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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系列丛书：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
合科学考察》是对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陛综合考察的总结，内容涉及地质地貌、气
候、水文、土壤、植被与植物多样性、苔藓、大型真菌、昆虫、脊椎动物、森林资源、旅游资源、社
会经济及保护区功能区划。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系列丛书：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
学考察》对评价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的科学价值，对探讨和预测宁夏贺兰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政府部门开展生态旅游规划以及自然保护管
理等方面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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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总论 1.1 自然地理概况 1.1.1 地理位置 贺兰山坐落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
古自治区交界处，位于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是北温带草原向荒漠过渡的地带，属阴山山系。
 1.1.2 地质地貌 1.1.2.1 地质 贺兰山是一座形成较晚却有悠久地质历史的山体。
地层除青白口系、志留系、泥盆系外，其余发育比较齐全。
太古界和中新元古界的片麻岩、变质碎屑岩和石英岩主要出露在贺兰山北段和中段的南部。
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的石灰岩、砂岩、页岩发育良好，分布广。
上古生界则以石炭系与二叠系同等发育为特点，以页岩、砂岩为主，并含有煤层。
中生界三叠系广泛分布在北部，侏罗系次之，前者以紫红色砂岩、砾岩、页岩为主，为构成贺兰山中
段北部山体的主要地层之一，后者以各种灰色页岩、砂岩为主，是产煤的主要地层之一，白垩系和第
三系都不发育。
在山前地带和山间低地广泛分布着第四系冲、洪积物、风积物和山麓堆积物。
 1.1.2.2 地貌 贺兰山地貌属于第三级，即地貌基本形态成因类型。
它是一条较典型的拉张或剪切拉张型块断山地。
由于较高，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垂直分带，自上而下可分为寒冻分化山地、流水侵蚀山地和干燥剥蚀
山地3个四级类型。
每一个四级地貌类型，又根据组成物质的不同，分为若干个五级地貌类型。
 贺兰山地形，因受地质构造、干燥剥蚀和流水侵蚀的影响，形成山体突兀、高低悬殊、岭谷相间、山
壁陡峭、沟谷深切、地面破碎的特点。
自山麓苏峪口1400m至最高峰俄博疙瘩3556.1m，相差2100m。
岭谷多，而且与分水岭垂直，呈东南向羽状平行排列，仅贺兰山中段即有主要沟谷30余条，地貌十分
特殊。
 1.1.3 水文 贺兰山东麓水系属黄河水系黄河上游下段宁夏黄河左岸分区，东麓有大小沟道67条，多数沟
道为季节性河流，植被较好的沟道常流水径流深可达20 mm。
流域面积大于50km2的沟道有13条，大武口沟是贺兰山区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574km2。
沿山的所有沟道出口海拔高程1300m以上，受地形地貌及气候影响，沟道水流具有暴涨暴落特性。
 东麓区境内，年平均降水量255.6mm，其中山地426mm，坡地180.5 mm。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降水较少，一般占20％。
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6月～9月，分布的特点是海拔越高，分配越均匀，中段2000 m以上的林区，占降
水量的60％～70％，以下至洪积扇地，占降水量的70％～75％。
大武口地区及其以北占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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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供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及
水土保持等方向的科研人员、高等学校师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旅游爱好者参考，也可为政府部门、
自然保护管理部门的工作者提供参考。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保护区的科
学价值、主要资源和环境状况。
本书的出版，将使国内外关注自然保护事业的人士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对于指导保
护区的生态建设、资源利用、科学研究与对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希望保护区以此次科学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各种资源的保护
、研究和利用，为建设祖国西部生态屏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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