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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便于研究论述，《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划分为六个部
分，每部分包含若干章节。
这六个部分内容包括：当代自然地理面貌与公元6世纪末自然地理复原，隋唐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包
含后套平原）行政区划建制，隋唐“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数量与分布，隋唐农耕、畜牧、手工和商
贸诸业的盛衰与分布，城市与城镇的分布及影响，公元9世纪“河曲”地域自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响
应，最后是研究结论。
如此的编排主要是出于逻辑关系的考虑，意在采取层层深入之方式全面地探讨涉及鄂尔多斯高原（包
含后套平原）地域的相关人、地关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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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出生年月：1955年1月；
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历史地理学； 　　毕业学校：陕西师范大学，香港公开大学； 　　艾冲，
生于1955年，陕西周至人。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以在职学习的方式获授硕士学位。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教学领域，先后为本科生、专科生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邮驿史
概述、中国人文旅游概论、中国长城史研究专题、人文旅游地理学、中国长城文化史、中国邮驿文化
史、中国古代都城通论等十余门课程，为研究生讲授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历史军事地理、唐代政区研
究、历史政治地理等门课程。
曾获优秀教学教育实习带队教师奖、校教学质量优秀奖。
在科研领域，迄今在权威级、核心级、重要级、一般级期刊上公开发表有关历史地理学和汉唐历史研
究的学术论文近百篇。
 　　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学和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尤其是侧重於长城历史地理、历代政区演变、边
疆历史地理和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
对战国魏长城的空间分布、秦代长城的起始地与终止地所在、北朝诸国长城的实际走向、隋代长城起
讫地考证、明代长城沿线军事区域的分划、古长城遗迹时代考证等课题研究，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和新
成果。
提出明代长城沿线防区数量应是十三军镇（而非九镇）的观点，尤其是古长城演变时段的研究成果，
为历史自然环境变迁诸课题研究提供了客观的年代标尺，推动有关沙漠化进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天然植被变迁、土地利用等研究工作的进步。
通过对南北朝、隋唐时期总管区和都督区的系列考察，率先提出“总管区 / 都督区”实乃隋唐时期地
方行政区域的第一层级之观点；完成榆关、渝关、潼关、白土关、金锁关等古代军事要塞的定位与变
迁研究。
科研成果先后获得1993年度陕西省首届“历史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1996年度陕西省教委“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998年度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
现正在从事历史时期西部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工作。

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1.主持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2.主持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隋唐时期北部边疆治理研究》。
 　　3.主持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地区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
境演变互动关系研究》。
 　　4.参与研究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农牧业
生产相互关系及演替形式研究》（侯甬坚教授主持）。
 　　5.参与研究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畜牧业生产影响环境变化的实例研究（以鄂尔
多斯高原为例）》（侯甬坚教授主持）。
 　　6.参与研究国家2003年自然科学重大基金项目：《历代制度和政策因素对西部环境的影响：途径
、方式和力度》（侯甬坚教授主持）。

已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
（一）专著　 　　1、《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2、《中国的万里长城》，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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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西北城市发展与环境演变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4年。
 　　4、《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
 　　5、《中国古长城新探》，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
 　　6、《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互动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2年。
 　　（二）参编 　　1、《古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两唐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三）部分论文 　　1、《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1 期
。
 　　2、《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 2期。
 　　3、《唐代河曲‘六胡州’治城的探索》，《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4、《关于唐代单于都护府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5、《唐代河西地区
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6、《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
 　　7、《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
期。
 　　8、《唐代河西地域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9、《唐代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2期。
 　　10、《论唐代“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1期。
 　　11、《清代雍正乾隆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期
。
 　　12、《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3、《隋唐“榆关”和“渝关”考辨》，《中国方域》1998年第4期。
又全文转载于《中国地理》1998年第10期。
 　　14、《关于宁夏明长城的几个问题》（笔名孙盼芝），《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增刊。
又全文转载于《中国地理》1997年第01期。
 　　15、《唐代“河曲”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环境的力度及原因探析》，《陕西师大学报》，2006年
第1期。
 　　16、《唐代前期都督府建制并不存在“军政时期”》，《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7、《论唐代“河曲”内外驻防城群体的分布及其历史作用》，《唐史论丛》2008年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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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部分 鄂尔多斯高原(暨后套平原)自然地理概述第一章 现代鄂尔多斯高原(暨后套平原)自然地
理面貌  第一节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势地形与土壤类型  第二节 鄂尔多斯高原(暨后套平原)气候状况  第三
节 鄂尔多斯高原的河流、湖泊、植被及动物状况第二章 公元6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自然地理概貌  第一
节 鄂尔多斯高原东半部  第二节 鄂尔多斯高原西半部第二部分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行政区划建
制第三章 隋代“河曲”地域行政区划建制  第一节 隋文帝时期“河曲”总管府的建置  第二节 隋炀帝
时期“河曲”政区的变化第四章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行政区划建制——都督府、州／郡、县  第一
节 唐前期“河曲”四都督府的建制演变  第二节 唐前期“河曲”四都督府的管区变迁第五章 唐代后期
“河曲”地域行政区划建镧——节 度司、郡／州、县  第一节 唐后期的灵盐与夏绥两节 度司建制  第
二节 唐后期的振武与天德两方镇建制第六章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粟特人“六胡州”建制演替  第一
节 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建制及治城的分布  第二节 唐代“六胡州”与“宥州”管区概述第七章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及邻区突厥族羁縻府州建制  第一节 前期：“北开”等四府与“顺州”等四府
的继承关系  第二节 后期：碛南地区四都督府的设置与地望第三部分  隋唐时期“河曲”地域各族人口
的数量、分布及其生业构成第八章 隋代“河曲”地域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第一节 隋代大业五年“河曲
”六郡农业人口的推算  第二节 隋代“河曲”地域牧业人口的推断第九章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
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第一节 唐朝地方政府统计的在籍“河曲”汉族人口  第二节 唐代“河曲”地域稽
胡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第三节 唐代“河曲”地域突厥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分布  第四节 唐代“河曲”地域
粟特人口的数量波动及分布  第五节 唐代“河曲”地域铁勒人口的数量升降与分布  第六节 唐代“河曲
”地域吐谷浑人口的分布与数量  第七节 唐代党项羌人口的东迁和扩散第十章 唐代后期“河曲”地域
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第四部分 隋唐时期“河曲”地域农耕、畜牧、手工和商贸诸业的分布格局第
十一章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的农牧演替  第一节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农耕业的分布与变
迁  第二节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畜牧业的分布及变迁  第三节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的农牧
演替过程及特征第十二章 唐代“河曲”地域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布与兴衰  第一节 唐代“河曲”地域手
工业的类别、分布及变迁  第二节 唐代“河曲”地域商贸业的类型、分布与兴衰  第三节 唐代“河曲”
手工业、商贸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第十三章 唐代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影响自然环境的力度
差异及原因  第一节 唐代农耕业对鄂尔多斯高原环境的影响与作用  第二节 唐代畜牧业对鄂尔多斯高原
环境的影响与作用  第三节 唐代手工业和商业对鄂尔多斯高原环境的影响与作用  第四节 各种经济活动
影响高原自然环境的力度差异及原因第十四章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屯田经济的空间分布及其对
环境的影响  第一节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的环境概述  第二节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屯田经
济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第三节 公元7—9世纪“河曲”地域屯田经济对环境的影响第五部分 唐代“河曲
”地域城市及城镇的分布与影响第十五章 唐代“河曲”内外驻防城群体的分布与作用  第一节 “河曲
”外围驻防城体系的形成和分布  第二节 “河曲”内部驻防城体系的形成与分布  第三节 唐后期防御重
心南移而引致“河曲”南部筑城活动  第四节 “河曲”内外驻防城群体的地理特征及环境影响第十六
章 唐代“河曲”地域城市及城镇的等级与形制  第一节 唐代“河曲”地域城市及城镇的类型与等级  第
二节 唐代“河曲”地域城市的形制  第六部分 隋唐时期“河曲”地域自然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作用的
响应第十七章 友好型响应——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对和谐  第一节 隋唐时期后套平原的自然
环境演变  第二节 公元九世纪“河曲”边缘地带的生态环境第十八章 负面型响应——局部区域自然环
境退化对人类  社会的反作用  第一节 初期“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及其原因  第二节 公元7—9世纪库布
齐沙漠分布范围及影响  第七部分 研究结论第十九章 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与  自然
环境互动关系的总结与反思第二十章 历史启示：应对鄂尔多斯高原自然环境退化的方略附录：相关论
文  历史时期灵州治城的变迁新探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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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研究》编著者艾冲。
    为便于研究论述，本书划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包含若干章节。
这六个部分内容包括：当代自然地理面貌与公元6世纪末自然地理复原，隋唐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包含
后套平原)行政区划建制，隋唐“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数量与分布，隋唐农耕、畜牧、手工和商贸诸
业的盛衰与分布，城市与城镇的分布及影响，公元9世纪“河曲”地域自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响应，
最后是研究结论。
如此的编排主要是出于逻辑关系的考虑，意在采取层层深入之方式全面地探讨涉及鄂尔多斯高原(包含
后套平原)地域的相关人、地关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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