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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河上游，东接陕西，南控
巴蜀、青海，西倚新疆，北扼内蒙古、
宁夏。甘肃省因甘州（今张掖）与肃
州（今酒泉）而得名，又因省境大部
分在陇山（六盘山）以西，唐代曾在
此设置陇右道，故又简称甘或陇。
辖 12 个地级市和 2 个自治州，省会
兰州。古属雍州，是丝绸之路的锁
匙之地和黄金路段，与蒙古接壤，像
一块瑰丽的宝玉，镶嵌在中国中部
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
原上，东西蜿蜒 1600 多千米，纵横
45.37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4.72%。

总量为4544.02万多公顷，人均占有量2公顷，
居全国第 5位；除沙漠、戈壁、沼泽石山裸岩、永久
积雪和冰川等难以直接利用的土地外，尚有
2731.41万公顷土地可用于生产建设，占土地总面
积的 60.11%。各种林地资源面积 396.65 万公顷，
有白龙江、洮河、祁连山脉、大夏河等地的成片原始
森林，森林中的野生植物达4000余种，其中有连香
树、水青树、杜仲、透骨草、五福花等珍贵植物；野生
动物中列入国家稀有珍贵动物的达 54 个种或亚
种，如大熊猫、金丝猴、羚牛、野马、野骆驼、野驴、野
牦牛、白唇鹿等。各类草地资源面积 1575.29万公
顷，占土地资源总面积的 34.67%，其中天然草地
1564.8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99.34%，是中国主
要的牧业基地之一。

甘肃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之一，矿业开
发已成为甘肃的重要经济支柱。境内成矿地质条件
优越，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截至2006年底已发现各
类矿产 173种（含亚矿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数的
74%。甘肃省查明矿产资源的矿种数有 97 种，其
中：能源矿产 7 种、金属矿产 35 种、非金属矿产 53
种、水气矿产 2种。列入《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
的固体矿产地891处（含共伴生矿产），其中，大型矿
床77个、中型202个、小型612个。据全国主要矿产
资源储量通报（2005），在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种
中，甘肃省列全国第一位的矿产有 10种，前五位的
有25种，前十位的有49种。有亚洲最大的金矿——
甘肃阳山金矿。据悉，阳山金矿累计探获黄金资源
量308吨，是亚洲最大类卡林型金矿。

甘肃省水资源主要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 3
个流域、9个水系。黄河流域有洮河、湟河、黄河干流
（包括大夏河、庄浪河、祖厉河及其它直接入黄河干
流的小支流）、渭河、泾河等 5个水系；长江流域有
嘉陵江水系；内陆河流域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
（含苏干湖水系）3个水系。河 3个水系，有 15条，年
总地表径流量 174.5亿m3流域面积 27万 k㎡。全省
自产地表水资源量286.2亿m3纯地下水8.7亿m3自
产水资源总量约 294.9 亿 m3人均 1150m3全省河流
年总径流量 415.8亿m3其中，1亿m3以上的河流有
78条。黄河流域除黄河干流纵贯省境中部外，支流
就有 36条。该流域面积大、水利条件优越。但流域
内绝大部分地区为黄土覆盖，植被稀疏，水土流失
严重，河流含沙量大。长江水系包括省境东南部嘉
陵江上源支流的白龙江和西汉水，水源充足，年内
变化稳定，冬季不封冻，河道坡降大，且多峡谷，蕴
藏有丰富的水能资源。

甘肃省能源种类较多，除煤炭、石油、天然气
外，还有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其中，石油可采
储量为6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31.57亿m3集中分
布在河西玉门和陇东长庆两油区。全省煤炭预测
储量为1428亿吨，已探明125亿吨，保有资源储量
120亿吨，煤炭资源集中分布于庆阳、华亭、靖远和
窑街等矿区。甘肃风能资源丰富，总储量为 2.37
亿kW，风力资源居全国第5位，可利用和季节可利
用区的面积为 17.66万 k㎡，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
和省内部分山口地区，河西的瓜州素有“世界风
库”之称。目前正在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千万
千瓦级的超大型风电基地。甘肃是中国太阳能最
为丰富的三个区域之一，各地年太阳总辐射值大
约为4800～6400兆焦/m3其中河西西部、甘南西南
部是中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按现有利用
水平测算可开发资源量约为520万吨标准煤/年。

甘肃文化以大地湾文化为核心衍生出了各种
古代文化，随着国家批复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甘
肃文化发展的时刻到来！

甘肃海拔大多在 1000 米以上，四周为群山峻
岭所环抱。

北有六盘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东为岷山、秦岭
和子午岭；西接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壤青泥岭。
境内地势起伏、山岭连绵、江河奔流，地形相当复
杂。这里有直插云天的皑皑雪峰、有一望无垠的辽
阔草原、有莽莽漠漠的戈壁瀚海、有郁郁葱葱的次
生森林、有神奇碧绿，的湖泊佳泉、有江南风韵的自
然风光，也有西北特有的名花瑞果。

河西走廊是甘肃著名的粮仓，也是昔日铁马金
戈的古战场和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闻名于世
的敦煌莫高窟民俗、肃南裕固族风情、肃北蒙古族
风情、阿克塞风俗、天祝藏区风情、雷台奇观、古酒
泉传奇、嘉峪关传说、玉门关和古阳关、桥湾人皮
鼓：民间筵悦、骆驼队等奇风异俗在这里熠熠生辉。

甘肃东南部的天水市（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
和陇南地区，是历史悠久、山川锦绣、物产丰富、气
候宜人、民俗奇特的天然膏沃之地，有小江南之
称。唐玄奘在天水的传说，使佛公娇、万紫山、渗金
寺等地，成为民俗旅游的主要景点。

和天水、陇南相临的甘南、临夏两自治州，是
藏、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的集聚地，有独
具一格的民情和风俗，境内的拉卜楞寺，不但有着
精美绝伦的建筑，而且每年7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和
众多的节庆，使拉卜楞寺的宗教民俗活动空前丰富
多彩。古朴典雅的临夏清真寺，是穆斯林民众们的
聚礼之地，这里的宗教民俗活动，独特隆重，令人叹
为观止。

甘肃东部的庆阳、平凉地区，是具有悠久革命
历史的老区。境内除有众多的革命遗迹外，黄帝登
临、广成子修炼得道的道家圣地崆峒山，西王母设
宴招待周穆王的王母宫山以及公刘庙、菩萨山等庙
会，都成为民向文化的传播阵地和民间经济的交易
场所。特别是唢呐、剪纸、社火、戏曲等民俗文化尤
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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