的 8096 以 上 
降落 在 6 一 9 月 四 个 月 内 , 大 部 到 集中 在 七 、 八 两 
月 。 年 雨 变 率 可 法 40% 以 上 ,所 幸 灌流 水 源 主要 
爷 输 基 雪 水 ,影响 不 大 。 

县 内 所 有 的 河流 都 局 基石 羊 河 水 系 , ERE 
4 T EAA DIPS ,胭脂 山 以 东 的 流水 ,主要 的 源流 
BN, APE PSE AD BET, ARIA, ess 
河 、 西 营 河 及 东 大 河 (大 部 在 永昌 县 境 )。 它 们 由 
APPEASE, 奔 向 平原 , 轻 过 冲积 局 地 带 时 ， 
因 河 床 潜 漏 及 两 旁 农 地 分 水 引证 关系 , 北 流 不 到 
20 父 里 便 成 了 干 河 洽 。 每 年 只 有 在 多 两 的 夏季 ， 
TUBER YE, AP 能 通过 实 瘟 的 地 表 河 床 一 直流 到 下 

游 ,这 种 由 山上 直接 渝 下 的 水 , 包 作 山水 ”。 在 平 

和 营 时 期 则 正大 地 下 的 水 成 为 次 流 , AT ARP AR BA 

PRAVS AIST. BALA 5 一 10 米 , 直 到 冲积 局 和 

平原 的 交界 处 再 少 出 地 面 ， 这 种 水 看 来 是 由 地 层 

中 流出 , 称 作 RAC CUT 3) 0 FE, UIzKAAR ZK 

有 不 可 分 的 关系 。 任 何 一 条 河流 在 山地 是 正常 状 

1) 作者 在 1955 年 夏 调查 时 ,武威 全 县 共 分 为 18 PK, 1956 年 床 区 改 乡 。 现 在 全 县 共 共 为 38 TY, 其 中 共 作 
IRMA 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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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经 过 冲积 属 时 表面 为 于 河床 而 底下 有 语 流 ,一 

大 平原 泉 水 谣 出 , 河 醒 中 双 恢 复 有 流水 。. 例 如 古 

WAIT TEAS PALA 5 BEE RAR 

露头 后 合流 成 白 塔 河 ; SAL Ss 

河 ; 而 西 营 河 和 东 大 河 的 盗 沪 再 露 后 配合 成 北河 

照片 3 TEBE KARA” 

(EINES). DLLME kA. RHE 
界 处 ,先后 虑 流 成 石 羊 河 , 北 流 大 民 勤 , 最 后 消失 
AEA Se. 

Ani HAART ACAD, 99 48 月 
APE EA BAHL SS LEASED AL, 因此 
AAA) SAAS AE, 畏 天 丽 日 光 
照 强 烈 则 水 大 , 反之 则 水 小 。 7 一 8 月 是 多 雨季 
节 , 流 量 最 大 ,平时 的 干 河床 中 这 时 大 多 充满 也 
Ke 比较 短促 的 河流 随 着 下 雨情 况 的 变化 , 往往 
水 位 亦 一 日 数 变 。 9 月 以 后 ,山地 降雪 不 降雨 , 流 
pS. 到 十 一 月 中 名 开始 封冻 , 直到 次 年 
三 月 下 名 才 开 冻 。 泉水 河和 候 的 水 量 比 较 稳 定 , 每 
年 立夏 前 后 (五 月 上 名 ), 上 游 开 始 引 溃 , 而 山水 来 
源 不 多 ,地 下 水 位 降低 , 流量 开始 变 小 , 到 夏至 前 
后 (六 月 下 名 ) 流 量 最 小 ,此 后 则 山水 洱 到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流量 又 逐渐 堆 加 ,即使 在 地 下 水 位 最 低 时 
亦 不 致 断 流 。 

表 1 水 文 情 况 表 

年 总 流量 | 年 平均 | 最 大 流量 | 最 小 流量 | KA 

河 流 

最 小 含 灌溉 面积 

HH 根 据 
(FH) 、 

一 — | Byker, HA | «170 (AR 
FERIA) 

6.0 | 0.03 ere pai 180 

19.8 | 0.52 -水 站 102- 300 

二 — | (估算 ) 130 

46.2 | 0.00 | 山 只 明永 区 站 1954 年 | 400 

0.5 0.00 | (估算 ) 160 (Ki 

在 永昌 县 ) 
65.8 |<0.10 — (X ROE EARS A 

FF RUSE ) 

总 的 褒 来 、 山 水 水 量 较 多 ,泉水 水 量 较 少 , 全 

县 所 有 水 谈 地 (FH 1,460,700 亩 ) rH 72% 由 山 

THEE, 28% HOKE. 山水 区 为 主要 沾 区 ， 

泉水 区 为 次 要 滞 区 。 但 泉水 一 年 四 季 水 位 变化 

A), HARES EH SE, TH A RAKE ARENA FG) 

的 土司 较 厚 .土质 较 好 , FEE A, 因此 人 

WBA 75.) SBA A, PEELE 

RM. IA AH eA EE ABA OR 

HISD, IER ASEM, AVETT ARE, PH 
cn BretePi—ay, BAYA A RKE, 西南 

为 山水 区 , 大 AAG wy BEE AKAN RAK AYES 

地 带 。 全 县 十 八 个 区 之 中 , 第 14、16 两 区 为 纯 泉 

水 区 ;第 1.4、.5、6 区 泉水 为 主 、 山 水 为 辅 ; 第 10 区 

山水 为 主 ,泉水 为 辅 ;其 余 各 区 全 是 纯 山 水 区 。 

展 连 山地 原先 拥有 相当 前 茂 的 原始 林 , 但 在 

PETAR SH An SHAT 煤 、 探 金地 点 已 被 砍伐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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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只 有 在 交通 不 便 人 跌 罕 至 之 地 还 保留 良好 的 

林 相 。 佑 计 本 县 西南 部 山地 森林 面积 移 345 GA 

里 ， 个 全 县 总 面积 的 5.295。 树木 种 类 以 粗 叶 云 

A. HG. WT EZ, BES UE WEBB. 

MT) RERAZ. Hepat EE 

AURA, 各 种 树木 的 垂直 分 佑 差别 很 显著 , A 

” 致 是 : 

3,500 米 以 上 : 灌 六 及 高 山 草地 。 

3,000 一 3,500 米 : 多 云 杉 、 检 得、 弃 柳 。 

2,500—3,000 米 : 4242 AHA EG ALPE 

2,000—2,500 K: 4) BE Ui. UIE. 

FRE. 

RDFA. WALA 白 杨 、 梧 桐 之 

属 ,但 都 不 成 材 。 沙 丘 地 区 多 红柳、 咯 驼 刺 、 析 柜 、 

WR EL REESE 

山地 和 森林 被 严重 破坏 后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倪 使 

PsA SR we 少 , 这 也 是 近 数 十 年 来 河西 走 硝 水 源 

昌 感 不 足 的 原因 之 一 。 

本 区 气候 于 燥 , 气 盟 变 化 剧 开 ,物理 性 的 豚 解 

BBE EE BEI KAYE SK. 化 学 隆 的 风 

化 麻 溶 作用 及 生物 成 芋 作 用 都 比较 微弱 。 县 内 各 

种 二 到 的 分 佑 : 在 圳 严 山高 处 有 高 山 草 原 AEs 在 

2,000 一 3,000 米 的 山 蕉 地带 有 栗 征 十 及 棕 全 十; 

在 2,000 KL FAYE ARS ARTS 5 Ze 东北 

Thy Aba AAR OR a Ae 

PRE AAA GNI EZ, 在 Fae LEAD is Hes 

BAA. ; 

ae Tee EAL, 是 一 种 

i SFA Bs EE, BY REY, AC HE 

Seat DEAR, SMPTE LARS A 

ZAR, 表土 常 为 黄土 组 成 , 生 长 草 类 及 港 

A, 腐殖质 含量 1.5 一 29%5。, 部 分 已 开 脏 , 可 种 春 

WW KATH RPE BES, 763,000 米 以 上 

. 则 地 高 天 塞 ， 多数 作 物 已 不 能 成 长 , 仅 有 DHE 

XAT. 

HDF IARI ALR A ERE, 石灰 质 淋 

Wa AY) AT APE BK, BRR ee 

0.8% LF, AHIR, AR EE 

ARIS LY FSR Ph, “RAB 

ATA”, 色 深 灰 , 含 腐 殖 贤 较 多 ,有 显著 的 困 粒 

BE. OER KS), 肥力 高 , 种 植 任何 作 

物 部 使 上 娄 不 多 , 亦 能 生长 很 好 。 是 本 地 第 一 等 
土壤 , 分 伤 在 地 势 较 低 的 泉水 区 较 多 。“ 黄 十? 双 
名 “ 平 七 ?, 色 灰 棕 ,构造 不 显著 ,不 易 透 水 , 灌 恋 后 
BAKAHE FER LARK BL”, HAM, 
UKE Duty EEK, 

DEE EAH BRR. oP CET J] TVA SLB EK 
ASL AY OH, HARTI, Fe EERE RE. 
AGH, RAR a He SPINE $F 
Dak AHL, AE FSI AN K BEARS, REA HE 
AOE WY APA DE REE. 

Vb AW ARTS REEL, HEGEL 
Ze ASE EES: DSI UNE 0 
Zeb FN SRUS RAK, WRT SL 0.1— 
0.5% ,农作物 不 宜生 长 。 

本 县 各 类 土壤 一 般 缺 乏 有 机 质 , WY 力 不 足 。 
二 后 厚 少 各 地 差别 不 一 ;大 概 和 泉水 区 土司 较 厚 , 一 
般 在 0.5 一 3 米 上 下 ; 山水 区 较 少 ; 东北 部 沙丘 区 
SE. EAHA TE AE PEAR HARE ADE 
失 , 容 易 促 使 十 壤 干 旱 APP RPE. REZ. 
FRA BH SN MAEVE. ECAR 
不 良 , 容 易 促 使 起 大 ,卵石 则 读 水 后 沙漏 过 快 , 只 
有 备 沙 能 保持 水 分 , 且 不 易 超 碱 ,对 於 作物 生长 最 
为 有 利 。 

全 县 土地 利用 情况 , 大 致 耕地 估 总 面积 
(6,690 平方 公里 ) 的 2595, 草 地 估 7.495， 休 地 估 
5.295, 余 外 山地 估 36.8%, 沙漠 估 25.195, Te 
450.5%, 草地 之 中 大 概 有 80% 左右 是 可 耕地 
(Hott TER 2.396), 在 获 得 水 源 的 情况 下 可 以 
7S. 
已 覃 地 之 中 63.2% Ja7kBEMb, 9.79 Failalak 

地 , 11.89 为 山 旱 地 , 15.3% 为 川 旱地 。 山 旱地 
分 优 在 第 9.11、12、15、18 等 区 冲积 局 上 。 川 旱地 
则 分 佑 在 主 河 下 游 平原 , 在 作物 生长 季节 佐 水 可 
用 ,但 在 冬季 可 利用 上 游 余 水 涛 地 ,翌年 春 冰 消解 
就 开始 播种 , 往 后 全 壮 雨 水 ,在 洪水 较 大 的 年 分 偶 
尔 可 谈 到 一 些 水。 因此 所 计 川 旱地 亦 赤 非 道 地 的 
川 地 , 不 过 不 加 正规 滞 谈 而 已 。 各 类 耕地 因 水 源 
不 同 ,农作物 产量 亦 有 差别 , 卖 2 WISE, 

县 内 各 区 因 自 然 条 件 不 同 .开发 历史 有 迟早 、 
水 利 情 况 不 一 农业 生产 亦 多 差别 ,因此 人 口 分 伤 
大 有 出 大 , 获 选 择 几 个 代表 性 的 区 列表 3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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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54 年 各 类 耕地 粮食 作物 单位 面积 重量 比较 ( 斤 / 襄 ) 

we | 小 # | zee | 其 他 # wf 

泉 ”水 - 地 279.5 1376.4 212.7 
出 水 地 249.3 1344.8 197.3 

时 地 130.5 1002.6 "441.2 

( 平 均 ) | 247.0 | 1342.3 195.7 

| 面 积 | Anse | 每 一 安民 得 耕地 
=) Gg al | a | ( 方 公里 ) | 《人 / 方 公里 ) | (i) 
第 七 区 出 区 19 ,973 2,253.4 8.9 3.9 

第 十 四 区 37,389 1,612.3 14.3 2 2.2 

第 十 区 my hey 24,359 68.5 355.6 3.9 

第 五 区 ily 3k PS BE 36,524 74.8 488.3 2.9 

第 一 区 HER. Aik K 37,887 Te 528.4 1.7 

第 十 三 区 区 49,020 3.1 15,812.9 一 

a 县 Fe | 577,394 | 6,690.4 | 86.3 3.2 

seh SR MS AER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的 作用 

ik ee 
(北京 大 学 地 质地 理 柔 ) 

内 蒙古 自治 区 中 西部 和 填 肃 银川 专区 是 我 国 干 星 区 域 的 一 部 分 , 这 里 的 景观 由 草 

J, “FOX RRO eR ee, 因此 外 营 力 一 一 风 在 这 里 地 形 的 形成 上 起 着 相 ， 

- 当 重 要 的 作用 ;在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大 量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风 成 堆积 地 形 , 从 大 家 加 见 的 砂 丘 ， 

到 很 少 人 注意 的 小 地 形 , TF HEHE (图 1) 等 。 根 据 我 们 这 艾 观察， 我 们 说 为 所 有 这 些 

* 作者 於 1956 年 6 一 7 月 在 甘肃 银川 束 区 ,内蒙 巴 彦 漳 尔 盟 东部 ， 男 尔 多 斯 东北 角 ， 河套 行政 区 , BPM aA 

西部 边缘 ( 集 二 线 ) 及 南部 边 尹 , 平地 朱 行 政 区 , 张 北 盆地 进行 了 为 时 工 个 牛 月 的 考察 ,本 文 是 根据 这 次 考察 

所 收集 的 资料 加 以 概括 而 成 。 由 从 主要 是 利用 汽车 ` 包 行车 ， 甚至 火车 进行 极 粗 槛 的 路 线 普 查 , 而 只 有 在 个 

别 地 点 才 进 行 比较 详 苯 的 描述 工作 ， 因 此 错 辟 一 定 很 多 , 希望 大 家 指正 。 作 者 在 西部 工作 时 是 在 王 力 棵 先 

和 指导 下 进行 的 ,本 文 有 关 地 植物 资料 是 由 中 部 同行 者 王 胃 涌 , 陈 山 等 同志 供 给 的 2 th Ph BEER Md as AP 

Sy $6, HE AS Fe) th PPS ASE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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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 RRWE HYG wz, HSE (Pacturemsuocrs) 是 起 了 一 定 作 用 的 ,上 且 所 有 这 些 风 成 堆 
积 地 形 是 整个 发 育 过 程 的 不 同 阶段 的 具体 表现 而 已 。 此 时 , 它们 的 分 谷 具 有 一定 的 地 
带 性 , 站 与 当地 景观 地 带 存在 着 密切 的 关系 。 

ae, 

ARR HE WIESE ALT AE LA 
HEHE HE UIE ARIE AS, ‘ED thi TE DB AH 

Fs LKB, VIVEK ESB) 1 一 2 米 高 , 形状 一 般 为 圆 形 , TT EAT, HE 
生长 在 地 面 的 , FUT ay AS YR i OSE AEA HET LAS PT IE eB 

As KA SHE HE EA) BEA ZAR IA IL 
1. AV REHE (13) 1): 2 — PUD HIE hi FE LA SEAR ABLE (Stipa, 

Cleistogenes, Agropyrwm 等 属 ) LABS BAAN AS AYA AD EM 4 EMD i 

PRP HOT SAE LS fk, 一 方面 又 把 风 砂 阻挡 下 求 。 A eee SAE A BE 
一 些 突出 地 面 之 上 的 圆 形 小 堆 , 高 度 从 几 厘 米 到 十 几 厘米 。 大 家 都 知道 从 草原 向 荒漠 
地 区 赫 赤 的 过 程 中 , 草 类 乏 渐 获得 了 旱 生 的 特征 ; 单 生 草 类 估 优 势 逐 渐 被 半生 草 类 估 优 
势 所 代 蔡 。 禾 本 科 草 类 除 此 以 外 ,还 具有 下 列 特 有 规律 ,由 走 葡 及 下 半 估 优 势 还 渐 转 化 
ye AR EEA OE ESOS PARIS BA I 

BEERS, WELT, MONA SLTEBIE WY, WLC AO Ae A TOUR: 但 是 另 一 方面 由 
藕 植被 复 盖 度 及 水 分 的 减少 , 风 负 作用 也 水 渐 加 强风 砂 的 来 源 因而 加 多 ， 这 就 使 得 草 
SHE KA SAFE RT EE HE HK TK, 

(1) Stipa BBs) ai eH (2) Cleistogenes Hy) SigHE 

fal) eSEHE 

2. AHEAHE (lal 2): SESE WHE ACC Tanacetum, Haphophyllum, Piilotrichum 等 属 ) 

Als SAP HE ARS A OTE J TIE BB gS 10 一 20 厘米 的 堆 状 小 地 形 。 

小 草 闵 堆 和 小 灌木 堆 合 称 为 小 草 半 -灌木 堆 , 这 是 风 成 堆积 地 形 的 最 初级 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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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 ‘ hin 

(1) ANBACHEE SE ( EMT) ——F BR 

3. FOS ste HE (lel 3): 某 些 高 大 的 草 

类 (U5 Ni EFEEAS), PMR, 
ASAD ARERR, TATE REACT RHE 
可 达 几 十 厘米 。 TERRA, dada 
十 存在 着 有 和 结构 的 淀 积 层 ,在 潮湿 时 ,这 一 
JENS EE, Wb BLASER EG 

ko eS B NWF a, 这 一 土 层 便 强 烈 收 适 其 体积 ,由 让 
(3) Haplophyllum By BAEC 二 连 附 近 ) AE ERD Wahi (i 45 ALES LE WK FE 

图 2 HAR HE 出 蕉 地 表 上 , 而 缺 乏 慎 物 复 盖 的 地 区 则 向 
下 凹陷 ,因此 常 分 做 在 碱 主 地 区 的 改 发 草 半 堆 的 形成 除了 与 风 砂 堆积 作用 有 关外 , 碱 十 
的 这 种 性 质 也 当 起 一 定 作用 ,甚至 有 时 起 决定 性 作用 。 

(1) 长龙 草 准 堆 格 观 (2) DEE Res — Wepre 
(3 800 EE ) —3E (a8 5 FT SE AA) 

图 SACRE 
4. FWEAHE [ia] 4): 革 些 较 大 的 灌木 ,加 红 沙 (如 ololacpne Soongorica Ehrenb.)、 泡 

ih) (Nitaria Schobert L.). BM IRIR( Kalidium sp.) , 4 FORRES. MEAL. JL Seas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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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HE NER (ERE) 
图 4 ACHEARHE CAR PSE IN 5) 

Hb TE FA, FS PIE 18k ies ds 30 一 60 J GAD HE, TEAM AT HE ACI HU, J se I, EH 

TSE hab 5 ME EE a TOM TLE AHR ZI, HR LAE, PER 

ESP WHA “HE”, ACTER ORDHE, PBN PE” Bea SRM» TRL 

(88 BEIT Hs FE BE Hh, 
seen ay eae 

(2) 着 沙 堆 

(1) 沐 木 堆 和 灌 闹 堆 概 观 ( 王 奈 涌 摄 ) (2) 路 爪 爪 灌 六 堆 (前 图 壮 部 描写 ) 

5. HEXEHE (图 5): 征 多 大 灌木 堆 密集 

在 一 起 , 由 放风 的 堆积 作用 灼 和 绫 进行 ,常常 

可 以 汇 成 一 规模 较 大 的 灌 装 堆 , 高 度 可 达 

1 一 2 9K, ORE EME MT ph 一 种 灌木 构成 ， 

也 可 由 玫 种 灌木 共同 构成 。 
由 以 上 的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植物 在 

， 草 斑 - 灌 闭 堆 的 形成 上 起 着 非常 重要 的 作 ， 

: (3) sje) BG Ga eH FA, FUSES RAEN Se AE BORE REAP HEAR 

图 5 RESREHE ADA SSI UA 3) 小 灌木 , 以 及 在 砂 掩 没 下 具有 现 生 能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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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 此 可 以 把 风 砂 阻挡 下 来 , 形成 这 种 大 小 不 同 的 草 装 - 灌 闭 堆 。 具 有 这 种 作用 的 植 
物 可 以 称 为 成 地 形 植物 ,成 地 形 植物 所 形成 的 地 形 称 为 植物 起 源 地 形 。 相 反 的 , 另 一些 
植物 ， 如 一 年 生 的 获 科 草 类 和 人 定 灌木 ( 猪 毛 荣 属 ) 以 及 天 门 冬 等 ,其 成 地 形 作 用 便 极端 

不 显 。 就 是 同一 局 的 植物 其 成 地 形 作用 也 常常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ADO REG (Caragana 

microphylla Lam.) Fil bl hese HRFE 5b (Caragana przewalskit Pojark.) 几乎 到 处 都 形成 大 

灌木 堆 , 甚至 灌 闵 堆 ; (BPE SH ZG 儿 (Caragana korshinskit Kom.) 与 + Te OR FB 名 

(Caragana opuleus Kom.) 只 有 在 发 生 的 条 件 下 才能 形成 如 小 灌木 堆 一 样 天 小 的 堆 体 

Cf) 6)。 如 前 所 述 , 分 佑 在 碱土 地 区 的 草 慷 - 灌 闭 堆 其 形成 不 仅 与 风 砂 堆积 有 关 ，, 而 且 与 

碱 二 性质 有 关 , Ti EDLY RZ HIG EY. BEE HEHE Wo eA BS EA 

大 量 的 植物 根 , 食 料 丰 富 , ARAKI SS TESS BE , WE (Fo, RAE), Ly 

JES, EAP TES PB IGHE I he TRA A TB”. 

(1) SF BRS SHE (AK ARS BSE )— ERE (2) eh LEE AM 

图 6 PAPE BEE SA HEAY RT LE tis. 

As SS ESE MLW Be AE HEAR OS ASE EE HE A, A BRE ARAB OL EE OLA 
PK TT ELBE HA AA Wali LA BY HE AY ELSE PK PHS SARL HY Le aH aR 
HENS MERCK, POBUPRAE TARE AESZC HL 5 HELD HV ES FE BOK. PIN SEH BE HE SEBE 
的 土质 成 分 是 砂 , 这 就 创造 了 凝 千 水 的 形成 条 件 ,使 得 生长 在 草 站- 灌 装 堆 上 的 植物 获 
得 了 更 多 堆 堆 间 地 的 水 分 供应 。 由 此 可 见 ,植物 可 以 创造 自己 的 生境 条 件 WEE A 
创造 的 生境 条 件 下 影响 生活 。 然 而 这 种 有 机 质 的 富 集 作用 随 着 砂 堆 的 加 大 而 逐渐 消失 ， 
这 是 由 南 枯 枝 落叶 多 治 地 面 移 动 的 原故 ;同时 由 共 砂 堆 太 高 (2 一 6 米 ), 在 掩 没 时 ， 沙 堆 里 
的 湿润 层 上 界 虽 随 着 略微 异 高 ,但 仍 大 大 低 庆 砂 堆 表 面 。 千 果 , 植 物 获 基 苦 共 水 分 和 养 

1) 焉 土 的 成 地 形 作用 不 仅 只 琢 现 在 这 里 ,而 且 还 故 现 在 本 区 很 多 小 规模 碟 PTZ Lo 
2) (EA ALIE eR AEM SST Fy HE eo PE» ADS TT LE GAS A 

ATE WAAR A ARAL A T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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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AAR AE HEHE ATE ASAE HE, GL IE ALD IVR NII SS, LORIE AS EWE bw IEA 
本 区 草 闭 - 灌 闵 堆 除 按 上 述 分 类 外 ,还 可 按 其 土质 分 为 三 类 : 
1. 砂 堆 : 完 人 至 由 捞 砂 作用 而 形成 的 草 六 - 灌 半 砂 堆 属 之 , 土质 几 全 为 沙 粒 所 组 成 ， 

这 是 标准 的 风 成 堆积 地 形 。 
2. HE: 本 区 在 地 面 坡度 较 大 的 地 区 由 共 流 水 侵 鲁 作用 , 使 秆 植物 保护 的 地 区 突 

起 ,形成 一 种 类 似 灌 六 堆 的 假 风 成 地 形 , 由 巩 其 廿 质 与 原 地 一 样 , 蓄 且 常见 有 流水 侵蚀 
EE MAIER RARE, HATER PS, 但 分 伤 范围 极 窗 , RE 
本 区 典型 的 地 形 景观 。 

3. 砂 土 堆 : 土质 由 砂 和 十 组 成 的 草 装 - 灌 装 堆 属 之 , 此 种 草 装 - 灌 闭 堆 的 形成 途径 ， 
各 地 不 一 ,需要 进行 具体 的 分 析 。 

小 草 装 堆 和 小 灌木 堆 按 其 土质 而 论 应 属於 砂 芋 堆 。 

在 银川 平原 边 石 租 山 附 近 黄 河东 岸 岸 坡 分 伤 有 -种 特殊 的 砂 土 堆 , 这 是 一 种 流水 
. 侵 全 形成 的 十 堆 , 由 芯 再 轻 历 西 北 风 作用 ,在 其 上 复 盖 了 一 层 薄 层 砂 土 而 形成 。 

在 碱 证 分 伤 的 不 大 明显 或 明显 目地 地 区 (如 河套 行政 区 达 拉 特 后 族 劳 改 安 场 , 温 都 
Px GPA), 或 者 是 地 层 下 部 有 不 透水 层 粘 二 存在 的 不 大 明显 目地 地 区 (如 银川 
平原 平 罗 县 城西 的 潮 湖 安 场 ), 分 念 着 一 种 特殊 的 砂 土 堆 。 由 套 这 些 地 区 下 部 有 不 透水 

。 层 存 在 ,或 处 蕉 地 形 四 处 ,因此 在 这 里 每 当下 雨 时 ,都 有 积 水 现 象 发 生 , 沉 积 了 一 层 站 二 
物质 , 干 酒 后 ,一 些 得 土 物 质 秆 风 哆 触 , 仍 堆积 在 生长 在 这 里 的 灌木 或 草 装 附 近 , 日 久 便 
形成 了 草 装 堆 和 灌木 堆 , 甚至 灌 闭 堆 。 下 次 下 雨 时 ， 有 时 这 些 草 闭 - 灌 闭 堆 且 可 被 水 掩 
盖 , 东 在 其 上 复 盖 一 层 细 二 物质 ， AML AIS, 甚至 可 以 发 生 怨 裂 现 象 。 泡 
水 、 晒 干 . 风 蚀 堆 积 . 重 新 泡 水 ,沉积 外 十 物质 …… 这 些 作用 长 期 重复 进行 , 便 使 得 在 这 
些 广大 四 地 上 形成 了 一 -种 特殊 的 地 形 景观 ;在 平坦 的 湖 沉 积 表面 (其 上 略 有 色 裂 现象 发 
AE) 上 ; 突起 着 一 些 杂乱 乱 章 的 分 售 的 草 装 - 灌 装 堆 。 当 然 在 碱 七 地 区 碱土 的 成 地 形 作 
用 也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但 是 由 蕉 第 二 次 泡 水 , 水 平 的 湖 沉 积 , 常 使 由 碱土 性 质 引 起 的 堆 
间 地 小 起 伏 形 态 秆 掩盖 。 

€ az 

本 区 砂 丘 按 其 形态 ,基本 上 可 分 为 下 烈 五 种 : 

工 圆 形 或 购 圆 形 砂 乒 ( 圆 7 之 V): 灌 六 堆 在 有 利 条 件 下 , eI, 
度 加 天 , 植物 成 不 胜 风 砂 , 这 样 便 由 原 有 的 灌 装 堆 发 展 成 圆 形 或 懈 圆 形 的 砂 丘 ,高度 可 
达 5 一 10 米 ,这 是 最 原始 的 砂 丘 形态 。 从 理论 上 猜想 ,这 种 砂 丘 在 其 内 部 一 般 应 有 --- 灌 
HERA, H. OC. 坡 陀 别 多 夫 在 其 著作 “地 形 学 ”( 自 然 地 理学 ,第 二 部 ) 也 认为 草 装 - 灌 韶 
堆 可 以 发 展 为 砂 丘 ,而 形成 的 砂 丘 可 做 为 新 月 形 砂 丘 的 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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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EN 

fel 7 本 区 风 成 堆积 地 形 统 一 形成 过 程 ( 平 看 图 中 箭头 表示 气流 运行 方向 ) 
I. 小 砂 土 堆 ，a.。 小 灌木 堆 ，0. /NHE, Tl. ACRE, TIT. 大 灌水 堆 ，IV. HEREHE. 
V. Bestar it, VI. Bee ic(V,VI. Segoe ir), Vil. 新 月 形 砂 丘 。 : 

2. FAG IE (ITV 1): Roa HE BE MULE 47, Ee SE mes TY PELE 
JAE FES Ae BS BAT iy J US ke, a eS TL FE AT JZ DE JE BAR 
Be D> , LATE FE a EE SBD, OUD AS Bb Bebe , FLU Hi Sih FF a As, [ELIE Bc TREE 
砂 乒 发 展 为 展 形 砂 丘 。 展 形 砂 丘 形态 与 新 月 形 砂 丘 有 很 大 的 差别 ,首先 它 的 背风 坡 与 向 

. 风 坡 交界 坡 折 稼 极 不 明显 ,不 仅 向 风 坡 上 发 育 有 风 成 波浪 ,而 且 背 风 坡 上 也 双 部 分 休 有 
风 成 波 痕 , 气 流通 过 砂 丘 ,受到 砂 丘 阻 抄 , 其 运行 途径 如 图 7 之 VI 所 示 , 由 於 风 成 波 痕 与 
气流 垂直 ,这 样 在 背风 坡 上 便 形 成 两 匀 交 的 波 痕 , 兹 在 背风 坡 中 央 有 一 明显 的 分 界 粮 。 

圆 形 或 购 圆 形 砂 乒 和 多 形 砂 丘 是 雏形 的 砂 乒 ,都 不 是 稳定 的 风 成 堆积 地 形 ,在 常 向 

风 轻 常 作 用 下 常 很 快 地 过 滤 为 新 月 形 砂 丘 , 所 以 这 两 种 砂 丘 在 本 区 极 不 常见 ,但 在 狐 山 
与 贺兰山 缺口 三 盛 公 至 旧 克 口 一 带 却 有 广泛 的 分 伤 , hie ESE TE A 
下 ,最 近 数 十 年 来 开始 大 量 向 这 里 输 选 ,因此 在 这 里 形成 了 大 量 的 雏形 砂 丘 ，1927 年 时 
本 区 是 五 原 到 银川 公路 的 通道 ,然而 由 共 砂 丘 的 作用 , ZL HER, 使 得 目前 这 里 只 
能 通行 骆驼, 而 现 有 公路 和 包 兰 铁路 都 不 得 不 绕 行 黄河 东 岸 。 

3. 新 月 形 砂 丘 ( 圆 7 之 VID): 容 形 砂 丘 在 常 向 风 不 断 作 用 下 ,两 又 不 断 向 前 伸 长 ， 
这 样 便 发 展 为 新 月 形 砂 丘 。 本 区 新 月 形 砂 乒 高 度 从 7 一 20 米 不 等 ,可 个 别 散 做 (如 银川 
平原 平 罗 县 城北 ), 也 可 成 驮 分 伤 (如 在 银川 西 的 平 吉 堡 东 面 )。 成 震 分 做 时 称 为 新 月 
形 砂 乒 至 ,标准 的 新 月 形 砂 丘 娠 ,它们 的 尾 一 般 都 不 相 衔接 。 新 月 形 砂 丘 的 背风 坡 和 向 
风 坡 的 交界 坡 折 禾 极为 明显 , 向 风 坡 (5" 一 12") 一 般 都 发 育 有 风 成 波 痕 , 排 烈 方 向 中 部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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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G AG ALA, BRR ARARER, AMEN EB RME AL, 右面 旭 

FEB GG GT, COMET YS ORAS RARER EM, 背风 坡 

— PAR DT , 5% BL ALF PL f4 (28° — 33° ITM E, LEA 

PR SLAG TS DE A iA URIS, 这 是 因为 这 里 高 度 有 限 , 气流 可 以 从 不 明显 坡 折 BR 

顺延 而 过 ,站 使 这 里 的 背风 坡 发 育 风 成 波 痕 (图 7 之 VIL), 砂 丘 表面 的 风 成 波 痕 ， 一 

般 是 向 风 坡 的 波 痕 离 地 面 越 高 , 波 痕 的 波长 及 波 高 越 大 , 这 是 因为 气流 流速 在 砂 丘 向 

风 坡 上 的 分 伤 , 越 向 顶部 越 大 而 引起 的 。 波 痕 的 大 小 一 般 与 流速 大 小 成 正比 ,以 多 从 县 

东南 的 河 漫 潍 砂 丘 为 例 , 这 是 某 一 砂 丘 向 风 坡 的 下 部 , 波 痕 非 常 不 清楚 ,最 下 甚 至 几 

不 能 觉 出 有 波 痕 分 伤 , 随 着 向 丘 顶 前 进 波 痕 开 始 出 现 ,最初 波 长 只 有 工 厘 米 , 波 高 只 有 

0.2 厘米 , 到 砂 丘 中 部 波长 逐渐 增加 到 10 厘米 , 波 高 逐渐 增加 到 2 厘米 ,在 丘 顶 波长 可 

达 50 厘米 , 波 高 6 厘米 。 

4. 新 月 形 砂 丘 链 和 新 月 形 砂 丘 片 : 风 砂 的 堆积 作用 炎 续 进行 , 新 月 形 砂 丘 分 伤 密 

度 及 其 本 身 大 小 不 断 增加 ,这 样 新 月 形 砂 丘 届 的 所 有 砂 丘 必 便 互相 连接 起 来 , 基本 上 在 

同一 行 的 新 月 形 砂 丘 便 联 成 了 新 月 形 砂 丘 链 , 许 多 新 月 形 砂 丘 链 平行 分 佑 , 赣 互 相连 接 

在 一 起 ,， 便 构成 新 月 形 砂 丘 片 。 新 月 形 砂 丘 链 和 新 月 形 砂 丘 片 是 本 区 最 常见 的 地 形 形 

态 。 在 阿拉 善 荡 漠 各 沙 度 , 鄂 尔 多 斯 各 沙漠 都 有 广泛 分 作 。 

5. eit br Beit Fer: 在 理论 上 新 月 形 砂 丘 在 强烈 的 常 向 风 作 用 下 ,两 角 不 断 伸 长 ,以 

至 相 会 ,这 样 新 月 形 砂 丘 便 发 展 为 比丘 , HERE ks TEE, WER 

继 丘 片 。 此 项 形态 在 作者 调查 地 区 没有 发 见 , 是 否 在 本 区 有 分 伤 , 撩 作 进 一 步调 查 。 

F298, 

BUBHER HIE AY 3 A Dt Bee BABE, HR Te BRA he. 这 个 过 

Re Ke Din F CBA 7): 

fe— Fr RBS ERE, PaO ORE Re Ti SEE AS TE EJ, 发 生 了 

7 Tin J Pa TE FA 30 BE FF Bea TEAS ES BEE HE BR HE AS SE HE BOL. JEL HERE 

FARE ET, OAH LSAT AHS HL, HEAR BE AT HE AY TE BK BE SEE HE BY 

REAHEROR Be. BE—2E BE Pa Ys EE OMT, RR, 这 里 所 指 的 由 草 

BE BE HE BE SFE TOR , RFR AOHE ARS IAK, IH AB SE 

A BASED» HES HEC Sy HE ACHE , TIE ACHES BT SE BE A HE AC HE. 

Aa 7 RVD AL YS UA, HE SREY BS JE TB FE RA TB Fb I, SUL HEE HE 
AY 5 BBE TE eh be ROSIE BP I GY ES Ti PS FE WE, WCE TA J eS 
Bie PY FS i ED ce SAUTE LD HE De Ets 9 ET 

当然 ,上 述 风 成 堆积 地 形 移 一 形成 过 程 的 理想 模式 , 仅 是 提供 这 一 过 程 的 一 般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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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这 一 可 能 性 要 转变 为 现实 性 ,当地 景观 具体 情况 常 起 了 决定 性 的 作用 。 在 某 些 情况 
之 下 , 风 成 堆积 地 形 的 发 至 , 也 有 越 出 这 个 理想 模式 的 可 能 。 如 砂 乒 的 形成 ,就 不 二 定 

要 猎 过 灌 装 沙 堆 阶段 ,其 他 隐 碍 物 ( 如 所 谓 密集 隐 碍 物 的 石头 等 ) 的 存在 , a UBL > 
粒 ,形成 砂 丘 。 气 流 本 身 的 运动 规律 也 常 促使 成 片 砂 乒 的 形成 , 此 时 砂 乒 的 各 种 形态 基 
本 上 决定 於 气流 的 结构 (6. A. 费 多 罗维奇 的 学 说 )。 

这 一 风 成 堆积 地 形 的 发 育 过 程 ,在 空间 分 念 上 , 有 它 的 地 带 性 , Se Ree as 
的 事实 ,分 述 如 下 : 

(1) SUA Beis FFE SEF 103 公里 ) 到 二 连 ( 距 集 宁 331 公里 ) 地 区 是 小 草 闭 

堆 和 小 灌木 堆 分 佑 地 区 ,在 此 以 南 风 成 堆积 地 形 便 比 较 不 容易 看 到 ,由於 这 里 土壤 与 植 
BEEING LF BE ETS BH LP HEE BS rh PLD, Hp EP 
is pla V6 Fad AL TR AA 30 % 至 10%), 而 植被 的 组 成 也 有 地 带 性 的 南北 变化 ,半生 草 向 北 

分 售 汲 渐 加 多 ,个 灌 木 和 小 灌木 分 优 也 是 这 样 的 ,在 南部 一 般 只 有 隐 子 草 属 (C1eistogenes 
sp. 一 一 密闭 、 下 繁 、 精 内 分 秦 特 别 明显 的 禾 本 科 草 ) 能 发 育 小 草 装 堆 。 然 而 到 了 集 二 稼 震 ， 
汗 塔 拉 ( 距 集 宁 215 公里 ) Ptilagrostis 属 的 禾 本 科 草 也 与 隐 子 草 属 一 样 构 成 了 小 草 给 
HE, SEVP REALL, 除了 这 雨 属 禾 本 科 草 外 , 其 他 各 属 禾 本 科 草 和 各 杂 科 草 电 开始 构成 
小 草 闭 堆 。 由 於 植 被 组 成 中 牢 灌 木 和 灌木 自 赛 汗 塔 拉 以 北 开 始 个 优势 分 念 ， 藕 是 地 面 

除了 分 伤 有 小 草 闭 堆 外 ,小 灌木 堆 开始 大 量 出 现 。 由 此 可 见 ,， 本 区 可 分 为 南北 两 带 ; 南 
带 为 小 草 闭 堆 估 优 势 , 北 带 为 小 灌木 堆 估 优 势 地 带 。 此 外 ,本 区 小 草 六 堆 和 小 灌 林 堆 天 

小 一 般 由 南 向 北 加 天 ,这 与 雨量 向 北 减 少 ,植被 组 成 和 复 盖 度 的 地 带 性 变化 都 有 关系 。 

本 区 除 分 念 这 雨 种 风 成 堆积 地 形 形 态 外 ,在 地 面 由 砂 层 构成 的 地 区 ,由 蕉 风 砂 来 源 
加 多 ,於是 常 可 在 局 部 地 区 分 伤 有 大 草 装 堆 和 大 灌木 堆 , 甚 至 灌 闭 堆 。 集 二 和 烷 上 的 十 收 
Dn Fi CEES Ii BBO) SEE EA EAE HEP UE (fe 6 之 1 )， 人 第 三 稼 上 的 白 
银 哈 尔 ( 距 集 宁 138 公里 ) 附 近 也 有 类 似 情 况 (图 8 ), 主要 成 地 形 植物 都 是 小 叶 锦 驳 儿 。 
当然 小 叶 锦 多 是 一 种 优良 的 成 地 形 植物 这 更 促使 这 里 堆 体 的 加 大 。 

此 外 ,本 区 在 碟 形 地 附近 ,在 湖泊 周围 地 区 也 分 人 有 很 多 特有 的 草 闭 - 灌 闭 堆 , 它们 

的 分 伤 转 线 湖 中 心 , 而 有 一 定 的 同心 圆 式 地 带 性 ,如 二 连 的 妥 林 谤 尔 2， 温 都 尔 庙 ( 朱 日 
和 车 站 东 的 西 苏 尼 特 族 族 政府 所 在 地 ) 东 的 小 电 湖 , 牺 二 粮 306 公里 车 站 的 碱 证 碟 形 地 
等 。 放 个 的 形成 较为 复杂 ;而 与 碱 十 性质, 湖 坡 流水 侵蚀, 省 激 期 浴 泥 沉淀 ,) 风 砂 堆 积 有 关 。 

CQ) 贺兰山 西 侧 阿拉 善 莞 漠 东 南部 分 人 有 各 种 风 成 堆积 地 形 , 它们 的 分 做 也 具有 

一 定 的 地 带 性 。 由 於 贺 再 山 的 雨量 (400 毫米 ) 较 阿拉 善 地 区 (50 一 100 毫米 ) 大 天 的 不 

1) 爱 林 放 尔 的 同心 圆 式 地 带 性 如 下 : 

1. 湖面 ; 2. RATAN YCEME; 3. 烙 皮 踢 士 湖 温 浴 ，4。 ROUTER MET; 5. 狐 沙 灌木 堆 下 部 工 娄 
阶地 ; 6. 以 条 锁 末 儿 - 兢 科 小 灌木 堆 上 部 工 数 阶地; 7. 2 PGI; 8, 高 原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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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SCF PL Ee 7 TEE 08 OP TH BS Se PJ HT oh 

DE, HE SBS oN PERSE SEE BS EA, 2 WL LS ee A PER, 

FEAC LTE BB AB BRB TAAL A 1 18 OG FTV 

1. 贺兰山 中 山 流 水 地 形 地 带 。 

2. 山 攻 切 割 古 洪 积 局 流水 地 形 地 带 。 

3. 现代 洪 积 局 地 带 ,本 带 可 分 为 三 亚 地 带 : 

i. 上 部 发 育 小 草 闭 -小 灌木 堆 亚 地 带 。 

ii, 中 部 发 育 大 灌木 堆 亚 地 带 。 
iii, 下 部 发 育 灌 装 堆 亚 地 带 。 

本 地 带 的 所 有 风 成 堆积 地 形 一 般 都 分 作 在 洪 积 局 上 非 漫 流 流 过 地 区 。 在 温 流 流 过 

地 区 一 般 都 为 确 石 河 漫 潍 。 由 此 可 见 ， 本 带 是 风 成 地 形 与 水 成 地 形 斗 符 的 地 区 。 

4. 逐 流 消失 地 带 : eR BE Late a mee ee oe 

来 的 地 表 逐 流 , 至 UL WAS TRI 
失 , 构成 了 断 尾 河 。 本 区 是 洪 积 局 
he, 在 其 上 常 分 仙 有 个 别 的 新 月 
形 砂 丘 ,或 三 、 五 成 涯 的 新 月 形 砂 乒 
%, MWA OR eR 
EME WOH PIE A I EL PSHE 

出 露 的 地 区 , 因 此 植被 常 较 别处 为 

佳 ,在 广大 草 潍 上 可 没有 草 六 - 灌 六 

堆 分 做 图 8 Fas ED SOCCER LT) 

5. Bt A TE RD ie 5 He Ee A LO: Se EL CI A LE TE 

He EE LAE EEE fi 
AEE HOE HWA PEM SCBA TY RHE PARIS Ft PEMEIR E, PAAR A AL 

BFE HE EME IE A YE BOT HSE EK RHE AA I, SESE Ds HE BE, TT 
发 育 为 新 月 形 砂 丘 片 。 由 於 常 向 风 不 够 大 (6 航 左 右 )， 这 就 使 得 这 一 发 青 阶段 相对 稳 
定 的 保留 下 来 。 罗 兰 山 西 艺 地 区 在 常 向 风 (西北 风 ) 的 作用 下 ,和 经 常 有 砂粒 被 风 搬 运 到 
Sc HEL, (EL pea SE ETS a LER >, 加 上 植被 分 做 的 地 带 性 (水 渐 向 阿拉 善 地 区 加 强 
幕 漠 化 ), 以 及 山区 流 来 的 流水 作用 ，, 使 得 这 里 可 按 其 风 成 堆积 地 形 分 做 情况 分 为 若干 
地 带 及 亚 地 带 。 洪 积 局 上 部 亚 地 带 , 风 砂 来 源 最 少 , HUA SS PEER OPER ROR ee 
较 小 的 小 草 装 堪 和 小 灌木 堆 阶段 便 得 以 相对 稳定 保存 下 来 , 一 般 本 亚 地 带 上 部 忆 小 草 
HMA, 下 部 以 小 灌木 堆 为 主 。 潜 积 局 中 部 亚 地 带 ， 风 砂 来 源 较 多 ,法 流 冲 他 可 能 性 
已 经 稍为 沽 也 , 认 是 大 灌木 堆 便 成 为 本 亚 地 带 的 主导 地 形 形 态 。 洪 积 局 下 部 亚 地 带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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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IT ODS WE, 这 样 灌 壮 堆 便 获 得 了 广泛 的 分 念 。 逐 流 消失 地 带 由 大 逐 流 作用 
已 标 微弱 ; 风 砂 的 来 源 已 相当 充足 ,这 样 ,新 月 形 砂 丘 便 开 始 在 这 里 发 青 起 来 ,但 仍 不 普 

电 部 地 区 由 蕉 地 下 水 出 露 ,反而 形成 未 见 风 成 地 形 的 平坦 草 湾 。 
(3) 银川 西南 方 的 风 成 堆积 地 形 具有 类 似 的 地 带 性 ,然而 其 形成 原因 , 则 与 阿拉 善 

地 区 稍为 不 同 。 
银川 西西 南方 从 永宁 至 三 关 ( 位 芯 银 川 至 巴 理 浩特 公路 上 ,是 贺兰山 分 水 哈 的 主要 

关口 之 一 ) 一 带 的 地 形 地 带 基 本 上 可 分 为 下 列 几 地 带 : 
1. 黄河 洪 俱 平原 人 工 灌 泊 地带 : 本 地 带 是 砂 里 洪 积 河床 相 与 外 士 里 河 漫 潍 相 复 
域 ,后 者 在 其 内 部 常 分 伤 有 成 天 的 溢 湖 (牛角 漳 、 灌 溉 排水 湖 等 ), 团 弹 每 一 湖 盆 ,基本 上 
有 下 列 同 忆 圆 式 地 带 分 信 : 

i. 湖面 。 
ii. 水 稻田 与 获 碱 地 复 域 。 
i, 小 麦 水 浇 地 。 

Vv. 大 田 作 物 水 并 地 。 

2. 新 月 形 砂 丘 带 : 在 平坦 的 牢 莹 并 草 潍 上 分 佑 有 成 娠 的 , 或 成 小 链 的 新 月 形 砂 丘 ， 
PRE EY a, 

3. WEREHE SWE ACHERUAS : AIA Irae SAR AER EHS YL 
4.) HEACHE 5) FETE HE HW AR : PLAS ZB RSI. 

5. SAC 22 Be BAB AS «eR A Mii 
6. 贺兰山 出 前 丘陵 流水 地 形 地 带 。 
7. 贺兰山 中 山 流 水 地 形 地 带 。 
高 峻 的 贺兰山 章 立 在 银川 平原 之 西 ,这 就 使 得 阿拉 善 的 风 砂 不 能 侵入 本 区 ,因此 机 

成 本 区 风 成 堆积 地 形 砂粒 之 来 源 主 要 应 为 古 黄河 浴 积 平原 的 砂 质 汽 积 层 。 本 区 2,34 
地 带 中 地 面 复 盖 有 -- 层 因 风 凶 而 形成 的 富 集 矶 面 , 北 且 碟 石上 常 有 风 磨 痕 足 ,可 作为 这 
一 假定 的 证 据 。 常 向 风 西 北 风 吹 鲁 地 面 , 汞 把 砂粒 运 向 东南 , URED, He 
堆积 下 来 ,在 洪 积 平原 地 带 以 东 , 砂 粒 的 来 源 有 限 , 於 是 发 展 了 小 草 闭 堆 -小 灌木 堆 地 形 
EO, 稍 东 砂粒 较 多 ， 这 样 便 发 展 了 大 灌木 堆 - 灌 六 堆 地 带 。 到 灌 浙 区 边 季 地 区 ,砂粒 
的 数量 增加 ,足够 造成 今天 所 看 到 的 新 月 形 砂 乓 区 。 由 攻 砂 粒 多 为 本 地 来 源 , 加 上 了 东 
边 为 现代 人 工 灌溉 区 ,这 样 便 大 大 地 限制 了 砂 乒 的 向 东 迁 移 。 

(4) 鄂尔多斯 莞 江东 北角 是 另 一 种 情况 ,本 区 分 信 有 大 量 的 大 草 装 堆 ,灌木 堆 和 灌 
装 堆 ， 它 个 多 由 於 本 地 岩石 风化 砂粒 经 西北 风 搬 运 ， 秩 植物 阻挡 下 求 而 形成 。 地 带 性 
分 信 极 不 明显 ,这 是 因为 它们 都 是 由 分 售 范 围 粹 窄 的 砂 层 纸 风机 移 而 形成 的 。 A 
东南 和 百 腿 窘 附近 的 情况 可 作为 本 区 发 育 这 类 草 扯 - 灌 闭 堆 地 形 的 典型 例子 。 

jw jw _ 

W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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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aral. OY SAAS PUT Ay CHE BR TE A ak Be BE SE Ft Be, ee BE a ke 

堆积 地 形 的 形成 ,除了 与 风 的 作用 有 关外 , SL -S ATTRA » Ale HI Hy 

作为 成 地 形 士 壤 的 碱 十 在 这 些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上 , 也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甚至 有 时 是 决定 

性 的 作用 , 因此 这 些 地 形 形 态 都 应 看 作 是 当地 景观 的 产物 。 

本 区 所 有 册 成 堆积 地 形 的 分 个 具 有 相当 程度 的 地 带 性 , 验 与 本 区 景观 地 带 分 伤 情 

如 存在 着 非常 密切 的 相互 关系 。 

Ft WF 

一 河谷 地 形 与 水 文 地 理 调查 

郑 威 WE 方 条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 究 所 ) 

伊 洛 河 是 黄河 南岸 三 门 以 下 的 最 大 支流 , 由 伊 河 与 洛 河 构成 ,在 河南 优 师 县 杨 村 合 
流 后 称 伊 洛 河 , 河 道 呈 双子 河 型 式 , 但 历史 上 也 称 为 洛 河 或 锥 河 的 ， 而 以 伊 河 为 其 -大 
支流 。 

洛 河源 自 陕西 锥 南 县 华山 东 蔓 , 自 西 东 流 后 , 在 河南 处 氏 折 向 东北 , 和 经 洛 宁 、 洛 阳 、 
从 师 ,由 河源 至 杨 村 有 373.4 公里 。 伊 河 则 自 权 川 县 的 能 耳 山东 入 发 源 , 流向 与 伊 河 一- 
致 ,在 杨 村 以 上 长 237.9 公里 , 由 合流 点 至 巩 县 洛 口 的 伊 洛 河 长 46.2 公里 , 流域 全 面积 
17,697 平方 公里 ( 赂 1、2)。 重 要 支流 洛 河 有 润 河 , 伊 河 则 有 小 河 。 

流域 正当 秦 巅 东 段 的 北 坡 , 是 山西 地 训 向 秦 哈 构造 带 交 接地 区 ,流域 构造 各 南 部 走 
向 东西 ,北部 走向 东北 , 呈 一 组 向 东南 凸 出 的 圆 弧 状 , 这 不 仅 支 配 了 河道 的 流向 ,作为 流 
域 分 水 微 的 山地 走向 亦 如 此 : 南 与 汉 水 流域 分 界 的 外 三 山 是 东南 行 的 ,黄河 与 洛 河 之 填 
ir8% Ly (1,590 公 尺 ), 伊 河 与 淮河 之 间 的 帧 山 (4370 公 尺 ), 以 及 伊 河 与 洛 河 之 问 的 能 卫 
出 (2,200 公 尺 ) 则 是 互相 平行 , 且 西 南 走向 东北 ;它们 共同 组 成 了 一 个 倾 儿 的 山 字 形 。 

伊 洛 河 发 育 在 华北 相 的 古 地理 的 基础 上 , 震 旦 纪 与 下 奥 陶 乞 问 , 原 为 中 朝 海 浸 的 范 
围 、. 中 奥 陶 纪 与 下 石炭 纪 间 上 升 为 中 朝 古 陆 的 一 部 分 ,中 上 石炭 纪 时 划 位 於 海水 进退 频 

* 1954 年 10 月 一 苷 月 ,我 峙 应 中 华 地 理 茧 地 够 组 之 电 , 作 河 南西 部 伊 咨 河流 域 地 够 及 河道 的 一 般 了 解 ,本 

为 调查 的 利 步 纪录 。 写 作 中 , 莫 承 徐 近 之 高 泳 源 、. 陈 述 彭 请 先生 的 指正 。 此 次 调查 主要 在 伊 河 与 洛 河 的 主 
于 上 ,重要 支流 如 笛 河 与 小 河 省 未 进行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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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KN RAK, 发 育 了 未 区 重要 的 煤田 , KBAR OATH, UCBUT pli 
八 地 和 沼泽 堆积 , 央 流 的 活动 也 在 燕山 运动 与 喜马拉雅 运动 时 活 中 起 来 , 凡 此 , 都 与 华 
北 陆 间 的 古 地 理 是 息息相关 的 。 因 而 具有 下 列 儿 个 基本 特征 ; 

CL) 流域 的 地 面 ,大 部 是 太吉 代 与 古生代 的 坚硬 岩 系 所 组 成 ,但 其 中 分 做 着 一 系列 
西南 走向 东北 的 种 山 断裂 地 珀 ,为 第 三 筷 红 色 砂 很 兰 沉 积 后 ,又 被 伊 洛 河 黄 穿 ， 泛 使 现 

今 的 伊 治 河 成 为 坚硬 岩石 峡谷 与 红 谷 地 寅 流 相间 的 河谷 地 貌 。 
(2) 伊 洛 河 的 流向 是 受 西南 走向 东北 的 燕山 构造 乏 影 响 , 而 它 的 支流 水 系 旭 沿 着 

与 主要 构造 称 相 垂直 的 横断 层 和 横 节 理 而 发 育 起 来 ,所 以 大 都 短促 而 与 主干 垂直 相交 ， 
且 西 北岸 长 截 东南 岸 ,使 伊 洛 双子 河 构成 由 型 的 不 对 称 列 毛 状 水 系 。 

(3) 在 流域 中 下 庆 的 广大 地 面 上 ,分 伤 着 高 出 目前 河面 120 一 300 公 尺 的 中 新 世代 
洛 河 侵 怨 面 , 除 尖 峭 的 能 耳 山 地 外 , 仅 有 若干 灰 岩 与 石英 岩 的 睦 率 散 尾 其 上 , 此 一 完 束 
芍 侵 鱼 面 成 为 流域 中 重要 的 地 景 。 

(4) 新 构造 运动 在 流域 中 是 活 中 的 ,其 方式 大 别 为 二 : 间 昧 性 的 帮 升 运动 可 以 现今 
河谷 不 等 量 地 切入 侵 便 面 以 及 阶地 上 游 多 亦 下 游 的 现象 为 证 明 。 昕 裂 作用 表现 在 断裂 
性 的 持 升 与 沉陷 现象 中 ; 地 震 与 温泉 的 活动 ,更 说 明 流 域内 地 体 的 不 稳定 状态 。 

(5) 黄土 堆积 在 流域 中 只 有 修饰 地 貌 的 作用 , 厚 层 黄土 堆积 只 在 畏 山 北 坡 最 为 发 
青 。 他 如 黄河 南岸 的 邮 山 ,洛阳 长 水 间 的 洛 河 雨 岸 , 都 以 岗地 形态 出 现 , 一 般 以 薄 层 的 
山顶 堆积 、 谷 地 低 式 堆积 与 山坡 堆积 比较 普通 。 

伊 治 河 河道 的 水 文 性 格 中 ,无 从 冻 断 流 现象 , 合 沙 不 多 ,暴雨 与 浊 些 都 在 七 .从 月 中 . 
出 现 , 阔 富 灌流 之 利 ,这 与 华北 其 他 许多 河道 是 有 显著 区 别 的 。 但 流域 水 让 却 与 黄河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当 洛 口 以 上 治 黄 河 发 生 暴 雨 的 同时 ,如果 伊 洛 河流 域 也 发 生 暴雨 , 黄河 
FW RSL TE ORE AC SEE, BHA Ink EAR HE ER, 更 有 被 黄河 水 倒灌 的 危险 。 这 已 引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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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规划 工作 的 密切 注意 ， 

一 、 地 质 、 地 形 基础 

(一 ) 沉 积 、 岩 桨 活动 与 构 车 运动 ”造成 现在 流域 的 基础 岩层 , 以 太古 界 秦 区 系 的 
结晶 片 麻 兰 分 伪 最 广 , 焉 组 成 了 能 耳 山 及 外 方 册 灵 哦 的 高 党 。 流 域 的 中 游 ,如 长 水 与 范 
里 之 间 , 由 县 东南 ， 则 分 做 了 大 面积 的 安山岩 流 ， 据 在 县 水 谷口 的 标本 盘 定 为 一 种 记 厂 
“Be (tt Ae LE AG HHA RE IG VE TAPP eH Cs, LP PV se UES 
震 旦 筷 地 层 之 下 , 接 了 创面 平整 ,没有 变质 现象 ,可 能 是 震 旦 乞 以 前 或 其 初期 所 喷发 的 。 

震 旦 海 在 流域 中 沉积 了 上 部 是 砂 质 灰 岩 下 部 是 谈 红 石英 岩 与 紫色 直 岩 的 地 层 ，, 除 
在 宣 阳 白杨 镇 北 及 由 县 田 湖 见 到 这 种 岩层 造成 高 峻 断层 崖 壁 外 , 范 里 西北 的 郭 家 思 亦 
有 发 现 ,可 见 流域 中 上 游 亦 均 是 震 旦 海 唐 的 范围 。 了 

鳗 头 层 与 张 夏 灰 兰 为 塞 武 和 汇 海 中 的 沉积 物 。 从 宣 阳 和 龙门 南 处 章 面 中 发 现 ， 中 
宕 武 纪 岩层 与 下 奥 陶 氟 岩 层 是 以 假 整合 关系 接 分 的 ,显然 ,在 这 里 也 感受 到 华北 地 区 的 :， 
Yoh_LFr. . 

J BASH I, WEBRSS AC EE LIB keeles PARADIS 
$i: 7K HE Tol AY, ACE EEE, Jae EP OLE, A NEA ey, PA 8 
TAR MINS eh, | PHS A eae. he. ee 

BA), EY AEE AL i AS TM, 
BB AOE PR BOT, TREK SCRE , SAT Bg a el PE BR AE eT AY. 

“er Ba Br de ty = SC A ES EG A hE, 

由 此 看 来 , AMEE, HEREIN I AEA ee IRR 
GS , WMG DAIS PRP A TG ASR Ca HG AS I HT RE 
fi Ha LX , LIE BERANE HE BLE EO, REA Eade, ee AP 
造 性 质 。 
流域 中 节 山 运动 的 开始 , 似 在 侏 罗 和 时， 和 白 音 和 旭 有 剖 烈 的 兰 肾 活动 , 宣 阳 陈 材 法 

ER AR AOS. PRCA. BEBO, BUA SUNS SEE 
im 15 DEMME BRE DRIVES BE ED. Fn] TWN ARI EEE 
河 省 北岸 成 为 台地 。 当 时 喷发 裂口 , 当 在 今日 伊 河 河道 上 。 洛 宁 西 南 金山 花 岗 畴 旭 洛 着 
Yi eth aa eee 1 2b HL WED, LOOZS I fg 5 2 HY AE YEAR Sas a AT, 

15 PIE ae oh fala IDE y HIE GOEL 2 A DL PU CW Bs 宜 阳 县 页， 古生代 及 中 
1) Wg As Say Do HY Zi TA TE 
2) =P Piel EA AT 

3) 顾 知 微 等 : 宜 阳 煤矿 I A 4245, 1951, 
4) 费 lkigk: yoy RI FRE Tr a At |yy 5 PY SA Hb EE yy" i © AE ae ES Yor pep i ye FY = :期 194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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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 ESA RATE AN BC ABUAK Ted Bt 5 (BURY BE PBB 2 字形 后 , 又 被 一 些 横 错 断层 
Fil a gD FAR THe. 3 — PIB EAS BBE THE eC Vs ES A 
的 掏 折 断裂 , 造成 东北 西南 走向 的 大 地 更 盆地 , SSH AM TE RAT 
其 .时 阳 长 水 ` 伊 河 的 旧 县 、 顺 县 等 地 , 计 有 坟 个 之 多 , TT eR Lae, OR 
燕 血 运动 时 流域 地 面 合 遭 受到 西北 向 东南 的 巨大 压力 。 

断裂 形成 之 后 ,山地 的 上 升 章 受 侵 便 与 地 玖 沉陷 接受 堆积 是 同时 进行 的 ,在 隆起 
的 由 地 上 ,火山岩 流风 化 壳 遭 受 冲刷 ， 红 色 的 殊 积 层 在 索 湿热 的 气候 条 件 下 形成 ,它们 
随 着 出 癌 法 流 冲刷 到 发 地 中 来 ,气候 变 干燥 起 来 以 致 在 地 亚 中 堆积 成 红色 层次 .堆积 物 
LAD UEAR IRB, ELBE GRE, 所 形成 的 红色 地 层 兰 相 是 多 变 的 ,和 检 层 、 角 矶 闫 、 砂 岩 、 
泥 页 兰 常 交替 出 现 , 可 见 这 种 断层 湖泊 的 湖水 深浅 常 有 改变 , 屁 的 厚度 当 在 1500 公 尺 以 
ED, 沉积 时 期 狗 在 始 新 世 与 渐 新 世 之 间 , 其 物质 狗 与 山西 垣 曲 的 始 新 业 地 层 相 近 ?)。 
高 地 常 期 受 侵 便 ,低地 不 断 十 积 , 地 面相 对 高 度 在 不 断 减 低 中 , 渐渐 发 育成 壮年 地 

Kt. 

SENG HOHE INS 2), MERE ALE WA OE REE OE, NT, HUG 
SOBEL 15 IRE LV ESERIES Ta, OE CS EAE AL, 断裂 乏 的 仰 ak 
BAY dn PUFA EAC FH WS AE SS SAR BT SH 

Fe PU AS ay a ERLE PK, HEAT RI PDL EE ABS 

1) BARGE: 宜 阳 煤矿 调查 报告 , 1951, 

2) 郑 万 : 伊 洛 河流 域 的 冰 谷 地 ,1956( 未 判 稿 )。 
3) RRS: BAM CHIT, WERE TI 25 号 ，1935。 



84 ome e OF 1958 年 

3h 3 —-P 7B TR TERRE YP Od ES, BT OU HI GE Hilt , 北 以 黄河 为 
界 ,西北 可 至 新 安 一 带 , 东 界 不 明 , 因 受 新 构造 运动 影响 , 北 低 南 高 ,高 出 现在 河面 120 一 

300 公 尺 ; 稳 对 高 度 在 伊 河 为 250-600 公 尺 , 洛 河 为 300—800 ALR, AOADOEE De 
安 山 兰 ̀ 流 议 岩 等 不 同 岩 性 及 构造 的 山顶 , 都 大致 在 同一 平面 上 , 其 上 站 普通 的 复 有 下 - 

更 新 态 的 千 核 红壤 士 D, 所 以 这 一 侵 鲁 面 的 生成 时 期 可 初步 确定 为 上 新 统 。 
近代 的 伊 洛 河 河谷 是 受 新 构造 运动 的 影响 毓 刻 到 侵 健 面 之 下 而 发 育 的 , HR 

面 至 今 还 完整 地 保存 着 , 让 被 水 层 的 黄 干 鞭 上 加 以 修 侯 , 成 为 流域 地 面 发 育 过 程 中 的 一 
YS hk, 

(= )REHER SHERYL, TEER RE hd, AL SE BS I I BS 
地 瑶 的 作用 ,显然 不 如 像 在 黄 干 高 原 的 那 伴 重要 了 。 sy 
PE REEDS TEUR AL EOU AE, WERE, 但 很 局 部 。 举 虞 长 马 北 15. ae AE RE 

FEA Bil s MLE EL WD ATL JE) 200 ZAR, 2 TTP], 2% RAL eA, TRA AG 
烈 尾 , 陡 崖 峭 立 ,法 系 展 伤 呈 树枝 状 。 | 

TE BEL HERA, HY He Ti LU SLB), METI EE ZR BR 
是 颇 为 典型 的 。 这 种 堆积 的 黄土 都 不 厚 , 不 过 3 一 10 ZV ALARMED AS, 
黄土 中 , 淡水 螺 直 富 ,直立 性 显著 ,碳酸 钙 结核 成 层 , 在 土 层 和 基 举 的 接 分 处 露出 , 块 状 
的 , 径 大 可 20 一 30 公分 ;也 有 和 集 辕 成 平 稍 的 硬 稻 。 在 安山岩 组 成 的 谷地 里 ,因为 母 着 挺 
坚 , 风 化 不 易 , 士 培 都 很 谊 薄 , 农 业 利 用 非常 困难 , 但 在 有 黄土 堆 积 的 山顶 , 反而 可 以 进 
行 农耕 和 徐 居 。 

坡 积 黄 王 阔 不 如 山顶 堆积 黄土 来 得 普 青 ,如 举 洛 河 关 锅 河 及 长 水 谷口 的 堆积 为 例 ， 

它们 都 分 伤 在 河谷 的 一 岸 , 谷 坡 基 崖 都 秆 掩盖 , 凸 出 在 河道 中 的 ,已 丢 便 成 台地 ,山坡 证 
浇 , 浅 深 坡 陡 , 枝 极 错 杂 , 与 安山岩 上 实 洲 维 沟 , 形 态 旬 然 不 同 ,在 黄 十 底层 , 则 有 坡 积 角 
PHE RL, 

WS Fa HE THE BY, TE AS BE HO J AR A BE EAR 
Fi HA B—5 ZAR ARGS Ir BES DE HE, UAB WHET | 

7 hid CHE BUMS BREA: CE BEIT EHS CTL SV BS AK RETO IS AIA, 前 者 
由 起 津 直 到 桃花 峪 ,高 出 黄河 狗 150 ZAR, We DENG TZ, VRIES IRE, AL HAE TG EH HO 
FHMC HAS, NASA HA IMT) 150 公 尺 , 或 薄 层 的 复 被 在 红 大 的 侵蚀 面 上 ,或 厚 层 堆积 
UAE HG SRE, Ye HiT HE RE IU CEL AG IS Ly 8 
Ue 24 Fe NC A SR Gs A= J AVG SE REAR OTR WEE, ESA IMI ACHE A AI 
质 就 比较 复杂 了 : 

1) 下 美 年 等 意见 :此 风 与 下 更 新 统合 丁 氏 田 时 (3zpjmaezxs tingi) ZH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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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0 es 

ooo ee 4// yy 

PE aril 

A. *ithos 7a i Be C1 22a uae 
1. RBM. REAM 1. PREAH 
2。 桂 黄色 粘 士 ,长 植物 ,有 昔 石 带 ; 2。 棕 黄色 粘土; 2. BRR HAs, RAT a ee; 3. FIRB AVE DRS BH IPM 2. BAR. 2. WBE ob 4 Dea, Be 

FH, FE1.5 AR—2 公分 ; 

» PR HS 

« BE. ATARI 50—5 公 

分 ; 

。， 基 后 。 

全 

Sn 

S 

ER? enn 

( 

B. EK 

. MA. AA ST, AER eA; 1 

2. MERCH, Hay 1.6 不 整合 ; Ve 假 师 白 石村 
3. Pee RE 5 4 EEA; 1. RA AIA ATi 
A, PRYOR A FE 1 一 5 公分 与 5 不 整合 ; SL 5 
Su DRE HRE AYRES ATAU, HR LY 2. FRAO A 

1.5 AR » {4 35° jo) N30°w; 3。 层 次 水 平 的 黄色 盐 土 ; 

6. ERC feb hy eee EMG 19°N30°E jay, 4. FADE RE TY PMY Fi ve 
HHL AR. ee 

图 4 治 河北 岸 土 原 上 几 个 产生 代 地 情 齐 面 

(1) 由 长 水 至 小 街 6 公里 问 , 黄 十 及 其 底 碟 层 下 , 是 屠刀 水 平 的 红色 碟 岩 ， 岩 碟 为 
Be BCH ATM, 与 红 培 士 相 夹 层 : | 

(2) FERS MEAS, BEATA ESF A REE, UBER, 14 5°, THB 
GCS 

(3) 宣 阳 水 沟 店 所 见 ,黄土 岩 壁 中 含有 凸 镜 体 及 槐 形 尖 灭 的 红 棕 色 干 层 ,结核 带 有 
数 层 呈 微波 起 伏 状 , 士 层 论 有 沉陷 断裂 现象 ( 间 4A); 

(4) 埋 城 附近 为 淡 红 色 的 壤 二 所 成 的 圆 顶 绥 坡 ; 
(5) 韩 城西 2.5 公里 的 运城 , BEAR BEE PRUE HS, BEA; 
(6) Alba hy Se PPR ALE EL, Peso 
CT) PERERA AL ROT AEE RH ARS SZ: ARTIS HEE AE 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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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 为 倾斜 的 白 粘 泥 与 碟 记 层 ( 几 4B)。 
这 些 黄 十 及 其 以 前 的 疏松 沉积 物 ,上 下 美 年 售 称 为 “复杂 的 新 生 代 地 层 ”, 它 个 的 时 代 

_ 和 成 因 , 还 有 待 详 秋 研究 。 
坎 生 黄土 的 堆积 , 代 见 有 二 种 类 型 : (1) FF HUE BAS HE BL, 如 宜 阳 李 家 沟 中 所 网 

(fa) 4 B), 松散 直 毯 夹 小 确 的 黄土 层 与 巨 棱 矶 石 相 夹 杂 ; (2) 河 流 冲 积 台 地 中 , 黄土 质 的 
VEE, 层 坎 水 平 ， 与 圆 和 层 相间 , 伊 洛 河 黑石 关东 岸 候 师 白 石村 冲积 台地 上 就 堆积 了 
HK (BAT), 
(三 ) 地 形 分 区 ”根据 地 貌 形成 的 时 代 、 成 因 、 构 造 、 物 质 和 形态 , 伊 治 河流 域 地 貌 可 

以 简 括 为 下 烈 坟 区 : (1) 片 麻 岩 安山岩 粗 成 近代 每 下 上 升 的 峻 坡 山 地 区 ,(2) 为 回流 拓 袖 
缓坡 丘 阜 分 售 的 思科 岩 谷地 区 ,(3) 由 断裂 作用 上 升 重力 才 体 作用 强盛 的 石英 岩 及 灰 兰 
单 斜 断 志 山 地 区 ,(4) 由 石英 岩 灰 岩 煤 系 组 成 高 滨 与 低谷 相间 的 宜 阳 SPI 
地 区 ;,(5) 为 伊 洛 河 所 虑 流 地 体 沉降 堆积 作用 强 太 的 夹 河 渡 冲 积 平原 区 ,(6 ) 为 近代 沟 至 
所 稠密 切割 水 土 流失 严重 的 黄 于 平 岗 区 ; 它 贷 的 特点 如 下 (图 5): 

(1) 片 麻 兰 安山岩 组 成 近代 惫 忆 上 升 的 峻 坡 山 地 区 一 一 包括 流域 的 上 中 诲 外 方 山 
与 能 耳 山 地 , 由 共 兰 性 坚韧 ， 又 受 燕山 运动 岩浆 作用 的 持 升 与 喜马拉雅 运动 的 影响 ,成 

伊 洛 河流 域 地 够 转 

195449 A#S 

1) BA 8G 56) 2) 
2% os Gy 3 | 上 

Cn a ES 
43539 NIE ES 663 
5772 272 9 A BER 

Me "3 [9] ae} zie | 
7 BE 4 Ce] aes ale) 

I. 太古 代 岩 系 中 等 出 地 : 7. ACER eR; 2. RHE. |. Mi eG A 
低 山 : 2. BAK; 4. Re PET; 5. SRA. III. 黄 寺 前 的 使 仓 面 
及 谷地 : 6. 起 旦 纪 前 安 由 岩山 地 任 扣 面 ; 7. PRMD ATE ASG Is 8. GRC TER THES 

侧面 ; 9. 白垩 纪 凝 灰 岩 基 座 阶地 ; 10. Pa MRM ERR 17. 黄土 相 土屋 复 盖 的 平 岗 ; 12. FAR 

AURORE ERG, IV. SETA: 19. AM; 14. Wks 15. 花岗岩 健 入 休 。V. 现 
ARTO ACEAH IGG: 16. A LAA; 17. HAMA 18. MASP; 19. 峡谷 ; 20. BENE; 
21. BERR; 22. BOHELL; 22. 常 水 河 模 。 VI. FACT ER: 24. Book; 25. ILA; 26 河 

流 内 侧 窗 地; 27. YOUN 28. HORE Pk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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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EAE 1,000—2,000 公 尺 的 山地 , WBA AEE 5 LL PF ADS te PY 9G BE HEHE BA PKR 

Waseda, Wes A es HAT TD 150 ZUR Ae CE Ser fe Se A 

At, UTA ZB, 4 foe fh AE, 

(2) eo tit) Be HE MA ES RL es AK —— A Hi I Ts a PD 

Hs DE Ze a A ADS TE Ta) AS AL, SS BB AK 征 伊 洛 河 干流 切 穿 后 ,都 成 为 大 型 的 冲积 答 

地 ;如 洛 河 的 虞 氏 , 范 里 , 故 县 , 伊 河 的 旧 县 , 凡 县 ,伊川 县 , 被 支流 切 穿 也 均 造 成 小 型 的 

TPR, wa. AE. EB, 都 为 农业 的 中 心 。 芍 松 的 红色 地 层 已 被 侵蚀 成 起 伏 

10 一 全 0 公 尺 的 组 坡 丘 皇 ， 延 秋 长 水 红 盆 地 因 和 红 岩 生成 后 已 大 部 断裂 沉陷 , 另 在 黄土 

2S id EE HP BRE” (Fe 1), 

Xl 已 经 调查 的 和 红 盆 地 情况 

aw eo | = 向 | % WR | 物 时 及 构造 地 it 1H Ae 

j 225 A aati SW—NE 
REG BAC : i AO RLS FAI | 的 洛 河 所 继 贯 ， 发 至 河 温 
si dikiel Disb SW>NE 10 公里 质 及 砂岩 质 ,倾向 东南 | 潍 式 宽 谷 , 引 且 溪 灌 波 , 灾 

、 .| Be AR SRG, Pa 

<4 ix Ue Yat WIE ASO AR Be 
: £20 Ay HU ee fe 东 南 ， WA TRK 县 附近 一 Pe, x 支流 自 南 向 

1 BITE, A 阳 东 有 散乱 | 北 流 芙 盆地 ， 世 SBR 
( 洛 河 中 游 ) | PUUKGEE Bi, 白色 碳酸 后 | 最 大 ， 上 下 游 Sevens 

Fe bib aR Veg Ba eH TE 中 ， 只 ehh He eb oh Bee 
ite A eb 

Soke 本 Oia He A Pa 
. 二 9 Be Avi J Sess No 

. | SW9NE | W4-8 am | Mt AMES 支流 NWSE, #£A gt 
= (OFM i) ee ERE RET | 河 , AB AR 为 重要 的 支 

Sty FRM 510°, BE a gy 
营 附 近 呈 微波 折 明 

在 谷地 南 雏 , JF 河 在 东 
长 40 公里 泵 贿 近 未 平 , Bi | TERRE eS saree: 

Pe) one | 宽 8_13 入 里 | RRO IM, 在 田 湖 | RGR SWONE 流 过 ， 
( 伊 河中 游 ) he. PASI PHO BETAS TaN | RSME, 伊 cei: 

形状 不 甚 规则 | 切 丛 地 中 部 穿 过 , 龙门 山地 
是 谷地 北 限 

《3) 由 断裂 作用 上 升 重力 块 体 作用 强 忌 的 石英 兰 及 灰 岩 单 僚 断 志 山 地 区 一 一 包括 

九 时 山 马 湖 山 震 且 和 纪 石 英 岩 山地 及 龙门 塞 武 奥 陶 灰 岩 山地 , 它们 横断 了 伊 河 中 游 , 九 时 

山 在 伊 河东 岸 ， 是 一 志 状 山 ， 为 一 东西 走向 的 断层 所 切 截 , 北 必 下 降 、. 南 必 上 升 所 造成 ， 

1) 郑 威 : 伊 洛 河 的 狂 盆 地 ，1956《〈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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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层 倾向 SOS, 倾角 12°, Wey 858 公 尺 , 北 西 两 坡 断 崖 峭 立 , 伊 河西 岸 高 463 公 尺 的 
天 湖山 亦 为 岩层 820" 已 倾 的 小 日 面 山 , 由 蕉 燕山 运动 时 治 着 伊 河 已 发 生 断 裂 ,所 以 它 与 
东 岸 的 九 皋 山 在 构造 上 站 不 联接 。 龙 门 山 地 在 伊川 平原 之 北 是 阶 西 的 重要 山 险 亦 为 
“ 伊 关 ”的 胜景 所 在 , 山顶 260 公 尺 高 , 已 被 伊 治 河 侵 鲁 面 所 夷 平 , 单 人 对 灰 兰 和 间 NBO R, 
(825° Ze, 是 断层 北 翼 持 升 造成 。 但 山地 的 北 坡 与 西 坡 亦 合 受 断层 新 切 。 此 两 山地 都 
pate | 

(4) 由 石英 岩 灰 岩 煤 系 组 成 高 举 与 低谷 相间 的 宜 阳 2 SI Se LEK —— fir 
ts ; 层 为 玉山 运 动 扭曲 成 倾 伏 向 斜 与 背 斜 后 , 又 被 横 错 断 层 
利 走 向 断层 所 切 制 ,石英 兰 灰 岩 成 为 睦 岩 山地 ,水 砂 页 兰 煤 系 造成 苞谷、 如 锦 屏 山 (318 

公 尺 )、 神 遇 出 , 均 由 灰 兰 组 成 , 牢 坡 山 (398 公 尽 ) 则 是 石英 岩 的 山地 。 
(5) 为 伊 洛 河 所 虑 流 地 体 沉降 堆积 作用 强 态 的 来 河 潍 冲 积 平 原 区 一 一 包括 部 夏 

PE STEPH aL AL Hy Se LE, GH HTT EE HEE, 地 面 平坦 ,农田 满 伤 。 平 原 东 西 长 40 公 
里 ,南北 寅 5 一 15 公里 ,地面 不 断 沉降 ,河床 逐年 淤 高 , 亦 为 伊 洛 河 的 防洪 重点 区 。 

(6) 为 近代 沟 举 所 稠密 切割 水 士 流失 严重 的 黄土 平 岗 区 一 一 弛 了 山 平 岗 与 洛 河 两 岸 
的 二 路, 因 都 由 黄土 组成 ,在 地 貌 上 是 纺 长 平 顶 而 陡坡 ,可 以 视 为 一 种 类 型 , 坡 顶 已 及 成 
SAAD BASS BRAS TOL, RECS TIARAS, MERI UE, 是 
水 土 流失 最 严重 区 。 

ioe OF 8 

(一 ) 水 柔 型 态 A RUPHA ISL ESET ACE HUT BE AKA, PA AR 

BET 32779) , BBE EF 0 3 TF i Ee A Be EE, A RA 
它 的 四 过 ,应 有 短促 的 水 流 或 沟 道 , PSHE, MG ANAS ARIT BU, HUTA AN 

高 度 已 大 减低 ,又 受 喜马拉雅 运动 影响 , 盆地 四 过 沟谷 的 向 源 侵 鲁 必 很 活 趴 , 沿 巷 山区 

造 穆 方 向 的 水 流 可 能 首先 联 千 起 来 ,当时 河道 行程 ,应 在 现在 伊 洛 河 侵 鲁 面 的 分 做 范 转 
内 ， 伊 河 与 洛 河 的 形成 ,情况 是 相 类 似 的 ,都 是 沿 燕山 断裂 带 的 走向 , EAE AC 
发 育 。 在 侵蚀 面 上 , 河道 形态 当 为 寅 浅 散 流 , 也 有 河曲 的 发 育 , 站 经 过 创 李 各 种 不 同 兰 ， 

性 的 郑 石 过 程 。 

河和 道 饰 是 先 成 的 , 坚 兰 地 段 的 峡谷 ,应 为 后 成 ， 中 新 般 以 后 的 新 构造 运动 ,使 地 面 发 

生 井 网 性 的 上 升 ， hee Fe TAD BH IU EG SA IE A TD DSS 4 RAS BD 
难 , 不 过 河道 切 过 坚 岩 与 弱 岩 时 活动 的 方式 是 不 同 的 ; 当 切 过 能 岩 区 时 ， 河 流 还 有 进行 
FF GHG HONIG TD 5 TE AEE A TE” FO) AGE SE Be FE FE, 今日 的 供 治 河谷 也 还 是 这 样 的 情况 ， 
PUR AWN Te Sethe BL EIB ANSE REE TIT CAHN ASHE BS TREE TT 

MSP WE FUL, TEN Auld 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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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 支流 大 都 短促 而 与 主干 直 交 ,长 度 在 20 一 40 AES RIEL 
河 在 潭 头 以 上 ,支流 以 南北 走向 为 主 ,以 下 的 支流 就 从 西北 东南 走向 到 渐 转向 到 东西 走 
向 ， 这 种 支流 发 至 的 型 式 , 仍 应 和 燕山 运动 有 关 ，, 在 那 时 , 流域 地 面 上 形成 了 向 东南 凸 
出 的 弧 状 断裂 带 ,而 基础 地 层 中 就 同时 发 生 与 主要 构造 乏 相 垂直 的 横断 层 和 横 节 理 , 所 
以 不 葵 是 在 古老 岩 系 中 形成 的 波 谷 ,还 是 以 后 的 构造 运动 ,都 是 在 这 些 构 造 弱 点 的 地 方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 大 规模 的 断裂 如 龙 四 断层 , 九 皋 山 断 层 , 小 规模 的 断裂 如 宜 阳 延 秋 龙 池 
沟 断 层 , 长 水 龙王 滞 的 岩 特 , 田 湖 的 白 润 治 断 层 与 顺 阳 河 断层 ,都 是 这 个 方向 断裂 的 实 
wi, 

据 用 实测 地 图 测 计 , 洛 河西 北岸 支流 数 为 155, 东南 为 156, 伊 河西 北岸 支流 AT, ZS 
南岸 5B, 这 可 以 发明 河流 雨 岸 支流 相对 称 的 特点 D。 

(= )F RAS HIS ” 洛 河 从 河源 至 望 云 庵 , 除 经 过 杨 家 河 附近 东西 走向 的 红 丛 地 
和 处， 河 身 均 切割 在 天 古代 坚 兰 中 成 为 峡谷 , 峡谷 中 乱 石 横 河 , HEE ices ph WE 
里 ,河道 继 芮 红 贫 地 ,为 宽 谷 散 流 河 床 。 范 里 至 长 水 ,经 过 故 县 红 贫 地 的 一 段 为 实 流 ,其 
余 都 是 安山岩 峡 谷 ; 待 出 长 水 ,进入 黄土 平 岗 区 时 ,河床 又 恢复 其 散漫 蚁 曲 的 万 态 。 

- 伊 河 在 潭 头 以 上 ,谷地 深切 结晶 兰 系 。 潭 头 至 崖 口 , BRIA ACA UE, He 
也 都 是 宕 谷 。 由 此 北上 , 秆 贫 地 中 的 散 流 河道 在 陆 滩 被 火成岩 岩 株 峡 谷 所 构 束 ,在 龙 站 
BIKES Me ITE 

洛 河 在 洛阳 以 下 , 伊 河 在 龙门 以 下 , Site Sei ie, POL PAE 
鞠 束 的 泛 泪 性 河道 ,可 设 是 有 槽 而 扰 谷 。 杨 村 以 下 萄 过 黑石 关切 过 节 山 的 伊 治 河 ,又 呈 
峡谷 式 容 流 , 因为 河道 是 沿 着 项 县 断层 而 奔赴 黄河 的 。 

显然 ,河谷 的 性 质 , 可 分 出 如 下 几 种 类 型 : 
(1) 坚 兰 峡谷 窄 流 一 一 又 可 分 为 长 峡谷 与 短 峡谷 ;长 峡谷 如 洛 河 长 水 至 范 里 问 , 伊 

河 旧 县 至 崖 口 间 ; 短 峡 谷 如 龙 四 , 陆 深 是 ( 圆 -6)。 
(2) 能 岩 谷 地 袖 流 一 -有 由 红 砂 碟 岩 组 成 的 寅 谷 。 如 洛 河 虞 氏 范 里 段 , 伊 河 的 岩 

口 陆 深 段 是 ; 也 有 由 黄土 相 的 第 四 乞 地质 组 成 河谷 的 ,如 长 水 至 洛阳 段 ( 贺 7)。 
(3) 淤积 河道 一 一 指 夹 河 潍 中 的 伊 河 与 洛 河 . 
现 再 将 各 种 类 型 分 别 举 实 例 伊 述 ， 
(1) RHEE HE: 
ERI GS ZEEE EE ERE SED FE EMAL BS, TS EERE, LOO: 
1) 长 峡谷 一 一 河道 切 过 太古 代 结 唱片 兰 或 大片 的 安 山 兰 流 中 形成 , WAR BES 

BCPA, SEB A, BABES 

1) ere EH) 1:10 000 地 形 图 a3 a, Poh Uy L: 50 000 Say F ied Wi, 十 河 的 支流 数 密度 在 这 里 不 能 互相 比 
3 Me 
Ras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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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二 个 坚 岩 短 峡 谷 的 实例 一 一 龙门 与 陆 深 

例如 洛 河 范 里 至 长 水 间 , 除 故 县 限 近 8 公里 为 红 矶 岩 实 谷 外 , Hy A ONE Se 

与 粗 面 斑 岩 的 峡谷 中 , 谷 寅 只 100 一 200 ZAR, 岸 坡 陡 峻 , 河道 偶 促 在 窗 谷 里 汕 流 ,如 新 
庄 至 关 帝 河 一 段 不 过 10.6 公里 ， 河 弯 和 急 注 就 有 5 处 , 风 岩 突出 成 为 石 根 即 有 5 处 。 

伊 河 旧 县 至 崖 口 段 中 ,在 旧 县 时 宽 流 达 工 公里 ,进入 峡谷 被 鹊 束 至 150 ZR, IL 

江门 就 形成 落差 3 公 尺 的 急 汕 。 峡 谷中 ,只 在 凸 岸 胃 坡 处 有 薄 黄 十 堆积 ,耕地 村 沙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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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di; 
«TU REMEPAREHE 

。40 一 50 ARR HEE TE TTA ARLE 
坡 ; 

。 河 漫 潍 串 积 奉 石 ; 
- EARS 

. ARE 

- Ril eR BH; 
。 狐 碟 兰 组 和 谷 坡 ; 

- TREE ARK 

- Teel ri esas 
- Bele BOHEIL; 

OSS = = MATAR RE EET 
ee —— . ea; 
Ee 8. Feta; 

= 一 9. WERE; 
RIMStwR 10. =, 

(LFS » MLE UME PET 
坚 岩 谷地 ,支流 注入 主干 处 , 常 多 离 堆 山 , 如 洛 河 长 水 谷口 高 出 河面 50 公 尺 的 龙头 

些 , 伊 河 在 本 段 河 谷中 则 有 东 淤 、 酒店 等 地 的 离 堆 出 。 这 些 离 堆 山 多 有 平坦 的 顶部 , 相 
当 献 一般 训 地 的 高 度 ,它们 是 由 支流 下 游 的 二 支 激流 从 台地 表面 下 切 而 所 造成 的 ,严格 
的 说 ,是 妥 形 山 性 质 ， 因 为 都 位 图 坚 岩 地 区 ,河道 的 侧 鲁 作用 不 天 ,这 些 位 亦 支 流 与 主干 
交汇 处 的 狼 丘 ,所 以 能 在 谷地 中 保存 下 来 ,反之 在 红 碟 岩 河谷 中 ,就 少 发 现 了 。 

2) 短 峡 谷 一 一 这 种 峡谷 位 蕉 实 流 河道 的 中 间 , 谷 长 上 公里 以 内 , 寅 谷 散 流 在 这 里 
Hey TEAR a Ki, 

ABE IIT ALPHA He pla FEY SAS He ee PS LS WR EAB RE AE EUs 4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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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龙门 峡谷 只 宽 150 公 尺 ,长 上 公里 ,高 110 公 尺 ,冲积 层 只 厚 SR, emi Fe, 香山 

寺 是 谷 内 高 40 一 50 公 尺 的 石 质 平 台 , 谷 内 也 多 卡 斯 特 穴 。 

陆 梁 峡谷 则 由 伊 河 切 过 基 性 火成岩 着 株 造成 ,' 丛 曲 320 AIL, Je 100 公 尺 ， 谷 项 

一 般 40—50 公 尺 的 平台 。 峡 谷 以 北 由 小 支流 造成 的 离 堆 山 ， 多 为 爷 山 ， 其 成 因 与 其 

eH MEA. 

(2) Baar F He TC: 

在 这 种 河 段 中 , Fe ph AEE MLB, 寅 达 2—5 ZA, 河道 散 流 呈 办 子 形 ,有 

丰 厂 的 冲积 台地 ,上 面 安 田村 沙 灌 泊 渠道 分 伤 着， 为 流域 中 重要 农业 区 ， 在 进 水 时 河道 

“Fes OU fi To BR Ee Hs TARAS Br aa Che BRA TET) TR HE ST BL A ir 

Ko Stee | | 

Avie ii) A es Mie EE EB, Tn TEED LFA, A 2 FEDS PRY OE 2.5 公里 

RNS TB, ea ae pis 1 NB, OP BAG ALE | UW RvEE, fois TAA? FN Pe DG 7K 

礁 , KG, WA EAT ASE A HS 

AFF OY i THEE MG SAPS EYAL OLAS I EE: 东南 岸 为 安山岩 、 石 英 兰 与 其 兰 

得 成 的 丛 坡 ,西北 岸 除 大 部 为 红 矶 兰 外 , 田 湖 至 古城 问 侧 有 凝 灰 兰 的 平台 与 石英 岩 单 斜 

山地 , 可见 本 段 伊 河原 是 燕山 运动 时 的 断 妥 和 绿 , 而 红 和 谷地 形成 之 后 , 也 还 受到 构造 运动 

的 破坏 ,这 一 段 谷 宽 绝 2 公里 ,冲积 台地 发 育 已 不 如 前 ,其 辕 梳 亦 显然 与 上 不 同 。 

洛 河 长 水 至 洛阳 段 , 除 了 两 岸 谷 坡 由 黄 士 组 成 ( 宜 阳 附近 例外 ), 谷 地 更 寓 达 5 公里 

洛阳 南 关 的 沉 织 

AR 9 

龙门 伊 河 的 沉积 

ce 2 ia 

eo 8) 8s 
x i 3 eooe 

° 

| 

ira 
Lei +. BASE RBWeyeke 
2. 沙 士 5. Ree ese HY 
3.6 

图 8 SRP SSAA ETT HE PBR —§ inf 5 Fee FE TE DOR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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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其 他 景观 ,与 一 般 宽 流 段 是 相同 的 。 

(3) ARSE: 

BEAT REF ey ELS Wo), HCA FF SLE 53 EL Ble PAI 

BEAR AS» ABE Wa dee 54 1 tic » ASE 

2 

wy 9 PE SH Td “PEL, 河床 坡 

Yr it] PRG Hh ER 

曲 流 河 床 之 变 渤 KET, 堤防 就 筑 在 治 河 高 欧 工 

公 尽 的 自然 井上 , 据 在 伊 河东 石 去 

WE, 35 年 来 ,河床 就 淮 高 了 1.5 公 
JR, 1935 年 洛阳 南 关 锁 探 , 23 公 尺 
以 下 还 没有 遇 到 基 岩 , 可 见 河 床 正 
在 不 断 淤 高 中 ( 赂 8)。 二 河 的 自然 
坦 间 , 是 一 带 宕 地 , 平时 有 泉水 诱 
出 ,在 雨季 有 工 公里 寅 10 公里 长 的 
[XK Soa AS a Ses AS eS RE, 

gL 9335 B 

P3881 931 Fi 

Ost ea- 

AR 

< Bis 

fej 9 

PEATE SA BH, | FF PB MBE, Jari 71 BE AEE HE ABE FAS ok re ALE BL 

GSE (5) 9)。 由 蕉 河道 洪 积 作用 盛行 伊 治 雨 河 的 交会 点 也 不 断 向 前 移动 

(# 2), 

表 2 ， 伊 洛 河 河谷 情况 简 表 

| 

ie | Casa) | Cis) | Jett 河 合 河床 沉积 | 天 Fa 

河 大 部 为 峡 谷 , WAH ACL Al | wie KE WR SLMNR, 

| 1853.3 | , | RAMA ACA DLL 10 公里 着 | BAGEL AR | 落差 5_7 ye mR 

= ae Oe Fig | HH, 河 只 50 ARR, 响 深 只 6 公 | HY EE, 粗 | 落差 5 一 6 AR, KT 
= | RAL ALAR IS MIR, | 砂 亦 有 惟有 8、9 个 
Ne Yh A 250 AR RRA ASE 

= $ALE, HWA Re, AL 5 | sR 
Mel ，。| Oe) 1 | mri AMR Ee S30 Bj HRA ARAM 
| : 810 | 275 | teehee, Aas Mill 150 一 200 公 分 径 的 韧 石 及 大 | 附近 有 落差 工 公 尺 的 

区 尺 , 河 道成 散 流 ad Ni 

范 | | 除 在 故 县 附近 8 AM RCE 多 惟 险 , 大 的 有 七 

+ | 50.3 | 373.5 | “1 | Pb MWe SHH HIS, | 谷地 多 大 岩 | THR DIO AK: 
| | 50-8 | Fao | 398 | 寅 50 一 250 AR Wha A, AM | IM, HL AUNT eX = 
Aa | | 平坦 高 出 河面 250 一 300 AR 长 达 15 一 20 seh 

| | 

ea ces 



94 om -学 £ 1 相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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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373.5 | ， | MAMAS ARAL | geri sie, | ONS ERR, 
| 107-9 | 137.5 | a | A EASE NT FATE | 优势 RAR, He Hae 
洛 ae | 所 修 作 ,河道 成 散 流 #2 LAR 
sg! | | & ‘=i web Ee ee as | = 

洛 | | | | BRR BREET Eee FR A BH | 
rd 137.5 | 1 | 外, REE SUERTE | hI SRMENC | er 
| 全 ”| AER? | 1075 | 1 ARV EMRE LPIA 100—300 | | ar 
ne eee RSH AE | | | 
村 | | | | 

Bi | 一 般 仍 为 寅 谷 , ETRE | | 
geo | U3 1 | atak= creer 150-250 2! peemee: | ROT XTRA 
ik Treo | 3200 | 石 关 以 下 流 穆 集中 , 泛泛 吉 地 高 出 河 | FE 

if | 面 移 -2 一 5 AR, WR 100 一 200 AR | | 
二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S25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l ye ee | cs ae 
tg | tioso| , | SPORE. Bt) SRM, | op oy pe, 二 是 

| 68 _524.2 | a | hw AHR 70—100 AR, shy KAAGA3 AR | id, ERIRE SEE Th # 

全 600.0 | eH 70—500 AR, 以 小 河口 南 五 公 | wd 20-30 Af . 
H | AEE ERR, SH 50 ARG eee 

小 | STARR A Hh, (LIS 
4 rae Aa. WHR, Sa wei es a | Me Be 
||. 42.5. | 325.3 | — 谷 , 150—200 ARE HF 50 ei. yz Hees | BE HH EL ARG 
a S ciaed CEHEA, SALAM, 如 下 营 ， | BEDE 3 AR 
n | 酒店 ,山下 等 处 | a fl 

ht eres rer ce. ee | 
| 17.9 | i | 1. RAR. AT 3.5 2 ee | DIN Zee ASA Wabi TR AG Ze He 

“8 | 373 | 500 一 1 000 a Rap RENE Bi | 为 主 | 
ma | *| “HEP Sea 5 ARTIC L300 A FR ett 49 
本 | _ aeRO AEDRT HELLA | 

| | 15.4 | 237-0 ger | itl Cul), TGR Io | 。 小 如 及 粗 钞 | 流 以 入 
nts ”* | | 火成岩 合 入 体 ， 虽 车 至 双喜 头 为 厌 央 “a 
+ ine Bas ae hi teal Bees 
5 es ARTA 3.5 ZAG PIPER BR, 龙门 为 急流 , OE 

| as 9.8 Bp TOME 2 MCE) NSNTIRLTI | a ay re 
88.0 458 | Jo PRR AMUR HE 150 ARF L | KI RS 1 spat eon 

("] | 里 , 谷 深 100 AR I gris Nt meer eee 
# Ri We a MS ix | 
" 149.0 | 一 段 外 RH PRE ATH A SE 2 | 

/ = co 为 主 | 7a | 93 | aces 1 aR LARUE BEAT HA WTR 922 | ART 
8 | 

| HYDLR) 100 AR ) 



第 2 期 郑 威 、. 胡 贰 法 、 方 永 ， 伊 洛 双子 河 95 

(三 ) 新 构 洁 运动 与 河谷 ”近代 的 伊 洛 河谷 是 从 伊 洛 河 侵 鲁 面 上 受 新 构造 运动 影响 
。 而 遗传 下 来 的 , 所 以 新 构造 运动 对 伊 治 河 的 发 育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ESR PERE A 
的 研究 ,本 文 只 能 提出 初步 观察 的 查 料 。 

(1) 掀起 运动 一 一 当 我 们 研究 便便 面 与 伊 治 河谷 底 的 标高 关系 时 可 以 发 现 D, 侵 
fii Sim ES EARS, BWA PIES, 这 也 就 是 , 伊 洛 河 上 游 的 切割 量 显然 
ARP ie, GEG BON, 是 由 共 中 新 蒜 以 后 构造 上 升 作用 使 然 , 所 以 这 一 现象 也 说 明 
了 流域 上 游 的 新 构造 运动 上 升幅 度 是 大 蕉 中 认 这 一 特点 。 由 此 说 来 , 这 是 一 个 掀起 运 
动 在 作用 着 ( 表 3)。 

表 3 

让 | Faith ieee | “aR | a | MURR) 
z 站 灰 兰 147 261 114 
1 in Mw 4 190 | 326 136 

- wig me Mm A 237 365 128 

hit == ae Mew eA 278 | 477 199 

崖 口 Se UN ee 325 609 274 

we 尺 陶 HK 车 198 318 120 

m se nm R FB 222 352 130 

es dk tm ct 240 411 171 

x wi = 乡 a 270 | 491 221 

洛 FF m+ «(Of 308 545 237 

Re mk ZR Ww & 374 | 642 268 
故 县 i< @ 455 : 745 290 

7% ame 501 | 820 319 

(2) 掀起 运动 的 问 软 性 一 一 流域 地 面 掀起 运动 的 问 软 性 , Be Ba TE BS 

. 现 的 各 稻 阶 地 上 。 河 谷中 阶地 的 特点 是 : (1) BR OR aE 5 一 10 公 尺 阶地 是 由 黄 士 

冲积 矶 石 层 所 造成 的 堆积 阶地 外 ,其 他 都 是 侵 鲁 阶地 及 基 座 阶 地 。(2) 超 河 漫 潍 40 一 50 

公民 的 阶地 特别 普 逼 的 发 育 与 保存 , 基 岩 上 常见 有 黄 二 相 芋 层 与 底 碟 的 堆积 ,站 常 形 成 

离 扒 山 的 顶部 ; 间 地 出 现 处 如 范 里 润 底 此 的 红 矶 岩 平 台 ， 龙 门 香山 寺 演 阳 洞 灰 岩 平台 ， 

Bile Ye x A es WS TAD, 田 湖 至 古城 问 凝 灰 岩 平 台 ， 旧 县 至 岩 吕 的 安山岩 平 台 是 ; 至 论 长 

水 安 山 券 质 的 龙头 此 与 陆 谣 石英 岩 质 的 怨 山 ,也 是 相当 大 超 河 逮 潍 驴 上 40 一 50 公 尺 高 

的 离 堆 山 。(3) 阶 地 的 般 数 ， 上 游 多 於 中 游 ， 例 如 伊 河 龙 门 有 2 一 50 ARR, HA 

40 一 50 公 尺 ,70 一 80 公 尺 二 般 ; 洛 河 长 水 及 故 县 有 50 公 尺 及 70 一 80 ARH: (Hie 

ERICH, EGE HHAL, 7Q 一 80, 90 一 95, 105—115, 120—130 公 尺 的 各 稻 阶 地 都 发 

BRE, GEABRRO WEAN, ARRAS i, PM BSD LA 

1) 标高 数学 参考 12100, 000 地 质 部 鸳 西 地 形 图 及 1:200,000 He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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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LATA AY Ie ST LE ESE LINE ISAAK, MRR 
游 , EFtKB MS Dw. WELTER a EAE A Le LTH EO 
显著 , MRD NTS EPS TE, IL LIME, BESET 

MEHL G APY AB ES ALE LIE THB EI FB 
(3) 构造 断裂 运动 一 一 补偿 性 的 构造 断裂 运动 出 现 的 特点 , 是 在 老 的 构造 基础 上 
复活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 

伊 河 龙 门 峡谷 内 ,有 沿 N80* 卫 走向 的 小 断层 而 形成 的 五 处 卡 斯 特 泉 实 ， 其 中 以 西 
岸 的 滨 阳 洞 ， 东 岸 的 石 版 沟 与 香山 寺 三 处 出 水 最 大 , 卡 斯 特 泉 穴 的 出 口 应 以 河面 为 基 
He, 但 它 个 现在 高 出 河面 都 有 2 一 3 ASR, 这 可 能 表示 龙门 单 到 块 状 山 地 近期 有 沿 旧 的 
龙门 断层 焰 续 上 升 现 象 ,而 卡 斯 特 泉 实 的 出 口 还 来 不 及 适应 这 一 新 的 变动 。 

田 湖 的 顺 阳 河 与 白 润 兆 , 虽 是 伊 河 的 支流 ,但 也 是 中 新 杭 以 后 切 过 红 矶 岩 侵 馆 面 形 
成 的 断层 , 断 屋 崖 上 石英 岩 露头 新 鲜 ,三 角 崖 面 峰 刚 峭 立 , 臣 有 大 块 岩石 崩 蝴 下 来 ,这 些 
断裂 显然 还 是 在 区 千 上 升 活动 中 。 

长 水 与 洛阳 之 间 , 河谷 中 的 红 矶 兰 只 在 延 秋 长 水 等 地 有 局 部 留用 ,大 部 地 段 只 有 黄 
土 与 黄土 相 土 层 的 堆积 , 显然 在 黄土 堆 积 以 前 , 伊 治 河 侵蚀 面 形 成 以 后 ,这 个 断 权 贫 地 
中 联 续 的 红 矶 岩 因 断 裂 而 沉陷 了 。 同 样 情况 ,洛阳 久 西 及 龙门 山北 坡 ,在 黄土 之 下 现 也 
有 局 部 的 红 配 崖 雪 星 保存 ,可 见 原来 也 是 联 芒 的 ,以 后 的 断裂 作用 ， 才 使 它们 大 部 失去 。 
所 以 联系 到 夹 河 潍 的 形成 ,也 可 能 是 近期 断裂 运动 造成 的 。 

此 外 ,伊川 的 田 淹 和 渴 营 二 地 的 温泉 都 在 伊 河东 岸 及 南岸 , TE PSE BE 
作用 带 上 ; 1927 年 西北 大 地 震 后 洛阳 西 郊 唐 屯 、 唐 村 、 浅 水头、 于 家 庄 等 处 的 第 三 纪 红 
BEL, BAT N1O°E KNOW HIMBA”. | 

SEE DOIG He A EA, BRE PS TE EP WME OA BR EL, 7 oD AHS 7 0 
. 竹 纺 在 活动 中 ,所 以 上 述 的 断裂 现象 都 与 这 一 作用 有 关 。 

三 、 水 文 地 理 

(一 ) 水 文 概况 ( 圆 10) PHS SU, 是 黄河 下 游 洪 水 来 源 三 个 重要 地 区 之 一 ， 

如 果 伊 洛 河 与 沁 河 发 生 暴 十 ,同时 又 遇 到 山 陕 区 或 泾 谓 北 治 河 区 也 是 暴雨 , 雨 区 暴雨 逐 

流 相 遇 , 黄河 下 游 就 易 造 成 大 浊 水 。 根据 黄河 水 文 站 8 年 中 77 次 暴雨 逐 流 相遇 的 入 

计 , 殿中 与 伊 洛 河 有 关 的 ,就 占 42%”; 在 这 时 候 , 伊 洛 河流 域 也 可 能 发 生 巨大 的 洪江 。 

1933 年 项 县 县 城 因为 黄 水 倒灌 而 冲 毁 ,1935 年 黄 水 与 伊 治 河水 共 涨 ， 猛 扑 候 师 , 都 是 

具体 的 例子 。 

1) 李四光 :旋转 榴 造 及 其 他 有 关中 国 西北 部 大 地 宕 造 体 系 的 复合 问题 ,科学 出 版 社 1955, 
2) AGA: HT PURGE TE ,黄河 建设 , 1956 年 7 月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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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伊 治 河 的 水 文 (月 平均 ) 

流域 中 年 雨量 500 一 700 毫米 , 北 少 南 多 (HL 727.3, 洛阳 671.6, 黑石 关 478.2 这 
米 ), 其 中 60 多， 集中 在 7 一 9 三 个 月 中 , 赣 且 常 以 暴雨 形式 出 现 。 暴 雨 最 多 是 在 8 Arb, 
最 大 流量 也 有 在 这 时 候 发 生 (图 1)， 如 洛 河 洛阳 站 最 大 流量 5210 秒 公 方 (1954), Ht 
河 龙 闵 的 最 大 流量 7,180 秒 公 方 (1937)， 伊 治 河 黑 石 关 站 的 最 大 流量 7710 AH 
(1937) ,也 都 在 8 月 中 发 生 ( 表 4)。 最 小 流量 为 0.3 一 0.5 fF; (1952, 6, 0.3 S/m?), He 
六 月 中 出 现 , 因为 那 时 家 事 上 需 水 最 亚 。 但 断 流 现象 是 很 少 的 ,只 在 1877 一 78 年 , 洛 

河上 游 水 深 20 AS, 7 AR, HRA AKA AT MED, 才 使 下 游 枯 干 。 平 时 常 
有 10 秒 公 方 以 上 流量 ,冬季 也 不 断 流 ,所 以 伊 洛 河 的 桥 标 都 在 秋冬 搭 造 ,因为 此 时 水 小 
HEE, 待 到 春 上 水 势 变 惫 , THT, ARE EH AE HE A Bd TK BI A 34 亿 
公 方 ,其 中 洛 河 占 三 分 之 二 , 伊 河 占 三 分 之 一 5。 

水 位 涨 落 的 幅度 ,一 般 年 分 为 2 一 4 公 尺 ,但 最 高 水 位 与 最 低 水 位 的 较 差 ,可 达 6 一 7 
AR, 8 月 暴雨 期 间 , 流 量 最 大 ,水 位 也 在 那 时 最 高 。 

. 表 4 

| 最 高 水 位 ( 公 尺 ) 最 大 流量 〈 公 方 / 秒 ) | 出 WA 

fF yf (eR) 152.25 7,180 1937.8 

洛 河 CR) 134.64 5,210 1954.8 

伊 洛 河 (BAK) 115.55 7 710 1937.8 

1) 董 在 华 : 洛 河 与 伊 河 , 黄 河 建设 ,1956 年 7 月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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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 水 位 和 流量 

11 水 位 与 流量 的 关系 

泥 沙 问 题 不 车 洪水 问题 对 黄河 影响 大 , 含 沙 量 一 般 在 洪水 季节 为 最 高 , 在 洪 崇 之 : 

BY, AAS ARE Re, 1 一 5 月 的 售 沙 最 少 ， 每 月 平均 傈 不 到 1 工 公斤 / 公 方 ， 河 水 党 

是 清澈 的 ,平均 每 年 供应 黄河 的 输 沙 量 为 0.16 亿 公吨 (黑石 关 )， 合 沙 量 每 年 平均 为 上 0 

公斤 / 公 方 。 
伊 洛 两 河 绝 冬 不 冻 , 这 是 和 北方 攻 河 不 同 的 地 方 ， 古书 因 此 有 温 治 之 称 ， EEE 

12—2 月 有 冰期 ,但 仅 冻 和 结 河 边 ,中 心 冰 随 水 流 , 称 为 流 凑 。 伊 河 三 官 店 忆 上 , 河面 在 冬 

季 虽 和 辕 有 厚 冰 ,但 河水 仍 在 冰 下 流动 。1920 年 洛阳 以 下 封冻 20 多 天 ， 这 是 最 严重 的 冰 

冻 情 况 。 

1954 年 8 月 , 伊 治 河上 中 下 涛 同时 发 生 了 近 二 十 年 未 有 的 洪 些 , 这 显 然 是 流域 水 

文中 的 一 件 大 事 (黄河 未 小 水 )。 8 AG, 洛阳 专区 9 个 水 文 站 的 降雨 量 都 在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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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毫米 之 间 , 平均 295 毫米 , Ei T AERIS EG Ty 43%, TE 8 月 3 一 4 日 的 一 次 
最 大 降雨 ,历时 17 小 时 ,就 降 了 90 一 200 毫米 的 雨量 ,尤其 集中 在 宜 阳 和 江 川 境内 。 那 
时 ,洛阳 站 最 高 洪水 位 134.64 公 尺 , 最 天 流量 5,360 秒 / 公 方 。 在 河道 主干 淫水 的 同时 ， 
支流 谷地 也 形成 了 惫 束 的 山洪 暴发 , 夹 河 潍 也 因 昌 破 而 大 部 渡 没 。 

(二 ) 近 代 河 道 变迁 ”近代 伊 洛 河 的 河道 变迁 ,都 发 生 在 流域 下 游 ,有 二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一 是 由 太 河 床 的 洪 积 作用 所 造成 , 如 伊 治 二 河 交会 口 的 东 移 ,以 及 伊 洛 人 黄 位 置 的 
改变 ; 另 一 种 是 由 放 历 史上 的 人 工 改道 ,使 丸 润 谷 族 水 系 发 生 多 坎 变 迁 。 所 以 这 都 是 近 
代 河 流 活 动 的 事实 ,历史 时 期 以 内 的 现象 。 

(1) 伊 洛 河 交 会 口 的 东 移 ， 现 在 伊 洛 二 河 在 夹 河 泪 中 的 交会 口 是 位 於 优 师 县 的 杨 
村 ,但 根据 历史 文献 研究 ,以 前 的 交会 口 还 在 西边 ;, 兹 且 有 水 渐 东 移 的 味 象 ,这 是 反映 了 
伊 洛 雨 河 下 游 泥 沙 淤积 作用 的 旺盛 。 
水 径 ( 欧 公元 250 年 ) 请 :“ 伊 水 又 东北 至 洛阳 县 南 , 北 入 於 洛 "， 当 时 伊 洛 相 会 处 是 

在 洛阳 故 城 之 南 。 洛 阳 故 城 即今 洛阳 城 东北 二 十 时 地方。 
ABS BG CHEESE, 1786 , 答 三 册 川 志 ) 则 谢 , 避 道 元 时 ( 指 水 经 注 , 时 锡 公 元 450 

年 ), 伊 洛 在 洛阳 ( 故 城 ) 合 流 , 今 伊 和 洛 在 优 师 正 南 侧 ”又 谓 “ 洛 水 至 故 洛阳 城 东 义 井 铺 
南大 候 师 县 境 , 流 经 桑 圆 头 岳家 潍 东 -一 里 许 , 伊 水 自 西南 东 注 之 ”又 有 -一段 敏 述 ,情况 
也 是 相同 :“ 伊 水 又 东 届 而 北 乏 安家 潍 , 西 由 王家 庄 渡 岳 家 庄 滤 东 一 里 许 与 洛 水 会 "这 
个 110 年 前 的 伊 洛 河 会 口 , 鸥 在 今 会 口 枢 村 以 西 四 里 许 。 

_ 芒 样 , 伊 洛 河 合流 处 , 先 在 洛阳 故 城 之 南 ;再 是 岳家 潍 ( 印 今 岳 潍 ) 东 一 里 , 现 又 位 认 
覃 村 地 方 , 这 条 路 线 也 很 明显 是 自 西向 东 前 进 的 ,其 速度 移 40 一 50 年 偶 展 一 里 。 由 此 
趋势 看 来 ,以 后 还 要 向 东 伸展 。 RMAC DEE, RAIMI, RSP, it 

”1954 年 的 洪水 后 , 沙洲 又 向 东 伸延 数 十 浆 , 由 今 揣 十, 沙洲 不 断 向 东 伸展 的 情况 当 更 易 
TR, | 

(2) 伊 洛 河和 黄 位 置 的 改变 (812,13) RUE, PHATE SE 
方 切 穿 了 节 册 黄土 周 而 注入 黄河 的 ,但 根据 访问 和 研究 历史 地 理 材 料 的 千 果 , 发 现 情况 
是 比较 复杂 的 : 当 黄 河 河床 的 曲 流 南 徙 时 , 伊 洛 入 黄 才 在 目前 的 位 置 ; 如 果 黄 河 仿 北 奔 
Be, 伊 洛 河口 则 向 东 伸 展 到 记 水 古 柏 嘴 附 近 ; 二 千 多 年 来 , 伊 洛 河口 就 是 这 样 随 黄河 的 
南北 廷 流 而 往返 於 洛 口 和 记 水 之 间 的 。 

径 我 们 比较 研究 了 大 十 年 来 的 河道 地 形 周 之 后 ,发 现 许 津 和 武 陆 之 问 的 这 段 黄河 ， 
的 曲 流 活 动 具有 一 些 特殊 的 规律 5: THT SEO SERGI. IS WATE HS SRE 
组 点 ,长 期 箱 制 住 黄河 曲 流 的 活动 ,其 中 马 峪 沟 与 古 柏 嘴 二 个 框 经 点 对 巩 伊 洛 河口 的 变 

1) 关 准 这 一 地 图 比较 研究 的 资料 利 方 法 , LAI: 应 用 地 圆 比 较 方 法 研究 黄河 河床 变形 ,黄河 侍 融 , 1957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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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1945—46e 
1953% 

迁 关系 最 为 密切 。 
马 峪 沟 是 铁 澳 钱 与 伊 洛 河口 之 问 的 流 称 辐 合 点 ,这 眉 河 谷 是 东西 走向 的 , 饮 哈 法 以 

上 的 流 穆 仿 东 南 , 以 下 的 流 缚 仿 东 北 ,这 个 平缓 的 纸 形 转折 , 河 工 上 称 为 缓 弯 

-本 柏 嘴 是 驴 邮 角 的 形势 凸 出 在 泥 水 河口 东北 。 由 伊 洛 河口 至 武 味 县 南 , 黄河 谷地 

旦 东北 走向 ,河道 却 曲折 呈 8 形 , 古 柏 嘴 尖 位於 中 要 。 它 的 上 下 都 是 散 流 河 槽 , 流 穆 在 

这 里 作 紧 密 的 辐 合 , 历史 上 角 称 此 地 为 五 龙 富 。 当 古 柏 嘴 以 西 的 河道 奔流 在 谷地 南 便 

时 , 宅 以 东 的 河道 就 依 偿 在 河谷 的 北 便 上 于 ( 如 1890 1923 年 ); 反 之 , 当 古 柏 嘴 以 西 , 河 

道 濒临 北岸 时 , 它 以 东 的 河 槽 正 紧 倚 着 南岸 (如 1946 1953 年 ), 黄河 在 此 造成 的 转折 如 

此 各 ,所 以 这 是 一 处 有 名 的 急 淤 。 

在 马 峪 沟 与 古 柏 嘴 两 枢 组 点 之 问 , 河 段 发 生 南 北 震 疆 式 曲 流 的 同时 , 伊 洛 河口 却 会 

形成 东西 摆动 式 的 变迁 。 

当 黄 河 偏 南 流 时 ,河道 濒临 闻 山 北 蔓 , 伊 洛 河 可 横断 部 山 轰 洛 口 入 黄 ( 如 1890、1923 

年 ) 但 当 大 河曲 流 往 北 时 , 伊 洛 河 的 下 游 便 向 东北 延 伟 , 在 洛 口 以 东 当 黄河 凹 岸 处 ， 另 

et Bes 因为 黄河 北 流 , 赣 不 远离 古 柏 嘴 , 所 以 伊 洛 河 只 能 在 古 柏 嘴 或 古 柏 嘴 以 西 , 沿 着 

谷地 低 槽 注入 大 河 (如 1934、1953 年 )。 当 黄河 重 返 南 流 时 ， 伊 洛 河 又 重复 在 洛 口 汇 入 

这 段 黄河 因为 被 忆 峪 沟 与 古 柏 嘴 钳 制 着 两 端 , 曲 流 虽 有 时 和 间 北 ,有 时 南 旋 , 而 伊 洛 

”河口 始 烙 被 鸥 束 在 这 河 段 中 作 东 西向 往返 的 原因 ,显然 可 由 此 得 到 理解 。 

(3) 河流 的 人 工 改 道 ( 圆 14) 伊 洛 下 游历 史上 开发 很 早 , 利 用 支流 水 系 通 济 灌 浙 

周 代 就 已 开始 , 其 中 尤 驴 弘 润 和 谷 水 改道 最 为 频繁 。 本 文 只 能 略 举 数 例 , 以 表示 河道 变 

迁 的 一 种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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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 SH ACAY, “4 JE EE I, 就 在 洛阳 修筑 了 二 座 城 地 : 东 叫 成 周 , 序 在 仿 洛 阳 

东北 20 里 许 , 西 叫 王城 , 狗 在 现 洛阳 城西 北 20 里 的 地 方 。 当 时 油水 在 王城 之 西 人 洛 ， 

入 水 在 王城 东信 洛 ; 而 谷 水 原 为 油水 在 新 安 以 东 由 南岸 注入 的 一 条 支流 , 通称 二 河 为 

油 , 但 自 周 平王 东 迁 以 后 ,又 改称 润 为 谷 。 檀 水 和 谷 水 的 改道 在 东周 以 后 最 大 的 就 有 五 

PR 7 Fa EFS HE BE 44 4, 1705 46), 

1) 公元 前 6380( 周 灵 王 二 十 二 年 ), 谷 水 与 洛 水 的 洪流 会 合 , MORE, A BE 

谷 水 ( 即 润 水 ) 在 王城 西 往 南 入 洛 的 一 段 族 塞 成 为 干渠 , 谷 水 便 向 东 与 义 水 合流 了 。 

2) 周 敬 王 以 后 ,王城 改称 河南 ,成 周 改称 洛阳 。 东 汉 建 都 洛阳 (公元 中 年 ), 汉 明 

希 引 谷 水 至 洛阳 城北 为 千金 汇 ， 又 引水 绕 城 南 为 阳 渠 ， 与 千金 渠 会 合 后 轻 过 候 师 县 南 

《 汉 候 师 故 县 即今 城 ), 东 注 入 洛 水 ,以 便利 潮 运 。 

3) 三 世纪 昔 魏 时 ,也 都 洛阳 ,大 营 宫殿 ;让 引 谷 水 灌 庭 园 , 河 道 又 发生 一 次 大 变化 。 

4) 公元 484 年 (北魏 孝文 帝 太 和 七 年 )， 潜水 在 河南 城西 北 谷 水 的 北岸 注 著 成 东 

西 十 里 的 大 湖 , 当时 合 浴 决 湖水 灌 入 引水 中 。 
5) Wa Baath (2350 605—617 年 为 河南 与 洛阳 两 城 合 而 为 一 , 建 为 东 都 , 论 修 导 故 

阳 渠 称 为 通 济 渠 ,以 谷 洛 二 水 围 线 都 城 , 北 将 谷 水 从 城西 让 至 城南 以 达 城 东 , RS 

( 仿 候 师 西 十 里 ) 现 县 之 间 注 放 洛 口 , 使 谷 洛 与 大 河 联 驳 起 来 。 

Fb LS WG LRU, IBLE, TK CEP A, BOI EDR AR A IK 

inf pre ABBE GH, PATE IEA RA TAB RR TRAE GI AY Il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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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水 害 和 与 水 利 

(i) 水 害 : 

1. 历史 上 的 水 害 ”从 公元 前 630 年 周 灵 王 时 , 谷 洛 会 流 客 城 冲 毁 算 起 ,到 1935 年 

候 师 城 被 毁 为 止 的 2500 年 中 , 据 史 书记 载 , 洛 伊 净 润 ( 谷 ) 四 水 泛 激 酸 成 较 大 洪 秋 的 , 共 

有 80 次 ,其 中 洛 河 占 48 A, Hein] 14 A, Me] 10 A, 油 ( 谷 ) 河 占有 Ky AER WIR Sete 

WE, AWMRK, ZEB 21K”. 

2. 目前 的 水 害 (lal 15) 

1) 内 涉 一 一 在 夹 河 潍 伊 治 二 河 之 问 ,南北 有 自然 担 夹 持 ， HE Fd Se OAR EEK AS 

RE BNE A PARK, EWA. PAGES SEA Pin, TE 

APN HS EAE EIST Ind, PEAS TH GAS RSE, A PTS, BATE Aa A Pi 
(> SELES. ) fi 

6 

伊 洛 河 夹 河滩 水 利 

工程 位 置 图 
—— 

a= 
= 

01234 528 

en i \ ii. oe 

图 15 a“ Do“ Bah) - 

1. HAE ig ORAS OKA AE ); 4. ET; 7. 主流 项 冲 险 工 ; 10. ReWwet fee 

2. Yale Py SE HE EEA EK); 5. 排水 渠 ; 8. BARGER; 

3. APR 6. 坦 防 ; 9. Ye GEES 

2) Bede —— TET Pie wh ESE AP ch, BEAK I die EE BOR» 如 洛 河 的 西 石 

桥 , 76.1954 46 8 4 AS MRNA AEs SR ENE K Awe, POT, 西 石 

桥 之 东 , PME ZG RAE FETS, FEA AL a eZ, 全 河 :/s 的 流量 (1,000 A 

F/O )HARO. WE SEE a, ABEL APE T. 0 

3) Bey — EMER BEAT, BR TEM GE XE a He mkK AS Bay EE. RK 

BE BEAK TSK IRA RIA lB bE ein. 0 

4) Bein HE ——DLL ARAL TES — A, ARAL ET, PWR 

1) BYEAMEA Rb aR (1935 年 10 月 ) AL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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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 ita 7% YO Be DNB HH BLE 5 BUA BRE 5 HOVE WATE LA 7% Sit, RRA, a EI 
StH awe, WI AKIATE, EAI. © 1935 年 7 月 黄 水 与 伊 洛 同 涨 , 洛 水 不 能 入 黄 , 伊 水 
也 不 能 入 洛 ,洪流 少 积 ,水 位 高 7 公 尺 以 上 , 候 师 公 城 冲 毁 , 现 新 城建 在 城北 部 山 芳 下 。 
1983 年 项 县 受 黄 水 倒灌 ,全 县 陆 沉 , 现 成 为 700 一 800 THAR RAE, LR MUSE SE HIE. 

5) ARR AL, 沿岸 泛 浅 一 -这 种 情况 最 多 ,1954 年 洛 河 两 岸 在 洪水 时 水 面 寅 大 
1 公里 以 上 , 伊 洛 河畔 的 考 义 锁 离 河 1 公 里 ,但 锁 内 仍 水 深 1 公 尺 。 

6) 主 溜 侧 鲁 , 沿 岸 骨 场 一 一 在 河流 地 边 称 ,洪水 时 受 河流 便便 , 安田 村 沙 易 被 
冲 场 ,如 1954 PR FAS, RICE, 伊川 钻 家 市 ， 孟 家 洲 , 均 毁 去 守 个 村 子 , 农 田 

PI ES, SEPM AR, 也 会 引起 曲 流 改 道 , 例如 洛阳 南 关 1922 年 由 吴 候 年 建 了 
洛阳 石 桥 ，1923 年 洛 河 改道 东 移 , 旧 桥 亦 秆 素 置 , 现 南 关 已 毁 的 林 森 桥 , 还 是 1937 年 所 
建 的 。 其 他 如 西 石 桥 岳 潍 等 地 曲 流 套 淤 不断 下 移 的 现象 也 很 显著 。 

(2) 水 利 : 
1. 航运 ”洛阳 县 志 载 :“ 除 时 通 远 市 南 临 洛 水 , 东 运 清 渠 ,都 国 舟 船 万 计 ”， 可 昂 古 

时 航运 赐 通 的 最 象 , 当时 水 态 时 可 上 漳 到 处 氏 ,沿途 的 圩 城 , 王 范 都 是 滨河 大 镇 , 现 因 曲 
流 改道 ,城镇 离 河 远 距 0.5 一 1 公里 , 船只 已 不 能 售 城 。 1930 年 以 前 从 有 载重 锡 二 万 斤 
的 木船 往来 河上 ,近来 运输 已 颇 冷 落 。 洛 河 航 缚 由 处 氏 至 古 柏 嘴 长 318.4 AB, BBE 

航 的 只 有 宜 阳 黄龙 庙 至 洛 河口 古 柏 嘴 一 段 长 126.1 公里 , 一 般 水 深 0.3 一 1 公 尺 。 EHS 
EG EWI RARE, 从 有 个 别 的 小 船 行驶 , (AR PRB, 河 寅 不 到 10 AR, BA 
横 河 , 激 流 冲 击 , 背 子 也 万 分 情 惧 。 由 范 里 至 长 水 一 段 谷 窄 流 惫 , 杜 旬 转折 ,船只 能 下 行 ， 
AAR. | 

PAT VA MELA DAE Faby BC IP, Ee Ae ASR EP 
3B, WOSWI—WETE 8 一 10 JJ KR 1—3 FA, WEAR AREAS, WB EPA ME, UC RE A 
GF, Abi GALE FH BE, ARRAS, 只 宜 放 0.5 公 尺 寅 的 小 答 , 以 下 才能 放大 签 。 

2. WEE “ 伊 洛 河 灌流 事业 发 展 的 历史 很 早 , 周 代 已 经 开始 , 附 唐 是 极 盛 时 代 , 因 在 
自然 环境 上 极 多 有 利 条 件 , 例 如 河谷 中 有 宽广 的 台地 , 引 汇 方便 , 河水 也 猎 冬 不 冻 , 流 量 
长 年 比较 稳定 ,( 多 年 平均 流量 洛阳 有 80 BATH, LPIA 43.6 BAH, AH 126.5 秒 
公 石 )。 但 问题 是 在 於 干 旱季 节 , 最 小 流量 常 不 足 工 秒 公 方 , 且 都 发 生 在 6 一 7 月 安 事 上 
需 水 最 亚 的 时 候 , 就 以 目前 的 洛 河 论 , 一 般 也 需要 28 秒 公 方 作 渠 道 灌 浙 之 用 ,所 乌拉 涝 

Bk, ARBRE, | 
HMA AVES, FRE HLA 8 条 ,五 千 亩 以 上 有 3 条 ， 

JEWEME 28 万 亩 〈 违 巩 县 与 优 师 3 万 5 千 亩 在 内 )， 一 牢 集中 在 洛阳 县 , 洛 宁 宜 阳 次 之 。 
伊 河渠 道 灌流 万 雷 以 上 的 肛 条 , 五 千 亩 以 上 的 有 5 条 , JEM 6 OF TH, SE PTE PUIG 

由 县 境内 (图 16,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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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伊 洛 河 主要 灌流 渠道 (灌流 五 千 亩 以 上 的 ) 

渠道 名 称 Ca | oe 起 &® 地 点 

洛 河 洛 了 旧 建 ik 2B 60.5 63 ,000 Ba See 

% ‘it 3B 31 22 ,400 ths FRALEY EA 

ths iF 32 25 20,800 Fe USD hi 

Kk Ri IR 12.5 20,700 ha MERE 

mk RR 17.5 13 ,000 Tes Wit Be EAR 
二 

i oF HB } 25 , 000 MePACF EPR 

新 XR 6,100 wT ANB 
ee hr a 

Al FR | 10,000 宜 阳 桥头 至 洛阳 崔 村 
at 济 渠 11,400 TET BEE 
la) BF SR 6,200 “ECs FESR BM SE 

i Or 3B 7,300 RT HART my 
ae 

伊 WE te IE 17,000 伊川 土 门 玛 西 草 店 
BARBIE 7,300 FNM 
FABIE 6,500 FM RKB BRT 
顺 阳 汇 5,500 BEND NS ea 
ef 

TH 城 3B . 5,000 BE eee So atta 

支流 水 系 也 是 重要 的 灌 浙 水 源 , 洛 河中 支流 渠道 灌溉 17,000 2 Tin, 伊 河 伊川 一 县 
有 70,000 亩 水 江 地 分 人 在 支流 中 。 

谷 坊 水 库 以 伊川 县 理 最 有 成 绩 , TE UE TK Be OER US AEA, DD 
大 的 地 形 , 就 地 取材 ， 兴 建 小 型 水 库 , 1954 年 已 达 17 ME, Bk 151 万 立方 公 尺 ,扩充 及 

改进 了 水 田 14,000 多 雷 ，1954 年 又 始 建 9 座 , 可 省 地 7,400 Ti, 
此 外 , 井 水 灌 浙 也 补助 了 渠道 灌流 的 不 足 , 分 伤 在 候 师 及 洛阳 境内 最 多 ， 灌流 面积 

达 10 万 多 雷 , 秋 季 井 深 在 夹 河 潍 及 河流 两 岸 泛 泪 台 地 上 多 在 4 -15 公 尺 之 间 ( 表 6)。 
表 6 伊 洛 河沿 岸 秋季 并 水 深度 ( 公 斥 ) 

Be 河 RE 
He 

泛 伊 河 洛 河 

| 吃香 | 伊川 | 古城 | 南庄 | 西 和 让 | 网 上 | 局 店 | 王 范 | em | 延 秋 | eR | 三 山村 | 洛阳 
地 | 43| 4.2| 5.5|10.0| 11.2 | 5.0 | 88|14.0|9.7| 12.0 | 3.0| 90 | 5.5 

(四 ) 固 体 还 流 问题 PYM In Ve Pe wh AS she JL AE BE 

存在 : (1) PRAVEEN, JC a RE Bb ss Bh Sire Is TE A Be 

SATE In RSE MITE A , HEAT Mi RE DS Ae MK, 成 为 ADRS A Ti] AP 

《2) 以 泥 沙 的 搬运 与 沉积 来 看 , 虽然 每 年 平均 有 0.16 (OZR A BY , 但 在 河道 中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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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大 部 停留 下 来 , TURRETS. BRACE Bebe, UE ROKR UR T eI 
PRAT UE TMA PETER T , CU rea HP EGO DE, SRL HTAT IR 
沉积 也 足以 减低 它 的 寿命 ,这 不 能 不 使 我 们 想到 , SSC een PS eR HV TE I EH 
利用 方式 的 不 尽 父 当 所 造成 的 。 
具体 的 说 来 , 地 面 侵蚀 和 河床 沉积 ,各 个 地 区 也 不 同 。 
能 耳 山 伏 和 牛山 的 上 者 地 带 ,都 是 天 然 林 区 ， 如 顺 呈 以 北 五 丈 山 一 带 , 以 检 皮 模 为 最 

多 ;器 县 西南 有 检 ̀ 攀 、 泡 桐 等 树林 , 洛 宁 之 南 的 石 盘 山 一 带 有 麻 栗 、 柏 、 杨 、 松 的 原始 林 ， 
这 些 陡坡 山地 复 被 是 完好 的 。 

| 蒂 些 山地 的 山 琨 带 上 ,物质 滑动 现象 则 很 显著 ,风化 土壤 , 岩 导 和 崩 解 的 岩 块 ,都 顺 
Uy HE EDT BD, 山 浊 暴发 时 岩 志 都 向 支流 谷地 输 适 ,例如 洛 河上 游 支 流 中 就 有 直径 达 3 

公 尺 的 互 碟 , 伊 河上 庆 陶 洲 也 多 直径 达 工 公 尺 的 岩 块 。 河 谷 陡坡 上 ,安山岩 层 常见 沿 节 
理 裂 成 和 棱 块 , 顺 坡 请 落 阻 塞 谷地 ,或 造成 潍 险 。 

BDH Ws EMERGE HOTEL Boh, SPD RRA, ABO ZERIT, 
宜 阳 近 郊 山地 都 是 柏林 , MR AAT 30 一 40 公分 ， 请 未 开始 硫 环 ， 1920 年 后 , 宁 木 几 被 砍 
尽 , 现 在 山地 有 严重 的 沟 人 鲁 和 石 滑 。 

嵩 县 九 振 山地 是 裸露 的 石英 岩 区 , 刀 层 崖 壁 上 崖 块 顺 节 理 崩落 在 小 沟 中 ,草地 复 秆 
也 很 零碎 ,这 是 凡 县 山 浴 和 石 崩 比较 严重 的 区 域 (fH 17)。 

红 碟 岩 绥 坡 丘 陵 , 是 流域 中 侵 鲁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 ， 由 蕉 碟 岩 的 物质 朴 松 ， 红 粘 泥 与 
确 石 腰 结 得 也 不 坚固 ,而 且 叶 地平 坡 , 都 已 星 成 旱地 , 山 波 暴发 , 土 面 与 农 作 都 被 冲 去 ， 
泥 粒 松 浑 水 中 , 山水 也 呈 和 红色 ,伊川 幸福 谷 坊 水 库 ， 一 年 内 就 漆 了 工 公 尺 ,1954 年 伊川 
rp MwA ERI BT 6,600 tH, 

黄土 平 岗 上 的 侵 鲁 问 题 是 更 严重 了 ,物质 刻 比 红 碟 岩 疏 松 , 上 面 也 多 粗大 而 深切 的 
TEA, We GABE RATES 10 公里 寅 1 一 2 公里 , 深 50 AR, DIRE 
多 ,山洪 来 时 ,泥浆 诱 浴 ;部 山北 末 更 被 黄河 水 浪 侧 击 ,不 断 向 南 便 退 。 
此 外 ,山顶 有 薄 士 种 地 厚 圭 为 窄 的 , 冲积 台地 边 乡 被 侧 鲁 骨 坏 的 , 也 都 供应 了 一 定 
量 的 泥 沙 。 

这 是 指 地面 侵 刍 使 河道 增加 固体 逐 流 的 一 方面 情况 。 由 共 地 面 供应 的 物 碍 不 同 ， 
在 河床 中 搬运 沉积 的 万 式 也 是 不 一 的 。 

黄土 粘 泥 , 都 可 以 成 为 悬 移 物 质 , 洪 水 来 时 先 被 带 走 , 但 巨 碟 粗 砂 , 则 根据 来 源 在 河 
谷中 推移 到 不 同 的 远近 然后 停 积 下 求 。 所 以 现在 河谷 中 的 沉积 物 也 是 有 一 定 规律 的 : 

如 洛 河 李 家 楼 以 下 , 伊 河东 石 坪 以 下 ,河床 沉积 乌 竹 砂 汽 泥 为 主 ; 洛 河 望 云 庵 以 上 ,伊川 
MUL FURR: 在 中 间 河 段 中 , RE Pa, 粗 砂 小 矶 石 意 占 优势 ; 仿 近 

上 游 , 天 卵石 与 块 石 渐 占 优势 。 至 饼 支 流 河 谷 ,大 匈 石 兰 块 都 有 ,只 停 在 谷口 ,不 带 到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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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a Ne a 

epere ae Sune 

HB 0002 Rivt e 安山岩 及 变质 岩 

EY 1000 至 7003R HEBL ERE Ee) Sta 

WA ©=T00Z5002R J 流 冲 RE Ee 幼 宁 地 

5002 4002R LEZ ws ® cj = 3 微弱 流失 区 
[_] 4008 尺 以 下 0 4 822 EJ #8 RRA B. 

fg 47 ANH BK EK 

干 河床 中 去 。 这 一 现象 说 明了 , —ABOK, 河床 中 就 加 多 一 次 沉积 , 8 St Ze MEADE 

杨 长 佑 同志 观察 ，1954 年 涨 水 , 河床 就 洪 高 了 1.5 AR, 可 见 沉积 物质 的 数量 之 多 

( {ed 18)。 

ERE riAR (TTD) 8 ayinG <5 BF 720108 

PRERE <IMR> Dg [9] WHR <0 ae 

fa 18 伊 治 河 河床 这 积 

根据 以 上 情况 ,可 以 看 出 , 伊 洛 河流 域 的 泥 沙 ,不 仅 促 使 河床 淤 浇 , TETAS Vee 

的 汽 塞 与 悉 石 的 沉积 ,也 会 影响 水 库 的 安全 ;水 十 流 失 , 坡 地 农业 也 更 受到 损害 。 所 以 ， 

迅速 的 探 取 有 效 的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粥 结合 护岸 固 坡 保 地 的 工程 ,才能 克服 流域 中 的 固体 

逐 流 问题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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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 RE Se Be ete 
野外 测定 方法 及 其 初步 分 析 结 果 

受 RK 
《中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 完 所 ) 

1954 年 七 、 人 及 月 间 , 作 者 与 本 所 王 明 业 、 刘 华 so 
德 场 . 草 家 欣 同 志和 当时 二 年 级 同学 十 余人 大 到 隐 东 黄土 区 域 作 地 瑶 考 察 。 全 在 华亭 
粳 食 沟 附 近 的 沟 间 地 坡 面 上 , 利用 下 面 方法 来 测定 站 沟 侵 鲁 量 ， pape Sk tigi 
已 整理 完 后 披露 於 此 , 容 或 可 供 黄 二 区域 研究 士 壤 侵蚀 的 参考 。 
大 家 知道 , 坡 面 冲刷 包括 片 状 侵 鲁 与 短波 侵 鸳 , 两 者 冲刷 量 的 变化 是 受 暴雨 量 与 暴 

雨 强 并 . 坡 向 、 坡 形 、 坡 度 、 坡 长 、 士 质 及 作物 种 类 与 其 株 行距 等 因素 的 综合 影响 。 如 果 
要 想 正确 得 出 每 一 项 因素 与 坡 面 冲刷 量 的 关系 ， BRS EN HEREWINS RUTH 
察 与 量 算 , ARE. 

在 野外 , 片 状 侵 创 一 般 不 易 为 目 力 所 察 觉 ,而 和 波 侵蚀 是 坡 面 逐 流 集中 后 的 最 初期 
的 沟 状 侵蚀 ,能 够 为 目 力 所 察 党 的 。 我 们 选择 播种 作物 以 后 ,没有 轻 过 耕 铀 的 外 波 沟 形 
明显 的 坡 面 。 REM MRM: Sok sok RT, 截取 5 公 尺 实 的 坡 面 
带 , 再 自 上 至 下 每 隔 2 公 尺 分 成 一 段 , 逐 段 量 出 每 条 和 沟 各 节 的 寅 度 与 深度 , 求 出 每 条 
MEHR OE SES, ORAM, 得 出 逐 段 坡 面 站 沟 所 鲁 去 的 容积 , 除 以 面 
积 ,就 求 得 逐 段 坡 面 平均 创 失 深度 ,站 分 别 记载 实测 坡 面 及 其 上 方 坡 面 的 坡 向 、 坡 形 \ 坡 
长 .坡度 .土质 及 作物 种 类 与 其 株 行距 等 情况 。 这 个 坡 面 沿途 侵 鲁 量 的 变化 ,隐藏 着 上 
面 所 举 各 种 因素 的 综合 势力 的 影响 , 如 果 把 许多 坡 面 实测 的 数量 记录 加 以 比较 , 便 能 得 
出 某 一 个 因素 所 影响 的 强 能 。 

但 这 里 还 要 说 明 : (一 ) 前 面 已 经 提 到 , 坡 面 冲刷 不 完 公 是 胃 沾 一 种 方式 , 因而 利用 

上 面 方法 所 求 得 的 数量 ,要 较 坡 面 实际 的 表 士 鲁 失 量 为 小 。 同 时 ,我 们 选择 站 沟 明显 的 
坡 面 来 实测 , 那么 , 又 比较 和 沟 不 明显 的 坡 面 来 得 大 。 所 以 , 狠 对 数量 固 可 以 表示 一 般 
侵蚀 程度 ,但 意义 不 很 大 , 但 这 些 数 量 的 相互 关系 , 是 可 以 提供 来 作 探求 自 上 而 下 坡 面 
冲刷 的 变化 规律 (二 ) 这 个 方法 是 剔除 暴雨 量 及 其 强度 的 因素 ,换言之 , 恩 法 求 出 暴雨 
单独 对 芯 坡 面 冲刷 的 定量 关系 ,然而 站 不 影响 分 析 坡 面 冲刷 的 变化 规律 。 因 为 ,这 个 直 
面 的 普法 侵 鲁 量 不 是 代表 某 刀 暴雨 的 侵蚀 情况 ,而 是 代表 某 一段 时 间 办 的 雨量 ,在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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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 AGS LATER AN, 在 面积 不 过 几 个 方 公里 内 ，, 若干 次 暴雨 在 各 坡 面 上 的 总 
和 相差 不 会 很 大 , 邹 使 有 些 差 婴 , 亦 能 反映 在 不 同 的 坡 面 上 。 下 面 列 出 九 个 实测 坡 面 竹 

沟 侵蚀 量 的 记录 : 

[ 坡 面 第 一 号 ] 实测 坡 面 起 认 离 分 水 帧 若干 公 尺 的 土 崖 下 , 崖 以 上 坡 面 为 草地 , 岩 
以 下 坡 面 的 坡 向 朝 北 偏 西 巧 度 , 坡 形 为 凹 形 斜 坡 , 士 质 属 黄土 ,农作物 在 坡 面 上 部 为 荐 

麦 地 ,中 部 为 小 麦 地 ,下 部 为 首 藉 地 。 其 坡 面 逐 段 平 均 锣 深 度 的 变化 如 下 : 

累积 坡 长 ( 公 尺 ) | 0 一 ! 

坡 度 〈 度 ) 

坡 面 平 均 侧 深度 (公分 ) 

上 表 可 得 出 : 

(1) 自 土 崖 以 下 工 公 尺 内 ,坡度 9 度 , 不 现 沟 形 。 1 公 尺 以 下 ,坡度 志 至 28 度 ， 18h 
开始 ， 坡 长 3 一 5 公 尺 地 段 , 出 现 坡 面 较 大 的 鲁 深 度 。 

(2) 自 土 崖 以 下 111 公 尺 地 段 ， 坡度 由 28 AE WEIR FE 19 度 , 但 蚀 深 度 反 由 0.21 
公分 增 玛 0.61 公分 ,在 9 一 11 公 尺 处 为 整个 坡 面 最 大 鲁 深 度 之 所 在 , 侵蚀 力量 明显 地 
随 坡 长 的 增加 而 加 大 。 

(3) 最 大 鲁 深 度 地 段 以 下 4 公 尺 以 外 , 坡度 由 19 度 沽 到 10 度 时 , 坡 面 沟 形 消 
Ro 

[ 坡 面 第 二 号 ] WPL GRA 926 公 尺 ， 计 有 五 级 梯田 , 梯田 田 面 坡度 
多 为 26 度 ， 田 十 高 度 由 13.5 AR AE, 实测 坡 面 的 坡 向 朝 东 仿 南 15 JE, 坡 形 为 凸 
形 介 坡 ,土质 属 红 土 ,农作物 为 葫 芒 ， 其 株 行距 自 2 一 6 公分 不 等 ,其 坡 面 逐 段 平均 鲁 深 
度 的 变化 如 下 : 

| 
RRR (AR) ey | 1-3.) 3 5 | 5—7 | 7—9 | 9—11 | 11—13 | 13—15 | 15—17 | 17—19 

1 ae 坡 BE) 

3 fil FF fh AEE ( ZF} ) 

| 
| | 

23 cae 24 ) 25 26 

| 

-上 表 可 得 出 : 

(1) 田 十 以 下 工 公 尺 内 ， 坡 面 不 现 浅 形 。 
(2) ASE 3 一 5 公 尺 处 , 坡度 为 24 度 ， 鲁 深度 为 2.08 公分 ,为 全 坡 面 最 天 全 

VEE WEL, SIE 5—9 AR, HEE MEAD) 26 HE, 但 刍 深 度 稍 减 , 仍 在 1.69 一 1.75 公分 
间 。 和 无 疑 地 , 坡 面 最 大 深度 地 段 是 受 其 上 方 各 硫 梯 田 面 虑 集 的 逐 流 奔 流 而 下 。 流速 加 
大 ,侵蚀 力 增强 之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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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EK 9—11 公 尺 ,坡度 为 全 坡 面 中 最 大 , 达 27 JE, 但 鲁 深 度 仅 0.86 公分 。 

fl J PRE 6 公 尺 后 ,坡度 降 到 21 IIA. 

[ 坡 面 第 三 号 ] “实测 坡 面 位 记分 水 巅 下 降 35.2 公 尺 以 下 的 第 二 、 第 三 级 梯田 坡 面 。 

自分 水 吐 下 17 公 尺 , 为 高 3 公 尺 的 土 崖 , 崖 下 为 第 一 级 梯 田 , 坡 长 18.2 公 尺 , 坡 度 自 上 而 
下 由 19 度 降 到 6 度 , 再 下 又 为 高 6 公 尺 的 田 十 。 田 十 以 下 序 为 实测 坡 面 。 其 坡 向 朝 南 仿 东 
15 度 , 坡 形 为 凹 形 们 坡 , 士 质 属 红土 ,农作物 为 胡 芒 。 坡 面 逐 段 平均 刍 深度 的 变化 如 下 : 

分 水 周 下 第 二 航 梯 田 坡 面 : 

RRR ER (AR) | 0—1 

| | | 
坡 E(B) | | 22 ! 20 | 21 | 

| 

| 和 s—to | 10-12 | 12—14 | 14—16 | 16—18 | 18—20 
| | 

wi. BE (BE) 19 20 | at | 
de TT PSE AVE BE (AP) 0.37 | 0.74 | 0.69 

| ; 

B Fok KE (AR) | 0-2 | 2-4 | 4 一 6 
} | 

上 表 可 得 出 : 

(1) 第 二 第 三 雨 航 梯田 坡 面 , 其 间隔 一 高 4 公 尺 的 田 十 。 坡 面 沟 鲁 开始 ,在 第 二 和 级 
梯田 面 离 田 卉 下 1 公 尺 ， 其 坡度 为 22 度 , 第 三 航 梯 田 面 离 田 醒 下 2 公 尺 ,其 坡度 为 19 
度 , AOR Se fh FF He. | 

(2) = BehE YET A HEF 3 一 5 AVR eho be Tet ER EK HBR, HEVETE 2 AR 
i WEIN. 

(3) F= POPs YE TH ae A IE HS 4—6 AR 5 12-14 AR WBE, Wit, 
DERE 4 ZAR WHE BS Jak PE pha 22 PERE 18 PE, MIATA. 

[ 坡 面 第 四 号 ] SUPE OOM ATK 8.2 ARATE ZT, TE 
坡 面 上 ,其 间隔 以 -3.4 AR AA, 坡 面 的 坡 向 朝 西 偏 南 10 度 , 坡 形 为 凸 形 余 坡 ， 
王 蛙 为 红土, 坡 面 原 种 小 麦 ,实测 时 小 麦 已 经 收 制 。 其 坡 面 逐 段 平均 鲁 深度 的 变化 如 下 : 

第 一 级 梯 田 坡 面 : 

10—12 | 12—14 | 14 一 16 

坡 HE OE) 17 i 19 oo | at ob? sea 

ie IA AE 2 Ah BE BE (23) 

4 

0.765 | 0.857 | 1.252) 0.732} 0.904 |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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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 FG FD YE a: 

RB KE (AR) | 0 一 2 24 | 4—6 6 一 8 | 8—10 | 10 一 12 

坡 HE (HE) 4 > ler ae | Oo hee die 19 4 

3 1 FA Pa PR BE (ZF ) 1.012 | 0.849 1.252 1.011 

上 表 可 得 出 : 

(1) BHU 2ARA, BS-AC HHO 4, 不 现 沟 形 。 自 2 公 尺 以 

下 , 第 一 航 梯 田 面 坡度 为 薪 度 , 第 二 稻 梯 田 面 坡度 为 23 度 , 沟 刍 开始 。 2—4 AR AY Sih 

深度 ,前 者 为 0.765 公分 , 后 者 为 1.012 公 尺 ， 一 方面 固 因 坡 度 和 缓急 的 不 同 ,， 另 一 方面 ， 

第 一 般 梯田 面 仅 承受 自分 水 锁 下 8.2 公 尺 坡 长 的 逐 流 ,而 第 二 级 梯田 面 则 接受 瑟 公 

尺 坡 长 的 逐 流 , 鱼 深 度 就 有 显著 差 婴 。 

(2) KA ARP 6 一 8 公 扩 出 现 最 大 侵蚀 地 段 , 同 为 了 252 公分 。 过 此 ， 江 形 消 

灭 在 第 一 般 梯 田 面 蕉 14 公 尺 以 下 ,第 二 报 梯 田 面 则 蕉 :0 公 尺 以 下 ,但 坡度 均 为 4 度 左 

右 。 

[ 坡 面 第 五 号 】 SUE MPLA KA PF 12.2 公 尺 的 土 岸 以下, hei 2.4 AR, 

岩 以 上 坡 面 为 草地 , 士 崖 以 下 坡 面 坡 向 朝 正 西北 , 坡 形 为 凹 形 斜 坡 ,土质 属 红 士 , 安 作物 

为 蛋 豆 ,其 株距 35 一 全 公分 ,行距 25 一 35 公分 。 其 坡 面 逐 段 平 均 鱼 深 度 的 变化 如 下 : 
7 | | | | 

ay: ate 0 一 4 06-8 8—10 10—12 RMI 
| 

| | 
16181820 20-2022—2 | 24 — 202252090 

| 

40—42'42—44/44—46/46—48/48—50 by =r 18 6o— saa 54—56 

ye OE (HE) | 24 

A gO) 2.90 | 1.86 1.94 | 1.04 | 1.15 | 1.38 | 1.79 | 1.53 | 1.53 | 1.09 | 1.27 | 1.09 

| 
| 

16 25 Etat 18 

| 
上 表 可 得 出 : 

(1) AA KBA PF 12.2 公 尺 的 坡 面 为 草地 , AEE, 土 崖 脚 4 公 尺 以 下 , Be fh 

开始 。 

(2) 自 土 崖 以 下 26 一 36 公 尺 , 即 离 分 水 吐 38 一 48 AR ,为 坡 面 侵 鲁 剧烈 地 段 , fh 
深度 在 1.9 一 2.9 公分 之 间 , 其 中 最 大 鲁 深度 位 放 崖 下 30 一 32 AR ah, EN BSA 7K A 42 一 
44 AR, 

(3) 自 土 岸 久 下 86—54 公 尺 ,坡度 变化 认 14—25 度 间 ， BETA ARVE EI HDR,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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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E 1.04—1.79 公分 间 。 过 此 , 则 为 深度 和 袖 度 均 达 26 AHA. 
(4) 坡 面 鲁 深 度 有 大 小 的 变化 ,上 下 雨 个 侵 便 剧烈 的 地 段 , 距离 一 般 为 10 一 12 公 

R, 
[ 坡 面 第 六 号 SVE TT ES A ERED EL Ee aE 

HE Fe 09k ey ALA a 15 JE ee ek, FURL, HEF 0 一 16 AR gig 
By BEA, MORAL, WET LE Py Hy AEH, HE AR RES GR PEE dP: 

ee | 9.8—|11.8—|13.8—15.8—|17.8—|19.8—|21.8—(23.8— 25.8— 
RB We CAR) 0-78 189.8) 11.8) 13.8) 15.8 17.8, 19.8) 21.8) 23.8] 25.8) 27.8 

坡 we (se) | 12 | 19 18 | 16 16 | 17 [ar | 17 | 16 
ST 732) PEE (EF) 0.31 | 0.44 | 0.49 | 0.37 0.62 0.88 verte as] oe 

31.8—(33.8—35.8—|37.8—|39.8—|41.8—|43.8—45.8—|47.8—49.8— 
RR eR (ER) pa 29. ane 8 33.8) 35. 5 37.8 39.8 il. 本 43.8| 45.8 47.8| 49.8| 67.3 
一 — 

坡 度 ( 度 ) | 17 be 18 8 | 8 ee Ae Piel ae 

eit 7EGbYREE( 43+) | 0.70 | 1.02 | 0.42 | 0.92 | 1.03 | 0.93 | 0.97 | 0.65 | 0.80 | 0.66 | 1.44 

上 表 可 得 出 : 

(1) BHF 0—7.8 公 尺 ， 坡度 在 12 ROP, HRI, 过 此 ,坡度 增 至 19 Re, 

鲁 开 始 。 

(2) AREF 7.8 一 9.8 公 尺 ， 鲁 深度 为 0.31 公分 4 自 此 以 下 城 面 坡度 一 致 为 16 一 18 

JE, 坡 面 便 深度 随 坡 长 的 增加 而 加 大 , 至 坡 长 23.8 一 25.8 AVR fh VE IE 达 1.32 公分 .过 
此 ;正面 全 深度 则 随 坡 长 的 增加 而 减 至 0.66 AR, 但 至 坡 长 47.8 一 49.8 Aye yh MYR IE 
增 至 二 44 公 尺 ,为 全 段 坡 面 侵 鲁 最 剧烈 的 地 段 。 再 以 下 坡度 由 19° RAE 12° A, BRIER 

WA. 
(3) 在 玻 谨 变化 不 大 的 坡 面 上 ， 其 侵蚀 力量 还 是 时 强 时 弱 。 上 下 声 大 鲁 深 废 的 间 

HIKER 4-6 公 尺 左右 。 
— GREBES) 实测 坡 面 自分 水 巅 以 下 , 坡 长 达 35.65 公 尺 ,其 中 隔 以 高 3.35 公 尺 

fy FASE, APES LP AD, De ry aN aR 巧 度 y* 坡 形 为 凹 形 桂 坡 , “EE 
安 作物 在 田 十 以 上 为 局 豆 , 条 播 行距 36 公分 , BEI FTE, RAT HE 25—30 公分 。 
其 玻 面 涿 段 平 雹 鲁 深 度 的 变化 如 下 : 

上 上 部 坡 面 : 

| | | | 
FRU & CAR) P8.9.9-8.9)8.9-10.9 10.9-12.312.8 114.510.316.818. 918.9-90.3 

| 
| wk i Gey) 4 | 9 BSS) tee Pa ob Cae Be) meen Co) LAs 

He PAVE). 034 044 | 0550.84 | 0.57 | 0.81 |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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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I 23 .65—25.65 25.65—27. ene 65—29.65 29.65—31. si .65 一 33.6533.65 一 35.65 

we HE (BE) 

3 TA PSY Bh 
深度 (公分 ) 

上 表 可 得 出 : 

(1) BAKU SE 6.3 公 尺 的 坡 面 ,坡度 为 4 度 , 不 现 沟 形 ， apie’ 5 7 9 je, 

MEI IE ke, : 

(2) FEOK AYE IE RRA TK BAIL F 27.65—29.65 ZR, OE PEE Te AY RUE 

4—6 公 尺 处 。 

(8) -E 下 击 个 坡 面 离 坡 脚 2 公 尺 的 上 方 , 均 出 现 较 大 的 蚀 深度 ， 一 为 0.81 公分 ,一 

为 0.84 公分 。 

”[ 坡 面 第 八 号 ] 实测 坡 面 位 於 分 水 吐 下 若干 公 尺 的 土 崖 以 下 。 土 岸 以 上 坡 面 , 下 

方 为 玉米 地 ,上方 为 草地 。 土 卉 以 下 坡 面 的 坡 向 朝 正 东北 , 坡 形 为 凸 形 到 坡 , RR 
士 , 安 作物 为 欲 麦 ,但 秆 水 流 冲 毁 , 仅 留 稀 朴 残 苗 , 其 坡 面 逐 段 平均 蚀 深 度 的 变化 如 下 : 

过 于 7.6—19.6— g ; 21.6—|23.6— 
人 5.6| 7.6| 9.6| 11.6 13.6 is ine 8 21.6 23. i; 25,8 

22 | 24 

1.11 | 1.06 

22 22 22 

1.00 

22 of sel acd 坡 度 (se | 20 | 22 

1.24 | 1.35 | 0.70 | 1.04 yk it 7327 HVE HE (834) | 0.59 | 0.83 | 0.83 
j 

0.94 | 1.10 

25.6— | 27.6— | 29.6— | 31.6— | 33.6— | 35.6— | 37.6— | 39. cage —41.6— RW (AR) 

坡 度 ( 度 ) 21 19 

坡 面 平均 能 深 度 (公共 ) | 0.78 | 0.62. 1.24 | 1.08 | 0.86 

”上 表 可 得 出 : 

C1) SRP ART, 坡度 较 大 达 20 JE, INS REAL BA HH 

ht» BRP a fk WB FF 

(2) APEye ia A Hi /eSUPEBE ON IE BLE 20, ~~ Behl FEAF 9.6—21.6 AR, aie 

度 达 110 一 1.35 公分 ， 33 —- BESS 29.6—37.6 公 尺 ， 鲁 深度 达 工 0 人 86 公 

分 ,双方 最 大 鲁 深 度 地 段 相 距 狗 10 公 尺 左右 。 

(3) AERP 21.6 公 尺 地 段 ， 坡 度 一 般 为 22 KE, FIVE IS HM pr 0.59 Zh 5 pF 

WRITE 1.35 公分 。 自 21.6—33.6 Ma Be, WERE pa 22 Se WR pak FE 17 度 , 但 鲁 深 度 仍 由 0.70 公 

SPT 1.86 公分 。 自 此 以 后 , Wee eh 17 Mae Ae 11 HE, fh VR IE WR WR, Mee ey) PE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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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ARG WEA. 
CHAS) MME TT SK A PRIS HK 64 ZUR, POU 21 AR, Ae 

拆 ; 其 最 天 坡度 达 60 HE, FURIE 50-52 AR 2ZARM AE, PIT ME, 
BEE ESE WE RBE, LOE GME RBE, UB EE MCB TL LDR, BE 
PAA, STEED LETT AR ZEN, 以 下 为 胡 芒 地 。 坡 面 分 段 平 均 刍 深 度 
的 变化 如 下 : 
ae. | (oe Pe ee ee ene Pome fas ep ropes ee 

| | 
FPR Fe 0 一 10 [ee L4 一 16 6—18 18 一 20 20 一 22 pa art 28-30 30—32 32 一 3434 一 36 

| 

| 

C&R) ! 

| 97 ; : | 
玻 度 ( 度 )| 12 27 27 27 | 27 27 | 28 27 27 | 28 27 27. | 27 
坡 面 平均 | 
AE BE 0.46 | 0.638} 0.632) 0.789) 0.88 | 1.583) 0.828 0. “2 1.189) 1.198) 1.137 1 812 1.508 

| | | 
42 一 44 Aci ne New 18 -50\50—59 525115156 56-58 58—60 60—62'62—84 

| | | | 
| 

25 26 | 

40—42 累积 坡 长 = USR) 202890 40 

ind ey | ay | 26 | 26 | 26 

1.555 1.80 2.495 

| 
| ’ 

1.775) 1.568 1.618! 2.08 | 1.01 | aes 1.839) 2.48 | 3.96 
| | | | 

上 表 可 得 出 : 

(1) 自分 水 叶 下 降 10 公 尺 ,坡度 为 12 度 , 不 现 沟 形 。 坡度 情 到 27 度 时 ， 沟 形 开 
始 。 

(2) 自分 水 镇 下 20 一 22 公 尺 处 为 一 坡 折 , AVR EE HE 1.583 公分 。 

(3) 坡 面 侵 鲁 除 坡 折 处 外 , 中正 侵 鱼 剧烈 地 段 是 开始 於 分 水 哮 下 26 ZR, HS 
坡 长 46- 48 公 尺 处 的 士 醒 以 上 ,为 坡 面 的 最 大便 深 度 地 段 , Us 2.08 公分 ， cialis 
M4 AR, 

(4) ERR PRASAD BAI, MEE 2A, BIBI 公分， 可 
Bh 52 ADEE HOSES I FRAY Eh LT HH. 

ARE LES, LINDE Tai AOR SE AS REE, BY ay NB JLo: 
1 BUT AES, REAM RSE TAT AP MBA BEI), AE ESCHER ep, Ene py oe 

其 势力 的 大 小 。 HAART AT HI IS, BPR Bd De Tea ap IE BE 
KRESKE, RKB, WREMD RAB CEE, 那么 ， KE SA 
BeAr BAAD BATE (3S Fa _L BRE EE, 就 不 显著 了 。 

2. 一 般 说 来 , MIE DRAGS RHC BEI IE BE FS A 1 i Hk EE 
20 一 25 HE RAVI BEE , HLS Gh BRAN BH Ha) SEE IE HIER I BABES 
AS BY , Sa IMF Bb EB SHE RA Fy BEA ERIE, ThE 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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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 本 流域 而 论 , 朝 东南 方向 坡 面 的 侵 鲁 量 , RES NAL bk Hs, 因 为 

前 一 种 坡 向 的 坡 面 受 雨 的 机 会 较 多 之 故 。 

4, 如 果 坡 度 在 10 度 左 右 及 以 下 的 坡 面 ， 沟 形 开始 点 离 分 水 吐 下 8 一 10 公 尽 ; 披 度 

超过 20 度 的 坡 面 , 则 沟 鲁 开端 离 分 水 哈 下 仅 2-4 AR. 

5。 不 论 任 何 坡 形 , 坡 折 及 田 二 以 下 3 一 6 公 尺 处 ,或 坡 脚 上 4 公 尺 处 ,每 每 出 现 侵 

LBA ABBL, FA Sa RASS EM REA Bie BABE RE PEE, 位 能 增 大 ; 而 后 者 则 坡 长 较 长 ,位 

置 又 在 坡度 由 和 急 转 绥 的 上 方 , 逐 流 量 及 其 流速 均 较 增 大 。 

6. REBAR, 不 是 没有 条 件 限 制 的 。 如 果 坡 度 超出 一 定 限 度 , 侵蚀 力 

反 因 而 创 弱 , 观察 证 明 : 许多 田 十 或 士 崖 的 坡 壁 ,坡度 多 在 80 一 90 度 , 除 流水 基 该 处 发 

生 一 三 处 句 蚀 成 沟 外 ， 几 然 其 他 侵蚀 现象 。 因 为 水 流 冲 出 土 崖 或 田 十 下 隐 , 已 不 与 崖 

壁 接 俘 ,有 如 悬空 的 瀑布 一 样 。 对 崖 壁 来 说 , 几 无 冲刷 作用 。 

7. 侵蚀 力 随 坡 长 的 增加 而 增加 ,也 是 在 一 定 距 高 之 内 是 如 此 。 坡度 一 致 的 坡 面 ， 

自 顶 至 底 可 能 出 现 几 次 侵蚀 剧烈 地 段 , 根据 以 上 坡 面 冲 刷 记录 , 首先 侵蚀 剧烈 地段 多 

FED AH F 25 一 35 公 尺 ,第 二 侵 鲁 剧 烈 地 段 , 则 在 45 一 55 公 尺 。 雨 段 首 尾 相距 不 过 1 
公 尺 左右 。 -一 

(#58 页 ) 

第 三 步 是 在 昌 亏 堡 谷 地 修筑 大 型 盖 水 库 ， 摘 蔷 所 有 水 量 ， 有 计划 地 全 部 利用 到 说 浙 上 

去 。 这 些 计划 全 部 实现 后 , 不 但 可 以 大 大 地 扩大 耕地 面积 , 还 可 根本 杜 狠 河水 的 滩 漏 ， 

改变 灌区 内 的 地 下 水 文 状况 ,， 政 干 沼泽 ,改变 泉水 区 为 山水 区 。 另 外 减 少 水 分 在 地 下 

的 运动 ,还 可 相应 地 改变 水 的 化 学 性 质 , DD EK 

除 水 利 措施 而 外 , 还 要 改进 农业 技术 , 兹 要 与 风沙 作 斗 等 。 在 水 利 措施 的 同时 ,要 

在 耕地 边缘 与 耕地 内 的 一 定 部 位 上 ， 营造 防风 与 防 沙 林 带 , 使 灌区 具有 较 好 的 地 面 气 

候 。 同 时 森林 较 地 面 蒸腾 为 甚 ,可 以 降低 灌区 中 的 地 下 水 位 , 减 少 或 杜 引 克 污 化 与 沼泽 

化 威胁 。 在 农业 技术 方面 ,不 外 严格 地 确定 渠道 管理 制度 与 定额 用 水 制度 。 这 种 工作 

的 进行 当然 是 一 个 标 端 复杂 的 过 程 , 首先 要 按 灌 区 的 土壤 质地 、 地 下 水 面 、 土 壤 表 层 现 

有 温度 及 二 培 容 水 这 等 条 件 , 将 灌区 划分 为 性 览 相 似 的 若干 区 域 , 然 后 确定 每 一 区 域 的 

用 水 定额 与 灌 浙 鼠 数 , 这 是 节 胸 用 水 、 坦 高 产量 防止 主 壕 咯 污 化 、 沼 泽 化 的 必要 措施 。 



广州 康乐 地 温 的 变化 

CH i KR dh OR) 

a. ee 

地 温 对 农作物 的 发 育 和 生长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因此 ,在 研究 一 个 地 方 的 农业 气象 时 , 必 先 研究 读 
地 地 温 的 变化 情况 。 地 温 除 了 受 太阳 枉 射影 响 外 ， 
还 受 云 量 . 降 水 ̀ 圭 壤 区 发 ,植物 复 姜 等 情况 的 影 
响 , 此 外 , 更 与 该 地 的 土壤 性 质 , 桩 作 情况 等 等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广 州 地 处 低 笑 度 , 太阳 辐射 一 年 四 
季 都 较为 强烈 ,降水 量 丰沛 , RAE, 地 温 变 化 
有 一 定 的 规律 。 我 们 根据 广州 康乐 中 山大 学 1953 
一 56 年 的 5 父 分 、10 公分 、30 公分 、60 公 分 .100 
REE, WEBS MD RRB BY 
HwIREER, fe T LSAT FEAT 
般 变 化 规律 ,虽然 观测 年 代 不 长 ,上 且 限 於 100 公分 

以 内 的 深度 ,不 能 概括 我 国 南 厂 地 温 变 化 的 情形 。 

— 
=a 
= 

pb 

但 就 100 公分 以 内 各 司 地 漫 实际 变化 的 资料 分 
析 , 足 可 以 永明 气象 学 上 地 温 变 化 的 -一般 规 律 。 
或 可 作为 我 们 在 农业 气象 上 及 工程 设计 上 的 参 
%, 
康乐 位 关东 和 经 11°19" , 4h 23°R" ,观测 坪 海 

RHITAR, REBARKBAR WARM 
DUPEPS PEA ARPS A OU FS SRI ABA, BIL 
WE SEALS ECE, ThE SUL, Be 
ATER ARES, Hoan PEA FRCS 1 +), 8 “RRO 
BEE, 现在 涛 章平 铺 , (HACE NBT Se Sh BE s 5 
父 分 与 10 AGP BIBS) A skh 4S WI Be, 30 公 
分 、60 公分 与 100 公分 用 直 管 地温 卖 ,一 天 观测 
三 次 (07:00、13:00、19:00)。 

16—43 WAS b+ SHIK 

Rr 
石英 7(6) 
SA 

同上 8(7) 

=. J NBER ab AEE 
Baga) NBER WA Saba a EE, Hb 

温 变 化 以 30 AGREEDLAAE (LARA, RA 

月 和 腥 月 的 日 平均 温度 的 变化 及 年 的 月 平均 齐 

的 变化 和 每 日 的 日 变化 都 起 伏 较 大 , 显然 受 地 面 

上 的 气 齐 变化 影响 较为 密切 。 BRIA, LENE 

土 的 导热 率 较 大 , SUA), 变化 显得 迟钝 外 ， 
FASB EAT mE ES Eh PRISE A BB fe), IL 

FEA SEAN. fF 30 公分 以 下 ,地 温 变 化 

PLES PRR, 尤其 是 80 公分 深度 以 下 的 土屋 , 2B 

化 得 很 慢 。 日 变化 则 几乎 看 不 出 来 。 所 以 可 以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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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分 以 内 深度 的 地 温 , 受 地 面 齐 度 变化 影响 较 
大 。30 一 60 公分 , 受 地 面 温度 影响 较 少 。60 人 分 
以 下 , 则 受 地 面 温 度 影响 微乎其微 。 不 过 ,和 伍 导 地 
温 的 年 变化 情 驶 及 日 变化 情况 是 不 相同 的 ,现在 
分 别 讨论 一 下 。 % 

《一 ) 年 变化 aby apa (LE, Pa 
候 变 化 有 密切 关系 。 广州 地 处 中 国 南 部 , Ry 

学 次 料 1958 年 

{BEF 10"C 以 上 ,一般 疙 有 0"C 以 下 的 气温 出 

现 , 即使 出 现 , 也 只 是 贴 地 唇 气 齐 的 娄 时 现象 , 严 

Mit, WAAR EA. 广州 康乐 钓 地 温和 资料 

也 治 有 发 现 有 0?C 以 下 (07、13、19 三 次 观测 ) 的 

记录 。 在 5 公分 深度 上 最 低 的 月 均 温 是 13.9°C, 

以 下 更 按 深 司 加 深 而 埠 高 ,可见 广 州 的 地 温 也 是 

相当 和 蚂 的 。 

FE 

ae ia (°C) 
月 本 庆 | 5 公共 | 10 公 苍 | 30 公 中 | conn | conn | 80 公 | 1000 | 气 im 

1 13.9 jo |. Adst 15.9 16.1 17.0 18.1 18.6 13.2 
2 16.3 16.3 17.4 17:1 17.8 18.3 18.4 14.0 - 
2, 18.9 18.9 19.5 19.4 19.6 19.6 19.5 17.1 
4 24.8 24.8 23.9 23.6 23.5 22.8 22.5 - Oly 
5 29.0 | 28.6 27.9 27.5 27.1 26.2 25.8 | 26.2 
6 29.6 29.6 29.6 29.0 29.0 28.4 27.8. | sates 
7 30.6 30.6 30.9 30.8 30.4 29.9 29.1 28.6 
8 29.9 | 29.9 30.8 30.7 30.5 30.0 29.7 28.7 
9 28.8 28.9 29.7 29.7 29.7 29.5 29.4 27.7 

10 25.2 25.8 26.8 27.0 27.2 27.4 27.5 23.9 
11 19.7 20.1 22.1 22.5 93.3 23.9 24.4 | 20.0 
12 17.1 17.3 17.5 17.6 18.8 19.7 20.2 16.2 

RE 23.7 | 28 eG 24.3 24.3 24.5 24.5 24.4 2204 

ll 1 2 3 4 5 6 2 8 9 

4 Vf HB ey BEE Ed GR 

10 12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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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广州 月 平均 气温 有 8 个 月 在 20"C 以 上 ,可 以 
说 夏季 有 8 个 月 ,而 康 压 的 地 温 则 在 5 公分 只 有 
8 个 月 月 平均 在 20°C 以 上 , 10 公分 以 下 有 8 个 
月 在 20°C 以 上 。 现 将 各 层 地 温 的 每 月 月 均 温 卖 
Pi a, MERAH BSAA ALR AB (FE 2, 
BA apie | 
-由 上 图 及 表 可 以 看 出 : 科 春 定年 , 即 三 月 中 名 
以 前 九 月 以 后 各 层 士 层 月 平均 温 遮 随 深度 而 增 
高 ,夏秋 全 年 ,部 四 月 以 后 , 九 月 以 前 ,各 芋 恒 月 平 
均 温 度 随 深 度 而 降低 。 但 5 一 10 公分 这 一 司 变 化 
比较 复杂 。 在 冬 春 咎 年 ,夜间 及 早晨 地 面 辐 射 准 
WBA ARAB IG SRS, 因此， 地 面 上 热量 
收 支 不 平衡 ,支出 较 多 。 大 土 越 深 ,所 受 地 面 举动 
的 影响 越 小 ,形成 了 上 情 月 平均 温度 梯度 向 下 正 
(AFI, ILL, 夏秋 全 年 , 太阳 和 白天 辐射 长 而 型， 
夜间 辐射 准 却 较 弱 ,热量 收 太 较 多 ,但 地 导 因 佑 深 
受 地 面 影响 伍 小 , 故 形成 了 月 平均 温度 梯度 向 下 
捍 值 增加 。 班 外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5 一 10 公分 深度 
上 夏秋 定年 各 月 温度 比 30 一 40 公分 反 低 。 原因 
是 : (A) BNSC, A Ss (2) 白 
天 太阳 幅 射 时 间 长 而 型 ,传导 热量 以 :0 一 30 公分 
土司 较 多 ,而 夜间 时 间 较 短 , 30 公分 层 以 下 土屋 
不 易 准 却 世 (3) 目 落 以 后 ;卖主 涛 导 因 齐 度 与 白 蓝 
相差 索 大 ,相对 温度 易 法 饱和 ,使 土壤 中 包含 水 
从 ,一 层 的 温 热 容易 导 升 至 地 面 份 却 ;【 鸭 才情 蒸 
发 旺 记 , 闵 发 时 消耗 热量 很 多 , Ue LIE Jat TL DE BR 
低 。 相 对 地 比较 起 来 , 30 公分 一 层 白 天 收入 热量 
we, 而 夜间 失 热 少 , 故 形 成 了 30 一 40 公分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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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月 平均 温度 曲 竺 的 突出 情形 。 
我 们 在 图 1 HED 上 还 可 以 看 出 : 5 一 80 A 

分 上 请 温度 一 月 最 冷 ,与 气温 最 丛 月 同时 出 现 ， 
100 公分 则 最 准 月 在 2 月 , 比 气 温 最 论 月 推 壕 一 
企 月 。 5 一 40 公分 士 导 温度 最 热 出 现 座 7 月 ,与 
气温 最 热 月 同时 出 现 。 60 一 80 公分 深度 地 温 了 7 
月 及 8 月 均 为 最 热 , 比 气温 多 保持 一 月 。 100 人 
分 则 8 月 最 高 , 比 气温 推迟 一 个 月 。 值得 注意 的 
是 ,地 温 向 下 变化 的 梯度 热 月 相差 较 小 , 冷 月 相差 
较 大 ,例如 5 一 100 公分 之 加 在 一 月 相差 4.7"C， 
而 7 月 仅 相 差 1.5*C ,这 因为 广州 冬季 降水 少 ,十 
HEF, ERA eA, Helse EAT 
的 导热 系数 小 , 水 分 的 导热 系数 大 。 AFA 
SEU RAPE ASS EOS AQT Ee i St 
Kebk, 以致 逐 居 间 的 温差 较 大 。 夏季 降水 丰 证 十 
壤 湿 润 ,导热 率 大 ,热量 容易 向 下 传导 。 且 气温 较 
高 ,夜间 时 间 又 短 , 地 面 失 热 不 多 , 冷却 较 慢 。 这 
样 ,就 使 得 夏季 士 层 逐 导 间 温 度 相 差 变 小 。 
还 有 ;在 3 月 中 名和 9 月 中 名 附 近 各 二 展 年 

温度 曲 穆 在 此 先后 相交 ,在 这 个 时 间 内 ,各 导 土 层 
温度 大 致 趋向 等 值 。 即 各 情 地 温 由 向 下 正 值 增加 
SE Pay FA fA! 6 eh ed) FS EY fy PIE, 

(AQ IAT AR. SARA TEE 
BAAS i), THLE AIRE, Val ET BE ae IATA 
EE, CMMI a A SEU EOS, TRA TB 
近 等 值 的 情形 。 但 3 月 中 名 交 点 比 9 月 中 名 交点 
温度 低 , 这 全 然 受 前 期 士 司 热量 的 影响 。 

为 了 更 深入 一 步 的 研究 , WEA Hg TH Be 

- 

=- 

mm 

人 

下 
‘ 

‘ 
oo 

' 

- - = =~ 一 
' ’ aut 

5 一 100 4547p Jab ia: J MEU URL BE Zl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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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深度 连 成 垂直 月 平均 温度 分 布 昌 和 蒜 , 如 图 2 所 

可 见 1,2,10, 11, 12 和 季 五 个 月 地 温 垂 直 分 
佑 为 正 的 增加 ,部 但 向 下 温度 伍 高 ,而 以 1 月 为 
BE, 4,5,6,7,8 SERA HERI, ARTY F 

ABE EL, HILLS BEA, 3,9 两 个 月 为 过 
渡 月 分 , BEES HHS AHR. 值得 注意 的 
是 接近 表 请 温度 的 年 内 变化 最 大 ,如 工 月 与 7 月 

较 差 达 162°C ,这 因为 夏季 浅 导 受热 时 间 长 而 

烈 ,冬季 辐射 准 却 又 较 利 害 的 糙 故 。 随 主 后 深度 

RUIN, AL eee, 如 100 公分 一 导 最 小 ,只 

10.5°C, 由 此 可 以 推 想 100 公分 以 下 的 主导 温 

BEA ARERR), 

现 将 1956 “Ay HERA: AS BT 

Ro PIF RAE. A 4a FARE A Ay 

Cit RE BMG ERAS PDL id: SA Ti apc Pip pe AN BE 

及 它 的 出 现时 间 互 相 比 较 ,， 划 得 下 列 两 个 雪 (BE 
3.4): 

3 

eee | 与 气温 最 洽 5m 每 5 AF | 以 80 一 100 AF PRRE NS 
mE | 出现 日 SURES | tems | S owen | 人 差 | 差 为 100 AED 

ets sab 7.5°C | (每 5 AAPL) 
5 AR | 7-118 同 | 三 10.9sC 3.4 - ie / im 23 

10 4% | 7-118 同 11.4sC | 4.0 ives hand we 

30 AZ | 8 一 12 晶 Le |) eee | es ete a io 

40 3} | 9 一 13 晶 2 13.7°C | 6.0 pr | bine | 时 | 
60 43} | 10 一 14 晶 3 TI dig | s | as 
80 AF | 11-158 4 | 16.4% | 7.9 ast By ia 

100 43} | 13-178 Oj 2} 17.8°C | 9.8 ie 
| 

#4 

| 最 热 五 日 | 与 气温 最 热 | ，。 | 与 气温 | 二 | 每 5 23} | 以 80 一 100 AIRRE 
RE | 出 现 日 期 | 日 期 比较 | TARE | 较 ge | RRA | 较 。 | 7s 100 IE 

| 
eS Pede< 29.7 | (以 每 5 FRAY) 

5 公分 | 22-26 hl 30.8 1.1 ne iy e 

10 43 | 22 一 26 同 30.8 1.1 Ag e 
3045+ | 23-27 | 1 31.3 1.6 学 ae va 

40/43} | 24-28 | 2 31.9 2.2 Eo ud 区 

60 AF | 24-28 上 2 30.7 1.0 bye a | a 

80 AF} | 25—29 | 3 30.1 0.4 4 . 

es OS | 100 公分 | 26—30 

KAGE HT DAT RE SESE: (1) Be HM A, eA PH RY |B] 100 

BRIAR, He] ACRE EAS MARS, 在 19 公分 

MBIMAR Le a US ciM ae eB 24 小 时 (同一 天 

有 出现)。 10 ALLE A RITE 24 父 分 迟 一 天 ， 

热 日 榴 每 隔 20 公分 迟 一 天 。 于 面 价 热 的 影响 比 

公分 处 比 气温 多 迟 4 天 , 80 公分 处 迟 3 天 ,60 A 
分 处 迟 2 天 ,而 最 冷 日 平均 出 现时 间 100 公分 处 
比 气 漫 迟 6 天 , 80 ATR 4 天 , 60 公分 迟 3 天， 
在 和 公分 以 内 ,最 淮 与 最 热 日 的 出 现 落后 民 气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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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日 数 大 致 相同 。 (2) 一 年 中 最 热 五 日 地 章 占 气 

温 相 差 较 小 ,最 多 为 2.2?C ,而 最 伶 五 日 较 差 最 大 

可 大 9.8"C。 至 外 各 说 闻 地 温 的 较 差 , 亦 以 从 日 

为 大 ,最 大 为 1.6"C，, 而 热 日 最 大 较 差 只 0.6。 这 

说 明了 地 面 增 热 影响 深情 比 地 面 准 却 影响 深情 

th. 这 一 方面 固然 由 艾 广 州 夏 日 太阳 辐射 浆 ， 热 

量 可 能 达 地 下 深 导 ,而 冬日 地 面 丛 却 较 慢 影响 深 

导 较 弱 ; 而 最 主要 的 方面 还 是 由 故土 壤 召 度 关系 

Wi. (3) AA BERS R EEE fA A MI 

40 AZAR EVES , 至 40 ALF RIE 

这 完全 和 上 述 太 了 喝 辐 射 及 十 壤 悍 度 有 密切 关系 。 

GOYA BRA BE Hin “FB Se (最 热 月 平均 与 

icp A) RIK, WIR RMR, BRPERR/ |» 

(#25): 

#5 

PRE (ROK) | 5 | 10 

4 oe & | 16.6 | 16.5 ip |} 148 13.5 11.9 11.6 21.6 

相 对 多 142 102 100 191 

如 以 100 公分 深度 地 刘 年 较 差 为 温 REC “4 #8 4A 分 率 

100% 5 Fi 5 和 10 公分 较 差 为 100 公 

Spay 1.42 fi, 30 A479 1.29 倍 ，80 

公分 为 1.02 42, 4 AMER SE 100 公 

PTE Lae IEMA FA AE We] PRE 
Ro ARSE BAI 3 BT ie PH 

和 线 ， 更 可 清楚 地 看 出 年 较 差 同 深 后 

减 小 的 趋势 (图 3 )。 

如 将 各 层 最 冷 月 及 节 热 月 温度 -与 

年 平均 襄 度 相 比 较 , 则 更 能 看 出 地 温 

FIP) FARE RRA ITZ (ZS 6 )。 

Ir A BOE Et BEY 

差 值 合身 深 导 变化 伍 小 , 热 月 每 20 公 

AP VEWRI—2% , 准 月 每 20 公 分 涯 减 2 一 

59%。 按 此 比例 ,至 3 公 尺 以 下 的 土语 ， 
应 无 月 均 襄 年 变化 , 即 趋 众 常 襄 了 。 

再 将 全 年 每 日 日 本 均 瀑 分 别 归纳 
为 105C 以 下 ,10 一 15。C ,15.1 一 20。C， 

4140% 

130 

120 

20.1—25°C,,25.1—30°C, 30°C 以 上 S10 30-40-60 0 ‘100 |” 
:六 个 等 级 中 ,分 别 作出 葡 计 , 则 得 到 主 mz (2 F) 

如 下 结果 ( 表 7): 图 3 广州 康乐 的 地 温 

Fz 6 

深 庆 | 5am | 10am | 30 公 牙 | sons | coms | 80 公 耸 | 10003 

Fe 5 ee aE =8.7 —8.2 27% —6.8 —6.3 

BAA SPR | + 6.6 +6.5 +6.4 +5.2 +4.8 

Rt J] sae | 41% 33% | 29% | 24% | 20% 
Hak EEA 



124 地 “ 理 1958 在 

10°C WF 

10—15°C 

15—20°C 

20—25°C 

25—30°C 

30°C 以 上 

可 见 各 层 地 温 全 年 几 全 部 在 10°C 以 上 (只 

5 ADH 1K 10°C 以 下 ) ,而 以 25 一 30。 

度 天 数 最 多 ,您 向 下 三 , 伍 向 此 温度 及 20 一 25"(C 

两 者 之 闻 集 中 。 至 100 从 分 深 处 , 则 温度 集中 在 

”下 一 30*C ZI, 15°C 以 下 及 30*C 以 上 未 见 出 

现 。 在 25—30°C 的 日 数 估 全 年 />, 按 此 可 以 推 

am RIMS, 全 向 此 温度 集中 , 形成 了 日 平均 温 

度 变 辐 标 小 的 趋势 。 佑 计 在 3 公 尺 以 下 , 几 全 部 

日 平均 地 瀑 应 均 在 25—30°C 之 天。 

冲 之 ,广州 康乐 地 瀑 年 变化 的 情 驶 ,可 以 归 帮 

为 下 列 几 点 : 
(1) 9 月 中 名 以 后 , 3 月 中 旬 以 前 ,地 温 月 平 

均 谓 度 随 深情 而 境 襄 , 即 课 度 梯度 向 下 正 值 增 加 。 

4 月 以 后 , 9 ALAR, HURL I Pe BE SATA at i 

REN] BE RBBE In) F A 18 28 Im, ZF 9 月 中 名 及 3 月 

中 名 附近 , SUAS ARATE Nh PRE i AZ, BD 49 JP SE 

VERE ATE AE DER, LER. 

(2) 5 一 80 A4PVEBELIPS RSI Sr ALE A 

月 ,最 热 月 在 7 月 及 8 月 ,100 Aoi Mr HF 2 

CX iit 

40 公 分 | 60 公 分 80 公 分 

0 0 0 

21 19 4 0 

80 70 76 72 

77 84 93 110 

127 142 167 183 

深 后 比 冬季 深 后 地 温 传 热 到 地 面 较 快 。 a 60 一 
100 人 分 深度 最 明显 。 

(3) 地 面 居 年 较 差 最 大 ,但 向 下 层 则 盒 减 ,5 
公分 与 100 公分 两 导 相 较 , 锡 1:1.5, 5-30 从 分 
深度 土司 , 受 地 面 影响 较 大 ,温度 随地 面 温度 有 较 
迅速 地 变化 , 40 公分 以 下 土司 温度 , 受 地 面 影响 
较 小 , 30 父 分 附近 为 转折 点 。 

(A) Bea 9c, a> a 
[HEEROMA , 热 月 每 20 AR We 1— 
2% , Ur Hi tf 20 AZPUEIR 25%, 按 此 推算 ,到 
3 ARINE 5.5 PE, 

(5) 全 年 逐日 十 均 地 温和 祭司 都 以 25 一 30"C 
这 一 航 内 的 日 数 最 多 ,您 向 下 后 ,日 数 全 向 这 一 孝 
内 集中 。 

(二 ) 日 变化 。 根 据 每 日 观测 三 次 (上 午 七 
时 ,下 午 一 时 ,下 午 落 时 ) 记录 分 析 , 知 道 工 月 (最 

AKT 月 (最 热 日 ) 的 地 温 日 变化 是 不 同 的 。 
HF 1 Ah MKT 月 中 名 每 日 三 次 记录 管 

al» Pea MTT a (Be 8 )( 图 4 ): 

表 8 

月 , 最 热 月 在 8 A. 芋 后 在 夏季 地 面值 导热 量 到 

IME 度 07:00 | 13:00 

5 公分 aS BS 

10 4.4 12.7 14.2 

30 4:3} | .t-43.5 - 14.8 
40 公分 14.5 14.8 

60 公分 15.8 15.8 

0 公分 16.7 16.7 

100 25} 17.4 17.4 

19:00 07:00 13:00 19:00 

15.2 28.0 30.8 30.1 

15.4 28.6 30.2 30.4 

16.0 30.3 31.2 31.5 

15.6 30.5 30.8 31.1 

15.9 30.6 30.6 30.7 

16.7 29.9 30.0 30.0 

17.4 29.4 29.4 29.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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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 高 

80 

thn 

fea] 4 1 月 中 名 及 7 A SARA 

aE TBE > fh HA fed 

在 图 上 ,可 以 明显 地 看 出 , 冬季 (一 月 中 名 代 
Ze) 日 变化 在 60 父 分 一 后, 已 十 分 微弱 ,到 80 公 
分 一 讲 , 已 无 变化 。 各 时 地 瀑 垂 直 变 化 是 随 士 后 深 

度 而 涯 境 的 ,上 午 七 时 较 差 最 大 ,下 千 一 时 的 较 差 
最 小 。 这 因为 冬季 ,早晨 时 地 面 辐 射 痊 却 强 , 上司 
论 却 快 , 而 下 司 因 士 壤 干燥， 上升 丁 充 热 量 较 慢 ， 
REBAR ANAS, 至 中 午 以 后 , 太阳 
辐射 强烈 , ROA, 而 下 后 则 受 影 响 不 大 ， 
热量 尤 未 传 到 下 导 , 故 除 状 后 有 较 大 的 温差 外 ,10 
公分 以 下 变化 序 较 小 。 19:00 时 , 浅 导 已 开始 闪 
却 , 而 较 深 层 冷 却 得 终 慢 , 故 上 下 层 闻 的 温差 又 潮 

43.5 | 49.5 | 59.2 

45.5 | 53.8 | 64.6 

BE: 太阳 高 度 角 以 度 为 党 位 。 

太阳 高 度 角 的 大 小 ,影响 太阳 辐射 强度 ,广州 

治 有 太阳 辐射 强度 记录 材料 ,根据 理论 计算 ,广州 

当 高 度 角 45° 时 ,辐射 强度 为 0.84 卡 / 厚 米 分 ， 
60° 4% 1.13, 75° 时 为 1.42, 90° 时 为 1.75。 可 

几 夏 季 太 隅 辐射 比 冬季 强 得 多 ,地 面 受 热 大 , 士 壤 

热量 下 传 也 较 快 较 深 。 另 一 石 面 两 量 夏 多 冬 少 ， 

71.3 | 81.9 | 88.9 | 90.0 | 85.0 | 75.3 

76.8 | 85.6 | 89.8 | 88.4 | 81.0 | 70.0 

WS, DRS Per, SP 

ot 

夏季 日 变化 至 80 公分 一 层 , 仍 有 微弱 变化 ， 

下 汉 100 公分 , 寺 无 变化 。 变化 司 比 冬季 深入 20 

公分 。 RAALEAMAEAMAEA, Abi 

射 强 , 且 雨 量 较 多 ,土语 温 凋 。 因 此 热能 传人 土壤 

RITA. 广州 地 处 低 乔 ,一 年 中 太阳 高 度 

角 也 较 大 ,最 大 为 90" ,最 小 为 43°26", 5—8 HIE 

午 太 隅 高 度 角 都 在 15° 以 上 ,而 圭一 工 月 则 在 53。 

以 下 。 现 将 一 年 各 月 一 日 及 十 五 日 正午 (12 时 ) 

太阳 高 度 角 表 列 从 后 ( 表 9 ): 

63.8 | 52.5 | 45.1 - 

58.5 | 48.4 | 43.6 
| 

PEER, Pe A PAB AY A, 

但 由 两 量 季 节 分 佑 来 看 , 也 可 了 解 一 些 情 况 。 广 

州 全 年 平均 雨量 为 1661.8 毫 米 , 夏 季 估 了 13.9 和 2， 

而 冬季 只 个 9 %6。 因 此 ,土壤 夏 湿 冬 干 ,也 影响 了 

TA FAURE. At ME PIAA LRP BEM 

有 不 辐 ,在 30 ASP EP SCD RO BA AB 



ae 地 

化 比较 复杂 , 30 公分 以 下 , ABH AR BE Ei, 

这 种 趋势 无 论 是 在 上 午 七 时 或 下 午 一 时 ,下 午 七 

时 均 系 一 致 , 仅 在 下 午 一 时 贴近 地 面 辱 因 太 阳 辐 

射 最 强 的 徐 故 梯度 很 大 。 ASEH, +H 

Ui, LIAL , EDA PEAY, EU BEF: 30 公分 以 下 士 

FE SDT ABTA VSREFSE VRS BIE Kh FE, HK 

PAKS , BIZ IR TY PEA J AS ABE AE Eo 

FP FE SSE A A 

Ft, FUSER, PARGIDGRGROTSA FI. 至 30 
ASSES, BBE AHWR IZ 
BS, We FIN LUG, HOO 
BEA Gt, PLLA FZ oS), a RR lhe 
RT TERA, 下 午 七 时 ,地面 开始 冷却 ,但 程 
度 不 大 , 30 公分 附近 因 蒸发 较 上 司 弱 , 失 热 不 多 ， 
形成 了 温度 的 突出 点 ,30 公分 以 下 , 则 影响 其 微 ， 
ORE FIERA. 值得 注意 的 是 ，5 公 
分 以 下 80 公分 以 上 各 请 ,最 高 温度 出 现时 间 都 在 
下 午 一 时 以 后 ,与 冬季 情况 相似 。 

从 上 可 知 :和 季 和 白天 上 午 七 时 至 下 午 一 时 , 相 
距 8 小 时 ,5 父 分 处 境 温 4.4°C, 10 从 分 增 温 1.7 
°C, 30 公分 处 增 温 1.3"C, 40 ZS 分 ' 处 坊 温 0.3 
°C, 60 公分 以 下 为 震 。 这 样 算 来 5 一 10 从 分 之 间 
的 较 差 为 2.7, 10 一 30 44} 7 Hi 0.4, 30 一 40 

父 分 之 于 为 1.0, TY LRSM A PRR 
反之 , 自 下 午 七 时 至 次 日 早晨 七 时 ,地 面 辐射 

HIDE, 12 小 时 闪 , 5 从 分 处 减 温 8.7°C, 
10 A4pp 2.7°C, 30 公分 处 减 瀑 2.5"C, 407% 

| 
2.7; 0.8 

+36 一 5.6 

FTE ie (°C) 4.7 

FARR CPC) 

3.2 sacle 

2.2) 3.6) 3.8 3.0 

| 21 | 

人 | 23.8 23.823.8 26.0 
| 

o4.d}94.2193.5/e4.5| 24.6 | 23.2 23.223.0| 24.0 

| | 
i : wid 17 18 | 19 20 

7 
| 

“最 低 气温 (*) © 6.0 25.4 

BALAI") 28. | 

WY SCHAAR AL, HS OZ. TL 
大 双 竹 两 者 的 温差 最 大 ,气温 最 低温 度 还 在 0°C 
DA bey MANUELA O°C DIE, 这 因为 么 季 夜 肯 

| | 

mf eK 

# 10 

22 | 93 

1958 年 

Sy wee 1.1°C, 60 公分 以 下 各 处 几 和 无 变化 。 
夏季 和 白天, 上午 七 时 至 下 午 一 时 间 相 距 8 小 

时 ,5 从 分 处 夫 温 2.8"C, 10 从 分 堆 温 1.6"C, 30 
AGHA 0.9°C, 40 公分 处 增 温 0.3"C, 60 公分 
以 下 为 0, 即 5 一 10 公分 之 问 较 差 为 1.3, 10 一 30 
公分 之 问 为 0.7, 30 一 40 AGP fis 0.6, WA 
FRX PRI). 

SI) F2e-C 2s yA BE 12 小 时 ,5 
AA IA 2.1°C, 10 公分 处 1.8"C, 30 公分 处 
1.2°C, 40 AS} 0.6°C, 60 ASPREDI F JLARAEAL. 
EN) 5 一 10 公分 之 问 较 差 为 0.3。 10 一 30 AZ > 
并 为 0.6,30 一 40 从 分 之 问 为 0.6。 

巾 此 可 见 夏 季 不 论 白 画 或 夜间 辐射 截 热 或 辐 
射 渝 却 ,都 是 夏天 上 比较 均匀 , 允 天 各 层 温 差 比 例 较 
大 ,这 也 是 由 从 土壤 慢 度 影响 地 热传导 所 致 。 

另外 ,地 面 导 漫 度 (BERL) 与 百叶 箱 内 温度 
相差 得 较 大 ,他 们 随 季节 变化 及 天 气 情况 而 不 同 ， 
以 冬季 移 对 最 低温 来 费 , 可 以 相差 达 6*" 一 7"C。 
例如 1955 年 1 月 12 日 ,百叶 箱 最 低温 度 为 0.0 
°C, 为 广州 几 十 年 来 少见 的 低温 ,而 同日 地 面 最 
低温 度 为 -6.5"C, 小 池水 面 边 弥 已 烙 成 平均 蔓 
:公分 的 冰 块 ， 而 百叶 箱 中 的 湿 球 汉 有 和 结 冰 , 可 
见 二 公 尺 的 气温 和 地 面 草 温 是 有 很 天 差 轴 的 。 

现 列举 1955 年 1 月 6 日 一 20 日 最 低地 面 草 
温 及 7 16 — 30 日 最 低地 面 草 温和 最 低 气 温 相 

1 (Fe 10, 11): 

28 | oa 

25.5 | 25.6 | 23.6 | 24.6 | 25.2 

25.0 | 24.2 | 23.5 | 23.6 | 23.8 

SU ey NS BS SD TT IMT) CVC 

BB, AAS Lil A ae Ea 

(1) AAW TSR EE PPAR 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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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涛 ,冬季 达 60 公分 ,夏季 法 80 公分 ,在 这 以 ”其余 上 午 及 下 午 七 时 和 下 午 一 时 的 区 公 分 十 后 

下 几 和 无 日 变化。 以 下 都 是 回 下 诚 调 状态 ，30 公分 以 内 主导 则 变化 

(2) 夏季 不 花 画 间或 夜间 夫 热 或 辐射 冷却 。。” 较 复杂 ,随地 面 的 影响 而 发 生 向 下 增加 或 同 下 减 

都 是 夏天 上 比较 均匀 。 小 的 现象 。 

(3) 冬季 除 下 午 -一 时 10 ADD_E BEB, 

eats = ite 

(— ) Se FASC REF A eA aS AS (SC) SUEZ Abt SATE J 4% BP 

SHE IBS A AeA (EPR FA AS) A eer A Lk YT, 

用 资料 年 代 比 “广州 的 气候 2?( 陈 世 训 、 沈 烧 条 合 BRR. 因此 ,只 能 用 一 般 

著 ) 所 用 的 地 温 资 料 较 长 而 详细 ,因此 ,可 作为 “ 广 ”气象 观测 的 资料 来 分 析 , 这 是 有 待 随 今后 农业 气 

州 的 气候 ?地温 部 分 初步 的 本 充 材料 。 象 观测 资料 的 增加 而 补充 和 修正 。 

参考 文 献 

[1] BSS: ARS SARS, 
[2] OC. A. ii Bl Pe HEE ELAR GF See: “U5 HU “THR, 1955, 
C3] P.3, HERULHER A: KTR, 19, 
C4] 中 山大 学 地 温 观 测 资 料 。 
[5] PME TRA RM. 
[6 ] Zak: RRTRS BM, 1954, 

Bo Pik 2 EA ese. ES 
AAS 

ht HZ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究 所 

OU 

BAI] Pe RR TL WL KK PR EAL HE 34° Lc, UR SS Bl A, EEK iB 

分 是 属 放 草原 气候 (BSko), 在 正常 年 份 的 降水 量 为 200 一 500 毫米 ,多 和 集中 於 (8 十 

月 。 在 草原 气候 带 以 南 ， 从 豫 西 以 至 陈 南 是 秦山 和 伏 牛 山区 ,其 崇高 部 分 是 北方 气候 

(也 了 克 a-)， 又 称 雪 林 气 候 , 大 致 和 东北 几 省 的 气候 类 似 ， 至 於 了 东 、 皖 北 、 苏 北 旭 为 温 蛤 

冬 干 及 潮湿 温和 气候 (C 克 。 丰 CFoo")，, 序 么 枕 生 所 谓 暖 温 过 滤 型 季风 气候 ,而 鄂尔多斯 

与 阿拉 善 是 沙漠 气候 (3 隐 ji)。 我 们 知道 乱 葵 草原 和 沙漠 气候 都 是 富 论 大 陆 性 的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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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说 黄河 流域 的 气 候 基本 上 是 天 陆 型 季风 气候 。 
草原 与 沙漠 气候 的 最 大 特征 是 干燥 期 长 ,所 以 黄河 流域 多 旱 、 气 候 带 彼此 交接 的 地 

区 ,各 年 的 气 候 每 多 变动 。 秦 噬 伏 牛山 系 虽 则 是 有 数 的 气候 界 划 , 但 是 它 对 芯 南 北 行 的 
气流 ,尤其 是 最 强大 的 塞 潮 , 芷 钨 起 对 阻挠 作 用 。 草 原 与 沙漠 之 间 , 气 候 的 摆动 就 更 大 
了 ,何如 黄河 中 游 的 最 下 部 是 草原 气候 、 温 咀 么 干 、 及 潮湿 温和 气候 ,和 北方 气候 交接 的 
地 区 ,似乎 过 滤 性 更 为 显 落 。 

气候 上 的 过 滤 性 是 通过 许多 反常 气候 现象 来 表示 的 。 旱 彤 至 成 党 ,是 黄河 流域 最 
大 而 普 训 的 特征 , 当 另 行 加 以 讨论 。 现 就 整个 黄河 中 游 区 历史 上 的 严 霜 、 抵 壳 和 大 委 的 
记载 ,根据 有 关 的 省 通 志 、 府 ̀  州 . 厅 志 和 一 些 县 志 里 的 记录 , MEM, 仍 按 清 代 政 区 

业 排 ,成 为 三 表 , 以 便 了 解 这 三 种 自然 秋 害 在 历史 上 的 分 伤 概况 ， 
三 种 反常 天 气 现象 出 现 的 年 代 , 均 已 改 为 公历 ,但 表 中 年 份 上 的 月 份 仍 为 旧历 。 在 

文字 计 论 中 ,各 种 反常 天 气 现象 出 现 的 年 月 .日 已 仆 可 能 改 为 公历 ,这 方面 所 利用 的 工 
SLBA HP LR Ee HR RWWA SH 1935 42) PSEC Ee ( 荣 孟 源 三 联 版 1953 
42) HH Blt, PURE AEC RAR 1910 年 黄 伯 称 中 西 年 月 通 考 推算 。 

BBeE1) PG RMA AT PD, 
士 高原 最 高 部 分 , 霜 期 长 170 日 以 上 (即将 近 定年 )。 这 里 出 现 霜冻 成 估 的 机 会 自然 开 
较 多 。 黄 河中 涛 区 内 有 记载 的 严 霜 , FL NEB, AN ee 
三 年 (286 一 288) 有 严 霜 ! 严重 的 晚霜 可 在 农历 四 月 初 ( 序 公 历 五 月 初 或 四 月 下 旬 ) 出 
Bh, dn 1655 465 HA 10 日 (四 月 初 五 ) 黑 霜 ,草木 族 死 "有 时 晚霜 还 要 巡 些 , 如 <1842 年 
5 月 17 (AMA) 秦 州 雨 黑 霜 >。 严 重 的 早 霜 多 在 安 历 七 月 以 后 ,但 也 有 在 安 历 夫 
月 的 , 如 静 灵 州 <1652 年 7 月 9 日 (六 月 初 三 ) 黑 霜 伤 稼 ", 狄 道 “1705 年 7 月 (六 月 ) 霜 ， 
FRAIL AVI. | 

BPTI IB A PNAC HOA ED ROT BE TCPEIAT ae, 1617 年 7 月 (六 月 ) 的 霜 ,“ 洒 
KAVA Ti 1687 42 5 A 14 A a) a “RAR”. 

PACER SE WW SS EA EDR ELAR PF, PRL ERA BET EDR, Jon““1695 
年 9 月 8 一 17 日 ( 作 月 初 多 ) HATE, PARA”. LTE NS 1788 年 12 月初 
(又 十 月 ) 霜 花 2 雪 纵 四 十 余 日 ", 更 为 突出 。 

霜 的 分 信 有 时 可 以 很 广 , 表 工 所 示 273 年 5 月 (四 月 ) 狄 道 州 的 霜 ,同时 河南 府 也 
有 。 297 年 秦 州 霜 ,凤翔 府 和 成 阳 县 都 分 别 有 刀 载 。 1330 年 8 月 (七 月 ) 秦 州 凤翔 府 也 
是 同时 发 生 的 。 

这 里 可 以 顺便 提 一 下 ,甘肃 有 时 秋 、 么 雨季 相当 温暖 ,桃李 可 以 开花 ! SRL 
过 下 列 的 记载 ; | 

1) 显然 是 白 霜 (Hoarfr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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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正德 元 年 ) 秋 桃李 华 
1519 (正德 十 九 年 ) 从 月 桃李 华 ”。 
1589 (万 历 十 七 年 ) 冬 李 华 ”。 

1619 (万 历 四 十 七 年 )“ 冬 十 月 树 花 悉 开 岂 
1642 ( 崇 逢 十 五 年 )“ 允 十 月 桃李 花 ”。 

河南 通 志 载 “1473 年 通 许 桃李 冬 花 沁 怀 庆 府 志 载 <1680 年 济源 桃李 再 花 实 ?1 这 些 
情形 和 霜冻 后 的 惨状 , 对 照 芙 鲜明 ,值得 更 多 广泛 观察 和 研究 。 

秦 嘻 以 北 的 陕西 , 公 属 黄河 中 涛 范围, 据 查 到 的 记载 共有 霜冻 四 十 余 鼠 ,多 见 於 陕 
北 , 谓 河 流域 以 凤翔 府 记 载 为 较 多 ,从 这 些 记载 看 , 陕西 霜冻 以 夏 未 秋 初 为 多 , 春 夏 间 较 
少 ,这 或 因 夏 未 秋 初 的 早 霜 , 对 蕉 秋 收 影响 特 甚 ,因此 记载 较 详 的 缘故 。 以 检 林 府 而 葵 
“500 年 5 月 (四 月 ) 陨 杀 草 >,“1665 年 9 月 13、.4( 八 月 初 五 . 坟 ) HE RAE”, 
更 厉害 的 是 “1814 EMAAR, Kt”. Kat, Ht He BMS AM, a 
“1591 PRE RRR (AVA) EAE, RIS 9"! 可 见 这 一 年 陕 北 气候 最 不 利 
WARE. 

FETE Ay BE Hs HE Se HSK A SS PT BI Ea A, IU eID, A ae A A 
WRIUASH ,多 在 秋季 。 延 安 府 志 谓 “964 年 9 月 至 10 月 10 日 ( 八 月 ) 延 州 霜 杀 民 田 ?4 这 
是 非常 严重 的 霜 害 。 

将 吵 州 了 州 记载 和 凤翔 府 合 侨 来 看 ,我 们 对 攻关 中 西部 的 霜冻 可 以 获得 概念 ,如 
“1314 年 3 月 中 至 4 月 中 (三 月 ) 陛 州 阳 霜 , 杀 桑 果 禾 苗 思 

冬季 关中 有 时 也 很 温和 ，, 成 阳 县 志 谓 “1703 年 12 月 (十 一 月 ) 温 暖 如 8.4 月 (二 、 三 

A) “BARRE DE “PELE”, 
MARRS EK , A LAME ATS, 主要 在 汾 河 江河 方面 ， 
都 发 生 认 8.9 月 (七 .从 月 )。1549 年 和 1550 年 9 ACA) oe AK CT 
县 。 

全 西北 的 保 德 州 区 , 1694 一 1698 一 过 五 年 秋 霜 特 盛 , IN TR EWS 16951696 两 年 的 

记载 是 “ 霜 大 杀 禾 ”而 “1601 年 8 月 28 日 (七 月 症 六 ) 霜 甚 , 禾 尽 凌 ,城中 九 日 扰 市 对 不 
难 想见 早 霜 影响 人 民生 活 的 俊 重 情形 了 。 

Srp ORM an “505 4e 6 月 中 至 7 月 中 (五 月 ) BYR”. BLINK 

“1691 年 6 月 中 (五 月 中 ) 武 乡 阴 霜 ”、 薄 州 府 和 解 州 区 春季 霜冻 较 多 , 287 年 4 月 (三 月 ) 
这 里 和 译 州 府 同 受 霜 害 。 

据 记 载 来 看 列 西 北部 严 霜 多 见 套 春 夏 间 ,“1863 年 陕 州 3 月 26 AC AA aE 
WSS”, “1742 年 5 月 初 至 6 月 初 (四 月 ) 洛 阳 陨 霜 损 麦 "。 春 霜 的 范围 也 可 以 很 广 的 ， 
如 “537 年 2 月 下 旬 至 3 月 下 旬 ( 二 月 ) 落 律 汾 建 得 东 雍 秦 陕 大 州 霜 ”是 有 力 的 襄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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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中 游历 史上 150 余 坎 霜冻 中 ,以 500,537, 1601, 1696 四 年 分 伪 最 广 ,一 般 说 时 
霜 多 走 晚 霜 ,影响 很 大 。 甘 肃 \ 山 西 盛夏 也 可 发 生 严重 霜 害 , 更 值得 特别 注意 。 

SBE 2) ” 雹 的 分 售 每 限 巩 狭 小 地 带 , 然 而 它 降 落 之 处 不 只 是 农作物 潭 受 损坏 ， 
SESE UNS, AS. EBS, BSI, 当 其 在 大 雨中 降落 时 ,水 和 也 会 发 生 , 玫 
2 所 示 黄 河中 游 区 有 记载 的 生 示 年 份 ,超过 霜冻 为 害 的 年 数 很 多 ,其 中 太原 检 林 雨 府 区 
此 类 自然 秋 嘎 最 为 频繁 , 其 次 是 怀 庆 府 、 秦 州 \ 平 阳 府 等 。 

王 起 降落 的 时 季 以 夏 、 秋 为 多 ,春季 较 少 ,偶尔 也 出 现 庆 冬季 (一 ` 二 月 一 采 月 ̀ 正 
月 ), 如 河南 府 187 年 的 需 降 於 1 月 17 至 2 月 中 RS), 太原 府 1472 年 2 月 9 日 至 3 
月 9 日 间 ( 正 月 ) 雨 志 , 分 伤 及 钛 阳 曲 、 松 灵 \ 太 谷 、\ 新 县 等 处 ,还 有 1606 年 2 月 7 日 到 3 
月 7 日 间 ( 正 月 ) 汾 州 府 平 造 县 也 合 雨 起 。 

HATE ERS, HAWKS ABM ASS hr PEC AE 
埠 大 体 均 在 秋季 。 陛 连 的 狄 道 州 , 降 起 的 时 期 也 差不多 。 西 宁 府 现 为 青海 省 境 , 雨 起 亦 
多 在 夏季 。 
HEAVEN Ak. AEE. M1903 4e 6 月 12 日 (五 月 十 七 ) 南 乡 天 十 

雹 , 杀 禾 稼 殖 尽 "。 又 如 “1905 年 9 月 1 日 ( 八 月 初 三 ) 西 乡 大 雨 起, 杀 禾 稼 树木 ”。 
据 不 完全 的 记载 , 陛 东 庆 阳 府 十 作 世 思 已 有 拍 示 五 囚 , 其 中 “1747 年 8 月 3L 目 (七 

月 廿 五 ) 未 时 雨 起 , 申 时 止 , 夏 禾 无 收 , 秋 禾 亦 伤 "。 而 “1438 年 自 夏 逮 秋 大 雨 起 "1 十 七 
HACHEM BES BAK, in “1667 EH AME, 大 尺 靖 , 积 满 山谷 "。 有 时 连年 都 有 , 如 
1596、1597; 两 年 6 月 (五 月 ) 便 是 好 例 , 关 亦 1597 年 的 刀 载 是 “6 月 (五 月 ) 雨 元 伤 条 , 城 
PIRES ER”. 

FE WAC BE EE He BE SE OR RPE ETT He BP ae A BA, 
1833—1841 各 年 都 是 成 秋 的 。 EVE I SEB RAK, HELEN EAB, DAKBHS, 
HEIN PHS 1591. RAAT AG EARRING EW, 

SPAS EE AR AD A PT EE AES = HK dn “1661 PRK Es 伤 人 畜 其 
SPARE A A”. “1665 PATA EA”, PRAM IAB 
ATLA ASE WATS Pee: “1550 年 薄 城 7 月 (大 月 ) SRR, AF 

大 者 , 数 日 不 消 , 树 屋 人 畜 大 伤 ”。 
山西 北部 情形 与 陕 北大 致 类 似 , 以 保 德 州 而 花 , 十 七 世纪 皇 赴 有 五 区 ,多 在 夏季 , 如 

“1708 年 7 月 中 至 8 月 中 (六 月 ) 雨 直 大 如 掌 ， AR HG BOR TE FE BE FEA A 
AAAS”! 

AHS E ida SEE BS, WEA SWAT 1304, 1305, 1328, 1329, 1546, 1547, ie 
举 特 别 严重 的 几 项 如 下 ,以 见 一 般 : : 

(一 )* 832 PARAM EMT, EMER, ABB, AEDT, AR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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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42S Fy el WS Ee Ante th, SR RI, BERET) aN 

% “1645 6 A(hA)K SAME, B= A. AMP”. 

平阳 泽 州 两 府 阜 者 都 相当 多 。 涅 州 府 区 有 以 下 三 次 记载 很 是 突出 。( 一 ) “1585 年 

26 ACRA)ME mir, RASA”. (二 )“1600 年 7 月 10 日 到 8 月 10 ARONA) ies 

RREME, BARA. (=) “1620 年 6 月 (五 月 ) 高 平 雨 由, 大 如 杆 , 屋 尽 碎 "。 也 

许 高 平 是 泽 州 府 区 皇 雹 最 多 的 地 方 。 

倒 西 南部 已 有 筷 载 的 乒 者 较 陕 西关 中 方面 为 多 。 浦 州 府 售 有 特别 严重 的 起 秋 一 

RK, WRB IC an PF : “331 年 起 起 西河 介 了 出 , KRAZE, SE Par, 行人 禽兽 死者 万 数 ”! 

' 它 对 葵 农 作 牺 的 为 害 更 可 想 而 知 了 。 更 怠 人 听闻 的 是 “1340 年 熔 州 区 6 ACA) BE, 

大 者 二 尺 许 ”。 

IT 年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下 名 (五 月 ) 便 西南 部 有 广泛 的 年 起 出 现 , BB HIN, 

ZEN . 涅 州 落 州 府 均 坦 受 到 。 薄 州 、. 平 阳 、 疑 州 等 地 方志 的 记载 都 是 ”6 月 (五 月 ) 河 东 雨 

S WAKH”., BRAM RAKE. 

UT FUT PRE EK , iE AB GS RAE Se PE TH de EC 

: “Aca 66 年 6 ACA) Wem, RORAT AHA, CRA", HB 

280,281 Wie ANSE AA! “1618 年 起 县 雨 起 , 杀 禾 及 人 ”。 而 武 际 “1641 年 8 月 (七 

ADAMS GRAS”, TREMP Pe RAR, 可 能 是 多 直 的 原因 。 

河南 西北 部 雨 直 情 形 , 大 致 与 重 西 南部 相 类 似 , 河 南 府 起 多 降 於 夏 ， 陕 州 区 春 、 夏 、 

FSA BR in “510 年 7 月 (六 月 ) ERASER”, DAB RAK BY, 

每 在 夏季 降落 , “1625 年 5 9 A) INK, BRS”, HERD, 

黄河 中 游 区 查 到 记载 的 皇 起 280 余 灵 ,以 上 所 提 只 是 比较 最 产 重 的 ,轻微 的 雹 频 度 

当然 更 为 普通 。 

大 雪 ( 卖 3) ” 据 收 集 到 有 记载 的 大 雪 在 整个 中 游 区 狗 七 十 裕 , 过 后 数 出 现 於 山西 

Bi, REG, SIA AES MALIK ARRAS, “1693 年 夏 6 月 (五 

月 ) 平 远 生 大雨 雪 ;人 久 为 届 ”。 太 原 、 平 阳 雨 府 灵 数 独 多 ,纪元 前 442 年 5 月 (四 月 ) 似 

Pi RAB, WE 563 年 1 月 (十 二 月 ) 同时 天 雪 , 太 原 府 志 谓 :” 工 月 大 雪 连 月 ,南北 千 

BB ABER”. BBA aa: “AEP”. a BAS. 

PEN K “1811 42 PR RAR”! 涅 州 府 於 822, 323 4 1. 2 月 间 ( 十 二 月 ) 均 有 

大雪， 高平 方面 "1618 车 10 ACL ) eA gn”. 

FUE IN AFUE HIRE GK 1493 至 1683 年 记载 上 有 四 次 大 雪 , 各 砍 情 形 如 下 :一 ) 

“1493 冬 雪 深 丈 余 "。 此 次 大 雪 暴 的 范围 包括 整个 淮河 流域 ! AE HE SE TR 

淮 平 原 气候 历史 记载 初步 整理 ” 0 一 让 中 。( 二 )“1566 年 冬 大 雪 廿 余 日 "。 (三 ) 1668 年 

“也 ” 地 理学 报 231 @ 2 期 , 187 页 ,195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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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三 月 ) 大 雪 , 深 三 尺 "。 (四 )*1683 年 工 月 (十 二 月 ) 大 雪 廿 余 日 ,行人 存 岂 

河南 西北 部 大 雪 的 记载 一 般 少 於 山西 南部 。 陕 州 区 “1679 年 9 月 8 日 至 10 月 14 

日 ( 愉 月 初 四 至 九 月 初 十 ) 止 雪 深 数 尺 , 禾 稼 绚 种 ,房屋 倾 翅 ,人 多 露宿 外 又 “1929 年 冬 

KE, GRR’. 就 笔者 记忆 所 及 ,同年 苏 南 雪 深 二 尺 余 , 小 次、 小 湖 冻结 将 近 一 月 。 

郑州 方面 也 有 过 很 大 的 雪 “1629 年 冬 大 雪 YET RA”, 

陕西 通 志 和 和 纺 修 通 志 稿 各 载 大 雪 一 次 ,为 其 他 州 府 志 所 无 。( 一 )“ 可 元 前 109 年 大 

塞 , 雪 深 五 尺 ” (二 )*1850 年 12 月 (十 一 月 ) 雪 深 三 尺 , HARSH”. 陕 北 冬季 有 时 雪 

量 饶 大 ,降落 时 期 可 长 达 两 .三 个 月 ,如 “1624 年 松林 12 月 10 日 至 1 月 10 目 ( 十 一 月 ) 

大 雪 , 至 1625 年 2 月 (正月 ) 不 止 , 深 丈 余 , 人 畜 死 者 过 咎 ”。 陕 北 的 雪 , 有 时 充满 产 沙 ， 
如 “1631 PAPER AR, OB EAR, NABH”. | | 

5é rp Hu K ASE BY MEE EK, dn “1654 年 夏 5 月 中 至 6 月 中 :( 四 月 ) KR 

RRA’! 渭河 上 的 咸阳 , 冬 雪 可 以 很 大 ,“1676 年 12 月 (十 一 月 ) 大 雪 深 数 尺 ”。 

每 当 大 雪 严 塞 时 节 , 黄 河 可 以 完全 封冻 ,行人 车 马 来 往 其 上。 地 方志 刀 载 中 有 : 

(一 ) "408 年 大 河 冻 " (=) 1659 年 自 春节 (元 日 ) 孟 县 黄河 冻 , 滤 者 此 履 冰 ;至 23 日 乃 

解 "。( 三 ) 1690 年 工 月 (十 二 月 ) 温 备 冻 黄河 , 月 余 始 解 "。 (四 ) 1929 年 二 2 月 山 陕 间 

黄河 封 浆 。 从 这 些 事例 ,我 们 知道 黄河 中 游 严 塞 期 长 达 四 十 余 日 。 

HA AEA KN KSAT, AEE AAR WE 有 a at 
WAS ES AKL, 如 “1627 年 '7 月 (大 月 ) 大 雪 压 折 松 枝 "1 又 “1887 46 8 28-4 

月 初 十 ) 大 雪 深 数 尺 ” 秦 州 区 “1189 年 5 月 中 至 6 月 中 (四 月 ) 天 水 大 雪 伤 大 2 “1848 年 

9 月 22 日 (人 月 癸巳 ) 清 水 县 大 雪 , AE") 还 有 1655 年 5 月 (四 月 ) 的 大 雪 与 庆 阳 府 
区 是 同时 的 。 . 

bie EL AAS, 如 甘肃 新 通 志 所 载 *“1335 年 春 3 月 25 日 至 4 月 25 SD 
i} NASET A PRZUR HS BEAR EAST IU"! 

SAFE BSH EWS RCA FT 0S TaD PK A SA KY BY 造成 严重 的 次 

害 , 就 受 秋 而 积 言 ; 霜 最 广 ， BRL, 雹 最 小 , 就 发 生 频 度 言 , 示 与 霜 均 多 , 雪 较 少 ,总 之 ， 

这 些 反常 气 作 所 招致 的 伙 害 是 很 值得 注意 的 。 

1 黄河 中 游历 史上 霜 炎 年 份 

(年 份 右 鱼 上 数字 代 氏 宏 历 月 份 , 1733310= 854-4, AWARE 4E id FARR ) 

wins 288" 
HIN 273 6278 1705° 
庆 阳 府 1483° 1491* 1599" 1601" 1720° 1731° 1755" 

中 和 本 1695° 

WRI 1617° 1652° 1684" 

4 州 2867 287! 288' 291 297 1330’ 14777 1655'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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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521° 1733510 
la 10077 
陕西 ( 据 通 志 ) 297 485' 500° 1189’ 1748’ 1771° 1826? 1834% 
榆林 府 ” 5002 1665° 1757 1778 1814» . 
REZ 651 684* 964° 1528% 1601 秋 1696° 
ra 1317° 

PBI 724? 1305° 1528 1533 秋 1591 1646° 1720 1759° é 
iB 州 5083 679° 807" 825° 
Ten 297° 505" 1314* 13307 1657 1735° 
ft Bos" 1314° 
mB 297" ; 

Wes Ein) (534 988 

WEF 1264° 1581S 1588° 1639" 1664% 
Wt WM 4425 447' 1324% 1550° 18715 
BPE 490 500° 505? .537' 1450 1529" . ; 
平阳 府 600° 653" 12907 1550° 1575° 1585 1592' 1605° 1660% 16825 16887 
泌 州 1523 1547 秋 15987 1642 1691° 1695° 1696° 1705* 1730° 1731° 

泽 州 府 267 287° 500° 536°, 7245. 1189". 1450 1599" 
保 德 州 16017 16949 1695 1696 1697 1709% 
天 原 府 508° 5345 535 999% 1265° 12907 1304° 19147 19237 1545° 15495 15503 1553 

1587" 1596* 1624° 1626 % 
BR 州 1695° 18765 
-清州 府 287 288° 537 1627° 1659 1660" 
THRU 1263" 1601" 
a 778° 
# 州 500 881% 1055% 1674° 
解 州 287° 1055% 1585 春 

Twn 273* 291 294° 813 17434 
陕 州 537? 1588 1863” 
REE 1640° 

R2 ”黄河 中 游历 史上 第 埠 炎 年 份 

《年 份 右 角 上 数字 代 开 农 历 月 份 , 18394 = eee ELAS TH 5 171286 = 4B HH ) 

1295° 1519s 1757 1825° 18273 1871° 1872° 1898s 
1325° 1375 夏 13817 1468 
1369° 14388 %1745° 17477 1753° 1755° 1758° 
1489! 1491 14957 1843° 1885 19016 1903° 1904° 1905°: 
1757 
1308° 1495 1779 1814 18497 

1661 1687° 1729" 1886° 

109535 1315° 1335 1438 夏 秋 15565 1596° 1597° 1655' 1663° 1667 1673% 1675 秋 1687°:° 

1728° 1746°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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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1591 1614° 1630' 18025 1805* 18127 1813° 181457 1816° 1821° 1825%7-5 1826° 

1828’ 1831° 1833%° 1834° 18357 1836°7 183767 1838° 1839%°,° 1840%° 18417 

697 1568° 1591S 1604 1637! 1646 

293° 964° 1325* 1550° 1582 1639° 1880' i902 

630% 964° 1017 1550'° 1614° 1743° 

193° 1318 1472" 1504 1656° 1661 1665% 

13135 1559° 1588° 1598" 1605° 1689 1713 

27787 1553° 1688 1820 1874 

3328 476° 1288 1296°* 1297° 1304 1305° 1324° 1328° 13297 13317 1351  1367% 

1470° 1472' 14865 1518° 1525‘ 1528° 15318 1538" 1546° 15475 1558° 1569 41576 

1580° 1588 15938 1680; 17217 18797 , 
332 1296° 1350° f488° 1529 1595° 1606! 1645° 1652 1655 

36 171° 301° 1262° 12898 1305° 1351 1536 1539° 1567° 1580’ 1592° 1593 1595. 

1603 1605 1660° 1669! ; 
313 414 476 9627 1627° 1631° 163764 1639° 1645° 1650° 1677'~ 1693° 17305 
171° 268 281° 282 1509' 1510 1532% 1533° 15368 1585° 1587° 15997 1600° 1620° 
16687 1673° 1 

1715 268 280’ 1709° 17125 174510 18294 1863’ 1918° 
171° 297 1340° 1596° 1605° 1718° 1740 1829' 1864! 1966q@ 

保 德 州 1516 夏 1603° 16054 1612° 1614° 1694 1708° 
SHUR 1321 1324 

Be 州 16715 16868 17568 1838a 

清州 府 171 280 331 15937 1604 16615 1689 1703! 
# 州 1595° 1605 

河南 府 161° 169: 1872 280‘ 281 817 夏 880' 1208' 13124 1379! 1561+ 1659° 16695 
279° 281* 282° 510° 18498 1886? 18746's 1887%° 19013,4 
1858' 

1625' 17428 1906° 

66B.C. 280‘ 281° 1270° 1287 1296 1561 1573' 1575 15865 15929 1618 16321641" 
1651° 1656 16587 1661° 1666 1667! 1690 1750° 1764° 

K3 AMPH LLABRS 3 
(4810 LER GS 8, 16249" 二 功 年 十 一 月 至 次 年 一 月 。B.C.= 纪 元 前 ) 

10989? 

1335° 

1655* 

1189 16554+ 1848° 

1627° 1884° 1887° 

162411 1839 冬 

962% 1631% 

1654* 

1676" 

13067 1693° 

1878 

422'B.C. 373°B.C. 243'B.C. 323% 563’ 1533' 1606° 1629 

陕西 ( 据 通 志 ) 109B.C.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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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M 8644 16544 1655! 16873 

RR 州 864% 1873° 

s& 州 1578 冬 1678 

2B FE 422°B.C. 243B.C.: 56312 1351 1435 1539° 1578 1600' 1678° 

Wl «4422*B.C. 97212 1588° 1746' 1804% 1811% 

x 谢 16789 1691° 17087 

解 州 1667° 

泽 州 府 ，32212 32312 3545 1618° 16675 

wae ”15923 15979 1678° 

Be 州 1679 孔 1929% — 

JL 县 1863 

¥8 州 16294 } 
REF 14934 1566% 1668° 168312 

r SBM KR 

[1 HE HIT PE BS SR [26] ETE WEEE, 11, HERG) 
(2) HET BR PAE, 46,47,83,84, Bera «= C27] BERRI @& 3, Lt ER) 
(1934) B 199, FER [28] MESURE, 10, 事 考 
(31 光 糙 阳 西 通 志 , 见 82( 蘑 政 记 ),83 一 86( 大 事 记 ) [29] eA VEILING, 99, See 
[4] 歼 正 河南 通 志 , 知 5 ESAT [30] SCRE ACAUAFGES 2849, ESE HERA UK Ja EGR BF 
[5] BORE BAR, 3, FER [31] SC REPRE A 25, 事 考 
[8 EAB EGE, 3,7 [32] HEBRRR AR 21, RSL 
C71 BRBRS-GR, 2, 56358 ERI [33] eRe GATE AB 4, RR 
C8] Seek GR, 11, HER [34] SHEA 16, PLE 
C9] 上 康 嘻 河 州 志 , 爷 4, Hse [35] 就 隆平 阳 府 志 , 父 34 ER 
(10]° Sesspe Tae, # 17, 198 [36] HeBCRE MISE, 4 3, iE 
[11] SCRAPS INGE, 8, Fee (ER) [37] SeHRELGE,S 12,788 

. [13] BREINER, A 11, [38] ila, 9, HER 

L13] SCRE RB INA. 37, 和 祥 青 [39] SrREMP WIT 11,7 
[14] Jee WASTE BE 24，, 附 考 一 机 祥 [40] RIMES, 13, (BAe 

(15) QeRE SSCP, BW 22,7882, HER [41] BE RE WRT 23, wee 

[16] Scher se, 15, 15 页 [42] ETE NTE, S 50, 7S 

Li7] Se ARPRHSRE AB 10, ESET [43] ScREPR RINGER, & 33, 杂 已 ( 物 更 ) 
[18] ”嘉定 延安 府 志 , 爸 4 一 6, 大 束 凑 [44] fed WAGE 116, PE SEG 

[19] Sea eR, BS 3 ER. [45] KERMA, 10,58 (ES) 
[20] Scheh WTGR, B 19 ,和 祥 显 [46] 1936 BRASH, 1,KeE 

[21] Shee a NUAHEGR  & 16, 素 征 录 [47] 1937 AGRA 5, 大 事 记 
[22] “ 戟 隆 风 产 府 志 ;, 答 12, 祥 野 杂 记 [48] “民国 郑 县 志 , 答 1, ese 
[23] Seep NK, wR 12 ,五 行 第 十 三 [49] ” 药 孟 源 : 中国 近代 史 历 琢 (1830-~-1949)， 1959 
[24] BC wE RENTS 1, HE [50] Seek: 中 西 年 月 通 考 , 1910 
[25] See RAG, 21,7 



WS LL LAR pA. 

tEtSeRaRVEKK COME 

ey 
(四川 大 学 生物 柔 ) 

一 一 

e | om | 

植物 有 机 体 ; 它 是 整个 地 理 环 境 中 统一 不 可 分 割 的 二 部 分 ; 因此 必然 的 使 它 与 周转 

环境 互 为 外 在 条 件 而 影响 着 ,作用 着 ,彼此 对 立 而 又 入 一 的 发 展 着 。 所 谓 周 围 环 境 朗 地 
形 , 气 候 ,土壤 等 是 。 这 些 环境 条 件 是 影响 了 植物 发 育 的 主要 因素 ,其 中 任 一 缺少 或 培 
多 ,足以 影响 植物 有 机 体 正常 的 发 育 ,甚至 使 其 死亡 。 由 此 可 昂 在 不 同 的 环境 里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不 同 植物 ,就 是 同一 环境 里 也 有 不 同 的 植物 。 因此 这 些 不 同 的 植物 表现 的 多 样 

性 , 适应 性 与 统一 性 ,都 反应 着 它们 的 生活 地 区 环境 的 特征 。 这 些 都 足以 说 明 每 一 种 植 
物 的 生存 与 地 理 环 境 条 件 猎 常 保持 着 密切 的 联系 。 

Sy YY SRR AWS LL RE Hs PRS TD EIDE, AR IRA UNE A 

PESISAGp I ANY ee Sie Rous EOp ee cat Rem eer mee: Uae aes 
BABIES IE FAVE T 40 WERE AR ARG PS EE ME Te I 5 

EOD, MOE A be A E-SERIES pH. (GE, 气象 
碍 料 分 析 等 工作 , 18 FET BIE Ss PEPE Re, 20 EER EP AS IE 

AN KBE BOK, HPA RRL, A RMS PIE. 

=, URRY SEI EE PL ER 
(—) BRE} (Pteridaceae) ah ae 

1. PRgAEE (Pieris vittata) ee ER Wa LL eA EE Hs AE, PLE 

SE LE Et STDS A DEL LS Wes at PR AC TZ A 2 PO 

上 ， BVE PVE nes PRE bs URE AC SEPT ak, SBR ACER Ds kA 

AOVEREEE IK, BRE Pre hc a 4 a Deb A EAE Ses 但 在 酸性 的 岩层 上 ， 

hk 2 RST AS A Ah, =H CANE AO at, BS Bid A A ese EA A 

EAR Se ws FE HY RL, BT SR da EE TEE AN, FP TRH ge RB Dee) Ne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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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 Be A AK ESE ZEAE) » BPE FB 3-5 sim AR BE EET RE) th Se 

PRB, FATE IP HEE SE RAY» 局 部 的 ,而 非 成 为 面 的 分 伤 。 从 垂直 的 分 佑 _ 

亦 有 一 定 的 限制 ,其 最 高 分 做 界 乏 在 1,200 米 左 右 ( 相 当 渤 椿 坪 稍 上 )。 虽然 在 二 200 米 

以 上 的 灰 岩 层 汞 不 见 有 其 分 伤 ,此 为 温度 较 低 所 致 。 由 此 可 见 蝇 蚂 草 的 分 做 不 仅 反 应 
出 宅 所 生长 的 气候 环境 为 CWs 气 候 类 型 (其 特征 : 最 热 月 平均 温度 超出 22°C, 月 平均 

气温 在 10°C 以 上 有 7 一 9 个 月 。 有 冬夏 二 季 ，, 春秋 二 季 较 长 ) ,而 且 它 亦 为 舍 有 灰质 的 

各 种 岩层 ,石灰 岩层 以 及 含有 钙 质 土壤 的 指示 植物 ,不 仅 从 它 生长 在 含有 灰 搓 的 岩层 上 

说 明了 这 一 点 ,而 其 根部 土壤 bH 值 亦 为 7.8。 
2 车 辐 状 凤 尾 蕨 (Pierts actiniopteroides) 一 一 此 种 植物 往往 同 岩 央 尾 蕨 , 塌 尾 , 耳 

Be, 4A, SAR ALTE TEAL, PPI 1,325 KO PASE Ea es FUE HE 

DE x es WSF 2 et i _L. , HAR EB EL pH 4 7.8—8, IRA IK AAA AGS i he BR 

WR OW, TRAINS HL. 
3. BERR (Pteris deltodon) — AR AME 1,825 米 以 下 的 涝 椿 坯 ,楼 霞 

及 嘉陵 江 等 石灰 岩层 之 险 干 兰 面 上 或 岩 颖 内 , 其 根部 附近 土壤 TD 囊 为 7.8, 亦 为 石灰 a 

层 和 CW, 气候 类 型 环境 的 指示 植物 。 
(=) SARRRE (A diantaceae) 

1. APR (Adiantum capillus—venerts) —— Pk He WK AY thi WS Be HE 1,800 AP AY 

CW, We FBS, CW), Ae AY AS (CARPE: Fe 3A BIS Ui FE ANB 22°C , FE 10°C 的 月 平均 

GEBUOT A, BARE, BKB 4 A) ZU as aK i RE 

ILA 7a be AKL, HAA pH 值 为 7 一 8.5, 因 之 它 的 嘉 性 , RSS 

PLB SAMAR, | | 
2. Adiantum pedatum— AF 5h ULI 1,200 至 1,850 KS HAGE He PE De BE 

RPERQRAZEIG AHL, HMMA pH fis 7.5—7.8, Ab’ Ea AK ale, 5 

BAB CW, URI SR a. 

(=) & FABRE (Aspleniaceae) 

FA HUGE FH BRC Asplenium unilaterale) — ¥B MU Gk F§ RAE FS RK 1,200 K ZA 

UEHEPE DCL, SUR EBHIIE-EHE pH 值 为 8.5, 根据 它 的 生活 环境 反应 出 为 一 CW, “UR 
类 型 带 内 之 灰 央 和合 质 士 区 。 

(四 ) 岛 毛 蕨 科 (Blechnaceae) 

1. ZF EER Struthiopteris eburnea) — RF BE WRA i PK 1,350 KUP, 

FUE el SE YS PA Ea EER 2 FE D2 Bes BES TB _L: Fill 2 BT, EB 

ABA pH (i 7.8, (HE Ae ee SOB NALS LA PP 

物 , oR ERK, PY BE a SK Be A TE a eS LF, BS BESIE 照 及 风 的 影响 而 使 其 湿度 小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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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 RA Fy Ee _L HA i RIT AREA A CW, UREA EAE ie BK 

Hale HK RSH A EBS 

(FL) = RF (Aspidiaceae) 

1. Hy (Polystichum auriculatum) — ¥ pei PH 1,780 KP a4 use 

TAT) ZOE L, 其 根部 士 壤 PH 值 为 7.5, 它 可 作为 CW URI EAI HR 
岩层 指示 植物 。 

2. 464 H ie (Polystichum crapedosorum) 一 一 华北 耳 茧 分 伤 放 海拔 二 850 KOPF 

Co 全 老 洞 , Ue, IS, HARB aa 值 为 

o AES CW, 气候 类 型 区 内 之 灰 兰 层 和 合 摘 二 的 指示 植物 。 

3， 对 生 耳 蕨 (Polysticjzam deltodon) — AFH yA Hi PVE 1,850 米 以 下 , 九 老 

Yel, BREE, OR, Bob, 清理 并 ,龙门 洞 一 带 之 队 湿 的 洪 棒 坪 灰 岩 , 楼 霞 灰 岩 及 亮 陵 江 

兰 兰 面 上 , 其 根部 土壤 pH fifi 7.5 一 8.5。 蔷 种 植物 除 指 示 了 石灰 兰 和 舍 早 二 而 外 , 同 

时 宅 也 是 CW, 和 CW, 类 型 气候 区 的 指示 植物 。 

4. Polystichum tsusimense— SER VH AMA WDE 1,850 米 以 下 的 除湿 或 牢 隆 湿 

的 洪 椿 坪 灰 兰 , 楼 霞 灰 兰 和 嘉陵 江 灰 岩 的 岩 面 上 , 其 根部 士 壤 DI 值 为 7 一 8， se he 
ARAL CW, 气候 型 境内 之 石灰 岩层 的 指示 植物 。 

5. BA(Cyrtomium caryotidewm) — Et AeA} hi TEA 1,800 KY Fh CW, Ai 

型 和 CW, URE APE EE AY BE HE EE, EE eB SS eit 省 Tl EBs 

内 。 其 根部 土壤 pH 值 为 7.5。 

6. RETA (Cyrtomium Fortunes) — AHIR Hi HE Ue WE 1,800 米 以 下 的 各 种 
Ak 343 LANGA Ey FAR BRE pH fifi 7.5—8.5, wee Satie ig bok 

或 酸性 土 见 到 。 

(六 ) 里 白 科 (Gleicheniaceae) 

1. Ge 4E(Dicranopteris linearis) — 9k & FE ALTE WM UIE eT, 
a CHER A Bet RF RI A lek Wa Risk Ka LIAR AB 

讼 含有 灰质 砂 页 岩 之 重庆 层 , 和 嘉陵 江 灰 岩 上 冰 未 见 有 其 分 佑 ; BRILSIEIE ffi £8 FE 900 

米 左 右 以 下 ,但 其 生长 情况 不 如 海拔 500 米 左 右 地 带 为 密 藏 ,尤其 阳光 比较 充足 地 区 。 

超出 海拔 900 米 马 上 之 酸性 砂 页 兰 上 亦 不 见 其 分 作 。 本 种 植物 根部 土壤 P 耳 为 47 左 

Ai, ES (Cunnminghamia lanceolata), HSE HS (Pinus massoniana), Py FL, It A 

(Phoebe Baurnet), FYEKI(Rhus Auccedanea), 3h} (Camellia sinensis), ¥4f (Hicrio- 

pleris glauca), 254¢(Woodwardia japanica) 及 石松 (Lycopodium clavatum) 生活 在 一 

AB, FR UEEY SRE TEE A OTR TS SEZE Re 7 AE SE, TT Fn Jz 7 3 

其 生活 的 环境 为 CW, RAE, (AWE OLS BA: tek at 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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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eC, 最 暧 月 平均 气温 为 26.6*G, 月 平均 温度 超出 10°C 以 上 有 轧 个 月 ; BEZEL BE 
水 为 445.7 毫米 , 渝 季 最 干 月 降水 为 16.5 毫米 。 

2. 4 (Hicriopteris glauca) 一 本 种 植物 分 做 於 海拔 1,830 KE, nu 
老 洞 以 下 ), 它 生长 於 白 至 乞 嘉 定 层 酸性 砂 责 兰 上 或 侏 罗 思 底部 及 寒 武 刀 的 酸性 砂 页 岩 
上 。 但 亦 震 旦 纪 灰 岩 上 亦 见 有 之 , 此 种 现象 及 由 艾 震 旦 纪 灰 兰 於 成 士 过 程 中 , 其 中 所 含 
之 什 质 被 水 淋 溶 而 消失 ,形成 了 酸性 土壤 。 其 根部 士 壤 pH 为 4.5。 它 亦 为 酸性 岩石 或 
酸性 土壤 与 CW,。 Bk CW, 气候 型 地 带 的 指示 植物 。 

岩层 类 别 、 土 壤 化 学 性 质 和 气候 带 类 型 与 几 种 蕨 类 植物 分 布 关 采 表 

六 5 je HRELARRAAR 

DWe 气候 型 
UAL SEE 
“Ut, Heh EX 
温度 在 -3*C 以 下 

3024. 

2k CWe 气候 型 

此 型 为 温暖 冬 干 
Act, (LES HE 
均 温 度 在 -3*C 以 
上 ， JP 
於 10°C 不 到 四 个 

月 ,没有 夏季 ,春秋 
季 不 到 四 个 月 

2784 

| Wp 气候 型 
此 型 为 温暖 冬 干 
气候 ， 但 最 高 热 在 
578 FEAF 22°C, 

KB 10°C Hy AE 
均 温 度 超 过 四 个 
月 ,没有 夏季 ,者 外 
季 超 过 了 四 个 月 。 

Adiantum pedatum 
tsusmense Sa Ot 

Polystichum\tsusimense 

Bsa CWa 气候 型 

BEI AREA 

气候 ,其 特征 :有 夏 

=, AMBRE 

Aes ERM 

月 平均 温度 超出 

22°C, 月 平均 气温 

在 10°C 以 上 者 有 

七 个 月 到 九 个 月 。 

- ie —Adiantum pedatum 
See ” - 

站 
上 

下 是 一 

Polystichum 

= it 
om DE 

—_ 2 

eS 
Sichatg 

HERA Snes e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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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BRIDGE IE ATE, Sh ER BE A 
ST URES, AEE DY, EAP LSE He BUSSE: 

EHS LADS AIL hi 5 UAE SA BHT, Ea PSUR LL AnD as JE BEE 2,700 米 re 
THRE 3,220 HK, HWE BLE 524 米 )， CAB My Aa BE a5 Le A a LE 
NR LPE BNE AL GEL WORE PK, SEE TG I AEA 
ARV] FRE Py AIR SE i EB BIS si Se UL = BE ET ES 
LE, AMAR AS , HERSEK, HISUE RR. EL Ae, HIS, TERS URE, fi 
4 EA (SIGART BCE LRA REAR. 

VI_E FR SAAS JLB BR HELD SP i REA s_E 5 REIL Fe AE IN 1 
所 铀 查 的 相符 合 。 但 其 中 少数 几 种 就 其 垂直 分 做 ,一 般 低 於 峨 叫 山地 区 (说 见 下 表 )。 
这 种 现象 或 由 於 当地 的 小 地 形 影 响 所 致 。 但 是 就 重度 上 和 地 理 上 的 相互 位 置 而 论 , 吐 
州 和 西南 其 他 地 区 都 比 峨 岂 山 低 而 偏 南 , 因此 本 人 让 为 , 印 是 在 贵州 境内 的 垂直 分 信 受 
小 地 形 的 影响 ,而 决 不 会 比 峨 岂 山 地 区 有 的 低 於 300 米 ,而 应 与 峨 岂 山 地 区 相当 。 

峨 岂 出 与 贵州 或 西南 其 他 地 区 几 种 蕊 类 植物 垂直 分 布 比较 表 

= tft & th 3 2a 
iw 种 类 | 

西 南 区 mm WM lb ck 

HK ERK 1,000 (iI) 1,325 米 

i ERK 1,200 米 (贵州 ) 1,325 米 

SEER BR 1,500 % 1,800 米 

mi of 1,700 % 1,830 米 

BRA Fs ERI Mi 5 5 KE FRO Ey ARTE PR EEE AES PSE A AST as wt 

PH BRIRAR TER BE AK 3k. (AARP WE LE AR BSE PREZ, BR AE FS 

TEA A AIR A ED Tee BRAK 3 IRM 

以 上 所 提出 的 意见 只 是 根据 本 人 初步 所 观察 ,其 中 不 当 之 处 在 所 难免 ， area 

提出 讨论 研究 。 

参考 文 mM 

[1] REA: ERR 
[2] 7iER: AAA. 
C3) (has : +) ERATE 
[4] PRaARE: HEE PSE 2 A a 
[5] a PMR 4* EE : DUN) AME i Hb EE 
C6} se Uei eM = SAT ABE (1932—1955 年 )。 
[7] SRS MRI RR PE Bb TET ES ACIP (AERC) 0 



Oj Ba SAR EAS a SE 
ik i 

DOA ss DU RR a 

区 ,区 1956 年 1 月 工 日 才 改 区 为 州 。 全 州 现 辖 十 

二 县 和 一 个 行政 委员 会 , 即 茂县 、 松 活 、 理 县 、 浪 

川 ̀  天 金 . 小 爹 .南环 、 黑 水 - 阿 昌 、 若 尔 盖 .马尔 康 、 

KO VME TAAS. 2m RH 

89,327 平方 从 里 ,人 Ag 427. Ai yee 

没 认 楼 麻 河 右岸 的 而 纸 寺 ,海拔 3,400 AR, Form 
阿公 路 334 公 里 的 中 点 站 , 原 属 校 麻 土司 地 的 

6S gael 1954 4f- 3} Freee 

来 

eH, TM aE HELLA, ABS AY 

发 生 联 系 , 州 估 民 委 员 会 已 决定 礁 1957 “EA BEE 

IG AR HE. 

AAA Ib -S AT E  T B 

PRAL DIRT Jo FL, 5 ERB a ASE. ZR 

PAPEVU IER. ADAH TY, PRB BL. SO, 

FWP A FAINT AB, PG PIE, 

OSA AL, TUR UIT AA Pi JS 

了 ,东南 部 分 成 为 四 川 盆地 西北 边缘 STARA 

图 例 ~~, oat fa “Sian “ 
me 省 © 州 人 民 委 员 会 所 在 地 是 ey Ai Rea 

一 "一 "一 自治 州 界 © BARRERA NX 二 \ 
* Ost 

———— 县 RF ot 要 属 民 点 iq 

; = abe Oma = 证 河 es Br ( Wh 

SRABR bu % eS PE. FN 
2 2 了 i Ls “O32 aot a 

一 一 Enea 1 网 fa Pg o ee 
rie 
~~. 

0 30 60 2B 

阿 声 藏族 自治 州 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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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U Sa? PALER eat 

EGA SEE ITE RARE AH, Ze SEH 

可 耕地 1,200 Fy By, SRT HIE A IL'/ 10, BY110 

万 亩 。 但 全 州 物 产 丰 富 ， 藉 藏医 多 种 砂 产 准 源 。 

〈 附 图 ) 

一 ， 目 然 地 理 概 况 
1. 地形 ” 州 内 地 势 复杂 ,一 部 分 第 四 川 贫 地 

的 边缘 山地 ,一 部 分 则 属 青藏 高 原 。 河 流 众 乡 ,分 

注 基 黄河 及 长 江 。 落 以 本 州 的 若尔盖 猎 马 尔 康 平 

周 侈 划一 科 称 , 则 可 见 到 称 的 两 边 地 形 迎 然 不 同 : 

旺 入 的 东南 部 分 多 高 上 是 峡谷, 激流 奔 唱 ,如 虹桥 

Hi, “FAI, 巴 基 山 海拔 高 度 多 在 4,000 公 尺 以 

上 ,已 朗 山高 4,360 AR, ETO IIR, HF 

HBT LR UIA EL s BEA PS AL 5 es De 

草原 , PARE, FAAS BR YK 3,900 公 

尺 , 阿 会 拉 山 海拔 4,100 AR, AG SE BE PRE, I a 

/)\ Fro 

地 形 可 分 为 四 区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距 江 谷地 :本 区 包括 南 坏 , 松 潘 , 茂 县 , 涩 

川 四 县 , 忠 江 发 源 从 松潘 和 南 坏 交 办 的 己 棋 筑 , 河 

谷 切割 很 深 , 坡 降 平 均 在 千 分 之 六 以 上 。 松潘 海 

拔 2,345 公 尺 ,至 茂县 降 为 1,700 公 尺 ,到 了 汶川 

再 降 为 1,100 公 尺 , 再 到 滞 县 则 已 下 降 为 600 公 

扩 左 右 了 。 河 谷 两 岩 的 高 山 与 河谷 的 相对 吉 差 ， 

#342 700 一 1,400 公 尺 之 问 。 

(2) 允 峡 目地 : 本 区 包括 黑 水 ̀  理 县 .马尔康 

和 小 金 的 东部 地 区 。 APPEAR, 邓 屿 山 且 的 

一 系列 高 山 , 如 墨水 的 羊 拱 山 、 凡 克 夏 山 , 理 县 的 

PEAS I RLS 小金 的 巴 期 出 大炮 田 ,都 极为 高 

Ie, WA LES Ra, a, 

HL RRA TERE WE INA ARIA 

(3) Ay) WE: ASK SRT Aan 

NSH RIL, KA WARY HAM ZEHEK } 

高 矶 的 罕 顶 面 , 实 关 平 级 ,往往 是 宽 有 数 千 亩 的 大 

电子 ,如 大 侈 的 二 毛 山 和 沙 耳 乡 ,小 金 的 木 坡 和 日 

隆 关 等 处 ,也 都 是 宪 作 业 发 达 的 所 在 。 

(4) 阿 电 草地 : 包括 若尔盖 、 阿 塌 、 壤 塘 以 及 

马尔 康 西部 地 区 ;过 去 所 褒 的 “松潘 草地 ” 即 指 这 

个 地 区 。 地 势 略 作 东 南 辕 西北 倾 逢 , 如 龙 日 海拔 

为 3,641 AR, eM PEs 3,515 AR, EWI 

HE ITT Yep 3,489 AR, 唐 克 地 区 的 白河 大 
桥 的 海拔 为 3,433 公 尺 。 地 面 经 洪 谷 割 切 , 但 程 
度 不 深 , RCT, 最 小 的 草 志 面积 也 有 几 万 亩 ， 
整个 阿 塌 草地 是 部 落 聚 居 的 牧 业 地 区 ,这 里 的 下 
潜 人 口 占 全 州 总 人 口 的 1/ 59, 面积 则 占 全 州 总 面 
积 ?/5。 

本 州 的 石灰 败 地 形 相 当 发 育 , TERRE, PAT 
梨花 .茂县 、 理 县 等 广大 地 区 上 都 发 现 有 石灰 党 溶 
洞 和 地 下 伏 流 。 这 些 石灰 着 深 洞 中 有 长 鱼 的 , 当 
地 几 鱼 海子 ,如 黑 水 之 北海 拔 4,300 公 尺 的 羊 拱 
山上 有 一 个 方圆 5 里 的 刍 海 子 , 虽 在 严冬 漳 水 也 
SK s 没有 鱼 的 中 干 海子, 如 南 坏 烃 潘 之 间 的 
AGA LAH 4 华里 袖 , 1 华里 长 的 电子 ,中 央 
有 一 个 中 海子 ,茂县 理 县 地 区 亦 有 类 似 的 干 浅 。 
在 松潘 东北 60 华里 的 黄龙 寺 侧 ,有 石灰 岩洞 穴 ， 
名 黄龙 洞 , 深 达 3 华里 ,有 甸 乳 石 ̀ 石 简 等 , 甚 中东 
有 伏 流 。 NA 

2. 气候 本州 各 地 气候 迄今 缺乏 实测 的 次 
料 , 这 里 分 别 举 一 二 较 有 代表 性 的 地 区 以 资 襄 明 。 
松潘 居 眠 江 谷地 之 中 ,一 月 平均 气 还 为 -2"C, 七 
月 平均 气温 为 15"C。 马 尔 康 位 从 区 内 南部 山地 ， 
移 对 最 高 温度 为 34.8"C, 贫 对 最 低温 度 为 -13?C， 
年 雨量 为 352 毫米 ,夏季 多 冰雹 ， 马 尔 康 锥 1954 
年 6 月 17 日 合 下 一 次 大 冰雹 , 最 天 的 一 个 重 7.9 
公分 。 山 地 区 因 气 温 低 的 关系 ,延迟 了 水 葛 的 成 
熟 期 ,如 汶川 的 桃子 在 冬季 才 得 成 熟 , 南 评 的 葡 
欧 、 枇 杷 、 芋 果 、 五 移 等 成 熟 期 比 平川 地 区 要 推迟 
一 个 季节 , HATE. BR 
上 市 ,在 大 雪 粉 飞 的 日 期 里 ,可 以 吃 到 金 用 的 雪 

草原 部 分 可 以 龙 日 为 代表 ;根据 记录 , 龙 日 一 
月 平均 气温 为 - 6"C, 年 雨量 为 390 毫米 。 草 原 上 
多 大 风 , 可 法 7 一 8 级 , 尤 以 7 一 10 AYE, WT 
积 雪 不 厚 , 每 年 10 月 份 开 始 冰冻 ,到 次 年 4 月 考 
解冻 。 冰 冻 期 长 达 牛 年 多 ,土地 冻结 深度 达 60 公 

3. AK ASIN AKAD LE 32° Ar AGA FE ET 

BRT OP 7K 4a, AL AAT AT, PACT A te 

TEs 

AEE RE SZ. AGATE ALI DAE. 1) AEE A BE 

Hy AH UT RMR), EE. 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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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RAE, ASS, 草地 河流 中 上 比 
较 重 要 的 ,有 下 述 四 条 : 

黑河 ” 藏 名 墨 曲 , 源 出 松潘 西北 的 衣架 赏 , 流 
SEA PASE HE AG ARE TUR EUR ED PK PH ITE 
大 黄河 。 
自 河 “ 藏 名 噶 曲 ,为 本 州 西北 草地 的 最 大 河 

流 。 源 出 查 针 棵 子 北 楷 的 互 窗 洞 ,全 长 374 公里 ， 
流 经 龙 日 . 安 曲 、. 麦 注 、 束 藏 大明 , 在 唐 克 部 落 的 束 

格 藏 村 门 前 注入 黄河 , 当 会 口 处 白河 河面 实 达 300 
从 尺 , 而 黄河 不 过 200 公 尺 。1955 年 11 月 份 龙 日 
农 提 在 自 河 试航 成 功 ,1956 年 秋 有 船 队 直 放 唐 页 ， 

是 全 州 唯一 有 骨 柱 之 利 的 河流 。 龙 日 农场 为 了 消 
灭 自 河 的 危害 站 开发 白河 的 水 利 , 以 利 旦 荒 和 农 
类 ;在 1956 年 , 将 安 曲 一 段 曲折 长 法 6 公里 的 河 
URSA, MiG 2A, 不 仅 排除 了 地 面 上 
的 积 水 ,而 且 壬 短 了 木船 的 航程。 

RS BVA EAB OM 
州 通 到 阿 塌 的 苦 阿 从 路 便道 ,在 河上 架 有 木 桥 。 

Raby “发 源 黄 阿 昭 宁 尔 岗 , 为 安 斗 部 落 与 
康 蓝 部落 的 办 河 , 北 流 注 入 黄河 , 河面 实 钓 16 公 
RR, 流 终 水 一 ,同时 又 是 黄河 流 和 经 四 川 的 两 端 起 
点 , 亦 泛 年 茶 寺 ;黄河 流 经 四 川 钩 200 公里 。 

ASTER HAVES, WAVE, EES 
夫 金 用 ,所 以 天 金川 是 山地 河 的 主流 ,该 河 的 东 支 
FPR TT ET) 16 AR JAMES RRSP, 
TEARS A ASE EBABY A AR 卡 河 , AERA Be, 
昌之 并 注入 大 金川 ; 西 支 杜 柯 河源 出 杜 科 草原 ,会 
合 从 西康 草地 流出 的 色 尔 里 河 与 宗 柯 河 , 在 周 镍 
北 注 天 大 爹 用 。 大 人 金川 在 小 金 以 西 会 合 小 金川 ， 
以 下 就 咋 天 滤 河 。 

本 区 的 温泉 很 普 源 。 多 呈 南 北向 分 佑 , FEAR 

完全 狂 计 ,在 卓 克 基 的 草 墩 , MT AR, 在 
EBD) BS ELAS REPLY WK 
Bilt, ARATE LARA AIR. TARR 

AKIO), 夏季 热 至 不 能 大 浴 。 其 中 
最 著名 的 是 降 扎 部 落 的 “其 可 温泉 ”，“ 共 可 ” 藏 攻 
意 部 “4 剖 水 2 ARSE ACS (AN ES) Ze 40 华里 的 欧 
光一 个 山 售 里 ,其 地 东 沈 是 灌木 法 , 西 面 是 高 构 十 
余 丈 的 移 壁 , 往 北 是 一 片 草山 ,泉水 从 东西 两 面 的 
由- 上 往 下 流 ,北面 则 是 从 地 下 往 上 冒 ; 温 京 共有 五 

With, 每 年 春节 , 甘南 的 夏河 临 潭 ， 青 海 的 乔 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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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拉 ,以 及 阿 电 草地 的 各 族 代 都 廿 集 至 此 洗 深 ， 

HARE 

— RBA 

BMAD AKA 42 万 人 ,平均 每 平方 公里 只 

A213 人 。 反 族 成 分 及 共 人 口 正 重 为 :藏族 丘 

62% , Wik 20% ,羌族 15% ,回族 占 325。 除 22% 

WBABORA Fb, EAA RE KO (BARE): 

is 
He | 62,700 15 
汉族 | 83,600 20 
回族 | 12,540 3 
Bat 91,960) 22 | 418,000] 100 

IE, FMS, 在 本 区 接触 , 因 两 族 势 力 的 

TAA, 他 们 所 居住 的 地 区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大 

多 在 歼 正 十 年 , 用 、 士 、. 藏 会 派 员 会 同 蔓 查 过 三 方 

OS, FAB LAS AL, Ani LA SAIS 

罕 丹 津 为 界 , 但 西端 的 则 未 得 到 明确 的 解决 。 

至 乾隆 27 年 , 复 进 行 划 界 , 仍 以 北 正 10 年 的 

划 界 原则 ,以 黄河 为 界 , 蔚 族 西 以 青海 所 属 的 玉树 

藏族 39 部 落 接 境 ,与 蒙 族 最 接近 的 藏族 部 落 是 尼 

牙 木 错 和 蒙 匡 尔 津 。 

此 后 迄今 200 余年 闻 , 蒙 藏 两 族 的 居 地 已 起 

了 很 大 的 变化 。 在 嘉庆 年 间 , 刻 族 的 势力 即日 趋 

吉 弱 , 轩 西 借 山 一 带 逐 步 退 逢 。 至 道光 和 初 年 ,黄河 

北岸 的 奉 族 已 由 25 Nees 23 个 族 ,至 道光 未 

年 ; 则 黄河 北岸 的 牧 地 , SIRDAE, 变 成 藏族 部 落 

的 牧 地 了 。 

如 乔 柯 部 落 , 他 的 牧 地 原 在 现今 的 马尔 康 草 

墩 一 带 ,后 迁 至 黄河 第 一 曲 的 北岸 ,站 且 定 居 礁 

此 。 欧 拉 拉 尔 德 部 落 也 是 从 阿 盟 地 区 渤 移 过 去 

的 。 

上 阿 树 部 落 和 中 阿 树 部 落 迁 到 下 果 洛 草原 ， 

下 阿 树 部 落 原 来 的 牧 地 是 在 现今 乔 哈 玛 部 落 所 居 

任 的 地 三 ,后 来 迁 往 色 法 草原 。 

在 阿 电 地 区 所 留 下 来 的 罕 白 区 , 则 为 新 来 的 

部 落 所 需 充 。 今 日 的 齐 哈 到 部 落 和 下 阿 昌 部落 

(LA RIGID ) 是 从 中 果 治 迁移 来 的 , 所 以 但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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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挫 头 关系 ,不 属 阿 电 , 而 属 中 果 洛 的 康 蓝 部 落 。 

今天 的 麦 昆 部 落 和 上 阿 塌 部落 ( 又 名 曹州 部 

落 ) 是 从 甘南 藏 区 迁移 来 的 , 所 以 他 们 的 挫 头 关 

系 , 不 属 阿 刀 而 属 髓 南 藏 区 。 

在 四 十 年 前 , 色 法 草原 上 的 阿 生 玛 部 落 , 迁 划 

SEEK ,站 加 大 了 张 儿 德 部 落 。 抗 日 战 等 时 期 

中 ,西康 北部 的 麦 洼 部 落 向 阿 塌 地 区 挫 头 ,构成 了 

今天 阿 塌 县 的 一 个 成 员 。 

=. Mor Ro 
1. 工业 (PAGAN RAL 

的 ,惟一 有 名 的 矿 扬 ,就 只 有 松潘 漳 腊 的 金太 了 。 

自 解放 的 第 一 年 起 ,全 州 才 建 立 了 自己 的 工厂 为 

靖 适 应 各 族人 民生 话 的 需要 ,新 建设 的 工业 疹 重 

在 皮革 和 药材 的 加 工 方 面 , 虽 然 基础 很 薄弱 ,但 已 

”有 子 一 个 良好 的 开端 。 

新 建 的 工厂 ,大 都 纲 在 原料 了 给 此 较 方便 的 
地 方 ,如 极 潘 的 廿 极 加 工 工厂 , 蕊 县 有 制 革 厂 和 电 
厂 ;汶川 有 铁 工 厂 和 方解石 厂 , 刷 绝地 有 明 粉 厂 和 
牛奶 工场。 本 州 因 交通 困难 , 也 就 限制 了 它们 的 
发 展 。 

为 著 改 变 本 州 牧 灶 地 区 的 经 济 面 狐 和 进一步 
改善 牧民 的 生活 ,党 和 政府 已 注意 芭 牧 业 地 区 的 
径 济 建 设 ,在 牧区 建立 内 类 加 工 , 油 临 , 毛 纵 等 工 
业 , 是 有 广 关 前 途 的 。 
矿业 方面 ,有 汝 川 游 口 和 极 潘 黄龙 二 处 的 煤 

矿 ,前 者 因 位 置 接近 滞 县 , 产品 几乎 全 部 外 运 , 后 
考 则 因 交 通 梗阻 , 仅 供 当 地 居民 应 用 。 铁 和 有 色 
爹 属 等 矿 FE, STERN Se EE OK BR 
UOTE, FIER OBO CARA) BIT 
HY — SOIR” PRMD LUE A HA DUT GE 
具 。 

2. 农业 “本 区 东南 部 , 说 大 河谷 之 中 , 因 地 
势 较 低 ,气候 温 蚂 ,河流 两 岸 , 双 多 冲积 平原 ,农业 
此 进发 达 ,全 州 有 基地 110 万 亩 ,主要 集中 用 蕊 
BMA AS GABLE, 在 草地 部分 , 不 
乏 条 件 适宜 可 以 进行 农 景 的 地 方 , 然 多 未 开垦 ,有 
ZARA, 解放 以 后 , 在 和 白河 东 岸 的 良 克 
草原 比 龙 目 以 及 阿 场 等 地 先后 建立 了 国营 农场 ， 
为 大 规模 的 垦荒 工作 的 开始 。 

1950 年 ,本 州 方 告解 放 的 时 候 , 这 里 还 是 毒 过 

学 资料 1958 年 

汤 地 ,生产 的 粮食 , 仅 够 4 个 月 的 食用 ,生活 轨 常 

困难 。 解 放 之 后 ,由 於 各 和 粗大 民政 府 的 大 力 领 导 ， 

PLGA TS ASAE HE PBC, BH BS BR 

SEVE =} CHEB AR, HETTE LAD, 7 1954 

年 , HEC SLR, eA A. ASE) RR, 

PRK GARE. BON, SLES eR, 1955 年 的 

RETA, 51s 1953 4A py 607%, 以 农业 人 日 

als AMSEC 632 FPR, In ARSE KA 

口 , 全 州 每 人 多 有 粮食 450 7, FR ERA ERY 

现象 ,有 了 极 大 的 变化 。 

ASHES 1955 年 下 定年 到 1956 年 上 定年 正 ， 

在 全 州 进行 了 和 平王 改 和 民主 改革 。 在 眠 泪 谷 

地 `、 开 鳞 山 地 及 大 小 金川 峡谷 大 口 攀 计 32 万 的 农 

半 地 区 ,完成 了 和 平 土改 ,把 地 主 和 封建 主 占 有 主 
地 的 44295 分 配给 了 无 地 或 少 地 的 各 族 农民 ,这 对 

於 以 后 的 发 展 农业 生产 是 大 泳 有 利 的 。 
本 州 作物 的 分 佑 ,玉米 与 小 麦 主 要 分 做 长 眠 

WANK) NAG FES RASH K, 

$5 5S SS EES TP LH, DL HY 
河谷 附近 , 是 村 案 与 部 落 的 居民 的 主要 粮食 。 这 

两 种 作物 , 因 品 种 不 良 ,耕作 技术 落后 ; 理 位 面积 
产量 很 低 ,今后 宜 加 改进 。 解 放 以 后 ,本 州 在 河谷 
地 带 的 蕊 县 ̀ 汶 川南 三 、 大 人 金 等 地 的 种 植 水 稳 获 

得 初步 的 成 功 。 草 原 地 区 也 试 种 蔬 荣 ,有 很 好 的 

成 果 , 如 刷 轻 尘 的 郊区 ,多 已 旦 殖 为 菜园 ， 马 验 昔 

每 亩 产量 达 3,100 市 斤 ,国营 上 唐 克 农 昌 所 种 的 蔬 
荣 , 使 向 来 以 酥油 糙 邦 为 生 的 藏族 牧民 ,第 一 次 吃 

到 了 新 鲜 的 蔬 荣 。 :学 
副 潜 生产 以 药材 为 主 ,如 贝 母 . 麻 香 、 放 填 花 

概 等 。 在 山地 区 ,水果 亦 为 一 大 宗 生 产 ,如 大 金 雪 

Fi bk, BUI ARE BAT ARBRE I 

量 为 360 Wilh PRIME, AIS, TEDL 

ZEB CE KM. SMF 

WoW WI 650 万 元 ,可 见 副 业 生 产 在 本 州 经济 中 

的 地 位 相当 重要 。 

3. 林业 在 山地 区 ,海拔 3,500 一 2,600 公 

尺 之 间 , 是 针叶树 分 人 地 带 ,，2,600 公 扩 以 下 为 混 

合 林 或 关 叶 林 , 主要 树林 有 杉 、 料 等 。 据 估计 ， 全 

WATE BRIA LI AR, ARAL SE IEE 

方兴未艾 之 中 , 现在 理 县 米 亚 罗 、 黑 水 的 寡 谷 、 马 

尔 康 的 卓 克 基 , 小金 的 大 板 上 昭 四 处 进行 采伐 ,从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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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腾 河 漂 运 的 木材 ,在 1956 年 ,部 法 22 万 立方 公 

尺 ; 大 大 支 授 了 西南 地 区 的 基本 建设 。 
4. BE 本州 的 西北 部 是 牧区 , 冀 牧 业 为 人 

民生 英 的 主要 来 源 。 因 资 料 极为 缺乏 , HATE 
计 , 一 般 是 根据 阿 塌 每 牧 户 有 竹 击 80 头 以 计算 ， 
NESE DP RS =F 
KZ EH KZ.. Wis HRS SUS EHH 、 

i}, fe FSIS AIEEE AS MO TPES 
殖 , 解 放 以 后 ,民族 了 工作 深 大 基层, 创造 了 空前 未 
有 的 和 平 环境 , 目 在 牧 业 之 中 , 芙 徽 了 “不 斗 不 分 ， 
不 划 阶 级 , 牧 工 牧 主 两 利 ” 的 政策 , 取消 了 牧 主 对 
PAT EAN ET” Be AEE BRAN, 
KOE T HAL FARE, MESO TAC ACE 
ZAMIR, SARE R PESO RIE. ALOR 
i ee TE EAA Dep Ee AN 
MOB ih, BME, MARA REA 
15 Pe HAAS, SEPTIC» 年 有 200 VE, fof ag) 
地 区 的 酥油 ,从 1953 年 起 , ESI. 本 

RHR HF a WINCH. 

5. SER AKAM KANG 
. ANESTH HSI AA BK 800 
AM, 1951473 月 动工 修筑 , 1955 年 11 HAH 
通车 的 成 阿公 路 ,是 本 州 历史 上 第 一 条 父 路 ,通车 
后 名 担负 物资 交流 的 重要 任务 ,每 年 输出 芍 值 650 
万 元 的 土 特产 品 和 办 大 鸥 值 883 万 元 的 日 常生 医 
必需 唱 , 大 部 分 是 经 由 成 阿公 路 的 。 从 1955 年 起 
自治 州 就 以 修筑 公路 为 州 的 中 心 建 设 任务 , 两 年 
允 来 州 内 建成 了 刷 经 圭一 马尔 康 (73 A) eA 
一 唐 克 (128 AM) .茂县 一 汶川 (45 公里 ) 等 三 条 
ABS. 1956 年 动工 修筑 的 州 内 南部 的 交通 动 啤 
马尔 康 一 丹 巴 父 路 , 现 已 通车 到 松 国 ,1957 年 内 可 

修 通 至 粹 斯 甲 的 周 父 或 大 侈 ,全 入 修 通 后 部 可 与 
康 藏 公路 相 联 ,而 大 人 金 小 金地 区 的 士 特产 就 可 运 

”出 来 。1957 年 开工 修筑 的 公路 有 部 林寺 一 电 杆 寺 
(甘南 ) #8. 全 长 70 SAB PREP 

段 已 修 效 通车 ; 唐 克 一 若尔盖 .一口 一 莽 县 及 点 克 
基 一 小 金 两 河 日 等 公路 ,这 些 从 路 至 稍 修 通 后 ,至 
州 东南 部 分 地 区 部 可 楼 成 一 个 公路 法 界 移 , 促进 
州 内 外 的 物资 交流 ， 对 发 展 本 州 的 经 济 建 设 将 起 
很 大 作用 。 但 是 州 的 西北 地 区 目前 与 东南 部 地 区 
的 交通 运输 仍 很 不 便利 ;草地 的 物资 供应 很 为 

困难 ,将 来 如 果 从 唐 死 到 松潘 修建 一 条 公路 就 可 

以 把 草地 二 东南 部 各 地 连接 起 来 , 这 样 松潘 三 舍 

鼠 的 煤 几 就 可 以 运 进 草地 ,而 草地 的 二 特产 也 就 

可 运 出 来 了 ;其 次 由 阿 妃 到 革 孜 也 需 修 筑 一 条 公 

路 ,把 草地 与 省 外 连结 起 来 。 这 样 , 草 地 的 闭塞 情 
REN STAR. 

(HAE ATA EE BR ANS 7s OR, 仍 是 

改善 本 州 交通 运输 的 基本 力量 。 
未 州 两 条 天河 一 一 眠 江 和 大 金川 均 因 水 流 湛 

4 REPEL A, BAIT HAH MER 
能 ,现在 金川 水 运 仅 白河 上游 龙 日 场 一 唐 克 一 段 
有 木船 通航 ， 

四 . 县 区 概况 
BRE AMINES AR, CR Ee 
TRUITT IE” CaP ES SL IEE By es | 
FIRS ERB SK PRP 60 8 EH, BI 
日 之 松潘 草地 ,解放 后 上 述 各 区 除 小 黑 水 外 ,其 余 
HOSES. SHAW 4 FAT ,松潘 县 城 跨 眠 
TCAD A “ARE” 相 联 , 桥 北 为 回族 聚居 区 , 桥 
南 为 汉族 区 ,郊区 则 为 藏族 村 寨 ,城内 现 有 发 电厂 
和 甘 松 加 工厂 各 一 座 , 有 中 学 一 所 ,成 阿公 路 通车 
以 前 ,这 里 原 为 阿 韦 草 地 十 特产 集散 地 , 自 成 阿 从 
路 通车 以 后 ,商业 已 较 前 奏 落 。 县 内 以 出 产 员 母 ， 
HAGE BAR HEAPS SPE, FA 
外 银 不 易 , 现 只 少量 采掘, PARAL 40 42 Mazes 
腊 营 为 “ 泣 金 2? 产地。 器 西 200 华里 的 毛 儿 盖 是 轩 
WAL bl, PSA bE HAY EES 
议 ” 的 地 方 , 现 有 藏族 561 A, #4) 2,800 多 人 ,当年 
毛 主 席 在 秋 罗 守 住 过 的 房子 ,现在 已 为 藏族 人 民 
在 新 修建 作为 筷 念 。 

茂县 ”位 关 眠 江东 岸 , 汉 武帝 时 合 设 汶 贞 那 
KIL MEERA 45 FA, FRSA 
"4 — FOP ED BT , BLES pS pypn 

— HWHRBELRE, AEBS Ag EE 
a RARER, BAM DEA AS BIE 
椒 树 20 FH MAL. BBA IR BIR A LE 
BUS RANEY BBE ERED BTS 
BPE 24% GK APR 39%, 

Bl = SEWAIDS AN, BIAS 
fit, 1951 年 冬 移 杂 谷 戏 河 与 卜 江 合流 处 的 威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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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阿公 路 通过 上 岷江 西岸 的 桑 坏 ,由 车 站 到 威 州 市 
PA), LAPEER TROIS, BES HE A WOE 
过 渡 , 市 内 现 有 方解石 厂 铁 工 厂 各 一 座 , 以 及 威 州 
铁 矿 一 座 和 威 州 师范 学 校 一 所 ,县 内 出 产生 读 , 有 
BBY 8 万 多 株 ,年 产生 潜 灼 5,000 多 斤 ,映秀 乡 杆 
ASAT ELI Y BABE, 县 内 现 正 大 力 声 植 经 济 林 
木 。 草 坡 乡 和 耿 法 乡 油 竹 装 生 为 珍 兽 能 猫 产地 ， 
Te F* SHOR, (PAGE BRA HAF >. 
理 县 HA RUARDRSL. 此 即 唐 时 的 保 州 ， 

公元 763 年 时 ， 盒 为 吐 著 、 吐 谷 滩 和 党 项 欧 所 占 ， 
1951 “EA BAST EE PEALE RHE, 理 县 
旧 有 “RL” 2S, We IL-1 ae 
She bat. Pat oh tH eZ Hes WA 
CURL A) EI a) NL EL 
藏族 聚居 之 处 。 现 有 人 口 狗 4 万 人 。 境 内 米 亚 罗 
一 带 森 林 面 积 糊 大 ,所 伐木 材 每 年 由 末 谷 里 河和 
UR TCE BB, WAFS AY ALB, HK 
= WE Sob SU KEEKL 

AS 。 藏 阁 意 部 “大 河 ”, 旧 名 靖 化 , 1953 年 
改 现 名 ,位 於 大 金 咱 西岸 , 为 一 山 半 盆地, 气候 瀑 
和 , 农 产 丰富 ,与 南 坪 同 为 州 的 两 个 产 稻 区 , 县 北 
之 沙 耳 乡 有 WRB LE. EMAL, AR 
12,000 袜 , 特产 父 川 雪 瑶 以 皮 薄 、 水 多 、 核 小 . 味 
知 而 著名 。 外 运 困难 ,多 制 成 梨 膏 装 昔 外 销 ,此 外 
Me FHS ASABE, Eyed 1956 年 设 金 川中 
学 一 所 。 现 有 人 口 已 2 万 多 人 。 
小 金 WEBI “SO Zi’. IR 

功 ,通称 新 街 子 , 1953 4A BAA RY) NE 
HL PAANKIS TAA, HARPER, BH 
FEAT FAIR FE CL 
的 有 汉 牛 乡 和 十 孜 藏族 自 常州 的 金汤 交办 处 的 铁 
矿 , 崇 德 乡 银 矿 沟 的 银 矿 ,法 稚 沿 河 的 块 金 , 双 桥 
浅 的 云母 ,都 有 开 条 的 价值 , 然 因 境内 交通 球赛 ， 
AFR. WAAL ANI AM 
BH thHINZ Rit. 旧 为 松潘 一 个 区 ， 

1953 年 建 县 , 北 与 甘肃 文 县 为 界 , 榕 塔 藏 . 双 河 ̀ 白 
TY AT AE. BK AEN 64 SBTC A EL 
M14 ANY FAs ARAL. GAS 
TASB, AIA 2 BA BEA TEAS 

与 外 联系 ,从 南 坏 到 松潘 须 翻 越 弓 椭 沉 ,而 且 两 县 
交界 处 多 野兽 出 没 , 因 此 对 外 交通 多 取道 甘肃 广 

a FF 1958 年 

县 。 境 内 气候 温和 ，, FRAO BAIE, TKS 

AIAG LABS» TT HTK, ETE AR 

FAB SKS. 

2k MiB A1tDAA”, Aber RR 

山地 中 , 1953 “RARER Baa RB KP 

ALM SAKAHWH2DS, 乡 为 藏族 估 民 ,散居 

用 黑 水 两 岸 山坡 上 。 黑 水 发 源 余 胞 克 夏 山 , 轻 芒 

At. AR, AR HSER EAA 

TEAURIL, ASF UR FE A SPARE BEAR EK 

MAMARM) Se, 1956 年 起 已 开始 采伐， Hem 

i, AR AED fT. 

BA ea ENR — PEA a”, DEA aa 

WA A—-FHAE DERE EAR 

康 街 , 藏 民 则 分 住 在 沿 河 两 岸 的 雪 格 多 玛 、 雪 格 娃 

尔 ` 雪 格 曼 玛 等 三 个 大 寨 和 其 他 很 多 的 小 塞 子 中 。 

全 县 有 藏 回 汉族 人 口 共 6 DAA, BEM 

原 上 的 一 个 贸易 中 心 ,青海 .甘肃 及 西康 等 地 各 族 

人 民 多 来 此 贸易 , 傍 河 游牧 的 部 落 多 委 务 农业 ,其 

中 以 安 曲 部 落 为 最 大 。 

知 尔 盖 jini HRN 

时 藏 王 会 在 此 设 合 库 , 散发 布施 , TRICE, 

县 城 攻 1953 年 秋 间 在 多 静 部 落 和 落 尔 盖 部 落 之 

闻 的 达 属 札 寺 附近 新 建 起 来 的 ,全 县 大 日 狗 2 万 

AK, SEGARA 12 MBA PEATE T 

落 和 包 坐 7 3. ARR 12 Th He TE A ES 

Jere ET A REE. BP. A. 2 

ARTE REL RAT PE A TET 5 RATS 

7 Nib ESL. A. SR. PEA. Boban, BEA. 

hs 包 坐 7 房 是 上 包 坐 .下 包 坐 ̀  阿 西 线 、. 百 西 < 

SRG SHE AHFE, 他 们 是 农业 部 落 , 以 农 汪 为 主 ， 

前 牧 为 副 。 弄 内 何 有 少数 部 落 分 散 各 地 ， 未 向 天 

部 落 挫 头 。 解 放 以 后 在 多 马 部 落 的 打 更 沟 建 立 一 

-个 若尔盖 农 牧 试验 站 ,在 唐 克 草原 上 建立 一 企 国 

营 唐 克 农 扬 。 随 戎 修筑 了 兰 阿 公路 便道 和 龙 唐 公 

路 ,初步 改变 了 对 外 联系 的 闭塞 情况 。 

本 县 西北 隅 有 邹 木 尘 , 香 鲜 为 纳 摩 村 oH ST 

色 赤 地 和 四 川 格 尔 底 圭 的 总 称 , 两 尘 相 距 狗 一 华 

里 ,位 礁 白 龙 江 上 游 ,而 为 其 所 分 隔 , 均 属 甘肃 夏 

河 县 拉 上 下 楞 村 管辖 ,分 置 “ 刘 布 ” 主持 寺 务 。 在 郎 

木 属 尔 底 寺 的 大 上 额 上 ,有 文字 记载 ,这 里 是 四 川 的 

北 界 。 SSE ANAS EP SE BALK,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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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FEN EI BRR SR, PAD a is ee 

fi, 1953 年 6 月 苦 ( 州 ) 阿 ( 塌 ) 公 路 便道 通车 之 

后 , 郭 未 寺 成 了 甘肃 和 四 川 两 省 的 搓 易 和 运输 的 

FEE, 

马尔 康 atk “G78” EM “Ae” “ER” Ze 

“He” 直属 为 “燃烧 的 境地 ”。 ERG RAL 

32°52’ , AcE 102?"10' ,位 其 核 磨 河北 岸 , 原 为 一 个 

季节 性 的 岩 仁 城市 ,解放 后 才 么 渐 发 展 成 为 城 锻 

的 .1956 年 正式 建 县 , 辖 校订、 旧 克 基 、 松 同和 党 填 

四 个 王 司 属地 , ARMKEAN 3 万 人 。 BZA 

分 为 山地 , 多 和 森林 ,出 产 克 材 ,西北 部 为 草地 , 牧 汪 

粘 三 ,农产品 以 青 稳 , 洋 莘 为 主 , 可 以 自给 ,向 有 余 

BRP FBS ELE CTR AR AE Sati 

出 品 。 

马尔 康利 刷 绝 圭 公 路 与 成 阿公 路 联结 ,现在 

修筑 的 马 丹 公路 通车 后 ,这 里 将 成 为 内 外 交通 租 

fit, UATE, 物产 丰富 , 不 像 刷 经 圭 的 那样 

孤立 ;所 以 州治 决定 蕉 1957 年 内 迁 至 於 此 。 马 尔 

康 未 来 的 新 市 区 将 跨 校 磨 河 两 岸 , ABBA 

电厂 ,将 予 扩 建 。 

ei F ” 藏 落 意 即 “ 百 万 ”, 用 来 形容 当地 的 

地 广 人 众 。 境内 有 杜 柯 河 , 色 尔 届 河 和 宗 柯 河流 

过 ,把 全 县 划分 为 下 案 、 中 案 、 上 案 和 色 尔 塌 等 四 

个 部 分 。 下 塞 周 侈 为 种 斯 甲 土司 官 案 所 在 地 ,但 

其 地 俱 处 西南 角 , 现 县 党 已 迁 位 置 契 较 适 中 的 中 

案 观 昔 桥 。 全 县 有 藏族 人 民 2 万 多 人 。 县 属 沃 日 

和 二 楷 有 人 金太 ,浦西 ~ 库 山 ̀ 俄 县 三 塞 有 手工 造纸 

SE EM ABN, BRERA, JB 

(REAGAN dat Rak EIR AR eT EE 

积 属 附近 ,以 农业 为 主 。 

BE nt RAE “A”, 俱 居 礁 州 的 西部 ， 

ARAL ER EE , PAASS ARE. POPE OT 

DBE 7 NAY SAR, POAC BS Ba US ik WE JR 

洛 自 党 州 , AREA, ARBUES TSA, 

是 全 州 最 少 人 口 的 一 个 地 方 。 1953 年 才 成 立 豆 

WET OE ASST Pas ie PEAS, Be, A Ae 

DUS PBA iL 

BARU Te 

AN REE WER 
(42 ARNE KF EER) 

?| 
——" — 
一 

i=} 

ES FS RA GR TIS SA CTT , WAL FER HA — BBS, AR 

CK ye BE a Fs PA , as AT ae TS i, TH FRE HIOLOA A 

al ERA ENS FE SR , TE FE BSE dE BO Ts BH BBL Bh EK EN 

。 长 期 以 来 , AAA ALF AA Lede oh AT SRE, 如 竹 业 、 陶 

ete ated 其 中 个 别 的 手工 业 产 品 , 如 陶器 中 的 紫砂 ,在 国 

际 上 还 享有 声誉 。 本 地 区 不 同 放 宜兴 县 北部 的 平原 区 ,二 特产 品 的 大 量 出 产 和 手工 业 

的 发 达 提高 了 它 在 宜兴 县 内 的 轻 痢 地 位 ,使 它 和 北部 的 平原 区 有 所 不 同 , 巧 且 宅 

是 江苏 南部 轻 济 意义 较 大 的 一 个 地 区 。 
可 以 算 

* 本 广 为 学 生 科 学 小 组 上 作 ,由 程 混 老 师 末 切 指导 下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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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AR AT 

AE Wa ROR SURAT ATER, AB aS STS FU a ee 
陵 过 滤 的 特征 ,因此 也 就 影响 到 作物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和 分 伤 上 的 过 滤 性 。 自 然 环境 的 过 

渡 性 ,在 地 形 考 面 表现 为 北部 是 平原 , 属 长 江 三 角 济 的 一 部 分 ,南部 是 丘陵 , 与 浙 皖 丘陵 

了 吡 思 ;在 土壤 方面 表现 为 北部 平原 是 冲积 十 ,南部 丘陵 所 发 育 的 黄 棕 壕 ,是 桂 壤 与 秆 壤 
之 间 的 过 滤 性 产物 。 自 然 环 境 的 多 样 性 在 地 形 上 表现 得 也 很 明显 ,本 地 区 的 地 形 天 至 
可 分 成 山地 ̀ 丘 陵 、 坡 地 ,平原 四 种 类 型 ,山地 所 占 的 面积 较 广 ,如 太 华 山 、 龙 池 山 、 覃 里 、 

钢 官 山 等 ,一 般 高 度 在 300 到 400 公 尺 ,个 别 的 如 负 官 山 可 过 500 公 尽 (图 工 ), REBEL 
幅 都 是 由 泥 盆 乞 的 石 黄岩、 砂岩 组 成 , 兰 性 坚硬 ,透水 性 弱 , 抗 他 力 很 强 , 造 成 了 陡 睦 的 
Ss, EERE, KAR Ay, VORA LK Wee AE SR, 
噬 上 所 发 青 的 酸性 土壤 ,对 饼 松 、 杉 、 竹 、 茶 的 培植 却 是 适宜 的 ,尤其 在 耳 均 、 队 坡 等 型 ， 
土壤 厚 而 险 刘 ,对 蕉 毛竹 的 生长 更 为 有 利 。 面 积 较 广 的 山地 在 很 大 程度 上 阻碍 着 山区 
的 交通 ,影响 了 十 特产 的 输出 。 100 一 200 公 尺 的 石灰 着 浑 同 丘陵 ,在 张 尘 盆地 内 和 湖 
滨 平 原 上 分 伤 都 很 广泛 , 它 的 经 济 价值 不 如 上 述 地 区 ,丘陵 上 除了 一 些 杂 草 和 灌 闭 多 ， 

大 部 分 成 为 岩石 裸露 的 重山 ,极为 莞 泳 ,不 过 质 纯 的 石灰 兰 和 丘 暴 上 的 杂 草 灌 六 倒是 烧 

图 1 ERP 

HIN I ORAM DRA. WUE DEG eg LAA RA Hs CO 

$8) , WIA ANE, We EE 10° 以 下 ,高 度 20 一 30 AVR, ch RAR) Ee EL CAS 

( 砂 土 或 砂 玉 士 ) EAKPEK , “ERE TEAR AA, ATH ABB ZB JR AR A 

PY Ay AC AIH, HA ZB, POPE oT BAe TEE BO, AKU IC AE, 宜 HS 

水 稻 的 生长 。 

本 地 区 人 位於 长 江 三 角 洲 南 缘 ,气候 比较 暖 湿 ,夏季 7 月 平均 温度 可 达 27 一 2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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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冬季 工 月 平均 温 还 在 3°C ULE, 年 平均 降水 达 1300 毫米 左右 ,夏季 降水 最 多 , 这 样 

的 气候 条 件 不 仅 对 基 水 稻 生 长 很 有 利 , 而 且 也 适合 各 种 付 热带 的 作物 和 林木 生长 ,不 过 
夏秋 之 交 的 吾 风 有 时 对 山区 有 很 大 威胁 ,如 1956 年 8 月 的 台风 对 蕉 山区 栗 园 和 竹林 破 
坏 很 大 。 

本 区 的 河流 仿 认 东部 和 北部 。 著 名 的 河流 有 章 滩 、 张 洗 河 ̀  蜀 山河 ,东西 两 部 的 河流 
在 性 质 上 有 很 大 差别 ,西部 张 渚 盆地 内 的 河流 属 山 滩 性 质 , A Rea”, 河 
BEBE, DEREK, 间 睦 性 很 大 ,如 果 一 下 十 ,四周 山水 虑 注 ,水 位 在 数 小 时 内 可 上 涨 丈 许 ， 
但 历时 仅 几 小 时 ,所 以 对 生命 财产 的 威胁 不 天, 平时 滩 中 无 水, 谷底 暴露 ,所 以 这 些 河 

流 在 没有 改造 之 前 是 很 少 有 航运 、 灌 泊 之 利 的 ,盆地 中 通航 价值 最 大 的 还 算 常 年 有 水 的 

张 洗 河 。 东 部 湖 洲 平原 的 河流 特点 是 河 网 密 , 水 量 充 足 , 水 位 变化 小 ,通航 和 灌 泊 价值 

很 高 , 东 沉 、 西 沈 、 秆 花 落 等 小 湖 对 航运 、 灌 浙 、 渔 业 也 有 一 定 意义 。 本 地 区 虽然 东 临 太 
湖 ,但 因 湖滨 多 浅 潍 ,入 湖 河口 大 部 分 已 经 流 塞 ,因此 内 河和 太湖 通航 不 便 。 

BETS ac HP se BS ACL A LD EB (都 是 石英 砂 )， 虽 然 数量 
AS AB RTE FAO Tw REET WRB iE aa a 

量 的 陶土 ,为 本 地 区 制 陶 手工 业 的 发 展 提供 了 丰富 的 原料 ,石灰 岩 丘陵 区 还 有 倚 待 开发 
的 色泽 美丽 的 大 理 石 ,可 作为 良好 的 建筑 石材 。 

本 地 区 的 自然 环境 可 以 分 成 东部 和 北部 平原 区 及 南部 和 西部 山地 区 ,这 十 区 在 自 

然 条 件 各 方面 的 差别 ,也 就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影响 着 本 地 区 家 业 生 产 上 的 不 同性 。 

人 

AERA BCE 20 万 ,在 宜兴 县 中 算是 人 口 比较 少 的 一 个 地 区 , 它 的 面积 虽 估 
宜兴 公 县 总 面积 的 1/3 强 ,而 人 口 只 估 全 县 总 人 口 的 1/4 强 ,平均 人 口 密度 是 327 人 / 考 
公里 , 屁 不 仅 不 能 和 长 江 三 角 洲 上 平均 人 口 密度 在 600 人 / 方 公里 以 上 的 舞 锡 和 武进 二 
县 比较 ,就 是 在 本 县 也 低 於 北部 的 平原 区 (500 一 600 人 / 方 公里 )。 在 人 口 分 做 方面 ,区 
域内 部 还 是 有 很 大 差 轴 , 总 的 趋势 是 侣 向 东北 人 口 意 密 , 也 就 是 说 山区 人 口 稀 朴 , 平原 
ADP 2 ) ,两 者 在 宏 户 数量 上 是 1:3, 而 人 口 密度 最 小 的 白 泥 乡 ,每 方 公里 不 足 
80 和信, 仅仅 等 巩 平 原 地 区 人 口 最 密 的 大 浦 乡 的 1/8。 居 民 的 重要 特点 之 一 是 城镇 人 口 
比重 大 , 仅 是 丁 唱 、 张 洗 、 湖 改 三 镇 的 人 口 就 估 全 地 区 居民 总 数 的 28 多。 居民 的 另 一 重 
Be A ER” OUR, WERK A RB) 30 匈 左右, 这些 “ 客 民 ”中 以 河南 人 和 
温州 人 估 克 对 优势 。 清 未 民国 以 来 , 黄 淮 流域 违 年 的 水 早秋 雪 , 追 使 河南 的 劳动 安民 不 
得 不 南 迁 至 经 济 比 较 发 达 的 江南 ;温州 一 带 由 评 人 多 地 少 ,也 有 很 天 部 分 居民 迁移 外 
省 ,而 本 地 区 是 江苏 南部 人 口 比 较 稀 少 、 幕 地 过 多 的 一 个 山区 ,山区 的 山 间 个 地 和 山 划 
1) 当地 人 对 外 来 秘 民 的 称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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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兴 南部 大 口 分 佑 图 

地 带 就 成 为 河南 、 温 州 移民 定居 的 好 场所 ;因此 本 地 区 山地 旱 作 的 发 展 和 植 共 的 兴起 ， 
前 者 是 与 河南 后 者 是 和 温州 移民 分 不 开 的 。 本 地 区 农民 的 劳动 加 惯 有 “ 山 安 ” 和 1“ 田 安 ” 
之 别 ,他 个 各 自 促进 了 山区 和 平原 的 安 业 生产 … 城镇 居民 中 从 事 手工 业 的 人 数 很 多 , 竹 
BR TELA Hp TERT WRB, 至 蕉 丁 蜀 镀 的 制 陶 手 工业 工人 ,历来 就 有 高 度 的 
技术 水 平 ,他 们 在 陶 业 发 展 历史 中 人 茎 作出 过 扎 大 的 贡献 。 

=. 狼 济 概况 

(一 ) 农 业 ( 圆 3 ) 

1 一般 特征 : 1. 家 业 是 本 地 区 重要 的 经 济 部 门 , 它 的 重要 性 不 在 蕉 农业 人 口 佑 全 

区 总 人 日 的 2/3 以 上 ,而 是 由 於 许 多 农林 产品 的 商品 率 很 癌 ， SNE itt ET ARR AREF 

DAE DH, AUDA ABBR, 2. Jee ALF HGS TEL BANE RAR Ke HM 

SOI EK (ODBC, EE, A AR, EY ) AARP AACS Es ATP JR SE 

TEL AG Ze WA PAIR TEE . 

, fe HOF FAG We, wha FRE EHP AT A — RA HG AD SH Tk 

M5 (43.8 % ) 5 "GGL IK AAA WILD SE HULA Be (59 Fo ) » HVA HES SR bal HCN Te BA Hs 1/2 VA 

b, ROPRAEN T ACHES EE, Wc rg eA AE 当然 要 少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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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 3 宣 兴 南 部 十 地 利用 图 ， 

其 他 地 区 ,但 是 由 基本 地 区 人 口 密 

fail [oat me | SR esa, gaan A ESL 所 
at 20,684), 3). 5° 100 以 平均 每 个 农业 人 口 可 得 耕地 二 
耕地 280,756 43.8 me 
其 中 : 永田 223,487 34.9 雷 ,要 比 太湖 北岸 各 县 平均 每 人 多 

地 57,269 8.9 得 耕地 狗 一 调 左 右 , 加 上 山区 还 有 
林地 304,029 47.5 
其 中 ; 竹林 112/301 ind 许多 可 能 利用 而 没有 利用 的 山地 

其 他 林地 (马尾 松 ) 191,700 29.9 ALE HG, BY LACH Ke SEAR He 

aid 160 和 在 力 是 相当 大 的 。 
Bly . 39,118 6.2 

2. PMES: 52 WH GR Be MAK, 

但 不 影响 耕作 业 是 农业 中 的 主要 部 门 , SE A RE Es A ET BE 

TESLA BRE PEM ALE ALIS SEA, HIDE SRR 

FA, mse KATES , BI AE 52,7950, 7K RA4,798 tH , ANI HTC_L GY 4E24,496 

亩 的 总 面积 中 就 有 «22,000 亩 是 水 田 。 

(类 食 作物 在 耕作 业 中 所 估 的 比重 最 大 , 它 的 播种 面积 估 耕 地 总 面积 的 98% 急 

bh, EBERT EE EWA FAAS ENS AD ZS, 它们 分 僻 在 湖滨 平原 及 河谷 两 旁 和 山 

区 的 小 盆地 中 ,这 些 地 方 有 肥沃 的 冲积 土 , 充 足 的 水 源 , 对 水 稻 生 长 很 有 利 , 尤 其 是 湖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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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灌溉 方便 ,肥料 来 源 充足 ,因此 收获 率 很 高 ,最 高 年 产量 平均 600 斤 / 亩 ;不 过 本 地 
区 水 田 灌 浙 方 式 还 是 比较 落后 ,多数 都 是 用 人 力 厚 水 ,一 方面 是 由 於 地势 低 平 , 水 面 接 
近 地 面 ,灌水 方便 ,不 需 用 畜 力 , 另 一 方面 是 因为 离 泥 宁 稼 较 远 ,不 能 像 常 锡 附 近 一 样 探 
用 电力 灌 渐 。 由 巩 自 然 条 件 的 某 些 不 利 ,本 区 的 水 稻 生 长 受 水 早秋 的 威胁 也 相当 大 , 当 
地 农民 有 "七 天 不 下 雨 要 抗旱 ,三 天 一 下 雨 要 排 渗 ? 等 蓄 钙 ,山区 常 苦 旱 ,地 势 低下 的 湖 
洲 平 原则 易 遭 水 源 , 因 此 防 涝 抗旱 对 蕉 确保 水 稻 丰 收 具有 很 :大 意义 水 稻田 地 势 低 ， 
土壤 粘 重 , 对 小 麦 生 长 不 利 , 故 本 区 小 麦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是 比较 低 的 。 估 15 耕 地 面积 

的 旱地 是 重要 的 杂 炬 作物 区 ,土质 朴 松 ,排水 良好 ,对 甘薯 生 长 很 有 利 ; 因此 甘蓝 是 本 地 
区 夏季 最 主要 的 旱地 作物 ,产量 很 高 ,主要 供应 外 地 ， 早 地 的 冬季 作物 以 小 麦 和 蚕豆 为 
主 。 在 这 里 必须 指出 一 点 ,就 是 当 河 南 和 温州 移民 未 到 这 里 以 前 ,本 地 区 的 旱地 大 多 数 
是 落地 ,本 地 农民 多 后 都 聚居 在 平原 地 带 , 随 着 河南 、 温 州 移民 的 逐渐 增多 ,山区 的 莞 地 
才 水 渐 得 到 开辟 ,旱地 才 水 渐 增 多 起 来 。 

(2) 茶 是 本 地 区 最 主要 的 经 济 作物 ,但 估 地 不 广 。 由 蕉 当地 有 适合 植 茶 的 地 形 和 十 
壤 , 加 上 受到 浙 皖 二 省 的 影响 , 植 茶 历 史 很 悠久 ,不 过 当 富有 植 茶 径 验 的 温州 移民 廷 来 
以 后 ,本 区 的 植 茶 事业 更 推进 了 一 大 步 。 茶 园 的 分 伤 和 温州 移民 的 分 伤 大 体 一 致 ,凡是 
温州 移民 居住 的 地 方 , 都 有 茶园 。 茶 园 的 土地 利用 率 比较 高 ,一 般 都 探 用 间作 制 , 在 茶 
树 行 关 播 种 甘薯 、 委 豆 \ 小 麦 。 绝 济 作物 除 茶 以 外 ,在 善 佑 区 的 龙 池 乡 还 有 少量 的 莹 蔗 
分 伤 。 太 湖 湖滨 污 地 是 湖 沙 唯 -- 狭 长 的 旱地 , 离 湖岸 250 公 尺 左右 ,成 高 出 当地 地 面 葛 
一 公 尺 的 袖 狗 :300 公 尺 的 狭长 地 带 , 土壤 砂 质 漏水 , 不 宜 种 植 水 稻 ， 而 宜 种 植 蔬菜 、 瓜 
类 ,由於 地 下 水 面 高 , 士 壤 和 经 常 受到 滋润 ,不 需要 进行 灌 浙 , 因此 蔬 某 、 瓜 类 种 植 所 化 的 

成 本 低 , 收 丛 大 。 这 个 地 区 的 蔬菜 . 瓜 类 不 仅 产量 高 ,而 且 种 类 多 , 夏 作 有 冬瓜 \ 西 瓜 . 莘 
I. FASE, SAUNA. HE PEAR. 白菜 等 , 产品 除 供 答 当地 手工 业 中 心 TERE 

Sh » SRE ESAS BY LE, HERS CDR TS BE 
3. ROE SR Da: ESTAR RK ROTI “He” eR 俗 

AOL “ARE, RNR” BL Tren eR, PNT Bs 1 万 多 亩 ,产量 估 全 江苏 
省 的 8096 , BEAM i TE AL Wa Sor MEE A ES 5 EH mT A Ae TD 

3/5, 而 安民 90% A BHE PM, ALAC 
EDA. HO Pie 3 OR ey -7edt A seep 50—60 万 担 

REO, ADA ie aR, “Pree” WE 1945 年 367748 

Ye CAT RR RD (ATE) Bs et 
PERE Ve BELIEF ROA AE HE 
By AS BCE AE EC RA, PCOS LLANES ATM, 
ALBIS AE Be” ELAR ST FL ICAL a RI eS LDA ETE ABET 60 

30 万 担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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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A arr), KER EP ly TTR 200 株 以 上 ,而 现在 平均 每 雷 只 有 60 一 80 株 ， 
因此 造成 了 目前 本 区 毛竹 有 供不应求 的 现象 。 造 成 “ 败 山 ” 载 多 的 原因 有 四 :第 一 、 抗 日 

” 战 生 中 日 帝 的 破坏 ; 第 二 、1949 年 地 主 、 富 安 注 施 砍伐 破坏 的 结果 ; 第 三 、 解 放 后 初期 ， 
没有 贯彻 合理 径 营 的 方针 , 误 伐 现象 稳 绫 存在; 第 四 、1954 年 的 大 雪 , 1956 年 的 台风 以 

”及 秋 旱 等 自然 全 害 ,对 於 竹林 的 生长 都 是 不 利 的 ， 此 外 ,在 宏 业 合作 化 运动 中 折 财 大社 
估价 仿 低 也 影响 了 竹材 的 和 经营 。 如 果 这 种 情况 再 移 夭 下 去 ,“ 竹 海 ” 会 遭 到 更 大 的 损失 ， 
因此 当地 政府 已 探 取 了 紧急 措施 , 一 方面 禁止 伐 毛竹 ,加 强 原 人 竹林 的 培育 工作 , 另 一 
方面 着 手 新 辟 人 竹山 ,如 1957 年 计划 新 辟 人 竹山 了 500 TH, 随 着 禁止 误 伐 毛竹 的 措施 实行 
后 ,毛竹 产 区 就 产生 了 一 个 严重 问题 一 一 山区 骨 民 的 生活 问题 和 劳动 力 剩余 问题 ,一般 

”出 区 安民 都 是 “靠山 吃 山 ?% 解 放 后 山区 的 称 化 和 封 山 青 林 , 使 农民 的 生活 一 时 受到 影响 ， 
禁止 注 伐 毛竹 的 措施 实行 后 ,劳动 力 有 所 剩余 ,目前 地 方 政府 叔 时 以 开荒 求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毛 条 是 毛竹 产 区 的 副产品 , 冬 春 二 季 都 有 出 产 , 产 品 以 箱 和 干 和 鲜 箱 两 种 形式 运 出 ， 
供 葵 长 江 三 角 洲 各 大 小 城市 居民 的 需要 。 节 间 长 而 坚 间 的 打 竹 , 可 作为 很 好 的 农具 柄 ， 
不 过 分 伤 面积 远 不 如 毛竹 那样 广 。 
板栗 、 桃 、 梨 是 当地 的 果品 土 特 产 ,尤其 是 板栗 ,分 佑 面积 很 广 ,产量 在 果园 中 最 多 ， 

板栗 主要 分 伤 在 本 区 西南 部 高 平地 ̀ 山 入, 山腰 地 带 , 砂 质 壤土 最 适合 , 善 答 区 的 金泉 乡 
是 产 板栗 最 多 的 一 个 乡 D, 据 1950 年 统计 , 双 乡 土地 中 有 /7 是 板栗 园 。 板 栗 是 成 本 

低 、 收 仁 天 的 果园 业 , 估 计 每 年 每 雷 只 需 化 四 工 ,而 产量 平均 每 雷 100 Jp, Je PTs 220 

斤 , 任 善 佑 区 每 年 可 产 板栗 近 万 担 , 产 品 大 部 分 外 运 。 在 归 泾 ,芙蓉 寺 等 地 还 产 桃 犁 ， 
不 过 泥 的 面积 和 产量 远 不 如 板栗 ,只 具 地 方 性 消费 意义 。 

册 地 有 少量 的 油茶 、 油 桐 。 解 放 后 为 山区 称 化 所 栽培 的 马尾 松林 是 当地 主要 的 用 
材 林 ,马尾 松 的 栽培 ;可 保持 水 十 ,又 能 作为 建筑 用 材 。 另 外 计划 进行 培植 的 松 、 杉 、 厅 

检 、 探 树 等 ,目的 也 是 利用 本 地 区 有 利 的 条 件 , 栽 培 一 些 有 用 的 树种 。 
4. 副业 : WEBI MS, 牛 以 肉 用 黄牛 为 主 , 屿 是 山区 主要 的 运输 工具 , 毛 

Py BW RSI AUD SEER GE, 因此 驴 的 分 作 与 毛竹 的 产地 有 关 , 凡 是 毛竹 出 产 

多 的 乡 ,驴子 的 数量 也 多 。 养 猪 是 耕作 区 的 主要 副业 ,其 装 肥 是 水 稻田 最 好 的 肥料 , 今 
后 的 养 猪 业 是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因为 本 区 出 产 大 量 的 甘薯 ,这 就 保证 了 多 料 的 充足 。 在 副 

业 中 特别 要 提出 的 是 耕作 区 的 和 蛋 桑 业 ,太湖 流域 的 虱 桑 是 公国 闻名 的 ; 花 请 末 开 始 发 展 ， 

历史 较 久 , 1921 一 1937 年 间 是 桑田 面积 最 大 、 避 秋 产量 最 多 的 一 个 时 期 ,抗日 成 等 期 间 ， 
日 融 大 施 摧残, 桑树 大 多 和 寥 砍 伐 ,使 蚕 痔 产量 减低 了 2/3, 而 在 美 帝 轻 济 侵略 下 的 国民 
党 芒 治 时 期 ,更 是 每 如 意 下 2。 本 地 区 的 蛋 桑 已 赛 与 整个 太湖 流域 的 情况 完全 相同 ,过 

1) 华东 军政 委员 会 土地 改革 委员 会 闵 :华东 家 村 沟 济 资料 第 一 分册 (江苏 省 农村 调查 )。 
2) 华东 军政 委员 会 土地 改革 委员 会 行 :华东 农村 径 济 资料 第 一 分 册 (江苏 省 安村 负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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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湖滨 平原 上 各 村 家 家 养 委 ,而 目前 只 有 在 东 沈 南 岸 的 张 泽 乡 还 保存 一 些 蚕桑 副业 。 
长 展 委 桑 业 需 要 较 多 的 肥料 和 足够 的 劳动 力 ,而 本 区 具备 这 些 条 件 , 是 有 历史 基础 ,全 
后 的 发 用 是 有 前 途 的 。 目 前 当地 政府 正在 大 力 恢复 天 桑 业 , WISE BUA A 

” 竹 后 的 甘 昔 地 和 荡 山 ) 大 力 扩大 桑田 面积 ,计划 到 1959 年 要 使 桑田 面积 扩大 到 5 万 

亩 ;年 产 又 时 15 万 捍 ， 

5. EAB: 农业 的 地 区 差 轴 在 本 区 很 明显 ,东北 部 是 耕作 区 ， 脏 殖 指 数 高 ,人 

CBI, ERD bE WE EEE, RAIN, WBE 
HOEK , RT BBA, AS Ee), EY ET i AE. ELT AE 

BK S25, AiR. PUBRME BALMS AR AA OBER DAR. BR 

的 区 别 ,而 且 在 土地 利用 程度 ̀ 安 业 经 营 方式 .农产品 的 种 类 和 意义 等 各 方面 都 有 很 天 
Fe Be, 

(二 ) 手 工业 (64) 
1. 一 般 特 征 : 手工 业 和 农业 是 本 区 两 大 轻 济 部 门 ,因此 手工 业 不 仅 在 当地 有 意 

义 , 而 且 在 江苏 省 、 华 东区 也 有 地 位 。 专门 从 事 手工 业 的 工人 有 近 25,000 JA, (BREW 
民 的 40 多。 本 区 手工 业 具 有 下 列 四 个 特征 :第 一 .部 门 种 类 多 ,但 以 陶 业 为 主 。 手工业 

的 种 类 有 陶 业 、 竹 业 、 石 灰 业 、 制 茶 业 、 造 级 业 等 等 ,其 中 陶 业 工人 估 手 工业 工人 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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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AA BPE TEASE BE Te FE AC HY JIE: ye SE EV TE ASH AB 0 

土 基 础 上 , 竹 业 建立 在 本 地 土 特 产 毛竹 的 基础 上 。 第 三 ,历史 悠久 ,如 陶土 已 有 2,000 多 

年 历史 ,陶器 远 销 国 内 外 。 第 四 、 分 做 集中 , ESE TSE AE PTET ARIS WIRE Ac, 

2. fg: 宜兴 是 我 国 著名 的 陶 都 之 一 ， 宅 和 江西 瓷 都 景 德 饥 在 国内 外 同 享 盛名 ， 

据 中 国 陶瓷 史 考证 0 宜兴 陶 业 创始 讼 2400 年 前 的 春秋 时 代 , 越 人 范 攻 更 名 陶 朱 公 隐 居 

於 此 , 见 附 近 有 耐火 的 粘土 , 宣 於 制 日 用 的 器 由 , 邹 创办 了 陶 业 。 仿 本山 之 北 有 地 名 苑 墅 ， 

传说 就 是 当年 范 艺 的 别墅 ,当地 陶 业 工人 素 奉 范 艺 为 陶 业 的 始祖 ,不 过 近代 宜兴 陶 业 是 

在 明 朝 重 新 恢复 的 基础 上 才 发 展 起 来 的 。 明 以 后 陶 业 逐渐 兴盛 , 且 出 现 了 新 的 紫砂 产 

Hh EATERS To RAR, (ES NG Es 民国 初 年 一 一 解放 前 夕 的 一 段 时 

期 中 ,连年 的 内 战 和 抗日 战 符 ,阻碍 了 陶 业 的 发 展 , 到 解放 前 夕 ,宜兴 陶 业 已 处 蕉 在 在 一 
息 的 状态 。 解 放 以 后 ,人 民政 府 大 力 恢 复 宜兴 的 陶 业 ,站 到 渐 引导 宦 向 新 的 方面 发 展 ， 

使 宜兴 攻 正 成 为 名 符 其 实 的 陶 都 。 

宣 兴 陶 业 集 中 分 佑 在 丁 史 锁 及 其 周围 ,包括 丁 山 ̀  蜀 山 ̀ 渴 渡 .和 白 宕 .前 洛 等 地 ,附近 

藉 藏 丰富 的 陶土 ,上 只 有 技术 熟 练 的 工人 ,山地 所 供 痊 的 山 柴 松 枝 、 东 草 等 燃料 以 及 内 河 

运输 的 便利 是 发 展 陶 业 的 基本 条 件 。 本 区 内 陶土 储藏 量 丰 富 , 估计 构 有 70 万 吨 以 上 ， 

且 种 类 繁多 ,有 和 白 泥 、 黄 泥 、 生 白 泥 、 熟 白 泥 、 隔 泥 、 嫩 泥 、 紫 砂 之 分 ,加 上 人 工 配 制 成 的 紫 

泥 、 谭 泥 、 行 泥 、 乡 泥 、 青 泥 就 更 多 ,都 产 於 丁 蜀 锁 的 周围 和 白 泥 山 。 陶 器 所 用 的 釉 水 原 
料 也 是 天 部 分 取 和 给 认 本 地 , 它 由 “人 金 , 石 .于 "三 种 原料 混合 而 成 2, “人 金 " 是 指 的 铜 绝 、 欠 

自 、 玻 璃 ,“ 石 ?是 指 的 方解石 ,“ 土 ? 是 指 的 土 骨 (太湖 湖底 氧化 铁 沉 积 )“ 赛 和 汗 ”( 石 灰 赛 

的 副产品 )、 泥 浆 , 其 中 除 “ 金 ?是 外 地 供应 外 ,“ 士 > 

“看 ?都 在 当地 出 产 , 取 答 便 利 。 利 用 各 种 泥 料 可 以 
配制 成 各 色 番 水, 制 成 不 同色 彩 和 不 同 品种 的 陶器 。 

宜兴 生产 的 陶器 品种 很 多 ,有 人 估计 近 3,000 多 
种 , 依 原 料 和 制作 方法 不 同 分 , LAS ES 

黄 货 、 砂 货 、 紫 砂 等 六 种 ; 据 应 用 不 同 分 , BARE 
«FE AE CR Re RoE, 
i iL. BE te ES ESA AE A 站 汪 

器 等 种 , 其 中 以 紫砂 茶 豆 最 名 贵 ,式样 雅 致 和 光泽 不 4 
. 明显 是 宅 的 特色 ,在 国际 上 享有 很 高 的 声誉 。 陶 器 

的 种 类 虽然 复杂 ,但 生产 却 是 专业 化 , 地 区 分 工 也 很 陶 仁 本 区 的 缸 莫 堆积 如 山 
明显 , 丁 山 生产 粗 货 ( 缸 、 葡 、 化 工 陶器 )( 见 照片 ), Sl ZETA (GEE ESR FEZ feb) , 

1) Sek ER ae : ch Be ZS wh (PSS ESE AH AR). 
2) 宜兴 陶 业 概况 .工商 个 月 刊 二 众 2 期 ,193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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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滤 专门 生产 夺 , 前 洛 生产 电磁 材料 ， 产 品 的 销售 范围 ,在 过 去 国内 主要 是 苏 . 淅 、 皖 三 

- 省 ,国外 主要 是 日 本 、 朝 鲜 和 南洋 欧美 各 国 , 解放 以 后 ,通过 物 埋 交流 , 赐 销 侍 国 各 地 ， 入 
出 国外 的 主要 对 象 是 苏联 和 欧洲 入 民 民主 国家 。 

解放 以 后 ,宜兴 陶 业 到 步 茎 过 社会 主义 改造 ,实行 集体 狐 营 ,改善 技术 ,多 高 设备 利 
JAAR, 63 个 陶 蹇 公 年 不 停 生产 ,出 现 了 淡季 不 淡 的 新 气象 , 使 扰 花 在 产量 .产品 品 称 以 
及 生产 技术 上 都 得 到 了 飞 距 的 发 展 。 以 陶器 销售 额 
言 ,从 1951 年 起 , 即 逐 年 增长 ( 见 右 表 )。 如 1956 年 FH | 销售 撕 ( 单 位 : A Bettie) 
已 较 1951 年 增加 了 8.7 倍 , 又 如 陶器 的 正品 李 不 断 。 1951 年 | 2,199,081 
2 bh ate 50-60% 2 195248 3,046 298 . 
BE ies » 1906 年 的 正品 率 从 长 55 年 的 50 一 60 多 提高 到 1953 te 4,724,285 
90% ;新 产品 不 断 出 现 , 仅 1956 年 一 年 中 , 公私 合营 195442 5,696,286 

厂 及 合作 入 就 制 成 了 104 种 新 产品 。 保 管 如 此 , 陶 55 全 6902 
19564 8,355,100 

BERBER DY oR, PG RK EE. 
HE POSEY ERS ARTE —-2E RL, SER AETER AR) BLK IB, PRE TBE 

SEE, HEAL ALS ICHAT , Eee till Re, eh Pn Eh, 生产 技术 不 易 提 高 
Fr AEF PEA HRP, 雨天 只 能 停工 。 陶 密 的 耐火 力 只 达 1000°C, 不 能 烧 制 
化 工 陶器 ;其 次 , 由 放 政 府 号 召 植 林 , 烁 化 山区 ,过 去 硝 以 为 燃料 的 松 此 来源 减 消 , 燃料 
的 供应 已 成 问题 ;再 次 ,区 内 安 业 的 发 展 ,使 陶 业 所 需 的 劳动 力 ,来 源 感 到 困难 因此， 
今后 宜兴 陶 业 的 发 展 , 首先 必须 提高 技术 ,改善 设备 ,在 不 影响 原 有 日 用 隐 器 的 生产 前 
提 下 ,向 化 工 陶器 方面 发 展 。 至 基 燃 料 和 劳动 力 的 供应 问题 ,必须 进行 统一 规划 , 以 求 
得 合理 解决 。 

3. 竹 业 : 本 区 的 竹 业 以 发 展 历 史 来 讲 ， 不 亚 於 陶 业 ,不 过 按 生产 规模 、 从 业 人 数 和 
产值 都 远 不 如 陶 业 。 主 要 分 伤 在 张 洗 、 湖 涛 二 镇 , 它 是 建立 在 本 地 大 量 毛竹 硅 源 的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工场 手工 业 。 毛 竹 的 大 部 分 作 原 材 运 出 , 一 部 分 留 在 张 淆 、 湖 没 , 加 工 制 

成 各 种 竹器 ,产品 种 类 很 多 , RRS BRE ER SEES, PFS A BE 
的 需求 量 最 大 ,这 里 生产 亿 复 远 销 苏联 印度 , WE He FBT HS SP HE 
竹器 主要 供应 苏 ̀ 浙 、 锭 三 省 。 制 作 竹 器 所 消耗 的 毛竹 量 很 大 , 仅 张 洗 锁 每 天 消耗 毛竹 
量 达 5.000 一 6,000 斤 ,每 年 毛竹 消耗 达 2,000 多 万 斤 , 随 着 本 地 “ 竹 海 2 的 渐 趋 枯 彰 , 竹 业 

的 原料 来 源 发 生 了 问题 ,而 生产 又 不 能 满足 全 国 各 地 的 需要 ,因此 大 力 培 植 山区 的 毛 
竹 ,本 区 的 竹 业 才 有 广 关 的 前 途 。 

4. 石灰 业 : 石灰 也 是 宜兴 的 特产 ， 它 是 建筑 在 本 地 盾 佳 量 富 的 石灰 石原 料 黄龙 灰 
岩 和 灰 岩 变质 成 的 大 理 兰 及 本 地 燃料 的 基础 上 ， 生产 历 不 过 解放 前 及 社会 主 
义 改 造 前 的 一 段 时 期 , 多 由 私人 分 散 季 营 ,成 本 大 、 产 量 低 ， 合营 以 后 产量 显著 提高 ,在 

合营 以 前 出 灰 率 平均 43 担 灰 /每 吨 煤 , 合 See og 60 {19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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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吨 煤 ,最 高 出 灰 这 达 人 2 捏 灰 / 每 吨 煤 。 产 品 除 建筑 用 灰 外 ,还 生产 化 工 用 灰 , 供 造 疾 、 
PRI AREA, AE LOI, DORAL A DANTE PUK 为 主 , 尤其 是 上 
海 销售 量 最 多 。 TINA BMA TEMES WR TEE, DDR RUBE K. 

5 其 他 手工 业 ; JWR, TRA SPB ERAT SA AC FT, 1950 2p aE ae 
PEAT GR, PN AUDA AV AIK, BRE GPEC, AEWIR BILAL 
TG 2 La a OT EA DE AAR OE, BS LEI, SSS)_L DET RH 
FEVARSSE A FA HUE ENO RER, SAI AOR IEF, 由 认 交 
BAB, CANE VSM, 产量 不 大 。 本 地 所 产 的 茶叶 以 红茶 为 主 ,品质 很 高 ,有 
册 百 价 符 , 制 茶 工 场 只 有 芙蓉 寺 - -个 ,其 他 都 是 个 别 农户 分 散 烘 制 。 

四 .交通 运输 和 重要 城镇 ( 圆 4) 

内 河 运 输 在 本 地 区 估 艳 对 重要 地 位 ,三 食 . 圭 特产 品 和 手工 业 成 品 的 运销 都 离 不 开 
内 河 运 力主 要 的 内 河 运力 粮 是 草滩 、 张 洗 河 、 唱 山河 ,运输 工具 除 客运 用 的 小 拖轮 外 ， 
货运 主要 是 先 运 载 量 在 3 —40 吨 的 大 小 木船 。 张 尘 河 在 川 张 公 路 未 全 通车 以 前 ,是 张 
洗 登 地 对 外 联系 唯一 重要 的 通道 , LSE KERRIES, 它 的 吸引 范围 在 1955 年 以 前 
达到 安徽 广 德 呈 和 浙江 长 兴 县 ,货运 量 达 12,000 吨 /月 , 自 广 德 、 长 兴 的 物 碍 来 源 沽 少 

后, 由 张 洪 运 出 的 物 碍 还 有 6,000 吨 /每 月 , 主要 货 流 : 运 出 的 是 红 砂 毛竹 : 毛 箱 、 竹 器 、 
板栗 、 甘 募 ,石灰 . 草 箔 等 土 特产 ,其 中 秆 砂 的 运载 量 最 天 , 估 货 运 量 的 1/2， 其 次 是 毛 
答 , 石 其。 运 太 的 物 查 主要 是 日 用 百货 品 及 韦 荣 .蜀山 河 的 航运 欧 站 是 湖 滩 包 ,在 湖 滩 运 
出 的 物 春 是 竹 , 未 、 竹 器 ,石灰 等 土 特 产 ,而 这 条 运 检 路 粮 的 职能 主要 是 为 丁 蜀 镇 的 陶 业 
服务 , 因此 主要 货运 应 该 是 陶器 。 横 贯 东西 的 草滩 ,联系 了 上 壕 二 河 , 通 过 章 漆 ,所 有 内 
河 运输 的 物 奏 集中 宜兴 后 ,运销 苏 浙 、 院 三 省 各 地 , 址 可 至 常州 、 无 锡 与 混 宁 和 粮 连接 起 来 
(参阅 周 5)。 山 区 的 运 检 很 不 便利 ,主要 倚靠 驮 运 和 独 翰 车, 道路 失修 ,劳动 力 化 费 很 多 ， 
而 运载 量 又 不 天。 以 张 活 和 湖 汉 为 中 心 的 辐射 状 的 许多 小 道 是 山区 运输 圭 特 产 的 要 道 ， 

SEG POPE IG RRC Bi A SRE ACB TT AIC HE SS 
: 工具 ,将 能 促进 山区 二 特产 的 生产 和 毛竹 的 

输出 量 ， 宁 杭 公 路 穿 过 本 区 的 东部 ,大 大 翰 
强 了 苏 、 浙 雨 省 的 联系 , 即将 修复 的 宜兴 二 
广 德 的 公路 穿 过 本 区 的 西部 , 不 仅 增强 苏 、 
皖 雨 省 的 联系 ,也 大 大 促进 由 区 的 罗 游 发 

Cota ee 

— om wo <— + 

LE BE DVSH SR 7% \G 
ct = a 4 Fx $2 B fo: ¢ 展 全 后 本 区 交通 运力 仍 以 内 河 运输 为 主因 

= 订 bb 蔬 
Rm 8 OR OR 为 安 、 土 特产 品 和 陶器 都 是 体积 大 而 笨重 的 

By 图 5 ”宜兴 南部 主要 货 流 示意 物品 , 故 会 路 仍然 只 具有 地 方 辅 助 性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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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c GCE OAT WL BE 7 SE ESET a Bo 
工人 估 全 锁 总 人 口 的 2/3, “Hy SORA DE LSE de HDS RE, FL Wg SE rae SE 
SE ARVET T NUS EGR, 促进 了 内 河 运 办 的 繁忙 ， 因 此 它 也 是 一 个 商业 中 心 和 交 
通 运 界 中 心 ,今后 丁 蜀 镇 的 发 展 仍旧 是 在 丁 山 、 蜀 山 、 渴 滤 三 锁 互 相 分 工 基础 上 煌 秆 发 
展 陶 业 。 

竹 锁 张 活 是 张 濡 谷地 的 交通 咽喉 , 它 是 宜兴 南部 重要 的 货物 集散 中 心 ,山区 土 特 产 
大 部 分 汇集 於 此 ,许多 日 用 百货 品 都 是 由 这 里 转 销 到 各 山区 ,因此 商业 和 运输 业 的 意义 
比 手 工业 大 ,从 事 商 业 的 人 数 与 手工 业 工人 大 致 相等 ,而 服务 蕉 运 界 业 的 内 河 运输 工人 
就 超过 他 们 一 倍 。 手 工业 以 竹 业 为 主 ,其 它 有 石灰 \ 木 作 、 铁 业 等 种 。 抗 日 喜 委 期 间 是 
本 锁 最 繁 药 的 时 期 , 因为 当时 广 德 和 长 兴 与 本 省 的 交通 不 如 到 张 洗 便 利 , 所 以 苏 , 浙 、 院 
三 省 交界 的 至 部 十 特产 都 匿 集 到 张 渚 镇, 造成 张 洗 商 业 的 畸形 繁荣 。 目 前 由 於 土 特 产 
来 源 只 限 扒 本 省 ,而 毛竹 来 源 又 不 如 昔日 , 故 商业 和 手工 业 都 不 如 抗日 喜 征 期 间 ; 

当 丁 蜀 镶 的 陶 业 没 有 发 展 之 前 , 湖 没 是 本 地 区 东部 的 唯一 要 镇, 它 也 是 山区 十 特产 
的 集散 中 心 ,过 去 所 吸引 的 范围 远 达 长 兴 , 竹 器 生产 和 竹 货 集 散 是 其 主要 职能 ; 因而 有 
“ 银 湖 没 ? 之 称 , 但 是 由 蕉 后 期 丁 蝇 钙 陶 业 的 兴起 ,相对 的 降低 了 它 的 地 位 。 

fh. BRA | 

—- 4 a Ag BRIE EE ML VW RO He EE A 
DARE bE ALBEE NORE AAAS SOAP TE ES HEMD, PLL Se 
HHL, LIPS SEEMS MARANA. RAE REE, WG Se LG 
松 为 主 的 用 材 林 , 但 也 不 可 忽视 本 区 毛竹 生产 的 重要 , 因为 江苏 省 和 公国 各 地 对 毛竹 的 
需要 量 很 大 ,而 且 这 里 自然 条 件 又 很 适宜 认 毛 竹 的 生长 ,加 上 当地 农民 培植 毛竹 历史 悠 
久 , 轻 验 丰 富 ,培植 毛 竹 应 该 作为 今后 山区 家 业 生 产 发 展 的 主要 任务 。 
增产 粳 食 是 耕作 区 的 主要 任务 , 写 的 目的 不 单 是 提高 当地 农民 生活 水 平 , 更 重要 的 

是 能 生产 更 多 的 着 食 供 答 山区 安民 和 手工 业 工 人 的 需要 ,以 保证 山区 土 特 产生 产 和 手 
工业 的 发 展 。 

丁 蜀 秆 的 陶 业 具有 全 国 性 意义 ,今后 有 可 能 也 有 必要 大 力 发 展 ,在 不 影响 日 用 陶器 
生产 下 ,发 展 化 工 陶 器 是 它 的 一 个 方面 ,而 糙 承 和 发 扬 竹 货 中 茶 画 (紫砂 ) 生 产 的 艺术 遗 
产 是 发 展 的 另 一 个 方面 。 

在 具有 相当 数量 黄龙 亦 兰 和 天理 岩 的 条 件 下 ,在 当地 原 有 石灰 生产 基础 上 ,本 区 今 
后 有 可 能 进一步 发 展 石灰 业 和 大 理 石 的 探 据 业 。 张 公 洞 和 善 矢 洞 是 长 江 下 游 各 省 罕见 
的 两 大 石灰 岩 名 洞 ,风景 秀丽 俊 仿 ; 能 名 吸 引 大 量 和 游人 , 随 着 公路 的 惕 通 和 岩洞 的 整修 ， 
游 铬 事业 也 是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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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s BEA HW EK (E14 RR Es STI I eB A OG 
北 显著 过 滤 的 特征 ， 反 映 在 牧 业 生产 上 , 它 也 是 一 个 错综复杂 与 显著 过 滤 地 区 :一 方面 

是 怕 业 、 安 牧 花 重 、 以 及 畜牧 副业 (农业 为 主 ) 等 生产 类 型 交 队 之 处 , 另 一 方面 又 是 我 国 
两 大 畜牧 自然 地 带 一 一 高 卫 草 原 畜 牧 地 带 及 干旱 草原 畜牧 地 带 分 歧 之 点 。 因 此 , 在 研 

究 公 国 畜牧 地 理 上 ,这 是 一 个 极 能 兴趣 的 地 区 。 

本 交 简单 地 言论 这 个 地 区 的 收 业 生产 情况 及 其 类 型 。 诗 论 范 围 限 放大 盘山 以 西 、 
青海 湖 以 东 、 摩 天 贯 之 北 、 龙 首 山 及 餐 兰 山 之 南 的 高 山高 原 地 区 ; 在 行政 区 划 上 大 致 相 
GRE UL 个 安 业 县 市 的 全 部 ,海北 、 黄 南 、 海 南 等 自治 州 的 大 部 , 甘肃 省 定西 、 临 

夏 、 武 都 等 专区 及 甘南 、 西 海 固 等 自治 州 的 全 部 ,张掖 、 平 党 . 天 水 等 专区 及 吴忠 回族 自 

治 州 的 一 部 , 以 及 内 蒙古 自治 区 巴 香 淖 盟 极 南 端的 一 小 部 分 (1955 年 行政 上 傈 属 放 廿 
肃 省 的 蒙古 自治 州 ), 总 面积 欧 近 30 万 方 公里 ,居民 800 TA, at its CERT 主要 根据 

1955 年 6 一 10 月 实地 铀 查访 问 所 得 , 同时 也 广泛 引用 前 人 对 本 地 区 的 记载 。 巾 放 地 区 

辽 关 和 奢 料 不 全, 又 限 认 作者 政治 及 业务 水 平 以 及 实地 考察 时 间 的 短 赤 , 本 文 内 容 上 政 
漏 或 错 避 之 处 可 能 很 多 ,从 新 读者 多 子 蝎 教 。 

本 文 是 中 国 科学 院 地 理 研究 所 甘 青 调查 队 的 工作 成 果 的 一 部 分 。 在 野外 实地 考察 
期 间 承 周 立 三 、 吴 传 钓 、 洗 绝 武 . 孙 承 烈 , 麻 高 云 . 马 境 治 、 赵 鸿儒 等 同志 多 方面 帮助 ,又 
WK Hs ALE EPA Dds PAS PEAS RE He a 

=. 广大 的 天 然 草 原 

天 然 草原 目前 仍 是 我 国 牧 业 区 最 主要 的 牲畜 蚀 料 碍 源 , 28 J TBA a 
好 坏 。 往 往 直接 影响 牲畜 的 增殖 和 畜产 品 的 数量 及 质量 。 在 甘 青 显 独 地 区 的 天 部 分 地 

方 ,自然 植被 序 以 草原 为 主 ,而 且 其 中 又 以 品质 优良 牲畜 喜 食 的 禾 本 科 及 落 草 科 多 年 生 

牧草 占 优势 。 在 广大 的 牧 业 区 , 天 然 草 原 仍然 大 部 保存 , 为 发 展 牧 业 提供 优良 的 条 件 ， 
萌 且 由 堆 地 势 高 寒 或 气候 干旱 , 极 不 利 於 农垦 ,在 发 展 方向 上 牧 业 也 居 评 有 利 的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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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农 牧 落 重 区 , 天 然 草原 也 有 大 片 保 存 , 但 比较 起 来 ,一 般 牧 草 就 没有 牧 业 区 草原 的 茂 

麻 。 至 於 农业 区 (包括 一 些 林业 区 ) 内 ,由於 长 期 不 合理 开明 的 结果 ,天 然 草原 多 已 被 破 

RK, R :有 极 需 星 草原 残存 ,质量 也 很 差 ， 但 在 个 别 县 区 (例如 虐 县 一 带 的 陈 南 山地 以 及 平 

凉 一 带 的 六 盘山 地 ), 仍 有 大 片 没有 充分 利用 的 天 然 草原 。 

在 自然 植被 上 , 甘 青 电 痢 地 区 大 致 可 以 划分 为 六 个 类 型 (图 1), 每 个 类 型 都 具备 一 

EE EC EWI KE ALE. 

C1) PEs RP APSE 1,000—1,500 米 、 年 雨量 仅 100 一 200 毫米 的 河西 走廊 及 

蒙古 高 原 , 以 研 匣 耐 旱 的 草 类 及 灌木 为 主 , 复 被 度 小 , 地 面 大 牛 裸露 ,单位 面积 载 畜 量 较 

低 , 但 由 藉 一 般 自然 条 件 不 利 农 旦 ( 灌 浙 地 区 例外 ) ,适宜 保 留 为 草原 的 地 面 极为 广大 。 
ae LE AK PE (Tamarix chinensis), BAL (Haloxylon ammodendron) , ¥4 ¥4 Hil 

(Nitrarea schoberi) RESSE Hi|(Alhage camelorum) Ss, +37) HE SKE RARAENT RT, BLE 
VAR HIRE (Achuatherum aplendens Trin. Ohw. 幼 软 时 可 食 ) JERE (Phragmitis 

communis Trin.), PAE (Artemisia spp.) REBAR (Tris lactea Pallas 

var. chinensis 枯黄 后 可 食 ) 等 为 主 ,多 可 供 牲 畜 食 用 。. 
(2 ) 干 旱 草 原 分 布 讼 海 披 1500 米 上 下 、 年 雨量 200 一 400 毫米 的 黄 士 高 原 北 部 以 

及 郝 连 山北 蓄 海 披 1,800—2,200 米 地 带 , 自然 植 彼 绝 大 部 分 已 章 受 破坏 , 蕊 留 的 草地 也 
多 已 受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所 改变 ,， 复 被 度 一 般 在 50% 以 下 ,植株 高 度 多 不 到 30 厘米 ,单位 

面积 载 畜 量 不 大 , 冬 春季 更 易 发 生 牧 草 缺 乏 现象 。 主要 草 类 在 低 湿 谷地 为 否 草 科 的 苦 

草 类 (例如 Carex atrofusca 等 )、 瑚 草 类 (例如 Scirpus maritimus 等 ) 以 及 禾 本 科 的 

1G FR (Arundinella apmzata)、 赣 昔 等 ,水 草 比 较 丰 美 。 干 旱 的 阶地 及 山坡 则 以 禾 本 科 

Wy HE EAE BEE (Llymus desyatchys)§-4=k, BREEAM, Bil ay KS (Artemisia 
mattf dit, AH) bol (RHEE BG (Aster altaticus) 等 ;一般 放 收 过 度 , 狐 毒 (CStellera chamae- 

jasme L.) KBE A CStepa inebrains Hance) ee A PEG 

( 3) FEA EE RAIS ED As PAE 2,000 米 上 下 、 年 雨量 400 一 500 毫米 的 黄 

士 高原 南部 , 自然 植被 也 已 绝 大 部 分 唱 受 破坏 , 草 类 滋生 共 谷 地 及 低 坡 , 种 属 与 于 旱 草 

原 相 衍 佛 , 只 是 生长 情况 较 好 。 树 木 分 布 谎 较 高 的 险 坡 , 仅 在 少数 地 方 保存 比较 完整 。 

林 下 也 有 茂密 的 牧草 。 ’ 

(4 ) Fe ASF et RT BSAA A AK 1,000—3,500 米 、 年 雨量 400—600 

EK bi SUL Ss BS ARE VS AY BEE ,为 整个 大 西北 最 重要 的 林地 , 林 下 牧草 其 为 繁茂 。 

阳 坡 仍 多 为 草山 , 略 有 栓 柏 CTamiperus sbp.)、 小 蔡 属 (Berleries) 等 灌木 ,也 可 供 牲 畜 食 
用 。 

(5 ) 蚂 温带 混交 林 分 布 亦 年 雨量 500 一 600 毫米 的 陈 南 山地 南 瓦 谷地。 森林 多 在 

BEE be, 树木 种 属 较 陛 南 山地 北 复 为 复杂 ， 林 下 牧草 也 颇 繁 茂 。 阳 坡 仍 多 草山 , 有 利 畜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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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的 发 展 。 本 类 型 双 有 茶 、 竹 、. 桐 油 \ 凌 、 柿 、 权 等 付 热带 经 济 树 木 以 及 可 供养 至 的 桑树 。 

《6 ) 高 山 森林 草原 为 甘 垦 显 痢 地 区 最 重要 牧场 所 在 , 分布 基 厂 大 的 海拔 3,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 和 高 原 , 地势 高 寒 ( 大 部 分 地 区 扰 霜 期 不 到 100 天 ) 水 分 充足 (年 雨量 300 一 

500 这 米 )， 以 茂密 的 高 草 为 主 , 在 无 霜 期 中 笋 划 生 长 也 暴 常 迅速 "”。 一 般 地 区 农 

耕 , 但 在 局 部 海拔 3,000 米 以 下 的 山 问 低谷 及 河流 雨 旁 也 适宜 刨 料 基地 的 开辟 2。 

多 纯 为 草山 ,日照 强 烈 , 草 质 优 请, 牲畜 食 后 易 认 上 采 , 复 被 度 50 允 以 上 ,植株 高 30 一 50 

厘米 , URA FE AS 7 + JB (Stipa spp.), MRR, BA (Aneurolepidium dasystachys 

(Trin.] Nevaki) a #4 Ae (Llymus Nistans) , $84 (Poa sphondylodes) , Ai Fe 

(Hordeum vidaceum Bains et Huet) S257, HP RUM EIEARS, TE UE RE 

DEORE , RAB 5 ERA SE WS, ERIE Beale 100 % , (ay DFE Tab Ay AE 

WES, HERE LIS BAAS. WEE AE TREK 8,200 LIK 5 15 AIR PTR ERK 
FRA _L- CORI (Saltz spp. AAS AE Be Ak (Potentilla fruticora Linn.) 等 灌 未 以 

及 蕨 及 (Potentzlla reptans) 3 4 RSE RE (Agropyron spp.) 等 优良 牧草 , 复 被 度 70% YW 

上 , 植 穆 高 50 一 100 厘米 ,可 食 率 也 在 80% 以 上 。 根 据 国营 三 角 城 羊 场 调查 ,该 场 草 束 

《海拔 2,900—3,600 米 ) 平 均 每 亩 一 交 可 利用 青草 量 在 阳 坡 为 259 公斤 , 平 潍 251 公斤 、 

KE pe 302 ZV Jr, WME 324 公斤 ( 附 照 片 1、2)。 

照片 ARE STG Te: MONE WUE] ROA IGEEINME 

三 . TA BOR WIS REE 

TY BEARS (05 Be BR SLATS A HG STIG. 在 远古 时 代 , ASE OU BR Wet 

1) ren it SUL AAR LEN “Ps ES SE ASE OD PSE RK» UP PAN 
MAA PS PE IL » Mi EY HWE MEP) 100 FE_L , Dab af Sk BR Hs fg. HY 3H Fi FF] 10 一 20 次 。 

2) 本 区 现 有 耕地 最高 界限 在 天 向 安 远 馈 附近 为 2900 米 , 亚 源 马 场 附 近 为 3000 9K, 化 隆 城郊 为 305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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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地 ;直到 公元 前 266 年 秦 灭 义 渠 , 怒 隐 西 等 郡 ,兰州 以 东 地 区 才 开 始 郡 县 的 建 什 和 汉 
NBR, ICN 121 PIE aE tL, 取 河 西 及 涯 中, 公元 前 69 年 赵 充 
国 双 南 田 西 富 一 带 , 基 是 河西 及 涅 水 流域 也 开始 进行 安 旦 。 其 后 , 汉 、 藏 ( 吐 番 、 党 项 长 、 
羌 )、 东 胡 ( 鲜 卑 、. 吐 谷 滩 )、 回 纶 等 族 势 力 在 本 区 迭 互 消长 ,但 在 元 代 ( 公 元 1280--1367) 
芒 前 ,从 事 收 业 的 藏族 始 欧 居 亦 优势 。 元 代 以 后 , 洗 河 .大 夏河 、 尖 水 和 黄河 等 谷地 进行 
PER BUTE, EEO AEWG TL HEL, AGG SIROONEA, 特别 是 到 了 清 未 和 民国 
时 代 , 在 反动 政府 的 激 星 政策 之 下 , 牧场 破坏 迅速 ,耕地 甚至 向 一 部 分 不 利 於 农垦 的 括 
棱 和 山地 推进 。 但 在 解放 前 夕 ， 藏族 牧民 仍 拥有 汪 水 ( 海 受 以 下 ) 黄河 ( 趴 德 以 下 ) 以 及 
大 通 河 ( 识 源 以 下 ) 等 谷地 以 外 的 至 部 青海 省 以 及 甘肃 省 的 天 祝 、 夏 河 、 Wea. HS 
山 草 原 地 区 ,而 蒙 族 收 民 除 拥有 广大 的 蒙古 高 原 以 外 ,也 蕉 明 中 叶 及 清 初 迁 入 青海 湖 周 
团 和 河西 走廊 等 地 区 。 此 外 ; 郑 近 蒙 藏 雨 族 的 其 他 民族 , 受到 畜牧 传 和 统 的 影响 , 也 多 入 
营 牧 业 。 解 放 以 后 ,本 区 畜牧 业 获 得 保护 和 发 展 , 在 党 和 政府 英明 便 导 之 下 ,一 方面 广 
止 过 去 泪 旦 汪 牧 和 苛 捐 杂 税 等 等 束 纯 牧 业 发 展 的 极 梅 , 另 一 方面 在 民主 改革 的 基础 上 ， 
ATT ALTE ABE UE BK BOF THE USA LAD ER REA IBN ESE 
收 业 的 方针 , BEALE Bh USES WEE Bi UT LA MA 1949 年 到 1954 年 ,平均 
每 年 牲畜 净 增 殖 李 达 8—12 % 

本 区 的 农业 和 畜牧 业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在 过 去 ,两 者 之 问 是 相互 矛 后 的 ,耕地 的 还 
步 开 拓 往 往 标 读 着 牧场 的 日 渐 减 创 ,农民 的 “ 重 农 轻 笋 ”心理 和 收 民 的 “ 重 牧 轻 农 "心理 
同样 是 相当 善 逼 存在 的 。 解放 以 后 ,这 种 不 正确 的 情况 才 初 步 获得 籼 正 。 党 和 政府 抠 
行 了 “全面 规划 、 农 收 和 结合、 多 种 经营 \ 有 计划 的 发 展 安 牧 业 ”的 方针 ,在 家 区 大 力 繁殖 凰 
冀 和 种 植 牧 草 , 在 牧区 旭 提 倡 开辟 甸 料 基地 和 发 展 “ 小 志 农 业 ”。1955 年 , 调查 地 区 共 
APRN 617 FF EREALTI 86% , 耕地 3531 万 多 雷 , 估 土 地 总 面积 了 .3% bode eee 
LARA, MBAR IBA 1/20, 本 区 家 业 大 狗 可 分 为 三 个 类 型 : CLADE 
历史 悠久 , AMARA, 收 业 只 属於 副业 性 质 , 牲畜 也 以 耕 役 畜 为 主 。 耕 星 指 
数 (耕地 估 土 地 总 面积 的 百分比 ) 一 般 为 10--20 和 ,旱地 估 赫 地 总 面积 83.% , TKBE HET 
地 多 (后 者 集中 蕉 河 涅 等 谷地 )。 作 物 以 小 麦 为 首 ， HIT RR WR IORI, 技术 
作物 只 估 6 多 。 刨 料 作物 在 解放 以 后 才 汉 渐 萌芽 ， 例如 临夏 专区 1954 年 彰 蒂 种 植 面积 
He 1952 年 增加 了 60 多 。(2) 西 部 为 广大 的 收 业 区 ,个 别 地 方 也 有 副业 性 质 的 种 植 业 , 耕 

SESE WHE 19% 以 下 ;耕作 粗放 ,作物 限 芯 青 牺 、 小 麦 菜 将 等 少数 耐 高 塞 的 小 日 期 作物 ,还 
有 一 部 分 青 饲 作 物 ( 以 燕麦 为 主 )。(3) 在 农 区 和 牧区 之 问 为 过 渡 性 质 的 安 收 阔 重 地 区 ， 
BEE ISBORI 110 儿 ,种植 业 和 经 营 方式 也 介 平 雨 者 之 间 。 

1) 到 了 1956 年 年 底 , 农业 区 基本 .上 已 实行 合作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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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工 矿业 在 解放 以 后 ,已 有 了 显著 进步 , 但 由 共 历 史上 造 留 下 求 的 落后 性 ; 3 
1954 年 , 工矿 业 产 值 在 甘肃 省 仅 狗 估 工 安 收 总 产值 1/3, 在 青海 省 仅 狗 为 1/4; 而 且 大 
部 分 工矿 业 属 於 手 工业 性 质 , 同 畜产 品 加 工 有 关 的 近代 化 工厂 只 限 攻 极 少数 毛纺 织 厂 。 
由 蔷 这 种 缺乏 近代 化 工矿 业 的 大 力 颌 导 ,本 区 牧 业 全 长 时 期 停留 在 较 低 的 生产 水 平 上 ， 
天 批 畜产 品 , 特别 是 易 巩 腐 环 的 牛乳 等 , 未 能 充分 加 以 利用 。 最 近 由 套 苦 州 、 西 博 、 王 
门 、 以 及 柴 达 木 等 地 区 近代 化 工业 的 发 展 ， 畜 产品 加 工 工厂 又 在 广大 地 区 普 副 筹建 之 
中 , 收 业 生产 也 跟着 展开 了 美好 的 近代 化 远景。 

交通 运 术 本 同伴 表现 着 解放 前 后 显明 的 对 照 。 解 放 以 前 ; AC ECS ORAS ML > 
Be ILA ES ALLE RFE, LEAS, REA EAD EGS ER BS BSR A OR 

ABA, ASAT, WAT EI, 解放 以 后 , AIA 
| 通 运输 有 了 长 是 的 进步 ，, 1952 年 天 苦 然 路 通车 , 接着 , NIE T BT CLA BE OBR HD 
cl alll i 广大 的 公路 网 也 已 建立 , HAS Eve 
服 过 去 交通 运 罗 落后 的 状态 , 历年 涂 积 在 牧区 的 副 产品 已 能 以 比较 低下 的 运费 源源 外 
渤 。 机 加 政府 探 取 合理 贸易 政策 , 震 产 品 价格 天 形 提高 (例如 在 青海 省 的 收 灶 区 ， 解放 
前 一 斤 羊毛 只 值 几 分 错 , 1955 年 则 一 斤 羊毛 值 人 民 种 工 元 ), 从 而 推动 畜牧 业 的 发 展 ， 
泪 使 收 民 的 生活 有 了 显著 的 改善 。 

PO. 牧 业 生产 一 般 情况 

并 青 台 儿 地 区 是 我 国 重要 收 区 之 一 , 1955 RAHA 24 BA, 1 BA 
3.4 匈 ， 此 外 , 农 区 和 家 收 巧 重 区 的 安民 也 广泛 乌 养 牲畜 ,农民 每 人 平均 所 估 有 牲畜 头 数 - 
虽 远 在 牧民 之 下 ( 详 昂 第 五 节 ), 但 由 认 人 烟 较 为 稠密 ,家 业 区 和 农 收 兹 重 区 的 牲畜 总 头 - 
数 从 超 过 牧 业 区 。 在 广大 的 牧 业 区 ，, 牧 业 是 当地 居民 的 主要 产业 , BSE FIBA. 

BK BC HUE RAPE 70 多 以 上 ,有 的 地 方 还 接近 100% 5 FEAR BET LK , BE FMRI TE 
Be USE RL 30 —70 % 5 FEAR EK, BOT" HL ALK AE PR BC SER fi 080% 

1955 年 本 区 共有 天 牲畜 328 万 多 头 ,小 牲畜 2,313 万 多 焦 , 共 折合 牲畜 单位 2 2,641 
万 多 个 ,平均 每 人 估 有 3.2 个 。 性 冀 组 合 状况 (参考 畜牧 类 型 及 牲畜 组 合 周 及 第 五 节 ) 在 

下 业 区 、 安 笋 兹 重 区 以 及 农业 区 彼此 不 同 。 牛 一 般 估 总 牲畜 单位 30 一 40 多 ,可 分 为 犊 后， 

(青藏 高 原 收 业 区 的 特产 )、 物 牛 ( 牛 和 黄牛 的 混血 种 ,分 布 以 农 牧 兹 重 区 为 主 ) 以 及 黄 后 

(家 业 区 为 主 ) 三 种 ,为 本 区 主要 役 冀 之 一 ,在 收 业 区 又 为 重要 乳 、 肉 求 源 * 忆 也 是 重要 役 
畜 之 一 ,在 牧 业 区 普 源 包养 ,青海 省 东南 部 所 产 的 河曲 马 又 是 我 国 最 著名 的 乘 巾 笨 用 马 

1) FE PAE FAS: 工 牲 音 单位 = 工 只 绵羊 =1 只 山羊 =1 只 猪 =175 KH I/D WBS 1/5 I 

=1/4 A= 1/7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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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二 RO REE AGE BORED FE, GRE RCRA & , ED TE IT 
Pe AEB ANSE is J MAAR AE EE, 一 般 估 总 牲畜 单位 20-30% , Ye 
EVE RATE 5 WK AE ES FR BH HA EH ES LP JE HS 
主 , HSA De AE PAB Fe SE, WEE A EEE. RAE 

和 穆 羊 相似 ,在 数量 上 狗 为 绵羊 的 1/2, EW RABE, JAMIE RB EAE EK 

和 农 牧 比重 区 ,其 中 以 农业 区 数量 较 多 , PORE, 在 农 收 兹 重 区 往往 以 猪 和 牛 羊 混 
SO, PVE ERA WIE a SET AS JH 

牧 业 生产 的 蚀 料 来 源 , EAS _L AA RK SRS J (BE A), 估 言 本 区 现 有 收场 ， 
狗 为 耕地 8 一 10 倍 。 在 收 业 区 , 克 大 部 分 地 面 仍 为 牧场 (多 属 部 落 公 有 ), 昔 且 大 部 分 收 
场 水 草 丰 茂 , 蚀 料 不 感 缺乏 , 但 由 於 若干 土地 利用 不 合理 现象 尘 未 微 底 闲 正 , 仍 存在 一 
些 水 草 问 题 ; 例如 历史 上 址 留 下 来 的 草原 闷 粉 7 以 及 种 种 不 合理 放牧 制度 ,使 一 些 草原 

“未 能 充分 利用 , 另 一 些 草原 却 发 生 涨 收 和 抢收 现象 ;又 如 寄生 虫 的 繁殖 使 有 些 丰 茂 的 草 
原 百 时 不 能 利用 (例如 海 胺 县 三 角 城 羊 场 的 一 些 湿 草 潍 )， 局 部 缺 水 现象 双 使 若干 草原 
利用 困难 (如 天 向 县 松山 潍 。 训 源 县 皇 城 潍 以 及 广大 的 蒙古 高 原 ) 。 解 放 以 后 ,这 些 缺 起 

水 渐 获 得 克服 , 例如 1955 年 国营 三 角 城 羊 场 新 修 的 金 粱 渠 ， 灌 浙 21,000 多 亩 草地 , fh 
计 每 雷 草地 产 草 量 可 增加 一 倍 , 兹 可 消灭 草地 的 县 害 。 在 农 牧 阔 重 区 ,牧场 面积 也 甚 广 
间 , 但 已 有 许多 草原 遭受 破坏 ,特别 是 村 落 附 近 草 原 破坏 剧烈 , 再 加 解放 以 后 牲畜 数量 
迅速 增加 , 蚀 料 已 呈现 紧张 状态 , 冬 春 放牧 更 为 困难 ,家 牧 矛 后 问题 也 颇 为 突出 , 目前 正 

在 竭力 设法 解决 之 中 。 在 农业 区 , 天 然 草 原 艳 大 部 分 在 过 去 遭受 破 蒜 ,全 年 饲料 缺乏 ， 

黄土 高 原 上 无 为 严重 ;该 地 区 残留 的 小 块 草原 ,由 放 放 牧 过 渡 , 已 呈现 一 片 莹 泳 ,牧草 复 
BRIE TE 30% 或 甚至 10% 以 下 ,而 似 俄 着 的 牲畜 傈 欣 扎 和 壳 食 其 间 ; 这 种 严重 的 水 草 问 题 ， 

解放 以 后 ,开始 以 种 植 牧 草 和 精 合 料 ， SEE AB Sete BPA Bee A 
远 山 出 图 放牧 等 等 措施 ,逐渐 设法 予以 解决 。 

本 区 牧 业 轰 营 由 共 历 史 轻 济 条 件 的 限制 ,一 般 比 较 粗 放 ,过 1955 年 , 单 家 独 户 的 分 
散 经 营 仍 估 艳 对 优势 ,互助 合作 运动 肖 只 在 戎 苷 阶段。 放牧 方式 在 牧 业 区 REE 
各 不 相同 〈 详 见 第 五 村)， 而 以 蚀 养 管理 粗放 为 其 共同 特色 。 由 杰 这 种 历史 上 得 留 下 求 
的 落后 状况 ， 本 区 牧 业 生产 除 上 述 水 草 问 题 以 外 , 入 存在 许多 问题 ,其 中 特别 实 镜 的 有 
下 列 几 个 : 

CD) 忻 瘟 疫病 问题 
， 首 及 出 血性 败血症 等 传染 性 疾病 为 害 尤 烈 , 例 如 1952 年 屠 连 县 一 次 羊 出 血性 败血症 即 
死 羊 2530 化, 所 以 青海 牧民 说 :“ 解 放 以 前 , 马 菲 (局 步 芳菲 帮 ) EG Be PEE BE JR 

1) WRU ARE 1954 年 年 底 , 单 是 青海 省 就 注解 了 草原 位 粉 -- 万 多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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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敌 人”。 解 放 以 后 , 在 “ 防 重 於 治 ? 和 “及 早 医 治 ?的 原则 下 , 兽医 工作 人 员 进 行 忘我 

的 努力 ,逐步 届 法 扑灭 讼 病 , 例如 1953 年 在 天 祝 设立 的 更 浴池 ， 对 防治 牲畜 的 皮 直 病 ， 

起 了 巨 天 的 示范 作用 ,但 由 认 地 区 辽 闪 ,而 普 医 人 员 人 缺少 ,工作 上 舍 存 在 一 定 的 困难 , 需 

要 炎 续 加 以 克服 。 

(2) 兽 才 问题 一 一 在 整个 牧 业 区 以 及 农 牧 兹 重 区 和 农业 区 的 山地 , 畜牧 业 的 兽 害 

并 题 也 比较 严重 ,其 中 镍 害 尤 为 猩 猴 , 例如 1952 年 共和 县 猥 害 各 种 牲畜 达 一 万 多 头 。 

旱 独 (当地 称 为 “ 哈 拉 ”)、 地 鼠 及 贞 鼠 等 为 害 草 原 也 甚 剧烈 ,例如 夏河 县 科 才 直属 乡 有 大 

_， 夫 地 区 即 因此 而 寸 草 不 生 。 解 放 以 后 ,一 方面 克服 “ 狠 是 佛 伯 的 狗 ,不 能 捕捉 ”等 等 迷信 
的 说法 , 另 一 方面 组 机 力 量 加 以 扑灭 , 兽 害 已 在 逐渐 减少 之 中 。 

(3) 冻 雪 问题 一 本 区 冬 春 气候 严寒 ,而 牧 业 区 牲畜 多 幼 棚 图, 再 加 冬 春季 牧草 普 
- HRS PERS SA Hh Ged) ,牲畜 语 和 让 虚 能, 一 场 风 雪 之 后 , 邹 易 引起 大 批 死 亡 , 此 时 又 适 才 
穆 羊 产 羔 期 ;更 易 发 生 羔羊 天 折 和 流产 现象 。 所 以 在 过 去 ,牲畜 的 “ 秋 肥 、 冬 瘦 、 春 死亡 ” 
差不多 成 为 普 逼 的 惨状 。 解 放 以 后 , AWE CEE RIB, 兹 提倡 打 羊 草 等 措施 ， 
以 克服 这 种 不 合理 现象 。 
A) 牲畜 品种 和 繁殖 问题 一 一 本 区 性 冀 引 大 部 分 未 经 科学 方法 加 以 管理 改良 ,一 
般 单 位 畜产 品 数量 和 览 量 都 较 低 ,例如 母 尾 牛 公 年 产 奶 期 153 天 ,平均 每 日 产 奶 不 过 2 
公斤 左右 ,又 如 物 羊 ,不 论 藏 系 羊 或 蒙古 羊 ,每 焦 每 年 产 粗 质 羊 毛 不 过 1 公斤 上下。 牧民 
又 多 不 重视 青 种 工作 , 壮 健 公 畜 往 往 去 势 供 役 用 , 而 以 幼 公 畜 担任 配种 ,再 加 公 母 合生 
放 收 ,交配 杂乱 ,及 致 性 冀 品 种 有 杰 劣 趋势 ,甚至 著名 的 河曲 马 , 也 有 品种 混乱 的 倾向 。 
家 业 区 的 牲畜 繁殖 问题 更 为 严重 , 租 身 起 来 以 前 的 小 农 ,往往 仿 圆 小 利 ,不 原 刨 养 公 冀 ， 
母 畜 也 不 使 适时 交配 ,或 交配 后 仍 使 过 重 ,以 致 发 生 大 量 空 怀 及 流产 现象 ,例如 1954 年 
天 水 专区 适龄 母 畜 空 剑 李 达 70 色 ,又 如 乐 都 县 三 个 典型 乡 1954 年 调查 ,适龄 母 冀 空 怀 
Asi 60.7 匈 ,流产 这 又 估 受 胎 母 畜 29.1% 。 这 种 情况 自 安 业 互助 合作 运动 开展 以 后 ,已 
逐渐 好 转 。 本 区 现 有 皇 城 潍 、 训 源 、 三 角 城 ( 海 受 )、 甘 平 寺 ( 夏 河 )\ 永 昌 和 天 祝 等 国营 牧 
场 ,也 为 培育 良 种 的 中 心 。 例 如 三 角 城 羊 场 ( 现 为 公国 最 大 的 羊 场 ) 以 纯利 新 疆 公 穆 羊 
(每 焦 年 产 租 羊 毛 77 公斤 ) 和 草地 藏 系 母 羊 杂 交 , 所 培 青 第 一 代 公 羊 每 焦 年 产 毛 2.5 公 
斤 ,第 二 代 3.0 公斤 ,第 三 代为 5.0 公斤 。 

五 . 牧 业 生产 类 型 

Hit AE AS BCE, 首先 按照 收 业 产值 所 佑 国民 和 经 济 的 比重 ,可 以 划分 为 牧 

业 、 农 收 兹 重 以 及 畜牧 副业 (农业 为 主 ) 等 三 个 类 型 ; 其 中 牧 业 类 型 按照 放牧 方式 及 天 然 

草原 情况 ,又 可 划分 为 高 山 草原 移 收 和 沙漠 草原 游牧 两 个 类 型 ; 每 个 牧 业 类 型 也 各 有 其 

牲畜 和 组 合 以 及 自然 条 件 和 历史 人 经 济 条 件 等 方面 的 特点 (参考 畜牧 类 型 及 牲畜 组 合 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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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AS J BI BCE EE A BCR) ,简单 介绍 如 下 : 

(—) 985 WL BE RA FF BBR JERSE 2 AY) —— FATHERS EL 3,000 米 以 上 的 

1s LL PR PA EM J HK AAA AHL PSEA He SE EE, BE Se Hy Ze BRE SRE 

Ty GR AK BOE th CR BLA 10 Jo ERE ERP Hb Te a BB, JERE A ES 

5 BAHT ADSI” , ASE AL LSS FE DE DE Fe BERK JE ROSE, BERR, 

PRS RAVE KWAY BIL, IEE, FE HOR CPi Ana. 1955 年 平均 每 方 公 - 

HLH) 2.6 A, BEAL HY 5.21) RRS, 没有 人 口 在 2,000 以 上 的 居民 点 ( 附 照 片 

3, 4). 

照片 3 搬家 途中 的 藏 氏 照片 4 WA SRA 

CBA SB PETE) GUYSMZAED 

BOB SAS LIBS E Ey YR SOHe ME RENE ILA EE Be, Ye 1955 4 ELA 
ASE FF» — WE AREF? VLE A> BUD A Sa EL TGS, TYRE, ZIRE LAS 
固定 ), 住宅 仍 以 帐 幕 为 主 ( 解 放 后 才 开 始 有 -一些 士 房 及 士 圈 ) 5, 位 蕉 比较 低 平 的 谷地 
SLL AE, WMI Ae IL AP BES OA, 数 户 至 数 十 户 集体 聚居 ,性 冀 就 在 和 
沙 附近 放 收 ,早出 晚 归 ,只 在 大 风 雪 时 间 了 略 加 补 甸 。 安 历 五 月 问 篇 羊 剪 毛 (每 年 只 剪 毛 一 
次 ,每 集成 年 羊 狗 1 一 1.5 公 斤 )、 旦 牛 拔 毛 ( 每 头 平均 移 0.5 公斤 ) 以 后 ,开始 向 高 山 移动 ; 
Ab ABUSE, 距 冬 寅 数 公 里 乃至 数 十 公里 , 二 三 户 至 一 、 二 十 户 为 一 移 收 单位 
CRUE ALAR, BER ANIA”), DCRR COTE, PEG IRE A ep 
AMAR, MERE FL NBC, OCI OOF MRRE ISTE PERE, FL ACR Be ES LR ER 
AEB ILE AN DCS, BOBO ACER RE IRIE TSANG ESE A I), AEA 
落 之 问题 多 参差 ,下 烈 四 个 典型 大 概 可 以 代表 各 地 区 具体 移 牧 情况 : 

1) 一 般 茂 族 帐 幕 用 黑色 竹 牛 毛 织 成 , 作 方 矩形 ,按照 幕 项 的 形状 可 久 分 为 三 种 : 〈1) 幕 项 微 余 的 一 颗 印 多 (2), 
幕 项 水 平 的 4 和平 项 >， 以 及 (3) 幕 项 陡 斜 的 * 马 耕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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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HAE EAR BE BEERS 1 “BOE” BYE) BT DUC Re IE LER SEAT 

= FE(KA HEA RE) ER : SG TE A PE, 海拔 3,100 —3,200 米 , 没 

AAG RAV BOBO An BIE AEA, SAR BOR IE RAE Tad ae 
WLS C25 PRB PA Bole A He GS ACRE RAG SP BA) BBG 7 BA SAT BETS TK A) ZT BE 
伏 山 地 “ 走 圈 "( 牧 工 以 帐 幕 移动 放牧 ,家 属 仍 留 居 冬 窟 ), 这 时 的 牧场 海拔 3,000—3,500 

米 ,西南 距 称 窟 10 一 40 公里 。 农 历 五 月 上 旬 后 公家 进入 青石 吐 山 地 到 水 草 而 居 ， BOB 
海拔 3,500—4,000 米 ,西南 距 冬 窟 40 一 80 公里 。 作 月初 开始 折返 西南 移 笋 (全 家 迁 
居 ), 秋 帘 地 点 大 体 与 春 窟 相同 。 十 月 初 又 返青 海 湖畔 。 

(2) 海 胺 县 北山 蒙 族 自治 区 的 沽 科 族 , 大 体 可 以 代表 郝 违 山地 蒙 族 部 落 的 三 季 移 - 
四 情况 : 冬 富 在 海 胺 城 东 8 公里 的 扎 赫 沟 口 , 海 拔 狗 3,200 2K, 解放 后 全 旗 27 户 之 中 已 

有 10 户 修建 了 士 房 和 士 图 ,部 分 牧 户 赣 种 植 少数 青 牺 及 燕麦 。 农 历 四 月 底 除 少数 留守 

人 员外 , 公 旗 牧民 湖 扎 茜 沟 移 收 春 窟 ,海拔 3,400 米 , FEAL A, AEE LB 
至 分 水 周 的 扎 韩 掌 (“ 掌 ? 即 山 顶 平 地 ) ,海拔 3,650 米 , 距 冬 窟 狗 15 公里 。 七 月 底 又 返回 
秋 富 (在 春 窟 近 旁 ), 九 月 底 又 返回 冬 窟 。 BRUISE WHE, 还 保存 着 蒙 族 传 航 的 

“mee” (A EE EL SE), 但 以 藏族 影响 显著 , 藏 式 帐 幕 反 已 较为 常见 ， 
1955 年 二 科 族 有 “ 土 帐 房 "( 藏 式 ) 20 4, “TE” (GSK) T 个 

(3) 夏河 县 桑 科 直属 乡 四 个 部 落 450 多 户 牧 民 可 以 代表 Ht 高原 上 一 般 移 牧 情 
Th: 冬 窟 在 拉 政 楞 西南 15 公里 的 桑 科 潍 , 没有 士 房 及 士 圈 , 海 披 3,000 米 上 下 , 安 历 正 
月 十 五 日 以 前 各 部 落 划 界定 牧 ,以 后 序 可 自由 放牧 。 王 月 初 旬 由 “ 郭 哇 ̀ "( 四 个 部 落 共同 

俩 釉 , 拉 下 梯 寺 嘉 森 样 大 师 指派 喇嘛 充任 , 任期 三 年 ) 主 持 ,抽签 决定 夏秋 牧场 , 五 月 中 
旬 开 娩 向 南方 的 山地 移 笋 , 先 到 狗 福 峡 (A AL AREY) 10 公里 ) 住 15 一 20 天 ,再 到 
MAE (ARAL BE ALEK) 20 公里 ) HE 8 一 10 天 , 随后 各 部 落 分 别 进入 夏 窗 ( 距 又 PARE 

30 一 40 公里 , 海拔 3,500 米 上 下 )，, 各 住 40 天 上 下 。 从 月 下 名 各 部 落 折 返 哦 车 住 20 多 
AK, HK WE 30 多 天 ,再 循 大 夏河 而 下 , 沿途 过 留 20 多 天 ,直到 十 一 月 rae 
HRB, 据 估计 ， ASAE AWW 1/3, 但 负担 牲畜 2/3， BREEN BETS 

度 现象 ,夏秋 牧场 则 由 於 利 用 不 足 , 发 生 草 类 枯 老 而 牧场 退化 现象 。 

(4) AUG RE BE 141 所 牧 民 , 体 现 了 解放 后 大 力 提 倡 的 四 季 轮 牧 方式 : 冬 窗 在 音 

源 县 城西 北 移 20 ZA KLM LL RAG I ARE, TH BR 680 方 公里 ,海拔 2,900 米 上 下 , 地 面 

平坦 ,牧草 丰美 , 1954 年 以 后 开始 建筑 土 房 及 棚 圈 。 农 历 二 月 上 旬 向 西北 搬入 春 圈 , 距 

冬 寅 一 、 二 十 公里 , 海拔 3,000 米 上 下 。 五 月 中 旬 又 向 西北 上 “ 掌 "游牧 , 平均 距 冬 窗 30 

公里 ,海拔 3,000—3,500 米 。 九 月 中 旬 折 返 秋季 牧场 ,位 置 比 春 写 略 仿 西 北 。 十 月 中 名 
又 折返 冬 富 ， 苏 吉 潍 牧民 已 开始 实行 团结 搬 圈 , 迟 入 冬 圈 , 早 出 晚 归 以 及 划 区 输 牧 等 先 

进 放 牧 方法 ,因此 解放 后 牲畜 增殖 神速 ,1949 年 全 潍 仅 有 和 绵羊 7911 焦 , 旦 牛 2.580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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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356 Pl, 1954 年 增殖 到 牧羊 17105 46, HEAs 5546 Sk, BG 605 pe, 

DRESS BC RHA AAR, AD Ba ES BR, 本 类 型 平均 每 

人 所 拥有 牲畜 数量 远 比 其 他 畜牧 类 型 为 多 , 1954 年 平均 每 人 拥有 PERE TE 60 4 HE 

SBP CA AME AAR AEA 60.4, 头 察 县 平均 66.8, 苏 吉 潍 则 达 69.8)。 PERM 

合 以 牛 、 和 绵羊 及 马 为 主 (例如 堵 连 县 牛 估 总 牲畜 单位 50.9% , 绵羊 估 40.4 % 6 NG fh 7.5% . 

国 察 县 三 项 牲畜 各 估 37.3% , 53.9% 及 8.7 匈 )。 其 他 牲畜 标 少 。 本 类 型 出 产 一 些 休 国 

著名 的 马匹 ,例如 河南 蒙 旗 及 玛 曲 一 带 乘 巾 笨 用 的 河曲 纪 , 以 及 那 连 山地 以 体 小 善 走 著 ， 
PRS. 绵羊 以 小 尾 、 毛 肉 站 用 的 藏 系 羊 为 主 。 牛 则 忆 青 康 藏 高 原 所 特有 的 晨 牛 

个 契 大 多 数 , 此 又 为 不 同 於 其 他 畜牧 类 型 的 重要 标 贝 , 特 牛 分 布 的 东北 界限 大 致 即 与 青 
荐 高 原 的 东北 边缘 以 及 藏族 分 布 的 东北 极 界 相符 合 

(二 ) 沙 漠 草 原 和 游牧 (蒙古 高 原 笋 业 类 型 ) 一 一 上 ES TRO I, 但 本 文 讨论 范 

围 仅 限 内 蒙古 自治 区 巴 得 淖尔 盟 的 极 南 部 。 本 类 型 牧 业 收 入 估 安 林 牧 业 总 收入 70 多 以 

上 ， 居民 以 蒙 族 为 主 , 地 睹 人 稀 现 象 比 高 山 草原 移 牧 类 型 尤为 显著 。 放牧 方式 基本 上 

ri 漠 草 原 的 和 游牧 , TB AVE MLA EIT EO RADE, 没有 固定 
宅 及 棚 圈 。 由 认 地 形 起 伏 不 大 ,垂直 移 牧 现象 不 显著 ,只 是 随 着 籁 地 形 的 变化 , 四 季 

ile’ piicsaniankidend Ae een 阳 或 沙丘 背风 处 , 夏 

BK “营盘 ” 则 在 平坦 草 注 。 又 因为 本 区 水 草 比 较 缺 少 ,迁徙 次 数 远 较 高 山 草原 纯 牧 区 为 

频仍 。 上 贺兰山 昔 旭 已 有 少数 固定 的 土 房 笨 大 砌 羊 圈 , 农 历 八 月 至 次 年 一 月 就 在 这 种 “入 
营盘 ”附近 定 牧 , 二 月 至 七 月 远 至 周围 50 一 100 公里 地 区 游牧 , CY ELE ME BE He 

的 一 种 过 滤 形态 。 

本 类 型 平均 每 人 拥有 牲畜 数量 较 高 山 草 原 移 牧 类 型 为 低 , 但 仍 远 远 超过 其 他 畜牧 

类 型 。1954 年 统计 旧 阿 拉 善 族 平 均 每 人 拥有 42.9 牲畜 单位 CH BRB SE A i BA Us 

72.1)。 牲畜 组 合 比 高 山 草原 移 笋 类 型 为 复杂 , 以 适宜 沙漠 生活 的 骆驼 为 最 多 ， 估 总 牧 

畜 单 位 35.1% ， 其 次 为 纺 羊 及 山羊 , 各 估 21.9% 及 20.4 匈 ， 双 次 为 牛 及 马 ， 各 估 9.0% 

及 4.6 和 ,其 他 条 有 少数 屿 及 又 。 和 性 畜 品 种 也 和 高 山 草原 移 牧 类 型 不 同 , Bil AES 
尾部 肥大 的 蒙 系 羊 (每 年 在 慨 历 四 月 及 七 月 各 剪 毛 一 次 ， 织 维 较 短 ,每 伪 成 年 公 羊 年 产 
不 过 工 公斤 上 下 ), 牛 也 几乎 纯 为 体格 矮小 的 蒙古 种 黄牛 。 

(三 ) 农 牧 阔 重 类 型 一 一 分 布 认 上 述 两 个 牧 业 类 型 与 畜牧 副业 类 型 SY, 在 自然 
条 件 上 也 即 相当 青藏 高 原 、 蒙 古 高 原 以 及 黄土 高 原 相 互 交 错过 滤 地 区 。 本 类 型 在 多 方 
面 表 现 了 过 滤 性 质 的 特征 : 牧 业 收 入 胸 估 农林 牧 总 收入 30 一 70 罗 ， 居 民 为 藏 、 汉 、 回 等 
民族 混合 , 人 口 密度 大 放牧 业 类 型 但 小 於 冀 牧 副业 类 型 。 畜牧 经 营 方式 也 介 平 雨 者 之 

1) 由 做 缺 乏 具体 统计 资料 ， 农 牧 意 重 类 型 与 音 牧 副业 类 型 的 界线 在 许多 地 方 由 估计 而 得 , 不 艺 可 靠 。 在 附 图 

中 ,也 作 碟 线 画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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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一 般 是 一 家 之 内 癌 收 半 及 种 植 业 策 瞧 , 但 也 有 -村 之 中 收 半 所 与 农业 户 共处 。 放 收 
万 式 或 为 定 牧 (和 终年 在 村 落 附近 放牧 及 舍 伺 ,例如 在 卓 尼 县 蔡 竹 区 )， BUR (EE 
定居 放 收 及 舍 蚀 ,春耕 或 秋收 后 耕 畜 由 牧 工 引 往 远 处 草山 游牧 , 秋收 或 人 冬 时 再 返 村 ， 
例如 海 受 三 角 城乡 、 FLAGLER IEA BGI. FALE). MER BCR EAL 
介 乎 牧 业 类 型 及 畜牧 副业 类 型 之 问 ,以 息 牛 较 多 以 及 牲畜 种 类 辜 杂 为 其 特色 。 

(四 ) 冀 牧 副 业 类 型 (农业 类 型 ) 一 一 广泛 分 布 谎 匡 青 显 儿 地 区 的 东南 部 。 本 类 型 以 
种 植 业 为 主 , 畜牧 业 收 入 估 安 林 牧 总 收入 不 到 30 允 。 居 民 以 汉 、 回 等 族 为 主 ,人 烟 比 较 
稠密 (例如 民 和 上 县 1955 年 平均 每 方 公里 狗 98.5 A, BELAY 118.2 人 )。 牧 业 属 认 副 业 
PERL, 猪 、 驳 及 耕 役 畜 以 舍 蚀 为 主 , 山 穆 羊 以 定 牧 为 主 (有 条 件 地 区 在 秋收 后 耕 役 畜 及 
耳 锦 半 也 短期 上 山 入 牧 ,例如 河西 走 麻 的 郝 连 山北 攻 族 县 ,在 许多 村 庄 已 实行 了 合 震 放 
履 等 互助 形式 ， 林 类 型 性 畜 数 量 较 少 (1954 年 民 和 县 平均 每 人 仅 1.4 PE LL, UAL 
仅 工 7 PER WNL), PER ALA RUSLIA JAE. Si IG SENG BURR TTA SR BE 
2 RIBS AAS A SEI 5 HE IL SK SAGE SE OE US, AAG YO BL RRR HE HY 
EF, WW 1954 2 ah PERE HA GL 24.89% , 2]: 27.8% , BR 9.1% BG 2.8% TK T1%, 
ply 7.0% , HBF: 21.4 9 ACL FAAS I LP es A, A ee WM 
JE FOL HY RS HB 

WN. FE it 

$20) Lae, (hh EA ARAL PTT ORE, EL Fe Gk SE 
Hy. SAWS AD SC, HE IOI iy BE Er LT EU AY dB: 

(=) Se RB BO —— A OE A IE ETE HB iy Fan 
SAF TH Bh eR AL, AAS Ay SPA Sh ARE is BL RSP WA ES 
2S, DIANE DSA Ze ER A LY Se SAC, EPA BUNS TCO" A Bs El eR IEE 
Ay TRE LE FADE BASS PEW BSE EE RR AEP AE 
x aaa AOPecE ibe TOPs coe ha Eta Te =e SLi ees OMT 
aD E NZ WEEE, Ben ARSE, TMA BEE AWA JE, 4 BH Do si ty 
Fe Rv GE, LO He SERS TESTI , SLATS HE EK SIE 

牧 业 增产 具体 措施 首先 为 改进 饲养 管理 ,例如 提倡 互助 合作 ,进行 搭 棚 、 盖 圈 、 储 草 
等 保 畜 工 作 以及 提倡 定居 输 收 和 划 区 放牧 等 先进 放牧 方法 , 以 防止 各 种 PRS RE 
进 牲 冀 人 繁殖 和 抓 采 2。 其 次 为 合理 利用 和 改进 草原 ,消灭 疼 病 及 曾 害 以 及 改良 忻 冀 种 类 

1) 解放 以 后 ,各 种 改进 词 养 管理 的 措施 已 开始 萌芽 , 收 到 巨 天 的 效 时 ,例如 青海 省 贵 南 县 都 秀 区 , 1952 年 仅 有 

PEI 6,000 多 头 , 实 行 四 季 险 牧 以 及 一 系列 包养 答 理 方法 改进 之 后 ,三 年 之 内 部 增加 到 24 ,000 多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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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品种 等 一 系列 措施 。 在 牧 业 专 门 化 上 ， 似 宜 发 展 耐 高 塞 的 乳 、 肉 、 役 策 用 犊 牛 , Es 

策 用 篇 羊 , 以 及 乘 罗 繁 用 马 ( 似 可 以 河曲 马 为 重点 培育 对 象 )。 

(二 ) 沙 齐 草原 游牧 类 型 一 一 本 类 型 发 展 方 向 和 高 山 草 原 移 牧 类 型 相似 , ABR 以 牧 

业 为 主 ,相应 地 发 展 林业 和 种 植 业 .。 牧 业 增 产 具 体 措施 首先 为 改进 包养 管理 和 解决 水 草 
问题 , 其 次 为 广泛 建造 防护 林 以 及 其 他 措施 以 克服 风沙 代 害 ,再 坎 为 扑灭 害 普 和 闪 病 以 

及 改良 牲畜 种 类 和 疫病 等 。 牧 业 专 门 化 上 以 发 展 耐 仙 渴 的 役 用 骆驼 , 扎 、 肉 、 役 委 用 黄 

和 牛 , 乘 蜀 繁 用 马 ( 似 可 以 蒙古 马 为 重点 培育 对 象 ) 以 及 毛 肉 策 用 山 \ 疙 羊 等 为 主 。 

(三 ) 农 牧 赣 重 类 型 一 - 本 类 型 煌 入 发 展 农 牧 赣 重 的 多 种 经 济 。 目 前 本 类 型 分 布 面 

积 比 较 雳 星 和 狂 小 , 但 在 合理 化 土地 利用 措施 推行 之 后 , 有 着 广 阅 的 前 途 , 许 多 现 属 畜 

牧 副业 类 型 的 地 区 (例如 黄土 高 原 和 陈 南 山地 ) 以 及 一 部 分 笋 业 区 都 将 改 属 本 类 型 。 收 
” 业 发 展 具体 措施 首先 为 进一步 提倡 农 牧 结合 以 及 进行 土地 利用 合理 化 〈 例 如 陡坡 、 荒 

得 , 碱 泪 等 不 利 农 曙 地 点 保留 为 牧场 和 林地 ,水 利和 土壤 等 条 件 比 较 优 舟 的 谷地 和 绥 坡 
集中 发 展 种 植 业 ) , 其 次 为 害 兽 及 疫病 的 扑灭 以 及 解决 牲畜 繁殖 等 问题 。 牧 业 专 固化 上 

SAE IE SL PS AAR FHS AE A Be A=, AIR BS Ci a RS ES BSE) DRE a 

$48, LF: 8 PELE A OEE) BESET, 
(04) Bi Bc FEY —— eA EET fi AES BSE OE, 但 牧 业 比重 将 略 形 

SRI (ESE SEE SEZAETE A ME LLAMA fie] FEES)» WEA BES Hh UCAS BOE 

YT, BREE IL HH ES IOS A, 其 次 为 重视 牲畜 繁殖 , FE He BI 

EFPIA Behl FEE AO LS, PERS BNE EE HE (BZ BS RSE) 

#6 (FE PHOTPA Rh EE) HIF GREE S29 SPR TET IL KBE TELE RE, 武 都 
DEK BLU BE IE WE AA Fe fad Fe. 

常熟 的 农业 生产 和 人 口 分 布 
胡 焕 户 
(华东 师范 大 学 地 理 柔 ) 

TOPLAS AL AEE, ARSE AACS, 西 面 刍 着 江 险 ,西南 接着 无 锡 , 南面 接着 吴县 、 

香山 。 原 先 的 常熟 县 城 和 它 附 郊 地 区 , 现 设 为 常熟 市 ,是 省 塌 市 (由 苏州 专署 便 导 )。 其 

第 四 乡 地 区 , 现 设 为 常熟 县 ,县 人 民 委 员 会 仍 设 基 市 内 。 

常熟 县 市 全 境 ， 都 是 长 江 在 近代 所 形成 的 冲积 平原 。 市 区 西部 的 拱 山 以 及 县 境 北 

面 的 往 山 ,都 是 侵 鲁 残 余 的 扳 山 。 氏 山高 崇高 出 海面 仅 265 公 尺 ,全 山 面 积 1 方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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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因 防 倭 郑 ,靠山 筑城 ;这 里 又 有 仲夏 、 言 优 古 墓 ,因而 成 为 江南 名 山 之 一 。 

pe hea Ay Flt 

常熟 县 公 境 陆地 面积 (常熟 市 、 傈 湖 、 昆 承 湖 、 长 江 江面 都 除外 ) 1,553.8 方 公里 D， 
1954 445) AAA 954,254 人 2， 全 县 平均 人 口 密度 每 方 公里 614 人 ;这 和 长 江 三 角 
浏 一般人 口 密度 数字 是 相当 的 。 

在 休 县 总 人 口 之 中 , 男 4715689 人 , 女 482,575 A, SHH 10,886 A, RIAL 
各 地 一 般 男 多 於 女 的 情况 不 同 。 全 县 之 中 , 人 口 在 2,000 DEAS, BAA, ep 
FI (6,694 人 ) 和 瘦 市 (5,661 人 ), 人 口 在 5000 以 上 ; 其 他 像 梅 李 、 支 塘 、 和 福山、 徐 市 各 
镇 大口 都 在 5,000 以 下 。 全 县 城镇 人 口 总 数 不 过 27,363 A, 仅 估 公 县 总 人 口 的 2.8 多 ， 
而 乡村 人 口 估 到 97.2%. 

1953 年 12 月底, 全 县 人 口 是 929,373 A, M1954 年 工 月 工 日 到 同年 12 9 31 A, 
HH AE ABC 52,449 A, HARI 56 钩 。 死 亡 19,780 人 ,死亡 率 是 21 色 。 出 生 沽 去 死亡 , 自 
然 增加 牵 达 35%, UTIL, SEA A 28,437 人 , 迁 出 36,215 人 , 迁 出 超 洒 渤 入 了 7TT8 
大; 对 总 人 口 来 说 , 仅 减 少 8.3 名 。 

(fe 1955 年 生计 ,全 县 安 户 239,088 户 , 估 到 总 户 数 的 96.2% 。 农 业 人 口 909,472 信 ， 
{HARA D Hy 95.3% 

依 1956 年 就 计 , 公 县 耕地 1,740,685 THY, AB ABLy AGE BCH 75%, KELL 
的 一 个 比率 ; PO SIL AAWINY KT LAR BLO, SEA eA inp EE GR, 
还 在 10--15 匈 ， 而 宕 地 沼泽 向 不 在 内 。 休 县 圩 田 60 万 雷 , 估 到 总 耕地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以 对 县 农业 人 口 除 公 县 总 耕地 ,每 人 可 得 工 9 TT, MAA RAR, AN 
就 只 有 1.8 亩 。 

全 年 总 播种 面积 3,308,758 亩 , 复种 指数 达 191% , 这 也 是 很 高 的 比率 ,可 说 没有 什 
ZAR ITALRYT 

PRA LIE SE, TRG BERT BA 1,145,732 亩 (其 中 早稻 、 晚 稻 各 估 一 牢 ), 估 到 夏季 播种 
.面积 的 66 多 ; 棉花 播种 面积 438,838 亩 ， 估 到 夏季 播 和 面积 的 25%, 棉 区 限 基 沙洲 和 

| WILKE: RRA, RARE, 

Ae LAR HR RAD 15%, FEAL, HAT 25% 可 以 余 剩 。 余 数 中 以 四 分 

1) 本 文 所 用 面积 数字 ,都 从 “常熟 县 图 (1:80,000) 上 用 求 积 仪 量 出 。 

2) 本 文 所 用 人 口 数 字 , 除 特别 指明 外 ,都 是 1954 AE 42 EYER 

3) Hes WES MBS YA ASR HI 10 多 ,主要 是 女童 多 从 男 音 。 

4) 本 文 所 用 耕地 、 播 种 面积 和 产量 等 数字 ,都 由 主管 方面 供 粉 。 

5) 本 县 人 民 食 粳 , 除 大 米 外 ,元 麦 估 10%, H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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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 RIM, 淋 有 四 分 之 三 PURI, HE, 常熟 之 名 D， 淘 不 
WE. 

粮食 以 外 , 常熟 年 产 皮 棉 20 万 担 , 油菜 子 1077 HH (MHA ARE, 全 县 栽种 面积 

116,600 亩 )。 棉 产 中 绝 有 三 分 之 一 供 答 常 训 市 各 和 纱布 厂 纺 积 之 用 ,其 余 三 分 之 二 输出 到 
上 海 等 地 。 油 菜子 也 以 部 分 供 输 本 地 食用 ,其 余天 部 分 可 以 办 出 。 在 长 江 三 角 济 各 县 

之 中 , 常熟 确 星 一 个 相当 富裕 的 县 份 。 即 使 人 口 十 分 稠密 ,本 地 人 民 的 生活 , 还 是 比较 
寅 裕 的 。 

二 . 常熟 市 的 情 殉 

常熟 市 原 从 常熟 县 所 分 出 , 同 常熟 县 至 今 仍 有 极 密切 的 经 济 关 系 。 常熟 市 现在 可 

分 三 个 地 区 : LR, 2. 郊区 , 3. BEI, 

城区 原 是 旧 常 熟 县 城 ,面积 2.4 方 公里 多 ,人 口 67,469 人 ,平均 人 口 密度 ,每 方 公里 

Us 28,110 A; 这 是 人 口 密集 地 区 ， 主要 是 工商 行政 和 住宅 区 。 这 里 现 有 小 型 纱 厂 四 个 

单位 7 个 工场 , 共有 和 纱 锭 2 万 多 。 布 厂 17 处 ,每 年 产 布 900,000 匹 。 原 棉 主要 是 由 常 
熟 县 供给 的 ; 产品 以 一 部 分 供应 本 地 , ERG IG GRETA 9,000 Di RESE 
是 常熟 最 重要 的 工业 。 

ARE MRA 28 HAE, A 26,343 人 ; 山南 各 区 人 口 密 度 每 方 公里 在 二 000 人 以 

上 , 出 北 各 区 在 800—1,000 人 。 这 里 居民 以 安 耕 为 主要 职业 , 但 也 随时 到 城区 或 其 他 
乡 区 参加 工商 劳动 。 眶 山 除 山脚 有 些 居 民 , 山 上 邦 少 居民 。 

常熟 市 的 征 食 和 和 纺织 原料 , 主要 靠 常熟 县 的 供应 ; WTS POS PSE 
县 的 乡村 居民 为 主要 销售 对 象 。 

=. AK Peat 

Bh ALN BTA LZR, 但 北部 中 部 和 南部 , EL RAUL A, 各 地 人 
口 密度 也 很 有 差别 。 

1. 西北 沙 测 区 LIAL, REPRO AWA SHR. WAS 

个 沙洲 ;最 北 一 个 叫 常 队 沙 , 旧 属 南通 ,以 后 划 归 常熟 。 三 个 沙洲 之 间 , 以 及 沙洲 和 陆地 

之 间 , 在 三 、 四 十 年 以 前 ,还 都 有 夹 江 分 开 ;以 后 逐渐 汽 没 ,现在 仅 保存 北 中心 河 \ 南 中 心 

河 等 作为 内 河 航道 。 在 1956 年 三 月 以 前 , 这 里 分 为 常 除 、 沙 训 、 南 丰 三 个 区 ; 从 去 年 以 

来 ,三 区 合并 为 一 个 区 ,总 称 为 沙洲 区 。 

沙洲 凸 出 江 中 , 江 流 到 此 作 一 大 弯 。 紧 靠 沙 洲 之 东 , 因 非 主流 所 及 , PMR. HE 

1) MADARA ATE 540 年 , 见 清 言 如 泗 纂 “ 常 昭 合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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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以 前 ， 原 有 合作 沙 等 ， 互 相连 接 , 贷 如 坷 及 ,最 近 已 届 立 生 建 乡 ， 和 旧 南 丰 沙 相 接 。 从 

合作 沙 再 向 东 , 现在 还 有 很 多 沙 训 ,正在 成 长 ,预计 儿 十 年 后 ,都 将 成 为 陆地 。 

沙洲 都 由 长 江 新 浴 所 成 , 芋 多 风沙。 地 面 高 於 吴 小 需 点 仅 3 一 和 公 尺 ; 渤 水 期 或 高 

WN, ASTER, HEB. KB ARI, DOK BRIBE A EL). HSE 

Ho AD SREARBBEAU EL. 

常 险 、 沙 洲 、 南 直 三 个 区 的 合共 面积 284.8 HAH, 1954 年 年 底 ， 三 个 区 的 人 口 其 
200,095), , 平均 密度 每 方 公里 704 人 人。 个别 的 乡 像 扶 又 的 密度 达到 卫 223 A, 

以 上 三 个 区 的 耕地 共 334,000 亩 , 估 到 土地 总 面积 的 78 儿 ,平均 每 人 可 以 分 配 耕 地 

1.67 Hi, 据 1956 年 的 纺 计 , 三 个 区 计 种 棉 178,798 亩 ， 估 夏季 作物 面积 的 53 多; BLA 

117,171 亩 , 估 夏 季 作 物 面积 的 35 多 。 以 同一 块 田 来 谣 ,往往 一 年 种 稻 , 一 年 种 棉 。 冬 季 

作物 以 小 麦 和 元 麦 为 主 。 

依 常熟 的 慨 惯 ,农业 社 的 收 从 以 业 食 为 主 的 吓 粳 食 社 ,以 棉花 为 主 的 叫 技术 社 ， 据 

1957 年 三 月 生计 , APPR MPU WK, JA AL Ee EL 75 个 ,社员 24,862 户 ; 技术 和 社 102 

个 ,社员 25,494 户 。 技 术 社 多 数位 蕉 西部 ,这 里 地 势 稍 高 ,种 棉 比 较 多 些 。 

沙 测 区 的 另 一 个 特点 ， 就 是 这 里 的 居民 ， 有 不 少 是 从 南通 、 海 站 .崇明 等 县 迁 来 的 ; 

一 个 原因 是 由 放 常 险 沙 过 去 全 经 属於 南通 , 另 一 个 原因 是 由 耿 南 通 居 民 长 认 开 用 沙田 ， 

耕种 棉花 的 关系 。 据 1956 42> A ital, 新 沙洲 区 共有 居民 49,947 卢 ， 其 中 农户 估 

997% 强 , FER fi 1% 44,1 487 户 。 

2. 沿江 高 田 区 WU, WIT, 属 去 高 田 区 。 这 是 长 江 的 老 冲 积 区 ,过 去 

FAIL AKL, 潮水 顶 托 ， 形 成 为 天 然 堤 。 这 里 地 势 不 仅 高 论 北 面 的 沙洲 ,也 高 讼 县 境 

Wai, Hee eS eS A RY 4 一 5 公 尺 ;东北 部 尤 见 高 爷 ， 达 5 -6 公 尺 。 沿 江 一 

带 ， 旧 设防 潮 海 提 , AWE aR, SEA ARIS TERRE, RAST DR, Tk 

麻 涨 ,有 时 可 能 被 港 。 从 太湖 流入 长 江 的 河 港 很 多 ,西部 的 福山 塘 , 东 部 的 白 若 塘 比较 重 

要 。 这 里 的 河 塘 (在 常熟 也 叫 泾 ,也 叫 浦 )， 由 於 地 势 南 低 北 高 ， 波 水 作用 很 小 。 江 潮 高 

BRAIN Cem Fa RA Yb 7.95 AR), WER AE, BEER, 潮 

BRAN) , BASEN ie WAP ITI, WOK ATL, BOREAS (CE LC ENE , as BSE MVE HR, 

UriL WE , AASHUPLAN HE Ae], SPOS AR ve AB 

里 。 治 江西 区 : WR Re, HARK, AERA WE, (EAR 

HY, ABRARRESNAEK, DRA eo, IAS HL AMEE, 

FATE PEASE A RA STK , 全 部 面积 335.9 方 公里 D2。 境 内 耕地 392,000 tit, AA 

地 总 面积 的 78%。 人 口 224,190 A, 2B A BIE iS C667 A, 每 人 可 以 分 配 赫 地 

1) SE FAA FDA WA, TRI Race, DIK SE bate; OF ie 



176 地 理 学 rt ¥} 1958 年 

1.7 Ti, PS 1956 4A PERT, PY BP BOK AR 323,954 亩 ， 估 到 夏季 耕种 面积 的 838%， 可 褒 

是 压倒 的 优势 。 这 里 每 亩 产 稻谷 550 AeA EA BM, DAE RA 38,719 亩 ， 
仅 估 夏季 赫 种 面积 的 12% . 

乙 . 沿江 东区 : 沿江 东区 包括 旧 吴 市、 讲 浦 、 梅 李 三 个 区 ,现在 从 为 吴 市 、 梅 李 雨 个 

KAA Be, AHS 279.6 方 公里 ,人 口 205,645 从 ,平均 人 口 密度 每 五 公 里 735 

人 。 其 中 旧 梅 李 区 平均 人 口 密度 达 831 入 ,在 各 旧 区 之 中 ,密度 是 最 高 的 。 梅 李 区 的 王 

市 乡 更 高 达 了 387 A, EAE 208 个 乡 之 中 ,人 口 是 最 密 的 。 

沿江 东区 是 全 常熟 县 最 重要 的 产 棉 区 。 赫 地 面积 312,000 亩 , 估 到 土地 总 面积 的 

75% , 195646, beh 176,645 亩 , 估 到 夏季 耕种 面积 的 56%。 同 年 ,种 稻 只 有 99,778 
TH, 仅 估 耕种 面积 的 82 和 多。 这 里 是 全 县 最 重要 的 产 棉 地 ,不 仅 总 产量 最 多 , 单位 面积 产 

。 量 也 是 最 高 。 在 新 划 的 吴 市 、 梅 李 十 区 , 虽 市 的 棉田 攀 十 倍 於 它 的 稳 田 面积 。 新 吴 市 区 

MAG HLILAT 5 个 和 社 ， 而 技术 社 达 89 个 社 。 一 方面 这 里 是 至 县 最 重要 的 产 棉 区 ， 另 方面 

也 就 是 全 县 唯一 的 缺 簿 区 。 治 江西 区 的 谢 桥 短 食 社 有 114 个 ,技术 和 社 仅 有 工 个 ; 同 爱 市 

区 在 棉 钙 关系 上 恰 成 相反 的 比例 。 
沿江 东区 地 势 高 , 沙 质 重 ,不 适 共 灌溉 ,以 种 棉 为 主要 ; 沿江 西区 。 以 种 稻 为 主 , 主 

要 靠 机 船 抽 水 灌流 。 

3. BBS HPAI SMES, WES, WI RE 
AR; 在 洪水 时 期 , 有 不 少 地 面 , EMORY, | BCP RS FE A A SE AE HS 

同 。 

I, POPPER: DFE REL IF ORR RRIKIN EK, BULL ART OK, Ae 
bi LX AL Ta AAR TT , BRE SAAS FIA) (Te A 12.8 Fh ZN) BSL WI (TT A 18.1 jp A) 

Wis 中 部 的 华 蔓 , SR BRIAR AMMEN, TERED MIA He BE EZ (DEAR 
4.9 ZAR, HSH UEDK 3.6 公 尺 ); 公 靠 坦 岸 保护 ,成 为 本田。 

新 缚 塘 区 总 面积 259.7 方 公里 ( 傈 湖 、 昆 承 湖 湖面 积 除 外 ) ,耕地 276,140 亩 ,耕地 估 
陆地 总 面积 的 71%, AT 187,946 人 ,平均 人 口 密度 每 方 公里 531 A ARIA 

就 分 乡 航 计 来 说 ,北部 比较 稠密 , 南部 更 见 稀 球 ,网 有 件数 的 乡 , 密 度 在 300 左右 。 以 入 

口 除 耕 地 ,每 人 狗 得 二 雷 。 
PE BS LSPS, PPS, 每 亩 在 510—540 Jp, ec HL, RAS 

M1, DECREE, READ ACBEWE, JRE ELA ETE RWG, BELA RAIL 

械 排 灌区 , 计 届 四 个 排灌 站 ,负责 排灌 水 田 锡 3 TT THT AS OC RT SRD. TH CIC 
境 加 了 农 产 。 将 来 如 能 汲 步 推广 ,对 共 提 高 生产 力 , 境 加 农 产 量 , 是 有 巨大 作用 的 ”。 

1) 违 同 古里 区 的 从 字 乔 抽水 站 等 ,现在 常 熟 县 全 县 机 械 排 蓝 面 积 已 达 56 万 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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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RMP: EWE IK RE PK, 现 归 佛 为 古里 和 支 

塘 两 个 新 区 。 本 区 地 势 低 窒 , 过 去 也 多 湖 蓝 ; 现在 逐渐 缩小 ,但 是 雳 星 池 沼 财 地 , 还 是 到 

bee. Set yh IK, A RE TEE EMR. 这 里 有 不 少 从 苏 北 移 来 

的 居民 ,这 对 人 口 一 般 稠密 的 常熟 来 说 ,是 非常 特殊 的 现象 。 

东南 塞 地 区 面积 83941 方 公里 ,人 口 186,388 人 ,平均 人 口 密度 每 方 公里 473 人 ,是 
AREER WK, BRAGA BEE, BADR. MUIR HE Mite, BIA 

妇 密 度 每 方 公里 只 344 人 ,在 各 区 中 密度 最 小 。 其 中 旧 徐 振 乡 每 方 公里 仅 200 人 ,在 全 

县 各 乡 中 是 最 少 的 。 
东南 塞 地 区 耕地 共 433,269 亩 , 旦 殖 指数 为 73%。 以 人 口 除 耕地 ,每 人 可 得 2.3 亩 ， 

耕地 和 人 口 的 比例 , 这 里 是 最 高 的 。1956 年 ,这 里 种 稻 348.916 Tt, 估 到 夏季 作物 面积 
的 81 和 %。 这 里 每 让 产 稻 仅 450 斤 左 右 ( 其 中 多 数 是 种 的 早稻 ), 在 全 县 是 最 低 的 。 一 般 
都 用 牛 车 排灌 ,最 近 才 开始 探 用 机 械 排 灌 。 全 区 仅 北 部 边缘 有 少数 棉田 ,单位 面积 产量 

在 公 县 也 是 最 低 ( 每 雷 仅 产 皮棉 17 JT AAG) 0 
_ 由 此 可 昂 常熟 县 境 以 内 ,由 亦 自 然 . 径 济 . 和 开发 历史 的 不 同 , 各 地 人 口 密度 ， 有 着 

很 大 的 不 同 。 以 旧 区 为 计算 单位 ,最 密 的 像 梅 李 区 在 800 以 上 , 最 稀 的 像 唐 市 区 在 400 
以 下 。 以 乡 为 计算 单位 ,最 密 的 为 1387 A, 最 稀 的 仅 有 200 人 。 过 去 一 般 以 为 像 常熟 

这 样 沿江 平原 , 人 口 一 般 都 是 很 密 , 不 会 有 怎样 大 的 差别 。 作 者 这 均 纵 制 常熟 人 口 密 
度 圆 ,发 现 各 地 差别 很 大 , 无 法 公 面 加 以 解释 。 直 到 经 过 实地 调查 以 后 , 才 初 步 弄 清 其 

中 主要 原因 。 

YU. ti 莱 

常熟 是 长 江 三 角 洲 上 一 个 典型 地 区 : TERRA, PAR RY I LIA 

濮 积 的 高 田 , 而 南部 有 多 湖沼 的 崖 地 ;在 农 产 方 面 ,沙田 是 棉 稻 生 种 地 区 ,沿江 西区 是 高 

产 晚 舟 区 ,沿江 东区 是 产 棉 缺 短 区 ,而 南部 塞 地 一 般 是 圩 田 低产 区 。 
由 於 各 区 自然 . 轻 济 和 开发 情况 的 不 同 , 人 口 密 度 也 就 有 着 很 大 的 差别 。 沙 洲 区 和 平 

均 人 口 密 度 704 人 ,沿江 西区 667 人 ,沿江 东区 735 A, PERE 531 A, EME 

473 人 。 以 旧 区 为 计算 单位 ,最 密 的 像 梅 李 区 达 831 A, 最 稀 的 像 唐 市 区 仅 344 人 。 以 

乡 为 计算 单位 ,情况 比较 复杂 一 些 , 最 密 的 每 方 公里 达 1387 人 ,最 稀 的 仅 200 人 。 

附 周 工 是 常熟 县 的 行政 区 划 圆 ,在 1956 年 3 月 以 前 , 常熟 县 分 为 14 个 区 ; AEE 
为 8 个 区 ,一 个 直辖 饥 。 

Hy fal IT 是 分 乡 人 口 密度 图 ,常熟 县 旧 分 215 4S SCBA HEY 96 TG Ga), Bb 
地 面积 也 553.8 方 公里 计算 ,平均 每 乡 锡 为 了 7 方 公里 。 分 乡 人 口 密 度 图 和 实际 情形 最 为 

接近 ,但 因 区 划 过 多 ,各 乡 密度 差别 还 是 相当 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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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圆 II 是 分 区 人 口 密 度 圆 ,这 里 是 以 旧 区 为 计算 单位 , 较 分 疙 圆 比 较 具有 概括 性 ， 

但 缺点 是 过 於 简 单 化 一 些 。 利 用 分 区 和 分 乡 的 密度 网 ,可 以 比较 出 雨 种 方法 的 优 劣 。 

武威 第 五 区 农业 生产 调查 简报 
Res 

CRS Beso ) 

RRA EK IG LAL, AK AK 74.8 方 公里 , BAB IS 个 区 中 较 小 的 一 
个 (参考 “对 武威 的 地 形 和 水 系 : 一 文 的 补充 ” 附 圆 )。 本 区 辖 地 西南 部 是 那 连 山 攻 冲 积 

a7, 东北 部 是 河西 走 询 平原 。 由 水 源 情 况 来 分 析 , 全 区 自 西南 至 东北 可 划分 为 三 带 : 
最 西南 部 是 纯 山 水 区 , 最 东北 部 是 短 泉水 区 , URC ASS EE GRRE. 
襄 来 ,泉水 是 主要 水 源 。 

区 人 民 委 员 会 所 在 地 的 永昌 堡 (照片 1)， 离 县 城 20 公里 , 海拔 高 1550 米 , 低 於 县 
城 30 米 。 它 大 和 致 朗 位 在 山水 和 泉水 的 分 界 穆 的 东 边 , 旧 日 的 甘 新 娃 道 亦 通 过 这 里 。 据 
AWE, ABM PRR, PAA EE, BAN”. ERM EE 
元 代 高 昌 王 的 舟 治 中 心 ,现在 堡 外 还 保留 着 当时 城 廓 遗址 ,估计 旧 日 城堡 面积 大 多 有 工 
平方 公里 。 

Rs 

FUT 1 永昌 堡 远景 , 近 处 照片 2 “永昌 堡 附近 一 个 

AA ETO CE LE 普通 农家 

* 1955 年 6 一 10 月 作者 参加 本 所 的 甘 甫 铀 查 队 ， AP PII UT RAKE, SAAT RA 

代表 性 的 区 少 进 行 较 评 秋 的 才 察 ,本 妇 邹 是 这 类 于 型 调查 的 成 里 之 一 。 苗 州 大 学 地 理 柔 靖 续 武 数 授 协助 了 

RE, M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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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本 区 原先 植 秆 茂密 , 据 老 农 谈 ， 永 昌 堡 至 武威 城 之 间 过 去 全 为 密林 , 二 地 变通 必须 
绕道 而 行 。 随 着 星 赫 面 积 的 扩大 ,原始 林地 不 断 短小 , 禾 至 完全 艳 味 。 现 在 所 昂 到 的 竺 
木 仅 有 二 、 三 十 年 树龄 的 杨 树 、 梭 树 , 分 布 在 治 边 , 偶 有 沙 束 、 悍 柳 等 ,都 不 成 大 片 。 

区 内 土壤 , 老乡 分 为 三 类 :“ 立 十 ( 青 士 )”“ 平 十 (黄土 和 黄 沙 士 )”、“ 碱 十 "2。 实 则 
前 二 者 便 是 灰 漠 钙 士 ; 后 者 是 几 注 土 。 在 永昌 堡 外 见 某 农 家 扶 士 筑 壮 ,由 这 个 新 剂 面 观 

BACH) 0.6 米 , 下 为 黄 沙 士 , 夹 有 钙 结 核 ,更 下 为 条 沙 , 沙 下 有 碌 石 层 , 碟 石 层 
下 则 是 地 下 水 层 。 
自然 伙 害 方面 ,在 泉水 区 水 源 比 较 轻 常 可 先 , 不 怕 旱 , 但 天 时 失常 便 易 引 起 宏 作 愧 

病虫害 。 如 在 春 麦 青 划 刚 露头 时 天 下 雨 雪 , 幼 昔 受 冻 易 生 黑 重病 , 几乎 年 年 发 生 , 严重 
时 可 沽 产 百 分 之 二 三 十 。 又 在 麦子 将 成 熟 时 , 如 天 气 特 别 干 热 则 易 生 “ 黄 胆 病 ” 谷 子 年 
EAE SE ESTER, WERE AL ERROR B, Bl PEAK Ms 

SP REREAD eRe, LS Pe, RE. 

ALLE PRES, PEER AS PE BE, 8 AB A Pe TD, —- ELK. 
1954 年 全 区 共有 居民 37,067 A, Hep AD fh 985%. PYHAD BE SHAD 

里 488 人 ,是 至 县 平均 数 的 6 倍 。 人 地 上 比例 在 区 内 的 泉水 区 和 山水 区 亦 有 所 不 同 。 HR 

水 区 水 源 丰富 ,土地 肥厚 , 因此 开发 在 先 ,人 口 密度 较 山 水 区 高 ,每 一 安民 平均 分 得 耕地 

Pe KED, 再 和 盈 县 平均 数 比 较 , 则 本 区 人 多 地 少 的 情况 亦 显 而 易 见 。 下 表 选 择 了 
四 个 代表 性 的 乡 和 公 区 、 公 县 数字 作 一 对 比 : 

区 
Bay | wre 2,838 9,980 

个 Hi 桐乡 | IL eH BE 3 ,338 8,439 

: | RX | Ws BS 3,339 9,674 

; WF Kk mk EK 2,880 6,168 

全 区 SOI 36,524 | 104,165 

全 2 WA ye ——- | 1,670,845 

HK Aj — BBP LL KK, AE A am A TE RL Ee Be, Be IK SF 

AS UL SRS EE Ey A Ea RA A He TE SR pd ENS es CH A FER PS 

得 地 3 一 4 亩 ,正规 山水 区 每 一 农民 可 得 6 一 8 HH) AER iia, A BHP w He He ee 

著 的 。 据 区 政府 生产 干事 谈 : 全 区 农户 中 多 有 10 多 AR, 80% KEM PR, 

SEAR 10% SUG ORL I, ARE WS TF UR Ba SE AT BCR HERE. AREER ART AS Be 

正规 山水 区 ,副业 生产 对 地 方 经 济 特 别 重要 , 原因 在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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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GS Pr AI A HEE AY 1954 4E Ze, GRA 1955 eR, 合作 社 成 立 后 

FE BEES ARH i eS By EFS, EL BSE RES EY DE 4 Er IR 

超过 个 体 生产 。 

农 作物 

本 区 生长 期 长 钓 190 K, 农民 为 了 水 量 使 用 得 以 均衡 ,劳动力 和 冀 力 便 於 遇 转 起 

见 , 在 生长 期 限度 内 使 各 种 作物 的 播种 和 收获 期 代 量 错开 。 虽 然 基 本 上 是 一 季 作 物 区 ， 

MAE ASA KAZ. SEARLE AER TED, Wa ZEKE. TG ER Bb. HE 

TEAR RSE BRACE TERK EGR ED, ALE. Es 

小 麦 是 本 区 最 主要 的 作物 ,产量 大 、 价 值 高 ,安民 都 优先 \ 促 可 能 多 种 植 它 , 狗 估 作 

物 总 播种 面积 的 35% 上 下 。 每 年 春分 和 大 麦 同时 播种 ， 而 成 熟 略 退 亦 大 麦 ， 藤 云 :“ 小 

BRA, 大 暑 小 麦 紧 跟 上 ”。 和 常见 品种 有 : 96 BINA RF CRLF. AER, 

其 中 以 自 麦 子 生长 情况 最 好 ,单位 面积 产量 亦 最 高 , (AR HL Ey, An KIS Be A 

便 无 保证 ,因此 农民 仍 有 种 产量 低 而 抵抗 力 强 、 收 获 示 有 保证 的 光头 子 一 类 的 土 种 支 。 

小 麦 价值 高 (小 麦 一 斤 一 角 ， 靡 子 一 斤 六 分 ,谷子 一 斤 五 分 ), 农 民 把 它 看 得 重 亦 一 

切 , 但 农民 自己 花 不 吃 小 麦 , 主要 是 把 它 卖 出 换取 一 般 生 活 痊 料 和 生产 资料 。 虽 然 如 

VE, 任何 一 户 农 家 不 可 能 把 所 有 的 地 全 部 种 上 小 麦 ,原因 很 多 : 

工 过 去 小 安 经 济 自 足 自 给 的 趋向 十 分 明显 , AR Bae ie ASA DUIS PY HE Gg Bee WE 

AEF, FAG, 他 为 了 获取 较 高 收 丛 多 种 小 麦 和 大 蘑 一 类 的 径 济 作物 ,为 了 和 白 己 糊口 便 得 

Ble peas Foe LL EA OS RE TSR BE ee AS fi) BE PB OLB EK EEE i 

FE Whe A ee 此 外 在 可 能 范围 内 还 要 种 些 芯 荣 等 。 需 要 是 多 方面 的 ,作物 种 类 也 因而 

多 样 化 了 。 

2. 小 麦 需要 肥料 量 大 ， 如 全 种 小 麦 则 多 数 宏 户 自家 所 有 肥料 不 足 供应 ,如 都 向 城 

让 联运 则 非 一 般 农 民 财 力 所 能 贫 担 。 

3. 每 一 安家 输 到 灌水 都 有 一 定 的 次 数 和 了 时间， 如 各 家 同时 全 各 小麦 则 不 仅 水 量 有 

习题 , 讨 先 就 后 亦 有 矛盾 ,因此 必须 分 种 生长 期 不 同 的 作物 ,错开 灌水 时 间 , 水 源 利 用 才 

得 均衡 。 

4. 小 麦 吸 肥 力 大 ,消耗 地 力 可 观 , 如 违 种 多 年 生长 情况 便 每 驶 念 下 , 事实 上 只 有 个 

别 水 源 丰 富 、 肥 料 供 应 方便 的 地 区 才 有 连 种 四 年 的 ， iB Se He, PEE 

二 年 便 得 和 其 他 作物 倒 楼 。 由 共 以 上 这 些 实际 条 件 的 限制 ,是 然 法 把 所 有 的 地 永远 多 

BDZ. 

FFE SG BE ESTEE BP BP, Wo TILK. RE ARIS a, BEE 

TSF» Wt a“ AKA BEL EER”. WISI FIA T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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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E EHP AREAS 清明 前 后 ， 制 麦 后 随即 收 茂 ， 每 季 滤 水 大、 七 回 , 需 水 量 特别 
大 ,因此 只 种 基 水 源 较 轻 常 的 泉水 区 , 山水 区 极 少 种 植 。 大 蘑 又 需要 大 量 施肥 ， 肥料 多 

少 直 接 影 响 产量 高 下 , 例如 武威 县 城 附近 因 凑 肥 
取 输 方便 ,生长 情况 良好, 村 高 过 人 (照片 3)， 离 
SR AE 57 , FEE HWA A PA HE RAE RAG, 如 永昌 堡 

附近 已 不 及 一 人 高 , 离 城 更 远 的 张 兴 乡 虽 在 泉水 

区 , 却 因 缺 乏 大 牲口 去 城中 拉 凌 ,很 少 种 植 大 芒 的 
ns 

甜菜 在 1947 4 FF Hh Ash, Hk — Be ey 

地 主 为 了 元 糖 吃 而 种 的 , 士 改 后 地 少 了 ,也 就 不 种 

了 。 一 般 农民 则 因 种 植 手续 麻烦 ,而 且 收 丛 也 不 
Pees KK, AAA, A 1952 年 以 后 本 区 便 不 再 

照片 3 BLAIR, 种 植 。 现在 武威 县 内 仅 一 区 种 植 较 多 ,可 说 是 武 
生长 情况 良好 。 威 经 济 作 物 最 发 达 的 一 区 0 

wt TF 

Ee Ay RAT HUHATE IED SU: RUDE AE, BERRA EE Ae CR 
EARLE, Bh IG ss 9”, 因此 只 能 种 一 年 ,不 能 连 楼 ), EE AAR EK DEE 
和 芝 豆 混 种 ,可 使 地 力 恢复 ) 一 年 ,在 肥料 较 多 地 区 可 接种 山药 ,然后 再 接种 小 麦 。 

弛 济 作物 中 ,大 蘑 在 肥 源 充足 的 前 提 下 可 以 连作 , 胡 蔗 因 不 上 凑 , 只 种 一 年 ,随后 必 
须 改 样 ,多 数 是 接种 小 麦 ;施肥 后 可 恢复 地 力 。 

泉水 区 人 多 地 少 ,-- 般 扰 输 网 地 ,只 有 在 极 个 别 水 源 发 生 问题 处 才 有 休 并 的 。 至 也 
出 永 区 ; 因 劳力 缺乏 或 因 倒 楼 需要 , 输 软 比较 多 见 。 

本 区 因 铀 料 不 足 , 牲 畜 不 多 ,尤其 缺乏 大 耕 冀 。 如 张 兴 少 东 庄村 合作 让 16 户 种 150 
千 地 ( 锡 侣 270 亩 ), 只 有 天 牲口 5 冻 、 小 牲口 10 冻 。 小 竹 口 只 能 做 轻 量 工作 ,不 能 拉 车 
运 肥 料 和 燃料 ; 因此 感觉 冀 力 不 够 用 。 整 不 五 区 有 小 牲口 的 农户 不 过 T0—80% , 还 有 
20—30% Ay AMPED WUT. 所 有 田间 劳动 /io 利用 畜 力 , s/io 还 得 依靠 大力 号 
本 区 原 有 安县 都 是 木质 的 ,小 牲口 还 能 勉强 拉 。1955 年 秋 开 始 利 用 新 式 铁 制 安 具 ; 小 性 
口 拉 新 式 五 寸步 邓 要 一 头 合力 (二 驴 扫 杆 ) 才 行 , 坟 重 的 七 寸步 复 便 扰 法 应 用 。 这 样 , 由 
蕉 冀 力 不 足 , 便 影响 了 耕作 的 改进 。 
现在 人 、 畜 力 的 分 工 是 : 坟 笨 重 的 使 用 畜 力 ,其 他 赫 作 依靠 人 力 , 有 一 项 笨重 的 劳动 

则 是 畜 力 乱 法 代替 的 , 便 是 地 力 消 竟 : 作 物 生 长 不 良 的 地 ,安民 用 詹 铣 深 控 一 尺 至 二 尺 ， 
把 底 十 翻 上 , 翻 过 后 的 新 土 第 -一 年 还 长 不 好 ;二 、 三 年 后 才 有 好 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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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成 立 的 合作 和 社 在 耕作 技术 方面 较 单 二 所 和 互助 组 已 有 显著 进步 , 例如 单干 或 互 

助 时 种 谷子 不 上 肥 , 合作 社 一 斗 谷子 地 上 十 车 土 凌 ; 一 斗 麦 地 互助 和 组 上 十 多 车 土 凌 , 合 

作 和 社 上 20 车 ; 互助 组 中 赫 除 草 不 过 二 回 ,合作 社 至 少 三 回 。 

YA, et | 
VERN GOR, CRU RW, 以 泉水 为 主 , FEMA ke. BIYAK 

TRUE S Se, RBEAG 9,600 多 亩 地 外 , WEARS 960 SrrHH. JHA AEE”, 在 夏 

FRE 7K WS 15 — FEW REBE 80 TH, 一 轮 (20 K)RERE 1,600 SH. He“ PUR”, SEL 

BE 10 亩 地 ,一 轮 共 淡 200 TL, RAKE SAK KD RR, Ai an te. 

PSL ARS OEE _L AFAR EWA (ON Aki”), 春分 种 麦子 后 直到 立夏 才 淡 第 
一 回 水 ，20 天 左右 谈 二 水 , 每 一 轮 间 隔 时 间 长 短 根 据 几 种 情况 而 轴 : CL) KAS By BE 

些 ， 输 灌 时 间 可 缩短 几 天 ， 水 小 时 旭 关 隔 要 长 些 ，(2) 土 质 好 的 “ 立 士 " 区 可 略 退 几 天 

BE, BeSHy “ZBL” KM LAB. aA 20 天 左右 淡 三 水 ,更 后 20 KEP, 

WARE AKO, 究竟 小三 灵 还 是 四 砍 ， 视 下 烈 情况 而 定 : MRA ALE 

的 , 水 天 时 上 下 都 可 输 到 四 回 , 水 小 时 在 下 涛 的 地 便 不 一 定 输 到 第 四 回 ，(2) 和 土改 有 

关 久 平 土 ”一 般 宜 多 浇 一 回 ,“ 立 土族 三 回 便 行 ，(3) 和 品种 有 关 , 小 麦 的 迟 熟 品种 如 自 

麦子 、 红 珍 塔 须 多 汉 一 、 二 回 水 。 其 实 恋 水 灵 数 多 不 一 定好 ,如果 肥料 足 、 中 赫 加 工 好 ， 

少 放 二 回 水 ,一 样 生长 得 好 。 据 东 庄 村 合作 和 社 的 几 个 老农 谈 :“ 少 江水 的 麦子 长 得 矮 ,但 

可 多 打 面 (出 粉 率 高 ), 品 质 又 好 ,大概 灌 三 坎 水 的 麦子 一 斗 打 40 斤 粉 , 江 五 .六 回 水 的 

一 斗 只 打 38 斤 。 

江水 深度 :麦子 头 江 1 -2 FRE, 渔 过 就 算 ,二 水 3 一 4 寸 深 , 三 水 和 四 水 其 淡 荆 寸 多 

深 ; 鼓 时 多 雨 ,又 常 括 风 ， 随 淡 随 流 ， 才 子 将 成 熟 ,重头 重 , 谈 深 了 才 子 便 易 被 吹 倒 。“ 头 

TH IKE SARE VE TR” HE EF, = BL ERE. 

"FA BRAR HS EAE AR HIE TK , ER AD IF Hh OES ZS Sh (ED ARR”) » FETE BEE 

位 等 播种 后 40 KBESIIK, 此 后 亦 是 每 隔 20 天 左右 滤 一 回 , 一季 共 汉 四 回 。 大 概 作 物 中 

的 谷子 和 小 麦 晚 敦 和 种、 土壤 中 的 “ 平 十 "喜欢 多 一 次 水 , 张 兴 乡 许多 秋 禾 地 有 淡 五 .六 回 

的 。 滤 水 深度 同 夏 禾 地 。 
每 年 寒露 收 完 秋 禾 后 ,到 立冬 开始 泡 冬 水 ,多 数 地 要 泡 , 泡 四 寸 深 , 泡 满 即 放 走 。 所 

有 田地 中 的 水 要 在 小 雪 河 沟 开 始 封冻 前 ,一 律 放 入 河沟 去 。 

分 布 在 低温 地 点 的 田地 不 泡 冬 水 , 叫 作 “ 干 敏 地 ”， 因 为 多 泡 水 地 面 便 僵硬 ， 不 利 作 

物 生 长 .“ 王 敏 地 ?到 次 年 春分 前 可 播种 小 麦 。 亦 有 作为 “ 干 敏 地 ”处 理 的 地 , eB Ag AY 

特别 严重 , 则 必须 在 请 明 前 后 补 泡 春 水 ,这样 “ 干 禾 地 ”又 成 了 春水 地 了 。 

不 论 泡 冬 水 还 是 泡 春水 ,是 灌 浙 中 最 重要 的 一 着 , 它们 为 夏 禾 或 秋 禾 的 生长 创造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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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Pe BAM BE: “ARK AE, ROKR”, BY AEE BE, 
本 区 微 地 形 起 伏 很 大 , 地 面 高 低 参差 ,泉源 又 很 分 散 ,为 了 照 郑 所 有 的 地 都 能 灌 上 ， 

到 处 淘 挖 泉眼 ,渠道 布置 极为 寨 乱 ， 东 西 继 横 、 上 下 交错 , RRR MEN EB BLY 

现行 的 灌 浙 办 法 是 由 渠 口 自 上 而 下 , 一 条 地 
一 条 地 输 灌 , 每 条 地 在 渠 边 都 开口 薄 筑 临时 性 填 
《用 碟 石和 泥土 堆 起 ), HEKIN REE, SOK A Bi 
52 ASILIE , IESE MERE HEN. 
本 区 1S ERE A= AACE A 

灌 、 括 风 不 灌 、 黑 夜 不 灌 ), 这 种 浪费 水 源 的 陋 避 天 
概 发 生 在 水 源 比 较 丰 富 的 所 在 ,因为 水 源 丰 足 , 随 
时 可 以 取 和 给, 便 满 不 在 乎 了 。 多 数 地 区 -一旦 坦 到 ; 
随时 都 灌 ,十 分 节 用 水 源 。 其 实 小 麦 喜欢 源 永 , 夜 

| IB EWE EGP, PAR EEA, 白天 淡 比 较 好 。 
解放 前 水 量 分配 不 按 耗 地 面积 天 小 ,而 看 势力 强 弱 ,恶霸 地 主 埋 断水 源 。 答 候 安 的 

地 虽 在 泉水 区 亦 不 能 利用 泉水 ,只 能 等 待 雨季 时 山 永 循 地 河床 下 洽 时 才能 灌 浇 , 因此 
产量 无 法 保证 ,一 斗 小 麦 地 往往 只 产 四 斗 。 惫 需 用 水 时 ,只 得 向 掌握 水 利 特权 的 地 主 
Rey 大概 利 用 一 个 时 搬 ( 一 小 时 ) 淡 1-3 斗 地 ( 视 水 量 大 小 而 婴 )， 要 化 一 斗 麦 的 昂贵 代 
价 。 解 放 后 ,和 结合 十 改 ,实行 民主 改革 , 万 除 封建 用 水 制度 , 各 乡 成 立 永 利 小 组 , 扰 分 彼 
此 ,“ 有 地 便 有 水 ", 大 家 平 享 水 权 。 过 去 画 夜 灌 浙 、 来 回 提 沟 的 办 法 浪费 水 量 , 现 亦 取 消 。 
1953 年 制订 新 的 分 水 原则 是 : 浅 夏 按 夏 禾 面积 、 变 秋 按 秋 禾 面积 、 泡 地 按 轩 杰 面 积分 配 
BKK, HAE ROBART, WAM EP, 互相 监督 。 输 水 填 后 
DEAT RAPE, 如 某 涉 永江 的 差 则 以 调 济 水 调 济 ,使 他 灌 区 灌 浙 情况 大 至 相同。 过 去 为 生 永 
而 打架 的 事 , 现 在 是 不 会 发 生 了 。 

产量 和 产品 处 理 

本 地 农民 把 所 有 耕地 , 根据 产量 高 下 分 为 四 等 : 上 地 .中 地 、 下 地 、 碱 地 。 上 地 每 斗 

(泉水 区 38 斤 为 一 斗 , 出 水 区 40 一 42 斤 为 一 斗 , 一 斗 麦 地 平均 折合 1.8 亩 ) 可 产 95 斗 

内 上 ,中 地 产 8 一 9.5 斗 ,下 地 产 7 一 8 斗 , 碱 地 产 3 一 4 斗 。 中 、 下 地 居 最 多 数 , 上 地 较 少 ， 

Pa HOS ZF 

小 麦 单 产 一 般 是 从 分 ( 即 工 斗 地 产 8 斗 ), 最 高 的 过 20 分 ， 最 低 的 不 到 6 分 。 产 量 

根据 几 种 情况 而 有 差别 : CLR IKE KARE REY, 单产 此 山水 区 高 。 如 烟 下 乡 〈 泉 水 

EK) BAH 255 Jr, 而 和 白云 乡 (山水 区 ) 仅 235 Fes 〈2) 亦 二 2? 较 “ 平 十 > 产量 高 立 土 4 

HOY 4 Pa ese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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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每 斗 可 打 10 斗 ， 平 土地 往往 要 低 */103 〈3) 合 作 社 比 单 干 户 高 ,五 区 一 般 合作 和 社 每 

亩 地 可 打 400 Br, MTA Ae 250 FEF. 

表 2 1954 年 各 种 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 斤 / 喜 ) 

作物 | 烟 下 少 | exes | 梧桐 乡 | 自 云 乡 | 全 we 县 
各 种 类 作 平均 263 250 275°). teSggebeeS 2° Bag 235 

he HE 255 254 275 235 eee B47 os by BB 
xk £ 237 232 248 ee: ae ea 4 
秋 OO 234 234 248 239 238 os 
Gi # 232 232 252 227 235. |) 204 
豆 “类 210 210 235 215 OT ae ee 
+ 155 154 166 155 | 150 ly 166 
me -F- 175 180 190 183 200 | 189 

i ae | 1440 1400 | 1498 | 1240 | 1494 | 1340 
Om [了 100 | 
ki Ls J a | Sie | 120 115 136 | 184 

He G Ae BRE a AEE A PB HB: °/ 40 BALM °/ 10 FTE PGA, */10 HH 32 CE 
UD), J» 留 着 自己 吃 。 肥 料 富足 的 安 户 可 多 种 些 ,自己 便 可 多 留 些 。 

秋 禾 中 的 谷子 在 山水 区 的 产量 略 高 记 泉 水 区 (相差 yao)， 因 为 谷子 喜欢 沙 质 士 ( 冲 
积 局 上 多 这 种 士 ), 淡 山水 又 多 洪 泥 可 肥田 ,而 泉水 区 种 谷子 一 般 是 不 施肥 的 。 

了 更 一 斗 地 下 种 四 、 五 斗 ,可 收 50 斗 ,山水 区 和 泉水 区 产量 没有 什么 差别 。 山 更 狠 

馆 , 没 有 某 、 没 有 猥 都 能 吃 , 它 和 谷子 同 是 农民 的 主要 征 食 ,所 谢 :“ 要 吃 武威 饭 , 山药 米 

Pint”, Ta BURAK, 

ASE WEARS ANF, 可 能 是 不 上 肥 的 关系 ,一 斗 地 只 产 三 斗 籽 , 每 家 所 种 不 多 ,都 自 

留 梭 油 供 食用 。 利 用 胡 芒 查 源 蘑 的 问题 ,此间 农民 还 没有 学 会 这 项 技术 。 

存在 的 问题 

本 区 除了 人 多 地 少 的 基本 间 题 外 ,三 料 缺 乏 的 情况 亦 十 分 严重 。 
本 区 肥料 扰 法 自给 自 是 , 需 向 城 里 买 凌 拉 回 使 用 ,一 车 要 化 0.5 一 1 元。 一 车 装 和 上 

四 、 五 车 的 士 朗 成 士 辩 , 大 概 种 小 麦 一 季 一 斗 地 要 上 20 WIE, 种 大 蓄 一 季 要 上 三 、 四 
十 车 十 凌 , 因 此 贿 买 娄 肥 是 安家 一 项 主要 开支 。 在 没有 办 法 或 扰 能 力 取得 辩 肥料 ,有 的 
安民 便 把 -一些 古城 堡 的 土 精 拆 坏 ,把 入 十 来 肥田 , 据 怕 这 种 老 土 性 热 , 秋 禾 怕 泳 ,上 这 种 
“热土 > 最 合适 。 

未 区 没有 种 首 荐 的 ,原因 是 人 多 地 少 每 家 分 不 出 多 余 的 地 来 种 ,而 且 要 种 后 三 年 才 
能 收 ,一 般 安家 扰 力 作 此 长 期 投 得 。 至 欠 刚 成 立 的 合作 和 社 ,在 我 们 调查 时 也 还 没有 种 植 
饲料 的 计划 。 常 见 的 蚀 料 有 : 大 麦 和 豆子 混合 、 纯 天才 、 纯 豆子 、 胡 芒 油 河 等 儿 种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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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AS ALAS fia) BE, PA RAS & , See 为 解决 这 一 困难 起 见 , 大 牲口 在 每 年 宏 历 

四 月 春耕 后 序 认 到 郝 连 山 后 山 , 请 藏 区 牧民 代 牧 ,到 农历 七 月 时 带 回 , 代价 是 一 头 牲 品 

A} AES 升 一 1 斗 。 这 些 有 关 的 藏族 牧民 每 年 春天 到 武威 各 乡村 来 接洽 代 牧 业务 ,他 
个 和 本地 家 民 彼 上 相 高 ; 关系 融洽 。 在 代 收 期 间 如 牲口 死 志 ,只 要 把 皮 箱 - 下 交还 原 主 ， 

EME LEAL, 否则 牧民 要 赔偿 牲畜 原价 的 1/*。 这 种 代 牧 制度 是 值得 注意 的 ， 因 为 这 是 安 
民 和 牧民 之 间 、 汉 族 和 藏族 之 问 的 互助 合作 , 可 为 今后 规划 家 牧 业 交错 地 区 专业 化 时 ， 

指出 一 个 方向 。 

本 地 柴草 缺乏 ,多 数 人 家 烧 煤炭 ,冬天 烤 火 取 暖 , 燃料 需要 量 尤 大 , 要 去 西 营 儿 、 大 
FSA EE, KLE EK, 一 个 小 牲口 黔 100 JF, 只 能 供 十 多 口 人 家 

TS Rs SEM TE ATA PED WATT Fi HSS SEB Ye 

2 牲口 的 安 户 还 得 向 人 家 借 牲 口 固 。 大 概 工 斗 麦 可 

He 4 SRE CARS 50 JF), DRT SENESR, 在 产地 每 
百 斤 三 角 , 运 到 本 区 则 每 百 斤 售 价 达 2.4 元 。 

在 本 区 羊 下 乡 和 石 羊 乡 低 塞 地带 ( 湖 地 ) 产 泥 ， 

并 (照片 5), 本 地 人 称 作 “ 伐 子 ”， 控 取 可 当 燃 料 , 但 
VEE 5 一 10 RAG WS WUE TK, 
TR TEE BEMEDEE. BOR WI INI ALA PB 
少数 人 能 部 用。 泥炭 燃 用 后 , 其 灰 可 到 肥料 。 

AEA WS AS, 三 料 亦 紧张 , 因此 

WOES “在 低 罕 的 k 淹 地 "动产 泥 灾 ” 安 闻 时 期 开展 副业 生产 十 分 重要 。 副 业 中 以 出 卖 

劳动 力 (帮工 ) 为 最 普 逼 。 都 去 本 县 山水 区 、 县 城 、 或 天 向 、 古 浪 等 芍 动 力 缺乏 的 秆 农 件 

软 区 帮工 。 有 大 牲口 和 大 车 的 农家 以 运 龟 为 副业 , 去 民 勤 或 永昌 县 虽 务 局 代 运 , 接 上 内 

me wwe sie, 一 车 装 600 斤 ( 一 个 牲口 拖 ) 一 一 也 060 斤 ( 双 套 牲口 ), 自 该 水运 到 武威 城 

AGT RS RSE RIC. K-VK, 除去 本 人 OSE 及 牲口 闸 料 外 , 滩 赚 不 过 

四 、 五 元 , 双 套 车 的 略 可 多 些 。 

经 营 其 他 副业 的 机 会 不 多 , 仅 在 1953 一 1954 年 修 关 新 铁路 时 不 少 安民 参加 镀 路 ， 

得 到 很 大 和 伞 助 。 

未 文 介 绍 的 武威 五 区 的 农业 生产 、 灌 溉 水 利和 农民 生活 等 情况 ， 大 休 上 可 代表 河西 

走廊 西部 灌流 安 区 在 慨 业 社 会 主义 改造 高 潮 以 前 的 一 般 情 况 。 



Fe Fe HY dk Th FE Re 
ER PRA 

( FAG KS HES ) 

一 . 择 牲 的 位 置 与 商业 机 能 

宝 鸥 原 为 陕西 中 西部 的 一 个 普通 县 城 ,早年 在 它 北 面 有 凰 翔 府 ， 南面 有 凰 州 ， 地 位 

都 比 宝 多 重 要。 所 以 从 政治 的 意义 说 , 宝 允 原来 不 估 重 要 地 位 ,但 宅 现 在 已 发 展 成 为 陕 
西 一 个 重要 的 城市 了 ,今后 还 要 更 为 发 达 。 

宝钢 旧 城 位 蕉 关中 平原 的 西部 、 谓 河北 面 的 第 二 般 阶 地 上 ，, 治 着 黄土 震 的 岸 根 , 东 

西 发 展 ， 便 成 为 一 个 南北 寅 300 一 400 AR, 东西 长 1300 一 1,400 公 尺 的 小 型 长 方形 城 
市 ( 圆 1。 它 和 渭河 之 间 还 有 袖 狗 BOO 公 尺 的 第 一 般 阶 地 ,这 一 阶地 高 出 谓 河 水 面 10 公 

宝物 旧 城 便 建 筑 在 第 二 航 阶 地 上 。 

FeFdeview 
a * 

人 LEE 
元/ 但 《 Soo 10001800 200A 

2 —>—-~.—- Ps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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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e 

* = 7g Yoo 

‘wc dda 
aaa fae eM tt tap, 和 

站 i ZZ 

Le 

S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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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Se STAYS al 

2G ARTO TM AA I ES ZA, PR IEE, BA ET 
TEM. (CL) ELBE HB ROM, ESE ROWELL 8 ZN, FE PTS BR ACHE 

Bil, FAIA TAS ZH DH BLL TAS ATT WAC, ELAS 2B AAS A, ACI ie 
FOURS Aho (2) TOT HEI BA, BIL TAL Ze BM ES WI AE 
AE SL FY Sie AG TPE Ym Me BR, AS 1 J eZ eR) a PY SH NETS FT AT 
越 秦 答 ,可 至 风 县 ,然后 自 此 南下 汉中 ,或 再 南越 巴山 ,而 至 四 川 。 这 一 条 要 道 ,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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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RSH. AL BESET TE Si AS BH aE BES, I BG Sh te, ES EO AS BA 

ACTS BD PENS DEW: , ATH, PRO EH EUR RA, HAG IE AL BAA, 

在 交通 地 位 上 的 重要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至 蕉 宝鸡 所 以 位 在 谓 河 北岸 的 原由 ,主要 是 关中 平原 比较 重要 的 城市 ,位 基 谓 河北 

岸 者 较 多 , 因此 联 狠 各 城市 间 的 交通 路 缚 , 白 然 是 在 谓 北 ,这 就 促使 宝 史 的 位 置 , 也 在 温 

Jb 

IRDA ASAT BY Seni AGH EA A BE AWE ARE, ECR OR, ie 
成 为 由 关中 去 陕 南 及 四 川 的 古 大 路 ORB) RES ALS AGN BE DR SEBEL TE JN] RAS 
路 修成 以 后 。 川 陕 公路 是 沿 着 北 樟 道 的 路 称 而 修筑 的 (抗日 战备 以 前 完成 )， 通 车 以 
后 , 宝 外 成 了 西安 与 成 都 间 的 公路 运输 的 主要 站 口 ， 因 为 宝 勉 以 南 ， 公 路 盘旋 在 陡 峻 的 
高 山坡 上 ,所 以 汽车 在 宝鸡 多 要 停留 修配 ,因此 ,宝鸡 的 汽车 修配 工业 发 展 已 入, 以 后 陇 

“ 海 铁路 至 宝鸡 ,而 宝鸡 以西 的 宝 天 段 的 修筑 ,， 划 费 了 较 长 的 时 间 ， 因 此 自 抗战 以 前 直到 
解放 以 后 , 宝 牲 成 了 陛 海 钛 路 与 川 陕 公路 的 接 运 站 , 川 陕 公路 成 为 隐 海 铁路 的 重要 辅助 
多 , 使 宝 多 在 交通 上 的 地 位 更 加 重要 , 尤其 在 抗战 时 期 ,四 川 对 省 外 的 运输 舍 忙 ,由 中 
川 向 北上 只 有 川 陕 公路 一 条 现代 化 道路 , 所 以 宝 多 便 成 了 四 川 和 陕 南 的 门户。 同时 抗战 
初期 自 河南 和 武汉 利用 卫 海 铁路 内 迁 的 工业 也 在 宝 忽 建 厂 复工 , Be RG 不 但 在 交通 和 
商业 上 的 地 位 更 为 重要 了 ,而 且 使 宝 多 开始 发 展现 代 化 的 工业 ,这 就 使 宝鸡 由 大 交 通 的 
关系 而 发 展 起 来 。 它 的 地 位 早已 大 大 超过 和 北 面 的 凤翔 府 和 南 面 的 及 州 了 。 现 在 宝 
成 铁路 也 已 修成 使 宝钢 成 为 大 西南 和 大 西北 的 铁路 枢 和 组。 它 的 前 途 还 要 有 更 大 的 发 
were 7 

HFS ZED D5 WE ic RI TH EVAL KC, JUIN WI a FS BT HS 
VA Bre SiG PA He DJ] 5 NS 4 YH Sa ic OE AS TT DV J) 5 HE AO 
AA ie RWI, Ai RTE RE Le BE, TERM, 商业 也 随 着 发 
达 起 来 。 

自 四川 和 陕 南 运 来 的 货物 以 三 食 为 最 重要 , 因为 陕 南 及 四 川 都 是 余 征 区 ,因此 每 年 
均 有 大 量 的 大 米 及 小 麦 等 粳 食 ,各 由 川 陕 公路 用 汽车 和 哪 马车 运 到 宝鸡 ,然后 分 向 东西 
运输 , 尤 以 陕 南 来 的 业 食 为 较 多 , 据 计算 在 宝 成 铁路 修成 前 利用 川 陕 公路 运 到 宝 勉 的 货 
Hy hk ARIAS 2,500 一 3500 吨 , 其 中 80% LF HLS, HI 209 为 四 川 及 陕 南 的 各 种 士 
特产 ,如 四 川 出 产 的 药材 、 矢 获 \ 雨 作 、 肉 食品 、 油 布 \ 糖 . 柑 桔 ̀  秩 品 、 荐 子 及 陕 南 出 产 
的 药材 姜黄、 五倍子 等 ). 黑 白木 耳 、 桐 油 、 核 桃 、 桂 桔 等 。 这 些 货物 到 了 宝 网 、 多 数 东 
运 , 也 有 -部 分 西 运 。 

自 宝 多 向 南 运 办 的 货物 种 类 也 很 多 , 甘 青 的 食 喝 去 陕 南 是 一 项 重要 的 商品 ,东北 来 
的 建筑 器 材 , 如 各 项 钢 钛 产品, 仪器 ,以 及 甘肃 出 产 的 石油 等 由 此 路 入 川 的 数量 也 很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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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e AEE DEBE HDI HD, ela 52 GI EC ERR RAL BE 
Fy es ih Bw HEA HHS OJ] KK wa Js TSE A A I ARE, 

We AaMi AK, TEVA 1903 AVRO. ER GEESE DUS, 因为 重庆 日 用 工业 品 去 成 
MAY. HRAAATE HL, ER PE. 

HEA A iy HEE 5° MES A Cdn BE AG, PE TICE) DDE RAE 7 Fy HS He ES J] J PS 
BERR. 

RABE, TES PEPE ZA, AE a Se SG SAY EE ETE 4,000—5,000 mit 
间 , 最 多 的 月 分 可 达 一 万 吨 以 上 。 
由 上 所 了 述 , 可 知 自 宝 牧 向 南 运 的 货物 和 自 四 川 及 陕 南 运 到 宝物 的 货物 , 种 类 虽 多 ， 

BRAK, 且 因 运输 能 力 不 大 , 使 四 川 及 陕 南 所 出 产 的 大 量 粳 食 及 生猪 还 不 能 
-尽量 运 出 。 便 使 川 陕 关 的 货物 地 区 差价 很 大 , 所 以 修建 宝 成 铁路 是 非常 必要 的 。 现 在 

宝 成 铁路 业已 修成 , 它 将 使 四 川 与 陕西 间 的 货物 运输 量 大 为 增加 ,也 就 是 将 使 宝鸡 的 商 
业 地 位 更 为 提高 。 

二 . RW ER 

SETA RAAT, RBM, 人口 只 有 二 、 三 万 人 , 抗日 战 委 开始 以 

后 ,河南 及 武汉 的 一 部 分 工业 , 利用 卫 海 铁路 迁 往 西北 。 关 中 平原 有 丰富 的 农产品 , 万 
VR, 渭 北 铜川 一 带 又 有 丰富 的 煤矿 。 这 些 条件 对 共 轻 工业 的 建 厂 复工 是 有 利 
的 。 而 宝钢 深 处 关中 平原 西端 ,距离 前 称 过 ,就 国防 言 ,比较 安全 ,上 且 当 时 的 陈 海 铁路 通 
车 到 宝 移 为 止 ,与 川 陕 公路 相 衔接 ,交通 运输 上 亦 很 方便 , 因此 内 迁 的 一 部 分 工业 设备 ， 
MEME AT, 自 此 宝鸡 便 开始 有 了 现代 工业 的 发 展 。 当时 河南 黄 活 区 的 大 批 难 | 
民 流落 在 陈 海 铁路 治 稼 访 生 , 宝钢 的 工厂 便 招 间 了 不 少 的 河南 籍 工 人 , 直到 1956 年 宝 
稀 的 工人 中 河南 籍 的 工人 仍 有 70% 以 上 。 
抗 七 初期 ， 宝 多 的 工业 才 开 始 发 展 , 一 方面 因为 宝物 的 旧 城 所 在 地 的 第 二 级 阶 地 ， 

HE, BREE, 另 一 方面 又 因 日 本 的 飞机 着 狂 毒 炸 , 工业 便 有 和 旧 城 隔 开 的 必 
要 ,因此 宝 多 初期 发 展 的 工业 不 在 旧 城 区 ,而 在 以 东 五 公里 的 十 里 铺 。 因 为 十 里 铺 也 在 
渭河 以 北 的 第 二 报 阶 地 上 ， 和 宝 移 旧 城 的 阶地 同 高 (图 2 )。 这 一 阶地 一 般 寅 200—400 
公 尺 ,最 寅 处 超过 500 公 尺 。 在 建 厂 前 原 为 耕地 区 。 当 时 大 本 家 所 以 选择 十 里 铺 做 为 厂 

址 者 ,一 则 不 致 受 水 渡 的 危险 ;二 则 可 从 第 二 狠 阶 地 的 内 侧 向 黄土 原 内 开 倒 很 深 大 的 窒 
洞 ,把 工厂 的 主要 车 间 , SAE PEAT ART", BESOIN RS ELSE, 
经 常 在 蹇 洞 内 生产 ,对 工人 健康 有 损 )。 同 时 十 里 铺 背 后 的 黄 士 原 腰部 ,有 砂 碟 层 露出 ， 
地 下 水 自 此 屠 流 出 , 除 居民 人 饮用 外 ,工厂 将 水 引入 厂 内 使 用 甚 为 方便 ,对 大 十 里 铺 工业 

的 发 展 也 是 -一 个 有 利 的 条 件 。 但 十 里 铺 的 阶地 范围 狭小 ,不 易 有 大 的 发 展 ; 因此 只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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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几 个 小 型 的 工厂 。 解 放 以 后 ,人 民政 府 对 蕉 十 里 销 的 工业 加 以 发 展 , 使 它 比 解放 前 已 .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现 在 十 里 铺 已 显然 形成 一 个 工业 区 ,为 宝物 市 的 一 个 重要 和 组成 部 分 。 

BR Feo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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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十 里 铺 附 近 剖 面 图 

现在 在 十 里 铺 工 业 区 中 已 有 棉花 纺 答 工业 面粉 工业 、 造 纸 工 业 、 纱 管制 造 工 业 等 

轻工业 。 棉 花 息 积 工 业 建 设 最 早 , 也 最 主要 。 但 就 陕西 省 来 说 只 能 算是 一 个 小 三。 面 

” 粉 工业 的 生产 量 大 致 可 以 满足 宝 穆 市 现在 的 需要 。 造纸 工业 可 以 生产 道 林 约 、 办 公用 

颖 及 火柴 用 耗 等 。1956 年 计划 生产 900 吨 ,1957 年 要 增加 到 2,000 吨 的 产量 2。 炒 管 
制造 工业 在 西北 区 是 比较 特殊 的 , 它 使 用 太白 山区 及 陛 县 的 权 木 生产 纱 管 , 供 西 北 区 各 
秒 厂 的 使 用 ,有 供不应求 之 势 。 

此 外 十 里 铺 也 有 机 器 制造 工业 , 它 原 来 主要 是 为 十 里 铺 的 轻工业 服务 的 , 序 修 配 的 
性 质 。 但 也 已 可 以 接受 政府 订货 ,制造 农业 生产 工具 等 。 

火电 厂 也 有 了 十 个 小 厂 ,就 宝 侈 目前 需要 的 电力 说 ,足够 应 用 。 为 了 满足 城市 和 工 

业 更 大 的 需要 ,现在 已 经 在 筹建 大 型 的 热电 站 了 。 
Ey IRM LA YB KS PEW AL, Soo. 印刷 .汽车 修配 等 工业 。 

但 其 规模 都 还 不 太 大 。 
解放 后 由 其 然 路 的 需要 , 在 宝 伯 城西 8.5 公里 的 福 临 堡 新 建成 一 座 铁路 机 械 收 配 

厂 , 生 产 力 甚大 ,这 是 宝钢 现 有 工业 中 最 大 的 。 
现在 谓 河 以 南 的 第 二 航 阶 地 上 ,正在 建设 新 的 工业 区 (图 3)， 因 为 自 渭河 南面 的 姜 

城堡 向 南 在 川 陕 公 路 雨 侧 ,第 二 级 阶地 甚 为 袖 广 , 自 姜 城 堡 向 南 三 公里 以 外 ,， 才 进入 清 
姜 河 谷 。 进 入 河谷 以 后 , 在 清 姜 河 东 岸 仍 有 不 少 的 平地 ， 这 是 可 以 发 展 工业 的 地 区 , 现 
在 这 里 建设 工厂 , 饶 可 利用 清 姜 河水 ,又 可 不 致 有 受 滑 水 淹没 的 危险 。 cain 
由 上 所 述 ， BY ne RNs CA EAA EA, 尤 以 解放 以 后 的 发 展 为 最 快 。“ 解 

放 以 来 宝 鸥 发 展 了 各 种 不 同 的 新 式 工业 , 如 果 把 这 个 城市 1949 年 的 工业 生产 总 值 算 做 
100 的 话 ,， 1955 年 它 上 升 到 1105。 不 过 六 年 多 的 光景 这 所 城市 的 工业 生产 总 值 增长 
JUGS”, BA TARE, SAA AIM, 至 1956 年 夏季 已 增加 到 

1) 陕西 日 报 1956 年 10 月 9 日 。 

2) Mes: AAA EMA ie, 1956 年 7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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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ie tg aman Bia MRE 作物 区 ERE 宝 驳 打 工业 区 
4 H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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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3 SR ERA el 

=. BRS TT Hy HE He 

“由 页 交通 与 工业 的 发 展 , ES RATE AL NRE UHL, BE, HEE eR 
路 的 修成 , 更 给 宝 区 的 发 展 创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今后 宝钢 将 是 沟通 大 西北 和 大 西南 间 
iy BBS, Ely ER, (ASE PRBS AOAC ES, 即 宝 侈 与 风 州 间 ， 因 为 秦 

Mi DE REE, SERVE ESATA LH, 必须 用 电 汽 机 车 索引 ,因此 宝钢 是 电 汽机 车 与 蒸 
汽机 车 的 换 运 站 。 同时 宝 成 路 北 段 电 汽 机 车 与 卫 海 路 蒸汽 机 车 的 牵引 能 力也 不 同 ,， 宝 

多 在 铁路 运输 上 便 成 了 换 机 车 , 重 辐 组 或 重 装 件 的 站 口 , 这 便 需 要 很 寅 大 的 车 场 . 车 站 ， 
原 有 的 他 海路 车 站 是 担负 不 了 这 任务 的 。 宝 网 的 工业 在 现 有 的 基础 上 也 要 大 加 发 展 。 
但 宝 欧 旧 城 区 及 十 里 铺 工 业 区 的 第 二 般 阶 地 早已 拥挤 不 堪 ， 难 以 再 访 发 展 。 因此 宝 多 
的 城市 发 展 , RAMS, 一 是 向 渭河 南岸 的 第 二 级 阶地 上 去 发 展 , 现 已 开始 在 那里 

修建 新 的 工业 区 (图 3), 这 一 地 区 地 势 高 , 确 较 安全 ,但 在 渭河 支流 请 姜 河 的 东 岸 , 虽 有 
川 陋 公 路 穿 过 ; 而 宝 成 铁路 旭 在 清 姜 河 的 西岸 。 因此 将 来 势必 还 要 修建 清 姜 河上 的 詹 
路 桥 ,或 公路 桥 ， 才 能 使 这 一 工业 区 与 铁路 运输 连 系 起 来 。 另 一 种 发 展 方向 , 是 向 比较 

寅 广 的 第 一 般 阶 地 上 去 发 展 , 在 宝 移 附近 渭河 的 南北 雨 岸 , 均 有 声 寅 广 的 第 一 般 阶地 ， 
一 般 袖 为 800 一 1000 AR, 最 寅 处 达 2,000 公 尺 。 元 以 宝 穆 旧 城 以 东 金 陵 河 与 十 里 铺 
MRA (图 1)。 新 的 工厂 和 市 区 都 要 在 这 一 阶地 上 发 展 。 目前 , SARS 
间 就 正在 建设 着 新 的 市 区 。 金 陵 河 以 东 第 一 般 阶 地 上 的 上 局 营 , 从 1956 年 起 也 要 建设 
一 个 天 型 的 为 陇 海 及 宝 成 二 路 使 用 的 辐 车 场 , 十 里 铺 的 工业 区 也 有 一 部 分 发 展 到 了 第 
一 般 阶 地 上 。 工 人 宿舍 .工人 福利 设备 及 医院 等 均 已 在 第 一 般 阶 地 上 建成 。 

到 1962 年 ; 宝鸡 市 完成 许多 新 工程 的 建设 以 后 ,新 市 区 将 比 现在 的 市 区 大 雨 倍 。 
但 在 第 一 级 阶地 上 , 进行 建设 需要 解决 防洪 问题 。 因 为 第 一 级 阶地 高 出 清河 水 面 近 十 公 
尺 ;, 当 谓 河 洪水 暴发 时 有 受 水 渡 的 威胁 , 如 1954 年 的 洪水 季 ,金陵 河 以 东 的 上 马 营 到 十 
A AEE, MAD ke, 然 为 时 不 入, 水印 排除 。 据 宝钢 市 建设 局 负责 同志 的 了 

解 ,三 十 年 一 示 的 洪水 , 第 一 级 阶地 上 的 建筑 受 威胁 不 大 , 百年 一 遇 的 洪水 (下 转 230 页 ) 



历史 上 海河 流域 的 灌溉 情况 
| le 
(北京 大 学 地 质地 理 柔 ) 

(9 | 

BIRT HEIRS JH 0 SE EEE HE, SS Be, BE Peek 
(安阳 ) 为 最 早 也 最 有 名 , 这 是 战国 初 年 魏 文 侯 时 代 的 事 , AF EAO TAY. Ue 
百 余年 史 起 又 萎 夭 引渡 水 灌 田 , 收 效 很 大 , ETE REL SE: “BRA Bh A, Deve 
TK HEIRS? 75 BARRE.” 自 此 以 后 ,平原 上 的 灌 浙 , 史 不 起 书 , 比 较 著 名 的 如 
后 汉 建 武 十 五 至 二 十 二 年 间 (公元 39 一 46 年 ) 渔 阳 太 和 守 张 堪 在 今 顺义 县 境 引 白河 水 开 

稻田 及 千 余 项 , 劝 民 耕种 ,边防 充实 ,人 民有 旋 富 ,老百姓 歌 头 他 说 :“ 和 桑 扰 附 枝 , 麦 穗 雨 歧 ， 
张 君 为 政 , 乐 不 可 支 .” 9 又 如 魏 齐 王 芳 嘉 平 二 年 (250), 刘 靖 为 征 北 将 军 , BESPRUDR CAE 
京 ), 引 永定 河水 , 自 石景山 附近 侄 渠 东 下 , 注 高 梁 河 , 线 行 近郊 ,开辟 稻田 , 广 收 志 田 之 
利 。 稍 后 , 粕 夭 这 一 工事 的 入 ,又 扩大 灌 浙 面积 ,从 高 梁 河 的 上 游 , 开 渠 东 下 , 直 注 今 温 检 
河 以 虑 白河 , 这 是 首都 附近 进行 大 规模 水 利 工程 的 开始 , 也 是 利用 永定 河 进行 灌 浙 、 在 
一 定时 期 内 获得 成 效 的 先例 2。 其 后 如 北魏 之 裴 延 异 ?, 北 齐 之 角 律 羡 9, 唐 之 裴 行 方 2， 
也 都 信和 利用 永定 河 或 高 梁 河 等 进行 灌 浙 , 获 有 成 效 , 而 有 唐 一 代 对 於 地 方 农田 水 利 的 径 
营 ,更 加 注意 ,或 风 承 前 代 旧 跨 , 或 增 各 新 的 工事 ， 如 共 城 县 ( 今 河南 焊 县 ) 的 百 状 陂 ,三 
河 县 的 渠 河 塘 孤 山野 ,也 都 见 蕉 记载 ?。 

* 本 文系 1955 年 10 月 为 中 央 水 利 部 北京 勘测 设计 院 在 拟 制 海河 流域 规划 时 所 提供 的 参考 资料 之 一 。 

1) aC 126 PHP HH, Pa sc he HI ATCA BAe. 

2) WARE 29 WET, Be PPE UAB IS TCR POL. 

3) Wwe 61 TRAM. 

4) 侯 仁 之 :北京 都 市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水 源 问题 ,北京 大 学 学 报 ,人 妇科 学 版 , 1955 年 第 工期， 139 一 165 页 。 
5) SE 69 裴 延 侧 佬 :“ 范 阳 嘟 有 旧 督 亢 退 ,很 五 十 里 。 流 阳 落 那 有 故 民 陵 诸 蚂 , 广 获 三 十 里 , MEE 

能 修复 ,时 水 旱 不 油 , 民 多 饥 候 , 延 催 谓 朴 通 旧 跳 ,势必 可 成 , 力 才 求 营造 , 途 躬 自用 行 , 相 度 水 形 , BEA 
未 几 而 就 , 溉 田 百 余 万 雷 ,为 利 十 们 ,百姓 至 今 帮 之。? 双 北 风 答 38, 裴 延 储 佬 与 此 略 同 。 

6) 北齐 性 佑 17 侧 律 美 佬 ( 附 见 负 律 金 售 ):% 导 高 梁 水 北 合 易 京 , 东 会 于 瀣 , 因 以 济 田 , 边 储 岁 积 , 转 清 用 省 ,公私 
HAE 0” 

7) HUIETE OAR 497, IRL, TOSS 2 RAT IT ARC FARM MAE, TEA IPRA CP POE LL 
+H” 

8) Fe AAUAR AL IRDSR PA PWR (SE) EEL Hz LATED FUME SCLC WED TNL, SIMILAR, 魏 齐 以 
AME MGA 5 ESHA ERK AAR EMD TWA, 16 8, 15 EE) TC UAK AR TU ME: “(STL 
fet AIGA wale AF TAT LIL, WT = EE CAIRN AVE REI FAR, 8 AB 24 ECF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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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以 上 雍 例 ， 可 以 说 明 散 见 认 海河 流域 平原 地 区 的 安 业 灌 浙 ,历时 饶 久 , 代 有 兴 
广 。 北 宋 以 前 的 情况 ,大 体 如 此 。 但 是 北宋 以 后 , 由 钛 北京 爱 渐 发 展 为 公国 性 的 政治 中 
心 , 海 河流 域 平原 地 区 的 水 利 事业 也 就 因此 而 进入 了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 

Gey) 

二 Ma AAR AW TE BHVSITAR SIMA SBR LER APMP 5 BRR” ELSA 
宋 辽 的 对 抗 , 在 平原 地 区 以 白光 为 界 , AREA, EW IEA 
暑 , 又 多 水 泽 ,北泉 利用 这 一 特点 ,从 令 西 淀 附近 东 至 渤海 , 广 开 水 田 ,以 限 到 遍 , 在 军事 
上 获得 了 -一些 消 要 防御 的 效果 , 但 在 安田 水 利 的 绝 营 上 确 是 达到 了 前 此 未 有 的 规模 。 
案 更 食 货 志 有 如 下 的 记载 说 ;“ 凡 纵 葛 霸 州 平 式 顺 安 等 军 , 兴 堰 大 百 里 , 计 斗门 引证 水 灌 
if.” . 

BASE fh A PGC a SS TAM AE ALIS, J PERT, AB URN, WA Ei 
Wee, RBLIEAI"). 

FRIUE, ACTER LENE HEI, 特别 是 在 元 朝 纹 一 中 国 以 后 ; 北京 更 
成 为 公国 唯一 的 政治 中 心 , 蕉 是 一 个 新 的 问题 便 被 提 到 日 程 上 来 ,这 就 是 如 何 使 这 一 在 
大 送 国 的 政治 中 心 在 径 济 上 得 到 充分 的 保证 。 

北京 所 在 虽然 也 是 平原 地 带 ,但 在 当时 来 说 却 不 是 公国 最 重要 的 农业 生产 区 。 从 
隋唐 时 代 起 ,长 江 中 下 游 平原 由 区 东 丰 以 来 的 逐步 开发 ,已 成 为 全 国家 业 生 产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元 朝 建 都 北京 之 后 ,一 -方面 积极 推行 海运 ,一 方面 着 手 开 侣 南北 大 运河 ,企图 把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米 炬 运 到 北京 ,以 供 输 皇室 及 其 硬 大 的 官僚 机 构 的 消费 。 元 太 侯 危 素 指出 
“元 都 认 功 ,去 江南 极 远 ,而 百 司 谭 府 之 繁 ,卫士 三 民 之 从 , 扰 不 仰 答 蕉 江南 2。 
FETS HE: “HD, 运 外 郡 之 桶 以 实 京师 ， 数 日 以 广 ,大 江 以 南郊 海 而 下 

Ay BBCI ABE CS ZA EL SAT PB LEC, ER POL SE 
a6 TRA. 

SUG ALA, PSA MELT, 不 同 的 是 海运 不 便 ， 专 用 
河 语 ,从 而 完成 了 南北 大 运河 的 开 侠 , 站 建立 了 清 泛 制度 , 清醒 北上 , 岁 有 定额 ,多 者 年 
SSF. PVRS: MEME, MUIR, RETO, 
ALLA 

9) e324 176, 
10) sR 273, MALAI Gs AL, TOR AURA: AeA, DLR RIEL EE IS Ae 

SEF HPL E, HRB LPR AES TIA 2 B19 BE) 
11) 元 海运 志 , 从 书 集 成 利 纺 本 , 1. 
12) RAE Rat, WA, PTA, 8, 12 页 下 。 
13) SOR HEIR MS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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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Fa ALS , ee AGE VA) ATR AR. TONS TS, 且 常 有 漂 没 船舶 的 

Fake, PATE S (AAG, HAAR AS RA SE: “AY, HR 

数 石 而 致 一 石 , RIB.” 而 且 运河 自 南 而 北 , 黄河 自 西 而 东 , 两 者 在 今 江苏 北部 相 

交 16), 每 遇 黄 河 泛 误 , 运 道 必然 中 阻 ; 运 道 一 旦 中 阻 , 浅 粮 便 不 能 北上 ;北京 的 芒 治 者 就 

立刻 遭受 到 和 经 济 上 的 严重 威胁 。 因 此 ,这 条 南北 大 运河 就 扰 届 是 当时 中 央 政 府 的 经 济 命 

且 。 宅 不 但 受到 黄河 泛 误 的 威胁 ,而 且 也 很 容易 遭受 人 为 的 破坏 。 关 於 这 一 点 , 清 初 地 

理学 家 顾 往 秀 售 着重 指 出 说 :“…… 能 为 京师 患者 ,莫如 山东 ,何者 ? 积 际 天 下 之 大 命 也 。 

WE PRR WA WHE RAGE. RLU AR LAG EB, mis 

旺 分 南北 之 流 , is PRA. AAA, ESA, DOO RRC, EAE GE, BE 

Hit, \AB SP ARTEL RAT Y RL, SRBAARAR i Pee.” 1? 

FAS LPP AL TC. A HK ee ARABS, BS Be ERR BEE AL ESE 

开发 水 利 , 提高 生产 ,把 这 一 带 地 方 改造 为 一 个 重要 的 农业 生产 区 ,这 样 就 可 以 不 必 再 

依靠 江南 的 漕 粮 。 实 际 上 这 也 是 一 个 局 部 改造 自然 地 区 的 计划 , HSE RE TERS IE BE KAI 

北京 所 在 , 旧 日 号 称 " 规 辅 ”, 所 以 有 关 这 一 计划 的 讨论 ,后 来 也 被 叫做 “ 规 辅 水 利 ”。 它 的 

范围 几乎 包括 了 海河 流域 的 全 部 平原 地 区 。 现 在 依 时 代 先 后 , 把 这 一 计划 的 发 展 情况 ， 

分 述 如 下 : 

(1) 元 ”最初 提出 这 一 计划 的 是 元 朝 的 眶 集 。 

元 泰 定 间 (1324 一 1327) 虞 和 集 指 出 ;京师 之 东 , 涉 海 数 千里 , 北 标 辽 海 , HPA TCE 

间 之 场 也 ,海潮 日 至 , 尖 为 沃 壤 。””) 因而 主张 “用 浙 人 之 法 , 贷 堤 捍 水 为 田 "。 但 是 这 一 

建 广 ,站 未 得 到 实行 。 到 了 顺 帝 至 正 十 二 年 (1352) 丞 相 肌 胸 又 上 和 言说 :“ 京 玖 近 地 水 利 

， BRB, 岁 可 得 粟 考 百 万 余 石 ,不 烦 海 运 而 京师 足 食 。2 ?这 次 元 顺 帝 听从 了 他 的 

ESL, BIKA (1353) HES, TEM RAF, KOCK, “EG, 东 至 迁 民 饶 ， 南 至 保定 

河 间 ; 北 至 檀 顺 州 ,此 引水 利 , 立 法 个 种 , 岁 乃 大 答 。" 光 迁 民 饶 就 是 现在 的 临 检 县 , 檀 州 、 

顺 州 各 当 现 在 的 密云 和 顺义 。 所 以 这 一 次 开发 水 利 的 地 区 ,把 今 河北 省 内 保定 河 间 以 

北 的 平原 地 带 ,完全 包括 在 内 , RAUBER BER RAEN, 已 大 不 相同 。 

不 过 这 时 已 近 元 朝 末 年 ,还 未 等 到 有 更 大 的 效果 ,元 朝 就 灭亡 了 。 

14) 新 元 史 75S, AAS, Kia HAGE LR AKAN, RRA, 则 举 千 百 人 之 命 投 於 不 侧 之 漳 
ee KF RRS LEAD, DO BEA, RS ZT eS” 

15) BARR, 2 页 。 
16) 清 咸丰 五 年 (1855) 后 ,黄河 始 北 徙 改行 令 道 信 海 。 . 
17) SUR MRIS, 1955 中 华 书 局 重印 本 ,第 2 册 , 1335 A, WATE 
18) Fos 181, eee, 
19) 元 中 24, NearEE 5。 
20) 元 史 138,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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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 RIL T RAL A I EER Am ZA, 也 有 人 A AE 

Ag ESKER TE TRETAT GERGZB RK IPE ARAM, BBW LY, BEL TCE BER 

PH, HES AE (1262) , SPACE ey TC AUB HF dL Sg HE SK BB: 

(1) 顺德 达 泉 引入 城中 、 分 为 三 渠 , 灌 城 东 地 。 

(2) 磁 州 东北 潍 漳 二 水 合流 处 , 引水 由 汉阳 邵 肝 治 州 永年 ,下 轰 网 泽 , 合 人 滤 河 ,可 

=F. 

(3) I RE, WAMEK, RSH, SR, BRB, 
Amit, TERI FRA. 

(4) 黄河 自 孟 州 西 开 引 , 少 分 一 渠 , 经 由 新 旧 孟 州 中 间 , 顺 河 古 岸 , 下 至 温 县 ， 南 复 

入 天 河 ,其 间 亦 可 灌 田 二 千 余 藉 2)。 

这 些 意 见 , 很 得 到 世祖 的 赞许 ,但 是 有 扰 见 族 实 施 , 史 书 却 手记 载 。 

其 后 , 虞 集 也 注意 到 在 海河 平原 以 及 泾 谓 盆地 一 带 , 为 了 抗旱 和 排 浊 ;水 利 的 兴修 

qh a BES, WBE: “BE AS TH ITT BB, RAP PERL AE, OL RTL Hs EE, 

ARE, API TAAL ZB TE, 旱 则 千里 赤 地 ,水 旭 浴 无 所 归 … … 五 行 之 材 \ 水 

居 其 一 , SALMA LO, KAHL, HERE Ez 这 一 咒 

埠 , 十 分 正确 ,但 史书 上 也 未 见 实行 的 记载 , 秋 ， 怕 也 只 落得 冰 上 谈 兵 了 。 

(2) 明 ”到 了 明 朝 弘治 (1488 一 1505) 初 年 , 印 深 又 重 提 元 朝 虞 集 的 旧 驻 , 久 为 注 

海 有 内地, 普 可 广 行 水 利 志 田 弛 ,实际 上 也 只 是 败 而 不 行 。 一 直到 了 万 历 (1573 一 1620) 

年 间 , 徐 点 明 又 天 力 提倡 克 辅 水 利 , 舍 上 芯 日 :“ 今 顺 天 惧 定 河 间 族 和 郡 , 桑 麻 之 区 ; 牢 为 涅 

itn 由 上 流 十 五 河 之 水 , HEE — OS, BRON IE RTT ESE, OR BAL, FS _E EB 

UE VME, B| HE, DR, PE SIPS a, LURE, BER Pat, OK A - 

者 ; nis A BLEF , MUKAI, TRIB IRB R ZR, ESA ZB RHIRIA INR Ze, HP TERE, 
LSCPEIIN, TE RIE DORE ARATE, GETEFE TK BAS ED, PHB ERE FTA, PRR 

北 起 辽东 ，, AVERT, PR a” RS TAYE AR DI, 列举 

VAPOR BE ee , PEARY EAL Dy FE ak PEST AB EER ETE AR AE 

沛 的 地 点 试行 , 众 有 成 效 ,再 加 推广 。 这 -意见 , 是 他 派 人 进行 实地 考察 之 后 才 提 出 的 ， 
薄 量 给 制 了 地 圆 ,所 以 他 的 建议 十 分 具体 。 当 时 有 人 在 荀 州 , 永 平 . 丰 油 、 玉 田 等 地 试行 

他 的 建议 ,都 有 成 效 2。 由 帮 众 议 的 支持 , 真 明 乃 得 受命 亲历 京东 州 县 ,对 当地 的 地 形 、 

21) 元 史 168 PRs HH. 

22) GRE, APR AH Ae, 21, SEK. 

28) 大 学 衍 义 补 ， 1931 海南 书局 锅 印 本 , 35 Be, 8 页 上 一 10 真 下 。 

24) 明史 223 AE, TRL 

25) SFR DUR ARIS SNS EA EL, ii As ESO tak 5 EASE I PT. fa: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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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壤 以 及 永源 的 分 布 , 进行 实地 勘察 , 提出 具体 抠 行 的 计划 , JEG IE ORAL rh We 
BAEK TEAR, SEI, BRAK, OOS, 自 秋 季 兴 工 ; 到 转 年 春天 ,已 星 田 
至 三 万 九 千 余 雷 , LEAMA, BASU, 行将 见 多 年 葛 想 化 为 现实 。 但 
是 ,就 在 这 时 ,一 些 动 亲 太 监 估 田 的 地 主 , 眼 见 自己 霸 估 的 土地 , 将 被 划 为 星 田 ,就 份 粉 
Hts eS OA PLS, FEE BOAR SE ALPE Hk AOS ASR 
FABRE, BL, AOI, MER REE ORLY. ke 
实说 明 ， 数 辅 水 利之 不 行 , ARIE: ELAR EAR ELAS TI: a EIS DE IPI 9 ML 
PE, WU SWARM BE: “HUARD, SCPT ULF, RU SLTGCN GPR OTER, HASTE 
一 评论 是 公 尤 的 。 

和 徐 真 明天 锡 同 时 的 汪 应 蛟 , ABER, REIMER I. GUE, 尽 为 汗 
He PASI WOT HE, BU SERA TR ea, ASABE RI. DEW ANE Ok HR PT HU SEE 
AA, 478 Fil, PSE RS DA AK WD, AT EO, MA 
天 兴 20。 天 津 附近 天 规模 水 田 的 和 经营， 当 从 此 开 其 端 , FUG EWS BPE, RR ARRTE 
辟 水 田 , 以 实 军 需 。 他 从 实践 中 积累 了 一 定 的 经 验 , 因 此 他 后 来 更 主张 在 海河 流域 的 在 
原 地 区 ， 广 兴 水 利 , at I PT BALIN SB ACT HE ets DP ACT AE AC 
UL BAK DEE, HER RT PSS TES AT Pe, LEAR, 
其 他 山下 之 泉 , 地 中 之 水 ,所 在 而 有 , 咸 得 引 以 浙 田 ,请 通 渠 筑 防 , 量 发 军 夫 , 一 准 南方 水 
田 之 法 , 行 之 所 部 六 府 , 可 得 田 数 万 不 , 岁 丛 谷 千 万 石 , 葵 民 从 此 能 洽 ; 恩 旱 滩 之 患 , 即 不 
幸 请 河 有 醒 ; 亦 可 改 折 芯 南 , 取 多 区 北 。”28) 应 蛟 最 初 虽然 是 从 军 志 设想 ,但 是 也 看 到 葵 
辅 水 利 一 兴 , 江南 的 潮 运 也 就 可 以 代替 了 。 但 是 他 的 建议 仍然 未 得 实行 : 

到 了 明 朝 末年 , 由 帮 志 年 从 荡 以 及 军需 上 的 要 求 ,又 不 得 不 考虑 在 京 葵 -一带 进行 水 
利 瑟 困 , 左 光 斗 和 玫 应 举 都 在 局 部 地 区 获得 一 些 成 效 2)。 特 别 是 董 应 举 ,他 奉命 经 理 天 
WE WS, EAT, 买 民 田 十 二 万 余 亩 , 合并 田 共 十 及 万 亩 , 广 葛 耕 田 之 人 ， 
USE, LARS EM, BWI, REAR TRA. 天津 葛 沾 的 兵 
HE WARTS. ASSET I AIL, PR EE NACH Ak AE OS BR AL 
7 DORE EI BARES 

(3) 清 清朝 一 代 , 在 停 酒 改 折 (1900) 以 前 ,倡议 在 海河 流域 兴修 水 利 的 人 远 过 

BARMAN RS Miia Bk, SSS, RAG RET, RERBRAM Baw, R 

CRAB RAK, MABE, MRR, BAR, Vk AeINe, 大 者 广 围 一 、 二 百 里 , 小 亦 四 、 

ET , SME ARBs wa, RA ese TEM (RA). 

26) 同上 。 

27) 明史 241 EN EPS, 

28) 同上 。 

29) BAB 244 &, ZH: 242 爷 , 董 应 举 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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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7E El 
CHEE RAR: 

(单位 : BT) 

OSE NSS 
a eS 

县 iis 本 河 

BASE 马 营 曲 人 
7653 355 a 

ah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 

山 岗 庄 郑 各 庄 州治 正 东 
马 伸 桥 等 处 营 eth FE 
田 引 大 小 海子 家 店 正 西 
等 如 之 水 滤 水 ili FES 

mnihteh a 
HE 

AP RRA | | ase (3 | 
下 斑 各 庄 等 处 &|® 
He fH 3d sevat Paes | 加 | 2 
WPA PA wae |S | = 

sem rewi mE | | 县治 西关 | 总 | 加 
-| HUE Ree | S| x 

局 | 这 eae Ewe 窟 庄 南 帘 ry 
河 | 齐 家 沽 田家 计 acai ES fee ae 本 
县 | eh RAG 沽 等 处 共 

Hawn 
nc | 龙 家 务 水 险 才 二“ 填 县 治 正 东 9 
平 | aoe 31 tea |S |S 
谷 | 河 及 山泉 之 水 SENS 
ig, | Otis anit eres 

aM 

ak 桐 林 等 处 营 田 Asmat | 3 
A | IMA HERE | 呈 
清 | 浊 水 基本 河 edna % 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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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水 利 营 田 
AAV LM) 

GFRR FR) 

we Ae |e En | Ete | ME | HE 
(48901730) (3901781) (45701732) (48901733) (45901734) 共 让 

官 一 营 -| 民 营 |- 官 -- 营 | 民营 | 官 © | 民营 | 官 上 营 | 民营 | 官 营 | 民营 

地 点 雷 数 堵 数 | 地 点 | 吉 数 | 吉 娄 | 地 。 点 | 亩 数 击 数 | 地 。 点 EL 地 。 点 CLC ia 
( 改 旱 田 )| 避 | | 县 治 正 南 | 中 = ars 

a | | See |S S 6 | 8 
ieee | = = 2 
泊 老 潭 等 S 号 处 营 治 答 

> Ae | 3 
WEA | S 泊 三 家 省 |S 
等 处 建 并 
RE a 

fd 
| ean] 2 2 a |B 

3 ae 
8 6 
N of 

| less mee) ae 
二 县 | 器 

8) 5 

( 改 旱 图 )| 习 ie ie Be ‘Sper S |B 
oD uc 

S| 5 

Py | een x |e |)? | 和 

FF 

(eam) g) | 
i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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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mm se | HE R&S | HE A & | HE t & 
| (48901726) (489901727) (48961728) (4961729) 

| 未 -一 涛 寺 宣 we | 民营 | 定 # | 民营 营 | 民营 

sa re x = 28 oe 
ak # FR 上 

03 Rk GS AK | 营 治 稻田 
河 

徐 流 营 三 里 河 | 县 治 东北 
SEERA | 三 里 河 徐 

1278.4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Beis OF PAGE 
i 家 庄 三 家 店 等 
O | 处 营 田 引 永定 

河 之 水 沥水 

TERRIER Hi, & a 2) 7 Sa aR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Dy BART 

PAR AAR 

oe (ee ws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可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DIRE KER 县 治 西北 
家 庄 等 处 营 

田 引 唐 河 之 水 eM HE 
173 Wa ak WS AK 水 村 等 处 

mle Ss 
us | 癌 

Ss Ss x x 

7035. 705 1133.55 

is ra oF i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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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 

We Ae | En | HE +e | Ete | HE toe | 
(公元 1730) (公元 1731) (公元 1732) “| 《公元 1733) |， 《公元 1734) bas pd 

@  @ ine ® | 民营 | 官 营 | 民营 | 官 营 | 民营 | 官 1 | 民营 

地 点 [ra] eat sty | 雪 数 十 数 | 地 。 点 [aro armel 地 。 点 | 击 数 雷 数 | 地 。 点 | arma tee 
3 ue: : gs B : 

PA a eae 下 
© 

= 

Se -上 -上 二 一 二 

3 

ie ag e 本 号 | 品 

号 ae Be lela 
a |S 
~ oO 

> ay Cems BM aes bees OE A De aes FY aed) 
s z 

( 改 旱 田 )| *2 
二 N = 

一 

4881.755 11517.46 
1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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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E +t : (4990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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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no 理 : :学  # 1958 年 

BIC, {A RA HEIE (1723—1735) 年 间 的 怡 终 亲王 克 群 在 实际 工作 里 获 待 了 显著 成 

轩 而 且 达 到 了 一 定 的 规模 。 

雍正 三 年 (1725) 尤 冬 受 命 蔓 察 北京 一 带 水 入 ,初步 提出 了 水 利 营 田 的 建议 , PE 

JETER FE SERRA RCM, EAP BLIGE Jog, Lie SA 

ATE, 此 后 数 年 内 , 根据 水 利 营 田 册 所 载 , DY Jay RE I EGS ON AL ES TB 

万 九 千 雳 五 十 余 亩 ( 详 见 附 表 及 图 )。 

SER AKA ES A UZ) 成 效 之 大 ， 不 但 是 空前 的 ,而 且 在 清朝 一 代 来 说 也是 移 

后 ”的 。 因 为 自从 万 祥 亦 雍正 八 年 先世 以 后 ,四 局 的 水 利 营 田 由於 缺 乏 有 力 的 支 持 , 葛 

WEE KE Fe, 主要 的 还 是 由 於 地 方 上 的 官僚 地 主 从 中 破坏 ,和 了 明 朝 情形 如 出 一 回 。 此 

Jer i PUTA AR, BR BRAG SE BS SK A, the RA PS LE ES. 

由 上 上 所 述 , FY Sere Yn) He Sah AS Ja KIC HE EE, BS HES A 2 SYS ALE TEA LE 

除去 个 别人 物 外 , EECA TE A — TIBET DT ROK SE» METAL RS Fl a TD IF EK 

ATR BAD b TORI aT DUAL BEI AE DRE AGH , st BS BRAG AB TES A 

PPT as PY Bae Sa 9 AS ek HK IE BR AA A) A EA BP BA AH SAT BRAS — EFC 

EL AS EBA ADAGE AS AA EVITA IK ; 

€2) 

海河 流域 是 一 个 有 很 多 地 方 可 以 找到 水 源 灌流 的 地 区 。 而 且 从 历史 上 来 说 , DWE 

地 方 水 利 , 抵 抗旱 滤 ;, 增 加 生产 ,也 是 早已 行 之 有 效 的 。 不 过 , 在 过 去 ,海河 流域 的 灌流 

事业 未 能 大 规模 的 发 展 ,或 者 是 已 开 其 端 而 未 能 持久 ， 都 不 是 自然 条 件 之 不 足 ， 而 是 人 
为 的 阻 所 。 但 是 在 今天 的 社会 条 件 下 ,申花 党 和 政府 的 便 导 以 及 棚 积 起 来 的 广大 安民 
的 积极 响应 和 大 力 执行 , 海河 流域 的 灌溉 事业 , 必然 会 达到 空前 未 有 的 规模 ， 从 而 在 拉 
加 农业 生产 推动 国家 建设 方面 发 挥 出 请 在 的 力量 。 

30) TAPER BE MAE 90 WHE 17, 永利 营 田 2。 

31) ACH te FH MR Be Mik FREAK 2 页 上 。 

82) FAIRE FE“ BE Mik BEL SY ht: HEIR a BEE NE RE BRAT, DARA. Toit 

AM, DAMM ERLE IES Mo” LE Ma 91 BE IE 17, 水 利 营 田 2。 

33) 堆 辅 通 志 91 HE, WHE 17, 水 利 营 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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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 - 

y . , 本 
ny : i 

(中 国 科学 院 地理 研 究 所 ) 

_、 丰 富 的 自然 资源 
KARAT AE, 印度 是 世界 上 钢铁 工 

羔 最 有 发 展 希望 的 国家 之 一 。 网 铁 工业 最 基本 的 
LEME DD ANGE BILE ES ,石灰石 烷 剂 及 顽 料 煤 
所 关 十 分 充足 ;炼焦 煤 较 少 ,但 能 满足 印度 国内 相 
当时 期 需要 而 有 余 。 
铁 矿 印度 铁 矿 储藏 量 何 未 最 后 确定 ,不 

同 材料 有 不 同 襄 法 。 联 合 国 1952 年 出 版 的 亚洲 
_ 和 欧 东 的 煤 铁 资源 "报告 中 , 载 有 印度 政府 1949 
年 提供 的 铁 矿 资料 ,估计 印度 重要 铁 矿 储量 为 50 
亿 吨 ;但 在 1949 年 伦敦 所 举行 的 第 4 次 帝国 探矿 
SPE L, 印度 政府 科学 研究 部 地 质 专 家 五 
地 击 (D. N，Wadia) 宣 称 , 仅 比 哈 尔 邦 辛 布 姆 一 
个 态 区 的 铁 矿 储量 就 可 能 有 80 亿 吨 ,全 印 优质 铁 
矿 储 量 为 100 亿 吨 。 如 以 后 者 为 准 , NWEDBE RE 
本 主义 各 国 钦 矿 确定 储 量 的 第 工 位 , A 相当 美 
国 和 巴西 两 国 的 总 和 ， 而 估 全 世界 铁 矿 确定 总 储 
量 的 18%”, 
印度 铁 丰 的 确定 储量 , 据 上 敏 联合 国 报告 材 

衬 , 共 分 售 主 要 集中 在 东部 奥 里 村 、 中 央 及 比 哈 尔 
SOAPS IA 84.196 ,南部 的 2 局 德 拉 其 
及 腾 素 尔 两 邦 共 估 15.6% , INTE ABW 
藏 仅 估 0.395。 在 印度 众多 铁 矿 中 , 据 联 合 国 同 
样 报告 材料 , 确定 储量 在 工 亿 吨 以 上 的 重要 铁 矿 
有 10 个 , 仅 这 10 个 铁 矿 就 估 全 国 50 亿 吨 总 确定 
储量 的 9996 以 上 。 如 果 烷 合 其 他 材料 , 这 10 个 

铁 矿 的 可 能 储量 估 全 国 200 亿 吨 总 可 能 储量 ? 的 
85%。 这 些 互 大 的 铁 矿 , 实 是 印度 铁 矿 的 主体 ,不 

仅 印 度 现在 开 探 的 铁 矿 公 在 其 中 , 站 上 且 今 后 相当 
时 期 计划 开 探 的 铁 矿 ， 也 在 它们 的 范围 以 内 。 x 
将 印度 10 AGED” AIT Hi AEE PEAY ROPER TI 
於 后 。 

印度 铁 矿 具有 一 些 竺 点。 第 一 ,储量 的 主体 
为 优质 过 铁 矿 所 构成 ,一 般 含 铁 其 在 60 一 6595 以 
F ,十 至 如 洗 布 姆 及 巴 斯 塔 尔 等 重要 矿区 , 某 些 矿 

样 分 析 的 含 铁 量 接近 7025。 同 时 ,印度 铁 矿 含 硫 、 

磷 等 杂质 此 低 , 便 巩 冶 精 。 第 二 ,印度 铁 矿 一 般 熙 
SAG HSE EG, Pecan, BRIE PR, th 

FD BERD REET AC HC AEA LMS AR PEA ERE 
铁 矿 ,大 部 分 可 以 进行 露天 开 探 。 第 三 ,印度 铁 矿 
俏 量 巨大 ,但 产量 不 多 ,这 反 呐 了 印度 钢铁 工 涩 缆 
PARE. AMWAY 印度 铁 矿 开 探 还 保有 充 
ZT), 例如 , 印度 已 经 大 规模 开 探 的 铁 矿 主要 
是 许 布 姐 . 基 昂 加 尔 及 马匹 尔 班 (Mayurbhanj) 三 

做 ， 买 素 尔 的 巴巴 布 丹 仅 有 少量 开 探 。 已 开 探 的 
WBA ARTE LIE, 其 开 探 量 估 确 定 储量 的 比例 
仍 极 微小 。 至 蕉 其 他 铁 矿 , 基本 上 原封 未 动 地 保 
42978, 在 1900—1956 年 期 间 , 印度 JERI 开 探 了 

9,530 余 万 吨 铁 砂 , 人 潮 不 足 其 确定 储量 50 亿 的 吨 “ 

_29%65。 近 年 来 , 美国 铁 砂 开 探 量 平 均 每 年 约 工 亿 
吨 , 如 按 旺 速度 开 探 ,美国 铁 矿 的 确定 储量 可 能 在 

1) 1952 年 日 本 : HERA GR MUR (Me 1953 年 世界 经 济 统 计 资 料 党 衙 , 三 联 书 店 出 版 ,第 13 ED) 6 

2) 据 鼓 报告 材料 计算 ,在 50 (LPR RE, RUBE 32.7%, 中央 那 优 30.7 多 , 比 哈 尔 估 20.7%, SEAR 

1h 8.6%, 马 德 拉 斯 个 7.0 多 , KRU IK 0.3%. 

3) 同 奸 1)。 

A) 由 於 印 庶 铁 矿 艇 量 数学 为 近年 所 估计 ,本 世 祝 前 个 期 所 开 探 的 数字 基本 上 在 50 亿 吨 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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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 左右 耗竭。 印度 情形 却 不 同 , 在 今后 30 年 
内 ,部 合 每 年 开 探 2,000 万 吨 ,也 只 佑 确定 储量 的 
12%, 

印度 铁 矿 开 探 在 本 世纪 的 56 “F/M JHE TOS 
$i, 19004 AKIFFHE 6 万 余 吨 ,第 一 次 大 战 期 内 ， 
平均 每 年 开 探 40 余 万 吨 。 战 后 由 共 钢铁 工业 有 
了 较 大 发 展 , 铁 矿 开 探 也 随 著 增加, 1924 年 以 后 ， 
每 年 超过 170 万 吨 。 第 二 次 天 战 又 输 铁 矿 开 探 以 
一 葡 新 的 刺激 , 1939—42 年 期 内 , 每 年 突破 300 
万 吨 。 此 后 , 因 国内 钢铁 业 的 停滞 , 铁 矿 开 探 也 现 
SEK, 1948 年 倒 降 低 到 228 万 吨 。1951 年 以 后 ， 
因 国内 生产 与 建设 革 趋 向 医嘱, 铁 矿 开 探 才 恢 复 
划 战 时 的 水 平 , 此 后 , 花 给 持 开 探 量 在 360 一 460 
万 吨 之 于 。 在 本 世 乞 56 年 总 产量 中 ,最 近 16 年 所 
产 为 5,127 万 吨 , 估 总 数 5495。 铁 矿 开 探 为 印度 
最 大 探矿 涂 之 一 , 按 矿 工 计 算 仅 次 於 煤 和 鳃 , 居 全 
国 第 3 位 ,1955 年 平均 每 天 工人 数 为 34,200 人 。 

印度 铁 矿 开 探 储 中 在 比 哈 尔 及 奥 里 功 两 邦 ， 

所 产 估 全 国 总 产量 的 9895 以 上 ,其 中 比 哈 尔 的 辛 

理 资料 1958 年 

ABD EK 估 一 牛 以 上 , BURGER Rw an 
马 无 尔 班 矿区 共 估 一 牛 以 下 。 总 产量 的 2% IG 
德 拉 斯 、 买 素 尔 及 中 央 邦 所 估 有 。 

煤矿 ”和 丰富 的 铁 矿 比较 起 来 ,印度 煤矿 
已 知 藏 量 就 嫌 不 足 。 据 福克斯 (C. S. Fox) 1932 
年 估计 ,全 印 网 互 角 煤田 ?2 的 推定 储量 , 当 距 地 面 
2,000 吸 (1 中 =0.3048 AR), BERRI 1 BRAY, 
600 亿 吨 。 其 可 探 储量 , EOBEES 4 DLL, ae 
53 23% 以 下 时 , 为 200 亿 吨 。 其 中 优质 煤 , 即 灰 
分 在 16% 以 下 者 ,为 50 亿 吨 (而 距 地 面 1,000 me 
以 内 者 只 有 35 亿 吨 )9。 如 按 600 亿 吨 比较 , 狗 
佑 世界 煤 的 推定 储量 1.796, 居 世 界 第 8 位 ?。 

印度 煤 藏 的 90295 以 上 储 认 各 冉 互 钢 煤 田 , 主 
要 分 佑 在 法 莫 法 尔 河 、 马 哈 拉 底 河 及 哥 达 稚 利 河 
流域 , 邵 西 孟 加 拉 、 比 哈 尔 . 中 央 及 沽 德 拉巴 等 邦 ; 
第 三 各 煤田 也 有 相当 储量 ,以 阿 节 姆 邦 为 主 ;在 南 
印度 的 马 德 拉 斯 ， 则 发 现 了 互 大 的 第 四 乞 祸 煤 。 
至 长 对 印度 和 经 济 有 重要 意义 的 头 瓦 条 煤田 的 优质 ， 
煤 和 优质 炼焦 煤 ， 几乎 全 部 储藏 在 比 哈 尔 及 西 孟 

印度 的 十 大 铁 矿 (单位 : 百 万 吨 )* 

x F & PRBIR WREGR: PIREGKR: SRS SMES SRS so HeK 
辛 布 姆 (Singhbhum) 比 险 尔 1;047 ， 8, 000** 63—69 0.03 0.03—0.08  ARRkA 

{ii 2s (Bonai) BBE 648 (648) 61—66 0.15—0.19 0.06—0.08  Apgkor 

Jt7, m4 ( Keonjhar) tits 988 2, 451°" 60—65 一 0.03 一 0.07 PREG 

FLitpHt 4:( Bastar) fi 4c - 610 3,600** 68—69 0.03—0.09 0.09—0.12 ” 赤 詹 矿 

劳 加 特 (Rowghat) pe 800 (800) - -REASAT AR TERS LE ARD SPAS) ABBR 
4&4 ( Drug) rahe 120 (120) 66—69 0.1 0.06 RT 

BE HE (Salem) 马 德 拉 灯 305 1,000** 35 0.01 0.09 磁铁 矿 

基 受 干 地 (Kemmangundi) 买 案 尔 105 (105) 53 一 64 0.03—0.04 0.03 0-05 5 ee ae 

ELE AGA (Bababudan) HA 200 300 一 — = 同 “上 

森 达 和 尔 (Sundar) 买 索 尔 130 300** 60 一 65 0.03—0.05 0.03—0.04 ARK 

& # 4,953 17,004 

* , 据 “亚洲 和 远东 的 煤 詹 资 源 ?第 65 页。 
+# 据 % 印 度 矿产 富源 ?。 

5) 阿 五 钠 (Gondwana) 丢 为 刘 达 数 育 公 尺 的 陆 相 痪 积 层 , 在 印度 ,主要 分 仙人 挫 达 葛 达 尔 河 、 马 哈 拉 底 河 及 哥 达 锥 

利 河流 域 ;地 质 上 由 石 侨 筷 一 直 延 续 到 白垩 纪 宦 期 。 印度 最 重要 煤田 几乎 全 部 属 父 闽 五 狗 系 汽 积 ,其 中 著名 

的 达 莫 达尔 煤田 ， BDMB ARATE WGA RATA EU ERR IARI 98.5% ACA MI AWARE, A 1.5% 

KA SHOAIB) AUR AH © 

6) 联合 国 : 亚洲 和 远东 的 煤 詹 资源 ,第 58 页 。 

7) 日 本 ; 世界 资源 年 通 , 1957, 第 56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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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L Fb. PAI ROK A BRE, 印度 主要 网 

FCASER FH PCR AE RARE SE OP fi BNF 

(He 193642 FIRE. R. Geerfiat Hifi: A 77Me ) ; 

a 区 BI 优质 炼焦 煤 KAM & at 

Fe Fl HAIN HZ (Giridih & Jainti) 比 哈 尔 20 2 22 

PEF (Raniganj) rm MERI 230 1,533 1,763 

加 利 亚 (Jharia) 比 哈 尔 860 350 1,210 

#e-E34 (Bokaro) 比 哈 尔 315 480 795 

南北 卡 偷 普 拉 (N. & S. Karanpura) 比 哈 尔 一 750 750 

FC fats Wj BR FL 一 一 350 350 

@ # 1,425 3,465 4,899 

( 据 联 合 国 :“ 亚 洲 和 远东 的 煤 铁 资 源 2 第 58 页 ) 

印度 煤矿 因为 开 探 不 感 , 故 仍 保有 互 大 发 展 
EN. TEI, EAE FEARS 3,600 一 3,900 万 吨 
左右 ;如 从 1900 年 算 起 ,到 1956 年 的 累计 产量 也 
只 有 118,200 万 吨 , 谷 不 足 美国 1954 一 56 年 三 年 

所 产 总 和 的 919%5。 因 此 , 对 印度 国内 工业 需要 坷 
来 , 让 合 每 年 开 探 1 (LE, 芷 扣除 近 20 年 来 所 探 
的 5 亿 吨 , 仅 其 已 知 的 可 探 备 量 也 还 够 195 年 之 

用 。 
虽然 印度 钢铁 工业 每 年 需要 大 量 动力 用 煤 ， 

-但 业 焦 煤 的 价值 , 较 之 普通 动力 煤 在 这 一 工业 方 
面 当 更 重要 。 因 为 焦炭 本 身 不 仅 为 炼 铁 的 基本 原 
BL, 而 且 四 焦 妨 所 产 的 煤气 又 为 坏 网 墟 加热 所 必 
需 ,同时 , 煤 焦 副产品 ,如 煤 焦油 . 某 、. 硫 酸 扎 穿 , 还 
是 化 学 工业 的 重要 原料 。 

已 知 印 度 的 业 焦 煤 储量 是 不 充分 的 。 据 上 表 
所 列 ， 不 过 14.25 亿 吨 。 加 上 1936 年 以 后 的 开 
探 , 估计 1957 年 所 剩 购 仅 11 ZAR, EAN 数字 
只 相当 现 有 铁 矿 确定 储量 的 1/s, KD 
后 , 开 焦 煤 的 缺乏 可 能 成 为 印度 钢铁 工装 发 展 的 
困难 , 不 过 ,如 果 印 度 政府 和 企业 租 铁 能 够 有 保 
护 ̀  有 控制 的 开 探 业 焦 煤 , 根 据 印度 钢铁 工 当 现在 
的 发 展 速度 推测 , 至 少 在 本 HAYNE ARAB 
Ze 

过 去 ,印度 每 年 开 探 1,500 Zinio AERE (HIN 
PSOE SUE KA 300 万 吨 , 其 他 Bb 
数量 的 瓦斯 焦 外 ,主要 作为 铁路 航运 及 普通 工 梁 
动力 用 煤 , 此 种 耗费 , 深 为 可 惜 。 印 度 於 1910 年 在 
盐 加 拉 冶 铁 公 司 的 库 尔 提 三 开 始 炖 焦 , 现在 已 有 

8) 印度 矿产 富源 ,第 9 页 。 

15 处 炼焦 设备 在 生产 和 建设 中 , 包括 600 座 以 上 

的 嫩 售 妨 。 近 年 来 ,每 年 产 售 点 360 万 吨 以 上 ,其 

中 220 万 吨 左右 为 冶金 硬 焦 ，140 万 吨 左右 为 瓦 

斯 售 。 治 金 硬 焦 的 炼焦 煤 几 乎 全 部 来 自问 瓦 纳 煤 

国 , 如 932% 以 上 来 自 加 利 亚 煤 田 ，498 来 自 拉 尼 干 

煤田 ,其 余 来 自 吉 利 地 及 波 卡 蒜 煤 田 , 只 有 0.195 

tA Re BSA’. Hh bea DIG, 印度 

所 有 重要 炼 优 煤 尼 集 中 在 达 莫 法 尔 河流 域 , 与 比 

VAR ASAE PREPAY BASED AF AE ice Hk 

JCA RUSE TSA 

其 他 原料 ”作为 钢铁 工业 重要 原料 的 级 ， 
印度 储量 仅 葡 艾 苏联 而 居 世界 第 二 位 。 Hh 

矿 分布 在 中 央 邦 的 巴 拉 加 特 (Balaghat)、 班 达 拉 

(Bhandara) .4x#- oie (Chinduwara) AKAs RK 

(Nagpur), eA7RBYAe Tia, BAe AI 8 

(Gangpur) 及 基 昂 加 尔 , 此 外 , 孟买 、 马 德 拉 斯 及 

买 素 尔 等 邦 也 有 重要 仕 矿 。 上述 仁 矿 分 布 大 区 与 

铁 矿 一 致 。 印 度 黎 人 砂 产量 在 1956 年 为 163 万 吨 ， 

而 国内 冶金 所 用 不 过 10 余 万 吨 ,其 余 大 部 出 口 。 

对 外 印 度 钢 铁 业 多 来 , 熏 矿 是 取 之 不 尽 的 资源 。 

石灰 石 为 业 詹 熔剂 ,消耗 量 很 大 。 在 奥 里 隧 、 

比 哈 尔 、 中 央 邦 等 铁 . 煤 .锰矿 集中 所 在 ,也 储藏 了 

大 量 石灰 石 。 现 在 印度 每 年 开 探 的 400 万 吨 以 上 

FAPRTG HB , BAPE FEMS AR RFP IES (860% 以 

Ah, 这 种 便利 , ES AH SERIO AS 

iit, 2A BES LA. 

SPE TEA EEA iit Kb to J jules 

SURF ARG AL. ree tice. ROLE. 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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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RASH GE, ARE, LOR 

员 邦 等 重要 煤 匆 基地 找到 来 源 。 印 度 各 醒 火 材料 

厂 现在 每 年 生产 醋 火 材料 20 一 22.5 万 吨 , 其 中 

60% FAURE TEs 四 从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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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 水 泥 、 陶 效 等 工业 可 能 的 发 展 , 估计 每 年 需要 

耐火 材料 50 万 吨 , 因此 , 需要 建设 新 的 耐火 材料 

厂 以 增加 产量 ?)?。 

二 、 钢 铁 工业 的 发 展 及 其 特征 
SERHES «= 虽然 印度 的 自然 资源 条 件 极 有 

利 基 网 铁 工 娄 的 发 展 ,但 是 ,在 英国 芋 洽 印度 的 温 
长 历史 时 期 中 , 却 没有 积极 建设 这 个 最 基本 的 工 
汪 部 门 。 英国 殖民 者 的 政策 , 是 要 在 印度 和 维持 一 
种 经 济 落 后 的 局 面 , 把 印度 永久 变 为 宗主 国 的 原 
料 产 地 和 销售 市 场 ,而 发 展 印度 的 网 铁 工 潜 , 势 必 
要 促进 其 他 工业 部 门 的 发 展 ， Me 可 能 把 印度 置 认 
和 英国 商品 癌 等 者 的 地 位 , 这 就 过 背 了 英国 殖民 
翘 治 的 基本 原则 。 

可 是 ,在 印度 这 样 一 个 广 主 众 民 的 国家 ,不 管 
殖民 者 主观 顺 蔚 怎样 , 要 想 完全 制止 钢铁 及 其 他 
若干 工业 部 站 的 建立 和 一 定 限度 的 发 展 , WS 也 是 
无 法 实现 的 。 首先 , 资本 主义 追求 最 大 限度 利润 
的 规律 经 党 在 起 作用 , 自 19j 世 筷 后 期 起 , 世界 资 
ASHE WIFE AGE 紧张 尖锐 ,殖民 地 的 分 割 基本 
完成 , 英国 殖民 者 为 了 加 强 它 在 世界 市 场 上 的 竞 
等 为 量 , 同时 也 为 了 加 强 对 印度 资源 和 人 民 的 掠 
于 , 摆 腕 未 国 的 经 济 危 机 , 共 是 在 印度 广泛 修筑 了 

PERK. BERET MRE. HD SE HARI IMT 

SE, WS DI PT EI, PEER RA 
PAST BAF GE, 但 印度 这 些 实业 和 建设 一 经 出 
现 以 后 ,它们 就 提出 了 对 钢铁 和 机 器 的 要 求 ,如 何 
满足 这 种 要 求 於是 成 为 印度 经 济 中 优 法 避 腕 的 问 

题 。 基 次 ,印度 自然 资源 的 丰富 和 劳动 力 的 低廉 ， 
也 吸引 了 和 英国 资本 家 投资 铅 铁 工业 的 兴趣 , 19 世 
AY 80 年 代 , 为 英国 资本 所 控制 的 孟加拉 冶 铁 公 
司 建立 起 来 了 , 它 以 成 本 低廉 的 生铁 供应 印度 国 
办 市 场 的 需要 ,可 是 , 它 的 产量 每 年 不 过 数 万 吨 。 
印度 的 资产 阶 航 利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前 夕 英国 紧 
张 备战 、. 注 意 力 集中 欧洲 之 际 ,建立 了 塔 塔 钢铁 公 
司 , 接 着 是 战 等 和 战 后 的 喘息 时 期 ,英国 殖民 者 底 
不 能 充分 满足 这 个 时 期 印度 TSE 对 钢铁 品 的 需 
BE, 又 不 能 遏止 印度 人 民 如 勃 高 涨 的 民族 主义 和 

9) EURED SEAREE, 1955 年 10 月 号 ,第 357 页 。 

发 展 工业 的 运动 , 塔 塔 钢铁 公司 在 内 外 因素 促成 
下 迅速 发 展 起 来 , 由 精 铁 、 炼 网 到 志 钢 , BRR BI 
英国 钢铁 业 在 印度 的 劲敌 。 I, BREAK 
世界 大 战 以 后 , 印度 买 索 尔 邦 政府 建立 了 一 座 规 
横 不 大 的 网 铁 厂 。 英 国资 本 家 面 对 阔 印度 资本 的 
竞 等 ,又 先 共 在 印度 发 展 岗 铁 工 业 有 利 可 图 ,长 是 
在 第 一 次 大 战 以 后 不 久 建立 了 印度 钢铁 从 司 , 双 
ALO KARAS Be T IMEC], 同时 
Ja T INGRACED BETA LASSE IE, 先后 eI 
SEGA TY BEIM A TED Co DEBS ED BESIDE 
公司 一 个 组 织 以 内 。 ERAT RAYT4R, 印度 
状 本 的 钢铁 和 英国 资本 的 钢铁 才 在 印度 国内 同时 

进行 落 生 产 。 自 1874 年 陂 加 拉 冶 铁 公 司 开始 产 
铁 , RAS 1940 年 孟加拉 精 网 公司 寺 开 始 产 钢 , 这 
访 明 英国 殖民 者 是 如 何不 原意 看 见 印 度 有 扶正 的 
钢铁 工业 ,只 是 在 印度 资本 的 竞 等 下 , 寺 在 一 种 进 
BEM am HT. 当然 , 英国 资本 论 
没有 放 秦 对 塔 塔 钢铁 公司 的 “关心 2, 它 通过 银行 、 

技术 .上 装备 及 其 他 生产 运销 各 有 关联 系 , 而 对 后 癌 
进行 控制 。 
前 已 述 及 , 印度 鱼 铁 生产 已 有 全 个 世纪 以 上 

的 历史 ,在 塔 塔 钢铁 公司 人 向 未 建成 以 前 ,和 加 拉 治 

PEA TIED BEML ASE, 它 在 1900 
年 时 , 产量 3.5 万 吨 。 直 到 1911 年 , 印度 铣 铁 还 
是 所 产 不 多 。1911 年 底 , 塔 塔 钢铁 公司 开始 产 然 ， 
铣 铁 产量 才 迅 速 寺 加 。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期 间 ， 
年 产量 在 24 万 吨 以 上 ,以 后 由 亦 塔 塔 网 铁 公 司 的 
扩建 , 和 1922 年 印度 网 铁 公 司 与 1923 “BSCR AR 
网 铁 厂 分 别 开 始 产 铁 , DEAE 1924 一 28 年 间 , 每 
年 铣 铁 产量 接近 100 万 吨 。 在 1934 “ELS, BEE 
革 产 双 有 上 升 ,由 1934 年 的 134 万 吨 境 加 到 1941 
年 的 207 Fmt, AULD, Spee BREAK 

伏 , 但 始终 未 能 恢复 到 1941 年 的 水 平 , 1956 年 的 



218 地 2m 学 FF 料 1958 年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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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2 20 世纪 以 来 印度 钢铁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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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 BABE 独立 后 最 高 数额 ,也 只 达到 

1941 年 产量 的 9495。1900 一 56 年 的 56 年 间 ， 印 

BEF SPE 5,285 万 吨 , 只 及 英国 1952 一 56 年 所 

产 总 和 的 88% ,或 者 只 相当 美国 1956 年 一 年 产量 

的 779%5， 四 此 可 见 印 度 铣 铁 生产 的 少 弱 ”。 

塔 塔 岗 铁 公 司 1912 年 开始 产 钢 ,年 产量 不 过 

3 万 对 吨 。 以 后 ,20 余年 间 , 塔 塔 钢 詹 公 司 业 岗 能 

为 不 断 扩 天 ,加 上 1936 年 和 1240 年 买 素 尔 钢 铁 

FRR IMELRAIA BARGE 分 别 开始 投入 生 

产 , 印度 Mile SAPO 在 1939 年 时 已 授 近 100 万 

me, this 又 停滞 不 前 ,直到 1950 年 aR 

1954 年 起 , 制 成 网 产量 已 超过 .120 Frm, 1911— 

56 年 的 46 年 间 , 印 度 共 产 制 成 网 2,286 万 了 吨 , 只 

有 英国 1954 一 55. 年 两 年 所 产 的 7795， 或 者 只 有 

美国 1955 年 一 年 所 产 的 80%", 

印度 独立 以 后 ,特别 是 1951 年 执行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以 后 , 钢铁 工业 结束 了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以 

来 多 年 停滞 不 前 的 局 面 , 取 得 了 一 定 程度 的 进展 ， 

如 以 1956 年 的 产量 和 1948 年 比较 , 鱼 铁 给 加 3425 ， 

ASMA IN 387% , 制 成 网 增加 4795 。 虽 然 如 此 , 印 

度 钢铁 工业 仍然 落后 共 一 般 工 业 发 展 的 水 平 ， 如 

以 1951 年 生产 指数 为 100, 1956 年 印度 工业 总 生 

PFPA 137.8, HBT ERAS, 

1948—56 年 印度 重要 钢铁 产品 生产 情况 ( 千 吨 ) 

1948 1951 1955 1956 pe EL 

SEPT 1,464.0 1,824.0 1,894.0 1,958.4 134 107 

BERK 1,405.2 ~— 1,707.6 1,756.8 1,807.2 129 106 

BOS 7.2 24.0 12.0 28.8 400 120 

ee 51.6 92.4 126.0 122.4 237 133 

原 钢 1,255.2 1,500.0. 1,704.0 1,737.6 138 116 

Sadie 1,233.6 1,478.4 1,670.4 1,695.6 138 114 

SHS PE 21.6 21.6 33.6 42.0 195 195 

Pe 1,011.6 1,249.2 1,456.8 1,484.4 148 118 

制 成 网 855.6 1,051.2 1,207.2 1,263.6 147 120 

型 钢 160.8 188.4 214.8 204.0 。127 108 

Sai, 66.0 63.6 110.4 104.4 160 164 

钢板 284.4 367.2 381.6 385.2 136 105 

棒 钢 及 钢 条 250.8 331.2 379.2 429.6 172 130 

‘ TAB 1.2 1.2 12 2.4 200 200 

其 他 钢材 92.4 99.6 120.0 138.0 140 138 

( 据 : 印度 每 月 统计 提要 ) 

印度 独立 以 后 , 主要 的 钢铁 工业 生产 机 构 及 

产品 种 类 没有 发 生 重 大 变化 ,但 由 大 农田 水 利 ̀  交 

通 运输 与 若干 工业 建 疏 的 发 展 , 扩大 了 对 钢铁 产 

品 的 需求 , 诛 有 的 网 铁 生 产 者 一 面 充分 利用 已 有 

的 生产 设备 ,一面 适当 扩大 了 设备 生产 能 力 ,致使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较 独立 以 前 为 快 。 

独立 前 后 印度 钢铁 生产 的 比较 ( 千 顺 ) 
时 期 ”总 产量 平均 年 产量 年 产量 的 多 

ors ”1900 一 47 62,600 1,332 100 
1948—56 ”33,697 ”3.633 273 

SRK 1900-47 37,000 800 100 
1948—56 15 852 1,760 220 

制 成 网 1911-47 17,305 470 100 
1948 一 56 5,556 617 131 

( 据 印度 每 月 统计 提要 及 印度 矿产 富源 数字 计算 ) 

10) 根据 印度 丰产 富源 、 印 度 每 月 狗 计 提要 及 联合 国 统 计 月 报 材料 计算 。 

11) 根据 印度 矿产 富源 .印度 每 月 绕 计 提要 及 1955 AP RS aT ee BL Hal He 

12) ENE: A Patti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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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可 以 看 出 ,独立 以 后 ,印度 期 铁 工 汪 的 一 

切 重 要 产品 都 有 了 相当 堆 涨 ,以 年 平均 产量 比较 ， 

FLAK 173% , GPL 120% , hil RSW T 

31%. BIRR, ATRIA TG FSET ERS et 

初期 生产 能 力 十 分 薄弱 年 代 的 数 宁 , 因此 使 独立 

前 的 年 平均 产量 相对 下 降 , 如 下 比较 还 不 能 充分 

含 人 信服 。 那么 ,我 们 不 妨 再 利用 独立 前 后 各 9 

年 的 情 交加 以 比较 。 因 为 在 1939 年 ,印度 钢铁 工 

业 的 规模 已 经 完全 法 到 了 独立 时 的 水 平 。 

印度 独立 前 后 9 SEER AER (FM) 

A Hi BK Ki we BR 
1939 1,066 1,786 1948 1,255 1,464 

1947 1,277 1,458 1956 1,737 1,958 

SEK +211 —328 sak = +4820 + 494 

194779 1956 7 
19394 120 81 1948% 138 133 

(EEN AE A H CSTE BRI EST) 
在 相同 年 代 中 ,独立 后 的 发 展 仍然 快 过 以 前 。 

由 1939 一 47 年 ,印度 原 网 仅 增产 20% , BPEL 
ws 19%, 相反 , 在 1948 一 56 年 , 原 钢 却 增产 
38%, 铣 铁 堆 产 33%5。 这 就 证 明 , 政治 上 的 独立 
使 印度 经 济 生 活 得 以 趋向 医 蹊 , 使 社会 生产 力 蓝 
得 了 一 定 限 度 的 解放 。 
但 是 , 印度 独立 后 的 9 年 究 竞 未 能 使 钢铁 工 

re ee 1958 4f: 

数量 仍然 十 分 有 限 , DIANE FS 49.4 Dy, [i 

网 增产 48.2 万 吨 , 盾 制 成 钢 增 产 47.3 万 吨 , 制 成 

网 增产 40.8 万 吨 。 同 时 ,逐年 的 发 展 也 是 很 不 平 

fA, 经 过 几 年 舟 许 上 升 以 后 , 从 1954 年 起 又 出 

现 了 估 评 状态 : 1956 年 , 铣 铁 、 原 岗 与 制 成 网 大 体 

于 只 和 维持 在 1954 年 的 水 平 上 。 如 果 以 印度 独立 

以 后 钢 然 工业 发 展 的 速度 和 共 他 一 些 工业 落后 的 

资本 主义 国家 比较 一 下 , 印度 的 迟 绥 更 是 显 而 易 

Sh, 如 以 1948 年 产量 为 100,，1955 年 印度 与 其 

些 国家 的 原 钢 及 铣 铁 生产 指数 如 下 : 

印度 土耳其 南非 西班牙 Be Pa 
原 钢 136 187 264 200 200 238 966 

ge 130 200 200 184 190 196 180 

(印度 据 本 文 材 料 来 源 ,其 他 各 国 据 联 合 国 礼 证 月 报 ) 

近年 来 , 中 国 和 印度 在 钢铁 工业 的 发 展 上 产 

生 了 重大 的 变化 。 中 国 在 解放 以 前 ,钢铁 产量 大 

致 与 印度 相当 ,然而 ,印度 现在 却 已 天 天 落后 基 中 

国 。 以 1956 年 和 1952 年 比较 , ED BES SEMIS IM 

T 8%, 而 中 国 却 增加 了 230%; 1952 年 ,印度 网 

锁 产 量 比 中 国 多 .20 万 吨 , 到 了 1956 年 ,中 国 却 续 

印度 多 了 277 万 吨 。 如 果 预 计 色 中 、 A 

个 五 年 计划 执行 的 和 结果, 中国 SBE Ra 

还 会 更 多 地 超过 印度 。 下 面 是 近年 求 中 、 印 两 国 “ 。 
业 从 任何 方面 发 生 显 著 的 变化 , 各 项 产品 的 堆 涨 ”网 铁 生 产 的 变化 。 

中 国 和 印度 钢铁 生产 比较 ( 千 吨 ) 

1949 > 1952 1956 Ee 7 a 7 

oh EE 中国 印 度 中 国 印 度 中国 印度 中 国 印度 

A:@k 246 1,610 1,900 1,732 4,777 1,958 250 113 = = 

gage 158 1,330 1,349 1,555 4,465 1,696 330 108 at ga 6,000** 

网 材 一 930 1,110 1,078 3,921 1,264 353 4117 一 - 4,080*** 

CEN BER AR HEAR SOHC IR» 4 FR OBR BOBS IE SURE RF ) 

* Fy 1962 年 预计 数字 

** 为 1961 年 预计 数字 

*** 4) 1960—61 年 预计 数字 

基本 畦 征 ”印度 网 铁 工 业 最 基本 的 特征 是 

总 生产 能 力 的 单薄 , 和 国家 资本 所 佑 上 比重 的 微 
弱 。 

印度 在 资 本 主义 世界 中 , 虽然 人 口 和 铁 矿 确 

SRR A 1 fy, 1H. 1956 年 锁 铁 产量 只 佑 第 10 

位 , 原 钢 产量 估 第 12 fi, ED BEM SWAY RGN PR BE 
至 少 基 澳大利亚 .奥地利 、 虎 森 保 和 瑞典 这 样 一 些 
人 人口 很 少 的 国家 , 更 不 用 就 大 大 落后 基 发 达 的 重 
杰 资 本 主义 国家 了 。1956 年 ,印度 原 钢 按 人 口 所 
得 数量 只 有 英国 .1/90, 法 国 1/66, 日 本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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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印度 钢铁 产量 及 按 人 日 所 得 产量 和 主要 资本 主义 国家 上 比较” 

〈 益 产量 : 干 瑟 ?人 口 : 干 人 ;每 人 所 得 :公斤 ) 

印 xe FF HB RH we* « HB BAA A 本 

A 2 381,690*** 168,091 51,208 50,986*** 43,600 48,178 90,000 

i | 4,737 104,520 21,096 22-560 13 ,392 5,940 11,100 

% 100 6,020 1,214 1,300 771. 342 640 

每 人 所 得 4.6 622.1 412.0 442.0 307.0 124.0 123.3 

多 100 13 ,520 9,000 9,600 6,670 2,700 2,680 

RH 1,958 68,904. 13,440 17,688 11,652 1,993 6,264 

% 100 3,520 686 903 600 102 320 

每 人 所 得 5.1 410.0 262.0 347.0 267.0 42.0 69.6 

% 100 8,400 5137 6,804 5,235 823 1,365 

* -印度 钢铁 产量 据 印 度 每 月 统计 提要 ,其 他 各 国 钢铁 产量 及 各 国人 口 数字 据 联 合 国 统 计 月 报 

，Y#x*; 不 包括 节 尔 

*** 为 1955 年 数学 

印度 所 产 锁 铁 多 年 来 可 满足 国内 市 场 需要 ， 
芷 有 相当 出 口 。 二 次 大 战 前 , 每 年 出 口 合 超 过 50 
Jims, 但 以 后 国内 需要 扩大 , 出 口 量 因 之 铝 减 ,每 
-年 不 过 万 余 吨 或 数 万 呈 。 但 印度 所 产 钢锭 及 制 成 
钢 则 严重 感到 不 足 ,每 年 有 大 量 进口。 

多 年 来 印度 钢铁 进出 口 情形 各 下 ”: 

H(i) 制 成 钢 ( 干 吨 ) 

Pe HA MA 产量 进口 “出口 

1928 “969.42 4.0 429.0 318.8) 914.0 68.0 

1939 1,786.09 2.0 557.0 842.0) 217.0 93.0 

1948 1,464.0 — 36.0 855.6 65.8 一 

1950 1,680.0 一 35.0 992.4 209.6 一 

1955 1,894.0 — 36.0 1,207.2 473.4 一 

1956 1,958.4 — 12.0 1,263.6 1,124.5 — 

1) 1928 及 1939 EEN FIRE EP ESET. 

业 的 资料 ”，1948 年 WR BPH EW BE “ig: A HER 

要 ?”。 
2) 据 % 印 度 矿 产 富源 2 为 1924 一 28 年 年 平均 产量 。 

3) 据 % 联 合 国 1953 AER AREY, 

4) 据 “ 关 妇 印 度 钢 铁 工 业 的 资料 ”。 

5) 为 4 一 12 月 份 数字 。 

近年 来 ,印度 国内 释 洲 建 必 有 了 了 发展, 对 铅 詹 

的 吉 要 也 有 夫 加 , 据 印 度 计 划 委 员 会 估计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期 并 ,大 钩 每 年 需要 制 成 钢 250 万 吨 , 但 在 

1951—56 年 , 国内 平均 每 年 所 产 只 能 满足 这 一 需 

SEA 45% ,有 牛 数 以 上 爷 略 进口 ;可 是 ,进口 又 

限 代 财政 困难 及 货源 不 由 , 同 一 期 间 , 平 均 每 年 只 

Re ne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34 19981956 

一 S3€0R( Gm)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痢 铁 及 其 制 成 品 进 口 值 ( 亿 庶 比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FE PK Oe (RB) 

图 3 1948 一 56 年 印度 钢铁 进出 口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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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补足 这 一 需要 量 的 16%, FAL, PBEM 
缺乏 39% 的 钢材 ,必然 要 使 国内 建设 受到 影响 。 
员 然 钢 的 进口 还 很 不 够 , 但 为 此 所 付 的 资金 已 相 
当 惊 人 ,例如 ,1948 一 56 EA, ED BE BATHE See 
品 286 万 吨 , 进口 总 值 共 法 31.3 (ZH, 这 上 比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中 预计 对 公私 钢铁 工业 建设 投资 
10.2 亿 广 比 多 出 两 倍 以 上 。 

印度 铀 铁 工 业 生 产能 力 的 单薄 , 也 反映 在 钢 
铁 品 互 相间 的 比重 上 。 例如 , 一 般 工业 发 达 国家 
的 网 产量 总 是 超过 铁 产 量 ,但 印度 的 铁 却 超过 钢 ， 
如 以 1956 年 铣 铁 产量 为 100, 则 原 网 产量 对 鱼 铁 
比重 :日 本 为 175, 英国 为 1587, 美国 为 152, 西 德 
为 127, 法 国 为 115, 印度 为 87 29。 在 印度 1956 
年 铣 铁 总 产量 中 ,铁合金 估 1.495; fehl OFS 
量 中 ,各 类 钢板 估 30% , 工具 网 仅 产 2,400 吨 ,从 
AR 0.2% 5 冲 之 ,对 工业 建设 关系 板 大 的 重要 网 

材 、 特 殊 钢 、 铁 合金 等 所 估 上 比重 很 小 。 
印度 钢铁 工业 除 规 模 基 小 的 买 素 尔 网 铁 厂 为 

国有 以 外 , 著名 的 塔 塔 钢铁 公司 SO ED BE ACHE 
资本 集团 之 一 塔 塔 财 田 所 有 , 它 又 和 英美 资本 有 
密切 关系 ;印度 钢铁 公司 为 英国 资本 所 有 ;其 余 一 
百 数 十 家 小 型 网 铁 加 工 、 复 加 厂 全 为 私有 。 印度 
现 有 的 网 铁 生产 基本 上 为 私人 装 末 所 掌握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将 要 大 力 发 展 国营 钢铁 工业 , 主要 为 

建立 三 个 年 产 网 各 为 100 万 吨 的 新 钢铁 厂 , 在 此 

期 间 , 用 蕉 三 厂 建 人 设 的 资金 就 较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中 国营 钢铁 工业 投资 多 出 11 倍 。 下 面 是 两 个 五 

年 计划 闻 公私 网 铁 工业 的 投资 规 横 比较 CZ 

is 

1951 一 56 年 7 1956 一 61 年 ?2 “1951 一 61 年 

国营 3.0 36.0?) 39.0 

私营 7 全 11.5 18.7 

合计 10.2 47.5 57.7 

1) ESS PREL EAGT AREER, 
2) 据 % 远 东 贸 易 ?> 杂 恋 , 195748 1 SS OA 
3) 其 中 包括 三 大 新 厂 隶 疏 投资 : 比 节 厂 为 11 人 不 

Fe, BURVERL Jo 12.8 (URRY, 杜 加 普尔 厂 为 
11.5 亿 处 比 ,扩建 买 索 尔 钢 猴 厂 等 0.7 (LE 

完成 这 些 公私 投资 计划 的 和 结果, 将 使 印度 网 

的 设备 生产 能 力 由 现在 的 160 一 170 万 吨 , 扩 天 到 

1961 年 的 610 万 吨 , 其 中 构 一 咎 以 上 为 现 有 网 铁 

厂 扩建 的 结果 , 另外 300 万 吨 为 新 建 三 天 网 铁 厂 

的 转 果 。 根据 印度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估计 ,完成 三 

大 钢铁 厂 的 新 建 及 买 素 尔 钢铁 广 的 扩建 ,可 使 国 

有 网 的 年 产值 由 现在 的 0.1 (LLG 达到 12 (LI 

Itsy BMS 120 倍 。 如 果 这 一 乐观 计划 得 以 顺利 

实现 ,印度 国营 和 私营 网 铁 将 有 同样 的 规模 ,而 且 

外 国 春 本 所 佑 的 比重 也 将 相对 地 短小 。 

三 、 钢 铁 工业 的 地 理 分 伤 及 中 心 

yi. ”由 套 印度 五 分 之 四 以 上 的 优质 

BD TEAL LOM AR AGE ERB, AI 

URE EE Th Ge EBA He Pa i NAN LEMS 7 — AFA 

ARAB. At, LA EDFA, 

RAV EREVE NMP IE, ZAP WI HRA 

和 马 德 拉 斯 等 邦 , RAAT, LRBAKI, 

也 有 可 能 发 展 相当 规模 的 网 铁 工 汪 。 不 过 , 印度 

自从 发 展 近 代 钢 铁 工 业 以 来 , 其 eA ae AE 

BIR BPG INL FD, DMT ASAR DL BIR 

索 尔 为 两 大 中 心 , 前 者 为 塔 塔 钢铁 公司 厂址 所 在 ， 

后 者 附近 的 库 尔 提 及 们 恩 普尔 为 印度 钢铁 公司 厂 

址 所 在 。 整 个 南 印 度 只 有 一 座 小 小 的 买 素 尔 钢 然 

厂 。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前 后 ,在 加 尔 各 答 、 荔 买 . 恒 

河流 域 的 许多 城市 ,以 及 南 印度 的 马 德 扩 斯 等 地 ， 

出 现 了 很 多 小 型 网 材 复 轧 厂 及 翻 砂 厂 , 但 它们 此 
.不 能 生产 钢铁 ,只 是 依靠 上述 各 大 厂家 及 进口 原 、 

PRET IN MM 

除了 天 然 资源 的 丰富 以 外 , 印度 东北 部 还 是 

印度 近代 工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 在 PEIN Le 

尔 一 带 ,， 有 全 印 著名 的 机 车 、 铁 路 客车 、 货 车 、 汽 

车 .普通 机 器 .电机 ̀ 、 电 稚 、 造 船 、 酸 破 化 学 及 焦煤 

作 学 .黄麻 熏 线 等 工业 部 门 , 有 全 印 最 大 的 煤矿 开 

探 中 心 , 它们 焦 中 在 加 尔 各 答 -篇 姐 什 普尔 -阿森 

索 尔 三 角形 地 区 , 在 此 三 角形 各 沈 及 其 两 侧 , 分 

13) 据 1957 年 2 月 新 华 社 消 息 , 工 印 度 处 比 等 从 我 国人 民 他 0.522 元 。 
14) 印度 饭 外 各 国 数字 据 联 合 国 统计 月 报 计 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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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印度 东北 部 钢铁 工业 带 
布 苹 许多 工矿 城市 和 分 散 的 据点 。 网 铁 工 业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出 现 合 经 是 促进 这 些 工 业 部 门 发 展 的 重 

要 因素 ,当然 ,这 些 工 业 的 发 展 也 反 过 来 刺激 了 纲 

ROAR. AAP IMD AN LMR EEE) 

度 最 大 的 钢铁 产品 市 场 , 它 Wat bli Salk AA 

_ 利 基 网 铁 工 业 的 扩大 占 建 设 。 县 体 的 数字 正好 毫 

明了 印度 钢铁 工业 集中 在 西 孟加拉 和 上 比 哈 尔 的 情 

Woe MORIA ATI (1950 年 ), 比 哈 尔 及 西 孟 加 

拉 两 邦 的 钢铁 三 只 佑 全 国 泣 查 工厂 总 数 18%, 然 

钢铁 厂家 厂址 所 在 地 区 殷 拓 

se mt ed 19410 

15) FU BEES 3 1005, 

而 却 估 全 国 岗 铁 工 业 人 员 数 90% , 佑 产值 929%5 ， 

佑 固定 资本 95% 5 全 国 其 他 各 地 的 钢铁 厂 数 虽 估 

92% ,但 人 员 只 佑 10%, 产值 上 只 估 8%, 固定 资本 

只 佑 5%", 印度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瘦 力 建 设 

的 三 大 国营 钢铁 厂 分 别 坝 在 Pac, BBG 

中 央 邦 , 因此 ,在 今后 数 年 内 , 作为 印度 钢铁 基地 

的 东北 地 带 , 其 地 位 还 要 大 大 加 强 。 
印度 已 有 的 和 正在 建设 的 重要 网 铁 厂 家 分 布 

ase wy bd FRY: 

nue ee tes ST eS 
AKKA ak AEs 

印度 私 
人 次 本。 1,533 。 1,116 。 2,000(1959 

一 60)2 

英国 私 a, 
KEK 913 

1,000(1960—61)» 

英国 私 PAGE Fe 3 3 
KEE 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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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AR ER A Fh 印度 国 
aay Gate eee 100  20—40 100(1961)® 

Sy. 中 se FR Rs 
到 六 Se ait 1958 A es o 1,000( 1961) 

= ee A BE FI . 
py ge 8 iA ix 1958 Sate ae “ 1,000(1961) 

杜 加 普尔 PILL FG 印度 国 wigs i id « 1050; Gee = ee 1,000(1961)” 

a 2,546 1,636—1,756 6,100 

130_140 家 小 型 a ; 
复 轧 厂 及 翻 砂 厂 2 i we, 

1) AERA AR A Bee SEY ES ELS ee”, oA 287 页 。 

2) RAPA RAR ES, 1957 年 第 8 期 ,第 267 页 。 

3) RAPER, 1957 年 第 2 期 ,第 65 页 。 
4) 1952 FERGIE BRA a], a BE. 

5) 印度 矿产 富源 ,第 198 页 。 
6) ZARLAS, 1957 #1 HS, 54 

7) Ai: SEN HEART SE, 

EGR LR AIRE 

为 印度 最 大 的 钢铁 企业 塔 塔 岗 铁 公 司 所 在。 

TE DIRS ER LW KAS, 原 是 BUTTS 

Reset HA — Se AS. HS SRSASGE ZS 

司 的 创建 , 1911 ey, BAA 5,672 As 

”: 喇 因 为 网 铁 业 和 其 他 重工 业 的 陆续 扩大 与 六 起 ， 

Pe NT TS RS HE He, 1951 年 达 芭 21.8 万 

人 ，40 年 闻 , 竞 增加 了 38- 倍 。 这 里 是 印度 最 重要 

的 网 铁 中 心 之 一 ， 网 铁 业 三 大 基本 原料 : GERD bh 

任 煤 和 石灰 石和 都 分 伤 在 它 的 附近 , SRT SERIES 

ke “ERE HHS SPD 80 we ( 工 哩 =1.6093 

公里 ), FEES ACARD 1 45 Wh, 距 加 利 西 煤田 

110 哩 , 距 于 格 普尔 的 石灰 石 探 石 声 10 mp, pee 

AS ASAD KS 100 wh, HE 加 尔 各 答 吞 吐 

ERTS UL 154 哩 ,所 有 这 些 与 原料、 市 场 的 联 

系 , 此 有 铁路 连接 ,其 本 身 则 正当 加 尔 各 答 至 鼻 买 

的 铁路 tk. 篇 姐 什 普尔 The 寨 巴 拉 来 卡 河 

(Subarnarekha) 及 其 最 大 支流 卡尔 开 河 (Khar- 

kai) BOF, 由 二 河 供 粉 用 水 。 虽 在 于 季 时 ,也 
可 将 水 抽 起 , 储 於 人 工 水 康 中 以 备 应 用 。 

布 重 十 全 根据 1938 一 46 年 塔 塔 厂 平 均 高 妨 府 
计算 , 钴 媚 什 普尔 每 产 工 吨 铣 铁 , 需 铁 砂 12/ 吨 ， 
需 石灰 石 熔剂 1: 吨 , 需 焦煤 于 /4 吨 。 会 照 各 项 原 
料 来 源 里 程 算出 每 呈 铣 铁 所 需 三 大 原料 运输 指数 
为 334 吨 / 哩 (其 中 铁 砂 133 吨 / 哩 , 焦煤 1 和 7 吨 / 
哩 ,石灰石 54 吨 / 哩 )z9。 这 个 指数 较 许 多 欧美 重 
要 网 铁 企业 为 低 , 例如 美国 兢 兹 堡 的 同一 指数 为 
604 吨 / 哩 , 加 利 神 尼 亚 的 房 塔 拉 (Funtana) 为 
1502 吨 / 唱 。 原 料 的 近 便 将 节省 运费 开支 ,有 利 基 
降低 生产 成 本 。 辣 时 ,印度 劳动 力也 属 外 低廉 , 特 
别 在 义 媚 什 普尔 钢铁 工业 发 展 的 早期 , 候 用 却 塔 
拉 属 普尔 山区 六 林 中 的 土著 探矿 ,余华 人 工 挖掘 ， 
弓 需 大 量 设备 , 因 之 原料 价格 更 低 。 这 样 , 训 地 的 
SPARSE. 美 所 产 者 大 为 便宜 。 当 本 世 科 
30 年 代 初 , 塔 塔 铣 铁 加 上 海运 费用 ,在 美国 加 利 甬 
Pew HSB EMMA, Webi bE IG ITE OPS 

16) 工业 原料 的 运输 ,可 傅 其 消耗 数量 及 距离 , SAR VAHL a i HRI ARE HO JT He 
这 种 指标 对 长 大 晨 消耗 稼 重 (或 体积 请 大 ) 原 料 的 工业 部 门 (如 炼 铁水 泥 、 棉 炉 每 ) 没 来 , 比较 重要 。 如 果 运 
INSEE, 势必 增加 运输 费用 ,提高 成 本 , 对 竺 产 不 利 。 不 过 这 仅 是 一 种 经 济 指标, 在 资本 主义 国家 ,生产 
成 本 的 升降 及 企业 利润 的 高 低 , 还 受到 其 他 着 多 更 重要 的 社会 烃 济 因素 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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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仍 不 失 为 世界 上 最 廉价 铣 铁 生产 国家 之 一 。 

可 第 ,原料 运 难 的 近 便 ,普通 劳 动力 的 低廉， 

琵 不 能 使 印度 这 样 的 国家 网 铁 汪 完全 得 利 , 因 为 

设备 、 技 术 、 资 金 . 外 国产 品 的 竞 等 等 等 因素 , 邵 能 

大 大 对 网 铁 业 的 发 展 发 生 影 响 。 例 如 ,对 技术 要 求 

更 高 的 精 网 业 , 它 在 印度 的 生产 就 洛 有 铣 铁 有 利 ， 

TSB AAT SW RA, 就 因为 进口 昂 贯 的 机 器 - 

wet Pees OPI A A, 高 利 贷款 ， 以 及 进 

日 网 质量 的 优良 和 售 价 的 下 降 , 使 eT AIS 

了 其 期 的 销售 危机 ,区 24 年 起 , 英国 殖民 政府 在 

印度 民族 运动 的 压力 下 , 不 得 不 对 进口 钢 施 行 保 

护 关税 , 兹 对 印度 产 网 冲 答 以 财政 征 助 , 才 使 印度 

网 的 年 产 得 以 和 维持。 

集 姐 什 普尔 现 已 汲 渐 成 为 多 方面 发 展 的 重工 

沫 城市 , 傅 敬 钢铁 品 的 就 地 供 答 ,在 这 里 建立 了 印 

er) % OR mire sk & 150000 

BS th #1ooo000m 

BR soonom & 

煤 15000080 

BRE 150000 

17) 印度 经 济 (1952), 第 158 页 。 

Ee 

aS SRLS A ARE BES BE A ACR GS 
(HEP a Bs fe WUE —HE Oe 7 TREY I) 

SLE IH, PRTG BEANE FB A EE BID I 
塔 塔 钢 外 公司 。 
塔 塔 钢 铁 公司 建 基 1907 年 , 初期 工程 其 

1916 年 完成 。 因 第 一 次 世界 大战 印度 国内 市场 对 
网 铁 需要 的 刺激 ,以 及 国外 来 源 的 困难 , 训 公 名 欠 
1917 一 31 年 闻 双 加 扩建 。 现 有 设备 能 力 ， 每 年 可 
FGI SIGN Hs 100 万 吨 以 上 ,可 产 制 成 网 75 
万 吨 , 侯 铁合金 1 一 2 Fats, Hee 100 Fim, AG] 
emer SMe eee) DA ae 
ick Aes EOE FSi SE .钢板 .钢管 带 
及 轻 、 重 结构 钢 等 允 种 产品 。 它 还 拥有 自已 的 铁 
矿 、 煤 田 及 许多 附 产 品 和 附属 工厂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开始 时 ，, 读 公 司 价值 估计 为 42 一 15 (LHL, 人 
Ay 72,000 人 蕊 它 不 仅 是 印度 最 大 的 钢铁 企业 ， 
亚 且 也 是 广大 亚洲 南部 及 非洲 地 区 最 天 的 网 铁 企 

iO Riise IE HAR 
KLLALLL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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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塔 塔 钢铁 公司 计划 

以 32,920 万 看 比 的 投资 ,补充 、 更 狐 汪 扩大 语 备 ， 

预计 1956 一 57 年 制 成 网 可 产 93 万 吨 ，1958 年 厚 

网 可 产 130 万 吨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 又 计划 

以 60,000 万 错 比 的 投资 克 续 扩大 建设 ,目标 是 在 
计划 未 期 每 年 可 产 厚 网 200 万 吨 。 美 国 郁 断 资本 

虽然 对 印度 国营 工业 的 发 展 表 示 怀 疑 ， 但 对 SAS 

钢铁 公司 的 扩建 却 感 到 很 有 兴 赴 ,不 仅 世界 银行 

大 批 贷款 葵 塔 塔 网 铁人 公司, sie SSE GPE ALE 

WADARS ELE. PRL, RES 

塔 网 詹 公 司 的 影响 仍然 十 分 强大 ,英国 不 仅 拥有 

GFARM We At ZA BARE DE» OM 

FEERII MEA RIK. 可 以 项 料 , 美英 等 夺 世 

界 轰 游 晶 权 的 斗 等 ,必然 会 在 塔 塔 网 铁 公 司 中 日 

Se EYL RE. 

伯 恩 普尔 及 康 尔 提 (eA 

为 印度 钢铁 公司 厂址 所 在 , 前 者 距 加 尔 各 答 142 

NB, PAPER IMAL 重要 工业 城市 和 交通 租 租 阿森 

束 尔 十 郊 , 实际 下 只 是 阿森 素 尔 郊外 一 个 工业 市 

Git, XA IA TRS 22 BL hl] FUL, 1951 年 ,阿森 索 

RETA HALA WBA 9 万 ;后 者 位 

BSBA AR LAPH 10 WH, gy A BREE De Gad 

Ds, 195146 i ZREB A 2 3.1 万 。 他 们 都 在 印度 重 

要 的 拉 尼 于 煤田 区 域 以 内 , 具有 与 雏 媚 什 普尔 相 

当 的 发 展 网 铁 工 业 的 资源 条 件 。 炊 料 用 煤 十 分 近 

便 , 精 焦煤 除 少 数 可 就 地 取 和 给 外 ,主要 来 自 西方 不 

远 的 加 利 亚 煤 田 ( 距 伯 轴 普尔 45 中), 比 钴 姆 付 普 

尔 为 近 ; 但 们 恩 普 尔 距 辛 布 如 的 古 亚 (Gua) 铁 矿 

区 172 哩 , PEP REAR 附近 的 石灰 石 探 石 场 197 

Wi, Ae Le Pag aT PF AR Fa a. 

DBI RRRARA HUD, AERP» POSE IRE 

— Ti» TMT PIER IAD FE, 若干 电站 ,和 个 别 

MES ASAB BLES HLL. PERS HUME EE AKG BH: 

他 工业 , 这 些 工业 连同 附近 法 莫 法 尔 河流 域 及 衣 

次 里 河流 域 ( 即 加 尔 各 答 南 北 一 带 ) 的 各 种 工业 一 

起 ,构成 们 恩 普 尔 及 库 尔 提 人 钢铁 产品 的 重要 市 塌 。 

不 过 ,就 们 恩 普 尔 及 库 尔 提 本 身 说 来 ,它们 只 是 单 

一 的 网 铁 工 业 城 市 , 它们 的 发 展 完全 是 印度 钢铁 
公司 (包括 其 前 身 各 公司 ) 兴 起 的 结果 。 sunt 

ED BEB: A ARG OF INE ER Be) BM 

Seb GR, 为 印度 现 有 第 二 大 钢铁 企业 。 
1874 年 ,英国 资本 於 康 尔 提 建 立 起 加 拉 治 铁 公 司 ， 
不 久 因 和 经 营 不 善 而 关闭 ,1889 年 加 以 改建 , AE 
开工 , DAA SE. 库 尔 提 厂 为 印度 近代 网 
PETRA, 但 为 英国 资本 发 四 。 1918 年 , BE 
国 马 丁 - 倍 恩 公 司 在 伯 因 普尔 建立 印度 网 铁人 
司 , 1923 年 开始 产 铁 , 1936 “AONE 
与 之 合 人 ,完全 为 冶 铁 。1937 年 , 伯 恩 普尔 的 坡 训 
拉 业 钢 公司 成 立 , 1940 年 FPS, FED 
度 钢 铁 公 司 联营 , 四 后 者 HZ OGM TA BEE 
及 部 分 水 电 , 芷 以 每 年 扣除 税 款 及 公积金 以 前 兆 
利 的 :/s 交 与 后 者 ,两 家 事实 上 为 一 个 公司 ，1952 
年 , 干脆 与 后 者 合作 。 现在 的 印度 钢铁 公司 有 自 
LAIR HD REE RSLS UT 
"ea ERE BSA 7 OA 
所 下 制 的 钢材 与 塔 塔 公司 大 致 相似 。 正 在 建设 中 
的 大 口径 铁 管 厂 ( 可 大 到 27 时 )(1 时 = 号 .4 常 米 ) 
FEU 1957 年 下 年 开始 生产 ,其 产 铁 管 能 力 最 后 
每 年 为 24 万 吨 。 印 度 网 铁 公 司 过 夫 一 直 以 产 铁 
为 主 ,每 年 产 网 不 过 30 万 吨 左 右 。1953 年 ， 公司 
制定 了 扩展 计划 , 估计 以 35,000 ye HAE. 
特别 扩大 人 钢 的 生产 。 第 一 步 打算 提高 产量 为 钢材 
62 万 吨 及 铣 铁 50 万 吨 ( 或 者 网 材 70 Tim We VERE 
40 万 吨 ), 1956 年 底 完 成 ;第 二 步 法 和 到 产 钢 100 万 

吨 ,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未 期 完成 。 美国 资本 也 伸 大 
了 这 个 为 英国 人 所 有 的 钢铁 企业 , 它 通过 世界 银 
行 输 读 公 司 大 量 贷款 2)。 

印度 网 铁 公司 在 基本 原料 的 供应 上 较 塔 塔 铀 
铁 公司 稍 差 , 据 布 鲁 士 计算 ,其 高 妨 率 与 塔 塔 钢铁 
公司 相当 , 根据 三 大 原料 距离 求 得 其 运输 六 指数 ， 
为 441 rt ale ( 其 中 铁 砂 为 283 吨 / 哩 ， 焦煤 为 60 ， 
nit /ift, 右 灰 石 为 98 吨 / 哩 )。 这 个 指数 虽 较 塔 塔 
高 309%, 但 与 世界 上 一 般 网 铁 企 业 比 较 , 条 件 仍 
属 优越 。 不 过 ,该 公司 钢铁 厂 分 设 两 地 ,大 部 铣 铁 
BE ply WARS EAT ES AR OS, AE PE A TSR 

| 18) 1956 vie HEAR FC LENG SE IE RRA ) RE SAA EL UGK 2 i] 7,509 万 美元 。 
19) 1956 At FERRG FRY AKAD BE DMD Aa) 5, 150 万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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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 ARE, GUE Bilge Weoe 和 厂址 的 分 

Wes TE PV BEGNBE A VERE ERA ISA SESE ZA 

司 较 为 不 利 的 地 位 , 这 SEIAF ED BEER A ASM 

詹 产 量 时 有 波动 ,其 对 市 场 价格 的 落 更 为 敏感 。 

{ARSE AR EAR BERIT SRA AGA BEF SY TEA 四 

EEE BAR, 在 该 河流 域 开 发 工程 

和 完成 以 后 ,不 仅 葵 水 更 有 保证 ,而 且 动 力 可 以 部 分 

改 用 水 电 , 以 节省 燃料 煤 的 消耗 ,减轻 费用 。 

巴 德 拉 伐 提 巴 德 拉 伐 提 位 於 买 素 尔 西 
部 ,在 西高 止 山 中 , 1921 年 , 买 素 尔 邦 政府 在 此 设 

也 了 买 素 尔 钢 詹 厂 , 这 个 城市 A TBE GE 

展 而 发 展 起 来 , 1951 4 MFe, AAV 2.4 万 ,为 买 

索 尔 重要 工业 城市 之 一 。 

巴 德 拉 伐 提 附近 有 发 展 网 铁 工 业 的 便利 条 

证 

300 公 尺 以 下 

BO A Ge Ya BK 

EA SRE 

BRB LD) 

BRE (Fe) 

BRE (te eI) 

sem (183803 =) 

木炭 供应 地 区 

AF 

水 电站 

wee 

然 路 

sat EBS tt | tN ile be e@ef] eee 

Tr, CHEE ART AA 25 PD BEI 

BAKA RAE 27 哩 牛 径 以 内 , ME BIR Ra EES 

FL EERIVATER , (HAP TEE BARAK, PAY 

5K 20—30 WE HARB ERARAIEDOK HE fey Ja 

FELD ANGE TAT BBS Rh. A ERS AR 

SMPE TE 1 MEER AGRE TS 1.8 me AS we 1 MC He 

AH 5 tne), RFF 0.04 me ST GE, HOPE T= A 

原料 总 指数 仅 为 94 吨 / 别 ( 其 中 铁 砂 45 fy / nel , WS 

料 狗 吨 /中 ,熔剂 1 吨 / 电 ) 这 个 指数 上 共有 短刀 什 

普尔 的 28% ,或 是 伯 恩 普尔 及 库 尔 提 的 24195 ,应 

当 说 是 印度 业 铁 原料 运输 上 最 有 利 的 地 点 ,可 是 ， 

JSS HRA TIL ESAS Ze AT ET HB AEE 

AYE AT PAKS 

—) 

© tS tz te 72 SH ak 

RRB RAR 

2 

图 6 巴 德 拉 伐 提 钢 铁 厂 及 其 自然 瘤 源 

买 素 尔 网 铁 厂 所 有 的 钢铁 设备 能 力 较 塔 塔 钢 
铁 公 司 及 印度 钢铁 公司 车 膛 卑 其 后 , 该 厂 原 有 设 
备 为 一 座高 煽 、 两 座 平 坊 、 两 座 小 型 电炉 ,一 个 所 
TI] MANGO RT, ED BE 独立 以 后 ， 
SHEET WUE EDR, GERI evi THEE ME 7 2.5 
万 吨 立 歼 上 逢 到 10 init, GU 还 在 建造 新 的 电 

bE, 以 制造 高 狼 合金 钢 。 完工 后 可 产 钢 10 方 吨 。 
同时 , 兵 厂 为 印度 唯一 产 砂 铁 的 工厂 ,每 年 可 产 砂 
#& 5,000 it, f 

JERE LR OR BN ee 
普尔 (Raipur) 以 西 不 远 。1955 年 2 月 ,印度 与 苏 
联 正式 签 定 苏 定 , 由 苏联 全 面 帮助 印度 在 这 里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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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R. ARLYN Se, AE 
格 铁 矿 , 估计 储 量 12,000 万 吨 , 抱 太 区 天 有 石灰 
石 。 距 比 荣 东北 锡 140 哩 ,有 科 和 尔 巴 (Korba) 煤 
田 , HSA. 仅 在 — 很 小 范围 内 就 有 优质 BOE 
5,000 万 吨 以 上 , 较 低 航 的 煤 储量 可 能 有 若干 亿 
吨 。1948 年 售 有 人 范 窗 比 莱 ,认为 可 用 40% BEA 
巴 煤 及 60 和 加 利 亚 煤 混合 炼焦 ,如 按 塔 塔 钢铁 公 
司 高 煽 牵 ,计算 共 三 大 原料 运输 指数 约 为 485 吨 / 
mg? ES LL UWE ARB ,不 过 ,因为 德 鲁 格 铁 矿 
开 探 十 分 便利 , 部 合 全 部 用 加 利 亚 煤 炼焦 ,最 后 ， 
所 出 产 的 钢 还 是 二 较 合算 。 据 估计 ,因为 铁 矿 开 探 
便利 ,可 使 比 莱 初 期 所 产 的 钢 每 吨 网 节省 8 LL 
妇 每 年 产 50 万 吨 钢 , 就 可 节省 400 FGI. HEL 

莱 西 南 , 有 昌 法 (Chanda) 铁 矿 ; 在 南方 ,有 巴 斯 塔 
尔 及 劳 加 特 铁 矿 , 合计 确定 储量 14.3 亿 吨 , 将 来 
基 可 用 作 本 厂 原料 。 同时 , 在 中 央 邦 中 部 还 有 若 
王 煤 困 , 有 的 且 能 业 焦 ,今后 也 可 当 为 焦煤 和 动力 
煤 的 来 源 。 岗 铁 厂 欠 水 则 会 上 佬 马 哈 拉 底 河 支流 坦 
杜 拉 河 (Tendulla) 供 应 。 

HR BARI Ze BSE TIGRE EPH IIS 为 
每 年 产 铣 铁 111 万 吨 , SER 35 万 吨 , Ha BE 100 万 
吨 (最 后 可 扩大 友 125 万 吨 ), 制 成 网 (包括 重型 和 
中 型 钢材 及 复 轴 用 的 钢 条 ) 77 万 吨 , 焦煤 114 万 
吨 , 以 及 工厂 发 电 设备 2.4 THEY. 

SAL ERA TAR LE ACA SDE 
FORO ATES EL, IDR, ED BEB eRe TR 
苏联 条 件 的 优惠 , 还 将 直接 获得 利 丛 : 第 一 , 比 莱 
厂 建设 费用 较 其 他 两 个 新 厂 要 少 0.5 一 1.8 (ZK 
比 。 第 二 , 苏联 建设 LR REED BE 贷 坎 的 年 利 
2.5% ,分 12 年 还 清 ;而 英国 不 仅 第 一 次 要 付 现款 
1495， 所 贷款 年 利 在 5% 以 上 , 西 德 贷款 年 利 为 
5.5 一 6.0 禾 ; 据 东 方 经 济 学 家 杂 亦 估计 , EBS 
对 延期 付款 的 低 利 条件 , 自 工厂 完成 后 5 一 6 年 问 ， 

te FF 1958 4. 

印度 政府 至 少 可 以 节省 8, 000—9,000 万 虑 下 。 
第 三 ,工厂 建成 后 , 苏联 朗 不 要 股份 , 也 不 要 管理 
权 ; 为 了 印度 购买 钢材 、 屋 备 等 而 双 缺 少 外 虑 的 册 
难 ,苏联 同意 印度 用 虞 比 支付 。 第 四 ,苏联 以 最 痢 
技术 建 变 证 厂 ,站 为 印度 二 养 500 名 技术 大 员 。 

鲁 尔 克拉 重 尔 克拉 位 蕉 奥 里 刻 邦 北部 过 
Sea SA MAR (Sundargarh)-2 : +4) FEILEP RE ES % 

HDD BED” , POPE ATW EEE IAS NG TE ARE 
铁 矿 最 远 也 不 过 数 十 哩 , 距 尖 莫 法 尔 煤 围 亦 仅 100 
Abs 此 外 ， 石灰石- 站 云 石 -耐火 材料 ̀  佬 及 动 为 
用 煤 等 , 尼 可 在 工 三 附近 获得 , 不 仅 数 量 天 , 而且 
质量 好 。 共 插 砂 . 布 灰 厂 及 焦煤 运输 指数 和 在 180 
My / We Dee? 5 He UT PEA J (NEPA PE 
TS” HARES BT (Brahmani) 供水 , Seer 
季节 ，, 仍 可 超过 工厂 用 水 量 的 10 22, fain, BS 
1957 年 工 月 完成 的 思 哈 拉 底 河 希拉 库 德 水 利 展 种 
TE, 也 可 以 其 电力 满足 工厂 全 都 生产 的 需要 ， 
LORE, 就 可 每 年 节约 40 万 吨 动力 用 煤 , ACA 
SRN, 同时 ， 重 尔 克 拉 也 位 英 加 尔 、 
KEE EADS BEE SEE, 

Ha SAG re te eS AT PL SP, ED BE Be 
HE — WCE win iE EE PK, 1953 年 12 月 
PEPE HSE AG IZ ED ET a HA 
PHP ATIELLBE 5 Es ULES PERK PEM 
矿藏 , PAA, 设计 芷 监督 施工 , Wa ae 
技术 人 员 。 新 厂 将 有 自己 的 探矿 、 业 焦 、 业 铁 、 冻 
网 . 相 网 . 翻 砂 及 约 电 等 部 门 。 作 为 新 兴 钢 铁 城 市 
的 鲁 尔 克 拉 , 估计 将 有 10 万 人 口 居 佳 , 城市 建设 
没 计 也 由 上 述 公 司 进 行 。 

备 尔 克 拉 钢 铁 厂 的 设备 生产 能 力 为 每 年 产 鱼 
铁 94.5 Fitts GPE 35 万 吨 , Gage 100 万 吨 , 制 成 
网 72 万 吨 , 焦煤 104 aM, ARR AIEEE, 

狩 与 羽 哈 拉 底 河流 域 开 发 的 奸 没 一 起 , 为 印度 五 

20) 估计 比 莱 至 原料 产地 距离 为 : 德 谷 格 铁 矿 及 石灰 右 20 哩 , 科 尔 巴 煤田 140 中 ,加 利 亚 煤 田 OO OE, etal oe 

其 运输 指数 为 : 铁 砂 35 吨 / 昌 ,石灰 石 10 吨 / 昌 ,焦煤 440 w/e , Aah 485 吨 / 哇 。 

21) 印度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第 396 Fr, 

22) 估计 答 尔 克拉 的 原料 运输 指数 为 ; 铁 砂 35 吃 / 哩 ,石灰 石 10 L/S 135 吨 / 哩 ,合计 180 m/e, 

23) 千 季 布 拉 马 里 河 平 均 水 量 为 30,800 万 加 命 ,工厂 每 天 用 水 2,400 万 加 合 。 

24) 希拉 诗 德 水 电站 设备 能 旺 为 232,500 HE. 

25) faze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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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PSSA te BS He FS EY PS BARR, 

杜 加 普尔  ELINAF RATA RAL 

远 ， 其 建 厂 条件 与 伯 恩 普尔 相似 。 AE AT AHI 

BAD, 加 利 亚 及 其 他 法 莫 渤 尔 煤田 供应 焦煤 。 法 ， 

莫 法 尔 河 可 供 工厂 充分 水 量 , 该 河 沪 域 不 断 增强 
的 电力 柔 落 可 供应 工厂 用 电 。 由 大 它 在 各 钢铁 厂 
趾 距 加 尔 各 答 最 近 (98 WHE), 由 后 者 运 来 当地 生产 
或 进口 的 习 备 ,以 及 由 工厂 向 六 尔 各 等 运 狗 成品 ， 

Hee AL BEF 
1955 年 , 英国 冶金 悦 备 出 口 父 司 烃 过 长 期 向 

PLUS, 因 受 到 苏联 对 印度 比 荣 网 铁 厂 居 爸 授 助 
的 影响 , 为 了 不 臻 放 这 妆 指 印度 钢铁 工业 的 这 个 
重要 机 会 , 寺 不 得 不 降低 原来 苛 列 条 件 ,在 印度 所 
能 同意 的 条 件 下 法 成 了 建设 杜 加 普尔 钢铁 厂 的 起 
误 。 

杜 加 普尔 钢铁 厂 的 发 备 生 产能 力 为 千年 产 铣 

铁 127.5 万 吨 , 鳞 铁 35 万 吨 ,钢锭 100 万 吨 , 制 成 
轴 ( 和 括 中 型 及 轻型 钢材 及 复 村 用 网 条 ) 79 7H 
AEE 131 Frith? HIME ARE WIRES HEI 
PASAT ART EBAY TEU, ali, Jy TWA) 
SBA, 印度 正 计划 在 这 里 建设 一 座 可 产 发 

HES PRD". 水 泥 等 屋 备 的 重型 机 器 三 ,改善 附近 地 

TAI PL eel eS 
* * * 

QRS REE 4 ST RUBY 94 J), BES 

Pk CSSD A SAS he A, CREE A 

了 的 第 二 个 五 年 计划 , 将 把 印度 钢铁 工业 扒 向 更 

ry PYG BET ES 0 FE) BEC 4s SE, SERS HA Ah 

铁 三 及 买 素 尔 钢 铁 厂 扩建 工程 全 部 完工 时 , 印度 

不 仅 可 以 不 进 日 网 ,而 且 每 年 还 有 30 万 吨 的 余 频 

WDE A, 这 将 扭转 长 期 以 来 印度 钢铁 产品 大 量 

不 足 自 葵 的 局 面 。 但 是 印度 是 一 个 从 殖民 奴役 下 

获得 独立 不 久 的 国家 PAE 了 地 是 一 个 经 济 和 技术 

都 还 落后 的 国家 , 特别 在 钢铁 及 其 他 重工 业 的 发 
BEE ,严重 感到 资金 与 技术 不 足 , 重 要 没 备 也 类 多 

(RARE, (UGS LESS IBIS BR PETRA ERIN 

WTSI, DA BAZ WE An PEE BRE 

第 在 前 进 道路 上 显露 了 险 影 , 造成 工业 发 展 的 困 

难 。 我 们 相信 ,印度 人 民 为 了 实现 美好 的 理想 ,将 

能 傅 奢 本 叶 的 力量 ,借助 国外 的 友好 合作 ,克服 困 

难 , 汲 步 接近 自己 的 目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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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就 难保 安全 。 所 以 在 第 一 航 阶 地 上 进行 建设 不 能 不 考虑 这 一 问题 。1954 年 以 后 , 宝 

SEN RBA FEB RANE, 金陵 河 进行 了 堤防 的 修筑 工程 。 现在 谓 河北 岸 自 
铁路 括 以 上 起 直到 金陵 河口 止 , 均 已 修成 河 坦 。 旧 城南 所 建设 的 新 市 区 已 经 有 了 保障 。 
金陵 河 的 下 游 ,也 已 修好 了 堤防 。1954 年 沦 没 上 亏 营 与 十 里 铺 间 的 洪水 就 是 金陵 河 的 
洪水 在 下 游 受 了 阻碍 , 才 泛 涨 到 了 第 一 级 阶地 上 。 现 在 河 坦 钱 已 修成 ,今后 也 就 不 致 再 
受到 金陵 河水 的 威胁 了 。 今后 为 了 确保 金陵 河 与 十 里 铺 问 的 安全 起 见 ， 金陵 河 以 东 的 

清河 坦 也 要 修 起 来 。 

Hh LPL, 可 知 在 宝鸡 渭河 沿岸 的 第 一 -级 阶地 建设 起 广大 的 新 市 区 及 新 工业 区 以 
后 , 宝 区 城市 的 重要 部 分 ,就 要 从 第 二 胃 阶 地 理 移 到 第 一 般 阶 地 上 来 ,因为 第 一 般 阶地 
具有 更 大 的 发 展 前 途 。 现 在 宝物 旧 城 区 的 商店 都 集中 在 第 二 胃 阶 地 边缘 的 一 条 东西 向 
的 大 街 上 , 今后 第 一 级 阶地 上 的 萄 二 路 则 将 成 为 宝 缴 市 的 中 心 区 。 宝 区 城市 的 发 展 必 
然 使 现在 的 旧 城区 与 十 里 铺 工 业 区 连 千 起 来 , 成 为 一 个 东西 长 达 十 余 公里 的 城市 。 当 
然 谓 河南 岸 的 第 一 级 阶地 上 也 是 可 以 发 展 的 。 滑 河 经 过 治理 以 后 ,也 可 以 有 航运 之 利 ， 
潮 时 宝 听 的 运输 就 可 以 水 陆 蝎 通 了 。 将 来 清河 南岸 发 展 起 来 之 后 , 谓 河南 北 之 间 , 联 系 
频繁 , 依 先 现 有 的 一 条 公路 桥 是 不 够 的 (铁路 桥 只 行 火 车 ), 必然 还 要 建设 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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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研究 所 ) 

为 了 开发 亚热带 生物 资源 , 1957 年 中 国 科学 

院 租 秩 了 云 声 烷 合 考察 队 , 在 读 ETT SRA 

察 。 访 队 的 地 婉 租 由 南京 大 学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 研 

究 所 和 华东 水 利 学 院 等 单位 12 AT PEA ARR 

在 浊 南 污 西 等 地 区 从 3 月 22 日 到 6 月 10 日 作 了 

AMPS IASI, TK EE 

WA, HERMES CIC AE. RE 

FUGA US. THES BCS HW, KOA ALE 21°50" 至 

25°5', AK! 100°24' ,至 102°40', 在 行政 区 划 上 ， 

BEAK BSF FPG I RIE Mo 
te ite VR, 我 们 又 为 了 配合 中 国 自 

PRRLIZS ASS HSH ELITE, 色温 西 作 了 一 

个 月 的 考察 。 路 称 是 从 昆明 轰 安 宁 、 和 祖 丰 、 楚 雄 、 

PASE ZS FSG. APE SB BU PUNT RF 

HW RRNA TS SRRALS RII}, SES BURT GS 

WBA IT ETE WKN VE SERPS 

WER AE ARSE AE Lara at fe 与 峡谷 相交 

错 。 高 原 面 的 高 度 则 在 1200 一 1900 公 尺 之 问 ,从 

ALPS EL. HR RRR eh AIDE, BK 

Wi HB, TAEAS Ay KR ACTA, US EE 

BET AT FL, ACL CAR | SAFE TA BE a FR 

存 最 为 完整 ,海拔 1350 公 尺 , 其 上 低 丘 相对 高 度 均 

在 50 公 尺 以 下 ,谷地 均 成 送 谷 形势 , 顶 面 低 丘 坡度 

变化 在 10 一 20” 之 间 。 为 一 发 育 良 好 的 壮年 晚期 

地 面 。 高 原 面 上 还 有 未 腰 秆 、 想 松 的 老 河流 相 沉 积 

物 的 保存 ,此 为 这 次 工作 中 的 一 重大 发 现 。 由 此 有 

力 地 独 明 了 高 原 面 是 经 受 长 期 出 创 ， 后 经 地 壳 上 
升 运动 所 形成 。 境 内 为 沅江 、 墨 江 . 把 边 江 、 笛 痊 江 

几 条 大 河 所 芙 穿 ,在 牵 近 河谷 的 地 带 则 形成 峡谷 。 

但 一 般 相对 高 差 均 在 500 公 尺 左右 ， 最 多 也 不 到 

1000 公 斥 。 因 此 本 区 峡谷 与 云南 西北 部 的 康 误 峡 

谷 在 切割 深度 .上 E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而 盆地 的 分 作 则 

多 从 两 大河 之 闻 的 分 水 高 原 的 顶 面 , 会 次 成 阶梯 

状 分 向 谷地 低 降 。 高 原 项 上 的 谷地 如 旬 索 塘 等 , 双 

如 普洱 . 思 工 、 普 文 、 小 动 养 等 则 就 是 铀 洽 江 左 旦 ， 

分 伤 在 不 同 高 度 的 谷地 ,普洱 盆地 海拔 1310 公 尺 ， 

至 调 沦 江 谷 地 的 尤 景 洪 则 低 降 到 海拔 600 ZR Ae 

右 。 这 种 梯级 下 降 的 地 如 , 也 基本 上 表现 了 云南 

高 厚 上 升 的 问 网 性。 在 各 个 时 期 的 着 便 面 上 发 育 

的 河谷 ,都 具有 宽 谷 级 流 的 特点 ,而 流 轻 二 个 古老 

侵 鲁 面 之 问 的 坡 折 地 带 , 一 般 河 流 深切 形成 峡谷 。 

本 区 盆地 主要 由 基 河 流 侵 鲁 和 刊 鲁 作用 所 造成 。 

除 沅 江 盆 地 受 断 司 作 用 影响 外 , 其 他 25 er iat st 

FMA WE Ba FB EA > PLR} 

HEBEL IE Hs, BU AD TEL SRG 

造 与 河流 侵 便 的 影响 。 由 此 可 知 本 区 各 和 丛 地 的 成 

因 亦 相当 复杂 是 值得 详细 研究 的 。 这 次 我 们 的 工 

PLDI SRAM FRET AY. ARSC 

SBE. DUS. AVE PEE BAER ART BS 

形态 的 特征 , 相对 高 度 及 其 成 因 的 不 同 划分 了 28 

个 好 但 类 型 区 ; FA MGS StI. APB FSC, 

AN SAFE. POSES. YE. HAE BE IS ET 

See. Ani SHO BAR 

在 地 览 方 面 , AK AT VASE. 主 

BEA iS EMI ARENT A, FLARE RE 

PAT CAI. LA SAE. PK, AA BRAY 

AOTC TPE: —2E KIRA EE MIE 

Ba Wi ST Wa 5 A EA RK AE A 

DARA TA BC oT A EEE, & 

AL ER ABI its Fa et HER, i 

fat , POL SU Bis ET PEI AY He, EER 

TACT AEH, TAR A IT BY 

HERE ROA, KES BAe BAS Oh ER 

REL ie, RE A BAAS Gh, 

从 墨江 二 步 冲 开始 直到 小 动 养 西 南 的 阿 凸 案 均 有 

三 全 种 秆 色 着 系 及 末 色 着 和 柔 导 的 分 伤 , BA 地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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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1958 年 

的 深海 相 沉 积 , 可 见 本 区 是 一 个 长 期 受 痢 创 的 稳 

SESW AIL, BRR AR DY BB 

BAT Ih. AS aa eed EX Ny bas Ba Hb Be eA 171 

ADAA SISDHE ABTA RE. LL, 

ACH PRB AWA ESI (StL) 东北 部 ， 

ARS AT TA Dt Fat RHE FS LATA PDP ZS SSH 

LAYER, 这 种 次 法 显然 是 不 够 恰当 的 。 BR 

据 地 质 方 面 的 情况 以 及 近代 地 She ASAT Salk, 

MAS HUSH RIM SENT LAS 

IRA REE BIS AE Wh re HY 

的 如 沅江 断 导 等 。 

在 云南 的 西北 部 ,金沙 江 有 关 奇 特 的 曲折 ; 石 

藏 以 上 ,河道 大 致 自 北 北西 流向 南 南 东 ,到 三 胶水 

附近 又 折 向 北 流 。 这 种 奇特 的 湾 曲 很 早 就 引起 

了 中 外 学 者 们 的 注意 。 他 们 大 都 如 为 这 种 汶 晶 是 

由 艾 河 流 改 夺 造成 的 。 就 是 就 金沙 江原 来 是 从 北 

向 南 流 ,经 过 澜 省 江 注 入 油 洽 让 或 红河, 而 不 是 长 

江 的 上 游 。 这 种 汉 法 虽 被 广泛 地 流传 闫 ,但 缺乏 实 

际 材料 作为 依据 。 因 此 我 们 为 了 探索 这 存在 已 久 

MI, MRR. POE Sok. AD Bt 

等 地 考察, EVIVIRGGLA FRR: 石 总 以 东 , 三 股 水 

往 南 帮 过 雄 古 、 九 河 ,一 直到 你 川 一 带 有 一 宽广 的 

谷地 ,其 实 度 大 都 超过 500 公 尺 ,同时 具有 很 好 的 

阶地 和 发育。 如果 过 去 没有 大 河 在 此 流 过 , 则 此 谷 

地 必然 不 会 产生 。 另外 , EVE AVE Fe 

沉积 ;此 种 沉积 物 系 金 沙 江 改道 后 ,局 部 积 水 成 

1, 而 形成 的 泥 迪 层 。 TEARS AiR GS 

A. HEARSE HHL. 时 种 冲积 易 的 发 育 

是 由 基金 沙 i 让 改道 后 ,从 地 中 很 少 有 水 流 , 故 无 力 

HELPS BF Ra ae» TL 丛 地 中 

ER AI TT. EI LI AF WO a 

现 有 磨 风度 很 好 的 第 三 筷 矶 岩 ， 而 其 中 GET 

种 鼓 附 近 的 大 理 岩 ， 由 此 可 见 当 第 三 筷 时 金沙 ? 

MHI, SMS, 自 第 三 筷 以 后 至 上 新 犹 

Ae} ASE AE, SPAT ATO AeA 

Kb BE Zt NA, PSE Rec Pe a AA Yana, 7H 

DET PERT OTRAS IAS, | 而 附近 白族 , WIPE 

SCE Va TTT ESA, AEF. 

ide RDM OAS BD PRR SS EAP AER. A 

LGBT WARE TE RA EB Ba) ESTE G5 

BOURSES RRA, AMS BORE A 

FIDE. GINIMEW IS RPTOANAS . FERAL 
后 ,金沙 江 是 GARI PATON? 还 是 流 大 
红河 呢 ? 这 个 开题 兴 待 以 后 习 查 研究 。 

玉龙 孟 位 蕉 云南 丽江 的 西北 , 大 体 成 南北 走 
In), He 6000 公 尺 ,为 云南 境内 著名 的 高 山 ,在 

热 水 塘 以 下 金沙 谍 切 穿 了 玉龙 山 和 中 人 和 的 雪山 ， 

形成 从 内 项 至 谷底 相对 高 差 近 3000 公 尺 的 虎 跳 注 
大 峡谷 ,形势 十 分 雄 仿 。 构 成 玉龙 山区 的 岩 居 , 主 
要 是 地 模 性 的 海 相 沉 积 , 有 石炭 乞 玉 龙 灰 着 , 灰 岩 
上 让 盖 有 二 肥 各 支 武 岩 ， 三 亚 纪 岩层 也 有 海 相 沉 
积 ,此 与 西 双 版 角 完全 不 同 。 因 此 在 地 贤 构 造 上 是 
Bi BtoB, Heese 
型 , WAM A RABLA AS, Se 
地 唇 亦 局 部 变质 成 为 金沙 江 征 质 千 枚 岩 。 同 时 本 
区 断层 现 象 与 新 构造 运动 的 表现 均 十 分 明显 * 如 
在 丽江 盆地 内 上 新 葬 的 溯 相 沉积 受 了 新 习 造 运动 
的 影响 ,发 生 了 强 红 地 禧 物 与 断层 现象 。 汉 如 : 丽 
江 与 蕉 庆 两 盆地 , 均 有 相同 的 上 新 纺 湖 相 沉积 , 然 
因 共 上 新 竹 后 ,丽江 与 蕉 庆 两 盆地 间 发 生子 断 司 ， 
致使 今日 鹤 庆 盆地 低 认 丽江 谷地 160 公 尺 , 中 间 为 
著名 的 玉龙 关 断 局 相隔 。 玉 龙山 目前 保存 有 典型 
的 冰川 地 形 ,其 侵 创 与 堆积 的 地 癌 均 十 分 清楚 。 根 
RAMA, HRN LEEDS 
冰期 : (LER RUKIA: ETE A aS Rok REA 
5000 AR AA. vksb. HEARED aE 
均 十 分 发 育 。 唯 因 玉龙 山体 PRESET 
5000 公 尺 以 上 均 为 陡 崖 峭壁 , 集 雪 场 地 小 ;因此 成 
为 悬崖 冰川 。(2) 大 理 期 :分 优 在 4200 公 尺 左右 ， 
保存 有 很 多 的 大 立 形 谷 , BORING. 而 其 冰 
Un ZHEBLYS 3200 ZR De AG, AFIT, sag 
等 地 均 有 侧 矿 、 尾 矿 等 的 发 现 。(3) 丽 江 期 : 比 大 
理 期 时 ,冰川 也 大 ,分 佑 在 2800 从 尺 堪 右 , 如 在 雪 
梭 村 与 玉龙 村 之 间 有 一 大 冲积 局, 冲积 局 的 前 端 
有 七 个 小 乒 , 作 南北 向 纸 形 排列 ,其 组 成 为 后 次 雳 
乱 的 玄武 党 石灰岩 以 及 粉 砂 . 胃 砂 等 。 双 如 在 雪 
松 东 玉 淹 附近 亦 有 同样 地 沉积 物 。 这 些 都 是 丽江 
冰期 的 产物 。 在 导 查 的 过 程 中 对 亦 各 冰期 的 性 质 
冰 量 等 问题 亦 作 了 上 比较 详细 的 观 罕 。 

CEASE EG PRT RT 及 主 西 

PSEA ERLAAE MA PERS nh OH GE eH RN 

AA FRIES GEL. Ui as, SBI DCR 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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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作 了 地 殊 区 划 。 这 样 通过 四 条 路 各 地 殊 变 化 上 

的 掌握 , OPES 云 南 地 瑶 区 划 工 作 提供 了 很 多 宝 贯 

的 材料 。 首 超 来 孝 , 这 次 工作 的 时 间 虽 然 不 长 ,但 

1957 年 东北 师范 大 学 
AAs 1957 年 的 地 理 考 疆 工 作 主要 有 下 列 各 

项 。 

7 月 27 日 至 9 月 7 ARK Sil BAN INE 

春 、 杨 秉 诬 、 陈 洋 林 等 三 人 参加 了 黑龙 汇 和 综合 消 罕 

队 自 然 条 件 组 地 将 队 工 作 , 和 DRM S BA SE As 

察 了 从 黑河 至 伯 力 黑龙 江 的 中 游 地 区 。 工 作 分 四 

个 阶段 : 第 一 阶段 (7 月 27 日 ~8 月 6 日 ) 是 自 黑 河 

这 黑 嫩 公路 经 二 站 到 孙 员 ,在 孙 迫 附近 进行 了 观 

察 ， 以 后 到 逐 河 附近 观察 后 折返 西 岗 子 , FG 

河 。 第 二 阶段 (8 月 7 日 ~ 8 月 14 日 ) 自 黑河 乘 汽船 
顺 墨 龙 江 而 下 ,在 ATLAS BMS ORE SEE 

行 观察 ,以 后 到 奇 殉 。 弟 三 阶段 (8 月 15 日 ~8 月 20 

月) 和 苏联 境内 进行 了 观察 , 自 JoaproBo 东 行 划 

Apxapa 附近 观察 火山 地 形 , 然后 穿 过 BYypDHH-3eii 

平原 介 Baarosemenes (7/972) ,以 后 自 海 苦 泡 西 

行 到 3eii-Awypa 高 原 的 Kanmoyast 工作 站 ,然后 

返回 Moaprono 。 第 中 阶段 (8 月 21 日 以 后 ) FA 
Tlospxoso 乘 船 兴 江 而 下 ,在 嘉 苇 和 划 北 进行 工作 

AMSA. 42 沿 涂 作 了 五 十 万 分 之 一 地 够 图 ， 

个 别 地 方 作 了 十 万 分 之 一 地 够 图 。 在 工作 区 内 ， 

自 黑河 到 嘉 蓝 , 广泛 地 分 佑 着 三 攻 阶 地 ANA 
FISSINARA INE, ORC 在 此 区 内 形成 了 峡 

Fo FEAR DARIN) WAR APE, 

在 平原 上 有 由 基 迪 组 成 的 残 丘 , 在 沿江 较 远 地 区 

APTS, 另外 , 在 工作 地 区 最 新 的 构造 运动 

(上 升 ) 较为 明显 。 现 本 队 已 返 校 , 外 将 进行 整理 

与 研究 工作 。 

肢 期 中 陈 增 敏 数 授 与 助 数 郑 应 顺 参 加 了 黑龙 

江 称 合 湖 察 队 自然 条 件 组 松 嫩 荆 壤 队 作 松 嫩 平 原 

的 最 外 考察 工作 。 陈 境 敏 系 色 责 地 瑶 与 第 四 各 方 

面 工 作 , 郑 应 顺 系 担任 土壤 地 理 一 部 分 工作 ,重点 

在 海 偷 、 北 安 、 克 山 、 拜 泉 、 明 水 以 至 安达 一 粮 , 为 

期 一 个 月 。 SA BIKE Ah ( 技 海 400 AR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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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 是 很 大 的 , 对 其 TASK SAS ESSAY 

分 析 ̀ 总 和 结 后 均 可 有 专著 发 卖 。 

地 理 柔 地 理 考 察 工 作 
Ae, 北 安 以 北 ) 而 微波 色 艇 波 洪 积 台 地 (300 ZR 

左右 , 北 安 到 明 水 一 带 ) 而 固定 了 的 全 新 世 风 成 本 

原 (200 ARIA Fil REE 160 AR, 明 水 西南 至 安 

大 一 带 ) 的 地 部 、 地 翌 以 及 土 丸 分 估 有 了 较 详 细 的 

WAS. WEEK LAA 40 里 处 发 现 有 大 量 的 猛 马 、 

放 牛 树木 化 石 , 对 松 嫩 平原 第 四 筷 这 变 过 程 和 新 

权 寺 运动 的 研究 提供 了 一 定 的 可 砚 的 粽 束 。 

暑期 中 ,我 系 周 万 而 、 江 树 芳 两 同志 也 人 参加 了 

科学 院 自然 区 划 工 作 委员 会 沈 玉 昌 先 生 率 领 的 地 

SBA, 先后 到 内 蒙古 自治 区 哲 里 木 明和 昭 岛 

SAAB IL IE ARM BL SIG APG BE 

PB. ARC. FAAS RL EA, WEA AS |e) BP BR Sot 
西 辽河 及 共 上 源 西 拉 木 偷 河 (Sei AAAI), 

冰 对 共 南 北 主要 支流 也 作 了 观察 。 UL bs, PS 

HISAR, 但 东西 有 显著 差别 。 村 西 与 岛 和 门 喜 

PREAPA ,为 中 等 山地 区 ,一 般 技 诲 2000 公 尺 以 下 。 

林 西 与 天 山 之 及 为 名 陵 区 。 奈 螺 、 开 和 鲁 及 通辽 等 
HWA PK, PA GIN io AE) EE 

区 。 PR 平原 区 外 , 各 区 的 河流 均 有 明显 的 阶地 

(2 一 3 航 )。 沙 并 在 此 区 呈 不 连续 的 带 状 分 佑 ， 以 

TERI”, oP TE PGE RBI. Tel 
NTERAPHAS |] ISIS ET SSE 记录 , HE 

了 有 关 的 一 些 标本 , FRIE T PIR WE REE 

资料 ,以 资 作 地 形 评 价 的 参 范 。 

此 外 ,我 系 教 师 人 镇 导 的 各 年 斩 野 外 实 恤 (一 年 

才 在 通化 地 区 ,以 地 质 、 水 文 .地 形 等 为 重点 ;一 年 

POW LBUE FEV, GEAR. 伊 胡 塔 等 地 为 秆 点 

地 区 ,和 穿 过 了 和 森 休 ̀、 森 全 草原 、 草 原 及 千 落 漠 等 类 

型 地 区 ;三 年 级 则 在 辽宁 省 沈阳 手 顺 大 加 及 铁路 

UPKEEP O AMET ST RSIS), ASE 

4's SAS DATE MENS S PET BE BPS 

(RAG AMBA BR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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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 BA TE ie Gil 

—, ATIAB AHF (EARIATF bddh, HESS ERA SRR, bepease 

科学 研究 及 有 关 生 产 部 门 参 考 。 

二 . 本 刊 欢 迎 下 列 内 容 文稿 

1. 本 国 地 理 番 查 报告 一 一 包括 习 查 工作 简报 、 小 区 调查 及 其 他 点 充 的 工作 成 果 ; 

2. 有 系统 的 具有 总 结 性 的 资料 整理 ; 

.3. 提 供 科 学 研究 及 大 喜 学 校 教 育 的 一 般 论 著 ; 

4. 地 理 习 查 研 究 工 作 经 验 交 流 ; 

5. 国 内 外 地 理 考察 情况 及 地 理 界 学 术 活 动 的 报导 。 

AST Bee Cis. 

. RSMAS Sw, DSM, Pie. He. A AA EMR, FRE 

在 文中 的 位 置 。 

四 .。* 来 稿 由 本 训 筷 辑 委 员 会 审查 决定 是 知 刊 登 ,并 得 的 予 修改 ,如 不 磊 他 人 修改 者 ,请 声明 。 不 

五 . 来 稿 请 注 明 作者 姓名 ,服务 机 关 , 现 在 通讯 地 址 ,及 稿件 寄 出 日 期 以 便 联 系 。 

六 。 来 稿 中 的 数目 字 尽 可 能 用 阿拉 伯 字 儒 , 度 量 衡 一 般 请 用 国际 度量 衡 制 。 

。 来 稿 发 表 后 ,的 途 稿酬 。 

八 。 来 稿 请 寄 南 京 九 华山 50 号 地 理学 资料 篇 辑 委员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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