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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主体的形成

“我国秦岭、大别山、苏北以北的华北地块和它以南的扬

子地块原来是彼此独立的陆地，中间隔着海洋。这两块陆地

最早在距今８亿年，最晚在距今６亿年发生碰撞，中国大陆主

体从此形成”。这是在武汉结束的“中国及邻区构造古地理、

生物古地理学术成果验收交流会”上，由地质专家们宣布的研

究成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中外地质学家就发现中国东部的北

方和南方在地质构造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其间有一条重要

的地质界限，大致从秦岭、大别山、苏北、南黄海到朝鲜中部，

这就是地质学上著名的秦岭———汉城线。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

代初，一些学者指出，华北地块和扬子地块原是两个彼此独立

的、相距甚远的大陆块体，由于它们相向运动，最后发生碰撞

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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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北分界线

我国南北分界线既不是黄河，也不是长江。从地理学的

角度看，长江与黄河之间的秦岭至淮河一线才是我国南方与

北方的分界线。此线全长１７００公里。这条线的南北两侧无

论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以至农业生产、人民风俗习惯等

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如在气候方面，它是我国亚热带和温带的分界线。冬天，

高大的秦岭山地阻挡和削弱了北风的南下，使山南山北的气

温相差２℃～５℃，有时竟达７℃。降水量也不同，南侧雨季

长，降水多，年降水量８００～１３００毫米；北侧雨季短，降水少，

黄河中下游每年只有６００毫米。再如从河流水文特征来看，

秦岭至淮河一线以北的河流，其特点是流量小，汛期短，水位

季节变化大，冬季有结冰期，而南方河流的特点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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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虎跳峡

金沙江劈开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形成世界最深的大峡

谷———虎跳峡。虎跳峡上下落差２００米，两岸雪峰高出江面

３０００多米，其势惊险奇绝，摄人魂魄。在虎跳峡上游的金沙

江入口处，有一巨石横卧江心，激流从仅有３０米宽的巨石两

侧川流而过，涛声震天，白浪翻滚，传说猛虎常靠江心巨石跃

上对岸，故名虎跳峡。

虎跳峡分上中下三段，全长１７千米，１２险滩错落排列在

峡谷中，浪涛翻卷，惊心动魄。江面最窄处仅３０米，有许多礁

石横卧江中，激流撞击、浪柱凌空、惊险奇绝。如今，在虎跳

峡沿江的岩壁上，发现了珍贵的１２个古岩画点，使这条世界

大峡谷，又添奇观。许多慕名而来的探险家曾试图征服这座

险绝的峡谷。金沙江漂流的开拓者是我国的尧茂书，他１９８５

年只身一人首漂长江河源及沱沱河，不幸漂至直门达下游不

远处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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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古代运河

对于“鸿沟”一词，人们都很熟悉，一般用来表示人们之间

出现的隔阂以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

这样一条“鸿沟”。战国时，河南郑州一带是在魏国的疆域内，

魏惠王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公元前３６０年（即惠王十年）征

集了成千上万的民夫，于黄河与圃田湖之间开掘出一条人工

运河，这就是最早见于史籍的“鸿沟”。当年的鸿沟是从现在

郭州荥阳县东北的黄河南岸开掘，引进黄河水先与索水相通，

又东流到郑州北面与须水汇合，所以称为“索须河”。秦汉两

朝又曾把鸿沟称为“蒗荡渠”和“汴河”。秦始皇就是靠着这条

运河把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贡物由江入淮，再经鸿沟进黄河，由

旱路运到陕西咸阳的。《史记》载，当时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

军就曾抢先占领了鸿沟下游的古陈国（今河南太康县），扼住

了秦二世的粮道和南北水路通道，使秦官军失去了战略上的

主动权，受到沉重打击。刘邦、项羽中分天下时，曾以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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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又将鸿沟更名为惠民河。元朝时，贾鲁首倡修浚鸿

沟河道，以取水灌田赈济旱灾。因此，现在河南郑州西郊的那

条“贾鲁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沟。

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大运河华北段系由曹操开凿

京杭大运河全长１８００公里，为隋炀帝所修，这是老幼皆

知的。但大运河华北段为曹操所修却鲜为人知。

东汉末年，曹操为统一北方，于建安九年（２０４年）北征袁

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凿白沟渠（河南省浚县西，原

黄河故道），使曹军兵船粮草循白沟入恒水，以便进攻邺城（今

河北省临漳）。

袁军败，残部奔乌桓。建安十一年，曹操采纳谋臣董昭的

建议，又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渠等人工河，北征

乌桓。

平虏渠沟通了清河（南运河）、滹沱河和泒水（海河），泉州

渠沟通了沽水（北运河）、鲍丘水（潮白河），新河渠则沟通了濡

水（滦河），于是，华北平原水网得以全面沟通。此举不仅为曹

操平定北方立下殊功，也给京津冀鲁豫之间的交通带来了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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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钱塘江“握手”

大运河起自北京，迄于杭州，是与万里长城齐名于世的我

国古代伟大工程，曾为振兴我国水运事业作出过贡献。可是

明清以后，运河南端通钱塘江的出口改闸为坝，河道逐渐淤

塞，使江河相隔，全程航运中断。南北水路运输到杭州须经陆

路转驳，始能继续航行。

数百年来，人们早就想在地图上划一条线，使江河相通。

可是工程浩大，国力不敷，没有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国家把钱塘江———运河沟通工程列入建设计划，并拨出巨

款，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动工兴建。５年内新开航道６．９７公里，

建造１１座公路、铁路桥和一座３００吨级的船闸，共有２０个单

项工程。总投资为６９７７万元（杭州人嬉称“老酒吃吃”），由交

通部、浙江省和杭州市按比例分摊。全部工程于１９８８年１２

月３０日沟通，１９８９年１月通航，这才结束了大运河与钱塘江

咫尺不通，江河相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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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工程完成后，钱江潮奔涌而来，运河水欢畅而去，地

图上新划了一条蓝线，好像割了一节盲肠，江河在相隔千年之

后终于携起了手。现在古运河可直接与长江、黄河、淮河、海

河、钱塘江５大水系相通，重新成为南北水运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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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哪些三峡

长江三峡　西起四川白帝城，东到湖北南津关，分布着瞿

塘峡、巫峡、西陵峡三个峡谷，总长度达１９２公里，是我国最大

的三峡。

长江小三峡　位于长江重庆市辖区内，有猫儿峡、铜锣

峡、明月峡。

岷江三峡　在四川青神县至乐山市之间，有犁头峡、背峨

峡、平羌峡。

嘉陵江三峡　在重庆西北部嘉陵江上，有沥濞峡、温塘

峡、观音峡。

鸭江三峡　在四川东南部武隆县乌江的支流鸭江上，有

犁辕峡、花园峡、谷雨峡三峡。

大宁河三峡　大宁河是长江在三峡段的第一大支流，在

四川省巫溪和巫山两县间，有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三峡。

北江三峡　在珠江支流北江上，有盲仔峡、香炉峡、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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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三峡。

西江三峡　在珠江最大支流西江上，有大鼎峡、三榕峡、

羚羊峡三峡。

台湾三峡　这是台湾省台北市西南的一个镇名，为大汉

溪、横溪、三峡溪三条河汇流处，江中滩多水急，类似长江三峡

的水势，故命三条河汇合之地的城镇为“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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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江·悬河·悬湖

悬江　长江中游的荆江段，全长１８０余公里，由于地处平

原，江底和江堤逐年增高，以致形成了“船在天上行，人在水下

走”的景观，“悬江”也因此得名。

悬河　黄河流经河南孟津，便进入辽阔的大平原。这里

的河段，河床高出河岸平地３～４米，甚至１０米以上。从大堤

下仰望黄河，有悬在空中的感觉。

悬湖　江苏的洪泽湖，高踞平原之上。据测量，它的湖底

比平地高出４～８米，洪水期湖面比平地高出１０余米，故有

“悬湖”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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