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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南省地处中原，在自然地理区戈!『上兼跨北亚热带与暖温带

两个气候带，动物区系分属世界动物地理区戈!j的古北界与东洋界

(即我国动物地理区划的华北区与华中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

并形成了许多自然动物群，而啮齿动物就是其中最为繁盛的一个

类群，啮齿动物种属之多，种群密度之高。为现存哺乳动物之

最，因而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几乎涉及各个经济领域，甚至威

胁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命。

关于河南省啮齿动物的研究与考察，有关单位的科技工作者

已傲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多分

散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及内部资料上。不易为广大的基层工作者

所见到，由河南师范大学路纪琪、河南省植保植检站吕国强、河

南省卫生防疫站李新民同志主编的<河南啮齿动物志)一书。恰

当其时。既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又为广大基层科

技人员提供了较完备的参考资料。

‘河南啮齿动物志>的出版。填补了河南省啮齿动物科学研

究的一项空白，为河南省的科学文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把河南省

的动物科学研究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对予河南省的农

林业和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和实际意义。

雾僦麓萎朱棚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一
1996年12月



前 言

河南省地处中原。在气候、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上处于北亚

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豫西伏牛山地西承秦岭，与东南部的

桐柏一大别山地构成我国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

省境西北部为太行山地西南段和黄土高原的东延部分，豫东豫北

平原和南阳盆地占全省总面积的大部分。而伏牛山地和淮河主干

被公认为是动物地理区划古北界与东洋界在亚洲东部的分界线，

使得河南省的啮齿动物在种类上虽然较少，但却呈现了一定程度

的南北混杂的过渡特色。所以，研究河南省啮齿动物区系、分类

及其区划，对深入探讨我国动物区系和动物地理学有着重要的理

论意义。啮齿动物与人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危害几乎涉及

各个经济领域。由其造成的损失难以确切统计。在河南这样一个

以平原耕作为主的农业大省，对一些重要的农林及医学害鼠的生

物学、生态学、发生规律及综合防制进行研究，不仅有必要．而

且应长抓不懈。所幸的是，经过一大批生物、农业、卫生科技工

作者的辛勤努力，已在河南省啮齿动物的种类、分布、生态学、

鼠害发生规律及其综合防制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河南省

卫生防疫站、河南省植保植检站等单位已就河南省啮齿动物进行

了近40年的系统研究，采集、鉴定了一大批啮齿动物标本．积

累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1983年，河南省植保植检站

组织全省30余县(市)成立了河南省农业害鼠科研攻关协作组，

历经10年时间，就河南省农田主要害鼠的发生消长规律、预测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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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和防制技术进行协作研究，已有4项内容获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数lO篇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组

织有关地县成立了“河南省鼠情监测中心”和“卫生灭鼠除害科

研协作组”，取得了一批科研新成果。

为满足教学、科研以及农业、林业、卫生防疫等部门的需

要，使科技成果尽快走向社会，转化为生产力，河南师范大学生

物系、河南省植保植检站和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的有关专家、学者

携手合作编著了<河南啮齿动物志>一书。本书是河南省广大动

物学工作者和从事鼠害防制的科研人员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集中反映了河南省啮齿动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共分三大部

分，计1l章：第一部分为总论，由路纪琪同志负责编写，内容

包括河南省自然环境概述，河南省啮齿动物区系组成及地理分

布、地理区划、经济意义，啮齿动物的分类特征及测量方法，啮

齿动物标本的采集、制作与保存；第二部分为各论，由路纪琪、

李新民同志负责编写，按分类系统详细介绍了河南省啮齿动物的

分类检索、形态特征、分类讨论、亚种分化、地理分布、生态习

性、经济意义以及中国啮齿动物系统检索表；第三部分为综合防

制，由吕国强同志负责编写，重点介绍了有害啮齿动物的预测预

报和综合防制技术。另外，书中还采用了一些黑白插图，以使图

文并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河南省啮齿动物拉丁名和中文名索

引、河南省啮齿动物名称汉拉英对照等，以供有关人员参考。

‘河南啮齿动物志>能够顺利编著成书，仰赖河南师范大学

生物系、河南省植保植检站、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的通力协

作。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在此，一并

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错漏之处，敬请广大

同行专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著者
1996年10月

·2·



目 录

第一部分总论

第一章河南省的自然环境⋯⋯⋯⋯⋯⋯⋯⋯⋯⋯⋯⋯⋯⋯(1)

7一、豫西黄土台地丘陵⋯⋯⋯⋯⋯⋯⋯⋯⋯⋯⋯⋯⋯⋯⋯(4)

二、豫西伏牛山地丘陵⋯⋯⋯⋯⋯⋯⋯⋯⋯⋯⋯⋯⋯⋯⋯(5)

三、南阳盆地⋯⋯⋯⋯⋯⋯⋯⋯⋯⋯⋯⋯⋯⋯⋯⋯⋯⋯⋯(7)

四、豫南桐柏一大别出地丘疲⋯⋯⋯⋯⋯⋯⋯⋯⋯⋯⋯⋯<8)

五、豫东豫北平原⋯⋯⋯⋯⋯⋯⋯⋯⋯⋯⋯⋯⋯⋯⋯⋯(10)

六、豫西北太行山地丘陵⋯⋯⋯⋯⋯⋯⋯⋯⋯⋯⋯⋯⋯(13>

第二章河南省啮齿动物的区系组成及地理分布⋯⋯⋯⋯(15)

一、区系组成⋯⋯⋯⋯⋯⋯⋯⋯⋯⋯⋯⋯⋯⋯⋯⋯⋯⋯(15)

二、地理分布⋯⋯⋯⋯⋯⋯⋯⋯⋯⋯⋯⋯⋯⋯⋯⋯⋯⋯(32)

第三章河南省啮齿动物的地理区剃⋯⋯⋯⋯⋯⋯⋯⋯⋯(40)

一、区划的意义、原则和方法⋯⋯⋯⋯⋯⋯⋯⋯⋯⋯⋯(40)

二、区划说明⋯⋯⋯⋯⋯⋯⋯⋯⋯⋯一⋯⋯⋯⋯⋯⋯⋯(42)

第四章河南省啮齿动物的经济意义⋯⋯⋯⋯⋯⋯⋯⋯⋯(58)

一、对农业的危害⋯⋯⋯⋯⋯⋯⋯⋯⋯⋯⋯⋯⋯⋯⋯⋯(58)

二、对林业和畜禽养殖业的危害⋯⋯⋯⋯⋯⋯⋯⋯⋯⋯(62)

三、对工业建设的危害⋯⋯⋯⋯⋯⋯⋯⋯⋯⋯⋯⋯⋯⋯(63)

四、对人类健康的危害⋯⋯⋯⋯⋯⋯：⋯⋯⋯⋯⋯⋯⋯”(64)

五、经济价值及其综合利用⋯⋯“⋯⋯⋯⋯⋯⋯⋯⋯⋯·(66)

第五章啮齿动物的分类特征及测量方法⋯⋯⋯⋯⋯⋯⋯(69)

一、分类地位⋯⋯⋯⋯⋯⋯⋯⋯⋯⋯⋯⋯⋯⋯⋯⋯⋯⋯(69)
’

· l ·



二、鉴别特征⋯⋯⋯⋯⋯⋯⋯⋯⋯⋯⋯⋯⋯⋯⋯⋯⋯⋯(70)

三、外部形态⋯⋯⋯⋯⋯⋯⋯⋯⋯⋯⋯⋯⋯⋯⋯⋯⋯⋯(70)

四、头骨形态⋯⋯⋯⋯⋯⋯⋯⋯⋯⋯⋯⋯⋯⋯⋯⋯⋯⋯(74)

五、牙齿与齿式⋯⋯⋯⋯⋯⋯⋯⋯⋯⋯⋯⋯⋯⋯⋯⋯⋯(78)

六、外形及头骨测量方法⋯⋯⋯⋯⋯⋯⋯⋯⋯⋯⋯⋯⋯(80)

第六章啮齿动物标本的采集、制作与保存⋯⋯⋯⋯⋯⋯(84)

一、啮齿动物标本的采集⋯⋯⋯⋯⋯⋯⋯⋯⋯⋯⋯⋯⋯(84)

二、啮齿动物标本的制作⋯⋯⋯⋯⋯⋯⋯⋯⋯⋯⋯⋯⋯(85)

三、啮齿动物标本的保存⋯⋯⋯⋯⋯⋯⋯⋯⋯⋯⋯⋯⋯(93)

第二部分各论’

第七章啮齿目RODENTIA⋯⋯⋯⋯⋯⋯⋯⋯⋯⋯⋯⋯(96)

河南省啮齿目分科检索表⋯⋯⋯⋯⋯⋯⋯⋯⋯⋯(97)
一、松鼠科Sciuridae⋯⋯⋯⋯⋯⋯⋯⋯⋯⋯⋯⋯⋯⋯⋯(97)

河南省松鼠科分种检索表⋯⋯⋯⋯⋯⋯⋯⋯⋯⋯⋯⋯⋯(98)

(一)丽松鼠属Callasciurus⋯⋯⋯⋯⋯⋯⋯⋯⋯⋯(99)

1．赤腹松鼠Q渤砒‘朋∞衲删Pallas⋯⋯⋯⋯⋯⋯(99)
(二)岩松鼠属．Sa'urotamias ⋯⋯⋯⋯⋯⋯⋯⋯⋯(102)

2．岩松鼠＆栅舢泌da'o／d／anus Milne—Edwards⋯⋯(102)

(三)花鼠属Eutamias⋯⋯⋯⋯⋯⋯⋯⋯⋯⋯⋯⋯(107)

3．花鼠Eamm／as s曲／r／cus I．axnmnn⋯⋯⋯⋯⋯⋯⋯(107)

(四)花松鼠属Tam／o咖⋯⋯⋯⋯⋯⋯⋯⋯⋯⋯⋯(111)

4．隐纹花松鼠Tam／ops棚洲Milne-Edwards ⋯⋯(111)

(五)黄鼠属Spermophilus⋯⋯⋯⋯⋯⋯⋯⋯⋯⋯(115)

5．达乌尔黄鼠．黝盯舶，加幽ldaur／au Brandt⋯⋯⋯⋯(115)

·为了便于读者查网各科、一、种。此部分比其他部分多列了第四级和第五级标

·2·



二、鼯鼠科Petauristidae⋯⋯⋯⋯⋯⋯⋯⋯⋯⋯⋯⋯⋯(119)

河南省鼯鼠科分种检索表⋯⋯⋯⋯⋯⋯⋯⋯⋯⋯⋯⋯⋯(120)

(六)飞鼠属Pterom3n⋯⋯⋯⋯⋯⋯⋯⋯⋯⋯⋯⋯(120)

6．小飞鼠Pterom笋仞缸魑tannae恤 ⋯⋯。一⋯⋯⋯”(120)

(七)复齿鼯鼠属Trogopterus⋯⋯⋯⋯⋯⋯⋯⋯⋯(123)

7．复齿鼯鼠乃瑙唧翻懈翻埘能解Milne—Edwards⋯⋯(123)

兰、仓鼠科Crieetidae⋯⋯⋯⋯⋯⋯⋯⋯⋯⋯⋯⋯⋯⋯(127)

河南省仓鼠科分亚科检索表⋯⋯⋯⋯⋯一⋯⋯⋯⋯⋯⋯·(128)

仓鼠亚科Cfieetinae⋯⋯⋯⋯⋯⋯⋯⋯⋯⋯⋯⋯⋯⋯⋯(128)

河南省仓鼠亚科分属检索表⋯⋯⋯⋯⋯⋯⋯⋯⋯⋯⋯⋯(129)

(八)甘肃仓鼠属Cansum笋⋯⋯⋯⋯⋯⋯⋯⋯⋯⋯(129)

8．甘肃仓It Camum3e洲G．M．Allen ⋯⋯⋯⋯⋯(129)

(九)仓鼠属Cr／cau／us⋯⋯⋯⋯I⋯⋯⋯⋯⋯⋯⋯(133)

河南省仓鼠属分种检索衰⋯⋯⋯⋯⋯⋯⋯⋯⋯⋯⋯(133)

9．大仓鼠‰‘纽s tr／ton de Winton⋯⋯⋯⋯⋯⋯⋯(134)

lo．黑线仓鼠。洲町驰绣鼬Pall缱 ⋯⋯⋯⋯⋯(141)

11．长尾仓鼠G妇窖l‘妇细弩胁l妇Mi]ne—Edwards
⋯⋯⋯⋯⋯⋯⋯⋯⋯⋯⋯⋯⋯⋯⋯⋯⋯⋯⋯(147)

鼢鼠亚科Myospalacinae⋯⋯⋯⋯⋯⋯⋯⋯⋯⋯⋯⋯(151)

(十)鼢鼠属岣nf幻缸z ⋯⋯⋯⋯⋯⋯⋯⋯⋯⋯⋯(151)

河南省鼢鼠属分种检索表⋯⋯⋯⋯⋯⋯⋯⋯⋯⋯⋯⋯(151)

12．东北鼢鼠朋如础声黼№一Edwards⋯⋯(152)
13．罗氏鼢鼠M)翻：炳枞／／di Thom越 ⋯⋯⋯⋯(156)

田鼠亚科Microtinae⋯⋯⋯⋯⋯⋯⋯⋯⋯⋯⋯⋯⋯⋯(159)

河南省田鼠亚科分属检索表⋯⋯⋯⋯⋯⋯⋯⋯⋯⋯⋯(159)

(十一)绒鼠属E酝k舶删粥⋯⋯⋯⋯⋯⋯⋯⋯⋯⋯(159)

14．苛岚绒鼠晟秭嘲咖皤加落Thomas⋯⋯⋯⋯⋯⋯(159)

(十二)田鼠属Microtus⋯⋯⋯DDQ．-*i⋯⋯⋯⋯⋯⋯(163)

·3‘



15．棕色田鼠M／crotra rtla捌．arittt／$MAine—Edwards ⋯(163)

沙鼠亚科Gerbillinae⋯⋯⋯⋯⋯⋯．．．⋯⋯⋯⋯⋯⋯⋯(168)

(十三)沙鼠属Met／ones⋯⋯⋯⋯⋯⋯⋯⋯⋯⋯⋯(169)

16．子午沙鼠M确湎醛rao栊mus Pallas ⋯⋯⋯⋯⋯(169)

四、鼠科Muri如e⋯⋯⋯⋯⋯⋯⋯⋯⋯⋯⋯⋯⋯⋯⋯⋯(173)

河南省鼠科分属检索表⋯⋯⋯⋯⋯⋯⋯⋯⋯⋯⋯⋯⋯一(174)
(十四)姬鼠属Amdemus⋯⋯⋯⋯⋯⋯⋯⋯⋯⋯⋯(174)
河南省姬鼠属分种检索表⋯⋯⋯⋯⋯⋯⋯⋯⋯⋯⋯(174)

17．黑线姬属aaode,,船agrar／us Pallas⋯⋯⋯⋯⋯⋯(174)

18．中华姬鼠Apodemusdraco Bar弛tt-l--Iamilton⋯⋯⋯(179)

19．大林姬鼠Apakmus／譬ninudae Thomas⋯⋯⋯⋯⋯(183)

(十五)小鼠属Mus⋯⋯⋯⋯⋯⋯⋯⋯⋯⋯⋯⋯⋯(187)

20．小家鼠Mus伪l‘蝴缸f Linnaeus⋯⋯⋯⋯⋯⋯⋯⋯(187)

(十六)家鼠属Rattus⋯⋯⋯⋯⋯⋯⋯⋯⋯⋯⋯⋯(192)

河南省家鼠属分种检索表⋯⋯⋯⋯⋯⋯⋯⋯⋯⋯⋯(192)

21．褐家鼠忍z嬲，l叭曙妇‘f Berkenhout ⋯⋯⋯⋯⋯(193)

22．大足鼠眦n／tMus I-Iodgsm⋯⋯⋯⋯⋯⋯⋯⋯(199)

23．社鼠Rauus m't／tmuer Itodgson ⋯⋯⋯⋯⋯⋯⋯(202)

24．白腹鼠Rauus∞硝哂(S毗tthoe)⋯⋯⋯⋯⋯⋯⋯(207)

25．黄胸鼠Raum fla切m-t,u Milne-Edwards ⋯⋯⋯(209)

五、豪猪科Hystricidae⋯⋯⋯⋯⋯⋯⋯⋯⋯⋯⋯⋯⋯(214)

(十七)豪猪属Hsstr／z⋯⋯⋯⋯⋯⋯．．-．⋯⋯⋯⋯⋯(215)

26．豪猪琏嚼出hodgami Gray⋯⋯⋯⋯⋯⋯⋯⋯⋯(215)

第八章兔形目LAGOMORPHA⋯⋯⋯⋯⋯⋯⋯⋯⋯⋯(220)

河南省兔形目分科检索表⋯⋯⋯⋯⋯⋯⋯⋯⋯⋯⋯⋯⋯⋯(220)

一、鼠兔科Ochotonidae⋯⋯⋯⋯⋯⋯⋯⋯⋯⋯⋯⋯⋯(221)

(一)鼠兔属。矾蝴⋯⋯⋯⋯⋯⋯⋯⋯⋯⋯⋯⋯(221)
河南省鼠兔属分种检索表⋯⋯⋯⋯⋯⋯⋯⋯⋯⋯⋯(221)

·4·



1．藏鼠兔Oc／u堪ona thi／mana MiLle—Edwards⋯⋯⋯⋯(221)

2．黄河鼠兔Ochotona huangenris Matschie⋯⋯⋯⋯⋯(225)

二、兔科Leporidae⋯⋯⋯⋯⋯⋯⋯⋯⋯⋯⋯⋯⋯⋯⋯(228)

(二)兔属Lepus ⋯⋯⋯⋯⋯⋯⋯⋯⋯⋯⋯⋯⋯⋯(228)

3．草兔伽mpens／s Linnaeus⋯⋯⋯⋯⋯⋯⋯⋯⋯(228)

第九章中国啮齿类动物系统检索⋯⋯⋯⋯⋯⋯⋯⋯⋯⋯(234)

一、啮齿目Rodentia⋯⋯⋯⋯⋯⋯⋯⋯⋯⋯⋯⋯⋯⋯(234)

二、兔形目Lagomorpha⋯⋯⋯⋯⋯⋯⋯⋯⋯⋯⋯⋯⋯(280)

第三部分综合防制

第十章鼠害的调查与预测预报⋯⋯⋯⋯⋯⋯⋯⋯⋯⋯⋯(289)

一、鼠类数量变动的基本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290)

二、鼠情调查方法⋯⋯⋯⋯⋯⋯⋯⋯⋯⋯⋯⋯⋯⋯⋯⋯(302)

’三、鼠害发生的预测预报⋯⋯⋯⋯⋯⋯⋯⋯⋯⋯⋯⋯⋯(315)

四、农田鼠情分级参考标准⋯⋯⋯⋯⋯⋯⋯⋯⋯⋯⋯⋯(325)

第十一章鼠害的综合防制⋯⋯⋯⋯⋯⋯⋯⋯⋯⋯⋯⋯⋯(327)

一、鼠害控制的基本策略⋯⋯⋯⋯⋯⋯⋯⋯⋯⋯⋯⋯⋯(327)

二、器械灭鼠法⋯⋯⋯⋯⋯⋯⋯⋯⋯⋯⋯⋯⋯⋯⋯⋯⋯(330)

三、药物灭鼠法⋯⋯⋯⋯⋯⋯⋯⋯⋯⋯⋯⋯⋯⋯⋯⋯⋯(344)

四、生物学灭鼠法⋯⋯⋯⋯⋯⋯⋯⋯⋯⋯⋯⋯⋯⋯⋯⋯(425)

五、生态学灭鼠法⋯⋯⋯⋯⋯⋯⋯⋯⋯⋯⋯⋯⋯⋯⋯⋯(429)

主要参考文献⋯⋯⋯⋯⋯⋯⋯⋯⋯⋯⋯⋯⋯⋯⋯⋯⋯⋯⋯(434)

河南省啮齿动物中文名索引⋯⋯⋯⋯⋯⋯⋯⋯⋯⋯⋯⋯⋯(441)

河南省啮齿动物拉丁名索引⋯⋯⋯⋯⋯⋯⋯⋯⋯⋯⋯⋯⋯(443)

河南省啮齿动物名称汉拉英对照⋯⋯⋯⋯⋯⋯⋯⋯⋯⋯⋯(445)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河南省的自然环境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偏东，地处黄河中、下游，省境大部分

·在黄河以南，故有河南之称。古时河南属豫州，位于九州之中，

故又有中州、中原之称。

河南省属中纬度地带。北纬31．23’～36’22’，东经110‘21’～

116‘39’。南北相距约530kin，跨4。59’，东西宽约580kin，跨

6。18’。全省总面积16．7×104km2，其中山地约占总面积的26％，

丘陵约占18％，平原约占56％。

从河南省在我国宏观地貌格局中的位置。可以概略地看出其

地貌的基本格局。位于第二级地貌台阶的西部和西北部，以高竣

雄伟的中山(根据海拔高度，河南境内的山地可划分为中山和低

山两大类型：海拔800m以上的为中山，海拔800m以下的为低

山)为骨架．低山丘陵连绵起伏，分别由秦岭东段各支脉及太行

山脉西南段组成；处于第三级地貌台阶的东部广大地区则为坦荡

的大平原；东南部是桐柏一大别山脉北坡的山地丘陵；西南部为

广阔的南阳盆地。由此形成了特殊的“X”形的基本地貌格局，

即西北大半部和东南部为山地丘陵．东北大半部和西南部为广阔

的大型平原。伏牛山和桐柏一大别山地构成了黄河、淮河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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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水系的分水岭。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属于海河流域。因此，

河南省地貌条件比较复杂，类型多种多样，形态结构的区域性差

异极为显著。可以说，河南地貌不仅具有我国地貌自西向东突变

的特点，而且也具有由北向南明显过渡的性质。

河南省位居我国东部季风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风向、风

速及降水随季节的变化十分明显。同时，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

了河南省兼跨暖温带和北亚热带两个热量带，使得山地与平原的

气候有显著差异，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的气候也有很大不同。全

年气候特点大致是：冬季寒冷而少雨雪，春季干旱而多风沙，夏

季炎热、雨量充沛，秋季天气晴朗日照长。全省各地年平均气温

在13--15℃。冬季气温低，最冷月平均气温在O℃左右，多偏北

风；春季4月气温上升较快，且气压波动较为剧烈，风沙出现频

率较大；夏季气温高，最热月平均气温27～28℃，．多偏南风。

河南省年均降水量600～1 200rnra，具有由南向北递减的趋势。

年降水集中在夏季，占年降水量的45％～60％。日平均气温稳

定在10℃以上的作物旺盛生长期，自北向南分别为210～230d，

稳定≥10℃活动积温为4 500-4 900℃。

河南省河流众多，有一定的径流资源，全省径流总量约

313 X 109m3。省内流域面积在lOOkm2以上的河流有465条．其

中大于1 000km2的有42条，超过5 000kmz的有16条。这些河

流分属淮河、长江、黄河和海河四大水系。淮河干流发源于桐柏

山，经安徽至江苏扬州三江营入长江，全长l 000km。淮河在河

南省境内流域面积为8．83×104k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52．8％，是河南省最大的水系。黄河是世界闻名的河流，是我国

仅次于长江的万里巨川。黄河自陕西潼关以下进入河南省，横贯

河南省北部。在台前县流入山东省。黄河在河南省境内长约

700kin，流域面积为3．62×104k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21．7％。唐河、白河和丹江在省境西南部，是汉水的重要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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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境内流域面积约2．72×104kmz，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16．3％。卫河发源于太行山。是海河的主要支流，在河南省境内

长约400km．流域面积约1．53 X 104k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9．3％。

河南省的土壤分布大致以伏牛山一淮河～线为界。在此线以

北的落叶阔叶植被下，广泛分布着褐土，为暖温带地带性土壤；

在此线以南。为北亚热带气候。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中有常绿

阔叶林树种，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河南省的山地兼跨两个气候

带，土壤也显示出两种不同的垂直带谱。位于北亚热带的由地，

自下而上具有黄褐土一黄棕壤一棕壤一灰化棕壤和山地草甸土的

垂直带谱；而位于暖温带的山地，自下而上则为褐土一淋溶褐土

～棕壤一灰化棕壤和山地草甸土的垂直带系列。河南省的土壤不

仅具有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规律，而且还受自然条件和人类耕作

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系列非地带性土壤和耕作土壤。淮河以北

的黄、淮、海冲积平原区。石灰性冲积层在地下水和人类耕作熟

化参与下，形成了大面积潮土。而在黄河的背河洼地和局部低洼

地上，则有呈带状或斑块状分布的盐碱土。在北亚热带的丘陵、

岗地、山间盆地等处及人类长期种植水稻地区，形成了黄棕壤性

的水稻土。而淮北平原和南阳盆地的地势相对低洼地区，多为土

质粘重的砂姜黑土分布。

受气候和地形的影响。河南省的植被也表现出了南北不同的

过渡性特点和由高山到平原不同环境的复杂性。．由于植被生境条

件不同，就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植被类型，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

源。南部桐柏一大别山区植被的建群树种是落叶阔叶栎林，针叶

林有马尾松和杉树林；伏牛山区植被的建群树种是栓皮栎和华山

松林；太行山区植被的建群树种以落叶类的栎属为主。河南省的

植被类型主要可分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区和北亚热带常绿落

叶阔叶林植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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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形地貌的一致性和气候上显著的共同性，可以将河南

省划分为豫西黄土台地丘陵、豫西伏牛山地丘陵、南阳盆地、豫

南桐柏一大别山地丘陵、豫东豫北平原、豫西北太行山地等六大

地区类别。各地区的地貌、气候、土壤及植被可概述如下。

豫西黄土台地丘陵

豫西黄土台地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西起省

界，东到郑州，北抵太行山南麓，南至伏牛山及秦岭东段支脉以

北的广大地区。黄土堆积形成于中、上更新世，当时堆积面相当

平缓，之后经地壳的抬升及伴随着发生的流水强烈侵蚀作用，．形

成了不同形态的黄土地貌类型。一是黄土覆盖丘陵，其基本形态

特征与基岩丘陵相似。但由于顶面为黄土所覆盖，因而山顶较为

浑圆，一般没有陡峭的山峰，山坡也较为和缓。而且侵蚀沟谷相

当发育，在小秦岭与崤山之间较为典型；二是黄土丘陵。是一种

由黄土组成的丘陵地貌形态类型，大部分侵蚀沟谷切穿黄土层深

入下伏基岩，使得地貌形态支离破碎，呈千沟万壑纵横交错状；

三是黄土台地，是一种由黄土组成的台地形态类型，这种台地的

顶面是残留的中、上更新世黄土堆积面．顶面广阔者称为黄土塬

·(黄土覆盖的河流高阶地或由黄土组成的河流高阶地称黄土塬)

呈平坦梁状者称为黄土平梁等，统称为黄土台地，这种地貌类型

多沿河流两侧的山前地带分布。如小秦岭北麓和崤山西北麓，黄

土塬相当典型，海拔多在660—770m，高出三门峡水库260～

340m。规模大小不等。最大的张村塬南北长约14kin，东西宽约

8km。黄土平梁多见于阳平以西的小秦岭北麓以及三门峡市东磁

钟至大安一带。此外，在洛河中、下游沿岸及盂州市以西、莲地

以东的黄河两岸，局部地区也有零星黄土台塬、黄土平梁及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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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的零星分布。 ．

豫西黄土台地丘陵属暖温带干热少雨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2～14℃，最冷月平均气温0．6～2．O'C，最热月平均气温27～

28℃。无霜期200d左右，日平均气温≥10℃，稳定期内的积温

为4 300～4 800℃。年降水量600ram以上。但各地相差悬殊，

如三门峡一带年降水量不足600ram。降水大多集中于7～8月

份。夏季降水占45％～53％，春季占19％～23％，秋季占

23％--2896，冬季占4％～6％。本区在作物生长期间干旱机遇较

多，尤以初夏旱、秋旱较为严重。

豫西黄土台地丘陵的土壤类型以立黄土亚类的垆土为主，成

土母质多为风积、洪积黄土，还有第四纪红土。土质粘重。
‘

在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影响下。豫西黄土台地丘陵的植被应以

落叶栎林和温带针叶林为主。但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广大地区

的自然植被已为栽培作物所代替。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

子、红薯、花生、豆类等。现存的自然植被较为单纯，在石质山

地可见到栎树和松树；在黄土丘陵的阴坡和半阴坡多分布有锦鸡

儿、野皂荚、酸枣等灌丛；在黄土丘陵的阳坡和半阳坡或平缓的

黄土塬顶部，常分布着以白羊草和蒿类为主的草丛；在黄河、洛

河等河漫滩则是以根系发达、耐水冲的禾草和蒿类为主的草甸；

盎黄土丘陵的沟谷中常见的乔木有臭椿、榆、槐、刺槐等，灌木
有酸枣、红柳，草本植物有矛叶荩草和蒿类。近年来，本区许多

县市大力发展果木栽培，形成了大片果木园林。

豫西伏牛山地丘陵

豫西伏牛山地丘陵包括南阳盆地以北，黄河以南，京广线以

西除豫西黄土台地丘陵以外的略呈三角形的中低山丘陵地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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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上通称豫西山地。这里是河南省山地丘陵的主要集中分布区，

面积占全省山地丘陵的70％以上。区内的山地是秦岭自陕西东

延到河南以后，分成多条支脉，呈放射状分别向东北至东南方向

伸展而构成。如东西向的小秦岭，西南至东北向的崤山、熊耳

山、外方山及西北至东南向的伏牛山等，均为秦岭东段支脉。这

些山脉纵横交错在豫西山地的西部和中部，丛集成尖峭的群山，

山势十分高峻雄伟。省内海拔2 000m以上的山峰全部汇集于此

区，中以灵宝境内的老鸦岔为河南省内最高峰，海拔2 413．8m。

由此向东北至东南边缘，山势逐渐低缓，低山丘陵广泛分布。本

区内的山地是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是省内众多

河流的发源地。在各条支脉的山脊地带以中山类型为主，由此向

山体两侧逐渐低缓，依次为低山和丘陵，沿河地带有宽窄不等的

河谷平原分布。

豫西伏牛山地丘陵兼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候带，属温

凉半湿区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12～15℃，但随海拔升高而降

低，在1 000m以下为10～14℃，1 500m约为7℃，到2 000m

以上的老君山，只有4．2℃。而伏牛山南坡的浅山丘陵区是豫西

山地最温暖的地方，最冷月平均气温大于2℃，最热月平均气温

大于20℃，可以建立亚热带柑橘等果林基地。全区日平均气温

≥10℃，稳定期内积温为3 600—4 900℃。全年无霜期180～

230d，年降水量600～900ram。伏牛山南坡800～900ram，最多

可达1 000mm，北坡年平均650～800mm，个别地方不足

650mm。本区降水有50％～51％集中在夏季，21％～22％在春

季，24 96--27％在秋季，Z％--4 96在冬季。夏季的地形雨是形成

山区降水量大的主要原因。

豫西伏牛山地丘陵地势起伏大，随着海拔的升高，土壤也明

显表现出地带性分布规律。伏牛山北坡及秦岭其余各支脉山地土

壤的垂直带谱自下而上为：褐土一淋溶褐土一棕壤一灰化棕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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