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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长期社会实践历史性地

验证了其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所体现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巨大作用。历

史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错误行为导致了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付出的代价

是遭受大自然的惩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森林存在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

量一个地区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作为国家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森

林资源，既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社会

文明昌盛的物质基础。

贺兰山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座名山，宁夏的一座圣山。它以其庞大的身躯

纵峙于银川平原和阿拉善大漠之间，高耸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之间错落有致

地散布着各类乔灌次生林，是宁夏保存较完整的重点天然林区之一。这一天然

屏障历史地承担着阻挡沙漠东侵，护卫银川平原绿洲安全的责任。说它是一座

圣山，亦因其年代久远的古生物遗址、古寺庙遗址遍布和类型多样、色彩丰

富的森林景观而名扬中外，峰峦叠嶂间也留有从历史长河中保留下来的生

活印记。

贺兰山因其特殊的区位使其成为我国西部重要的气候和植被分界线，特

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其独特的生物类群，是戈壁荒漠乃至整个亚洲荒漠区特

有植物集中分布区。自建立保护区，特别是 1988年 5月国务院批准宁夏贺兰

山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经全体林业职工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贺兰山自

然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卓有成效，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存量明显上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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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科学考察资料逐步充实完善，已成为区内外科研教学重要基地。2006年 10

月被国家林业局列为首批全国林业系统示范自然保护区，1995年加入中国人

与生物圈网络。据统计，贺兰山有高等植物 800多种，有脊椎动物 218种，其中

国家级保护动物 40多种。贺兰山是典型的温带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地带，对研究

半干旱地区植被发展、演替及恢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重要价值。

21世纪，林业和生态建设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贺兰山是宁夏引黄灌区的

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改善本区域生态状况、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任，实现贺

兰山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的战略目标，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

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宁夏人民对务林人的殷切希望，更是全体贺兰

山务林人的历史使命。《宁夏贺兰山森林资源》是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

次综合考察系列之一，本书以贺兰山最新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为基

础，同时对历年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翔实地论述了贺兰山森林资源的自然

地理环境、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以及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的目标和措施等。这

部著作的出版，凝聚了一批奋斗在科研、生产第一线林业工作者的心血，对了解

贺兰山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情况，更深入广泛开展科研教学、科普宣传活动有

所裨益。

2012年 3月银川

注：本序作者系宁夏林业局（原宁夏林业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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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是宁夏森林面积和类型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其森林资源对维护宁夏
平原生态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面积 193 535.68hm2，占宁夏国土总面积的 3.73%。其中，森林面积 27 609.0hm2，
森林覆盖率 14.3%，活立木总蓄积 132.07m3，占宁夏活立木总蓄积的 4.7%。

贺兰山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饱受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长期影响，森林资源特别是天然林资源被大量采伐利用，遭
受严重破坏，森林质量下降，生态状况日趋恶化，到 1949年森林覆盖率仅为
11.5%，活立木总蓄积 53.8万 m3。新中国成立后，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到 70
年代末，贺兰山林业经营的指导方针是“普遍护林护山，大力封山育林，合理采
伐利用木材”，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宁夏国民经济的恢复、建设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到 9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经济逐步进入
良性发展的轨道，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发生了变
化，贺兰山在“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方针
的指导下，林业经营从木材利用为主转变为森林生态保护为主，同时兼顾生态
建设，在满足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的同时，实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加大天然林培育力度，森林资源逐步得到了有效保护与发展，步入了较快增长
时期。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国内经济不断增长对林
业的多样化需求与落后的林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林业不仅要满足
社会对木材等林产品需求，更要承担改善生态状况、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
任。林业建设以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实施为标志，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
发展战略。贺兰山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坚持“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

前 言

1



持续利用”的战略方针，推进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逐步实行林业分类
经营管理体制，加大了森林培育和管护力度，森林资源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新阶
段。根据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06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结果，森林面积和蓄积稳步增长，森林资源质量持续下降的局面初步扭转。
贺兰山自然条件独特，有高等植物 800多种，有脊椎动物 218种，是典型的

温带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地带，对研究半干旱地区植被发展、演替及恢复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有重要价值。鉴于此，1949年，宁夏省政府建设厅就在贺兰山成立了
林业保护机构；198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批准建立贺兰山区级自然保护区；
1988年 5月 9日，国务院批准贺兰山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
区，贺兰山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步入了依法保护和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始终将资源

保护管理及防火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把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作为改善自
然生态状况的重要任务来抓,为改善贺兰山生态状况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贺
兰山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特点，不断加大封山育林力度，一代又一代“贺兰山人”
为了保护贺兰山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了把贺兰山建设成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态乐园，他们常年坚守在贺兰山上，顶酷暑冒严寒，不怕苦不怕累，为
贺兰山的生态建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才华，对贺兰山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
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前，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状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宁夏贺

兰山森林资源》将宁夏贺兰山历次森林资源调查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分析，阐述
了贺兰山森林在宁夏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就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从现实区情和林情出发，宏观评价了森林资源生长发育的自然、气候、社会环
境，系统地阐述了森林资源的演变、数量、质量和分布，分析了森林资源保护与
发展的形势，并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它将为区内外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贺
兰山森林资源历史、现状的窗口，也是广大林业工作者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
由于本书内容丰富，且编写人员水平所限，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竭诚希
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12年 3月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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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俗称自然条件，包括阳光、大气、水、岩石、土地、生物等，这些都是人类生存的

必然条件，离开这些条件，人类社会就无法延续。自然环境对森林的生长发育和地域分布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响森林植被类型地理分布宏观格局的自然环境因素是受大气降水制

约的水分条件、由大气温度作度量标准的热量条件以及地形地貌、地质土壤等诸多因素的

综合。随着地形地貌、海拔高度的变化，水热条件就会重新分配，形成山地森林的垂直地带

性分布。

贺兰山是宁夏现存的三大天然次生林区之一。海拔 2 000 m以上的山峰连绵不断，有

茂密的森林，众多的动植物种类，完整的地质剖面，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贺兰山是干旱半干

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综合体和较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她像一座绿色的天然屏障，阻

挡着内蒙古高原风沙和寒流的东进，保护着银川平原农田和人民的生产、工作和生活，造就

了银川平原“塞上江南”的胜景。

第一节 地理位置

一、贺兰山

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界，坐落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

处，距首府银川市正西方约 40 km。山体主脉由西南向东北延伸，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向山地

之一。分水岭以西为内蒙古地界，连接阿拉善高原；以东为宁夏地界，连接银川平原。贺兰山

绵延 200余 km，宽 20～40 km。山地海拔 2 000～3 000 m，共有大小山峰 46个，其中海拔3 000 m

以上的有 20 个，主峰敖包圪 海拔 3 556.1 m，其地理坐标为北纬 38°21′～39°22′，东经

105°49′～106°42′。

贺兰山是北温带草原向荒漠过渡的地带，属阴山山系。主要由变质岩组成。按山势可分

为北、中、南三段。北段在石嘴山市境内，海拔不超过 2 000 m，山体较宽，达 40 km。山中植

第一章 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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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环境

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土地面积 1 935.36 km2。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在银川市西夏区西部的高家闸，为县处级事业

单位，直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局领导。基于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拯救濒危物种，维护和

稳定现存的生态综合体，将贺兰山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深远的意义。从保存自然和

文化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宁夏经济的角度来看，贺兰山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二节 地质地貌

一、地质

贺兰山是一座形成较晚却有悠久地质历史的山体。地层除青白口系、志留系、泥盆系

外，其余发育比较齐全。太古界和中新元古界的片麻岩、变质碎屑岩和石英岩主要出在贺兰

山北段和中段的南部。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的石灰岩、砂岩、页岩发育良好，分布广。上

古生界则以石炭系与二叠系同等发育为特点，以页岩、砂岩为主，并含有煤层。中生界三叠

系广泛分布在北部，侏罗系次之，前者以紫红色砂岩、砾岩、页岩为主，为构成贺兰山中段北

部山体的主要地层之一，后者以各种灰色页岩、砂岩为主，是产煤的主要地层之一，白垩系

和第三系都不发育。在山前地带和山间低地广泛分布着第四系冲、洪积物、风积物和山麓堆

积物。

二、地貌

贺兰山在地貌形态上呈东仰西倾，形成东坡有众多古老岩层出露的断崖，岩石壁立，远

比西坡陡峭险峻。贺兰山地形，因受地质构造、干燥剥蚀和流水侵蚀的影响，形成山体突兀、

高低悬殊、岭谷相间、山壁陡峭、沟谷深切、地面破碎的特点。自山麓苏峪口 1 400 m至最高

峰敖包圪 3 556.1 m，相差 2 100 m。岭谷多，而且与分水岭垂直，呈东南向羽状平行排列，

仅贺兰山中段即有主要沟谷 30 余条，地貌十分特殊。

贺兰山地貌属于第三级，即地貌基本形态成因类型。它是一条较典型的拉张或剪切拉

张型块断山地。由于地势较高，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垂直分带，自下而上可分为干燥剥蚀山

地、流水侵蚀山地和寒冻分化山地 3个 4级类型。每一个 4级地貌类型，又根据组成物质的

不同，分为若干个 5级地貌类型。

1. 干燥剥蚀山地

该地貌单元（海拔 1 500~2 000 m）内，基岩裸露，年降雨量约 200 mm，物理风化强烈，

3

宁夏贺兰山森林资源

FO
R
EST

R
ESO

U
R
C
ES

O
F
H
ELA

N
M
O
U
N
TA
IN

IN
N
IN
G
X
IA

被较差，只有灰榆、蒙古扁桃等小片灌木或零星树木，蕴藏有煤、石灰岩、白云岩、石英砂岩

等，尤以太西煤享誉国内外；中段在银川市境内，峭崖危耸，树木葱郁，海拔 3 000 m以上的

峻峰均集中于此。 该段植被丰富，自下而上垂直分布有山地草原带、山地疏林草原带、山

地针叶林带、亚高山灌丛、草甸带，树种有油松、青海云杉、山杨、白桦、山柳、杜松、灰榆等。

林区内出没有岩羊、马鹿、马麝、蒙古兔、蓝马鸡、石鸡等野生动物；南段在青铜峡市境内，山

势低矮，海拔 1 500～1 600 m，基岩裸露，山坡、沟谷部分被沙漠侵盖，林木少见。

贺兰山分水岭偏于山体东侧，顶面较平坦，两坡斜面不对称，西坡长而缓，沟谷比降小，

逐渐过渡到阿拉善高原；东坡短而陡，沟谷比降大，陡峭雄伟，蔚为壮观，急跌而下，直落

2 000余 m达于银川平原。高大的山体似一条坚实的屏障，削弱了西伯利亚冷气流，阻截了

腾格里沙漠的东侵，挡住了从海洋方面自东向西输入的湿润气流，隔离了潮湿东南季风的

西进，是“塞上江南”银川平原的生态屏障。

二、贺兰山自然保护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历来重视贺兰山的自然保护工作。由于贺兰山西临腾格里沙

漠，北连乌兰布和沙漠，东望毛乌素沙地，贺兰山实际在沙漠和沙地环抱中发育成的天然森

林植被，成为我国风沙干旱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地带，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因此，

1950年宁夏人民政府通令贺兰山、罗山天然林保育暂行办法，提出禁牧、禁伐、禁猎。1956

年全国第一届人大通过竺可桢、陈焕镛等科学家的提案，划定了全国 315个自然保护区，贺

兰山名列其中。1982年 7月 1日，宁夏四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宁夏天然林区管理保护办

法》，把贺兰山划定为区级自然保护区。1983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新疆会议通过并报请国务院

批准，把贺兰山划为全国 54个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1990年 8月原国家林业部批准《贺兰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计任务书》，确定了保护区的经营范围：南起永宁县境内的三关口，

北至石嘴山市境内的苦水沟（《宁夏林业志》作“枯水沟”），东起山麓脚下，西至宁夏与内蒙

古交界的分水岭（山脊制高点）。呈北偏东、南偏西走向。南北长约 110 km，东西平均宽

15 km，总面积 1 578 km2。

2003年 8月，经国务院批准，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扩界，扩界后的范围：南起

银川—巴彦浩特公路（银巴公路），西北依宁夏与内蒙古行政区划，东到西夏王陵，西北煤机

总厂及石谊甲和三柳高压线，扩界后总面积为 2 062.66 km2。包括了宁夏贺兰山的主要地段

和部分山前洪积扇（斑子麻黄生境），但不包括石炭井、汝箕沟二矿区及其进出通道。2011

年，根据宁夏经济的发展国务院批准了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界线调整方案，调整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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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环境

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土地面积 1 935.36 km2。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在银川市西夏区西部的高家闸，为县处级事业

单位，直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局领导。基于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拯救濒危物种，维护和

稳定现存的生态综合体，将贺兰山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深远的意义。从保存自然和

文化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宁夏经济的角度来看，贺兰山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二节 地质地貌

一、地质

贺兰山是一座形成较晚却有悠久地质历史的山体。地层除青白口系、志留系、泥盆系

外，其余发育比较齐全。太古界和中新元古界的片麻岩、变质碎屑岩和石英岩主要出在贺兰

山北段和中段的南部。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的石灰岩、砂岩、页岩发育良好，分布广。上

古生界则以石炭系与二叠系同等发育为特点，以页岩、砂岩为主，并含有煤层。中生界三叠

系广泛分布在北部，侏罗系次之，前者以紫红色砂岩、砾岩、页岩为主，为构成贺兰山中段北

部山体的主要地层之一，后者以各种灰色页岩、砂岩为主，是产煤的主要地层之一，白垩系

和第三系都不发育。在山前地带和山间低地广泛分布着第四系冲、洪积物、风积物和山麓堆

积物。

二、地貌

贺兰山在地貌形态上呈东仰西倾，形成东坡有众多古老岩层出露的断崖，岩石壁立，远

比西坡陡峭险峻。贺兰山地形，因受地质构造、干燥剥蚀和流水侵蚀的影响，形成山体突兀、

高低悬殊、岭谷相间、山壁陡峭、沟谷深切、地面破碎的特点。自山麓苏峪口 1 400 m至最高

峰敖包圪 3 556.1 m，相差 2 100 m。岭谷多，而且与分水岭垂直，呈东南向羽状平行排列，

仅贺兰山中段即有主要沟谷 30 余条，地貌十分特殊。

贺兰山地貌属于第三级，即地貌基本形态成因类型。它是一条较典型的拉张或剪切拉

张型块断山地。由于地势较高，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垂直分带，自下而上可分为干燥剥蚀山

地、流水侵蚀山地和寒冻分化山地 3个 4级类型。每一个 4级地貌类型，又根据组成物质的

不同，分为若干个 5级地貌类型。

1. 干燥剥蚀山地

该地貌单元（海拔 1 500~2 000 m）内，基岩裸露，年降雨量约 200 mm，物理风化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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