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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县。说她古老，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人类
繁衍生息；说她年轻，是因为她是 1983年建县的。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千百
年来，以其丘陵迭起、雄浑奔放的自然风光，陶冶着人们美好的情操；以其悠久的历史，积
淀着彭阳人民深厚的文化底蕴。彭阳，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哺育
了魏晋时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针灸医学家皇甫谧、北魏都督田弘
等历史名人，留下了秦长城、汉城堡、朝那县城遗址、璎珞宝塔、红色革命遗址等历史古
迹。就是这样的一片热土，养育着彭阳代代人民，成为宁夏南部山区一颗璀璨的明珠。彭
阳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自强不息，战天斗地，不断地创造着彭阳崭新的面貌。如今，
挂马沟林海、“山变绿、水变清、地变平、路畅通”的小流域治理、栖凤山、茹河生态园、无量
山石窟、五峰山、设施农业建设等已成为彭阳的旅游胜景。

位于彭阳县县城的彭阳县第一中学，已走过 51年的风雨历程，有着优良的传统，是
全县教育系统的龙头学校。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突出德
育工作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德育名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校”的学校特色、“勤学多思、守
纪爱校、求实进取、尊师爱生”的校风和“为人师表、勤学上进、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教
风，2008年通过了自治区“百标工程项目学校”验收，2009年被自治区教育厅评为“区级
示范高中”。学校教育教学成绩稳步提升，连续 5年高考升学率位居固原市前列。

学校在严抓常规教学和高考的同时，新一轮课程改革稳步推进，校本课程研发和使
用已成为我校推进新课改的重点。校本课程不仅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拓展、延伸和补
充，而且是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校本课程的开发，有利于改变学生
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中的空间选择和内容选择，体现教育内容的多元性和
选择性。从形式上看，校本课程是“以校为本”，而实质上是“以人为本”，强调了“人”本精
神，立足“人”的发展。
地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高

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加强实践环
节，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天象观测、气象观测，开展对当地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植被、土
壤、资源、环境、工农生产、交通运输、商业网点、名胜古迹等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活动，在
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开发以乡土为背景
的综合性校本课程能够更好地为地理学科的教学服务。

为了更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等文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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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精神，切实推进我校新课程改革，促进学生全面而又主动地发展，也为了让彭阳的学生
在高中学习期间，能够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家乡的基本概况、生态环境、特色农业、自然条
件、旅游资源、城镇建设等发展状况，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使他们
将来为家乡的各项建设作出贡献，根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构成的三级课程
管理要求，结合本县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学生的兴趣特长发展的需要和我
校的实际，我们组织地理组全体教师立项研发，编纂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教材———《彭
阳地理》。校本课程《彭阳地理》是国家地理课程的有效补充，它可以细化、分解教育目标，
可以及时更新地理课程的内容；校本课程《彭阳地理》是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
养；校本课程《彭阳地理》有利于教师内涵的提升，它的开发有利于教师个性的养成，促使
教师站在课程改革的高度上审视教学，有利于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它有四个显著特点：
紧密联系实际，注重生活化、社会化、本土化；突出学习方法；注重学习的选择性；突出创
新性。本教材作为新课程实验选修课教材，供彭阳高级中学学生使用。
《彭阳地理》开发虽然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但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因为它

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校本课程的研究，对教师而言，是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成长与发展的有
效途径；对学生而言，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对学校而言，是创办
学校特色的重要支撑。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疏漏难免，恳求专家、同行、读者批评指正。

张建银
2009年 8月 1日

2- -



目
录CONTENTS

第一章 彭阳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行政区划 /1
第二节 自然地理概况 /4
第三节 经济发展概况 /7
第四节 文化教育、交通、通信 /10

第二章 生态环境治理
第一节 小流域治理 /16
第二节 六盘山自然保护区 /18
第三节 退耕还林草 /20

第三章 特色农业发展
第一节 彭阳县特色种植 /30
第二节 畜牧养殖业 /34
第三节 长城塬引水工程 /37
第四节 劳务输出 /40

第四章 旅游资源的开发
第一节 彭阳县旅游资源简介 /44
第二节 石头崾岘水库旅游资源开发 /48
第三节 彭阳文物知多少 /49

1- -



第五章 县城发展
第一节 彭阳县城区旧貌 /51
第二节 彭阳县城市发展方向和功能结构 /52
第三节 城市景观与风貌特色构成 /55
第四节 茹河生态园区建设 /56

第六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象灾害 /58
第二节 地质灾害 /61

后 记 /64

2- -



第一章 彭阳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行政区划

彭阳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县。古老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
代，彭阳境内就有人类生活。秦统一六国后，即在境内设置朝那县，境内先后设置过郡、
州、县，历史长达千余年。年轻是因彭阳建县较迟———1983年 10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立
县。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朴实的彭阳回汉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艰苦创业、改革探索，在这片贫瘠而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作为彭阳人，
要建设彭阳，改变彭阳的贫困落后面貌，就应该了解彭阳，熟悉彭阳，热爱彭阳，建设彭
阳，因此要学习一点“彭阳地理”知识。

一、地理位置

读“宁夏地图”回答
1.在图上找出彭阳县的位置，描述彭阳县在宁夏的位置。
2.想一想，分析评价本县地理位置对降水、经济发展、商贸等的影响。
彭阳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边缘，六盘山东麓，介于东经 106°32'~106°58'、北

纬 35°41'~36°17'之间，面积 2532.3平方公里，人口 24.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 29.6％。
彭阳县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年平均气温 7.4℃~8.5℃，降水量 350mm~550mm，降水

少。县城距首府银川 398公里，偏远闭塞、交通不便，发展缓慢，经济落后，是宁夏乃至全
国最贫困的县市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二、行政区划

读“彭阳县行政区划图”回答
1.找出彭阳县城所在地白阳镇，看看它位于哪两条河流的交汇处。
2.找出本县周边主要乡镇位置。
3.找出本县周边所临的市、县。
县城位于茹河、小河交汇处的河谷地带的白阳镇，地势平坦、开阔，辖白阳镇、古城

镇、王洼镇三镇；新集乡、城阳乡、红河乡、冯庄乡、孟塬乡、罗洼乡、交岔乡、草庙乡、小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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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图

乡共九乡。彭阳县西临固原市原州区，西南临泾源县。北、东南被甘肃包围，分别临环县、
镇原县和平凉市，与甘肃平凉市、陕西西安市交通便捷，商贸往来频繁。

彭阳地理
engYang D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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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行政区划图

三、民族
彭阳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境内有：汉族、回族、东乡族、傣族、布依族、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壮族等 8 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 65%，回族占总人口的 29.33%，其他少
数民族不足百人，多为婚迁而来。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尊奉《古兰经》为“开启”，擅长经商，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和睦
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建设着繁荣富强的新彭阳。

研究性学习
调查你所在的村民小组的居民民族构成，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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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图

乡共九乡。彭阳县西临固原市原州区，西南临泾源县。北、东南被甘肃包围，分别临环县、
镇原县和平凉市，与甘肃平凉市、陕西西安市交通便捷，商贸往来频繁。

彭阳地理
engYang D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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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地形图

第二节 自然地理概况

彭阳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呈波状倾斜，地貌特征是梁峁起伏、沟
壑纵横、河谷残塬相间，沟头塬边切割深而明显，河岸坍塌活跃。

彭阳地理
engYang D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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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形地貌

读“彭阳县地形图”回答
1.在图中找出彭阳县境内海拔最

高的山峰。
2. 在图中找出黄土残塬———孟

塬、长城塬。
3.读图分析彭阳县地形特征。
地形分为北部黄土丘陵区、中部

河谷残塬区和西南部土石质山区三个
自然类型区，海拔 1248米 ~2418米。

茹河谷地景观

长城塬景观

黄土残塬西南土石质山地景观

黄土丘陵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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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地形图

第二节 自然地理概况

彭阳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呈波状倾斜，地貌特征是梁峁起伏、沟
壑纵横、河谷残塬相间，沟头塬边切割深而明显，河岸坍塌活跃。

彭阳地理
engYang D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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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
彭阳县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由于地处六盘山山区，海拔较高，受欧亚大陆与青

藏高原气团的影响，形成了县域春迟气温多变、夏季气温凉爽、秋天降温迅速、冬季寒冷
漫长，少雨干旱、蒸发强烈，气温日差较大，灾害性天气多的气候特征。县域内全年年平均
气温 7.4℃~8.5℃，比相邻的原州区高约 1.3℃，降水量一般在 350毫米 ~550毫米。

三、植被
全县土地面积 3787125亩，其

中耕地面积 3546946亩。境内自然
植被类型以草原植被为主，其次有
中生和旱中生的落叶阔叶灌丛、落
叶阔叶林、草甸和少量的箭竹等。

四、水文

读《彭阳县地形图》回答
1.在图中找出彭阳县境内的主要河流，说出它们属哪个水系。
2.指出各条河流的流向、发源地及汇入的河流。
彭阳县境内有红河、茹河、安家川河三条河流，均属泾河水系，分别由西北向东南流

出县境，在这三条河流中，还有百余条沟溪，其中流域面积在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沟有
5条，是三条河在县境内常流水的主要补给水源。境内地表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地
下水。
境内地下水来源于外围山区的地表水和境内降水入渗。地表水与地下水互相补充，

年重复水量约为
6900万立方米。全
县地下水天然资
源量每年为 757.5
万立方米，可利用
水量 592 万立方
米，占地下水资源
量的 78.2%。红河、
茹河河谷平原区
含水层，水质为矿
化度小于 1克 /升
的淡水，水质好，
埋藏深，可开采。 茹河瀑布

挂马沟林海

彭阳地理
engYang D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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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
调查彭阳县近年来气候变化情况及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

第三节 经济发展概况

彭阳县是农业县，工业生产发展缓慢，至今基础薄弱。

一、农业经济
彭阳县境内种植业历史悠久。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定居，并使用磨制石器刀耕火种，

从事原始农业生产。
境内大部分耕地分布于梁、峁、丘陵地带，壕坎、坡地、条田居多。可供机耕的土地

仅 3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5.99%，大部分耕地主要靠人畜耕作。县城内总土地面积
2532.3平方公里。自然条件复杂，组合多样，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域。

北部梁峁沟壑农牧区：包括交岔、罗洼、冯庄、小岔乡和王洼镇的全部，草庙乡、白阳
镇的部分村。土壤肥力甚低，水蚀、风蚀严重，是县内人均生产用地最多的区域。

茹河瀑布

小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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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
彭阳县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由于地处六盘山山区，海拔较高，受欧亚大陆与青

藏高原气团的影响，形成了县域春迟气温多变、夏季气温凉爽、秋天降温迅速、冬季寒冷
漫长，少雨干旱、蒸发强烈，气温日差较大，灾害性天气多的气候特征。县域内全年年平均
气温 7.4℃~8.5℃，比相邻的原州区高约 1.3℃，降水量一般在 350毫米 ~550毫米。

三、植被
全县土地面积 3787125亩，其

中耕地面积 3546946亩。境内自然
植被类型以草原植被为主，其次有
中生和旱中生的落叶阔叶灌丛、落
叶阔叶林、草甸和少量的箭竹等。

四、水文

读《彭阳县地形图》回答
1.在图中找出彭阳县境内的主要河流，说出它们属哪个水系。
2.指出各条河流的流向、发源地及汇入的河流。
彭阳县境内有红河、茹河、安家川河三条河流，均属泾河水系，分别由西北向东南流

出县境，在这三条河流中，还有百余条沟溪，其中流域面积在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沟有
5条，是三条河在县境内常流水的主要补给水源。境内地表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地
下水。
境内地下水来源于外围山区的地表水和境内降水入渗。地表水与地下水互相补充，

年重复水量约为
6900万立方米。全
县地下水天然资
源量每年为 757.5
万立方米，可利用
水量 592 万立方
米，占地下水资源
量的 78.2%。红河、
茹河河谷平原区
含水层，水质为矿
化度小于 1克 /升
的淡水，水质好，
埋藏深，可开采。 茹河瀑布

挂马沟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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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菇河河谷残塬粮果区：包括城阳、红河乡和白阳镇的全部，新集乡、孟塬乡、草
庙乡、古城镇、白阳镇的大部分村。西部为河谷地段，东部的残塬丘陵段是县内水源比较
充足、水质好、热量最丰富的区域，农作物产量较为稳定，是县内主要产粮区，该区宜农、
宜林、宜牧。
西南部土石质山区林牧区：包括新集乡的阳洼村、谢寨村、单湾村，古城镇的后峡、小

岔沟、挂马沟、海口村、张沟村。该区天然林集中，草场资源较丰富，是人均宜粮地最少的
区域。
彭阳县粮食作物分夏粮、秋粮两类。夏粮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洋麦 5种。秋粮有

谷子、糜子、莜麦、荞麦、大燕麦、洋芋、玉米、高粱、蚕豆、大豆 10种。除冬小麦、洋麦越冬
隔年一熟外，其他作物当年成熟，在雨水好的年份，红河、茹河河谷残塬区冬小麦收割后
复种小日月糜子或荞麦，可一年两熟。

冬小麦主要分布在红河、茹河河谷残塬区和北部梁峁沟壑区；春小麦主要分布在北
部梁峁沟壑区的交岔、罗洼、王洼镇的石岔村及西部土石质山区；其他夏杂粮全县范围内
均有种植。秋粮类谷子主要分布在几个残塬和北部干旱山区；玉米主要分布在红河、茹河
川道，其他乡的河谷、台地也有少量种植；蚕豆主要在西部土石质山区种植；其他秋粮全
县范围内均有种植。
彭阳县经济作物主要有油料、药材、烟叶、甜菜和大麻 5类。县内油料种植历史悠久，

历史上曾有“东山油盆”之称。油料种类有胡麻、芸芥、小麻子、油菜籽、向日葵等。
彭阳县农业结构不合理，种植业比重大，林业和畜牧业比重太小。近些年来，县委政

府着力调整农业结构，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民增收为核心，根据不同的区域特征
和气候特点，在稳定主体粮食作物的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种植业；压夏增秋、压麦
增豆、压粮增经，通过粮食自给工程、温饱工程、种子工程等实施，初步形成了以红河、茹
河流域为主要地膜玉米种植基地，以东南部残塬区为主的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基地，以
北部黄土丘陵区为主的小秋杂粮种植基地和以西南部土石质山区为主的马铃薯种植基
地的格局，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工业经济
彭阳县是农业县，工业生产发展缓慢，迄今基础薄弱。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在近几年

的发展中步伐较快，工业的基础规模、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通过近十年的政策引导，资
金扶持，市场规范，初步形成了以果脯、矿泉水、蜂蜜保健品、黄（白）酒类及黄花菜、花椒
等为主的绿色保健食品业，以烤烟、淀粉、饲料、草编、皮毛、小秋杂粮、清真肉食品为主的
农副产品加工业，以煤炭、磷肥、硫酸、农膜、棉纱、产品包装袋（箱）为主的支农建农业和
以机砖、石料（灰）、缸瓦、水泥制品、建筑施工为主的建筑材料四大工业体系，其中原煤、
硫酸、磷肥、果脯、矿泉水、机砖等产业多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硫酸产量居全区第一。
煤炭工业是彭阳县开发历史最早的地方重工业，已开采的有县属银洞沟煤矿和自治

区属王洼煤矿，两矿南北相距 23公里，煤炭同属于侏罗纪下统迁安群，是县内和邻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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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燃料供应基地。王洼煤矿区位于彭阳县王洼镇、草庙乡、罗洼乡境内，呈南北条带
状分布，矿区面积 428平方公里，总资源 76.83亿吨。划分为劳沟川井田、王洼井田、北部
备用区、东部预测区和草庙找煤区。王洼二矿矿井地质储量 2.6459亿吨，设计可采储量
1.8317亿吨。矿井主要开采五、八煤层，开采技术条件良好，有利于综合机械化开采。煤层
贮存稳定，埋藏较浅，储量大，煤种单一，具有低灰、低水、低硫、特低磷、较高发热量等煤
质特征，属于高化学活性的不黏结煤，是良好的动力用煤。现已开工建设，建成投产后，我
县煤炭供应能力将大大提高。

阅读材料

王洼二矿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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