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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宁夏地域狭小，工业基础薄弱，但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在水资源、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开发利用优势。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新

形势，这种资源优势为宁夏能源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的能源工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宁夏以煤

炭、石油、水电为主攻方向，开始组织有序的小规模开发利用。悠悠 50 年，历经几代

人努力奋斗，备尝艰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宁夏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 21 世纪，借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宁夏能源工业迎来了强势发展的春天，

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引进先进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是随着宁夏“一号工程”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开发建设，宁夏能源工业正在形成以煤炭开发、煤炭转化、煤炭

深加工为主体，以石油开采、水电、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开发为补充的能源

发展新格局。通过强力实施产业升级战略，努力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为

宁夏经济腾飞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宁夏能源工业大有可为，前景广阔。顺应宁夏能源经济发展的需要，宁夏能源协

会和宁夏科学界联合会共同编辑了这部《宁夏能源年鉴》。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50年来第一部反映宁夏能源领域全貌的综合性、史料性的工具书。可以说是宁夏能

源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宁夏能源年鉴》的编辑出版，对纵览 50 年来宁夏能源

发展基本风貌，反映宁夏能源工业跨越式发展现状，宣传宁夏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建

设资源节约型、科技创新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宁夏都有积极的意义。

《宁夏能源年鉴》信息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翔实，对宁夏煤炭、石油、火电、水电、

煤化工、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能源产业和能源企事业单位的历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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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等，都有较为全面的介绍，能为有关研究者和各位读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

考。

宁夏能源协会的同仁和其他有关方面为该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劳，在此深表

敬意。同时也祝宁夏能源工业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宁夏能源协会会长、神华宁煤集团公司董事长

二○○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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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能源年鉴》编辑说明

一、《宁夏能源年鉴》是一部全面反映宁夏能源发展、建设情况的权威性资料书，

由宁夏能源协会和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编辑，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公

开发行。

二、因为是初始编印《宁夏能源年鉴》，本书重点收集、整理了 50 年来宁夏能源事

业发展变化、建设成就和实现跨跃式发展等方面的资料。同时，还收录了西部地区部

分省、区及全国和世界能源发展方面的一些相关资料，以方便读者查阅。

三、本书信息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翔实，数据权威、完整。书中大部分数据来源

于政府统计部门，统计部门数据有遗漏的，采用有关单位、部门提供的数据作为补充。

四、《宁夏能源年鉴》全书共分 12 章: 1．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综述; 2．宁夏煤炭;

3．宁夏电力; 4．宁夏石油、天然气、化工工业; 5．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6． 宁夏能源节

约与资源综合利用; 7．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开发; 8． 宁夏能源统计数据摘要; 9． 宁夏回

族自治区能源大事记; 10．宁夏能源行业民间社团组织; 11． 宁夏主要能源企业简介;

12．中国西部能源。

五、本书采用数据截至 2007 年底。

六、由于是第一次编辑这样大型的、综合性的工具书，限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错

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经委、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神华宁

夏煤业集团等单位和其他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

社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宁夏能源年鉴》编辑委员会

二○○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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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综述

第一节 宁夏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下辖 5 个地级市、2 个县级市，含 11 个县、7 个市辖区、1 个县级

移民开发区，共 93 个乡、94 个镇、45 个街道办事处。省会银川市。

一、地理位置

宁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部黄河中上游地区，位于北纬 35°14' ～ 39°23'、东

经 104°17' ～ 107°39'。宁夏东邻陕西省西部，北部接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与甘肃省相

连。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内接中原，西通西域，北连大漠，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的地区。

宁夏地域轮廓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相距约 456 公里( 北起石嘴山市头道坎北 2 公里

的黄河中心，南至泾源县六盘山的中嘴梁) ，东西相距约 250 公里( 西起中卫营盘水车

站西南 10 公里处的田涝坝，东到盐池县柳树梁北东 2 公里处) ，宁夏是中国面积最小

的省区之一，总面积为 6． 64 万平方公里。

在中国自然区划中，宁夏跨东部季风区域和西北干旱区域，西南靠近青藏高寒区

域，大致处在我国三大自然区域的交汇、过渡地带。在中国国土开发整治地域划分

上，宁夏位于中部重点开发区的西缘或西部待开发区的东缘，是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

重化工基地和黄河上游水能矿产开发区的组成部分，北部和中部系“三北”防护林建

设工程的重点地段，南部属于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区和“三西”地区的范围。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从地貌类型看，南部以流水侵蚀的

黄土地貌为主，中部和北部以干旱剥蚀、风蚀地貌为主，是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境

内有较为高峻的山地和广泛分布的丘陵，也有由于地层断陷又经黄河冲积而成的冲

积平原，还有台地和沙丘。地表形态复杂多样。据 2004 年初统计数据显示，宁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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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丘陵占 38%，平原占 26． 8%，山地占 15． 8%，台地占 17． 6%，沙漠占 1． 8%。平

均海拔为 1090 ～ 2000 米。贺兰山是宁夏平原的天然屏障，主峰为敖包圪垯，海拔

3556 米。黄河从中北部穿越 12 个市县，境内流程 397 公里。

二、地理概貌

宁夏地处我国地质、地貌“南北中轴”的北段，在华北台块、阿拉善台块与祁连山

褶皱之间。高原与山地交错带，大地构造复杂。从西面、北面至东面，由腾格里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相围，南面与黄土高原相连。地形南北狭长，地势南高北

低，西部高差较大，东部起伏较缓。

南部的六盘山自南端往北延，与月亮山、南华山、西华山等断续相连，把黄土高原

分隔为二。东侧和南面为陕北黄土高原与丘陵，西侧和南侧为陇中山地与黄土丘陵。

中部山地、山间与平原交错。卫宁北山、牛首山、罗山、青龙山等扶持山间平原，错落

屹立。

北部地貌呈明显的东西差异。黄河出青铜峡后，塑造了美丽富饶的银川平原。

平原西侧，贺兰山拔地而起，直指苍穹。东侧鄂尔多斯台地，高出平原百余米，前缘为

一陡坎，是宁夏向东突出的灵盐台地。地貌复杂，山地迭起，盆地错落，大体可分为:

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台地，洪积冲积平原和六盘山、罗山、贺兰山南北中三段山地。平

均海拔 1000 米以上。按地表特征，还可分为南部暖温带平原地带，中部中温带半荒

漠地带和北部中温带荒漠地带。宁夏从南向北表现出由流水地貌向风蚀地貌过渡的

特征。根据自然特点和传统习惯，一般把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卫市和吴忠市的利通

区、青铜峡等市县的引黄灌溉区称为宁夏北部; 把吴忠市的盐池、同心两县和灵武、中

卫的山区以及中卫市海原县的北部称为宁夏中部; 把固原市的原州区、西吉、隆德、泾

源、彭阳 5 县及中卫市海原县的南部山区称为宁夏南部。

三、地理特点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低。从地貌类型看，南

部以流水侵蚀的黄土地貌为主，中部和北部以干旱剥蚀、风蚀地貌为主，是内蒙古高

原的一部分。境内有较为高峻的山地和广泛分布的丘陵，也有由于地层断陷又经黄

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还有台地和沙丘。地表形态复杂多样，为宁夏经济发展提供

了不同的条件。

( 一) 天然屏障与高原“绿岛”

宁夏有名的山地有贺兰山和六盘山。贺兰山绵亘于宁夏的西北部，南北长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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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东西宽 15 ～ 60 公里。山地海拔多在 1600 ～ 3000 米，主峰达 3556 米。古人称

之为“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山势巍峨雄伟，既减弱了西北寒风的侵袭，又阻挡

了腾格里沙漠流沙的东移，成为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贺兰山有丰富的煤炭等矿产

资源。山麓部分，1500 米以下为荒漠草原带; 1500 米以上出现覆盖度较大，草本植物

生长较高的山地草原及旱生灌丛带。大约 2000 米以上，有以云杉、油松等为主的森

林。森林带以上，有一定面积的高山灌丛草甸带，是较好的夏季牧场。贺兰山的山脊

是我国荒漠草原与荒漠、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的分界线。山岭中

间，也有一些较低矮的山口，成为东西交通要道，其中三关口是银川通往内蒙古阿拉

善左旗的重要通道。六盘山古称陇上，位于宁夏的南部，耸立于黄土高原之上，是一

条近似南北走向的狭长山脉。主峰位于和尚铺以南的米缸山，海拔 2942 米，山势高

峻。山路曲折险峻，须经六重盘道才能到达顶峰，六盘山因此而得名。山腰地带降雨

较多，气候较为湿润，宜于林木生长，有较繁茂的天然次生阔叶林，使六盘山成为黄土

高原之上的一个“绿岛”，也是宁夏重要的林区之一。

( 二) 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

宁夏平原海拔 1100 ～ 1200 米，地势从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黄河自中卫入境，

向东北斜贯于平原之上，黄河顺地势经石嘴山出境。平原上土层深厚，地势平坦，加

上坡降相宜，引水方便，便于自流灌溉。所以，自秦汉以来，劳动人民就有这里修渠灌

田，发展了灌溉农业。两千年来经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这里早已是渠道纵横、阡陌

相连的“塞上江南”，现为宁夏的商品农业基地。

宁夏平原以青铜峡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青铜峡口以南叫卫宁平原，比较狭

窄，宽仅 2 ～ 10 公里。坡度较大，不仅有利于灌溉，排水也比较方便。地面径流及地

下水均可顺利排入黄河。地下水位较低，土壤盐渍化现象较少。青铜峡以北的银川

平原，地形开阔，有的地方竟达 40 公里以上( 尤以黄河以西的地区) 。平原面积较广，

这里坡度较小，引水便利，排水欠佳，过去缺乏良好的排水系统，积水汇集于注地，人

为地增加了许多湖泊。由于排水不畅，地下水位抬高，土壤的盐渍化现象严重。新中

国建立后，加强了排水措施，盐碱滩被改造成为沃土，很多湖泊被排干，垦为农田。现

在平原上还有不少湖泊，这些湖泊已成为今日发展淡水养鱼的重要场所。

( 三) 丘陵起伏的黄土高原区

宁夏南部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其上黄土覆盖，厚的地方可达 100 多米，大致由南

向北厚度逐减。六盘山主峰以南，流水切割作用显著，地势起伏较大，山高沟深。六盘

山以北的地区，由于降水少，流水对地表切割作用较小，除少数突出于黄土瀚海之上、状

如孤岛的山峰之外，一般为起伏不大的低丘浅谷，相对高度在 150米左右。凡有河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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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地方，经河流的冲积，形成较宽阔的河谷山地，宜于发展农业生产，是重要的粮油产

地。许多低丘缓坡也多开垦成农田。丘陵坡下，开挖一排排窑洞，是劳动人民因地制宜

建造的住房，是这里普遍的、具有自然地理特色的人文景观。在人们对黄土丘陵地区长

期垦殖过程中，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等方面的原因，使这里的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破坏了

植被，水土流失严重，农作物产量下降。其根治的出路在于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坚持不懈地植树种草，恢复植被，保持水土，广辟水源。

( 四) 风沙侵袭的灵盐台地

在黄土丘陵区以北、银川平原以东，即灵武市东部和盐池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

鄂尔多斯高原的一部分，是海拔 1200 ～ 1500 米的台地。台面上固定和半固定沙丘较

多。西部，低矮的平梁与宽阔谷地相交错，起伏微缓。谷地里散布有面积不大的盐

池、海子，生产食盐、芒硝等盐类矿点。台地区降水少，地下水埋藏深，水质差，灌溉条

件不好;风沙侵袭严重，沙荒多，农田少。天然植物主要是早生草类和低矮的灌木丛，

这里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天然牧场。

四、气候条件

宁夏地处中国西北内陆，远离海洋，位于中国季风的西缘，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

正当冷空气南下之要冲，夏冬处在东南季风西行末梢，形成较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大

陆度为 52 ～ 68) 。宁夏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具有冬寒长、夏热短、春暖快、

秋凉早，干旱少雨、日照充足、蒸发强烈、风大沙多，南凉北暖、南湿北干和气象灾害较

多等特点。

以麻黄山北缘—青龙罗山南麓—李旺—关桥—盐池一线为界，气候资源南北差

异明显。该线以北的宁夏中部、北部地区，光能丰富，热量适中，降水稀少，为温带干

旱区，无灌溉便无农业。主要气候资源指标为:年太阳辐射总量 5711 兆焦耳 /平方米

～ 6096 兆焦耳 /平方米，年日照时数 3000 小时左右，年平均气温 8℃ ～ 9℃，＞ 0℃积

温 3700℃左右，＞ 6℃积温 3500℃左右，＞ 10℃积温为 3200℃ ～ 3300℃，平均无霜期

150 ～ 195天，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在 300 毫米以下，年干燥度 ＞ 3。该线以南的宁夏南

部地区，降水稍多，热量不足，为温带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以旱作农业为主。主要气

候资源指标为:年太阳辐射总量一般为 4932 兆焦耳 /平方米 ～ 5661 兆焦耳 /平方米，

年日照时数 2200 ～ 2700 小时，年平均气温 5℃ ～ 9℃，呈北高南低分布，＞ 0℃积温

2550℃ ～3110℃，＞ 5℃积温 2540℃ ～2900℃，＞ 10℃积温 1900℃ ～2400℃，平均无霜

期 127 ～ 155 天，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300 ～ 677 毫米，年干燥度 1 ～ 3。

宁夏属温带大陆性气候。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4℃ ; 1 月最冷，平均气温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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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候为 5℃ ～10℃，昼夜温差大，年降水量为 300 ～ 677 毫米。全年日照达 3000

小时，无霜期 150 天左右，是中国日照和太阳辐射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黄

河水的滋润，宁夏平原地区虽然大气干燥，大地却并不干旱。宁夏旅游旺季是 4 ～ 10

月，淡季到宁夏旅游也别有情趣。

( 一) 年平均气温

宁夏年平均 5℃ ～9℃之间，呈北高南低分布。固原市在 7℃以下，贺兰山和六盘

山最低，分别为 － 0． 8℃ ～ 1． 0℃。同心以北至宁夏平原，年均气温在 8℃ ～ 9． 4℃，中

宁、大武口分别为 9． 2℃和 9． 4℃，是年均气温最高的地方。

日平均气温 10℃的初日，是多数作物生长活跃的时期，同心以北地区出现在 4 月

中旬末到 4 月下旬初，固原市出现在 5 月上中旬，南北相差约 25 天。10℃的终日，同

心以北地区在 10 月上旬; 固原市在 9 月中下旬，南北相差 20 天左右。10℃是作物生

长旺盛期，中北部平原地区持续天数在 170 天左右，积温为3100℃ ～3500℃ ; 固原市

持续天数在 120 ～ 150 天，积温 1900℃ ～2600℃ ;贺兰山、六盘山，持续天数在 40 天以

下，积温 400℃ ～500℃。

日平均气温 0℃的初日，是土壤开始化冻，牧草萌动，春麦下种的时期。宁夏是由

中部最先开始出现的，以同心、中宁为最早，在 3 月 8 ～ 10 日; 银川以北和盐池、中卫

一带略晚，为 3 月 11 ～ 14 日; 固原市和麻黄山等较晚，迟至 3 月 18 ～ 25 日;贺兰山、六

盘山最迟，分别为 4 月 8 日和 4 月 23 日。

( 二) 年降水量

宁夏降水少，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183． 4 ～ 677． 0 毫米，由南向北递减，六盘山地区

600毫米以上，黄土丘陵区300 ～600毫米，同心、盐池一带200 ～300毫米，银川平原和卫

宁平原 200毫米左右。六盘山和贺兰山年降水分别为 766毫米和 430毫米，是宁夏南北

多雨中心。年降水总量中，夏季占 51% ～65%，冬季占 1% ～2%，秋季占 20% ～28%。

各地水曲线都呈单峰型，进入 6 月降水量迅速增大，9 月以后降水量急剧减少。

降水量最大值一般出现于 7 月下旬 ～ 8 月上旬，这一期间的降水量，中部、北部地区占

年降水量的 30%左右，南部地区占年降水量的 25%左右; 月平均降水量最小值一般

出现于 12 月，占年降水量的比重各地都在 0． 5%以下。降水的年际变化也很大，多雨

年降水量是少雨年降水量的 2 ～ 6 倍。降水变差系数 0． 20 ～ 0． 46，由南向北增大，降

水越少的地区降水越不稳定。

( 三) 年蒸发量

蒸发量的分布。宁夏各地年蒸发量在 1214． 3 ～ 2803． 4 毫米。韦州站年蒸发量

最大，为 2803． 4 毫米。西吉、泾源、隆德等地年蒸发量较小，平均小于 1481 毫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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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趋势大致为韦州以南各站自北向南年蒸发量逐渐减少。韦州以北各站分布情况

为:以韦州为中心向北逐渐减少，至石嘴山市又呈增大趋势。

五、人口

宁夏 2007 年人口出生率为 14． 80‰，比上年下降 0． 73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

率 9． 76‰，比上年下降 0． 93 个千分点。全年净增人口 6． 52 万，年末常住人口610. 25

万。2007 年，宁夏共有 46 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族人口218． 23万。

六、资源优势

宁夏土地和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和能源优势突出。全区有耕地 1650 万亩，水浇

地 603． 15 万亩。有待开发的宜农荒地 66 万余公顷，其中可开发水产养殖的荒滩

13. 3 万公顷、荒水面积 5． 6 万公顷，有草场 300 万公顷。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 50 多

种，人均自然资源潜在价值为全国平均价值的 163． 5%，居全国第 5 位。尤其是非金

属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炭、石膏、石油、天然气等。石膏蕴藏量居全国第一，已探

明的同心县喊叫水乡贺家口子大型矿床，石膏储量 20 亿吨，尚属国内罕见。全区有

丰富的煤炭资源，探明储量 319． 91 亿吨，居全国第 5 位。仅灵武煤田探明储量就达

270 多亿吨，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探明储量的总和。全国十大煤种，宁夏就有 9 种。

世界著名的优质无烟煤———太西煤，年出口量曾达 100 万吨。地跨宁夏的陕甘宁盆

地天然气田，已探明储量 2000 多亿立方米，是世界特级大气田。

七、宁夏历史沿革

宁夏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宁夏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

动的遗址和遗物表明，早在 3 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派兵在宁夏屯垦，修筑了闻名世界的秦长城，还兴修了著名的秦渠，开创了引黄河水

灌溉的历史。到汉代( 公元前 206 ～公元 220 年) ，这里农耕经济已相当繁荣。唐代

天宝十四年( 755 年) 爆发了“安史之乱”，太子李亨进入宁夏，在灵武登基称帝，即唐

肃宗。当时，宁夏已成为中国东西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北宋宝元元年( 1038

年) ，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了大夏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 今银川

市) 。蒙古灭西夏后，于元朝至元二十四年( 1294 年) 设宁夏府路，始有“宁夏”地名。

明设宁夏卫，清设宁夏府。民国初年，宁夏府改为朔方道，1929 年成立宁夏省。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4 年撤销宁夏省，将阿拉善等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其余部分并入甘肃省。1958 年 9 月 23 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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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宁夏能源现状

宁夏矿产资源丰富，按丰值度计，人均自然资源潜在价值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

1． 6倍，居全国第 5 位。宁夏处于黄河水能资源的富集区，具有建设大型水电站的良

好条件。已建成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和沙坡头水利枢纽以及正在规划的大柳树水利枢

纽，总装机容量可达 240 万千瓦。宁夏煤炭开采条件好、成本低。优质无烟煤在国内

外市场上享有盛誉，畅销亚欧美十多个国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拳头产

品。宁夏煤田分布与黄河水利水能资源在地域上的有机结合，利于发展大型坑口电

站，完全可以建成国家“西电东送”的电源基地。陕甘宁盆地天然气储量十分丰富，具

备发展天然气化工的良好条件，有望成为西北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太阳能、风能、

地热等资源具有综合开发的美好前景。

一、煤炭

煤炭是宁夏的优势矿产资源，分布广阔。全区含煤面积达 17000 平方公里，占全

区总面积的 1 /4，其中:勘探面积 1924． 6 平方公里，预测( 垂深 0 ～ 2000 米) 含煤面积

7059． 6 平方公里，合计面积 8984． 2 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13． 5%。全区 19 个县

市中，就有 10 个县分布有煤炭资源，宁夏煤炭资源划分为贺兰山、宁东、宁南和香山 4

个含煤区。

宁夏煤炭品质优良。除石炭井、石嘴山是西北重要的焦煤基地外，贺兰山汝箕沟

的无烟煤以及出口的“太西煤”，素有“三低六高”之盛名，为国内之冠。“三低”，即灰

分低、硫分低、磷分低。“六高”，即原煤发热量高、比电阻率高、机械强度高、精煤回收

率高、原煤块煤率高、化学性高，与冶金焦炭相差无几。汝箕沟“太西煤”自 1964 年进

入国际市场后，畅销比利时、日本、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其质量可与越南鸿基烟煤相媲美。

二、电力

电力工业既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又是宁夏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

电力工业的适度超前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增强工业经济实力的直

接力量。从现在到 2010 年，是宁夏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必须从战略高度重

视并做好电力工业的发展规划，坚持“电力先行”的原则，切实促进电力工业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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