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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4449.htm 河北省简称冀。位于东经113

°04至119°53，北纬36°01至42°37之间，地处华北，黄河

下游以北，西为太行山地，北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为张北

高原，其余为河北平原，面积为18.77万平方公里。东临渤海

，位于北京、天津两市的外围，是京城通往外地的门户，自

古即是京畿要地。周边邻接省区还有辽宁省、山西省、河南

省、山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全省最高峰是小五台山的主峰

北台（海拔2882米），全省面积43%的平原海拔不到100米。

省会是石家庄市。 历史 河北省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文明发源地

，据说当年伏羲就是在邢台一带生活，黄帝曾在涿鹿大战蚩

尤。 春秋战国时期河北省北部属于燕国，南部属于中山国、

赵国和魏国。保定市是当时的燕赵分界线，在保定市中心原

存有“燕赵分界石”。当年燕国太子丹送别荆轲去刺秦王就

是在燕国国界易水河分别，现在易县的易水旁尚有古迹荆轲

塔。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的千乘之国，

国都位于今平山县三汲乡境内。邯郸曾是赵国都城，现存有

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市中还存在传说中赵国丞相蔺相

如为避免和老将廉颇争执而让路的“回车巷”。 临漳县一带

的漳河是魏国西门豹修建的最早的水利工程，因为“河伯娶

妇”的故事而出名。 汉朝时在河北设立幽州和冀州，三国时

曹操曾在漳河畔修建“铜雀台”，命其子曹植作名篇《铜雀

台赋》。 唐代为河北道，安禄山曾任河北节度史，就是从这

里起兵反唐。 宋代分为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北部属于辽国



，是两国经常交战的地方。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享有盛名的辽

代瓷大罗汉像就是从易县的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水浒

传》中的人物林冲曾被发配沧州，卢俊义是大名府人。 元代

河北为中央直属的中书省。 明代为北直隶省，仍属中央直辖

，天津开始设县，徐光启开始将南方的稻向河北沿海移植，

开启了中国北方种稻的历史。 清代仍为中央直辖的直隶省。

唐山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现代化煤矿。京张铁路

是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

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有许多发明被世界各国铁路采用。 中

华民国时被分为察哈尔、热河、河北三省，河北省省会设在

保定，现存有当时的都督府遗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原察哈尔、热河省的一部分并入河北省，省会设在保定

，1958年天津市并入河北省，省会迁往天津。1966年天津升

为直辖市，省会迁回保定。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定局势混乱，

省会于1968年迁到现在的石家庄市。 地理环境 河北省位于华

北平原的北部，兼跨内蒙古高原。全省中环首都北京和北方

重要商埠天津市，北与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西靠山西

，南与河南、山东接壤，东临渤海。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

倾斜，西北部为山区、丘陵和高原，其间分布有盆地和谷地

，中部和东南部为广阔的平原。海岸线长487公里。河北省属

温带大陆性季风性气候，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年日照时

数2400～3100小时；年无霜期120～200天；年均降水量300

～800毫米；一月平均气温在3℃以下，七月平均气温18℃

至27℃，四季分明。 河北属温带季风气候暖温带、半湿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少雪，夏季炎热多雨

；春多风沙，秋高气爽。全省年平均气温在4～13摄氏度之间



，一月14～2摄氏度，七月20～27摄氏度，大体东南高西北低

，各地的气温年较差、日较差都较大，全年无霜期110～220

天。全省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很不均匀，年变率也很大。一般

的年平均降水量在400～800毫米之间。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

侧迎风坡，形成两个多雨区，张北高原偏处内陆，降水一般

不足400毫米。夏季降水常以暴雨形式出现，1966年7月29日唐

山市遵化降雨327.9毫米，为该省最大日降水量。春季降水少

，春旱、夏涝对农业生产威胁较大。 行政区划 现辖11个地级

市（含36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114个县（含6个自治县

）。 1、石家庄市 2、保定市3、沧州市4、承德市 5、邯郸市6

、衡水市 7、廊坊市 8、秦皇岛市9、唐山市 10、邢台市11、

张家口市 人口民族 2009年3月31日，全省常住人口达到7000万

人。全年出生人口90.8万人，出生率为13.04‰；死亡人口45.2

万人，死亡率为6.49‰；净增人口45.6万人，自然增长率

为6.55‰，与上年持平。 河北省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

外，还有满族、回族、蒙族、壮族、朝鲜族、苗族、土家族

等5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数人口的4%。河北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有6个少数

民族自治县。 经济状况 河北是我国重要粮棉产区。现有耕地

１亿亩以上，大部分的地区农作物可两年三熟，但各地耕作

制差异很大。全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

十以上，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

等。经济作物以棉花最重要，本省是我国重要产棉基地。石

家庄以南各县出产集中，素称“冀南棉海”。此外，油料、

麻类、甜菜、烟叶也重要，与棉花合为本省五大经济作物。

畜牧业是本省仅次于耕作业的重要农业部门。河北还是我国



重要渔区之一，以沿海渔业为主，秦皇岛是主要中心。本省

盛产栗、杏、柿、梨等果品。主要煤矿有开滦、井陉、峰峰

等多处，产品部分输出国外。电力工业以火电为主，石家庄

、保定、邯郸、邢台、衡水、沧州组成了河北南网，还参加

组成京津唐电力网（即河北北网，含省内的张家口、承德、

唐山、廊坊、秦皇岛及京津）。传统手工业品有曲阳石雕、

马鞍、易水砚等。 2008年全省生产总值实现16188.6亿元，位

居全国第六位，比上年增长10.1%，增速同比回落2.7个百分点

。全部财政收入达1820.8亿元，比上年增长19.1%，全省年末

常住人口达到6988.8万人。净增人口45.6万人，自然增长率

为6.55‰，与上年持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441.1元

，比上年增长15.0%。其中，工资性收入8891.5元，增长6.8%

；财产性收入224.9元，增长37.3%；转移性收入3946.4元，增

长23.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795元，增长11.7%。其中，工

资性收入1980元，增长12.8%；财产性收入119元，增长2.4%。

居民消费保持了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086.7元，

增长10.3%；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126元，增长12.2%。城

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

费支出的比重）为34.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8.2%

。居民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建筑面积29.5平方米

，农民人均居住面积30.7平方米。 交通通信 河北省是首都北

京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河北

省已形成了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境内有25条主要干

线铁路通过，铁路货物周转量居全国大陆省份第1份。有27条

国家干线公路，公路货物周转量居全国大陆省份第2位；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2007公里，居中国大陆省份第3位；河北海远



条件十分便利，自南向北，有沧州港秦皇岛港、唐山港京唐

港区、天津港及正建设中的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等较大出海口

岸。其中，秦皇岛港年吞吐能力2亿吨，是中国大陆第2大港

；唐山港京唐港区已形成2亿吨吞吐能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

已达到3亿吨，沧州港年吞吐量也超过1亿吨。石家庄民航现

已开通47条航线，通达全国47个大中城市，并开通了石家庄

至香港及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航线。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开

辟25条航线，通达全国27个城市。邯郸机场于2007年建成通

航，唐山国际机场也投入使用，现已开通大连、上海、杭州

、厦门、西安、广州、重庆50多条等多条航线。北京首都机

场、天津国际机场也可为河北利用。 河北邮电事业发展迅速

，全省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达到4000多万门，各市县全部实

现了国内，国际直拨。到2010年，交换机总容量将超过5000

万门。发达便捷的交通通信条件，把河北与世界各地紧密联

系在一起，十分有利于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3G移动通信方

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先后在河北保定建设3G网络，保定

成为全国首先开通3G网的10个城市之一，也成为同时拥有两

个3G网的3个中国城市之一（另外两个为上海和无锡）；作

为奥运协办城市的秦皇岛也是第一批建设中国移动3G网络

的10个城市之一；在中国移动规划的开通的3G第二批城市里

，石家庄 邯郸 唐山列在其中，即将建设，邯郸已在2009年3

月开通3G网络，唐山已开通3G网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