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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写陟西省分区城羁志是睡西省科委重点科弦规划项目象．一?!，。寓器臻，在．高陈调
雀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汇集各地区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资

料，进而分析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形成、纂夺特征与分布勰辞，研窈簪菏聿展的特点
和影响发展生产的有利、不利因素，捧讨合碍利用与改造自然条件的裣箨黄希蒜，，：为进行
区域规划、生产布局、区域地理研究和改造利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提供地理学方面的

科学依据和基本资料。因此，编写地理志不仅是自然资源调查与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

地理学方面的·辱熏要的基础研窈工作。
《榆栋地壤匏理志》是陕西省分区地理志的组成部分：该志从1979年秋季开始

收集资料，制定编写提纲，同年12月在榆林召开了编写提纲讨论会议。1980年编写人员

分赴各县，进行野外实际考察和调查访问，1980年底写出了初稿，并在编写组内逐章进

行讨论，于_1．9毋1年3月完成讨论稿。同年4月下旬，由榆林地区科委主持召开了讨论

会。与此同时，还向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所及省级业务部门书面征求了意见。此后，编

写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于1981年10月完成送审稿。1982年3月下

旬，省科委委托榆林地区科委，主持召开了审稿会。会后，编写组对送审稿又进行了修

改，并清绘附图，于1983年春季定稿。

参加本志初稿和送审稿讨论会的单位有t黄委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陕西省

地质14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00928部队，．榆林地区军分区、农委、经委、财办、文

办、计委、水电局、农业局、气象局、农科所、治沙所、工业局、商业局、林业局、外贸

局、畜牧局、卫生局、商业局、农机局、民政局、防疫站、基建局、文化馆、生产资料公

司，药材公司、文联，榆林报社、榆林农校、榆林师范、榆林中学、建委、乡镇企业

局、交通局、情报所等。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陕西省科委、陕西省高教局、榆林地区行署和科委、陕西

师范大学党委和学校科研处及地理系党政的指导，陕西省计委、农业局、气象局、水保

局、水电局，地质局、煤炭工业局、燃化局、交通局、工业局、林业局、水文总站、西

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水文地质一队和二队、陕西省农业经济研

究所、西北大学地理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00928部队，以及榆林地区和备县的有关
局、站、科研所、黄委会绥德水保站、榆林军分区等单位提供了有关资料。榆林地区防疫

站、地方病办公室还参加了却兮章节的编写。编写组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编写中还引用

了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 以谢意。本志共18章，各章执笔人：第一章概况，郑

林，第二章地质与矿产资源，甘枝茂；第三章地貌，甘枝茂，第四章气候，郑林，第

五章河流与地下水，聂树人，第六章土壤，杨思植，第七章植被，程千匿’第八章动

物，方光辈、王廷正(陕西师大生物系)，第九章风沙治理，廿枝茂I第十章水土流失

与水士保持，甘枝茂，第十一章土地类型和综合自然b划，宋德明，第十二章农林牧



·2· 陕西省榆林地区地理志

业，武裕仁，第十三章工业，董瑞芳I第十四章交通运输，董瑞芳，第十五章乡镇企业

与多种经营，董瑞芳，第十六章人口，民族，武裕仁’第十七章地理环境与地方病，聂树

人、赵宗贤(榆林地区防疫站)、张均汉(榆林地区地方病办公室)、郭彩玲、李晓玲’

第十八章革命旧址，主要城镇及名胜古迹，武裕仁。

本志主要图件设计由唐守仁、夏备德负责。插图庙夏备德清绘。照片由赵国光等拍

摄。

聂树人担任主编，甘枝茂、郑林担任副主编。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榆林地区地瘦志》编写组
}。

一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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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榆林地嚣位子陕西最北部，地处北纬36。577—39。3∥，东经107。28’一儿l。157之

间，长城从东北向西南斜贯其中。本地区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北邻内蒙古自治区，

西连宁夏圆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南接陕西省延安地区。

地区下辖榆秫、神木、府谷、佳县，米脂、绥德，吴堡、清涧、横山、子洲、靖边

和定边等十二个县(图l—1)。面积43，113平方公里，约占陕西省总面积的22％，是

全省八个地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入口237．60万人。

据历史记载，夏商时，榆林地区的部分地方(包括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在雍州

翟境内，周朝时为雍州自翟一部’战国秦朝时期属上郡管辖。尔后本地曾设置了一系列

郡州，直至清朝设立榆林府，民国设榆林道(包括现在的延安地区)，实行统一管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安定、清涧、神术、府谷，佳县、三边，横山等地建立

了陕甘边、陕北两个苏维埃政府，以及定边、新城、东靖边、神府等县苏维埃政权。一

九三五年工农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一九三六年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本
弛区分属陕甘，陕甘边省和神府特区。一九兰七年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佳县、米脂、

绥德、吴堡、‘清澜，子泖}、靖边、定边等都属其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定边、i靖边

隶属边伍政府的三边分区，绥德，子j|}lf、清涧、吴堡、米脂、佳县及神木、府谷大部隶

‘儡绥德分区。一九囱九年归边区政府陕北行署管辖。

-九五；o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榆林、府谷、神木、横山、靖边和定边等六县归蝓

林专区’绥德，米膳j佳县、吴堡、子洲和清涧等六县归绥德专区。一九五六年撤销绥德

专区，将所属各县捌归榆林专区。～九五八年撤销府谷、吴堡、清涧、横山、子洲各县建‘

剩，、一九六一年叉恢复各县县制。一九六九年榆林专员公署改为榆林地区，一九七九年

改为榆秫地区行玻公署，作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

地质构造单元上羼鄂尔多斯台向耕的一部分。震旦纪地层是以碎屑岩为主的地槽沉

积物，经吕梁运动，她槽褶皱抬升形成地台基底。地台在早古生代时，长期处于海浸时：

期，自旱古生代末期加里东运动开始抬升成陆地。石炭纪后朝，海水又从西方侵入，

沉税了海相地层。二叠纪后期海西运动发生，台向斜三面抬升，中部沉陷为内陆盆

她．形成一套内陆盆地莎溅物。至此，再未受到海侵。中生代是以砂岩和页岩为主的船
相沉积I。第三纪时期，气候炎热潮湿，植物茂盛，类似亚热带气候，内陆盆地布满湖

泊，沼泽。沉积物受强氧化作用，形成红色粘士及白色沙质粘土层。第三纪上新世未了一～

发生了喜马拉雅运动，鄂尔多斯台向斜升起成为高原，此时气候逐渐变干，湖沼缩小，

沉积了灰色粘士层。第四纪，气候愈来愈干燥，黄土形成。主要矿藏资源有煤，铝，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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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5·—●_=：—!!=?，●—————'————————————————————————————————————————————————————一一～
炭，石英岩，盐类、铁，石油及粘土等。

全区地势大致从西向东、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一般在l，000米以上。自予山最高

处海拔1，907米I无定河入黄河河口处，海拔只有585米。根据地貌发育的内外营力，卷石

性质，以及表面形态特征，本区可分为两个地貌区：(1)长城内外风沙高原区，包括靖

边——榆林连线以北及东北地区。此区北部地势平缓，河谷宽短，以固定和半固定沙丘

为主，滩地、海子湟罗棋布I南部是间有滩地或黄士丘陵的流动沙带；靖边以西由小盆地

及黄土梁组成，东北部由黄土梁峁、片沙，沙丘组成的地貌综合体。(2)黄土梁峁丘陵

沟壑区，在长城内外风沙高原区以南，该区沙黄土结构松散，经长期流水侵蚀切割，地

面崎岖不平，沟壑纵横，梁峁交错。

地处大陆内部的榆林地区，属暖温带和温带半干早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为西伯利亚

反气旋控制，天气睛燥，多北风。春季天气很不稳定且有突变，空气干燥，风沙大，成

为最干旱的季节。夏季为东南季风最盛、空中水汽最多的季节，但降水置逐年变化大，且

多暴雨。秋季地面逐渐冷却，常有暖高压脊驻留，天气晴朗而且稳定。总之，本区气候

特点是冬寒夏凉，降水量少而分配不均，春多风沙，霜冻时间长。

流经本区境内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水系，还有省内唯一的内陆水系。全境内集水砸积

在lOO平方公里以上的干、支流共101条。此外，本区北部海子星罗棋布。按各河流的水

文特征，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风沙滩地区的河流，第二类是黄土丘陵沟壑区

的河流，第三类是内陆河系和海子。河流年径流量32亿立方米。河水径流季节变化大，

有明显的洪枯季节。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水、裂隙水以及承压水。沙漠地区的地下水以及三迭系，侏罗

系和白垩系地下水的水质较好，可供饮用和灌溉。地下水的补给，北部沙漠区主要依靠

大气降水，其次还有下渗水、凝结水，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以天然降水为主。

在不同自然条件和成土母质影响下，土壤大致以长城为界，分为两个地带，即北部

粟钙土地带和南部黑垆土地带。由于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加之滥垦荒地，使腐殖质积累

减弱，钙化，盐碱化、沙化和侵蚀作用加强，土壤朝不利的方向发展。

地带性植被为草原，属欧亚草原区一部。依植物群落的组合及温度、雨量、土壤差

异为主要依据，可分为两个自然植被区，即大致以长城为界，以北为风沙干草原区，以

南为草原化森林草原区。

风沙千草原区，植被以沙生植物为主，亦有水生、中生及早生植物。草原化森林草

原区，在梁塬垌地有以针茅、地椒、冷蒿为主的植物群系，黄土丘陵沟壑有以铁杆蒿、茭

蒿、羊厌厌为主的植物群系。由于水土流失和沙化影响，植物稀少，覆盖度均很低。

榆林地区是“三北”防护林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民三十多年来大搞植树

造林，目前，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等地的防风防沙林带已初步形成。

动物的生存条件的过渡性，决定着动物区系的过渡性。本区是古北界蒙新区与华北

区交汇处，所以动物种类既有蒙新区的典型成分，也有黄土高原的习见种。该区动物种

类不多，以啮齿类，猛禽以及蝗虫为主，但供狩猎的兽、鸟还不少。

榆林地区地域辽阔，宜农、宜林、宜牧，但以农业为主体，农业以耕作业为主，几

乎都是旱作，耕作粗放，单产水平低。林业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养羊业在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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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举足轻重。
”

童十年来，榆林地区的工业和变通运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7初步的地方

i业体系和交通运输网。毛纺、制革和地毯业大有可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

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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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地壤与矿产资源

一、地质构造

本区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于鄂尔多斯台向斜陕北台凹的一部分。鄂尔多斯台向斜
’^

’

处于桌子山、六盘山以东，茸梁山以西，大青山以南，关中平原以北。陕北台凹处于鄂

尔多斯台向斜的中南郡，榆林地区则处于陕，佗台凹的中北部偏东。

(一)地层系统
弋．。

地层曲东向西逐渐由老变新。所
F

见最老地层为奥陶系，仅见于东北

部。大部地区为中生代沉积岩系。岩

层倾向大致向西，部分地区岩层稍有

偏南或偏北现象。鞫蘑倾。角一般较

小，多不超挝S。，府谷一带岩层倾角

稍大，但一般不超过lO。，惫向西去，”

岩层倾角越小，有的接近水平。很少

见有地层褶皱现象，仅在府谷和自于 ，

图2—1 鄂尔多斯台向斜地理位置略图

山地区有轻微的地层波折。第三系地层不整合或假整合于审生代地层之上。第四系黄土

及松散堆积物，广泛覆盖于老岩层之上。基岩出露主要见于深切河谷及受到强烈侵蚀剥

蚀的东部黄河沿地岸区(表2—1)。全区地层系统由老到新如下。

1．’古生界

(1)中，嚣隗统马家沟群一(Ozm)

为深灰色厚层质地较纯的石灰岩和灰黄色泥质石灰岩。是榆林地区出露最老的地

层，主要见于府谷海子庙黄河沿岸，未见底，厚度不详。

(2)中石炭统本溪组(Czb)

为灰色夹紫色铝土质页岩，有时具有豆状和鲕状结构，底部含有薄层山西式铁矿，

有时可见衣姐当手山蒋式铁矿产出形式的黄铁矿与之共存。其露头分布情况与马家掬群

大致相同，．并平j亏率整合接触覆于马家沟群之上，厚10～54米。
(3)上石炭统太原组(C3t)

主要见于府谷以北，呈条带状分布，为海陆交互相煤系地层。岩性为灰白色砂岩、‘

深灰色砂页岩、煤层、炭质页岩等，中部夹有二层海相灰岩和一层页岩，底部为厚5～

9米的铁铝石。假整合覆于中石炭统或中奥陶统之上。在府谷河沙川沟——海子庙沟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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