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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志的修纂在河南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地理志在地

方史志中占有重要位置，1如六朝方志就很重视地理志的编纂，北

宋图经为地理志锦上添花，从南宋起由于地理志加强了方志的地

理特性，使地方史志的编纂获得了独特的历史地位．当然，以往

受科学发展水平所限。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地理事物只不过是地理

现象的罗列和描述．随着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逐步发

展，地理志修纂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宽和深化。 ，

《河南地理志》的编纂，一方面继承并发扬了地方史志的传

统，在地理资料的选取上尽量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

地理科学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改革旧方志的编纂体例。在撰写过

程中始终遵循“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于后世”的

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精

神，记述河南地理的历史与现状，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
， ，

远。 ：

《河南地理志》是一部以自然地理为主，兼顾部分人文地理

的志书。全志书分八章。地理位置与政区为本志首章，阐述古今

河南所处的位置和地位，以及历代建置沿革。城镇和要地一章，

记述省内主要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介绍各个要地产生的自然

和社会背景及其特点。地貌章在自然地理各章中具有重要地位，．

该章阐明全省地貌轮廓、地貌类型、名山，扼要记述了地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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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划．。气候章全面介绍古今寒暖和干湿变迁过程，对气候各要素，
。

如光热、气温、热量、降水、气压、风以及气象灾害等，都系统

作了叙述，最后阐明气候分区，水文章首先介绍12条主要河道

， ‘和湖泊的历史演变，全面记述了地表径流的时、空分布，四大水

系的水文特征和水文分区。土壤章记述了古代河南土壤特性，现

今土壤类型的理、化性质，利用现状及土壤分区‘。生物章从古代

动物植物的演变、区系和起源阐述到现今动物植物的种属、类型

． 及其区划。最后在自然区一章中，从整体和综合角度进行自然地

理分区，并对各区地理特征作了系统阐述。‘。?： ．一．，．． 。

．

7： 全国各省(市)地理志的编纂正在广泛开展，1新地理志的编纂

理论和方法，也都在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从整体看，我认为

《河南地理志》是一部好书，：一些不完善之处有待于在今后进一

步实践中，不断地充实与提高。j 。：， ，一o’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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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河南地处中原，’因辖境大部分在黄河以南而得名。河南为

《尚书·禹贡》豫州之域，故简称“豫”．豫州位居九州之中，

而有“中州”、“中原”之称。 ·一．。：’ ：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j行政区划屡经变动，截止到

1986年底，．河南省计有省辖郑州、洛阳、开封、平顶山，4新

乡、焦作，安阳、鹤壁．濮阳、三门峡，许昌、漯河12个

市，商丘j周口、驻马店、信阳，南阳5个地区，地辖市6

个，县110个． ：1 ’，

。．

； ：

’． 河南全省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北，西、‘南三面分别

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环抱，东部为平原，山地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6％，丘陵约占18％，平原约占56％。全、

省地貌可分五区：(1)黄淮海平原，为黄河、淮河和卫河冲积

而成的大平原，总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近

50％。平原地势平坦：黄河以南，平原略向东南倾斜；黄河

以北逐渐向东北倾斜。平原海拔高度多在．100米以下，东部降

至50米左右，在信阳地区东北的沿河。些地方海拔高度在30

米以下。为本省地势最低处。孟津以东发育有巨大的黄河冲积。

扇，孟津至兰考间的黄河河床高出地面3—7米，历史上决口

泛滥改道频繁，在故道附近形成许多沙地、沙丘和凹地，地势

起伏较为显著。．(2)豫北山地，位于太行山东麓和黄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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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林虑山、王屋山等，因断层作用形成海拔1500米左右的单

面山，山势挺拔雄伟、气势磅礴。山地东西两侧地貌有显著差

异，西北坡和缓，逐渐倾八．山西高原；东南坡险峻，陡落于黄

卫河平原。山前有海拔300～400米的丘陵，山间多小型盆

地，较大的有林县、沁阳等盆地，山坡和岗地上黄土分布普

遍；(3)豫西山地，秦岭山系的四支余脉在本省西部呈扇形向

东北和东南展开厂构成了面积广大的豫西山地。北支崤山及其

余脉邙山，沿黄河南岸延伸，为厚层黄土所覆盖；中间两支为

熊耳山和外方山，?东北端嵩山海拔1440米，，耸立于低山丘陵

之间；南支伏牛山脉呈西北——冻南走向环绕于南阳盆地西侧

和北缘，群峰巍巍，．绵延数百里。+嵩山、．伏牛山为淮河流域同

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整个山地海拔一般为500--2000

米，灵宝县境的老鸦岔高2413．8米，是本省最高峰二，(4)南

阳盆地，位于豫西山地与豫南山地之间，’为汉江支流唐河、白

河的侵蚀及冲积平原，盆地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地势北高

，南低，海拔80--150米．东北部山体中断处有著名的南襄隘

道，古为南北交通要冲。(5)豫南山地，．由桐柏山、’大别山组

成，与安徽的霍山合称淮阳山地，横亘于鄂，皖j、豫边境，海

拔多在800米左右，是淮河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t。 ‘一

’：’f，河南处于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地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

征。·山地与平原的气候有显著差异，南部与北部地区气候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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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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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

r|《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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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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年降雨量区在600""1200

毫米之间，具有由南向北递减的趋势，降水集中在夏季，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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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230天，稳定>10℃的活

动积温在4500"-"4900℃之间。从作物旺盛生长期的总热量来

看，全省各地不但适宜小麦和各种杂粮作物生长，而绝大部分

地区对棉花，水稻等喜温作物的栽培也十分有利。 ，o

河南省河流众多，有一定径流资源，流域面积在100平方

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65条，，其中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2

条，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有16条，全省径流总量313亿立

米。这些河流分属淮河、长江、黄河和海河四大水系。 t：

淮河干流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经安徽至江苏扬州的三江

营入长江，全长1000公里。淮河在河南境内流域面积883 10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52．8％，是本省最大的水

系。淮河支流众多，且非常集中，南侧各支流均发源于豫南山

地，主要有狮河、竹杆河、潢河、史灌河，白露河等，其中以

史灌河为最大。这些支流一般源流较短促，水量丰富，在山水

暴发时，易成洪峰，故有“山水”之称。北侧诸支流大部分发源

于豫西山地，小部分发源于黄河堤岸以南的平坡地，自西北向

东南流入淮河。其中最大的支流为沙颍河，源远流长，长度超’

过源于桐柏山的正源。沙颍河发源于豫西山地，支流众多，其

中面积较大的有北汝河、沙河、颍河、贾鲁河等。其次，在沙

颍河以南的洪汝河和沙颍河以北的涡河等支流。黄河是世界闻

名的河流，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万里巨川。黄河自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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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以下进入河南省，横贯本省北部，在台前县流入山东。’黄

河在省境内长约700公里，省内流域面积为3．62万平方公

里，占河南省总面积的21．7％。黄河入河南后，流于中条山

与小秦岭，崤山之间，在陕县以东切过坚硬的闪长斑岩岩盘，

河宽缩至300"-'400米，形成著名的三门峡；水流湍急，水力

资源丰富。从孟津以东，黄河进入平原，河道骤然变宽，水流

变缓，泥沙大量沉积，以致黄河河床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

河”。汛期洪水暴涨，过去经常发生决口改道，建国后三门峡

水利枢纽建成和两岸堤防加固加高，洪灾基本得到控制。黄河

过境水量大，三门峡站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417．2亿立米·花

园口站为466．5亿立米。黄河在河南境内的主要支流均在郑州

以西，其较大的支流南侧有伊河、洛河。伊河与洛河在偃师杨

村汇流后，始称伊洛河，在巩县神堤注入黄河。其北侧有沁、

丹河和漭河；郑州铁桥以东较大的支流有天然文岩渠和金堤

河，系间歇性平原河道。唐河，·白河和丹江在河南西南部，是

汉水的重要支流，在河南境内流域面积约2．72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6．3％。唐白河整个水系略呈扇面状，流

入平原后，河曲发育，砂砾很多，r故有。白河砂多，唐河湾多”

之说。卫河发源于太行山，’是海河的主要支流，河南境内长

40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卫河在河南大小

约有30多条支流，其中较大的有安阳河和淇河等。’’ ．，’：：：

√ 河南地下水形成条件复杂，受地质、地貌、气候及水文等

因素的综合作用，地下水类型繁多，区域性分异明显。主要可

分为豫西及豫南山地基岩裂隙水和东部平原浅层水及承压水两

大类型。据估算全省平原区多年平均可采资源为128亿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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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山区地下水调节资源为34．9亿立米／年，丘陵岗地区地

下水调节资源为18．6亿立米／年．全省多年平均地下水总量

．为182亿立米／年。全省地下水水质，山丘岗台区属碳酸盐重

碳碳盐类，矿化度均小于1克／升；平原区地下水质大部分地

区亦属碳酸盐重碳酸盐类，局部地段有硫酸盐及氯化物分布，

矿化度大部分小于2克／升，少数地段为2—5克／升，只有

个别地点的矿化度大于5克／升。‘一 ：‘|
，

，+

河南土壤分布特点是大致以秦岭——谁河一线为界，在此

线以北的落叶阔叶林植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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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系落叶阔叶

林中有常绿阔叶林树种，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褐土则呈微碱

性，土体中物质有轻度淋溶现象，碱金属被淋溶，钙可累积在

一定深度而形成钙积层，其盐基饱和度大，可溶盐含量高，呈

棱柱状结构。而黄棕壤呈中性和微酸性，土体中三氧化物有向

下移动的现象，淋溶作用较强，土体中碱土金属和碱金属皆被

淋溶，不含或含少量的碳酸钙，有铁锰新生体出现，呈棱块状

结构。河南山地跨两个气候带，土壤也显示出两种不同的垂直

带谱，位于北亚热带的山地，自下而上具有黄褐土——黄棕壤

——棕壤——灰化棕壤和山地草甸土的垂直带谱；位于暖温带

的山地，则为褐土——I淋溶褐土——棕壤——灰化棕壤和山地

草甸土的垂直带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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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出现一系列非地

带性土壤和耕作土壤。淮河干流以北的黄，淮．海冲积平原

区，石灰性冲积层在地下水和人类耕作热化参与下，形成大面

积潮土。而在黄河背河洼地和局部低洼地上，则有呈带状或斑

。5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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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分布的盐碱土。在北亚热带的丘陵、岗地、山间盆地等地，

并且是人类长期种植水稻地区，形成黄棕壤性的水稻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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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t o
。：

⋯．|，。’! 。～，：》：”、
’

河南的植被，受气候和地形的影响，’也表现出南北不同的

过渡性特点和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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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植物种类丰富，有维管束植物7个亚种；蕨类植物。

‘，193种，3个变种；种子植物3051种，‘7个亚种。各类植物资

源也很丰富，有食用菌11种，蔬菜12种，花卉12种，水果

20种，中草药13种，’树木15种，一粮油菜5种，共88种。南

’部大别山森林植被的建群种是落叶阔叶栎林，针叶林有马尾松

．和杉木林。伏牛山区的建群种是栓皮栎和华山松林。太行山的

建群种以落叶类的栎属为主。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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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河南在动物区划上，属古北界华北区和东洋界华中区的过’

渡地带，动物区系成份复杂，南北方种类均有分布。河南现有

鱼类102个种和亚种，』两栖类19个种和亚种，爬行类37个种

和亚种，鸟类约300个种和亚种。：哺乳类约60个种和亚种。

河南鱼类种类和区系分布比较复杂，属于东洋区和古北区的混．

合体，江汉平原区鱼类占鱼类总数的2／’3，并以鲤科鱼类最

多。具有分布广、数量多，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约有40余．

种，在四大水系中分布的经济鱼类有青鱼j．草鱼、马口鱼，三

角鲂等，黄河鲤鱼驰名全国。’豫东平原是鳗鱼的主要分布区，

豫南则为黄鳝的主要产地。鱼类的种类和数量呈由南向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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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河南两栖类区系复杂，经济价值较大的两栖类动物有

大鲵、‘中华大蟾蜍及蛙等。爬行类经济价值较大的在河南有乌

龟、黄缘闲壳龟、鳖、壁虎，。玉锦蛇等。河南经济价值大的鸟

类繁多、资源丰富。供肉食的鸟类有鸿雁、豆雁，绿翅鸭，花

脸鸭等，供饰羽用的鸟类有大白鹭、鸿雁等，供观赏的有鸳

鸯，’天鹅、云雀、八哥、画眉等，捕捉昆虫有牛背鹭、红隼、

大杜鹃等。

．河南幅员广阔，自然地理景观具有转折性、过渡性特点，

所以自然条件的地域分异十分明显。从宏观而言，全省跨北亚

热带和暖温带两个自然地带．北亚热带东西跨南阳、驻马店和

信阳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30％。本地带热量与水分相对最

为充沛，作物一年二熟，自然植物种类繁多，是河南省主要的

稻麦产区，．也是茶、竹．油桐，马尾松和杉木林的良好生境所

在地带。暖温带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及组合比较复杂，因而从

南到北和由东到西在热量、’水分和其它自然条件方面也有差

异。本带以旱作为主，两年三熟，在东半部平原以耕作业为

主，盛产小麦、棉花，花生，高梁和红薯等，特产烟叶和芝

麻．西半部的山地丘陵区农、林，牧、副比较发达，盛产小

麦、玉米、棉花，谷子和红薯等。主要用材林有麻栎、侧柏、

油松等树种。 。

根据综合自然区划，全省可划分为12个自然地区和42个

自然区。12个自然地区是：桐柏大别山温热湿润地区、大别

山北麓温热湿润地区、南襄盆地温热半湿润地区、伏牛山南侧

温暖湿润地区，伏牛山东端温暖地区、嵩山周围温和半湿润半

干旱地区，洛阳西部山地丘陵温和半干旱地区，太行山温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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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秦岭东段温和温凉湿润半温润区、太行山前平原温

凉半干旱地区、黄淮平原温暖温和湿润半湿润地区、黄河冲积

扇温和和半湿润半干旱地区．一：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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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位置与政区

，∥第_节河南位置
，

河南地处中原，位于华北平原南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

古人认为这里位于天下之中一《读史方舆纪要》说：。河南阃域

中夏，道里辐辏”，。说明了它在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因而古

往今来，历史上风云变幻，逐鹿中原，河南首当其冲。古有

。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的记载。 ．

河南省的地理座标：西起东经110。2l 7，东至东经

116。39 7，跨经度6。18 7，直线距离约580多公里；南自

北纬3l
o

23 7，北至北纬36。22 7，南北跨纬度4。59 7，

直线距离约为550公里。全省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

河南东与山东，安徽相连，西与陕西接壤，北和西北与河

北、山西为邻，南临湖北，是我国邻省较多的省份之一．

河南地势西高东低，一处于我国宏观地貌格局中第二阶梯向

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它背依太行山脉和秦岭山脉，面向华北

大平原，北通京、津，南达湖广，西连晋，陕，甘，青、新，

东抵黄海，位置重要，地控中枢。京广，陇海铁路在省会郑州

交会，’焦枝、陇海铁路在洛阳交叉，还有新焦，太焦和新

(乡)石(臼所)诸铁路干线和居全国首位的地方铁路线，构

Ⅲ目§§^目iHa9堑，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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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加之航空线和公路，与省内外联

系极为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异常优越，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经济地理位置上，河南正处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技术发

达地区和资源0能源丰富，土地辽阔潜力较大的东西部地区之

间，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承东启西，均衡布局的独特作

用。
一 。，

．

。+

．

，河南位于中纬度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地区，气候，水文、土

壤、植被、地质构造和矿产，都具有南北兼备和逐渐过渡的特

征，在资源及其地域组合上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河南在

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

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二并对社会

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这种优势，也为发展全省工

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与物质基础。‘ ，：

‘。

·： f．’ ，。⋯． 铂：一．7．’．，r o-：⋯ ．’”， ．

，

’‘

，

．．一 ：．一．·“。-一 i’． ；’
5|

一， ，‘ 、。。

，、弘一“、第二节河南名称由来 ．：：

．巾，一
1|

二‘·；

’

。。‘ ：r 7：· ，

． ：．’、

：’河南省因辖境大部在黄河以南而得名。，’。’， ．

“河南”一词，渊源很早．，《周礼·职方》及《尔雅·释

地》云：“河南日豫州”．．．但历史上的河南与现今河南所辖的地

域不同。秦始皇征服诸侯，统一中国，废封建，置郡县，就在

今洛阳置“河南府”。这是河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名称之始。西

汉时，将秦之三川郡改“河南郡”≥唐初，全国分为10道，其

中有。河南道”，辖区相当于今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

区。从此，河南成为·个大行政区域的名称：尔后，元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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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路”。明初，改道、路名，设省一级，又将今黄河以北的

部分地区划归河南省，使其辖境扩及黄河以北。但因习已成

俗，仍称为河南。自此，河南之名及其辖境区沿袭至今。

河南为《尚书·禹贡》豫州之域，故简称“豫”。又因豫州*

在九州之中，又有。中州”，。中原”之称。 _

‘“豫”字含意颇多，主要有二：(1)《说文》卷十七云：。象

之大者日豫”。段玉裁注：。此豫之本义，故其字从象，引伸之

凡大皆称豫”。由此可知，7豫者，大象之意也。古文字学家以

及历史学家认为，豫字古作“掰或讼，犹一人牵象之状。河
南之所以称豫，究其原因，是古属“豫州”之地，当时气候温暖

潮湿，多象之故。其为豫之本义。(2)豫，有逸、乐、丰饶之

意。《诗经·小雅·白驹》云：。逸豫无期”。《说文》段注：。尔

雅·释诂：豫，乐也。亦借为舒字。始洪范：豫恒懊若，即舒

恒懊若也。豫象虽大，而不害之物。故宽大舒缓之意取此

字’。《汉书·地理志》云：“豫州，案《禹贡》为荆河之地”。．

《周礼》：。河南日豫州。豫者舒也。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

也”。《隋书·地理志》云：。豫之言舒也。。言禀平和之气；’=性理

安舒也”．由于河南地处天下之中，又为帝都所在，寓安静、

丰饶之意。
’

一， ’、

豫州，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称：。荆、河惟豫

州”。《吕氏春秋》记载：“河汉间为豫州”。这里的荆，指湖北

省南漳西之荆山；河，即黄河。《禹贡》时代(约春秋战国之

际)之黄河，大体为今武陟、荥阳以下，经河南省东北部之新

乡、安阳东，河北省之邯郸、邢台、文安洼一带，然后注入渤

海，豫州指荆山与黄河间之广大地域，其范围七体与今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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