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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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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HI- 

AME ALTE 1954 年 底 前 后 写成 的 。 现 在 看 来 , ROMA MRE REE 

出 版 的 原因 是 : 

(1) 材料 之 所 以 伙 陈 蔓 , 一 方面 是 由 亦 近 年 来 经 济 建设 迅速 ,不 少 淡 害 性 的 自然 现 

RRMA, LMCI, BCA; 另 一 方面 是 由 於 1954 年 以 来 ,科学 资料 的 积累 过 

ROAR ARTERY, BOK, AMARA, 从 科学 资料 上 奥 科 学 水 平 上 前 后 相 比 ， 
正 可 以 标语 出 我 国 两 年 来 建设 事业 和 与 科学 事业 进展 的 里 程 。 

(2) 华北 区 的 公 面 性 自然 地 理 资料 或 书籍 现在 还 没有 。 本 罚 各 稿 固然 有 缺点 , 但 

是 也 还 党 试 过 初步 综合 ,有 些 部 份 可 以 参考 ,也 许可 以 作乱 讨论 的 开端 。 
然而 ,不 能 不 指出 下 烈 缺 点 : 

(1) SRA LEARNER. Filta, PURI, RC EEL 
MAMA ABSBRS BAAD AD ; lb HRM EB ARE. 

(2) SAA REED DO ; TL A BRR, 不 能 从 水 分 
SUAS BAPE SL BE EL AY ELSE , EAS SA) HA RR 
eis. 

(3) SUA PRES ATR AAS, SSE A A ARO, 显得 ,各 自 

BE’. 
中 华 地理 恋 自然 地 理 部 份 ,自从 划分 了 自然 区 域 之 后 , 原 定 按照 自然 区 域 先 窟 各 区 

dit LRSM, BAT RHA TEPER, BERR 

AATEC, FATE SE Re Ha BS at El , SA SA AT BRB, HR a 

Fe PRE HBEEE, ECAH (3) 项 缺点 , 本 来 可 以 在 出 版 前 修正 , 附 图 、 附 表 也 可 

以 补充 ,可 是 全 部 镶 写 人 员 艇 然 有 新 的 工作 , 原稿 的 修 定 就 不 能 同时 照 灰 ; AS i th, 

GRUB eM AK REA MAA) 提供 大 家 参考 。 

本 粳 各 稿 便 请 华北 区 有 了 关 的 生产 部 门 及 各 地 专家 提示 意见 ,所 提 意 见 ,我 们 已 画 量 

探 秽 。 本 国 地 理 的 辕 写 与 修改 是 一 项 长 期 的 经 常 性 的 工作 。 中 国 科 学 院 自然 区 划 顾 问 

五 ，B。 萨 莫 依 洛 夫 教授 勉励 我 们 今后 应 作 多 涛 式 的 中 华 地 理 苇 , ARS RARE ES 

我 们 指出 改进 今后 镶 写 工作 的 方向 。 我 们 愿意 接受 过 些 意 见 , HSA a ARR 

FE ate BS et Be ir BA i EAC AS UE, ER BIER 

MERA A 1956 年 於 北京 西 郊 中 关 村 

| heer 





ba 论 

华北 区 大 体位 艾 北 入 32- 43。 之 间 , 西 北部 分 包括 黄土 高 原 和 玫 热 山地 ,东南 部 分 
包括 山东 和 这 东 丘 陵 地 , 以 及 中 央 _ 望 乱 直 的 辈 北大 平原 和 这 河 下 游 平原 。 本 区 东 源 
黄岗 二 海 ;东北 的 境界 从 鸭 稍 江口 起 , 狗 沿 安 湾 铁 路 ,经 湾 阳 到 四 平市 ,更 顺 松 天 分 水 册 
的 南 称 至 通 深 止 ,和 东北 区 篱 了 ; 北 界 从 通才 向 西 到 原 娄 河 分 水 由 ,经 沽 源 大 潍 到 集 宁 
的 熔岩 台地 南 称 ; 更 治 长 城 穿 晕 哪 泵 多 斯 高 原 的 南 稳 , 西 接 部 连 山 的 东 端 , 奥 蒙 古 高 原 
$F; 西 界 锡 在 东经 103° 附近 , 随 海拔 3,000 米 的 等 高 粽 曲折 ,与 青藏 高 原 分 并; 南部 
Det a ees TAP ULC. Ce Teal Sere ap 
的 东 段 ,选用 淮河 ,在 大 别 册 之 北 。 

本 区 以 中 入 度 以 及 东亚 海 洋 季风 净 称 的 位 置 决定 了 它 的 自然 特 徽 : 冬季 最 寒 而 晴 “ 
燥 , 西 北 风 应 行 , 带 来 沙 座 , 履 蕾 了 大 部 的 地 面 ; 夏 季 酷 暑 多 雨 ,雨量 从 海岸 向 西北 透 减 。 
沿海 乓 陵 地 和 内 地 高 是 受 海洋 混 气 的 影响 , RARE. 更 西北 乾燥 黄土 
区 的 高 原 雨量 较 少 ,地 面 乾燥 ,发 青 着 乾 草 原 。 昔 北 区 植被 ,由 东 到 西 ,逐渐 由 森林 经 肖 
森林 草原 过 滤 到 草原 ,土壤 的 发 展 也 相应 地 由 桂 色 森林 寺 轻 褐色 土 以 至 村 钙 士 。 由 放 
本 区 是 我 国文 化 发 迷 最 早 的 地 区 , 植 破 和 土 坟 乓 期 受到 人 类 的 破 壤 , 使 地 面 景 岗 发 生 了 
互 大 的 释 化 。 黄 土 以 及 其 他 疼 顿 的 风化 物质 受到 夏季 暴雨 的 冲刷 , IER DL Pe, 
把 河床 洪 积 起 来 , 因而 不 时 造成 服 重 的 水 患 , ELE SR, 雨 源 不 稳 
定 ,使 本 区 各 地 不 时 发 生 早 患 。 所 以 在 经 济 建设 战 绿 上 , 无 花费 利 除雪 ,都 须 按照 本 区 
的 自然 特征 ,集中 至 力 来 改造 。 

风 然 如 此 , 我 们 亦 必须 指出 本 区 针 生 产 上 优越 的 湾 在 条件 。 ARR EAT AI AD 
上 的 温暖 天 气 ， 降雨 期 和 植物 最 需要 水 份 时 期 恰 相 符合 , 对 农作物 如 小 讼 .小 米 、 玉 米 、 
棉花 等 的 生长 都 很 天 宜 。 肥沃 的 幼年 冲积 土 以 及 褐色 土 估 据 本 区 最 大 面积 , 让 要 水 份 
其 节 得 宜 , 针 农 业 生 产 非常 有 利 。 本 区 大 部 地 要 坦 落 , 利 於 发 展 机 械 化 的 农业 。 本 区 所 
有 大 量 的 地 下 资源 , 煤 钱 的 区 藏 十 分 由 富 , 陕 北 的 石油 和 油 页 岩 , 也 需 发 展 重工 业 提供 
有 利 的 人 条件。 本 区 还 有 遇 富 的 水 力 ,将 来 可 以 水 电 代 煤 ,而 把 煤 主要 用 作 化 学 工业 的 原 
料 。 莫 北 农 业 的 潘 在 力 册 富 无 比 , 随 着 社会 主 头 改造 自然 的 发 展 ,和 组 粮 起 来 的 农业 的 
发 层 ,华北 农业 和 交通 的 电气 化 和 机 械 化 便 成 需 必 然 的 趋势 ,因而 亦 必然 要 求 磋 北 水 系 
能 广泛 地 供应 水 力 发 志 。 由 华北 水 力 责 源 的 丰富 性 来 看 ,过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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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G RMRAW BARI RIB, HOR RAR 
心 ; 故 黄 十 覆盖 深厚 而 广泛 。 LEA MEME BRE, 乾燥 的 气候 似 

MAAC, 惟 在 自然 植物 遭受 破坏 以 后 , 黄土 面 上 进行 强烈 的 侵蚀, 气候 更 趋向 藉 极 
端 , 土 品 发 展 震 不 成 熟 的 黄土 性 的 幼 士 或 埋藏 土 ,上 面 未 彼 利 用 的 地 方 生长 一 些 草本 和 

治 木 。 山 巾 分 佑 着 森林 棕色 土 , 显 示 鲁 经 有 过 森林 ; 现在 高 山 或 偏 俱 山 区 ,还 保留 着 局 
部 的 葡 余 林地 。 黄 土 高 原 部 分 乱 我 国 藏 煤 最 由 富 的 地 区 ,此 外 石油 、 油 页 盎 和 石膏 等 崇 
量 也 很 多 。 磺 热 山地 不 仅 有 像 大 同 、 北 票 、 阜 新 等 重要 的 煤层 , 蓄 且 有 世界 闻名 的 尼 烟 
AMR. 过 一 区 的 自然 湾 力 相当 富 厚 , 主 要 的 问题 在 认 土 壤 侵蚀 岂 重 。 水 士 保 持 和 
土壤 的 改良 ,成 坊 本 区 改造 大 自然 的 中 心 环节 。 过 种 改造 和 隘 区 息息相关 ,如 果 能 减 少 
ALKA VEU) AA, SEAL ACB HY BEBO ALA LIN 

2. HItKP AMEE 过 是 我 国 最 伟大 的 一 个 冲积 平原 。 MRR 

在 这 河 地 示 上 , 奉 北 平原 发 育 在 山 间 目地 上 , 除 南部 淮河 流域 及 滨海 局 部 地 区 有 莫 碱 之 、 
外 ,其 余 广 大 面积 有 褐色 土 及 黄 褐 土 。 环 线 在 大 平原 周围 的 山 昔 地 带 ,和 需 我 国富 厚 的 煤 

田 分 做 区 ,无 花农 产 和 矿产 都 相当 直 富 。 由 认 第 1 BU REA, BOK RBS 

洽 塞 ,而 不 能 有 航运 上 的 利 仁 。 自 然 作 用 和 人 篱 作用 的 结合 ,促使 广大 地 区 旱 炎 和 水 串 
频仍 , 落 且 嘱 碱 地 域 亦 日 丛 扩 大, 威 痢 着 广大 劳动 人 民生 产 上 的 安全 。 目 前 淮河 和 海河 
水 系 已 作 根 本 上 的 整理 ,黄河 亦 已 开始 作 大 规模 的 规划 治理 。 不 久 的 将 来 ,黄土 高 原水 

士 保持 问题 获得 解决 以 后 ,华北 平原 水 旱 伙 得 以 解除 , 芍 碱 士 亦 可 多 得 改良 。 如 进一步 
揉 用 优越 的 苏联 农 作 制 度 ,农产品 将 得 到 大 量 增 加 ,本 区 将 成 坊 我 国 最 富足 的 珊 盒 。 

3。 山 东 丘 陵 地 种 东 丘陵 地 ”是 昔 北 区 的 濒 海 部 分 。 气 候 受 海洋 项 剂 , 减 创 了 

大 陆 性 象 徽 。 过 去 在 丘陵 地 上 生长 大 量 关 侍 和 什 人 革 的 刘 交 林 , 林 下 发 育 森 林 棕 色 土 。 
森林 长 期 经 人 类 砍伐 ,所 存 无 厅 ， 表现 着 重山 秃 沿 的 景观 。 果木 和 村 车 秋 是 山区 的 特 

产 。 地 下 资源 仙 富 , 煤 埋 藏 很 多 , 铁 矿 的 峙 藏 量 亦 不 少 ,此 外 ,还 有 铝 土 矿 和 年 代 二 老 的 

Sik, WS, SME, RAAB, ARIA TUR eK MRK 
+, BERRA 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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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A RER ORLA RA BLE, OER, ORE, 
FEM LAT = Be: 

(1) RRS 辈 北 区 以 中 朝 陆 台 D Bike, 陆 台 一 般 是 比较 稳固 
苷 定 的 ,但 中 朝 陆 台 却 具有 活动 性 需 特 伍 。 陆 台 上 的 祝 然 ,一 般 比 较 寅 绥 , 断 层 很 多 , 例 
如 沿 太行 山东 坡 熏 奉 哈 的 北 坡 有 延长 数 百 公里 的 断层 缚 ,断崖 高 数 百 以 至 千 余 米 , 感 岩 
创 壁 ,形势 险峻 。 太 行 山 以 西 的 黄土 高 原 上 断层 尤 多 ,著名 的 汾 河 \ 渭 河谷 地 ,十 侧 都 有 
斯 层 , 作 地 未 构造 。 燕山 以 北 的 终 热 山地 旭 敌 平行 或 交错 的 断层 分 裂 需 许多 地 汉 和 地 
垢 ,形成 了 重 倒 的 山内 和 盆地 。 更 东 的 逗 河 平原 是 位 置 在 一 个 东北 至 西南 走向 的 地 翡 

”中 ,山东 和 这 东 丘 陵 地 内 ，, 断层 也 很 多 。 泰 山 \ 沂 山地 区 , ROR T BE: 
泰山 南 侧 的 大 汶 河 地 蛛 , 一 直 伸展 到 鲁 中 山地 的 中 心 。 

断层 作用 还 在 征 和 绕 进 行 中 , 在 山西 太 谷 和 陕西 华山 北 坡 可 看 到 近期 断层 所 形成 的 
新 饼 三 角 面 2 (图 1 ) 。 地 震 普 逼 熏 频繁 , PLS MARR, 甘肃 中 部 的 剧烈 地 震 ， 
EKA, 

Ile = 94 — RP AE AAG, =A BE AL OLA 5° 

(2) 黄土 的 普 逼 覆盖 和 与 特殊 的 黄土 地 貌 。 ASI HT BS Hh a VS AC BH 

而 、 陕 、 甘 三 省 与 河南 西北 部 是 黄土 分 布 主要 地 区 ，, 黄土 漫 山 逼 野 ， UBT ee, 

度 自 二 、 三 十 米 以 至 二 百 余 米 , 因而 多 得 了 黄土 高 原 的 称号 。 | FERAL BPA ey He 

* 本 廊 插图 由 徐 琦 \ 黄 剑 书 同志 清 夫 , 著 此 致谢。 
1) 中 朝 陵 训 傈 指 塞 武 和 前 就 形成 了 的 稳定 地 块 。 其 范围 特 徽 见 黄 设 清 :中 国 主要 地 质 构 造 单 位 , 1945 年 。 
2) 三 角 面 是 新 的 车 层 崖 发 育 的 地 形 ， 当 距 崖 赔 续 上 升 ， 汉 流 不 中 下 降 ， 崖 前 的 谎 谷 作 了 形 , 谷 间 山坡 则 作 倒 

YY 地 (如 图 ), 过 种 地 形 可 以 根据 嘻 层 判 也 是 新 近 生 成 的 。 



4 #1 EB RH BBA 

域 , 黄 土 分 布 在 山 间 盆地 和 台地 上 ,厚度 只 有 十 余 米 至 三 十 余 米 。 这 东 丘 陵 的 西 俩 与 而 
AERO, 有 少量 黄土 断 簇 分布 。 淮 河中 上 游 有 此 散 的 黄土 岗 丘 。 华北 平原 上 河 “ 
流 冲 积 旺 七, 其 主要 来 源 仍 是 黄土 (图 2 )。 

黄土 质地 均 与 收效 ,发 育 垂直 臂 理 ,在 侵蚀 作用 估 优 霓 的 地 区 , 土 埃 沿 着 劈 理 崩落 ， 
BELA BSE, EDI REGS LOO, 深度 自 数 米 以 至 三 百 米 ,密度 自 数 
十 公里 一 条 以 至 一 公里 内 有 好 下 人 条。 沟谷 密集 之 处 把 平整 希 面 分 割 需 破 碎 的 丘陵 。 

(3) 泪 刷 与 堆积 特别 旺盛 ”除开 上 述 广泛 分 布 的 黄 士 极 易 彼 流 水 注 刷 以 外 , 本 
区 其 他 地 层 , 如 第 四 绝 红 色 土 ,第 三 乞 红 色 岩 系 等 都 膝 千 不 固 ,抵抗 侵蚀 能 力 较 差 。 在 
黄土 堆积 以 前 ,现代 河流 系 葡 已 大 体形 成 ,河流 沟 罕 ,深信 黄 十 高原 的 腹心 地 区 ,高 差 晤 
殊 , 加 上 其 他 种 种 条 件 (暴雨 、 封 种 制度 不 良 、 植 彼 破 增 等 ) , 在 各 种 丘陵 、 册 地、 高 原 地 
面 ,冲刷 作用 都 非常 绽 烈 。 在 黄土 高 原 某 些 冲刷 剧烈 的 地 区 ,每 年 地 面 要 创 去 0.5 一 1.0 
厘米 厚 的 十 层 0。 区 内 河流 合 沙盘 富 ,黄河 的 殉 沙 量 每 年 平均 过 13.8 RA, Ae 
超过 2 GD. 大 量 泥 沙 倾注 在 滨海 低地 , 建造 了 一 望 无 际 的 大 平原 , 溃 积 层 要 常 深 
厚 , 整 井 数 百 米 而 仍然 看 不 到 岩层 。 黄河 口 三 角 洲 每 年 向 海 伸展 数 十 米 。 渤海 日 渐 渤 
适 。 过 样 旺 盛 的 冲刷 堆积 ,在 公国 各 大 自然 区 中 ,无 疑 要 估 第 一 位 。 

=. 上古 地 理发 展 简 史 

华北 区 的 基础 是 中 朝 陆 台 ,古生代 以 前 就 形成 了 。 在 华北 平原 周围 的 隆起 地 带 (本 
BAM, WM, 秦山 与 大 别 山 ) EEE, 其 中 有 伙 质 较 深 的 片 麻 
岩 、 结 晶片 兰花 岗 片 麻 岩 等 (太古 代 ) SUB RRE MAILE WEAR BOR Pee 了 2 
等 ( 夹 有 宣化 龙 关 式 的 优良 钱 矿 , 属 震 旦 筷 ) (图 3 ) 。 由 於 长 期 暴露 , 经 过 了 多 次 责 平 
SLA, 现在 的 地 貌 , DELAY BS (如 山东 ) SARA Cente, BID) FS 
主 ; 在 后 期 上 升 特别 高 的 山 吊 ( 像 五 台山 、 吕 梁山 ,泰山 等 ) , 顶 上 保存 着 古 侵蚀 面 。 

伙 质 了 的 石灰 岩 岩 性 组 密 蔡 硬 , 分 布 在 前 寒 武 和 性 质 岩 系 的 周围 ,连同 震 旦 乞 的 砂 
质 石 灰 岩 一 借 构 成 锯 商 状 的 山 罕 。 

本 区 大 部 地 方 ,例如 黄土 高 原 、 华 北平 原 和 这 河 平原 上 的 山地 ,具有 很 厚 前 石灰 兰 
镭 页 岩 , 属 塞 武 纪 奥 奥 陶 纪 ,表示 中 朝 地 在 的 这 些 部 份 在 古生代 前 期 沉 入 海中 。 夏 有 下 
西北 部 热 河 的 一 部 份 和 腰 东 、 这 东 一 直 是 陆地 (图 4 工 )。 在 古生代 地 层 中 , AL 
泥 盆 友 地 层 候 和平 完 公 缺失 了 ,大 概 奥 陶 志 以 后 ,华北 区 人 部 出 露 海面 , 侵 凶 作用 盛行 , 芷 

1) HEA SE FABRE; 陕 北 无 定 河 \ 清 澜 河 黄土 区 域 的 地 形 侵 鲁 及 其 侵蚀 量 ,地 理学 报 第 21 EHS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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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Si 7 

BP ST HR SMB 〈 主 要 分 布 在 山西 )。 

FEAR (ARAL BA) 局 部 的 地 盘 隆 异 ,造成 了 若干 痉 海 或 演 湖 , PA TE 

长 着 森林 , 欠 我 们 储备 了 届 富 的 煤 藏 ,成 坊 今 天 陕 北 、 队 东 、\ 山 西 东 南北 京 西山 \ 湾 阳 东 

南 \ 山 东 和 河南 的 各 煤矿 地 区 (图 4 工 )。 

中 生 代 的 内 陆 盆 地 大 体 相 当 亦 古生代 潜 海 与 注 湖 的 位 置 。 经 过 了 相当 时 间 的 乾燥 

气候 , 盆地 内 堆积 了 含 咖 或 石 襄 的 砂岩 与 页 岩 GRAM Ra, = Beas 

有 石油 )。 侏 史 匈 煤 系 地 层 的 存在 , 双 反 映 气 候 转 乱 混 润 ,植物 滋长 。 山 西 大 同 、 山 东 博 

山 \ 热 河 阜新 等 煤田 都 成 於 过 个 时 候 。 

FRG (Ly SE hp BEAR EAC LS SEACH. SSAA LR TARR 

ES, 薄 产 生 了 有 色 人 金属 的 矿床 。 iM T Kt BBE GALS ALA 

东 ) 的 构造 方向 , 构造 的 形式 各 地 不 同 。 北 京 西山 、 太行山 与 山西 高 原 上 ,有 许多 开关 

HG PMS, PEAR tsb ; 正 断 层 很 多 , 倒转 福 筑 与 逆 掩 断层 比较 少 。 但 在 帮 

BALRAM ARE TROMEE. 在 山东 这 东 、 热 河 花岗岩 的 侵入 与 火山 岩 流 的 

喷发 ,又 形成 了 重要 的 氏 、 铀 、 钙 \ 金 等 矿床 。 在 本 区 西部 ,运动 比较 轻微 , 陕 甘 盆地 还 悉 

MTU HMI AAaA ARR) (Ml 4M). 

FG Ly 5 Bh es HR A ES = AC I , HS RSE , BEAR AFG RRR T FAS Ye Ae 

鲁 面 。 今 日 华北 有 些 山 地 的 项 部, BRS anh a. 同一 时 期 山西 、 河 

FA UR a FS dh, EMBASE RRMA BSR. MEARE 

EB a eS RPE 0 

BSA DELR =e PH GABLE) HARA Wa Hb 

| PRBS BL ek, TN TL DA BE a Se He PE, OLR PRA AL BSR, 

第 四 绝 初 才 转 需 上 异 。 陕 北 爸 地 在 第 三 乞 初 就 上 具 而 以 侵 创 震 主 。 在 山西 \ 山 东 各 地 ， 

喜 马 拉 效 有 运动 以 搁 曲 作用 和 与 块 状 断层 和 坊 主 , WMATA Beth, SPE aA 

Mo. WH BARA RnR, 造成 现在 许多 平顶山 簿 。 由 华北 平原 经 沿海 至 

图 河和 平原 的 沉降 地 带 , DISS RS DLE OL , ESE AS HEA, 从 四 周 高 地 溃 刷 下 来 的 物质 

都 堆积 於 此 沉降 地 带 ( 图 4 了)。 

喜马拉雅 有 运 动 所 有 异 起 来 的 侵蚀 面 , 受 到 剑 鲁 ， 发 展 宽 展 谷地 (所 彰 唐 县 期 地 驶 )。 te 

Pie RAG FA, BE A A a AL Bh A eh HERA LAL, 含 三 趾 马 化 石 

《上 所谓 保 德 期 沉积 ) 5 FELL PAS AD, UA A Ea SA RHE 

BAB) , Bem TE , SATA) a dal iE Tay SEP OD), RE CRD UR FCT id Ba Te] FY Hb He) 峡 

EMRE AS SHED. USA aR A aE HP SS EE HES (= PS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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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 下。 华 力 西 运动 

1。 寒 武 纪 前 十 陵 块 2. KK 1. RAAB 2. AT mM TE Ae 
3。 石 盒子 期 盆地 沉积 4。 二 县 各 海 

DS BBs AA uN 

SS 
ia 

PALA =i 
ATI PST ap 

Attire 
Aor - 

=] 
94 ane ———S= 

I. # UH WV. SELES 

1, Hh ehh 2. iia a EG FB 1, Whe keh 2. fake 

3. EHMRMARAM 4. KP MRI 3, SEAM Ia 4. ARIAL AE 

5. ugar 6. FAR 

图 4 华北 古 地 理 图 (CARPE aS : HB Se PS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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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怀 来 盆地 与 山西 东南 部 则 有 淡水 灰 泥 区 沙 与 泥土 的 湖 相 堆积 ( 泥 河 湾 堆 积 ) ,在 晋 南 、 

耳 北 、 了 东 和 与 移 西 北 ; 有 广泛 的 红色 土 堆积 。 发 展 至 “北京 狼 人 ”时 代 ( 更 新 翘 中 ) ,华北 

BARBARA A, URED. BI UAT AAA Ras BSA OKI 

SELB, SORE HA PSA , ES A, 华北 各 地 有 大 规模 的 黄土 堆积 。 til 

RBA BD A, (HDR ASE AS HAT BIAS, BT HAE CE, Tin Ae GE 

MEA) 广大 的 平原 , 质 定 了 今日 海岸 的 基本 形势 。 有 史 以 来 , 人 类 的 活动 叉 大 大 的 改 

MT AMAA RK. 

Sl See eee 

AR ESE FS PAL a , HE A SH: 

5 — Fs OL 45 SE es J AA LH, te EP ES 1,000 米 ， 有些 高 山 过 到 3,000 米 

(开盘 由 五台山、 小 五 台山 等 ) ,地 面 广泛 地 覆盖 着 黄土 。 地 体 构 造 是 比较 复杂 的 :在 西 

SRBC Hie WW RAC RBS “LU? 字 , PASE LE AEE Te), SRA 

PES AG EI, FS ZS FS LL RE. MET AL SNA eT Sl “I? 

系 萄 的 拜 柱 ,划分 了 陕 北 生 陈 中 两 个 寅 展 的 盆地 。 汪 两 个 构造 上 的 盆地 ,现在 都 成 篇 高 

原 ARAN SSA PS BE LHe, 断裂 而 多 地 震 。 山西 省 内 , 北 北 东 至 南 南西 走向 的 太 ， 

行 重 \ 霍 山 、 吕 梁山 等 都 是 燕山 有 运动 造成 的 背 斜 , 轴 部 是 释 质 岩 (前 寒 武 纪 ) ,两 村 是 石灰 

e.Be 〈 生 古代 )。 其 间 袖 间 的 向 糙 也 卉 充 着 砂岩 、 页 崇 OPER). EMMY FA, 

山西 中 部 渤 有 汾 河 地 未。 在 费 热 山地 区 域 , 东 北 -西南 走向 福 钴 与 东西 向 走向 袍 敏 彼 此 

交错 , 地 痪 破碎 很 属 害 ,形成 不 少 狭 窗 的 平行 断 块 册 , 花 岗 岩 与 火山 岩 分 布 最 广 。 

第 二 带 是 华北 平原 经 沿海 至 逗 河 平原 。 二 一 带 低地 大 部 分 海拔 不 足 50 OFK, FRE LL SH 

动 以 后 开始 沉降 , 溃 积 层 不 断 地 加 厚 , 天 津 700 多 米 的 深井 和 和 鲁 西 500 多 米 的 深井 ,都 

还 没有 接触 到 基 涯 。 

第 三 带 是 山东 后 漆 东 丘陵 ,海拔 平均 不 到 500 米 ,个 别 山 簿 超出 1,000 米 (泰山 1,532 

米 )。 汪 惠 爸 质 崇 的 古 陆 块 ,经 过 燕山 运动 而 受 花 岗 岩 侵入, 在 熏 中 成 圆 穹 而 带 有 断层 ， 

FEE SUES, AREAL ZR a ET, «HLS eh, VE Ee HS 1h OH SH 

Bio 

3 HEPA LA PLAS 6 ARP, 第 1 A A Hh, WE 

造 上 和 与 地 貌 上 都 有 重大 差别 。 第 2 ASSL 3 AS ha TREAT Bi SD SEAL AB i SE 

河 平原 ,山东 丘陵 和 伍 滚 东 丘 陵 。 下 面 按照 过 6 区 逐一 加 以 摘 述 (插页 图 5 )。 



10 华北 区 自然 wh BB A 

WW tH 

RAB RAR we CRD, Beat Care ESE BS LU He BRD. 

PAE. KUALA, BARR SEB RL ItoOR, mH BeRS 

在 1,500 米 左 右 ,是 我 国 黄土 分 布 的 主要 地 区 。 

(—) BivnARhinn 

HLMOTRIURA, 同一 地 区 , EER. BRL Ra 
(Bilder Ze EHP PR DAL BRL ATER), 堆积 较 厚 , 自 数 十 米 以 至 百 余 米 ;在 陡 峻 山坡 
Lb, KL, 根据 各 地 黄 士 的 高 度 与 厚度 记 甸 ,黄土 有 从 西 到 东 渐 渐 转 低 、 塌 薄 的 趋 
Sh, 在 甘肃 中 部 , 黄 士 厚度 超过 100 米 , 海拔 2,400 米 的 华 家 幅 仍 有 黄土 掩 著 。 到 河 
中 上 游 ,黄土 厚度 100 一 150 米 , AM UA 1,700 米 卡 仍 有 黄土 。 在 陕 北 ,黄土 厚 
度 不 足 50 米 ,分 布 高 度 不 超 通 海拔 1,300 米 。 山 西高 原 上 ;黄土 平均 厚 只 30 REA, 
HERA, 只 盆地 内 才 有 黄 士 堆积 , 厚度 一 般 不 足 20 米 。 根 据 卫 东 、 陕 北 颗粒 分 
MER, SALA, RLS RAR RAS Te eRe 
BE SE Es p> UR Hh SRE , FATA 
黄土 质地 均匀 疏 缀 , 以 粉 沙 粒 (直径 0.05 一 0.002 毫 米 ) HSE, HK (<0.00229K) 

次 之 ,四 、 五 级 的 风力 就 可 以 吹 扬 起 来 , KREME, 持 水 力 弱 , 抵抗 冲刷 能 力 颇 差 。 

黄土 鼻 具 有 垂直 臂 理 ,能 直立 不 倒 ,经 流水 溃 刷 所 发 展 的 沟 塞 ,站 坡 陡 峻 ,和 沟谷 间 的 笠 
坦 地 面 有 非常 题 著 的 对 比 。 黄 土 区 也 多 陷 穴 、 伏 流 、 天 然 桥 等 一 类 小 的 地 形 , 侦 石 灰 岩 
洲 印 地 形 有 些 相 似 。 

大 量 黄 土 的 堆积 , 是 在 更 新 闵 合 期 , 根据 风 成 说 ,强烈 的 西北 风 吹 克 起 蒙 二 沙漠 区 ， 
KR, 一 直 运 途 到 过 一 带 高 原 上 , 到 今天 风 积 作用 还 没有 欧 止 。 在 黄土 沉 积 开 始 的 
当时 ,地 侈 翰 廓 、 河 流 系 翘 和 今日 然 大 差别 ,以 后 ,一 面 黄土 不 断 地 加 积 ; 另 一 方面 ,河流 
沟 罕 条 知 侵蚀 ,在 某 些 地 区 ,黄土 堆积 估 有 优 驭 ,缓和 了 原 有 的 起 伏 ,构成 了 写 广 平坦 的 
黄土 需 ; 在 风 积 与 水 鲁 接 近 平衡 或 水 鲁 估 优 狼 的 地 区 ,黄土 堆积 前 的 丘陵 起 伏地 到 会 容 
(RBH, LER T WH MRE. 
黄土 地 面 有 原始 植 破 〈 草 原 或 森林 草原 ) BWR, ert RE 

经 浊 数 千年 来 无 计划 而 不 合理 的 耕种 和 放牧 , 自然 植 丢 受 到 了 融 重 的 破坏 ,黄土 失去 保 

1) ESR, SCS: 如 何 改良 西北 的 土壤 (科学 通报 , 1953 年 10 月 BE) , RAT BRL PADI 4 Rite 

体 数 字 。 







ae , fe STE FA 75 2 Fl. 

FAYE Bs AS SE RCE PE SIE, EROS = ROK 
BASE HIE, PROKOP RHE ACT , WERE HH th ES 4 0.35 米 至 9 米 。 黄 
SLWEREBELC, WS RUT EAR TE, RE AS, EA A, MAE AE 
RAL AES fhe ZU AOE IR, He Tei Ap Se BE ke 0.5 一 1.0 厘米 厚度 的 土 层 。 

就 雕刻 程度 来 区 分 ,黄土 地 貌 有 三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 第 一 种 是 黄土 需 , 那 是 侵 创 轻微 
而 非常 平坦 的 黄土 平台 ,大 的 继 横 可 连 数 十 公里 。 如 泾 河中 游 的 董 志 晨 , 洛 河中 游 的 洛 
川 原 。 第 二 种 是 黄土 丘陵 , 那 是 由 黄土 “项 " 猎 过 沟 宗 分 制 破碎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或 者 是 在 
黄土 堆 积 以 前 就 是 丘陵 地 形 而 一 直 承 租 下 来 , 流 与 浪 间 的 残余 册 存 长 条 的 称 作 “ 梁 ”, 孤 
立 分 散 的 称 作 “ 撩 "。 在 陕 北 典 型 的 黄土 丘陵 区 , 兆 间 相距 仅 200—300 米 ， 光 深圳 超过 
100 2K, WAG AMA HI EAT, 地 面 的 破碎 程度 由 此 可 见 。 第 三 种 是 黄土 “ 川 地 ”， 
就 是 河谷 中 的 堆积 阶地 , 川 地 两 侧 还 可 发 育 小 冲积 局 。 川 地 常常 是 农业 精华 所 在 , 称 乱 
“RIS JIP. 

SHOAL AHOKARLA A, (AAS, ALR BRR, TION AY 
RAM SIAL RAR, 在 山西 许多 盆地 中 , 出 现 着 低 丘 起 伏 或 破碎 成 劣 地 的 
i. | 
HEMBSUK EME MAREE PAMELA RH AR, 但 是 吕 

Ply DADS Wy EAT SS AAT LA ES, RE, EE 
Fh SDA , WRF G9 BE FOE SL SU AAS EB Fe HS ew DP LRA 
丘陵 高 原 中 的 盆地 平原 比较 次 要 。 在 山西 , KLGRMERD-POM, 2A 
割 高 原 、 盆 地 平原 互相 错 杂 ,比较 均衡 地 分 做 着 。 

(=) 陕 甘 高 原 

陕 甘 高 原 包括 陕西 的 北部 和 中 部 、 甘 肃 的 东部 和 中 部 , 中 间 有 休 南 北 走向 高 3,000 
米 的 六 盘山 ,把 高 原 分 需 两 部 ,西部 甘肃 高 原 ,海拔 2,000 米 左右 ， 东 部 陕 北 高 原 ， 降 至 
1,500 米 以 下 。 

大 盘山 是 喜马拉雅 媚 动 新 成 的 高 山 , 主要 由 白垩 乞 页 岩 和 砂岩 组 成 , 中 心 露出 千 
晶 岩 , 地壳 到 动 示 在 币 德 发 展 中 ,地 震 激烈 。 像 1920 年 12 月 26 日 有 名 的 甘肃 大 地 震 ， 
UREA WE, URE BHR, BRAT, GET A 

六 盘山 东西 雨 个 高 原 , TEES LAELIA Ae, MALE AT AL 
GA ACER SARITA. BATE SAO, 甘肃 盆地 至 第 四 乞 初 , 均 上 异 而 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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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6), WEAR POD, seme T eo ee ST 
PL PU Eh, 最 高 级 高 出 河面 过 200 米 。 至 出 陕 之 间 的 黄河 更 深切 在 平整 的 
中 生 代 地 层 中 , 全 段 都 是 峡谷 形态 , WEEE 20 一 300 米 , 寅 40 一 300 米 , 由 北向 南 增加 。 
河面 海拔 由 河曲 到 渡 关 , 自 800 米 降 至 300 PEK, RRA, SRA, BORA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 

黄河 在 各 关 与 渭河 直角 相交 。 渭 河 在 守 葡 以 下 两 岸 发 育 了 狭长 平原 ,东西 长 280 肥 
里 ,南北 寅 平均 60 公里 , UL UR, SOT BSR, EB 

BAe +, HUBER, UT, BMT ek, BRAT OD. Bie 

岸 溃 积 平 原 , 只 有 5 一 30 公里 寅 , Ibe SR ee, PE, 
Ss FESS (AHORA LL, 1556 年 售 有 允 剧 烈 的 地 震 。 

黄河 的 其 他 支流 ,如 洗 河 ̀ 洛 河 \ 泾 河 等 ,在 高 原 上 均 呈 深切 形态 ,亲切 黄土. 称 士 
以 下 的 蔡 硬 岩层 时 形成 峡谷 ,而 切入 顿 弱 岩 层 时 ,发展 着 寅 广 川 地 , Ava LAO WEAR 
原 长 40 公里 , 寅 5 一 8 公里 。 

从 大 小 河流 放射 出 无 数 的 沟谷 , TEER RUSE, ZERIT Le 
需 面 水 有 相当 数量 的 保存 ( 估 8.2%)。 泾 河 支流 马 连 河 、 蒲 河 之 间 的 董 志 振 ,南北 其 60 
公里 ,东西 寅 20 公里 , 需 了 东 最 重要 的 产 钴 区 。"“ 梁 ”“ 畴 ”和 坡地 估 70-80% , BAB 
323% 300 一 350 米 。 陕 北 的 无 定 河 与 清油 河流 域 , PR ER SIRE RR, RAGE 

非 轩 法 流域 的 测量 糙 计 ,每 方 公里 面积 沟 罕 炉 长 3.5 公里 ,地 面 坡度 超过 26" 的 估 70%, 

15° VINA 4%, BEYE 50 一 100 米 。 由 此 可 见地 面 支 元 破碎 的 程度 , 在 耳 南 天 水 奉 家 
内 一 带 , 旭 是 上 壕 两 区 的 中 间 类 型 ,一 般 是 谷 粱 相间, 无数 轩 周 , 圆 顶 平 坡 , 中 有 深 潮 重 
HAA, 如 波浪 起 伏 ,农民 因 山 策 田 , 层 明 篱 榜 , 过 就 是 所 谓 “ 阴 坂 ”地 形 。 

在 陕西 与 内 蒙古 自治 区 的 稳 界 上 出 现 着 特殊 的 风沙 地 形 。 自 府 谷 经 检 林 至 定 迁 长 
600 公里 , 沿 着 长 城 两 劳 , 原 有 大 片 沼泽 ,沉积 着 老 沙 层 , 和 后 来 沼泽 排 乾 , 沙 层 暴 露 , PE 
SUT KAGE, 强烈 的 西北 风 就 掀起 沙 粒 ,形成 了 秦 多 沙丘 。 沙 丘 作 新 月 型 ,相当 

BE 7 一 20 K, SIAM 30—100 米 , 沙 丘 不 断 向 南 移动 , 每 年 平均 移动 3 KA, SH 

‘HEY EK DI ARS, WP, BRS, HET RARE To 

#6 A FIL ANB BET UE, EBS AEE ALES AI PAS, MEE 512 公里 的 基 

干 林 带 , 作 休 共 长 452 VIB Se BP PRABZIC BH 3 SI ETT 

(=) 山西 高 原 〈 附 移 西 北山 地 ) 

看 西 高原 以 太行 山 和 吕梁 山 坊 东西 两 跟 界 ,北方 以 恒山 与 去 热 山地 相连 ,南方 则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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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ARR sho, ABBR, 重重 世 站 的 山岳 使 黄土 覆盖 的 高 原 地 面 退 居 较 

次 要 的 地 位 , 由 间 爸 地 、 平 原 数量 只 多 而 规模 较 小 , SCH Ea] HA EAR, 

等 盆地 ,在 亚 东 南 有 长 治 盆 地 等 。 过 些 都 是 明显 的 与 卫 甘 高 原 的 差别 ( 见 15 页 图 6 )。 

汾 河 地 时 带 把 山西 高 原 分 篇 三 部 分 ,过 就 是 : ER CLS Se) Gea 

ASR) SARE Cs aE SL LH) © 

BED Ry BE, PEG aS SPY eA CHAR RIAT) , HAL RE ES a SF 

We RARE oR DAL , OSE es BEA SSIA On, HBA TY BEL 2,800 RATE Ze (天帝 

ij 2,791 >k), Reba RNAS CEA) RARE (RM) 所 成 ， 雄 

WEBER. FPR ATH Bl, HAR HLT AR. FEE AL, SEB, 

SOA LL , A, BPE EHTEL RR A, A LS 

(CRATE, BA. 在 南 段 汾 阳 附 近 ，, DAIBER, ey EER AR ; 北 段 在 静 

SEI BEAR He, HS RAE LCRA. 

Srp yp ay Hee AS ey = Ee, OE A DN Ae L, HE ARES 

Bie Gt, 过 二 休 都 是 扭转 断层 。 在 东北 段 , 仰 侧 居 断 线 东南 ;西南 段 , 仰 侧 居 断 线 西 

dt. P= SAE EL WERE PRA, SSS RT ON A 

Up SER OS A See Hl, Se HTS BE ET INAS 1,000 米 ,太原 降 至 700 kK, Hse AIMEE 300 余 

米 。 忻 州 盆 地 , MICH BAL, 地 表 平 坦 ,北端 直 伸 到 繁 峙 、 代 县 ;盆地 水 流 原 向 南 流 丰 汾 

河 ; 和 后 来 破 穿 过 AT LAE ER. 太原 盆地 是 山西 最 大 的 冲积 平原 , 袖 
50 公里 ,长 150 公里 ,太原 以 南 , 因 排水 不 惕 而 有 沼泽 。 卫 汾 盆地 沿 着 汾 河 下 游 的 河曲 
发 育 , 寅 20 一 25 公里 , 长 150 公里 , 按 符 是 宽 展 的 黄土 台地 , 沿 河 发 展 着 泛 浅 平原 , 西 

南 经 黄河 谷地 与 渭河 平原 相 接 。 PRR HSE, 水 流 宣 波 困 准 , 形成 大 片 沼 

泽 , 从 地 南部 有 山西 最 著名 的 别 池 。 

FRAICHE, BURATU MRM +, SHS SHet, Se— 

般 在 1,500—2, 000 米 间 , 漳 水 上 游 更 超过 2,000 米 , 汾 河 \ 沁 水 、 漳 水 与 淖 沱 河 干支 流 ， 

从 四 围 咬 鄙 着 高 原 , 发 展 了 许多 陡峭 沟谷 。 高 原 上 座 落 有 一 些 盆地 , 其 中 以 长 治 盆 地 坊 

最 重要 , 长 治 盆地 东西 长 30 公里 , 南北 寅 20 公里 , 海拔 1,000 米 , SHARE ee 

伏 , 河流 行 级; 其 余 迁 有 衷 垣 、 沁 县 、 韦 阳 等 盆地 。 高 原 周围 山 崔 环绕 ,向 高 原 一 面 倾斜 

AE, 背 高 原 一 面 多 有 断层 , 坡度 陡 峻 ,高 盖 也 大 。 BRAWL We RE 

北 ), 堆 山高 度 近 2,600 米 , 山 顶 蕾 着 近乎 水 平 的 石灰 岩 , £EPE, RRB SS, BR 

则 以 断层 崖 惫 速 的 降落 到 汾 河谷 地 。 高 原 北 下 有 五 台山 奥 恒 山 , 前 者 高 过 3,000 米 , 是 

Uj Pte. EAE 1,800 KYL, PR, 主要 的 山顶 都 是 平坦 的 高 台 , 代表 着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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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一 个 右 侵 鲁 面 , FARA FS ADR OK ASB PER, 高 

2,000 米 , 主 周 篇 石灰 岩 所 成 , 南 坡 和 和 组, IKE SRR MAH. 高 原 的 东 

移 是 太行 出 ,只 然 海拔 不 到 2,000 米 , (RS bat, 但 从 华北 平原 仰望 , 断 岩 风 壁 , 高 

36K 1,000 米 , 河流 由 山西 高 原 穿 过 太行 山东 下 平原 时 造成 许多 峡谷 ,成 需 进 大 高 原 的 通 

道 , 其 中 以 正太 鲍 路 所 经 的 娘子 关 篇 最 著名 。 太 行 山南 端 向 丁克 曲 ,延长 乱 中 人 条 山 , 主 赌 

高 过 1,900 AK, AL BA Be ee Be EE Ba AH, BS LB TP TY AP RR, APR. 

Lye FED SC YAY , THe 7S Yee DA, BEL TH FE Tey ASE LAT BL, 折 向 东 流 ,河谷 宽广 ,两 岸 有 黄 

SR A Br Be HORE, DURASE, FEIR ATER. 56 A= PAR, FE Yay HA i hey CBR. 

PUA) , EAN RESTA. FER HERE oh eh A eae BH, 河谷 迅 . 

EBC wie LEELA To 

Bae As ASR Wh, LFA RAE RR (2,256 2K) eT (1, 368 米 ) 作 东北 至 

REM, HEE, US HRCA, WHERE AR RES 

DAs WP BLS Hb, NAA A. TEE OB Hh BL | PB 

带 ,广泛 地 覆盖 黄土 ,呈现 一 般 的 黄土 高 原 景象。 

五 、 ,对 北山 地 

从 琶 北 恒山 一 直到 这 河 平原 西 侧 医 巫 间 山 之 问 是 络 北 山地 。 高度 在 1,000 米 左右 ， 
— He LE RE ED, 造成 平行 的 山货 与 盆地 。 ARO ER 
与 沿 海平 原 之 间 , HOSS El AL ia PRI FE, 北部 侵蚀 较 轻 , 地 面 比较 平坦 , 南部 侵 锰 较 
烈 , 地 面 甚 需 破 碎 。 
磺 北 的 地 蓝 特 征 , 中 然 相似 , 但 各 具 独 立 的 水 系 , 山 谷 组 合 在 终 北 比较 简单 而 显明 ， 

FE PAI HEMET PBL 
EAL LLY HES a 9 FG CL, BASE RE B,D Ee 

Sa AAR A SRE hae Gl) CARRE) 海拔 3,491 OK, REAL AR AU, 
石 需 石 黄斑 兰 , 北 坡 以 大 断层 降 降 蔚 县 盆地 。 北 京 附近 的 西山 与 南 口 山 有 版 平行 ,一 般 高 
BE 500—800 2K HBB WI SIG 1,300 米 ,位 置 在 向 笠 层 中 ,顶部 乱 府 密 的 
SORBET, ST BLE. 

a WRAL BEA ee SC Ba CER ACE LB 
ft oath, Jer DU RET LURE, 司 求 盆地 寅 30 公里 ,长 
120 公里 ,海拔 高 500 米 。 充 填 了 灰 泥 与 细 沙 、 湖 相 沉积 与 黄土 , 地 面 平 坦 , 河流 迁 曲 ， 

利用 了 过 样 的 地 形 , 在 永定 河 穿 太 山口 处 建筑 著名 的 官 订 水 良 。 大 同 盆 地 寓 30 公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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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里 ,盆地 西南 部 有 黄土 岗 息 起伏 ,东北 部 则 有 一 涯 第 四 纪 火 山 。 

豆 北 山地 北 烁 在 张家口 附近 , 篇 一 列 丘 陵 , 海 拔 超过 1,000 米 , BLISS SAA 
同 。 正 陵 生 高 原 同 坊 去 武 岩 所 成 , 原 坊 蒙古 高 原 的 南 延 部 份 , 合 受 流水 分 割 转 坊 相 针 高 
度 300 米 左 右 的 丘陵 (图 7 )。 W 

履 北 山地 自 西北 向 东南 是 许多 针 长 的 地 志 构 成 的 。 过 培 有 两 组 断层 ,一 组 需 东 北 

至 西南 走向 , 另 一 组 篱 西北 至 东南 走向 ,互相 交 切 ,前 者 较 密 ,和 合 者 较 稀 。 

东北 至 西南 走向 的 断层 中 , 主要 的 三 条 就 把 费 北 山地 分 成 三 带 , 邹 松仁 山地 、 建 平 

附近 山地 和 力 场 山地 。 

FS a Ly HBS ESE BG BB, AE; 300 一 400 米 , 但 砂 质 石灰 岩 所 成 高 罕 超 过 800 米 。 

因 靠 近 滑 海 , 河 流 分 割 剧 烈 , 澡 深 山 陡 。 医 巫 问 山 夹 峙 在 皇 新 \` 义 县 谷地 和 这 河 平原 间 ， 

ZETIA Hh 

Hs $8 Uy HA AL ER LH, SE 1,100 KAA, 山地 上 部 多 由 火山 岩 流 和 砂 质 石灰 

eS, 下 部 篇 片 麻 岩 层 ， 有 些 平 组 山坡 以 及 所 有 山 间 谷地 都 覆盖 着 黄土 和 秆 色 士 。 

建 平 山地 是 大 凌 河 和 老 哈 河 〈 西 余 河 上 游 主 要 支流 ) Make, 南 侧 大 凌 河 一 面 , 分 割 

BEER RBA, ALMA — iH , DRE HAR 

net) bie A ob eb RS he ET I CES Pa) 高 过 

1,450 2K, ESAS 4E hid a BY Hee , Hy He es FER A o 

FEB Pe AL 4 Se SABE 1,700 余 米 ,已 是 蒙古 高 原 的 : 

BR BEKRSRRRA BK. RATNER, eee ae a ， 

AFARAD FRR v2 
#2 AL ER ET RE, 最 显著 的 是 从 围场 南部 经 隆 化 、 宁 城 、 喀 喇 汇 旗 

到 平泉 一 带 , 其 中 如 菠 荆 翅 、 马 壕 山 等 构成 了 溺 河 与 老 哈 河 的 分 水 赂 , 高达 1000 一 : 

1,500 *K, 

ARM AWAW Lik, 有 西北 至 东南 走向 ( 略 近东 西方 向 ) MRR, B58 
S25 MRT, WARK KE. BASS RR, OS RRB 
出 地 。 中 游 流 过 卉 充 着 火山 岩 熏 碟 岩 的 承德 盆地 ,两 侧 有 小 型 的 冲积 平原 和 黄土 台地， 
下 游 切 过 长 城山 地 ,和 从 喜 罕 口 进 丰 华北 平原 。 

过 些 贞 地 南部 连接 着 东西 走向 的 燕山 山 有 版 ,可 以 属 需 燕山 的 一 部 分 , 因 熏 长 城 平行 
而 接近 ,又 可 称 需 长 城山 地 。 长 城山 地 西 接 南口 山 有 版 , SRSA LR, SEE BR 

i TR Be; 高 度 一 般 在 1,000 米 左 右 , 部 分 高 山 乱 花 岗 岩 体 所 构成 , 其 中 以 老 直 出 

篇 最 高 (2,100 K), ABU (1,670 米 )。 山 地 南 玉 ,丘陵 区 伤 ,直达 素 山 钱 路 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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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Ue ee SE BE 

LL 5S re PS FRE Se PS BEE TE HE AL A DR PRE TT BH «, MDAC ERE 500 米 以 下 ， 

少数 孤 守 超出 1,000 米 。 山 组 谷 寅 ,地 面 发 育 已 过 成熟 阶 段 。 

两 全 易 相 对 地 突出 海中 , 大 部 都 是 岩 岸 。 多 邮 角 和 港湾 , 海岸 属 里 亚 斯 式 , 但 也 有 

近期 的 沙洲 ,造成 沙 咀 和 陆 连 岛 。 山 坡 上 常见 连 纺 的 海 创 阶地 。 

山东 丘陵 西 篇 华北 平原 所 包围 , 东 香 黄 少 两 海 所 环线, 中间 以 肋 莱 侵 鲁 平原 分 坊 熏 

中 山地 与 腕 东 牛 岛 两 部 , 鲁 中 山地 大 体 上 是 一 个 容 密 状 的 构造 ,泰山 、. 沂 山 走 向 东西 ,高 

度 由 400 米 至 1,000 米 。 最 高 点 泰山 (1,532 米 ) 突出 在 山地 的 西端 , TA BBB IA, APRIL 

All Se 1 SP FT a, 走向 西北 , 与 泰山 剪 形 相 接 , 剪 形 的 西 段 , EAE, AAT Hh 

是 ,地 昌 内 淇 做 低 组 的 黄土 台地 , 沿 大 汶 河 两 岸 有 小 规模 溃 积 平原 。 

AUT WAR ASA A, 有 和 急 倾 的 石灰 岩 和 页 兰 的 交互 层 , 石灰 岩 造 成 句 商 形 的 山 烈 ,将 

Rab SABE AL Hh, 淄博 盆地 就 是 例子 。 山 蓄 西 有 分 割 轻 微 的 黄土 台地 

(图 8) 。 

和 鲁 南 沂 沐 河 上 游 的 丘陵 地 区 ,山顶 覆盖 着 厚 层 石灰 岩 , 倾 角 很 小 ,造成 石山 地 貌 , 通 

ASA (东江 岗 、 孟 良 岗 等 )。 沂 沐 河 中 游 盆 地 宽广 , 河 间 低 丘 作 覆 舟 形 , 已 接近 淮北 侵 

鲁 平 原 的 景象 。 

从 鲁 中 丘陵 放射 出 来 的 河流 , 搬 有 运 着 大 量 风化 物质 , 大 小 放 河 、 沂 沐 河 和 泗水 , 都 

在 山口 堆积 了 溃 积 局 。 沂 沐 河 下 府 ,水 道 秦 亿 RAK, ERR RE; 解放 以 和 后 ， 

FEBS ta Or ies Kid) Sw, 接 通 沙河 , 改造 了 水 系 , 世 在 上 游 筑 策 水 良 , 抑 

制 水 患 。 

ESB Ja DA ESE ERE 200 KIA PF AS URAR LBS, BERR SE ROTEL ah 

Beak ASE BC fe MATE STR. Bao A eR PAT A Le, (PEL SE, SEE 

600 KUL, KPBEMARUER BAAR, we 1, we as es LSE, Lae), A 

AE EA Ee BE RTE, WE BA WER HAE iS, ea PRS SR AE, FE SCTE fi LE, TET 

到 奇特 的 岩 柱 和 尖 奉 。 

” 沼 海 的 海岸 线 十 分 释 曲 ,青岛 威海 生 和 烟台 都 是 著名 的 良港 , 认 岛 海 鸯 中 ,有 玄武 

Ama MUI, Bae AR, RP PS RAIS, BAe A HH, RT 

TRE ANAS SE , ME LT BES AM , BE EA — Ba A, HP, eee eR 

Bet ies, Waite it LH A BP, ie RE 70 余 米 ,表征 着 地 盘 下 沉 以 后 的 微 升 现 

象 。 

EO Ee ES iis LUA PEA, PL, SESE LR PE RAL Se E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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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W ERR ARR RA EHR) 

M; Seftibiife N: Bk JK: (RHC a EA OJ: PRARAA OPC: Ale—AFA OO: 奥 陶 条， 

# it & HAR HH HB #é 

Sells 

Ae AR: 

Hi; RHFARHA €: LRA dr; 

发 育 同一 方向 的 断层 。 
太子 河 以 南 , 摩 天 贵 高 560 米 , 向 西南 延伸 霞 

千 山 山 版 ,分 需 东 西 两 烈 。 东 列 山 路 海 拔 多 在 900 

米 左 右 , 正 南 走向 , 一 度 篱 普兰 店 、 镍 子 窗 中 间 的 
沙河 所 截断 ; 西 列 转向 西南 , 止 於 旅顺 附近 的 老 钱 
ty (820K), PHAN sg thee RL, 但 多 1;,000 米 

DEW #, URE, 排列 错 综 , FO ER 
人 鲁 的 很 低 。 400 米 以 下 的 丘陵 , ite LZ AY 
倒 , 估 定 岛 面积 的 大 部 分 ,丘陵 海滨 之 间 常 见 一 带 
阶地 , 高 度 在 15 米 以 上 。 阶 地 的 发 育 , 亲 乎 都 在 
ARCADE BACHE, Ove ee Se ae 
SUBLGE, CECERIORE TTA. BREE A REA 

海中 。 海 凶险 地 分 割 从 不 十 分 剧烈 ， RRL 
海岸 上 升 的 产物 。 

SB HEIL Ss PERE, Be 

海 沙沙 丘 。 南 段 复 州 以 南 , 里 亚 斯 式 海岸 相当 发 

过 ,长 典 岛 东部 的 水 道 和 亚当 流 , 都 是 很 是 著 的 沁 

谷 , 金 州 兴 和 大 连 澄 ,也 是 台地 隆起 以 前 陷 溺 的 构 

造 盆 地 。 旅 顺 大 连 都 是 我 国 主要 的 海港 。 

七 、 蔡 北 平原 和 这 河 平原 

SLAY WAS HIG a Loe, BEAL AB J Pee 

RAACAAR AER. BUG, HHH E 

FA, (BRE FA EMRE TT A Th SEAL ZR Dk SA 

原则 是 沉降 地 区 ，, HAE A RAE. 地 面 

高 度 不 足 100 米 , 其 中 十 分 之 九 的 地 面 不 到 50 米 

(图 9). 

华北 平原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平原 ,面积 狗 30 BA 

公里 , 东 面 到 海 , LATS wth, 南面 包括 淮 

河 平原 , AAAS WAGE, 西 面 以 伏 牛 山 \ 太 行 出 

与 黄土 高 原 分 界 , 北 面 以 燕山 接 隘 歼 扫 山地 ,东北 ， 



图 9 华北 平原 CHU PR EDS Dir ial Oca) 

1, |UShAl eR 2. PASE Sh Bet FBR 

3, 低 窗 的 三 土 区 4+. ERO RRASAM 
5. TT 6. ROMS ie 

7. HERS ee 

an AE FRG LL Ly FF) AH AE ES a SE ETAT Bk 

fe PG As FES PARA HE, VEYDIRAS , PARED ATER t@_E ARR T RE ASOT ae 

OF , 1 Be) ATTA TELE, tah T EA AT. EACH AFA IG Hh, FEB 

原本 部 便 堆 成 宽 半 的 自然 提 , 最 后 在 海滨 建 立 起 广大 的 三 角 洲 。 

,平原 上 的 河流 ,水 组 沙 停 , TAD ARAN TBS, A SE SEAR, TAS ERE, 成 篇 平原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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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10 黄河 的 改造 和 海岸 再 的 推展 CRRA Be ee 

司 脖 图 用 丁 刁 :华北 平原 之 生成 改 策 ) 

1. BWW 2. ATCA 602 一 和 后 10 年 

3. Aw 11—1047 年 4。 公 元 1048—1193 年 

5. 45 1194 一 1493 年 6。 公 元 1494 一 1854 年 

7。 公 元 1855 一 1937 年 8。 公 元 1938 一 1945 年 

9. 1946 年 一 现在 

水 价 , 最 易 泛 小 和 脖 徒 。 其 中 最 突出 的 是 黄河 自 河南 陕 县 至 山东 淋 口 间 , 每 年 泥 沙 洪 积 
EDM Ze, 河床 加 高 自 1.5 一 8 分 米 不 等 , 其 他 如 永定 河 、 瀑 河 、 沂 染 河 等 也 都 大 同 
小 机 ,但 堆积 的 规模 较 小 。 
黄河 穿 过 三 门 峡 , 到 孟津 以 下 向 东 展 开 互 大 的 局 形 地 。 和 孟津 、 兰 封 间 的 河床 , 就 是 

这 个 局 形 地 的 奉 轴 。 从 这 个 春 轴 北向 河北 平原 , 南 向 淮北 平原 都 有 显著 的 借 桂 , 历 砍 的 
泛 洲 和 改道 多 从 过 一 段 出 发 。 黄 活 所 及 的 最 大 范围 , 北 至 天 津 , 南 到 淮 险 (图 10 ) ,因此 
全 部 黄河 、 海 河和 淮河 平原 ,也 可 以 作乱 一 个 大 三 角 济 来 看 。 

黄河 大 局 形 地 面 对 着 山东 丘陵 , HAREM IEE, 西部 常 受 黄河 泛滥 , 东 面 承接 
重 中 丘陵 区 的 山水 , ILA AE; BART, 因此 在 鲁 西 形成 一 带 
PE OZR 5 1 LL ES 

淮北 平原 顺 着 黄河 大 局 形 地 的 南 坡 , LER DIVE ALR, 东西 包括 渴 河 和 颖 河流 
域 ,在 过 _- 片 近似 四 让 形 的 平原 上 , 地 势 由 西北 向 东南 借 匀 , 坡 降 狗 1 : 6,000. RHEL 



地 hn ; oe 

神 、 浴 四 人 条 大 支流 都 从 北 便 顺 坡 流 和 淮河 , 流 稼 逐 直 。 由 亦 黄 河 数 度 南 泛 , 新 槽 蔓 谷 ,和 无 

法 环 格 划分 ,平时 雨季 除 汇 聚 片 流 外 , 普 接 受 一 部 分 黄河 沙 出 堤 外 的 地 下 水 。 

1938 年 由 国民 党 反动 政府 决 坦 所 造成 的 黄河 南 泛 ， HEB 9 年 ,波及 豫 东 \ 皖 北 广大 

地 区 EES, 泛 区 泥 沙 浴 积 , 最 厚 的 超过 4 米 , 河 槽 内 沉积 多 篇 沙 粒 。 河 槽 隘 近 地 

区 ,多 乱 粉 沙 , 较 下 而 乱 泛 水 所 及 的 地 三 , 则 以 粘 粒 坊 主 , 粉 沙 次 之 , 浴 积 之 处 ,土地 肥力 

增加 , 沙 粒 渡 没 地 区 土地 释 劣 , 后 者 面积 过 50 BML, MR, Bi ET ST BK 

ii | ( 

Sra eee ee 

Bra ahaay 

人 

5 

il 

fl 11 黄河 三 角 洲 CRE BE rE 12200, 000 地 形 图 ) 

1。 河 及 喜 河 2。 防 潮 堤 5.0 一 海拔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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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 

HAE Yay WA Dis eS FC A ETS 2 ALS Ee, TB 
MK, HMM EMIZIED AM, RAB AIA 

渴 河 以 东 , 震 旦 外 石灰岩 所 成 的 孤 丘 ， ARS. WIAA, BaP 

原 面 上 的 玖 丘 。 附 近 溃 积 层 掩 覆 甚 厚 , 合 南 溃 积 层 侣 厚 ,至 宿 县 、 蚌 坊 之 间 , 双 成 篇 一 户 

无 塌 的 冲积 平原 了 。 

黄河 以 北 , 沿 太行 山 和 燕山 山 艺 有 一 连 串 大 小 不 等 的 复合 局 形 地 , 寅 度 自 数 公 里 至 

四 五 十 公里 不 等 。 大 局 形 地 均 从 黄 十 高 原 上 流下 来 的 大 河 所 建造 ,如 漳 水 、 滤 沙河 \ 永 

定 河 等 所 建造 ,坡度 较 陡 , 河流 成 放射 状 ,两 个 大 型 冲积 局 的 扩展 , 使 其 间 的 小 河 辐 集 ， 
甚至 储 水 成 湖 。 我 国人 民 在 二 千年 前 就 开始 利用 地 表 河 流 与 地 下 水 发 展 了 灌 浙 事业 。 

EAE AREAS TED AOD TAFE RID FE ACE TH ANTE TIE HF, SED He OA 

相当 的 面积 , 现 正 造林 加 以 固定 。 

AW BIRR, RAKE ANAC, APA, BH Rh, FS 

WARE ARLGEA Hh. FERS AIAG HR, OPE, SE + Be 

le RES, 海河 上 游 五 大 河 (FFA ACE ALES) SPDR 

来 , HEREIN, 1926 年 前 的 老 地 图 上 , BSLSI, KRESS, 现在 都 消失 
了 。 三 角 淀 (永定 河 下 游 与 北 有 运河 间 ) 已 比 淀 外 地 面 高 出 3 一 6 米 ,不 得 不 策 坦 保护 ,以 

防 溃 决 ,河床 一 般 整 积 很 高 ,泛滥 以 后 , 在 平原 上 留 下 一 道道 知 状 的 沙 岗 。 天 津南 北 的 

一 些 塞 地 Got Ba NESE), 已 经 过 人 工 排水 , 改 乱 水 田 。 

华北 平原 的 海岸 正 逐 渐 向 滑 海 伸展 , 伸展 最 迅速 的 地 区 篱 现代 黄河 口 三 角 洲 (图 

11 ) 。 过 个 三 角 洲 的 顶点 在 利津 附近 , 距 海 狗 80 公里 ,坡度 极 绥 ,大 潮 时 没 在 水 中 (黄河 

有 一 咎 左右 泥 沙 堆 积 於 此 ) ,加 以 河口 受 海潮 顶 托 , SUN PID ABLE, IPSS BTS, 在 
三 角 洲 上 可 以 看 到 许多 秘 遗 秦 的 河道 。 三 角 测 延展 迅速 , 根据 历史 时 期 的 推算 (公元 

和 后 12 年 至 1938 年 秋 ，1495 一 1855 年 ) , 每 年 平均 延伸 46 米 。 近 年 海口 查勘 发 现 1949 

一 1951 年 三 年 间 , 三 角 洲 前 称 46 公里 和 围 内 向 前 推进 了 10 公里 。 B= UNE 

SHI, RA = GSA, 顶点 在 说 县 附近 , 前 端 受 海流 影响 , 修 节 得 非常 者 
BORSA. RMR ERR, 可 见 它 的 发 青 爵 史 , 带 早 

REE BH. 

RSCTA] TP UPB RE Le SRG VL HB, BL ER BLS AB, SER ic 

Ea PRK, HL RR SB ARE Ue ALB 

54 Ta WRB J BE SS PE Bh, 整个 是 一 片 广 关 的 溃 积 平原 。 



地 esi 23 

PEAKS , Tew, WS PE BFS PE, 7B i BS oh, JE RR, Wee 

RET MRAT, TARE MEHR ICA TEESE. EYL, BEB SAME 

地 。 

[1] 李四光 : 

[2] wey: 

[3] pepe : 

[4] fees: 

[5] Tv G@: 

[6] 黄 秉 蕉 : 

[7] #ExKS: 

[8] Hees, 

[9] HERR: 

[10] 赵 明 媳 : 

[11] 陈 欧 能 : 

[12] fE5es: 

[13] Bae: 

[14] ABR, 

[15] 77m: 

Ss ce ee 

rf BU BER, BEA AL, 1939; MEACHAM, scAK, 1952. 

Fp Bd SE BT SE BE, BT eh CE TRB i 20 Be. 
ABUL ae + RE ie, BT RR HE ER BG OS 号 , 1933. 

WAAR, WH, 1936. 
黄河 流域 之 地 质 , KAIPARA =, 1952. 
BE PT Bie RL HT EE Dk TK FEE, DET EE ae a Hs = FAH, 1952. 

华北 平原 之 生成 ,水 利 15 4, 1947. 

陕 甘 黄土 区 域 土壤 使 便 的 因素 和 方式 ,地 理学 报 19 4 23, 1953. 
陕 北 无 定 河清 洞 河 黄土 区 域 的 地 形 任 鲁 及 其 侵 便 量 计 算 , 地 理学 报 第 21 矢 第 1 期 。 
FR REE ; BAe Fe DE Be RE TF SRE aT ATE Ol —— 陕 北 葡 德 韭 园 潮流 域 , 地 理学 报 19 4 2 
jy} ,1953. 
BRAG RPK SREY AE, BR 1954 年 3 月 号 . 

1938—1947 年 间 的 黄河 南 泛 , 地 理学 报 19 4 2 1), 1953. 
西北 的 水 土 和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开 展 的 问题 ,科学 通报 1953 年 10 BE. 
甘肃 中 部 之 地 妇 , 地 质 葵 评 12 4 6 11, 1947. 
甘南 川北 之 地 形 与 人 生活 动 ,地 理学 报 9 4, 1942. 
陕 北 盆 地 之 地 文 ,方志 月 刊 6 答 3 期 , 1933. 

P75 RICHI BR EERE: 陕西 渭河 瀛 域 土 壤 调 查 报 告 ,土壤 地 报 9 BE, 1935, 1926. 
中 国 地 持 图 太原 梅林 幅 说 明 另 , 1926, 

[16] B. Willis: Research in China, 

[17] Bm: 

[18] (te: 

[19] #8: 
[20] ashe: 

[21] #8: 

PACH MUCHAS , HRB AG 6 BE, 1929. 
BARA we ATH Be RM BSR 1953 年 9 月 号 . 

AGIA PE IL HH ERAS , He RB 1 BE. 
PERE SA Pe [i] De A ARAM RADE RE , HER 18 BE, 1931. 

rp Ba etal (ALTA PE) SE HE, 1924. 

WUE OT BE TG SS, HEHE 1 Ze 4], 1941. 
[22] Chris Topaulos. C. P., Great Plain Building in North China,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会 读 27 4 ,1947. 

(23] 徐 近 之 : 

[24] SPAR: 

淮北 平原 与 准 河 中 游 的 地 女 , 地 理学 报 19 答 2 期 , 1953. 

BARS Fl ERECT, HEAR 19 ¥ 2 1], 1953. 

[25] RMA: IEAMEHO AM, RALKSH Dyn, 1943. 

[26] ” 张 瑞 刑 : 

[27] RAM: 

[28] 徐 世 大 : 

黄河 泥 阔 浊 积 数量 之 分 析 , 水 利 15 答 1 期 , 1947. 

黄河 的 水 女 及 水 妇 交 料 整理 概况 ,科学 通报 1953 年 7 月 号 . 

永定 河 之 泥 沙 ,水 利 15 4 1 15), 1947. 



所 候 

SEL BA RE, BIS BALAK, —- ASI REALARBS —13.0°C, SAI 

GN —0.6°C, BERZNAN AMS ABR, FARR LP APO MWA 

He fe) PS Ja, Ha PHAN 28.1°C, PH ALZARPINAY 22.8°C, IMAP BAI 25.1°C 

CLA) 

EAM, KES PALER, 年 雨量 最 多 的 700 SKAA BRE 

AAR HR) , 最 少 的 325 2K (RIN). BIKA ARO SRK RSA 

ABLE (HEATLY Tay PS EB RE AHCI) , HS AY GLARE AA 

IER, AE OSH PAKKESERG AESKARR ZERAS, GE 

SEP, RAEN ASR EAE | 

大 学 

华北 区 环流 的 特点 有 二 : 第 一 , 本 区 位 评 高 空 西 风 带 之 内 ,地面 的 高 低 气 压 系 糙 有 

频繁 的 活动 ; 第 二 , 环流 的 季节 人 释 化 非常 明显 ,冬夏 之 间 风 向 洛 乎 成 180 Ae, 

冬季 , 华北 区 完全 在 蒙古 高 压 控 制 之 下 , 位 於 蒙古 高 压 的 东南 部 份 ,盛行 气流 方向 

偏 北 。 每 党 极 地 大 陆 气 转向 南侵 大 ,本 区 首 当 其 征 ,每 隔 3 天 到 5 天 即 可 有 怠 度 不 同 的 

ip SSO CRF, in TRE, ALVA, 间或 出 现 沙 暴 或 降雪 , HERE 2, 雪 量 一 般 

不 大 。 有 时 , 当 一 个 冷 高 压 经 过 本 区 而 向 南方 或 东南 方 移出 后 ,本 区 位 认 两 个 高 压 系 蒜 

之 间 的 低压 槽 内 ,出 现 了 微弱 的 偏 南 气流 , 瀑 度 稍 见 同 升 , 云 量 略 有 增加 ; 接着 , 另 一 个 

痊 高 压 南 下 ,天气 发 生 波动 性 的 改 释 。 且 当 高 礁 中 心 停留 在 我 国 东北 时 ， 华北 东部 ,万 

其 在 河北 省 北部 ,出 现 偏 东 气流 ,一 般 称 之 篱 人流 , 常 造 成 除 沉 天 气 , 甚 至 产生 降水 。 

夏季 奉 北 区 在 大 陆 低 气压 范围 之 内 ,盛行 偏 南 气 流 含混 量 较 大 ,亚热带 太平 洋气 转 

可 以 直 过 本 区 的 大 部 地 斑 ,篇 水 汽 的 主要 来 产 。 夏季 仍 不 时 有 冷气 流 从 西北 方 或 北方 

AAR, 持 起 了 太平 洋气 流 而 形成 降水 。 SHAT AiR Meh Wee ATE 

很 大 时 , 常 能 产生 暴雨 。 此 外 ,夏季 傈 有 高 空 份 砚 的 侵入 作用 。 闪 宰 是 上 空 沦 性 低 槽 向 

南 伸展 而 彼 割 切 的 部 份 ,夏季 猛烈 的 暴雨 中 心 , 常 与 渝 得 有 密切 关 傈 。 闪 章 方向 主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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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西向 东 , 仅 在 夏季 出 现 匹 次 而 已 。 

本 区 春 、 秋 雨季 的 环流 形 勉 ,差别 也 很 大 。 春 季 蒙 古 高 压 逐 渐 衰 退 , 亚热带 太平 洋 

高 压 逐 渐 向 西 发 展 。 本 区 出 现 频繁 的 西北 低压 槽 , 闪 锋 经 过 的 频率 也 增 大 。 每 党 低压 

模 自 西向 东 通 过 时 ，, WRT AY AE BEE, NALA Bi BL, 槽 后 旭 出 现 更 强 的 偏 北 风 。 

但 其 时 , 不 论 模 前、 醒 后 气流 中 , 合 混 量 逮 不 足 , 对 农作物 来 诗 , 降 水 常 感 不 足 。 这 河 流 

域 的 春 旱 则 较 轻 ， 因 低 模 经 过 腕 河流 域 时 ，, 槽 前 气流 来 自 湖 海 与 黄海 北部 海面 , 合 混 量 

Be, MEK wR. HE, KPH RAH SS, DE STG, PPS ER, 

EUS AE FEE EE EPA, TT BE , AS De BE 

PRS , FERC AAD, EDT ER “BK”, AMR AKEL A) EAE FE, RAKE 

WAZ , IME) A FTE HH Bn 

二 、 OARS 

(一 ) JA ”由 亦 明 显 的 环流 的 季节 爸 化 , 各 季 的 盛行 风向 也 有 明显 改 爸 。 一 般 而 

葵 , 冬 季 感 行 偏 北 风 (图 1) ,夏季 盛行 偏 南 风 (次 页 图 2) ,在 过 滤 季 和 节 则 两 者 交替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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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二 ee As mi cel 

40 e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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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 Be 

ta AA 
> 个 再 州 OR BS 
i eon 53 + , 

.. + LA 十 \ a p: 

过 Ke 用 寺 ie DEES ss 
oe 

1 | REED homer = 
105° 110° es A S ki 

图 2 - ARO aes pal 

ASHE SRB AIA, aH HT Ae), PREM HET , IFC 

致 是 顺 着 河谷 的 走向 。 青 岛 伍 大 连 南 面 降 海 ,以 南 风 出 现 最 多 , 北 风 次 多 。 各 地 风速 的 

大 小 也 受到 地 形 颌 位置 的 影 叶 。 洛 阳 年 平均 风速 只 有 1.0 米 / 秒 ,平均 风速 最 大 的 四 月 ， 

Py HAE 1.3 米 / 秒 ; 青岛 年 平均 风速 则 过 5.7 米 / 秒 , 三 月 份 最 大 则 过 6.4 米 / 秘 。 一 

般 而 葵 , 本 区 平均 风速 以 四 月 或 三 月 最 大 , 八 月 或 九 月 最 小 。 

本 区 各 地 最 大 风速 此 在 20 米 / 秒 以 上 , 甚至 有 超过 25 米 / 秒 的 。 AEA 

走廊 , 最 大 风速 可 过 30 米 / 秒 以 上 。 全 年 沙 暴 日 数 之 多 ,也 是 本 区 有 氟 候 上 的 一 个 特点 。 

全 区 年 中 沙 暴 日 数 一 般 在 5 一 15 天 之 间 , 春 季 最 得 频 繁 , 冬季 次 之 ,夏季 则 很 少 。 沙 暴 

BEAL GAMER HERE PUREE, MARIE EK, 西南 风 可 超 

BAR AY EAR. BW EMREKPRRKE, EEVRS HRA A 

PABA: (1) 春 温 升 高 很 快 , RRR, Ree. (2) =. GAM AARK. (3) - 

地 面 受 热 很 快 , 近 地 面 空气 援 动 较 多 , 容易 增加 摇 起 沙土 的 机 会 。 〈4) 草 类 还 未 繁茂 ， 

沙土 无 植 彼 的 保 妨 。 

(=) 气温 ”本 区 除 沿海 地 区 外 ,气温 极端 ; 较 之 同 自 度 各 地 ,冬季 过 寒 , 夏 季 过 雪 ， 



AMD BAMEMIUE. 
(TD) BK ARERR SHUTS. ACCROSS 

值 狗 低 9°C, BAER 10°C(# 1). 

Ze 1 JER BASSE BE MD BANSAL (摄氏 ) 

AR 地 点 

AGH 40° 平均 

北京 39"54′ 42.8 
st) © «40°43 96.0 

bite 35° 平均 
开封 34°48’ 115.0 

本 区 一 月 平均 气温 都 在 0"C 以 下 , AE BR MANE 0°C SR, ALAA eH 

— 14°C SiGe (图 3) 。 冬 季候 平均 气温 低 至 0"C 以 下 (BMRA HR, 

LAME HERS AR, 更 南 候 温 都 高 大 0"C。 年 中 候 温 低 於 0"C MAR, 最 少 也 有 定 个 

A HB), 华北 平原 及 山东 牢 岛 , 网 有 定 个 月 至 三 个 月 , 西安 因 位 於 谷地 ;, 受 空气 下 沉 

mee FARR , 候 温 低 於 O°C 的 日 数 仅 35 天 ; 黄土 高 原 及 热 河 南部 , 网 有 二 个 月 至 

加 3 — A WOR 4a 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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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 千 月 ,最 长 的 狗 100 天 EBS). 

冬季 之 长 也 可 显示 本 区 寒冷 的 程度 。 区 内 谷地 冬季 ( 候 平均 气温 在 10°C 以 下 的 

日 数 ) RRMA EEA (ost RD) ,最 长 的 过 六 个 月 以 上 。 

ARR ORR, HE BK — 32.9°C, 太原 — 29.5°C, 检 林 一 26.8"C。 #8 

北平 原 上 也 人 生冷 至 摄氏 — 20° 以 下 , 北京 1951 年 1 月 13 BRERIEB — 22.8°C 

〈 揪 页 图 4) 。 

《2) 夏 热 ”华北 区 仅 沿 海 和 岛 几 受 海 洋 的 影 池 , 最 高 月 平均 气温 出 现在 八 月 ;其余 

多 出 现在 七 月 。 夏季 三 个 月 各 地 月 平均 气温 都 在 20” DE, 而 在 昔 北 平原 更 延长 到 五 

个 月 。 渭河 谷地 和 华北 平原 中 部 乱 本 区 高 温 中 心 , 七 月 气温 多 在 28"C 以 上 ,炎热 程度 

内 不 如 两 湖 盆 地 和 四 川 盆地 ,但 已 可 彼此 伯仲 。 奉 北平 原 的 夏 温 向 东西 两 方 降低 ;七 月 

气温 均 由 28"C 降 至 24°C, 向 海岸 降低 较 和 急 , 向 黄土 高 原 较 组 (图 5)。 

全 区 极端 最 高 气温 一 般 多 在 40"C 以 上 ;西安 谷地 ,夏天 受 焚 风 作 用 的 影 省 最 显 , 21 

年 来 最 高 气温 人 鲁 过 45.2°C, 不 但 在 本 区 现 有 记 和 从 中 是 一 个 最 高 值 , WEES REA 

也 属 少 有 的 高 温 。 苦 州 海拔 高 至 1,550 KR REA SE 38.0"C。 和 从 最 高 气温 高 族 

35°C 的 出 现 日 数 来 看 , 渭河 谷地 最 多 ,平均 可 过 38.9 K, 华北 平原 南部 狗 和 坊 20 BR, 

AHA 10 多 天 ,黄土 高 原则 少 至 10 天 以 下 。 过 种 高 温 出 现 的 最 长 连 德 日 数 ,在 西安 

鲁 过 25 天 (1941 年 6 月 11 日 至 7 月 5 日 ), 开始 出 现 日 期 一 般 最 早 在 四 月 中 旬 , ee 

在 五 月 中 旬 , 过 也 显示 大 陆 性 气候 下 春 温 升 高 很 快 的 事实 。 广 州 中 位 低 和 引 度 地 三 ,但 高 

immerse 35°C 的 出 现 日 数 , 平 均一 年 中 不 过 10.5 天 , 且 开 始 出 现 狗 在 5 月 下 名。 

ABA, 华北 平原 各 地 月 平均 气温 大 多 较 长 江 下 游 乱 低 , 但 四 、 五 、 六 月 长 江 下 

游 正 党 雨季 , 昔 北 平原 气旋 过 境 较 稀 , 因 此 华北 平原 反 较 长 江 下 游 知 温暖 ( 表 2)。 

表 2， 北 京 ` 上 海 等 地 2 一 8 月 的 平均 气 逮 (BRE) 

(3) SRSLARE KEERRRSH HE SRAM ReoK. HAL HA 

气温 年 较 差 , APIA SHH HK. EG ERE BH 37.9°C (1 A — 13.0°C,7 FB 

24.9°C) , 7K EERE SE FB O34.7°C (1 A — 9.6°C, 7 A 25.1°C), Ab ERE 30.8°C 。 

(1 5 — 4.6°C, 7 A 26.2°C), BF BH BSE BH 29.5°C (1 BK —1.3°C, 7 A 28.2°C), 







图 5 +: A Wt OF SA i Bl 

青岛 年 较 差 起 26.2°C (1 A — 1.1°C, 7 5 25.1°C), ESRMRAAN, HRC KEK 

BS SATE AURAL, EP CERAM, BALIN 1934 年 最 高 气温 和 最 低 气 温 相 差 过 55.9 C 

(38.0°C $2 一 17.9"C)， 同 年 西安 需 57.7°C (45.2°C 与 一 12.5"C) ,， 湾 南 1927 HH 

58.4°C (42.4°C 和 与 16.0"C) ,过 些 数 值 都 比 欧美 同和 引 度 各 地 篇 大 。 

BE AHHH DR RA Re), 比 其 他 各 区 篇 大 。 区 内 以 黄土 高 

MEP ARERR CEE 14 BE), BAR PORE BS eh (不 到 摄氏 

10 SE), 华北 平原 大 部 介 於 10°C 至 14°C 之 间 ,， 其 东 沿 沿海 地 区 和 河南 南部 和 渭河 谷 
地 ,多 在 10°C 至 12"C。 

气温 日 较 差 的 大 小 熏 引 度 、 雨量 、 云 量 的 关 傈 最 震 明 显 。 在 华北 区 过 样 绰 度 印 围 内 

Geer REALE 41° ,最 南 点 狗 北 综 33") , 日 较 差 以 春秋 和 震 最 大 , 最 主要 的 是 由 於 春 、 

RAE ATES AR, 白 另 有 足 锡 的 时 间 增 暧 , 夜间 有 同样 的 时 间 冷 却 , 所 以 轼 差 就 

AY. SPREE, Ki, HMR, PERE, Bi, Kin LRA, At 

DAREMA RB AM A. HREM. Pile B ALA ABR BBE 

差 最 大 在 5 月 和 10 月 , 最 小 在 8 A, AHA RAAT 5 月 和 10 月 ,但 最 小 在 

9A EA 5S 月 囊 气 温 增高 ,晴好 天 气 特 多 ,而 10 Aiea KM, KR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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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FASS RSE, 辐射 减弱 。 

#7 Rin. ABET ER 15 度 的 日 数 来 看 , 是 示 从 沿海 向 西北 增加 , 最 大 日 较 差 

的 区 域 分 佑 , 亦 有 同样 趋势 ( 表 3)。 

K3 各 地 各 级 日 较 差 年 平均 日 数 与 最 大 日 较 差 (摄氏 ) 

it wlA Rim hl) BOM 

日 较 差 20°C D bAv4F ARH 0.0 6.1 6.2 16.3 

Amz 1.5—19.9°C ee 0.4 

¢ | w| BS Ho) me ze 

68.5 65.6 74.8 

大 日 ite % | 16.3° | 26.0° | 25.2° | 28.1° 

期 |4 9178/3 月 4 日 |10. 月 20 日 |5 月 15 日 

份 | 1938 1950 1936 1945 Roo wo 1940 1948 

渭河 谷地 和 黄土 高 原 的 最 大 日 较 差 均 超过 摄氏 28°, 过 种 例子 , SHR 
秋季 。 如 晨 问 低温 在 0°C 以 下 ,日 中 雄 升 至 夏 温 底 程度 。 苦 州 1942 年 4 月 6 日 的 日 过 
差 ， 得 自 28.0"C 与 一 2.2°C; MEH 1945 725 A 15 HAAS, BAe 39.1°C 

SURE 11.0°C EER, KPA, PLU “ANSE EE” WEE. BEAL 
原 最 天 日 较 差 都 在 25—27°C, BESS, 更 小 至 163°C, 显示 着 海洋 性 的 反 
应 。 ve 

(4) 霜 期 生长 期 ”华北 区 的 平均 初 霜 期 ,兰州 太原 在 10 月 上 旬 , 检 林 、 北 京 、 保 
定 均 在 10 Atha), EEE 10 月 下 旬 , 洲 南 在 11 月 上 名, 沿海 如 天 津 .塘沽 也 在 11 月 上 
旬 。 炫 霜 平 均 日 期 ,济南 青岛 \ 检 林 在 三 月 中 名, 北京 ,保定 \ 西 安 均 在 三 月 下 旬 ， 兰州 
则 逮 至 四 月 上 旬 。 但 还 年 释 化 很 大 ,每 可 相差 一 个 月 以 上 。 例如 青岛 攻 霜 最 晚 在 4 月 
9 日 〈1925 年 ) ,最 早 却 在 2 月 21 日 (1935)。 

全 区 各 地 的 生长 期 0 均 不 足 9 个 月 (华中 区 都 超过 9 个 月 )。 开封 、 济南 的 生长 
WHS 265 K, 西安 260 天 , 青岛 255 天 ,兰州 240 天 ,北京 235 天 , AIAG 225 天 ,松林 : 
220 天 。 | 

(三 ) BR. HA, SAMS ARR PRU, Be 325—750 E 
米 之 间 (图 6). RD, KEE EBA, WU A HE 

1, 雨量 季 季 分 配 ， 和 从 公国 大 多 数 地 方 的 逐 月 雨量 来 看 , 5 ARABS A 
SWI, 10 一 4 BAL ABA. 5 一 9 月 五 个 月 的 纺 雨 量 ,北京 需 560 毫米 , 估 年 雨 
量 的 90 % (560 毫米 /全 年 623 毫米 ) ,济南 估 年 雨量 的 85 外 (527 SEK /Z4e 621 BER), 

1) 如 以 全 年 候 平 均 气 温 在 6"C 或 6"C 以 上 的 日 数 需 生长 期 (此 期 和 冬 作物 与 大 多 数 木 本 植物 的 生长 发 育 导 - 

停止 生长 期 很 相符 合 , Bit, AEBS BZ A). 



开封 80% (448 毫米 /全 年 559 毫米 ) , EHR 72% (414 毫米 / 公 年 :578 毫米 )。 月 雨量 曲 

RE 5 月 的 上 升 和 9 月 的 下 降 很 陡 , 明 显 地 表示 冬夏 季风 的 更 替 (图 7)。 

在 5—9 Arh, 6 一 8 三 个 月 雨量 狗 估 年 雨量 的 60%% 左右 。 辈 北平 原 北部 估 270 匈 ， 
但 西安 却 例外 , 需 41%。7、8 两 月 的 雨量 一 般 狗 估 公 年 的 50 多 。 

冬季 公 区 篇 乾 闪 的 蒙古 高 压 所 能 四 ,内 有 寒潮 闪 锋 过 卉 ,但 很 少雨 雪 机 会 ,12 一 2 月 
三 个 月 的 降水 至 多 不 过 估 年 炉 量 的 6 多 ， 和 坊 公 年 最 乾 的 季节 。 秋 季 雨 量 多 共 春 季 , 主 要 
ROHS ARS A, 在 本 区 的 西南 部 ， 因 地 形 崎 噶 , ERTIES, 秋雨 现象 
特 显 渭河 谷地 四 季 雨 量 的 分 配 和 秦 幅 以 南 的 汉中 盆地 与 四 川 盆 地 相似 , 各 有 秋雨 特 
徽 )。 

本 区 春雨 所 估 年 雨量 的 百分数 以 莫 北 平原 需 最 小 , 只 估 年 雨量 的 10% 上 下 ,黄土 
高 原 都 超过 10% , 甘肃 东部 大 於 15% , TAY HHES , BH ESE 219。 

春季 雨量 对 农作物 的 生长 最 有 关 傈 , 春 旱 是 农业 生产 上 的 一 个 问题 。 华北 春 旱 的 
A RF (LUE). 

(1) 雨 少 温 高 : 北京 4 月 雨量 仅 16 毫米 , 而 气温 已 升 至 10"C 以 上 ( 表 4), 此 时 
春 作 方 典 ,植物 生长 开始 活 趴 ,此 数 殊 感 不 足 。5 月 雨量 内 增 至 35 毫米 , 但 气温 已 高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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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 VLE. 

4 各 地 四 月 的 气温 (°C) 与 雨量 (毫米 ) 

大 连 | 北 京 | 保定 | 济南 | 开封 | 西 | 青 OM 

S22 13.6 13.6 15.8 14.6 is “a " ye ims 

24.5 | 15.7 3.5 20.1 29.1 

在 北京 85 AEA, 3 AM BELLNS 5 毫米 的 出 现 频率 需 最 多 , 计 估 56.5 

毫米 的 仍 估 50.6%, 春季 雨量 人 释 率 , UDA, 太原 最 大 , 计 89 多 ,承德 次 之 , 需 

86 儿 ,北京 82% ,济南 71%, HB 52%, 西安 51%， BA 48%, BN 37% Beh. 

(2) AR BERE: SR IS ASE, A aR, ee 4 A AEE, Ek RE 

HHRR. LIMA AS, LASSEN S, REGS, tI, DIRK 

时 期 ,春雨 可 靠 性 又 小 , (有 限 的 雨量 ,如 果 雨 得 其 时 ,作用 还 是 很 大 的 。 但 在 春季 ,太平 

” 洋 蚂 瀑 气 流 傈 未 能 直 过 本 区 , 3、4 AIRE, IRE 36 EL, MRA 

15 天 的 出 现 欢 数 , 3 月 有 27K, 4 月 26 次 。) 就 更 加 重 春 旱情 况 。 

本 区 十 日 不 多 ,如 西安 .青岛 各 篇 86 KAMA ES 57 天 和 55 Ke 北京 仅 65 

RR, PEE FES AEG HUE 119 天 。 | 

ABLAARS , HAD, PHS EMS A BL, ROU HAL BS SE 20 RH 

(大 连 雪 日 过 22 K), 都 不 超过 1S K, 西安 雪 日 12K, 太原 11 K, 济南 、 开 封 、 检 林 各 

10 天 ,北京 .兰州 各 9 天 ,青岛 仅 8 天 。 

降雪 日 期 一 般 多 自 11 月 至 殖 年 3 月 。 大 连 初 雪 可 早 至 9 ATH MEABSS 月 

Py. 北京 初雪 最 早 旭 在 11 月 初 旬 , KSEE 4 月 初 旬 。 最 大 积 雪 深 度 , KBA 

38.0 厘米 ,西安 起 27.0 厘米 。 

2, 雨量 的 人 释 这 ” 公 区 各 地 年 雨量 相对 爸 率 大 多 在 20% 以 上 。 ARH 28% (82 

年 ) ,太原 26% (28 年 ) , HE 18 % (42 年 ) , 洲 南 17% (30 年 ) ,兰州 16% (20 年 ) ,渭河 

$F Hid Ba Ee SE ERASE 16% (24 年 ) ,沿海 如 青岛 雨量 年 变 率 篇 22% (30 年 )。 

大 和 致 夏季 风能 直 过 而 雨量 很 集中 的 地 方 , 释 率 较 大 ,北京 坊 最 显著 。 背 风 面 有 秋雨 

的 地 区 , 伙 李 较 小 ;西安 可 以 乱 例 ( 南 鲫 在 秦山 南 坡 释 这 篇 21 多 )。 青 岛 位 於 沿海 , 且 又 

Ti) JBN, HBR ABE, 

3, RMB. — AM KES 50 毫米 的 称 需 暴雨 , 其 出 现时 和 节 多 在 、 

夏季 。 北 京 62 年 中 共有 暴雨 67 次 ,其 中 发 生 在 6,7 两 月 的 计 59 次 ，8 月 6 次 ,4 月、 

9 月 各 1 次 。 

北京 82 RCSB, 一 日 最 大 雨量 售 迷 224.7 毫米 (1883 年 7 月 29 日 )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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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 的 三 分 之 一 ,也 相当 於 ? 月 的 平均 雨量 (7 月 242.0 毫米 ) 。 西 安 20 年 中 ,一 日 雨量 
RABE 61.8 毫米 (1935 年 8 月 7 A) , 狗 坊 其 年 雨量 的 九 分 之 一 。 一 小 时 最 大 降水 量 

的 记载 不 多 , 北京 最 大 过 75.3 毫米 (1952 年 7 月 21 日 晨 间 03 时 55 分 至 04 时 55 分 )。 

雷雨 夏季 最 多 ,冬季 最 少 。 北京 历年 来 平均 全 年 雷雨 日 数 狗 22 天 , 夏 估 16 天 , 春 

秋 各 3 天 ,;, 冬 无 , 其 中 7 月 有 6.7 天 。 西 安 年 平均 雷雨 日 数 狗 8 天 , RHR, 春 和 多 2 

天 , 秋 0.4 天 ,冬季 全 无 ，7、8 HAH 2 天 。 

埠 是 黄土 高 原 和 华北 平原 值得 注意 的 现象 ,华北 区 的 起 多 产生 帮 给 烈 的 准 锋 前 后 ， 
FEAL RT BURRIS. TE PREAH at, 下 起 像 胡 桃 大 的 每 800 次 雷雨 中 只 

有 一 次 ,下 起 如 音 果 大 的 , 5000 次 雷雨 中 不 过 有 一 次 。 雹 的 危害 性 是 值得 注意 的 ,例如 

1950 年 山西 省 从 3 月 27 日 至 6 月 17 BERS 110 HER, ER 64 县 ,两 个 工矿 区 和 

FATHER, SS RAKE HK 300 SM, RCH, BREA. 起 中 是 雷雨 中 的 

产物 , 但 有 雷雨 时 不 一 定 有 雹 。 其 他 如 损害 葵 稼 、 死 伤 牲口 、 毁 寺 房 屋 的 直 炎 ， 时 有 所 

间 , 但 目前 还 没有 足 锡 的 资料 ,可 资 研 究 。 

(四 ) 2B. AR AESHES, 年 平均 大 多 在 5 左右 。 夏季 冷 锋 过 卉 过 频 , 4 

HIKE, LES. 例如 北京 云 量 是 以 7 ABR 6.7, 10—3 月 的 云 量 都 不 到 5， 

HRS 1 AS 2.6。 渭河 谷地 情形 特殊 ,如 西安 因 秋雨 题 著 云 量 最 多 ,在 9 月 ,， 计 

6.9, 最 少 仍 在 1 月 , 计 4.9。 

ARF RI DRS A CS AR). 本 区 各 地 全 年 日 照 可 能 百 

分 这 大 多 在 50% 以 上 ,其 所 以 多 的 原因 是 : 〈1) 冬季 受 蒙 古 高 压 及 大 陆 性 乾 闪 空 气 的 

影响 天 ; (2) 极地 太平 洋气 流 侵 大 华北 时 , 所 经 之 地 如 东北 等 地 大 部 仍 乱 乾 痊 地 区 ，, & 

雨 的 可 能 性 很 少 , 即 或 除 雨 ， 乱 时 亦 很 短促 ; 3) 夏季 险 雨 日 数 少 〈 月 平均 十 日 超过 10 

天 的 ,一 年 中 不 过 二 个 月 ,长江 下 游 则 有 六 个 或 甚至 八 个 月 的 雨 日 都 超过 10 天 )。 

相对 日 照 最 大 月 在 秋季 ，, 最 小 月 在 夏季 。 如 青岛 42 HAR, 10 A A RH 66% 

” (225.5 小 时 );7 月 50% (231.3 小 时 ) ;北京 18 年 记 儿 ,11 月 最 大 计 71% (211.7 小 时 )， 

7 月 最 小 计 45% (Ht 205.8 小 时 )。 ， 

WH ACHE RMS , 故人 至 年 相对 日 照 较 低 , 西安 14 ERLE, 最 大 在 ?7 A, 计 50% 

(219.2 小 时 ) ,最 小 在 3 月 , 计 33% (122.3 小 时 )。 

三 、， 副 区 气候 特征 

根据 全国 气候 分 区 类 型 2 ,本 区 包括 三 大 型 ,各 型 标准 如 下 : 

1) 根据 我 们 抱 定 标 堆 ,气候 类 型 暂 分 十 大 类 型 (以 1 一 10 数字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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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型 6. 冬 乾 温 和 , 最 冷 月 0*C 至 一 6*C, 年 雨量 > 400 毫米 , 混 润 度 0.5 一 
1.0, 3 

气候 型 7. 冬 乾 塞 温 , RA <—6°C 至 —20°C, BAH S10°C, BBE, 

年 雨量 > 400 毫米 , 混 润 度 0.5 一 1.0。 

气候 型 8. 草原 , RIGA < 60°C, 年 雨量 250 一 400 毫米 ,温润 度 0.12 一 0.5。 

ORE (气候 型 7) ARIE SE PRI, RIE. BARE 

— 13.0°C, 承德 一 9.6"C。 HREARS MERE, AEA HAAS, A 

此 气温 升 高 较 慢 ,春季 0 BARRE (大 连 4 16 日 春 始 , HE 4 月 21 日 春 始 ) , 4 月 所 

温 比 10 FAK, SRI (KES 165 KR, GE 185 K)~ 

黄土 高 原 区 (气候 型 8, 7) ”气温 日 较 差 在 全 区 中 篇 最 大 , BPEBEK, 春季 风沙 

多 。 春 温 升 高 很 快 , 4 月 气温 比 10 ABR. BEE 15 个 月 至 2 个 月 , ESBS 

最 短 。 因 乱 地 形 高 ,最 热 月 气温 大 多 不 超过 25"C。 年 雨量 在 公 区 中 篇 最 少 , 锡 篇 325 一 
550 BK. 

华北 平原 区 (气候 型 6) ”渭河 谷地 春来 最 早 (3 月 下 旬 ) Se ee 

10 天 (徐州 4 月 上 旬 春 始 ), 比 上 海 早 5 天 。 和 平原 中 部 气温 之 高 ,形成 从 区 中 突出 现象 ， 

如 济南 一 年 中 的 月 平均 气温 在 15°C 以 上 的 过 7 个 月 ,在 22°C 以 上 的 有 5 个 月 。 年 十 
AE 450 一 750 Ko 

胶东 丘陵 地 ,一 般 情 况 与 华北 平原 相似 , 惟 雨 量 较 多 ,至 年 狗 在 650 一 950 毫米 。 

沿海 及 岛 几 月 平均 气温 在 10°C 以 上 的 只 有 6 个 月 ,在 20°C 以 上 的 只 有 3 个 月 ， 

合乎 夏季 标准 的 不 过 2 个 月 。 青岛 夏 温 比 较 最 接近 同和 绰 度 平均 气温 , BEES 

国内 各 暑 佳 地 。 如 其 他 人 条件 相似 瓜 在 大 陆 沿 海 各 地 和 岛 昨 , 受 海洋 影响 天 的 , 春 温 每 比 

FIRE, BE OH, Rid (以 4 月 代表 ) 比较 念 低 。 成 山头 4 月 气温 比 10 AME 7.9°C, 

PUBS (k 7.5°C, 青岛 低 3.4*C， 显 示 黄海 沿岸 及 其 饲 赋 所 受 海 洋 影响 比 在 尘 海 更 是 

著 。 饲 赋 上 雨量 奥 雨 日 都 少 。 

从 整个 华北 区 的 气候 来 看 , BRIM, 雨量 不 算 少 , Ri, 日 照 足 狗 长 ， 

配合 地 形 、 土 壤 、 栽 培 技术 等 条 件 适 於 很 多 植物 的 生长 。 主要 的 缺点 在 春 旱 , 但 春 旱 可 

以 用 治 浙 来 克服 的 。 

a oe ae 

中 国 降水 次 料 ，1954 年 5 A; 
气象 局 ,中 联合 5 : 中 央 气 象 局 , 中 国 科 学 院 联 合资 料 室 中 国 气 候 图 集 上 集 ,， 1953 年 7 月 。 

1) SAR ERIE, 可 以 修平 均 小 於 10”C YF, AWE 22°C 需 夏 , 介 巩 二 者 之 问 的 坑 春 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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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H AS TA. HILBERT) eR Ca 

TER) aT A HET HR CLIT AR) © BS REA Ea, RATE AE 

黄河 发 源 於 西藏 高 原 (青海 省 雅 合 拉 巡 合 泽 山 ), 太 本 区 时 流域 已 有 广大 面积 。 其 

余 各 河 都 发 源 於 区 ri ,因而 都 下 小 於 黄河 ,但 与 黄河 有 共同 之 处 。 

—. Www aA 

各 河 系 的 河道 有 下 列 共 同 之 处 : HA, SEEDER AR: ERE SEs 
三 ,平原 河道 高 於 地 面 。 

支流 分 配 不 均 , 以 海河 黄河 最 入 显著 。 黄河 大 多 数 支流 集中 在 包 湾 段 办 , 鼓 段 峡谷 
的 部 分 ,短小 支流 极 多 ; IKE TOBE ABS, 又 接受 了 公 河 最 大 的 众人 条 支流 
(a Sy SI). 海河 在 天 津 附 近 , 虑 集 了 永定 河 \ 大 清河 ̀ . 子 牙 河 及 南北 运河 。 

HEM RRM AS MAME EMR BEER, RHEE, EA 

RRS RII, SORIA, MERE KOM. A SH EHP EK, 
Litt EES BH | 

FREY IE SDS 1h, ELBE aT HEB A ABU, DAK te Set LE ERE AOE 
EMO TUR. 最 显著 的 是 黄河 在 山 陕 峡谷 以 下 , AACE RE oe 
流 太 华北 平原 之 处 (图 河东 便 支流 和 淮河 南 侧 支流 也 与 此 近似 ) TEESE, LF URE 

斜 度 相差 可 沁 2 4% (黄河 在 山 陕 峡谷 稳 坡 乱 HIRI I) 

区 坡 突然 购 终 , 河 水 来 得 快 ,去 得 慢 , 也 助长 了 洪水 的 形成 。 流 速 突 然 沽 绥 ,水 道 散 
BL HEM BASAL, WE. WREAK AL 

Wik A EER, 水 多 流 急 却 是 一 项 优越 条件 。 本 区 河流 陡坡 的 位 置 已 接近 流域 
下 游 ,也 就 是 接近 目前 的 经 济 中 心 ,电力 的 市 场 是 可 靠 的 。 陡坡 以 上 , 不 是 山区 就 是 高 
原 ; 有 些 更 深切 成 峡 , 水 闫 淹没 的 损失 也 相应 地 沽 轻 。 

促成 河道 高 於 平原 地 面 的 因素 最 少 有 三 项 : 第 一 , 上 、 中游 流 经 黄土 地 区 , 含 沙 量 
特别 大; 第 二 , 流 太平 原 时 坡度 突然 释 组 ,造成 大 量 堆积 ; 第 三 ,堤防 限制 了 沙 量 堆积 的 
(OLB, TBE LARS AR. 黄河 自 孟 津 以 下 , 河床 高 认 地 面 2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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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没 有 堤防 之 处 ,过 项 现象 较 不 题 著 。 

本 区 的 河流 ,流域 平均 宽度 都 相当 小 , 不 及 长 江 的 一 牛 〈 长 江 流域 平均 写 狗 373 ZB 

里 ,黄河 159 公里 , 淮河 166 公里 , HE 171 公里 ,永定 河 30.5 公里 )。 实 度 小 ,就 是 单 

位 长 度 梨 水 的 面积 小 ,过 是 本 区 河流 洪水 流量 不 大 原因 之 一 。 

一 

PRORKR YE TERRES SAA HGRA AKG Ho 

Ci) eo 

WREAK RRA, 上 下 游 不 同 。 Lita ROK ROK ABR AS EN  SL ) , OP E 

和 车 冰 之 前 , He FT”; SEP LUGO TO AREY IR , PEK BEAK BATHE , SE RE (PA kn, AGEL 

收 窗 处 或 桥墩 ) , RAE, TRE ite Cra “Be AV), BET LAT — 

BAAS OKABE OK AOR EB, 和 与 当地 流速 的 大 小 、 风 力 的 强 弱 和 天 气 的 状况 有 关 。 根 

据 和 营口、 兰州 济南 3 ANRC SR, Late APE 40 天 以 上 ORAM eas, BO 11 

月 23 日 到 12 月 31 日 , 兰州 1950 年 11 月 16 日 到 12 月 25 A, we 1950 # 11 A e24 

日 到 1 月 10 日 )。 在 流速 较 大 之 处 ,和 有 局 部 和 结 冰 ,而 不 是 全 河 封 妹 。 黄 河 出 陕 峡谷 之 

内 ,不 少 地 段 就 是 如 此 。 

封 辣 的 膛 早 熏 封 头 期 间 的 长 得, 以 气候 篇 最 重要 因素 。 位 置 较 北 或 海拔 较 高 之 处 ， 

HRS MRR. HERA, REE WE 9 月 20 日 ) ,最 长 在 鳃 家 地 (有 狗 130 

天 ) ,最 晚 和 最 短 都 在 华北 平原 南部 -( 湾 南 12 年 的 纪录 ,在 最 准 月 内 封 半 4 一 24 天 )， 有 

EHNA mA FEOK TAR BTR 0 

AB (HAS EE 12° (Abe 32" 一 44") ,南北 相距 狗 1,300 公里 。 在 过 距 元 中 ,封冻 

时 间 不 是 从 南 向 北平 均 珀 增 的 。 大 概 奉 北平 原 的 北部 , 辣 期 向 北 增加 特别 题 著 。 例 如 ， 

从 和 天津 向 北 ,不 论 到 三 家 店 (ic ETE A SEAL UE) . ACR, 南北 相距 不 过 100 

公里 ,冰期 相差 30 天 以 上 (60 对 90 或 更 长 )。 更 向 北 , 冰期 的 延长 就 较 慢 ;例如 , So 

到 鲫 家 圳 ,相距 狗 篇 前 者 的 3 倍 ;, 而 姜 期 的 增加 不 过 20 天 (110 对 130)。 要 解释 上 述 现 

象 , 膛 要 在 气候 方面 作 更 着 组 的 分 析 研 究 。 

冰 层 的 厚度 ,也 向 北 增加 。 噶 清 最 大 冰 厚 不 过 0.2 米 ,向 北 到 区 家 屯 却 增 厚 到 5 倍 
(1951 年 2 月 0.99 米 ) 。 封 盖 时 ,两 岸 交 通 便利 ,车 马 在 水 上 通行 而 不 需 输 疲 。 平时 航 

1) 根据 中 国 气 候 图 集 , 下 册 , 第 52 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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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AO MTEL, MPA, 因此 , ESS BM, INS eS 
变换 的 〈 夏 季 水 路 ,冬季 陆路 )。 水 面 结 冰 之 后 , 缩小 了 刍 类 活动 的 范围 , ZHI 
可 以 悦 是 利用 了 二 项 优点 。 

从 解 闵 到 冰 消 的 时 距 ,也 依 上 下 游 的 位 置 、 冰 层 的 厚薄 、 流 速 的 大 小 和 当时 天 气 的 
状 驶 而 不 同 。 根据 雾 星 友 儿 ,兰州 的 时 距 由 8 天 到 27 天 ,济南 由 2 天 到 33 天 , eas AR 
有 5 天 。 屡 化 的 规律 向 次 找 出 。 
ACRE, 加 上 雪 融 , 就 造成 本 区 普 远 的 春 汛 。 冰雪 念 多 之 处, AM. 

在 中 下 游 地 方 , 解 半 时 也 出 现 流 冰 , 冰 志 所 成 的 凌 讯 ,与 封 祭 之 前 的 情况 相仿 。 在 河流 
北 流 之 段 , 春季 凌 汛 特别 剧烈 , 因 需 在 过 段 内 上 游 先 解 , 下 游 合 解 (兰州 较 包 藉 先 解 
40 一 50 天 ) ,上 流 冰 融 的 水 流 到 下 游 ,必然 受到 阻截 。 河 套 平原 在 春 讯 期 内 的 防洪 工作 ， 
较 其 他 讯 期 更 短 紧 张 。 过 河 上 游 的 老 哈 河 ,开封 以 下 的 黄河 ,也 有 类 似 的 现象 ,但 较 轻 
於 河套 平原 。 

在 季风 区 域 ,冬季 流量 本 来 微弱 , 冰 千 之 后 ,水 量 更 枯 。 流 量 最 小 的 三 个 月 份 ,条 水 
量 有 些 膛 不 及 年 煽 量 的 8% (BUM 12 月 至 2A, 7.9%), BRA WOaT 7K, SERIES eh 
下 水 补给 。 

(2) 阔 ” 量 

含 沙 量 及 其 有 关 现 象 的 纪 凶 , 极 不 完备 。 ABA, WiC, (RIERA 

条 围 深 去 共 限 放 水 中 的 晴 移 部 份 ,而 不 及 於 河 底 的 推移 部 份 。 因此 , AOR ARE, 
铠 有 粗略 的 相对 价值 。 

本 区 河流 含 沙 量 是 国内 各 区 中 最 大 的 。 一 般 河流 , 含 沙 量 以 十 万 分 数 或 百 万 分 数 
计算 ,我国 最 小 的 也 以 万 分 数 计算 ,本 区 各 河 以 百分数 计算 。 

沙 量 在 地 域 上 奥 时 间 上 都 有 显著 的 允 化 。 在 黄河 流域 , 黄土 所 佑 面积 移 坟 流域 面 
积 的 38.8% (28.8 万 方 公里 对 74.5 BH), VE AAU IIS. BL, 易 受 冲刷 ， 
而 且 土 中 有 垂直 乓 隙 , 整 块 土地 往往 沿 隙 崩塌 ,过 是 多 沙 原因 之 一 。 其 次 ,黄土 透水 ,但 
降雨 量 未 必 混 透 全 部 黄土 , 因此 , 混 泗 层 奥 雯 层 之 下 产生 一 个 不 连续 面 , 表 层 由 此 整 片 
滑落 。 上 述 两 种 情况 ,在 暴雨 季节 更 需 常 见 。 黄 河 在 黄土 高 原 内 ,刚巧 双 造 成 山 陕 峡谷 
(长 狗 700 LEE) , FH BUS HEME SAL BE , 强烈 的 侵 创 力 所 带 到 支流 河谷 去 的 流沙 , 码 大 部 
份 彼 冲 到 干流 去 。 所 以 , 流 经 蔷 峡 之 后 , 黄河 沙 量 增 加 到 5 倍 (包头 年 输 沙 1.7 tO, 
龙门 8.8 全 顺 ; 鼓 段 流域 ,每 方 公里 年 输 4,000 mi) , 

本 区 其 他 流域 , 黄土 所 估 的 面积 较 小 , 邹 使 有 峡谷 , 也 不 能 和 与 黄河 山 陕 峡谷 相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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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SUEDE AR LI, 但 以 最 大 月 均 含 沙 量 来 说 , 永定 河 也 巡 38.7% 
(1929 年 7 月 ) , BE 8.1% (1931 年 7 月 ) , 速 河 最 大 数值 , 26% (1953 年 8 
月 )。 
EWA MERE DRE MaRS. Fin, 黄河 在 河套 平原 内 ， 

每 年 停 积 沙 量 锡 0.5 ERMA CESAR ERT 2.2 EM, LUA 1.7 (RD ; 在 华北 平原 每 年 狗 
积 2.0 EMR (GK 12.5 MD) 。 chaise apie; 黄河 每 年 仍 把 10.5 全 顺 沙 量 办 

太 海 中 ;所 以 脱 , 黄 土 黄 河 与 黄海 是 密切 关联 着 
Tree 河道 

球 徙 频繁 之 处 ,崩塌 更 易 发 生 。 华北 平原 自 孟 津 以 下 ;黄河 的 含 沙 量 水 渐 减少 ,但 遇 洪 
水 冲 志 河岸 时 , 却 有 反常 的 情况 ,例如 1934 年 8 月 中 名 ( 表 1)。 

Hl 黄河 下 游 的 含 阔 量 %1 

年 均 含 沙 量 1.85 1.56 ee 1.42 

1934 48 158 10.66 15.89 8.53 8.42 

16 日 5.52 10.55 10.67 7.74 

17 日 5.88 11,42 9.65 10.97 

ART A) EK AB WS , RU ES SE A) 70% 5 最 小 三 个 月 内 ,一般 

不 到 5% HA 1 月 至 3 A 4.8, 永定 河 12 月 至 2 月 4.2)。 在 通常 情 驶 之 下 , See 

流量 而 增加 ,但 同一 流量 ,由 黄土 区 域 定 给 的 水 流 , 沙 量 大 於 其 他 来 源 的 。 例 如 ,兰州 的 

泪水 如 果 来 自 干流 上 游 , 沙 量 一 般 不 大 ;但 如 来 自 沁 水 , 沙 量 却 极 可 观 ”。 

河流 多 沙 , BARR, 在 平原 段 内 , WRI RU, wD MBA 

量 , 洪 水 时 增加 威 殉 ,平时 也 增加 航运 的 困 准 。 等 到 沙 训 更 多 时 ,偶然 来 一 次 大 水 ,就 使 

流 路 改 尼 。 老 哈 河 在 石 站 子 以 下 ,黄河 在 龙门 以 下 ,就 是 如 此 ”。 如 流 路 更 篇 恶 化 ,河道 

就 整个 脖 徒 , 过 就 是 过 去 黄河 在 开封 以 下 的 情况 。 甚至 在 峡谷 段 内 , 流沙 的 移动 ,也 使 

河水 的 深 渤 部 位 和 主流 的 位 置 时 时 改 人 释 。 较 突 出 的 潍 地 , eee. 下 游 河 床 . 

的 提高 ,使 黄河 成 篱 华北 平原 的 分 水 外 ; 其 他 河流 在 策 了 堤 之 后, 也 会 高 於 地 面 。 河床 . 

BE ra SHE I , BET Oe OH ES Pe WIS , HOKE AF AI 

1) 日 本 东亚 研究 所 :第 二 调查 (黄河 ) BAGRARES, 322A, 1944 年 。 

2) 根据 黄河 规划 委员 会 。 

3) 老 哈 河 下 游 河 床 情 况 , 根 据 内 蒙 水 利 局 调查 报告 ;龙门 以 下 ,随时 可 观察 到 。 

4) FERPA RP TS KC, 地 理学 报 19 4 2 期, 198 A, 195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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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w 

本 区 河流 流量 题 著 的 特征 ,有 两 方面 : 其 一 ,流量 贫乏 ;其 二 ,流量 有 向 下 游 减 少 的 
趋势。 

从 相对 流量 悦 , 本 区 每 方 公里 排水 最 大 的 不 过 3 升 / 秒 , 最 小 的 不 到 1 升 / 秒 BBAT 
2.75, 永定 河 0.9)。 同样 数值 ,在 长 江 流域 大 乎 无 卡 不 及 12, 头 江 更 高 到 32。 和 从 稳 对 
HEARS, 本 区 当然 以 黄河 需 最 大 , 但 陕 县 的 年 均 流量 比 问 江口 的 迁 少 = (1314 && 

Ap M1870). BETES A MEL ACHE , SLE FAD. (49-2 (IHURE36, 000 , #85)H171,500) 

BAMRMORKERAS WIR A, SEY EC), ERRORS, 
HR DATTA. BUTT EESEL, ETAT BRAT AOS BARI. 16% ; 同样 数值 在 东南 沿海 
可 以 高 到 60% 或 更 大 。 

区 内 各 河 的 下 游 , 流量 一 般 向 海 减 少 ,主要 是 由 帮 河 床 高 出 地 面 , 河水 不 但 没有 支 
流 来 补 输 ,反而 沿路 不 断 向 两 侧 浴 透 。 ACRE GE EES. AK) 80 公里 ) , HEE ESP 
减 了 一 全 (年 均 量 41.8 AAT WEY 21.3)。 让 学 河 由 深 涅 到 识 县 (AY 80 公里 ) WRT 

(23 Rl 18) , HIT A BLP 
在 中 游 区 域 , EO HOS (例如 , 黄河 的 兰 包 段 , METER), 

河流 由 亦 强 烈 的 蒸发 而 大 量 消 耗 , 加 上 灌 淅 用 水 ,流量 也 向 下 游 沽 少 。 黄 河 在 兰 包 段 内 
(1,000 ZH) a> J (1,072 对 929) , 西 壶 河 由 开 重 至 媚 家 记 (49 720 公里 ) 减少 了 到 

(1,000 对 250), 

除了 上 述 雨 项 特征 之 外 , ATE Taye HEL SO SH TL He SEY TI 
AT BEI RET AE, 都 能 造成 汛 水 。 不 少 地 方 , Ue TAT REAL LAE TH 
(例如 河套 平原 ) ,可 以 算 做 春 讯 的 -种 特殊 表现 。 春 、 冬 两 讯 之 外 , 还 有 雨水 所 成 的 夏 
讯 奥 秋 汛 。 天 坎 讯 期 中 能 在 月 均 水 位 或 月 均 流 量 过 程 和 丸 上 表现 出 来 的 ,和 有 两 次 ,而 且 

| 过 两 次 大 部 地 方 是 夏 汛 和 春 讯 ,前 者 的 水 罕 在 7 月 或 8 AA GAO Ay hse tk 
18.8% (济南 8 月 ); 后 者 在 3 月 或 4 月 ,该 月 份 可 估 57% (济南 4 月 )。 黄 河上 游 的 两 
ARS FSU 7 月 和 9 月 , 其 中 秋 汛 的 内 位 较 频 繁 , 夏 讯 的 水 量 较 多 〈 兰 州 7 月 水 量 估 
46 $OHE 16.7%, 9 月 估 15.3%) 从 水 量 的 季节 分 配 来 悦 , 本 区 河流 最 大 水 量 的 3 个 月 
内 ,可 估 年 排水 条 量 的 一 定 以 上 CGR EAR 71.6%). 

本 区 秋水 一 般 多 亦 春 水 ;有 些 地 方 ,春季 是 最 乾 的 季节 ,河水 甚至 断 流 ( 阁 后 )。 
最 大 最 小 月 均 流 量 的 比 数 , 一 般 都 小 於 10 ;但 个 别 的 也 过 到 22 (EM 8 月 66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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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12 月 30 PAH). ARUN RCE LOBE, UR. METAS LIK 
近 上 述 比 数 超 过 4,000D; WEBEAY WWE 10,000, 因此 ,枯水期 中 本 区 河床 往往 大 片 沙 确 
裸露 , 涉 水 可 以 渡河 ; WL BU, BEE, SUK ABIL A. 
对 数字 比 数 之 大 ,反映 夏 雨 的 集中 与 暴 雨 的 强烈 。 河 水 在 数 天 之 内 暴涨 暴 落 的 现象 , 朗 
使 黄河 干流 在 多 水 月 份 , 也 还 如 此 ?2 。 

4) # 期 

渡 期 是 河水 超过 年 均 水 量 的 期 间 。 根 据 现 有 和 录 ,区 内 各 地 渡 期 除 营 口 届 兰州 外 ， 
都 不 到 160 天 CHM A BE} HAL 167, 163 天 ), 但 长 短 和 出 现 日 期 , 各 地 参差 。 长 的 地 
方 ,出 现 也 较 早 , 苦 州 以 上 的 黄河 , 5 月 下 旬 已 出 现 ,黄河 中 下 游 和 淮河 都 要 等 到 6 月 中 
名 或 下 旬 。 这 河 春 讯 的 水 量 可 过 年 均 量 的 数值 ; 因此 , 流 期 提早 到 3 月 下 旬 出 现 , 但 狗 
30 天 之 后 , 水 量 再 减 到 年 均 量 以 下 ,把 滚 期 分 需 不 相连 接 的 两 段 ,和 后 段 也 像 本 区 多 数 地 
方 ,要 在 6 月 中 才 出 现 。 

滚水 增 汪 的 速度 ,大 认 退 落 的 速度 。 本 区 初 流出 现 到 深水 最 高 崇 , 狗 需 50 天 到 60 
Ky 个 滚 期 的 了 ,在 坡度 较 大 的 河 段 , 需 时 更 短 。 WSR (由 流水 最 高 罕 降 到 低 於 年 均 
fH) BEE TSHR, BARES WAKO STE. METRO, AVE 10 月 中 
名 (SE At COS AME) ,淮河 狗 在 10 月 下 名 ,黄河 更 比 淮河 晚 20 天 到 30 天 。 秋 十 
较 多 ,是 流 期 延 艇 千 束 的 主要 原因 ,黄河 上 游 是 我 国 秋雨 最 多 的 地 区 。 苦 州 滚 期 的 忒 要 
水 窜 ; 有 若干 年 份 出 现在 10 月 。 

渡 期 流量 奥 水 位 的 关 傈 ,以 华北 平原 最 坑 特 殊 。 鼓 处 河流 宽广 , 水 位 稍微 涨 落 , 流 
量 的 增 减 都 极 可 秽 。 例 如 , 淋 县 水 位 链 动 不 过 中 米 , 流量 兹 乎 增 减 了 5 倍 ( 表 2), AEB 
程 粮 上 ,流水 流量 极 题 著 , 而 水 位 却 平 辑 多 了 。 

表 2 MER 7. 8.9 AAWKacieE 

g 
FE Uy Heshceh  PS 7KL BE AIS RB APE RA. Bi 1949 年 5 月 至 6 月 

流量 增 到 2.5 倍 (1,912 对 739) 7k GEARY 1.3 2K (1513.5 对 1512.2), 揣 带 大 量 流 

1) 人 民 日 报 1954 年 5 A, 

2) 稚 开 富 等 :黄河 包 尖 段 的 支 访 ,科学 通报 3 4 8 期 ， 571 页 ，195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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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的 河流 , AT TB «1951 年 秋 讯 期 内 , Re Be EEN 800 | 

PAA, MWKM REST 1K”. 

BAe A, ey DA as i SE HE, AR ZI AR, VA LL RI AS 

fk BSPA OBA, RES Br 11K, ROE AKAy e Be in A 

水 位 , BOAR, 峡 内 最 高 月 均 水 位 高 出 年 均 水 位 的 程度 , Kise Ke A Sk i eee i 

HRE, DSA, 前 一 数值 态 后 一 数值 的 两 倍 (7.70 对 4.0 米 )。 过 也 反映 出 

夏季 水 量 的 集中 。 

平原 河流 水 位 释 幅 较 小 。 河 套 平原 .华北 平原 和 与 放 河 平原 都 很 相似 , 较 剧 烈 的 近 6 

米 (济南 5.97) , 较 绥 和 的 略 超过 3 米 , 最 小 的 释 幅 出 现 於 河套 〈 托 克 托 2.54)。 Be 

端 月 均 水 位 与 年 均 水 位 的 比较 , 河套 显然 不 同 於 其 他 两 不 平原 。 前 者 最 高 与 最 低 月 均 

水 位 和 与 年 均 水 位 的 距 肉 大致 相同 (包头 各 和 坊 0.97 与 0.82 米 ) ; 和 后 两 者 最 高 月 均 水 位 高 

於 年 均 水 位 的 数值 , 却 坊 最 低 月 均 水 位 低 庆 年 均 水 位 的 4 倍 到 6 倍 〈 永 定 河 的 相应 数 

值 是 4.84 与 0.72)。 和 后 两 平原 水 位 的 伙 幅 ,主要 是 夏 流 造成 的 。 

SG) Bk 期 

SRE MAK, 不 是 与 流 期 对 立 的 名 称 , ER LI SE PRED SH , TOA 

IKE HSA 

POKES Leak ( 群 前 )。 AUK ZEKE, Atk, ARERR 

ATK ABI. UKE Sh, ee KA, Ee, 第 二 是 地 下 水 源 

AM, BRA, ARP, bE HED PAH PAIR, EEL 

He EAS Se (AO AT LE SAAE LL RE) , 万 山 稍 和 过, 地 下 水 位 就 降 到 地 下 

4 米 左右 ; 平原 上 的 沼泽 或 湖泊 Cle RES), HEAR, Rte RL, 

礁 乎 没有 一 处 的 地 下 水 位 不 在 6 米 以 下 , 好 些 地 方 深 过 100 米 (山西 万 泉 县 某 处 井深 

300 米 ) 。 伊 盟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需 4 一 10 米 , 但 有 些 地 方 超过 30 米 , 因 此 ,本 区 的 枯 水 , 普 
RAE. 在 较 旱 的 年 份 ,这 河 甚至 在 印 家 地 也 会 断 流 (1952 年 2 A), 黄土 高 原 某 些小 

“” 河 也 如 此 。 最 枯 水 的 月 份 , 一 般 出 现在 冰 封 之 后 至 雨季 之 前 。 青铜 峡 和 与 包 枯 出 现 於 4 

AB MERE 7 月 CBee, 1952)。 黄 河中 下 游 和 淮河 的 , 却 出 现在 冰 封 期 内 。 

最 枯 水 的 3 个 月 内 ,黄河 的 排水 量 膛 不 到 全 年 排水 量 的 10% (INES 9.1%) ,最 

枯 的 月 份 不 到 3% (青铜 峡 2 月 仅 2.49%), 华北 平原 除 兴 河 外 , 最 枯 水 的 三 个 月 一 般 

都 在 11—15% 之 间 ; 最 枯 的 月 份 却 少 到 1% ( 溺 县 1 二 月 )。 

1) 根据 前 攀 趟 水利 工 程 局 圣 包 藉 市 工作 人 员 瑟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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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AHES Ee AA RUE IE, 依照 下 列 标 准 , SAT 
5 级 : 

流量 月 傈 数 0 ”< 0.5 〈 可 称 需 枯 水 月 )， 
流量 月 傈 数 在 ”0.5 一 1.0 之 间 (可 称 需 少 水 月 ) 
流量 月 傈 数 在 ”1.0 一 2.0 RH (MBSA), 
流量 月 傈 数 在 “2.0 一 3.0 之 间 (可 称 需 由 水 月 )， 

流量 月 傈 数 在 “> 3.0 (可 称 需 大 水 月 )。 
流量 月 傈 数 过 到 (或 超过 ) 1 的 期 间 ， 就 是 滚 期 。 A UMRAO Eh, BT LUE Pe 

之 间 有 显著 差 届 。 上 游 滚 期 内 然 最 长 , 但 流量 月 傈 数 没 有 大 於 2 的 ; 华北 平原 滚 季 最 
短 , 但 在 7 月 至 9 月 之 间 , 多 数 地 方 的 月 傈 数 大 於 2, 间 或 大 於 3。 下 游 年 中 水 量 较 需 崎 
定 ， 上 游 较 不 恢 定 。 在 和 贫 水 期 中 ,各 地 都 有 小 旗 0.5 的 月 傈 数 ,而 厘 北平 原 的 枯 水 月 份 
最 长 。 可 见 从 流 枯 两 季 来 说 ,华北 平原 需要 水 库 来 习 节 水 量 ,更 甚 认 他 卡 。 

=. HK AD He EF 

据 初 步 估计 , 黄豆 区 的 水 力 资 源 最 少 可 发 生 3,000 BRAVE (STI 84%); 2 

河 膛 未 估计 。 雄厚 的 水 力 ,无 疑 是 本 区 工业 化 的 有 利 人 条 件 。 目前 各 重要 河流 都 在 计划 

修 策 水 库 ,逐步 开发 水 力 、 防 洪 舆 其 他 利用 。 

本 区 的 灌 波 渠 系 , 在 甘肃 省 内 的 黄河 (尤其 银川 附近 )、 渭河、 太行 山 蓄 等 处 ， 在 一 

千 多 年 或 二 千年 前 已 有 建筑 , 但 都 是 小 规模 的 。 春季 是 农业 用 水 最 委 需 的 时 期 。 根 据 

前 文 所 说 ,本 区 普 逼 发 生 春 讯 , 而 且 水 量 最 小 的 月 份 ,有 些 膛 发 生 於 春季。 本 区 雨季 要 

到 盛夏 才 开 始 ,而 且 地 下 水 位 一 般 都 低下 。 不 论 在 黄土 高 原 或 华北 平原 , 土 直 的 龄 化 相 

SH, 排水 不 良 之 处 更 是 如 此 。 本 区 灌 新 的 目的 ,不 算 在 供 给 作物 所 需 的 水 份 ,而 且 

还 在 防止 瞪 化 。 需 进一步 利用 水 源 发 展 农业 ,也 需要 建造 水 库 以 调节 水 量 。 

本 区 航运 的 隐 了 三 颇 多 。 第 一 , AAR AM AE SOREL, 使 通航 的 河 段 局 部 化 。 

例如 ,黄河 山 陕 峡谷 的 存在 ,使 河 段 的 航运 不 能 熏 华 北平 原 的 连接 起 来 。 第 二 , 枯水期 

长 ,而 且 冬季 封 妹 ,可 航 的 河 段 年 中 要 停航 厅 个 月 。 第 三 , PRAY, UNE 

或 失去 航 还 价值 ; 黄河 、 淮 河 的 下 游 与 运河 的 若干 段落 就 是 如 此 。 由 於 过 些 隐 三 ,本 区 

的 航运 事业 , 历来 都 不 很 发 过 。 篱 维持 运河 航运 而 用 “ 蔷 清 刷 黄 ” HORE, RIE TE 

河 (FE%). 

1) 沙 量 月 傈 数 是 各 访 月 均 流 量 奥 年 均 流 量 的 比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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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各 项 利用 的 人 条件, 本 区 各 部 份 的 使 用 价值 是 不 同 的 。 

黄土 高 原 显然 可 分 震 两 区 。 其 一 是 晨 面 区 , 其 二 是 峡谷 区 。 前 者 包括 黄河 河套 

《 兰 包 段 ) ,后 者 包括 黄河 山 陕 峡谷 及 海河 各 支流 在 高 原 或 山地 的 部 份 。 河 套 水 绥 谷 寅 ， 

具有 灌 新 奥 航 运 的 优越 条 件 。 到 目前 震 止 ,华北 区 河水 的 利用 ,以 河套 坊 最 好 。 不 过 精 

斜 度 已 过 於 微弱 ,流沙 的 停 积 使 航 过 在 秋 初 已 感到 困 准 。 

由 陕 峡 谷 内 灌 浙 面积 狭小 ,航行 丰 帮 石 湾 。 在 钱 路 由 建 之 前 ,路 然 勉 强 有 下 航 货 天 

FEE BEATE, ME HEHE IT) ,但 枯水期 的 封 妆 与 滚 期 的 急流 ,使 航运 分 别 在 冬 、 夏 停航 车 

FRR. 即使 在 可 航 期 内 ,流沙 之 多 ,又 使 航道 所 来 气 去 ,捉摸 不 定 。 本 区 唯一 不 可 多 

得 的 资源 是 雄厚 的 水 能 。 峡 内 有 两 处 河中 有 岛 〈 例 如 保 德 的 水 寨 和 珊 门 口 ) ,如 果 用 作 

DK, BMPR. WENA RAR A AE TA, 不 眶 透水 。 太 行 山 各 峡谷 ， 

逐 河 东 侧 的 支流 , 淮河 南 侧 的 支流 ,都 与 此 相近 ,具备 水 能 。 

平原 河流 的 利用 条件, 一 般 悦 , 奥 震 面 区 的 情况 类 似 ;但 不 如 和 后 者 之 处 ,在 放流 沙 的 

不 良 影 响 更 是 , 航 到 的 价值 较 兹 。 逐 河 即 使 在 谅 期 也 不 是 全 期 可 航 (BR) 0 

上 述 不 同 地 区 都 受到 流沙 的 不 良 影响 。 过 指出 了 本 区 不 葵 在 那 一 部 份 或 那 一 种 河 

水 利用 方式 ,都 感到 保 士 工作 的 重要 。 

四 、 各 河 简 迹 

莫 北 区 内 水 文 现象 饶 然 有 地 域 上 的 释 恨 ,各 地 河流 自然 有 不 同 反 映 ;而 且 流 域 有 大 
有 小 , 河 性 的 表现 也 各 有 繁 简 。 下 面 所 述 , 着 重 提出 各 河 河道 的 组 成 , 沿 河 各 段 的 题 著 

特性 , 及 各 河 的 水 利 人 条件。 

CA 

黄河 长 网 4,840 公里 ,面积 移 75 万 方 公里 。 上 游 在 西藏 高 原 , 中 游 在 黄土 高 原 ,下 
WEBER. 西藏 高 原 不 在 华北 区 内 ，, 黄土 高 原 的 河 段 也 有 小 部 分 出 了 区 界 (河套 
西部 ) AAAS HABEAS Tay MAK, 3S — HERE. 

1. 流域 及 河道 ”流域 平均 寅 度 不 及 160 公里 , AE OS EBay 
平均 的 2 倍 以 上 (332 对 159)。 河流 密度 ， 以 较 大 支流 计算 ， 圣 河 平均 每 方 公 里 狗 需 
33.3 米 ,但 自 包头 至 潼关 , 增 到 39.8。 过 一段 饶 在 黄 士 区域, 大量 流沙 流 太 河床 ,所 以 

黄河 深 受 黄土 的 影响 。 

黄河 大 致 由 西向 东 流 ,但 在 上 游 与 中 庆 却 作 了 显著 的 转折 。 自 兰州 至 潼关 和 欧 2,100 

公里 之 间 ,河道 好 像 德 着 一 个 长 方形 的 3 钼 ,形成 了 一 个 大 河套 。 在 西藏 高 原 也 连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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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了 雨 个 “小 河套 ”, 一 个 绕 着 积 石山 ,一 个 线 着 西 价 山 。 在 大 小 河套 相对 的 两 适中 ,一 
簿 的 流向 全 他 按 的 相反 。 接 连 出 现 了 相反 的 流向 ,表示 河道 发 育 的 过 程 ,不 是 简单 而 是 
复杂 的 。 上 、 中 、 下 游 的 河道 中 ,上 游 最 曲折 ,中 游 艾 之, 下游 挺 直 , 过 也 是 反常 的 。 熏 曲 
折 则 水 流 登 震 迁 地 ,过 也 部 份 地 谣 明 黄河 流域 的 湖泊 ,何以 见 认 上游 而 不 见 於 下游 。 

黄河 在 兰州 以 下 流 大 乾燥 区 域 ,河水 受到 过 量 的 燕 发 而 减少 。 到 了 出 陕 幢 谷 段 ,去 
受到 密集 支流 的 给 养 而 再 增加 。 最 下 游 的 600 公里 ( 京 汉 路 以 东 ) , LS 
减少 。 沿 途 水 量 增 减 了 好 末次 ,在 我 国 (及 世界 ) 各 河流 中 ,是 特 出 的 。 

由 上 游 到 下 游 , 黄 河 葡 对 度 的 降低 是 呈 隐 状 的 。 西 藏 高 原平 均 高 狗 4,000 米 ,黄土 

高 原 狗 1,000 米 ,华北 平原 大 都 在 50 米 以 下 。 黄河 要 把 过 3 级 地 面 接连 起 来 , 不 能 不 
割 大 高 原 之 内 ,因而 河床 产生 了 巨大 坡 折 。 峡谷 多 ,瀑布 或 石 涨 多 ,是 无 足 篱 怪 的 。 H 
州 以 上 的 一 系列 峡谷 , ALU PUA, 山 陕 峡谷 表示 中 游 下 游 间 的 坡 折 。 所 
以 ,从 和 炮 坡 来 悦 , 黄 河 大 概 可 以 分 篇 4 段 。 ae 

51 ERM LHe, KEELEY, 局 部 (在 盆地 处 ) Rew: 第 
2 段 , 兰州 包头 之 间 , 流 认 黄土 高 原 上 而 未 深 割 下 去 , 继 坡 是 微弱 的 : 第 3 段 是 山 陕 峡 
谷 ,坡度 峻 惫 ;第 4 段 , 秀 门口 (能 下) 以 下 , 流 於 华北 平原 ,坡度 又 是 微弱 的 。 

黄河 支流 的 分 配 也 不 平均 。 兰 州 以 上 , 两 岸 大 部 是 不 透水 的 结晶 岩 , RHA, 
WEE OBL 27.6 米 D。 较 重 要 的 支流 如 沥水 、 涨 河 、 大 夏河 、 莫 浪 河 ,不 断 使 
流量 向 下 游 增 加 ( 循 化 789 秒 公 方 , 兰 州 增 至 1,092)。 兰州 至 包头 之 间 , 干 流 流 经 乾燥 
区 域 ,支流 稀少 。 山 陕 峡谷 的 支流 ,是 至 河 最 密集 的 。 前 面 提 巡 ,由 表 门口 至 渡 关 ,接受 
了 双 河 最 大 的 邦人 条 支流 OEE). HKG LOSE WHREWRBARM 2 

倍 (39.3 对 18.9)。 大 支流 坡度 较 徐 ,所 揣 沙 量 大 部 停 积 在 谷中 ,主要 以 水 量 供 狂 干流: 

反之 , 小 支流 所 揣 沙 量 却 直接 输 进 干流 。 峡谷 段 的 支流 小 , 狗 在 700 公里 之 间 , 流 量 增 
jm J (937 HI 1,161), 而 沙 量 增加 了 5 倍 〈 见 前 )。 珊 济 段 的 支流 大 , 仅 在 130 公里 

之 间 ， 流 量 增加 了 〈1,161 境 到 1,541) ,而 沙 量 仅 增 加 了 -0 (年 输 沙 量 9.4 EOS 
10.9 僵 吨 ) 。 注 天 以 下 ,黄河 在 京 淡 路 附近 ,还 接受 了 沁 河 与 伊 洛 河 ,因而 流量 自 潼关 以 
下 向 下 游 渐 减 的 趋势 , 到 此 双 稍 有 转机 ( 陕 帮 流 量 1,310, 京 汉 路 秦 厂 流 量 1,469), 京 
汉 路 以 东 , 河 床 开始 高 於 地 面 , 不 再 有 支流 ,流量 一 直 向 下 游 减 少 ,以 至 於 出 海 。 

值得 注意 的 ,黄河 在 各 沽 段 与 在 开封 以 下 , HASHES WO BIE, A 
UE, ERLE PHD OK COR LAY ) , 而 开封 以 下 , 却 整个 

1) 7 wee ERY RC A), ES EH AAD)» ed RE A SE, 没 证 算 在 内 。 



ye: See ee 45 

Uy SELES FACT, AA STAR , 两 处 河口 相距 不 下 500 公里 , 流 大 黄海 上 时, BRE 

AK HSB HE “UE TY” Bi) © 

2. KRM HMMA, HEIR T RR, 但 相对 流量 却 一 直 向 下 游 

减少 〈 对 一 般 河 流 的 情况 相同 )。 上 游 的 数值 , 超过 全 流域 平均 数值 的 两 倍 , FEE IL 

最 大 的 (兰州 4.5 秒 升 ,全 流域 2.0)。 由 帮 该 段 的 陡 峻 地 势 和 和 结晶 岩 的 不 透水 性 , SHE 

系数 一 般 超 过 42 多 。 黄土 高 原 与 山 陕 峡谷 的 相对 流量 ， 就 较 上 游 大 篱 减少 (FUR 2.4, 

BEPY 2.3); 出 峡 以 后 , 更 降 到 流域 平均 数 以 下 HR 1.96)。 MARAE Be AY ES ER AS 

20 色 ,出 峡 和 个 仅 过 15.6% 。 

SL_b SCE bak 3s — BA, 是 流 期 的 纵 短 伍 其 开始 日 期 的 延 后 ( 表 3)。 西藏 高 原 段 

内 , 流 期 超过 160 天 ,黄土 高 原 段 与 华北 平原 段 不 及 150 天 (甚至 不 及 140 K); 前 者 在 

5 月 出 现 ,和 后 者 等 到 6 月 (甚至 7 A) 才 出 现 。 

表 3 黄河 的 流 期 

站 名 开始 日 其 延长 日 期 最 多 水 月 流量 系数 

a 州 5 月 中 和 164 1.0—2.0 

包 头 6 月 中 名 146 2.0—3.0 
itt 天 7 月 中 和 138 2.0—3.0 

BR SK 6 月 下 名 138 2.0—3.0 

BF 南 6 月 下 名 145 2.0 一 3.0 

黄河 流量 的 年 人 释 牵 小 於 雨量 的 年 伙 率 。 和 后 者 在 黄河 流域 常 超过 25 % (开封 31% )， 

前 者 最 大 在 陕 县 , 数值 也 不 过 21% ( 表 4)。 过 一 现象 与 地 下 水 的 供养 及 调节 不 无 关 

Fo 黄土 区 内 也 普 逼 发 生 较 小 的 释 率 (包头 10% ) ,表示 黄土 也 能 造成 蔷 水 层 。 极端 

年 释 率 中 ,正方 的 (流量 超过 历年 平均 数 ) KRAAW (ABERIS). AA, BH 

量 缺 少 ,其 时 地 下 水 的 给 养 更 需 重 要 。 
才 4 MIAN TR (%) 

Ridin 3 GP Toit AS ARATE BEAB (FE 5)。 EVP Pu rah, 一 般 超过 21% 

1) 1194 4A DBT, BER HE A Bae, UCT Me; 1194 —1289 年 , 北 支 人 渤海 ， RGAE ME ADEE; 1289—1889 
S¢-Ae A WCRE , (AFT AAEM; «1889 4A Dt, AEE A Bee; 完全 由 人 工 改 帮 河道 的 实例 ,包括 1938 年 

Ba ES MRL BD AF RE se BE od PAE HE PT BL. 1946 4 32 S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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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最 小 水 月 份 是 例外 ) ,下 游 更 有 超过 100% 的 〈 陕 县 与 济南 )。 SB ASLB LAGE 

量 的 比 数 一 般 都 超过 11, 华 北平 原则 超过 30 (GER 33, 济南 58). BIER, MT AA 

AYE. 

RS RARE A RA 2 

最 K 月 最 pee 月 

平 ， 均 ARR 负 方 最 大 平 WB 正方 最 大 和 扫 方 最 大 

杭州 27 49 9(?) 22 2 S97 
包 不 21 37 25 38 32 

it 天 25 41 21 51 45 

BR fa 22 59 28 131 69 

vw 南 25 76 26 83 47 

3. RHO ATE HURL ICSU, RRA REAR, ATRL 
BEF EL, EIA I, TREC A RA SLE LAR 

过 去 缺乏 科学 知识 及 技术 , BOA SRP MOR RATES, 兰 包 段 早 在 
2,000 多 年 前 已 建筑 了 灌 浙 渠 系 GEE WE ACE) , 使 农业 区 域 出 现 於 游牧 区 ;可 以 
发 , 比 埃及 尼 区 河 的 利用 还 进步 得 多 。 所 请“ 黄河 百 咱 , 惟 富 一 套 ", 是 有 根据 的 。 在 航 
第 方面 ,中 本 至 河曲 之 问 ,一 直到 现在 还 有 定期 航运 。 CHRO Kia, 但 没 
有 提出 改良 航道 的 辨 法 例如 截 芍 取 直 , 控 浅 河床 )。 根据 沙 量 的 葡 计 (青铜 峡 年 坊 沙 
2.2 估 顺 ,包头 1.7 全 嘎 ) ， 途 中 沙 量 经 常 停放 ,即使 进行 了 固 士 防 沙 的 措施 , MTR 
题 ,仍然 要 注意 的 。 

华北 平原 段 , 一 方面 是 灌 源 与 航 卉 的 利用 , -方面 是 大力 防洪 。 河床 饶 然 高 於 地 
面 ,河水 由 “分 水 巅 ” 冲 下 平原 ; 如 前 文 所 说 , 数 千年 来 , EEN LE 

域 之 间 , 防 洪 是 当地 历史 性 的 亲征 。 我 国 的 防洪 方法 与 制度 ,关乎 都 是 由 治理 黄河 得 来 
的 ;所 请 治 河 ,也 以 防洪 需 中 心 任务 。 可 惜 知 道 黄河 沙 多 易 徙 , 而 未 进一步 推 求 泥 沙 
的 来 源 ; 在 封建 制度 之 下 , 也 算 管 在 下 游 想 些 消极 的 办法 ,而 不 知道 在 中游 控制 河 性 。 
仅 管 灌 浙 渠 系 是 在 三 世 乞 (三 国 时 代 ) 已 开始 ,而 黄河 的 威 彰 攻 不 能 更。 

兰州 以 上 的 峡谷 段 和 山 陕 峡谷 段 办 ,过 去 的 利用 ,以 克服 航运 的 困 允 需 主 。 两 段 的 
航 堪 宅 能 下 行 而 不 能 上 行 。 过 去 的 方法 路 然 不 能 肿 服 自然 ,但 人 民 不 刀 将 座 的 精神 ,是 
罕有 的 。 

”解放 和 后 ,首先 访 坦 、 固 坦 , 防 秽 洪 水 ,加 鼎 密 的 报 汛 制度 , 洪 患 已 基本 上 消减 。 现 
在 ,开始 研究 多 目标 的 规划 工作 ; 多 方面 的 科学 工作 者 , 凡生 开发 水 利 与 水 士 保 持 有 关 
的 ( 指 地 理 、 地 质 、 气 候 、 土 壤 、 植 物 \ 水 利 \ 农 业 、 冀 收 、 经 济 等 ), 都 以 研究 黄河 的 规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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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 任务 〈 现 在 ， 根 治 黄河 水 害 和 开发 黄河 水 利 的 综合 规划 ”已 经 出 订 )， 加 上 从 联 的 

帮助 ,将 来 黄河 的 剧 服 和 它 对 於 国家 和 社会 主义 建设 所 起 的 作用 ,是 “指日可待 "的 了 。 

(2) # wF 

METAR ARS, EAR, EUR A ESM TAY BL ETAT LG BS HB, UE DAT 

MALES He AE. EW 1,312 VB HERR AE) 224 BADE, 
1. AHR HREM SRE SILO 55 公里 。 PERTH 

河 ,合流 之 后, 干流 偏 在 流域 的 东 侧 ,因此 , 东 便 支流 短 , THe AVR; PH DUS HEE, WEIMER. 

HUE AR ARORA Lh, 主要 岩石 是 不 透水 的 结晶 岩 , 支流 数目 多 而 逐 流 系数 大 

(TTYL Ae ANI 1950 年 7 A SERRE 60%)” ;流域 的 西 侧 一 部 份 和 了 蒙 新 区 域 ， 
雨量 少 , 而 地 势 平 坦 ,支流 的 数目 舆 水 量 都 不 及 东 侧 的 。 反 之 , 西 侧 一 部 份 是 黄土 区 域 , 

沙 量 胡 富 , 西 放 河 在 爸 家 地 附近 , 常 因 沙 多 而 致 河道 气动 。 

东 侧 多 水 , 西 侧 多 沙 ,在 干流 的 综合 表现 就 是 水 流 不 惕 与 河道 浴 汪 :; 继 坡 微弱 之 不， 
过 种 情况 更 题 著 ,下 游 因此 而 常 受 水 渡 。 HORE WER. 过 去 ,木船 可 

由 营口 直 湖 倒 家 市 ,目前 共 湖 到 新 民 , 航 距 和 只 及 过 去 的 一 牢 (540 公里 对 265)。 
2. 水 文 和 概况 ”东西 两 侧 支流 饶 然 有 不 同 的 水 文 环境 ,河水 伙 化 的 情况 自然 不 

同 。 

PERETTI 635 公里 ,平均 坡 降 狗 1.4%. 上 游 老 哈 河 段 内 (oe tL aE 
上 ) ,水量 相当 仙 富 。 西 拉 木 偷 河 虑 入 之 后 ,坡度 减少 ,河道 向 北 分 出 一 枝 , 名 新 并 河 ,在 爸 

家 市 附近 再 太 西 这 河 。 河 水 三 分 之 二 由 主流 排出 , 三 分 之 一 由 新 并 河 排出 (前 者 1,000 
BEA 2H 500), AK, 西 速 河 有 两 项 特征 和 与 华北 区 一 般 特 征 相 同 。 第 一 ， 河 水 
向 下 游 减 少 , 由 分 水 之 处 至 印 家 屯 270 ABS, 河水 消失 了 四 分 之 三 (1,000 HAH 
WRB 250)。 第 二 ， 年 中 有 两 次 汛期 , 第 一 次 由 於 雪 的 融 解 ， 发 生 在 3 A; BoM 
雨水 的 供 养 ,发 生 在 7 或 8 月 。 夏 流 一 般 较 春 访 显著 , 但 在 乾 旱 年 份 ,两 讯 宣 却 不 相 上 

下 ; 1951 年 ( 西 这 河流 域 雨 量 特 少 ), 通 这 至 全 家 屯 之 间 就 发 生 过 种 情况 。 西 速 河水 位 

年 较 差 是 向 下 游 增 大 的 ,根据 1952 年 乞 录 , 开 鲁 极端 月 均 水 位 较 差 1.02 米 (297.68 米 

对 298.65), 至 印 家 屯 增 到 2.4 米 (73.2 KB 70.6; 最 枯 水 时 , 河 洒 )。 随 着 水 量 的 减少 ， 
河床 向 下 游 减 缩 , 开 鲁 以 上 河床 寅 狗 2,000 OK, 通 豆 以 下 仅 800 米 ?, 该 处 水 面 寅 窟 有 
河床 寅 的 四 分 之 一 。 流 沙 之 多 ( 含 沙 量 16 多 ) ,使 水 道 分 成 辩 状 。 

1) 根据 前 广西 省 水 利 局 (锦州 ) 负责 同志 融 话 。 
2) DO REPT BL Ps BE AAS (通天 )， 东 侧 支 流 及 干流 的 私 录 根据 前 广西 省 水 利 局 。 
3) 根据 内 葡 古 水 利 局 负责 同志 王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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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EES Ht BALE a RE ATH Ra VE ee ay, 

Hp HUE Ya] To] AS (45-330, 315, 300 公里 ) ADR RHHMREN SE, 

支流 数目 多 , 相对 流量 大 , WM ABA, wee AF eth. AEE, 干流 

夏季 水 位 的 人 释 化 , 简直 和 东 便 支流 表现 同一 规律 。 东 便 支流 也 和 西 侧 的 一 榜 , 春 初夏 、 

末 各 有 一 次 讯 期 。 夏 汛 极 显著 ,流量 可 篇 枯 水 流量 的 二 千 多 倍 (清河 在 开 原 1953 年 最 

小 流量 狗 6 PEA, 最 大 过 12,000 )。 春 末 夏 初 的 枯 水 俩 冬季 的 相似 〈 东 这 河 在 三 江 

口 1950 年 5 月 水 位 104.3 K, 于 年 1 月 104.2 米 )。 枯 水 的 程度 , 各 地 不 同 。 在 山地 

段 内 ， 和 结晶 岩石 蔷 水 不 良 , 枯 水 时 河水 接近 乾 酒 ; 平原 段 内 , 堆积 物质 所 形成 的 蔷 水 

层 不 断 补 给 河流 , 和 后 者 旱季 水 深 膛 巡 1 OK GREY FE=IL 1.0 米 , 招 太 子 河 在 孟 家 

窗 堡 1.3 米 )。 水 量 的 年 较 差 极 大 , AM SG, 清河 在 开 原 极端 流量 的 比 数 过 2,000, 

1H Yh) ZEYH SIS 2,500 (1953 年 10,000 对 0.4)。 夏季 冲 毁 饶 路 是 常 有 的 。 过 种 激 

烈 的 性 格 , 还 直接 影响 到 干流 aah a A 7 He Be HK) 20 一 30 HAA, 1953 SHREK HER 

12,000)。 各 支流 的 水 量 沿 河 增加 得 相当 快 , ARS, 由 和 营盘 至 湾 阳 90 AB, UE 

期 水 深 增 加 1 米 , TER 75 公里 至 黄土 坎 , 再 增加 3 米 〈 三 站 的 水 深 各 篇 2.12，3.33， 

6.24 米 )。 

干流 由 东西 僚 河 虑 口 至 河口 ,长 欧 482 AB, ARCOM, EE HE 
Hh, ee SATE Se At. 到 距 海 60 一 70 公里 处 (地 名 六 间 房 ) 分 篇 两 枝 : 一 枝 疝 西 ,各 

通 训 子 河 ,经 盘山 城 流 大 盘山 注 ; 大 部 份 河水 由 本 枝 流出 ; 另 一 枝 向 南 , PLEA, 水 量 

很 少 , 但 流 到 三 义 河 镶 , HAN SAT] A I A, ARSE, ES OA 

UATE. KREMER A, Hie , 加 长 了 航道 。 人 至 段 干流 的 河床 , ETM. A 

水 期 的 水 面 ,一 般 补 及 河床 寅 的 三 分 之 一 。 其 时 沙 质 河 底 大 部 裸露 ,水 流 的 年 志 差 很 显 

著 。 

干流 水 流 的 季 和 节 丛 化 ,与 东 侧 支流 极 相 似 , 夏 末 有 显著 的 讯 塞 , 春 初 有 砍 要 的 讯 风 。 

干流 春 初 的 汛 宣 较 东 侧 支流 篱 明显, 过 是 东西 两 侧 雪 融 的 讯 水 , 彼此 积累 或 扩大 所 和 致 。 

1950 ES al Pasi Shee LIA ERS 3 月 水 位 56.8 K, 7 月 水 位 57.4 2K). 

eee ve A) > a BH 1 个 月 ,由 3 月 中 旬 至 4 月 中 旬 ; 和 后 期 狗 4 个 月 ,由 6 月 

初 至 9 Ale. BEA MESA, 由 钱 赞 至 六 间 房 狗 需 6 一 8 K, Joke PR, 

质 一 般 河 流 的 规律 相同 。 1953 FEB BAD a 12,000 HAA, BAe wy MB] 3,000, 

BH AF WER 1,500。 如 果 没 有 滩 河 和 太子 河 的 流 大 , SE PRB Aa, th 

现在 的 完 公 两样; THARP TIRADE, Fs SL He AI EK I er, 干流 最 下 游 100 公 

里 段 内 ,还 受潮 水 项 托 , 浴 水 停留 的 时 间 可 过 40 小 时 。 二 一 段 内 , 河流 的 泥 沙 策 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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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 Bek AY, CECE ARE ALES. SAPO HEIN UUme ES PBSL, PB, OTR OE 
Hit, Rick BEMEDES: , JE RAR, 3 BEE RK AES 

春 初夏 末 间 枯 水 的 程度 , 4) SES AE HK 7K AY, GHYLO 1952 年 5 月 水 位 70.3 米 ， 

2 月 水 位 70.4 米 )。 热 季 枯 水 的 发 生 , 主 要 由 灰 春 滚 已 画 , 雨季 未 来 , 而 当时 强烈 的 燕 

发 ,消耗 地 下 的 储 水 ; 冷 季 枯 水 的 发 生 , 一 五 面 由 於 给 养 匮 缺 , 另 一 方面 由 於 部 份 河水 头 

竺 成 冰 。 六 的 厚度 可 超过 1 OK, 水 陆 交 通 工具 , 可 以 在 冰 上 行驶 。 水 位 的 年 较 差 ,也 像 
西 这 河 的 一 样 ,有 向 下 游 增 大 的 趋势 (1950 年 通 江口 水 位 年 较 差 2.82 1K, BERR 3.15 米 ， 

太 间 房 3.93 米 )。 

干流 水 情 受 东 便 支流 的 影响 ,不 仅 表 现在 季 和 节 爸 化 上 ,而 且 在 历年 的 伙 化 上 ;至 少 ， 
近年 是 如 此 。1949, 1951, 1953 年 ; 通 江口 以 下 有 显著 的 夏 滚 ; 东 便 支流 也 可 找 出 同样 的 
BET. VEL, 1953 年 干流 仁 东 便 支流 发 生 队 十 年 来 最 大 的 洪水 ,而 西 便 支 流 在 1951, 

1953 年 都 是 比较 乾 旱 的 年 份 。 所 以 悦 , 能 锡 控 制 东 侧 支流 的 水 , 才能 很 好 的 利用 这 河 
干流 。 

3. ERASE) RE A RE a BE LK A A KI, HEE 

(BTR SER. — BEIT SU GK, BAAR MERGE , BE Oh BRE aT 
的 讯 水 ; BRBUEZISARIRT OA NHK BEL , RES , HEPDAB 

HE PHBE LKR, LR. RU, Sw RAL, BR Ls 

要 。 GUE Tay RM RUA He, 例如 : 清河 、 柴 河 、 范 河 都 有 了 建 库 的 计划 。 PRBS 

河 下 游 农 业 的 丰收 , SSCS APA. PERSP, 在 社会 主义 建设 中 ,都 
应 逐步 实现 。 

EYE PITA YARRA TRE ,形成 坡 折 。 狗 点 以 上 河谷 宽广 ,以 下 却 收 羞 ， 
极 宜 亦 策 良 。 访 处 地 区 乾燥 , 善 水 灌 源 与 剧 节 西 这 河 下 游 旱季 的 航运 ,应 当 是 地 方 水 利 
机 构 所 宜 注意 的 。 

这 河 干流 在 减 缮 了 的 航 壹 距 砍 中 ,也 生 在 洪水 极 涨 时 通航 ,其 余 时 间 在 大 间 房 至 三 

放 河 一 般 不 通 D。 一 方面 由 於 河道 洪 浇 , 另 一 三 面 由 亦 盘 山 灌区 用 去 了 大 部 份 水 量 。 因 
此 , 亦 中 、 台 安 一 带 物资 ,无 法 南下 。 灌 流 和 与 航 违 的 矛盾 , 桓 待 解决 。 

MEE = BGA HSA ESB ERE, 有 人 建议 太子 河 独 流 不 海 , 过 是 值得 考 

虞 的 。 三 汶 河 以 下 的 平原 ,全 由 堆积 物质 组 成 , 控 河 工程 没有 很 大 的 困 闪 。 冰 有 人 提出 
过 驶 通 这 河 与 松 花 江 的 要 求 。 现 在 ,两 河流 域 的 物资 交流 , 单 靠 铁路 过 壹 ;因此 ,本 来 宜 

WOKE RSAC: HES HE ORL, ABET ARR ET. HEIR Ok a A 

1) FRR MPs (FO) 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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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150—160 米 的 堆积 平台 ,地 形 伍 地 质 都 不 致 成 需 难 河 工程 的 互 大 障 研 。 和 起 发 展 两 流 

域 的 经 济 ， 表 疮 松 这 运 河 应 觉 是 一 个 合理 的 建 蔗 。 

3) “人 故 北 平原 诸 河 

华北 平原 主要 的 河流 是 海河 与 渴 河 。 海河 由 北 荐 河 、 永定 河 \ 大 清河 \. 子 牙 河 及 南 
还 河 所 组 成 ,将 昔 北平 原 契 大 部 份 的 水 流 虑 集 到 天 津 附近 , 东 流 入 海 。 天 津 以 下 才 称 需 
海河 (EH 75 公里 )。 注 河 经 灌 县 和合, 在 海河 口 之 东 太 海 。 海 河 与 沫 河 之 间 , 滞 河 届 这 
河 之 间 , 都 有 车 干 小 河 独自 大 海 。 

租 成 海河 的 各 河 ,自费 北山 地 与 黄 十 高 原作 向 心 放 射 状 而 虑 集 。 北 运河 (420 公里 ) 
大 致 自 北 向 南 流 ,永定 河 (689 公里 ) 自 西北 向 东南 ,大 清河 (400 公里 ) 自 西向 东 , 子 牙 
河 (730 公里 ) 自 西南 向 东北 流 。 南 有 运河 自 高 河 至 天 津 , 长 网 420 公里 , 全 部 篇 人 工 河 
流 。 各 河流 域 面 积 合 计 狗 22.8 万 太公 里 ( 见 参 考 文献 [1])。 北 运河 在 通 县 以 上 的 支流 ( 潮 
WAY EIA) FACE FHA EOF AT EGO A ZS, EI ZC ET CL, HE 
4LZE RPS SKE, REMI RIED OEY, DEK ARI, SMPTE 
FLEE PS Po ATE (RES “Ue” Be HE") , ATKIN. BNTIEW 1,200 公里 ， 
流域 面积 移 4.5 万 方 公里 ,中 游 洪水 猛烈 ,但 下 游 排 泪 不 易 的 情况 , 奥 海 河 各 支流 相似 。 

1. 水 文 役 况 ”海河 各 支流 及 汪 河 年 水 量 的 释 化 , 都 表现 出 两 灵 汛 期 ; 春 讯 在 3 
A, RAVE 8 月 。 夏 季 水 量 和 集中 , 讯 记 极 乱 明 显 ; 春 讯 一 般 都 不 过 到 流 期 (年 均 水 量 ) 的 
标准 。 溺 河 的 春 讯 ,在 月 均 水 量 过 程 儿 上 渤 看 不 出 来 。 

夏季 水 量 集 中 的 程度 ,可 以 从 下 烈 各 方面 体会 到 。 第 一 ,最 大 水 量 的 3 个 月 所 排水 
量 (7—9 月 或 8 一 10 月 ) ,最 多 的 估 僵 年 粮 流 量 71% (BUR) ,最 小 的 也 过 43% CARSEAT 
在 汉语 饥 )。 第 二 , VOWS 100 天 或 更 短 ; 过 是 华北 区 中 最 短 的 。 第 三 ,8 月 的 
流量 月 系数 一 般 超 过 4 (GU 5.3, BEES 2.6 需 例 外 )， 是 华北 区 最 大 的 。 

夏季 流量 路 然 很 大 ,但 车 干 河流 水 位 的 上 涨 不 甚 明显 ; 过 是 河床 富 大 所 和 致 , E 
RACER RA, REM ABS EMIS, BHRAKSWREB 
38.7% , VEE HOR ELSES LY. 河床 的 十 高 , TANCE, 是 容易 
理解 的 。 
BRR, ANRC, 华北 各 河 冬 季 全 期 排水 量 最 多 的 不 到 12 儿 ,最 小 的 

不 及 8% MK 7.9%)。 极端 月 均 流 量 的 比 数 ;, 溺 河 22.4 GIR, 8 月 668 HAAH 12 

月 30 秒 公 方 ) ,永定 河 10.6 (三 家 店 ,7 月 130 秒 公 方 对 1 月 12 PAH). 

1) PS HE4b eA oe AEH IS, 64 页 ，194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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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 NY AS PAC BES), 最 低 水 位 与 最 小 流量 的 月 份 往 往 不 同时 。 最 小 流量 各 河 

都 发 生 讼 冬季 , 但 最 低 水 位 有 些 却 在 春季 (永定 河和 与 大 清河 ); 和 后 一 情况 加 重 了 春 早 期 

PWEPEA SE. MIRA, AOKE AIK RHA 80 天 至 110 KA 11 月 中 旬 开 

始 ,永定 河 及 大 清河 锡 在 12 月 上 旬 开 始 。 

2. 河流 的 控制 ”永定 河 接近 北京 而 流 经 天 津 ， 影 叶 至 篱 重大 , 蔡 北 各 河 的 治理 ,也 

EBT 0 | 

PEI AS SCHEME , AR an HEA SLID Tk, ABA AcE Ta OEE Ie. 1939 年 入海 河 洪水 

MRRAN SE, BSE 7 月 25 一 27 三 日 的 雨量 , 估 蔷 年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三 家 店 353 S 

KM 1,233) ,其 时 洪水 流量 在 天 津 附 近 估 计 狗 7,500 秒 公 方 , 永定 河 在 三 家 店 狗 5,000 

PEAY, 永定 河 输 丰 海河 沙 量 之 高 ,一 方面 由 亦 永 定 河上 中 游 流 经 黄土 区 域 , 沙 量 来 

RSS, AAG, FURR MIRAE, 较 短 於 海河 其 他 支流 ,因此 , 沙 量 延 能 停 积 一 

BRGY , LARA AGE TY 0 

Be ie ts Tay BE HOA, BRAT A AB BES RS ic ETT ; FS SR TE YP 

wade, 也 早 就 有 人 想到 在 下游 另 关 大 海河 道 (所 谓 减 河 ), THRE ae FE ae Sah ae Be 

(所 请 独 流 减 河 )。 但 在 反动 政府 和 芋 治 下 ,任何 计划 都 共 停 留 在 纸 上 而 不 能 实现 。 解放 

和 后, 人民 政府 从 1951 年 起 开始 上 述 两 项 工程 。 现 在 ,过 两 大 工程 都 已 完成 ,官厅 水 库容 

水 221482. 1953 年 夏季 水 库 在 完成 前 已 起 了 摘 洪 作用 , 永定 河 不 再 篇 患 ; 最 近 ， 

已 进行 利用 水 能 的 措施 。 从 永定 河 引 水 灌 浙 , TESA (= BRE) 已 开始 。 过 固然 

解决 了 农业 上 的 取水 问题 ,但 只 有 建筑 了 水 库 , 稳定 了 水 流 , SRB REPS A 

洪 所 冲 毁 ,才能 保证 取得 充分 的 水 量 。 官 感 水 库 在 灌 浙 方 面 的 规划 ,也 将 与 发 电 同 时 考 

Who 

AES ABR, 人口 固 然 县 增 , AP ERE BAD AE 於是 居民 的 生活 

上 ,以 及 工业 和 交通 堪 考 上 对 放水 的 要 求 ,都 使 北京 地 区 在 水 的 供应 上 增加 了 困 闪 。 现 

时 北京 饮用 水 源 来 自 玉 泉山 的 泉水 ,出 水 量 狗 工 秒 公 方 。 据 粗略 估计 ,假定 北京 发 展 篇 

450 万 人 口 的 城市 , 那 麻 仅 以 生活 用 水 一 项 就 需要 20 FAG”. 与 此 类 似 的 城市 饮水 

问题 ,在 华北 区 内 必定 随 着 社会 主义 建设 而 增多 。 区 内 水 源 饰 然 不 充分 ,今后 对 於 河水 

的 控制 , AA, 而 且 要 易 地 调配 。 有 人 提 己 从 洽 河 引水 接 湾 北 有 运河 上 游 区 

域 ( 潮 白 河 ) ;再 经 潮 和 白河 引水 接济 北京 附近 地 区 。 但 1956 年 夏季 , 永定 河 在 三 家 店 附 

近 ( 模 式 口 村 ) 已 引水 入京 。 

1) 伟 华 北 交 通 株 式 会 社 : 北 支 河川 要 鉴 , 72.97 页 ，1941 年 。 

2) 根据 北京 市 卫生 工程 局 陈 鸣 屡 局 长 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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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7 

HEMT BOR REL, PURER IT TR, 因此 , 黄河 以 往 数 次 泛 
HEAT HEAD SAE AE Tay ERE 1494 年 至 1855 年 之 间 , 黄 河 公 部 的 河水 借用 了 淮河 的 

河 槽 ,全 部 的 泥 沙 把 河床 卉 高 了 。 等 到 黄河 再 一 次 改道 北 去 时 , 淮河 河床 已 经 卉 高 ,不 
能 行 水 ,因此 ,现在 淮河 等 於 没有 出 海 的 河道 。 下 游 的 水 湾 集 在 洪 泽 湖 之 后 , EEA 

长 江 ,在 遭遇 大 潜水 时 期 , 一 部 份 洪 水 还 在 世 北 泛 油 , HORT Ae, BPR 

坡度 也 微弱 ;流水 泪 积 ,造成 霍 丘 以 下 的 湖泊 。 

我 国 各 河流 中 , 淮河 最 接近 东西 流向 , 也 最 容易 发 生 上 中 下 游 同时 水 涨 的 不 良 情 

Ro DWM BA, AER He ST BA, A EA A, 加 以 各 支流 虑 日 

相距 很 近 , 洪 水 时 , 彼此 容易 顶 托 , TERT. 淮河 流域 最 低 塞 的 地 方 , AR CEST TE 

“KE” GEE PGi MAH); MEM ABER. A ARIMA AR 
$5 IE, EB DE Tay OTCBB ; 

1. KSC KUEHL, RRS, RES BE, OA 

BBR. A—,— AH KERR EKBAARBE; 第 二 ,最 多 水 月 份 一 般 出 现在 7 A, 
但 也 可 在 8 月 或 9 月 。 

水 文 释 化 复杂 的 原因 ,主要 由 於 淮河 两 量 伙 率 大 , 流域 内 雨量 的 控制 , 由 海陆 两 气 
国 所 控制 ,该 两 气 围 又 受 两 个 高 低 气压 中 心 的 支配 。 高 压 中 心 控 制 淮 河流 域 时 ;就 使 海 

洋气 围 无 法 到 过 ,早年 的 情况 就 是 如 此 ?2。 反之 ,如 果 高 压 中 心 的 位 置 适 足 以 使 两 种 氟 

团 在 淮河 流域 接 角 ,锋面 雨 就 特别 多 , 夏秋 水 量 也 特别 休 富 , 超过 了 河 槽 的 容量 。 两 种 

气 围 鸡 力 的 对 比 ,年 年 不 同 ,所 以 淮河 水 流 就 年 年 变 愉 。 
在 参差 复杂 的 情况 下 ,从 水 量 的 季 和 节俭 化 稍 可 看 出 下 烈 的 趋势 ,但 不 能 符合 所 有 的 

测 站 。 以 蚌 霹 需 例 , 第 一 , 最 大 三 个 月 的 水 量 估 全 年 的 61%; 第 二 , 最 枯 三 个 月 的 水 量 

不 及 全 年 的 8 多 ,其 中 最 枯 月 水 量 不 及 2% ; B=, 秋季 水 量 大 从 春 季 。 和 后 一 情况 接近 

华北 而 不 同 於 华中 。 
淮河 其 他 水 文 情况 , 也 具有 华北 区 的 一 般 特 征 , 例如 , 流量 贫乏 (蚌埠 以 上 相对 流 

EEA DH 6.8 It); 流量 只 然 不 是 向 下 游 减 少 , 但 增长 极 籁 (蚌埠 与 中 渡 平 均 流 量 

亲 相 等 ) 。 年 中 有 两 次 汛期 (第 一 次 在 5 月 以 前 , 第 二 次 在 9 月 或 以 前 ) 。 淮 河 与 华北 区 

其 他 河流 最 不 同 之 处 , 就 是 淮河 在 常年 情况 下 河水 不 冰 头 (淮河 是 本 区 的 南 界 ,正月 平 

1) 淮河 的 河道 与 水 性 都 与 前 渡 族 河 不 同 ,但 淮河 流域 大 部 划 大 华北 区 内 ,因此 ,淮河 也 在 本 区 化 述 。 

2) 吕 炯 等 :淮河 流域 的 水 炎 和 早 伙 , 治 淮 委员 合 工 程 部 屿 版 , 195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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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气 温 接近 0° ,一 般 河 流 冰 头 时 , 气温 都 在 一 2。 或 更 低 )。 此 外 , 淮河 似乎 表现 出 黄河 
奥 长 江 的 过 渡 情 况 , 滚 期 由 北向 南 逐 渐 增 长 ,从 66 天 (周口 ) 增 到 180 K (RE), 
的 情况 接近 黄河 流域 , 降 淮 关 的 接近 长 江 流 域 。 南 岸 支 流 接近 长 江 ,北岸 的 接近 黄河 。 

2. 过 去 炎 情 的 分 析 “淮河 过 去 的 炎 情 , 可 以 算是 公国 最 频繁 的 。 从 彼 元 前 264 年 
(秦始皇 时 代 ) 到 解放 后 第 一 年 ,平均 末 乎 每 两 年 水 炎 一 次 ;如 果 加 上 早秋 , 洒 乎 每 年 遇 
SSH, TASS ,路 然 是 自然 的 情况 ,但 炎 患 的 形成 却 是 人 力 防水 不 过 的 结果。 器 情 
最 碑 重 的 年 份 ,未 必 是 水 量 最 大 的 年 份 。 检 查 附 表 , 可 以 发 现 仿 到 近代 , RBARAS, 
过 说 明了 河道 经 过 人 工 的 破坏 而 不 治理 ,篇 中 性 就 总 来 合 大 。 先 治 阶级 皇权 硅 利 时 , 河 
(SEL) 也 增多 (例如 十 世 引 唐 、 宋 之 间 , 十 七 世纪 明 、 清 之 间 )。 

Be LAVA, HE RABE, 气候 、 地 形 ,水文 都 有 不 利 於 淮河 水 流 之 处 ， 上 文 已 经 ， 
提 到 。 和 从 政治 方面 说 ,建造 运河 以 后 ,历代 帝 皇 需 巡 到 南 粮 北 运 的 目的 , 共管 维持 运河 
的 航行 ; 繁 坦 防止 流沙 冲 大 运河 , 却 不 管 淮河 的 排水 受到 影响 。 由 此 , 运河 以 西 的 地 面 
乏 渐 高 於 以 东 的 地 面 。 十 六 世 克 以 后 ( 明 初 ) , 更 用 了 错误 的 “ 蔷 清 刷 黄 ” 的 治 河 方 法 

《把 淮河 的 水 蕾 到 澄清 了 ,再 去 冲刷 黄河 的 流沙 ), BAST BEBE, ART 
Ri, PER RAST SE RRR, TT eK, ERE ERT 
SEHR T “MEMERLEI”, 但 不 切实 执行 。 域内 农民 又 以 生活 所 迫 , 无 法 考虑 水 土 保 持 工 
CE, OPER IAI RS, OR TE. RUSE, HE RARE, JS EE 
稳 不 能 忽 秽 的 。 解 放 人 后 第 一 年 ,人 民 的 力量 还 不 及 治理 淮河 ,但 1951 年 以 后 就 不 同 了 。 

3. 解放 后 的 治 淮 工作 所 淮河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实施 圣 流域 多 目标 治水 的 河流 ， 一 方 
面 要 永 契 水患 , 另 一 方面 要 发 展 江浙 航运 与 水 电 。 坊 达到 过 个 目标 , 正在 举办 着 3 类 工 
程 。 第 1 类 是 届 节 水 流 ,包括 在 各 支流 的 上 游 典 建 13 处 水 库 , 又 在 沿 河 17 EO Ee 
恬 建 控制 工程 , 共 善 水 200 BAH, HEBER BALE, EDA RMA. BE 2 
类 是 加 强 排水 , IVE, RE, EI, ARIS, 使 干支 流 能 宣 波 已 受 调 节 的 水 量 。 
第 3 类 是 发 展 水 利 (GRIEVE ,整理 航道 ,修建 航 并, 建 厂 发 电 ) , WEEE 5,000 AUER, 
昔 使 汽 输 可 由 上 海 向 北 通 航 至 了 海 铁路 , 向 东 通 至 黄河 , 向 西 通 至 河南 省 内 京 淡 铁路 ， 
水 志 可 以 供应 流域 内 外 的 地 万 。 

淮河 工程 从 1950 年 冬季 开工 。 笨 康 工 程 以 南岸 支流 需 主 ,至 '1955 年 完成 水 良 5 上 处 
(A HEWES HEL RF). 1954 年 淮河 也 像 长 江 一 样 , 遇 到 百年 来 最 大 的 洪 
水 , 上 述 水 库 发 挥 了 极 大 作用 ， MORASS T VER. 窒 地 蔷 洪 工程 以 干流 及 北岸 支流 坊 
主 , 已 完成 15 处 。 在 整理 河道 方面 , 共 修复 干流 及 北岸 支流 坦 防 2,000 BRAVE , BERET 
程 2,800 余 公 里 。 下 游 的 群 北 灌 浙 狗 渠 已 完成 170 公里 的 干渠 和 高 良 油水 天。 此 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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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VO Yay EAC, BE aS MA Yay 0 A), TT EAB ESE 

5 Lies , 淮河 在 正 阳 关 的 流量 限制 需 6,500 秒 公 方 , ESR 8,800, BENE 
经 三 河 间 流 大 长 江 的 水 量 乱 8,000。 过 样 的 配置 使 准 河流 域 气 脱 了 水 伙 的 经 常 威 音 。 

1954 年 夏季 昨 坊 最 高 水 位 22.14 米 , 高 出 1931 年 最 高 水 位 1.63 米 。 同 懂 1931 年 夏 
季 , 蚌 埠 彼 淹 , 津 浦 路 被 冲 断 , 圳 下 河 稻田 被 沽 2,500 万 献 ; 而 1954 年 夏季 ,上 述 现 象 不 
但 没有 发 生 , 而 且 吉 下 河 的 稻田 产量 ,高 出 1953 年 狗 1 成 至 2 成 。 ; 

SSA AE , MELEE EADS AA ZH, TEVA A, AAI HE 
ii} , REV BE 7K ARE AE , DLR DUA, MERE A. PF UEBUAE ODA PO, BE OS 
Uc Fo 

《5) BARAT 

aE Yay A AL PA ASE, 1 SSI , SEA 1,700 公里 ; HS, RAT. 

淮河 \ 长 江 等 大 河 , 是 我 国 累 代 人 工 造成 的 南北 向 河流 ,也 是 世界 著名 的 百 大 工程 。 拆 

Wal, UR TAPE REAL, FY RB oy BLS ny AS, AS HE SE UT UK EBA HET 

ABE, AS Bi i A Ti AS SRE ay BLY UA Te) ao : 

1. 运河 运河 各 段 自 有 名 称 , KREDILAAM I, KESRAAWIL Ee Ba, 

清 至 黄河 篱 山东 省 北 违 河 , 黄河 至 训 儿 莫 需 山东 省 南 过 河 , ARERR BDA 

中 运河 , 广 黄 河 至 长 江 〈 瓜 洲 ) SRA, RTO (SILA HUN) ASI ey. 

运河 自 黄河 至 徐州 流 经 一 带 宕 地 , 湾 成 湖泊 ,位 於 鲁 西 与 黄河 局 形 地 之 间 。 有 北 五 

WSL WAS AG; 前 者 在 洲 宁 城 之 北 ,包括 东平 湖 、 马 踏 湖 、 南 旺 湖 、 境 山 湖 、 马 声 湖 ; 和 后 

者 在 济宁 之 南 , 包括 南阳 湖 、 独 山 湖 、 昭 阳 湖 、 微 山 湖 ; 过 是 鲁 南 攻 北 有 名 的 湖 带 。 淮 河 “ 

之 南 , 运河 西 侧 双 有 一 带 湖泊 , 由 淮河 本 身 的 洪 泽 湖 起 向 南 是 裤 应 湖 、 高 邮 湖 、 邵 泊 湖 。 

过 一 湖 带 不 是 在 原来 的 罕 地 ,而 位 亦 较 高 之 处 。 过 圳 河 水 原 向 东 流 , 受 运 河 河 堤 的 阻截 

或 堰 塞 水 位 哲 高 而 成 湖 ( 群 “淮河 ” 节 )。 

有 运河 河床 在 东平 湖 以 南 的 刘 口 段 最 高 。 运 河 在 访 处 南北 分 流 , 向 北 降 至 海河 ( 然 

和 后 再 向 北 升 至 通 县 ) , 向 南 降 至 长 江 ; 两 方 各 降低 30 多 米 (东平 湖水 位 38 OK, 海河 长 

江都 近 5 米 )。 有 一 系列 的 船 关 来 升降 水 位 ,保持 航运 。 

我 国 河流 一 般 作 东 西 流向 ,到 河 沟通 了 南北 河道 ,在 水 路 类 输 上 极 篱 重要 。 但 运河 ， 

| BREAD AY, 主要 是 历代 芋 治 阶级 要 把 江南 的 米 粮 北 运 , A SSE (后 来 与 海运 范 

A). Abie (A) B+ GHD), HI KBE, 经 常 支付 大 量 的 人 

力 和 物力 。 南 北 制 据 时 , HM ASHE; 十 九 世 构 海 运 渐 见 重要 , 1900 年 ( 光 糙 2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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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 到 停 止 。 其 时 涝 河 的 通 塞 ， 磅 看 成 局 部 地 万 的 交通 问题 。 津 浦 铁路 欠 通 以 后 至 解放 

前 ,有 运 河内 然 有 过 末次 治理 计划 ,但 从 未 训 凌 治理 。 
现在 运河 通航 之 处 ,可 分 南北 两 段 : 北 段 自 通 县 经 天 津 至 噶 清 ( 阶 清 以 下 运河 不 通 ， 

但 航运 可 循 卫 河 通 至 河南 新 乡 ),， 南 段 自 广 黄 河 至 长 江 ( 淮 险 至 瓜 洲 , RL EAT). 

南 段 可 以 全 年 通航 , 北 段 仅 在 夏秋 通航 , 冬 春 或 受 冰 封 ,或 枯 旱 。 降 清 至 黄河 之 间 , 亲 已 

See, 其 余 各 段 ( 鲁 境 南 运 河中 还 河 ,江南 到 河 ), 间 有 局 部 通航 之 处 ,但 也 限 放 

夏季 。 
在 自然 上 ,运河 航运 所 受 威 短 有 两 方面 。 第 一 是 流沙 十 塞 , 第 二 是 水 源 不 足 , 流 沙 

BL TK, WAST SKA TKR. 流沙 的 威 痢 , 主要 来 自 黄河 与 鲁 西 泰 山 

而 地 的 短小 河流 ;运河 就 在 鲁 西 一 段 最 先 失去 通航 价值 。 自 1194 年 至 1855 年 间 , 黄 河 
南 徙 硅 淮 ,流沙 时 了 时 侵 大 中 有 运河 与 课 运 河 , 修 治 工程 特别 繁重 ;从 运 方 面 说, 治 运 伍 治 黄 
是 分 不 并 的 。 上 季 也 改过 ,淮河 因 沿 运 条 坦 而 致 上 下 涂 水 流 发 生 伙 翼 , 所 以 治 运 舆 治 淮 
也 必须 互相 关照 。 此 外 , 沿 还 饶 多 湖泊 , 如 果 能 锡 将 运河 河面 高 出 沿 河 湖泊 之 处 降 到 
和 与 湖面 相同 , 画 量 利用 湖泊 作 居 运河 的 一 部 份 ,也 许 是 狂 补 水 源 不 足 的 办 法 。 

”解放 和 后 ,人 民政 府 对 於 运 河 的 整治 已 逐 淅 注意 , 经过 初步 整治 河道 , 中 有 运 河 已 恢复 
ap (夏秋 牢 年 通航 )。 运河 刻 受 黄河 与 鲁 西 流沙 的 威 次 , 防止 该 两 处 流沙 , 当然 是 仿 

和 后 治 运 的 首要 工作 。 
2. 沂 淋 河 ， 沂 河 、 沐 河 是 两 条 源 认 和 鲁 南 而 平行 流 大 克 北 的 河流 ， 下 游 两 河水 流 相 

UE, 因此 时 常任 称 震 沂 泊 河 。 沂 河 与 让 黄 河 之 问 , 有 卓 运 河 相通 ,因而 又 奥 过 河 、 淮 河 相 

通 。 
沂 淋 雨 河 有 共同 之 处 。 第 一 ,上 中 游 坡 度 陡 峻 ,下 游 突然 平 级 , 二 是 华北 区 天 然 河 

” 道 特 征 之 一 。 激 康 雨 河上 中 游 收集 的 水 量 ,往往 超过 下 游 的 排 泪 量 。 例 如 , 淋 河 在 大 官 

在 最 大 流量 可 过 4,000 FEA, 下 游 咎 家 集 仅 能 排 浊 880 PAA; 第 二 , rite Hy et, 

表现 出 显著 的 山洪 性 , 年 中 流 枯 情况 显著 ,旱季 甚至 有 枯 洒 之 时 ; WH, PKA 
定 ; 惧 水 时 往往 温 成 一 片 。 

根据 上 述 情 况 , TELUS Rok, FURIE AR, 也 是 显而易见 的 治水 原则 。 
1929 年 ,已 经 有 人 提出 上 述 治理 方针 0 ,可 是 在 反动 葬 治 之 下 ,计划 是 徒劳 的 ,使 各 两 河 
常年 受 秋 的 地 区 , 狗 1,600 BK. 

解放 和 后 首先 注意 排 洪 工作 , 沐 河 以 最 大 流量 4,500 秒 公 方 坊 遵 治标 准 , 在 山东 境内 

PERE PURI, 由 大 害 在 到 隐 洪 口 , 长 69 公里 , 排水 2,800 FAH; JERR 1,700 HAH, 

1) CREAR MARG, 33—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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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a. UM ME UAE 13,000 PADRE , Da BGS 

湖 篇 降 时 水 库 , Fa SS SH PF OAR BRET EIT I, EH) 189 AB RES 

流入 的 水 量 (1700 BAA). WC Re aE Se Re Lie tela 

水 库 , 共 狗 蔷 水 20 FEASTS , BEATE HELL , eb ACHE E 0 

Bag: a geen aos 

7B EH EB PS ae HB, EAL RAY, Se, PPE BEE A KE, 

小 雨 小 全， 无 雨 旱 炎 "”, 其 实 也 “适用 "” 认 本 区 其 他 各 河 。 解放 后 , 水 利 是 初期 建设 事业 

的 重点 ;, 治理 本 区 河流 ,又 是 公国 水 利 事业 的 重点 , 现在 看 来 , 本 区 的 改造 自然 工作 ,也 

膛 以 控制 与 利用 河流 需 重 点 工作 之 一 。 流域 规划 是 开始 合计 以 前 的 工作 , 黄河 规划 现 

已 完成 , 逗 河 、 海 河 、 淮 河 规划 已 在 进行 中 。 区 内 其 他 河流 , PTE 

究 。 

目前 , 本 区 基本 上 已 消除 乃 重 的 水 秋 , ATL POE SA Ek ROR. UE 

河 、 这 河 、 永 定 河 各 水 产 建 筑 时 都 以 防洪 坊 目 标 ,今后 应 於 开始 时 就 注意 到 多 目标 的 利 

.用 。 
航 逢 是 需要 投资 最 少 的 运 替 事业 。 前 面 玉 过 ,本 区 河流 的 航运 条 件 不 甚 好 。 正 是 

Sant, 可 航 的 河流 更 应 予以 充分 利用 。 南北 向 的 大 运河 , 接 通 华北 奥 华 中 ,在 我 国 
航 运 上 有 特殊 意义 。 过 是 经 过 了 多 少 困 闪 才 能 策 成 的 巨 工 ,应 当 修 治 培 理 ;适当 地 予以 

利用 。 本 区 不 少 地 方 需要 灌 浙 , 在 春 旱 是 著 的 地 区 内 ， ATE PLE EH FI EER EE 

顾 , 速 河 下 游 就 发 生 了 二 样 的 了 矛盾。 在 流域 规划 时 ,过 是 应 当 详 组 考 虑 的 。 

ee ae 

[1] 中 央 水 利 部 水 妇 资 料 。 

| 2] 黄河 规划 委员 会 水 女 和 壮 料及 报告 。 

[3] 黄河 水 利 委 员 会 水 六 资料 。 
[4] 东北 永利 局 水 玄 资 料 (包括 已 整理 , 待 整 理 和 口头 传达 的 资料 )。 
[5] 内 苞 水 利 局 水 妈 状 料 (包括 纪录 资料 及 查 戎 报告 )。 

[6] 小 西 省 水 利 局 水 交 资料 (包括 已 整理 , 待 整 理 和 口 下 传达 的 资料 )。 

[7] 华北 水 利 委员 会 :华北 之 水 交 ,， 1937 年 。 

[8] 日 本 东亚 研究 所 :第 二 调查 (黄河 ) 委员 会 棕 合 报告 书 ，1944 年 版 。 

[9] 日 本 寿 北 交通 株式 禽 社 : 北 支 河 川 要 览 , 1941 年 版 。 

[10] - MHA ASK LAE, 

[11] "38 ARSE BSR AEE, ARR WRT, 1953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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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土壤 除 黄 土 高 原 西北 部 属 灰 褐 土 带 外 D , HEY EBL A BE 
内 ,主要 包括 着 发 至 不 同 的 六 类 土壤 。 由 族人 类 长 期 的 生产 活动 ,引起 了 士 壤 形成 光 程 
的 改 释 和 土壤 剖面 的 更 动 。 过 是 本 区 土壤 最 大 的 特点 。 

_ 目前 黄土 高 原 区 灰 褐 士 和 褐 土 保 留 着 完整 剖面 的 面积 不 广 ,大 部 是 侵 怨 严 重 的 灰 
BABA MHL, RS MOAR RL PRIS, COMA, MR BTU 
下 游 ,成 需 构 成 广大 平原 最 重要 的 物质 来 源 。 

在 广大 平原 地 区 和 河谷 冲积 平原 上 ， 主要 是 发 育 於 石灰 性 冲积 母 质 上 的 原始 福士 
和 新 冲积 的 石灰 性 冲积 土 , 是 目前 我 国 的 重要 农 地 。 在 原始 褐 土 和 石灰 性 冲积 士 区 的 
地 殉 低 平 处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乾 季 时 士 中 蓝 分 上 升 ,因而 生成 了 卓 渍 士 ; 沿海 地 区 受 海水 
汝 沽 影 叶 ,更 有 大 面积 晶 士 生成 。 在 淮河 流域 的 原始 福士 和 石灰 性 冲积 士 区 ,由 帮 经 党 
积 水 和 排水 不 良 , 土 壤 中 生成 了 大 量 的 砂 蕊 , 主要 是 褐 土 型 潘 育 士 和 洗衣 褐 土 。 此 外 ， 
在 辈 北大 平原 和 沿海 地 区 也 有 风 积 的 沙丘 和 人 类 劳动 创造 的 水 舟 士 零星 分 做 放 各 地 。 

FE LHD SOMOS ES DEE UR, 土壤 发 译 成 需 标 色 森 林 士 , 有 的 有 显著 的 灰 化 
FAS, RE MEL BEAN DAHL ABLE, 在 少数 高 山顶 部 从 有 山地 草 旬 士 。 
缺乏 原生 植被 的 山地 ,侵蚀 较 强 , 士 层 浅薄 ,甚至 岩石 裸露 。 

一 、 主 要 土 类 及 其 特性 

1. TRB RBS POR PALER, 包括 陕 北 、 隐 东 、 晋 西北 等 地 区 , AL SLPS BE 
ERLE. EMMA REPRE RL, 也 有 发 至於 冲积 物 和 岩石 
风化 物 之 上 的 。 一 般 土壤 剖面 常 全 部 呈 蓝 基 包 和 状态 ,由 微 碱 性 至 碱 性 反应 ,剖面 上 部 
富 含 腐殖质 , 土 层 厚 度 随 着 植被 和 地 形 情 况 的 爸 化 而 不 同 。 睫 灰 褐 土 土 层 一 般 较 厚 , 淡 
灰 褐 士 较 薄 。 腐殖质 含量 常 随 深度 而 渐 减 , 旺 灰 褐 土 表 士 的 腐殖质 含量 常 震 2 一 3% VE 
BAK 1 一 2% 。 在 富 含 腐殖质 的 士 层 下 面 是 钙 积 层 , 写 的 厚度 也 不 一 致 , 发 育 放 朴 
交 母 质 的 较 厚 ,碳酸 钙 的 聚集 常 呈 假 菌 炉 状 或 斑 块 状 ; 发 至於 坚 接 岩石 而 层次 很 薄 的 黄 

* 本 女 系 在 马 溶 之 先生 指导 下 完成 的 。 

1) 黄土 高 原 西 北部 过 去 称 栗 岳 土 , 朱 显 该 称 黑 起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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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R ARE Ba A OS LSS ale is 2 EK. 

过 些 土壤 耕种 时 间 很 久 , KM RKRAORE, 灰 褐 土 痢 面 不 是 彼 切 割 就 是 秆 

埋藏 ,只 有 在 平坦 的 黄土 天 地 和 生长 天 然 植 彼 的 山坡 上 ,保留 有 雾 星 分 佑 的 灰 褐 土 章 

面 。 灰 褐 土 中 植物 头 分 路 然 由 富 ,但 因 侵 创 的 称 故 ,肥力 减低 , 且 雨 量 较 少 ,土壤 水 分 不 

足 , 农 作物 量 常 受 限制 ,甚至 有 时 发 生 旱 炎 。 

2。 稿 土 ” 本 区 褐 土 过 去 称 乱 森林 棕 合 二 , 间 包 括 所 请 山东 棕 壕 (中 性 棕 壤 ) 呈 的 

一 部 分 。 分 佑 於 黄土 高 原 的 东南 部 : 如 陕西 关中 、 山 西 中 南部 、 河 南西 北部 、\ 河 北 省 东 

北部 等 地 区 以 及 奉 北 平原 靠近 山地 的 老 冲 积 区 , 褐 土 天 然 剖面 特征 除 最 表层 篇 语 含 有 

腐殖质 层 以 外 , 土 层 上 部 以 褐色 乱 主 , 质地 自 粉 砂 壤土 至 粘土 , 呈 中 性 反应 及 微 碱 性 反 

应 ,土壤 剖面 上 下 层 砂 、 铝 、. 雏 率 伙 化 很 少 ,土壤 构 造 常 随 深度 逐渐 释 大 ,表土 一 般 是 粒 

状 构 造 , 心 土 上 部 是 核 粒 状 , Tae. PRM RAH, AA PALA 

ERR, ALAR EAI AP EB AS AK IE a REARS AUS, A LAE a RK 

55 J SS a MESS IRE, , BT ae OR BEAR Ee, A SHS PF 1 米 上 下 , 深 的 可 过 150 厘米 以 下 ， 

厚度 可 过 数 十 厘米 。 

褐 二 深厚 ,年 棕 色 土 层 下 部 含 碳 酸 钙 较 多 , 常 有 俩 积 层 的 生成 。 褐 土 具 有 题 著 的 粘 

化 作用 , 粘 粒 有 显著 下 移 现象 。 褐 土 的 生成 条 件 是 气候 较 栗 钙 土 区 温暖 彰 泗 , 乾 瀑 季 明 

A. HRA AAR ARR TE OSE PRB hh PE Sd 

Ae, HEIR TLAY SRW, CE READ FT AERA, eR SE 
HERS AOC VR, TG PSL REL TE SE A IR A PSE PE 

AOE, BAA EO EE ER. HR 

HATES, SOLA, ERLE LOPE, RE 
Pie Fe BF BEY Ha PR, 很 多 已 具有 埋藏 剖面 ,过 种 土壤 剖面 常 具 复 钙 现 

象 。 

FE UHH, 森林 彼 砍 伐 和 后 , 褐 土 受 到 生 草 过 程 的 影响 很 深 , 表土 聚积 的 腐植 侦 可 过 

9%， SER A BAAS SANS RSG 1b AB EAA SESSA ae BR RSG) eT 

种 土壤 。 

褐 土 类 可 以 分 入 个 亚 类 : 即 典 型 褐 土 . 淋 深 褐 土 \ 原始 褐 土 和 湾 育 褐 土 等 。 

(1) BREE, BIBS AT PRR ESE, 分 作 於 山西 、 陕 西 黄土 高 原 和 华北 平原 扯 

WAS UREA BAS. 典型 褐 土 除 具 有 前 述 典 型 的 特性 以 外 , 部 分 因 新 的 堆积 的 履 凑 

1) 根据 中 国 科 学 院 黄 革 高 原水 二 保 持 综 合 调查 除 野 外 观察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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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ALPS LG: FETE BALE AO EE REP SH RASS 

BALAI AL BE AL So EE Ep BLE A i SB , 剖面 性 状 

如 下 0 : 

0 一 14 厘米 : 呈 均 匀 的 棕色 ,质地 入 极 组 砂 壤 士 ,大 部 作 单 粒 构造 ,站 杂 有 直径 一 厘 

米 至 数 毫米 的 碎 块 , 极 易 压 碎 , 碎 块 内 无 孔隙 ,但 杂 有 多 碎 的 云母 片 很 多 。 
14 一 40 厘米 : 棕色 程度 较 第 一 层 增进 ,石灰 摘 含 量 大 减 ,土壤 略 经 疑 千 成 坊 泡 泊 状 

的 无 定形 碎 块 , 甚 效 脆 ,质地 同 第 一 层 。 

40 一 100 厘米 : 此 层 与 上 层 的 颜色 、 构 造 、 租 积 些 不 相同 。 层 界 颇 乱 明显 , AES 
极 深 的 棕色 WS AEA, BL HUIS REL; 作 碎 志 状 构造 , 据 大 的 可 巡 3 厘米 ,小 的 只 
米 ;, 内 部 空隙 极 多 ,排列 大 小 不 一 致 , 双 杂 有 石英 和 云母 的 片 粒 , 块 体外 部 概 带 有 灰 棕 色 
AVN, ELMORE NY, RE LI AOR REP RE 

100—121 厘米 以 下 : CYR REIG ASL, BUH OS RR ME SL EYE EY RH BS — JA 

fr, RABEL = BIS : | 
"EASBEIO HES LI: 

#@ kh DD 

SrRAE 7 HB He + 砂 Mm A aR tm hb ei At BE RE 
(Fa) 

2—152%K 0.1—0.5 0.5—0.25 0.25—0.1 0.1—0.05 0.05—0.005 <0.005 <0.002 

0 一 14 0.02 0.58 4.13 13007 43.32 22.55 16.26 14.10 

14—40 “0.03 0.66 3.73 13.02 44.50 22.52 15.54 13.31 

40—100 -一 0.82 3.13 8.25 36.99 27.21 24.61 21.53 

100—120 一 0.08 0.38 2.32 48.71 30.51 17.99 14.22 

4B io AB Se eee 
层次 及 深度 Bits AACR 二 氧化 碳 8 有 机 质 ”酸度 

0 一 14 2.39 0.081 0.53 0.075 0.611 8.19 

14—40 2.42 0.074 0.22 0.088 0.337 8.17 

40—100 3.13 0.057 0.08 0.036 0.257 7.94 

100—120 2.03 0.063 1.23 0.042 0.131 7.62 

Bi 232k #7 i 

层次 及 深度 成 分 他 让 全 
SiO, ‘ Fe,03 Al,O3 BY $B ZS BY FZ BY $8 GAS 

0 一 14 a 45.82 11.23 20.31 

b 59.23 14.52 26.25 3.33 10.84 2.84 

14—40 a 45.63 12.7% 20.81 

b 58.39 14.98 26.62 3.73 10.36 2.74 

40—100 a 43.43 12.51 26.09 

b 52.94 15.25 31.80 2.83 9.23 2.17 

100—120 a 43.06 12.09 25.02 

b 53.71 15.08 31.21 2.93 9.47 2.24 

1) GE FE He AR MCT PSSM + A PF EIR AER AS, ERS 13 号 ,第 15 AL PRE aE A 39 页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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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土壤 剖面 的 性 驴 和 理化 分 析 和 结果, Fie BTS PE Ae, 40 厘 

米 以 上 的 层次 是 在 褐 土 剖面 发 育 形成 后 蕾 上 去 的 。 又 如 在 陕西 省 武功 县 西北 农学 院 农 
地 上 所 见 的 典型 宰 士 的 埋藏 剖面 如 下 ?7 : 

0 一 15 厘米 WARE AIK WHEL MW HL, PRG 7.46%， 有 机 质 1.27%, SBR 
25.2796。 

15 一 60 厘米 ” 淡 黄 棕色 粉 砂 粘土 ,碳酸 钙 含 量 需 5.07 罗 ,以 上 坑 最 新 覆 董 十 层 ， 含 朋 粒 24.199%0。 

60 一 100 HK FAD, BAR SIE 0.54% , 过 微量 的 碳酸 镍 反 映 表 层 被 埋藏 后 发 生 

PR SSF, SIAL 37.089%2。 

100 一 135 BK +LERREBK, AHR hL, RRENA HE 0.03%, BBA 34.60%) 

135 一 140 厘米 ” 棕 黄 色 及 白色 粉 砂 二 ,碳酸 铬 含量 14.18%， 是 钙 积 层 ， 含 腕 粒 24.17% 

140 一 180 BK sR AML, RRB SER 18.30%, Zw 24.91%. 

180—300 BK fr EMM, RRB SER 13.53%, BP 24.31% 

BRAN EUR E , ERAS IEA, WAKER, 但 是 因 篇 过 去 农业 技 

入 和 耕作 制度 比较 落 和 后, 农作物 产量 不 高 , 在 耕种 制度 改善 以 后 , 产量 可 以 大 大 增加 。 

有 些 典型 褐 土 被 岂 重 侵 鲁 或 埋藏 太 深 ,失去 了 褐 土 的 特性 ,土壤 肥力 大 大 降低 ,因此 , 开 
展 水 土 保 持 工作 是 提高 土壤 肥力 的 根本 措施 。 此 外 , 倚 有 碳酸 蓝 宰 土 ,基本 上 具有 褐 土 

的 性 质 ,但 至 剖面 均 呈 强烈 的 石灰 性 反应 ,在 黄土 高 原 上 . 岂 有 分 伤 。 

(2) 淋 溶 褐 土 ,过 去 称 坊 中 性 棕 壤 (或 称 山东 棕 壤 )。 ARE AA La 

AE IB FUE EE ES ERP Hh De, 华北 平原 四 周 的 山 蓄 低 丘 和 平原 中 部 较 高 的 陆地 上 , 如 以 

淋 溶 褐 土 分 人 地 区 的 气候 全 典型 褐 土 分 作 地 区 相 上 比较 则 温度 较 高 ,雨量 更 多 , 乾 课 季 分 

HW, 自然 植物 是 以 温带 旱 生 落 革 间 人 革 森 林 筷 主 。 在 运 种 自然 条件 下 ,地 表 有 机 质 层 分 解 

较 快 。 夏秋 雨季, 土壤 中 所 含 矿物 质 随 水 分 癌 下 淋 洗 , 冬季 和 春季 乾 旱 且 积 雪 极 少 ; 士 

壕 深 层 中 的 咯 类 随 着 毛细 管 水 的 上 升 而 带 到 表层 。 MRF, oA tee 

双 和 从 枯 枝 落 革 分 解 同 到 土壤 中 。 土 壤 常 篇 熙 基 包 和 状态 而 呈 中 性 反应 。 在 天 然 森 林 已 

秆 破坏 而 人 尚未 示 种 的 淋 溶 褐 土 上 ,生长 草 类 ,时 常 积 聚 了 较 多 的 腐植 里 。 部 分 地 区 的 淋 . 

LAH AER & AK, 但 由 於 淋 洗 作 用 ,不 足以 形成 钙 积 层 , 仅 在 十 余 米 以 下 其 

至 数 十 米 左 右 或 有 石灰 结核 。 

淋 滋 神 土 至 章 面 都 是 和 红 棕 色 ,在 现在 还 保存 着 森林 的 地 三 ,表层 还 可 以 见 到 浅薄 的 

枯 枝 落 华 层 和 冰 层 的 含 腐 植 质 的 灰 棕 色 表 土屋 , 再 下 是 中 性 的 红 棕 色 土 层 。 表土 因 腐 

植 质 含量 较 多 , 呈 粒 状 构 造 ;棕色 层 是 核 粒 和 核 志 状 构造 ,构造 体 您 下 层 剑 大 ,最 下 层 是 

PESIK, HERR AR EBM. 

1) FSET RB: EE HE, IEA 2 4 1 WY, 194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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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 5 eae PA — 18 SD AE CEE HE nd 2s LH , BA AE) 剖面 

如 下 2 : 

0 一 415 BOK AA WHEL, Fis, HOKE, SIR, pH 6.31, SAME 0.83%, BER. 

15—25 BK ZR FASE, AUK RE, DSI, pH 6.41, BBA 0.90%, 

25—40 厘米 ” 极 痰 棕色 土壤 , 玖 此 多 根 , 粒 状 构造 ,pH 6.75, 

40 一 60 BK frB iA RAL, MRA, RE, PLR, SORE Ee Ee 

KANE EB Sh KX, pH 6.80, 

60—85 BK SLA Seem RR, pH 6.51, 

85—150 HK 9 ff PRUNE fat, BA, pH 6.66, 

150—200 HK =FASABULAY Ei, pH 6.5, 

理化 分 析 的 结果 如 下 : 

ae wD 

层次 及 深度 WA Ho te MW 砂 极 徊 砂 em W th 粒 Ber 
(2 一 ] 毫 米 ) (1 一 0.5) (0.5—0.25) (0.25 一 0.1 毫 米 ) (0.1—0.0546K) (0.05—0.0052E:K) (包括 受 粒 ) <0.005 <0.002 

0—15 5.94 14.13 14.94 19.27 9.99 25.51 10.22 8.88: 

15—25 2.21 6.31 8.04 13.58 14.51 33.13 22.22 16.77 

25—40 3.91 8.38 8.60 13.88 12.82 32.87 19.54 15.26. 

40—60 3.99 4.07 3.80 12.12 8.06 35.36 32.60 26.62 

60—85 4.94 10.51 9.90 2.49 5.69 31.38 35.09 30.73. 

85—150 4.97 22.80 22.57 14.39 3.91 12.48 18.88 17.82 

150—200 mse 2.00 22.30 21.27 7.95 10.26 9.70 8.77 

1° Re Bae 
深 KE SiO, TiO, Al,O3 Fe203 CaO MgO K,0 Na2zO P20; CO, RE OAL REE 

Peremeeen..0.43.91.22 2.93 1.83 0.23 0.44 0.21. 0.08 .— 6.95 99.72 0.83 

ceoeee ogee) 0.55 12.07 3.74 1.73 0.11 0.32 0.22 0.06 — 7.10 98.90 0.90 

25—40 73.76 0.60 11.90 3.70 1.86 0.12 0.45 0.25 0.06 — 6.17 98.82 0.41 

40—60B, 66.90 0.70 15.38 4.56 1.79 0.09 0.76 0.45 0.10 — 8.31 99.04 0.18. 

60—85B2 62.20 0.74 16.44 5.10 1.77 0.11 0.81 0.41 0.10 — 11.19 98.87 0.11 

85—150 58.80 0.49 21.01 4.92 2.76 0.73 1.37 0.42 0.11 0.25 8.23 99.08 0.09: 

150—200 61.52 0.52 19.30 4.56 3.27 1.07 1.45 0.50 0.19 0.29 6.79 99.46 0.01 

Bt Bt tk # A 
RR 度 层次 

0 一 15 ” 掩 履 层 A yb Peet ARGS ”酸度 SiO, Al,O3 Fe2,03 SiO. SiO, SiO, 
Yor % FevOa Fe,03 RO, 

13-25 Al 砂 壤 七 8.88 — 7.53 44.10.+11.15 27.47 2.73 10.51 2.16 
25—40 A2 FE 16.77 一 7.25 44.14 10.77 25.97 2.88 10.90 2.29: 

40—60 Bi se + 15.26 — 7.22 44.25 10.53 25.84 2.91 11.43 2.31 

60—85 B2 SEB KK+ 26.62 — 7.03 44.00 11.10 28.23 2.65 10.53 2.11 

85—150 Cl wea K+t 30.73 — 7.07 43.90 11.34 28.31 2.63 10.29 2.09 

150—200 C2 AOHE4- 17.82 0.56 6.69 44.68 8.90 29.02 2.61 13.35 2.18 

MB 8.77. 0.72 7.02 45.32 9.13 29.31 2.62 13.20 2.19 

1) Ae MOA NES EB : PAPE, +SEE TI 2 He 1, 194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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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上 述 剖 面 的 理化 分 析 和 结果 表明 , RELA PBA AA. 

ip RAMA PEA LEA A eh ,剖面 性 驴 微 有 差 轴 , 常 在 泪 积 层 有 粘 盘 

FIER BB o 

淋 溶 褐 土 一 般 不 含 游 歼 碳酸 钙 , 但 经 过 耕种 施肥 ，, MARLASH WAM A, ， 

BREEN, 使 表 士 的 碳酸 钙 含 量 反 较 心 土 高 。 如 河北 省 定 县 附近 发 至 於 老 冲 积 物 

上 的 淋 溶 褐 土 , 即 因 人 工 施肥 和 自然 作用 ,增加 了 富 含 碳酸 钙 的 物质 ,以致 表 士 含 少量 

碳酸 钙 , 而 心 土 中 反 不 含 碳 酸 钙 。 

淋 溶 褐 土 内 合 植 物 灰 分 营养 元 素 燃 、 钾 等 都 较 仙 富 , 但 含 氮 素 较 少 。 淋 溶 褐 土 通 宜 
PERSE, 施用 氮肥 和 后 产量 更 可 以 提高 , EAR BK 

£ SRE UES A RRR SHR, RSH BLEMA. 
(3) Bab, CEREALS, 经 过 长 期 植物 生长 更 替 , 剖面 发 育 初步 具有 

褐 土 的 一 些 特征 , 如 剖面 上 粘 化 层次 的 逐 潮 形成 , 土壤 剖面 中 构造 的 发 至, BRE 

WE, 有 碳酸 钙 的 移动 等 。 但 它 在 形态 上 和 理化 性 质 上 显示 出 发 育 倚 未 过 到 典型 褐 十 的 
阶段 , 称 坊 原始 褐 士 D。 原始 褐 十 分 做 於 华北 平原 和 这 河 平原 的 地 弘 较 高 的 阶地 上 ,一 

般 在 两 河 之 间 隆 起 的 高 地 和 平原 上 的 低 绥 阶地 上 都 分 伤 着 过 一 类 的 土壤。 如 淮北 冲积 
平原 上 有 一 些 平 组 的 岗子 ,和 震 泛 水 所 不 浸 , 大 部 分 均 属 於 过 一 种 土壤 。 

(4) 小 青 褐 土 (过 去 称 坊 高 地 砂 草 土 ) ,分 佑 於 淮 河流 域 ,如 皖 北 、 殊 北 、 河 南 和 了 东 

等 地 ,以 皖 北 分 做 面积 最 广 ,其 他 地 区 旭 是 雳 星 分 集 。 写 分 做 的 位 置 多 在 冲积 平原 的 低 

平地 带 。 湾 青 褐 士 的 母 质 大 部 分 是 含有 多 量 碳酸 钙 的 河流 冲积 物 , SIERRA 

PEARS .质地 粘 重 : 心 士 有 数量 么 多 的 府 硬 而 不 规划 的 石灰 结核 ;有 时 密 佑 成 层 , 范 常 

常 带 有 小 九 形 黑色 鲍 盆 结核 。 湾 至 褐 土 驯 石灰 结核 (WE) 的 碳酸 钙 含 量 过 40-90%, 

ELE PAPA EAR, 狗 由 30 一 200 厘米 不 等 。 砂 弗 层 的 厚度 有 时 可 过 牢 米 至 一 

米 左右 。 

洲 青 褐 土 的 生成 过 程 研究 还 不 移 。 但 它 的 成 士 环境 可 以 肯定 是 鲁 受 到 过 量 水 分 的 

PETER ROE A. TAKES VEE Rit A EE RE A I I, 

METER RARE 

FET ALA IZA GRE AA AL LS i A 

HER (AAR BK PRUE TB, EMILE I BE 2 KO, 

中 部 的 赛 册 、 邯 城 、 许昌、 舞阳 等 县 埋藏 砂 蔓 士 分 信也 很 普 逼 ?。 湾 至 过 程 发 展 非常 是 

1) 1955 年 格拉 西 莫 夫 院士 观察 后 初步 棍 出 的 意见 。 

2) ACHRHE TEER: BE _b AE, AIR 2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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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 SARS BAW, 过 去 所 谓 低地 砂 草 士 , 大 部 分 是 属於 过 一 类 型 。 注 

青 褐 土 和 褐 土 型 潘 育 士 肥力 很 低 , 农作物 产量 仅 乱 石灰 性 冲积 士 的 20 一 30 乡 左右 ， 如 

安徽 省 蒙 城 渴 河 沿岸 的 新 冲积 的 石灰 性 冲积 士 上 ,小 麦 产 量 可 过 每 喜 150 斤 左 右 , 而 在 

附近 褐 土 型 湾 育 士 上 产量 40 斤 左 右 D 。 

光 育 褐 土 在 农业 利用 上 存在 二 个 问题 ,一 是 士 质 粘 重 ,水 分 通 透 性 极 差 , 排 水 不 良 ， 

在 夏季 常 形成 内 小 ,对 於 农作物 的 损害 比 一 般 粘 士 严 重 ; 另 一 是 士 中 植物 养分 低 , 构造 

不 良 。 解 决 问题 的 三 法 ,首先 是 发 展 水 利 建设 , 开 控 渠道 ,建立 排水 制度 ,逐步 消减 内 涉 

FAR, WUE LK ME, 降低 地 下 水 位 , 增加 士 壤 中 有 机 质 。 湾 育 褐 土肥 力 提高 于 

题 比较 复杂 ,需要 进行 深信 的 研究 。 

3. 棕色 森林 土 (ABA AMA) ARES AKER REA 

HARARE ARKH. TERETE RR SEH A LR eR. RK 

AEAEAEREAS IO UB, ESR WEEE SHH BEVEL C PK AEA, Bs PRR BER RR HE 

BEATS. BRACE SHAR, LHR SBES, ARPT, PEASE, 灰 化 作 

FABRE, RZ, ILE ARR 

PE AEA EE EE PP SDI AE RS, Bie eo 

ADE, TORAH, 则 形成 另 一 亚 类 。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的 一 般 特 徽 是 士 层 不 厚 , 表 

LLHAREOHRERE KRLEAS CHAM Le, SRE, 质地 以 粉 砂 壤土 

至 后 土 较 多 ,有 的 发 育成 团 粒 构造 。 灰 化 层 不 明显 , 仅 颜 色 较 表 士 稍 淡 , BRES Ste 

色 ; 质 地 较 粘 重 。 和 从 核 状 构造 到 核 块 状 构造 , 它 的 剖面 中 粘 粒 和 三 氧化 物 有 显著 的 移动 

现象 。 土壤 反应 上 部 呈 酸 性 ,下 部 呈 微 酸性 或 中 性 。 在 花岗岩 或 其 他 粗 质 岩 石上 的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通体 合 砂 克 较 多 , 常 无 构造 发 育 。 

FE PAI A ER BL LB (1,500 米 ) 森林 生长 密 茂 不 ,发 育 论 花岗岩 风化 体 的 棕 

色 森 林 土 剖面 性 驴 如 下 3): 
0 一 2 厘米 ” 汉 薄 落 茜 层 ,以 半 蔡 柑 的 落 某 霹 主 。 

2 一 10 厘米 ” 蜡 棕 亦 粉 砂粒 塘 土 ,植物 根 多 , 糙 持 县 散 , 徊 粒状 构造 ，pH 值 6.5。 

10 一 25 BOK fea RD RSBEL, MAKE, HAI, OR, pH 值 6.0。 

25 一 55 BK Beste, Hib See, BAe, IR, pH fii 5.5. 

55 一 80 厘米 ” 黄 棕 色 砂 粒 土 , 微 坚实 ,植物 根 极 少 ，pPH 值 6.0, 

从 上 面 的 剖面 可 以 看 出 , 在 森林 下 的 棕色 森林 土 有 枯 枝 落 革 层 , RIPE RR SHA 

1) 黄 孝 帮 \ 汪 安 球 : 黄 省 区 土壤 地 理 , 地 理事 报 20 4 3 19], 

2) 1955 年 格拉 西 莫 夫 院 士 初 步 观 察 意 见 。 

3) 中 国 科 学 院 土 壤 研 究 所 : 热 河 士 壤 调 查 继 结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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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ERE APPR Hh, BORER, A ALL OEE 
HSM GENDAD Hh AAR, LR, HAMS 

$88 
棕色 森林 土 中 表 士 伟 有 机 质 较 多 , 构造 良好 , 现在 低 稻 山 坡 有 的 已 经 耕种 ,作物 生 

长 水 好 ,但 因 多 分 做 於 山坡 地 ,防止 土壤 侵 创 应 鼓 以 恢复 森林 最 适宜 。 
4。 冲 积 土 ”本 区 冲积 十 可 以 分 需 石 灰 性 冲积 土 和 无 石灰 性 冲积 土 , 前 者 估 大 部 

分 。 五 灰 性 冲积 土 分 伤 於 华北 平原 、 诞 河 平原 及 黄土 高 原 的 各 河流 谷地 。 冲积 士 的 发 
FREE, 均 篇 沉积 不 久 , 大 部 分 均 已 耕种 ,腐植 质 含量 较 少 ,又 因 耕 种 情况 而 不 同 。 
部 分 冲积 土 合 有 可 溶性 旧 , 成 优 旧病 冲积 十 ,但 含量 较 少 , 河 没 有 过 到 旧 渍 土 的 程度 。 

冲积 十 的 质地 很 不 一 致 ,可 由 粘土 到 砂 士 , 的 成 因 是 奥 泥 沙 沉积 时 水 流速 度 和 含 
沙 量 大 小 有 关 , 一 般 在 水 流 急 速 地 区 沉积 沙 粒 ,水 流 稻 慢 的 地 方 沉积 粘 士 。 大 河 雨 岸 泛 
浅水 位 经 常 变 化 ,形成 砂 士 和 粘 士 相 夹杂 的 冲积 层 砍 ,各 层 欢 厚薄 不 等 。 例 如 自 1938 一 
1947 Se SEITE BTC EAT ELT RAPE HT ER, 全 剖面 旦 石灰 
反应 。 

华北 平原 一 部 分 较 老 的 石灰 性 冲积 母 质 ， 发 育成 需 原 始 褐 十 或 淋 溶 福士 。 沉 积 不 ， 
BATE DEMIS i BEBE“), AEE ERED AL, 没有 明显 的 构造 ， hoe 
VRECRS AM ORS, MLAS HLS. BEA 
Ta SRE HE AE EE BE ELIS LURE, SEE HH RA 
EG T G Blt ELEM EPL OR, 质地 粘 重 , 土 色 

图 1 河南 省 尉 氏 县 1938—1947 年 九 年 fal 2 河北 枚 城西 棉田 ,棉花 生 

BIZ PUR 的 石灰 性 冲积 土 厚 过 RRA REPRE, 生 

SAKA: 5 Beil 25 BE SRP BEA SE tL, 长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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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RANI. SEMICLBETE TRACER TG Le SE Ro FEB 

FHS MEAS PAS 5 HF CAS SAE ayy, BEE ASP ER a fe LT FL 

以 西 荷 泽 等 县 都 有 发 现 。 
石灰 性 耕种 冲积 土 利 於 农作物 的 生长 ,华北 冲积 土地 区 是 国内 主要 棉 粮 产 区 之 一 ， 

根据 许多 标本 的 理化 分 析 结 果 D， 腐 植 质 含量 大 部 分 低 於 1%， 有 机 碳 素 含量 低 认 
0.7% , BRB 1% 至 6%% 不 等 , 特殊 高 者 可 以 过 到 10% 以 上 。 矿 物质 植物 状 

分 含量 丰富 , 略 缺 气 肥 。 但 土壤 肥力 也 因 各 种 冲积 土质 地 和 其 他 基本 性 质 的 不 同 而 有 
差别 ,以 粉 砂 质 肥力 最 高 , 粒 土 的 肥力 较 次 , 砂 士 的 肥力 最 差 。 砂 粘 相 夹 成 层 的 石灰 性 
冲积 二 ,如 需 上 砂 ̀ 下 粘 的 层次 排列 , 旭 能 保水 、 保 肥 , 作 物 生 长 较 好 ; 反之 , 水 分 和 养分 

都 易 认 漏 失 , 作 物 生 长 不 良 。 石灰 性 冲积 士 常 含 矿 分 ,特别 是 在 地 旨 低 平 、 排 水 不 良 或 
灌 浙 不 合理 的 地 区 , 合 霹 汉 多 的 土壤 旭 成 需 则 靖 士 , 农 作物 的 生长 受到 妨 碟 。 

本 区 无 石灰 性 冲积 土 所 估 面 积 较 小 , 堆 星 分 做 於 山 谷地 带 ,主要 由 山地 和 丘陵 的 棕 
色 森 林寺 和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冲刷 堆积 而 成 ,以 山东 、 这 宁 、 热 河 \ 河 北 等 地 较 多 。 无 石灰 
性 冲积 十 所 含 植物 养分 较 石 灰 性 冲积 士 稍 差 。 农 作物 生长 也 还 良好 。 
5. 感 清 士 本 区 卓 士 主要 分 伪 认 河北 ` 山 东 和 群 北 的 滨海 地 带 ,在 华北 平原 ,黄土 高 

原 地 区 还 有 面积 大 小 不 等 的 厂 碱 士 雳 星 分 念 ,主要 是 石灰 性 冲积 土 中 万 分 积聚 而 生成 。 
滨海 地 区 有 广大 面积 连续 分 做 的 毛 化 物 蓝 土 , 蜂 分 来 源 主 要 是 受 海水 汝 溃 的 结果 。 

往往 一 灵 大 潮 以 后 ,原来 已 经 种 植 作物 的 田地 就 购 成 则 士 荡 地 。 在 近海 低 塞 地 带 , ela eS 
大陆 高 地 上 雨季 排水 的 集中 , 水 中 所 扩 有 可 溶性 芯 分 ,逐年 集聚 於 此 , 是 造成 晶 分 增加 
的 另 一 原因 2。 aT HEE aici ay, ARTE ai, HE Pk i 
管 作 用 上 升 聚集 。 土 层 中 夹 有 怪 硬 粘土 层 的 地 区 能 使 地 下 水 位 提高 , HT BR 
SAD VET AT BEE. 
MGM Lh BEE 0.5 一 5% 左右 。 BD RULONS, HERS LL, 

RAHN, ARE 4, FER STR ED 
HE ALB RAISE Ta ZB JA EE OP ELE , FEMME 7k eS AEB 

RHEE TATE ORAL; OK EER A, BE Pi 0 A 
SERB, FSH A 9 Ay BA IA) , AT A LAA, AS A LS 
EWA ii AECL SE HO REAT BE 

1) ADR SEAGER RESET, HEAL AE SER AS 6 号 , HEALS O RA HE RE TB 7 

Be , HEA CASED SAA EL eT | BR CAST BA SR, 

2) (LAT EES, 5 29 FL, IL A AR RE A, 1952 年 。 

3) FRB: MEAL a Hh SS 滨海、 洪 雪 四 野 咯 十 调查 报告 ,土壤 地 报 26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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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 3 VLD SAS 2a Te IER eR es Ft BES Bae EE 图 4 AL A SBR PU SSL PG 200 7 HE 

(EBLE) ( 席 承 藩 播 ) 

黄土 高 原 地 区 的 驹 渍 土 , 大 部 份 分 作 认 沿 河西 岸 的 冲积 平原 和 冲积 阶地 上 ,生成 原 

因 是 天 然 排水 不 良 或 者 灌 浙 不 合理 。 陕西 关中 平原 的 某 些 地 区 ，, 由於 灌 新 时 未 照顾 排 
TK, 使 地 下 水 位 升 高 , 土 中 原来 所 含有 的 可 溶性 卓 随 毛 粗 管 上 升 致 土壤 瞻 渍 , 现 已 有 部 
Fy nea oT AFAR BE 3 

MHRA, ABM OBL. BDL 

ARE), i EES RIS, BAN, Bi Te, BARBIE 
RE. SEMPBH, RE K, BOMRERL, PAE. 

6. 水 稻 土 ”水 舟 士 完 公 是 人 类 劳动 的 产物 , RN AE, TE / EAE 

种 的 人 条件 下 形成 的 土壤。 在 本 区 分 做 面积 不 广 , 见 亦 华北 平原 .天 河 平原 以 及 黄土 高 原 
的 河谷 低地 的 靠近 灌 浙 水 源 和 河 按 地 形 的 平坦 处 。 如 洲 阳 附近 、 北 京 西 郊 、 天 津 小 站 、 
定 县 等 地 发 育 於 石灰 性 冲积 士 上 的 水 稻 土 , 和 河北 篮 台 等 地 裹 碱 士 探 用 灌 浙 熏 排 水 相 
和 结合 的 斑 法 改良 而 成 的 水 舟 土 都 是 龄 性 水 稻 士 。 因 和 需 各 地 耕种 年 代 和 母 质 不 同 , 所 以 

各 地 水 稻 土 的 剖面 性 态 也 不 同 ,一 般 表 士 是 灰色 至 瞄 灰 色 , AER, ERE 

PAS, SH SES BRA, DRE, ERA | 
EVE TUE, EE POE BLL NA LAK LEE 

“bP PERE BRE PE LAK SL, 其 余 颜 色 较 淡 , AR 
AAAS, BRERA RE : 

此 外 在 丘 陆 和 山谷 中 , FL UR AS EBS BR I FD, EEE PO 
SPS HY Be, FAHY eB LL He, AYA ay PTR TRF LA BE HAA SS EK AL 

1) BERK: RRS BH BA a A RSE, EEE A 6 He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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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Eo Ses 

1 StSRHLR 黄土 高 原 的 土壤 ,除了 上 述 灰 褐 土 和 褐 土 二 主要 发 育 完全 的 

EGS, ATES A BA EI, 由 於 原来 已 经 发 育 的 土壤 剖面 已 经 

冲 失 , 黄 土 底层 露出 ,过 些 新 露出 的 黄土 层 , 因 乱 侵 创作 用 不 断 地 进行 ,得 不 到 进一步 的 

发 育 , RRM, 以 致 始 移 停 留 在 幼年 阶段 ， 至 多 发 育 坊 灰 褐 土 型 或 者 褐 土 型 的 土 

壤 。 它 的 性 质 是 和 母 质 的 特性 分 不 开 的 ,中 因 发 育 的 程度 不 同 , 土 壤 痢 面 上 部 的 性 质 也 

有 区 别 , 但 是 一 般 都 有 黄土 的 性 质 。 土 壤 自 淡 黄 到 棕 黄 色 , 土 质 轻 故 , 质 地 均匀 , 合 粉 砂 

粒 常 在 60% 以 上 ,多 属於 砂 壤 士 至 粉 砂 琅 土 。 BAKA RAPE AL apy 
A, SRM, BRT IL, aD, 黄土 千 持 疏 购 , BH 

状 构 造 , 具 有 优良 的 透水 性 和 一 定 的 持 水 能 力 。 但 因 表 士 构造 不 发 育 , 粉 砂 土 常 填塞 孔 

PA, 阻止 了 土 天 表面 透水 , IS BSE, FEAL, 它 的 碳酸 钙 含 量 一 般 在 5 多 以 

上 , pH 值 多 在 8 左右 。 以 上 过 些 性 质 都 充分 反映 受 侵 鲁 严 重 的 黄土 母 质 发 育 的 土壤 

的 性 质 和 黄土 母 质 相 似 。 根据 土壤 分 析 : 受 侵 鲁 的 黄 士 所 含 磷 、 钾 等 养分 路 逮 仙 富 , 但 

有 效率 很 低 , 闪 供 作物 生长 的 需要 。 又 加 以 氮 素 缺乏 ,含有 机 质 太 少 ,土壤 没有 构造 ,在 

春季 时 常 缺 水 分 , 所 以 农作物 产量 较 低 , 特别 是 土壤 冲刷 把 肥力 较 高 的 表土 冲 失 以 和 后 ， 
农业 生产 更 受到 极 大 的 影响 。 

在 灰 神 土 或 褐 土 区 另 一 情况 , 是 在 原来 发 育 的 灰 神 十 或 者 褐 土 上 重新 蕾 上 了 一 层 

黄土 性 物质 ,新 覆 蕾 层 一 般 厚 度 过 20 一 50 厘米 ,也 有 过 到 1 米 的 。 在 卫 东 、 陕 北 等 地 的 

振 地 上 是 由 於 长 期 施用 土 烤 (当地 农民 施用 次 肥 ,多 配 用 大 量 黄土 ) 和 黄土 、, 座 、 沙 的 不 
断 沉 积 。 而 在 丘陵 地 的 垣 口上 则 由 亦 高 坡 冲刷 下 来 的 沉积 物 的 覆 鞭 , 都 促成 了 埋藏 灰 

褐 土 和 埋藏 福士 的 形成 。 
埋藏 的 土壤 剖面 有 以 下 浴 项 特点 : (1) 表 士 和 和 被 埋藏 层 分 界 很 明显 , 表 士 颠 色 汉 

鲜 , 腐 植 质 含量 较 低 , 秘 埋 藏 剖面 的 上 部 ,颜色 较 上 , 腐 植 质 含 量 较 高 ; (2) 表 士 没有 构 
造 而 彼 埋 藏 剖面 上 部 则 有 良好 的 围 粒 构造 或 鳞片 状 构造 ; (3) RAS RRS, Be 
理 藏 层 剖 面 的 上 部 含量 较 少 。 目前 被 埋 藏 层 比 表 士 肥沃 , 只 有 良好 的 构造 和 俱 富 的 有 

ER, De ADT RA AE Wy WE , 但 目前 过 些 原来 的 土壤 剖面 ,不 但 因 埋 於 地 下 不 能 利 
JA, 而 且 由 於 黄土 层 的 覆盖 , 原来 的 土壤 性 质 已 渐 恶 化 , 写 的 构造 已 全 部 秘 破 填 而 伍 形 

1) eR SORA: ANT CG I, PORTA 10 月 号 , 1953 年 ; 马 深 之 :中 国 黄土 的 生成 ,地 质 葵 评 , 第 9 答 
第 207 一 224 页 , 194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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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 ,有 机 和 质 逐 渐 分 解 而 消耗 。 因此 , 经 过 埋藏 的 土壤 剖面 已 经 不 是 肥沃 的 土壤 , 它 与 

侵 鲁 悉 重 的 黄土 母 质 发 育 的 土壤 都 极 须 改良 。 

ial 5 TATA CRASS) x bal 6 $f lh 1 RRO A 
(RAS) (RABE) 

黄 王 高 原 可 以 分 篇 二 个 土壤 区 域 : KB hE AS AL BR, FS RB 

旱 , 主 要 是 乾 草原 。 BLAIR RES RAR AD, PRE mR , 原来 植 彼 以 森林 灌木 ， 

乱 主 。 分 界 稼 大 致 自 甘 肃 六 盘山 南部 、 陕 西 永 惟 梁 经 陕 北 甘泉 、 延 安之 间 , Ue Ry 

BA, 灰 褐 土 与 褐 二 的 发 育 和 剖面 保存 的 情况 主要 决定 於 各 地 开 又 晤 史 和 森林 或 草 

原 在 解放 前 丢 破 坊 CK LIE) 的 程度 。 

在 六 盘山 以 西海 拔 2,000 米 堪 右 的 黄土 高 原 山 冉 区 ， 在 丘 顶 稳 坡 上 灰 福 土 剖面 天 

部 保存 ,而 陡坡 则 侵 鲁 忆 重 ,以 黄土 性 土壤 篇 主 。 

ead alenisgie eet iae 上 的 土壤 主要 是 灰 褐 土 ， 是 大 部 均 志 埋藏 

fal 7” 黄 土 高 anti IRC 西南 永和 Qi SET SAN SRI VER HL AA AR SE oh 
ABET LAE) (ABE AME) (ARBAB) 





“ae Me: 
一 一 
a 

“ 

Ar TDP 一 Tege 

一 一 ee 

, ~~ 

; 
’ ‘ 

/ i 
‘ 

‘ 

’ 

7 

y 

% 

; “ 

en a m ' 
- 

‘ity : 

bd " 

is ’ 

¥ ie 
nm oh " e 

ay eo Ww 

‘ ‘ey ao 

\ in 

y ‘ f 

: » . 

' 

一 

= 

* 



gah) ee» SL ae . 69 

SAN , AE Se He LAE Yay ZF A EE EE A LE 
FEAL, HOTT SERED BEB, BT BE AY FE HEE AB LDL, RB 

Fr BiB Hi A RS I RB HL PAZ OE, SE he A 
BEAM. HRMS, AA io 

AA AUSE AS fA BE B01 LB HT A A SBME, 在 
HAE SES DIA AGS RI, PALER HR RI 

— AL A hh POR AAII 9 EEE BL, dO ag “BS? “8 
HH, BLAME, PRR, UATE RU TOOL 

Ce, an 
Ya FS DE AC ERB ih TE ARE LR LAL BOR 28, BIR, Bc, PHB BBA, 

HUE SLAG SHAT SES, A, HRA, 所 以 钙 积 层 
的 位 置 较 深 。 

黄土 高 原 两 个 土壤 区 域 的 河谷 低地 都 以 石灰 性 冲积 土 震 主 , 亦 有 莫 清 土 分 人 ,还 有 
面积 极 小 的 雾 星 的 水 稻 士 。 

黄土 高 原 雨 个 土壤 区 的 高 山 土壤 垂直 分 做 也 不 相同 , ERB AE 
HH se, FERS LARD, BE, PRESSE ASHI, 土壤 是 淋 溶 褐色 
士 和 褐色 土 ,在 阳 坡 莓 类 植物 下 需 山 地 草原 士 。 在 褐 土 区 的 高 山顶 部 仍 是 山地 草 旬 土 ， 
SESE PRE SARE AEE, BERS REESE SE PK EL EE 
黄土 高 原 土壤 利用 问题 中 最 严重 的 是 土壤 侵 便 和 旱 伙 问题 。 TOA, Be 

有 自然 和 人 篱 的 因素 。 堵 从 土壤 特性 方面 看 也 有 易 於 发 生 冲 刷 的 条 件 : (1) 因 黄 士 内 
腐植 质 含 量 较 少 , 没有 构造 ， KEIR EA BRAS; (2) 土壤 质地 均 
5, ADU PSA; (3) 黄土 土 粒 的 采 结 作用 主要 依靠 可 以 溶解 的 碳酸 钙 , 因 此 黄土 
的 分 散 速 度 比较 币 土 和 有 机 质 腰 结 的 土 粒 分 散 速度 快 得 多 (34 克 黄 土 在 水 中 进行 分 散 
武 验 需 时 2 分 24 fh, MHA ERE 4 40 HAMA 
的 土壤 须 时 7 分 )D ; (4) HEME BEER. | - 

士 壤 侵 他 的 防治 和 抗 除 旱 人 应 因地制宜 的 探 取 农 、 林 、\ 收 、 水 利 的 烷 合 措施 
2. 华北 平原 与 这 河 平原 的 土壤 华北 平原 竹 河 平原 的 土壤 是 黄河 、 永定 河 、 洽 

河 、 过 河 等 河流 历年 伦 黄 士 高 原 、 费 热 黄 士 区 域 和 河流 上 游 山 地 冲刷 搬 运 的 大 量 泥 沙 沉 
积 而 成 ,过 些 冲积 士 的 逢 对 年 岁 是 很 轻 的 ,而 且 是 各 地 不 相同 。 土 壤 的 发 育 阶段 和 发 育 
程度 在 经 常 遭 受 瓷 浸 的 泛 激 平原 和 不 受 水 浸 的 老 冲 积 阶 地 是 题 著 不 同 的 。 

1) WER ACRE: WT OCR Pb EH, BPR 10 月 号 , 195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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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RORY TEAR BE, SPIN, 偿 部 分 地 区 有 做 修 起 估 ， 广泛 地 分 
oes ere ci ese a oe me 
fe SIAR A Os Det Be, Fs SS 0 HE SLT 

, es REPRE ER ee 
和 人 工 江浙 而 形成 的 水 舟 士 。 土壤 极 大 部 份 都 经 
过 精密 的 耕种 ,是 我 国 主要 的 农业 区 域 。 土 壤 侵 凶 
除了 河岸 侵 鲁 以 外 一 般 是 不 显著 的 。 

在 黄河 两 岸 和 河流 以 南江 群 黄河 故道 两 岸 , 永 
定 河西 岸 ,图 河和 其 他 河流 沿岸 都 有 沙丘 分 依 。 沙 

aah Ae) ae 
Cec) Be FORA sre BES, OF IK, Bh ate HE. 

{i SNR Hom MEER, PAR Ee — DL ko 

图 10 PAYA BABI FS CCR Te ASAE 图 11 PTL SR PER) A ZEME 2 一 3 yb se 

(ik Bedi) (HR Rte) 

Ly Trp AE Bg AS LIS RAS ede pe AE Hh, HERS HBS STORK, 1 AR 

EE FOCAL. FEAT LR SLE AL ZB ee, 

SAL A HBB ASO HS i LE SETTAB ICE, SIN SERA, A LA 

WL 

淮北 冲积 平原 位 於 黄河 大 冲积 局 的 南 去 , He SS RE, ZERO RK BOE He BEAR. 

BARB. DEG. BB aR Ree, ea PL BED 
ffi, 19381947 EHF BMH A BLEAR ARI AETHER. HUGE AI 

两 河 之 间 的 分 水 高 地 。 则 有 原始 褐 土 的 发 至。 



fe) RB a ee 71 

沿 淮河 一 带 平坦 的 泛 涨 平原 上 , 主要 是 石灰 性 冲积 士 、 ARIA DEO AL, 
ABORT, ATS ORE EG RL HP 
+, 

PE IDE DME AS Sa, eA, SR, ERAS 
SEE, SHED, TAL LE Re 
ELAR AEE SE, CER 
的 平原 上 族 士 生石灰 性 冲积 土 错 综 分 人 ,部 分 低 尘 
HATES fa) AEB , 

He 1L7B A AIMEE JR AY EE BE Ae 芋 、 
HE AEE RR, DE EB 
FU IRELAND RRR 
农作物 生长 的 需要 , 使 农作物 产量 受到 一 定 的 限 
tl, 需 了 消减 春 早 现象 , Bnew 1, ia Oe a Ses 
6), 226M HW SESE EA RSE ADE AR AYRE «2 SURI URL, 

MH TED (f& =a) 

iil SE , RAE TE LRAT Bb. 
He Sh, SRA PAPE AM LAE RL) i ERT Lc BPD, De Fw 

的 肥力 提高 问题 也 很 重要 。 
3 山东 守 岛 和 和 这 东 中 岛 的 土 直 ”山东 中 岛 以 丘陵 山地 需 主 ,丘陵 地 带 入 棕色 森林 

EASE, LE RIE, 山坡 土 壤 的 土 层 较 浅 。 泰 山 等 陡 峻 山地 的 棕色 森 
林 土 剖面 已 大 部 被 冲 失 ,目前 多 需 石 质 粗 骨 ， 河谷 以 无 石灰 性 冲积 土 需 主 , 石灰 性 冲积 

和 

fal 13 “ARR ATI fal 14 «| BEAL MEP Bie REE Hh FY AL AK, 

Ta tr HEL Bi RAT Wil eS Zhe pe Se BES TAY Se TAT HCE 

Ti ARE SER BK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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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Z, (RE ARH PRES PAL, SR BLS EO 

CREB LRU BLICRKLSS, BARRLE AH, tee, 

JSR EA, SSE HEA BK AA SE, BE AE ARE PE TD ERA 

SAIC A Ta OTH AE | 在 低 山 丘 陵 地 带 由 片 麻 岩 、 片 岩 等 风化 物 所 发 育 的 棕 

色 森 林 土 分 佑 也 很 广泛 ,河谷 地 带 则 有 水 稻 士 和 冲积 士 成 狭 条 状 分 俯 。 此 外 ;在 千岛 南 

端的 石灰 崖 区域 有 玖 遗 的 季 色 石灰 士 。 在 千 山 山 版 较 高 山 案 (海拔 500 一 600 米 ) 也 还 

有 灰 化 棕色 森林 士 。 

山东 定 岛 和 这 东 中 岛 棕色 森林 士 区 的 丘陵 低地 多 种 植 精 耕 作 物 和 划 榭 ,产量 很 高 。 

但 因 天 然 林 早 已 砍伐 殖 画 ,而 在 反动 翘 治 时 代 不 注意 造林 , 赫 歼 的 坡地 侵蚀 严重 ,因此 ， 

封 山 造 林 防 止 侵 盆 挟 进一步 提高 耕 田 土壤 肥力 是 本 区 士 壤 利用 的 主要 问题 。 

4 华北 山地 的 土壤 ”华北 山地 包括 费 热 山地 太行 山地 等 ,一 般 高 度 在 1,000 米 至 

2,000 米 之 间 , Harts SES td A Eh 

Ly Hi — A Se EG TTF SEL ARE RE RE 

PAR, — BP RAE BARE. AE EER, see eeepc ae 

ip, VEAL. (AL LS EP AL AR), SE 

fy ie EA Se 

PA ay re ABA BELL , HSE 2,100 K, eR Hh A WIA 1,400 KR BSES 

杉林 和 落 革 林 下 发 育 的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 RARE KK, 生长 着 茂盛 的 草 类 , 表 

士 常 蕾 有 厚 层 的 腐植 质 层 。 1,000 一 1,400 米 的 棕色 森林 士 , ARTIS AR 

旺盛 ,表层 有 闭 薄 的 枯 枝 落 革 层 。1,000 米 以 下 是 棕色 森林 土 及 淋 深 褐 土 , 山 间 谷地 ( 海 

拔 600 米 ) 是 冲积 士 。 

虽 梁 山 有 版 高 山顶 部 是 山地 草 名 土 ,其 下 是 棕色 森林 土 ,在 局 部 高 山 平缓 不 还 有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 再 下 是 褐 土 。 吕梁 山 有 版 南北 部 土壤 稍 有 不 同 ,南部 高 山 未 见 灰 化 证 和 灰 

HARE ARB Eo 

Tay oS HS 1 LL HS WKAR, DA BOSASSE, IEMEA HER A/S, BS LP 

层 的 棕色 森林 土 , 一 般 仅 40 ERA EERE. Pa Re ah, OAT 

瓯 余 的 棕色 森林 土 遗 留 着 , 山 芒 是 典型 褐 士 。 

非 北 山地 林木 多 和 被 砍伐 ,土壤 侵 鲁 进行 比较 表 重 ,如 河北 西北 部 的 山地 大 部 都 是 重 

掉 漆 装 ,目前 需 防 止 土壤 冲刷 兹 增加 山区 生产 订 以 封 山 青 林 恢复 植 彼 篇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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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地 理 

SEI AMMAN, OA RE MA, SRS EI, A 
EAI MEHL A. HEISE, SL, Bek RK 
草原 估 本 区 大 部 地 域 。 森林 树种 以 落 革 关 革 栅 坊 主 ,其 中 杂 生 少数 人 针 华 榭 。 本 区 西北 

— FAREED, HUES AEDS, 森林 不 能 发 展 。 如 与 其 他 同 舌 度 地 区 相 上 比较 , 旭 气 候 
熏 植 物 的 天 傈 更 震 明 显 。 欧 洲 西 班 牙 南 部 和 地 中 海 冬 雨 夏 旱 , 形 成 了 硬 革 灌 木 乍 落 ,日 
本 南部 ,冬季 所 受 乾 冷 的 影响 小 ,植物 发 展 篇 亚热带 关 革 常 季 林 。 

Ha PE IAS ESR, CP HDR JAH A I RES RE BOL SAR EE 

HEHE HER TEET A RH BERR, SOP ABO. 草原 以 禾 本 料 、 豆 科 和 
GMB, WALA AMARA, 让 在 低 平地 的 嘱 齿 士 上 , SARAH 
ty. 海岸 和 内 陆 沙 地 上 的 植物 种 类 也 与 其 他 生活 环境 不 同 。 HBL, CL ae 

fe BE HA BREIL Pitt, Be a BEG FT IF BS FB 

BES SSE FS AE ey YH BSE A EE RL, AR A FS 

其 他 地 区 不 同 。 Wm Es EA BASRA ee RB a; IB 

Se Hb D7 SEP TE AL AB A, ERE or ie 的 植物 外 ,有 不 少 

东北 区 的 植物 。 

华北 山地 较 平 地 需 混 油 ， 北 坡 的 植物 较 南 坡 繁茂 得 多 。 BLAS BRS, 低 而 
DEWAR: 

照 上 文 所 述 各 不 同 地 区 的 植 丢 情 况 , 辈 北 区 的 植被 分 震 黄 土 高 原 、 .二 华北 
山地 和 鹏 东 和 仁 玫 东 定 岛 四 个 亚 区 ,分 别 瑶 明 如 下 。 中 

oe | 

nie 黄土 高 原 . 亚 区 

本 亚 区 的 范围 与 地 形 上 的 黄土 高 原 一 致 ,但 区 内 各 山地 (吕梁 、 管 小 、 恒山 、 五音 、、 
太行 ) 另 成 一 区 。 高 原 大 部 海拔 在 1,000 一 1,500 米 之 间 , 在 各 亚 区 中 ,寒冷 乾燥 最 需 旺 

” 著 。 植 物 的 种 类 路 然 与 华北 平原 大 致 相同 ,但 更 富 认 早生 性 质 。 由 帮 数 千年 来 不 合理 
的 农业 经 营 ,原生 植被 玖 留 极 少 ,次 生 的 植被 也 因 检 探 和 放牧 过 度 , 分 佑 雾 散 。 

本 亚 区 西北 部 篇 乾 草 原 , 东 南部 乱 森 林 草 原 。 和 乒 者 的 森林 也 玲 无 余 留 ,即使 有 次 生 

ABE BRK, HR URN RELL, SEL FS, RES ee, 在 河谷 低地 也 有 权 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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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o BORAT PE AC AAR HACE, SERRA, AD SU AES 

DUP eI = NE ea + 海 
1 高 原 丘 陵 地 区 AHEAD PHM RR er Hy I 

AMAA 2, PRR. 植物 极 受 地 形 的 影响 , AR 
例 ,分 述 如 下 : 

G1) Rish HHP PR, 乱 主 要 的 农 产 区 。 农 作物 以 小 族 需 主 , KE BHS 

FER , (AYRE SHG IO) , 在 沟 坡 和 不 能 开 歼 的 交道 之 间或 有 些 荡 庆 地 面 上 ,有 盾 旱 性 

草本 植物 。 董 志 震 的 植 彼 因 朝 向 而 不 同 。 阳 坡 以 白 草 (Andropogon Ischaemum) EB 

植物 , Sz HEM AAAS (Stipa bungeana), Wp BNEAAR (Cleistogenes serotina), #i 

PAAR (CC. squarrosa), FARES (Astragalus scaberrimus), WRB AG (Aster 

altaicus) , BRR (Lespedeza dahurica) REEF, MBE (Artemisia sacro- 

rum), FABRIS (A. capillaris), Wri (A. frigida) 等 ; EROS ER (Arundinella 

 anomala) FIA ESE CEB, MATH (Elymus dasystachys), WIR (Glycyrrhiza 
uralensis), —3U2:0825 (Potentilla bifurca), 麻黄 (Ephedra equisetina), 2 
(Rosa hugonis), Af > RAGA GOH, Str REE Le ARSE, A 

— BSH. VEHEAR (Zizyphus jujuba var. spinogus), IF Rl (Sophora 

viciifolia) , BR) (Hippophae rhamnoides), FatXAR (Prinsepia uniflora), RI¥R (Lycium 

_ chinense) 等 有 刺 灌木 出 现 。 

sit Ay ZB, ARK, 野 古 草 等 ， BATHE PX, BAT PEAR TE SAR 

优良 的 保持 水 土 植物 。 局 核 木 根 深 过 4 米 , 耐 旱 ; SETAE AL PE, AES Wade ite FR 

”地 上 ; 酸 刺 和 猥 牙 刺 耐 旱 性 给 ,都 乱 当 地 保持 水 土 的 有 效 灌 木 , 宜 促进 其 生长 和 发 展 。 

O) Fi EMAL IER, ZNO TERE. Be 
ACRE a YH) ADE Us FE 1 SR A a& lee BEDE 5 TA ALAS SBF , BA 

ALP HBRE HS BBE SE EA. Fi DAKE ee SU a, ABS OS 耐 旱 、 耐 风 种 类 ， 如 

WG APA AREAS . 白 草 、 鬼 箭 草 (Stipa grandis), JAZ (Pennisetum flaccidum), 

地 椒 (Thymus mongolicus) FIZ BE lo EARL PEE (Caragana microphylla), 、 麻 黄 、、 

SFR A HAL (Pyrus betulacfolia), % 1% (Syringa oblata) 等 。 在 更 高 塞 的 
地 区 , 除 上 述 的 植物 外 有 沙 芒 草 (Elyerigia arenaria), #ETEH (Agropyrom semicosta~ 

tum). tH (Elymus pseudo-agropyrum) , PiwRE (已 。daparyzica)、 香 茅草 (Hierochloé 

odorata) , {3% (Vicia amoena), FE %4 (Medicago ruthenica), #4 (Corispermum 

sp.) Fo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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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 丘 陵 地 区 的 权 木 , PERC, BORER. 常见 的 是 旱 柳 (Salix 

matsudana), 7\Ha] (Populus simonii), 754% (P. cathayana), PHA (Thuja arientalis) , 

Rt (Ulmus pumila), 3 (Morus alba), #%& (Sophora japonica), 54 (Ailanthus altis- 

sima), JKHK ( Catalpa Fargesii), ¥E4% (Robinia pseudoacacia) 等 。 

AAS STE AANA J AEH AAS LEE A Hi 2% as: HB ne EE, BE 
(Suaeda ussurisensis), jee (S. glauca), AHI) (Nitraria schoberi), BRR (Achna- 

therum splendens) 等 。 

ie — [oe BE Be YR AG Ti A) Ee AA) , HEI BFS , UR SB CSS, PR EERE TE Bk, 

To AE Hh EE SR SKA TE. RK RBA ES, Ree 

ES, BSE BAA BERK , PRES EAE Die. SHARC RRERO De 

FE, SEF HT AE AE Dh aE A I) Bp EEE FY WHE SHS FR PK EZ. 

fl Btw 3E Hh Sa eC LA RR WOE Ha, 

PAGEL OF LL BELL 山上 都 有 杂 木 的 幼年 林 , 当 地 称 乱 “ 梢 林 "。 梢 林 的 成 因 可 能 因 

地 形 关 傈 ,夏季 能 受到 混 油 空气 ; 或 者 由 於 土地 休闲 较 和 久 ,林木 渐 得 院 复 。 梢 林 一 般 是 

次 生 混 交 林 ,树种 不 多 , 估 优 缉 的 以 山 杨 (Popzxlxs Davidiana), 3 524 (Quercus liaoton- 

gensis), ERE (Betula chinensis) 篇 主 。 此 外 则 有 侧 柏 、 刺 柏 和 油 松 ;数量 不 多 。 在 黄 尼 “ 

山 和 子午 簿 , 油 松 在 局 部 地 区 有 成 纯 林 的 。 其 他 树种 有 胡桃 枯 (Juglans mandshurica) , 

Kt. SER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24, REA ME (Carpinus turczaninowii), ER 

(Quercus aliena) ,#¥ (lj #E (Crataegus Maximowiczii) & , YEA TEE ERE (Ostryopsis 

davidiana), (RR, $87 RIS, 后 二 者 往往 集 生 , 评 保 土 和 改进 土壤 方面 有 一 定 的 作用 。 

FE YB Fe. PE HT EPG Es AN  (Themeda triandra) 成 片 生长 。 

Sb oF“ 28 , HOT RE, RAED) EI ER AR Kee. Hh 

FEAKAR EE , HEAR FOE ARH RIE, PKR AB RE IES 3 2 全 全 二 的 

自然 环境 的 一 个 示 秀 地 区 。 + 

IW 风沙 区 陕 甘 北 部 与 沙漠 连接 , 可 称 风 沙 区 。 serene 
纤 , 区 内 草原 类 型 的 植物 ， BUMS Mi, TD) HAE a BN BEY) SE BS 流动 沙丘 上 植物 不 易 生 

长 ,即使 能 立足 亦 稀 杖 不 成 举 落 。 ERATE, WIR (Artemisia salsoides), 
(A. sp.), Wit (Psammochloa villosa), YW (Agriophyllum azezazitz2) 、 沙 芥 

(Pugionum carnutum), 8 (Juniperus chinensis), Salix mongolica, jy (S. 

cheilophyla) 等 , HHRMA, BA EWRMEBRHD. WEREUR, ERK 

黄土 上 的 植物 , ko HE BE (Berberis Poiretii), FE(E, 33% (Morus mongolica), KB 



fa DP hw» 77 

(Atraphaxis mandshurica), PEREELZE (Rhamnus erythroxylon), PRR, BB. RA 

(Olgaea leucophylla), AX AES WY URAAR. 

篇 了 防止 流沙 , 陕 北 已 在 营造 一 条 漫长 的 防 沙 林带 。 在 流动 沙丘 地 点 ,以 先 植 固沙 : 

植物 篇 宜 , 如 沙 柳 、Saiix zzomrgolice、 检 等 ,人 条件 较 好 时 改 种 旱 柳 ,水 桐 和 其 他 树种 。 

在 风沙 区 中 有 课 龄 潍 地 Cen BY RE), SE BEA BS RSE ARE 〈Opbiomne 

sibiricum), JRE (Chenopodium glaucum), APE (Tamarix juniperina)、 海 乳 

Hi (Glaux maritima), #RR (Crypsis aculeata), BREE, 

此 外 , ARG APR CPi eo N AE LL, SRE) 17S RAE RARE. St 

SERIA FAT (Picea neoreitchii), F242 (P. asperata), thes, HELLS (Pinus armandi) 、 

BUAAAITGA (Juniperus chinensis), 323% \i5) RRNEEA EGOR, RE (Betula japonica), 

BORE DI Be i Jt_E ACS A, 

本 亚 区 东 和 与 华北 平原 相 接 , PR A A RS A. RTH AW 

类 也 不 少 。 ko vx. EAE (Eurotia ceratoides), BSSEE (Peganum harmata, P. nigel- 

lastrum), HER) (Zygophyllum xanthoxylum), wh (Ferula rigida) 等 。 本 亚 区 的 

FEAST RAR, PE, RI EK (Rosa xanthina), TRG (Swainsona salsula) . 

” 秃 瘤 花 (Dicranostigma leptopodium), Fixit (Buddleia alternifolia) 等 。 

本 亚 区 植物 种 类 只 相当 少 , 然 有 不 少 可 次 利用 的 经 济 植物 。 果 榭 类 有 梨 \ 杏 胡桃 、 
HS. TEA A RAC FH Ro (Malus baccata) ALE. BAG 

AH BS SEE BUH. TECHERE A 22 VS SR AR, FY EE PEE ED a at 

eA SLR (Erodium stephanianum) 等 ， 重 要 的 更 用 植物 有 甘草 、 党 参 (Codonopsis lan- 

ceolate), 3 (Astragalus poarzgtcpy)、 麻 黄 、 泰 苑 (Gentiana macrophylla) 等 。 

二 、 华北 平原 . 疼 河 平原 亚 区 

本 区 包括 磋 北 平原 与 这 河 平原 及 其 周围 200 KUL FAVE, tPA BMG. AE 
MARA AYES AEP, Hh eB 
ARTEL BBC EA RAH, EC SR ARTI, PERRI TETE RMI, 

MEH ATOLL AAMAS (Pinus tabulaeformis) , SEHK MR (Quercus denta- 
ta), BEE (OQ. variabilis), FREES, BAL RR. ARES (Fraxinus rhynchophylla) , 
BAL (Acer truncatum), (bk (Prunus davidiana), HALE BA. 在 广大 平原 
LAA RGRAY TP PA: SLA HK (Catal pa bunget), FE (C. ovata), &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HE (Cedrela sinensis) 、 检 等 。 在 低 山 阳 坡 上 , ABU FUN A (Junip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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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nsis), ‘is (UBSYEA-A PRR HIE (Vitex chinensis), (PE (Crataegus pinnatifida) 

FB te SAE , ko ASE (Rhamnus davurica), RAZ (R. arguta) 等 。 河 流 两 岸 有 毛 自 

4% (Populus tomentosa), 7H, FFE (P. cathayana), jaAL#S (P. hopeiensis), FA,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 RRRAMSAY, SRRBMRILA, RAZR, 

草 (Agropyron chinense), BABKAR (如 Elymus dahurica, E. sibiricus) BEER 

ke WOE A ASE. RA ie Fe , AOE IS . SEFE (Artemisia annua), 

Sis (A. scoparia) Fo WKELAE (Ammannia baccifera var. viridis), GAH (Andrachne 

chinensis), FSR Cris ensata) BRR. 

PH Te ea AS FR, FRSA A, FERED LA (Carex 

Robomugi), Y& (Glehnia littoralis), VijexE (Calystegia soldanella), 7% (Ixeris 

repens) SS, USEF AVEER DA UESES (Salicornia herbacea), PRE, WEE. TRIB (Aelu- 

ropus littoralis var. sinensis), == 4438 (Scorzonera mongoliea var. putjatae), AZE 

(Statice bicolor) 等 。 除 海岸 外 , 117A ak SA hh A Re, Ae Yay HS A Rh HH 

(EEE HUE , HE STS AEE SAGA) , HERES. RLS ATL, 18 i 

tt (Artemisia anethifolia), FHKE (Astragalus adsurgens), BY I) (Polygonum 

stbricum) , PEAS), BME LE RRL (Halerpestes ruthenica) , HSB (Scirpus mari 

timus), 72% (S. lacustris var. tabernaemontani) 等 。 

SE 16 7B ra a BA Hh, 其 上 的 植物 种 类 甚 少 , BEE PRAT WE ah 

‘A (Corispermum puberulum) 、 He gies (Chloris virgata), Fi ¥ (Digitaria ischaemum) , 

fe 2 (Tribulus terrestris) 以 及 牛皮 消 (Cynanchum chinensis), ®f#a%= (Solanum 

septemlobum), 42 (Imperata cylindrica) 等 ， 它 们 都 是 良好 的 固沙 植物 。 WHEE 
宕 部 分 常 有 话 龄 土 植物 生长 。 

以 上 是 本 亚 区 最 常见 的 植物 , 也 是 华北 一 带 的 代表 种 类 。 其 中 油 松 更 可 认 篇 是 蔡 

TERR ASPB, LEONA ~(Ulmus mandshurica), BR (U. japonica) 等 则 自 东 北 

BA PR MS TSA ER, FIRES (Lepidium latifolium), BAH 
AE. AREA i 25 AE (Orychophragmus violaceus), FRU (Gly- | 

cyrrhiza echinata), S43 (Incarvillea sinensis), FRZZ% (Statice bicolor), Wace 

(Juglans hopeiensis) 等 。 . 

AQ Ge [ee BE A RA RR HE SES RP BIR (Pyrus bretschneideri) 和 秋子 

BX (P. ussuriensis) MIAR. RAPS BH inte , WE BR LAE (BEBE) SE. BE 

CAE S8e) . Fi A HAE FS He Wh ee FEE AY BE (Castanea mollissima) , HAPK (Jug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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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gia) 、 查 等 产量 很 大 。 

=. IEW Hh ee 

ARTE ta SO ATT A I A, BR, RI, Re SUH RRS 

Ah Ly , os STE 3,491 OK, 其 余 一 般 地 都 在 1,000 米 以 上 。 山区 气温 较 低 ， 

雨量 较 多 , BRECK, 植物 生长 比较 有 利 。 人 类 经济 活动 的 影响 较 小 ,天 然 植 彼 保 留 的 
SEAS MNES. 由 亦 土壤 水 分 和 空气 湿度 的 不 同 , 南 北 坡 植物 有 显著 的 差别 。 BE 
乱 乾 燥 ,所 生 植 物 不 如 北 坡 之 茂密 ; 北 坡 较 浊 尘 ,以 中 生 植 物 的 居 落 乱 主 。 

出 地 的 原始 植 彼 以 夏 和 绿林 篱 主 。 目 前 各 山南 坡 大 多 生长 禾 本 科 、 菊 科 、 豆 科 \、 莲 草 

A. KBE EBA ERAS 5 北 坡 则 有 成 片 的 森林 ,以 小 五 台山 一 带 篇 例 : 因 高 度 

不 同 , Hi RABI ho 南 坡 在 1,000 KRUPA RMB, WARD, DRS 

(Rhamnus parvifolia), RE (Corylus heterophylla) , BRAS; 1,000 KOALEAE 

AEBS. ALAA PHB: (1) 1,600 KO PERAK, SRE He 

AGF SEB a BE, LE ER UE EA SEA (Fraxinus chinensis) , 

. # HH (Carpinus turczaninowii), fA (Acer mono), tK (A. truncatum), 7 HERR 

¢ (Tilia mongolica) , PRK (T. mandschurica) “ERA BERS, Leh EERE, GQ RE(Betula mand- 

schurica), WAG. BBE BEE RC RASH A ADR ABU PK, 林 下 灌木 的 种 

类 很 多 ， 主 要 的 有 丁香 (Syringa amurensis var. pekinensis, S. villosa), [E\#EMAER 

(Spivaca trilobata), H\AEF (Lespedeza bicolor), 、 小 花 省 朴 (Deutzia parviflora), = 

PAE (Viburnum shensianum), Ate (Lonicera pekinensis), PR (Cotinus cog- 

gygria var. cinerea), FWXE7K (Abelia biflora), #£3\| (Rhododendron micranthum) 等 。 

TMA EE (Carex pseudo-lanceolata, C. pediforims) , 87 ERS. (2) 1,600— 

2,500 KEEFE, PLAGE 1,600 KE] 2,500 KAA Mh He AS 4 2 SoA AS cs 

FEC, HRS, HAT RS, 共有 少数 准 杉 (54S) (Abies nephrolepis) , VERE é 

i fii 2,200—2,500 米 的 一 段 。 ESET 一 种 ， EUBEALYARERS «(Larix gmelini var. 

principis-rupprechtii), BAZ. BRMKTMDBRRS, HAAR, BS (Lonicera 

hispida, L. coerulea), fe= J (Syringa villosa), E3EGRERA (Spiraea pubescens) , 

£5 (Ranunculus propinguus), 4 iE (Trollius chinensis), Fy 4L4E (Cerastium 

Limprichtii) 等 。 云 杉 是 队 性 树种 , 落 革 松 是 阳性 的 , 所 以 云 杉林 相 玉 开 , KER, 

革 松 林 则 上 比较 开 旷 。 极 端 区 于 的 云 杉 林 下 CETERA DBR WE EAGER 

林 破 壤 之 后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樟 、 杨 酝 落 , 樟 以 白桦 , 币 梭 (Berula albo-sinensis) 、 蔡 樟 乱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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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 WW ABB, WESSEL (Salix Wallichiana), FAEWHK (Sorbus pohuashanensis) 

SE SHE PKA _LAR EDA RAR RR. (3) 2,500 米 以 上 篱 高 山 草 原 , 茂 蜜 的 草地 以 禾 本 科 的 

短 草 篇 主 , MUSE BENG. BSE. BOGE, REE ASS , REBEL, BRA 

eo REA) ALES AD, kOFBE BE (Papaver nudicaule), KI-B (Polygo- 

num viviparum) Fo FAI] RA AR AY xe Se WL) , WR 2,300 米 , 自 山顶 至 1,500 KBB 

落 革 松 林 , 以 下 篇 松 棕 林 。 

从 以 上 所 壕 ,可 知 本 亚 区 植物 在 种 类 上 以 华北 成 分 需 主 ,也 有 永 北 成 分 (如 胡桃 砍 、 
糠 概 、 平 榜 等 )、 蒙 古 成 分 (如 酸 刺 /和 古 北 极 成 分 〈 身 蛋 黄 、 珠 芽 划 )。 主要 的 特有 植 

WAS HL BEAENK (Sorbus discolor), Fite HK, BEBE, RSHHE, AER (Fraxinus rhyn- 

chophylla) , BEEF (Ostryopsis davidiana), PERAK (Ostrya Liana), BE UIE (Hyd- 

rangea Bretschneideri) , K#EYZAHE (Deutzia grandiflora), 7>3#2 ]& (Syringa pubescens), 

锦 带 花 (Weigela florida) , At 3e32 ba (Evodia Daniellii) , #6 KERR (Myripnois dioica) 、 

小 革 鼠 李 、 北 京 虎 耳 草 (Saxifraga pekinense) 等 。 

本 亚 区 是 奉 北 区 植物 资源 最 仙 富 的 所 在 ,上 述 的 云 杉 、 青 杆 、 落 革 松 林 搓 讼 击 , 能 耐 

WA, IER A BRAS DUA HK. She. a, BURR AE IE 

耳 要 、 色 木 等 也 各 有 其 经 济 价值 。 山区 出 产 的 药材 有 数 十 种 ,其 中 价值 较 高 的 如 应 黄 

(Ephedra sizicza)、 大 黄 (Rheum officinale), ${E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BH, A 

StH O Pin PAR CBE, RELL BR AAT LR ER A: ET — , FR 

BATE AAR SE BARR VS, RAR, ints ARE, 

oe. 

ABEATRARMEED ike, FSB, (UE HAA a, | EPA 

重要 的 有 山 杏 (Prunus armeniaca), (WP. FEB8. WR (Pyrus ussuriensis), WHF 

(Malus paccate)、 出 樱桃 (Prunus tomentosa), 4h 2= (P. humilis), UH, BE (SS 

子 Diospyros lotus), BBB. AIA (Ribes mandschurica) 等 。 

四 、 BRP ey EP De 

2A HS AB Ly HB 2 SLA AP BRS AS De RL BE A BB, WE 
RAM WARE. AAG ENE hb, CME Oe, SEN OSA 
FIAT SEPA Me A EH, ETP Sa AE EE) ABR ERE Tk 
度 和 水 份 条 件 都 比较 有 利 。 

天 然 植被 是 夏 称 林 , 树 种 以 松 、 机 需 主 。 日 本 赤松 (Pinus densitlora) 篇 本 王 区 的 标 
WA, EG LACAN. MIRAI HUME (Quercus serrata) F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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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ER, REP HEATILA ASAT HAS (Pterocarya stenoptera), BR PIPE (Lindera 

obtusiloba) , 7EHK (Sorbus alnifolia), [R|A2tRHR (Tilia amurensis), MR, KIERES. UE 

A ku WE (Callicarpa japonica), YIM HLL (Clerodendron trichotomum), 局 担 标 

(Grewia biloba var. parviflora), E¥R4E (Styrax obassia) , FAVE (Celastrus orbiculatus), 

以 及 其 本 植物 如 葛 芯 (Pueraria ou agee eee AC (Cocculus trilobus) “417576 Hh 

所 共有 。 

森林 破 于 合 揭 范 坡 上 , 早 性 灌木 如 酸 带 、 章 条 (这 东 只 见 认 极 南端 )、 胡 枝子 、 灌 林 
R—-BERK (Securinega suffruticosa) FAH FETS RUD BE FRR wea Hh Se PHD , 

eo BB FG SE 钾 敛 明科 等 都 与 其 他 地 区 相同 。 

胁 东 有 些 植物 见 於 华中 区 ,而 篱 华北 区 其 他 地 区 所 无 ， 如 餐 类 植物 中 的 多 裂 、 革 凤 

EWR (Pteris multifida), ZHEAZE (Cyrtomium falcatum) , #3 (Phymatodes hastatus) 

(RARER) 4045 BEB REAR (Davallia bullata), HS PALI Hi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Hg BFA KU (Paederia Rs > AREA (Ulmus parvifolia) 和 

RESERS (Aphananthe aspera) 等 。 HERE RABRS PALME, ke (Populus 

Madtmbaiicuil). TR4S (Alnus japonica), ARE (Betula costata) 、 阿 穆 泵 小 辟 (Berberis 

— amurensis), BBE (Prunus mxaimowiczii), PI2= (Prunus padus) 等 。 许多 种 类 的 

Ay Vi , AK AAS GE Ee AY Ab ALS AL BS, oS BABE RGAE OR, REE SA (Symplocos 

paniculata) 、 杠 柳 (Periploca sepium) 等 。 BOREL RAIA RAMDER ERIE 

金 银 木 (Lonicera Maockii), -- Sih (Teffersonia dubia), t-F+# (Mukdenia Rosii) 

EMOREAU EES (Pinus tabulacformis var. rhukdensis), WE LRH 
(Camellia japonica) 和 附近 所 见 的 黄杨 (Buxus sempervirens), Tl RB-ELES AFR 5 Hifi 

物 。 

青岛 地 区 允 去 经 过 人 工 造 bk, ERKER BE. SRAM BA AIR, BE 

(Pinus Thunbergii) 、 检 和 洋 枫 。 

ATER MAES TELE, RIRE REMAN (Quercus acutissima) 1 
JE, WA DEEN EL —, 不 但 栽培 种 类 和 品种 的 数目 很 多 , 而 且 野 生 果 
RICE AD RR, 但 是 在 农村 径 济 中 估 重 要 地 位 的 是 世 果 和 梨 。 蔬果 主要 
orf Be He (烟台 西沙 旺 , 栽 培 论 海 渡 地 的 生长 也 很 旺盛 ) , LEAP EPMA 

Uy ARB Hs, 这 东 守 岛 以 复 县 和 盖 平 雨 县 栽培 最 盛 ,此 外 新 金海 城 \ 旅 大 营口 也 是 产 

理 。 梨 的 主要 产 区 在 山东 莱阳 , BAR RK, SPE EPI AUP AP EAS, Ai 

萄 亦 篇 主要 果树 之 一 。 许 多 地 区 , 果 档 的 栽培 成 乱 农 民 的 主 业 。 野 生 果 树 有 山梨 、 常 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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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us betulaefolia), WF, (Prunus persica), 4EXL (Malus pruinifolia), (lj, 

BE 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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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 地 理 

华北 区 在 动物 分 布 上 ,一 方面 伍 东 北山 地 森林 及 蒙 莉 草原 地 带 有 密切 的 关 傈 , 另 一 

方面 却 训 有 一 些 南方 产物 ,特有 的 动物 种 类 比较 少 , 各 是 显而易见 的 一 种 现象 。 

本 区 森林 少 而 分 散 。 在 哺乳 动物 中 ,森林 楼 息 的 种 类 相当 和 贫乏 。 广大 的 高 原 及 平 

AAS HHL, ATA RAR SS SER. We Stee 

BPR, pm REA, SHER (Myospalax), BR (Cricetulus), AR 

(Microtus) 等 。 有 些 常见 的 种 类 ,如 大 长 尾 合 鼠 (Cricetulus triton), REBR (C. 

longicaudatus), #E7F RE (Apodemus agrarius pallidior) , 花 鼠 也 称 五 道 眉 (Eutamias 

sibiricus) 及 野 铬 (Lepus europaeus capensis) 等 ,广泛 分 布 於 至 境 。 灰 花 背 盒 鼠 〈C7i- 

cetulus barabensis griseus) #IQLJERA EL (Myospalax myospélax psilurus) 主要 分 布 论 

ICP RBS: 黄土 高 原 上 却 楼 息 着 棕色 田鼠 (Microtus m. mandarinus), RAB 
(Myospalax fontanierii) 等 。 主 要 分 布 於 南 三 的 社 鼠 (Rattus confucianus) FF ER (R. 

mixidus) 亦 得 见 於 本 区 内 的 狭小 地 带 。 所 有 过 些 哮 此 动物 大 都 於 耕地 附近 或 沟谷 灌 草 六 
间 实 居 , 乱 嘎 作 物 ; 念 鼠 等 薄 有 窃取 粮食 崇 藏 越冬 的 避 性 , 故 一 般 农 民 把 它 稀 坊 “ 搬 藏 ”。 

它 介 在 秋天 搜 梨 大 量 的 亏 物 , 每 焦 可 搜 过 三 斗 余 , 藏 在 洞 突 中 特 形 扩大 的 部 分 , 以 垂直 

AREA. MARINE ERE STOR. BURRESS 
的 地 下 生活 ， AIK RMR, RE RAEPRA, SERDAR, RPE 

大 都 易 於 传染 鼠疫 , 篇 害 人 类 。 FETE AG RBI A SR, AHS (Sciurotamias 

davidianus) 甚 坊 常见 , 偶 居 在 深 法 和 峡谷 , TEN) LEER. 此 外 ,还 有 食 串 类 的 短 尾 
Bee (Talpa micrura moschata), RBA, HEBER. AMBRE (Eri- 

naceus europaeus) FIA EEE BE (Crocidura suaveolens shatungensis) 等 以 外 ;在 此 地 是 非 

常 贫乏 的 。 
本 区 奥 内 蒙古 自治 区 相 毗 连 ,， 许多 草原 芝 漠 类 型 的 小 形 哺乳 动物 , 如 柏 氏 北 AR 

(Ochotona dauurica bedfordi), 32 Gi EERE “KARR? (Citellus citellus mongolicus) 

dt 54 8A (Marmota bobak sibirica), $e /RY> ER (Meriones u. unguiculatus), FBLPKR 

(Allactaga sibirica sub spp.) R=HEBKER (Dipus sagitta sowerbyi) “=, 15 se JR Hb 

He ih 75 A AY Pegs RPO RAR aes. EMRE PH WEE, 不 利 於 水 土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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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ee SEH A fo 

FETE AN ARR EE BS FL A, A OR AL RRA, EAP A AE 2 

REE RAL, Hh SSE SS. SE (Sciurus vulgaris), FER. RBRR 

(Apodemus flavicollis), F€§X (Pteromys volans) 和 标 音 钱 (Clethrionomys rufocanus) 

是 森林 中 比较 普通 的 种 类 。 EMEP, RAE TIRR (Aéretes melanopterus) 

需 本 区 所 特有 。 此 种 飞 鼠 的 上 门牙 形 特 寅 间 , 冰 各 具 明 显 的 沟 , 故 名 ,但 甚 少见 。 少数 

南方 种 类 , WIE (Tamiops swinkoei). BLACK (Trogopterus), 35 BAM 
(Rhinolophus) 等 , HASROMESERH, EREUMSRER BA EWE 

(Arctonyx collaris leucolaemus) , 55 HL By i _L ERR IY, 

大 形 食 草 默 中 ,比较 常见 的 有 订 (Capreolus capreolus bedfordi) , 甘肃 马 鹿 (Cervus 

elaphus Ransuensis) 等 。 BWIZRNUKRAM SH, ZFKREBRKE, MURR 

MM, LRAT, RAT RMN Rt HEALS BE, BS 
Ber Ue a Le, BR A SAB KES, WR, BRE 

SK , 62 BETS BP) , PB AU CS PERE. I RE EH 

野猪 (Sus scrofa) WHER, KHMGRR, EE USMEKSED, SEEK EE 

松 杉 的 阳 坡 ,夏季 大 都 在 滩 谷 问 。 

狐 (Canis lupus chanco), ALTRI (Vulpes vulpes tschiliensis) SAYA BH (Mustela 

putorius admiratus) 等 ;, BUHRRISRMARAM. ACBHEIAM AIR (M. sibirica 

fontanierii) FNFT RABY 4) (Charronia flavigula) BERRA, Hh BA 

A PHRS. BASS BU, eee oy BUR: RW PT A ACS, LD Fie a 

可 知 。 

本 区 的 饲 类 ,就 繁殖 种 类 而 言 ,以 镍 禽 、 英 \ 难 、 鸡 等 类 比较 常见 ,分 布 亦 较 广泛 。 彼 
SM PAE (Accipiter nisus misosimi1s)、 金 胸 (Aquila chrysaétos daphanea), BBG 

(A. clanga), FE (Aegypius monachus), IUE (Gypaétus barbatus hemachalanus) , 

*UA4E (Falco vespertinus amurensis), ACKL4E (F. tinnunculus interstinctus) 等 ;其 中 大 

ZAHER BGS ACS A dh SABRES ASE. se TRS A Ne 

BSS , AGT Rte WS EY A BONE, TAS BEE a 8 , KALI 

1) DEERE 8A RBI (Macaca mulatta) 的 记载 (Milne-Edwards, 1890), {HiRit—,=+4-A Pe, 

MET DAES EE ESE a A BAR ES, DAT AR 5 EE A A HE BY J a DE 

到 北京 附近 (Allen, p. 288), FEALIAPTIUR SHEE Bi (Paguma /arzala)， 俗 称 果 子 狸 , 此 动物 也 

可 能 是 下 南方 揣 来 放 野 的 〈 据 Leroy，1943，p. 57 一 62)。 



i DW mw 85 

SES. HTK ARSE (Accipiter gentilis schvedowi)” KARA ER YY) Ot, ti TH. 

Bars SRR OPA Ac Ah ESB A Fa SE "SE (Alectoris graeca pubescens), 

BEL SEE RBRESE (Perdix daurica) SE ;EXG PR AFH SE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 , 

长 尾 难 (Syrmaticus reevesii) FRAT. HOME, RICE LA, +E, 
HiBGSL, Heeb. SBARAMEER (Oris tarda dybowskii) URN EAE FES, 

EMSRS AE, SERS MEARE, EE BP Rit LO, oF A 
BiB (Corvus frugilegus pastinator), =2#& (Pica pica sericea) 等 以 外 ,还 有 些 北方 种 类 

5 EB He, AAC VERB (Corvus corax kamtschaticus), A¢t33B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macella), C4898 (Pyrrhocorax pyrrhocorax brachypus) 等 ,过 些 都 认 篇 是 此 地 与 更 

北 地 带 共有 的 产物 。 
Beak, 从 东北 森林 地 带 分 布 至 此 的 繁殖 饲 类 ,和尚 有 不 少 , 例 如 大 昔 管 〈4cxocetppa1xs 

arundinaceus) , 3¢ARMB (Sittza europaea), $B8E (Troglodytes troglodytes), 2248 4E (Loxta 

curvirostra) , 7KGB¥S (Emberiza spodocephala) . FYERBEES (Monticola gularis) 等 。 和 从 范 

漠 地 带 也 有 些 分 布 至 此 ， 如 凤 头 百 赴 (Galerida cristata), tel BR (Calandrella rufe- 

scens) 、 和 白喉 沙 管 (Sylvia curruca), fA3SBB (Prunella collaris) Fo 

JCA ABEEE TE ASHEFER (Alcidae) ， 内 有 一 种 称 局 中海 省 (Synthliboramphus anti- 

quus) ;全 经 发 现在 青岛 繁殖 , 3S EB EA ACR GRR, 1938, 177—178 页 )。 

在 夏季 还 有 许多 夏 候 篇 随 着 气候 的 转 暧 , 而 向 北 脖 移 至 此 繁殖 。 比较 常见 的 , 有 

RE (Nycticorax nycticorax), THI= ESB (Turnix tanki), 7.4 (Hydrophasianus 

2 348 (Glareola maldivarum), #i 及 (Cuculus spp.), =#B (Eurystomus 

orientalis) , #3)6&(Oriolus chinensis) , "2.48 E (Dicrurus macrocercus) , LRA@RAR EB (Zoste- 

rops erythropleurs) %§ , LAR FLA) SEA TUTE EAE | 
ABR ACF hy LEED , BRE i SB A BA, AE (Amyda sinensis) . ALF URE 

(Natrix tigrina lateralis) 、 火 赤 链 (Dinodon rufozonatum) “VSL, 7 EEE , kOe AE 

hE (Coluber spiza1ir) 、 棕 锦 蛇 (Elaphe dione), #EALBEHE (Gekko swinhonis). Sit 

(Eremias argus), BABES (Eumeces xanthi) 等 。 境内 有 毒 的 种 类 ， 除 海蛇 外 , (BA 

*E RE (Agkistrodon halys) 一 种 。 金 狗 (Geoclemys reevesii) MED) RM) FETs LiF! , (ASF 

AE BK) 21 BRS AS Ee BB Fa A ep BMRA TAT AL BY EB Bo 

本 区 因 气 候 比 较 乾 燥 , PEE EEA Z oP SRE A EAE Bae (Bufo rad- 

1) 繁殖 在 北方 ,但 可 能 亦 在 河北 北部 的 山地 一 带 。 



ee «x£€ ec BARBRA 

dei), FEBERRKE (Hyla arborea immaculata) 及 峙 属 的 青蛙 (Rana nigromaculata), & | 

SRE CR. plancyi), We-tRE (CR.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 R. amurensis) =, AEB 

EG AS Hd (BE RAL RGR (Hynobius leechii) . 

悠久 的 农业 活动 对 本 区 动物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BRANMRKSHEHRKK, Aik 

iT FA BEE AVE SH, toi hy: 但 另 一 方面 , 也 减 得 森 

林 动 物 的 楼 息 环 卉 ， BFS EA I ERS ES A A, 像 哺乳 类 中 的 虎 、 驳 、 梅 花 鹿 

(Cervus nippon) FR BPH RIA (Dryocopus martius) , Jk GRKA (Dendrocopos 

kizuki) DR# BMS SBR EHS. RERAKE ATR Dw OA R (Llaphurus 

davidianus) 野生 种 的 消减 , 显 是 人 类 活动 对 动物 影响 的 著名 实例 。 此 动物 从 安阳 裔 城 

掘 册 的 化 石 来 推测 , 全 一 度 广 泛 棱 息 於 黄河 下 游 的 芒 昔 地 带 , EH PH. 

1894 年 左右 ， 还 有些 牢 蚀 养 状态 的 四 不 像 , 见 於 北京 的 南郊 , fl ZEB SOK RS, 

LRM TRAPATT ER, HE hE SOR, RR ， 
Dyk. 

PEP ARIE , AAS DEE BEE GS RRA OD , (RIE (Meles meles leptorynchus) 及 

Bij 0 FES AY ARS, SRE MER OR SYA: eA. 此 地 花 鼠 主要 匿 楼 於 多 岩 而 滋生 灌 

BM HA, 在 改 性 上 仁 东 北 落 革 松林 间 所 产 的 花 鼠 也 有 不 同 。 REA SRE . 

掘 究 楼 息 , 冬 时 均 匿 在 突 中 冬眠 。 近 年 来 劳动 人 民 的 活动 ,对 於 动物 的 分 佑 雁 有 相 和 营 影 

@, 据 解 放 和 后 三 年 的 翘 计 GRAS, 1952), 在 黄河 下 游 堤 岸 发 现 东 堵塞 了 的 鼠 、 此 等 

洞 有 三 万 多 上 处。 1952 年 , 全 国 入 粉碎 美 帝国 主义 和 焰 减 人 性 的 细菌 战 ， 展开 了 爱国 卫生 

Bh), 对 病 媒 动 物 , 大 量 加 以 捕 减 ; 1955 SARS, BEM RAR 

得 特别 多 , 各 对 於 农 业 增 产 和 保健 事业 是 很 重要 的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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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自 然 

一 、 自然 炎 害 威 兰 人 民生 活 

本 区 篱 我 国 最 重要 的 农业 区 之 一 ,土地 面积 仅 估 公国 十 分 之 一 ,而 耕地 则 过 十 分 之 

四 。 小 秦 \ 棉 花 、 杂 粮 各 估 至 国产 量 一 牛 以 上 ,农业 人 口 估 全 国 三 分 之 一 。 某 些 不 利 的 

BARE, FEES RAK, BEER REHM BARAB. 根据 明 \ 清 两 代 不 完 

FADE PEPE: 明代 276 年 间 , SHAR IK 174 次 ; 清 代 296 年 间 , BARK 201 次， 

特别 严重 的 乱 1876 一 1879 年 晋 、 绕 、 重 、 豫 四 省 连年 大 旱 , 死 亡 人 口 过 1,300 万 1920 

SA... BS. BAKES, RES 317 县 , 伙 民 2,000 万 ,死亡 50 万 人 。 黄 土 高 原 

FS ee ETM SOK, BR OE Be ike , LU EAE SE IAS 

冬季 之 后 ,作物 十 发 需 水 甚 裔 , 而 春季 降水 稀少 , 最 易 形 成 旱 象 。 ARTA 

26 年 忆 多 中 ,各 出 现 过 连 先 153 KHL128 KAVA BRE. 在 缺乏 灌 新 的 人 条件 下 ,本 区 农 

作 收 成 极 不 稳定 。 

AS [EEA SE BEBE A EER J SET BI, RAIS, TRA, Be 

WRK KR. PREP SK, SAIS 10 年 有 四 次 决口 , 其 中 有 大 徙 7 次 , 北 起 天 津 ， 

南 至 淮 队 ,都 是 黄河 的 泛 泪 区域。 1938 年 ,国民 党 军 除 决 坦 所 造成 的 黄河 南 活 , 仅 豫 东 

就 沥 没 农田 800 Bem, 渡 死 人 口 50 万 ,流亡 外 出 者 500 BH, BI MISE, we fe SS 

其 他 河流 。 黄 河南 面 的 淮河 流域 ,从 十 二 世纪 起 ,大 海道 彼 黄 河 奢 估 , 宣 浊 不 蝎 以 个, 水 

RR BR, 所 谓 “KI KR, ADR, FER”. 1931 年 淮河 大 水 : 受灾 农田 

6,400 Bim, KA 2,000 By; 1950 年 大 水 , PR edb A Hb 4,350 Bem, KR 1,340 

BS Ba VAAL Tia PTH) SIE Te HEI AK SR AR ik 

=, BABARSAPHR BE 

hl Sh is Ee AY) PA SR SES, PRP Be eA SR SE RT SE, BL 

FSR BBA PIS ; PSP AD SE BE ALS hill BUA A Ue, BEE AS A FAST 0 

AR EPL EAE, SCS ET HEE, FETCH 2300 Fe CARER AE 

zehet) ,山西 省 已 进行 事 井 灌 田 。 在 公元 前 一 千 多 年 〈 西 周 时 代 )， 陕西 渭河 平原 上 已 

BARA MEG AC SE AT HEIR, PEBEHERT, AEP EK. HHI BRM, 本 区 灌 浙 工程 已 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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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RU Hy EL, CE A ART BA EA FF, BE A RESET RE 150 DBRS 
”水 灌 汤 的 印 国 渠 , 灌 田 过 210 AK, UCR T ESA AAR AEA HYDRA Hh, GEESE DI 6 

Wi A CS 5 a ;“ 杰 是 并 中 怖 沃野 ,无 兄 年 "。 在 华北 平原 沿 太行 山 芒 的 
活 河 冲积 局 上 ,西门 鹏 债 遵 玉 北 、 费 南 人 民 开 12 渠道 , 引 淖 水 灌 半 县 农田 。 在 安徽 淮河 
BER RMT, BRA Rsk CRA, HMR BBM. BAA MEE 

GR EBUA E. TEAL A AAT LA OL LE 

Me, EVE He RELY BEFEWEWL, FEVETG BUS 1,000 万 献 左右 。 近 代 , 科 学 技术 进 丰 中国 和 后 ， 
本 区 又 有 新 型 的 灌 汤 渠 系 的 由 建 , 其 代表 是 1930 年 水 利 工程 学 家 李 仅 社 便道 下 修建 的 

GREE TLE, HE 70 Shik. 路 然 前 人 积累 了 发 展 灌 浙 的 由 富 经 验 , 但 由 於 长 时 期 封建 
的 与 什 殖民 地 生产 关系 的 束缚 , 其 发 展 非常 有 限 。 至 1949 年 解放 时 止 , AR aE 
面积 不 过 估 耕 地 十 分 之 一 左右 ， 其 中 部 分 灌区 由 於 灌水 方法 不 好 ,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引起 
了 鉴证 化 奥 沼 泽 化 ,严重 地 妨 研 农业 生产 。 

本 区 人 民 长 期 碳 苦 地 与 洪水 站 等 。 REM TS EA, 大 表 就 贷 道 人 民 , Sh 

遵 ,把 黄河 洪水 分 成 9 支 太 海 ,在 历史 上 第 一 同 用 人 力 确 定 了 黄河 大 海 的 河道 。 本 区 河 
流 的 多 沙 善 浴 , 是 治 河 的 最 大 困 闪 。 和 从 王莽 时 代 的 张 戎 起 ,我 们 前 辈 的 水 利 工程 师 就 认 

A DIANE EE RAVES ABA, 执行 着 “ 繁 坦 束 水 , 藉 水 攻 沙 ”以 固定 河 槽 的 治 河 方 

对, 发动 着 千 百 万 妇 溢 , 修 策 了 不 少 伟大 的 堤防 。 其 中 成 续 最 著 的 是 明 朝 的 潘 季 肿 , 在 
1565 一 1595 年 间 , 四 度 治 河 ,前 后 完成 坦 岸 近 二 千 公 里 。 MBO SSE, “SE 

WZR AAS, RS”. 北宋 时 的 伟大 科学 家 沈 括 已 经 关 明 了 黄土 高 原 的 

侵 钴 抽 华 北平 原生 成 的 关系 。 清朝 康熙 年 间 的 陈 汉 (1662 一 1722 年 ) 更 明 礁 指出 黄河 
的 泥 沙 和 舆 水 主要 来 於 黄土 地 区 。 可 惜 由 於 当时 的 社会 条 件 的 限制 , 他 们 不 能 进一步 提 
出 在 西北 进行 水 土 保持 以 根治 黄河 的 主张 。 就 是 在 华北 平原 地 区 所 进行 的 朴 浅 河道 伍 
修 策 坦 防 的 措施 ,也 和 经常 的 受到 和 翘 治 者 的 破坏 , TRAE AGH, 粮 的 悦 来 , rb By 
动人 民 哑 然 积累 了 不 少 伍 自然 门 等 的 由 富 经 验 , 但 在 封建 主 奥 帝 国 主义 掠 硅 闽 创下 , 奥 
自然 炎 害 同等 的 力量 受到 朋 重 束缚 ,水 旱 伙 不 但 不 是 日 渐 减 轻 ,反而 日 丛 发 展 。 

=. 新 中 国 成 立 候 改造 自然 的 成 就 

1949 年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 与 自然 门 十 的 情况 有 了 根本 改 释 , 党 和 与 政 府 深切 
Hb aT RAB AY FE, TE EHSL A RB BBA FOU RAE 

首先 要 提 的 是 淮河 的 改造 。 1950 AEMEMTVETK RIS, A RUBE REA T ARIS ME TA 
决定 , 要 使 淮河 流域 6,000 万 人 民 和 22 万 方 公里 土地 上 永超 水 患 ， 同 时 要 利用 淮河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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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流 发 展 大 狗 5,000 Bm AVE, Use 2,000 公里 的 航道 , IEELA Bee, 建造 

.定数 量 的 水 电站 。 根据 过 个 决定 , 淮河 上 游 各 个 支流 上 要 修建 13 (Ke, BE 
60 E275 WE 500 Bi, KEK MBES= BAL; BARB NEL. EME 
HUE, 75 Iii SUE DL ay eK AS — FS, 利用 沿 淮 17 EBV 
60 EAA, 把 淮河 流量 控制 在 6,500 秒 公 方 以 内 : —Fy i SEL We VRE IS AEX 
流 河 槽 (如 潍 河 \ 光 河 \ 西 肥 河 等 ), 站 在 淮河 北岸 开关 一 条 由 西向 东 的 “ 排 洪 辅 道 ”, 使 
章 河 、 北 肥 河 、 演 河 、 沱 河上 唐 河 等 支流 经 此 流 大 浴 泽 湖 , 减轻 淮北 内 涝 淡 害 。 在 淮河 下 

游 , 开 驳 灌 浙 纺 渠 ,从 浴 泽 湖 东 的 高 良 油 经 淮安 、 阜 宁 到 局 担 港大 海 , 排 泪 700 HAH HY 
Bek (BRED HS 500 HAH). LAH Ae OE HS HOME, BBW 
干渠 , WEPEREIL 2,500 BRAT IR, IMUM BAM Bk, Sez 
PARTE REL VEE 7k 40 BAG: DINE 80 (BAA, 在 湖 东 南 的 三 河 泪 洪 道 
Lb, 修建 长 700 米 最 天波 水 8,000 HAA AHIR ,把 大 口水 道 整 理 天 深 , 使 里 运河 以 

西 的 高 守 湖 区 整个 河水 开 至 。 和 无 疑 ,伟大 治 淮 计划 的 实施 ,对 淮河 流域 的 经 济 发展 起 着 
决定 性 的 作用 。 

从 1951 年 至 19540 年 ,经 肖 千 百 万 干部 与 民工 的 努力 ,全 国 各 地 的 积极 支援 , 治 淮 
工程 已 大 定 完成 。 至 1953 年 底 , 已 经 修建 的 四 个 宏大 的 山谷 水 库 ,， 16 AE He 
BE, 104 (ARAMA, 6 AMAL, HeVET 3,735 公里 的 河道 , ERT 1,562 公里 提防 ， 
LULA 6 BA (HET PSOE LOK, SUVA =, 
苏 北 灌 浙 粮 渠 等 在 内 )。 高 74.4 米 ,长 510 OK, ERS CI Ly He YR a 
PUG A, 过 些 重要 建筑 的 成 功 大 大 沽 轻 了 淮河 的 水 炎 威 章 。 经 过 1954 年 特大 
洪水 的 考验 , 治 淮 计划 还 要 扩大 ,以 过 到 激 底 解除 淮河 水 炎 与 充分 利用 淮河 水 利 资源 的 
目的 。 

和 鲁 南 、 攻 北 的 沂 激 河 水 系 也 已 经 沿 底 的 改造 。 过 二 休 河 发 源 认 山东 沂 芭 山 区 ,平行 
南 流 , 原 篇 淮河 支流 ,后 因 黄河 夺 淮 , 沂 河 改道 经 蘑 北 的 中 连 河 ,六 塘 河 \ 灌 河 太 海 ; 淋 河 
经 天 沙河 至 降 殿 口 太 海 ,河道 迁 曲 狭窄 ,经 常 的 省油 成 从。 1949 年 初 , 当 全 国 解放 战 生 

还 在 猛烈 进行 之 际 , 党 与 政府 就 癸 遵 举 徐 开始 了 考 沐 整 沂 的 互 大 工程 。 从 阶 染 县 大 宣 
莫 起 ,在 淋 河 左岸 切 开 一 列 丘 陵 , 引 闲 河 入 沙河 ,至 莉 洪 口 太 海 ,使 汶 河 主流 缩短 130 2A 
里 ; SbF Yay UF BAL A BS A UE, 从 履 马 湖 向 东 穿 切 丘陵 , 用 策 坦 束 水 漫 
潍 排 洪 的 方法 ,建筑 一 条 长 190 公里 寅 1—3 公里 的 新 河道 ,最 后 仍 至 降 洪 口 太 海 , 范 把 

1) 1956 年 得 料 ， 淮 河 已 经 修建 了 7 座 山 谷 水 康 ， 整 理 朴 滩 河 道 悉 长 7,647 公里 ,修复 与 加 培 堤防 5,824 公 

里 。 可 以 保 立 像 1954 年 那样 洪水 不 致 成 炎 。 此 外 ,淮河 流域 规划 ,也 已 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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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t DLR UTI HE, 另 在 沂 、 沭 之 间 , Bsa, sl yrk—MDARM. 过 一 

个 百 大 工程 已 完成 , 使 二 河流 域 1,600 万 南 农 田 气 脱 洪 水 威 稍 , 站 恢复 了 中 运河 的 航 

i, 

BEIT EIS Ac ETT ACT Tay SLI Ty LAT AS, aE EY eT 

PAVE Fic ETAT LAB A'S RS, FF i 2 TY GE RR GH A OE LL HET , (EE 

道 高 45 OK, FS 290 KAT AIG, 水 库容 积 22.7 (EBA, 已 在 1954 年 修建 完成 , 且 安 

HUET 1953 年 有 记 甸 以 来 的 第 二 欢 大 潜水 (最 高 流量 3,700 FAH) HIS BR, BEAR 

上 消减 了 永定 河 的 水 患 。 官 订 水 闫 的 水 电站 工程 , 亦 已 经 建成 。 大 清河 的 治理 是 从 下 游 

天 清河 生子 牙 河 会 口 独 流 锁 卡 开关 一 条 长 43 公里 ,站 水 量 1,020 秒 公 方 的 单独 大 海 的 

din] BHAA , SSRI ELS 1953 年 完成 ,在 1954 年 大 洪水 中 便 分 省 了 大 清河 奥 子 牙 河 

的 一 个 流量。 潮 白 河 在 1950 年 完成 了 下 游 新 道 ,已 经 可 防 很 较 大 洪水 。 塘 沽 新 港 的 建 

策 是 中 国人 民 在 河口 地 区 的 一 场 厅 互 癌 等 。 由 共 海 河口 和 沿海 湾 沿 岸 的 水 塞 , 使 已 经 

BERR PEAY 3,000 吨 以 上 的 船 焦 只 能 在 见 河 口 很 下 的 海面 上 停 舶 ,用 小 船 转 悦 客 货 

HEME, MMAR KALA BE. 塘沽 新 港 是 从 海河 口 北 侧 修 策 二 休 伸 不 
海中 的 防波堤 ,阻挡 着 南面 海河 与 北面 莉 运 河 泥 沙 的 侵 和 大 。 在 过 二 人 条 防 波 坦 间 , 把 1 一 7 

米 深 的 平 绥 价 笠 的 海湾 , 控 成 深 至 大 沽 基准 面 下 8 米 的 深水 道 , 新 港 与 海河 之 间 则 有 船 

fetes , 厌 小 办 进 出 。 第 一 期 建 港 工程 已 於 1953 年 朋 利 完成 , 载重 一 百 顺 的 轮船 已 能 

融和 进 新 港 停 舶 。 现 在 海河 流域 规划 正在 秆 制 , 今 后 要 对 它 进行 至 面 根治 伍 天 发 。 

改造 逗 河 的 工程 , 首先 从 控制 其 主要 支流 重 河 入 手 。 和 从 1953 年 起 , CET PR 

顺 市 郊 大 伙 乙 修 建 一 座 著 洪 185,900 BAM ATK, FH 1956 FERS, Hl EE IT 

FE 135 BUR FET AIRE 7,000 秒 公 方 控制 到 306 BAT, RET 

PUTA. 再 配合 过 河 另 一 支流 太子 河上 水 着 的 修建 , 天 河 下 游 水 患 就 可 基本 

消除 。 

HE AGB AL, 治本 工程 不 是 短期 所 能 完成 , EET PPA TS 

施 , 微 底 整修 了 长 1,800 AMMAR, 一 般 高 出 1933 年 最 高 洪水 位 1 一 3 Kk, MR 
工 ,都 换 成 对 固 石 工 ; 在 长 垣 石头 在 至 画 张 陶 城堡 间 黄 河北 岸 修 策 了 浪 洪 工程 , 使 黄河 
洪水 超过 18,000 秒 公 三 时 ,可 经 由 浴 洪 堰 分 泪 5,000 一 6,000 秒 肥 方 的 洪水 , EWE 

莉 黄 坦 伍 全 堤 之 间 浪 洪 区 , 再 同 黄河 , 以 保 伍 黄河 在 23,000 秒 公 方 流量 时 不 致 决口 。 

黄河 从 济南 至 海口 一 段 , 春季 上 游 解 闵 , 下 游 冰 阻 ,造成 让 凌 决 口 , 因此 在 利 妾 城南 , 修 
建 了 浴 水 堰 ,防止 冰凌 威 彰 , 站 灌 新 黄河 以 南 滨海 地 区 40 BU. BOB Looe 

措施 , 自 1947 年 黄河 同 归 故 道 至 今 ,内 全 发 生 温 耸 次 大 水 ,但 均 能 平安 度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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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 以 外 , 引 黄 河水 的 灌 浙 工 程 也 有 了 相当 发 展 , 其 中 最 主要 的 是 引 黄 济 卫 ”人民 
PEFIZE”. SANE EER AED 3 公里 处 起 至 新 乡 市 东 太 本 河 ,长 52 公里 ,引水 
50 秒 公 方 ;以 27 秒 公 方 供 灌 浙 两 岸 72 万 献 农 田 , 另 外 23 秒 公 考 接 洲 入 河 ,使 载重 100 
顺 的 木船 能 由 天 津 直 航 新 郑 , 而 生 河 进一步 疏 浅 以 后 ,还 可 以 通航 200 咕 的 汽船 。 
BMWA, 具有 更 篇 重大 意义 的 是 “根治 黄河 水 顺和 开发 黄河 水 利 的 综合 规 

SU”, Ce RUA AULD TF, HS 1954 年 完成 , FES 1955 HMO A RRA RIE, 
计划 规定 从 高 原 到 山沟 ,从 支流 到 干流 ,季节 蕾 水 , DEMME, BA ARIE 
工业 、 农 业 和 交通 上 ,把 黄土 和 雨水 留 在 农田 彭 。 依 据 的 方法 是 :第 一 ,在 黄河 干流 计划 
修建 46 MMT, 在 重要 支流 修建 24 座 防洪 掺 河水 库 ; 第 一 ,在 黄 二 高 原 开 展 大 规模 
的 水 二 保持 工作 。 

过 样 , 黄 河水 炎 水 渐 减轻 ,最 后 完全 消除 ,同时 ,利用 黄河 干流 上 的 46 BoM, A 
以 发 志 2,300 BRE, EAE ESE 1,100 RE; 灌 浙 面 积 移 需 现 在 的 七 倍 (11,600 & 
HR 1,650 万 ); 500 吨 的 拖 船 可 以 由 海口 通过 兰州 。 在 大 规模 水 土 保 持 成 功 和 后 ,黄土 区 
AT SABI 

现在 , A= PWok AMET IER, BIE 1960 ARISE. = 
Poe ri ee Se TR PA Se AS EE SH, 

除开 上 述 水 利 工程 以 外 , 还 必须 注意 到 建造 防 访 林 改造 沙 荡 的 互 大 成 就 。 BO 
JEL, PH EIT Py Sa Be EL ACE Te, PS tse, eT 
USE; WUE, 摧毁 农 作 , 漂 没 田地 。1949 一 1950 年 ,党 和 与 政 府 就 决定 在 过 些 地 
区 建造 防 妨 林 以 固定 流沙 ,改良 土壤 。 经 过 数 年 来 的 努力 , 上述 地 区 的 防 久 林 已 接近 完 
成 ,站 起 了 保 访 农 作 、 增 加 耕地 的 重大 作用 。 如 要 西 磁 河 、 沙 河 雨 岸 117,000 MUS 
侍 部 坊 新 建 防 杀 林 所 固定 。 自 1952 年 起 ,幼林 高 过 丈 余 ,作物 少 受 风 伙 ,部 分 姜 沙 散 地 
TRE RUSE AAEM BL. BORNE EAU HE WBHE 420 Mm, HB 1953 年 ,已 栽植 
PEAS PAB 228,000 Hh, LEWFE 180 Mik, AAS MR, BROAD 
35, MAH 15 Bh 

ES GAT SM RAL SO , SE EE, A 833 BA 
沙 地 区 ,82 BSAAWE HH, ARDS EMM RIZARE, 6 BAC ME EE 
没 或 侵 估 农 田 。 1950 SEM SLB AT Ue FE CEE IB AER BE EA EPS, BEE 
1,700 及 里 (包括 海岸 林 ) , HSH 300 公里 ,基干 林带 每 隔 10 公里 一 条 , 宽 30—50 2K, PK 
移 、 林 带宽 7 一 10 2K, MAN AE 25—100 公顷 。 BEANS, 国家 在 此 建立 
了 129 个 造林 站 和 伍 133 处 苗 转 ,三 年 多 的 时 间 已 完成 了 21 万 公 项 的 造林 工作 。 林 带 人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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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E , RESIS PEE 180 BEE, 3 SMBH 180 万 公顷 。 

陕 北 长 城 一 带 , 也 有 大 量 沙 丘 分 布 , RRB RBS LAR RE. 1950 年 起 

”并 姑 建造 防 纺 林 , 计 划 建 设 一 条 长 512 公里 , 寅 1.5 公里 的 基干 林带 ,8 VERBS 453 公里 
寅 工 公 里 的 支 干 林带 , 连同 移 状 林 \ 固 沙 林 等 造林 面积 共 过 87,000 AGH, 由 於 陕 北 自 
然 休 件 较 上 述 其 他 地 区 需 劣 , 进展 比较 运 稻 , 目 前 陕西 造林 局 正 积极 改进 造林 方法 , 以 
加 速 造 林 工作 的 进行 。 

综 上 所 述 , 解 放 和 后 本 区 改造 自然 伍 自 然 炎 害 丫 等 所 取得 的 互 大 成 就 ,过 下 超过 解放 
前 千 百 年 的 工作 , 充分 的 表现 人 民 民 主 制度 的 优越 性 。 随 着 国家 和 社会 主义 工业 化 伍 对 
农业 社会 主义 改造 的 膀 利 进展 ,本 区 改造 自然 的 癌 等 将 在 更 大 规模 上 展开 ,取得 更 俱 大 
的 成 就。 

四 、 dota A LBA a 

需求 深 列 的 克服 某 些 不 利 的 自然 条 件 ,最 大 限度 的 利用 本 区 土地 资源 与 水 利 资源 ， 

党 奥 政 府 正 癸 亲 人 民 努 力 解决 关键 性 的 重大 问题 : 

(一 ) 黄土 区 域 的 水 土 保持 问题 ”黄土 区 域 之 内 , MAHA, ROHR 
偶发 的 强烈 暴雨 《一 日 夜 降雨 至 100 一 200 毫米 以 上 , 一 分 甸 可 降雨 1 毫米 以 上 ) ,是 十 

HS thE RA SRA. 而 人 类 数 千 年 来 无 计划 的 不 合理 的 耕 屠 活动 , 使 天 然 植 
PLE BUR, 极 大 的 所 弱 了 地 面 抵抗 侵 鲁 的 力量 , 更 使 士 壤 仇 鲁 猛烈 的 发 展 起 来 ， 

BAS BATE EAU LEE SEA: EA, 大 量 泥 沙 足以 缩短 水 闫 的 书 命 , BS 
TRH. 如 官 订 水 库 在 1953 年 8 月 24 日 一 次 大 水 以 后, PILED T 4,130 万 

WAVER (Ar 2,850 万 公 方 )。 夺 放 已 经 修建 的 灌渠 , 泥 沙 汽 泊 则 能 阻塞 渠道 。 如 陕西 汉 、 

洛 、 渭 各 渠 , 当 七 、 作 月 灌 汤 需 水 期 间 , 常 因 河流 含 沙 量 超过 15 9% 而 不 得 不 停止 放水 。 

FEARS EI, 沟 窜 发 展 直 接 减 少 耕 地 面积 (如 山西 激 河 杨 家 塞 村 50 SERED 

了 500 Zh, BRACE AE 1932 年 农 层 7 月 间 一 次 物质 移动 ,就 失落 了 142 页 耕地 ) 。 

水 力 仁 风力 所 进行 的 表面 侵蚀 极 题 著 地 降低 土壤 肥力 (以 陕 北 绝 德 需 例 ,每 年 面 创 工 悍 

K, SMP HBB BS 50 公斤 , 钾 200 AIF), 因此 坡地 并 到 不 久 , 单位 面积 产 
ELENA KEK. ， 

随 着 土壤 侵蚀 的 发 展 ,农民 篇 保护 耕地 、 创 造 了 各 种 措施 与 土壤 侵 鲁 进行 郊 瑟 的 问 

等 。 全 国 解 放 以 后 ,水土 保 持 工作 得 到 党 全 政府 的 重 秽 。 1952 年 冬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发 布 

了 “大 力 推行 水 土 保持 工作 ”的 指示 , ZF BSE PRE BAR PA BU HARE, 迅速 

APRS CE. AEE RRA TR, 针对 着 土壤 侵 创 所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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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7A ROE ISTE POR RAD SSE, PORT BO TCARAE 7. BRERA IS 
制 外 , BU NELLIE, SO TUR BELLE HK AR HABE Ase 7 — He 
效 的 办 法 。 

种 草 植 林 、 合 理 的 布置 作物 、 等 高 带 状 间作 和 防 冲 草 带 是 黄土 区 域 防止 冲刷 的 重要 
方法 。 在 地 面 坡度 超过 20—25° 以 上 的 不 适 耕 作 的 陡坡 上 停止 和 殖 , 改 种 收 革 和 森林 ， 
不 仅 需 了 保持 水 土 , 亦 可 增产 全 料 ,燃料 , 坊 发 展 农林 、 收 业 创 造 休 件 。 据 天 水 站 武 三 ， 
26—27° 山坡 改 种 以 首 蒂 需 主 的 收 划 , 逐 流量 减少 77 多 ,冲刷 量 沽 少 94% 。1945 年 在 
30° EMER AEE, LRA, 基本 上 停止 了 冲刷 。 在 稻 坡 耕作 地 区 ， 揉 用 
庆 当 的 密植 , 横 坡 耕 作 ,作物 与 首 攻 、 草 木 标 输 作 或 间作 等 农业 技术 措施 ,有 和 良好 的 保 圭 
效果 。 在 光 底 插 柳 谷 坊 , 摘 阻 泥 沙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亦 可 收 相当 效用 。 

改 区 小 区 地 形 的 措施 ,如 在 20° 以 内 和 绥 坡 地 区 修 策 梯田 , 进行 沟 雯 种 法 ( 按 横 坡 修 
ACME, (ERTL ROUT WSSU) ,基本 上 亦 可 停止 表面 侵 创 。 在 农业 经营 集 狗 的 关 
中 、 晋 南 、 陛 南 、 洛 河 与 汉 河 的 震 区 ,台阶 式 梯田 修建 普 吉 而 完善 。 修 策 地 浪 重 或 等 高 流 
重 , 是 防止 蛛 地 、 增 地 冲刷 的 有 效 措施 。 ARIAS, EUS LAM Ma 
地 按 策 洲 池 ,可 以 防止 沟 杖 发 展 。 AMEE LOO, 原来 每 年 要 进展 3 米 ,在 布置 了 
Rh SUR, C40 ERATE. ILS RE ORI, LL OLE aa eS 
Hh, BRAGA ESE FO) , AT TU, ESTED , EATER BE. FE 
5B, BREA PRE, SPREE, TTL BASSE, 不 得 作乱 广大 面积 上 防 下 
土壤 侵 凶 的 主要 手段 ,但 需 了 保护 城 锁 \ 水 库 与 重要 交通 路 的 安全 ,可 以 酌 量 修建 。 

深耕 、 优 耕 (冬季 前 在 完全 休 间 地 上 淮 行 数 次 耕 邓 )、 雨 合 中 耕 ,都 可 以 蔷 积 雨水 ， 
消减 如 草 , 造成 作物 根系 发 青 条 件 : 增 施 廊 肥 、 堆 肥 等 有 机 肥料 ,可 以 增加 土壤 有 机 村 ， 
改良 土壤 物理 性 质 : 在 休 癌 地 种 植 条 肥 作物 ,可 以 改良 土壤 和 结构 等 对 放水 土 保持 亦 有 重 
大 作用 。 

上 述 各 种 水 土 保持 措施 ,在 若干 试验 地 区 ,已 取得 了 显著 成 续 , 如 隐 东 站 在 董 志 蛛 有 
系 葡 地 配合 布 喃 各 种 农林 与 水 利 技术 模 施 ,基本 上 做 到 了 “水 不 下 拓 ”。 了 周南 站 在 天 水 
专区 和 结合 农业 生产 开展 培 地 绠 、 修 梯田 、 征 植 草木 标 和 荡 山 造林 等 工作 , HES RES 
符 滩 性 运动 ,取得 良好 效果 。- 一 般 的 悦 ,在 黄土 需 地 ,表面 侵 创 不 其 剧烈, 水土 保持 的 主 
要 任务 在 於 固 讨 保 拓 , 比较 的 易 於 着 手 。 在 黄土 高 原 的 东部 、 南 部 ,气候 比较 暖 混 , 造 林 
种 草 等 恢复 植被 措施 , 亦 较 易 进 行 。 但 黄土 高 原 的 西北 部 如 陕 北 丘 陵 地 区 ， 地形 破 碎 ， 
气候 乾燥 ,造林 困 检 ,水 土 保持 工作 最 篇 报 互 。 目 前 黄土 区 的 水 土 保持 已 经 大 规模 开展 ， 
随 着 科学 技术 水 平 的 提高 ,农业 林业、 水 利 僵 改良 土壤 措施 的 密切 配合 ,经 过 长 期 不 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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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AT , — EBT DAZE AR _b BA EER AE fh, PRR AS BP a BE YS A YY Pe > FL. 

(=) BRERA RA WRT, EARS, WBA, 
He BULA AS Se HE ED WE ESERIES, 因此 , SER VEER RCIA Te 
生产 最 重要 的 手段 。 ARAM AMER SMP M+ ea, RR 

CE BE FL TG ETT BEE EMEA, BE OEE PH BI. aE 
ALAR RLU BE YAN ASE “I Ha”, BEAT LAAL Heit CHE /aooo 一 /iooo » PAF 1H FE */2,000— 
/ ooo» BER IH Be AGVE RENE BO UG aB  EM 1 18 3 A: 且 目 前 已 利用 
的 只 有 “人 民 膀 利 渠 ”一 处 。 AT LL Rh LS, A BRS Nt 
造 的 冲积 局 , 亦 有 适当 倾 料 (1/x ooo 一 /sooo)， 便 於 发 展 灌 汤 。 在 黄土 高 原 , 随 着 水 士 保 
持 工作 的 开展 ,支流 水 库 的 建造 ,和 滩 性 的 小 型 与 大 型 灌 小 工程 将 大 量 发 展 。 

就 发 展 灌 浙 来 说 ,黄河 水 量 不 算 幅 富 ,未 来 黄河 的 综合 开发 ,还 应 同时 考虑 水 志 、 航 
MRIS RAK, 天 然 流 量 朗 使 经过 水 库 调 节 , 仍 不 能 完 至 满足 黄河 上 下 游 充 分 发 
展 灌 浙 的 需要 。 因 此 ,在 华北 平原 大 规模 发 展 灌 浙 时 ,要 仪 可 能 利用 黄河 南北 许多 小 河 
贸 地 下 水 源 ,使 黄河 能 首先 满足 黄土 高 原 与 河套 平原 灌 浙 用 水 的 需要 。 

”与 发 展 灌 浙 相 联系 的 是 铬 碱土 的 改良 利用 问题 。 AR A, 一 部 分 由 於 地 人 势 低 

平 ;排水 不 良 , 乾 季 时 蓝 分 蒸发 到 表 士 而 成 , 如 湖泊 周围 及 黄河 南 岸 的 唱 渍 土 均 是 。 一 
部 分 则 由 认 灌 浙 不 良 , 提 高 了 地 下 水 位 ,使 土壤 蓝 渍 化 或 碱 化 。 例 如 山西 汾 河 灌区 由 认 

灌 汤 工程 简陋 , 履 用 大 水 漫灌 ,无 退 水 渠道 , 灌 汤 以 后 低 罕 地 区 积 水 过 和 久 , 地 下 水 位 上 愉 
至 距 地 面 1 一 3 UR, ES MRM, 咯 清 士 面积 由 30 万 献 增 至 100 MBM, 
{EBV Ac. 陕西 汉 、 渭 灌区 , 蜂 靖 士 面积 不 大 而 分 布 广泛 ; 新 建设 的 人 民 
腾 利 渠 ,土壤 亦 已 发 生 苛 渍 现象 。 

ARTE ARE SL HESS GET BE BE LO BA a, EE AT 

(1) Bokvei SLR. ERA Ast RSH, Ub ee ee i, 大 

AUPE HS BOE EA, AR RURAL BGR, 每 条 2 KER Mk, 经 过 三 年 上 时间， 

Wy PERE 50 一 100 KARRI eee eh. 天 津 附近 及 山东 小 清河 地 区 , SE) FA He se 

低 的 芍 污 土 种 植 水 稻 。 据 河北 军粮 城 试 验 场 而 测 , EB A — SEA 1 AY eB, 

可 由 1.44% wk 0.05% 。 水 稻 区 如 慎 於 渠 系 之 尾 , 薄 用 排水 渠 与 四 遇 隔 见 , 亦 不 会 引 

起 障 近 地 区 的 曲 清 化 。 

© (2) 合理 进行 耕作 施肥 。 春季 气候 乾燥 , LTT, BRETT A, BB 

BE JG HE A EA, 落 在 作物 生长 期 间 , 实行 勤 铀 以 减少 毛细 管 蒸发 。 此 外 ,农民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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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M LU PARE RD SRE, Dik > He AE. AOR PA”, 农民 在 

田 面 铺 鞭 一 层 厚 狗 2 DORM AOA, FRA Je PP , 也 可 以 过 到 避免 敬 汗 化 的 效 

果 。 施用 有 机 肥料 , 用 童 薪 \ 豆 类 \ 油 类 作物 与 主要 作物 输 种 , 亦 可 提高 土壤 肥力 , Te 

轻 看 涡 化 程度 。 

(3) FASS EON BECOME Hi hy DA ok HERS AMEE (Achnathe- 

sum splendens), Jig.% (Phragmites communis) 等 造纸 原料 植物 。 戈 蒜 草 可 在 内 陆 排 水 

BET MR ERE, AE ie EI, DAR RA ERD, 
FAWEIAA EK RM ARB, A HERP S EEN KRAE, MRA 

(Agropyron chinensis), {l|33% (A. cristatum), HABKAR (Elymus dahuricus), KE. 

= (Hordeum brevisubulatun), GEAR E. (Lathyrus palustris), %4-B% (Trigonella 

ruthennica), HEREHAARHE (Melilotus dentatus), 和 白花 草木 标 (M. alba) “=, FEV VE 

AEE, BY HERR A BCR OBS 2 WA (Aeluropus littoralis var. sinensis), ¥&363#X (Sporo- 

bolus virginicus), it (Medicago sativa) 等 。 在 河南 的 碱 十 上 还 可 以 广 植 狗 牙 根 

(Cynodon dactylon) 作乱 牧草 。 

路 碱土 性 其 复杂 , 改良 中 土 的 措施 亦 因地制宜 。 主要 是 有 计划 地 在 路 士 地 区 布什 

排水 渠 系 ,降低 地 下 水 位 ,站 进行 冲洗 , RARE. BTA ROAR APY TE AB RB 

农业 技术 措施 正确 结合 。 

(=) SW. Sate ”本 区 现 有 森林 面积 不 及 全 区 土地 继 面 积 2 色 ,在 各 国 

各 大 自然 区 中 篇 森林 最 少 的 一 区 。 山 赏 绥 大 部 分 是 荡 山 , 平地 也 有 大 面积 荒地 。 awe 

PPR Z AVR BES, NB TARR SSB ll, 如 1950 eB ay EA 1 RE 

WpSe 54 Bea, Uy lie A RGR RAE A , PAE ARGS. THT BEDE RT AAR HY", BE 

公 部 从 外 区 调和 ,耗费 互 大。 | 3 
PBA , HRA ABC Ba A REE TT SEPA KLE, TES TER. 

东 沂 蒙 山区 封 山 造 林 150 SEM, 不 少 光山 已 长 起 一 片 青葱 的 幼林 。 Pa BS 

DAE 25 万 页 的 米 粮 川 , PA BK pss 15 万 献 土地 ; 解放 和 后 建成 林 区 十 万 余 献 , 良 

田 已 恢复 了 5 Bik. PAM TCR, 山区 和 劳力 少 , EPR BES, 过 就 决定 了 荡 

Ly te pk AY Be EES 

今后 出 区 造林 应 注意 解决 下 列 问 题 : 

(1) 树种 焉 择 。 各 地 有 氛 候 土壤 人 条件 不 同 , 树种 极 复 杂 且 因 地 而 轴 , 其 属性 、 林 质 、 

Fe BARR. 因此 正确 地 规划 造林 权 种 , 不 仅 是 决定 造林 成 活 率 和 林木 使 用 价值 兹 

重要 关键 , 且 对 於 供应 国家 木材 和 林产 品 具有 重大 意义 。 山 东 \ 河 北河 南 运 用 樟树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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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UFR ABE PK, HRA A) ATR EE SE, REY DADE ce PEAR I, ARP SEE 

| URE AE SSSI, HAART. 三 年 来, Maar 4a 8 7 OE 
42 Berm. WAT Uke RRR RR ERE ER RS eB 

民 副 业 生 产 的 重要 树种 , RAAB, A AREAL HEM (Larix 

ii var. principis-rupprechtii), F242 (Picea asperata), Fa*F (P. neoreitchii) Fil 

HBG (Abies nephrolepis) (KI HARA (Pinus tabulaeformis) , Ye FEE (Ouercus 

acutissima, QO. variabilis, Q. dentata, Q. liaotangensis, Q. aliena), HABKHK (Juglans 

mandshurica), \l)Pk (Prunus davidiana) Fill) #¥ (P. armeniaca) AE; FRU, FO 

HES. : 
(2) 改进 造林 方法 。 各 地 的 自然 与 经 济 人 条 件 不 同 , 造林 方法 亦 应 因地制宜 。 兰州 

Uy Di BS ee D>, AR UST IAB RE, PE LL BAK PE ARAB ARN , 植 灌木 区 浅 

te, BADOBMM SE. TASS T “RDU RIE”, 在 山坡 上 每 隔 一 定 距 

部 近 一 咎 月 形 大 坑 , 卉 土 栽 树 , 革 积 雨 雪 。 一 般 造 林 , 先 由 山坡 低 混 处 开始 ,逐渐 向 上 搞 

展 。 在 过 一 原则 指 遵 下 ,有 些 地 区 实行 了 环 山 带 状 或 片 状 造林 ,使 六 状 密植 的 林带 环绕 

HUSA, 收 水 土 保持 之 效 ,也 留 出 了 部 分 落地 生长 收 草 , 帮助 解决 农林 、\ 收 之 问 
WERE LMI. 

Be PA REE SK LRA TB iE EAR AE EI, SE BL 1 
EMEA. 因此 就 特别 需要 教育 农民 组织 起 来 , 积极 地 、\ 称 步 地 开展 工 作 , 最 后 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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