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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设想》为蓝本，经进一步充实修改而成的。
全书共分7个章节，主要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问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山西
的基本情况、加速推进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综合治理分区、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研>>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综述  1.1  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地区    1.1.1  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    1.1.2  黄土高原的范围与面
积    1.1.3  黄土高原地区的范围与面积  1.2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区划回顾    1.2.1  1980年的“黄土高原综合
治理分区”方案    1.2.2  1992年的“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图”    1.2.3  国家2008分区方案   
1.2.4  其他相关分区方案  1.3  山西省区划研究回顾    1.3.1  2005年的《生态林业区划》    1.3.2  2008年的《
山西省生态功能区划》    1.3.3  2008年的《山西省林业发展区划》  1.4  区划工作存在的问题  1.5  黄土高
原综合治理的理念、战略和对策综述  1.6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第2章  山西的基本情况  2.1  自然地理概
况    2.1.1  地貌    2.1.2  气候    2.1.3  土壤    2.1.4  水资源    2.1.5  植被  2.2  社会经济状况    2.2.1  行政区划和
人口    2.2.2  经济状况  2.3  土地利用状况    2.3.1  土地资源    2.3.2  土地利用现状  2.4  水资源利用状况  2.5  
水土流失状况第3章  加速推进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1  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    3.1.1  水土流失严
重    3.1.2  土地沙化严重    3.1.3  水资源短缺  3.2  产生的主要危害    3.2.1  对国土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   
3.2.2  严重制约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3  生态建设现状    3.3.1  国家在山西的主要生态建设工程    3.3.2 
山西省的主要生态建设工程    3.3.3  建设经验    3.3.4  存在的主要问题  3.4  需要治理的土地面积  3.5  综合
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4章  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4.1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4.1.1  指导思想  
 4.1.2  基本原则  4.2  建设期限和建设目标    4.2.1  建设期限    4.2.2  建设目标与任务第5章  综合治理分区 
5.1  分区原则    5.1.1  综合协调原则    5.1.2  主导因素原则    5.1.3  叠加协调原则    5.1.4  空间协调性原则   
5.1.5  县域完整性原则    5.1.6  两级续分与简化级别和简化命名原则  5.2  分区依据和分区系统  5.3  分区治
理方案    5.3.1  黄土丘陵沟壑区    5.3.2  河谷平原区    5.3.3  土石山区  5.4  综合治理示范工程    5.4.1  示范重
点工程    5.4.2  示范县分布情况    5.4.3  示范县概况    5.4.4  示范期限和任务第6章  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6.1  投资估算    6.1.1  估算依据    6.1.2  投资估算    6.1.3  资金筹措方案  6.2  效益分析与评价    6.2.1  方法和
依据    6.2.2  分析与评价第7章  加快综合治理的对策建议  7.1  编制切实可行的县域综合治理规划  7.2  以
县为重点，整合投资，协调推进  7.3  以点带面，先行试点  7.4  建立和健全综合管理决策机构  7.5  建立
、健全科技支持系统  7.6  建立和完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  7.7  采用新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7.8  
调整和完善有关鼓励引导和约束政策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研>>

章节摘录

　　第1章　综述　　1.1　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地区　　1.1.1 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　　黄土高原最具
特色的自然特征是黄土地貌（见书末彩图“黄土高原黄土分布及厚度图”）。
黄土是在草原和森林草原环境下形成的。
黄土是大陆内部干旱地带的粉尘物质受西风带的传送，经风力搬运而沉积下来的粉砂岩。
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的分布中心。
区域四周受山脉环绕，西有贺兰山，北有阴山，东为太行山，南为秦岭。
除若干山地高出黄土堆积面并覆有晚期黄土之外，黄土基本连续覆盖了第三系及其他古老岩层，形成
塬、梁、峁不同的黄土地貌。
境内若干近似南北走向的山脉把黄土高原分隔成3个亚区：①乌鞘岭与六盘山之间为西部亚区。
黄土分布于山地斜坡、山间盆地及高阶地上，黄土的堆积面仍基本反映出基底地形的起伏。
②六盘山与吕梁山之间为中部亚区，黄土连续覆盖，上覆于上新世红土上，填平了多数原始河谷和盆
地，少数深切河谷底部见有基岩出露，黄土厚逾百米，地层完整。
③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为东部亚区，山地和盆地地形对照明显，黄土覆于盆地边缘及河流阶地之上，
有的盆地间的分水岭也披覆有薄层黄土，下伏上新世地层（刘东生等，1985）。
　　1.1.2 黄土高原的范围与面积　　关于黄土高原的范围，各家意见不一。
马乃喜（1987）认为，作为地貌单元的黄土高原，其范围是：西以日月山、乌鞘岭为界；东以太行山
东麓深断裂带为界（包括豫西黄土丘陵区）；南以秦岭、伏牛山为界；北大体以长城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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