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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八大和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必须固本强基，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

根本途径。确立了统筹城乡，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战略思想，

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政策，全面构建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支持保护、农村社会保障、城

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

资综合补贴、粮食直补政策和林业、牧业、渔业扶持政策。创新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守住 18亿亩耕地，装满

13.6亿人的粮仓，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发展迎

来了又一个黄金期。

作为民族地区、三西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固原市，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

区，长期干旱少雨，生态恶劣，“十年九旱、靠天吃饭”，一些地方是“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

人”。2012年，这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4690.5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7917元的

59%，全区平均水平 6180.3元的 76%，2012年年底，全市仍有 50.1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占全自治区农村贫困人口的 1/2，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今后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策略和

思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实现 150多万回汉群众脱贫

致富，是摆在固原各级政府和人民面前的全局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农村经济问题，也是一个

重大的政治问题。

固原市的发展历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勤劳顽强的固原人民，先后实施了“三西”扶贫项目、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生

态工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农业发展工程、新农村建设项目、扶贫开发工程、生态移民工程等

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使固原市的生态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

生态移民等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为了及时总结、学习固原市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及广大“三农”工作者在实践中的成功经



验和科研成果，教育和培养立志服务“三农”的工作者，固原市农业学校的四位教师，深入固原

各地调查研究，收集固原市及所属四县一区近几年在农业水资源利用、发展现代种植业、畜牧

业及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结合各自的科研项目，撰写了《固原农业发展概论》一

书，本书既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的乡土教材，也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和新农村建设

带头人的培训教材。

本书由安启刚、刘孝荣担任主编。全书分为五大部分，编写分工为：第一篇固原市概况，由

刘孝荣编写；第二篇农业与农村发展，由安启刚编写；第三篇种植业发展，由刘孝荣编写；第四

篇畜牧业发展，由于利子编写；第五篇农业水资源利用，由刘勤编写。本书在完成初稿后，由刘

孝荣负责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许多研究成果和工作总结，参考了有关报刊、网络的最

新资料，在此向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了有关同人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书的编写，对编者来说，是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为今后教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收集或陈旧或遗漏，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若有不足或错误，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完善。

编 者

2013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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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地理地形

一、地理位置

（一）位置
“丝绸古镇，秀美六盘。”固原市位于北纬 35°14′～36°38′，东经 105°20′～106°58′之间，属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辖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和原州区四县一区，总面积
10541.4km2，市区面积 45km2。东、南、西部分别与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为邻，北部与
本区中卫市和吴忠市接壤（见图 1-1）。

图 1-1 固原市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示意图

第一章 地理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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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位优势
固原市处于银川（330km，指固原市城区至银川市的距离，下同）、兰州（335km）、西安

（340km）三个省府城市所构成的三角地带的中心，六盘山机场通航，中宝铁路、福银高速公
路、312和 309国道、101和 203省道贯通全境，形成了立体式的交通网络，是全国 179个公路
交通枢纽之一，也是宁夏“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九大物流基地之一，这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
了基础；处在“呼包银”、宁夏“沿黄”、“兰西格”、“关天”四个国家级经济区发展融合的衔接点，
固原市有条件成为支撑点和发展极；是中央确定重点扶贫的“三西”地区之一,是国家第二轮
西部大开发 11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即六盘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扶贫攻坚区域，拥有中央和地方双重的扶贫开发投资优惠政策。

二、地质

固原市属华北地层区和祁连地层区，两区以龙首—六盘深断裂为界。彭阳县和泾源县、原
州区的部分地区位于华北地层区陕甘宁盆缘分区的平凉小区内；其余大部分地区位于河西走
廊—六盘山分区的六盘山小区和北祁连分区的靖远—西吉小区内。
（一）平凉小区
地层下元古界、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至侏罗系均很发育，但因黄土大面积掩盖，仅零星

见于残山或沟谷中；下白垩统广泛分布，厚度较大；新生界较发育，遍布全市。
（二）六盘山小区
地层发育极不完全，古生界、三叠系、侏罗系、上白垩统和古新统缺失；下元古界零星分

布；早白垩世接受了巨厚的河湖相碎屑岩沉积，砂岩中具铜矿化。
（三）靖远—西吉小区
出露最老地层为下元古界，古生界只有中—下泥盆统；新生界分布最广，缺失古新统。

三、地形、地貌

（一）地形
固原市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境内南高北低，以六盘山为南北脊柱，将全市分为

东西两块。海拔在 1248～2955m之间，大部分在 1500m～2200m之间。由于长期受流水切割、冲
击和风化侵蚀，形成川、台塬、梁、峁、沟壕、坡相互交错，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山多川少的地理
特征，地形支离破碎、类型多样，属黄河中上游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主要山脉有全市最高、呈南北走向的六盘山，主峰米缸山，又称美高山，海拔 2931m；
海拔 2633m的月亮山；海拔 2148m的云雾山。
（二）地貌
固原市地处祁连山地槽东翼与鄂尔多斯台地西缘之间，早在中生代以前，现在的清水河

谷、葫芦河谷、红茹河谷已基本形成槽状谷地，后经喜马拉雅运动，河谷地堑式断陷最后定型，
形成侵蚀堆积平原；自中生代以来，地面经多次隆起、沉陷与侵蚀，尤其是喜马拉雅运动，六盘
山拔地而起，矗立于东南面，并向东南、西北方向延伸，包括瓦亭梁—黄峁山—南华山—月亮
山—西华山，形成了侵蚀构造山地地貌；山地附近和其他一些区域也受造山运动牵连，形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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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自然资源

面积侵蚀构造丘陵———目前地貌的最初轮廓。各期黄土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堆积起来的，后来
主要受流水侵蚀、冲积、洪积等作用的影响，形成了现在的石质中山、土石质低山和丘陵、黄土
丘陵及河谷平原等各种地貌类型。

1. 按成因分
分为构造山地、堆积侵蚀黄土丘陵、侵蚀堆积河（沟）谷三大类，侵蚀构造中山、侵蚀构造

低山、黄土残塬、黄土梁状、黄土梁峁状、山前洪积扇（带）、河谷冲积平原、沟谷川台和山间洼
地八个亚类。

2. 按区域分
主要有六盘山高山丘陵区，葫芦河西部黄土梁、峁丘陵区，葫芦河东部黄土梁状丘陵区，

茹河流域黄土梁、塬丘陵区，清水河中上游洪积—冲积平原区，清水河中游西侧黄土丘陵、盆、
埫区，清水河中游东侧黄土丘陵山地区等类型。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土地资源

（一）耕地变化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从固原市复杂的自然条件出发，以地

形、地貌为主，以地面物质组成生物、气候、水文、土壤等因素为辅，综合人类经济活动，可划分为
黄土丘陵地（分为坡地、沟阶地、塬地、坝地、洪积扇，主要分布在原州区东部、西吉县和彭阳县大
部分地区、隆德县西北部，以黑垆土、洪积新积土为主，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土地瘠
薄、水土流失重）、山地（指六盘山、月亮山等山地，以灰褐土、亚高山草甸土、粗骨土、新积土为
主，天然次生林多、植被好、水土流失轻）、川地（分为川地、河滩地，主要分布在清水河、葫芦河、
红河、茹河流域及沙塘等盆埫，以黑垆土、新积土为主，平坦肥沃，水资源条件好）、土石丘陵地
（上接山地，下连黄土丘陵地，以侵蚀黑垆土、灰褐土、新积土为主，与黄土丘陵地相比，土层较
薄、植被较好、水土流失较轻）4个土地类，9个亚类。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2004年海原县划归
中卫市后，土地面积由 16775.4km2减少到 10541.4km2；耕地保有量由 57.09万 hm2减少到 35.63
万 hm2，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40%，人均拥有土地是全国平均数的 2.4倍。耕地资源、农业人均
耕地、水浇地所占比重没有多大变化（见表 1-1）。2007年基本农田保护率为 90%，高标准农田
比重很低，占 4.6%。2011年西吉县获国家首届“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称号。

表 1-1 固原市耕地保有量 单位：km2，万 hm2，hm2/人，%

年 份 土地总面积
年末实有耕地

农业人均耕地 水浇地占耕地的比重

*2002 16775.4 60.34 34.73 0.35 8.48

*2003 16775.4 57.09 36.97 0.34 8.39

2004 11286.4 35.40 33.80 0.26 9.69

*2001 16775.4 63.97 - 0.38 8.30

总资源 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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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包括海原县

（二）“退耕还林还草”之必要
全市 78%的面积位于黄河中游西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由于年均降水量少，时空分布

不均，多以暴雨形式倾泻，降雨后地表径流停歇时间短，流失快，过去不少地方是广种薄收的
“土水肥三跑田”，加之铲草皮、挖树根、毁草开荒、超载放牧，致使水土流失严重，群众有“下一
场雨来流一沟泥，种一茬庄稼脱一层皮”的感叹，仅清水河一处，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就达
0.56亿 t，可见“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土保持、再
造秀美山川之重要。1999年 8月，国务院正式作出了“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
体承包”的“退耕还林还草”的决定。
（三）土地资源潜力
地域辽阔，现有耕地 35.63万 hm2，土地类型多样，土层深厚，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资源潜

力大，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提升特色种植产业的后劲足；具有农林牧副渔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发展的有利条件；河谷川道区有耕地 11.67 万 hm2，土质相对好，生产潜力大，是实施库井灌区
改造、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最具潜力的地区。

二、土壤

（一）土壤类型
大部分地区为第四系黄土覆盖，构成黄土丘陵。由于地质构造的不同，加之经历了畜牧

业—农牧业—旱作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土壤类型不一，有黄绵土、黑垆
土、新积土、灰褐土、粗骨土、红黏土、潮土、盐土、亚高山草甸土等。还有人认为主要有两类：黑
垆土占总面积的 66.4%，分布于山地以外的广大地区，即气候上的半湿润和半干旱区；山地土
占总面积的 33.6%，包括山地草甸土、山地棕壤土和山地灰褐土，自上而下分布在六盘山、月
亮山等高山地区。
（二）土壤评价
1. 土壤含养分情况
（1）土壤养分含量特点

年 份 土地总面积
年末实有耕地

农业人均耕地 水浇地占耕地的比重

2005 11286.4 35.55 34.66 0.27 11.84

2006 11286.4 35.61 34.74 0.27 11.86

2007 11286.4 35.60 34.73 0.27 11.84

2008 11286.4 33.52 32.65 0.27 10.51

2009 10541.4 36.93 - 0.27 11.90

2010 10541.4 39.30 38.64 0.30 8.35

2011 10541.4 35.63 35.63 0.30 -

总资源 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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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自然资源

大部分耕地土壤具有一高（钾素含量高）、三低（有机质、全氮、水解氮含量低）、一缺（速效
磷极缺）的特点。全钾含量 1.7%～2.0%，速效钾含量 40 ～254ppm，多数农田在 130 ～180ppm；有
机质含量 0.40%～3.33%，平均含量 1%，相当于全国中下水平；全氮含量 0.06%～0.10%，水解氮
含量 15～136ppm，一般为 30～50ppm；全磷含量 0.06%～0.09%，多呈难溶状态，速效磷含量 5 ～
10ppm。氮磷比例不协调，全氮与全磷之比差异大：黑垆土 0.45，新积土 0.47，黄绵土 0.80，极大
地限制了作物产量。另据宁夏植保站和各县农技推广中心测土配方施肥测定资料，固原市耕
地土壤有效磷含量平均在 6.50 ～18.41mg·kg-1之间，按照全国耕地土壤有效磷含量分级标准
（10mg·kg-1属中等贫磷区），65.9%的耕地土壤有效磷含量低。由于土壤缺磷，生长的牧草、农
作物及其副产品含磷量也偏低。
（2）土壤养分地区差异大
有机质和全钾含量，土石山阴湿区最高，黄土丘陵区次之，河谷川道区最低；有机质、全

氮、水解氮含量，耕地低于牧荒地；速效磷含量，耕地明显高于牧荒地。若耕地重用轻养、耕作
粗放，就会导致土壤物理性状变差，保水、保肥能力弱，易受旱。河谷川道区水浇地多数受高矿
化度水灌溉影响，表土易板结，耕性较差，犁底层坚实，影响根系下扎；黄土丘陵坡地结构差，
透水性强，易受水蚀、风蚀（据西吉县 1980年土壤普查资料，年侵蚀模数高达 12000t/ km2，即
每年流失土层厚度为 1cm，流失的是养分，损失的是产量），抗旱力很弱，影响作物产量。

2. 土壤酸碱度（pH值）情况
按照全国土壤 pH 值分级标准，固原市耕地土壤 pH 值平均为 8.51，占耕地总面积

49.94%的土壤 pH值在 8.6～9.0，43.52%的土壤 pH值在 7.6～8.5，均属于碱性土壤，影响化肥
的吸收利用。占耕地总面积 55%左右的黄绵土、灰钙土、黑垆土、灰褐土等，土壤碳酸钙含量多
大于 100mg·kg-1，化肥特别是磷肥施入偏碱性的石灰性土壤后，很容易被土壤化学固定，使磷
的溶解性下降，难以移动，造成植物对磷的吸收能力降低，特别是干旱年份，能强烈地影响施
肥效果（据冯玉兰等人分析，干旱年份磷肥利用率仅为 1.29%），造成农作物和牧草在生长期
对磷的吸收减少，产品含磷量较低。

三、水资源
固原市无外来径流入境，地下水主要靠降雨补给，水资源贫乏。
（一）地表水系
主要有泾河、清水河、葫芦河、祖厉河、颉河、乃河、红河、茹河等，以六盘山为分水岭，六盘

山以西马莲河、十字路河、大庄河、好水河、渝河、水洛河西流入葫芦河，转而入渭河；六盘山以
东又以开城梁为分水岭，开城梁南瓦亭水、六盘水、泾河源水、红河、茹河水东流入泾河，开城
梁北清水河北流入黄河，年平均径流量 7.28亿 m3，但多流出境外。
（二）地下水
地下水总储量约 3.24亿 m3，其中有 0.80亿 m3因埋藏太深或矿化度高于5g/ l（苦咸水、高

氟水）而难以开采利用，真正能开发利用的有 2.44亿 m3。

四、野生动植物资源

（一）野生植物
六盘山区森林覆盖率为 17.6%，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种质资源优势明显。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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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蕨菜、沙棘、发菜，国家重点保护的黄芪、桃儿七和北方少见的窝儿
七、暴马丁香等。珍贵的树种有云杉、油松、华山松和水曲柳等。野生药材有 530种，临床使用
的有贝母、刺五加、三七、党参和当归数十种。
（二）名贵珍稀动物
林区还栖息着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金钱豹，三类保护动物林麝、金雕、红腹锦鸡。六盘山区

昆虫极为丰富，优势类群有尺蛾、夜蛾、天蛾、十二羽蛾、长角蛾、天蚕蛾和流萤等。国内其他地
方尚无记载的褐纹十二羽蛾仅存于六盘山区；在北京农业大学仅有雌雄一对标本的波纹水蜡
蛾，在六盘山区却极为常见。

五、矿产资源

独特的地质构造形成了固原市矿产资源的多样性、富集性，境内已探明的矿藏中，金属矿
藏稀少，非金属矿藏较丰富。
（一）金属矿藏
硫铁矿 1处，储量 5.9万 t；铜矿 5处，储量 893万 t；黄金矿，储量 10万 t。
（二）非金属矿藏
煤产地 5处，探明储量 30亿 t，远景储量在 110亿 t以上，在宁夏仅次于宁东；磷矿 1处，

储量 13.9万 t；石英砂矿 4处，储量 16亿 t；石膏矿 10处，储量 30亿 t；石灰岩矿 4处，储量
3.1亿 t；陶土储量 133万 t；芒硝储量 2.9亿 t；白云岩储量 5900万 t；油气储量 4.92亿 t，开采
量达 15万t /年；岩盐矿初步探明储量 26亿 t（仅硝口核心区 30km2范围内，远景储量在 100
亿 t以上，具有埋藏浅、厚度大、品位较高、易开采等特点，属国家大型盐矿）；花岗岩、闪长石
等也有相当大的储量，集中在以市区为中心的 80km范围内，资源配套组合优势明显，发展工
业潜力巨大。

第三节 气象资源

一、气候状况

（一）气候特征
1. 气候类型
气候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影响极为显著。固原市地处西北内陆黄土高原中温带半干旱气候

区，远离海洋，海拔较高，又受欧亚大陆及青藏高原气团控制，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受地形、地势的影响，由南向北依次分布有（六盘山）半湿润、半干旱、干旱气候类型；按全
国农业自然区划可分为六盘山阴湿半阴湿区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两类。

2. 气象因子时空分布特点
固原市因光、热、降水资源匹配很不协调，呈“南寒湿北暖干”的态势。与同纬度地区相比，

具有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气温偏低、降水量少、蒸发量大、降水时空变率大等特点，形成
冬季漫长寒冷，春季气温多变、雨量偏少，夏季短暂凉爽，秋季多雨、降温迅速、昼夜温差大，灾
害性天气多，区域降水差异大的四季气候特征，即“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冬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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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自然资源

3. 气候环境优势
海拔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农作物营养物质的形成和积累，尤其是夏短凉爽、冬长

寒冷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发展反季节冷凉蔬菜；大气、土壤、水源、环境良好，是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最
佳生产基地。空气质量好，二级以上天气多（337d）。
（二）气候分区
根据热量分布和干湿情况差异，可以分成三类不同的气候类型。
1. 北部干旱区
气温变化幅度大，早凉午热晚冷，夏热冬寒，光、热资源较丰裕，年日照时数 2600～3000h；年

平均气温 6℃～7℃，7月平均气温 20℃～22℃，最高温度达 36℃，1月平均气温-10℃～-8℃，最低气
温可达-34℃；降水少，年降水量 250～400mm，个别地区不足 250mm，7～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
量的 62%；无霜期 120～150d。

2. 中部半干旱区
包括原州区中部、彭阳县全部、隆德县西部和西吉县大部。光、热资源比北部少，年日照时

数 2300～2600h，年平均气温 5℃～7℃；降水比北部多，年降水量 400～600mm，春季雨量不足，7~
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0%以上，秋季降水强度大，常出现洪灾；无霜期 110～145d。

3. 南部半湿润区
偏东南，包括泾原县全部、隆德县东部、原州区西南部、西吉县东北部。春寒、夏干、秋涝。

海拔高，气温低，年平均气温 5℃～6℃，六盘山山地仅 1℃；热量少；无霜期较短，100～130d，个别
地方不足 100d；降水多，全年雨天 110d左右，降水量 600～800mm。

二、气象因子

（一）日照
年日照时数 2254.9～2963.1h，由南向北递增，泾源县 2242.0h，原州区 2716.6h；年日照百

分率为 50%～61%；年太阳总辐射 4900～5700WJ/m2，由北向南递减，北部年太阳辐射量为
140kcl/cm2，每向南推移 10km，年辐射量约减少 1.2kcl/cm2；年生理辐射量为 61.05～67.78kcl/cm2。
除高山地区外，大多数地方光能资源丰富。在时间分布上，春夏季多，5~6月达到最高值，秋冬
季少，11月出现最低值；在地理分布上，北多南少，最多的是原州区北端，最少的是隆德县。具
有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有利条件。
（二）气温
1. 平均气温与极端气温
1957～2005年，平均气温 5.3℃～7.3℃，年均气温 6.27℃，年平均最高气温 34.6℃（1976

年），年平均最低气温-28.1℃（1975年）。气温与日照同步由南向北递增，一般海拔相差 100m，
气温相差 0.52℃～0.62℃;温差较大，六盘山区 4℃～6℃，黄土丘陵区 6℃～7℃。1月平均气温最
低-6.9℃～-9.2℃，绝对最低气温-32.0℃（西吉县），7月平均气温最高 16.9℃～21℃，绝对最高气
温 38.5℃（原州区北端）；年平均气温日较差 10.8℃～12.8℃，平均气温年较差 24.2℃～27.0℃，年
际变化一般在±0.26℃～±0.39℃之间。

2. 热量资源
≥0℃的积温 2582.3℃～3098.3℃，≥5℃的积温 2403.8℃～2889.6℃，≥10℃的积温 1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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