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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河北的自然地理

第一章　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

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带，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北部，有
一块古老、壮丽而神奇的土地，这就是河北省。它因位于黄
河下游以北而得名。

河北省位于北纬３６°０３′—４２°４０′、东经１１３°２７′—１１９°５０′
之间，南北最长距离约７５０公里，东西最长距离约６５０公里，
总面积为１８．７７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居
第十四位。

河北省东临渤海，海岸线长４８７公里。渤海是中国内
海，连通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

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河北省是邻省 （直辖市、自治
区）最多的省份之一，共有７个。它内环北京市、天津市，
西隔太行山脉与山西省毗连，西北部、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
接壤，东北部与辽宁省相连，东南与山东省相交，南与河南
省为邻。

河北省所处的气候区叫做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特
点是：一年当中，四季分明，冬寒少雪，春旱多风，夏热多
雨，秋高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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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面水，山海俱备，平原广阔，是河北省的地理优
势。山有林木、花果与矿藏的奉献，海有水产、海盐与航运
的便利，广袤的平原可以提供衣食之源，使河北成为适合人
类生活和生产的得天独厚的 “福地”。

·２·



第二章　类型齐全的地形地貌

地形大势，三级阶梯

人们都很熟悉，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呈阶梯状由西
向东逐级下降。河北省的地势特征与全国的基本相似，西北
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差别很大。最北部属于高原，是内蒙
古高原的东南边缘部分，俗称 “坝上高原”，面积为１．６０万
平方公里，占全省地表总面积的８．５％；北部东西方向延伸
的燕山山脉，和西部东北—西南方向延伸的太行山脉，构成
河北省的山地，连同山间盆地，总面积约有９．０１万平方公
里，占全省地表总面积的４８．１％；太行山以东和燕山以南
为广阔的平原，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总面积约为８．１６万
平方公里，占全省地表总面积的４３．４％。

地表形态，类型齐全

在地球陆地上，地表形态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
平原五种类型。这些地表类型在河北省都有分布，而且，河
北省是全国唯一的全部拥有上述五种类型并且沿海的省份。
在河北大地上，各类典型的地貌几乎都能见到。除了河流侵
蚀和堆积而形成的河谷、冲积扇、洪积扇等地貌十分普遍，
典型的构造地貌有火山遗迹、熔岩台地、断块地貌等，此外
还存在黄土地貌、丹霞地貌、嶂石岩地貌、海岸地貌、湖沼
地貌，以及古岩溶地貌、古冰川地貌等。多姿多彩、特征鲜
明的地形地貌使得河北的自然景观丰富奇丽，风光旖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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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种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得自然地理要素组合类型多
样，有利于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苍茫辽阔的坝上高原

坝上高原是河北省全境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是名副其
实的 “河北屋脊”。它的平均海拔约为１２００米至１５００米。
“坝”是蒙古语 “达阪”（意为 “山岭之上”）的简称。如果
到张家口市的尚义、崇礼一带或是承德市的丰宁、围场一
线，抬眼北望，就会发现一列巨大的山体横亘东西，倒真像
是一条绵延的 “大坝”。当地人把去高原就叫 “上坝”。其
实，那条 “大坝”正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

坝上高原地势高耸，但高原面上地形的相对高度并不
大，呈现 “远看是山，近看是川”的景象。虽然在这里不会
有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其海拔很可能比泰山之顶还要
高！坝上高原分布着湖、淖、滩、梁，有广阔的天然草场，
是畜牧业的重要基地。这里一年四季，风光变幻，尤其是夏
秋时节，天蓝、云白、草绿、水清，加上浓浓的蒙古族风
情，成为人们度假旅游的好去处。根据地貌差异，坝上高原
分为西部波状高原区和东部山垄高原区。

西部波状高原区 （张北高原区）：包括张家口市的张北、
沽源、康保三县，尚义、崇礼县的一部分，以及承德市的丰
宁、围场县的一部分。海拔一般为１４００米至１６００米。南、
北分布着低缓丘陵，中部是波状高原。地面基质大多由火山
喷出的熔岩构成。波状平原往往由一系列岗梁、滩地、湖泊
组成，构成独特的高原滩湖景观。区内河流除闪电河、鸳鸯
河、白河属外流水系外，其他河流均为内流河，短而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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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为尾闾。岗梁相对高度一般在５０米以内，上部土层较
薄，易受风蚀，肥力低；下部土层较厚，水肥条件较好。当
地人按地势和地下水位高低，习惯于把滩地分为干旱滩、二
阴滩和下湿滩，二阴滩水土条件最适宜农牧。

专题：中都草原

中都草原位于号称 “坝上第一县”的张家口市张北县境
内，距离张北县城２２公里，距离首都北京市约２５０公里，
因为邻近元代中都遗址而得名。中都是元代皇室往返大都
（燕京，今北京）与上都 （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
旗）的巡都，经马可·波罗介绍，“三都”声名远扬。

中都草原是河北省坝上高原地形上、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下发育的温带草原，加上当地的微地貌影响，成为温带草
原的精华。它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延伸地带，水草丰
美，草原生态系统较为完整。史书早有记载，称 “野旷草
深，狍獐兔鹿多栖身，附近河湖子众多，鸳鸯鹅雁满其中”，
“深草卧羊马”。

夏季的中都草原，天气十分凉爽，这里的蓝天、白云、
绿草、鲜花、成群的牛羊，加上富有特色的蒙古包、奶茶、
手把肉、羊肉蘑菇汤、莜面窝窝，构成浓厚的塞外草原风
情。张北县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汇之地，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加上距京津冀都市圈较近，成为颇具吸引力
的新兴旅游区。中都草原已经开发成为兼具温带草原特色和
蒙古族文化风格的省级旅游度假村，年游客接待量持续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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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山垄高原区 （围场高原区）：位于丰宁、围场两县
的北部，总的地势是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坝缘山地由一系列
“山垄”组成，海拔一般为１６００米至１８００米，相对高度一
般在２００米至３００米。由于区内河流多属外流水系，对地表
侵蚀作用强烈，形成块状山地和疏缓丘陵。高原内部地势平
坦，局部分布有桌状山丘、沙丘。本区气候比西部波状高原
区相对温润，适于牧草生长，成为河北省最好的天然牧场。

雄伟壮丽的北国名山———太行山和燕山

河北省的山地主要由太行山和燕山两大山脉及夹杂其间
的丘陵和山间盆地组成。太行山脉位于河北省西部，是河北
省与山西省的天然地理界限。由于这里地质条件复杂，地表
形态千差万别。主体山脉海拔１０００米至１５００米。燕山山脉
横亘于河北北部，呈东西走向，因岩性复杂多样，形成千姿
百态的奇峰异石。太行山和燕山山地大致分为下述四个区。

太行山地丘陵区：位于河北省西部边缘地带，西、南分
别与山西省和河南省为界，东以１００米等高线与平原区分
界，北以小五台山、蔚县大南山为界，全区为一近南北走
向、略呈缓Ｓ形的狭长的山地和丘陵地带。区内丘陵、盆地
和河流谷地交错分布。地势西北部最高，个别山峰在２０００
米以上，如小五台山、白石山。小五台山海拔为２８８２米，
是河北省最高峰。太行山向南部、东南部逐渐降低到２００米
以下，属于丘陵和盆地。区内较大的盆地有涉县盆地、武安
盆地、井陉盆地、涞源盆地等。若干河流流经或发源本区，
如漳河、滹沱河、拒马河、永定河等，成为海河水系的主要
水源，它们下切太行山脉形成峡谷，构成晋冀之间的交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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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古便有 “太行八陉”之说。本区地处我国黄土高原的
东缘，黄土分布普遍。在长期的侵蚀作用之下，形成特殊的
黄土地貌。

专题：北国名山———太行山

太行山，自古就是我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山脉，有许多
美好传说和英雄业绩与它的名字紧密相连。我国最早的地理
著作 《尚书·禹贡》和 《山海经·山经》中有对太行山的记
载。毛泽东在 《愚公移山》中提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他
引用了 《列子·汤问篇》中记载的 “愚公移山”的故事。这
个寓言故事表达了太行儿女矢志不移、艰苦艰斗的壮志豪
情。

在现代史上，太行山更是驰名天下。抗日战争时期，八
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设在太行山区，并在这里创建
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７年９月的 “平型关大捷”，歼敌

１０００多人，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的 “涞源大捷”，歼灭日伪军９００多人，日军
中将阿部规秀被击毙。始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历时数月，以太
行山地区为主战场，震惊中外的 “百团大战”，八路军共毙
伤日军２０６４５人、伪军５０００多人，俘日军２８１人、伪军

１８０００多人，粉碎了日军的 “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广
大抗日军民的士气。１９４１年９月，壮烈的 “狼牙山五壮士”
的事迹，就发生在太行山北部、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上。巍巍
太行山，铸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
期，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平山县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
领导中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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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

今日的太行山，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多年来，
山区人民治山治水，修建了大量的水库和灌渠。开展植树造
林活动，正在使昔日的童山秃岭变得郁郁葱葱。以资源为基
础的采煤、钢铁、建材、机械、化工等工业稳步发展。在邢
台市邢台县太行山深处有个前南峪村，曾经是个贫穷的山
村，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这个村发扬艰苦创业的抗大精神，
治山、治水、治沟，经济林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七条光秃
秃的山沟被改造成 “材林头、干果腰、水果脚”。目前林木
覆盖率已达９０％以上，植被覆盖率达９５％以上，１９９５年荣
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全球五百佳”提名奖，被林业专家誉
为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专题：嶂石岩地貌

嶂石岩地貌，作为按岩性分类的一种新地貌类型，是由
郭康等地理学者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发现并以发
现地———嶂石岩命名的，之后得到地质地理界和政府有关部
门的广泛认同，成为与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齐名的中国三
大砂岩地貌之一。

嶂石岩地貌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实属罕见，最典型的地段
是在太行山深山区的中南段，延伸数百公里 （一直到河南
省），尤以石家庄市赞皇县嶂石岩村附近最为突出。这里是
太行山山岳景观中最雄伟、险峻与灵秀的地段。外观上，嶂
石岩地貌的突出特点是丹崖、碧岭、绝壁、幽谷。具体来
说，一是山势层峦叠嶂，如同红色长城，绵延不绝，山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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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为１７００米左右，从山峰到谷地的相对高差在１０００米以
上，南北伸展约为２０公里，素有 “万丈红绫”、“百里赤壁”
之称；二是山体陡峭如削，层次分明，阶梯状陡崖贯穿全
境，由上到下大致由三层红色的崖壁构成，陡崖相叠部分往
往形成天然栈道，呈现为丹立翠横，绿色环带，被当地人称
为 “二栈”、“三栈”、“顶栈”，“嶂岩三叠”；三是在嶂石岩
绝壁长墙的宏观地貌中，发育了众多的山谷、深渊、奇峰、
怪石等细微地貌，最为独特的是椅背状崖壁连环成套，十分
明显的共有九套，人称 “环谷九套”。其中一个坐西朝东，
呈半圆桶形，腹大口小，崖壁光滑平整，无论人站在壁下何
处高喊或低语，都会听到回音迭应，趣味盎然。此回音壁弧
长达３００多米，直径有９０米，弧度为２５０度，壁高达１００
米，壁面面积在３万平方米以上，１９９８年作为 “天下最大
的天然回音壁”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嶂石岩地区的地质基础是发育在距今１０亿年前的元古
界长城系砂岩，在地质构造上处于 “赞皇背斜隆起”的西
翼。２８亿年前，嶂石岩地区为海洋环境。在之后的１０多亿
年间，沉积了巨厚的碎屑岩、含铁硅质岩和碳酸岩。后来，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该地区经历了多次地质运动，多次的
阶段性抬升和下沉，槐河沿着南北方向的断层一次次向下深
切形成峡谷，加上西侧支流的溯源侵蚀，最终形成三级阶梯
状大断崖，呈现出粉红色石英砂岩夹有砂页岩、顶层有石灰
岩的特殊景观。

嶂石岩地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极具观赏价值，
一经发现，便引来万众关注。从景观造型看，嶂石岩地貌完
全可与 “张家界地貌”和 “丹霞地貌”相媲美；若从地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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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看，其岩石的年龄比湖南的张家界或广东的丹霞山要早得
多。有人这样赞美嶂石岩的景色：“不是丹霞，胜似丹霞”。
有人将嶂石岩的景色概括为 “三栈牵九套，四屏藏八景”，
比喻为 “宽银幕电影”、“五线谱”等等。加之生态保护和人
文景观建设，仅十多年时间，嶂石岩便成为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４Ａ级景区、中国青少年科学考
察探险基地。

桑干—洋河盆地山地地区：本区北与坝上高原以其南坡

１０００米等高线分界，西连山西省的桑干盆地，南以小五台
山、灵山、八达岭等北麓为界，东以大海坨山与北京市为
界。海拔一般在４００米至８００米间，但边缘山地海拔可达

１５００米左右。本区的特点是沿桑干河、洋河及其支流形成
串珠状盆地群，是河北省面积最大的盆地组合群。如沿桑干
河有蔚县盆地、阳原盆地、涿鹿盆地，沿洋河有怀安盆地、
张宣盆地，以及两河合流后的怀来盆地 （官厅水库位于其
中）。盆地内黄土堆积面积广、厚度大，一般为４０米至５０
米，个别可达７０米至８０米。本区气候冬季干寒，春季多
风，降水少而集中，多以夏季大雨、暴雨形式出现。影响本
区地貌的因素，除流水作用外，风的作用也十分明显。盆地
内部地势平坦，水土丰腴，适于农耕，但盆地边缘山麓水土
流失严重。

冀北山地丘陵地区：本区西以桑干—洋河盆地山地地区
为邻，北与坝上高原为界，东与辽宁省为界，南以波罗诺、
高寺台、黄土梁一线与燕山山地丘陵地区为界。东西狭长，
地势北高南低，属于坝上高原与燕山山脉的过渡地区，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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