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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ivers. For a long time,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the water area 
play a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city.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so on, to carry out the rough classification to the 119 counties of Shanxi 
province above the key district and the river distribution. Further it implements the related geo-
graphy discussion work, and researches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devel-
opment of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article’s analysis is in accordance to the specific circums-
tance, which has certain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urban area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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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与河流息息相关。长久以来，水域的分布作用于城市核心的分布及变化，对城市的相关推进工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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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选取了文献法以及统计分析法等相关手段，对山西省119个县级以上的关键街区

及河流分布进行了大致的分类，进一步实施相关的地理学探讨工作，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及由此对山西

省城市发展的影响。本文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为日后的城市区域规划提供参

考。 
 
关键词 

山西省，核心街区，河流，城区分布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靠近水域的地方最容易形成部落及城镇，作为人们最倾向的选取居住地的选

址，依山傍水的理念深入人心。纵观历史及地域，世界各种文化的起源都是分步在大河流域，并凭借所

需的水源而逐步演变和推进。众所周知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以及中国)，就是由两

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恒河、黄河等大河流域演变推进而产生的[1]。由此可见，傍水一说在中国人的

观念中也是早已存在的。因此，河网的分布对城市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目前，当生存

者们体会到城市化推动环节中具备的种种弊端后，大量的目光被聚集到推动城市同河流的和谐共存问题

上，对于街区演变问题，这一作用因素带来了一定的作用效果，所以，实施这方面的探讨工作是很有必

要的，且具备了相关的现实意义[2]。虽然在高中教材中曾出现过河流对城市地域影响的讨论，但是目前

还尚未有对城市核心街区与河流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 
山西省位于我国中部，省内兼有黄河和海河两大水系，支流众多，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此本文

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山西省 119 个县级以上核心街区及其周边河流，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从地理学的角度得出结论。 

2. 山西省概况及资料来源 

山西，坐标为北纬 34˚34'~40˚44'，东经 110˚14'~114˚33'，由于其在太行山之西而得名，柳宗元称之为

“表里山河”。山西省长久以来有“华夏文明摇篮”的美誉，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其行

政区域的分布轮廓呈现出东北斜向的菱形，下辖 11 个地级市，119 个县级行政机关，截止至 2015 年，

山西省总人口达到 3664 万人[3]。 
山西省位于亚欧大陆的内陆地区，主要气候类型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是冬季时间长且湿度

少，寒冷干燥；夏季南长北短，湿度大。山西分布河流有 1000 多条，关键性的特点是数量众多，多为季

节性河流，且水量的季节变化差异较大[4]。该省的大型河流多发源自东西高原山地，向西向南流的属黄

河水系，有沁河、丹河、汾河、三川河、涑水河以及昕水河等；向东流的属海河水系，有桑干河、滹沱

河以及漳河等。汾河是山西境内的第一大河，干流全长 694 千米。 
本文的文献多出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地图出版社的《中华

人民共以及国地图集》以及《山西省地图册》，还涉及到了谷歌卫星地图。山西省现有太原、大同等 11
个地级市，本文选取了地级市内迎泽区、新荣区等 23 个市辖区，古交市、高平市等 11 个县级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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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县、浑源县等 85 个县，共 119 个县级行政区的核心街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3. 资料分类 

3.1. 核心街区与河流的关系的分类 

根据河流的流向以及河流与核心街区的方位差别，将类型大致分为单流型、双流型和多流型三类。 

3.1.1. 单流型 
单流型可根据河流是否流经街区，分为侧过和穿过两大类，详细分类下共 15 种类型 
穿过类中包括有直行和曲行穿过，直行穿过分为在河流左岸和在河流右岸；在曲行穿过中又分为腹

抱、背托和环围三中，除环围外，都细分有左右岸。 
穿过类中同样包括直行和曲行，直行穿过可根据城区重心在河流左岸、居中还是右岸加以划分；曲

行穿过则分为腹抱重心、重心居中和背托重心，除重心居中外，分别细分有左右岸。 

3.1.2. 双流型 
双流型则可根据核心街区与河流的干支流的关系，进一步分为干支合抱、干支合夹和双流测过三类。 

3.1.3. 多流型 
多流型根据多个支流干流同时经过街区暂有三面环抱和穿行合流两类。 

4. 资料统计与分析 

通过对资料的整合与分析，山西省 119 个县级行政区的核心街区与河流的主要关系如表 1 所示(不包

括未确定)。 

4.1. 单流型 

4.1.1. 类型 
顾名思义，单流型即为城区有且仅有一条河流经过。 
如表 1 所示，在 119 个县级以上核心街区中，有 74 个属于单流型，占到总数的 62.2%。由此可见，

在山西省内，单流型为县级以上核心街区与河流关系的主要类型。 
由于河流通常所受流经地区的地势起伏状况影响，因而根据流经河段的曲直程度可分为直行和曲行，

同时，在进行分析统计时，以河流流向为标准，河流左边河岸为左岸，右边河岸为右岸。 
根据资料显示，山西省县级以上的核心街区与河流呈单流型分布的有 74 个，其中，有 55 个属于侧

过单流型，所占比例达到了 74%，占总县级以上核心街区数量的 46.2%。因而在单流型内，又以侧过单

流型为主要类型。 
在山西省 55 个与河流呈侧过的核心街区中，有 23 个属于直行侧过，所占比例为 42%，其中左岸 11

个，右岸 12 个；有 32 个属于曲行侧过，占到 58%的比例，其中左岸 15 个，右岸 17 个，凹岸 9 个，凸

岸 23 个。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block and the river of county 
districts in Shanxi province 
表 1. 山西省县级行政区核心街区与河流的关系统计 

核心街区与河流关系分类 单流型 双流型 多流型 无河流 

核心街区数量 74 28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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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整合资料可知，山西省县级以上核心街区与河流呈单流型的 74 个中，有 19 个属于侧过单流

型，占到 26%的比例，占总县级以上核心街区数量的 16%。 
在山西省 19 个与河流呈侧过的核心街区中，有 9 个属于直行穿过，占到 47%的比例，其中重心在左

4 个，重心在右 2 个，重心居中 3 个；有 10 个属于曲行侧过，占到 53%的比例，其中重心在左 4 个，重

心在右 6 个。 

4.1.2. 分析 
山西省位于我国华北地区，北方地区特征明显。北方气候较为干旱，居民生活离不开水源，讲究住

所依山傍水，因而城市大多紧靠河流。而山西省的河流以汾河以及桑干河为主干线，另外受地砖偏向力

的作用效果，以其流向为指标，河道多是向右偏移[5]。 
河流很少有笔直流淌的，受外界影响比较多。如图 1 所示，在阳泉市郊区河段，河流自西北流向东

南，河段相对平直，受地转偏向力影响较大，河段整体有右倾倾向，凹岸侵蚀，凸岸堆积，河右为凸岸，

地势开阔，核心街区在右岸；而对于另一部分河道来说，如图 2 所示，太原到临汾的汾河河段，河流自

东北流向西南，受地形影响大于地转偏向力影响，河流西侧为吕梁市，流经一系列平原盆地地区，河道

相对舒缓平直，因而地级市的核心街区分布在河流两岸平坦开阔的土地，左岸稍多于右岸。一般来说，

平直河流右岸比左岸更易形成城市，但是山西省内沟壑纵横，地势起伏较大，河流顺山而下，在河流两

侧均可形成开阔地形，因而在核心街区在直行河流左右岸的分布差别不大。 
在单流型中，河流曲行经过占有比例比较大。山西省为典型的为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势东

北高西南低，内部并非一马平川，分布着大量的河谷，山多川少，所以形成了大量的河流，支流则多为

曲折且短小的[6]。如洪安涧河经过古县的河段，河流自东北流向西南，向西北凸出，河流在凸岸处，泥

沙等沉积物不断堆积，慢慢形成冲积平原，地形相对平坦广阔，形成腹抱地，因而古县核心街区在河流

右岸的腹抱地。由于凸岸的堆积作用，大多城区形成于腹抱地的冲积平原。但是由于山西省地形影响，

还有一部分凹岸城区。比如涧河的娄烦县河段，自东北流向西南，向西北微凸，在流水侵蚀作用的影响

下，河流的右岸形成凹岸背托地，由于凸岸腹抱地山地分布，因而娄烦县的核心街区位于凹岸的背托地。 

4.2. 双流型 

4.2.1. 类型 
双流型，即指城区内或周围有两条河流经过，或者城区紧靠干支流交汇处。 
根据表 1 可知，在 119 个县级以上核心街区中，有 28 个属于双流型，占到总数的 23.5%，属于核心

街区与河流关系的重要类型之一。 
在山西省这 28 个核心街区中，有 12 个属于干支腹抱，占到 42.9%的比例；有 9 个属于干支夹拥，

占到 32.1%的比例；有 7 个属于两河平夹，占到 25%的比例。由此可见，在双流型中，城区大多靠近河

流交汇处。 

4.2.2. 分析 
分布在靠近干支流交汇处的城区，靠近河流的地方通常是开阔的平原或者低洼平地，给城市发展创

造了空间条件，同时河流交汇处通常有物流集聚、中转的现象发生，这一经济条件也给城市以便利。如

图 3 所示，以霍州市为例，霍州市处于汾河以东，南涧河以北的两河交汇处附近。地表形态起伏的高低

与险峻的态势呈东西分布，东与北部边缘地区同霍山成弓形环抱地势，这一范围内的地区有着众多山川，

中间是低洼地区。从地势上看，东部和北部的高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霍州的发展。而霍州处在河流交

汇处，汾河与南涧河除了能提供饮用水和农业用水外，在河流交汇处往往还会吸引大量的人流、物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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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uburbs of Yangquan 
图 1. 阳泉郊区 

 

 
Figure 2. Yaodu District of Linfen 
图 2. 临汾市尧都区 

 

 
Figure 3. Huozhou City of Linfen 
图 3. 临汾市霍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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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聚、中转，给霍州增添了交通运输方式，打破了高山的桎梏，连接陆运和河运形成密集的交通网，

有利于人流、物流的集聚、转运，利用本地丰富的煤等矿产资源进行晋煤外运，产生经济交易，从而促

进经济增长和城市的发展。 
分布在两河平夹的城区一半以上处在盆地内，定襄县处于忻州盆地内，主城区由滹沱河和云中河两

河平夹。这两条河流给定襄县带来大量的饮用水和农业用水，加之其土壤肥沃，使得定襄县成为忻州市

粮食主产区。但是由于其地形限制，县城很难扩大发展，抑制了城市发展规模。 

4.3. 多流型 

多流型，即指城区内或周围有三条及三条以上的河流经过。 
由表 1 可知，在 119 个县级以上核心街区中，有 8 个属于多流型，占到总数的 6.7%。其中，属于三

面环抱的，即城区位于两支流中间同时靠近干流的，有 3 个；属于合流穿行的，即城区位于河流交汇处

的，有 5 个。 
多流型与双流型类似，三面环抱与两河平夹相似，合流穿行则与干支夹拥与干支腹抱相似。如图 4

所示，离石区作为非常典型的合流穿行地势，主城区分布着北川河、东川河以及三川河，前两者分别自

东北向西南、自东向西汇入后者[7]。中部是以北川以及东川为核心的河谷区域，此处的土地养分充足，

具备了足够的水源条件，居民较多且相对集中，是该地区主要的粮食以及蔬菜产地。由此可见河流给离

石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河流交汇处往往是人流物流聚集地，同霍州市相似，位于河流交汇处

的离石区扼秦晋交通要冲，是华北通向西部的重要中枢。 

5. 结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得到如下结论： 
1) 山西省位于我国北部地区，河流大多南北流向，且支流较为疏散平直，同时由于气候较为干旱，

城市大多靠河而建，因而河流与城区的关系主要以单流型为主，其中侧过单流型居多。单流型县级街区

的区域，演变的相对成熟的多以直流侧过型为主，两岸和上下游区域都能够向外扩展，拓宽县级街区的 
 

 
Figure 4. Lishi District of Lvliang 
图 4. 吕梁市离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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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用地，增加县级街区的规模。其次是腹抱型，这些河流受地转偏向力及地形因素影响，发生弯曲，

而泥沙在河流的凸岸就会不断堆积，形成大面积的土地，从而产生城市。同时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城

市面积会不断的扩大，城市规模随之扩大。因而山西省单流型城市应利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及发展潜力，

沿河扩展城市面积，从而促进城市发展[8]。 
2) 山西省同时也存在不少双流型与多流型城市。这些城市大多被两到三条河流穿过，城市主城区被

分隔开，城市内部交流不便，尤其是被两条河流所平夹的城市，城市面积的扩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然

而，河流的汇集区域通常被作为人流物流的集散地，演变成为了水陆转换的中转站。这些被河流穿过的

城市，应当利用其便利的水陆交通，与河流上下游城市加强联系，促进贸易往来，实现共同发展。在区

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市内部应增强联系，尤其是跨河城区，利用地形等条件来扩大城市面积，促进城

市内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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