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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atistical analysis, GIS superposition technique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clas-
sify and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rivers in 128 administrative center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the single flow type tilting, in the single flow 
through the type and double-flow/multi-flow pattern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rivers, and within 
the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hip, single flow tilting type is in the majority. In addition, many urban 
areas are located in river conflue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compil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urban areas which are above the county level administrative center ci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rivers. What’s more, the article confirms that riv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is helpful to site selec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c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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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GIS叠加技术等方法，对黑龙江省128个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的关系进行分

类统计与研究。研究发现在单流型侧过、单流型穿过与双流/多流型这三大类城区与河流关系中，以单流

侧过型居多，此外，在河流交汇处也分布有较多城区。本文系统的整理了黑龙江省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

区与河流的关系，进一步验证了河流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对今后城市的选址与规划提供一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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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是经过精心选址以后开始建设的，水作为生命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是影响城市

选址的首要因素。河流就像人类的血脉一样分布在地球上，对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城区与河流的位置关系可以具体分析河流对城区分布的影响。黑龙江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

江和绥芬河四大水系组成的黑龙江流域，是中国位置最北、最东，纬度最高，经度最东的省份，省内河

流支流众多，最北的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国界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对于县级行政中心城区

与河流的位置关系的研究分析较少。本文拟对黑龙江省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并从地理学角度对分析结果进行阐释与说明。 

2. 资料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统计的主要是黑龙江省县级行政区划与黑龙江省水系，资料主要源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5)》[1]《中国地图集》和《黑龙江省地图册》[2]，再与卫星数据进

行校对而最终得出。黑龙江省现管辖 12 个地级市，1 个地区，共 64 个市辖区、18 个县级市、45 个县和

1 个自治县，合计 128 个县级行政单位。本文以这 128 个县级以上行政中心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与河流

的位置关系。将城区与河流的关系进行分类归纳，距离城区较远的河流对城区影响较小或是没有，计为

无河流，不计入本文的统计范围内。最后用统计分析法与 GIS 叠加技术观察判断并分析城区与河流的位

置关系，制作图表展示统计成果，继而探寻城区与河流关系的奥秘[3]。 

3. 黑龙江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最东北部，中国国土的北端与东端均位于省境。省名以境内的黑龙江命名。黑龙

江北部、东南部为山地，多处平原海拔 50~200 米，地势大致是西北部、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部、西南

部低，主要由山地、台地、平原和水面构成。黑龙江省西部属松嫩平原，由松花江及其支流嫩江冲击而

成。东北部为三江平原，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而成。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西部的松嫩平原，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平原——东北平原的一部分，平原占全省总面积的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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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和绥芬河四大水系组成的黑龙江流域，主要河流有松花江、

嫩江、乌苏里江、牡丹江、呼兰河、蚂蚁河、海浪河、呼玛河、额木尔河、讷谟尔河、汤旺河、拉林河、

乌斯浑河、乌裕尔河等，最北的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国界线(图 1)。 

4. 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关系的分类与统计 

4.1. 城区与河流关系的分类 

在进行城区与河流关系的分类统计时，以河流的流向为准，河流左侧河岸为左岸，河流右侧河岸为

右岸。受单条河流影响的城区与河流关系为单流型，其中又分为单流侧过型与单流穿过型，受两条或多

条河流影响的则为双流/多流型[4]。 
以单流侧过型河流为第一类，根据河流的曲直可分为侧过直行与侧过曲行，其中侧过曲行又可分为

曲行腹抱、曲行环抱和曲行背托；在单流穿过型中，直行分为重心在左、重心在右与重心居中，曲行分

为曲行腹抱重心在左/右、曲行背托重心在左/右。 
以双流/多流型河流为第二类，可分为干支腹抱、干支夹拥、两河平夹、三面环抱及合流穿行五类。 

4.2. 城区与河流关系的统计 

在分析城区和河流关系时，主要分析城区与河流的相对位置关系，但是不包括一些距离城区较远的

河流[5]。在黑龙江省的 128 个县级以上行政中心中，有 26 个城区核心街区距离河流较远，算作无河流，

因此本文仅针对 102 个黑龙江省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 

4.2.1. 城区与单流侧过型 
由单流侧过型河流关系分类统计(表 1)可知，黑龙江省有 58 个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位置为

单流侧过型的关系，占总数的 56.86%，即黑龙江省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的关系以单流侧过型为主，

其中，侧过直行占 65.52%，侧过曲行占 34.48%，并且，无论是侧过直行还是侧过曲行，河流右岸的中心

城区数量均大于河流左岸，右岸占 62.07%，左岸占 37.93%。侧过曲形环抱关系为 0。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major river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1. 黑龙江省主要河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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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center in Heilong-
jiang province and the single stream side river 
表 1. 黑龙江省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单流侧过型河流关系分类统计 

关系类别 数量 

侧过直行左岸 17 

侧过直行右岸 21 

侧过曲行腹抱左岸 1 

侧过曲行腹抱右岸 9 

侧过曲行环抱 0 

侧过曲行背托左岸 4 

侧过曲行背托右岸 6 

总计 58 

 
河流侧过是中心城区与河流位置关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这是因为河流不仅可以提供农业、生活用

水，促进农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在历史上，河流还是天然的屏障，可起到防御外侵的作用[6]。黑龙江省

平原面积广阔，松嫩平原由松花江及其支流嫩江冲积而成，三江平原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

而成，平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37%，河流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较为平直，因此多单流侧过直行的关系

类型。 
据统计结果显示，黑龙江省中心城区与单流侧过型河流的关系中，河流右岸的中心城区数量要大于

左岸，是左岸的 1.64 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 我国古代先哲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出“河右

为吉，河左为凶”的环境观，后经研究发现，北半球河流受地转偏向力影响，河流右岸被挤压情况较为

严重，聚集了大量对生物有益的微生物和矿物质，因此右岸城区草木繁茂，形成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宜居

环境；2) 近代以来河流航运价值越来越重要，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右岸侵蚀河道较深，利于航运，因此右

岸城区得到发展；3) 黑龙江是我国最北的一条河流，是中俄两国的国界线，江南(右)岸的城市有漠河、

呼玛、黑河、逊克、嘉荫、同江、抚远，而江北(左)岸仅海兰泡和伯力两座城市，属于俄罗斯境内，不在

本文统计范围内。 

4.2.2. 城区与单流穿过型 
由单流穿过型河流关系分类统计(表 2)可知，黑龙江省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的位置关系中单

流穿过型数量为 6，仅占总数的 5.88%。穿过曲行腹抱重心在左与穿过曲行背托重心在左各有 1 个，重心

在右的数量为 0。 
河流穿过城区的情况较为少见，从历史上讲，河流穿城的城市最初都是在河流的一岸先发展起来的，

之后由于城市不断发展，土地需求量的增加，需要打破河流对城区发展的限制，过河开发就成为了必然

要求[7]，河对岸的地区就被开发或者并入了城市，于是就有了河流穿过中心城区的情况，但是由于后被

开发的地区发展较晚，发展程度较为落后，因此河流穿过型的城市多数情况下河两岸的发展是不均衡的[8]。 

4.2.3. 城区与双流/多流型 
由双流\多流型河流关系分类统计(表 3)可知，黑龙江省有 38 个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位置为

双流/多流型河流关系，占总数的 37.26%。 
城市形成和发展时期,河流水系除了作为生活和农业灌溉水源外，最为主要的是运输功能，其承担起

城市人口、物资、信息与外界的交换流通。河流干支流交汇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在此集聚、中转，极

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区的形成发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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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rea and single stream of county administrative cente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表 2. 黑龙江省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单流穿过型河流关系分类统计 

关系类别 数量 

穿过直行重心在左 1 

穿过直行重心在右 3 

穿过直行重心居中 0 

穿过曲行腹抱重心在左 1 

穿过曲行腹抱重心在右 0 

穿过曲行背托重心在左 1 

穿过曲行背托重心在右 0 

总计 6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double-current/multi-flow rivers in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表 3. 黑龙江省县级行政中心城区与双流/多流型河流关系分类统计 

关系类别 数量 

干支腹抱 6 

干支夹拥 18 

两河平夹 7 

三面环抱 6 

合流穿行 1 

总计 38 

5. 结论 

经过资料统计和数据分析，黑龙江省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与河流关系研究的结论如下： 
1) 黑龙江省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和河流关系以单流型为主，占总数的 56.86%，其中又以侧过直行

居多，占 65.52%。这是由于河流沿岸具有取水、灌溉、水运诸多的便利，又有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人

口承载力高的河谷平原，河流在此不受山地、丘陵等地形阻隔，河道发展较为平直，平坦的地势加上充

沛的水源使得人口聚集逐渐形成了聚落。 
2) 黑龙江省县级以上行政中心城区多分布于河流右岸，虽然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右岸受到冲击不

如左岸稳定，但是被侵蚀的右岸河道深，通航条件好，因此右岸得到良好发展，并且城区建设受各种因

素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影响越来越大，自然因素的约束越来越小。 
3) 河流穿过城区的情况较为少见，便捷的公路、铁路运输发展迅速，水运地位下降，同时，城市发

展需要空间，原有的河流一侧已经难以满足城区发展的需要，而便捷的陆上交通又为过河通行提供了便

利，城区便开始跨河发展，形成两岸互动的格局。 
4) 双流/多流型河流关系所占比例较高，达到 37.26%。这充分反映出河流水系是影响和制约城市空

间结构的重要自然环境因素。河流交汇处是城市发展兴起的重要地区之一，大量的人流、物流在此聚集、

中转，因此在地形、水源、交通等方面都具有很大优势，有利于城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区规模的扩大。  
本文揭示了河流对城市发展布局的一般影响，反映了古代区位选址的人居理念，在城市河流水系自

然环境特质的基础上，发展以河流为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这样有利于创造安全舒适的宜居环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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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街区规模大小与功能分区的差异反映了区域生存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传统中国人

在地理视角下的人居观，有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人居观念，并对城市地理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

更为河流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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