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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6_85_c26_646269.htm 一、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

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边疆，西北紧邻蒙古和俄罗斯。面

积118.3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新疆和西藏；2008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2413.73万人；以蒙古族和汉族数量最多，

此外，还有朝鲜、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

。全区分设9个辖地级市,3个盟；其下又辖12县级市、17县

、49旗、3自治旗。首府呼和浩特市。包头、赤峰、乌兰察布

、乌海、呼伦贝尔、通辽、鄂尔多斯等为自治区内主要城市

。 全境以高原为主，多数地区在海拔1000米以上，通称内蒙

古高原。主要山脉有大兴安岭、贺兰山、乌拉山和大青山。

东部草原辽阔，西部沙漠广布。有呼伦湖、贝尔湖等著名湖

泊，黄河流经本区西南部。本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

地域辽阔，各地差异较大；多数地区四季分明；夏短冬长，

较为干冷。年均气温-1～10摄氏度；全年降水量约50～450毫

米。已探明矿藏60余种，稀土、煤、银等储量巨大。草原面

积居全国前列，大兴安岭林区木材蓄积量较大。 内蒙古工业

在建国后发展较快，以采矿、冶金和稀土工业为骨干，毛纺

、森工、机械、食品、建材、化工全面发展。本区为全国重

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牧区草场肥美，三河马、三河牛和内

蒙古细毛羊均为著名畜种。农区集中于河套平原与东南部丘

陵谷地，出产小麦、莅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和胡麻、甜菜

等经济作物。 二、自然地理 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辽阔，地跨中

国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东起东经126°29′，西北东经97



°10′，是我国跨经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东西直线距离

为2400多公里，南北跨度为1700多公里。内蒙古东部与黑龙

江、吉林、辽宁三省毗邻，南部、西南部与河北、山西、陕

西、宁夏四省区接壤，西部与甘肃省相连，北部与蒙古国为

邻，东北部与俄罗斯交界，国界线长达4221公里。土地总面

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12.3%。 （一）地质 内蒙

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成矿条

件好，矿产资源丰富。以北42°为界，可分为两个Ⅰ级大地

构造单元。42°线以北为天山内蒙古兴安地槽区，以南为华

北地台区。中、新生代时受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的影响，内

蒙古东部地区形成北北东向的构造火山岩带，即新华夏系第

三隆起带。内蒙古存在着两个全国著名的Ⅱ级成矿带，就在

这两大工级构造单元接触部轴和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上。前

者为华北地台北缘金、铜多金属Ⅱ级成矿带，后者为大兴安

岭Ⅱ级铜多金属成矿带。 （二）地貌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貌以

蒙古高原为主体，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除东南部外,基本是

高原,占总土地面积的50％左右，由呼伦贝尔高平原、锡林郭

勒高平原、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等高平原组成，平均

海拔1000米左右，海拔最高点贺兰山主峰3556米。高原四周

分布着大兴安岭、阴山(狼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灰腾梁)

、贺兰山等山脉，构成内蒙古高原地貌的脊梁。内蒙古高原

西端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

等沙漠，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在大兴安岭的东麓、阴山脚

下和黄河岸边，有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

、河套平原及黄河南岸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光

照充足、水源丰富，是内蒙古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产区。



在山地向高平原、平原的交接地带,分布着黄土丘陵和石质丘

陵，其间杂有低山、谷地和盆地分布，水土流失较严重。全

区高原面积占全区总面积53.4％，山地占20.9％，丘陵占16.4

％，河流、湖泊、水库等水面面积占0.8％。 （三）气候 内蒙

古自治区地域广袤，所处纬度较高，高原面积大，距离海洋

较远，边沿有山脉阻隔，气候以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

有降水量少而不匀，风大，寒暑变化剧烈的特点。大兴安岭

北段地区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巴彦浩特海勃湾巴彦

高勒以西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总的特点是春季气温骤

升，多大风天气，夏季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气温剧

降，霜冻往往早来，冬季漫长严寒，多寒潮天气。全年太阳

辐射量从东北向西南递增，降水量由东北向西南递减。年平

均气温为0℃～8℃，气温年差平均在34℃～36℃，日差平均

为12℃～16℃。年总降水量50～450毫米，东北降水多，向西

部递减。东部的鄂伦春自治旗降水量达486毫米，西部的阿拉

善高原年降水量少于50毫米，额济纳旗为37毫米。蒸发量大

部分地区都高于1200毫米，大兴安岭山地年蒸发量少于1200

毫米，巴彦淖尔高原地区达3200毫米以上。内蒙古日照充足

，光能资源非常丰富，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大于2700小

时，阿拉善高原的西部地区达3400小时以上。全年大风日数

平均在10～40天，70％发生在春季。其中锡林郭勒、乌兰察

布高原达50天以上；大兴安岭北部山地，一般在10天以下。

沙暴日数大部分地区为5～20天，阿拉善西部和鄂尔多斯高原

地区达20天以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呼鲁赤古特大风日，

年均108天。 （四）水文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共有大小河

流1000余条,祖国的第二大河黄河,由宁夏石咀山附近进入内蒙



古，由南向北，围绕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马蹄形。其中

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70多条；流域面积大

于300平方公里的有258条。有近千个大小湖泊。全区地表水

资源为671亿立方米，除黄河过境水外,境内自产水源为371亿

立方米，占全国总水量的1.67％。地下水资源为300亿立方米

，占全国地下水资源的2.9％。扣除重复水量，全区水资源总

量为518亿立方米。年人均占有水量2370立方米，耕地每公顷

平均占有水量1万立方米，平均产水模数为4.41万立方米／平

方公里。内蒙古水资源在地区、时程的分布上很不均匀，且

与人口和耕地分布不相适应。东部地区黑龙江流域土地面积

占全区的27％，耕地面积占全区的20％，人口占全区的18％

，而水资源总量占全区的65％，人均占有水量8420立方米，

为全区均值的3.6倍。中西部地区的西辽河、海滦河、黄河3个

流域总面积占全区的26％，耕地占全区的30％，人口占全区

的66％，但水资源仅占全区25％，其中除黄河沿岸可利用部

分过境水外，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紧缺。 （五）地表水 内蒙古

自治区平均地表年径流量约291亿立方米，占河川径流总量

的78％；多年平均径流量为80亿立方米，占河川径流总量

的22％。由于河川径流受大气降水及下垫面因素的影响，年

径流量地区分布不均，水资源也不平衡，局部地区水量富而

有余，而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同时，河川径流年内分布不

均，年际间变化比较大。年降水集中在6～8月，汛期径流量

占全区径流量的60～80%。历年间径流量大小不匀，相差很大

。年径流量最大与最小的比值，东部林区各河流为4～12；中

部各河流为6～22；西部地区各河流高达26以上。此外，从区

外流入自治区境内的河川径流量有330.6亿立方米，其中黄河



入境的平均年径流量315亿立方米，额济纳河8.4亿立方米。 

（六）地下水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平均资源量为254亿立方米

。山丘区地下水平均年资源量为113亿立方米，占全区地下水

资源量44％。其中河川径流量为80亿立方米，占山丘区地下

水资源量的71％。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年资源量为172亿立方

米,扣除与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的重复计算后,占全区地下水资

源量的56％。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的分布受大气降水、下垫面

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平原多、山丘区少和内陆河流

域更少的特点。自治区平原区扣除与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间

的重复计算后的地下水资源模数，一般在5.9～6.5万立方米／

平方公里，为山丘区地下水平均水资源模数的2.2～2.7倍。内

陆河流域地下水资源模数为1.1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因而地

下水资源十分贫乏，只是在内陆闭合盆地的平原或沟谷洼地

，地下水才比较富集。全区按自然条件和水系的不同，分为

：大兴安岭西麓黑龙江水系地区；呼伦贝尔高平原内陆水系

地区；大兴安岭东麓山地丘陵嫩江水系地区；西辽河平原辽

河水系地区；阴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阴山山

地、海河、滦河水系地区；阴山南麓河套平原黄河水系地区

；鄂尔多斯高平原水系地区；西部荒漠内陆水系地区。 （七

）土壤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土壤种类较多，其性质和生

产性能也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土壤形成过程中钙积化

强烈，有机质积累较多。根据土壤形成过程和土壤属性，分

为9个土纲，22个土类。在9个土纲中，以钙层土分布最少。

内蒙古土壤在分布上东西之间变化明显，土壤带基本呈东北

西南向排列，最东为黑土壤地带，向西依次为暗棕壤地带、

黑钙土地带、栗钙土地带、棕壤土地带、黑垆土地带、灰钙



土地带、风沙土地带和灰棕漠土地带。其中黑土壤的自然肥

力最高，结构和水分条件良好，易于耕作，适宜发展农业；

黑钙土自然肥力次之，适宜发展农林牧业。 （八）植被 内蒙

古境内植被由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菌类植物、

地衣植物等不同植物种类组成。植物种类较丰富，已搜集到

的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共计2351种，分属于133科，720属。其

中引进栽培的有184种，野生植物有2167种(种子植物2106种，

蕨类植物61种)。植物种类分布不均衡，山区植物最丰富。东

部大兴安岭拥有丰富的森林植物及草甸、沼泽与水生植物。

中部阴山山脉及西部贺兰山兼有森林、草原植物和草甸、沼

泽植物。高平原和平原地区以草原与荒漠旱生型植物为主,含

有少数的草甸植物与盐生植物。内蒙古境内草原植被由东北

的松辽平原，经大兴安岭南部山地和内蒙古高原到阴山山脉

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其中

：草原植被包括世界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

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等。荒漠植被主要分布于伊克

昭盟西部、巴彦淖尔盟西部和阿拉善盟。主要由小半灌木盐

柴类和矮灌木类组成，共有种子植物1000多种。植物种类虽

不丰富，但地方特有种的优势作用十分明显。 三、政区沿革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乌

兰浩特市)召开，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纪念日

，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第一个得以实现，时辖呼伦贝尔、纳

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盟，计32个旗、1个县、3

个县级市，面积54万平方公里。自治政府驻王爷庙。1949

年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自治政府迁

址张家口。1949年9月19日,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绥远省代省长



董其武为首的19人率部举行起义，其后，成立绥远省人民政

府。1954年3月5日，内蒙古人民政府、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

会、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在归绥市(呼和浩特市)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命令，从3月6日起，绥远省建制和省人民政府同时

撤销，原绥远省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由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领导，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呼和浩特市。1955年7月30日

，将热河省敖汉、翁牛特、喀拉沁旗和赤峰、宁城、乌丹县

划归自治区昭乌达盟。1956年4月3日，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

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增设巴彦淖尔

盟，以原自治州和自治旗的行政区域为盟的行政区域。1969

年7月5日，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

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

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1979年5月30日又重新划回内蒙古

自治区。 全区现设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通辽、鄂

尔多斯、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巴彦淖尔9个市；兴安、阿拉

善、锡林郭勒3个盟；另外有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计划单列

市；下辖12个县级市、17个县，52个旗，其中包括鄂伦春、

鄂温克、莫力达瓦达斡尔３个少数民族自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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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