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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学校学生

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甘肃省义务教育阶段地方课程实施意见（试行）》

《兰州市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意见》规定，乡土地理作为省情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地方课

程之一。 为此，兰州市教育局、市教科所结合我市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教学需要，组织编写了《兰州

地理》。 该教材的编写工作，依据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主要体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

地理”的基本课程理念，反映了兰州自然环境的基本情况和兰州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

面快速发展的新面貌。

编写此书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在学习乡土地理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家乡、熟悉家乡。 如家乡兰

州的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以及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知道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性，增强对家乡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意识；了解并尊重家乡的传统文化，加强对家乡

自然美和人文美的感受，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兰州的建设、发展日新月异，本书所涉及的地理事实，有的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即将发生变

化，请各位读者根据兰州的发展变化自行更新。

本书是在兰州市教育局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帮助下编写完成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

甘肃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帮助， 参考与引用了有关部门及专家的研究

成果或著述，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本书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诚恳欢迎广大师生及

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3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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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兰州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点？
兰州与哪些地区相邻？
你知道兰州的行政区划名称吗？
兰州的人口、民族有何特点？

从全国看兰州



兰 州 地 理

第一节 祖国的中心地

独特的位置

图1-1 兰州在全国的位置示意图

兰州位于北纬35°34′20″～37°07′07″， 东经102°35′58″～104°34′29″之间， 是我国陆地的几何中

心，地处甘肃省中部，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也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旅客集

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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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全国看兰州

活 动

在图1-1上，以兰州为圆心，以2厘米、4厘米、6厘米为半径画同心圆，说一说你看到的图形中

兰州的位置特点。

兰州市北部和东北部毗邻白银市，东部和东南部与白银市和定西市相邻，西南部和西部与临

夏回族自治州、青海省的民和县相连，西北部与武威市接壤，是典型的内陆城市。

图1-2 兰州市地图

黄河由西向东从兰州市区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南面皋兰山与北面白塔山对峙，山静水动，

形成独特美丽的景观；城市清秀、雄浑，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是一座山水之城、宜居之城。

阅读材料
兰州名称的由来

兰州，又称“金城”，始建于公元前86年。 据记载，因初次在这里筑城时挖出金子，故取名金城，

还有一种说法是依据“金城汤池”的典故，喻其坚固。两汉、魏晋时在此设置金城县。隋朝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隋文帝废郡置州，在此设立兰州总管府，府址在今天城关区鼓楼巷，因城南有皋兰

山，故名兰州。 “兰州”之称，始见于史册。汉唐以来，兰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

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康熙时隶甘肃行省，省会由陇西迁至兰州。 1941年正
式设市，1949年8月26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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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州 地 理

活 动

1. 在甘肃省地图上找出兰州市的位置，读出经纬度数值。

2. 找出兰州市周围的地区：武威、白银、定西、临夏和青海省。

第二节 行政区划

兰州的行政区

兰州市行政区划共设置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5个市辖区，永登、皋兰、榆中3个市辖
县。 市域总面积13272平方千米，市区面积1631平方千米。

图1-3 兰州行政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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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全国看兰州

表1-1 兰州市五区三县的面积（单位：平方千米）

阅读材料
兰州行政区的特点

城关区，是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交通、商贸中心，绝大部分省级和市

级行政单位机关均在这个区。 黄河横贯西东，将城关区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白塔山雄踞河北，皋

兰山耸立城南，两山夹一河是城关区独有的地理位置特点。

七里河区，位于城关区西南面，区内依山傍水，滔滔黄河从其身旁穿过，南、北两山位于两边，

有较多的老国有企业分布在这一区。主要有石油化工、机械、毛纺、机电、食品等工业。农村经济由

传统农业向商品化、产业化经营转变，形成了“百合、蔬菜、林果、畜禽”四大支柱产业，特别是百合

的生产、加工、销售已具规模，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全区创汇农业发展的

拳头产品。

安宁区，位于城关区西面，黄河北岸。 区名源自明代军事城堡安宁堡，取“安宁无患、不受侵

害”之意，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地之一，有“金城西北之门户，河西五部之咽喉”之说。 该区环境优

美，土地肥沃，盛产蜜桃，是全国闻名的四大蜜桃生产基地之一，素有“十里桃乡”的美誉。 该区高

校云集，是兰州的科教区。

西固区，位于兰州市西郊，东与七里河区接壤，西与红古区交界，南与永靖县为邻，西北部与

永登县毗邻，东北部以黄河为界与安宁区隔河相望。 黄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境。 我国西部最大的石

化企业集中分布在这里，农副产品种类多，规模大，已建成粮食、蔬菜、瓜果、蛋奶、药材、渔业等10
大农业生产基地。

红古区，地处兰州市西南部，是内地通往青藏的交通要冲和咽喉。 东西长54千米，南北最宽处

24千米，黄河两大支流大通河、湟水在这里交汇后穿境而过，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自享堂

峡以东称为红古川，兰州唯一的远郊区。

榆中县，地处兰州市东郊，西靠城关区、七里河区，东邻定西市安定区，西南与临洮县交界，北

隔黄河与白银市相望，东北与会宁县、靖远县接壤，旅游资源丰富，如兴隆山、和平牡丹园、石门度

假村、官滩沟、万眼泉、明肃王墓、青城古建民居等旅游风景名胜区，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高原夏

菜是当地的招牌和特色。

皋兰县，地处兰州市北部郊区，属兰（兰州）白（白银）都市圈和兰白经济区的衔接地带。 其地

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山川相间，瓜果久负盛名，什川的梨树栽培足有500年历史，有“中国第一古

梨园”之称，成为黄河四十里风情线上的一道独特美丽的风景，是兰州市民春游、秋游的首选地。

永登县，离城关区最远，地处兰州市西北部，在安宁区、西固区以北，素有“中国玫瑰之乡”的

美誉，引大入秦工程横跨东西，兰州中川机场在其境内，有保存最完整的鲁土司衙门，吐鲁沟国家

森林公园景色迷人。 境内的秦王川是“兰州新区”的主战场，发展前景巨大。

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安宁区 红古区 永登县 皋兰县 榆中县

220 397 385 87 542 6090 2256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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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州 地 理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于2012年8月28日正式成立，是六个国家级新区之一。 兰州新区位于兰州北部秦王

川盆地，距兰州市区38.5千米，西宁198千米，银川420千米，地处甘肃、青海、宁夏三个省区中心城

市共生带的中间位置，是国家规划建设的综合交通枢纽，辖永登、皋兰两县的五镇一乡，现有总人

口10万人，规划面积806平方千米。

图1-4 兰州新区地理位置图

阅读材料
国家级新区

国家级新区，是指新区的成立乃至于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它的总体发展目标、发展定

位等由国务院统一进行规划和审批，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辖区内实行

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鼓励新区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工作。 目前我国共有6个
国家级新区， 它们分别是：1992年10月成立的上海浦东新区，1994年3月成立的天津滨海新区，

2010年6月成立的重庆两江新区，2011年6月成立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012年8月成立的甘肃兰
州新区和2012年9月成立的广东南沙新区。

兰州新区将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石化工业、生物制药和中藏药等产业。 兰州新区的主要功

能有：它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战略基地，承接产业转移的

示范区。 兰州新区的成立，是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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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全国看兰州

阅读材料
兰州新区建设与管理

国家发改委印发《兰州新区建设指导意见》，确定在五个方面给予兰州新区政策扶持：一是支

持体制机制创新。 允许和支持兰州新区在行政管理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技术创新

和服务体系、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为推动兰州新区建设提供体制动力和保障。 二

是实施差别化土地政策。新区范围内的耕地占补平衡在全省范围内统筹解决。在严格保护耕地和

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鼓励新区开发利用未利用土地，允许在土地开发整理和利用等方面先行

先试。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力度。 四是优先布局重大项目。 国家在重大项

目布局上给予兰州新区重点支持。 五是加大金融支持。

2010年12月21日，甘肃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兰州新区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的通知》（甘机编发〔2010〕81号），明确在兰州新区设立中共兰州新区工作委员会、兰州新区管理

委员会（简称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厅级建制，享有市一级的行政管理权限。

城市空间变化

1941年兰州建市时， 城区面积16平方千米，1942年第一次扩大城区范围，20世纪60年代市区
面积达到了92.48平方千米，20世纪70年代近148平方千米，目前市区面积为1631平方千米，已成为

一个科技文化发达、工业集中、商业繁荣的特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先后进行了四次规划，城市规模和市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阅读材料
兰州市城市发展规划

1954年，兰州的第一版规划诞生，确定了兰州市发展的三条轴线，即皋兰路至东方红广场、酒

泉路至省政府、中山路至中山桥的城市中心区，形成兰州市的雏形。 城关区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西固区是石化基地，安宁区是科教区，七里河区位于过渡区。 1979年再次进行规划，在原

有基础上加强南北两山绿化，建设三个绿色长廊，即徐家山—东岗—雁滩，白塔山—伏龙坪，安宁

桃园—迎门滩，各区功能基本不变，形成沿黄河带状分布的城市空间结构。 2000年作出第三次规
划，提出城市要做黄河的文章的发展思路，以黄河为轴线，打造城市带状公园，集中体现黄河文

化，优化设计城市出入口，新建多座黄河大桥，城市容貌优美，和谐发展。 目前按第四次规划方案

加快兰州城市发展步伐，城市建设跳出河谷地区，向秦王川、南北两山、榆中、皋兰等地拓展，到

2030年，形成兰州市区和兰州新区“双城”的空间格局。

今日兰州风貌

兰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旧街改造，新道拓展，商业街纵横交错，熙熙攘攘，主干道车水马龙，

黄河风情线赏心悦目，黄河大桥雄姿优美，一栋栋高楼鳞次栉比，一座崭新的兰州城正走进我们

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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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州 地 理

阅读材料
市容新貌

图1-5 市区道路 图 1-6 黄河两岸建筑群

美丽的黄河风情线

图1-7 龙源公园 图1-8 滨河路

雄伟多姿的黄河大桥

图1-9 中山桥 图1-10 银滩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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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全国看兰州

图1-11 七里河大桥 图1-12 金雁大桥

图1-13 小西湖黄河大桥 图1-14 雁滩大桥

活 动

1. 了解兰州新区的总体规划和主要功能。如果你有机会去新区实地参观，请拍一些照片， 在

班上进行交流。

2. 利用休闲时间去兰州的街道、公园拍些反映兰州城市景观的照片，在班上办一期影展，共

同领略家乡的美丽。

3. 在图1-15上，填出兰州所辖的三县五区和兰州新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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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州 地 理

图1-15 兰州及兰州新区行政区填充图

第三节 人口和民族

城市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322万人，是我国的特大城市之一，西北第二大城市，辖区中城关区人口最为

稠密。

表1-2 兰州市所辖县区人口数（单位：万人）

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安宁区 红古区 永登县 皋兰县 榆中县

93 47 33 20 14 53 1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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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全国看兰州

阅读材料
历史上兰州市人口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兰州市人口为10.8万；1941年建市时兰州人口为11.8万；解放初期的

1953年，兰州人口为40万；1982年人口为238万；2011年，兰州市人口已达到322万。

民族构成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55个民族在兰州都有分布，少数民族人口1.59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4％。少数民族人口中居前十位的少数民族依次为：回族、东乡族、藏族、满族、

蒙古族、土族、维吾尔族、土家族、壮族、苗族。 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分布。

市民宗教信仰自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在兰州均有市级团体。

阅读材料
浓郁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回族， 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古老的文化， 回族以汉语为共同

语，但在宗教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又夹杂着大量只有穆斯林内部交

流的词汇或短语，本民族相对集中居住。 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在回

族的聚居区都建有清真寺。 清真寺是举行宗教活动， 也是进行宗

教教育、传播宗教知识的地方。 清真寺的建筑一般由礼拜殿、水房

和经堂三大部分组成。 回族服装大体与汉族相近，男子一般戴白

色无檐小帽，表示清洁不染，上着对襟短上衣，穿白长裤、白袜子，

喜欢在白衬衣外套坎肩； 妇女头戴圆撮口帽， 戴盖头 （也叫搭盖

头），一般把头发、耳朵、脖子都掩盖起来。盖头有少女、已婚妇女和

老年妇人之分，少女戴绿色的，已婚妇女戴黑色的，老年妇人戴白

色的。老年妇人的盖头较长，少女、已婚妇女的较短，只披到肩上。盖头上有的还绣有花边和图案。

回族男子很注意胡须的修饰。 回族民间节日主要有：开斋节（也叫肉孜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

东乡族，因居住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地区而得名，东乡是这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少

数散居在甘肃兰州市和广河、和政、会宁、玉门等县市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宁夏、青海也有

少量定居。 该民族自称“撒尔塔”。 撒尔塔原始意思为“商贾”，指定居于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

的各种人，主要有突厥人、波斯人，统称为色目人。 东乡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乡族至

今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绝大部分东乡人懂汉语，汉字是通用文字。 东乡语的基本语序

为主语—宾语—谓语，定语、状语置中心词前。

东乡族人民热情好客，客人来了，都是长者出门远迎，客人进屋要先请上炕，随后要献上比较

讲究的盖碗茶；正餐时东乡族喜用鸡待客，东乡族待客最隆重的是端全羊，即把羊的各个部位如

脖子、肋条、前后腿、羊尾巴依次上盘，使餐桌上样样俱全。 东乡族人民也很讲礼节，在就餐中，长

辈不食，晚辈不得动手。除老年妇女外，妇女一般不与男子同桌吃饭。东乡人待客一般不与客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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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餐，只站在炕沿招待，以示对客人的敬重。 男宾由男主人招待，女宾由女主人招待。 禁忌递烟

敬酒。

活 动

1. 看图1-16，说出图中建筑是何种宗教活动的地方。

图1-16 宗教建筑

2. 了解同班同学中的民族构成情况，让少数民族同学讲一讲他们本民族的习俗与文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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