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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权无非仓

第一幸绪论

山西是我国内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是全国最大的煤炭能

摞基地。

山西省位于华北大平原以西，介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峡谷之

间a 困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山西又是古晋国所在地，故简称晋。

其地理座标为北纬 34 036' .........40 044 ， 东经 110 015' -114"32' ，境界

轮廓呈平行四边形，东西宽约 300 公里，南北长约 550 公里。总面

积为 15.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 6%。

山西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西北内陆经济欠发

达地区之间，是首都北京的西部扉障。作为煤决能源基地。它恰

好位于全国能源消费扇面的中心。经济上有承东启西的作用。往

东越太行山直下华北经济重心地区一一京津和华北平原，这是本

省内外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北出外长城踏上塞外高原一一内蒙

古自治区，西隔黄河背负大西北，南连富饶的关中平原和中原沃野。

自古以来雁门关以及纵贯南北河谷盆地是北方少数民族叩关的门

户和通往中原的要道，至今内蒙古西部、陈北南下关中也多东折取

道南北同蒲线路抵达。

z 



山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晋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之一，著名的丁村(襄汾县)文化遗址就是证明。山西人民在悠

久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丰富的古迹文物，全省有名

胜古迹数百处，列入国务院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13 处。例

如:著名的云岗石窟是全国三大石窟群之-。五台山寺院林立.为

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应县释迦塔是我国最古最高的一座木结

构塔式建筑。还有太原晋祠、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富等。都是驰

名全国的历史文化宝藏和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胜地。山西人

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

豫、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和太行、太岳军分区，其首府或指挥中心

均设在山西。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上党战役，太原战役，结束了国

民党在山西的统治。在革命的年代里，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严党领

导下， x良苦奋战，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山西设省始于元朝的中书省，清朝正式设山西省、辖 9 府， 16 

州、 108 县。民国建立后，设 3 道、辖 105 县，后废道制，由省直辖

县。新中国成立后，山西行政区划做过多次调整 o 1949 年，全省

划分为忻县、榆次、汾阳、长治、临汾、运城 7 个专区和太原市，辖92

县。 1952 年察哈尔省撤销后，雁北 13 县和大同市又归山西省管

辖。 1953 年，全省行政区划又做了较大的归并调整，全省划分为

晋北、晋中、晋南和晋东南 4 个专区，大同、阳泉、长治、榆次、侯马

5 个专辖市和太原-个省辖市。以后又经过多次调整，到 1983 年

底，全省共分为雁北、忻州、吕梁、晋中、晋东南、临汾，运城 7 个地

区，太原、大同、阳泉、长治 4 个省辖地级市，揄次、临盼、侯马、忻州

运挠、晋城 8 个县级市，共辖 96 个县、 15 个市属区(表 υ

" 2 , 



费1 山西省行政区划统计表

行政地区(市川县( Tlj 、区) I 面积 |人口 l 行政

中心
所辖单位

单位 l 厂一寸，. I c..i< 平方公里)， <万人)
l地区市|公 II!î 12:: I 

|太
全省 自 15 156 , 2662 , 529.1 有

原

'一
, 

|大同县、阳高县、
j斗镇县、广灵县、

雁北 iA邱县、 j军源县、 驻大
1 13 22 , 738 232.2 应县、山阴县、朔

行署 县、平鲁县、左云 同市
l县、+~玉县、怀仁
县

E 

五台县、原平县、
'听州! l代县、繁峙县、宁 忻州

1 13 1 25 , 472 245.6 武县、静乐县、神
行署| !池县、五寨县、青 市

岚县、河曲县、保
德县、偏关县

i离石县、柳树t县、
兴县、岚县、石楼

吕梁!i11 13 
|县、 l恼县、交城离石

20 , 838 255.4 县、汾阳县、交水
l县、孝义县、中阳县
;县、方山县、交口
县

i榆次斤1、榆社县、

音中 1左仅县、和顺县、愉次
，背阳县、寿阳县、

行署 | ;垦县、介休县、灵
行县

~ 

l晋城市、屯留县、
长子县、沁水县、

晋尔市 l 阳城县、高平县、 驻民
! 1 13 1 21 , 513 355.0 陵川县、壶关县、 i

行署 平顺县、黎城县、!治rfJ
武乡县、襄阳县、
|沁源县、沁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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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袭

|临汾市、侯翼马市、
曲沃县、 城县、

襄汾县、洪洞县、古、
临汾 霍县、安泽县 I I临汾

1 15 2 20,510 302.7 县、浮山县、吉
行署 县、大乡宁宁县县、 、 蒲 市

县、 、永和
县、陋县、汾西
县

-一一二十-…

运城市、永济县、

运城
芮城荣县、 l陷猜县、
万县、新络县、 运城

1 12 1 13,963 370.0 秸山县、河津县、
闯喜县、夏县、络 市行署

• 

太原市 1 3 7,202 222.0 

大同市 1 I 4 i 2, 098 I 96. 8 

阳泉市 ilj t!3i4，盯 102.2

长治市! 1 2 1,425 88. 1 

注:①行政区划截止 1984年 9 月底

②人口按 1982 年普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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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平陆县、垣曲
县

商城区、北城区、
河西区、南郊区、
北郊区、古交区、
请徐县、阳曲县、
委烦县

-
城区、矿区、南郊
区、新荣区

城区、矿区、郊
区、平远县、孟
县 --
城区、郊区、长治
县、满城县



第二幸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评价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的东部，正处于我国东部温温季风区·和

西北半干旱干旱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自然资

源(特别是矿严资源)丰富，为山西能隙基地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地貌条件

山西是一个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型高原。高原内部原面破

碎，高低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地势由东北向西南斜降，全境

海拔一般在 1 ， 000"""'2 ， 000 米，最高为五台山之北台顶(叶斗峰) , 

海拔 3.058 米，最低为垣曲黄河滩，海拔 180 米。境内具有山地、

丘陵、离原、台地、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土地

利用提供了多样化的地形条件。

高原中央为一纵列断陷带，断裂带被一系列北东东向的隆起

所分隔，形成一系列盆地.由北向南有五大盆地，这些盆地是全省

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

①大同盆地 z 面积 5.084 平方公里，梅拔 1 ， 000"""'1 ， JOO 米，系

洪积冲积平原，盆地东部桑干河沿岸为湖积冲积平原，平原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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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国北方著名火山群一一大同火山群，共有火山锥 30 余座句并

断续分布有玄武岩流.桑干河斜穿盆地，切割玄武岩，形成平原峡

谷。

②忻定盆地:面积 2 ， 157 平方公里.海拔 800.......1 ， 000 米，掉1宫

坷宽潢弯曲畅流南下，形成狭长的冲积平原。

⑧太原盆地z 面积 5 ， 016 平方公里，海拔 700~~800 米，由扮河

纵贯南下形成的冲积乎原。

④临汾盆地:面积 5 ， 000 平方公里，海拔 400~600 米，由汾河

多级阶地组成的冲积平原。

⑤运城盆地z 面积 3 ， 000 平方公里，海拔 330----360 米。盆地

原是一个古湖泊，随着湖水干捆，湖泊萎缩残留于南部山前凹陷

带，构成了今天盛产盐硝的解池、硝池等盐湖。楝水河横贯盆地西

流入黄河，先后沉积了河湖相物质，形成猢积忡积平原。

中部断陷盆地的东西两侧，均为山地丘陵，东部为一系列山地

盘踞，主要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等，为东

北一一西南走向，呈多字形排列。海拔大都在 1 ， 500 米以上，山地

中分布着许多山间盆地，如长怡盆地及广灵、灵丘、阳泉、黎城、阳

城、晋城和高平盆地等。西部属吕梁山系从北向南分布有管得山、

芦芽山、云中山和吕梁山等。海拔大都在 1 ， 500 米以上， 111地东侧

以断层与盆地相接，西侧黄土覆盖深厚，属黄土高原沟整区，海拔

800.......1 , 400米，向国缓降直接黄河。山间有五寨盆地和静乐盆地

等。

山西省除了少数土石山地外，大部分地方为黄土覆盖。广泛

分布的黄土，在长期流水侵蚀作用下，塑造了各种黄土地貌，其主

要类型如下z

①破碎黄土据:分布在晋西南的蒲县、阻县、乡宁、吉县、平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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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山西省主要山地

海拔尚皮 (:)1~ ) 
名称 成因类型

主峰 i 绝对高程 相对高程 |平方公里

500~1 , 300) |剥蚀断块山六棱山 2 ， 375 1,500-2 , 300 
5 , 850 

恒 (LJi2 ， 426 1, 700~2 ， 400 >], 000 1) 11 

系舟山 12 ， 101

5 ,470iN 

1f600~2 ， 100i 500ι1 ， 000 溶蚀侵蚀山

部l太行 i[l|2 ， m
1 中部侵蚀构造山，

太岳山 j2 ， 567 1 2 ， OOO~2 ， 500j l， OOO~1 , 5001 

|中条山 2,358 1, 200~2 , moi 800~1 ， GOO 4 ， 030 地垒山

采凉山l2 ， 144! 1 ， 300~2 ， 000 800~900 !地垒山
l洪涛山1， 9471 1， 600~1 ， 900 200~800 单面断块山

) i溶蚀侵蚀山洒l黑驼山 2 ， 1471 I， 600~2 ， 100 200~700 
1)6 , 520 

500~800 11 

1云中山川可 | >1, 000 
12 ， 7601褐皱断裂山

部芦芽山 i J 1 ， 600~2 ， 700 
/1 ir'"3f WI 2, 784 

关帝山 2, 831 2 ， 200~2 ， 800 >1, 000 岩穹山
} 1, 500 I侵蚀构造山吕梁山 1, 956 1 ， 600~1 ， 9001 500~800 

芮城、浮山、沁县以及阳曲县等地。黄土覆盖在山坡、古倾斜平原

上或盆地边缘，经抬升受强烈切割而形成。

②梁状黄土丘陵z 分布在偏关一一兴县间的吕梁山以西山前

地带。由黄土梁与切割沟谷组成的丘陵地区。

③56状黄土丘陵z 分布在晋西离石以北黄河沿岸各县。由黄

土出组成的丘陵地区。

④梁9p状黄土丘陵:分布在离石、中阳、石楼、韩候岭一带。由

连镜捕和斜梁组成的丘陵地区。

⑤黄土缓丘:在晋西北左云、右玉、平鲁等县，黄土覆盖在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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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的古代缓丘上，地面起伏和绥，沟谷切割不强烈。

⑥黄土台地:分布在晋南峨眉台地，朱家川上游，阳高、天镇南

部。黄土堆积在河谷盆地上，被抬升呈台地形态。

众多的山地和黄土高原切割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沟辈，使山

西的地形显得复杂和崎岖，这对工农业布局和交通建设都带来深

刻的影响。

二、气候条件和光热资源

山西省属大陆性季风气候，跨温带和缓温带。由于地势较高，

四周多为山脉环绕，因而对来自东南海洋气流有一定阻挡作用，加

以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气候特征则表现为夏季温暖多雨，冬季寒

玲干燥，且春温高于秋温，秋雨多于春雨。与同纬度华北平原相比，

也因海拔较高，气温偏低;位居内陆，气候干燥。

(-)气候特征

1 、光照

山西省年辐射总量介于 120-145 千卡平方厘米。南部地区

阴天较多，总辐射量较少;北部地区晴朗少云，总辐射量较多。在

全国虽然低于青、藏、蒙、新高原的辐射总量，但比华北平原、各省

都高。本省各地光合有效辐射(即能被植物固寇的 0.38-0.71 微

米可见光辐射)相当太阳总辐射 48........49% 。光照时间与植物的光

合作用有密切关系。全省日照时数为 2 ， 200........2 ， 900 小时，年日

照百分率为 51........67% ，南部运城日照时数为 2 ， 258 小时〈日照率

51%)，北部大同日照时数为2 ， 818小时(日照率64%)。国内外研究

表明，太阳光能利用率，最高可达6%<相当光合有效辐射率12%)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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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商产地块已接近 5%，本臂高产地块也达 1.5%(侯马市，小麦

复播玉米，商产 1 ， 700 斤) ，但大部低产地只有 0.1'...， 0.2% ，如果

本省光能利用率提高到 1 %，粮食产量可成倍增长，可见光合潜力

还很大。

2、热量(气温)

气温高低和积温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热量资源丰歉的主要标

志。全省气温(除 lU地外)南北差别悬殊，年均温介于 4.......14 t之

间，由南向北递减，中条山甫麓气温最高，年平均气温达 13.8 t , 

雁北右玉气温最低，年平均气温仅 3.7 'C ，相差达 10 t 以上。以

无霜期来说，右玉只有 101 天，晋南平陆高达 209 天，二者相差

108 天，也就是说作物生长季相差三个半月之多。全省日平均气温

稳定:;;?:o t期间总积温介于 2 ， 500""'-'5 ， 100 'c之间， :;;?:10t 期间的

积温介于 2 ， 000.......4 ， 600 'c (各地:;;?: 10 'c积温约比:;;?:O t 积温减少

500 'c左右，山区减少 600 'c 以上， >10 'C的活跃生长期比>O 'C的

可能生长期短 75~90 天)。从总体看，本省北部地区及山区热量

条件较差，中南部盆地及丘陵区热量条件较好。内长城以北>10 'C

积温在 2 ， 200"'3 ， 200 'c 之间，属中温带农业，实行一年~熟制F

晋南盆地>10'C 积温在 3 ， 800"， 4 ， 500 'c 之间，属南暖温带，可一

年两熟。其他地区(除山地外) :;;?: 1 0 'c 积温在 3 ， 200.......3 ， 800 'c之

间，属北暖温带，大部地区实行两年三熟制。由于山西跨有不同的

热量带，所以能适应多种作物生长，它既能种植喜热的棉花、花生、

油菜，也能种植喜温的玉米、高梁、谷子，还能种植喜凉的春小麦、

在麦、胡麻、马铃薯等作物。

小麦和棉花是本省的重要作物。它们的分布区与一定的热量

指标相关，冬季低温是冬小麦越冬的重要指标，本省平均极端最低

气温介于- 10--35 'c之间，而- 23-24 'c为可种冬小麦的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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