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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位于北纬 35毅14忆耀39毅23忆、东经 104毅17忆
耀107毅39忆之间，下辖 5 个地级市，2 个县级市、11 个县、7 个县级市辖

区、1 个县级移民开发区，94 个乡、93 个镇、40 个街道办事处。省会是

银川市。处于中国西部、黄河上游地区。东邻陕西省，西、北接内蒙古

自治区，南与甘肃省相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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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疆域轮廓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相

距约 456 公里 （北起石嘴山市头道坎北 2 公里的黄河河心，南迄泾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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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的田涝坝，东到盐池县柳树梁北东 2 公里处），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

（区） 之一，总面积 6.64 万平方公里。

按照中国自然区的划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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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划分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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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理概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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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腾格里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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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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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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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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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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固原市的固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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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理特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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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

同的条件。据 2004 年初统计数据显示，宁夏地形中丘陵占 38%，平原占

26.8%，山地占 15.8%，台地占 17.6%，沙漠占 1.8%。

贺兰山绵亘于宁夏的西北部，南北长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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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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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有丰富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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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松等为主要成分的森林。森林带以上，有一定面积

的高山灌木丛草甸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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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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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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重要通道。

六盘山古称陇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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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曲折险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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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六盘山成为突起于黄土高原之上的一个“绿

岛”，也是宁夏重要的林区之一。宁夏南部则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其上

黄土覆盖，厚的地方可达 100 多米，大致由南向北厚度渐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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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起伏个大的低丘浅谷，相对高度在

150 米左右。凡有河流流过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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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对黄土丘陵地区

长期垦殖过程中，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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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的出路在于大力植

树种草恢复植被，保持水土，广辟水源。

整体而言，宁夏平原海拔为 1100~1200 多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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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势顺地势经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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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就在这里修渠灌田，发展了灌

溉农业。2000 多年来经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这里早已是管道纵横、阡

陌相连的“塞上江南”，现为宁夏的商品农业基地。 以青铜峡为界，宁

夏平原分为南北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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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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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虽便，排水欠佳，过去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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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排水系统，积水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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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银川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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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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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这里降水少，地下水埋藏深；水质差，水分条件不好；风沙侵袭

严重，沙荒多，农田少。天然植物主要是旱生草类和低矮的灌木丛，这

里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天然牧场。

从气候条件探究，宁夏地居中国西北内陆，远离海洋，位于中国季

风区西缘，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正当冷空气南下之要冲；夏季处在东

南季风西行末梢，形成较典型的大陆性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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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盐池一线为界，气候资源

南北差异明显。该线以北的宁夏中北部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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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无霜期 150耀195 天，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在 300 毫米以下，年干燥度。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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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无霜期 127耀155 天，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300耀677 毫米，年

干燥度 1耀3。
宁夏深居内陆，属温带大陆性气候。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4益；1 月

最冷，平均气温-9益。近 30 年来，年平均气温为 5.6益~10.1益 ，昼夜温

差大，年降水量为 300mm~67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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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河水的滋润，

宁夏平原地区虽然气候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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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气温方面分析，宁夏年平均气温呈北高南低分布。固原市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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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在 7益以下，贺兰山和六盘山最低，分别为原0.8益、1.0益。同心以北

至宁夏平原，年均气温在 8益耀9.4益之间，中宁、大武口分别为 9.2益和

9.4益，是宁夏年均气温最高的地方。日平均气温逸10益的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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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天左右。10益的终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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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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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耀3500益；固原市持续天数在 120耀150 天，积温 1900益耀2600益；

贺兰山、六盘山，持续天数在 40 天以下，积温 400益耀500益。日平均气

温为 0益的初日，是土壤开始化冻，牧草萌动，春麦下种的时期，宁夏

全区是由中部最先开始出现的，以同心、中宁为最早，在 3 月 8耀10 日；

银川以北和盐池、中卫一带略迟，为 3 月 11耀14 日；固原市和麻黄山等

较晚，迟至 3 月 18耀25 日；贺兰山、六盘山最迟，为 4 月 8 日和 4 月 23
日；日平均气温，0益的终日，和初日相反，由南向北推迟，固原市和麻

黄山等地较早，在 11 月 4 日耀9 日，宁夏平原地区较迟，大部分在 11 月

中旬，其中中卫、吴忠等地最晚，在 11 月 18耀20 日。

从年降水量方面看，宁夏降水少，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183.4耀677
毫米，由南向北递减，六盘山地区 600 毫米以上，黄土丘陵区 300耀600
毫米，同心、盐池一带 200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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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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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耀65豫，冬季占 1豫耀2豫，秋季

占 20豫耀28豫。各地降水曲线都呈单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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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下旬至 8 月

上旬，这一期间的降水量，中北部地区占年降水量的 30豫左右，南部地

区占年降水量的 25豫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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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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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6 倍。降水变差系数 0.20耀0.46，由南向北增大，

降水越少的地区降水越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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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宁夏地名由来

宁夏居黄河上游，北倚贺兰山，南凭六盘山，黄河纵贯北部全境，

历史文化悠久，古今素有“塞上江南”之美誉。宁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宁夏境内的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中卫长流水和固原地区诸多

太古先民活动遗址的发掘发现表明，早在 25000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

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三代”以前境内为北狄、西戎各游牧部落居牧

区，先后被称之为荤粥、鬼方、猃狁、匈奴等名。至战国间，宁夏地区开

始隶属中原政权管辖。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羌、戎和匈奴等民族集居地之

一。公元前 3 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设北地郡、九原郡，派兵屯

垦，兴修水利，开创了引黄灌溉的历史。西汉时期，汉武帝曾两次巡视宁

夏，移民 70 万人，朝廷大量“募民徙塞下屯耕”大兴水利，设定郡。到

汉代 （前 206耀220 年），这里农耕经济已相当繁荣。十六国时期，为匈奴

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领土。进入南北朝时期，宁夏社会日渐

稳定，经济开始恢复。北魏、北周时继续推行移民兴屯，再次得到有效开

放，当时就已称这片塞上灌区为“塞北江南”了。唐代天宝十四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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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北宋宝元元年

（1038 年），党项族正是凭借这块塞上得天独厚的绿洲作为根据地，才能在

西北建立一个史称“西夏”的“万里之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 （今银

川市）。西夏王朝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

“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宁夏”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古灭西

夏后，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以后，于中统二年 （1261 年） 在西夏故都兴

庆府城的基础上，于至元二十四年 （1287） 设宁夏府路，成立“西夏中

兴等路行省”，始有“宁夏”地名。至元三年 （1266 年） 罢省，设立西

夏宣慰司，后来又经过多次改置，至元三十一年 （1294 年） 改设为“宁

夏行中书省”，次年又改为“宁夏府路”，隶属于甘肃行省。到了元成宗

时，将宁夏府路并入了甘肃行省。元朝末年的时候，又与甘肃行省脱离，

00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新设置了“宁夏行省”。明朝初年，先将宁夏立为宁夏府，尔后又改为

宁夏卫。清朝设宁夏府。此后，民国初年，宁夏府改为朔方道，1929 年

成立宁夏省。1949 年 9 月 23 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

范围与民国时期相同。1954 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

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
年 10 月 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

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及泾源回族自治县、隆德县。1969 年，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 5 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 年，

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一词的产生，既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它独特现实

的社会政治背景。从语言文化层面看，有学者将“宁夏”理解为宁静而

美好的夏天，也有学者将“宁夏”理解为安宁的西夏、让西夏安宁等。

然而，各种不同的理解总是趋向于对这片西夏故土的祝福和期待，希望

其能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提供安逸与祥和的生存环境。追根溯源，

为何学者或者生存在这方土地上的居民有这种期待呢？从历史学的角度

看，可以看到在宁夏的历史上，西夏王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非常强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带着蒙古铁骑，先后六次征伐西夏，最后一次才迫

使西夏投降。然而，在西夏投降前攻打灵州的战斗中，蒙古军队却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遭到西夏军队英勇顽强的抵抗，伤亡很大，被史书称为

蒙古野战攻城史上最惨烈的一仗。公元 1227 年夏天，西夏都城兴庆府一

带大旱，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和温疫灾害，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宫

室倒塌，城中粮草溃乏，西夏末代皇帝李晛见状无奈，只好投降，历时

190 年的西夏王国终于灭亡了。此后，长达 34 年蒙古在这片土地上没有

设立行政建制，直到忽必烈建元后，才设立了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后改

为宁夏行省。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统治者及社会平民阶层对于安宁

美好的向往在“宁夏”一词中得到了更为确切的体现。“宁夏”一词，

既与建立西夏王朝的西夏民族有关，也与蒙古帝国攻取西夏王国、治理

西夏王国的地区有关。这个词既代表了一个旧的西夏王朝历史的灭亡，

又代表了一个新的大元王朝历史的诞生。它既体现出了大元王朝对不平

凡的西夏王朝历史的记忆，又表现了大元王朝希望西夏地区安定和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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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的愿望。从地理文化上讲，“宁夏”一词在元代，既是一个泛

指，也是一个确指。所谓的泛指，是指一个疆域的概念，就是指整个西

夏曾经统治的地区，就是当时泛指的大河西地区，当时蒙古人叫做合申

（河西），也叫唐兀惕 （指党项、西夏） 地区。具体说，就是指现在的陕

北高原大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宁夏平原及宁夏南部

大部地区，甘肃的河西走廊、定西、白银、临夏地区，青海的河湟、西

宁一带，相当于现在的 12 个宁夏大。所谓的确指，就是指原西夏首都所

在地兴庆府，就是当时最高的地方政权管理中心宁夏路———宁夏行省所

在地。西夏建国虽总共 190 年，但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建城历史和党项族

进入古代宁夏的历史，却比西夏建国的历史早得多。兴庆府城从赵德明

修筑到西夏亡国共 214 年，比西夏建国早 22 年。党项民族从李继迁占领

灵州开始到西夏亡国共 226 年，李继迁占领灵州比西夏建国早 30 余年。

党项民族在进入古代宁夏的 200 余年中，利用黄河、贺兰山天险，黄河

灌溉、天都山一带的产粮区，陕北横山产粮区，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

高原游牧区，河西走廊、河湟西宁产粮区与游牧区的有利条件，经过不

断努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建立了当时西北最大的地方民族政权西

夏国，成为当时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与宋、辽、金、蒙古

四大强国相继抗衡 200 余年。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更加增添了宁夏发展

的历史文化性。

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宁夏”这个充满神秘与美好的地名，值得人

们崇敬与骄傲。这不仅与西夏党项拓跋氏和蒙古族有关，而更为重要的

是还与古老的华夏民族、匈奴民族、鲜卑民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它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性与丰富的文化性及浓郁的民族性。

它起到了上承夏启的夏朝、中承赫连勃勃的大夏，下承党项拓跋的大夏，

又从元明清沿袭至今，已有数千历史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华夏民族文化主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华夏民族

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已有五千年文献记载、传说的历程。

著名的华氏 （华胥氏） 民族文明崛起在华山之阴的渭河流域。著名的夏

后氏 （大禹） 民族文明崛起于汾河流域。夏民族继承发展了华氏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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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夏朝末年

时，被东起的商汤攻灭，夏朝末帝———夏桀的儿子们，却携着家眷逃往

漠北草原，并与当地的土著游牧民族长期融合，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匈奴

民族。因此，司马迁在 《史记·匈奴列传》 中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

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夏后氏就是大禹，大禹又是黄帝的子孙。所以，

从西汉以后，匈奴都尊夏后氏为祖宗。由此可见，“宁夏”一词，与西

夏文化、大夏文化、华夏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渊源关系。深厚的中国华

夏文化、耀眼的夏文化与骄傲的党项西夏文化，奠定了“宁夏”这一地

名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使得“宁夏”这个地名更加显得美丽与迷

人。宁夏地名是宁夏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形成、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

从而构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

第二节 天下黄河富宁夏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黄河作为哺育中华儿女成长

的母亲河，她九曲十八湾，咆哮万里；但是，回顾历史，黄河母亲却扮

演了一个百害角色，黄河泛滥、黄河决堤等等时常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然而，当人们在期待、感慨之时，不禁要问：“为什么天下黄河富

宁夏”呢？为什么宁夏却成了黄河的受益者呢，为什么黄河至此会成为

福音呢？

追溯历史，2000 万年前，西边贺兰山脉进一步急剧抬升，东边鄂尔

多斯高原也缓缓隆起，中间却陷落而成断陷盆地。200 万年前，银川成

为一个浩瀚大湖式盆地，那时候，绿水青山，碧波万顷，风光旖旎。后

来，随着地壳构造运动的变化，分水岭被切开成为峡谷，打开了湖水出

路，盆地内洪水漫流，出现了原始的黄河。黄河在盆地内来回摆动，把

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下来，逐渐形成黄河上游一片较大的冲积洪积平原。

万里黄河在宁夏穿过，流程 397 公里，给宁夏创造了一大片肥田沃壤，

并以她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

打开宁夏地图，就会看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形南北狭长，地势南高

北低。自北向南分别为贺兰山地、宁夏平原、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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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自古以来，黄河由西而东流经宁夏境内

397 公里，自青铜峡向北折，拐出了一个“几”字形的大湾———这就是

著名的黄河河套地区。自秦朝开始开沟挖渠，2000 多年的农耕史，在这

里留下了纵横交错的灌溉渠系。因此，宁夏的引黄灌区也被称作“中国

水利博物馆”。

依靠黄河的惠泽，无论干旱多么严酷、风沙如何肆虐，占全自治区

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 1.31 万平方公里的引黄灌区绿色葱茏，稻浪翻滚、

鱼肥林茂、瓜果飘香的胜景年年都有；中部干旱带则干旱少雨，受腾格

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地三大沙漠的夹击，风蚀沙化非常严

重；“苦甲天下”的西海固更是宁夏南部山区的缩影，那里丘陵纵横，

水土流失严重。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开发、退耕还林和劳务输

出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宁夏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农民生活发生

了较大变化，基本解决了温饱。

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风景描述的正是对

“宁夏平原”的写照。翻阅宁夏的发展，宁夏川区又称宁夏平原，由银川

平原，卫宁 （中卫、中宁） 平原组成，以青铜峡水利枢纽为分界。在温

柔缠绵的宁夏—内蒙古河段，黄河平静地流淌，灌溉着两岸的农田，造

福当地的人民。银川平源土地平坦，面积广阔，利用黄河水进行自流引

灌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这里物产丰富，名贵中药枸杞和银川大米质量

优良，黄河水给这里的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内奔流的黄河，从甘肃兰州东下，闯过两峡，进入中卫，河面渐宽，

两岸经过水流多年冲刷，冲积成中卫平原，至中宁后，被南北走向的贺

兰山脉挡路。流经宁夏 397 公里的黄河，在宁夏描绘出一幅“天下黄河

富宁夏”的图景。

从黄河流经地形，可以看出黄河宁夏段河道的总形势是三收两放：

上首黑山峡，中间青铜峡，北端三道坎 （位于石嘴山以北），都是河床狭

窄、水流湍急、河底基岩出露的“石河”，其间则以宽浅的沙质河床缓缓

穿行于平原之上，开阔浩荡，河心沙洲甚多。前人有诗云：“风生滩渚

波光渺，雨打汀洲草色新。”黑山峡，长约 70 公里，因峡谷外露的演示

多呈青黑石，且峡谷深处不见天日、阴暗发黑而得名。其两侧悬崖绝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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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青羊奔走，雉鸡和鸣；宽仅数十米的窄谷激流勇进，犹如万马奔腾，

筱行其间，“虽盛夏六月，寒神凄骨”，颇有长江巫峡的气势。峡中“老

两口”“三兄弟”“七姊妹”“拦门虎”等礁石俱惊险万状。还有一个

叫“洋人招手”的人样石柱突起于河心。黑山峡，沿着腾格里沙漠的东

南边缘进入卫宁平原，河谷豁然开朗。丽日蓝天下，莽莽沙海泛着金光，

滚滚黄河咆哮着卷起白浪，雄浑壮阔的景观，会令人不由得吟诵起名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然而，相比较而言，黄河穿行于 397 公里

宁夏川，流势平缓，蜿蜒坦荡。它既不像河源地区的涓涓清流，又不像

中下游黄水重浊、善淤善决，水量充沛而挟带泥沙适量 （年平均过境水

量约 300 多亿立方米，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水含沙 6.5 千克），洪灾

较少又具灌溉航运之利。

据 《尚书·禹贡》 载，大禹治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可以看出

黄河自青海积石山以下，在两三千年之前就已有某些河段通航。更有诗

句诸如“鸡犬人家红稻岸，鱼盐贾舶白苹洲”；“冰解河开欲暮春，船家

生理趁兹晨。土窑瓷器通宁夏，石炭连船贩水滨”；“叶叶风帆塞上行，

黄河渡口认归程。分明春水江南思，天际咿哑一橹声”等等都形象反映

了宁夏地区古代黄河水运的兴盛。中卫莫家楼、中宁宁安堡、吴忠古城

湾、银川横城渡以及石嘴山等地都是黄河上的著名口岸。在黄河中行驶

的不但有各类木船，还有羊皮筏子和牛皮筏子，以及从青海、甘肃林区

下放的木筏。诸如皮毛、药材、食盐、天然碱、烟草等大宗出口物资，

输入的布匹、百货、机器设备和杂货，以及煤炭、粮食、瓷器、建筑材

料等地方货物，都是黄河水运的大宗物资。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建成

包兰铁路之前，黄河航道一直是宁夏与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之间的主

要货运动脉。

此外，黄河宁夏段还以渔业发达著称于世。这里河势平缓，沿岸湖

沼、水田甚多，加以人工渠沟的开掘，使平原上相当多的水面与黄河沟

通，形成了生境良好、饵料丰富的栖息场所与洄游通道，便于多种鱼类

产卵、育肥、越冬。一般每年春天 4 月，黄河中鱼群常顺沟渠进入湖沼、

稻田，7 月前后重又游入黄河。黄河宁夏段的天然鱼类共有 22 种，其中

最脍炙人口的当推肉味鲜美的鸽子鱼 （学名叫北地铜鱼） 和金色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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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鲫、赤眼鳟 （俗称马郎棒）、鲶、雅罗鱼 （俗称白鱼） 等则是城镇集市

上的常见鱼种。自古以来，黄河两岸“村居多以渔为业”，特别是青铜峡

以南的卫宁平原，捕鱼是当地农民的重要副业。所谓“鳟鲫盈肆兮，应

理之州”，应理州就是中卫地区的西夏后期和元代地名。

“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美称更多体现在黄河对宁夏平原这片土地上人

民生活的改变方面。宁夏平原以青铜峡为界，分成两个部分，北部的银

川平原是宁夏川的主体部分，长 165 公里、宽 10耀50 公里，在北端石嘴

山处山水相会；其南则是狭长的卫宁河谷平原，长 105 公里、宽仅 5耀15
公里。宁夏平原按照平原的成因，又可分为黄河冲积平原和贺兰山山前

洪积倾斜平原两大地貌单元。

宁夏平原既具有干旱地区特有的某些优点，又具山水之利，从而使

它成为半荒漠地带中生命活动最活跃的繁华之区。这里地势高而不寒。

平原海拔 1100耀1200 多米，比东部的华北大平原要高得多，但在宁夏却

属地势最低之处，恰如一个盆地，生长季热量资源丰富，最热月平均气

温在 23益左右，生长期达 200 天以上，是宁夏生长期最长的地区。气温

日较差大，一般在 13益以上，非常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物质积

累。特别是气候干燥，光照特别充足，年日照时数在 3000 小时左右，居

全国前列。宁夏平原上稻麦高产，瓜果香甜，枸杞子、啤酒花等质量特

佳，是与这种优越的气候条件分不开的。气候干燥而土壤不旱。平原年

平均降水量仅 200 毫米上下，而草地蒸发量则达 600 余毫米，自然植被

只能是荒漠草原类型的旱生植物。但过境的黄河水量充沛，平原土层深

厚，土壤肥沃，坡降适当，引水、输水条件优越。与黄河中下游相比，

这里洪涝灾害较少；与西北其他绿洲比，又无水源匮乏之虞。加以黄河

黑山峡、青铜峡河段落差大，水能丰富，便于修建水利枢纽，发展自流

与扬水灌溉。这就使水土资源相得益彰，并与光热资源很好结合，为农

林牧副渔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里既能灌，又能排。西北

内陆灌溉绿洲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排水出路不易解决，地下水位无法调

控在一定深度以下，土壤盐碱化很难根治。而宁夏平原上的黄河，既带

来丰富优质的水源，又是灌区排水的总出口，只要建设好、管理好灌排

系统，易于实现灌排平衡和水盐平衡，减轻或避免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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