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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是内蒙古地区昆虫研究史上的第二部昆虫志，它的出版，对昆虫学工作者是件
喜事，它不仅对内蒙古地区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对更广泛的开展内

蒙古昆虫学科的研究也将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对我国古北区系半翅目昆虫的研究也．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 ．‘、 ．。‘

．，

《内蒙古昆虫志》第一卷包括内蒙古地区的半翘目异翅亚目昆虫，。计划分二个分册

出版，在第一分册中已编入ll科，19亚科，§l属(包括3个亚属)，197种，其中有中国新

纪录的9属，54种和4个新种及1个存疑种。在这部志中对每一个种记载了中名、．，

蘩名，学名和文献引证，以及形态特征及其分布。对绝大多数种的经济价值(益、害)’j

一些主要经济种的生物学特征等均有较详细的描述，并附有形态图和特征图。此外，对

科，亚科及属的特征也逐级进行了倚要记述，并写出相应的检索表，此外，在国外已被

记录，但国内至今尚未发现的种，也在本志中根据资料进行了概述。 ．．。

在编写过程中， 我们尽量吸取了中国经济昆虫志和圈外昆虫志的长处，重视内’

蒙古的地区特点及民族特点，如对每种昆虫增写了蒙古名，记述其分布特点，以及对众

牧业生产的关系等。此外，在描写种的形态特征时，不仅重视外部形态，而且对雌雄生

殖器也做了解剖分析，这对种的准确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靠的基础。

本志力求做到文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图版清晰，检索表中的相对特征较明曼j

易被读者所掌握。
。

在编写(<内蒙古昆虫志》过程中，曾受到国内外专家和同行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 ·

天津南开大学郑乐怡教授对本志的编’写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提供资料和借用标本，给

予热情的帮助、指导和鼓励；该校任树芝副教授近几年来也曾寄来不少猎蝽科和姬蟠科’

资料；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刘胜利先生帮助鉴定了部分同蝽科标本；内蒙古农牧学院

佃里矩教授也给予热情鼓励和帮助；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I．M Kerzhner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国索自然博物馆的Ludvik．Hoberlandt博士、法国的Jean Pericart博．

士、臭地利的Ernst Hei黯博士曾多次寄来古北区半翅目异翅亚目昆虫资料；内蒙古区

划办骆正庸同志审阅了内蒙古自然概况全文，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音扎布和德力格尔

先生对檀被和土壤一文做了修改和补充编写。另外，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牧学院、内

紫古林学院、中国农科．院草原所、内蒙古林业厅森保站、内蒙古农研所、．内蒙古自治区

植保站，内蒙古防疫站、．巴彦漳尔盟植保站、伊克昭盟草原站、伊克昭盟林业局，伊克‘

昭盟植保站，准格尔旗农业局、哲里木盟农研所，赤蜂市檀保站、赤峰市森保站、阿鲁r

科尔沁旗林业局，阿尔山林业局、‘牙克石林业局等单位给予支援和借用了标本，对上述

给予热忱帮助和支援的单位及个人，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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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同蝽科··：⋯⋯⋯⋯⋯⋯⋯⋯⋯⋯⋯⋯⋯⋯⋯⋯⋯⋯⋯．．．⋯⋯⋯··’(217)．

十，异蝽科j⋯⋯⋯⋯⋯⋯⋯⋯⋯⋯⋯⋯⋯··：⋯⋯⋯⋯⋯⋯⋯⋯⋯”(233)
‘(一)异蝽亚科⋯⋯⋯⋯⋯⋯⋯⋯⋯⋯⋯⋯⋯⋯⋯⋯⋯⋯⋯⋯⋯⋯⋯⋯⋯(233)

十一，缘蝽科⋯”⋯⋯⋯⋯⋯··：⋯⋯⋯⋯⋯⋯⋯⋯⋯⋯⋯⋯⋯⋯⋯·(243)．

(一)缘蝽亚科⋯⋯⋯⋯⋯⋯⋯“：：⋯⋯⋯．．．．⋯⋯⋯⋯⋯⋯⋯．．．⋯⋯⋯⋯(244)一

(二)棒缘蝽亚科⋯⋯⋯⋯⋯⋯⋯⋯⋯．．．⋯⋯⋯⋯⋯⋯⋯⋯⋯⋯⋯⋯⋯⋯(257)

‘．(三)姬缘蝽哑科⋯⋯⋯厶⋯⋯⋯：一小⋯一⋯⋯”·!●⋯mj·”⋯?··p⋯⋯．(263)

．，(四)蛛缘蝽亚科·‘?⋯⋯··?⋯⋯⋯⋯⋯⋯⋯⋯。：⋯⋯⋯··?··?⋯⋯?⋯⋯⋯·j·(300)

．十二，皮蝽科．．，⋯⋯⋯⋯⋯⋯⋯⋯⋯⋯⋯⋯⋯⋯⋯．．．⋯．．，⋯⋯⋯⋯¨⋯⋯·(314)

十三，。网蝽科⋯．．．_⋯⋯⋯⋯⋯⋯⋯⋯⋯⋯_⋯“．．．．．．．．⋯⋯⋯⋯⋯⋯·(330)
‘’(一)’网蝽亚科⋯∥⋯⋯⋯⋯⋯⋯：⋯．：⋯．．：⋯⋯⋯⋯．：⋯⋯⋯．．：⋯⋯．：⋯．．(331)

十四、姬蝽科⋯⋯⋯．．．⋯⋯⋯⋯⋯⋯⋯⋯：⋯⋯⋯⋯⋯。．．⋯⋯⋯⋯I⋯．(393)
、

(一>姬蝽亚科⋯⋯⋯⋯⋯⋯⋯⋯⋯⋯⋯⋯⋯⋯⋯⋯⋯．．．⋯⋯。⋯⋯⋯⋯(393)
．

I

，十五、猎蝽科⋯⋯⋯⋯⋯⋯⋯⋯．．．⋯⋯⋯⋯⋯⋯⋯⋯⋯⋯⋯⋯⋯⋯“(416)
· t?

(一)猎蝽亚科⋯⋯⋯⋯⋯⋯⋯⋯山．．j⋯j⋯。⋯⋯⋯：二⋯⋯⋯：．：⋯：■⋯⋯．、(423)‘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真猎蝽亚科⋯⋯⋯⋯．．．．⋯：⋯．．．⋯⋯⋯⋯⋯⋯⋯．．．．“⋯⋯⋯．．：⋯⋯⋯(430)

新种摘要⋯’⋯‘·⋯⋯⋯⋯⋯+⋯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蹦一一一委一i曩薹蠹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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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蒙古自治区自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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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于我国北部边疆，其地理位置 ·t

’为北纬37。307—53。30；，，东径97。10，一126。04’，由东北向西南长达2400余公照，南北最宽 ·．

约17∞公里，总土地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八分之一。东部和黑 ，

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接壤I西抵甘肃省；南靠河北，山西，陕西三省及宁夏回族自治 ‘，

区，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部与苏联接界，国境线长4200多公里。

内蒙古现辖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锯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

阿拉善八个盟和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四个市I计有57个旗，22个县，7个县级 ，

市和14个市辖区(图1)
’ 一

t一．．t· ．

、，：·工．。’·：、．：，一』?¨j．圈l· 内●召行政区划示意圈’ ：j。 ．．，．， ：’‘

内蒙古地处中纬内陆，海拔较高，大部由高原．山地组成√大兴安岭．朋山山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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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蒙古昆虫志第一卷第一册(半翅目一异翅亚目)

贺兰山位置和走向构成了一条重要的自然分界线，自然景观由东北向西南弧形、带状偏

转。 ‘。 。； ．
．1 ·．

!；j’I}。j一! <·)j．地一．j．貌。-一

‘内蒙古的地貌以海拔lOOO米以上的高原为主，约占全区总面积的42％，其次为山地

和丘陵，约占3jr％，平原和滩地约占20％，水面积约占O．g％。太兴安岭为东北——西南向

斜贯，阴山山脉以东西向横基本区中部，贺兰山呈南北延伸，构成了大地貌的“脊梁”，

及自然条件差异界线；根据地貌形态特征，成因。地质结构和地面组成把内蒙古地貌分

成以下七个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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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高原区

田2．内■古地区地貌区示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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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二河西走廊北山一线之西北。北至中国与蒙古人民共
和国国界，。．由东北向西南长约3000公里，地势由南向北、、从东向西缓缓倾斜，平均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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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自然概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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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位于欧亚大陆的内陆，冬夏季节分别为蒙古高压和大陆低压所控制，气候明显办

■●‘． 大陆性，具有中温带为主的寒暑剧变特点。大兴安岭北段属寒温带，贺兰山以西又具暖温带

I 特点。由于距离海远近有别而东南季风影响有差异，再加上西风环流的终年活动，降水量目
- j 东向西递减，水热配置从东向西呈带状．由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向极干旱地带过度。

’f ．、
、．·

’

一一、⋯ ．一一～ ，‘

T．1· · K
，

。

内蒙古海拔较高，大气透明度好，晴天多，阴雨天气少，夏季日照时间长，光能资
‘

源丰富。太阳辐射强度大，全区总辐射量在115一167千卡／厘米。年日照时数，自东北

向西南递增。兴安岭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日照百分率60％以下，呼伦贝尔盟南端和
。

兴安盟，哲里木盟及赤峰市约在65％，。锡林郭勒从西至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达70％，；

， ．．巴彦淖尔盟可达70一75％。‘。· 一．u、一。‘f。 ‘‘j、， ，_
一I· · ，

； 』，：。． ．j，，：．I． ·‘，． ．．：． ：，．． j：I ．：，‘ ，。． ．，j ．． ‘⋯． ，，’． ，，r．
·：7

j， 2．气温‘ ．： ’f『～7 ．^
’

j’

‘

．- ，。

·

‘， 、

‘

：’． ，· 。本区地处高原，距蒙古高压中心较近，冬夏季常有冷空气侵入，因此气温均较同纬

．．度的邻区为低。年平均温度除随纬度的升高有所降低外，因地形的起伏，又起到了再分

。。 配的作用，年平均气温自东北向西南增加，如大兴安岭地区一6。～O·℃，而在锡林郭
． 勒、乌兰察布盟等地为O一5℃，要到西拉木伦河与西辽河流域，鄂尔多斯高原6。一

．7℃，贺兰山以西及河套i土默特平原7。一9℃。冬季漫长，严寒：大兴安岭山地冬 ．．

． ．季长达七个月，大兴安岭东麓，阴山及内蒙古高原长达六个月；西辽河平原，河套、土默．’‘

特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和贺兰山以西长为五个月。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一lO一一38℃，
·

．毫 极端最低气温低于一45℃。夏季短而温热：贺兰山以西夏季长三个多月l鄂尔多斯高原

墨 西部，河套以及西辽河平原夏长两个月；大兴安岭及其西麓，锡林郭勒高原东北部和阴

-，! ．，山山区无夏季；其余大部分地区大致在一个月左右。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在16—27℃

’．；7，j 之间，大部极端最高气温为36—40℃。春季气温高于秋季，大陆性气候明显，．年较差为 e．‘

‘▲． 33—48℃。 一 一 ·’ j咕： 一 ．-‘，‘-‘ ‘，

、
．‘

譬， ．， 内蒙古春季回暖与秋温下降过程迅速，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的初，终期较集中，平
，’ ·均气温O一5℃。5一lO℃．10—15℃，或秋温下降过程，每段约需15125天。>O℃积

’

．-· ．内蒙古无霜期(>2℃)较短，由东北向西南逐次减短。大兴安岭林区无霜期为40 。。

? 一80天，呼伦贝尔高原，，锡林郭勒高原、阴山山区80—llO天，其余大部分地区nO一13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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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蒙古昆虫志第一卷第一册(半翅目一异翅亚目>

天，西辽河平原，贺兰山以西130一160天。平均初、终霜期有20多天的年际变化。

●

3．降水

田3 内蒙古地区年平均气温(℃)匿

‘内蒙古距海较远，并受地形的影响，自东向西由550毫米递减为40毫米左右，就全年

降水量分布看．呼伦贝尔盟和北部山地区．均在450毫米以上．呼伦贝尔盟南部、兴安盟、

赤峰市，哲里木盟以及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南部的阴山山地在40旷客00毫米，锡林郭
勒盟西北部．乌兰察布盟北部和伊克昭盟西部及贺兰山一带在30旷200毫米．’巴彦淖尔
盟和贺兰山以西则在50一100毫米，个别弱水流域只有40毫米左右。本区降水分布又具有

季节分配不均匀，．冬春雨雪少，春旱严重等特点。6—8月份，北太平洋海洋气团以偏+．

南云进入本区，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即产生降水，是本区的雨季，约占全年降水总

量的80％以上。春、秋受蒙古高压影响，偏西风和偏北风复占优势，极地大陆气团控制‘

本区．降水量春，秋各占15％左右。在冬季．完全被强大的蒙古高压所控制，冬季少雪，

仅占总降水量的l～3％，只有部分地区有大雪出现。春末夏初少雨干燥，秋季次之，

盛夏水气增多，冬季气温低，相对湿度较大，年蒸发量由东向西增大．大兴安岭林区为900

—looO毫米，东部各盟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以及土默特平原为1000—2000毫米．哲里术‘、

i，。，A●一

．℃嗲户，



’ 。

，

h 成1，所．以一般偏北风为主。夏季受大陆低压和副热带高压影响，多偏南和偏东风。秋季 ，

4’I， 与春季基本相似。本区年平均风速一般为3—4米／秒，分布趋势自南向北增强。 r：

IIIl，．．：7 ，

f；． iI I ．，：．．：1 ，? ：，．1j。+：2 i。． 1；：：：．，I‘ 』l?‘‘j+ ‘I．：·，’：．：‘：．．：：‘ ：；‘{；：．’·’!‘‘j． 、

；。 ．一．h．．，： ．。‘ ·．(三)．土， 壤 ，
·。．I ：。

内还有草甸土、泥炭沼泽土、盐土，碱土、灌淤土及风沙土等隐域性土壤的零星分布(图4)

内蒙古地区土壤分区图

I大兴安岭山地森林革躁土壤区

Ⅱ大兴安岭东麓革旬草原土壤区

Ⅲ西辽河流域丘暖平原草原土囊区

Ⅳ呼伦贝尔高原草原土壤区

V■林郭勒高原草原土壤区

．．乌兰寨布高原荒澳草原土壤区

Ⅶ阴山山地草原一一荒漠簟原

土壤区 ”

悝册山南丘陵草原±壤区

Ⅸ何整土默特平原荒漠草原土

壤区

X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摹甸土

壤区

Ⅺ哪尔多斯高原西部荒澳草

原土壤区
’‘

疆阿拉善高厩荒漠土壤区

．：． 1
‘

’^ ；。
一 f ，． ．i ·· ·，。

·．、 ．：、√‘．j J．．’．。

。．’ ． ．-·7 ‘。：々。 ．·≥◆’0j。一 比例尺‘‘

唑2避!竺塑
公里 ?

圈4 内蒙古地区土壤分区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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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内蒙古昆虫志 第一卷第一册‘(半翅目一异翅亚目) ．

1．森林土壤 ，．
．+ · ： f ，· 、．· ‘．。： ， ；?‘‘．

， ：．h． ．

， 。‘．。湿润及半湿润气候，森林和森林草原植被下形成的土壤。 ，． ‘；

，(1)、灰化土：亦称漂灰土。大兴安岭北段针叶林植被下形成的土壤．土性湿润冷 ‘f
凉，有永冻层。土层较薄，腐殖质层以泥炭状的半分解有机质，含量可达20％，腐质层 1I一

下有明显的灰化层。剖面自上而下强酸性反应。 ‘●
‘

(2)暗棕壤：大兴安岭东坡，洮几河谷以北的低山丘陵区针阏叶混交林下形成的 ． ．●
， 土壤。地表枯枝落叶层厚，腐殖质含量很高，剖面中粘化层的发育明显。盐基淋溶，土 {

壤酸性反应。
1

(3)灰色森林土：也称灰黑土。大兴安岭山地西坡和南部山地森林草原地带森林

·。植被下形成的土壤，与淋溶黑钙土复区分布。具有森林及草原土壤的特点；腐殖层厚而

含量高，剖面中具粘化层，而下部还有盐酸反应。p H值弱酸性。
‘ 、

’，(4)棕壤：’亦称棕色森林土。主要分布于赤峰市南部山地及大兴安岭南段东坡，
· 面积很小。在夏绿阔叶林植被下形成的。较薄的枯枝落叶层下的腐殖层厚达2俨30厘米，

有机质含量5一lO％，有较好的团粒和粒状结构，有明显的棕色粘化层。pH值表层7左
、右，母质层5．2—6．5。。 ‘

．

’

(5)灰褐土：分布于大青山、蛮汉山、乌拉山等山地垂直带，发育在抗旱次生阔． ：

叶林下的森林土壤。腐殖层厚30一50厘米，淀积不明显，有弱粘化现象和石灰反应。．- ．

’

}
’ j

，J· ，．
·

’．

2．草原土壤 广· ·、

、

． f ．

’内蒙古地区草原土壤包括黑土，黑钙土，栗钙土及棕钙土。 ’、一
．．

‘(1>黑土：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东麓阿荣旗、布特哈旗及莫力达瓦旗的山前丘陵4

平原区。发育在寒冷湿润气候及杂类高草群落为主的湿草原土壤。腐质层厚4俨100厘米，
有机质含量达5一lO％，水分状况为淋溶型，质地粘重，土壤反应微酸性，无石灰反应。：

(2)黑钙土：．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由呼伦贝尔高原北部和东部直到锡林郭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的湿润及半湿润地区。大兴安岭和阴山山地的垂直带也有分布。腐殖质层

厚5旷60厘米，有机质含量达4—5％，剖面上有明显的过渡层及钙积层。土壤反应中 {

性或微碱性。 ‘． 一’
‘

(3)粟钙土：内蒙古地区分布最广的土壤类型，东起呼伦贝尔高原西部，经锡林

郭勒大部、乌兰察布高原南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大兴安岭东南丘陵平原、阴山丘陵

地区。腐殖层厚2卜40厘米，有机质含量2—4％，发生层分异明显，钙积层灰白色，一1
碳钙含量达l沪30％；以其发育程度可分暗栗钙土，典型栗钙土，淡栗钙土及草甸栗钙
土等亚类。

。
‘ 一

。

(4)棕钙土：分布于乌兰察布高原的中西部和鄂尔多斯高原的西部。是荒漠化草

原植被下形成的草原到荒漠的过渡类型，腐殖质层厚15—30厘米，有机质含量2％左右，。

积层非常明显．结构性差，呈碱性及强碱性反应。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概况

(6)黑垆土：零星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和凉城县，清水河县；和林县j丰

镇县及赤峰一带的黄土地区，是暖滴带的特殊草原土壤。腐殖质厚达lOo厘米，有机质含

量t一3％，其亚表层为黑色垆土层，’淀积层很厚，无明显的钙积层。另外赤峰南部黄

土丘陵区有小面积的褐土。 ，

．．
，．

一．，：+：．t ．．

、 j’ ·。·：i厂．． 、．f：． ．： ’：
、

一‘一二．一．

．‘ ●
、

：’

3．荒漠土壤 一“一j ’·t

‘㈠：·t‘·．“ ”-‘

“1 。 _

‘
●

、

‘●

‘

内蒙古．的荒漠土壤有灰漠土及灰棕漠土，属于温带地区荒漠，是在极端干旱气侯及

早生，超旱生植被下形成的。 ，

’、??·(1》’灰漠土：分布桌子山、乌兰布和、狼山以西及以北地区，即棕钙土向灰棕漠

土过渡的狭长地带。表层有砾石化，龟裂和结皮。腐殖层不超过16厘米：有机质含量小于

+l％，灰白色钙积层厚达lOo厘米。碱化度高，PH值9．旷10．O 。，

ij I 2)灰棕漠土；分布于阿拉善——额济纳高乎原，腐殖含量O．5％以下，地表形

成砾幂，．其上黑褐色荒漠漆皮，具有结皮层，·紧实层和石膏聚积层，总碱度高，PH值
一

8．．5左右。 ·．．、
一 ．．’一I·· ‘r ．‘! ．’ ．

，

．．

，． ．-j 1， 。，’

、
·

．．

．·

‘：·，‘‘：
j

，

i

●
．

，， ．． ．· 一
·

．

’。

·“’●．隐域性土壤
’_。 ‘7 7’。

．

i ： ．’： +‘土．)
： ■． 、

·‘
。·

√‘、零星分布于地带性土壤范围的土壤，有沼泽土，草甸土．盐土．城土、．风沙土。‘

’(。t>沼泽土：零星分布于全区，以东部森林及森林草原带分布较广泛，有泥炭化

和潜育化过程，泥炭层泥碳含量10％以上，土壤反应中弱酸性，但草甸沼泽土的PH值

。可达9左右0
’

．

一、·、(，2)草甸土?分布于全区各地，大兴安岭东麓，西辽河平原，乌拉盖盆地，乌尔

逊河谷地，毛乌素沙地及浑善达克沙地。一般腐殖质含量高于应区地带性土壤，PH值

由东向西逐渐高，．西部地区盐演化严重，肥力差。． ·’r ．

‘(3)盐土：在内蒙地区分布很广，主要在河套平原，土默特川地及西辽河平原，

其他地下水位较高地区有零星分布。表层含盐量大多在l％以上，少数可达20％抄一般

地水下位高，矿化度大于l克／升。剖面水分多，还原过程强烈，结构性差，自然肥力

低口p。．。．．‘-i i、一、、 +．．；‘
i㈠

、j’，’·7。 j： ，’
．h’， ～。』

，

． (4)碱土；‘与盐土复区分布，在栗钙土地带也有退化中的草原碱土。上层是淋溶

型，含盐不过o·5％，亚表层为碱化层，并有灰化现象，胶体代换钠20％以上，PH值9

以上，肥力低。 ．．、’一．·t‘。 o’
’

，
．， “?·：’ ’．． 一

j一 (5)灌游土：．历史上长期灌溉和耕种培肥的土壤，主要分布于河套平原和西辽河

流域，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腐殖层厚不周，有机质含量也不一样，有些与盐碱土复区

分布。· 。，’

(6)风沙土：分布于沙漠及沙地，风积沙性母质上形成的幼年土。流动风沙土处

于成土过程的原始阶段，半固定风沙土虽有一定的植物覆盖度，但剖面的发生层还未分

异，如果保护好可能形成多地带性土壤。：，』．．．’r‘。-一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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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t一 一
．铖：．’

．：，．．叫√． ．．，．√，一(四)：。水．资源 ．- 。．

，r：

，

I：·
’

’， ’k。．
{

一 ．内蒙古的河流分布极不均匀，东部河网密集，而西部河流稀疏，经初步计算，全区

共有地表水资源674亿立方米，占全国的2．9％。主要有以下河流和湖泊啐．垂．．j
，

。

．

●
。 +● 。

j

，
、 ‘ ?

，、

1．河流·’’，“一 。’一：-：i’：一 一‘’’·‘．J，』’、 一J’：”一．；
，·， ’-’i、。 j“’

。

· 群√(．1)黄河：流经内蒙古的最大河流，硇宁夏石咀山市和伊克昭盟拉僧庙附近流入 。

‘内蒙古境内，经渡口，．磴口至准格尔旗榆树湾出境’，，干流长约踟O公里，流域面积约11万多
‘

平方公里。。 一一“． ·’￡，一 7、一j· 一3．
、

心， (2)额尔古纳河：上源称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的吉鲁契那山山麓。海

‘拉尔河自东向西横贯呼伦贝尔高原中部，至中苏边境嵯岗西，折向东北流至大司洛夫卡

河口，这一段称额尔古纳河，河长90论里，流域面积115．608平方公里。 一．．

(’3)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的主要水来源，河长70蚣里，流域面积54．270平方公里o
。

(4)哈拉哈河及乌尔逊河：哈拉哈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吉里革先山麓，自东南

流向西北，至索伦鄂博附近，河道分二支，北支称下里津河直接流入乌尔逊河，南支经

贝尔湖至阿木特附近与下里津河汇合后始称乌尔逊河，往北流入达赉湖。哈拉哈河河长

潮9公里，流域面积7520平方公里。’乌尔逊河河长22蚣里，流域面积6760平方公里。．
．1 (5)克鲁伦河：。发源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流入内蒙古境内的河道长206公

里，流域面积3167平方公里。 ．．：：、

一 (6>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支脉伊勒呼里山韵南坡，南北纵贯呼伦贝尔盟及兴安

盟东部，内蒙古境内的流域面积近15万平方公里。‘I，j ．‘ ．-．：． ：j ．

，，●7)西拉木伦河：发源于赤蜂市克什克腾旗大红山北麓，至哲里木盟苏家堡，与

老哈河汇合成西辽河的干流。全长360公里，流域面积26586平方公里。 J

‘． (8*)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交界的七老图山，流域面积太部分在内蒙古境内。全

长426公里，流域面积2748 7=平方公里。．：． ，

，‘ ，，‘．㈡ ．．

(9)滦河：、发源于河北省北部的大马群山，向北流至锡林郭勒盟正兰旗，河长约

254公里，流域面积10405平方公里。‘．‘。．：一 ．t ∥ 一
．

¨．．(加)大洋河：大洋河是海河的较大支流永定河的北支，发源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

兴和县北部，内蒙古境内的河长62凇里，流域面积约为5569平方公里。 ”：：． ＼

．(“)额济纳河：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内陆河，发源于青海省的祁连山南麓，流经

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7．．． ·。，

．_f、

，． √

、

1

、

●

-’2．湖泊 、 ‘i
‘。 一 ’ 。

．

’ ’ _
～}l●1

f 1)达赉湖和堤尔湖：达赉湖亦称呼伦池，位于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水面
一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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