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志愿调研报告

一.背景概况

（一）秦岭基本概括

1．地理位置

秦岭是位于中国西北的一座山脉，西起甘肃省境内，东到河南省西部，主体

位于陕西省南部与四川省北部交界处，呈东西走向，为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流

嘉陵江、汉水的分水岭。山脉南部一小部分由陕西延伸至湖郧北县。秦岭山脉全

长 1600 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秦岭还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

脉。

2．狭义上的秦岭

狭义上的秦岭位于北纬 32°—34°之间，介于关中平原和南面的汉江谷地

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四条河流的分水岭。东西绵延 400—500 千

米，南北宽达 100—150 千米。

3．广义上的秦岭

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一大别山以及蚌埠附

近的张八岭。其范围包括岷山以北，陇南和陕南蜿蜒于洮河与渭河以南、汉江与

嘉陵江支流一白龙江以北的地区，东到豫西的伏牛山、熊耳山，在方城、南阳一

带山脉断陷，形成南襄隘道。在豫、鄂交界处为桐柏山，在豫、鄂、皖交界处为

大别山，走向变为西北一东南，到皖南霍山、嘉山一带为丘陵，走向为东北-西

南。广义的秦岭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

（二）自然特征

1．自然特征概况

秦岭是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秦岭以南属亚热带气候，自然条件为南方

型，以北属暖温带气候，自然条件为北方型。秦岭南北的农业生产特点也有显著

的差异。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秦岭看作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

界线。秦岭以南河流不冻，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土壤多酸性。秦岭以北为著

名黄土高原，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西起甘肃省临潭县北部

的白石山，以迭山与昆仑山脉分界。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在陕西

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峰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通称邙山；中支

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

2．地貌特点

秦岭由东向西逐渐升高，陕西境内岭脊海拔约 2000 米，高峰都在 2000-3000

米，如华山主峰海拔为 2400 米，太白山主峰为 3771.2 米，高出汉水及渭河河谷

超过 3000 米之多。秦岭北坡山麓短急，地形陡峭，又多峡谷，南坡山麓缓长，

坡势较缓、但是因河流多为横切背斜或向斜，故河流中上游也多峡谷。秦岭山脉

入陇南境内后，其走向为西北- 东南，主脉海拔均在 2000 米以上，丛山之间形

成一些小的盆地。



3．地质特点

秦岭北坡是一条极大的断层，秦岭循着断层上升，而渭河谷地则循断层下降。

站在西安一带平原上远望秦岭山脉，山岭自西向东排列十分整齐，崖陡壁峭，巍

然突起，成为中国南北之间一条重要的地理界线。而秦岭山脉到了河南省西部的

南阳一带突然中断，再向东又出现于湖北、河南与安徽三省边界，这就是桐柏山

和大别山。这些山地海拔仅 1000—1500 米左右，走向略呈西北一东南方向。到

了湖北省的广济北面，走向略呈西南一东北向，山势更低，一般为海拔 200—300

米左右的低矮丘陵，如张八岭等。这些丘陵和桐柏山、大别山连起来构成了一条

向南突出的弧形山脉，因为都在淮河以南，故总称为准阳山脉。

4．主要山峰

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

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西起宝鸡市眉县、东至西安市蓝田县，有“仙都”、

“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诗经·秦风》有“终南何有，有条

有梅”的诗句。唐代官绅多在此建有别墅，其中以王维的網川别墅最负盛名。王

维所作的优美山水诗大多是描写此处景色。山中分布有明清以来建造的太乙宫，

老君庵等大小庙宇 40 余处。为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华山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

阴市，在西安市以东 120 千米处。南接秦岭，北瞰黄渭，扼守着大西北进出中原

的门户。华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现存(截至 2013 年)七十二个半悬空洞，

道观 20 余座，其中的玉泉院、都龙庙、东道院、镇岳宫被列为全国重点道教宫

观。

5．秦岭气候特征

秦岭南坡的气候特征：秦岭南坡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

比较温暖，一月份平均气温高于 0°C降水比夏季少。

秦岭以北的气候特征：秦岭以北地区的气候类型是温带季风气候，其特点为

冬冷夏热，一月平均温度低于 0°C，降水集中在夏秋季节。

二．调研目的及内容

（一）调研目的

这次的调研目的主要是了解陕西秦岭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调查陕西居民对

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的意识和行为，调查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以及他们对有关生

态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运用程度，了解在生态环境保护以来居民生活水平的基

本变化趋势。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以及发现并解决其中人地关系存在的问题。

（二）调研内容

调查对象：

以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居民为主体，采用随机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对相

关环境保护与人地关系及居民基本生活情况进行调查。

具体内容：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由五大模块构成，一是个人及家庭基本

情况、二是环境知识认知、三是环境规范认知、四是环境行为、五是生态环境保

护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主要询问了居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政策的了解度，调

查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原生态的依赖度，调查居民参加各种环境保护类活动的意愿

及行为。



三．调研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以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居民为总体，采用随机的方法选取调

查对象。对于调研问卷则倾向于居民对于环境保护的基本认识以及对于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的基本了解。本组实际发放问卷 2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 份，有效回收

率为 100%。

(一)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对象年龄大多分布在 40—60 岁，较少数为 60 岁以上。其中大部分

居民为高中学历，较少数为小学学历。并且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在本地处于中等水

平，极少数收入较高或较低。同时被调研的这部分居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

打工等非农业方式，只有个别居民仅依靠农业生产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二)居民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情况

经过调研问卷的结果分析后发现 70%的居民了解并支持国家出台的环境保

护政策，认为秦岭的环境政策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一部分人大多是在国家机关

工作的人，并且从事过宣传环境政策的工作；20%的居民不了解国家关于环境保

护的政策，但是具有基本的环保常识，这一部分居民大多从事个体经营或外来打

工，但这些人并不认为环保政策对人们的生活而言是有益的，相反，他们觉得这

些政策限制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不利于他们盈利；10%的居民虽然不了解国家的

政策，但是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居住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三）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的影响

经过调研问卷的结果分析后发现在种地面积、林业和林下经济收入方面居民

中有一半部分表示变化不大，种地面积存在部分增加和减少的情况，而林业与林

下经济收入存在部分减少情况，家庭所需粮食、蔬菜大部分为购买所得，只有少

数选择自己种植。针对家庭燃料，居民大部分不会选择烧柴，而是使用煤炭或天

然气，只有极少部分会选择上山砍柴，这也说明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实施比较到位。

（四）日常生活中居民的环保意识

经过调研问卷的结果分析后发现大部分居民能够意识到环境保护行为，但不

会去主动制止其他人的环境破坏行为，这不仅需要每个人环保意识的提高，也需

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地更加明确，社区也可以定期开展一些环保知识或者环保政

策的有关活动，给居民营造良好的的氛围。



综上，被调研的居民几乎都具备基本的环保常识，但国家政策普及度不高，

在实施的过程中，个体户的生产生活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应加大宣传力度，促

使居民进一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弥补生产生活方面的政策漏洞，给予

居民合理的补贴，加大力度保证正常生产。

四 问题及建议

（一）调研发现的问题

1.文化水平不高的居民对相关环保政策的了解水平和实施力度低，这部分居

民以年龄大的老人为主。

2.国家的一些环保政策并没有给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人

们仍然按照原来的生产规律生活。

3.居民的环保警觉度低，对他人不环保的行为持漠然的态度。

（二）政策建议：

1.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环保有关政策法规，提高环保知识普及率，加大

宣传力度，针对不同人群选择不同的宣传方式，提升居民对环保政策知识的知晓

率和接受度。

2.将环境变革落到实处，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环境满意度，将环保发展变

革的成果体现到居民生活中来，让民众切实体会到环境变好带来的好处。

3.加强制定相关法规，提高百姓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

五.调研意义

通过此次对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居民关于秦岭保护的调研，了解到秦

岭附近大部分居民对秦岭有着相对较高的保护意识，但与此同时也注意到一部分

文化程度较低、住宅偏僻的居民对秦岭的保护意识略有欠缺，甚至一些居民还存

在山上砍柴的情况。对此，接下来的政策宣传部门应尽量提高环保宣传的精确度，

做到精准宣传、有效宣传，着力提高目前环保意识欠缺的居民，同时，多措施并

举，加深广大居民对环保的深刻认识，切实让环保意识由理念变为行动，助力美

丽生态大秦岭绿色长存。

六.总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祖脉，在万山之中有着其

独特的意义，秦岭生态文明的保护也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建立美丽秦岭就是美

化我们的祖脉，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次针对秦岭周边居民关于秦岭生态保护

的调查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态保护意识正逐渐深入民心，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

识到距离建成生态文明秦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应再接再厉真正把民众的

环境保护意识转为环境保护实践，让秦岭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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