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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右一 ｝观看文艺演出后，会见平凉籍著名秦腔演员李瑞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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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学
良
将
军
在
邓
宝
珊
将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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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下
来
平
凉
视
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右一 ）视察平凉并题词1986茸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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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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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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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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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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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院
院

长
郭
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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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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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博
物
馆
鉴
赏
泾
川
大
云
寺
地
宫

出
土
的
唐
代
舍
利
金
棺
银
梓

1986年7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前右一 ）来平凉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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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DAO SHI CHA 

1988年8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左一｝为静宁
“

教师村
”

题字

1991年7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地｛前右二｝来平凉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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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 平凉籍全国人大代表毕红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前右｝赠送平凉纸织画

1991年8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前左二｝来华亭煤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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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DAO SHI CHA 

1996年9月，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前右｝来平凉视察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左二｝来平凉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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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总书记为幢嗣山题写山名

幢曲同山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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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JING MING SHENG 

腔嗣山雷声峰

幢曲同山磨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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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嗣
山
天
台
山

PING LIANG DI au ZHI 

国家AAAAA级风景名胜区幢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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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曲同山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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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山同山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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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摩崖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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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曲同山

法轮寺

腔

嗣

山

法
轮
寺

宝
塔

幢

嗣

山奔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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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湖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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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湖南门

柳
湖
『

左
公
柳
」

柳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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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明代宝塔｛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平凉宝塔公园、 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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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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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JING MING SHENG 

泾川田家沟一隅

泾
川
大
云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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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L尺口

灵台荆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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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泉
寺
晴
雨
楼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崇信龙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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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关山瀑布 华亭莲花台下畸

华亭莲花台

华亭双凤山公园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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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伏毒大殿伏毒青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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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VOU 

啊？
凭i

静宁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旧貌

静宁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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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宾馆

平
凉
陇
东
明
珠
宾
馆

平
凉
华
辰
大
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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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一一平凉市

中国·平凉幢嗣山旅游文化论坛

灵
台
宾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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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建成发电的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建成的华亭坑口电厂

1958茸建成的平凉西郊电厂

1958年建成的甘肃

省第一座坑口电厂一一

安口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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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华亭煤矿掘进工
作面

平凉土谷堆煤矿（ 1961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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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凉

市
水
泥厂

直
径

ω
×
A
白不

带
立
筒
预
热
器

回
转
窑

平凉
市

毛纺
厂厂

门（ 1958年）

1998年建成投产的平凉峡中

水泥

厂

直径

3.5×125米

回转窑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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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建成的平凉祁连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日产10000盹干法水泥熟料的平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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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口陶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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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工艺品

砂
器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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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峰机械厂数控机床车间 虹光电子管厂生产车间

平凉印刷机械厂生产的切纸机 平凉毛毯

平凉地毯 平凉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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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平凉举办的全国乡镇企业中小企业东西合作经贸洽谈会

平
凉
针
织
厂
针
织
车
间
｛

吕
3
年
｝

平凉新世纪集团柳湖春酒厂

泾川天纤棉业公司10万锥棉纱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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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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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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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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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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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副
书
记、

市
长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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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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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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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区
调
研
工
业
项
目
建
设

甘
肃
华
亭
煤
业
集
团
公
司。0
万

吨
煤
制
甲
醇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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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旱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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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G LIN XU MU 

甘肃省庄浪县

中＠棉田化粮范县

庄浪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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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亭
关
山
牧
场

平
凉
红
牛

小尾寒羊规模化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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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
川
黄
金
梨

华
亭
核
桃

灵
台
牛
心
杏

华亭关山林区

静宁红富士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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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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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宫山东沟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静宁县甘沟乡
“

三荒
”

造林
崇信橡胶坝

庄浪洛水北调人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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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竹林寺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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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南
水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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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幢曲同大剧院、 世纪金鼎购物广场

蔬菜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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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MAO 

1996年平凉举办第八届中国
“

西交会
”

平凉新世纪商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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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

物资

交

流会

静
宁
县

物
资

交

流
会

平凉皮毛

交

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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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MAO 

平凉新民商厦医药超市

平凉国际家具汇展中心

平凉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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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 TONG DIAN XIN 

平凉汽车西站周边街景
平凉汽幸西站（ 1974年｝

庄浪乡村公路 平凉电信营业大厅

平凉汽车东站 平凉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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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京城区街景（ 2002年｝

平凉聚贤嘉苑小区住宅楼

民
国
时
期
平
凉
街
景

平凉电力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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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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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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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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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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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时
期
平
凉
来
远
门
｛

西
门
｝

民国时期平凉万安门（南门）

民国时期平凉望台

平凉城区街景（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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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文化广场夜景 泾川广场

幢曲同区人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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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污水处理厂 平凉给排水公司卡鲁塞尔氧化沟

华亭县人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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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安口镇（ 20世纪70茸代） 平凉船舱街（20世纪70茸代｝



QtB。CD毯恶�

平凉宝塔梁街景（ 20世纪70茸代｝平凉解放路（ 20世纪70茸代）

平
凉
文
化
宫
｛
M
O

世
纪
8
年
代
｝

飞，τ〉－『且

更 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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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下乡宣传
卫生下乡宣传

清光绪三十茸（ 1904）平凉基督教会创办的中西学堂

平凉一中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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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凉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平凉师范

平
凉
农
业
学
校

平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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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基督教会创办的美华
医

院（ 1917茸｝

PING LIANG DI au ZHI 

平
凉

市第
二

人
民医
院

平〉京
市

人民
医

院住院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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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煤杯
”

第七届全国机器人足球锦标赛暨
‘2006 ’ 中国·平凉幢曲同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华煤杯 ”

第七届全国
机器人足球赛

在
平
凉
举
办
的
全
国

武
术
散
打
精
英
赛



@@fl＠＠每S
PING LIANG DI au ZHI 

幢
恫
杯
」

第
五
届
全
国
武
术
馆
校
武
术
比
赛

『

睦
嗣
杯
』

第
五
届
全
国
武
术
馆
校

武
术
比
赛
开
幕
式

腔
嗣
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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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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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地区志》编辑工作人员合影 ｜ 



书书书

序

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部煌煌３２０万言的

《平凉地区志》历十余春秋，数易其稿，终于告竣，即将付梓。这部志书，溯古及

今，广征博采，纵贯平凉数千年的流风遗韵，横载平凉新时代的人杰物华，较为全

面地展示了平凉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政治史，是继明代乡贤赵时春纂修

《平凉府志》４００多年以来，平凉地区编纂的第一部立论权威、体例精当、内容丰

富、图文并茂的新方志。它的出版，对于充分展示平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独具

特色的山川风物、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增强平凉人

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好地传承民族血脉，固守精神家园，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诚可喜可贺之盛事！

平凉位于陕、甘、宁三省 （区）交汇处，内当陇口，辅卫三秦，是中华民族在

黄河中上游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史前时期，人类的祖先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７８００多年前，古成纪一带的农牧业已相当发达。此后，周人先祖在泾河

流域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化。秦汉以降，这里一直是西域通往长安和中原地区的交

通要塞、军事重镇和商贸 “旱码头”，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人口稠密，士农工商

无不发达，建府立州，安营驻军，素为朝廷所倚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结构，

使平凉在传递民族文化精神、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

用，成为丝绸古道上中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一个

重要舞台。千百年沧桑岁月的积淀和一代代人的创造与积累，熔铸了平凉独特的四

大历史文化品牌———成纪文化、崆峒文化、西王母文化、皇甫谧文化，它们领异标

新、相映生辉，启迪着民族的心智，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内涵。

平凉山川雄秀，名胜众多，是镶嵌在大西北腹地的一颗璀璨明珠。沿陇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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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脉这条雄浑奇特的集地质、地貌、动植物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风景线，形成了

１００多处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风景名胜。特别是先后荣获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首批５Ａ级旅游景区的崆峒山，不仅集自然美、历史美、人文

美、传说美于一身，而且拥有我国高海拔地区典型的丹霞地貌，自古就有 “西镇奇

观”、“西来第一山”之美誉。还有代表着中国佛教石窟重要艺术形式的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南石窟寺、国家级森林公园云崖寺，以及王母宫、龙泉寺、古成纪、莲花

台、古灵台等等，都堪称西部黄土高原人文生态旅游胜地的优秀代表作。

平凉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历代的先贤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创造了历史，历史也

永远铭记着他们。且不说修炼于崆峒山的上古人物广成子、远古的人文初祖伏羲、

女娲，也不说传说中的仙人、实则是母系氏族首领的西王母，仅在 《二十四史》中

立传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就有５０多人。被匈奴称为 “飞将军”的西汉名将李

广，西晋时期的中华针灸学鼻祖皇甫谧，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牛僧孺，抗金名

将吴、吴瞞、刘
!

，明 “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被康熙皇帝称许为 “实心

任事、勤劳茂著”的清初名臣慕天颜等，这些文韬武略、彪炳史册的乡贤，其功、

其德、其言，永留天地之间，与崆峒而比肩，伴泾水而长流。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

平凉人民以前无古人的胆识和气魄，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奋勇当先，建功立业，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

出人才，使平凉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由于自然变迁、战乱频仍、经济中心南移等多方面的原

因，平凉这块曾领风气之先的农业文明沃土却在宋代以后逐渐衰落了。新中国成立

后，饱尝饥饿、贫穷和兵燹之苦的平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使平凉这块创业的热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崭

新景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全市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方向，以强市富民为根本，借助禀赋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资源

优势，以大项目、大产业、大企业和县域经济为支撑，围绕做大做强能源煤化工、

绿色畜牧、优质果品、人文生态旅游四大基地，培育形成了 “平凉煤电”、“平凉金

果”、“平凉红牛”、“平凉旅游”四大特色品牌。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多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众所瞩目的辉煌成就。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平凉的新编地方志工作起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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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在各县级志书成功编纂并全部出版的基础上，新编 《平凉地区志》立足

当代，追本溯源，秉承前志精华，吸收各方灼见，将平凉的建置、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及社会事业诸多门类，科学编排，横陈纵述，宏纤兼备，尽纳其中，从不

同层次和多视角、多领域，客观、公正、真实地记述了平凉光辉的历史。同时，对

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的一些失误和教训，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资治

当代，垂鉴后世是方志的价值之所在，也是方志的意义之所系。作为一部资料性的

地情实录和地方性的百科全书，新编 《平凉地区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

史之略、续史之无，它不仅是各级干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指导工作的良师益

友，也是外界认识平凉、了解平凉和宣传平凉的重要窗口，更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

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优良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平凉地区志》的成功编纂，

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届编委会成员及所有编纂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社会各

界关心编纂工作的有识之士提供资料、建言献策、鼎力相助的结果。

赵时春诗云：“兹土繁华非旧事，三思往哲有余英。”捧读 《平凉地区志》，我

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过去繁华的津津乐道，而是要思往哲以自励，处世以自强，充

分借鉴新志书的成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快转型跨越，促进科学发

展，在建设 “小康平凉、和谐平凉、文明平凉、生态平凉”的征途中，进一步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为平凉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建功立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是为序。

中共平凉市委书记　

平凉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一一年十一月

３序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

地审视、辨析、抉择资料，不囿于旧说，亦力避猎奇，全面系统地反映平凉的自然

社会和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以编统章，章下设节、目。个别编、章只分类而无统属。卷首置总述、分

述、大事记，依次为建置、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尾缀辑

补。凡２７编１４９章５４７节。

三、以大事记为经，各编章为纬，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突出时代和地域

特色。

四、以志为主体，记、传、图、表、录等并用。

五、时限上溯事物之发端，下限止于２００２年，个别篇章有所下延，多置于

辑补。

六、采用规范语体文和简化汉字，但引用古籍原文中有特定含义字词及人名

时，用繁体字。标点符号以现行通用的为准。

七、地名、历代政府、职官、军队等仍用原称。历史纪年以１９９９年 《辞海》

附录 《中国历史纪年表》为准，按当时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

数字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５０年代、８０年代

等均指２０世纪。计量单位，民国以前的照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制。

数字用法，按１９８７年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单位颁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执行。历史地图以 《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准。

八、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以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九、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功于世的人物则采取传略、简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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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及以事系人等方式灵活处理。未注少数民族者一律为汉族。

十、资料取自正史、方志、档案、专著、报刊、考古、调查等，经鉴别核实使

用，为节省篇幅，多未注明出处。个别有争议或有待考证者资料采用脚注。当代经

济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无统计部门数据的以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

十一、所载的地域空间，以现行区划为准，对历史上区划变动部分，建置沿革

等有关编章作了适当交代。

十二、为行文简练，使用了一些简称，如 “国民军”代 “中国国民革命军”，

“新中国”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代 “中国共产党”，“文革”代 “文化

大革命”，“行署”代 “行政公署”等等。缩略语首次出现加括注，其后不注。

十三、志中 “旧币”是指 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 １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发行的

人民币。

十四、志书中的平凉市，２００２年 ８月 ２８日前指县级平凉市，其后为地级

平凉市。

十五、特设煤炭、文物、旅游、名人墨迹等编，以突出地方特色。

十六、为检索方便，特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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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粮食作物 （３９６）
!!!!!!!

第二节　经济作物 （３９７）
!!!!!!!

第三节　其他作物 （３９９）
!!!!!!!

第八章　植物保护 （４０１）
!!!!!!!

第一节　病虫害防治 （４０１）
!!!!!!

第二节　草害防治 （４０３）
!!!!!!!

第三节　鼠害防治 （４０４）
!!!!!!!

第四节　植保药械 （４０４）
!!!!!!!

第九章　农业机构 （４０６）
!!!!!!!

第十章　乡镇企业 （４０８）
!!!!!!!

第一节　职工 （４０８）
!!!!!!!!!

第二节　企业 （４１０）
!!!!!!!!!

第三节　管理 （４１３）
!!!!!!!!!

第五编　畜　牧

第一章　畜禽饲养 （４１９）
!!!!!!!

第一节　家畜 （４２０）
!!!!!!!!!

第二节　家禽 （４２２）
!!!!!!!!!

第三节　其他 （４２２）
!!!!!!!!!

第四节　品种改良 （４２３）
!!!!!!!

第二章　畜牧生产 （４２７）
!!!!!!!

第一节　生产概况 （４２７）
!!!!!!!

第二节　生产基地 （４３０）
!!!!!!!

第三节　种畜场 （４３３）
!!!!!!!!

第四节　专业户 （４３４）
!!!!!!!!

第三章　饲草饲料 （４３５）
!!!!!!!

第一节　饲草 （４３５）
!!!!!!!!!

第二节　饲料 （４３５）
!!!!!!!!!

第三节　天然草场 （４３６）
!!!!!!!

３目　　录



第四节　人工种草 （４３７）
!!!!!!!

第四章　疫病防治 （４３９）
!!!!!!!

第一节　传染病 （４３９）
!!!!!!!!

第二节　寄生虫病 （４４０）
!!!!!!!

第三节　普通病 （４４１）
!!!!!!!!

第四节　防疫检疫 （４４２）
!!!!!!!

第五章　畜产品 （４４４）
!!!!!!!!

第六章　渔　业 （４４７）
!!!!!!!!

第七章　机　构 （４４９）
!!!!!!!!

第六编　水利水保

第一章　水利管理 （４５３）
!!!!!!!

第一节　机构 （４５３）
!!!!!!!!!

第二节　管理 （４５４）
!!!!!!!!!

第二章　水利建设 （４５７）
!!!!!!!

第一节　灌区 （４５８）
!!!!!!!!!

　附：丰渠记 （４６２）
!!!!!!!!

第二节　水库 （４６７）
!!!!!!!!!

　附：水库垮坝纪略 （４６８）
!!!!!!

第三节　提水工程 （４７２）
!!!!!!!

第四节　集雨蓄水工程 （４７３）
!!!!!

第五节　人畜饮水工程 （４７４）
!!!!!

第六节　其他工程 （４７５）
!!!!!!!

第三章　水土保持 （４７６）
!!!!!!!

第一节　水土流失状况 （４７６）
!!!!!

第二节　水土流失治理 （４７７）
!!!!!

第三节　中国梯田化模范县———庄浪
（４８１）

!!!!!!!!!!!

第四节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泾川
（４８３）

!!!!!!!!!!!

第七编　林　业

第一章　林木资源 （４９１）
!!!!!!!

第一节　林地和林木蓄积 （４９１）
!!!!

第二节　林木树种 （４９８）
!!!!!!!

第三节　古树名木 （５００）
!!!!!!!

第四节　林副产品 （５０２）
!!!!!!!

第二章　种苗建设 （５０５）
!!!!!!!

第一节　种源调查 （５０５）
!!!!!!!

第二节　采种 （５０５）
!!!!!!!!!

第三节　苗圃 （５０７）
!!!!!!!!!

第三章　造林绿化 （５１１）
!!!!!!!

第一节　分类造林 （５１２）
!!!!!!!

第二节　城乡绿化 （５１７）
!!!!!!!

第三节　全国林业先进县———泾川
（５２０）

!!!!!!!!!!!

第四章　森林经营 （５２２）
!!!!!!!

第一节　林木抚育 （５２２）
!!!!!!!

第二节　迹地更新 （５２３）
!!!!!!!

第三节　木材采运 （５２３）
!!!!!!!

第四节　林副业生产 （５２４）
!!!!!!

第五章　林木管护 （５２７）
!!!!!!!

第一节　林木权属 （５２７）
!!!!!!!

第二节　病虫害防治 （５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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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防火 （５３０）
!!!!!!!!!

　附：森林火灾纪略 （５３２）
!!!!!!

第四节　监管 （５３２）
!!!!!!!!!

第六章　林　场 （５３５）
!!!!!!!!

第一节　国有林场 （５３５）
!!!!!!!

第二节　集体林场 （５３８）
!!!!!!!

第三节　个体林场 （５３８）
!!!!!!!

第七章　林业机构 （５３９）
!!!!!!!

第八编　工　业

第一章　机构体制 （５４３）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５４３）
!!!!!!!

第二节　体制改革 （５４３）
!!!!!!!

第二章　工业经济 （５４６）
!!!!!!!

第三章　机械工业 （５５１）
!!!!!!!

第一节　通用机械 （５５１）
!!!!!!!

第二节　农机农具 （５５３）
!!!!!!!

第三节　电机电器 （５５５）
!!!!!!!

第四节　修理修配 （５５７）
!!!!!!!

第五节　兵器制造 （５５８）
!!!!!!!

第四章　建材工业 （５６１）
!!!!!!!

第一节　水泥 （５６１）
!!!!!!!!!

第二节　砖瓦 （５６３）
!!!!!!!!!

第三节　其他 （５６５）
!!!!!!!!!

第五章　化学工业 （５６７）
!!!!!!!

第一节　火柴 （５６７）
!!!!!!!!!

第二节　雷管　炸药　导火索 （５６９）
!!

第三节　化肥　烧碱 （５７０）
!!!!!!

第四节　酒精　乙炔气 （５７０）
!!!!!

第五节　塑胶 （５７１）
!!!!!!!!!

第六章　冶金工业 （５７３）
!!!!!!!

第一节　冶炼 （５７３）
!!!!!!!!!

第二节　铸造 （５７４）
!!!!!!!!!

第三节　加工 （５７４）
!!!!!!!!!

第七章　电力工业 （５７６）
!!!!!!!

第一节　发电 （５７６）
!!!!!!!!!

第二节　供电 （５７８）
!!!!!!!!!

第三节　管理 （５８０）
!!!!!!!!!

第八章　陶瓷　玻璃 （５８２）
!!!!!!

第一节　陶瓷制造 （５８２）
!!!!!!!

第二节　玻璃制造 （５８５）
!!!!!!!

第九章　造纸　印刷 （５８７）
!!!!!!

第一节　造纸 （５８７）
!!!!!!!!!

第二节　印刷 （５８９）
!!!!!!!!!

第十章　皮　革 （５９２）
!!!!!!!!

第一节　皮毛加工 （５９２）
!!!!!!!

第二节　皮革制造 （５９４）
!!!!!!!

第十一章　纺织缝纫 （５９６）
!!!!!!

第一节　棉毛纤制品 （５９６）
!!!!!!

第二节　地毯 （５９９）
!!!!!!!!!

第三节　服装 （６０２）
!!!!!!!!!

第十二章　食品工业 （６０４）
!!!!!!

第一节　粮油加工 （６０４）
!!!!!!!

第二节　食品制作 （６０７）
!!!!!!!

第三节　酿造 （６１０）
!!!!!!!!!

第十三章　其他工业 （６１３）
!!!!!!

第一节　器具 （６１３）
!!!!!!!!!

第二节　雕漆 （６１４）
!!!!!!!!!

第三节　草编 （６１４）
!!!!!!!!!

第四节　玉器 （６１５）
!!!!!!!!!

第五节　文具 （６１５）
!!!!!!!!!

第六节　医药 （６１６）
!!!!!!!!!

第十四章　名优产品 （６１８）
!!!!!!

５目　　录



第九编　煤　炭

第一章　煤炭资源 （６２８）
!!!!!!!

第一节　煤田形成 （６２８）
!!!!!!!

第二节　煤田勘探 （６３０）
!!!!!!!

第三节　煤田煤质 （６３２）
!!!!!!!

第二章　煤矿建设 （６３３）
!!!!!!!

第一节　私营煤窑 （６３３）
!!!!!!!

第二节　国营煤矿 （６３４）
!!!!!!!

第三节　集体煤矿 （６４５）
!!!!!!!

第三章　煤炭生产 （６４９）
!!!!!!!

第一节　设备 （６４９）
!!!!!!!!!

第二节　开掘 （６５０）
!!!!!!!!!

第三节　支护 （６５２）
!!!!!!!!!

第四节　采煤 （６５２）
!!!!!!!!!

第五节　产量 （６５４）
!!!!!!!!!

第六节　安全监察 （６５５）
!!!!!!!

第七节　劳动保护 （６５６）
!!!!!!!

附：部分年份煤矿一次死亡３人以上
重大事故表 （６５７）

!!!!!!!

第十编　商　贸

第一章　商　业 （６６１）
!!!!!!!!

第一节　私营商业 （６６１）
!!!!!!!

第二节　集体商业 （６６４）
!!!!!!!

第三节　国营商业 （６６４）
!!!!!!!

第四节　集市贸易 （６６６）
!!!!!!!

第五节　商品购销 （６６７）
!!!!!!!

第六节　商品储运 （６７７）
!!!!!!!

第七节　商品专卖 （６７８）
!!!!!!!

第八节　饮食服务 （６８１）
!!!!!!!

第九节　经营管理 （６８３）
!!!!!!!

第十节　体制变革 （６８４）
!!!!!!!

第二章　供　销 （６８６）
!!!!!!!!

第一节　体制 （６８６）
!!!!!!!!!

第二节　机构 （６８７）
!!!!!!!!!

第三节　储运 （６９０）
!!!!!!!!!

第四节　管理 （６９１）
!!!!!!!!!

第五节　社员 （６９２）
!!!!!!!!!

第六节　股金 （６９３）
!!!!!!!!!

第七节　经营 （６９５）
!!!!!!!!!

第三章　物　资 （７０２）
!!!!!!!!

第一节　经营管理 （７０２）
!!!!!!!

第二节　物资供应 （７０４）
!!!!!!!

第三节　金属回收 （７０６）
!!!!!!!

第四章　对外经济贸易 （７０８）
!!!!!

第一节　机构体制 （７０８）
!!!!!!!

第二节　进出口贸易 （７０９）
!!!!!!

第三节　扶持生产 （７１４）
!!!!!!!

第四节　经营管理 （７１５）
!!!!!!!

第五节　经济合作 （７１６）
!!!!!!!

第六节　企业简介 （７１８）
!!!!!!!

第五章　粮油管理 （７２０）
!!!!!!!

第一节　机构与体制 （７２０）
!!!!!!

第二节　粮油征购 （７２１）
!!!!!!!

第三节　粮油销售 （７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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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粮油调拨 （７３３）
!!!!!!!

第五节　粮油储藏 （７３６）
!!!!!!!

　附：中央储备粮平凉直属库 （７３７）
!!

第十一编　交通邮电

第一章　交　通 （７４３）
!!!!!!!!

第一节　机构 （７４３）
!!!!!!!!!

第二节　古道 （７４５）
!!!!!!!!!

第三节　公路 （７４６）
!!!!!!!!!

第四节　铁路 （７５６）
!!!!!!!!!

第五节　桥涵隧道 （７５８）
!!!!!!!

第二章　运　输 （７６５）
!!!!!!!!

第一节　公路运输 （７６５）
!!!!!!!

第二节　铁路运输 （７７２）
!!!!!!!

第三节　经营管理 （７７２）
!!!!!!!

第三章　邮　政 （７７７）
!!!!!!!!

第一节　邮政机构 （７７８）
!!!!!!!

第二节　邮政业务 （７７９）
!!!!!!!

第三节　邮件传递 （７８６）
!!!!!!!

第四节　邮路 （７８９）
!!!!!!!!!

第五节　专业管理 （７９１）
!!!!!!!

第四章　电　信 （７９２）
!!!!!!!!

第一节　机构 （７９２）
!!!!!!!!!

第二节　电报 （７９２）
!!!!!!!!!

第三节　长途电话 （７９７）
!!!!!!!

第四节　市内电话 （８００）
!!!!!!!

第五节　农村电话 （８０３）
!!!!!!!

第六节　电信变革 （８０５）
!!!!!!!

第七节　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 （８０７）
!!

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第一章　计　划 （８１１）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８１１）
!!!!!!!

第二节　计划编制 （８１２）
!!!!!!!

第三节　计划执行 （８１２）
!!!!!!!

第四节　年度计划 （８１９）
!!!!!!!

第五节　固定资产投资及项目建设计划
（８２１）

!!!!!!!!!!!

第二章　统　计 （８２４）
!!!!!!!!

第一节　统计管理 （８２４）
!!!!!!!

第二节　综合统计 （８２４）
!!!!!!!

第三节　分类统计 （８２６）
!!!!!!!

第四节　普查　调查 （８３３）
!!!!!!

第三章　物　价 （８３７）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８３７）
!!!!!!!

第二节　商品价格 （８３８）
!!!!!!!

　附：清代道光至宣统年间粮价表
（８３９）

!!!!!!!!!!!!

第三节　非商品收费 （８５２）
!!!!!!

第四节　物价监督 （８５７）
!!!!!!!

第五节　物价指数 （８５８）
!!!!!!!

第四章　审　计 （８６２）
!!!!!!!!

第一节　财税金融审计 （８６２）
!!!!!

第二节　行政事业审计 （８６５）
!!!!!

第三节　工交商贸企业审计 （８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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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审计 （８７０）
!!!!!!!

第五章　质量技术监督 （８７６）
!!!!!

第一节　机构 （８７６）
!!!!!!!!!

第二节　计量 （８７７）
!!!!!!!!!

第三节　标准化 （８８１）
!!!!!!!!

第四节　质量 （８８３）
!!!!!!!!!

第六章　工商行政管理 （８８９）
!!!!!

第一节　机构 （８８９）
!!!!!!!!!

第二节　市场管理 （８９０）
!!!!!!!

第三节　个体经济管理 （８９６）
!!!!!

第四节　工商企业登记 （８９７）
!!!!!

第五节　经济检查 （８９８）
!!!!!!!

第六节　合同　商标　广告管理
（８９９）

!!!!!!!!!!!

第七章　土地管理 （９０２）
!!!!!!!

第一节　土地调查 （９０３）
!!!!!!!

第二节　地籍管理 （９０７）
!!!!!!!

第三节　农田保护与土地开发 （９１０）
!!

第四节　土地监察 （９１１）
!!!!!!!

第十三编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第一章　管理机构 （９１７）
!!!!!!!

第二章　城市建设 （９１９）
!!!!!!!

第一节　城池变迁 （９１９）
!!!!!!!

第二节　市政建设 （９２９）
!!!!!!!

第三节　公用事业 （９３７）
!!!!!!!

第四节　园林建设 （９４１）
!!!!!!!

第五节　市容卫生 （９４３）
!!!!!!!

第六节　房地产业 （９４５）
!!!!!!!

第三章　村镇建设 （９５２）
!!!!!!!

第一节　村镇 （９５２）
!!!!!!!!!

第二节　建制镇 （９５２）
!!!!!!!!

第三节　建设规划 （９５３）
!!!!!!!

第四章　建筑与管理 （９５５）
!!!!!!

第一节　古今建筑 （９５５）
!!!!!!!

第二节　建筑企业 （９５７）
!!!!!!!

第三节　建筑机具 （９６２）
!!!!!!!

第四节　施工技术 （９６２）
!!!!!!!

第五节　建筑材料 （９６４）
!!!!!!!

第六节　建筑管理 （９６４）
!!!!!!!

第七节　勘察设计 （９６５）
!!!!!!!

第八节　测绘管理 （９６７）
!!!!!!!

第五章　环境保护 （９６８）
!!!!!!!

第一节　环境状况 （９６８）
!!!!!!!

第二节　工业污染及治理 （９７０）
!!!!

第三节　农业及生态保护 （９７４）
!!!!

第四节　环境管理 （９７６）
!!!!!!!

第十四编　财税金融

第一章　财　政 （９８１）
!!!!!!!!

第一节　财政体制 （９８１）
!!!!!!!

第二节　财政收入 （９８３）
!!!!!!!

第三节　财政支出 （９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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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预算外资金 （９９８）
!!!!!

第五节　财政管理 （１００１）
!!!!!!

第二章　税　务 （１００９）
!!!!!!!

第一节　税种　税目　税率 （１０１０）
!!

第二节　税收 （１０３２）
!!!!!!!!

第三节　税务管理 （１０４４）
!!!!!!

第三章　金　融 （１０５４）
!!!!!!!

第一节　机构 （１０５４）
!!!!!!!!

第二节　货币 （１０６０）
!!!!!!!!

第三节　民间借贷 （１０６７）
!!!!!!

第四节　存款 （１０６８）
!!!!!!!!

第五节　贷款 （１０７１）
!!!!!!!!

第六节　拨款 （１０７５）
!!!!!!!!

第七节　信用合作 （１０７６）
!!!!!!

第八节　国库　债券 （１０７８）
!!!!!

第四章　保　险 （１０８２）
!!!!!!!

第一节　机构 （１０８２）
!!!!!!!!

第二节　业务 （１０８３）
!!!!!!!!

第十五编　党派群团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 （１０８７）
!!!!!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０８７）
!!!!!!

第二节　主要活动 （１０８９）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 （１０９２）
!!!!!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０９２）
!!!!!!

第二节　党员 （１１０５）
!!!!!!!!

第三节　代表会议 （１１０７）
!!!!!!

第四节　组织工作 （１１０８）
!!!!!!

第五节　宣传教育 （１１１４）
!!!!!!

第六节　纪律检查 （１１２０）
!!!!!!

第七节　政法工作 （１１２３）
!!!!!!

第八节　统战工作 （１１２４）
!!!!!!

第九节　党史研究 （１１２７）
!!!!!!

第十节　政治运动纪略 （１１２８）
!!!!

第十一节　落实政策 （１１４２）
!!!!!

第十二节　党校教育 （１１４４）
!!!!!

第三章　民主党派平凉地方组织
（１１４６）

!!!!!!!!!!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平凉市
委员会 （１１４６）

!!!!!!!

第二节　中国民主同盟平凉市委员会
（１１４７）

!!!!!!!!!!

第三节　中国民主建国会平凉市委员会
（１１４８）

!!!!!!!!!!

第四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平凉市委员会
（１１４９）

!!!!!!!!!!

第五节　中国农工民主党平凉市委员会
（１１４９）

!!!!!!!!!!

第四章　群众团体 （１１５１）
!!!!!!

第一节　工人组织 （１１５１）
!!!!!!

第二节　农民组织 （１１５４）
!!!!!!

第三节　青少年组织 （１１５５）
!!!!!

第四节　妇女组织 （１１５９）
!!!!!!

第五节　工商组织 （１１６２）
!!!!!!

第六节　老年组织 （１１６３）
!!!!!!

９目　　录



第十六编　政权政协

第一章　人民代表大会 （１１６７）
!!!!

第一节　人民代表 （１１６７）
!!!!!!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１１６９）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１１７１）
!!

第四节　人大工作机构 （１１７３）
!!!!

第五节　主要工作 （１１７５）
!!!!!!

　附：议会、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
代表 （１１７８）

!!!!!!!!!

第二章　地方政府 （１１８１）
!!!!!!

第一节　郡　州　路　道　军　府
（１１８１）

!!!!!!!!!!

第二节　道尹公署　行政长公署
专员公署 （１１９８）

!!!!!!

第三节　专员公署　革命委员会
行政公署　市人民政府

（１２００）
!!!!!!!!!!

第四节　基层政权 （１２１２）
!!!!!!

第三章　人民政协 （１２１７）
!!!!!!

第一节　工作机构 （１２１７）
!!!!!!

第二节　主要活动 （１２１９）
!!!!!!

第四章　审　判 （１２２２）
!!!!!!!

第一节　机构 （１２２２）
!!!!!!!!

第二节　刑事审判 （１２２３）
!!!!!!

　附：典型案例 （１２２５）
!!!!!!!

第三节　民事审判 （１２２５）
!!!!!!

第四节　经济审判 （１２２７）
!!!!!!

第五节　行政审判 （１２２８）
!!!!!!

第六节　案件执行 （１２２８）
!!!!!!

第七节　审判监督 （１２２８）
!!!!!!

第五章　检　察 （１２３１）
!!!!!!!

第一节　机构 （１２３１）
!!!!!!!!

第二节　刑事检察 （１２３２）
!!!!!!

第三节　经济检察 （１２３４）
!!!!!!

第四节　法纪检察 （１２３６）
!!!!!!

第五节　监所检察 （１２３８）
!!!!!!

第六节　控告申诉检察 （１２３９）
!!!!

第七节　民事行政检察 （１２３９）
!!!!

第十七编　政　务

第一章　公　安 （１２４３）
!!!!!!!

第一节　机构 （１２４３）
!!!!!!!!

第二节　政治保卫 （１２４５）
!!!!!!

第三节　经济文化保卫 （１２４９）
!!!!

第四节　刑事侦查 （１２５０）
!!!!!!

第五节　治安管理 （１２５２）
!!!!!!

第六节　审查看守 （１２５９）
!!!!!!

第七节　户政管理 （１２６１）
!!!!!!

第八节　交通管理 （１２６２）
!!!!!!

　附：特大交通肇事纪略 （１２６５）
!!!

第九节　消防 （１２６５）
!!!!!!!!

　附：重大火灾纪实 （１２６６）
!!!!!

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第十节　队伍建设 （１２６７）
!!!!!!

第二章　司　法 （１２６９）
!!!!!!!

第一节　公证 （１２６９）
!!!!!!!!

第二节　律师 （１２７０）
!!!!!!!!

第三节　调解 （１２７２）
!!!!!!!!

第四节　宣传 （１２７３）
!!!!!!!!

第五节　劳教 （１２７４）
!!!!!!!!

第三章　民　政 （１２７７）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２７７）
!!!!!!

第二节　优待抚恤 （１２７７）
!!!!!!

第三节　拥军支前 （１２８６）
!!!!!!

第四节　全国“双拥”模范城———平凉市
（１２８９）

!!!!!!!!!!

第五节　退役军人安置 （１２９１）
!!!!

第六节　赈荒救灾 （１２９５）
!!!!!!

第七节　社会救济 （１３０４）
!!!!!!

第八节　帮扶　助贫 （１３０９）
!!!!!

第九节　社会福利 （１３１０）
!!!!!!

第十节　助残安置 （１３１４）
!!!!!!

第十一节　其他事务 （１３１６）
!!!!!

第四章　劳　动 （１３２３）
!!!!!!!

第一节　劳动就业 （１３２３）
!!!!!!

第二节　劳动管理 （１３２６）
!!!!!!

第三节　薪俸工资 （１３２８）
!!!!!!

第四节　劳动安全 （１３３３）
!!!!!!

第五节　保险福利 （１３３４）
!!!!!!

第五章　人　事 （１３３９）
!!!!!!!

第一节　干部 （１３３９）
!!!!!!!!

第二节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４７）
!!!!

第三节　离、退休 （职）人员 （１３４７）
!

第六章　编　制 （１３４９）
!!!!!!!

第一节　行政编制 （１３４９）
!!!!!!

第二节　事业编制 （１３５３）
!!!!!!

第七章　监　察 （１３５６）
!!!!!!!

第一节　行政监察 （１３５６）
!!!!!!

第二节　举报受理 （１３５８）
!!!!!!

第三节　案件查处 （１３５８）
!!!!!!

第四节　廉政建设 （１３５９）
!!!!!!

第八章　侨　务 （１３６１）
!!!!!!!

第九章　信　访 （１３６３）
!!!!!!!

第一节　信访接待 （１３６３）
!!!!!!

第二节　信访处理 （１３６４）
!!!!!!

第十八编　军　事

第一章　军事机构 （１３６９）
!!!!!!

第一节　总管府　都督府 （１３６９）
!!!

第二节　节度使 （１３６９）
!!!!!!!

第三节　牧监 （１３７０）
!!!!!!!!

第四节　军 （１３７１）
!!!!!!!!!

第五节　尉司　仪卫司 （１３７２）
!!!!

第六节　卫所 （１３７２）
!!!!!!!!

第七节　协营　汛 （１３７８）
!!!!!!

第八节　镇守使署　司令部 （１３８０）
!!

第九节　区　分区 （１３８１）
!!!!!!

第二章　地方武装 （１３８５）
!!!!!!

第一节　蕃兵　乡兵　乡勇 （１３８５）
!!

第二节　自卫团队 （１３８６）
!!!!!!

第三节　游击队 （１３８７）
!!!!!!!

第四节　民兵 （１３８７）
!!!!!!!!

第三章　军事设施 （１３９０）
!!!!!!

第一节　关塞　堡寨 （１３９０）
!!!!!

第二节　城池 （１３９１）
!!!!!!!!

第三节　机场 （１３９３）
!!!!!!!!

第四章　兵　役 （１３９４）
!!!!!!!

１１目　　录



第一节　屯田兵 世袭兵 府兵 募兵
（１３９４）

!!!!!!!!!!

第二节　征兵 义务兵 志愿兵 （１３９５）
!!

第五章　驻　军 （１３９７）
!!!!!!!

第六章　重要战事 （１４０３）
!!!!!!

第一节　兵事 （１４０３）
!!!!!!!!

第二节　事变 （１４１４）
!!!!!!!!

第三节　匪患 （１４１６）
!!!!!!!!

第七章　人民防空 （１４１８）
!!!!!!

第一节　组织 （１４１８）
!!!!!!!!

第二节　措施 （１４１８）
!!!!!!!!

　附一：平凉县政府、防护团联合公告
（１４２０）

!!!!!!!!!!

　附二：日本飞机轰炸平凉、泾川罪行
（１４２０）

!!!!!!!!!!

第八章　拥政爱民 （１４２２）
!!!!!!

第一节　扶贫济困 （１４２２）
!!!!!!

第二节　工程建设 （１４２３）
!!!!!!

第三节　抢险救灾 （１４２３）
!!!!!!

第四节　双拥共建 （１４２４）
!!!!!!

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第一章　教　育 （１４２７）
!!!!!!!

第一节　教育行政 （１４２７）
!!!!!!

第二节　普通教育 （１４２８）
!!!!!!

第三节　职业教育 （１４６５）
!!!!!!

第四节　成人教育 （１４７３）
!!!!!!

第五节　特殊教育 （１４７５）
!!!!!!

第六节　教师 （１４７６）
!!!!!!!!

　附一：教育世家 （１４８０）
!!!!!!

　附二：平凉地区省级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名录表 （１４８５）

!!!

第七节　经费 （１４９０）
!!!!!!!!

第八节　学校建设 （１４９１）
!!!!!!

第九节　全国教育先进县———静宁
（１４９４）

!!!!!!!!!!

第二章　科学技术 （１４９７）
!!!!!!

第一节　机构 （１４９７）
!!!!!!!!

第二节　队伍 （１４９９）
!!!!!!!!

第三节　研究 （１４９９）
!!!!!!!!

第四节　推广 （１５０１）
!!!!!!!!

第五节　情报 （１５０８）
!!!!!!!!

第六节　专利 （１５０９）
!!!!!!!!

第七节　奖励 （１５１０）
!!!!!!!!

第八节　学术交流 （１５１９）
!!!!!!

第九节　科技普及 （１５２０）
!!!!!!

第二十编　文　化

第一章　民间文艺 （１５２７）
!!!!!!

第一节　民间文学 （１５２７）
!!!!!!

　附：平凉民歌选辑 （１５２８）
!!!!!

第二节　民间艺术 （１５３０）
!!!!!!

第三节　民间采风 （１５３５）
!!!!!!

第二章　文学创作 （１５３６）
!!!!!!

２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第一节　诗词 （１５３６）
!!!!!!!!

第二节　小说 （含传记、传奇）

（１５３６）
!!!!!!!!!!

第三节　散文 （１５３７）
!!!!!!!!

第四节　剧本 （１５３８）
!!!!!!!!

第五节　文艺研究 （１５３９）
!!!!!!

第三章　艺术创作 （１５４１）
!!!!!!

第一节　绘画 （１５４１）
!!!!!!!!

第二节　书法 （１５４３）
!!!!!!!!

第三节　摄影 （１５４４）
!!!!!!!!

第四节　音乐歌舞 （１５４５）
!!!!!!

第五节　戏剧 （１５４７）
!!!!!!!!

第四章　文化社团 （１５５５）
!!!!!!

第五章　图　书 （１５５６）
!!!!!!!

第一节　经销 （１５５６）
!!!!!!!!

第二节　收藏 （１５５７）
!!!!!!!!

第六章　群众文化 （１５５９）
!!!!!!

第一节　活动场所 （１５５９）
!!!!!!

第二节　文化活动 （１５６０）
!!!!!!

第七章　文化管理 （１５６５）
!!!!!!

第一节　文化产业 （１５６５）
!!!!!!

第二节　市场管理 （１５６５）
!!!!!!

第八章　著述综录 （１５６７）
!!!!!!

第九章　档　案 （１５７８）
!!!!!!!

第一节　馆内业务 （１５７９）
!!!!!!

第二节　监督指导 （１５８２）
!!!!!!

第三节　档案简介 （１５８３）
!!!!!!

第十章　志谱编修 （１５８６）
!!!!!!

第一节　府志 （１５８７）
!!!!!!!!

第二节　州志 （１５８８）
!!!!!!!!

第三节　县志 （１５８９）
!!!!!!!!

第四节　专志 （１５９４）
!!!!!!!!

第五节　方志序选 （１５９６）
!!!!!!

第六节　方志研究 （１５９９）
!!!!!!

第七节　家谱 （１６１１）
!!!!!!!!

第十一章　新闻出版 （１６１４）
!!!!!

第一节　报纸 （１６１４）
!!!!!!!!

第二节　报道 （１６１８）
!!!!!!!!

第十二章　广播　电影　电视 （１６２３）
!

第一节　广播 （１６２３）
!!!!!!!!

第二节　电影 （１６３３）
!!!!!!!!

第三节　电视 （１６３５）
!!!!!!!!

第四节　音像管理 （１６３９）
!!!!!!

第二十一编　旅　游

第一章　崆峒山风景名胜景区 （１６４５）
!

第一节　自然风光 （１６４５）
!!!!!!

第二节　人文景观 （１６４７）
!!!!!!

第三节　景区景点 （１６４８）
!!!!!!

第二章　县区景观 （１６６０）
!!!!!!

第一节　成纪文化景观 （１６６０）
!!!!

第二节　崆峒文化景观 （１６６１）
!!!!

第三节　西王母文化景观 （１６６４）
!!!

第四节　皇甫谧文化景观 （１６６７）
!!!

第五节　龙泉寺与五龙山景观 （１６６８）
!

第六节　莲花台景观 （１６６９）
!!!!!

第七节　云崖寺与紫荆山景观 （１６７０）
!

　附：平凉旧八景 （１６７２）
!!!!!!

第三章　旅游服务 （１６７３）
!!!!!!

第一节　机构 （１６７３）
!!!!!!!!

第二节　旅行社 （１６７３）
!!!!!!!

３１目　　录



第三节　宾馆饭店 （１６７４）
!!!!!!

第四章　旅游商品 （１６７６）
!!!!!!

第一节　工艺品 （１６７６）
!!!!!!!

第二节　名特土产 （１６７７）
!!!!!!

第三节　风味食品 （１６７９）
!!!!!!

第四节　名优酒水 （１６８０）
!!!!!!

第二十二编　艺　文

歌　谣 （１６８３）
!!!!!!!!!!!

神　话 （１６８５）
!!!!!!!!!!!

传　说 （１６８６）
!!!!!!!!!!!

故　事 （１６９１）
!!!!!!!!!!!

诗　词 （１６９３）
!!!!!!!!!!!

小　说 （１７４２）
!!!!!!!!!!!

散　文 （１７４６）
!!!!!!!!!!!

议论文 （１７７５）
!!!!!!!!!!!

楹　联 （１７７７）
!!!!!!!!!!!

第二十三编　名人墨迹

清代以前名人墨迹 （１７８５）
!!!!!!

中华民国党政军官员暨社会名人墨迹

（１８０３）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官员暨社会名人

　墨迹 （１８３０）
!!!!!!!!!!!

第二十四编　文　物

第一章　遗　址 （１９０１）
!!!!!!!

第一节　村落　居室 （１９０１）
!!!!!

第二节　城堡　烽墩 （１９０６）
!!!!!

第三节　台坛　作坊 （１９０９）
!!!!!

第二章　墓　葬 （１９１０）
!!!!!!!

第一节　墓群 （１９１０）
!!!!!!!!

第二节　名人墓 （１９１２）
!!!!!!!

第三章　石　窟 （１９１３）
!!!!!!!

第一节　石窟长廊 （１９１３）
!!!!!!

第二节　石窟群 （１９１４）
!!!!!!!

第四章　建　筑 （１９１８）
!!!!!!!

第一节　古塔 （１９１８）
!!!!!!!!

第二节　寺庙 （１９１８）
!!!!!!!!

第五章　石　刻 （１９２０）
!!!!!!!

第一节　石碑 （１９２０）
!!!!!!!!

第二节　经幢 （１９２０）
!!!!!!!!

第六章　馆藏文物 （１９２１）
!!!!!!

第一节　铜器 （１９２１）
!!!!!!!!

第二节　陶器 （１９３０）
!!!!!!!!

第三节　瓷器 （１９３３）
!!!!!!!!

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第四节　玉器 （１９３５）
!!!!!!!!

第五节　铁器 （１９３７）
!!!!!!!!

第六节　石造像 （１９３７）
!!!!!!!

第七节　其他 （１９４０）
!!!!!!!!

第二十五编　卫生　体育

第一章　医药卫生 （１９４３）
!!!!!!

第一节　管理 （１９４３）
!!!!!!!!

第二节　医药 （１９４５）
!!!!!!!!

第三节　医疗 （１９４８）
!!!!!!!!

第四节　保健 （１９７２）
!!!!!!!!

第五节　卫生　防疫 （１９７４）
!!!!!

第六节　红十字会 （１９７８）
!!!!!!

　附：医药世家 （１９７９）
!!!!!!!

第二章　体　育 （１９８２）
!!!!!!!

第一节　机构团体 （１９８２）
!!!!!!

第二节　场地设施 （１９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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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平凉，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大城市几何中心，欧亚大陆桥第二通道的重要中转

站。地理坐标为：北纬３４°５４′—３５°４５′，东经１０５°２０′—１０７°５７′。东界咸阳，西连定西、
白银；北靠固原，南面宝鸡、天水。依陇山，傍泾渭，亘秦陇之间，踞丝绸古道。泾水

滋，渭水润，山川雄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一块神奇而又充满生机的

热土。

２００９年，全市辖７个县 （区），总面积１１１６９７０平方公里，总人口２２９７７万人，有
汉、回、蒙、满等３４个民族，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９５６６亿元。

历史源远流长。平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３０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
在这块肥沃的黄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约７８００多年，平凉的先民们已过着农牧兼营狩猎
的生活。这里曾孕育出中华最古老的创世神话，燃烧着原始文明的火花。“三皇”之首的

伏羲和 “炼石补天”的女娲，均诞生于成纪，他们开天辟地，化育万物，造器具、制礼

仪，又类万物之情治理天下；他们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心智的启蒙者，是人类从原

始状态步入文明时代的探路人，他们使这块土地发出熠熠灵光。黄帝崆峒 “问道”，王母

瑶池宴宾，使这块土地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公刘耕耘芮鞠，文王西征密须，为这块土地

注入了活力。秦皇跸至，汉武登临，唐宗遥拜，宋祖敕封，“天骄”成吉思汗，催马扬鞭

于陇坂，他们赋予了这块土地新的诗意。

面对平凉，叩问历史，沧海桑田，岁月代变。商代在此曾建芮、密、阮、共等方国，

西周初因之。秦惠文王时，在境内置乌氏县，秦势力不断扩张，平凉分属陇西、北地两

郡，举世闻名的长城就筑在境西成纪故土。汉代，平凉已置鹑觚、阴密、街泉、成纪、

阿阳、泾阳、临泾、安定、爰得等１０多个县。“丝绸之路”开通后，来往的使节 “相望

于道”，从事贸易的商人贩客， “日款于塞下”，平凉着实令人向往。公元３７６年， “平
凉”之名始见于史册。隋唐以降，建道、州，立府、县，素为朝廷所倚重。追本溯源，

华夏民族的 “根”在成纪，道之源在平凉。

山川得天独厚。平凉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７３—１０１℃，年均降水量
４４９—６１８毫米。“气候适宜，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清新，
环境宜人”。翻开古代史，我们欣喜于平凉的 “气候温润，森林茂密”。在距今４５００—
７８００年间，平凉一带的农牧业已相当发达；约公元前２１—１６世纪的夏代，平凉一带 “沃

野千里，水草丰美”，屡为史家所赞誉。商以来，人们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重点发展畜

牧业，“后世所有家畜，当时种类全备”。灵台西周墓葬的发现，证明当时已开始以马驾

车，牛已作为耕畜役用。春秋战国时，平凉已成重要的马、牛、羊、猪繁育基地。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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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养马业之盛，前所未有，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特别是成纪的 “汗血

马”，引起世人瞩目。南北朝时，境内已有官办养马牧场。唐贞观年间，平凉一带为颇具

规模的官马牧地。当时，南使之马，号称 “龙种”，名闻全国。贞观二十年 （６４６），唐太
宗越陇山，抵南使所属之瓦亭 “观马政”。当时陇右一带除养马７８６万匹外，还畜养大
量的牛、羊、驼等家畜。一时，许多朝廷贵族、官僚纷纷兴办私人牧场。玄宗时明确提

出 “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役邮递征行”，以刺激民间养马业，不久即见 “色别为群，望

之如锦云”的景观。宋代，德顺军、渭州已属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带。只有到了元代 “括

马以便军用”，民间多不养马，畜牧经济日趋衰落。明代畜牧业又开始复兴，平凉一带可

以看到 “马牛夜牧，道不亡失”，猪已居农家副业之首。清代，养羊业比较兴旺。

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畜牧业生产几起几落。１９８３年以来，全区先后建设肉牛基地、
瘦肉型猪基地、小尾寒羊基地。２００９年，大牲畜存栏７３９５万头，其中牛存栏５９９１万
头，牛出栏３３０５万头。“平凉红牛”为全国唯一的活牛类证明商标，活牛及肉制品已销
往国外市场。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畜牧业成为平凉的支柱产业。

从远古的 “作结绳而为网以佃以渔”、“养牧以庖厨”，到后来周人的 “务耕种、行

地宜”，从战国 “乌氏倮畜牧”，到唐代牧场的兴办，从宋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屯田实边，

到 “茶马互市”，从对原始森林的开发，到后来的乱垦滥伐，从农牧兼营到 “以粮为纲”

政策的演变，导致自然面貌的变迁，人们依赖大自然生存，但又不自觉地破坏了自然。

保留到今天的平凉植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呈现明显的带状分布，中部陇山、六盘山

及其山前丘陵地带属湿润森林植被区，东部属半湿润森林草原区，西部为半干旱草原植

被区。所幸区内还有陆栖脊椎动物３７８种，野生植物４９４种，其中中药材１５０多种。独特
的自然条件，正好成为全国苹果的最佳适生区、甘肃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产区，成为

全国 “经济林建设”、“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中国苹果之乡”，“平凉金果”获全

国第一个苹果类证明商标，年产以优质苹果为主的水果 ６８万吨，直接出口东南亚和
欧盟。

造化钟爱平凉，又让其地下蕴含了储量可观的煤、铁、铜、石灰石等１０多种矿藏，
其华亭煤矿处全省最大的煤田中，是全国１３个产煤基地和西北３大产煤基地之一。华亭
的煤炭具有高活性、高发热量和低灰、低硫、低磷的品质，是目前我国最好的气化用煤。

以煤炭为基地，以电力为中心的煤电冶一体化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

文化底蕴深厚。伏羲画卦的创举，黄帝问道的遗迹，王母夜宴的传说，还有那千百

年的血与泪，凝结成平凉独有的文化：古老神奇的成纪文化，兼容并蓄的崆峒文化，瑰

丽多彩的西王母文化，博大精深的皇甫谧文化。现在，我们不能确切地想像周文王当年

为祭天昭德，与民同乐筑灵台的情景，也难以推断 “秦皇汉武”西至崆峒，地方官员迎

来送往的气氛。但通过１２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３万多件文物，我们看到数千年文化积淀，
看到平凉文化既秉承了华夏文化的传统，又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平凉的文物涵盖了

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地域特色鲜明，文化品位极高。玉琮、西周铜鼎、汉代圆盘连三

釜、北魏千佛碑、唐代舍利石函等均为国内稀有。２０世纪以来，灵台县被誉为 “甘肃省

文物第一县”、“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静宁、庄浪成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崇信、静宁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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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教育先进县行列。平凉文化含量的广博，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在崆峒山巅，梦幻般浮现着的古刹道观，向人们呈现着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

为，佛的悲天悯人。崆峒山是 “道源所在”，中国的道教正是在平凉这块土地孕育才成了

“气候”。当年广成子告诉黄帝 “至道之精”、“至道之极”后，西王母驾彩云到泾川回中

山，会周穆王于瑶池之畔。又有传说汉武帝刘彻于征和二年 （前９１）七月七夕迎西王母
于回中山甘泉，并接受王母所赐之仙桃。正是这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才促使北魏宣武

帝永平年间在回中山开凿石窟，修建王母宫。从此，王母宫也成为道家圣地。两晋十六

国时，皇甫谧成为道教的传播者。唐代，道教兴盛之地莫过于今平凉、泾川一带。直至

明代，全省最著名的宫观是崆峒山演玄观、泾川的王母宫、静宁的白云洞、紫极观、秋

月观，庄浪的玄帝庙。

在泾河岸边，公元５１０年，泾州刺史开凿南石窟寺，公元６０１年隋文帝颁诏在泾州大
兴国寺建舍利塔，６９０年武则天敕令泾州大兴国寺改名大云寺，６９４年又打开地宫石函，
将精制的鎏金铜匣、金银棺椁重置于地宫，直至１３００余年后，当新华社发布泾川 “禅

窟、生活窟的规模居全国之首”时，我们才看到佛教文化的光彩。

在古灵台与伏羲大殿前，你会为东西这两座小城的厚重感而自豪，你会深深感受到

历史文化铸造的人文精神，产生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凝重。静宁的陇干书院是甘肃最

早的书院之一，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想当年，人们为了受教育，为了学术交流，为了文

化思想的传播到静宁，车马之喧，人才之盛，令世人惊叹。

崇信李元谅寝宫，让我们窥得了元代未加工的圆木建筑风格。平凉宝塔，让我们看

到明代 “精细富缛”、“严谨稳重”的宫式建筑形象，甘肃佛塔上施琉璃瓦件者，独有此

塔。历史不存偏私却情有独钟。考古学家在泾川大岭上发现了旧石器早期先民生活的遗

址和打制石器，偏又在泾川牛角沟发现了旧石器晚期 “平凉人”头盖骨化石，这让世人

惊喜，令平凉人陶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为成纪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甘肃看

文化，除去莫高窟外，首先应该到平凉。

这里的文化熏陶出独立的人格魅力：崇尚天然、勇武坚韧、尊礼厚德、重义轻利、

笃诚淳雅。一位在静宁工作的外地人写道：这里的 “男人们深藏不露的大智若愚”，女人

们 “瓷实丰腴的饱满活力”，让人震撼，当他出入幽香典雅的书画店时，他发现了悠然自

得不愠不火的清明世态。其实，我们也应当看得到崆峒人的 “平和宽容”，灵台人的 “朴

实真诚”，泾川人的 “精明睿智”，崇信人的 “厚道诚信”，庄浪人的 “勤劳务实”，华亭

人的 “质朴谦恭”。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渗透以及和西域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产生

了独具魅力的平凉新文化。它们领异标新、相映生辉，启迪着民族心智，推动着历史进

程。平凉文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也为我们未来创新奠定了基础。

交通运输便利。平凉因地处祖国腹心地带，素为交通发达，又因战略地位突出，自

古兵家相争。远古伏羲氏从成纪出发，“徙治成仓”、“再徙陈”，其东迁时的足迹和黄帝、

秦始皇、汉武帝 “西至崆峒”所行的道路，靠历史片断的缝合，可以勾出大致的线索。

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灵台发掘的西周墓附近的车马坑 （四马一车），考古学家认为，平凉

一带的交通已十分便利，“富人贵族已经用上了车”。公元前所辟的 “丝绸之路”，史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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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称作 “国际大通道”，胡、汉以及东、西物质文化得以交流，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

程，促进了平凉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于别处的文化艺术。

对平凉交通的描述，最精炼概括的莫过于 “北连朔方，南襟陇蜀，东抵豳、岐，西

距安会……渡泾、而带河、渭，据雍、凉之交”及 “四通交驰”诸语。因 “回中、崆

峒至弹筝峡，为秦陇门户”，又有 “陇口”一说。开发建设离不开路，讨伐征战更需要

路。在浩瀚的史料中我们发现，唐武德、贞观年间，为抵御突厥和吐谷浑侵扰进而统一

西域，“西北地区驻军居于全国之首”，平凉更是重中之重。我们曾痛惜巨额的军需供应，

看到战争带来的创伤，却没有看到正是因为军事的需要而开辟的道路为后世带来的方便。

宋神宗熙宁年间蔡挺知渭州，史载其开地屯田，却未记其道路的拓展。《金史》中记张中

彦开发关中陇东的原始森林，“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

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金 “始置提控急递铺官”，元置驿站，以供邮递。清代左宗棠

对驿道、官道和民间大车道进行整修，以保障西征军需的供给。驿道要求加宽至３丈左
右，一些险要地进行改修、重修，仅泾川至平番 （永登）就架起８０余座桥梁，大大便利
了平凉与外界的交往。当时，一位官员路过平凉时写道：“出进货物，咸汇于此。故商贾

云集，街道繁盛，不减西安。且以地界陕甘，形势险要，于军事、政治所关均甚重。”民

国时西兰公路的修筑，打通了平凉大动脉。今天，“３１２国道”横穿东西，宝中铁路纵贯
南北，随着银武、平定、西长凤３条高速公路和西平、天平铁路的陆续建成，平凉真正
成为交通的枢纽。特殊的交通优势，使平凉在传递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今天西部大开发中仍具有 “承东接西”的作用。

旅游前景广阔。平凉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及便利的交通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为平凉的旅游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陇东灵秀，在崆峒一山，其山峦突兀，奇峰叠嶂，林壑优美，景色秀丽，有北国山

势之雄，又兼南国山色之秀。集自然美、历史美、人文美、传说美于一体。其独特的丹

霞地貌，为西北独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使其与自然高度和谐，故被确定为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国家首批 ＡＡＡＡＡ级风景旅游区，古人称其为 “西镇奇观”、 “西来第一

山”。在崆峒山，三教合一，共尊共荣，在此 “悟道”、 “敬佛”、 “习儒”，都会让你净

化，让你超脱，让你对生命注入 “中和”，你会感悟到一种 “情”。崆峒仙境，神秘空灵；

崆峒武术，玄妙莫测。望着崆峒，你会激起千古遐思，登上崆峒，你会消去诸多俗气。

崆峒山确已成为西北旅游线上的亮点。

柳湖辟成已有９００余年的历史，因其居城区中心，既可观光旅游，又可供休闲娱乐。
清代诗人赵汝翼有 “柳湖饶有西湖趣，惹得骚人兴自长”的咏叹。另一位曾主讲柳湖书

院的王作枢描写道：“细雨萧萧晓气清，湿云拖地树纵横。湖光如镜堤如画，万绿丛中布

谷鸣。”坐在柳湖边消夏，坐在柳湖边憧憬，怎么说也是一种享受。

按照国家旅游资源的划分标准，平凉拥有３大类９２处景观，其中自然景观４９处，人
文景观３８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景观５处。崆峒之外，ＡＡＡＡ级景区有王母宫、龙
泉寺、云崖寺、田家沟、荆山森林公园。太统山庄、柳湖公园、米家沟生态园、成纪文

化城、南山公园均为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泾川县南石窟寺、崇信县李元谅寝宫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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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文物保护单位，庄浪县云崖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华亭县莲花台、崇信县五龙山、崆

峒区太统山等为省级森林公园。平凉推出的精品旅游线路中，还有古灵台、宝塔博物园、

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一些人文景观。这些景点通汇相接，形成了以 “丝绸之路”为

轴线，以七大旅游区为支撑的平凉道源文化寻根之旅、人文生态观光之旅、绿色清凉休

闲之旅、佛教艺术溯源之旅、黄土风情体验之旅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红色之旅。

人物千古风流。平凉物华天宝，星汉灿烂，文韬武略，代有人出。汉代李广，抗击

匈奴７０余战，以其骁勇善战，人称 “飞将军”。此后，李氏，多以其祖籍成纪为荣。东

汉隗嚣、梁氏及皇甫家族的兴起，让世人将目光投向平凉。魏晋南北朝时的皇甫谧，不

仅因其针灸学辉煌夺目，他在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仍有独到的贡献，他与孔子并列

为世界文化名人，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张轨 “弘尽忠规，务安百姓”，有 “天下名士”

之美誉。李詗 “息兵按甲，务农养士”，为开发河西做出了贡献。还有李贤、李远、梁御

等，皆是平凉人的骄傲。隋唐五代，李氏一门，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建功立业，开国

兴邦，辟不朽之勋业；梁、牛、皇甫三族，俊彦层出，大写历史，传千古之佳话。宋代

金戈铁马，英雄辈出，郭成、郭浩、曲珍防夏有功，吴、吴瞞、刘
!

抗金与岳飞齐名。

明清以降，文人蔚起，“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 “一时文学气节政事之声振动天

下”。备受康熙皇帝嘉赏的一品名臣慕天颜，陇上著名诗人王源瀚，著名画家赵西岩都为

平凉这块土地增添了光彩。

２０世纪以来，平凉又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默默奉献，他们的
名字将彪炳于史册，名扬千秋。

民族和睦团结。平凉古为戎狄所居，从有史可证的周人早期开发算起，数千年血与

火浇铸成现在这种民族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起初，周部族曾一度 “奔戎狄之间”，从渭河

平原迁入陇东高原。后来，周文王灭掉芮、密、阮、共等小国，为周王室效力的嬴姓部

族至周武王之七代孙孝王时仍为 “附庸”地位。周、商矛盾中，嬴姓站在商王朝一边，

后转为拥戴周室，借周治戎。秦势力扩大后，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后

“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再后逐灭六国。秦朝号称尚武，却也无法阻止强大的匈奴，只有

筑长城进行隔绝。两汉时平凉以北、以西仍为匈奴所据，汉一直企图以武力制服，战争

连绵不断。魏晋南北朝时，汉与鲜卑、匈奴、氐、羌、羯等少数民族杂处，相互影响，

平凉首次出现了民族大融合。晋王朝歧视少数民族，激起民族再度冲突，把已内居的少

数民族迁到边疆，公元２９６年，匈奴族联合马兰羌、卢水胡攻杀北地太守，氐、羌等族
纷纷响应，拥氐人齐万年为皇帝，围攻泾阳。此后有李特领导的羌、氐、汉等族参加的

流民大起义，汉、匈奴、氐、羌、鲜卑等民族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

隋代，民族血缘的渗透、对立和撞击形成了相互认识、理解与沟通，经济往来代替

了刀光剑影的民族仇杀，驼铃代替了锋镝。唐代，泾、渭一带时受突厥、吐蕃侵扰，历

史记载了公元７８７年的 “平凉会盟”。宋代民族矛盾表现为汉与夏、金的对立。蒙元时

期，我们看到的是回民迁入与当地各族的逐渐融合。明代茶马互市，加深了各民族间的

交往和了解，发展了民族团结。清代西北回汉引起摩擦争斗，但平凉的回汉之间却能很

快消除前嫌，达到精诚团结。在几次仇杀中，回汉互保互助，见义勇为，创造了不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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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民国以来，平凉主要以汉、回民族为主。有位旅居新加坡的华侨林鹏侠曾在平凉住

宿一夜，看到平凉民族间的亲和，特别盛赞平凉回民 “颇知礼节，且富于公德心”。新中

国成立后，各民族生死与共，彼此潜移默化，相互吸纳，已成为一个很融洽的整体。回

顾历史，无论是改朝换代，抑或是民族纠葛，或和平，或战乱，平凉的民族间和睦相处

是大趋势。

发展势头良好。平凉人民勤劳朴实，平凉丰富的煤炭以及悠久的文化历史，优越的

区位优势为平凉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千百年的探索中，平凉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

的出路，只有改造自然方可救贫，唯有普及教育才能医愚。２０世纪末明白了 “聚精会神

搞建设”才能发展。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５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庄浪人的骄傲》，

“骄傲”什么？骄傲３０年修出一个梯田县，修出了一种精神，修出了一种希望，真正解
决了吃饭问题，也解决了发展问题。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３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 《泾

川人的自豪》，“自豪”什么？自豪泾川人民不懈地改土造林，使泾川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达到８２４％，为国内领先水平，自豪泾川巧绘出一个秀美山川。
千百年来，人类依赖大自然的赐予而生存、繁衍、发展。但是，人类又无休止、无

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开发，导致森林消耗，水土流失，生态失衡，

人民生活趋于贫困。明代 “全陕寒薄之处，平凉为最。而平凉县之属，庄浪尤甚……田

不川，山不林木，雨少则旱，雨多则寒。一遇旱霜，秋禾尽萎，果菜桑麻，皆非所产”。

多少年来，严酷的现实无情地撕碎了平凉人多少梦？

１００多年前，泾州百姓因生活困窘，加之天不作雨而 “拔除电杆”，曾酿成光绪年间

一宗轰动朝野的大案。记载泾州和平凉一带灾情的文字，比比皆是，我们不必摘录 “哀

鸿遍野，积尸梗道”、“十室九空、妻离子散”等宽泛之辞。看 “人相食，甚至有掘尸、

碾骨、易子而食者”，“饥民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

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母亲已死，而婴儿尚爬在尸体胸前吃奶者”，读着这些文字，人

们的视线模糊了。到１９２８年，我们从一项调查表 “生活存亡”栏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平

凉县 “地处通衢，货物充禼，人民习于浮靡，未免生计日艰”。华亭县 “山高地冷，早霜

薄收，人民生计多不充裕”。庄浪县 “地方狭小，率倚旱田，度日状况不嘉”。静宁县

“地多平原，民力尤勤，是以生活尚不拮据。灵台县 “土瘠民贫，家无余积”。泾川县

“地当桑麻之利，布帛盐酪亦资于他郡，所幸人知力农，生计尚不艰难”。崇信县 “地处

偏隅，民鲜殷实，衣食亟需尽力维持”。按人口与耕地分析，当时华亭为最多，每个农户

平均占有耕地４５亩，次为泾川３３４５亩、崇信３０７５亩、平凉２８５亩、灵台２８３５亩，
静宁１６６５亩，庄浪１４５５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是当家作了主，但贫穷仍困扰着平凉。１９６０年自然灾害，平凉
专区 （含庆阳）死亡人数为５０２５３人，仅静宁县死亡人数达２４７８３人。此后的 “战天斗

地”，仍没有摆脱缺衣少吃的境遇。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斗转星移，这块土地重又焕发
出新的活力。

平凉人看到 “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明确了 “煤电、草畜、

果菜、旅游”四大支柱产业，并因地制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平凉成为外商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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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城市”。２００２年，国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７２７８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１０４１％。种植业结构得到调整，油料增长１９４２％，蔬菜增
长１９６４％，瓜类增长 ３５６９％，水果增长 １４２２％；肉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１１９２％，
羊、牛奶增长４３１８％，猪存栏增长１４０８％，牛存栏增长１７４６％；原煤产量比上年增
长３９４４％，发电量增长８７０２％，固定资产投资２４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１９％，接待
国内外游客８３６５万人，比上年增长３９８８％，其中境外游客增长３７７４％，旅游业总收
入增长３０４１％；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１８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４６８亿元，增长
１３５６％，大、中专录取人数分别为５７６６人和４０６２人，分别增长２７８８％和１４７５％，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４６７元，增长 １４８０％，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９９５元，增长
３９０％。国内生产总值进至全省第７位。已有梯田建设、水土保持、森林绿化、生态建
设、经济林建设、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民政等２０多项工作，获得全国先进的称
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平凉的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水平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

模还不大，农民收入增长较缓慢；工业基础还不稳固，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能力不强；

财政仍然困难，收支矛盾突出，自有财力不足，融资渠道较狭窄，建设资金极为短缺；

就业和再就业任务还很艰巨。制约平凉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至少存在以下四点：

一是发展还不够平衡。平凉东西长２２９８公里，跨度大，加之六盘山横亘其中，气
候、植被、物产、矿藏、土地等自然资源差别明显，造成东西发展因素的差异。地下的

煤、铁且不说，地上的即便走马观花也能看出东部的优势。２０世纪闻名遐迩的 “陇东粮

仓”，近年提出的 “基地”建设大都在东５县区。华亭能建成全省最大的民营陶瓷电瓷企
业，西２县只能建砖厂；“中华甲鱼”在灵台可养殖，静宁鸡也只能在静宁繁育；“华夏
第一槐”、娑罗树似乎只爱崇信，庄浪适宜种杨柳。地下资源华亭得天之厚，地上植被泾

川最佳，风景名胜崆峒独秀，文化教育独静宁数领风骚。２００２年经济实力在全省的名次
为：崆峒ｌ６，华亭２９，泾川４３，灵台４５，崇信４７，静宁４８，庄浪４９。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排序：崆峒、华亭、庄浪、崇信、静宁、泾川、灵台。农民人均纯收入依次为：

崆峒、华亭、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庄浪。

生态恶化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水的减少未使更多人警觉。境内虽有泾河、葫芦河，

但水资源一直匮乏。秦汉时期，泾河下游修有郑国渠和白渠，上游却不得其利，反受其

害。因为 “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水势愈大”。１８７０年，左宗棠就想在泾河上游
“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

欲使这一带原地皆成沃壤，“而泾之正流，受水既少，自可因而用之”。１８７７年，泾川一
带大旱，不能播种，民生大困。左宗棠以为 “泾水开上源沟洫作安闸，无郑白之名，而

收益去害，其利可久”。他从德国引来开渠机械并技师，修治泾河。不料１８８１年，泾河
暴涨，工程尽毁，开渠机器也弃遗报废。此虽西北地区最早用机械治河开渠，但水仍未

见其 “利”。民国时提出 “西北十年万井”计划，但 “宏伟计划”最终因国内战争被搁

浅。新中国成立后，把水利当作 “命脉”，但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县区的思路不一，

差别明显，水短缺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好。还有太阳能、风能未及充分利用。科学发展

观要求人和自然的协调，做好 “水”文章，应当是平凉发展的第一 “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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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发不够。每个时代有其 “主旋律”，每一位执政者总有自己的为政理念。平凉

开发，历史曾有过辉煌。秦汉时期曾有过 “牛马布野……黎庶无干戈之役”的景象。隋

唐时经济、文化一度出现繁荣，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写道：“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

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宋元明清以来相对缓慢，清代以来的

开发，但多停留在农牧业的发展、兴修水利、移民垦荒的主张上。到近代，平凉的历史，

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除陆地丝路开始衰落，忙于弥补战争创伤等原因外，主

要与地方执政者开发的指导思想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大解放，曾一度有了发展，

但因种种原因，大背景下的时而 “以粮为纲”，时而 “五业并举”，始终没抓住发展的重

点。１９５８年 “浮夸风”起，平凉更胜于别地。民苦不言其故，官忙不知其因。

明 《平凉府志》载：金至明嘉靖四十三年任知府、同知、推官、通判有名有姓者１２０
余人，大多平庸无能，一些甚至 “不管民疾苦，只顾自收银”。立法不公，土地不均，风

俗败坏，侵陵之盛，官员们忙于送往迎来，民力且尽。乾隆元年，皇帝怒责甘肃巡抚不

能竭力赈济， “轻视民命”，革职解京治罪。此后，数十年，或赈或免，或借或贷，多

“受国家休养之泽”。没想到至乾隆三十九年，甘肃官员侵吞赈灾荒银大案，让平凉官场

“元气”大伤。泾州知州及平凉、灵台知县、庄浪县丞被处死，华亭知县、盐茶厅同知及

庄浪另一县丞发遣黑龙江，平凉知府被革职查抄，对已故的泾州知州、崇信知县仍查抄

其家。乾隆五十四年平凉 “所有民久钱粮草束及历年所借籽种口粮”悉免，为此，才有

《平凉府纪恩碑》的出现。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泾州酿 “拔电杆”事件，泾州知州贾勋

法外开恩救了民众，但大多数人只知王万清大义而死，为其立祠，贾却被降职留用差点

被遗忘。多少年来，那些清廉的 “父母官”对这块贫瘠土地上啼饥号寒的生灵，能做到

的仅仅是上奏折，乞求 “皇恩浩荡”，免皇粮，赈饥民。最大的善政不过是 “兴学校”、

“清滞讼”、“平冤狱”、“补修城垣”、“立百货行”等事。多少年来发展方向不明，措施

不当，或因力不从心，或因天灾人祸，林茂粮丰、六畜兴旺，人民安居的梦想总难实现。

平凉 “居岭而城”， “濒泾水之右”，民国时西兰公路的开通， “失其客货吞吐之地

位”。３０年代中期，“惟烟土商号昔有数十家，今已增长至二百数十家，独呈畸形之发展
……烟民约占百分之三十强”。倒是中山桥一带 “市人拥挤，往来如鲫”，但人在叫卖

“谁要夹裤”？“谁要将军不下马的钥匙”而已。

畜牧业是甘肃农业生产中的支柱之一，甘肃的畜禽品种资源中，八眉猪的主产区就

在灵台、华亭、泾川、平凉一带，静宁鸡分布于静宁、庄浪等县。平凉是甘肃省农区畜

牧业第一大市，但以往重视不够，往往急功近利，顾前不顾后。平凉的自然资源，平凉

的文化蕴藏，有待大力开发。如果我们确定了的支柱产业不动摇，并随时调整思维，遵

循市场经济规律，因地制宜抓好带动、提升，象办教育、修梯田、种果树那样搞 “接力

赛”，平凉的发展一定会更快。

三是紧迫感不强。科技发展和经济的飞跃，引发了人类文明的变迁；信息革命促使

人类文明由传统文明飞跃到了现代文明。在改变贫困面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面貌的确

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由于长期的农耕文化影响形成的 “以农为本”以及分散、封闭、因

循守旧思想根深蒂固，人的思维在很长一个时期总处在自然半自然状态，与世无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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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由命，小富即安，贪图安逸，追求享乐，见事迟、行动慢，生活节奏不快，发展速度

缓慢。“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盐”。不思变革，漠视发展。环保意识差，

公德意识淡。在平凉，因思想不解放，曾发生过所谓珍惜土地拒绝建一些好项目的事。

我们有资源优势，但把它转变为经济优势仍觉失缺，怕 “肥水外流”，“捧着金碗碗，喝

着面糊糊”。我们沾沾自喜于历史文化的悠久，又缺乏新文化的创造。说到旅游，我们高

兴于大自然的恩赐，让平凉有个 “崆峒山”，但常常在 “第一”的定位上做文章，在内涵

的挖掘、探索和个性化、差异性上找突破口还不够。没有认识到崆峒属于平凉，更属于

世界，没有在纵与横的联合上下功夫。有人曾说，伟大伏羲的光辉，使 “崆峒山日渐滋

润和丰腴起来”，“黄帝所问之道，实际上就是上古圣人伏羲所创立的精神和物质的先进

文化”。这是一种新的思考，我们需要有这种联系。一位美术专家发现崆峒山峻拔、厚

实，壁崖与群峰形成的弧线与直线对比，黄土高原与山峰草木绿色间的苍与润的对比，

构成了山的丰富性与奇特性。我们要抓住中国道家思想风格，以自然质朴和大度为依归，

远离繁冗低俗，抵制 “时尚”诱惑，节制人工建筑的添加，营造成清静、自然而奇幻的

天地，应让人感受到神秘和神圣，为此，应做的工作很多。说到工农业生产，我们一些

人总爱沿用是传统农业的方式指导开发与建设，习惯于 “传达”、缺乏独创；图敲 “平安

无事”钟，不绘 “造福一方图”。谈变化喜欢纵向比，认为好于往年，而不善于横向比，

找出我们同别地的差距，总以为我们的发展很不错了，没有紧迫感。

四是品牌意识不浓。有人说知名度是一块 “金招牌”，品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 “金护

照”。但是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旅游开发，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不注重从特色上做文章，

在品牌上下功夫。平凉的自然，平凉的人文，平凉的物产，都有其鲜明的个性，一些应

报全国 “保护”的不能及时上报，还有一些该批 “世界遗产”的没批，一些产品注册不

突出平凉，有些产品刚有了点名气就急功近利，不会保护品牌。许多广告牌空洞而无吸

引力，组织策划不够。煤炭的优势很明显，以煤为 “媒”，寻找伙伴以最小的消耗获最大

的效益有待继续做文章。平凉 “金果”虽已走向全国，但保护好这个品牌仍须下大力气。

界石铺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基地，还有开发的空间。宣传品牌，树立品牌的工作仍显得

迫切。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集中建设 “四大基

地”、“三大枢纽”、“两个示范区”，即建设陇东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全国农区绿色畜

牧基地、全国优质果品生产及出口创汇基地和西部人文生态旅游基地；西电东送枢纽、

陕甘宁交汇区交通枢纽和西兰银几何中心物流枢纽；西部循环经济示范区和西部干旱山

塬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努力把平凉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西部欠发达地

区科学发展示范市。

昨天的平凉曾几度富庶繁华，今天的平凉正面临新的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积极进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平凉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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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述

平凉市城区

崆峒区 （原县级平凉市）

位于甘肃省东部，东经１０６°２５′—１０７°２１′，北纬３５°１２′—３５°４５′。东邻泾川、镇原，
南依华亭、崇信，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固原接壤，北与彭阳 （属宁夏）、镇原相毗

连。为丝绸古道西进北上甘凉的第一座关隘重镇，亦为陕甘宁三省 （区）交通要塞和陇

东传统商品集散地，素有 “旱码头”之称，也是平凉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全

境东西长７５公里，南北宽４３公里，总面积１９３６１８平方公里。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西北高峻多山，东南丘陵起伏，中部河谷密布。泾河川开阔平展，与什字塬、草峰

塬、索罗塬和大寨塬构成粮食生产基地。海拔１１００—２２３４米。属温带半湿润性气候，南
湿北干，东暖西凉。年均气温８６℃，无霜期１６５天，日照２３８０小时，降水量５４６８毫
米，风速２１６米／秒。

商为昆戎地 （称猃狁）。战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 （前３１９），置乌氏县，秦昭王时属
北地郡。西汉武帝时，属泾阳县与乌氏县，境之西北区域属朝那县。东汉初，沿旧制。

其后不同时期，乌氏县、朝那县移址今泾川县东，泾阳县废。西晋时，西置都卢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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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光二年 （４２９），东置平原郡与阴?县。北魏时，属泾州平凉郡。北周武帝建德元年
（５７２），置平凉县，属长城郡。隋代，阴?县属泾州，平凉县属原州。唐玄宗开元五年
（７１７），将置于阳晋川的平凉县城移于泾河南古塞城。天宝元年 （７４２），改阴?县为潘原
县。代宗李广德元年 （７６３），因辖境波入吐蕃，潘原县并入良原县，至德宗贞元四年
（７８８），恢复平凉县建制。十一年 （７９５），源原从良原析出，复治于原址。德宗贞元十九
年 （８０３），行原州迁址今崆峒区境。宪宗元和三年 （８０８），行原州移出，翌年置行渭州
于平凉，省平凉县。中和四年 （８８４），行渭州改称渭州，成为正式建制。后唐末帝清泰
二年 （９３５），复置平凉县，属泾州。后晋高祖天福五年 （９４０），改属渭州。后周世宗显
德五年 （９５８），潘原县属渭州。宋徽宗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于渭州置平凉军。金世宗大定
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升渭州为平凉府，平凉、潘原县属之。世祖至元七年 （１２７０），并潘
原县入平凉县。清至民国初，先后属平庆兵备道、平庆道、平庆泾固化盐法兵备道、陇

东道和泾原道。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改属泾原行政区，２５年 （１９３６），又改属甘肃省第
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０日，平凉县解放。１９５０年２月，划出３个城中区
建立平凉市。１９５８年９月，平凉县并入平凉市办公，１２月与华亭县一起并入平凉市。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恢复华亭县。１９６４年６月，撤销平凉市，恢复平凉县。１９８３年７月，撤
销平凉县，恢复平凉市。１９８５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２００２年６月２日，经
国务院批复，撤销平凉市，改设崆峒区。

２００２年，有４８５８万人，其中回、满、藏、朝鲜、布依等１４个少数民族为１２４５万
人，占总人口的 ２５６３％，非农业人口 １４６５万人，占总人口的 ３０１６％，人口密度
２５１人／平方公里。辖４镇、１７乡、３个街道办事处、２６６个村 （居）委会、１３８６个村民
小组。

在历史长河中，不乏忠贞烈士、奇才硕学。先秦时以畜牧受封褒奖的乌氏倮，威武

不屈、富贵不淫的东汉皇甫规夫妻，以八分书著称的三国大书法家梁鹄，明代嘉靖八才

子之一的赵时春等等，无不是平凉的骄傲。

境内先后发掘出仰韶、齐家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址１５０多处，珍藏文物１３００多件，著
名的有平凉 “古菱齿象牙化石”、“晚期智人头盖骨化石”，仰韶文化遗址苏家台、白水寺

山，齐家安国文化遗址东沟，汉至元代别家沟古墓葬等 （参 《文物》）。位于城西１２公里
处的崆峒山，风光秀丽，景观奇特。太统山、虎山省级森林公园南北夹城而峙，龙隐寺、

大明塔东西遥望。陇上名园柳湖，古柳参天，湖光潋滟，湖柳一色，处处如画。观音殿、

清福山、十万沟以及水上游乐园，都是人们休憩旅游的胜地。

风味小吃有清香不腻、鲜美不膻的羊肉泡馍，薄软柔韧、酸辣凉爽的酿皮子，不膻

不腻、香脆宜人的羊肉涮锅，脆香可口、便于携带的炉齿馍，汤鲜肉脆、美味可口的生

氽面等。

２００２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２８２亿元，人均５８２３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２０４
亿元。财政收入１３１亿元。银行各种存款余额３７０７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５３５２
元。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１８８４平方米和２２３２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７５８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５８０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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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５４１亿元。主产小麦、玉米、高粱、洋芋、谷子、糜子、荞麦、燕麦和
油料、蔬菜等。粮食播种面积９２５９万亩，总产１６５９万吨，亩产１７９２公斤，人均生产
粮食４８８９公斤。有牛、果、菜和乡镇企业四大支柱产业。黄牛饲养量１７４６万头，牧业
产值５６４４万元，人均牧业收入３５４元。果园经济林面积１９４６万亩。建成国际上最先进
的３０００吨气调果蔬保鲜库。经济林果有桃、杏、梨、李、苹果、核桃、葡萄、花椒等数
十种。被国家列入 “名优新特经济林示范县市”，红富士苹果被评为全国优质果品，授予

“中华名果”称号，畅销国内外市场。蔬菜种植面积１４２万亩。有乡镇企业７５９４户，企
业人数５０１６２人，完成总产值２６２３亿元，增加值７５６亿元。林木以柳、杨、桦、槐、
枫、榆、桑为主。稀有珍贵树种有孔雀柏、娑椤树。森林覆盖率１２２％。农副土特产品
主要有百合、山药、杏干、黄花菜、蕨菜等。畜产品质优量大，尤以牛肉、羊肉、皮毛

出名。俗语云 “平凉有三宝，百合山药羊皮袄”。

已探明的地下矿藏有煤、铁、铜、磷、石灰岩、水泥石灰岩、白云岩等１６种１２大矿
点，其中水泥石灰岩和化工石灰岩品位较高，储量达５亿多立方米。工业产品有原煤、
砖瓦、水泥及铁皮制品、毛针织用纱、皮革制品、油毡、钢木家具、塑胶制品等。工业

总产值１４２８亿元。名优特产有崆峒特曲酒、柳湖春特曲酒、崆峒书画笔、纸织画、聚
氨酯缓冲器、ＵＰＶＣ管材、镘头粉、板式家具、雕漆品、木制地板、水泥、卫生纸、米香
醋、牛骨髓油茶等。

全区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３４１７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２２７％，有各类卫生机构３３
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４４１人，医疗病床１４６２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９７人、病床
３０１张。地方公路里程２７５３７公里，公路密度５７公里／万人。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１月和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三次被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命
名为全国 “双拥模范城”和 “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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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城

泾川县

位于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东经１０７°１５′—１０７°４５′，北纬３５°１１′—３５°３１′。东接宁县
和陕西长武，南连灵台，西邻崆峒区、崇信，北靠镇原、西峰。东西长５７公里，南北宽
３６公里，总面积１４０９３平方公里。县境三塬横亘，四水逶迤，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
层深厚，气候温和。海拔９３２—１４２５米。属半湿润区大陆性气候。平均气温１００℃，无
霜期１７４天，日照２２７４小时，降水量５５５毫米，风速１８米／秒。

商周时为阮国和共国之地。春秋时属义渠。战国秦昭王时属北地郡。西汉武帝元鼎

三年 （前１１４），于今水泉寺故城置临泾县，属安定郡。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 （３０），废
安定县 （置县时间不详）。其后，不同时期，乌氏县由今平凉境迁址今泾川东，高平县迁

址今泾川南。历三国、魏、晋，临泾皆为安定郡的治所。十六国前秦甘露二年 （３６０），
分司隶置雍州于安定，不久即废。后秦又于安定置北雍州。北魏太武帝神 三年 （４３０），
于临泾置泾州。西魏文帝大统元年 （５３５），置安武县及安武郡，废临泾县，安定县自高
平城移址泾州城内。十四年 （５４８），以泾州之新平郡置南幽州。北周时泾州领安定、平
凉、安武三郡。隋初废安武郡和安武县。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改泾州为安定郡。唐高
祖武德元年 （６１８），安定郡复为泾州。玄宗天宝元年 （７４２），又复为安定郡。肃宗至德
元年 （７５６），县改保定。乾元元年 （７５８），改安定郡为保定郡，后复为泾州。北宋初属
秦凤路。太宗太平兴国时改彰义为彰化军节度使，仍驻泾州。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设
长武县，翌年降为砦，徽宗大观二年 （１１０８），复升为县。仁宗庆历时置泾原路。金世宗
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改保定县为泾川县。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改泾州为直隶州，
领泾川、灵台县。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省泾川县建置，由州直理县事。领灵台、镇原、
崇信县。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改泾州为泾县，３年 （１９１４），复为泾川县，属泾原道，后
属甘肃省第二区、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７日，泾川县解放，属平凉分
区。１９５８年，灵台、崇信县并入泾川县。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泾川与灵台、崇信分县，
恢复原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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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总人口 ３４０１万人，回、满、土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１１％，农村人口
３０９３万人，人口密度２４１人／平方公里。辖 ６镇、１２乡、２１５个村委会、１４６６个村民
小组。

泾川出现了不少风流人物。北魏有博学多才、佐命有功的邓彦海；东魏有骁勇善战、

位至三公的彭乐；隋有公正廉明、教化有方的梁彦光；唐有儒林推崇的文学家梁肃及著

《三水小牍》传奇小说的皇甫枚；明有勤政爱民、坚贞不屈的闾钲等人。

２００２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９８亿元，人均２８９１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２６
亿元。财政收入５５３２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２０５５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５５１４３
元，人均住房面积３５７５平方米。

泾川为雨养农业县，主产小麦、玉米、高粱、糜子、豆类，以及油料、蔬菜、瓜果

等，号称 “陇东粮仓”。２００２年，农业总产值５２９亿元，粮食播种面积７３７８万亩，总
产１４万吨，亩产１８９９公斤，农民人均生产粮食４５０公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居全省第
四位。１９８４年１月，国家经委、科委、林业部授予 “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先进集体”称号。

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１年，两次被国家水利部授予 “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称号。

特产有泾川梨、丈八寺柿子、芮河川芹菜、草滩辣椒、罗非鱼、“泾龙牌”红富士苹

果、八眉猪等。“泾龙牌”红富士苹果荣获 “中华名果”称号。有果园面积２０４８万亩，
年水果产量 ９１１万吨。有林地 ６９６万亩，森林覆盖率 ３４９％，１９８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先后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林业部授予 “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位”、“全国

造林绿化百佳县”称号，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树立为 “甘肃省实现绿化第一

县”。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１２４３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８５％。“四旁”植树８３１３
万亩，农田道路林网２４３３公里，防护林带２３５６公里，荒坡及退耕种草１６０１万亩。林
草覆盖率５９５％。１９７５年９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树立为 “全国

农业学大寨先进县”。１９９２年４月，国家水利部命名为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

工业产品主要有煤炭、机砖、面粉、啤酒、果酒、酱油、挂面、木器家具、农机具

等。２００２年，工业总产值８１４亿元。
泾川的罐罐蒸馍、手工长面、荞面

"

、凉粉、豆腐脑、炒面、羊肉泡馍、蒸鸡肉

等风味小吃名闻丝绸之路。

风景名胜独特。有王母宫、南石窟寺、罗汉洞石窟及百里石窟长廊。何家坪温泉，

喷出流量１９２０立方米／日，水温３７—３８℃，属已探明的珍贵医用矿泉水。
全县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２３４３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９７６％。１９９６年９月，被国家

教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科技进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

献率达到３８％。有卫生技术人员６０３人，医疗病床５９６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７７３人、病床 １７５２张。有地方公路里程 ２９４０８公里，公路密度 ８６公里／万人。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集体）”，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 “全国体育先进县”，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 “全国卫生

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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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城

灵台县

位于甘肃省东部，东经１０７°００′—１０７°５７′，北纬３４°５４′—３５°１４′。东南连陕西，北接泾
川，西与崇信毗邻。东西长７８公里，南北宽４０公里，总面积２０２３平方公里。从西北向
东南倾斜，高原沟壑地貌。有什字塬、南部山区和达溪河、黑河川区。海拔８９０—１５２０
米。属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８６℃，无霜期１５９天，日照２４５２５小时，降水量６５４４
毫米，风速２８米／秒。

商为密须国之地，周置密国。战国时，秦置阴密县、鹑孤县。西汉时，鹑孤县属北

地郡，阴密县属安定郡。东汉时，鹑孤县改为鹑觚，属安定郡。顺帝时，废阴密县，移

三水县于今县境北部。献帝兴平元年 （１９４），以鹑觚县与扶风漆县置新平郡。三国曹魏
时，复置阴密县，废三水县。十六国前秦于鹑觚置赵平郡。北魏初，于今县西置石塘郡。

后废郡以县属安定郡。西魏文帝大统元年 （５３５），鹑觚县治迁址今县东南部。北周时，
废赵平郡及阴密县，鹑觚县属安定郡。隋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置灵台县，于今县西部
置良原县 （治今梁原乡），皆属安定郡。二年 （６０６），废灵台县。恭帝义宁二年 （６１８），
复置灵台县，与鹑觚县同属麟州。唐太宗贞观元年 （６２７），省灵台入麟游县，改属岐州。
玄宗天宝元年 （７４２），改鹑觚县为灵台县。代宗大历三年 （７６８），置行原州于百里城。
德宗贞元十九年 （８０３），行原州由百里城迁平凉。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 （９７６），灵台、
良原县属泾州彰化军节度。世祖至元七年 （１２７０），灵台县并入泾川县。十一年 （１２７４），
复置灵台县，良原县并入。明、清因之。民国初，先后属甘肃省平庆泾固道、陇东道、

泾原道。２４年 （１９３５），属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５日灵台县解
放，属平凉分区。１９５８年并入泾川县。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复灵台县。
２００２年，全县有 ２３０１万人，回、藏、满、苗、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３３％，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９４８％，人口密度１１４人／平方公里。辖５镇、１１乡、２２９
个村委会、１４５６个村民小组。

灵台地灵人杰，英才辈出。晋代杰出的医学家皇甫谧悉心钻研医学，纂成中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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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针灸甲乙经》，成为世界医学经典著作。唐代宰相牛僧孺好学博闻，其所著 《玄怪

录》，为中国传奇小说之发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扫雷英雄”姚显儒，为新一代的

楷模。

灵台文化遗址遍布，人文景观荟萃，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发掘仰韶、齐家、商周古

文化遗址９９处，古迹墓葬５００余处，出土各类文物近万件。以西周青铜器最为驰名，长
鼻三趾马、鬣狗、虎、犀、鹿、象、羚羊等古生物化石最为珍贵。有周文王祭天慰民的

古灵台，有枝繁叶茂、郁郁苍苍的唐槐。１９９６年６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命名为 “甘肃省

历史文化名城”。

２００２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７９７亿元，人均 ３４７３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２亿元。财政收入６９５５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款１６３３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４４６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５５０６５元，人均住房面积３０６５平方米。

灵台素有 “陇东小粮仓”之称，系传统的旱作农业县。主产小麦、玉米、高粱、糜

子、谷子、荞麦、豆类和油料、蔬菜等。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国务院授予 “农业先进县”称

号。１９９１年２月，国务院授予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２００２年农业总产值５２８
亿元，粮食播种面积７０７３万亩，总产１３９１万吨，亩产１９１公斤，人均生产粮食６６５公
斤，提供商品粮２４５公斤。有草畜、林果、药材三大产业。主要树种有杨、柳、椿、槐、
楸、榆、桑、松、柏和核桃、苹果、杏、梨、红枣、柿子、花椒等。森林面积１２０万亩，
果园１８９７万亩，年水果产量４７万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４月先后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
事部、林业局授予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全国造林绿化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０年１
月，被甘肃省政府授予 “全省实现宜林荒山绿化县”称号。以苦瓜、黄姜、板蓝根、柴

胡等为主的中药材年产量４１６７吨。１９８４年开始，以达溪河以南的百里等７个山区、半山
区乡为繁殖区，以东北部独店等９个川原区乡镇为育肥区，建设肉牛生产基地。牛存栏
９３万头，出栏４６万头，户均饲养量２３头，年牛肉产量４７００吨。有草地８０万亩，其
中播植优质牧草１２２万亩。

工业总产值４３１亿元，形成以农机、化工、地毯、制药、造纸、建材为骨干的县域
工业体系，主要产品有原煤、地毯、汽缸盖、粉碎机、播种机、脱粒机、烧碱、液氯、

漂白粉、中成药、面粉、食油、食醋等。９０道机抽洗羊毛地毯获国家轻工部优秀出口产
品银质奖、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古铃牌”柴油机汽缸盖、缸套获甘肃省名牌产品称

号，“肃谧牌”复方百部止咳颗粒被评为第八届中国西部技术交易会金奖产品。

特产有牛心杏、中华甲鱼、黏糜子、核桃、花椒和秃梨、黄甘桃、银杏及款冬花、

甘草、刺五加等中药材。

风味小吃有酸辣鲜美的手工长面，有陇上名菜清炖甲鱼、香甜清爽的粽子、浓香异

常的甑糕、酥香可口的麻花及鲜美嫩香的蒸鸡肉等。

２００２年，全县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１４８１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９４１％。有卫生技术
人员３４６人，医疗病床４０３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５人，病床１７５张。地方公路
里程２１２６６公里，公路密度９２４公里／万人。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２月被国家体育总局、国土
资源部分别授予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土地执法规范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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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城

崇信县

位于甘肃省东部、泾河之南，东经１０６°５０′—１０７°１０′，北纬３５°１０′—３５°２５′。东依泾
川、灵台县，南邻陕西省陇县，西接华亭县，北界崆峒区。东西宽３５公里，南北长４１５
公里，总面积８４９８６平方公里。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
海拔１０８５４—１７２８米，平均１３９３米，年均气温１０７℃，无霜期１９０天，日照２２９６５小
时，降水量５４６４毫米，蒸发量１２８３６毫米，风速１８米／秒。

秦、汉时，今县南部黑河川为雍州大泽弦蒲薮，薮以南属县蒲谷乡，薮以北属卤

县。西汉时，今县北部属月氏道。东汉时，卤县与月氏道俱废。东汉末和三国魏晋时，

境内无县级建置。北魏太武帝神 四年 （４３１），属平凉郡阴?县。隋代境内大部属良原
县，北部属阴?县。唐德宗贞元四年 （７８８），筑崇信城，置崇信军，为神策军八镇之一。
北宋太祖乾德元年 （９６３），始置崇信县，属秦凤路凤翔府。太宗淳化年间改属仪州。神
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废仪州，改属渭州。金以来属平凉府。清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
改属泾州。民国初，先后属陇东道、泾原道。１６年 （１９２７），属泾原行政公署。２５年
（１９３６），属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６日崇信县解放，属平凉分
区。１９５８年４月４日，撤销崇信县并入华亭县，１２月２０日，撤销华亭县，原崇信县 （除

神峪人民公社）辖区划归泾川县。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崇信县。
２００２年，全县９６２万人，其中回、蒙、满、藏等少数民族１５９０人，农村人口８１１

万人，人口密度１１３人／平方公里。辖２镇、８乡、８３个村 （居）委会、４１０个村民小组。
崇信耕地多，每个农业人口占有５亩，是发展种植业的广阔天地；宜林地大，占总

土地面积的３７％，发展林业有用武之地；草场广，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７７％，有发展畜牧
业的优越条件。全县含煤面积７４８平方公里，被列为全国１００个重点产煤县和１５个重点
矿区之一。形成煤炭、草畜、果菜三大产业。县城北龙泉寺山上裸露岩层渗析出昼夜流

量５５立方米的泉水，为天然优质含锶饮用矿泉水。
２００２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３９５亿元，人均 ４１０９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０７亿元。财政收入３００２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１６亿元，人均储蓄存款１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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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 １３８平方米和 ２５２１平方米。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４１１７元。

农业总产值２２８亿元。主产小麦、玉米、高粱、荞麦、燕麦和油料、蔬菜等。粮食
播种面积２８７７万亩，总产５１１万吨，亩产１７７７公斤，人均生产粮食６２９６公斤。为
国家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试点县、土地整理复垦和节水高效农业机械化技术集成创

新示范基地、名优新特经济林示范县；甘肃省小尾寒羊纯种繁殖基地县、肉牛胚胎移植

试点示范县和３００万亩优质牧草基地建设县。建成苹果、酥梨、花椒、仁用杏、核桃５个
万亩果品基地、西南部山区肉牛基地和芮河川区蔬菜生产基地。树种有椿、榆、槐、杨、

柳、松、柏、桦、栎、椴、漆及核桃、梨、杏、桃、苹果、红枣、柿子、山楂等。森林

覆盖率１６％，活立木总蓄积量２３０１万立方米，人均占有量３１立方米。砀山酥梨、秋
富一号苹果荣获甘肃省首届林果产品展览交易会银奖、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

年产花椒１２５７吨。年末大家畜户均存栏１９头，羊２４只。
工业总产值４３７亿元。主要产品有原煤、日用陶瓷、水泥、砖瓦、乙炔气、塑料制

品、地毯、服装、面粉、饲料、白酒等。年产原煤１３６万吨。
古今流传 “崇信特产三样奇，芹菜辣子五加皮”之说。有枸杞、山芋、杜仲、甘草、

柴胡等中药材。“龙泉牌”系列矿泉水和 “玉粮春”系列白酒为优质天然绿色食品。

县城北有风景名胜区龙泉寺。城内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康王庙。西有风景秀

丽的五龙山、秀景天成的唐帽山、直插云霄的人间仙山水泉岭和独具特色的世外桃源樱

桃沟。有渭河以北仅有的最大菩提树、三异 （义）柏 （每个枝杈上都生长着圆柏、侧柏

和刺柏）、冠盖似云的２７００多年树龄的华夏槐王等。
风味小吃有崇信酥合子、羊肉泡馍、豆腐脑、臊子面、洋芋面、荞面搅团、摊馍、

油糕、玉米珍珍、馓子等。

全县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７５２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８９２％。累计投资７３５６万元，
新建改扩校舍１２９万平方米，小学校舍建筑面积达到４４８万平方米，每个学生平均４２
平方米。１９８６年９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全国 “基础教育先进县”称号。取得地级和

省部级重大科研成果奖４０项，“系列抗锈３１１３小麦品种选育工程”获国家农业部 “农业

丰收二等奖”。实现医疗设备配套标准化，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０４人，医疗病床２２９张，每
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１２人，医疗病床２３８张。乡乡通班车，村村通公路，地方公路
里程１１７８６公里，公路密度１２２５公里／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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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城

华亭县

位于甘肃东部、平凉南部，东经１０６°２１′—１０６°５３′，北纬３５°０１′—３５°２４′。东连崇信
县，西邻庄浪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南接陕西省陇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北靠

崆峒区。总面积 １１８３平方公里。山川交错，沟壑纵横，水系密布，林茂草丰。海拔
１５００—２７４８６米。属温带半湿润区、大陆腹地季风性气候。年均气温７７℃，无霜期１６９
天，日照２０９０２小时，降水量６０２５毫米，风速１５米／秒。

远古时为雍州大泽弦蒲薮。秦代弦蒲薮以南属，北部属朝那。汉景帝时置呼池苑，

为皇家牧场。平帝元始二年 （２），废苑改置安民县，属安定郡。安帝永初五年 （１１１），
废安民县。三国时，属扶风郡。十六国时，属陇东郡。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 （５３２），置
华亭镇。隋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始置华亭县，属安定郡。唐高祖武德元年 （６１８），改
属陇州。武则天垂拱二年 （６８６），改名亭川县，中宗神龙元年 （７０５）复旧。代宗大历八
年 （７７３），置义宁军。宪宗元和三年 （８０８），省华亭县并入源县，为神策军地。后唐
庄宗同光元年 （９２３），置义州。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９５９），复置华亭县为义州治。宋太
宗太平兴国二年 （９７７），改义州为仪州，领华亭、崇信、安化县。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废仪州，所领３县属渭州。金代属平凉府。元代省化平县并入华亭县。明、清
先后隶陕西右布政使司、巩昌布政使司、甘肃布政使司。民国初，属陇东道、泾原道，

道废后直属于省。２５年 （１９３６），属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９日
华亭县解放，属平凉分区。１９５８年４月，崇信县并入华亭县，１２月华亭县并入平凉市。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恢复华亭县。

２００２年，全县总人口１７３２万人，其中回族等少数民族２１万人，农村人口１２８６
万人，人口密度 １４６人／平方公里。辖 ５镇、７乡、１３２个村 （居）委会，６２１个村民
小组。

华亭主产小麦、玉米、洋芋和其他杂粮。煤炭储量居甘肃省之冠，采掘布局初具规

模，人称 “甘肃煤城”。煤田面积１１８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２１亿吨。陶土质佳量大，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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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电瓷产品远近闻名。多种经营门路宽广，林草资源丰富，为黄土高原上一片 “绿

洲”。药源充足，有野生中药材２０８种，种植中药材５３种，系陇东最大的药材产地。已
形成 “东果西药整县牛”的产业格局。

２００２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８９８亿元，人均５１８７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８９
亿元。财政收入１３１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５４８亿元，人均储蓄存款３１６５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５０１１元，人均住房面积２４４５平方米。

农业总产值３２９亿元，粮食播种面积４０８９万亩，总产７８１万吨，亩产１９１公斤，
人均生产粮食６０５公斤。植被良好，有天然林和人工林３６８７万亩，草场３８万亩，其中
人工种草８３万亩，森林覆盖率３６６％。建立养牛乡４个，全县牛饲养量９８万头，出
栏２１万头。户均饲养大家畜２５５头。

名优土特产品有蚕豆、大豆、白云豆、大麻、中药材、核桃、蕨菜、黑木耳等。蚕

豆年种植１２４万亩，大麻年产量４９２吨，中药材年产量９０９９５吨，较为珍贵的中药材有
甘肃丹参、玉竹参、南沙参、苦参、关山灵芝等。核桃皮薄味美，种植面积４８９万亩，
年产量４４８吨；漆树木材名贵，漆液光亮；沙棘原果遍布山野，蕨菜出口日本等国。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被国家林业部、水利部、科学技术部分别命名为 “三年无森林火

灾先进单位”、“全国第一批水保监督执法试点先进集体”、“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工业总产值１４１亿元。主要产品有煤炭、水泥、高低压电瓷、日用陶瓷、灯泡、砖
瓦、农业及矿山机械、食品加工等。原煤年产量８５６０６万吨，块炭出口国外， “桦亭

牌”、“砚北牌”煤炭注册国家商标，天然洁净煤在全国各地享有较高信誉。４０瓦灯泡、
跌落式熔断器获甘肃省优质产品，“大路牌”特一面粉被中国粮食企业协会誉为 “放心

面”，“陇东牌”水泥获 “中国建材世纪精品”、“国家权威检测达标产品”、“优先选用产

品”称号。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华亭县 “全国消灭无标准生产试点

县”称号。

名胜有风光绮丽的五台山，有双峰叠翠、桃红柳绿的双凤山，有苍松翠柏古槐柳树

环绕、“天外飞来”的仙姑山和千奇百怪、神奇幽美的海龙洞等；古迹有汉、晋皇甫家族

住过的皇甫山，北魏晚期开凿的 “葡萄串式”的石拱寺石窟和宋代的石造像艺术瑰宝建

沟石佛群，有唐、宋修庙建寺的青龙山奇景莲花台等。

风味名吃众多，有洋芋搅团、酿皮子、麻食子、荞面
"

、玉米面煎饼、发糕、糁

饭、羊肉泡馍、酥馍等。

全县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１２１３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００６％。１９９６年被国家教育委
员会授予 “全国 ‘两基’工作先进县”称号。有卫生技术人员４８９人，医疗病床５３４张，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８２３人，病床３０８３张。２００２年被国家卫生部授予 “全国妇

幼保健工作先进县”称号。地方公路里程 １８９９２公里，公路密度 １０９７公里／万人。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华亭县被国家民政部、全国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精神文

明委员会分别授予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集体”、“全国 ‘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全

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县”称号，国务院授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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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城

庄浪县

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六盘山西麓黄土丘陵沟壑区。东经 １０５°４６′—１０６°２３′４，北纬
３５°０３′—３５°２８′。东邻华亭县，南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秦安县毗连，西接静宁县，北与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和泾源县接壤。东西长５６３７公里，南北阔４６６公里，总面积
１５７４４６平方公里。群山起伏，千沟万壑，河谷、丘陵、高山相间。海拔１４０５—２８５７米。
气候属大陆性季风区。年均气温７９℃，无霜期１４２天，日照２１７９小时，降水量５４７８
毫米，蒸发量１３１０２毫米。

战国和秦统一后属陇西郡。西汉武帝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属天水郡。三国魏文帝黄
初元年 （２２０），分属天水郡成纪县和广魏郡阿阳县。晋时，属略阳郡。西魏时，属安阳
郡。唐太宗贞观年间，置陇右牧马监，水洛为南监牧使所辖。肃宗时，陇右牧马监废。

宋仁宗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刘沪筑水洛城。八年 （１０４８），置通边寨，属德顺军。金熙宗
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升水洛城、通边寨为县，属德顺州。太宗二年 （１２３０），置庄浪路，
先后属甘肃行中书省和陕西省。元成宗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降庄浪路为州。明太祖洪武八
年 （１３７５），降庄浪州为县，属静宁州。世宗嘉靖二十八年 （１５４９），改隶平凉府。清康
熙八年 （１６６９），划属甘肃布政使司。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省庄浪县入隆德县，设庄
浪县丞。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复置庄浪县，先后属甘肃省泾原道、泾原行政区公署、第二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８月４日，庄浪县解放，属平凉分区。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３日，
改属天水分区。１９５６年１月，复属平凉专区。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０日，撤庄浪县并入静宁县。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庄浪县。

２００２年，全县总人口４２４６万人，其中回族等少数民族１０３１人，农村人口４０３９万
人，人口密度２７０人／平方公里，居平凉地区之首。辖５镇、１８乡、４３２个村 （居）委

会、１７１２个村民小组。
庄浪这片古老的土地，曾孕育了一批战功卓著、彪炳史册的人物。前秦后凉有天王

吕光，北宋有筑水洛城、安抚黎庶的忠勇将军刘沪，“名震西鄙”的仁勇名将郭成，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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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郭浩、吴拱、吴挺等，清代有才华横溢的赵贡玉，民国时期有陇东著名学者王尧天，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台和中等。新中国成立后，有 “英雄神枪手”郑钰

等等。

２００２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７２亿元，人均１６９７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８１
亿元。财政收入３２８１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４４３亿元，人均储蓄存款１０４３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２５４７元，人均住房面积１４０６平方米。

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洋芋和油料、蔬菜等。有果品、洋芋、畜

牧三大主导产业和亚麻、药材、蔬菜三个区域特色产业。７０年代以来，庄浪人民把支离
破碎的薄山陡洼修成梯层带绕的平田沃壤。累计修成水平梯田９５６万亩，占山坡地总面
积的９３７％，人均２５亩，创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奇迹，被誉为 “庄浪精神”、“中

国农业的希望工程”。１９９２年５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树立为 “全国

水土保持先进县”。１９９５年９月，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 “梯田化建设先进县”

称号。１９９８年７月，国家水利部命名为 “中国梯田化模范县”。２０００年３月，国家水利
部、财政部又命名为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２００２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５２５亿元，粮食播种面积７６４６万亩，总产１３６１万吨，亩产１７８公斤，人均生产粮食
３３７公斤。

工业总产值３９９亿元，主要产品有水泥、铝塑管材、塑料制品、地毯、精淀粉、粉
条、草编等。名优特产有农用超薄地膜，产品质量名列全省同行业前５名，圆形水泥电
杆、粉条、变蛋为优质产品，毛笔获国际书法大奖赛金奖，草编品获国家 “星火”计划

银质奖，食用植物油符合国家二级标准，地毯被国家经贸部列为出口商品。还有药香、

刺绣、荞面、蕨菜等。蕨菜鲜嫩、翠绿，含大量维生素，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风味

小吃有油 、酒糟等。

风景名胜有雄踞县城中心、山势灵秀、独具风韵的紫荆山，幽深瑰奇的云崖寺，引

人入胜的关山天池。

文化氛围浓郁是庄浪县的又一特点，有 “书画之乡”的美誉，民间文学艺术积淀丰

富。１９９５年４月，国家文化部、人事部授予 “全国文化模范县”称号。

全县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３６３７万人，占总人口的８５８２％。１９８５年以来，获省部
级奖的重大科研成果１７项。２００２年２月，国家科学技术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县”。有卫生技术人员６３３人，医疗病床４９２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４９人，病床
１１６张。地方公路里程３２３公里，公路密度７６公里／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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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城

静宁县

位于甘肃省东部，东经１０５°２０′—１０６°０５′，北纬３５°０１′—３５°４５′。东北与宁夏回族自
治区隆德、西吉县接壤，西南与通渭、秦安县毗连，西北与会宁县为邻，东南同庄浪县

相依。县境南北长８１公里，东西宽６８７５公里，总面积２１９３９平方公里。地貌属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１３４０—２２４５米。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
旱区，年均气温７４℃，无霜期１５９天，日照２３７２８小时，降水量４４３８毫米，蒸发量
１４６９毫米，风速２４米／秒。

太昊伏羲氏生于成纪 （今静宁县南）。战国时，属陇西郡。汉高祖二年 （前２０５），
于县境北置阿阳县。武帝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成纪、阿阳二县属天水郡。新莽天凤元年
（１４），分置阿阳郡治成纪，后复旧。东汉时，皆属汉阳郡。三国曹魏时，阿阳县属广魏
郡，成纪县属天水郡。西晋泰始中，省阿阳县，成纪县仍属天水郡。北魏孝文帝太和十

一年 （４８７），复置阿阳县，属秦州略阳郡。隋初，废阿阳县，成纪县仍属天水郡。唐太
宗贞观时，陇右监牧静宁城附近建立南使城，领１８监。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７３４），地
震，成纪城被毁，迁址今秦安县显亲川。宋真宗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于南使城址置静边
寨，英宗治平四年 （１０６７），置治平寨，哲宗绍圣四年 （１０９７），置威戎寨，俱属德顺军。
元八年 （１０９３），德顺军与陇干县迁至外底堡。金代升德顺军为州，升威戎、治平、静
边寨为县，后废静边县仍为寨。元世祖至元时，并治平、水洛入陇干，废德顺州后东移

至静边寨，改名静宁州，领隆德县。明太祖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降庄浪州为县来属，领隆
德、庄浪县。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１５５９），隆德县改隶平凉府，静宁州领庄浪县。清顺治
五年 （１６４８），庄浪县直隶平凉府。康熙七年 （１６６８），属甘肃布政使司平凉府。民国２
年 （１９１３），改静宁州为县，属泾原道。１５年 （１９２６），直隶甘肃省。２５年 （１９３６），属
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４９年８月６日静宁县解放，隶定西分区。１９５０年５
月２５日划归平凉专区。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庄浪县并入静宁县。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庄
浪县。１９９８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

３２分　　述



２００２年全县总人口４７１８万人，其中回族等少数民族９１５人，农村人口４４３７万人，
人口密度２１５人／平方公里。辖５镇、２５乡、３９６个村 （居）委会、２３２９个村民小组。

这里孕育出大批杰出人才，特别是武将辈出。西汉威震匈奴的 “飞将军”李广，南

宋抗击金人与韩世忠、岳飞齐名的吴、吴瞞、刘
#

等，都是静宁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王莽地皇四年 （２３），隗嚣叔侄聚众数千，起兵成纪以应更始。北宋宝元、康定年间，曲
珍与诸父纠集族人抵御西夏。姚仲、吴挺等也皆以勇武著称。还有参加长城抗战的受庆

龙，以及百名抗日阵亡将士和数十名革命烈士。这的确是块 “尚武”的土地。

２００２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８４５亿元，人均１７９２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０８
亿元。财政收入５２７１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４７２亿元，人均储蓄存款１０００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８２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９００３元，人均住房面积１４９８平
方米。

农业为基础产业，农业总产值５９４亿元。主产小麦、玉米、洋芋、高粱、谷子、胡
麻、油菜籽、苹果、西瓜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１１８２３万亩，总产１５３万吨，亩产１２９
公斤，人均生产粮食 ３４５公斤。有果、薯、畜、药、菜五大支柱产业。栽植果园面积
２０１９万亩，水果总产量６万吨。形成“南部苹果北部梨”的种植格局，果品远销广州、深
圳、珠海、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区。２００１年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和
“中国苹果之乡”，又被国家农业部列为“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洋芋种植面积

１９８万亩，建立一级种薯繁育基地２７６１亩。大家畜存栏１０８１万头，有规模养殖大户１０００
户，畜牧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１８９％。种植药材３万亩，瓜菜６万亩。

地下矿物有铁、锰、铅锌、黏土和煤等。形成化学、机械、修理制造、建筑材料、

食品加工、纺织缝纫、造纸印刷、工艺美术等门类比较齐全、有相当生产力的体系。

２００２年全县工业总产值６亿元。
全县共发掘古文化遗址１５４处，古堡、烽燧遗址１００余处，古墓葬５０处，古建筑３

处，革命文物遗址１处。县博物馆收藏文物２３００件，其中一级文物４０件。有占地８８亩、
集怀古祭祖、文化娱乐、观光旅游为一体，以秦汉建筑风格为主、雄伟壮观的成纪文化

城。有总面积达６５００亩的烽台山观光农业示范园和红军长征纪念馆、东峡风景区、九龙
山、珍珠林兴隆寺、五台山等人文自然景观。

土特产品有白酒、清油、粉条、粉面、蜂蜜、葵花、胡麻、火硝及静宁鸡。红富士

苹果和早酥梨色味俱佳，远近闻名。地方风味食品有体大肉多、色泽金黄、鲜嫩醇香、

风味独特的静宁烧鸡，有脆酥甜美可口、不易破碎发霉的静宁锅盔。

全县接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２９２６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２７１％。１９８８年７月，获全国
教育先进县称号。２００１年３月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计划委员会授予 “全国两基工作

先进地区”称号。２００２年高考上线率８４３％，创历史新高。有卫生技术人员６１２人，医
疗病床５８０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９７人、病床 １２２９张。有地方公路里程
４２８７４公里，公路密度９０９公里／万人。１９９９年国家文化部命名为 “全国文化先进县”。

２０００年９月国家科学技术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２００２年６月国家民政部命
名为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

４２ 平凉地区志 （上）



夭事记〉
DASHIJI 





远古时代

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１２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１１４５处，今泾川县泾明乡牛角沟发
现智人头盖骨化石。

相传太昊伏羲氏生于成纪 （今静宁县南部），画八卦、造书契、制嫁娶，肇启人类文

明。

黄帝轩辕氏西巡至于空同 （今平凉市西），问道于广成子，登鸡头山。

夏

帝孔甲时，不纜奔于戎狄之间 （今庆阳、平凉一带）。

商

小乙二十六年　戎人侵成纪。
帝辛 （纣王）十六年 （公元前１０６２）　西伯姬昌伐密须国 （今灵台县境）。

商末　境内有密、阮、共、芮等方国。

西　周

穆王十二年 （前９６５） “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

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今平凉、固原和庆阳一带）。

共王三年 （前９２０）　灭密国。
幽王二年 （前７８０）　泾、渭、洛河流域大地震，山崩河塞，民众伤亡无数。
境内已烧制陶质板瓦、筒瓦。

春　秋

周襄王二十九年　秦穆公三十七年 （前６２３）　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 “益国十
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乌氏等部族臣服。

战　国

周元王六年　秦厉共公六年 （前４７１）　义渠之戎向秦国纳贡。
周贞定王二十五年 （前４４４）　秦伐义渠戎，俘获其王。
周考王十一年　秦躁公十三年 （前４３０）　义渠戎反攻秦。

７２




周慎靓王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 （前３１５）　秦取义渠２５城。
周赧王四十三年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前２７２）　秦灭义渠，后在其地置北地郡。
秦昭襄王筑长城经静宁西北，境内长６２公里。
秦王政四年 （前２４３）七月　发生蝗灾。

秦

秦始皇二十七年 （前２２０）　始皇筑驰道，出巡陇西、北地，登鸡头山，过回中。

西　汉

汉高祖元年 （前２０６）二月　项羽立刘邦为汉王，章邯为雍王，今地区境属雍。
八月　刘邦派郦商在旬邑、乌氏击败章邯部将。
汉高后六年 （前１８２）　匈奴扰阿阳 （今静宁城南）。

文帝前元十四年 （前１６６）冬　匈奴老上单于领１４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
?，烧毁回中宫，烽火近长安。

陇西成纪 （今静宁县南）人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

武帝元狩四年 （前１１９）　设安定、上郡、五原、天水、西河五属国，安置匈奴昆
邪王部众４万余人。

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　分北地郡置安定郡，治高平 （今固原），领２１县，今地区境
大部分属安定郡。

分陇西郡置天水郡，治平襄 （今通渭境），领１６县，今静宁、庄浪境属之。
元鼎五年 （前１１２）十月　汉武帝西巡至雍，越陇山，西登崆峒，司马迁从之。
元鼎六年 （前１１１）十月　发陇西、天水、安定等地军士１０万人，遣将军李息、郎

中令徐自为征西羌。

元封四年 （前１０７）　汉武帝至雍，祠五，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
元封五年 （前１０６）　设十三州刺史部，安定郡属凉州刺史部。
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五月　颁太初历，用夏正，始以正月为岁首。
太始四年 （前９３）十二月　汉武帝西巡，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三年 （前９０）正月　汉武帝至雍，巡安定、北地。
后元元年 （前８８）正月　汉武帝至甘泉祭天神，至安定。
成帝建始二年 （前３１）　北地、安定 “尊王命”减算赋四十。

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２）　废呼池苑，置安民县 （今华亭县境）。

刘玄更始元年 （２３）　成纪隗嚣勒兵１０万，起兵响应刘玄反对王莽，击杀雍州刺史
陈庆、安定大尹王向，控制陇右、安定。

更始二年 （２４）　安定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刘玄至长安征卢芳为骑都尉，使镇抚
安定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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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汉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２５）春　方望、弓林在临泾拥立前安定公刘婴为天子，聚众数
千。刘玄派军征灭。

十二月　卢芳据安定称西平王。后被汉将冯异所逼退出安定，至九原，得到匈奴支
持，立为汉帝，据有九原、朔方、定襄、云中、雁门５郡之地。至建武十六年 （４０）冬
失败降汉。

建武二年 （２６）　赤眉军西至陇坂，隗嚣派将军杨广迎击于乌氏、泾阳间，赤眉军
败南走。

建武七年 （３１）　隗嚣以步骑３万东攻安定，至阴?，被汉将冯异击退。。
建武二十一年 （４５）四月　安定属国胡马少伯起事，屯聚青山，与匈奴连和。陈

$

率３０００骑击之，少伯投降，徙于冀县。
汉和帝永元八年 （９６）七月　将所降２万余匈奴，徙居安定、北地。
永元十三年 （１０１）　金城太守侯霸破迷唐羌部，将所降６０００余口，分徙汉阳、安

定、陇西。

永元十四年 （１０２）春　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被郡兵击灭，弱口尽为
奴婢。

汉安帝永初元年 （１０７）　安定羌人麻奴起事，断陇道。
永初二年 （１０８）四月　阿阳城中失火，死亡３５７０人。
永初五年 （１１１）　羌民起事进击北地、安定。三月，安定徙美阳 （今陕西武功县

北），百姓恋土不愿去，官府铲其禾稼，毁其室屋，平其城堡相逼。加上旱蝗饥荒，天灾

人祸，民亡大半。

永初七年 （１１３）秋　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击破先零羌昌别部牢羌于安定，俘
虏千人，得畜２万余头。

汉顺帝永建四年 （１２９）九月　安定郡迁回移治临泾。
永和六年 （１４１）春　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马贤父子兵败被杀，安定

太守郭璜坐狱死。

十月　迁安定郡于扶风。
汉安二年 （１４３）闰十月　护羌校尉赵冲击破烧当羌于阿阳。
汉桓帝永寿元年 （１５５）　南匈奴左台、且渠伯德７０００余犯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

奂以少胜多，使境内稳定。

延熹元年 （１５８）十二月　南匈奴诸部皆叛，与乌桓、鲜卑扰缘边９郡，诏拜安定属
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

延熹四年 （１６１）　安定朝那人皇甫规为中郎将，出使匈奴，持节监关西兵，率军击
败零吾，招降先零羌等１０余万人。

延熹九年 （１６６）秋　鲜卑入塞，安定先零羌举兵响应，缘边多被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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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元年 （１６７）正月　安定先零羌五六千骑进攻三辅。十月，张奂派部将董卓反
击，斩杀俘虏羌民万余。

汉灵帝建宁元年 （１６８）七月　破羌将军段
%

复破先零羌于泾阳故地，余众逃入汉阳

山谷间。

中平七年 （１８４）　汉阳长史盖勋屯兵阿阳。
中平二年 （１８５）　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屯安定。
中平六年 （１８９）　安定、北地更铸小钱。
汉献帝兴平元年 （１９４）　分安定鹑觚、扶风白土置新平郡。
建安十六年 （２１１）十月　曹操自长安北征杨秋，围攻安定，杨秋降。
十二月　曹操追歼马超至安定。
建安十九年 （２１４）　夏侯渊破长离 （今静宁县南）诸羌。

三　国

魏文帝黄初元年 （２２０）　左将军郭淮率兵讨伐安定羌，北方休屠胡 （羌人的一支）

梁元碧率部众３０００余来降，被安置于安定高平。
魏明帝太和二年 （２２８）春　诸葛亮伐魏出兵祁山，安定响应。街亭 （今庄浪东南）

之战蜀军失利，曹真复取安定。

青龙元年 （２３３）九月　安定保塞匈奴胡薄居姿职等起兵，被魏将胡遵击败。

西　晋

晋武帝太康三年 （２８２）　安定朝那人皇甫谧去世。
惠帝元康六年 （２９６）八月　雍州氐、羌起兵反晋，拥立氐帅齐万年为皇帝，率众７

万，围攻泾阳 （今平凉境内）。

十一月　晋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攻齐万年。
怀帝永嘉四年 （３１０）五月　雍州蝗灾，草木、牛马毛被食尽。
永嘉五年 （３１１）　安定太守贾疋率众５万攻长安，迎秦王司马邺西上雍城。

东晋十六国

东晋元帝大兴三年 （３２０）　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出屯安定。
成帝咸康三年 （３３７）七月　安定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聚众在杜陵之南山，为大皇

帝，建元龙兴。被石虎部将石广击杀。

穆帝升平二年　前秦苻坚永兴二年 （３５８）　苻坚于鹑觚置赵平郡。
前秦建元十二年 （３７６）　苻坚灭前凉，置平凉郡。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３８６）七月　后秦主姚苌至安定，击平凉郡太守金熙。迁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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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余户于长安。
十一月，前秦符登在陇东称帝。

太元十二年 （３８７）正月　姚苌迁秦州豪强３万户于安定。
太元十四年 （３８９）八月　苻登进逼后秦安定。姚苌率３万骑夜袭苻登，掠５万余人

而还。

太元十六年 （３９１）　姚苌于安定大败苻登。
太元十九年 （３９４）十二月　后秦姚兴自安定入泾阳，与苻登战于马毛山 （今平凉

西北），斩苻登，散其部众归农。迁阴密３万户于长安。
东晋安帝义熙五年 （４０９）四月　夏王赫连勃勃率骑２万攻西秦，掠取平凉７０００余

户。

义熙十一年 （４１５）　赫连勃勃扰平凉，擒太守姚军都。
义熙十二年 （４１６）六月　赫连勃勃克阴密，北进安定。后秦姚恢弃安定，率５０００

户奔新平，安定人胡俨、华韬等率众拒恢，姚恢单骑归长安。

义熙十三年 （４１７）正月　姚恢于安定起兵，自称大都督，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不
久败亡。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神 元年、夏赫连定胜光元年 （４２８）春　赫连定即皇帝位于平凉，改元
胜光。

神 二年、夏胜光二年 （４２９）　置平原郡于阴?县 （今平凉市四十里铺）。赫连定

移关中３万户以充实安定郡。
神三年、夏胜光三年 （４３０）十一月　北魏太武帝亲征至平凉，赫连定大败于鹑觚

原，驱民５万，退守上絡。十二月，平凉归魏。
北魏于临泾城置泾州 （今泾川县城北），领６郡１７县。
太武帝延和三年 （４３４）四月　休屠胡金当川起事，围攻阴密被杀。
太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　安定屠各人路那罗起事反魏。
孝文帝延兴元年 （４７１）　泾州民张羌郎等起事。
宣武帝正始三年 （５０６）正月　泾州民陈瞻聚众称王，改元 “圣明”，不久被杀。

永平二年 （５０９）　泾州沙门刘惠汪起事。
永平三年 （５１０）泾州刺史奚康生监造南石窟寺。
孝明帝孝昌元年 （５２５）　万俟丑奴起兵，联合秦州莫折大提转战关陇，与北魏肖宝

夤、崔延伯大战于泾州北七十里之党原，崔延伯战死，魏兵伤亡２万余。
孝昌三年 （５２７）七月　万俟丑奴自称天子，置备百官，改元神兽 （一说神虎）。

长广王建明元年 （５３０）四月　魏将尔朱天光于平凉大败万俟丑奴，俘丑奴与肖宝
夤，送洛阳处死。

六月　王庆云在水洛城 （今庄浪）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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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尔朱天光率军攻破水洛城，俘获王庆云、万俟道洛，坑其部众１７万人。
孝武帝永熙二年 （５３３）八月　北魏贺拔岳引兵屯平凉，节度四州刺史。
永熙三年 （５３４）　宇文泰以寇洛为泾州刺史。
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 （５４８）五月　魏太子巡西境，自新平出安定。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 （５６９）　筑原州城、泾州东城。
建德元年 （５７２）　置平凉县 （治阳晋川）。

隋

文帝开皇二年 （５８２）　突厥兵自木峡、石门关侵入，掠安定等郡牲畜。
开皇三年 （５８３）　罢安定郡，以县属泾州。
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　曾析鹑觚置灵台县。是年，置华亭县。
大业九年 （６１３）正月　灵武人白瑜娑在高平起事，夺取官马，进据平凉，众至数

万，因多为罪犯、奴隶，被诬为平凉 “奴贼”，曾进围扶风，后被劝降。

大业十年 （６１４）五月　安定刘迦伦起事，聚众称皇王，改元大世。后被镇压，斩首
万余，虏老弱数万。

大业十二年 （６１６）九月　安定人荔非世雄杀临泾令起事，自号将军，进据平凉。
大业十三年 （６１７）十二月　平凉留守张隆降李渊。

唐

高祖武德元年 （６１８）六月　金城薛举袭击泾、宁等州。秦王李世民率八总管兵西
征。七月，浅水原大战，唐军大败，伤亡过半。八月，薛举之子薛仁杲继位于圻

&

城

（今泾川县城东蒋家坪）。九月，李世民再次西征。相持６０余日。高
&

城 （今长武）、浅

水原大战，薛仁杲兵败。李世民乘胜攻破圻
&

城，薛仁杲请降，俘其精兵万余，男女５
万口。

武德二年 （６１９）　镇泾州的天节将军罗艺谋反，进军至豳州 （今陕西彬县一带），

失败被杀。

武德三年 （６２０）　唐改武德初所置泾州道军府为天纪军。
武德七年 （６２４）八月　突厥经泾州、彭原入侵南下。
武德九年 （６２６）四月　突厥侵扰朔、原、泾等州，李靖击退之。
八月　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扰泾州，京师戒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败突厥

于长安北之泾阳。

太宗贞观元年 （６２７）正月　李艺据泾州反，引兵至豳州，被部下所杀。
贞观十五年 （６４１）　置陇右牧，跨陇右、平凉等４郡之地。
贞观二十年 （６４６）八月 　唐太宗至泾州，写有 《经破薛举战地诗》，越陇山，前

往灵州，招抚薛延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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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开耀元年 （６８１）正月　李知十等屯泾州。
玄宗开元十九年 （７３１）　泾、宁、岐等地设八马坊。
开元二十二年 （７３４）　成纪县地震，城毁，县治由今静宁治平迁至显亲川 （今秦

安境）。

肃宗至德元年 （７５６）六月　 “安史之乱”后，太子李亨经安定、乌氏至平凉。

至德二年 （７５７）正月　唐肃宗在彭原受朝贺，各路兵马云集陇东。
乾元二年 （７５９）六月　置彬宁节度使，领、宁、泾等９州。
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　今地区辖境除灵台县外多为吐蕃所据。
永泰元年 （７６５）　郭子仪联合回纥兵，大破吐蕃于灵台西原，斩杀万计，得所掠男

女４０００人。
大历元年 （７６６）　岁大旱，人饥死。
大历三年 （７６８）　马瞞表置行原州于百里城。
大历八年 （７７３）六月　于华亭县置义宁军。
十月　吐蕃１０万掠州、泾州。
大历九年 （７７４）九月　吐蕃扰泾河北，在百里城被唐军击败。
大历十年 （７７５）九月　吐蕃扰泾州。
大历十一年 （７７６）　郭子仪命李怀光筑长武城 （泾川县泾明境内）。

大历十三年 （７７８）九月　吐蕃万骑逼近泾州，被郭子仪等击退。
德宗建中元年 （７８０）三月　刘文喜据泾州叛乱，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朱?、李

怀光征讨围泾州。

五月　刘文喜被部下所杀，事平。
建中四年 （７８３）　唐与吐蕃在清水结盟，划定唐地守界泾州右尽弹筝峡西口 （今

平凉西）。

十月　泾原兵受命东征，以无赏、食劣哗变。乱兵入宫大掠，推原泾原节度使朱?
为大秦皇帝，建元应天。至次年五月，哗变失败，朱?在泾州之彭原被杀。

贞元二年 （７８６）八月　吐蕃大掠泾、陇。
贞元三年 （７８７）闰五月　唐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吐蕃伏兵劫盟。
贞元四年 （７８８）正月　刘昌任泾原节度使，葬平凉劫盟阵亡将士骸骨。收复连云

堡，筑保定城。

四月　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城，复筑潘原城，新筑崇信城，置崇信军。
是年　吐蕃再侵泾、等州。
贞元七年 （７９１）二月　刘昌修筑平凉城，分兵扼守弹筝峡口，又筑胡谷堡，诏堡名

彰信。

贞元八年 （７９２）六月　吐蕃掠泾州，虏屯田卒千余人而去。
贞元十九年 （８０３）四月　迁行原州于平凉。
宪宗元和四年 （８０９）　以原州之平凉县置行渭州，行原州移治临泾，平凉县废。
元和七年 （８１２）　吐蕃掠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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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　党项引吐蕃掠泾州，连营５０里。李光颜发宁兵救泾州，吐
蕃退。

僖宗中和元二年 （８８１）二月　吐蕃兵攻陷平凉。
三月　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率兵征黄巢。
中和四年 （８８４）　改行渭州为渭州。
昭宗大顺二年 （８９１）　于渭州北置耀武镇。

五　代

后唐庄宗　同光元年 （９２３）　置义州 （今华亭）。

明宗天成四年 （９２９）四月　后唐在泾州置市，同党项易马。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９４２）二月　泾州遣押牙陈廷晖持敕书诣凉州，州将留其为节度

使。

宋　金

宋太祖乾德二年 （９６４）四月　禁泾、原、、庆州补蕃人为边将。
真宗咸平元年 （９９８）十一月　渭、泾、原等州置估马司，岁得５０００余匹，以布帛、

茶等物给其值。

大中祥符四年 （１０１１）　渭州知州曹玮在六盘山西筑陇干城。
仁宗天圣四年 （１０２６）　尚书省在平凉设官交子库，发行上京交钞 （又称渭州交

钞）。

天圣六年 （１０２８）八月　西夏掠平凉。
天圣八年 （１０３０）十月　开放泾、宁、环、庆等州军的盐禁，商贾贩卖，官收其税。
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十月　分陕西为四路，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渭州，领泾州、

原州、渭州、镇戎军。

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闰九月　夏军大掠潘原。
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　刘沪扩筑水洛城。
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　陕西曹臣张奎采义州黄铜，置博济监 （崇信县铜城）。

嘉五年 （１０６０）八月　在原、渭等州置场市马，以解盐交引给蕃商买良马。
英宗治平四年 （１０６７）　蔡挺知渭州，张载任渭州军事判官。
哲宗元八年 （１０９３）　知渭州刘昌祚招募弓箭手 ５０００，括陇山闲田万顷进行

屯田。

在外底堡 （今静宁县城）置陇干县，德顺军治亦徙于此。

徽宗大观三年 （１１０９）　灵台创建县学。
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　知渭州王恩括隐地２３万顷，实行军垦，以节省军饷。
是年　升渭州为平凉军，辖泾州、渭州、原州、会州、西安州、镇戎军、德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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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德军。

高宗建炎四年　金天会八年 （１１３０）十一月　金皇子右副元帅宗辅攻下泾州、渭州，
宋刘

#

军败退瓦亭，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率众请降。

绍兴元年　天会九年 （１１３１）正月初二日　金改渭州为平凉府，降将张中孚镇守。
绍兴九年　金天眷二年 （１１３９）　宋金议和，平凉归宋，复为渭州。
绍兴十年　天眷三年 （１１４０）五月　宋各地散兵９万会于泾州，谋取失地。时值都

元帅宗弼遣河南步卒来会，遂留诸军屯环庆，独以轻骑取泾州。

闰六月　宋泾原路经略使田晟率兵抗金失败，平凉复入金。
绍兴十二年　金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　金升德顺军为德顺州。
金天德二年 （１１５０）　设陕西西路转运司，陕西东、西路提刑司于平凉。
绍兴二十一年　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四月　开通六盘山、水洛大道。
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正月　吴瞞遣统制吴挺进军德顺，败金人于治平

砦，复水洛城。三月，吴瞞自将攻德顺，凡八日而下。次月，宋招吴瞞班师，金人乘机

袭其后，将卒死亡３３万余人。
金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改保定县为泾川县，为泾州治所，元光二年徙治长武 （今泾

川县泾明乡长武废城）。

孝宗淳熙十四年　大定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　复升渭州为平凉府，领平凉、潘原、崇
信、华亭、化平县及西赤城、安化、安国、白岩河、耀武镇和瓦亭寨。

金章宗明昌二年 （１１９１）　静宁威戎县令任天宠利用废弃衙署建学校。
宁宗嘉定九年　金贞四年 （１２１６）四月　金升德顺州为防御州，十月，升为节镇

州，军曰陇安。领陇干、水洛，威戎、隆德、通边、治平县及静边、得胜、安宁、怀远

寨和中安堡。

嘉定十二年　金兴定三年 （１２１９）四月　金于平凉设元帅府，选精兵６万驻平凉
等地。

六月　平凉、德顺等处地震，金派郭著等视察灾情，抚谕军民。
十一月　金在平凉置陕西西路行省。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１２２２）一月　迁陕西西路行省于京兆。
嘉定十七年　金正大元年 （１２２４）春　蒙古军攻克泾州、原州等地。
理宗宝庆三年　正大四年 （１２２７）　蒙古军占德顺州。
绍定四年　正大八年 （１２３１）四月　窝阔台率大军攻克凤翔，北上破平凉。

元

蒙古太宗二年 （１２３０）　于今庄浪县境设庄浪路，不领州县。
世祖至元七年 （１２７０）　并潘原县入平凉县。
是年　置肃州路总管府，灵台并入泾川县。
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七月　平凉府霜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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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十二月　长武并入泾川县。复置灵台县，良原县并入。
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２）　立安西、平凉屯田所，设提领。
至元二十四年 （１２８７）六月　以陕西泾、、乾及安西属县闲田立屯田总管府。
至元三十年 （１２９３）　平凉军屯改为民屯。
成宗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二月　降庄浪路为州，省陇干县入德顺州。
五月　泾水暴涨，毁堰塞渠，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泾阳尹王琚率众疏导之。
仁宗延元年 （１３１４）正月　泾州灾荒，禁酒。
泰定帝泰定四年 （１３２７）　泾州、灵台大旱。
惠宗至正十二年 （１３５２）　静宁、庄浪地震。
至正十七年 （１３５７）十月　红巾军攻占泾州、平凉等地。次年二月，察罕帖木儿收

复泾州、平凉。

至正十八年 （１３５８）　庄浪、静宁等处地震，月余不止。
至正二十年 （１３６０）　元将李思齐部下袁亨修扩、改建平凉城为南北二城。

明

太祖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四月　大将军徐达至静宁。五月，下平凉，以都督佥事费聚
守之，设平凉卫。

八月　明军克泾州。九月，徐达离平凉还京。
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正月　置巩昌、平凉二卫指挥使司。
五月　平凉府属陕西行中书省。
是年　省泾川县入泾州。洪水冲毁泾州南城，州治移至泾河南皇甫店 （今县城）。

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四月　元朝降将知院白文显在华亭聚众作乱，平凉卫指挥秦虎率
兵讨平。

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　总兵官平凉侯费聚筑改平凉城为东西二城。
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　降庄浪州为县，属静宁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四月十四日　朱元璋封其第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在平凉建

安王府，永乐六年就藩，永乐十五年死，无子，国除。

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一月十七日　肃王朱瑛督甘肃，住平凉。
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十月　平凉府属关内道。
洪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正月　置陕西行太仆寺于平凉，管理西安等２８卫所、清水等

７４营堡马政。
成祖永乐六年 （１４０８）八月二十一日　置陕西苑马寺于平凉，管理６监２４苑养马

业。

永乐二十二年 （１４２４）　朱元璋第二十子韩王朱松由辽东开原改封平凉。
宣宗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　朱松之子韩恭王朱冲 就藩平凉。

宣德七年 （１４３２）五月　复开平凉府开城西去的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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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九年 （１４３４）十月　罢陕西马市，以平凉、甘肃二苑马寺牧养军马。
十二月　平凉韩王府护卫军士１８０５人免除３年屯田，届期已满，陕西都司令其与群

牧所旗军４６６人一并循旧例二八屯守。
英宗正统三年 （１４３８）十月　发官粮赈济平凉府。
正统五年 （１４４０）　平凉暴雨成灾。
正统八年 （１４４３）十二月　改高平驿为平凉县治，迁驿站于平凉城北门外。
代宗景泰元年 （１４５０）　平凉大疫。
宪宗成化三年 （１４６７）　蒙古军毁开成，犯平凉。
成化八年 （１４７２）　鞑靼攻平凉。
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　静宁州建书院。
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　静宁知州祝祥以屯地引水溉田。
成化二十年 （１４８４）三月　地震。
是年　静宁、灵台、平凉等地大旱，夏粮无收，大饥荒，静宁人相食。
成化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　分巡关西道李经率众修利民渠，自平凉至泾州开渠６１道，

长２００余里，灌田３０００余顷。
孝宗弘治二年 （１４８９）　十二月地震。
弘治十年 （１４９７）八月　鞑靼掠平凉人畜４万。
弘治十四年 （１５０１）一月　地震。
弘治十八年 （１５０５）　地震。
武宗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　陕西苑马寺 “博选各苑俊秀，堪训子弟，会其于平凉，建

舍数间，以教以学”。为甘肃第一所专门畜牧学校。

正德十年 （１５１５）六月　蒙古军掠静宁等地。
八月　蒙古军进掠平凉，营于南山，散骑掠所属各县，村落为墟。
世宗嘉靖元年 （１５２２）八月　鞑靼２万骑进攻平凉、泾州。
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六月　大雷雨，昼晦，平凉城水灾。
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　平凉、泾州、庄浪大旱，饥荒，人相食。
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八月　鞑靼扰平凉。
嘉靖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十二月　平凉地震，城垣尽摧，死数千人。
是年　赵时春协助县令王官在华亭组织修惠民渠。
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　平凉、庄浪大旱，人相食，疫病死者甚众，灵台等县，死

人过半。

嘉靖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十月　暴雨成灾，民死甚众。
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　赵时春编纂成 《平凉府志》。

穆宗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四月　平凉府地震，人畜伤亡甚众。
神宗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　平凉府大旱，民众流亡。
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　平凉知府罗潮主持，李应奇撰成第一部 《崆峒山志》。

熹宗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九月　平凉、静宁、崇信、灵台等地地震。房屋倒塌万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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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死亡各１２万余。
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三月　庄浪大地震。
思宗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六月　平凉、泾州等地大饥荒。
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　灵台、静宁大旱。
崇祯四年 （１６３１）七月　陕北农民军刘五、可天飞等部攻平凉。
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五月　总督洪承畴追剿农民军于平凉、华亭、庄浪，杜三、杨老

柴所部败没于静宁川。

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七月　李自成驻军平凉。农民军攻克泾州，杀知州娄；占崇信，
杀知县庞瑜。

崇祯八年 （１６３５）五月　农民军围攻平凉。
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七月　平凉、华亭、庄浪、静宁大旱、蝗成灾。
崇祯十一年 （１６３８）　灵台、庄浪蝗灾。
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　平凉府蝗、旱成灾，大饥荒，十室九空。
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十一月　李自成军攻克平凉，知府简仁瑞自缢，平凉所辖各县

相继归降，第十一代韩王 逃至庆阳。

清

世祖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平凉推行剃发令。
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五月　平凉府属陕西布政使司，设整饬平庆兵备道，驻平凉。康

熙二年改平庆道。

顺治十一年 （１６５４）六月八日　平凉大地震。十月十五、十六日又震。
九月　庄浪县雹灾。
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三月　裁平凉卫所。
圣祖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　分陕西布政使司为左、右二司，平凉属右布政司。
裁撤平凉的陕西行太仆寺、苑马寺，监苑俱废。

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　庄浪、静宁大旱，饥民外逃。
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　平凉改属甘肃，豁免平凉府属各州县银、粮。
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十二月初四日　驻平凉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发动兵变，响应吴三

桂反清。

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九月　甘肃总兵孙思克率清军进攻平凉，攻占静宁州。
康熙十五年 （１６７６）二月初十日　图海西征王辅臣于平凉。
五月十八日　图海与王辅臣军大战于平凉城北，辅臣败降。
六月　王辅臣献军民册和吴三桂所授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１枚。
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　平凉开普济渠，全长２５里。
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　静宁州大旱，庄稼无收。
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　旱灾，民饥，诏令 “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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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　知州黄廷钰修 《静宁州志》，建陇干书院，并建义塾。

世宗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六月　改陕西平凉卫、固原卫归平凉府辖。
高宗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十一月　张延福、李瑾纂修 《泾州志》。

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九月　免乾隆元年至十一年累欠田赋。
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　平凉知县汪禨建柳湖书院。
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　甘肃省发生贪污侵吞赈灾荒银大案，涉及泾州知州陈常、

平凉知县赵阮林、沈泰、灵台知县顾汝衡、庄浪县丞闵，均被正法处死；华亭知县蒲

兰馨、盐茶厅同知李本楠、庄浪县丞麻宸均免死发遣黑龙江；平凉知府彭永安被革职查

抄，追罚银两；已故泾州知州张何衡、博赫、崇信知县华廷被查抄。

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　升泾州为直隶州。
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　诏免平凉等地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所欠赋税。五月，平凉

知府秦震钧特立 “纪恩碑”。

仁宗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六月　大雨成灾。
宣宗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夏　泾河暴涨，水宽３里。
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林则徐被谪发配新疆，途经平凉。
道光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旱灾，民大饥。疫病流行。
文宗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三月　沙尘暴袭平凉。
穆宗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八月　平凉、泾州等地回民响应陕西回民反清斗争，破平凉

三角堡。十二月，平凉东关回民大败清军。

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二月二十九日　回民军围平凉城。八月十二日城破。七月，灵台
县蝗虫蔽天，田禾、草木践食几尽。九月，灵台县严霜，粮价骤涨，斗麦银六七两，饥

民载道。

十月　陕西回民军一部进据崇信神峪河及平凉白水镇。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四月　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率军围攻平凉城。五月

攻克平凉，回民军撤往瓦亭。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驻平凉的清军哗变。
五月　静宁旱灾、蝗灾，民众流亡。
十二月　雷正绾等会师平凉，向瓦亭围剿回民军。
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三月　陕西总督杨岳斌到泾州查办兵变。
十月　回民军２０００余人破平凉城。十二月，雷正绾攻占平凉。
是年　静宁张贵率领农民起事，仿照清军编制编为２８个营，控制了静宁、庄浪、会

宁、通渭、秦安等州县，占据堡寨数十处，夺取官府公粮、军饷，多次打败清军的进攻。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秋　泾州流行瘟疫。
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四月　泾州大饥，有掘尸而食者。
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五月十九日　左宗棠驻节泾州瓦云驿。六月三十日，进驻泾州城，

十一月初一，驻平凉，接陕甘总督印。

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六月　左宗棠筑坝引泾水，修复郑白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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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一月　安插金积堡回民于平凉，配给土地，赈粮、籽种、牛驴等。
左宗棠开挖湟渠，并从是年起，沿泾州至玉门大道植树，后称 “左公柳”。

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　灵台县雹灾。
七月十二日　左宗棠率亲兵由平凉进驻静宁。二十九日取道会宁西进。
是年　置化平川直隶厅 （今华亭、平凉、隆德之间），安插回民万余口。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改平庆泾固道为平庆泾固化盐法兵备道，由固原改驻平凉。
魏光焘主持整修境内驿道。平凉府境内新建桥梁４１座，在驿道两旁植树２０余万株。

德宗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平凉、泾州、灵台、华亭等地大旱，民大饥。
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天主教始传入平凉。
是年夏　灵台县蝗灾。
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五月十二日　泾州等地大地震。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四月　各防营驻军修复境内房屋、道路、桥梁、祠庙、学校、坝

渠，广植树木。

五月　平凉、泾州再次大地震。
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四月八日　泾州、崇信、灵台、华亭等县突降大雨雪，麦苗多

被浸死。

六月二十五日　静宁大雪，积厚尺许，冻死谷物。
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九月　设立平凉电报子局。
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春　连年干旱，民误以为 “电杆 （俗称洋杆）收电而无雨”，

泾州窑店至平凉白水的电线杆一夜之间被挖除。朝廷严令陕甘两省查办，泾州被捕者甚

多。７０多岁老者王万青自称主谋被斩，其余被释放。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基督教始传入平凉。二十六年，平凉东大街建立基督教福

音堂。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四月二十四日　泾川、崇信、灵台雹灾。
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　平凉、泾州连年饥荒，卖官赈济。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四月　平凉邮政分局成立。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四月　静宁州设立巡警总局。此后，泾州、平凉、崇信等县

相继设立。

是年　平凉柳湖书院更名为官立陇东中学堂 （今平凉一中前身），高等、初等小学堂

同期成立。创办泾州中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知府善昌疏通因利渠，西起马坊庄，东至三十里铺，全长
３０里。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泾州设试验场，试种棉花。
七月　灵台县暴雨，山洪冲毁民房，淹没人畜无数。十月七日，豁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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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４月　甘军固原提督张行志部攻陕退驻平凉城。
１１月　成立国民党平凉、华亭县分部。
２年 （１９１３）２月　裁府留道，静宁州、泾州、固原州改为静宁县、泾县、固原县。

次年１月３０日改泾县为泾川县。隆德县分置庄浪县。
６月６日　按产值６％征收田产、房产验契税。
是年　甘肃省署改平凉陇东中学堂为省立第二中学。
３年 （１９１４）３月　水洛城金礼、王政达、徐财盛等图谋起事，被民团捕杀。
４月２０日　白朗军在华亭安口窑一带，被陇东护军使张行志所部阻挡，转走陕西。
９月　各县成立警备队。
４年 （１９１５）２月９日　陇东镇守使署发生兵变。３月２９日，陆洪涛以陇东镇守使

兼统壮凯军身份，查办平凉兵变，枪杀近百人。

４月 灵台雹灾，３天尚未消融。
７月 宁县、灵台、华亭等１６县农民用 “鸡毛传帖”相互联系，形成陇东抗捐抗税

运动。

８月 泾川县窑店牛占海聚众３万多人围县城，要求撤换县知事梁纯仁、惩办警备队
长刘得胜，取消新税。省署派泾原道尹王学伊等至县查办，撤梁毙刘，群众散去。

是年　陇东１７县旱灾，夏秋无收。
５年 （１９１６）９月　陆洪涛部驻泾川太平关士兵哗变，抢掠县城商号。
６年 （１９１７）春　静宁大饥。
５月　平凉崆峒山估价２万元拍卖，但无买主。
７年 （１９１８）５月１８日　甘肃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平凉师范前身）在平凉成立。

是年　静宁县绅商合股创办中和火柴公司。
静宁创办 “蒙养园”，后改成 “幼稚园”。

８年 （１９１９）５月　徐世昌派甘肃新疆禁烟大员孙道仁来平凉视察，７月返回北京。
１２月　平凉、灵台等县成立 “天足会”，宣传妇女放足。

是年　改警备队为警察所。
静宁流行瘟疫，至翌年２月，死者甚多。
９年 （１９２０）１２月１６日 （农历十一月初七日）晚９时　海原８５级大地震，波及

辖区各县，死亡３４万余人 （参 《震灾》）。

１０年 （１９２１）４月１２日　平凉地震。１０月２４日，华亭地震。
是年　内务、教育、农商三部派翁文灏、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受楷、杨警吾６

人来静宁县调查灾情；国际饥饿救济协会Ｊ·Ｗ·霍尔、Ｖ·克劳斯、Ｅ·麦克考尔密克等
也至静宁，实地拍摄地震后照片。

灵台县重修孔庙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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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年 （１９２３）１２月　修筑榆中至平凉汽车路。
是年　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强迫农民种鸦片；设立官银号，发行纸币；向各县派款６０

万元，大兴土木，建公馆。在平凉城张公祠创办讲武堂。

１３年 （１９２４）１０月　平凉成立县自治事务所、县保卫团；平凉始办平民学校。
是年　平凉、静宁等县春夏大旱，庄稼无收，民大饥。
张兆钾督修泾川窑店至平凉花所的汽车路。并向陇东各县开征筑路捐。

１４年 （１９２５）１月　国民党员李世军在平凉召开各界代表会，成立国民党北平市党
部直属平凉区分部。

３月　广州国民党中央派李世军 （静宁籍）为甘肃临时省党部筹委会负责人，以后

又派田昆山 （泾川籍）、杨思等。

是年　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在官邸用小型发电机发电，为平凉发电之始。
１５年 （１９２６）４月　张兆钾受吴佩孚指令，进攻兰州冯玉祥国民联军。５月１２日，

张兆钾派刘福生为前防总指挥，与冯玉祥所部刘郁芬、梁冠英旅战于会宁青岚山。

８月９日　张兆钾联合黄得贵、韩有禄部，与刘郁芬部孙良诚、梁冠英、吉鸿昌等军
激战于静宁祁家大山。８月２８日，张兆钾弃平凉城败逃。经华亭逃入陕西，后逃至大连。
８月３０日　国民联军孙良诚部队进驻平凉。
９月　共产党员刘伯坚、吴天长、冀明信等随国民联军来平凉，组织以 “保障工人权

利，提高工人生活”为目的的总工会，参加行业２３个，在平凉县组织工人１２００多人，
是全省最早的工会组织。

１１月　 《新陇民报》创刊，吴天长任社长，冀明信任总编辑。

平凉县总工会成立，为全省最早的工会组织。

冯玉祥部在平凉设立国民革命军西北联军军官学校。民国１６年２月迁往西安。
１２月下旬　冯玉祥在平凉讲演、题词、立碑，接见工会代表和各界人士。
１６年 （１９２７）１月　甘肃造币厂铸造的银元及五十、一百、二百文铜元在平凉开始

流通。

３月　邓小平 （时名邓希贤）从苏联回国，途经平凉去西安。

是年春　全区各县大旱。
４月２３日５时２０分　平凉地震。
是月　陕甘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平凉特别支部，吴天长、任鼎昌先后任书记，有党

员８人 （１９２８年４月停止活动）。
６月　平凉县总工会组织７００多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保障工人福利，提高工人生

活，遭陇东镇守使安树德镇压。

７月１８日　废除道制，置泾原行政区，王祯为泾原区行政长，公署驻平凉，辖陇东
１７县。不久，又撤销行政区，改为省、县两级制。

９月　甘肃全省开征煤油特税。
１０月２９日　原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及韩有禄、黄得贵残部溃散于平凉、泾川间，据地

扰民。后投陕军，据三原、泾阳。是日，被宋哲元部击溃，韩被击毙，黄易服脱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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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遂平。

１７年 （１９２８）４月１７日　中共平凉地下党组织遭破坏，负责人任鼎昌等被捕押往
兰州。

６月　成立国民党平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至１８年９月，静宁、庄浪、华亭、泾川
等县先后成立。

１０月１２日　一伙来历不明的土匪攻陷静宁县城，大肆抢掠而去。
是年　平凉各县大旱空前，夏、秋两季无收，饥民食草根树皮。
国民政府正式批准西兰公路立项，翌年开工修建。

１８年 （１９２９）２月１６日　国民政府公布 “度量衡”法。确定采用万国公制为标准

制，并暂设辅制，称 “市用制”，简称为一、二、三制。

３月　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到平凉视察灾情。
５月 陇东面粉每百斤涨至银币２５元。
６月 灵台大旱，疾疫流行，死者甚众。

１２月　平凉一带，树皮草根剥剜殆尽，人相食。
是年　由于上年甘肃全省大旱，本年夏收前，树皮、草根、麸皮、油渣均被食尽。
１９年 （１９３０）春　驻平凉冯玉祥部开赴中原大战，行前搞所谓 “临时大借款”，平

凉县派款２０余万元。
４月　马廷贤所部围攻静宁。平凉惠彦卿部扰民。
６月６日　陈皀璋乘驻陇东国民军东调之机，进占平凉，杀泾原区行政长兼平凉县长

杨承基，自称 “陇东绥靖司令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委派陇东各县县长。

是年　 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崔廷儒、蒙定军、辛俊贤等打入驻泾川陈皀璋部第三旅
军事学校。刘耀西、邓宝珊、贺晋年、史法直等打入教导团，从事兵运工作，并在教导

团建立了党支部。

７月１日　陈皀璋部杨抱诚攻陷泾川县城，大肆抢掠。
７月３０日　黄德贵联合惠彦卿、吴发荣、王富德等围平凉城。
１２月　甘肃省政府令各县清除冯玉祥统治时期各地所留标语、碑记等。
２０年 （１９３１）春　创办陇东女子师范学校。
７月　共产党员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王世泰等来平凉，做兵运工作。
９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等来平凉检查兵运工作。
１１月　杨虎城部补充一团驻平凉。
西安至平凉汽车路修成通车，始带邮件。

１２月１８日　孙蔚如成立陕西省银行兰州分行，接收甘肃省金库，在平凉等处成立支
行或办事处。

是月　秦腔团体 “平乐社”成立，后更名 “平乐学社”。

２１年 （１９３２）　原甘肃省民政厅长郑?归里后，创办平凉佛教协会。
４月１３日　共产党员曹定侯、陆子江领导杨虎城十七路军干部教导队毕业学员３００

余人，在泾川凤翔路口兵变。

３４大 事 记



９月７日　泾川、崇信、平凉、华亭等县发生霍乱，死亡甚多。
９月２６日　省立二中、第七师范、第二女师教职员工因欠薪罢教。
１０月２３日　共产党员李艮、刘杰三、李华锋发动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

的军士队，在平凉蒿店兵变，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

是年　平凉气象分所成立。
泾川、崇信、庄浪等县相继发生旱灾、雹灾、虫害。

２２年 （１９３３）１月１４日　平凉县成立抗日救国会。
４月６日　停止使用银两，改用银币，原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
１２月　中央银行在平凉设立分行。
是年　兴建平凉飞机场，２４年元月扩建。
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月１日　杨虎城来平凉检阅杨子恒部队。
３月１日　省政府决定设平凉行政督察区，２５年７月，改称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

１１月　杨子恒部改编为国民军新编第五师移防河南开封，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进驻
平凉。

是月　成立平凉警备司令部。各县始建保甲制度。
１２月２日　六十一师杨步飞部进驻泾川。
１２月８日　平凉县成立国民兵团，由县长兼任团长。之后，各县相继成立。
２４年 （１９３５）５月１日　西兰公路始发客、货营运班车。
夏　作家张恨水路过泾川、平凉、静宁、写有 《西游小记》。

８月１３日至３１日　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红军第二十五军至静宁县，经三关口
进入平凉，在泾川四坡村与马鸿宾三十五师冒雨激战，吴焕先负伤牺牲。红军分兵袭击

崇信县城，县长蒲保阳弃城逃跑。红军由崇信经四十里铺、草峰原去陕北。

１０月３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宿于静宁界石铺。截获敌军辎重汽车１０
余辆，曾召集群众，宣传北上抗日主张，并将一部分战利品分发给群众。

１０月１４日　张学良乘飞机来平凉，与邓宝珊会晤，发表抗日演说。次年１０月２４
日，张学良再次来平凉视察。

崇信、华亭、庄浪、静宁等县霜灾、秋禾冻死。

１１月４日　境内开始流通 “中央”、“中国”、“交通”３家银行的法币 （纸币），停

止使用银币。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２月７日１５时３０分　平凉地震，历时２分钟。
５月　东北军六十七军３个师及直属卫队刘多荃部驻防平凉。９月，共产党员徐明、

刘培植等随军做统一战线工作。

９月１４日至１０月２２日　红一军团到达静宁界石铺以北地区，驻扎４２天，在单家集
成立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１０个区、３０多个乡苏维埃政权，组织２００
多人的游击队。

１０月８日至１０日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在会宁、静宁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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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成立平凉援绥抗日后援会，捐献财物，支援傅作义部队在绥远抗击日本侵略
军。

１２月１２日 “西安事变”发生，驻平凉东北军解除国民党平凉宪兵武装，扣押宪

兵军官，释放在押政治犯。成立平凉人民委员会。

１２月１３日　平凉学生联合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成立。
１２月１９日　平凉各界在商场 （今人民广场）集会，声援 “西安事变”，拥护张学

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是年　平凉、泾川、崇信、华亭、静宁等县旱、冰雹、洪水、风沙、黑霜灾害相继，
灾情严重，群众饥荒。

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月１日 《新陇日报》改为 《人民日报》。

是月　平凉始建四等气象测候所。
２月３日　罗炳辉、宋任穷率红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组成的追击军，从宁夏大水坑

一带移住平凉郊区，抗击胡宗南部队。７日，分驻崇信、灵台、泾川、华亭安口等地。月
底，离开平凉。

３月　东北军调离平凉。国民军四十三师驻防平凉。
４月　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从河西经平凉，回到镇原援西军总部。
５月 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１３００多人，从兰州押往西安，途经平凉飞机场，方强、

秦基伟等１００多官兵乘夜色脱险，回到陕甘边区。
６月　中共平泾工作委员会成立。
７月　中共中央在陇东统战区成立陇东特委，对外称 “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办事

处”。

各县成立中国国民党党部。

８月　中共陇东特委书记袁国平到平凉，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抗日救国演说。
１０月　中共陇东特委宣传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留守处第三科科长任质斌来平凉，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写有 《平凉社会现状与开辟平凉工作及我见》报告。

１１月　平凉各中等学校师生组织抗日救国宣传队，赴各县乡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
动。

１２月 “新安旅行团”来平凉放映无声影片进行抗日宣传。

是年　静宁、庄浪、华亭等县雹、霜成灾。
２７年 （１９３８）３月　设平凉难民收容所，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支会。
５月　平凉县成立防空指挥部、防空情报分所及城区防空哨。
７月２３日　平凉各界举行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
是月　撤销陇东特委，与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党委合并。
中共平凉市委成立，张耀宗任书记。

８月　三民主义青年团甘肃支团平凉直属区队成立。
是年　国民军四十二军杨德亮部驻防平凉。
回族达浦生在上海创办的伊斯兰师范学校迁至平凉，１９４１年改为国立陇东师范。

５４大 事 记



华亭县从天水引进种植刺槐。

静 （宁）秦 （安）公路动工，２９年竣工，境内长６５公里。
２８年 （１９３９）２月９日１１时　日本飞机３１架两次轰炸平凉城，投弹７０余枚，伤亡

群众２００余人，炸毁房屋１５６间。家畜死伤无数。至３３年 （１９４４）１０月，日军飞机先后
９次对平凉、泾川、静宁、灵台等地进行侦察、侵扰、轰炸，死伤３００多人，财产损失约
数十亿元 （按法币计算）。

春　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特派员杨静仁来平凉慰问，在伊斯兰师范发表抗日演说。
吴鸿宾受中共甘肃工委派遣来平凉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２６日　甘肃省教育厅在平凉举办陇东中等学校教员讲习会和平凉县
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

９月１６日　因叛徒出卖，中共平凉市地下组织遭破坏，５名党员被捕。
是年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在平凉设立事务所。
甘肃军管区成立，在平凉设立平秦师管区 （平凉、天水）。１９４１年改为陇东师管区。
军统局兰州站平凉组成立。

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在平凉设陇东区实验场。

２９年 （１９４０）１月　国民军八十军司令部进驻平凉。
４月２７日　省政府在平凉召开陇东１４县 “特种教育”（防共）会议。

是月　省政府拨款７０５万元开采静宁县罐子峡煤矿。
省政府始在平凉等县市试征房屋捐，并设房捐征收处。

中共平东工作委员会成立。

５月　省政府重新厘定各县等级，一等平凉，三等泾川、静宁，四等灵台，五等华
亭、庄浪、崇信。

８月２２日　中共庆环分区党委改为中共陇东地委。
９月　泾川、灵台、宁县、正宁４县保安队合编为 “甘肃省保安第四团”。

１０月　中统局在泾川举办 “甘肃省陇东调查人员训练班”两期，共训练特务１８２
名。

１２月４日　西北军管区将泾川荔堡经镇原、固原至同心城，作为军事封锁陕甘宁边
区第二道防线。

是年　黑霜、旱、雹、风沙相继成灾，民饥。
平凉设立疫苗制造所。

平凉、泾川、静宁等县试种棉花。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３月　平 （凉）宝 （鸡）公路修通，５月１日正式通车。
是年　旱、雹、霜成灾，免灾区田赋并贷籽种。
３１年 （１９４２）６月　国民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由静宁县移驻平凉。
平凉旱灾，崇信雹灾。

９月　日军飞机侵扰平凉。
灵台中学闹学潮，３８０多名师生向县政府示威，迫使省政府撤换县长翟大勋。

６４ 平凉地区志 （上）



是年　静宁从兰州运来白杨枝条插育，平凉、泾川引进苹果、梨。
设立河泾川、泾河平凉水文站。

３２年 （１９４３）３月　兰州、平凉等１０个重要县市开始实行粮食限价。
１１月　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在平凉成立。
１２月　平凉设无线电台支台，长途电话网建成，电话局兼办电报业务。
日寇入侵，河南沦陷区难民逃亡甘肃，省政府决定泾川、平凉、灵台、崇信等县为

收容安插地区。据统计，逃入陇东难民达１万余人。
３３年 （１９４４）４月　泾川县丰渠建成通水，主干渠长约１３公里。
冬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区负责人杜斌丞和吴鸿宾来平凉，翌年接收西北青年民主促

进会成员集体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是年　平凉成立救济院。
各县对 “古木”（树）进行调查。

３４年 （１９４５）３月　华亭县安口三合陶瓷厂工人罢工３天，迫使资方释放了被关押
的２名工人，为全厂工人增加了工资。
９月　平凉民众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甘肃电瓷厂在华亭建立。

国民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东调，其留守处仍驻平凉。胡宗南所部三十六师、二四

七师和保安三团驻防平凉。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５月１５日　平凉县银行开始营业。
６月１４日　第二、三区专员及各县县长在泾川召开 “防共”联席会议。

８月２３日至２９日　王震部三五九旅由平凉、泾川之间突破国民军防线进入边区。
秋　军统局陇东、固原组并入平凉组。
年底　省政府拨款救济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及生活贫困的抗日官兵家属。
３６年 （１９４７）２月９日　省政府重定各县等级：一等县：平凉，二等县：泾川，三

等县：庄浪、静宁、灵台，四等县：华亭，五等县：崇信。

４月　国民军整编八十二师马继援部进驻陇东各县。
５月４日　国民党飞机炸毁长庆桥。
６月　甘南藏族起义领导人肋巴佛前往延安途中，在平凉安国镇因车祸遇难，时年

３１岁。
１１月至翌年３月　国民党、三青团县属组织合并。
陇东实验场推广小麦良种。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３月１５日　甘肃省选举事务所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泾川田
昆山，平凉刘锦堂，静宁李克生，灵台贾从城，崇信李重威，庄浪刘直哉，华亭强镇英；

妇女代表马素贞，农民代表口成章，回民代表吴九如。月底去南京参加会议。

４月２２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解放灵台。此后各县戒严，５月２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解放崇信。

５月２０日　中外记者西北战地访问团一行２０余人到泾川玉都、荔堡等处进行访问。

７４大 事 记



６月７日　国民政府国防部派陈明仁为陇东慰劳团团长，前往陇东慰问胡宗南、马继
援部队。

７月３日　甘肃省气象测候所在平凉崆峒山增设测候站。
８月　金圆券开始在平凉流通，每元兑换法币３００万。
１２月１７日　省政府宣布平凉为接战区，实行宵禁，检查邮电、书报。
是年　静宁、平凉、庄浪、泾川、华亭等县旱灾、雹灾，省政府赈粮、款救济。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３月２０日　平凉中小学教师游行，抗议 “欠薪”。

５月２６日　马步芳、马鸿逵组织联合兵团１０万余人，于６月５日分三路由平凉向陕
西进发。

６月　马步芳向各县派征 “劳军款”。

７月２０日至２２日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在静宁县主持召开联合兵团师以上
指挥官会议，部署防阻解放兰州措施。

２４日　灵台解放。
２６日　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平凉军分区分别在华池县悦乐镇成

立。惠庆祺任书记，王治邦任专员，何远平任军分区司令员。

２６日　崇信解放。
国民党平凉党、政、军、警人员弃城逃窜。

２７日　泾川解放。
２９日　华亭解放。
３０日　平凉解放。
３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接管政权后接收 《陇东日报》。

是月　国民军撤离时，烧毁西兰公路四十里铺木面桥，炸毁长庆桥。
８月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在平凉、固原间歼灭马鸿逵军２０００余人。
３日　中共平凉地委和分区专员公署、军分区移平凉，上万人集会游行庆祝。
４日　庄浪解放。
５日　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平凉县办事处成立。
６日　静宁解放。
静宁、西吉、海原县划归定西分区。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５日复归平凉。
８月上旬　平凉人民踊跃支前，支援解放军西进。
２３日　地委发出 《关于建立与巩固分区人民地方武装的指示》，决定各县成立游击

大队，建立人民武装科。

２５日　地委举办平凉分区干部训练班。
是月　平凉专员公署设办公室及一、二、三、四科，设平凉分区公安处、甘肃盐务

局平凉分局、平凉分区税务局、平凉一等邮局、平凉电信局、中国人民银行甘肃分行平

凉办事处、平凉新华书店、平凉分区贸易公司。

９月４日　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政委、中共西北区书记习仲勋从西安赴兰州途经
平凉。

８４ 平凉地区志 （上）



２３日　开始对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等以上人员进行登记审查。
是月　成立甘肃人民法院平凉分庭、平凉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平凉、崇信、泾川、灵台、庄浪等县雹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日，平凉党政军民数万人在北校场 （今文化街

北）隆重集会庆祝。

２５日　中共平凉地委发出 《关于清匪肃特反恶霸的指示》。

中共平凉地委机关报 《新平凉报》创刊。

１１月２１日　成立平凉分区青年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凉地方工作委员会、平
凉分区职工委员会 （后改称甘肃省总工会平凉地方委员会）、平凉分区妇女委员会 （后改

称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平凉分区办事处）。

１２月２６日　地委要求各县在１９５０年元月上、中旬普遍召开一次农民代表会议。
年底　平凉分区党组织经过初步整理核查，有共产党员４８９６名，基层组织２８２个。

１９５０年

３月１日　平凉各县春荒。地委、专署发出 《关于生产救灾工作指示》。全区发放救

灾款１亿元 （第一套人民币），粮食２９万石。
４月２日 地委发出 《关于处理一贯道的指示》，到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区一贯道组织

被彻底取缔。

１８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新区土改的布告，确定秋收以后，平凉、泾川、灵
台、崇信、静宁等县的部分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实行土地的改革，其他县暂缓。

４月２５日　中国民主同盟平凉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５月８日　以潜伏的原国民军８２军旅长马云山为首，在平凉北塬沙园子成立 “忠义

军前进指挥所直属第一支队”反革命组织，自称司令，武装叛乱。９日，攻袭平凉城，被
击退后，流窜于平凉、固原、海原、化平等县山区为恶。７月平息。
５月２５日　庄浪县由平凉分区划归天水分区。
６月５日　平凉监狱７０余名在押犯人暴动，晚１１时被军分区警卫部队平息。
７月　天主教罗马教廷升平凉监牧教区为圣统制教区。
９月１０日　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北分团慰问平凉军民。
是月　成立甘肃省人民检察署平凉分区分署、甘肃省农民协会平凉分区办事处、甘

肃省供销合作社平凉分区办事处。

１０月３日至１３日　中国共产党平凉分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平凉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１２４人。

９４大 事 记



１５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出以民政部副部长吴志渊为首的工作团
和甘肃省委、省政府派出的工作组来平凉帮助指导剿匪肃特工作。

是月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骑兵第六师移驻平凉。

是年　西 （安）兰 （州）公路四十里铺、大岔河、颉河桥建成通车。

平凉、灵台、崇信、泾川、崇信等９县 （市）先后遭受雹、洪灾害。

一年多来，全区组织９万多人参加支前，７３００多人参加民兵和武工队，４２８万人参
加 “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发展青年团员１７６３人、工会会员２４３０人。分区和各县
（市）成立农民协会、妇联组织。

１９５１年

２月１７日至１９日　地委、专署召开劳模代表会议，表彰农林水利和手工业劳动模范
９３人，选举出席省劳模会代表４２人，并举办农业、手工业产品展览。

３月１５日至１９５２年６月底　全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
２９２９人。

是月　全区广泛开展为期３个月的 《婚姻法》宣传教育活动。

３月２８日　平凉 “游民劳动习艺所”收容游民上百名。

４月１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中心支公司成立。
４月６日　成立平凉区抗美援朝委员会，各县 （市）及各机关、学校成立抗美援朝

分会，全区６０多万人参加 “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捐献８８８８亿元。
是月　成立平凉专区人民卫生院。
６月　全区１２２９８名青年报名参军，录取６８６３名，１１５名知识青年被军事干校录取。
成立平凉分区收音站。

７月２２日　平凉分区专员公署代中央为分监干部颁发解放西北纪念章５枚，人民功
臣章１枚。
９月１４日　平凉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随后，全区５９５个乡分两期进行土地

改革。

１０月２８日　省委书记张德生参加平凉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并讲话。
１１月６日　首次发行 《毛泽东选集》，地、市２０００多人集会庆祝。
１２月　地市机关 “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开始。

２４日　平凉天主教 “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促进筹备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２年

１月１０日至１６日　地委召开县 （市）委书记联合会议，决定把土地改革和 “三反”

运动结合起来进行。

３１日　地委决定在土改结束的乡村，建立互助组，并着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推广新式农具，提倡精耕细作，推广化学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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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日　全区开展 “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

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

３月８日　平凉１８万多人，在北校场集会并游行示威，反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
使用细菌武器。

４月１日　全区各机关、单位、学校普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２日至７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来平凉区访问。
２日　西吉、海原、固原、隆德部分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宗教上层反动分子马

国瑗，勾结特务、土匪、地主恶霸等，利用宗教活动煽动群众进行叛乱， （简称 “四·

二”叛乱）。３日，即派部队进行追剿，并经过政治分化瓦解６月下旬叛乱彻底平息。
１９日　省委书记张德生等来静宁，听取平凉地委、行署对平息 “四·二”叛乱等工

作汇报。

５月１７日　成立平凉市基督教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６月　灵台县独店区景村乡张世昌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７月１６日　平凉、华亭、泾川、静宁等县发生雹、洪灾害，死８人。
９月１５日至２１日　专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平凉北校场举行。
１０月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医院成立。１９５４年５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六医院。

专署人民公安队改为平凉专区公安大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１２月　全区民兵组织进行整顿、调整、扩建，总数为４５１５１人。
是年　平凉、华亭、静宁、灵台、泾川等县发生晚霜冻、雹洪及小麦病虫害。

１９５３年

１月１７日　平凉专区、县 （市）区、乡人民武装委员会相继成立。

４月１日　 《新平凉报》改为 《平凉农民报》。

２０日　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来平凉考察。
６月２日至４日　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行来平凉视察。
１４日　平凉市改为省辖市。
全区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

７月２１日　全区实行粮食计划收购。
１０月２９日　从平凉划出西吉、海原、固原３县，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区 （后改为

固原回族自治州）。

１２月１３日　成立专区运输委员会，组织 ５００辆胶轮车、１５００头驮畜，开展短途
运输。

是年　全区普遍遭受旱、冻、虫、雹等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３０２％。

１９５４年

１月２９日　从上年１１月开始，平凉市及各县城镇实行粮食计划供应。２９日，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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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调整为城镇干部、居民每人每月供应面粉３２斤，工人４５斤，儿童按年龄分别供应；
郊区农民３０斤。
２月　基层选举工作全面展开。
３月１１日　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二总团第三分团来平凉慰问驻平

部队。

７月　各县 （市）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各县 （市）召开中共县 （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９月１４日　全区统一实行棉花和棉布统购统销，按人口发放票证。
１０月４日至１９日　中共平凉地委召开全区第一次生产合作会议。
１２月１０日至３１日　专署召开平凉专区供产销会议。
是年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 “民革”）甘肃省支部在平凉成立小组。

农村开始推广使用双轮双铧新式步犁，试用播种机和马拉收割机。

１９５５年

２月１８日　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全区先后有６０多万人在 “告世界人民

书”上签名。

３月１日起，由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 （以１元兑换第一套人民币１万元）。
３月 全区各市、县人民政府分别改称市、县人民委员会。

甘肃省人民政府平凉区专员公署改称甘肃省平凉专员公署。

５月９日　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北工程局和平凉专员公署、平凉市、县联合勘测设计
的大型水土保持工程———平凉市纸坊沟土坝工程竣工 （１９５４年４月动工）。
７月５日　中共平凉地委成立肃反工作５人小组办公室，决定分四批在全区开展肃反

运动。

１０月１０日　庆阳专区并入平凉专区。２５日庆阳军分区并入平凉军分区。
１１月　全区１５１个区撤并为９７个，１０３３个乡并为６７５个乡。
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５日　专署召开全区中医代表会议。
是年　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全区首次征集义务兵４０００名。

１９５６年

１月１０日　甘肃省国营商业企业驻平凉督导处成立。
是月　天水专区所辖庄浪县划归平凉专区。
３月　全区组织８０万劳力，修渠、打井、挖涝池，大搞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共修水

渠１４条，可灌地７万亩。
１０月　平凉市在下县巷口筹建发电站，１９５７年３月建成。
１１月　全区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
泾川建立全省第一所青少年业余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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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

１月２６日　地委决定由国营林场划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部分林地，进行抚育和砍伐
利用，并加强对关山、子午岭林区的开发工作。

３月　全区实现了各县通公路。
４月１７日　省委书记霍维德率领工作组来平凉视察。
５月下旬　整风运动开始。７月，普遍开展反 “右派”斗争。

６月　甘肃省邮电管理局平凉专区督察员办事处成立，１９５９年３月撤销。
７月２４日晚　平凉、静宁、泾川、灵台等８县 （市）雹雨成灾，平凉市、县尤重，

计死亡２１人。
８月下旬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平凉县泾河川蹲点调查。
９月　全区开展 “大鸣大放大辩论”，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１１月７日　动工修建泾河南干渠，１９５８年７月竣工。
１２月３日　地委决定撤销４３个区，保留４４个。精简下放干部３３００多人。
是年　开展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 （简称四害）运动。

全区旱、冻、雹、洪灾害严重。

省、地两级在华亭县安口区中庄村筹建平凉地区上庄疗养院 （又称上庄麻风病

医院）。

１９５８年

２月２０日　全区４４个区，除保留环县４个区，庆阳、华亭、静宁３县各保留１个镇
之外，其余全部撤销，原有５４１个乡 （街）撤并为３２０个乡 （街）。

３月　将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
镇原、泾川、庆阳、环县、平凉等地先后发生群众缺粮闹粮事件。

４月　崇信县并入华亭县。华池县并入庆阳县。
５月１１日至１５日　地委召开全区第一次工业会议。
１０日　地委 《关于粮食供应情况报告》称：人口外流，有的地方发生浮肿和死人

现象。

７月２８日　地委要求大搞生产加工，深翻、运输耕作等各种类型工具的改良。给社
员、社干部规定基本劳动日。

是月　成立平凉专署体育运动委员会、平凉专署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
全区土法上马，３０多万人先后投入采矿挖煤、大炼钢铁。
８月１５日　地委作出 《关于大搞深翻地的决定》。从８月至１１月，全区组织２０多万

劳力，以公社为单位，采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及吃到地、住到地等

措施，每天翻地５万亩，全区深翻地４００万亩。
９月２日 《平凉农民报》改为 《平凉报》。

２０日　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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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全区已办起公共食堂２３２６３个。
１０月１８日　专区动员４８００名民工参加修建引洮河水上董志原大型水利工程。
１９日至２４日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平凉、华亭、静宁、泾川等县视察。
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１月底　全区１２６个公社组织起１２６个民兵团，大队建营，生产队建

连；３３万多民兵，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１２月２０日　灵台县并入泾川县，庄浪县并入静宁县，平凉县、华亭县及崇信县神峪

公社并入平凉市，崇信县其余划归泾川县。

是年　全区旱灾面积达１０１万亩。
平凉市建成渔场。

１９５９年

１月　开始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整顿人民公社。
平凉西郊电厂两台７５０千瓦发电机组建成发电。
４月５日至１３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体育运动会平凉区马术竞赛在平凉飞机场

举行。兰州、新疆、内蒙、沈阳、南京、成都军区等９个代表队２３４名运动员参加。
４月１５日　全区开展对以前 “一平二调三收款”大算账运动，７月结束。
４月２１日　全区普遍发生霜冻。
是月　平凉、静宁等县严重春荒。
５月１９日　中共平凉地委党校成立。
６月　开始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恢复和建立农村初级市场８７个，有些地方开放了庙

会和物资交流会。

７月１４日至１６日　省长邓宝珊、副省长黄正清来静宁、平凉、泾川、庆阳等地视察
工作。

７月中下旬　国务院秘书厅调查组到静宁县进行调查。全县因粮食问题，发生外流、
浮肿和非正常死亡严重，先后死亡４２万多人。地委、专署和静宁县安排口粮４００万公
斤，派７０多名干部和医务人员帮助抢救人命，供应口粮人数占全县人口总数９２％。

全区已外流９０００多人，后回乡６７００多人。
９月２８日至１１月下旬　平凉地区分三批特赦在押犯人２８０名。
１１月上旬　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来平凉视察。
１２月１８日　静宁东峡水库竣工。
是年　平凉市猩红热、麻疹等发病１０５８人，死亡５６人。静宁发生痢疾等病２３５万

多人，浮肿１３８万人，死亡４８７人。
首次空运鱼苗８０万尾投入平凉渔场、静宁东峡水库养殖。
平凉、泾川被列为全省蔬菜基地。

年底，全区开展反 “右倾”运动，１９６０年上半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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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

１月１４日至２０日　地委、行署召开全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竞赛评比大会，推广新
技术、新产品３５种。
２月　全区从农业战线抽调４５００人去兰州等地支援工业建设。
１５日至２１日　召开全区民兵工作会议。
３月２０日至４月８日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书记处书记高健君参加全区

专、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六级干部会议。

３月　全区各类学校２３５万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５月７日至１１月上旬　全区有１０９９个单位，抽出７１１７名职工，办起４１９个农场，

开荒３９２８３亩。
７月　全区有１５个公社粮食问题严重。静宁７个公社外流４８０５人，浮肿３２１４人，

死亡２７９人，已供应粮食１３９５万公斤。
８月１日至２日　全区普降大雨，大部分水库漫顶、决口、穿洞，排洪道冲垮，淹死

２０余人。
１０月　平凉市人民广播电台建成。
１１月５日　地委贯彻省委关于精简机关工作人员的安排意见，全区共精简１０６１７人。

从工业、财贸、文教等战线压缩返回农村劳动力１３７５万个。
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５日　地委先后两次安排群众口粮，要求每人每天不少于８两，

灾区不少于６两。对于因生产困难造成浮肿、干瘦病和年老体弱的群众，允许宰杀一批
羊只，办好食堂，“抢救人命”。

２０日　泾川县荔堡镇发生暴乱，２８日平息，孙和忠等３１人被捕，２２８人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是年　因旱、冻、病虫、洪水等灾害，受灾面积达４４９５８万亩。
境内出现群狼食人。

１９６１年

１月　精简和调整专县社机构。专区级８３个行政事企业单位，保留４５个。
全区有１１９８个核算单位１９６７２万人，每日口粮在６两以下的占４１１％，６两以上不

足８两的占６１７％。
地委专署提出：以生产救灾，抢救人命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向困难和错误作

斗争。

５月１５日　社队规模调整划小，全区有公社 ２９５个、生产大队 ５０５５个、生产队
１５１３０个。

９月１５日至２０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马锡五在静宁、平凉等地视察。
２１日至２７日　专署精简工作会议，提出从３月底至９月２０日，精简回农村１９７８４

人 （其中国家和集体职工６９２５人，学生７６８８人，居民５１９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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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５日　恢复原庆阳专区。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庄浪、华亭、崇信、灵台等县。平
凉专区辖平凉市、静宁、庄浪、华亭、崇信、灵台、泾川县。

是年　春冻、夏雹、秋霜及霪雨，受灾面积４０１８４万亩，死８０人，其中静宁２９人。
是年统计，三年困难时期全区人口外流、浮肿和非正常死亡达９６万多人。

１９６２年

２月２６日至２７日　专署召开县 （市）长、粮食局长会议，安排春耕生产和人民

生活。

４月　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全区１３２个公社调整为１４６个，２６４０个大队
调整为２１４４个；原有基本核算单位２６４０个下放调整为８２３７个，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
单位。

９月１０日　成立平凉专区人民武装委员会。
是年　全区夏秋作物受灾面积３３６７２万亩。
全区抽调１９５１名干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 “社教”）。

１９６３年

３月５日　全区掀起向雷锋学习的热潮。
９月２０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确定泾川、灵台县为全省粮食生产基地。
１２月２０日　中国农业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成立。
２３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克林来平凉指导工作。

１９６４年

５月４日　社队体制进行调整。
６月５日　撤销平凉市建制，恢复平凉县。
６月至８月　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有２３１１９４户、１１５０７４９人。
７月　成立甘肃省手工业联社平凉专区办事处。
１０月１３日　地委抽组１４３２名干部，从１１月中旬开始赴张掖专区参加社教运动。
是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决定在平凉等地建设军工企业。
１１月　全区开展 “民主革命补课”，把一部分中农、小土地出租者、经营者定为地

主、富农成份。

是年　霜冻、雹洪及小麦黄锈病相继成灾，专署成立救灾指挥部，组织救灾。

１９６５年

５月１７日　平凉专区战备指挥部成立。
９月１日　撤销专区百货公司，成立平凉专区外贸局。
９月２３日　平凉地委 “四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工作团正式成

立。全区抽调干部和积极分子３８９７人，进入平凉、泾川县开展 “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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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９日　平凉专区社会救济院成立。
１２月　全区开展农业 “远学大寨，近学柳湖”活动。

１９６６年

１月１４日　西北农业经验交流会上，平凉县柳湖大队被树为西北区农业战线上的红
旗大队。

１５日　中共甘肃省委发出 《关于向青龙卫生所学习的决定》。３月，省委、省政府在
平凉县召开推广青龙卫生所革命精神现场会议。

２月１日至８日　地委、专署、军分区在静宁县原安公社召开农村群众体育工作现场
会议。

４月１日　全区抽调干部、积极分子４４６５名，赴泾川县开展系统社教运动，１０月底
结束，造成非正常死亡２３２人。

是月　全区掀起向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学习的热潮。
５月下旬　全区开始 “文化大革命”运动。

８月９日　平凉一中学生贴出 《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平凉地委》的大字报。

８月１６日　成立平凉专区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９月１７日　成立甘肃省贫下中农协会平凉专区工作委员会。
是年　夏酷旱，平凉外流人口较多。秋季，全区痢疾流行，发病１１７万人，死亡

１８１人。

１９６７年

１月　庄浪、静宁、平凉等县外流３００多人，省上拨回销粮６７５万公斤，安排农民
生活。

春　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庄浪、崇信等县发病１０００多人，流感、痢疾、伤寒流行。
４月　平凉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
５月２５日　平凉 “东方红总部”组织３００名学生，到平凉县公安局静坐示威 （简称

“五·二五”静坐），要求公安局交出并烧毁所谓整群众的 “黑材料”。静坐绝食达４２小
时，到２７日晨结束。
７月２０日至２８日　平凉 “东方红”等群众组织１０００多人冲击专区公安处，抢去一

些机密文件、文稿及自行车、打印机、广播器材等财物。

８月１４日、２２日　庄浪县 “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 “红联”）与 “革联”及

“全国三联总部朱店分部”先后发生 “武斗”，造成死亡２人，致残１人，重伤１８人，轻
伤２０人。
８月２２日 “东方红”和 “红革”两派组织在平凉西新桥 “武斗”使用炸药包，

中断交通；砸毁专区公路总段一些房屋、设备，随后，“武斗”又转移到平凉广场，双方

扔石头、瓦块、放炸药，混战至深夜结束。造成１人伤亡，数人受伤，损失５万余元。
２８日凌晨４时 “东方红联委武卫团”出动３００多人，动用推土机１台，汽车２辆，

７５大 事 记



攻打省建五工区驻地，与 “红革”一派的 “虹光野战军” “武斗”，推倒围墙，打死１
人，双方各伤数人。

３１日 “红革”与 “东方红”在平凉城区红旗街 “武斗”，使用手提炸药包、长

矛、石块等，死亡２人。“武斗”期间，平凉县粮油公司５万多公斤面粉被抢。
９月２２日 “宁夏地区造反总指挥部”一部分造反派，乘汽车来平凉，搞所谓 “援

助”。平凉 “东方红”与 “红革”两派 “武斗”，投炸药包、雷管，双方均有人受伤。

１０月７日　平凉 “东方红”组织 “武斗”人员，在机枪掩护下，使用火焰喷射器，

烧毁省建五工区两层楼房，造成经济损失３９万多元。“红革”组织被打散。
１０月３０日　安口 “８１２”总部４００多人围攻土谷堆煤矿，切断电源２０多小时，致

全矿停产，引起井下着火，烧毁巷道坑木及部分设备，造成损失７９８万元。
是月　公、检、法机关瘫痪。
农村部分地方开始使用小型粉碎机、磨面机。

１９６８年

１月１６日、２月９日　平凉军分区、崇信县武装部发生枪支弹药被抢事件。
２月２６日　平凉专区、平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至４月１６日，各县革命委员会相继

成立。

６月　静宁、平凉雹灾，夏秋作物损失严重。
１０月２７日　专区革委会决定将原专区畜牧站等３９个单位撤并为１０个。
１１月　组织全区生产队以上干部分批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
是年　旱，小麦翻耕１６６万多亩。

１９６９年

１月至１０月　接待安置兰州等大中城市４万多知青和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全区有
３３０７户１２９０９名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１１５９名干部下放 “五七”干校、工厂、农

场劳动。

３月　平凉、泾川等县开展治河争地工程。
８月３１日　成立专区战备动员领导小组和人民防空委员会。全区普遍开始群众性的

防空洞修建工程。

１０月　平凉县泾河北干渠竣工通水。
１２月　兰州军区空军第十六航空学校第四训练团移驻平凉。

１９７０年

２月１２日至８月底　全区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的 “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中有２２６人自杀。
４月１４日　静宁县农技干部毛应星以 “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在静宁被枪杀。１９８０年

４月平反，１１月２９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地区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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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人物》）。

２２日　成立平凉地区支前委员会，全区处于紧张战备动员状态，各县成立武装基干
民兵团。此后，平凉军分区在西兰公路沿线农村建立６６个 “战斗村”，开挖地道５９万
米，进行民兵拉练、战备后勤演习等活动。

１０月３日　成立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
１０月２３日　在华亭县安口镇纪家庄建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次年开诊。
１２月２８日　成立平凉地区野营拉练指挥部，全区分期分批组织野营训练活动。

１９７１年

２月３日　省革委会决定，给去年受灾的平凉减免公粮１１０万公斤。
３月２８日至３１日　中共平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５月７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基地兵站由兰州移驻平凉。１２月改称兰州军区后勤

部第二十六分部。

６月１日　兰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省委书记胡继宗来平凉视察。
是月　平凉县崆峒水库动工兴建，１９７９年底竣工。１９８１年１月交付使用。
８月１２日　地委要求机械厂、农具厂试制地雷、手榴弹、土火箭、半自动步枪、冲

锋枪、六○迫击炮等多种战备武器。
９月５日　地区革委会发出 《关于认真做好大学招生工作的通知》，废除考试招生制

度，选送 “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入学”。

１０月４日　平凉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
１２月１２日　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将平凉、泾川、灵台等县作为商品粮生产重点

基地。

１９７２年

４月１２日至１３日　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省委书记宋平、省军区司
令员张忠来平凉检查工作。

１０月２３日　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平凉视察。
１１月９日　地委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泾河治理工作的通知》。

１１月１８日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来平凉视察。
全省劳改系统管教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是年　平凉县火葬场建成，火化７具尸体。

１９７３年

１月１７日　省文物工作者在灵台县白草坡古墓葬里，发掘出１８００余件西周时期的历
史文物，车马坑在甘肃省属首次发现。

２４日　地委决定开放集市贸易，平凉城区开放西郊和西瓜园两个市场，每三天一集。
２月　各县成立民兵师，公社成立民兵团和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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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０日至２５日　共青团平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成立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公安处 （９月改称公安局）。
４月２７日１１时至凌晨３时半　全区普降暴雨。其中庄浪降雨８５４毫米，李家咀水

库垮坝，淹死６６２人。平凉泾河洪峰冲垮新修的公路大桥———柳湖战备大桥。平凉、静
宁等县死亡２０余人。
５月１日、２５日、２７日　平凉、崇信、灵台、华亭县先后遭雹、雨袭击，受灾面积

２０余万亩。
１０日至１４日　平凉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是月　国务院派出的工作组对静宁、庄浪等县的人民生活状况和生产救灾工作进行

重点了解。

６月７日至１３日　庄浪、静宁、华亭、泾川４县先后遭狂风冰雹袭击。
７月１４日、１５日、１７日　平凉、静宁、华亭、泾川、灵台、崇信６县雹洪成灾。
华亭县东华公社小煤窑矿井灌水，造成巷道严重塌陷，１０名农工被埋于井下７０米

深处。

７月２１日至２４日　平凉地区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８月２５日　庄浪县万泉公社史家沟水库垮坝，冲毁住宅６４户，死亡８１人，重伤４０

多人。

９月　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
开展 “批林整风运动”。

１０月１日　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分设办公。
是年　全区旱、霜冻、雹洪成灾，死亡７７６人，伤１１３人。
平凉县渔场繁殖鲤鱼成功，首产鲤鱼苗种１５万尾。

１９７４年

春　平凉因灾荒，社员缺粮，出现干瘦病和浮肿病。
３月２５日　国务院派人到平凉受灾地区考察群众生活和生产救灾情况。
４月２日　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来平凉检查工作。
４月１８日　地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春播度荒问题。当时，社员口粮大部分在１００公

斤以下；庄浪、静宁牲畜死亡４０００多头；人口外流。从外地调薯干接济群众生活。
２３日、２７日　气温降至零下３—７度，小麦被冻。
１２月２０日至３０日　全区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召开。

１９７５年

２月１日　平凉地区关山林业总场成立。
２１日　平凉地区国营农业总场、平凉地区革委会地震办公室成立。
３月　在崆峒公社筹建平凉地区农学院，当年招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撤销。
是月　在泾川县牛角沟发现人类头盖骨化石，为省内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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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３日　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陪同国家农林部部长沙风来平凉视察。
１７日　成立 “七二零一”工程指挥部。从１９７６年元月开始，组织庄浪、静宁、泾

川、灵台４县民工２０００多人，在镇原修筑兰 （州）宜 （川）战备公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竣工。

崇信县２８９名女民兵组成 “三八”女子筑路营，修筑崇信黄寨至土谷堆公路。

５月２３日　平凉地区文工团赴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
是年　雹洪灾害，死亡１５人。痢疾死亡２４５人，麻疹死亡１３２人。
平凉庙庄西周墓开始发掘。

１９７６年

５月　全区建成３５千伏农电线路２０２公里，６—１０千伏线路１１３２公里，变压器容量
达到５５８１０千伏安，用电设备达到４０４１５千瓦。有７０个公社、３９０个大队、１５１７个生产
队通电。

９月　在平凉大统山建成全区首座电视差转台，用１０千瓦电视差转机转播陕西电视
台节目。

９日　全区各族人民以各种形式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１８日　地、市党政军民约１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大会。
１０月２２日　各县集会游行，庆祝中共中央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四人帮”反党集团。

是年　春寒低温，夏遭冰雹，粮食减产。

１９７７年

４月７日　平凉地区妇幼保健站成立。
１５日　静宁县邵家嘴山崖滑坡，堤坝崩溃，参加劳动的１７名学生被压身亡，２名受

重伤。

１１月５日至１３日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到平凉、泾川、灵台等县检查工作。
是年　恢复高考制度，１０４５８名考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１８８名。
泾川县被评为 “全国林业先进典型”，此后又多次获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称号 （参

《林业》）。

１９７８年

４月１５日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平凉视察。
４月至７月中旬　灵台、平凉、泾川、华亭、静宁、庄浪６县先后遭受冰雹、暴雨、

大风袭击。

６月２５日　平凉县工农煤矿湫池沟矿井发生矿难，死亡２４人。
１０月１５日　撤销甘肃省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
１２月　各县分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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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

３月　成立平凉地区武装委员会。
５月　平凉一中被国家教育部、卫生部、体委和共青团中央授予 “学校体育卫生先进

集体”称号。

６月２７日至２８日　灵台、崇信、平凉、华亭４县相继遭到雹洪袭击，５人死亡，
７月　华亭、平凉、静宁、庄浪、崇信４县遭雹灾。
１１月７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支援全区救济棉衣１５万套，褥子２０００条，棉

帽１万顶，绒衣１１００件，绒裤１１００件。
是月　国庆３０年全区戏剧调演在平凉城区举行。

１９８０年

４月１７日至２３日　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省委书记李登
瀛来平凉地区视察。

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１２日　甘肃省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团陇东分团来平凉地区，就落
实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了１２天的检查。
５月　省政府下拨抗旱经费１００万元，地区发放救济款２３０万元，及时解决了６９１

万人的生活困难。

１日至２４日　地区文教局、公安局、博物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区文物进行检查。
８月４日至１０日　西北五省 （区）第六届猪育种科研协作会议在平凉城召开。

是年　全区从点到面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地县开展地名普查工作，１９８４年结束。

１９８１年

１月１２日至１６日　平凉、固原两地区在固原召开六盘山护林联防会议。
７月３１日　平凉城区出土古代钱币４０余种１６００多公斤，是省内发现数量最大、种

类最多的古代钱币。

８月４日　地区农业广播学校成立。
１０月２８日　行署报告称：全区有饮用水源２１６８７处，饮用比较卫生水的仅占人口

１４４１％。
３０日　行署发出紧急通知制止城镇违章建筑。
是年　 “平凉古菱齿象”牙化石在平凉大秦沙园子发现。

平凉县盲聋哑学校开学招生。

１９８２年

２月１０日　成立平凉地区绿化委员会。
３月　全区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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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７日至１５日　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到平凉６县视察工作。
２６日　成立平凉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５月２０日　全区５００多名护士第一次举行庆祝国际护士节的活动。
６月９日至１６日　全省植树造林现场会议在泾川县召开。
２１日至２８日　全国公路养护工作现场会在平凉召开，交通部副部长王展意到会并

讲话。

８月以来　泾川、灵台、崇信、庄浪县先后发生５次冰雹。
平凉城区举办陕甘宁三省 （区）物资交流大会，会期２０天。
１２月７日　省人民政府批准崆峒山为森林植被和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
是年　先后开放天主教、基督教及崆峒山道、佛教活动场所。

１９８３年

１月　成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平凉地区支队。
３月１４日　平凉地区 “两西”（河西、定西）建设领导小组成立。

５月７日　全区开展 “安全月”活动。

７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榆中听取了平凉地委、行署工作汇报，对平凉
地区工作作了指示。

２９日　撤销平凉县，恢复平凉市建置。
８月２１日至３０日　全区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收容或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１１８８人。
９月８日　著名作家贾平凹来平凉讲学。
１０月２９日　国家决定修建宝鸡至中卫铁路，途经平凉。
１１月１日　１６时３０分，崇信县柏树公社林场切

'

沟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是年　全区１１２个公社完成政社分设、社改乡工作，普遍建立了乡 （镇）人民政府，

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１９８４年

１月２１日　地委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送 《关于平凉地区落实种草种树指示情

况的报告》。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２日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复函。２１日，胡耀邦复函：
“继续努力，把平凉建成生态良好、草丰林茂、工业兴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地区。”

３月２０日　平凉市西阳、寨河、大秦、白庙、麻川、峡门、上杨、康庄、大寨９个
乡，改建为９个回族乡。华亭县神峪、山寨改建为２个回族乡。
５月４日上午８时４０分　砚峡煤矿矿井发生冒顶，２名矿工遇难。
６月以来　静宁县水利工地发生３起恶性事故，死亡５人。
７月２１日至２４日　全区地方病防治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全区有６种地方病，患者

１４万余人，受其危害的１５０多万人，分散在１２９个乡镇。
９月２１日至２５日　全省农村广播工作会议在灵台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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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泾川县被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 “全国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是年　泾川县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３
年再次获此荣誉。

１９８５年

１月１１日　平凉地区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１月２２日、５月３０日　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发生两起车祸，死亡１１人。
１月３０日　平凉市毛纺厂发生火灾，损失２５万余元。
３月１６日　平凉地区电视台建成开播。
４月２日　平凉技工学校成立。
是月　省人民政府批准平凉为全省第六旅游区，并成立平凉地区旅游公司。
５月６日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处成立。
２２日至２６日　全省畜牧站改革现场会在静宁召开。
是月　地委、行署、平凉军分区组成有子弟兵家属代表参加的联合慰问组，赴云南

边防前线慰问平凉籍子弟兵。

６月１日至８日　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召开陇东经济工作会议。省委书
记李子奇、副省长侯宗宾主持会议。审定 《陇东地区商品生产规划纲要》，视察了平凉地

区 “文化长廊”。

７日至９日　省政府在崇信县召开全省利用粮食、棉花、布匹等 “以工代赈”公路、

水利建设现场会议。

７日至１０日　全省农村小学校舍修建工作会议在华亭召开。
２１日　全省金融系统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陇东、陇南片表彰会在平凉召开。
２５日　平凉关山电视调频转播台建成。
２８日至３１日　甘肃省农业厅在泾川召开陇东、陇南冬小麦生产会议。
９月１０日　全区中小学教师欢庆第一个教师节。
１４日至１８日　全省水土保持会议在平凉召开。
１０月１１日　成立平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１６日　地、市党政军民数万人欢迎解放军英模报告团第六分团来平凉。
１１月１２日　地委、行署发出 《关于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彻底减轻农

民负担的意见》。

１９８６年

１月１８日　省长陈光毅等在平凉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了一批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２月１３日　华亭县境内的关山林业总场玄峰山林场燕麦河林区发生火灾，着火面积

为１５００多亩。１５日中午１２时扑灭大火。
３月２日　平凉地区农田基本建设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奖励。
１５日　成立平凉地区老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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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　地区农业区划编纂成果通过省级鉴定验收。
２９日至３０日　平凉地区慰问团在云南前线慰问戍边卫国的平凉儿女。
５月１９日至２０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省委书记李子奇

等的陪同下，视察平凉、静宁、庄浪３县 （市）。

２０日至２３日　全省地、县煤矿会议在崇信县新窑煤矿召开。
６月２２日　１４４名平凉籍指战员在云南前线立功受奖。
２８日至３０日　全省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在泾川县召开。
是月　平凉军分区所属７县 （市）人民武装部归地方建制。

全省社会治安现场会议在泾川县召开。

平凉雹灾、洪灾。

７月１１日　全省盲人中国象棋赛在兰州举行，平凉５７岁农民盲人鲁生智夺得冠军。
７月２６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凉警备司令部成立。
８月１６日至１７日　全省梯田建设现场会议在平凉召开。
９月１０日　崇信县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全国教育工会

授予全国 “基础教育先进县”称号。

１０月１３日　地区党政军民６万多人在平凉市人民广场隆重欢迎老山前线归来的
将士。

１５日至１８日　全省国内旅游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
１１月１日至６日　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贾志杰等在平凉地区调查研究。
１２月　全区始发居民身份证。
是年　国务院批准崆峒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１９８７年

１月８日　平凉地区勘察设计院成立。
４月２４日至２７日　省人武系统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解放军总政治部群

工部部长宋英奇、省军区司令员周越池、副省长阎海旺等出席会议。

５月　中央军委授予某部八连副班长、庄浪籍战士郑钰 “英雄神枪手”荣誉称号。

６月１２日　平凉市万名群众热烈欢迎从老山前线归来的兰州军区某部汽车营指战员。
２２日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处成立。
８月６日至１１日　全省第三次城市财贸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１０日　浙江绍兴市政府代表团来平凉考察访问。１４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建设友好地

市的协议。

１０月１３日　平凉地区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成立。
是月　聋哑女子郭巧玲在全国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上打破５０００米田径赛全国纪录。
１１月４日至６日　宝鸡、陇南、天水、平凉、庆阳、固原地震联防区在平凉举行

会议。

行署决定１１月为护林防火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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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

１月１３日　泾川县南石窟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６月８日　全省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
１８日至２３日　全省旱作农业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省长贾志杰等出席。
７月１６日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定西听取了平凉地区和静宁县党政领导关于教育

工作的汇报。

８月５日　全省农村义务植树、兴办集体林场现场会议在平凉召开。
９月１０日　建立平凉地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１２月２３日　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培养和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先进单位平凉

地区行政公署、华亭县民政局等进行通报表彰。

１２月２６日至翌年１月１３日　全区连续出现冰凌降雨天气，平凉、华亭、崇信、泾
川、灵台等县输电网路杆倒线断。

是年　静宁县被国家教委、财政部评为 “全国教育先进县”。

１９８９年

２月１６日　行署决定在泾川、灵台、平凉、崇信４县 （市）试验推广烤烟生产。

３月１日至５日　全省公路养护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
２５日至３０日　省委书记李子奇主持召开平凉现场办公会议，提出重建 “陇东粮

仓”。

５月１９日　受北京天安门广场学潮影响，平凉卫校４０６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地委
要求 “对话”，地委书记马良骥等及时劝导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当即返校。

７月９日至１１日　全省县级市精神文明建设学习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８月２４日至２９日　全省１３家地、州、市报纸总编辑和部分编采人员在平凉召开工

作会议。

是月　第三次全国荞麦科研协作会在平凉召开，１５个省区３２个单位４８名代表参加。
国家能源部授予崇信县全国能源工业先进集体称号。

泾川县被国家水利部授予 “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１９９１年再次获此荣誉。
９月１９日至２２日　全省培养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１０月　全区开展土地分等定级有偿承包工作。
３０日至１１月１１日　全区开展 “扫黄”周活动，打击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社

会丑恶现象。

１１月２８日　地委、行署紧急通知，从冬季至１９９０年春季全区开展扫除卖淫嫖娼，
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

骗财害人等 “六害”的斗争。

是月　平凉、泾川、崇信等县市遭受特大冰雪袭击。
１２月１３日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事迹报告团第二分团来平凉介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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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全国甲级队篮球邀请赛在平凉举办。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１６日　地区民政处向各县 （市）拨出救灾专款４０万元，以供连年遭灾地方群
众购买口粮。

２月１３日　省委、省政府对未完成１９８９年人口计划的平凉地委、行署予以 “黄牌”

警告。

１７日至２０日　省长贾志杰在平凉主持召开了小麦田间管理现场办公会议。
２０日　省长贾志杰、省政协副主席申效曾在平凉主持召开全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

名人士座谈会。

４月１０日至１２日　甘肃、宁夏两省 （区）勘界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

６日至１１日　甘肃、河南、辽宁、四川４省部分地区、县财政会议及理论研讨会在
平凉召开。

５月２２日 “伦敦———北京汽车旅游团”途经平凉，当晚住宿平凉宾馆，次日驶向

西安。

７月１９日至２６日　省人大、政府、政协联合调查组来平凉现场办公。
２５日　地委发出 《关于开展向李军安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参 《人物》）。

８月２０日　地、市３０００多人夹道欢迎平凉市崆峒乡太统村青年农民杨义宏、平凉一
中学生杨磊 “出席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归来。

２７日至３０日　华北、西北地区级科技情报联合服务网年会暨专利技术、科技成果展
销会在平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７省区５５个地
州市５１７名代表。
３０日至９月１日　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及国家计委、土地管理局等部门，一行４０人

来平凉，考察宝中铁路建设事宜。

９月４日至６日　全国 “亚运之光”主火炬传递途经平凉地区。

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５日　省建委邀请北京、西安市的园林专家、教授，在平凉召开崆峒
山建设规划审查会。

１１月１６日　地委发出 《关于向 “雷锋式的好农民”李东海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参 《人物》）。

１９日至２１日　全省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第三次工作会议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
庄浪县召开。

１２月４日至７日　国家农业部顾问李友九来平凉地区检查工作。
６日　由台北松山慈堂主办、福建省中国旅行社组织的台湾同胞 “西王母”朝圣团

一行２１５人，由兰州抵达平凉。７日上午，前往泾川考察，朝拜、瞻仰了西王母圣地。

１９９１年

１月２６日至２８日　省委书记顾金池、省长贾志杰、省政协主席葛士英、副省长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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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考察华亭矿务局、华亭煤矿、新窑煤矿、建华厂、虹光厂、

平凉市水泥厂、白坡工业公司、泾川县温泉渔场、平凉市柳湖乡赵堡村、泾川县泾明乡

雷家沟村等。２７日召开省委、省政府平凉座谈会。
１月下旬　全区连续发生雾凇天气，高压输电线路结成冰棒，停电事故不断发生。
２月２１日　国务院授予灵台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

３月２６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林业部、人事部授予泾川县 “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

位”称号。

４月９日至１４日　全省 “文化下乡剧 （节）目调演第二轮演出”及颁奖大会在平凉

举行，华亭县剧团演出的 《麦子黄了》被评为特别奖。

２３日　全省最大的塑料编织袋生产厂家———静宁塑料编织袋厂，于本月初试车一次
成功，提前两个月投入生产。

５月９日至１２日　全省清理整顿乡镇煤矿现场会在平凉召开。
６月７日　平凉市遭受重大雹灾。
２１日至２３日　甘肃省旅游局及新闻界代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联合举办国际旅游业务洽谈会，考察崆峒山、王母宫、南石窟等名胜。

７月１０日　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厅在平凉举行五集电视连续剧 《剑横崆峒》首

映式。

１８日至１９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耿飚一行１４人，在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子
奇陪同下，由兰州到平凉参观考察。

８月７日至１０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全国政协常委谈镐生、邓
团子等来平凉考察。

１０日　崇信县铜城乡境内的庙台子宝中铁路隧道工地发生塌方，２３人遇难。
１６日　泾河流域陕甘宁三省 （区）２２个县 （市、区）政协 “智囊团”，在华亭县举

行第四次政协联谊会，讨论治理开发利用泾河问题。

２８日至３１日　省委秘书长仲兆隆来平凉，主持召开平凉、庆阳两地区党政军地级以
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苏联局势的重要文件。３１日，地委召开党员副科级以上干部
大会，传达省委书记顾金池 《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报告》。

３１日至９月２日　农业部在平凉召开全国乡镇煤矿安全生产现场会。
９月２日至５日　崆峒山首届武术研讨会在平凉召开。
９日至１１日　全省农村能源建设现场会在泾川召开。
９日至１２日　许嘉璐带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检查了静宁、庄浪县的教育工作。
１２日至１６日　全省乡镇卫生院建设现场会在平凉召开。
２１日　华亭大麻脱胶制纤厂在安口镇建成投产。
２３日　静宁 “团结渠”水利工程，通过省上验收。

１１月１日至６日　省委书记顾金池视察平凉、静宁、庄浪、泾川等地。
４日至７日　 “三西”地区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

固等地区４７个县 （市）的代表１１０多人参加会议。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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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黎中主持大会并作了 “三西”农业建设的工作报告。李瑞山、顾金池、李子奇、韩

正卿、路明、吴尚贤等出席大会。

３０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平凉市委员会成立。
全区最大的电力提灌工程———平凉市白庙四级提灌站，经过 ３年建设，正式通水

灌溉。

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２日　陕、甘、川毗邻十二方经联会第六届年会在平凉召开。
是年　持续干旱，全区粮食总产比上年减少６５１％。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６日至１１日　国家水利部在陕西省长武县和甘肃省泾川县召开全国小流域治理
试点工作汇报会。

３月６日　华亭策底、河西乡联营煤矿发生矿难，死亡１３人。
４月　泾川县被国家水利部授予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

５月５日至１０日　地委、行署举办首届崆峒旅游节暨平凉经济开发座谈会，省委书
记顾金池、省长贾志杰等出席。

是月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庄浪县获 “全国水土保持先

进县”称号。

８月２５日　地区组团参加新疆 “１９９２中国乌鲁木齐边境地方经济贸易洽谈会”，产
品成交额８００万元。
９月１４日至１６日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泾川县召开全省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建

设现场会，省军区政委李忠、副司令员兰仲杰、副省长李萍等出席会议。

２６日至２９日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平凉召开。黄委会主任亢崇
仁出席会议。

是月　香港 “希望之旅”考察团捐款４０万元，修建了全区第一所希望小学———静宁
县灵芝希望小学。

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　省政府在泾川县召开 “甘肃省泾川县绿化达标表彰会”，授予泾

川县 “甘肃省实现绿化第一县”称号。

１１月　泾川县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命名为 “全国体育先进县”。

１９９３年

１月１１日　全区煤炭工业生产新闻发布会发布，１９９２年全区原煤产量首次突破２００
万吨。

９月３０日　青海穆斯林赴京上访团一行４００余人途经平凉，经各方劝说疏导，１０月
４日离开平凉返回西宁。

１０月１６日　省委、省政府在平凉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省委书记阎海旺、代省长张吾
乐等领导出席。

１１月２０日　地委举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首发式暨学习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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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静宁县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首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展评一

等奖。

全区首家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在灵台县朝那镇开始营业。

１９９４年

１月８日　地委、行署表彰全区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科技人才、致富带头人。
１０日　国务院批准崆峒山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６月１０日　宝中铁路铺通庆典在平凉火车站举行。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主持庆典并

宣读了国务院贺电，铁道部部长韩杼滨、甘肃省省长张吾乐、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宁夏

回族自治区主席白立忱等出席庆典。

１１日　省委书记闫海旺、省长张吾乐等出席第三届平凉崆峒旅游节开幕式。
１４日　平凉地区煤炭装车线奠基大会在华亭县安口镇八里庙举行。１９９６年建成

营运。

平凉地区被国务院树立为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地区”

７月２２日　平凉市被国家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 “双拥模范城”称

号。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重获此荣誉称号。
８月１８日　甘肃省见义勇为英模报告团一行１０人来平凉进行英模事迹巡回演讲。
１９日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著名人口学家马瀛通来平凉进行人口调查。
２６日　地委、行署作出 《关于开展向舍己救人英雄张梅生学习的决定》。１９９４年８

月１８日　年仅１６岁的平凉市第一农中初二 （２）班学生张梅生，为抢救平凉市花所乡信
和村５名落水儿童而献身。
９月２９日　平凉地区行政公署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１１月８日　全省首条二级光缆通信干线在华亭架设成功，投入营运。
１２月１日　地委、行署召开全区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表彰电话会议，

对１９９３年以来９名见义勇为的积极分子进行表彰奖励。

１９９５年

１月２５日晚　平凉市柳湖乡红照壁沟一山体滑坡，７人死亡。
３月　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泾川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称号。翌年 ３月，授予

“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位”。

４月１９日至２４日　省委书记阎海旺来平凉视察工作。
是月　庄浪县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授予 “全国文化模范县”称号。

５月１３日　全区第九届体育运动会在平凉开幕。
６月１日至３日　著名作家陈忠实、雷抒雁、雷达等７人应邀来平凉。
２５日至２８日　省长张吾乐来平凉视察抗旱工作。
２８日　地委授予白坡村等１０个党支部为 “全区农村先进党支部十面红旗”称号。

７月　平凉、静县、庄浪３县实施集雨蓄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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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４日　参加 “西部’９５”军事演习的兰州军区部分官兵抵达泾川、平凉。下午６
时，省、地、市在平凉市人民广场举行欢迎参演部队入陇大会，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

等参加大会。

２６日至２７日　全省梯田建设现场会议在庄浪县召开。
１２月９日至１０日　全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会议在华亭召开，提出在全省推广华

亭经验。

１２日　国道３１２线 （岘）苋 （麻湾）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竣工通车典礼在平凉

举行。

１５日　华煤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华亭煤矿举行成立庆典。

１９９６年

１月１日　 《平凉报》改为 《平凉日报》。

１１日至１２日　省委书记阎海旺等领导来平凉慰问受灾群众和困难企业职工。
２８日至３０日　地委召开扩大会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审议通过了 《平凉地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
５月１６日至１７日　全区农村文化工作现场会提出，学习推广庄浪经验，实施小康文

化工程。

６月２６日　晚７时至２７日凌晨５时，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５县 （市）遭

特大暴雨，死１９人，伤５４人。
灵台县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命名为 “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

平凉地区残疾人联合会成立。

７月１６日　地委、行署举行 “中华老字号”授牌仪式。

９月１日 “平凉地区邵逸夫赠款建校项目工程仪式”在平凉一中隆重举行。

８日至１２日　第八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在平凉举行。
１０日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协会顾问沈遐熙来平凉考察。
泾川县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０月　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来平凉视察，接见武警官兵。
是年　华亭县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 ‘两基’工作先进县”称号。

１９９７年

１月　平凉军分区被兰州军区树立为 “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

４月１１日　省委、省政府召开平凉现场办公会议，省委书记阎海旺、省长孙英等参
加会议。

１２日至１５日　省长孙英等邀请部分企业厂长 （经理）举行企业改革座谈会。１３日
至１５日，深入平凉、崇信、华亭、庄浪一些农村、企业调查研究。
５月５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克俭出席平凉地区人大工作会议。
１９日至２１日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高鸿宾等在庄浪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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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７日　全省牛产业开发研讨会在平凉召开。
１８日　平凉城区１８万人参加了 “迎接香港回归、振奋民族精神”环城赛跑。

７月６日至１２日　省人大９７环保执法检查组一行１２人，深入平凉、泾川、华亭，
对泾河流域治理、生态农业建设、煤炭资源管理及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检查。

１５日至１６日　全省贫困地区教师住房建设工作现场会议在庄浪召开。
３１日　国务委员陈俊生为庄浪县梯田建设题词：“锲而不舍，兴修梯田”。８月，国

务院副总理姜春云题词 “愚公移山、大造梯田”。

８月２８日　地区公安通讯３５０兆暨程控电话开通。
９月９日　平凉电厂铁路专用线工程建设开工，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建成营运 （参 《工

业编》）。

２８日至２９日　全区林果支柱产业会议在泾川县召开，会议提出建设百万亩果品
基地。

１０月３日　成纪文化城建设奠基仪式在静宁县城举行。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１日落成。
２６日至２７日　武警部队司令员杨国屏中将，在武警西安技术学院院长尹成富少将、

省武警总队队长高文华少将陪同下，视察平凉地区武警支队和驻平武警８６７０部队。
是年　华亭县被国家民政部授予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１９９８年

１至３月　春末夏初全区大旱，水洛河、葫芦河断流，１６座水库干涸，小麦大面积
枯死，粮食减产。

３月　行署决定，编修 《平凉地区志》。

４月１３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张进宝中将视察平凉武警支队。
４月１９日　华亭煤矿与相邻的砚北煤矿发生井下透水事件，造成砚北煤矿重大经济

损失。事后中央电视台和省地新闻媒体相继曝光，引起强烈反响。

是月　全区全面推行村务公开、乡 （镇）政府政务公开制度。

５月２１日至２３日　世界银行 “中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项目考察团”伏格勒一行４
人，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及专家陪同下，考察泾川县世行贷款二

期工程。

２５日 《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 《庄浪人的骄傲———记黄土高原上全

国梯田化第一县》。

６月８日　全区遭受冰雹、大风袭击。
２２日　平凉电厂建设工程获国家批准，８月１日开工。
２７日至２９日　省委书记孙英视察庄浪、静宁、平凉、灵台、泾川县。
是月　国家科学技术部授予华亭县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称号。

７月１４日　省政府表彰庄浪县梯田建设，奖励人民币５０万元；水利部高级工程师朱
尔明等专家到庄浪县验收梯田化建设试点县项目。

１７日　庄浪县梯田化建设试点项目验收及表彰会在县城隆重举行。水利部授予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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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称号。

３１日下午至８月２日下午　泾川县丰、王村、党原、玉都、合道、窑店等６乡镇
４８村遭风雹袭击，直接经济损失１７８５万余元。

是月　泾川县荔堡镇庙李村村民马汉臣等联名向上级反映果品税平均摊收、粮食收
购中代扣代缴、干部作风及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１２月１８日、１９日，国家、省、地农
民负担调查工作组到泾川县调研。

９月４日　平凉地市在人民广场举行在湖北嘉鱼县抗洪抢险中光荣牺牲的广州军区高
炮某团的平凉籍战士惠伟为、曹军平、廖国栋烈士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并号召向他

们学习。

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３日 “９８年平凉市首届牛交会暨旅游商贸交易会”举行，来自宁
夏、内蒙、青海等十几个省区的客商代表参会。

１５日　平凉地区首届林果产品展销会在平凉开幕。
１１月２９日　华亭县东华镇殿沟煤矿发生井下透水事故，７人死亡。
泾川 “泾龙牌”红富士苹果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全国优质果，授予 “中华名果”

称号。

３０日　中央储备粮平凉直属库开工建设，２００２年３月竣工验收。
是年　国家计委、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将庄浪列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试点县。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５日　中共平凉地委、行署在泾川县召开全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
２４日　崆峒山自然保护区猴子沟口东侧天然灌木林发生火灾，２９１６亩灌木林受灾，

经济损失３７４万元。
４月　华亭县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

５月６日　庄浪县遭受特大雹灾。
省委宣传部、省农委、省水利厅联合在兰州召开 “庄浪精神报告会”。会后赴省内各

地州市巡回报告。

２４日　平凉市西阳、大寨等１１个乡镇遭受特大冰雹灾害，直接经济损失２００５万元。
６月２３日至９月１０日　由美国威廉·康纳德博士组织和发起的 “甘肃·美国眼科

复明医疗队”到平凉，为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２３名专家、教授及工作人
员分先后四批开展手术３１６例。
２６日　世行卫生人口与营养高级官员克里斯托夫暨世行贷款 “ＶＩ项目”实施情况考

察团到泾川县考察。至２９日，此项目通过世行验收。
７月７日　甘肃省优秀公务员事迹报告会在平凉举行。
１２日晚至１３日　平凉市普降特大暴雨，持续１６小时，平均降雨量高达２５０毫米，

部分单位、居民院落及乡镇，不同程度遭受灾害。

２４日　庄浪建成全省最大洋芋淀汾生产企业，年产 ５０００吨精淀粉项目通过省上
验收。

３７大 事 记



２４日至２７日　甘肃省武术比赛暨演武大会在平凉体育馆举行，有８个地区、２５个
单位、３６支代表队参赛。
８月２０日　灵台县被列为 “九五”第二批国家商品粮基地。

２２日下午５时２０分至７时３０分　庄浪县遭受强风、暴雨和冰雹袭击，受灾面积
７１３７万亩，受灾６乡６８个村。

９月７日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到平凉考察调研农业可持续发展
情况。

１０月１３日　驻平武警８６７０部队举行盛大的 “金盾—’９９”实弹演习。
１８日至２２日　泾川县隆重举办 “’９９泾川海内外西王母民俗文化 （神话）学术研

讨会”，来自全国１２个省区及英国等地的专家学者６０多人参加会议。
１１月１１日　泾川县杨柳村一奶牛产下双脑袋小牛。
１２月２７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平凉市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
是年　平凉市、华亭县被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 “爱心献功臣先进

县”称号。

静宁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 “全国文化先进县”。

２０００年

１月２３日　日本对华粮食增产援助项目启动，灵台作为项目实验县之一，接受化肥、
农药等物资。

３月７日　泾川县荣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县”称号。

２０日至２５日　全区第一轮消灭 “脊灰”扫荡免疫行动全面展开，对１～９岁的儿童
免费投服小儿麻痹糖丸。

２２日　水利部、财政部命名泾川、庄浪为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

并将泾川的茜家沟、崖窑沟、三合沟、凤凰沟，庄浪的榆林沟、史渠沟、贾门沟、堡子

沟，崇信的散花沟、平头沟、张寺沟，静宁的庙岔、赵岔命名为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工程示范小流域”。

４月１５日　安口电厂关机。该厂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投产发电，历时４２年，总计发电
２２３亿千瓦。

１９日７点　平凉遭强沙尘暴袭击。
２８日　首次实施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公示制度。
是月　国家林业局授予庄浪全国经济林建设示范县。
５月８日　甘肃省第十届运动会 “汉武御杯”火炬传递活动在平凉７县市开始。
１３日至６月２０日　静宁县１４乡３８村先后遭受雹雨灾，受灾面积２７１万亩，经济

损失１１６９万元。
１５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灵台县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称号。

１８日　陇运快客公司开通兰州至平凉豪华特快班车。
２１日至６月２１日　全区首次开展 “志愿者助残活动月”活动。

４７ 平凉地区志 （上）



２４至２６日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王志成到平凉调研。
是月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 “甘肃省扶贫医疗队”为庄浪、静宁、泾川、华亭４县贫

困白内障患者做手术。

６月７日　地区种子公司从河北引进极旱多用途玉米新品种———承单２号。
８日　平凉行署驻北京联络处成立。
１６日晚１０时１４分至４０分　泾川县玉都、党原、城关３乡镇遭受冰雹袭击，受灾面

积３２１万亩，经济损失２９４１万元。
２１日 全区首例胚胎移植犊牛面世。１９９８年８月引进该技术，在平凉、崇信、灵台

县实验黄牛改良技术。

２４日　世界旅游组织专家雷德克到平凉市考察。
７月５日至７日　全区政府采购招标工作敲响第一槌。
９至１０日　国道３１２线甘肃段部级文明样板路平凉分段顺利通过验收。
２０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批准注册 “华亭煤”商标。

８月１日至２日　省委书记孙英到平凉市、静宁县视察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３日　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组来庄浪县调研退耕还林 （草）。

７日　 《２１世纪平凉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与生态经济发展研究———把平凉建
成陕甘宁接壤区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撑点》课题组专家董锁成等与地区领导座谈，该课题

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地方合作，至１２月完成。
１５日　灵台县被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确定为全国 “跨世纪青年农民科

技培训工程”试点县。

９月８日　平凉马铃薯脱毒梅繁体系建设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１４日至１５日　省委书记孙英来平凉调研。
１５日至１７日 世界银行水土保持项目团团长史密斯一行３人，赴泾川县进行项目年

度检查。

１６日至１８日 华亭矿区举办首届煤炭交易会，签订１１３项合同，成交额４１３亿元。
２１日至２４日　全省退耕还林 （草）试点示范工作现场会在平凉召开。

２８日　全区首届名菜、名点、名优小吃认定挂牌。
是月　 静宁县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１０月１日　甘肃省电信公司平凉地区分公司挂牌暨无线市话 “小灵通”开通。

１１月１日零时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始。
６日　地区 “村村通”广播电视建设工程通过省级验收。

１５日　建行平凉地区分行顺利与全国建行系统活期储蓄存款通存通取业务开通。
１７日　引进芬兰技术，国内首条工厂化育苗生产线在平凉建成。
２５日　全区 “义务教育工程”通过省上验收。

１２月６日　国家旅游质量等级评定组对崆峒山４Ａ级景区进行评估，２７日正式批准。
是年　国家水利部授予静宁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

５７大 事 记



２００１年

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１日　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抽查组对平凉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抽查。

２１日至２３日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承办的 “甘肃华煤 （集团）公司地下气化煤

化工项目建议书评估会”在华亭召开。３１日，国家环保局主持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举行
评审会。

３月　国家教育部、财政部、计划委员会，授予静宁县 “全国 ‘两基’工作先进地

区”称号。

４月３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灵台县人民政府 “全国造林绿

化先进集体”称号。

４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来平凉考察研究。
２６日至２８日　全省民兵基层全面建设工作会议在平凉召开，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邹庚

仕、省委副书记仲兆隆、省军区司令员赵栓龙等８０多人参加会议。
５月１５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平凉地区支会，中国国际商会平凉商会正式成立。
２２日　第六届 “世纪之星”———甘肃优秀中小学生表彰大会在平凉隆重举行。

２４日　中国联通平凉分公司开业营运。
６月３日１８时３０分　庄浪县水洛、万泉等１２个乡镇遭受雹灾。
１１日至１２日　全省劳动力市场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１２日至２３日　泾川县黄家铺、高平、太平、罗汉洞等乡镇遭受雹、风灾，受灾

１４８１万亩，经济损失１０６７５万元。
７月１日２０时至２３时　庄浪县岳堡、韩店等６乡遭受雹灾。
１２日　省委书记宋照肃、省长陆浩到平凉市四十里铺镇调研。
１３日　民进中央 “走进西部———手拉手助学活动”现场会在平凉举行。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等出席。

２７日至２８日　日本林业技术协会项目考察组到泾川县考察。
是月　泾川县被国家林业局授予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８月１９日、２０日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全区贯彻落实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行调研。

全国建筑安全生产检查组深入平凉市进行建筑安全生产检查。

８月３０日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灵台县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９月１５日　全国扶贫开发规划研讨培训班在静宁、庄浪县举办，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
区的扶贫办负责人参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吕飞杰等出席。

是月　国家林业局授予泾川县 “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称号。

１２月３日至９日　平凉赴广东党政考察团先后到广州、顺德、深圳等地考察城镇化、
工业化、发展民营经济、机构改革等情况。

１４日至１５日　省长陆浩在庄浪、泾川县及平凉市调研。

６７ 平凉地区志 （上）



１５日　灵台县被国家国土资源部授予 “全国土地执法模范县”称号。

是年　静宁县被国家林业局授予 “中国苹果之乡”、“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称号，

被国家农业部列为 “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

２００２年

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　省红十字会在平凉、华亭部分贫困户中发放救济物资。
２月２日至３日 “长城杯”陕甘宁三省四区 （咸阳、兰州、平凉、固原）乒乓球

联谊赛在平凉举行。

是月　庄浪县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平凉市获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市称号。

３月１３日　国家三北局领导视察平凉示范区四期防护林建设工作。
１６日　天津大红碗食品有限公司在静宁县投资２３０８万元的两条生产线破土动工，６

月中旬建成投产。

４月４日　在西安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商贸洽谈会上，平凉有１５项
建设项目签约，总金额１７３亿元。
８日　中国足球彩票在平凉上市。
１１日　省委、省政府号召在全省开展弘扬庄浪精神，再造秀美山川活动。
１４日　国际巴迪基金会来平凉考察，６月份组织项目培训。
２２日　平凉大厦在兰州建成开业，总投资３５２１万元，建筑面积８２２０平方米。行署

和平凉、华亭、庄浪、静宁等县市驻兰办事机构开始办公。

５月１日　崆峒山系列邮资门票明信片一套６枚发行。
１０日下午５时３０分　泾川县红河、荔堡、罗汉洞３乡镇２１村遭受大风冰雹袭击，

成灾３２７万亩。
１０日至１２日　省委书记宋照肃一行到崇信、灵台、华亭等县视察工作。
１５日　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平凉地委和省电视台联办的 “甘肃·平凉

百花争艳”大型电视文艺演唱会在崆峒山下举行。

６月 ２日　国务院批准，撤销平凉地区和县级平凉市，设立地级平凉市和县级
崆峒区。

５日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陈秀中将到平凉视察。
１０日　全省农村税费改革现场会议在平凉召开，省长陆浩等参加会议。
１７日　国务院税费改革检查组到泾川、崇信检查工作。
２８日　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是月　静宁县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

在全国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总结大会上，庄浪县获 “全国学教

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７月１３日　 《人民日报》刊发 《泾川人的自豪———记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甘

肃省泾川县》及评论员文章 《山川秀美大有希望》。

７７大 事 记



１６日　德国专家一行３人考察平凉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１６日、１７日　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赵登法、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

组记者一行３人，赴泾川县采访报道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２０日至２３日　中央电视台 《甘肃丝绸之路游》专题摄影组赴庄浪、泾川、平凉县

市采访。

２２日晚　静宁县四河、界石铺、八里等５乡镇遭受雹灾，受灾面积２３６万亩。
２３日　世界银行贷款和英国赠款的结核病控制项目在平凉启动。
８月１日至２日　庄浪 “爱心水窖”项目通过省上验收。该项目由宋平等曾在甘肃

工作过的老同志募捐，在庄浪投资３００万元，建成５０００眼水窖。
５日　庄浪县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 《新闻

联播》头条播出。

９日　由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组织实施的 “华夏故土地图”取土仪式在

泾川王母宫山隆重举行，２０日，又在崆峒山举行取土仪式。
２３日　泾川县获全国农村电网改造建设先进县称号。
２４日６时４０分　国道３１２线泾川县罗汉洞地段，河南某地一卧铺客车与４辆大货车

相撞，１５人当场死亡，５５人受伤。
９月６日　中共平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
１０月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华亭县 “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县”

称号。

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　中共平凉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凉召开，出席代表３５４人。
１１月２５日至３０日　召开政协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３０２名委员参

加会议。

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１日　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平凉召开，出席
代表３２６人。
１２月２日　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平凉市人民政府、政协平凉市委员会成立。
是年　自入夏以来，全区先后遭雹、洪、风灾２１次，受灾人口１５２２万人，受灾农

作物２９５９万亩，毁坏耕地１３９０亩，经济损失３１６４１４万元。民政部门救济１１０万元。
平凉市被国家列入 “名优新特经济林示范县市”，红富士苹果被评为全国优质果品，

授予 “中华名果”称号。

８７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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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域位置

平凉位于甘肃东部的陇山东西两侧，东经１０５°２０′—１０７°５７′，北纬３４°５４′—３５°４５′，
所辖崆峒、华亭、崇信、泾川、灵台５县 （区），地处东部泾河上游，静宁、庄浪２县地
处西部渭水系葫芦河中游。东西长２２９８公里，南北宽９８４公里，总面积１１１６９７０平方
公里，海拔高度在８９０—２８５７米之间。东与宁县及陕西省长武、彬县为邻，南与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秦安县及陕西省麟游、陇县毗连；西接通渭、会宁两县；北依西峰市、镇

原县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彭阳、西吉县。

驻地平凉市崆峒区西距兰州３２７公里；东距西安３０３公里；北距银川市４３０公里；距
北京１５５５公里。古人多以天文分野对应地理位置，按 《禹贡》九州之说，平凉乃 “雍州

之域”。明嘉靖 《陕西通志》载，平凉 “府东二百二十里至西安之州界，西四百一十里

至巩昌之会宁县界，南二百四十里至凤翔之陇州界，北二百九十里至庆阳之环县界，自

府治东北三千四百里达于京师”。嘉靖 《平凉府志》称，“北连朔方，南襟陇蜀，东抵豳

岐，西距安会”。

平凉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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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沿革

平凉，历史悠久。从泾川县太平乡大岭上出土的旧石器早期先民生活的遗址可以断

定：距今３０万年以前①，平凉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参 《文物》）。相传人文始祖伏羲

氏诞生于成纪 （今甘肃静宁南部），教民佃渔，始画八卦。距今５０００年前，轩辕黄帝曾
登临今平凉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

夏　代

辖境为獯鬻戎狄居地。

商　代

境内陇山以东为獯鬻居地，以西为昆夷居地。商末境内东南部有密 （今灵台县境）、

阮 （今泾川、灵台二县之间）、共 （今泾川县境）、芮 （今崇信境）等方国先后建立。

西　周

辖境属周人和 狁之地。西周初，密、阮、共、芮等方国归顺周，周文王筑灵台

（今灵台县城）。

春　秋

辖境为乌氏与义渠戎国属地。

秦穆公三十七年 （前６２３），秦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境内属秦。

战　国

战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 （前３１９）（一说更元十年），置乌氏县 （在今崆峒区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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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说认为，泾川大岭上遗址，这是甘肃境内最早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若以下层言，时代距今

６０万年左右。



年 （前３１５），秦攻义渠，取２５城，秦之势力日盛。
秦昭王二十八年 （前２７９），秦置陇西郡 （治今临洮），今静宁、庄浪县属陇西郡。

三十五年 （前２７２）“秦灭义渠”，置北地郡 （今宁县境），今崆峒、泾川、灵台、崇信４
县 （区）及今华亭北部属之。其后境内分属乌氏、阴密 （今灵台县境，原密国改之）①、

朝那 （治今宁夏彭阳县西、崆峒区西北）、泾阳 （治崆峒区安国乡）４县。

秦

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２２１），秦统一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全区除华亭、崇信南部
属内史，其余分属陇西、北地郡。始皇二十七年（前２２０），鹑觚（东汉时改“孤”为“觚”）
县治今灵台县邵寨原。另有成纪县（治今静宁县南）、卤县（治今崇信），设置时间无考。

西　汉

汉承秦制，地方行政区划仍为郡、县二级。汉高祖刘邦二年 （前２０５）十一月，置阿
阳县 （治今静宁城南）。

汉武帝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分
北地郡置安定郡 （治今宁夏固原

境），析陇西郡置天水郡 （治今通渭

县）；同时置临泾县于今泾川县水泉

寺。元封五年 （前１０６），设十三刺
史部以辖各郡。陇山以东各县

（区），除鹑觚属朔方刺史部北地郡、

今华亭东南部属右扶风所领县外，

多属于凉州刺史部安定郡；陇山以

西今静宁、庄浪县境为凉州刺史部

天水郡所辖。

天水郡领１６县，今辖境内有成纪、阿阳２县。
安定郡领２１县，今境内有乌氏、泾阳、朝那、阴密、卤、临泾 （今泾川）、阴?（治

今泾川县与陕西省长武县交界处）、安定（治今泾川县东北部及镇原县东南部）、爰得（治今

泾川县与灵台县之间）及月氏道（治今崆峒区白水镇与崇信县黄寨乡一带），计１０县（道）。
北地郡领１０县，辖今境内鹑觚１县②。
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２年），于今华亭境内置安民县 （废于东汉永初五年 ３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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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阴密县，史多以为汉县，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作秦县，故从。

自汉始，政区划分的记载较为完整，但置县时间缺载。另据郦道元 《水经注》及范文澜 《中国通史》，今华亭

境曾于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２年）置安民县，《资治通鉴》注作 “成帝永始二年 （前１５）”，东汉安帝永初五年 （１１１）
废，时达百余年，惜无旁史佐证，只能备考。



迁时）。

新

新莽天凤元年 （１４），改天水郡为填 （镇）戎郡。又分置阿阳郡，治成纪。另将乌氏

县改名乌亭、月氏道改名月顺，不久即复原制。

东　汉

东汉初政区调整，将原北地郡的鹑觚划归安定郡。乌氏、泾阳、朝那、阴密、卤、

临泾、安定、阴?、爰得、月氏道、

安民等县统辖于安定郡。光武帝建

武六年 （３０）废安定、爰得 ２县，
其地并入临泾。明帝永平十七年

（７４），天水郡改名汉阳郡，辖境内
陇山西部成纪、阿阳２县。

安帝永初五年 （１１１）三月，安
定郡迁寄于美阳 （今陕西省武功县

境），顺帝永建四年 （１２９）九月，
安定郡恢复原制，迁治于临泾 （今

泾川县城西北水泉寺）。原高平县也

迁至今泾川县境内。是年，废泾阳

入朝那一说入乌氏 （支）。朝那县迁至郡治临泾一带。三水县侨置于今灵台县梁原境内。

卤、月氏、安民、阴密、爰得等失载。

汉灵帝中平五年 （１８８），阴?县移至京兆的新丰 （今西安市东北临潼县境），其地并

入鹑觚县。汉献帝兴平元年 （１９４），于鹑觚县置新平郡 （支郡）。建安十八年 （２１３），
省凉州诸郡并入雍州。成纪、阿阳属雍州汉阳郡。三水、临泾、乌支 （原乌氏）属安定

郡。其后，废三水县。

三　国

三国时，今辖区属魏国雍州。魏元帝景元三年 （２６２），今泾川辖区的临泾、朝那及
今灵台辖区的阴密 （何时复置待考），皆属安定郡，今灵台境的鹑觚则属新平郡；今华亭

境属扶风郡；今静宁县的阿阳和成纪分属广魏郡和天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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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西晋初，今辖区仍属雍州，临

泾、朝那、乌支、都卢① （今崆峒

区都卢山附近）、阴密、鹑觚 （移

属），属安定郡。

晋武帝泰始五年 （２６９），分
雍、凉、梁３州置秦州，太康三年
（２８２），罢秦州并入雍州 （复置时

间待考），成纪属秦州天水郡。广

魏郡改称略阳郡，治临渭 （今天水

市东北部），省阿阳县，其县境及今庄浪境属略阳郡。

十六国

十六国时，今辖境主要由前赵 （汉）、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统辖。今静宁曾一度

受西秦、前凉所辖。

前赵初，安定郡尚存，治鹑觚，属雍州，辖今泾川和灵台、崇信、崆峒以及华亭北

部。东晋大 （太）兴二年 （３１９），分安定与扶风郡之置陇东郡 （治今陕西省陇县与今

华亭县之间），今华亭县和崇信县南境属陇东郡。成纪仍属天水郡。前凉张茂在位时，于

东晋元帝永昌元年 （３２２）复置秦州，统天水郡成纪县。前赵光初十年 （３２７），今全境分
属天水郡、陇东郡、安定郡及略阳郡所辖。

前秦苻坚移雍州治于安定。于永兴二年 （３５８），“置赵平郡于鹑觚”，今灵台县部分
区域属之；前秦甘露二年 （３６０），复爰得县；阴密县属雍州，鹑觚属赵平郡。又于前秦
建元十二年 （３７６），前凉灭，随后置平凉郡，今崆峒区大部分区域和华亭、崇信北部皆
属之。成纪仍属秦州天水郡；今庄浪境仍属略阳郡；西秦更始元年 （４０９），西秦攻占略
阳郡，并攻克水洛城。

后赵时，天水、略阳、安定３郡所属各县，大致同前赵。后秦时，秦州统略阳郡，
雍州领安定、平凉２郡。大夏时，原安定、平凉２郡所领县属凉州天水郡。

南北朝

南北朝时，今辖区先后隶属于北魏、西魏和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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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都卢，新置，一说在弹筝峡水的源头。《晋书·地理志》有此县名，废弃时间无考。



夏胜光元年 （４２８），赫连定即皇
帝位于平凉，次年于今崆峒区东境置

平原郡，阴?县由今陕西省临潼迁至

今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曹湾，郡、县治

于一地，平原郡领阴?。乌氏移于今

泾川境。北魏神 三年 （４３０），置泾
州 （治临泾）辖６郡。翌年灭夏，以
平凉郡取代平原郡。安定郡领安定、

临泾、朝那、乌氏 （复置时间未详，

址在今泾川县东）等县。今华亭、崇信南部属陇东郡，爰得县与高平县属新平郡，赵平

郡 （治今灵台县与陕西长武县交界处）辖鹑觚县。北魏初，于今灵台县百里镇一带置石

塘郡，无属县。至孝文帝太和十一年 （４８７），废郡为县，属安定郡。同时复置阿阳县
（领有今庄浪县境），属秦州 （址不详）略阳郡，成纪县失载。孝明帝熙平二年 （５１７），
析鹑觚县置东阴?县 （址不详），分属安定郡和平凉郡。阴密仍在今灵台县境。正光五年

（５２４），置黄石县于今崆峒区西北十里。
孝武帝太昌元年 （５３２），于今华亭县境置华亭镇。
西魏时，在今辖境设总府 （亦称总管府），治安定，先后辖泾州等５州。安定郡 （治

安定县）和平凉郡 （治阴?县）属泾州。今庄浪县境属北秦州安阳郡 （治今秦安县境）。

文帝大统元年 （５３５），省临泾县，将安定县从高平城移至泾州城内，并新置安武县 （在

泾川北，原临泾县境）与安武郡，郡治朝那，又将鹑觚县移至今灵台县东南，属赵平郡。

废帝元年 （５５２），东阴?县改为宜禄县，今灵台县东南部属之。二年 （５５３），改黄石县
为长城县①。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 （５７２），新置平凉县 （治阳晋川），今崆峒区境大部属之，隶于原

州长城郡。废赵平郡，以鹑觚县属安定郡。

隋

隋文帝开皇三年 （５８３），全国废郡置州。大业元年 （６０５），曾析鹑觚置灵台县，旋
即又省灵台并入鹑觚；又析安定县与鹑觚县置良原县 （治今灵台县西梁原乡），同时置华

亭县于今华亭县境。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又废州置郡。安定郡治安定县 （今泾川县

北），辖安定、鹑觚、阴?、良原、朝那、临泾 （移今镇原县治）、华亭７县。今崇信县
境分属于阴?县与良原县境，属泾州。平凉县属原州。

开皇初省阿阳入成纪，至大业三年仍属秦州，废秦州后复隶属于天水郡；今庄浪县

境分辖于成纪县和陇城县 （原略阳郡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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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说改为百泉县，废县时间无考。另据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载，北魏时平凉曾

置白池县，隋废。当地史籍不载，待考。



唐

唐初，沿隋制。高祖武德元年 （６１８），安定郡复为泾州。太宗即位后，全国划为１０
道。今辖境多属于关内道。今崆峒区和崇信县境偏北部分属原州；阴?、安定、良原县

属泾州；今崇信境多分属阴?和良原县。华亭县属陇州，成纪县属秦州，今静宁北部及

庄浪一部分辟为牧地，属南监牧使管辖。

贞观元年 （６２７），灵台县省入麟游，属岐州，麟
州废；鹑觚县划属泾州。朝那县在此前后并入安定和

临泾。贞观二年析新平 （今陕西彬县境）、安定、鹑

觚３县各一部复置宜禄县，属泾州。武则天垂拱二年
（６８６），改华亭为亭川县，至中宗神龙元年 （７０５），
复改为华亭县。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７３４）四月，以朔方节度
使兼关内道和采访处置使增领泾、原等１２州。成纪县
治移置显亲川 （今秦安境）。

玄宗天宝元年 （７４２），改州为郡。今地区辖境改
为安定郡，原州 （治高平）改为平凉郡。灵台县从麟

游析出复置；废鹑觚县，其境并入灵台县。改阴?县

为潘原县，皆隶属于安定郡。

肃宗至德元年 （７５６），改安定县为保定县，仍属
安定郡。乾元元年 （７５８），改安定郡为保定郡，随后改郡为州，原属县未变。乾元二年
六月，泾州属彬宁节度使。州以上的道由监察机构变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

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陇山东、西两侧皆没入吐蕃，但今灵台县境仍属唐管辖，潘
原县并入良原县。大历三年 （７６８），唐收复泾州城，由泾原节度使马麟表置行原州于灵
台县百里城。德宗贞元四年 （７８８），恢复平凉县建制，筑崇信城。十一年 （７９５），又复
置潘原县于原治。贞元十九年 （８０３），将侨置于灵台县百里城的行原州移至平凉城。宪
宗元和三年 （８０８），又将行原州移至临泾 （今镇原县），华亭并入源县。次年，置行渭

州于平凉，省平凉潘原二县。僖宗广明元年 （８８０），吐蕃再次攻占平凉城。中和四年
（８８４），复置潘原县，行渭州改称渭州，仍治平凉。

至唐末，今辖境原泾原军节度改为彰义军节度，辖泾州、渭州、武州 （从今固原境

徙治潘原，即今四十里铺镇曹湾），县制有良原、灵台和保定，皆属泾州。

今静宁、庄浪县境，为吐蕃所据。

五　代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９０８），泾州、渭州、武州属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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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９２３），置义州于今华亭，末帝清泰元年 （９３４），除今静宁、庄
浪境仍为吐蕃所据外，地区全境隶属于后唐。二年，以安国、耀武二镇复置平凉县 （治

今崆峒区），属泾州。后晋高祖天福五年 （９４０），改属渭州。后汉时，建制未变。后周世
宗显德五年 （９５８），废武州，复置潘原县于旧址，属渭州。渭州领平凉、潘原２县。显
德六年 （９５９），复置华亭县，与义州同廓。

五代末，今地区由彰义军节度使统领，辖泾州、渭州、原州、义州；今境内泾州领

保定、灵台，渭州领平凉、潘原，义州领华亭。

今静宁、庄浪县境仍为吐蕃等少数民族所据。

宋

宋初，沿旧制，至太宗时，于州上设路。彰义军节度改称彰化军节度。今地区辖境

初属秦凤路，至仁宗庆历

元年 （１０４１）改属泾原路。
宋 太 祖 乾 德 元 年

（９６３），置崇信县，初属秦
凤路凤翔府；乾德二年，

割陇山三镇置安化县，治

今华亭县之西北①，属仪

州。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９７７）改义州为仪州，至
淳化年间，崇信改属仪州。

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废
仪州，其属县归渭州统辖。

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设长武县，治长武寨 （今泾川县泾明乡），翌年降县为砦，

徽宗大观二年 （１１０８），复升为长武县，属泾州。大中祥符年间，曹玮收复陇山西境，于
今静宁城南置静边寨，今庄浪、静宁县境纳入宋之版图。

仁宗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置德顺军于陇干城 （治今宁夏隆德县西境）。哲宗元八年

（１０９３），德顺军移至外底堡 （今静宁县城），并置陇干县。

泾州，初领保定、灵台、良原３县。渭州，领平凉、潘原２县。仪州，原领华亭、安
化、崇信３县，仪州废后划归渭州统辖。

北宋后期，渭州领平凉、潘原、华亭、崇信、安化５县。泾州领保定、灵台、良原、
长武４县。至徽宗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上述州县，皆隶属于以渭州升格的平凉军节度。至
此，今静宁、庄浪境与今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成为一个政区。

８８ 平凉地区志 （上）

① 安化县，新修 《华亭县志》：“析华亭县西北部置”。对其治所，另有宁夏泾源、庆阳等二说。



南宋　金

金设路、郡、县三级，郡一级

包括府、州、节镇等，而在平凉曾

设元帅府和行省；陇山以东由凤翔

路和庆原路统辖，陇山以西则属德

顺州。

太宗天会九年 （１１３１），改渭州
为平凉府。南宋高宗绍兴九年、金

熙宗天眷二年 （１１３９），宋复改称渭
州。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
金复改升渭州为平凉府 （治平凉），

属凤翔路，辖平凉、潘原、崇信、华亭、化平 （即前所记安化）５县。
泾州，初治保定，金世宗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改保定为泾川县。宣宗元光二年

（１２２３），泾州徙治长武（今泾川县泾明乡），属庆原路，辖泾川、长武、良原、灵台４县。
金熙宗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升德顺军为州，同年升水洛 （今庄浪县境）、治平、威戎、

通边４寨为县。州治陇干 （今静宁城），辖陇干、水洛、威戎、通边、治平、隆德６县。
海陵王天德二年 （１１５０），置陕西西路转运司和陕西东、西路提刑司于平凉，宣宗兴

定三年 （１２１９），置陕西西路行省于平凉，此乃历史上在平凉设置的最高行政军事领导机
构，元光二年 （１２２２），迁京兆。蒙古太宗二年 （１２３０），在今庄浪县境设庄浪路，其辖
境位于巩昌府辖区原通边、威戎属地，不领州县，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

元
元初，泾州属都元帅府 （曾在泾

州设总司，兼辖州），后改属巩昌

都总帅府，世祖至元后期改属陕西行

中书省。

泾州初辖泾川 （原长武县并入泾

川）、灵台、良原 ３县，至元七年
（１２７０），并灵台县入泾川县，并潘原
县入平凉县，并化平县入华亭县。至

元十一年又析出复置灵台县，同时将

良原县并入灵台县。

平凉府辖平凉、华亭、崇信３县。
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庄浪路改属陕西行中书省。翌年，泾州改为直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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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庄浪路降为庄浪州。原水洛、治平县于元初复并入陇干县。
同年后期又并陇干于德顺州，不久又改德顺州为静宁州，辖原静边寨和水洛、治平、隆

德３县，隶属于陕西行省巩昌路。

明

明初，仍袭元制。太祖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始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九年 （１３７６），废省设
承宣布政使司，平凉府属陕西布政使司，同年

降原州 （今镇原）、开成州 （今固原）为县，

隶属于平凉府。

洪武三年省泾川县入泾州。

洪武八年降庄浪州为县，属静宁州。孝宗

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升开城县为固原州。世宗
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府辖３州７县，即
泾州、静宁州、固原州及平凉、华亭、崇信、

镇原、隆德、灵台 （属泾州）、庄浪县 （属静宁州）。

平凉县城内有明初所置陕西行太仆寺和陕西苑马寺。另有韩王府。

清

清初沿明制。世祖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曾置整饬平 （平凉）庆 （庆阳）兵备道 （治

平凉，后移治固原）。圣祖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易名
为平庆道。三年 （１６６４），废陕西行太仆寺和陕西
苑马寺。八年 （１６６９），平凉改属甘肃布政使司。

高宗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升泾州为直隶州，
领灵台、崇信、镇原３县。次年，将庄浪县省入隆
德县。平凉府领固原、静宁２州及平凉、华亭、隆
德３县。

文宗咸丰九年 （１８５９），平庆道改为分巡平庆
泾固道，辖平凉、庆阳 ２府、泾州直隶州和固原
州、静宁州及平凉、华亭、隆德、崇信、灵台、镇

原６县。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析平凉、固原、华亭、
隆德所属边地，置化平川直隶厅；穆宗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改称平庆泾固化盐法兵备道，改驻平凉。
德宗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平庆泾 固化盐法兵备道易名为分巡平庆泾固化道，所辖府、
州、县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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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改分巡平庆泾固化道为陇东道，时领１７县，裁府，州皆改为县，并复
置庄浪县。３年 （１９１４），改陇东道为泾原道 （治平凉），辖平凉、静宁、隆德、庄浪、

泾川、华亭、崇信、灵台、化平、庆阳、镇原、正宁、宁县、合水、环县、固原、海原

１７县。１６年 （１９２７），废道置行政区，次年撤销，改为省、县两级制。２０年 （１９３１），
甘肃省政府厘定各县等级，平凉、静宁、泾川、灵台为二等县，华亭、崇信、庄浪为三

等县。２３年 （１９３４）３月，设平凉行政督察区，辖平凉、泾川、灵台、华亭、崇信、静
宁、庄浪、隆德、化平、固原、海原１１县。２５年 （１９３６）７月，平凉行政督察区改称第
二行政督察区，将灵台、泾川２县改属第三行政督察区 （治西峰）。２９年 （１９４０）５月，
省政府为实行新县制，重新调整各县等级，今地区辖境平凉县为一等县，静宁、泾川为

三等县，灵台为四等县，华亭、庄浪、崇信为五等县。３１年（１９４２），增设西吉县。３６年
（１９４７）２月，甘肃省政府再次厘定各县等级，平凉仍为一等县，泾川为二等县，庄浪、
静宁、灵台为三等县，华亭为四等县，崇信为五等县。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６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在华池县悦乐镇置平凉分区，８月３日
徙治平凉县，辖平凉、华亭、灵台、泾川、崇信、静宁、庄浪、固原、西吉、海原、隆

德、化平１２县。８月６日，静宁、西吉、海原划归定西分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５０年２月，以原平凉县城区辖境增设平凉市。５月，静宁、海原、西吉３县由定西
分区划归平凉分区，庄浪县划归天水分区。１０月１８日，化平县改名泾源县。１９５１年４
月，平凉分区更名为平凉区。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１日，泾源县改为泾源回族自治区 （１９５５年３
月２４日，改为泾源回族自治县）；６月１４日，平凉市改为 （省）直辖市，同年１０月２９
日，西吉、海原、固原从平凉析出，另成立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 （专区级）。１９５５
年，实行省、县二级制，改设专区，作为省政府派出机关。同年１０月１０日，庆阳专区并
入平凉专区。全区辖平凉市及平凉、华亭、泾川、灵台、崇信、静宁、隆德、泾源、庆

阳、镇原、宁县、正宁、合水、环县、华池１６个县 （市）。１９５６年１月，庄浪县划归平
凉专区。１９５８年３月，隆德、泾源县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４月４日，崇信县并入华亭
县；１２月２０日，庄浪县并入静宁县，灵台县并入泾川县；撤华亭县，其境分别划属平凉
市和泾川县，平凉县并入平凉市。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５日，恢复庆阳专区，原所辖７县从平
凉专区析出。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华亭、灵台、庄浪和崇信县建制；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平凉
市改为平凉县。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改专区为地区。１９８３年７月，撤销平凉县，恢复平凉
市。至此，平凉地区辖平凉、华亭、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庄浪７县 （市）。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平凉地区和县级平凉市，设地级平凉市和县级
崆峒区。崆峒区和平凉市分别于８月２８日和１２月２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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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２９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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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区划

唐宋之际，史籍中已见邵寨、百里、安国、耀武、甲积峪、雕窠峡、崇信、静边等

有关本地行政区划的史料，却难以考清。明清以后记载较为系统，但时间前后不一，现

据情录编于后。

明所辖３州７县，除固原州、隆德县 （今属宁夏），镇原县 （今属庆阳）外，今辖区

各州、县仅见里、厢 （坊）等基层组织。

平凉县　有城南、城西、圣女上、圣女下、由延上、由延下、西名上、西名下、大
芦、小芦、东桥、西桥、佛堂、草峰、卓村、大岔、小岔、大统１８里，另有昭阳坊及太
平、新街、儒学、税务、湫洛等厢，计２４里 （厢、坊）。

静宁州　有泰安、乐土、遵教、义和、仁和、通化、广成、务本、勤农、从政、治
安、平安１２里及阜民、养民２坊，计１４里 （坊）。

泾　州　阙。
华亭县　有在城、仪城、仙姑、东桥、窑头、武村、北镇、白岩 （今泾源县境）、圣

女 （今泾源县境）、化平 （今泾源县城），计１０里。
崇信县　有郭下、上暖泉、下暖泉、拽兵、铜城、赤城、白石，计７里。
灵台县　有南里、北里、东里、西里、下良、中良、上良、廓下、上横渠、下横渠、

上白石、下白石、上景花、下景花、上隆安、下隆安、上合颖、下合颖、邵寨、在城，

计２０里。
庄浪县　有明远、怀安、庙隆、广盈、乐正、丰庆、安阜，计７里。
清代，今辖境７县 （市）下设里、镇、堡，分述如下：

平凉县　清末设６区 （区名缺），辖合芦上、合芦下、双桥上、双桥下、名村上、名

村下、南岔上、南岔下、西统上、西统下、圣化上、圣化下、上佛上、上佛下、西延上、

西延下、义由、蛟龙、归化、来仁、更名、慕德、武安、崆峒、平阳，计２５里。
华亭县　有在仪、东壁、南安、西园、北固、西北、安良、更名，计８里。宣统二

年 （１９１０），除县城和附城外，全县设九龙、砚峡、安口窑、下关、上关、龙眼、王天、
主山 （今庄浪县郑河乡）、马峡、山寨、策底、新店、十二堡 （今泾源县新民乡），计１３
镇，下辖９０个村。

崇信县　清初，有白阳洼、龙嘴、九功城、郭家、薛家湾、麻家、临、中原、罗
家洼、柳曲、尖山、永安、毛家、新安、萧戚、滴水崖、宰相、崖底、巩家、王家寺、

三乡关、永宁、上三乡、柳家河、交龙、崇远，计２６堡。
灵台县　清初，有太庙、张鳌坡、范家、林王、高家、西屯、西蘸、南头、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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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字镇、旧集、启祥、屯田、西张、寺沟、百里镇、横渠、驼水沟、三家店、寨坡、石

塘、吉白、永新、大明、潘家、周家、斜坡、庙头、高崖、姚家、大庄、甘槐、唐家、

史家、桥头，计３６堡，后又增戆王、蒲窝、阳湾沟、任家、街、古城６堡。清末，只
留良原、百里、邵寨、石塘、上良、西屯、东朝那，计７镇。

泾川县　清乾隆年间，有在城、金村、养贤、王曲、北作、十八、阳保、永丰、太
安、泾川、回中、辛兴、原店、长受、永宁、窑头、六盘，计 １７里；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有在城、原店、北作、太安、王曲、十八、泾川、回中、永宁、长受、上窑头、
下窑头、六盘、养贤、辛兴、金村、阳保、永丰，计１８里。

静宁州　清初废平安里，以州西北明代废藩领地置更名里。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裁前
明苑马寺的安定监凡６营属静宁州。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安定监划归通渭县。州城设阜
民、养民２坊，另有泰安、乐土、遵教、仁和、义和、通化、广城、勤农、务本、从政、
治安、更名，计１４里 （坊）。

庄浪县　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并庙隆、怀安、广盈为隆安里，并乐正、安阜、丰庆为
广乐里，废明远里 （今宁夏西吉县王明乡一带）。乾隆中期，划为 ６里。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增设入卫里，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撤入卫里。

民国初，区划同清。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各县设区辖堡、村或保。２９年 （１９４０），
实行 “新县制”，县以下设乡、镇，乡、镇辖保甲，撤销区公所，成立乡镇公所。

平凉县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设５个区。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元月，开始编保，５月
底查编联保，撤区改设乡镇。全县有高平镇和政和、白水、绥定、安国４乡，７月改乡镇
为４个区，区下设联保。２５年 （１９３６），增设 ２区，下辖 ５１个联保、２３６保。２６年
（１９３７），为３５联保、１３６保。３０年 （１９４１）底，撤销联保，划分４个指导区，设１６个
乡镇辖１３７保。高平镇，辖１６保。清平镇，辖１１保。暖泉乡，辖１０保。浚谷乡，辖１０
保。武安乡，辖６保。双桥乡，辖６保。政和乡，辖８保。岘镇，辖１０保。白水镇，
辖１０保。花所镇，辖１２保。安国镇，辖７保。崆峒乡，辖７保。盘龙乡，辖７保。安定
乡，辖６保。什字镇，辖７保。梨花乡，辖４保。３５年 （１９４６），仍为１６个乡、镇，辖
１４０个保。

华亭县　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全县设４区，辖２街４３村。第一区辖９村 （街），第

二区辖８村，第三区辖１３村，第四区辖１３村。２１年 （１９３２），原４区改为２乡２镇。２４
年 （１９３５），实行保甲制，全县２镇２乡辖８５保；北乡，辖２１保，南乡，辖１２保；
皇甫镇，辖２９保，安口镇，辖２３保。２５年 （１９３６）冬，撤乡镇恢复区制，全县改设３
区。２６年 （１９３７），设 １２联保，３５保。２９年 （１９４０），设 ６乡镇，辖 ５１保。３３年
（１９４４）秋，撤区复为乡镇制，全县改设４镇２乡５５保。城关镇，辖８保，安口镇，辖
１１保，马峡镇，辖１０保，山寨镇，辖９保，高山乡，辖８保，龙眼乡，辖９保。

崇信县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全县划为５区辖６１堡。东区辖１５堡，中区辖１２堡，
西区辖１２堡，南一区辖１４堡，南二区辖８堡。２３年 （１９３４），将原５区并为３区，区下
改堡为村。第一区辖１６村，第二区辖１３村，第三区辖１９村。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月，全县
改设３乡１镇，辖２８保。５月，编为６９保，锦屏镇２５保，铜城乡１８保，新城乡１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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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峪乡１２保。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２月，复改为３区，下设７个联保。２９年 （１９４０）８月，
全县编为４区１镇，辖４４保。３５年 （１９４６），废区改为乡镇，分４乡１镇，辖３６保，其
中锦屏镇辖９保，铜城乡辖８保，高庄乡辖８保，赤城乡辖６保，神峪乡辖５保。

灵台县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全县编为３区１４４村。第一区辖６１村，第二区辖４３
村，第三区辖４０村。后改设６区，另设１个边区，辖９１乡１０２村。第一区辖２２个乡，
第二区辖１９个乡，第三区辖１５个乡，第四区辖１２个乡，第五区辖１２个乡，第六区辖
１３个乡，新边区辖 ９个乡。鹑觚特别乡，当时由 １３个村庄组成。另有 １０镇。２４年
（１９３５）元月，改区为乡，改乡为保，设１镇８乡、１５个联保、１７６保、１７２１甲及１个特
别联保处。中台镇辖８保、７６甲，独店乡辖３个联保处、３１保、２９５甲；邵寨乡辖２个
联保处、２１保、２０２甲；什字乡辖１个联保处、２１保、１６６甲；百里乡辖３个联保处、２８
保、２８０甲；梁原乡辖２个联保处、３０保、２３６甲 （同年崇信县所属庙沟、郭家沟、大庄

沟、金龙庙、赫家沟、油付庄划归灵台县梁原乡）；蒲窝乡辖３个联保处、１６保、１６７
甲；鹑觚乡辖４保、４５甲、１５个联保处、１７１保，同年后期又调整划分为７区、１８联保、
１７９保、１９２７甲。２６年 （１９３７），设２８联保、１４７保。２９年 （１９４０），设中台镇及独店、
邵寨、安岭、新开、蒲窝、百里、新集、横渠、梁原、上良、什字、西屯、朝那、龙门

等１５个乡镇，辖１２３保。３３年 （１９４４），将崇信县所辖安家庄、王家水泉、冯家堡、孙
家小寨、塘里划归灵台县。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县设中台镇和独店、邵寨、新开、什字、蒲
窝、百里、上良、新集、梁原、龙门１１个乡镇。

泾川县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全县设３区，辖１９里６屯２所。２３年 （１９３４），全县
设１镇９乡，辖２１６保。安定镇辖４３保、３８０甲；泰安乡辖２５保、２３３甲；新民乡辖２５
保、２１５甲；新陇乡辖２１保、２１６甲；泾阳乡辖１０保、９２甲；启明乡辖１３保、１２０甲；
丰台乡辖１７保、１６２甲；桂林乡辖２０保、２２４甲；澄乡辖１８保、１８７甲；百泉乡辖２４
保、２４７甲。２４年 （１９３５），设６个区取代乡镇，统原保、甲。２７年 （１９３８）又改为区、
联保，设３个区：第一区辖７个联保４５保、４４９甲。第二区辖６个联保、４３保、３９２甲。
第三区辖６个联保、３７保、３５１甲。２９年 （１９４０），全县设３个区１８个乡 （镇），辖１２５
保。３３年 （１９４４），保增至１２９个，甲增至１５４２个。３５年 （１９４６）８月，缩编为１４个乡
（镇），原泾阳乡并入丰台镇，集贤乡并入玉都镇、原店乡析后并入清平乡和高平镇，和

平乡析后并入飞云镇和窑店镇及启明乡。调整后的第一区辖安定镇及其所属１２保、１３７
甲，党原镇及其所属９保、９６甲，王村镇及其所属７保、７２甲，阮陵乡及其所属７保、
７７甲，阳保乡及其所属８保、９８甲，清平乡及其所属１０保、１１５甲；第二区辖高平镇及
其所属１１保、１３２甲，飞云镇及其所属１０保、１２６甲，窑店镇及其所属９保、１１１甲，
楸射乡及其所属７保、８６甲；第三区辖荔堡镇及其所属８保、１００甲，丰台镇及其所属
１２保、１５４甲，玉都镇及其所属１１保、１３１甲，启明乡及其所属８保、９３甲。

静宁县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全县设５区，辖１２３村。２４年 （１９３５），设２镇４乡，
辖２９４保。其中长源镇辖４６保，水洛镇辖１０７保，雷阳镇辖４０保，威戎乡辖５７保，通
边乡辖３５保，单家乡辖９保。２８年 （１９３９），复改为５个区。２９年 （１９４０），区级撤并，
下设联保、保、甲，计有４区、１９联保、１６８保、１９５０甲；是年，再次调整，设１８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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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通边、章麻、良野、水洛、焦韩店、朱家店、计都、野照、城关、高界、单?、人

和、殷平、雷寺、岷屯、治平、仁当、威戎，辖１６４保。３１年 （１９４２），境内南部的通
边、章麻、良野、水洛、焦韩店、朱家店、计都、野照８镇划归庄浪县；庄浪县广盈乡、
云萃乡所属的部分地区划归静宁县；是年，全县设１２乡 （镇）、１０６保、１３９４甲。３７年
（１９４８），将城关镇改名陇干镇，辖９保，单?乡辖１０保，殷平乡辖６保，高界乡辖３
保，人和乡辖１０保，雷寺镇辖１２保，岷屯乡辖９保，治平乡辖９保，仁当乡辖９保，新
民乡、威戎乡和云萃乡各辖８保。全县计有１２乡 （镇）、１０１保。

庄浪县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设三区，辖５５村 （街）。１８年 （１９２９），全县设３个
区、５２个村。第一区辖１９村，第二区辖２２村，第三区辖１１村。２０年 （１９３１），仍为３
区１９乡。第一区辖壑岘、双岘镇和河西、仁孝、清芬、瑞云、徐王乡；第二区辖卧龙、
屏泉镇和花园、沙龙、榆林、黄浦、双铧乡；第三区辖曹婺镇和杨河、兴隆、二安、三

合乡。每乡４闾，共７６闾。２４年 （１９３５），改设５乡１镇，辖６７保。其中广盈乡辖１５
保，秀景乡辖８保，怀仁乡辖１４保，曹婺乡辖１０保，新隆乡辖６保，静边镇辖１４保。
２６年 （１９３７），改乡镇为联保，改闾为保，改邻为甲。仍设 ３区，辖 １９联保、６８保、
６０３甲。２８年 （１９３９），省并为９个联保、６７保。２９年 （１９４０），实行 “新县制”，撤区

和联保，改设维新１镇，卧龙、广盈、云萃、曹婺、兴隆５乡，辖６５保、６９３甲。３１年
（１９４２），庄浪、静宁两县调整辖区后，辖水洛、金锁、通化、永宁、安东５镇，新陇、
良邑、新泰、宁阳４乡。共辖９１保、１２１４甲，直至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成立后，县 （市）所辖乡 （镇）历经区、乡和人民公社 （管理区）等变化。

１９８３年，人民公社复改为乡，公社所辖生产大队、生产队改为村和村民小组。
平凉县　１９４９年９月，区划进行调整，全县设１１区，８５乡，２７１村。县城分３区，

即高平、清平、暖泉区，８个乡村区，即什字、安定、白水、安国、清福、武安、崆峒、
花所区。

１９５０年２月，以高平、清平、暖泉 ３区设平凉市；乡村 ８区归平凉县，计 ５６乡，
２２１村。１９５１年７月，平凉县的西郊至八里桥划归平凉市辖。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增设２区、１０乡，全县１０区６６乡。１９５４年２月，新置森林、洪岳、
槐树３乡。３月，改新编十区为北新回族自治区，改武安区 （三区）为武安回族自治区。

全县１０区，一区 （安国）辖颉河、清台、中营、西阳、青龙 ５乡，下设 １８村；二区
（崆峒）辖麻武、甘沟、寨子、中南、森林、北同、八里７乡，下设２４村；三区 （武安）

辖上杨、白坡、峡门、贵井、月明、马林、小岔７乡，下设２６村；四区 （南新）辖黄

家、油坊、王店、康庄、徐岭、雅合、张潘７乡，下设２３村；五区 （清福）辖平丰、甲

积、杨塬、张庄、清福、洪岳、岘、曹湾、军民、韩杜１０乡，下设３８村；六区 （白

水）辖永合、大潘、永乐、白水、南岔、打虎、马莲、焦庄、九龙９乡，下设４４村；七
区 （花所）辖大明、信河、汝林、张树、新庄、泾界、槐树７乡，２２村；八区 （安定）

辖盘龙、草滩、十庄、余寨、峁洼、夏寨６乡，下设２０村；九区 （什字）辖双庙、三

里、什字、鹰洼４乡，下设１６村；十区 （北新）辖白庙、柴寺、大秦、九社、三树、寨

子、高寨７乡，下设２２村。全县１０区６９乡２５３个行政村。１９５５年３月８日，安国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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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乡吊吊川村的陈家洼，划归固原县张化区。同年１０月，合并为６个区、４４个乡。１９５６
年６月，区划调整，设６区和６个县直属乡。１９５８年３月，撤区并为２１乡。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１个乡组成１０个人民公社；下旬，平凉县并入平凉市。
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撤市恢复平凉县，下辖２７个公社，１２月，并为１６个公社。１９６５

年２月，撤销城区公社，改设城关镇，４个管理区重组７个街道办事处。９月，设麻川公
社，全县有１镇１６个公社、２４６个生产大队 （街道办事处）。１９６６年，新设光明公社。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恢复杨庄、康庄、上杨、青龙４个公社。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１日，三合公
社更名为寨河公社，什字公社更名为香莲公社，光明公社更名为花所公社。至１９８２年
底，全县有２１个公社、１个镇，下设２４３个生产大队和８个街道办事处。
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９日，撤县恢复平凉市。
平凉市　１９５０年设辖３个区、１９街、５乡、１６２个居民小组、２８个行政村。１９５３年

增设１个区。１９５５年９月，撤区设７个街道办事处，郊区设１个工作委员会，辖２３个居
民委员会、１８８个居民小组，另有５乡。１９５６年４月，郊区工作委员会改为暖泉区公所。
１９５８年２月，暖泉区改为泾滩乡。９月，以泾滩乡６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郊区红旗公
社。全市有卫星、红旗、东川红旗、红星、火箭、高峰、东风、崆峒、幸福、先锋、卫

星、峡门１２个公社。同月下旬，平凉县并入平凉市。１２月，华亭县并入平凉市。至１９６０
年３月，全市１１个公社：市区、泾河、安国、峡门、草峰、崆峒、大寨、华亭、安口、
神峪、策底公社，辖１０４个生产大队 （管理区）。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１个公社划分为３５个，生产大队也划为５２３个。年底，恢复华亭县；
市辖人民公社为２４个。１９６２年８月底，全市辖２７个人民公社、３９１个生产大队 （管理

区）。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撤市恢复平凉县。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９日，撤县恢复平凉市。是年，
恢复乡 （镇）、村建制。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改西阳、寨河、大秦、白庙、麻川、峡门、上杨、康庄、大寨９
个乡为回族乡；５月１１日，撤城关镇，析改为西郊、中街、东关３个街道办事处；６月６
日，改四十里铺乡为镇，另设土谷堆镇。至１９８５年底，全市辖四十里铺、土谷堆２镇，
安国、崆峒、柳湖、白水、花所、青龙、西阳、大秦、寨河、白庙、香莲、杨庄、草峰、

索罗、麻武、麻川、峡门、上杨、康庄、大寨２０个乡和西郊、中街、东关３个街道办事
处，计辖村民委员会２４６个，居民委员会７３个。
１９９０年底，全市辖２镇２０乡和３个街道办事处，计有村民委员会２５０个，居民委员

会１５个，村民小组１３８６个。四十里铺镇辖２４村，土谷堆镇辖４村，安国乡辖１０村，崆
峒乡辖１４村，柳湖乡辖１５村，白水乡辖１８村，花所乡辖９村，青龙乡辖１０村，香莲乡
辖１１村，杨庄乡辖８村，草峰乡辖１３村，索罗乡辖１０村，麻武乡辖７村，西阳乡辖１２
村，大秦乡辖１２村，寨河乡辖１２村，白庙乡辖９村，麻川乡辖１０村，峡门乡辖１３村，
上杨乡辖７村，康庄乡辖９村，大寨乡辖１３村，西郊办事处辖４个居委会，中街办事处辖
５个居委会，东关办事处辖６个居委会。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９日，撤销土谷堆镇，并入大寨乡。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日，撤销平凉 （县级）市，改设崆峒区。６月２５日，原白水、草峰、
崆峒３个乡撤乡建镇。至年底，全区辖４个镇、１７个乡、３个街道办事处，２５２个村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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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１４个居民委员会。
华亭县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全县设６区４０乡：城关区 （一区）辖５乡；安口区 （二区）

辖６乡；高山区 （三区）辖７乡；龙眼区 （四区）辖６乡；马峡区 （五区）辖９乡；山
寨区 （六区）辖７乡。有１５７个行政村。１９５３年３月，设策底区 （七区）。１９５４年４月６
日，山寨区改称山寨回族自治区，１９５５年，复改为山寨区。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７日，崇信县所
辖神峪回族乡的下关，牛泉２村划归华亭县。年底，全县设５区，辖２６乡。１９５７年２月
１３日，华亭县新民、石咀２乡，划归泾源回族自治县。１１月１８日，华亭县店子峡乡的赵
管子、上堡子、石窑子３个村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县。１２月，全县改编为４区、２１乡（镇）。
１９５８年４月４日，崇信县并入华亭县，全县设２０乡、１镇。９月，成立１０个人民公

社和１个牧场，即东华、南川、策底、马峡、安口、锦屏、柏树、木林、赤城、神峪公
社及麻庵牧场。１２月２０日，撤销华亭县，东华、南川、策底、马峡、安口、神峪６个公
社划归平凉市，柏树、锦屏、木林、赤城４个公社并入泾川县。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华亭县，辖东华、策底、安口、神峪、西华、马峡、山寨、

麻庵、上关、南川、砚峡、新店１２个公社。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新店并入策底。１２月，安口
公社分设为安口镇和新安公社。全县设１２个公社和１个镇。
１９７６年，麻庵、马峡公社的孟台、燕麦河、苍沟３个大队和大岭大队的草滩、车厂

湾两个生产队，上关公社磨坪大队的碾子沟、老庄、石桥３个生产队划归平凉地区林业
总场。１９７９年夏，复归华亭县。１９７９年 １０月 ３１日，恢复新店公社，全县设 １３个公社
（镇）。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１日，新店公社更名为河西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恢复乡（镇）、村建制。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山寨、神峪２乡改为回族乡。６月６日，东华乡改为东华镇，新

安乡并入安口镇。

１９８７年底，全县设１２个乡、镇，１１５个村、６０８个合作社。
１９９０年底，全县辖２镇、１０乡，下辖１１７个村民委员会、９个居民委员会。东华镇

辖２个居委会和１２村，安口镇辖７个居委会和１３村，西华乡辖１２村，马峡乡辖１４村，
麻庵乡辖５村，砚峡乡辖６村，上关乡辖１１村，南川乡辖９村，河西乡辖７村，策底乡
辖９村，神峪乡辖１１村，山寨乡辖８村。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原西华、马峡、策底撤乡建镇，至年底，全县辖５镇７乡１１７个

村委会和１５个居民委员会。
崇信县　１９４９年８月，全县设５区、３６乡、１４９村，一区 （锦屏）辖８乡：一乡

（野雀）、二乡 （长 ）、三乡 （关村）、四乡 （东街）、五乡 （西街）、六乡 （薛平）、七

乡 （葛家）、八乡 （木林）；二区 （高庄）辖８乡：一乡 （九功）、二乡 （申信）、三乡

（秦路）、四乡 （柏树）、五乡 （暖泉）、六乡 （高庄）、七乡 （油坊）、八乡 （龙泉）；三

区 （铜城）辖８乡：一乡 （临）、二乡 （五马）、三乡 （唐麻）、四乡 （铜城）、五乡

（庙台）、六乡 （黄寨）、七乡 （高原）、八乡 （黄土）；四区 （赤城）辖６乡：一乡 （柏

槐）、二乡 （杨安）、三乡 （赤槐）、四乡 （肖相）、五乡 （戚家）、六乡 （新窑）；五区

（神峪）辖６乡：一乡 （柳家河）、二乡 （神峪）、三乡 （王家寺）、四乡 （牵牛）、五乡

（草窝）、六乡 （草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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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５月，二区并入一区，为１２个乡，全县４区３０个乡。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灵台县梁原区第４乡划归崇信县。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析一区设二区 （九功），全县５区、３３
乡、１２４村。１９５４年，五区改为神峪回族自治区，所辖乡亦改为神峪回族自治乡。１９５５
年９月，撤销原二区、三区，并入锦屏区。全县设锦屏、赤城区和神峪回族自治区，辖
２２乡。１９５６年２月，撤锦屏、赤城２区，留神峪回族自治区。全县设１区、１５乡、１３０
个合作社。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３日，崇信县千牛乡的河儿上村，划归陕西省陇县火烧寨乡。１９５８年３
月，全县９乡。４月４日，崇信县并入华亭县。９月１７日，成立５个人民公社：红旗、红
星、劳武、先锋、卫星公社，下辖３０个生产大队、１３８个生产队。１２月，撤华亭县，除
神峪公社外，重新划归泾川县辖区。将红旗 （锦屏）公社改为崇信公社。

１９６１年７月，设立崇信区工委，设铜城公社、新窑公社，将先锋 （木林）公社分为

木林、黄花公社。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崇信县。
１９６２年３月，将崇信区分为锦屏、九功２个公社，另设高庄、黄寨公社。全县１０个

人民公社、１０５个生产大队、３７０个生产队。
１９６８年３月，木林改为向阳，铜城改为红卫，柏树改为东风，黄寨改为东方红，九

功改为红旗，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又一律恢复原名。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恢复乡、村建制。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锦屏乡改为锦屏镇。１９８６年１

月３１日，新窑乡改为新窑镇。
１９９０年，全县设２镇８乡，辖７９个村民委员会和１个居民委员会。锦屏镇辖９村１

个居委会，新窑镇辖７村，九功乡辖７村，铜城乡辖９村，柏树乡辖７村，高庄乡辖６
村，黄寨乡辖１１村，木林乡辖９村，黄花乡辖６村，赤城乡辖８村。
２００２年底，全县辖２镇８乡８３个村委会 （居民委员会）。

灵台县　１９４９年８月，全县设１０区、４７乡、１９５个行政村。中台区辖５乡，邵寨区
辖７乡，独店区辖４乡，什字区辖４乡，上良区辖５乡，梁原区辖５乡，龙门区辖６乡，
新集区辖３乡，蒲窝区辖４乡，百里区辖４乡。
１９５３年，梁原区所属的金龙庙、水磨、沟圈、杨家寨、大庄庙、李家山、李洼、王

家山、申家沟、武家湾、黄花原、油坊庄、凉水泉、庙沟计１４个村庄划归崇信县。１９５４
年，增设朝那区，全县有１１区、５５乡。１９５５年，缩为８区、３４乡。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２日，
泾川县草滩乡的马房店、姜家庄和朱家庄划归灵台县；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独店区所辖马
家寨乡的全部共１６个村和林王乡的朱陈咀、菜子沟圈２个村划归陕西省长武县。
１９５８年４月，全县１９个乡，辖５６９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７月２０日，泾川县的龙

翻头、何屯坡、辛家坡、秋峰、前进等５个农业社划归灵台县。８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
化，实行政社合一体制，１９个乡组成１１个人民公社：红旗、东风、前进、七一、卫星、
红星、五星、团结、跃进、新光、先锋，下辖６７个生产大队。年底，合并为７个公社，
辖６０个生产大队。１２月２０日，灵台县并入泾川县。新集公社改建为万宝川农场，龙门
公社改建为珍珠山林场。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恢复灵台县。１９６２年２月增设安岭、小村、饮马３个公社，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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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个公社辖３２５个大队。１９６４年，撤安岭、小村、吊街、坷台、饮马、横渠、水晶７个
公社，全县缩为１４个公社，辖３０８个大队。１９６５年，在百里公社建立百里林场。１９７４
年，设苗家岭林场。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恢复胜利、吊街公社，全县１６个公社，辖２２１
个大队，１４１０个生产队。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９日，五星公社更名为蒲窝公社，胜利公社更名为北沟公社。同年，恢

复乡、村建制，全县１６个乡、２２７个村、１４５６个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中
台乡改建为中台镇。至 １９８５年，全县 １６个乡 （镇）辖 ２２８村、１４５８个生产合作社。
１９８６年１月３１日，什字乡、朝那乡皆改建为镇。

１９９０年底，全县辖３个镇、１３个乡、２２４个村 （居）民委员会。中台镇辖１２个村
（居）委会，什字镇辖２０个村 （居）委会，朝那镇辖１４个村 （居）委会，吊街乡辖８
村，邵寨乡辖１６村，独店乡辖１８村，西屯乡辖１８村，北沟乡辖１２村，上良乡辖１５村，
新开乡辖１３村，梁原乡辖１６村，龙门乡辖１１村，新集乡辖１２村，星火乡辖１３村，百
里乡辖１４村，蒲窝乡辖１２村。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原独店、邵寨撤乡建镇，至年底，全县辖５镇、１１乡、２２９个村

（居）民委员会。

泾川县　１９４９年８月，全县设１４个区、１２９个乡。１１月，改安定区为城关区，撤并
清平、飞云、阮陵、阳保、启明５区，增设太平区。全县１０区、８２个乡。１９５２年，小范
围调整。至１９５３年，全县为１１区、８６个乡。城关区，辖８个乡；楸射区，辖７个乡；
荔堡区，辖８个乡；党原区，辖６个乡；王村区，辖７个乡；太平区，辖８个乡；窑店
区，辖７个乡；高平区，辖１２个乡；启明区，辖８个乡；丰台区，辖９个乡；玉都区，
辖６个乡。１９５６年８月６日，镇原县所辖党张乡划归泾川县。１１月，全县合并为７个区、
４６个乡。

１９５８年３月，全县为２５个乡镇，７月２０日，镇原县上肖乡高沟圈和塔底农业社划归
泾川县；荔堡乡梧桐、北庄、六条路农业社划归镇原县。８月，又并为１３个乡。９月，
合并成星火、红星、红旗、超英、卫星、泾丰６个人民公社。１２月２０日，将灵台县和崇
信县并入泾川县。全县１６个人民公社。
１９６１年７月１日，成立城关、高平、玉都、灵台、什字、百里、梁原、崇信８个区

工委，将原１６个公社划分为４４个公社。１２月１５日，恢复灵台、崇信两县。１９６２年３
月，撤销城关区工委。４月，新设水泉寺、口家原、黑河、罗汉洞、景村、康乐６个公
社，１９６３年３月，又并为１６个公社。１０月２８日，泾川县党原公社庙湾生产队５户划归
镇原县。１９６６年，罗汉洞改为 “东风”、三家村改为 “红线”公社。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日，
恢复合道、黄家铺公社。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１日，东风公社恢复原名罗汉洞公社。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恢复乡、村建制。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改城关乡为城关镇。１９８６年１

月３１日，改玉都乡为玉都镇。１９８８年，全县１８个乡镇、２１４个村委会、１４６７个村民小组。
１９９０年底，全县辖２镇１６乡、２１８个村 （居）民委员会。城关镇辖２１个村 （居）

委会，玉都镇辖１６个村 （居）委会，丰乡辖１０村，梁河乡辖８村民，黑河乡辖７村，
党原乡辖１４村，合道乡辖９村，王村乡辖１８村，丰台乡辖１３村，红河乡辖８村，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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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辖１７村，罗汉洞乡辖１３，泾明乡辖１２村，太平乡辖８村，黄家铺乡辖９村，高平乡
辖１２村，飞云乡辖１１村，窑店乡辖１２村。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王村、窑店、高平、荔堡撤乡建镇，至年底全县辖６镇１２乡２１５

个村 （居）民委员会。

静宁县　１９４９年８月，改１２乡 （镇）为５个区，１１月又增设六、七区，基层１０６个
保未变。１９５０年６月，全县调整为１０个区、１０１个乡 （街）。一区辖１２个乡 （街）；二

区辖９个乡；三区辖１１个乡；四区辖１１个乡；五区辖１１乡；六区辖１１个乡；七区辖１１
个乡；八区辖９个乡；九区辖７个乡；十区辖９个乡。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新增十一、十二
区；将九区所辖单民等乡析设十三区，全县有１３个区、１０６个乡。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撤十三区，将其所辖单民、四堡２乡划归宁夏西吉县。全县１２区、１０４个乡。１９５４年６
月２６日，隆德县所辖原安区的新堡、双树、原安、党河、长河５乡，共４５个自然村划归
静宁县。全县１３区、１０９个乡。
１９５５年４月，恢复城关镇，将原九区并入一区、六区并入二区、十二区并入七区；

全县设１镇、１０区、７１个乡、５个街。城关镇辖５个街；城关区辖１０个乡 （街）；威戎

区辖１５个乡；治平区辖６个乡；高界区辖７个乡；甘沟区辖７个乡；仁当区辖８个乡；
雷大区辖５个乡；四河区辖４个乡；红寺区辖４个乡；车李区辖５个乡。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３日，隆德县的秦王乡划归静宁县的威戎区。３月２６日，静宁县威戎区

的景林、奠安、桃山３个乡划归隆德县。６月１２日，原会宁县罐峡乡石坡川、原川等村
划归静宁县。８月９日，静宁县城关区司桥乡的岳家湾村，划归隆德县。９月１１日，静宁
县党河乡及原安乡的官音岔、鸦儿湾、张银家、柔子湾、郭家上岔、三湾、四大湾、张

李家等８个村和兴堡乡的哈拉岔，划归西吉县。全县１镇、１０区、６９个乡。
１９５８年３月，撤区，有１镇、３５乡。９月２０日，调整为城关、威戎、古城、平和、

高界、三合、民联、共和、兴文、民主、红寺、四河、原安、灵芝、永和１５个公社。１０
月，调为１２个公社。１２月２０日，庄浪县并入静宁县，有２０个公社。
１９６１年８月，调整为５２个公社。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庄浪县，静宁县辖２９个公社：城

关、八里、贾河、威戎、石咀、古城、曹务、甘沟、水坪、田堡、祁川、四河、细巷、

红寺、雷大、后梁、双岘、郑湾、李店、治平、深沟、仁大、高界、七里、三合、灵芝、

原安、峡口、剪岔。１９６２年，贾河公社更名为司桥公社，剪岔公社更名为贾河公社。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恢复城关镇，城关公社更名为城川公社。全县为１个镇、１５个公社。

１９６７年，静宁县三合公社雷岔大队划归会宁县。
１９７３年１月，恢复古城、双岘、细巷３个公社，新设新店、阳坡公社。全县辖２１个

公社 （镇）。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恢复八里、七里、祁川、贾河、后梁、石咀、深沟、田
堡８个公社，新设余湾公社，全县辖３０个公社 （镇）。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改为乡、村建制。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将城川乡所辖西关、南关、东
关、新城、峡门５个村划归城关镇。１９８６年１月３１日，威戎乡、高界乡改建为镇。
１９９０年底，全县辖３镇２７个乡、３９６个村民委员会和７个居民委员会。城关镇辖７

个居委会和５村，威戎镇辖１７村，高界镇辖１５村，城川乡辖１０村，八里乡辖１０村，古

７０１第一编　行政建置



城乡辖１６村，石咀乡辖１３村，司桥乡辖１３村，双岘乡辖１４村，雷大乡辖１４村，后梁
乡辖８村，余湾乡辖１０村，阳坡乡辖１２村，仁大乡辖１４村，贾河乡辖１７村，李店乡辖
２０村，深沟乡辖８村，治平乡辖１３村，新店乡辖８村，祁川乡辖１０村，甘沟乡辖１７
村，田堡乡辖１４村，四河乡辖１４村，红寺乡辖１７村，细巷乡辖１６村，七里乡辖１０村，
曹务乡辖１３村，三合乡辖１３村，原安乡辖１９村，灵芝乡辖１６村。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原八里、李店撤乡建镇，原高界镇更名界石铺镇，至年底全县辖

５镇、２５乡、３９２个村民委员会和４个居民委员会。
庄浪县　１９４９年底，设８区、８２乡、２９９个行政村。１９５３年７月６日，庄浪县的清

真乡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同年，增设柳梁区。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２日，秦安县莲花乡的
青龙村划归庄浪县。全县９区、８０个乡 （街）。水洛区辖１１个乡 （街），维新区辖１０个
乡，金锁区辖７个乡，新泰区辖９个乡，通化区辖９个乡，新陇区辖１０个乡，卧龙区辖
８个乡，安东区辖８个乡，柳梁区辖８个乡。

１９５５年５月，撤新泰、安东、柳梁３区，并为３６个乡。１９５６年３月，水洛区改为水
洛镇。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原属隆德县的东峡乡划归庄浪县。庄浪县温堡乡全部和通边
乡的周王家、上渠子、徐史家、杨家沟、宋家塬等５个村及云台乡的南岔村划归隆德县。
同年１１月１８日，原属华亭县店子峡乡的伏家梁、竹林寺等１８个村和主山乡全部１５个村
庄划归庄浪县。

１９５８年３月，撤区并乡，全县 １镇、２２个乡；９月，全县成立水洛、南湖、永和
（永宁）、朱店、万泉、云台 （安东）、通边、柳梁、新陇、中岭 （阳川）１０个人民公社。
不久缩为８个公社。１２月２０日，庄浪县并入静宁县。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恢复庄浪县，
有２３个公社，５３１个生产大队。１９６４年７月，设城关镇。同年８月，全县有生产大队
３００个；１０月，撤销６个公社。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城关镇并入水洛公社。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
日，复设杨河、刘庙、颉崖、白堡、新集５个公社。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９日，新集公社更名为通化公社。１０月，全县有２２个公社、４１７个生

产大队。１１月，公社改为乡，大队改名村民委员会。
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水洛乡改为水洛镇。１９８６年１月３１日，改南湖乡、朱店乡为镇。

全县设３镇、２０个乡，辖４１９个村委会、１７１２个村民小组。
１９９０年，改村民小组为合作社。１２月，全县设２３乡 （镇）、辖４３２个村民委员会、

１７１２个合作社。水洛镇辖４街 （村），南湖镇辖２０村 （街），朱店镇辖２９村 （街），岳

堡乡辖１７村，赵墩乡辖１７村，杨河乡辖１８村，柳梁乡辖１９村，白堡乡辖１５村，卧龙
乡辖２２村，阳川乡辖２８村，大庄乡辖２２村，刘庙乡辖１４村，万泉乡辖２７村，盘安乡
辖２３村，颉崖乡辖１４村，南坪乡辖２１村，韩店乡辖２７村，郑河乡辖１４村，永宁乡辖
１８村，通化乡辖１３村，通边乡辖８村，良邑乡辖１６村，水洛乡辖２６村。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原韩店、万泉撤乡建镇，至年底全县辖５镇、１８乡、４２９个村委
会和３个居委会。
２００２年底，全市辖１区６县、３２个镇、９８个乡、３个街道办事处、１７１７个行政村、

４４个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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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　质

平凉地区地质活动自六盘山、陇山、华家岭隆起后已趋于稳定。全区由东向西，横

跨四个区域构造单元：一、平凉—铜城一线以东属鄂尔多斯盆地，包括泾川、灵台县及

崇信县、平凉市东部一带；二、六盘山东侧中低山区至平凉—铜城一线，属鄂尔多斯西

缘断褶带之南段，包括崇信县、平凉市西部、华亭县东部；三、以六盘山 （关山）为主

体，包括华亭县西部、庄浪县东部，属陇西系六盘山旋回褶带；四、六盘山以西则属陇

西系华家岭旋回褶带，主要包括静宁县及庄浪县西部地区。

第一节　构　造

一、鄂尔多斯盆地

辖区东部泾川、灵台及崇信县、平凉市东部一带处于鄂尔多斯盆地西部天环向斜之

南端，天环向斜为一宽缓的向斜构造，由白垩系地层构成，两翼地层倾角均很平缓，为

较稳定的地台。

二、鄂尔多斯西缘断褶带

为祁吕贺 “山”字型构造的脊柱—贺兰褶带的南段，六盘山旋回褶带与贺兰褶带复

合部位。因长期受区域上南西—北东向以及东西向挤压应力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地质

构造，主要特点：褶皱轴向与断层走向基本一致，呈北西—南北—南东向反 “Ｓ”型；褶
皱表现为向西方向收敛，向东南方向撒开的趋势，断层多发生在背斜的东翼和向斜的西

翼；断裂性质为压性或压扭性，均由西向东逆冲，断面向褶皱轴向西呈高角度倾斜；背

斜构造东翼陡、西翼缓，向斜则反之，褶皱构造由北向南倾伏。

该区构造形态北部以背斜为主，南部以向斜为主。

１太统山—大台子复背斜　由一系列走向南北或北偏西方向的褶轴和冲断面组成，
又有许多走向北东东或北东向的张性或张扭性断层把褶轴、冲断面切断。

太统山背斜：北端从安国镇南开始，经银洞官庄延至甘沟窑一带，长２０多公里，由
两个背斜和一个向斜构成的复式背斜。核部为奥陶系块状灰岩，两翼二叠系含煤地层不

整合其上，东北翼较陡，西南翼较缓。两翼压性或压扭性断层发育，称崆太韩逆断层。

其东北为安国—峡门拗陷，为本区二叠系含煤构造。

大台子背斜：北起二、三道沟，向南至小湾子一带，轴向３３０°—３４０°，长８公里，
轴线在山口子附近向北东突出，呈 “弓”型。核部为震旦系硅质灰岩、白云岩组成，翼

部为寒武系、奥陶系地层，西翼平缓，东翼陡，局部具倒转现象，东翼压性或压扭性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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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发育。

２梁龙背斜　位于崇信县赤城乡梁家胡同，核部为上三叠统延长群地层，两翼为侏
罗系含煤岩系，地层倾角较陡。东部被平—铜逆断层切割，该断层将本区与鄂尔多斯盆

地隔开。

３安口—新窑向斜　位于华亭县安口镇—崇信县新窑、神峪河。为平凉市主要含煤
向斜盆地，北部急剧收敛，向南撒开，呈 “Ｓ”型。核部为侏罗系煤系地层，两翼为上三
叠统延长群地层。

４华亭向斜　北端起于华亭县策底乡，南部于华亭县城南部收敛，为平凉市主要含
煤向斜盆地，呈北北西—南南东方向展布的 “Ｓ”型，为一东缓西陡、中间宽缓、南北两
端收敛的似纺锤形的复式不对称向斜构造。核部为侏罗系煤系地层，两翼为上三叠统延

长群地层。两翼被唐家山逆断层切割。

三、陇西系六盘山旋回褶带

主要指六盘山脉及其主峰地带，包括大、小关山旋回层，这一宏伟的连绵不断的山

脉，主要由下白垩统六盘山群组成，第三系也卷入这一构造体系。

北部由一束长轴状背斜、向斜组成，褶轴多北西—南东走向，呈互为平行的羽状排

列，所有背斜、向斜一般均为西翼缓、东翼陡，局部可见直立和倒转现象，并伴生高角

度逆冲断层，冲断面倾向南西，走向为北西—南北—南东向反 “Ｓ”型分布，倾角６０°—
７０°，断距达到２０００米，冲断面西部伴生许多平行或斜交冲断面的次级张性或张扭性断
层，沿结构面见有铅锌、辰砂等中低温热液矿脉。

南部基本为一向北倾斜的单斜层，在后期构造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近南北向的平

缓的背斜、向斜，断层较少。

六盘山旋回褶带内，所有褶轴和冲断面表现为向北西急剧收敛，向东南撒开的特点，

呈现北西—南北—南东向反 “Ｓ”型，这是由于受顺时针方向巨大压扭力的作用及祁吕贺
“山”字型构造体系的脊柱—贺兰褶带的抵制作用造成的，并使六盘山成为弯曲的隆起的挤

压带。

四、陇西系华家岭旋回褶带

辖区西部静宁县、庄浪县西部地区，位于陇西系华家岭旋回褶带次级旋回层石咀—

高界上古褶带内，由四个平行褶皱组成。

１杨集—细巷复式倒转背斜　位于威戎—高界一线以西，褶轴走向在罐子峡附近约
３００°，而在威戎以西为３４０°左右，向南顺时针扭动。核部为由寒武系中下统下岩组组成，
两翼为寒武系中下统上岩组，倾角３０°—５０°。轴长约３０公里，背斜宽约１５公里。
２威戎复式向斜　由奥陶系下统组成，褶轴走向３００°，两翼岩层倾角３０°—４０°，近

轴部倾角５０°—６０°，两翼平行轴面的小褶曲发育，轴长约１０公里。
３胡家塬—花塬头倒转背斜　由寒武系、奥陶系地层组成，形成了一系列倒转紧密

线状褶曲，构成复式背斜。背斜核部位于胡家塬—花塬头一线，走向北西—南东，略呈

弧形，轴面倾向北东，倾角５０°—７０°。
４白土岔—石咀向斜　为一断陷盆地，以白土岔为中心，向北过静宁县城２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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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至石咀，长约１６公里，中部宽，两端闭合，最宽３公里。主要为石炭系中统羊虎沟
组含煤岩系，煤系基底为泥盆系老君山组。

第二节　地　层

辖区经第四纪黄土大面积沉积后，地表地层被黄土覆盖。四个构造单元地层除新生

界地层全区分布外，其余老地层岩性、厚度分布范围皆不尽相同。

一、鄂尔多斯盆地

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区陕甘宁盆地分区，据钻孔揭露，从老到新：三叠系、侏罗系、

白垩系、上第三系、第四系土层。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志丹群泾川组、罗汉洞组、

环河华池组，分布于泾河、黑河、达溪河流域及各大沟谷中。

鄂尔多斯盆地地层表

地层名称

界 系 统 组
符号

厚度

（ｍ）
岩 性 描 述 分布地区

含矿

种类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第
三
系

全新

统
Ｑ４ １０ 冲积砂砾石、亚砂土，淤积

黄土
河谷及冲沟

上更

新统

马兰

组
Ｑ３ｍ ３５ 浅黄褐色粉砂质黄土，含钙

质结核
黄土塬、梁峁丘陵区

中更

新统

离石

组
Ｑ２Ｉ １００ 褐黄色黄土夹古土壤、钙质

结构，底部为粉砂层

下更

新统

三门

组
Ｑ１ｓ

５４—
２０３

淡褐红—棕红色石质黄土，

底部为砂砾层及砂砾岩

河谷两侧及各大支沟

上新

统

甘肃

群
Ｎｇｎ ３—

２０
浅红色砂质泥岩夹泥岩，底

部为同色砂岩夹砂砾岩
泾河两岸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下

白

垩

统

泾川

组
Ｋ１ｚｈ１ １３５

上部：紫红色泥岩、砂质泥岩

夹砂层；下部：浅蓝灰色泥灰

岩、砂质泥岩、粉砂岩

泾川县城以西泾河、达溪

河上游

罗汉

洞组
Ｋ１ｚｈ２ ２１５ 橘红：棕红色具交错层理长

石砂岩夹粉砂岩、泥岩

环河

一华

池组

Ｋ１ｚｈ３
Ｋ１ｚｈ４

３４８
灰、灰绿、紫红色泥质砂

岩、粉砂岩与泥岩互层夹页

岩、细砂岩

泾河、黑河、达溪河及

各大沟谷中

二、鄂尔多斯西缘断褶带

本区地层区划属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分区马家滩—平凉小区，出露地层由老到新有：

蓟县系、寒武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上第三系和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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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断褶带地层表

地层名称

界 系 统 组
符号

厚度

（ｍ）
岩 性 描 述 分布地区

含矿

种类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第
三
系

全新

统
Ｑ４

１０—
５１

冲积砂砾石、亚砂土，淤积

黄土
河谷及冲沟

上更

新统

马兰

组
Ｑ３ｍ １５０

浅黄褐色粉砂质黄土，含钙

质结核
黄土塬、梁峁丘陵区

中更

新统

离石

组
Ｑ２Ｉ １００

褐黄色黄土夹古土壤、钙质

结构，底部为粉砂层
黄土塬边冲沟中

上新

统

甘肃

群
Ｎｇｎ

３０—
１５０

淡红色砂质泥岩夹泥岩，底

部为同色砂层夹砂砾岩

河谷及各大支沟，局部

梁峁丘陵区

渐新

统

清水

营组
Ｅ３ｑ ２０５

红色砂岩、灰色泥岩为主，

夹绿色砂质泥岩和石膏层
安国镇以北六盘山东侧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侏
　
罗
　
系

三

叠

系

下
　
　
白
　
　
垩
　

统

中侏

罗统

下侏

罗统

上统

中下

统

乃家

河组

马东

山组

李洼

峡组

和尚
铺组

三桥
组

安定

组

直罗

组

延安

组

富县

组

延长

群

Ｋ１ｎ１

Ｋ１ｍ１

Ｋ１Ｌ

Ｋ１ｈ

Ｋ１ｓ

Ｊ２ａ

Ｊ２ｃ

Ｊ２ｙ

Ｊ２ｆ

Ｔ３ｙｎ

４９０ 紫红色、灰色泥岩夹杂色砂

岩及薄层含铜砂岩

３４—
１３３

蓝灰色、灰白色及灰绿色砂

质泥岩、泥质砂岩、泥岩

７５—
１３０ 紫红色砂质泥岩、泥岩

３１４ 紫红色砾岩夹砂岩透镜体

１５１ 紫红色泥岩、砂质泥岩、砂

岩、下部夹灰绿色泥岩

２４３ 灰绿色砂岩、泥岩、砂质泥

岩夹紫红色泥岩

２３５
灰、灰黑色泥岩、砂质泥

岩、粉细砂岩，灰白色中粗

砂岩，含煤数层

２３ 杂色泥岩、砂质泥岩、砂岩

３２７７ 灰黄、灰绿色砂岩、泥岩，

上部夹煤线

７００ 灰紫、紫红色中、粗砂岩夹

泥岩、细砂岩、砂砾岩

黑河、光底河两岸的冲

沟中

黑河、光底河两岸及麻

川乡西部

麻武—崆峒山一带

铜

华亭县东华镇、安口镇，

崇信县新窑乡
煤

平凉市、华亭县、崇信

县大范围出露

４１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地层名称

界 系 统 组
符号

厚度

（ｍ）
岩 性 描 述 分布地区

含矿

种类

古

生

界

震

旦

亚

界

二

　
叠

系

奥
　
陶
　
系

寒
　
　
武
　
　
系

蓟

县

系

上统

下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石千

峰组
Ｐ２ｓｈ １０６

灰绿、蓝灰、紫红色砂岩、粉

砂岩、砂质泥岩、泥岩、夹泥

灰岩和钙质透镜体

上石盒

子组
Ｐ２ｓ ７４

灰绿、灰黄色砂岩，夹紫色、

灰绿色泥岩、砂质泥岩

下石盒

子组
Ｐ１ｘ ５０ 黄灰色砂质泥岩与泥岩互层

山西

组
Ｐ１ｓ ５２

灰、灰黑色砂质泥岩、泥岩、

石英砂岩等，底部含煤、铝、

铁等矿产

平凉

组
Ｏ２ｐ １８０

灰色钙质页岩及黄绿色砂质

页岩，薄层灰岩

三道

沟组
Ｏ２ｓ ４３５

灰微红色、灰色厚层灰岩与

豹皮灰岩

水泉

岭组
Ｏ１ｓ ＞２８３

灰、灰红色白云质灰岩、白云

岩夹灰岩、页岩

大台

子组
∈３ｄ １００ 灰、灰黄色白云岩

张夏

组
∈２ｚ ５４ 灰色鲕状灰岩及紫色页岩

徐庄

组
∈２ｘ １１０

暗紫色页岩、钙质粉砂岩，夹

薄层灰岩及细砂岩

百洋

沟组
∈１ｂ ５５

上部为浅红色、紫红色白云

质细砂岩、粉砂岩，下部为石

英砂岩、砾岩

Ｚｊｘ １７７９

王全口组：为浅灰色含燧石

条带的白云质灰岩、白云岩，

夹硅质、钙质页岩，泥岩

黄旗口组：灰紫色、浅紫红色

石英砂岩、泥岩、灰岩

平凉市峡门乡、麻川乡

煤
铝
铁

平凉市崆峒乡、峡门乡、

麻川乡

石灰

岩

平凉市崆峒乡、麻川乡

白云

岩

平凉市麻川乡、华亭县马

峡乡、麻庵乡

三、陇西系六盘山旋回褶带

出露地层主要为新生界和中生界地层，从老到新有：下白垩统六盘山群、下第三系、

上第三系、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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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系六盘山旋回褶带地层表

地层名称

界 系 统 组
符号

厚度

（ｍ） 岩 性 描 述 分布地区
含矿

种类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上
第
三
系

下
第
三
系

全新

统
Ｑ４ １０ 冲积漂砾、砂砾石、亚砂土 河谷及冲沟

上更

新统

马兰

组
Ｑ３ｍ ２０ 浅黄褐色粉砂质黄土，含钙质结核

黄土塬、梁峁

丘陵区

中更

新统

离石

组
Ｑ２ｌ ４０ 褐红色古土壤，其下为砂砾层及砂砾

岩

河谷两侧及各

大支沟

上新

统

甘肃

群
Ｎｇｎ ３０—

１５０
浅红色砂质泥岩夹泥岩，底部为同色

砂岩夹砂砾岩

庄浪县韩店

乡、郑河乡

渐新

统

清水

营组
Ｅ３ｑ

３０—
１５０

紫红色、浅红色砂砾岩、中粗砂岩夹

泥岩、下部有砾岩
关山两侧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下

白

垩

统

马东

山组
Ｋ１ｍ ６１９ 蓝灰夹黄绿色泥岩泥灰岩、局部夹砂

质泥岩

关山东侧刘家

店南部

李洼

峡组
Ｋ１Ｌ ８５３

灰绿色、紫红色相间的砂质泥岩、泥

岩、泥质砂岩、泥灰岩及页岩。偶夹

砂岩及含铜砂岩透镜体

关山东侧大范

围出露

和尚

铺组
Ｋ１ｈ １０４４ 紫红色砂质泥岩、细砂岩、夹蓝灰色

泥岩、页岩、泥灰岩及含铜砂岩
关山主峰

三桥

组
Ｋ１ｓ ８５０ 灰色、紫红色砾岩、顶部为灰黄色石

英砂岩及含砾砂岩，局部具铀矿化。
关山西侧

铜

四、陇西系华家岭旋回褶带

主要出露古生界、元古界及太古界地层，从老到新有：新震旦系、震旦系、寒武系、

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上第三系和第四系。

６１１ 平凉地区志 （上）



陇西系华家岭旋回褶带地层表

地层名称

界 系 统 组
符号

厚度

（ｍ） 岩 性 描 述 分布地区
含矿

种类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上
第
三
系

全新

统
Ｑ４ ８８ 冲洪积砾、砂砾石、砂、次生黄土 河谷及阶地

上更

新统

马兰

组
Ｑ３ｍ

３０—
１５０ 浅黄褐色粉砂质黄土，含钙质结核

全区分布于梁

峁、沟坡区

上新

统

甘肃

群
Ｎｇｎ １００—

７５０
浅棕黄色、棕红色泥岩、粉砂岩为主。

夹钙质砂砾岩、泥灰岩、砾岩

零星出露于山

前及沟谷、山

坡

古

生

界

石
　
炭
　
系

泥
盆
系

南
　
留
　
系

奥
陶
系

寒
　
　
武
　
　
系

中统

上统

中上

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中下

统

羊虎

沟组
Ｃ２ｙ ４８８

上部为紫红色、灰绿色页岩夹铁质灰

岩，中部为黑色页岩、黏土岩夹薄层灰

岩及劣质煤，下部为黑色页岩夹煤层，

底部为石英质砾岩夹紫红色砂岩

静宁县白土

岔、水鱼子沟

老君

山群
Ｄ３Ｌｊ １２３８ 紫红、灰绿色石英长石砂岩夹紫红色含

同生砾状团块之粉砂质板岩

静宁东峡、石

咀、庄浪王家

高原

上岩

组
Ｓ２＋３

ｂ １０７５ 结晶灰岩、白云质结晶灰岩、变质安山

夺、凝灰千枚岩夹凝灰质砾岩

下岩

组
Ｓ２＋３

ａ ８８８
上部为长石石英砂岩、细砂岩、含砾砂

岩、砾岩。下部为千枚岩、变质细砂岩、

变质流纹英安凝灰岩、变质砾岩等

葫芦河流域的

受家峡至红土

坡，小河以东

沟谷中

Ｑ１ １３００ 大理岩、结晶灰岩、千枚岩、凝灰质千枚

岩、变质粉砂岩、变质细砂岩

静宁威戎东南

及花塬头

∈３ ３８３ 灰白色大理岩、石英岩、灰绿色变制石

英砂岩、片理化凝灰砂岩

∈２ １４９０ 变质砂岩、凝灰质千枚岩、安山玢岩、安

山凝灰岩夹灰岩

受家峡、蛟龙

掌

铅锌

多金

属

上岩

段
∈１－２

ｂ ４５００ 暗灰绿色片理化长石质砂岩、长石砂岩

夹板岩，千枚岩
界石铺西南

下岩

段
∈１－２

ａ ２１００
褐、灰绿色砂岩、千枚岩夺夹细晶大理

岩，下部为灰、紫红色斑点状含粉砂千

枚岩、千枚化细粒砂岩

红寺、细巷、四

沟河及威戎西

南部

煤

上

元

古

界

震

旦

系

下统

上火

山岩

组

Ｚ１ｘｎ
３ １９１０

上部：绿泥片岩、黑云母石英片岩、片理

化变质砂岩

下部：片理化砂岩、灰色大理岩、黑云石

英片岩、变粒岩、变质中基性火山岩

静宁小河北岸

太

古

界

前
震
旦
系

Ａｎｚ １７５５

上部：黑云母石英片岩、角闪片岩、大理

岩、黑云母片麻岩

下部：混合岩、花岗片麻岩、黑云石榴石

片麻岩、大理岩

静宁仁大乡小

河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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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　矿

一、金属矿藏

区内金属矿藏主要有铁、铜、铝土及铅、锌、金、银等。

１铁
已探明的矿产地共１２处，其中崆峒区３处，华亭县１处，静宁县５处，庄浪县２处，

崇信县１处。其中，属小型矿床１处，属铁矿点６处，铁化点５处。探明储量的有９处，
总计储量４４８１万吨。储量在５万吨以上的矿点有３处：

平凉太统山铁矿点，位于市区南西４８°，直距８３公里。有公路相通。本矿点铁矿产
于下二迭统山西组煤系地层中。含矿岩系为厚层状石英砂岩及薄层状砂质、碳质页岩，

夹菱铁矿结核。菱铁矿共有三层：（１）底层矿：厚约１５米，结核多呈扁豆状、饼状，结
构连接成似层状长度达１０多米。含矿系数６５４％。（２）中层矿：平均厚５５２米，结核
为球状，不规则状。含矿系数６５４—３７０％。（３）上层矿：平均厚３９４米，结核为扁豆
状、饼状。含矿系数４８７—３６７％。矿石主要矿物是菱铁矿、少量褐铁矿。品位：ＴＦｅ
最高４９５０％，最低２５％，一般在２０—４０％。矿点合计储量２５１万吨，其中 Ｄ级储量
７３万吨。

静宁高家峡钒、钛磁铁矿床，位于静宁县城南东５°，直距４５公里。本矿产于华力西
期花岗岩体和闪长岩体内的辉石角闪岩脉中。矿体呈脉状或串珠状。矿化面积１５００平方
米，大小矿体１９个，其中较大者４个。矿石主要矿物以磁铁矿、钛铁矿为主，少量赤铁
矿、褐铁矿。远景储量６３万吨。

华亭安口铁矿点，位于华亭县城北东８３°，直距１３公里，安口镇西０５公里。沿平
（凉）宝 （鸡）公路可直达矿区，交通方便。矿区铁矿产于下侏罗统华亭煤系及上三迭统

中，矿点分布以安口镇为中心，西至岘坡梁、南至蔺家沟、北至庙沟呈一长方形。含矿

总面积约７平方公里。矿石主要矿物为赤铁矿及菱铁矿，少量褐铁矿。品位：ＹＦｅ为
３８１％。地质储量５４万吨。

２铜
铜矿藏，主要分布于华亭、庄浪、静宁３县。探查矿地产１２处。其中属铜矿床有华

亭店峡、麻庵和庄浪通边、蛟龙掌４处；属铜矿点有华亭屎滩和庄浪花园头２处；铜化点
有华亭长沟北、峡沟，庄浪潭木沟、干岔沟，静宁王家峡和鞍子峡４处。１２处矿点中，
属白垩统六盘山群和尚铺组有华亭境内的矿床、矿点，属上奥统六盘山群和尚铺组的为

庄浪、静宁境内矿床、矿点。已探明储量２处铜矿床情况：
庄浪店峡铜矿床，位于庄浪县城东南８９°，直距３０公里。华 （亭）庄 （浪）公路从

矿区通过，交通便利。本矿产于白垩统六盘山和尚铺组灰白色砂砾中，分布在８公里范
围内，共有１１个矿体 （凉水泉地区６，汪家湾地区３，高庄地区２）。矿区主要矿物为斑
铜故、黝铜矿、辉铜矿，次为孔雀石，兰铜矿。品位：ＣｕＯ。４７—０９１％。远景储量为
１３４８２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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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蛟龙掌多金属黄铁矿床，位于庄 （浪）静 （宁）交界处。矿床含矿岩系为上奥

陶统石英角斑质凝灰石，石英角斑凝灰质千枚岩，凝灰质砂岩、角斑岩，含硬绿泥绢云

千枚岩，白云质石英岩石。矿化带总长４３００米，最宽４５０—５００米。最大矿体长１２００米，
厚７０９米，矿体在基岩中多呈盲矿体产出。出露在侵蚀基准面 （１５５７米），附近的少量
矿体形成厚１１３８—３６８１米 （指露出位置）的硫化矿氧化带。主要矿石矿物成分有磁铁

矿、方山铅矿、闪锌矿、黄铁矿，次要的有黄铜矿、镜铁矿。储量 （Ｄ级储量）：表内黄
铁矿床４８０万吨，表内锌１３８万吨，表内铅２８万吨。表外黄铁矿２０４万吨，锌０１７３
万吨，铅００８４万吨。
３铝土
铝土矿主要分布在平凉市境内的大台子、红庄子、王店。探明矿点３处，合计储量

５１万吨。矿产均属下二迭统山西组与上寒武统的小规模，变化大，含矿地每段稀少，品
位质低，且工业开采价值不大的小型矿体。

二、非金属矿

１煤炭 （参 《煤炭编》）

２石灰岩
区内石灰岩矿丰富，有大型矿床产地２处，估计总储藏量约３０亿吨。

平凉市水泥厂矿山

太统山水泥灰岩矿床，位

于平凉市西南５９°。矿区至平
凉城区有公路相通，交通方

便。矿床矿产于下中奥陶统，

主要由豹皮灰岩、钙质页岩、

泥灰岩、黏土页岩及薄层致密

灰岩组成。总厚 １５００余米，
延长 ６０００米 （太统山主峰

脉），远景储量１０亿吨。矿体
呈层状，透镜状 ３层，共厚
２８０５６米。其中：水泥灰岩
长约 １９０米，厚 ２０米左右，
垂深 ２５米；化工灰岩长 ２７０
米，厚４３米，垂深 ２５米。矿区主要矿物是方解石及少量白云石。品位：水泥灰块：
Ｃ２Ｏ５１７９％，ＭｇＯ１８１％，ＳＯ３＜０１％，Ａｌ２Ｏ３０８５％，Ｆｅ２Ｏ３０２９％，ＳｌＯ２２７５％，硅酸
系 数 ２４４％，灼 碱 ４１３％。制 碱 灰 岩：Ｃ２Ｏ５２９５％，ＭｇＯ１０７％，ＳＯ３００２％，
Ａｌ２Ｏ３０７９％，Ｆｅ２Ｏ３０２５％，ＳｌＯ２２３７％。

庄浪卧龙岩石矿床，远景储量２亿吨以上，属优质高品位中型矿，且伴大理矿岩。
３黏土岩矿
已探明黏土岩矿产地近１０处，其中可集中开采利用的有７处，总储量约２９３０万吨。
平凉市鸦儿沟水泥黏土矿床，位于城西４公里。矿床含矿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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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矿体呈水平层状，矿石主要矿物为高岭石、水云母、石英。矿区工业储量４２９
万吨，合计储量８３０万吨。

耐火黏土矿矿点４处 （平凉市太统山、大台子２处，华亭安口东高山和静宁白岔各１
处），属下二迭统山西组和上石灰以下二迭系。合计储量１００万吨左右。矿产资源比较集
中，交通方便的华亭安口、平凉太统山矿点，已开采利用。

陶瓷黏土矿点，有华亭安口、崇信新窑２处，总储量２０００万吨。
华亭安口东高山陶瓷黏土矿点，位于安口镇１公里处。矿点含地层为中下侏罗统华

亭且自上而下，共３层 （细砂岩、粉砂岩与砂质黏土岩互层。厚３４米。砂质黏土，细砂
岩、页岩夹煤层。厚６８２米。灰黑色软质夹含砂软质黏土，砂质黏土。厚２８５米）。矿
体呈透镜状，似层状，共有矿体 ４个。矿产主要矿物高岭石。品位：ＳｌＯ２５８６４～
６１５４％，Ａｌ２Ｏ２２４８１～２６７４％，Ｆｅ２Ｏ３１１１～１１６％，烧失量１０６７～１２２５，可塑性指
数１８６～２６。Ｃ２级储量１３万吨，白干泥储量２４万吨。
４大理石
区内大理石矿，主要分布在庄浪、静宁２县，贮量尚未全部探明。
５石英砂
境内已探明的只有华亭县安口高山石英砂矿点１处，矿体贮存于上三迭统延长群第

三组上段。矿体量呈透镜体，走向延伸１０２米，倾向延深１４０米，厚约６米。矿石主要矿
物成分：石英６８％，岩屑１３％。Ｃ２级储量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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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　貌

平凉地区地处西北高原的中部地带，六盘山山脉及其陇山等支脉自中部突起，成为

区内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将全区切割为东西两部分，构成中南部突起，西北部高亢

的总地势。西部庄浪、静宁两县属陇中黄土丘陵沟壑区，为渭河流域的葫芦河上游，海

拔１３４０—２８５７５米。东部崆峒、泾川、灵台、崇信、华亭５县 （区），属陇东黄土高原

沟壑区，海拔８９０—２７４８米。境内有较大的塬面１２条，面积约８６６万亩，最大的灵台什
字塬，面积１８９万亩。有较大的泾河川、河川、黑河川、达溪河川、洪河川等河谷川
地，面积３６万亩，最大的泾河川１９４万亩，是农业之精华。境内有主干沟７４５８条，其
中主沟８８３条，有长流水的４４４条。

地貌受六盘山、陇山、华家岭等山脉隆起的影响，全区地表出现上升、褶皱的变动，

又因侵蚀的发生，以及受内外营力的作用，使地貌与地形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形成了三

个大的地貌单元：东部黄土高原沟壑地貌；中南部中山山地地貌；西部梁峁丘陵沟壑

地貌。

第一节　东部黄土高原沟壑

东部黄土高原沟壑具有典型发育的黄土地貌，主要中级地貌为塬、坪、台、沟壑、

河川阶地、冲积扇群等。较大塬面，海拔在１２００—１５００米之间，如平凉的草峰塬、白庙
塬、索罗塬；泾川的党塬、玉都塬、丰台塬、荔堡塬、高平塬等；灵台的什字塬、邵寨

塬；崇信的柏树塬、高庄塬、木林塬等。所有塬面受到强烈的侵蚀，边缘多呈指状，群

众称之为岭、咀地形。黄土塬边及其以下侵蚀剧烈，加之植被稀疏，土层浑厚，降雨集

中且多出现暴雨，形成了广泛的树枝状沟壑系统，冲沟呈细沟、切沟、浅沟及悬沟。在

塬下部的河流、大型沟道中多形成一至多级阶地，大者如泾河、河、黑河、达溪河等

河川阶地，海拔８９０—１３５０米。在大型沟道的出口处多形成洪积扇，沟道密集处形成连
续洪积扇裙地形。在黄土塬边以下至河川阶地之间有的还有侵蚀、沉积而成的台坪地貌。

由于黄土岩性松软，垂直节理发育强，塬面易形成广泛的集水槽 （径流槽）地貌，

塬边多形成断崖，极易造成大土方量滑坡，同时也形成一些黄土陷穴、黄土桥、黄土柱

等岩溶性地貌。

１２１




第二节　中南部中山山地

中南部中山山地均为基岩上升出现褶皱而形成，具有典型的山地地貌。海拔１２００—
２８００米。主要地貌为山地、丘陵、峡谷及峡谷涧地。峰峦重叠，山岭起伏，山坡陡峻，
峡谷深切，山溪湍急，多激流险滩。山前丘陵为较典型的丘陵地貌，与基部无明显的界

限，山体多为连续条带、馒头状丘陵，具有夷平面。主要分布在华亭、庄浪两县，崇信、

平凉、灵台有少量分布。峡谷上部多是 Ｖ型，涧地坡度较大。亦有洪积扇地貌出现在峡
谷的出口处。

第三节　西部梁峁丘陵沟壑

西部受华家岭、六盘山上升、褶皱带的影响，地形起伏较大，基岩上覆以深厚沉积

的黄土，梁峁部至沟谷地海拔差异大，黄土易受侵蚀，形成了特有的、广泛单一的梁峁

沟壑地貌，具有准平面。海拔１２００—２１００米 （川地１１００—１６００米），包括静宁、庄浪两
县。主要中级地貌有梁、峁、树枝状侵蚀沟系统，河谷、河谷阶地等。梁为长条型垄岗，

常多斜梁 （梁顶部自上而下呈倾斜状），亦有平梁 （梁顶部较平，坡度在１—３°之间）。
峁为浑圆形小丘，又可分为梁峁 （连续峁）和峁 （孤立峁）。在梁峁间则广泛分布着树枝

状的侵蚀沟系统。河流沟谷间由于洪水、河水的泛滥沉积和水流侵蚀，多形成平坦阶地。

河流两岸的平川地坡降较小，而沟谷间的平地坡降较大。

梁峁沟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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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成因及分布

地貌类型
东部黄土高原

沟壑地貌区

中南部中山

山地地貌区

西部梁峁丘陵

沟壑地貌区

海拔高度
１２００—１５００米
河谷８９０—１３５０米

１２００—２８００米
１２００—２１００米
河谷１１００—１７００米

构造成因 鄂尔多斯地台向斜 贺兰山—六盘山沉降带 华家岭旋回褶带

地层地貌单元

原地、冲沟、坳沟、阶地、

河漫滩、河床、滑坡、坡积

裙 、洪积扇、断崖。华亭、

崇信有部分山前梁峁地

陡崖、滑坡、倒石滩、

坡积、扇裙、宽谷、峡

谷、各种河谷地貌

梁峁、冲沟、阶地、河漫

滩、河床、滑坡、坡积扇

裙、倒石滩、洪积扇、断

崖。庄浪有部分山前梁峁地

表层风化物

主要为第四纪黄土，红土较

少，河谷中有少量冲积、洪

积形成的黄土

主要为沉积岩残积物，

亦有一定面积黄土、红

土覆盖物

主要为第四纪黄土，红土亦

有一定分布，河谷 为少量

冲积、洪积、黄土、红土

分布范围
泾川、崇信、平凉、灵台县

（市）的大部分

华亭、庄浪、崇信、平

凉、灵台县 （市）的

关山两麓山前部分

静宁、庄浪大部分，平凉市

西北部

第四节　平　原

草峰塬　古时把上塬称大路河塬 （包括高寨塬）；中部称草峰，亦称佛堂寺塬；下塬

称潘塬，又名杏塬，今统称草峰塬。位于平凉市东北部。属草峰、杨庄、寨河３乡辖区。
西北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白草坡，向东南延伸至白水乡侯王家村，长６３公里，宽
１—５公里。地势从西北向东南缓降。海拔１４４５—１６６２米。面积４１９平方公里。塬面土
质疏松，由于受下伏阶梯断裂及山洪冲刷，塬四周散布大小河沟４５７条，总长度３９３８公
里，沟壑面积４３１１平方公里。最大的腰岘土桥子，几乎把塬面切割成上下两段。塬面
气候多变，经常发生干旱、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

索罗塬　旧写莎萝、桫椤塬。相传当地曾种有桫椤树而得名。位于平凉市东南部。
系镇原县新城塬东南末端部分。西北以索罗乡王家洼村附近的市乡公路与镇原县新城乡

潘新庄为界，向东南延伸至崾岘村和泾川县为邻。东北与镇原县浅涧塬对峙，西南濒临

泾河。塬长１２公里，宽２５—６公里，面积２１６１平方公里。地势西北略高，稍向东南倾
斜。海拔１３００—１４００米。塬边被侵蚀呈犬牙交错的沟壑状，沟壑面积１０４３平方公里。
有１—４级沟壑２３２条，总长度１１０８４公里，流域面积５９１３平方公里。较大的周柳沟，
长约２２公里，流域面积１０５３平方公里。塬面开阔平坦，黄土层厚。水源不足，气候干
燥，间有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

大寨塬　古称苟头塬，叶平塬。位于平凉市东南部。此塬支离破碎，分布极不规则。
塬面以大寨子为主，向北展布的有高塬、佛塬，向东北展伸的有乔家塬、史家塬、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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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向西南伸展的有赵塬。塬面地势由南向北倾斜。海拔１３００—１８００米。面积１２３７平
方公里。黄土层深厚，塬周围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有大小沟道２００多条，流域面
积１７０多平方公里，沟壑面积２０平方公里。区内气候干燥多风，自然灾害频繁。

白庙塬　西部曾称吉塬、大秦塬，东部曾称虎山塬、梨花塬、大张塬、双庙塬。
１９４９年平凉解放后，设白庙乡政府于白庙村，故今统称白庙塬。位于平凉市西北部，系
白庙、大秦两乡辖地。此塬南临泾河川，北与什字塬 （平凉市）相望，西起西阳乡车家

庄塬畔，东到四十里铺镇民张村赵家塬畔。塬长２７５公里，宽１００—５５０米。面积２０５７
平方公里。海拔１５４３—１７７４米。地势稍向东南倾斜。塬面以双庙、白庙、大秦为主，上
塬分支较多，最大的有大秦塬，次为梁东塬、腾堡、沙塬等。塬面土层较厚，但自然植

被差，水土流失严重。塬周缘多被切割为交错沟壑，有大小不等的河沟５０５条，总长度
２２７８公里，流域面积２１１４平方公里。海拔１３５８—１６２６米，坡度２６％。较大的有虎山
沟、白庙沟。气候干燥多风，自然灾害频繁。

什字塬　位于平凉市东北部，自西至东分片称武家塬、范家塬、三里塬、宋家塬、
什字路、麻庄塬，今统称什字塬。因塬面中段有北通镇原、西去固原交叉的十字路而得

名。南与白庙塬相望，北与草峰塬平行，西起寨河乡肖家大湾，东至香莲乡后庄，长

２６５公里，宽２００—２４００米，面积１５６９平方公里。海拔１５０５—１６５７米。塬面从西北向
东南倾斜，呈不规则的狭长形，起伏破碎，沟壑较多，有大小河沟 ３１２条，总长度
１４６３５公里。师家崾岘、小崾岘把塬体切割成上下４块。大路河、小路河分别沿塬之两
侧谷底流经四十里铺后汇入泾河。境内气候干燥多风，间有干旱、冰雹、霜冻等自然

灾害。

南　塬　位于泾川县，包括窑店、飞云、高平、黄家铺、太平５个乡，东接长武，
西连马志寺农场，南临黑河，北濒泾河。东西长约３１公里，面积１１８５平方公里。海拔
１２２７—１４２５米。航测照片呈树枝状，太平、黄家铺、高平、窑店为主干，后庄、葫芦、
七家、丁家、任家寺、许家坡等小塬为分支，是主要产粮区之一。

北　塬　位于泾川县，包括党原、合道、玉都、丰台４个乡，东临红河，西接平凉，
南濒泾河，北连镇原。东西长约３０公里，面积１５０６平方公里。海拔１２９１—１４０７米。塬
面比较完整，尤其是党原东西长１２公里，南北宽３８公里，面积约４５６平方公里，为泾
川县最大塬面。气候、土壤不及南塬，亦是主要产粮区之一。

荔堡塬　位于泾川县，荔堡乡辖地，东接宁县，西临红河，南濒泾河，北连镇原、
西峰。东西长约１９公里，面积６０１平方公里。海拔１２３２—１２９７米。塬面呈如意状，气
候、土壤近似北塬。

中　塬　位于泾川县，包括王村乡上原、中原、四坡、掌曲和城关天池等５个村，
东接王母宫山，西连崇信县柏树乡，南临 河，北濒泾河。东西长约１３５公里，面积
１５８平方公里。海拔１２４２—１３５７米。中塬为崇信县黄土寺塬东端，塬面狭小，气候、土
壤较差。

什字塬　位于灵台县北半部，东倚柳家铺土桥与独店塬相连，西至西张土桥与朝那
塬接壤，南隔涧河与星火塬相望，北临黑河与泾川县毗邻，东西长３７公里，南北最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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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公里，最窄处１５公里，总面积２７３５平方公里。塬区分布有西屯、什字、北沟、上良
４个乡 （镇）。塬体为东西走向，西高东低，沿塬中线凸起呈脊形。以脊为分水线，整个

塬面向南北两侧倾斜。由于水土流失，沟头延伸，南北方向形成长短不一、宽窄不等的

翅形小塬 （梁咀）。塬面开阔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宜于耕作，但易受干旱威胁。

独店塬　位于灵台县东北部，东邻陕西省长武县及灵台邵寨乡，西通柳家铺土桥接
连什字塬，南临达溪河北山与中台镇接壤，北倚黑河接泾川县梁河乡，东西长２６公里，
南北宽１１公里，面积１６２平方公里。塬区有独店、吊街两个乡。塬面比较完整，由两大
区域组成，呈西北向东南倾斜坡向。土壤质地良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海拔１２００米。

朝那塬　位于灵台县西北部，东通土桥连什字塬，西经崾岘接牛宅塬，南越樊家坝
通星火塬，及至达溪河北山接新集乡，北至黑河南山与梁原乡毗连，东西广１１公里，南
北袤１７公里，面积１２８平方公里。属朝那镇辖地。塬面比较破碎，被深桥沟从中切割成
东西两段，东段成南北走向，西南高而东北低；西段成东西走向，东北高而西南低。从

总体看，以镇驻地为最高点，海拔１４９０米，渐次向四周倾斜，塬面不规则，坡降比例
大。塬面小而山地多，地理条件较差，土质肥力中等，宜于农耕。

邵寨塬　位于灵台县东南边缘，东、南、北三面分别与陕西省彬县、麟游、长武县
接壤，西隔史家河 （亦名寺沟河）与新开塬相望、西北以达溪河为界，呈南北走向，长

１５公里，阔１４公里，面积１２３平方公里。系邵寨乡管辖。此塬古为鹑觚县地，乡政府驻
地邵寨镇，即故鹑觚县和隋灵台县治。整个塬面起源于陕西，灵台县所属邵寨塬仅是其

边陲之一角。故塬面从南向北倾斜，西北部有３条小塬突出，形成鸡爪状，俗称 “鸡爪

塬”，塬面虽小，但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海拔１２００米。气候温和，农作条件较优越，
是农作物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星火塬　位于灵台县中部，处达溪河与涧河之间，四面临山，唯西北角以樊家坝与
朝那塬相通。为东西走向，东西长２１公里，南北宽８公里。塬面破碎，起伏不平，并有
骆驼巷、火星庙土桥、岘子土桥等几处大崾岘，将塬面从东到西分割成大小不等的５段，
俗称 “七葫芦八崾岘”。面积１００平方公里。土壤疏松，肥力较差。南北两侧山坡耕地土
壤更为贫瘠，自然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易受干旱威胁，产量低而不稳。

新开塬　位于灵台县达溪河之南，蒲河之东，县治东南部，东临寺沟河与邵寨乡接
壤，西北隔达溪河、蒲河与中台镇毗连，南与陕西麟游县接界。塬面被岘子沟从中切成

两块，南北长１７公里，东西宽９公里，面积１０４平方公里。属新开乡领地。塬面呈南北
走向，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面积小、土壤肥、坡降不大，寺底村与寨坡村之间形成一凹

形小盆地。耕作条件较好。东南部为山区，梁峁起伏，植被较好。

通气塬　亦称蒲窝塬。位于灵台县中南部，东倚蒲河，南与陕西麟游接壤，西以太
明沟为界，北临达溪河。塬面由南向北倾斜，被两条大沟割裂成南北走向的东、中、西３
条带状小塬。东塬稍宽，中塬次之，西塬更狭。相传汉刘秀曾于此避难藏于土中用麦秆

通气，故称通气塬。３条塬总面积１２５平方公里。塬面小而土壤良好，且南部山区植被较
好，生态环境较北部为佳。海拔１１００米。属蒲窝乡辖地。

北　塬　位于崇信县老爷山以东，包括黄寨乡、高庄乡、柏树乡及九功乡的文家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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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势较为平坦开阔。塬面长３１２公里，宽１８公里。海拔１３３６６—１５０４米，相对高
差１６７４米。植被覆盖率为５％至１０％。

南　塬　位于崇信县，包括木林乡、黄花乡和锦屏镇的姚洼村。沟谷切割严重，塬
面支离破碎，崾岘甚多，地势狭窄，起伏不平。海拔１３９２—１５２２米，相对高差１３０米。
塬面长１８公里，宽０９公里，面积９８万亩。植被覆盖率为１０％至１５％。

第五节　山　脉

崆峒山　位于平凉市西，距城１５公里，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座石质山。面积
５８９平方公里，海拔２１２３５米。北依关山，南望太统，背负笄头，面临泾水，山势西高

平凉崆峒山

东低，呈西北东南走向。

山上风景优美，自古就有

“西镇奇观”， “崆峒山色

天下秀”，“山川雄秀甲于

关塞”之誉。从山下到绝

顶，层峦叠嶂，怪石峥

嵘，幽径崎岖，万木葱

茏。有古柏苍松等植物

７００余种，森林覆盖率
７０％。有金雕、水獭等各
种野生动物 ４３０多种。
１９８４年列为省级名胜区。
１９８５年实现了供水、通
电、通车。１９９４年 １月，

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旅
游景区 （参 《旅游》编）。

太统山　位于平凉城西南７５公里处，在崆峒乡境内，是一座石质山地。据 《嘉庆

一统志》载，太统即大统，亦称大统山，取统一天下大业之意。系六盘山东部支脉，山

体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起南窑峡，东南到鸦儿沟，长６公里，宽４公里，面积约２５平
方公里，主峰海拔２２３４米。北坡较平缓，其余三面山势陡峻，沟深谷狭，地形复杂。山
体由 “奥陶基石岩”组成，土壤多为山地褐土，还有棕壤土，棕色砂砾土、黄绵土等。

山的南部为峡谷地带。三道沟一带气候较温和，次生林、灌木林茂盛。北部排列着６条
沟壑，坡上多梯田。林下生长有黄花菜、蕨菜等。矿产有水泥石灰岩、铁、煤、耐火黏

土等。

虎狼山　位于平凉城西南１０公里处，别名分水岭、都卢山。其脉源于关山。主要位
置在麻武乡境，西起崆峒乡，向东延至麻川乡，呈西北至东南走向，连绵１６公里。海拔
２１１２米，是市南部天然屏障。《元和志》记，《十六国春秋》赫连定胜光二年，败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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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可蓝山，屯兵于此。《寰宇记》载，可蓝山，亦泾水源，与笄头山连亘。

马头山　古名马屯山，亦名梁家山、高家山。位于平凉城西北１４公里处，是安国、
崆峒两乡的分界岭。其脉西北接泾源县，向东南延伸与海子山接壤。呈西北至东南走向。

海拔２０６２米。南北宽约１０公里，东西长约１５公里。北坡坡角６０°—７０°，均为草坡地；
南坡３０°—４０°，多为农田。明 《平凉府志》载：“晋太元十九年，苻登奔平凉收集遗众入

山，姚兴率众攻之。”其山在官庄村北有分支呈孤峰状，称黑山堡，海拔２１１９８米，为
草山荒地。

大帽山　位于平凉市崆峒乡境，在城西南２０公里处。西连泾源县，向东延伸至泾河
西岸，呈东西走向。面积约１７平方公里。海拔２１９４米。山体峦峰起伏，自然植被良好。

锦屏山　位于崇信县城正南。清顺治 《崇信县志》载：“此山每逢春夏之季，花木繁

盛，绚烂如锦”，亦因建城时 “南无城垣，上列女墙，居然崇墉峙立，为一邑屏障”，故

曰 “锦屏”。山脉从烽火台山起，至城东０２５公里处止，长１２５公里，海拔１３７７米。
城区群众依山挖窑洞居住。花木、建筑物无存。

凤　山　即殿子坡。位于崇信县河北岸。与锦屏山隔河相望，遥遥对峙。海拔
１３９２米。《崇信县采访乡土志》记，山势 “峭拔秀发，状若凤翥，奇景最多，登陟游赏，

应接不暇”。山间林木葱郁，绝壁高悬，泉水四出。龙泉寺坐落于半山中，建有寺庙、亭

台、石窟，为风景游览胜地。“文革”动乱中毁坏殆尽。１９８５年以来修复三霄殿、佛殿
等，新修山门、玉带桥、龙溪显虹及上山石阶。

五龙山　距崇信县城西２０公里。位于河南岸铜城乡境内。据峡口之阳峰，峰峦滴
翠，山势蜿蜒，林木蓊郁。为唐时御戎故垒。上有玉帝三清等祠，药王观音等洞，韩藩

西德王建修，今祠废洞存。

唐帽山　位于崇信县新窑镇西部，崇信与华亭县交界处。童山围绕，南北走向。东
西宽１２５公里，南北长２０公里。海拔１６２０米。山中水泉岭海拔１７１２米，相对高差５４５
米。初以 “草木丛生，芋绵如毛”，故名 “唐毛山”。后因山高林密，常有盗贼出没，抢

劫来往客商财物，伤害人命。又一说：唐时有一大将带兵路过闻知，遂将帽高挂树梢，

盗贼见帽，以为大军安营上山，遂不敢再来抢劫，因名 “唐帽山”。山上建有唐将军庙，

立有石碑 （字迹不清），庙门上有 “唐帽威镇林谷”的匾额。崇信县解放后，修建护林点

时被拆毁。山有成片天然次生林，植被良好，土壤肥沃，土层厚度多在１３米左右。是主
要的林业基地，丰盛的天然牧场。地下资源丰富，有大量的煤、铁等矿藏。有鹿、麝、

金钱豹等珍贵的动物和野生植物。

老爷山　系陇山北延之余脉。位于崇信县黄寨乡西部，呈东西走向。东西长２５公
里，南北宽１５公里。顶峰海拔１６８６米。山势雄伟，山间有零星灌木丛生，历来为良好
牧场。

马圈山　旧志载：“此为二吴将军牧马处。”旧有马圈，故得名。起于静宁县八里壑
岘，沿西北经灵芝乡至原安乡张营家出境。全长２９９５公里。所属支毛梁８６条，总长
１７４２７公里，海拔１９８１—２１０３米。

祁家大山　起于静宁县八里乡靳家坪，经七里、高界乡至三合乡周湾出境，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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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０５公里，所属支毛梁４１条，总长８４６５公里。海拔１９２４—２０８８米。所属西岩山，昔
有甘泉５口，山上建有佛刹。

喇嘛山　起于静宁县细巷乡侯家堡子，经七里、高界乡至红寺乡张家曲出境。全长
２６７５公里，所属支毛梁４８条，总长１３６２５公里，海拔１８８８—２０８９米。

骆家山　起于静宁县细巷乡阳坡川，经田堡乡至四河乡上芦家出境，全长１４７５公
里，所属毛支梁２６条，总长５９７５公里。海拔１９３５—２１４１米。

曹务北梁　起于静宁县城南五台山，经城川、威戎、石咀、古城、司桥乡至曹务永
丰前梁出境，全长４０４公里，所属支毛梁５８条，总长２１０５公里。海拔１９２６—２２４５米。
所属五台山，昔有 “灵湫”，遇旱民多上山祈雨。并有 “真武祠”、 “三官殿”、 “文昌

阁”、“药王洞”、“乱池龙君庙”等。民国时期尚有 “药王庙”、“乱池龙王殿”（俗称乱

神庙）、“子孙宫”（即碧霞元君祠）、“香山洞”、“磨针洞”、“牛马王庙”。山势险峻崎

岖，山中林木葱茏，为境内一大景观。翠屏山上有 “圣母宫”、“文昌阁”等庙。

大墩梁　起于静宁县仁大乡高马峡阳坡，至杨家沟出境，全长１３４公里，所属支毛
梁５３条，总长１７２７５公里，海拔１７６７—１９３４米。

司桥北山　起于静宁县八里乡高城寨、经城东至司桥乡北坡出境，全长７７５公里，
所属支毛梁６条，总长１１５５公里。海拔１８１２—１９８５米。南宋抗金名将吴瞞曾命子吴挺
筑堡于此，以拒金兵。旧有烽火台。

唐山梁　起于静宁县威戎乡石家河，经石咀乡至古城乡红土壑岘出境，全长１２２公
里，所属支毛梁２１条，总长４３２公里。海拔１８７５—２００８米。

蛟龙寺梁　起于静宁县高界乡蛟龙寺，至三合乡冰地湾出境。全长１３１公里，所属
支毛梁１４条，总长３７４５公里。海拔１９４５—２０８０米。

东堡子梁　起于静宁县祁川乡靳家坪，经甘沟、细巷、红寺乡至四河乡李家湾出境。
全长２９９公里，所属支毛梁５４条，总长１５１２公里。海拔１８８７—２１３２米。

雷大梁　起于静宁县仁大乡韩家小湾，经余湾、雷大、后梁、双岘、威戎、祁川、
甘沟、新店乡至田堡乡包家山出境，全长４１８５公里，所属支毛梁１９４条，总长５０８９公
里。海拔１８２１—２０９４米。

关　山　又名小陇山，纵贯华亭县西，主脉从山寨中嘴梁起，至上关海龙山地焦坡
止，全长３２８公里。海拔１５００—２７４８６米。中嘴梁、大梁、牛心山、五台山、赵家山等
海拔均在２５００米以上，最高峰为五台山，海拔２７４８６米。山势雄伟陡峻，一般坡２６°—
６０°。从上到下野草丛生，灌木林、针叶阔叶混交林和浅山阔叶林密布，属天然林区，森
林覆盖率为７５３％。土层厚０５—１米，下层为砂岩、页岩和板岩。

五台山西南有莲花台，砏岩嶙峋，林木参天，瑰丽壮观。因山上有一奇石形似莲花，

故名莲花台，唐代曾名 “青龙山奇景”，建造庙宇，今存遗迹。

三乡山　系关山分支。西起华亭县海龙山，向东北延伸，到安口胡家窑山岭，分支
转向西北，止于峡口河南岸，形成与崇信县的分界线。因地处崇信、华亭、陇县３县
交界处得名。分支较多，纵横交错，全长３６公里，贯穿华亭上关、神峪、南川、安口等
乡 （镇）。境内有山峰２８座，最高峰海龙山，海拔２０１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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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凤山　系关山支岭。西起华亭县吴家山，经西华、东华、南川等乡 （镇），止安口

凤台山 （牛心山），全长３４公里。鸟瞰此山，犹如 “双凤叠翠”，故名。共有山峰２１座，
最高峰吴家山，海拔１９１６米。

皇甫山　系关山支岭。起于华亭县马峡车厂沟草鞋山，经西华，止于东华华尖山，
全长１７公里。汉、晋皇甫家族居此，上有皇甫山居遗址，故名。有山峰１３座，最高峰草
鞋山，海拔２１５２米。

朝那山　起于华亭县马峡尖山，经山寨、策底、东华、砚峡等乡，止于安口石堡子，
全长３３公里。共有山峰１１２座，最高峰尖山，海拔２４３６米。尖山北为湫头山 （１９５７年
划归庄浪县），有朝那湫，山以湫名。湫头山曾有朝那庙，明朝迁至朝那山中段 （今砚峡

麻池村）。

珍珠山　位于灵台县西南达溪河上游龙门乡境，因山顶古有 “珍珠娘娘”庙而得名。

与卧虎山、鸟鸟山、清凉山相对应，总称灵台西部之四大名山。海拔１１５０—１４８０米。山
顶呈 “马鞍形”，北坡较平缓，多为坡耕地，西南岭脊蜿蜒伸展，灌木丛生。１９５８年利
用此间及周围广阔的宜林地资源，建立了国营珍珠山林场。如今珍珠山上，核桃林及其

它用材林等郁郁葱葱，森林覆盖率３８％。
唐家山　坐落在灵台县百里乡与陕西省千阳县交界处，北坡属灵台县疆域，南麓属

陕西。山峰高峻，海拔１４００米。古时山上有寺院，并有 “朝山”盛会，曾为陕甘通道之

要隘。民国以前多藏土匪，几经地方政府协同驻军围剿，后将寺院垣墙推平。１９５８年陕
甘两省当地行政组织，将古寺院全部拆毁。

新开山　位于灵台县东南之新开乡寨坡村，因四面临沟，唯一 “驼颈”状通道与寨

坡村相连。圆形山峁突起，犹似疙瘩，上建寺庙，俗称 “疙瘩庙”。海拔１２００米，面积２
平方公里。寺庙内有一棵明代木瓜树，由灌成乔，直径尺余，为一奇观。“文化大革命”

中大部分庙宇被拆毁，树木被砍所剩无几。１９７８年后，灵台县政府扶持，植树种花，美
化新开山，并维修了 “玉皇阁”。

高志山　位于灵台县达溪河北岸，距县城东里许。海拔１１５０米，面积约２平方公里，
山势陡峻，孤峰突起，系历代扼守县城的主要高地。峰岭后向北伸延，与独店原相连接。

相传，南北朝时，志公和尚坐化于此，因山上有志公洞，故名高志山，亦称志公山。山

腰有一平台，原建有庙宇三座，名 “云寂院”。农历六月六日为例行庙会，四方群众，登

山拜佛，历代名人，重阳登高，游览舒兴。今庙宇拆毁，庙会停止。

保岩山　在灵台县东３０里达溪河南岸，由９座山峰组成，因名九顶峰。海拔１１５１９
米。相传主峰上有文王画八卦台古迹，又称文王山，山势峻峭，路径回旋，上建庵庙。

山上人工林郁郁葱葱。

离　山　坐落在灵台县达溪河南岸，与县城隔河相对。旧时建有 “至定寺”，俗称南

寺。海拔１１８７５米。相传为唐相牛僧孺别墅，故址原有银杏树一棵，谓牛僧孺手植。民
国时辟为中山林，培植各类杂树。尔后改为灵台佛教协会，为善男信女拈香诵经之所。

苍　山　位于灵台县城东南许里，达溪河之南，蒲河之东，古有柏林，苍翠蔚然，
故名苍山。海拔１１３５６米。山东沟壁有数洞，传系元代清虚子王志谦炼道之处，故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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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道沟，洞曰白云洞。西山崾有 “湫池”，四时水溢，旧时人们常在此祈雨。

唐山梁　位于庄浪县境，北接六盘山，由隆德县奠安乡入境，跨３个乡，主脉盘亘
约２２公里。岳堡乡阎家岔梁海拔２０４４米。入南湖镇称席家大山，分支西伸，蜿蜒赵墩
乡，梨树湾鹿儿梁海拔１９４４米。主脉南行，称烽台梁，郜家山庄后梁海拔１９０２米，至与
卧龙乡交界处的磨石峡落脉。

大梁山　位于庄浪县境，北接六盘山，由隆德县杨沟乡入境，跨两个乡镇，长约１３
公里。岳堡乡程家湾梁海拔２０４３米，旋帽顶梁海拔２０２２米。在南湖镇北落脉，称寺咀山
（一称游龙山）。

水洛北山　位于庄浪县境，东北接六盘山，由隆德县苏台乡入境。回旋 １２个乡
（镇），主脉绵亘约７５公里。良邑乡郭家湾梁海拔２０６９米，陈家梁海拔２０４１米。主脉在
柳梁乡孟家山海拔２００７米，分为三支：一支西伸至南湖镇双堡村，称烽台梁，长１０公
里；一支西南伸至南湖镇王家阳

'

，称柳家梁，长１３公里；一支西南延伸经卧龙乡至阳
川乡盘龙山落脉，称山集梁，长２０公里。主脉绕水洛乡境至白堡乡野狐湾，又分出一支
经县城西蜿蜒南下，至朱店镇赵家崖湾落脉，长１７公里；再经白堡、刘庙、大庄乡，在
万泉乡史家沟落脉，称湫林山。刘庙、大庄交界处庙山海拔１９２４米。

蜗牛山　位于庄浪县境，东北接六盘山，从通边乡月亮
'

南行，跨两个乡，长约１３
公里。通边乡阳

'

山海拔２６７５米，通化乡油房村北山海拔２１６８米，至堡子
'

落脉。

大高山　位于庄浪县境，跨３个乡，长约１６公里。永宁乡陈家湾东山海拔２０１７米。
良邑乡大高山咀海拔２０５０米，至苏家塬落脉。

二郎山　位于庄浪县境，从永宁乡石头山 （海拔２６２２米）起脉，在许家湾分支西
行，至良邑乡陈家山落脉，长１５公里。主脉从鱼儿咀南入郑河乡，天台山海拔２１３０米。
西南入韩店乡，范家

'

海拔２０３４米。西入南坪乡，唐家山东山海拔２００２米。西入水洛
乡，在县城南落脉，称荆紫山。越５个乡，盘亘约２３公里。

大庙山　位于庄浪县境，东接六盘山，从韩店乡邓家崖西行，王家湾梁海拔２０８４
米。入颉崖乡，风台梁海拔２１０１米，大

'

梁海拔２０２７米。入盘安乡，托神梁海拔１９９２
米。经南坪乡入水洛乡，县城南称旗鼓山。西南入朱店镇，铁炮咀海拔１７４７米。伸入万
泉乡处有石门口，落脉处称陈家东山。跨６个乡，逶迤９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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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气　象

第一节　机　构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月，平凉建四等气象测候所 （３０年３月至１２月记录中断），３７
年 （１９４８）１月改为平凉县测候所。在此前后，各县先后设立雨量站，民国３６、３７年各
县建立测候所。

２８年 （１９３９），静宁、平凉机场相继建立气象台，３８年 （１９４９）终止。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平凉测候所由甘肃省农林厅气象所接管。１９５２年１月，移交西北军区

气象处，改称甘肃陇东区平凉气象站。９月改由甘肃省军区气象科主管。１９５４年１月，
由甘肃省财委气象科管理。１９５７年改称平凉中心气象站。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归平凉专员公署，
１２月改称平凉专员公署气象台。１９５９年５月改称气象局。１９６２年５月，收归甘肃省气象
局，更名为甘肃省平凉气象台。１９６９年１月，归平凉地区。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由平凉军分
区、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双重领导，以军区部门管理为主。１９７３年１０月重归平凉地区。
１９７８年７月，收归甘肃省气象局，实行地方政府和省气象局双重领导。地区气象局辖灵
台、泾川、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个县气象局 （站）。

１９８２年２月，平凉地区气象局观测站成立后，承担地面观测、高空探测、农业气象
观测业务。１９９７年１月改称平凉市气象观测站，其业务不变。１９９８年，平凉地区气象局
内设办公室、业务科、预报科及平凉市气象观测站等６个科级单位。有职工７８名。

各县气象站的建立，以华亭县最早 （１９５６年），次为静宁 （１９５７年）、灵台、庄浪、
泾川 （均为１９５９年）、崇信 （１９６５年）。

第二节　业　务

一、气象观测

平凉地面观测工作始于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月。每日观测３次，观测云、天气现象、
能见度、空气温度、湿度、风、雨量。当时仪器设备十分简陋，观测场地不规范。

１９５１年４月起，先后增加了蒸发、气压、日照时数、地温 （地面和地中５—１６０ｃｍ）、
冻土、积雪、电线结冰，（乙种）日射、电接风向风速自记，遥测雨量计等。１９６７年１月
１日后，地中８０厘米、１６０厘米温度，电线结冰，（乙种）日射等停止观测。

１９５６年后，县气象站，观测项目同平凉观测站，后将０２时改用自记记录。各县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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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长年向兰州中心气象台拍发重要天气报、气象旬 （月）报，其中静宁、灵台站１９７４
年６月开始，每天向兰州气象中心拍发０８、１４、１７、２０时补绘天气报，静宁站长年向兰
州等地拍发航危天气报。

１９８５年以来，在平凉、静宁、灵台３站使用了 ｐｃ—１５００电子计算机编发气象电报，
随后其余４站相继配备。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２年，７县 （市）站先后配备了５８６等型号计算机，
使气象观测记录更加可靠、准确。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日，平凉观测站增加高空测风气象观测。１９５９年９月１日，开展探空
观测业务。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６日，采用气象测风雷达，用以对高空不同高度的大气层的风
向、风速、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要素进行综合探测分析。

１９８８年以来不断更新设备，高空气象观测业务迈向了自动化、现代化。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平凉观测站开始农作物物候观测；１９５８年４月，开展土壤湿度
的测定，６月２１日开始发农业气象旬 （月）报。各县站也陆续开展了农作物物候、土壤

湿度观测和编发农气旬 （月）报。１９５９年平凉开展了田间小气候观测工作。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２
年，各站观测停止。１９６３年，泾川气象站列入全省农业气象观测网，观测农作物生育期
状况和土壤湿度、自然物候等，灵台县气象站作为固定地段的土壤湿度观测站。１９６６年
农业气象观测中断，１９７９年恢复。泾川站为国家农业气象观测基本站，观测冬小麦和高
粱生育状况、多种树种自然物候、土壤水分等；１９８６年，平凉站为省级农业气象基本观
测站，观测冬小麦和玉米生育状况、五种树种自然物候、土壤水分等，其他５县站只开
展冬小麦、玉米的物候观测。泾川、平凉、灵台、静宁站恢复编发农业气象旬 （月）报，

提供农业气象信息。

二、气象通信

１９５８年９月，开通平凉与兰州中心气象台的专用气象通信，靠人工抄收气象广播的
气象情报。１９８１年５月至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各县气象站接收中央和兰州中心气象台的各类
气象传真图片。１９８４年 １２月 １５日零时起，开通 “兰州———平凉”７５波特有线电传。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高频辅助通信网大网在兰州———平凉开通。平凉地区气象台和各县气
象站间的小网随即开通，开展预报服务、电报传输、信息沟通等业务。

１９９４年，地区局建立卫星云图接收站。１９９５年９月，开通数据交换网。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
年，先后组建地区到各县站、当地政府及有关单位的 Ｎｏｖｅｌｌ网。１９９８年组建气象程控交
换语音网，开通气象卫星电话。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气象卫星综合应用系统 （９２１０工程）投
入业务运行。至此，平凉建成国家、省、地、县相互联接气象通信网络，实现全国气象

信息互通，气象情报快速传递，气象资料共享的现代化气象通信业务。

三、天气预报与服务

１９５８年９月，平凉地区气象台开展天气预报业务，并对外进行公众服务。主要是应
用高空、地面天气图，以外推法为主的天气学制作天气预报。７０年代全区台站开展概率
预报和统计预报。８０年代以后，由于接收了大量实用的传真天气图片，天气预报开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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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化、定量化迈进一步。１９８５年５月开始使用ＡＰＰＬＥ—Ⅱ计算机处理预报因子，制作
预报指标。１９８７年５月，开始接收伪彩色云图。
９０年代引进大量新设备，逐步建成以资料信息采集、冰雹大 （暴）雨预报、寒潮、

大风、霜冻天气预报、冰雹短时监报订正、极温预报等为主体的业务系统。

１９９６年，引进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 （ＭＩＣＡＰＳ），预报信息加工实现了由传统
手工作业转变为自动化作业，天气预报不再是天气图表加经验预报，而是以数值分析预

报业务系统、卫星云图、雷达等各种气象信息和先进的预报技术方法的新型天气预报

业务。

新中国成立初，主要为军事部门服务。１９５４年６月起，除向军事部门提供气象情报
和资料外，还制作霜冻补充预报，为当地农业服务。１９５８年９月开始制作短期、中长期
天气预报，各县站也开始制作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并都通过广播站对外进行公众服务。

１９８５年３月，成立气象科技咨询服务部 （现气象科技服务中心），全面开展 “专业

气象有偿服务”，服务领域逐年扩大，服务项目主要有天气预报、气候分析、专业专题预

报分析材料、气候评价、农业产量预报等。１９８７年还开展气象科技兴农活动和咨询服务，
开始推广应用农业气象增产技术，同时开展了森林火险、水库蓄水和公路安全、营运等

预报服务。

１９９２年除常规气象科技服务外，布设了天气预报服务警报器，组建农村预报服务网，
开展了彩球广告、避雷检测工作。１９９４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向辖区电视台发布电视天气预
报。１９９７年全区７县 （市）开通了 “１２１”天气预报自动答询服务系统，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建成城市电视天气预报制作系统。

四、人工影响天气

防　雹　６０年代，全区１２９个公社建立炮点，配备各类防雹武器 （包括土炮、空炸

炮）５８０４门，有炮手和制弹人员５５５６人。
９０年代中期，在全区布设２５个防雹、增雨 （雪）点 （平凉８、崇信２、华亭４、泾

川５、灵台２、庄浪２、静宁２），配置 “三七”高炮２３门，大火箭车２辆，火箭架３部。
利用气象高新技术手段和先进的大气监测、通信、预报等业务技术系统，有效地监控全

区灾害性天气，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１９９６年，境内出现冰雹１２次，全区组织高
炮防雹作业２６点次，发射炮弹７０２发，不同程度地减轻雹灾损失。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１日，
组织应用火箭在泾川城关发射火箭弹１２枚，配合党原、什字等炮点发弹１０３发，使两股
雹云转入崇信县后逐渐消散。１９９９年，全区出现较重雹灾２３次，开展高炮、火箭防雹作
业１１次，保护农田面积１７３７万亩。

人工增雨 （雪）　１９９５年特大干旱，地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简称 “人影办”下

同）组织各点利用高炮、火箭综合增雨作业６６次，人工增雨量３８５毫米，农田总增水
量１０５３７６万立方米。此为全省首次增雨 （雪）试验，还开展了外场作业１０批２８次，
发射火箭弹９８枚。
１９９７年，受 “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发生春末夏初和伏秋连旱，人影办开展１０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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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次的高炮和１６点次的火箭增雨作业，发射炮弹１８１７发，火箭弹１２枚，为区内增雨量
８９７毫米，增水量１３２７２０立方米。１９９８年春旱。庄浪、静宁２８万亩冬小麦干枯死苗，
２０５万人、６万头大家畜饮水困难，人影办开展应急抗旱作业９１点次，发射炮弹１０１６
发，火箭弹３０枚，累计农田受益面积２０２８８万亩，增水量为 ７０６６０万平方米。１９９９
年，全区有２６６５万人、９８５万头大家畜饮水困难，水库、塘坝、河流干涸。３至９月
份，７县 （市）开展高炮、火箭作业１０批６６点次，消耗弹量２２２５枚，累计农田总增水
量逾亿万立方米。

第三节　气　候

平凉地区常年主要受中高纬度西风气流控制，东南季风影响较弱，属温带半干旱、

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区年均降水量为４４９—６１８毫米，静宁最少，灵台最多，二
者相差１７１毫米；年均气温为７３—１０１℃，静宁最低，泾川最高，东西相差２７℃ （见

图２）；年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４９—４００℃，东部比西部偏高 ６１℃；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１９９—－３０２℃，二者相差１０３℃；气温年平均日较差为９７—１２８℃；平均无霜期为
１４９—１８７天，日平均气温稳定≥０℃、≥１０℃的日数分别为２６１天、１６４天，其活动积温
分别达３５１２℃、２８８７℃；年均日照时数为２１３８—２３７９小时，年太阳辐射量为１２３—１３４
千卡／平方厘米。就全区而言，气候温和，雨季集中，光照充足。但由于地形地貌复杂，
六盘山两侧气候差异大，阴阳山、林地和裸地的小气候差别明显，气象灾害频繁。根据

气候区划，本区西部及东北部为半干旱区，中部和东南部为半湿润区。

一、四季气候

按天文季节和农事活动划分四季，即春季为３、４、５月，夏季为６、７、８月，秋季为
９、１０、１１，冬季为１２、１、２月。根据对多年气候变化的分析研究，区内四季气候特征可
概括为 “春季雨少风大多寒冻，夏季降水集中多雹洪，秋季阴雨日多光照少，冬季少雪

干冷多晴天”。

１春季
季日照总时数 ５７９１—６２０６小时，占全年日照时数的 ２６—２７％；平均气温 ８２—

１１０℃，天气回暖较快，３月比２月平均气温升高５１—６０℃，５月比３月升高１１０—
１２０℃。春季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气温变化剧烈，热时最高气温升至３５４℃，冷时５月
份最低气温降至－４９℃；气温平均日较差１２２—１３５℃，最大日较差２２９—２８５℃，是
一年中日温差最大的季节，寒潮、倒春寒、霜冻灾害天气常有发生。一般终霜日平均在４
月下旬至５月初 （崇信在４月中旬），最晚出现在６月２日 （１９８０年，静宁、庄浪）。季
平均风速１７—２８米／秒，平均大风日数１—６天，最大风速可达２９０米／秒，大风出现
时，常伴有风沙、浮尘。春季开始，降水量渐增，早春多为小雨 （雪），雷雨较少，大

（暴）雨少见。春季第一场透雨 （日雨量≥１００毫米），平均出现在４月下旬，季平均降
水总量８４２—１３１５毫米，占年降水总量的１９—２１％。７０％左右的年份降水供不应求，
常有春旱灾害发生，有 “春雨贵如油”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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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夏季
日照时数多，光照充足，温度高，季平均日照总时数６２７１—７０６７小时，占年日照

时数的２８—３０％；季平均气温１８５—２１８℃，日最高气温≥３０℃的平均天数４—３７天；
季平均降水总量２４２３—３１２３毫米，占年降水量总量的４７—５５％。季内，降水量主要集
中在７、８月，平均降水总量在１８７２—２３６９毫米之间，多以雷雨形式出现；初夏６月为
相对少雨段，有初夏旱发生。季内大雨 （日降水量为２５０—４９９毫米）天数平均２—４
天，暴雨 （日降水量≥５００毫米）天数平均不足１天，大 （暴）雨出现时常造成局地洪

涝灾害。７月中旬至８月中旬，区内常发生高温伏旱天气，俗称 “卡脖子旱”。同时，冰

雹天气多发生在季内，平均１—３天，占年冰雹日的４５—６０％，局地灾害严重。
３秋季
秋季阴雨日多，季平均阴天日数 ３１—４３天，晴天日数 １４—２１天；日照总时数

４７１７—５１９５小时，占年日数总时数２１—２３％，是一年中日照时数最少的季节；季降水
日数２７—３２天，平均降水总量１１３９—１７８８毫米，９月常出现连阴雨天气，最长达１６
天。１０月以后，降水减少，１１月平均降水量９７—２０９毫米；季平均相对湿度７２—７８％，
为全年相对湿度最大时段；季平均气温７４—９９℃，９至１０月中旬，气候温和，此后日
趋凉冷。初霜平均出现在１０月上旬 （最早９月３日，静宁、华亭），初雪平均出现在１０
月下旬 （最早 ９月 ２６日，庄浪）。１１月平均气温降至 ０８—３４℃，比 ９月低
１２２—１３０℃，比１０月低６５—７１℃，季内极端最低气温达－１３２—－２０３℃。

４冬季
季平均气温－２４—－５０℃，１２—１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极端气温≤１０℃的天

数达１７—３８天；季平均降水日数 ９—１５天，降水量 ８９—１９０毫米，占年降水量的
２—３％。本季大部分年份降雪稀少或分布不均，个别年份数十日无降水出现，无积雪覆
盖，气候干燥。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中旬初，７县 （市）连续最长无降水日数

在６９—１３２天，创历史极值。冬季空气相对湿度平均 ５７—６５％，日照时数总时数
４７２７—５５９２小时，平均风速１３—２２米／秒。

二、气候要素

日　照　年均日照总时数２１３８４—２３７９４小时，最大２６８８４（１９６５年，灵台），最
小１７７７５（１９６４年，泾川）；一年中４—８月日照时数较多，为１０４９２—１１５１０小时，月
总日照时数多在２００小时以上；其中，６月份最多，为２１８２—２４６４小时，２、９、１０月
份较小。

年均日照百分率５１—５４％，最大６１％ （１９６５年，平凉、灵台），最小４０％ （１９６４
年，泾川、庄浪），平凉、灵台年均日照百分率较大，为５４％，庄浪较小，为４８％；各
月日照百分率多在 ５０％左右，１２—１月份最大，接近或大于 ６０％，９月份最小，平均
４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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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平凉日出日落时间表（地平时）
纬度：３５°３３′Ｎ　经度：１０６°４０′上

日期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１ ７∶１０ １６∶５５ ７∶０２ １７∶２３ ６∶３２ １７∶５３５∶４９ １８∶２０５∶１０ １８∶４４４∶４７ １９∶０８

２ ７∶１０ １６∶５５ ７∶０２ １７∶２５ ６∶３１ １７∶５４５∶４８ １８∶２０５∶１０ １８∶４４４∶４７ １９∶０８

３ ７∶１１ １６∶５６ ７∶０１ １７∶２６ ６∶３０ １７∶５５５∶４７ １８∶２１５∶０８ １８∶４６４∶４７ １９∶０９

４ ７∶１１ １６∶５６ ７∶００ １７∶２７ ６∶２９ １７∶５６５∶４５ １８∶２２５∶０７ １８∶４６４∶４６ １９∶１０

５ ７∶１１ １６∶５８ ６∶５９ １７∶２８ ６∶２８ １７∶５７５∶４４ １８∶２３５∶０６ １８∶４７４∶４６ １９∶１０

６ ７∶１１ １６∶５８ ６∶５８ １７∶２９ ６∶２６ １７∶５８５∶４２ １８∶２３５∶０５ １８∶４８４∶４６ １９∶１１

７ ７∶１１ １６∶５９ ６∶５８ １７∶３０ ６∶２５ １７∶５９５∶４１ １８∶２５５∶０４ １８∶４９４∶４６ １９∶１１

８ ７∶１１ １７∶００ ６∶５７ １７∶３１ ６∶２３ １７∶５９５∶４０ １８∶２５５∶０３ １８∶５０４∶４６ １９∶１１

９ ７∶１１ １７∶０１ ６∶５６ １７∶３２ ６∶２２ １８∶０１５∶３８ １８∶２６５∶０２ １８∶５０４∶４６ １９∶１２

１０ ７∶１１ １７∶０１ ６∶５５ １７∶３３ ６∶２１ １８∶０１５∶３７ １８∶２７５∶０１ １８∶５１４∶４６ １９∶１３

１１ ７∶１１ １７∶０２ ６∶５４ １７∶３４ ６∶１９ １８∶０２５∶３５ １８∶２８５∶０１ １８∶５２４∶４５ １９∶１３

１２ ７∶１１ １７∶０３ ６∶５３ １７∶３５ ６∶１８ １８∶０３５∶３４ １８∶２８４∶５９ １８∶５３４∶４５ １９∶１４

１３ ７∶１１ １７∶０４ ６∶５２ １７∶３６ ６∶１７ １８∶０４５∶３２ １８∶２９４∶５９ １８∶５３４∶４５ １９∶１４

１４ ７∶１０ １７∶０５ ６∶５１ １７∶３７ ６∶１５ １８∶０５５∶３１ １８∶３０４∶５８ １８∶５５４∶４５ １９∶１５

１５ ７∶１０ １７∶０６ ６∶５０ １７∶３８ ６∶１４ １８∶０５５∶３０ １８∶３１４∶５７ １８∶５５４∶４５ １９∶１５

１６ ７∶１０ １７∶０７ ６∶４９ １７∶４０ ６∶１３ １８∶０７５∶２９ １８∶３２４∶５６ １８∶５６４∶４５ １９∶１５

１７ ７∶１０ １７∶０８ ６∶４８ １７∶４０ ６∶１１ １８∶０７５∶２８ １８∶３２４∶５６ １８∶５７４∶４６ １９∶１６

１８ ７∶１０ １７∶０９ ６∶４７ １７∶４１ ６∶１０ １８∶０８５∶２６ １８∶３３４∶５５ １８∶５８４∶４６ １９∶１６

１９ ７∶０９ １７∶１０ ６∶４６ １７∶４３ ６∶０８ １８∶０９５∶２５ １８∶３４４∶５４ １８∶５８４∶４６ １９∶１６

２０ ７∶０９ １７∶１１ ６∶４４ １７∶４３ ６∶０７ １８∶１０５∶２３ １８∶３５４∶５３ １８∶５９４∶４６ １９∶１６

２１ ７∶０８ １７∶１２ ６∶４４ １７∶４４ ６∶０５ １８∶１１５∶２２ １８∶３５４∶５３ １９∶００４∶４６ １９∶１７

２２ ７∶０８ １７∶１３ ６∶４３ １７∶４６ ６∶０４ １８∶１１５∶２１ １８∶３７４∶５２ １９∶０１４∶４６ １９∶１７

２３ ７∶０７ １７∶１４ ６∶４１ １７∶４６ ６∶０２ １８∶１３５∶２０ １８∶３７４∶５２ １９∶０１４∶４６ １９∶１７

２４ ７∶０７ １７∶１５ ６∶４０ １７∶４７ ６∶０１ １８∶１３５∶１９ １８∶３８４∶５１ １９∶０２４∶４７ １９∶１７

２５ ７∶０７ １７∶１６ ６∶３９ １７∶４９ ５∶５９ １８∶１４５∶１７ １８∶３９４∶５０ １９∶０３４∶４７ １９∶１７

２６ ７∶０６ １７∶１７ ６∶３８ １７∶４９ ５∶５８ １８∶１５５∶１６ １８∶４０４∶５０ １９∶０４４∶４７ １９∶１７

２７ ７∶０５ １７∶１８ ６∶３７ １７∶５０ ５∶５６ １８∶１６５∶１５ １８∶４１４∶４９ １９∶０４４∶４７ １９∶１８

２８ ７∶０５ １７∶１９ ６∶３５ １７∶５１ ５∶５５ １８∶１６５∶１４ １８∶４１４∶４９ １９∶０５４∶４８ １９∶１８

２９ ７∶０４ １７∶２０ ６∶３４ １７∶５２ ５∶５３ １８∶１７５∶１３ １８∶４２４∶４９ １９∶０５４∶４８ １９∶１８

３０ ７∶０４ １７∶２２ ５∶５２ １８∶１８５∶１１ １８∶４３４∶４８ １９∶０６４∶４９ １９∶１８

３１ ７∶０３ １７∶２２ ５∶５１ １８∶１９ ４∶４７ １９∶０７

６３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日期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日出 日落

１ ４∶４９ １９∶１８ ５∶１０ １９∶０４ ５∶３３ １８∶２８５∶５５ １７∶４４６∶２２ １７∶０５６∶５２ １６∶４６

２ ４∶５０ １９∶１８ ５∶１０ １９∶０３ ５∶３４ １８∶２６５∶５６ １７∶４３６∶２３ １７∶０４６∶５３ １６∶４６

３ ４∶５０ １９∶１８ ５∶１１ １９∶０２ ５∶３５ １８∶２５５∶５７ １７∶４１６∶２５ １７∶０３６∶５４ １６∶４６

４ ４∶５０ １９∶１７ ５∶１１ １９∶０１ ５∶３５ １８∶２３５∶５８ １７∶４０６∶２５ １７∶０２６∶５５ １６∶４６

５ ４∶５１ １９∶１７ ５∶１３ １９∶００ ５∶３６ １８∶２２５∶５８ １７∶３８６∶２６ １７∶０１６∶５６ １６∶４６

６ ４∶５２ １９∶１７ ５∶１３ １８∶５９ ５∶３７ １８∶２１５∶５９ １７∶３７６∶２８ １７∶００６∶５６ １６∶４６

７ ４∶５２ １９∶１７ ５∶１４ １８∶５８ ５∶３８ １８∶１９６∶００ １７∶３５６∶２８ １６∶５９６∶５７ １６∶４６

８ ４∶５３ １９∶１７ ５∶１５ １８∶５７ ５∶３８ １８∶１８６∶０１ １７∶３４６∶２９ １６∶５８６∶５８ １６∶４６

９ ４∶５３ １９∶１７ ５∶１６ １８∶５６ ５∶３９ １８∶１７６∶０２ １７∶３３６∶３１ １６∶５８６∶５９ １６∶４６

１０ ４∶５４ １９∶１６ ５∶１６ １８∶５５ ５∶４０ １８∶１５６∶０２ １７∶３１６∶３１ １６∶５６６∶５９ １６∶４６

１１ ４∶５５ １９∶１６ ５∶１７ １８∶５４ ５∶４０ １８∶１４６∶０４ １７∶３０６∶３２ １６∶５６７∶０１ １６∶４６

１２ ４∶５５ １９∶１６ ５∶１８ １８∶５３ ５∶４１ １８∶１２６∶０４ １７∶２９６∶３４ １６∶５５７∶０１ １６∶４６

１３ ４∶５６ １９∶１６ ５∶１９ １８∶５２ ５∶４２ １８∶１１６∶０５ １７∶２８６∶３５ １６∶５５７∶０２ １６∶４６

１１ ４∶５６ １９∶１６ ５∶２０ １８∶５１ ５∶４３ １８∶０９６∶０６ １７∶２６６∶３５ １６∶５３７∶０２ １６∶４６

１５ ４∶５７ １９∶１５ ５∶２０ １８∶５０ ５∶４３ １８∶０８６∶０７ １７∶２５６∶３７ １６∶５３７∶０３ １６∶４７

１６ ４∶５８ １９∶１４ ５∶２１ １８∶４９ ５∶４４ １８∶０６６∶０８ １７∶２３６∶３８ １６∶５２７∶０４ １６∶４７

１７ ４∶５８ １９∶１４ ５∶２２ １８∶４７ ５∶４５ １８∶０５６∶０８ １７∶２２６∶３８ １６∶５２７∶０４ １６∶４７

１８ ４∶５９ １９∶１３ ５∶２３ １８∶４６ ５∶４６ １８∶０３６∶１０ １７∶２１６∶４０ １６∶５１７∶０５ １６∶４７

１９ ４∶５９ １９∶１３ ５∶２３ １８∶４５ ５∶４６ １８∶０２６∶１０ １７∶２０６∶４１ １６∶５０７∶０５ １６∶４８

２０ ５∶００ １９∶１３ ５∶２４ １８∶４４ ５∶４７ １８∶００６∶１１ １７∶１８６∶４１ １６∶５０７∶０６ １６∶４８

２１ ５∶０１ １９∶１２ ５∶２５ １８∶４３ ５∶４８ １７∶５９６∶１２ １７∶１７６∶４３ １６∶５０７∶０７ １６∶４９

２２ ５∶０２ １９∶１１ ５∶２６ １８∶４１ ５∶４９ １７∶５８６∶１３ １７∶１６６∶４４ １６∶４９７∶０７ １６∶４９

２３ ５∶０２ １９∶１１ ５∶２６ １８∶４０ ５∶４９ １７∶５６６∶１４ １７∶１４６∶４４ １６∶４９７∶０８ １６∶４９

２４ ５∶０３ １９∶１０ ５∶２７ １８∶３８ ５∶５０ １７∶５５６∶１５ １７∶１３６∶４６ １６∶４８７∶０８ １６∶５０

２５ ５∶０４ １９∶０９ ５∶２８ １８∶３７ ５∶５１ １７∶５３６∶１６ １７∶１３６∶４６ １６∶４８７∶０８ １６∶５０

２６ ５∶０５ １９∶０８ ５∶２９ １８∶３６ ５∶５２ １７∶５２６∶１７ １７∶１１６∶４７ １６∶４７７∶０９ １６∶５１

２７ ５∶０５ １９∶０８ ５∶２９ １８∶３５ ５∶５２ １７∶５０６∶１７ １７∶１０６∶４９ １６∶４７７∶０９ １６∶５２

２８ ５∶０６ １９∶０７ ５∶３０ １８∶３４ ５∶５３ １７∶４９６∶１９ １７∶０９６∶４９ １６∶４７７∶１０ １６∶５２

２９ ５∶０７ １９∶０７ ５∶３１ １８∶３２ ５∶５４ １７∶４７６∶２０ １７∶０８６∶５０ １６∶４７７∶１０ １６∶５３

３０ ５∶０８ １９∶０５ ５∶３２ １８∶３１ ５∶５５ １７∶４６６∶２０ １７∶０７６∶５１ １６∶４６７∶１０ １６∶５３

３１ ５∶０８ １９∶０５ ５∶３２ １８∶２９ ６∶２２ １７∶０６ ７∶１０ １６∶５４

　注：划线者为节气日出日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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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二十四节气日出日落时间表（北京时间）

节　气 日　出 日　落 节　气 日　出 日　落 节　气 日　出 日　落

小　寒 ８∶３９ １７∶１５

大　寒 ８∶３９ １７∶１５

立　春 ８∶２７ １７∶２１

雨　水 ８∶１５ １７∶３９

惊　蛰 ７∶３９ １７∶４５

春　分 ７∶３３ １８∶１５

清　明 ７∶０３ １８∶４５

谷　雨 ７∶０３ １８∶４５

立　夏 ６∶３９ １９∶０９

小　满 ６∶２７ １９∶１５

芒　种 ６∶２７ １９∶１５

夏　至 ６∶１５ １９∶３３

小　暑 ６∶３３ １９∶２７

大　暑 ６∶３９ １９∶２１

立　秋 ６∶４５ １９∶０３

处　暑 ６∶５１ １９∶０３

白　露 ７∶０３ １８∶４５

秋　分 ７∶２７ １８∶２１

寒　露 ７∶４５ １８∶１５

霜　降 ７∶５７ １７∶３９

立　冬 ８∶２１ １７∶３３

小　雪 ８∶３９ １７∶２１

大　雪 ８∶４５ １７∶１５

冬　至 ８∶４５ １７∶０９

气　温　年均气温７３—１０１℃ （见表），泾川最高，静宁最低，最高出现在崇信为

１１１℃ （１９９８年），最低出现在静宁为６３℃ （１９６７年）。区域气温由西向东逐渐升高，
东西相差２７℃；气温的年际变化幅度在１７—３０℃之间。平凉自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开
始有资料记载，４０年代以前，平均气温９９℃，５０年代降至８７℃，６０—８０年代稳定在
８５—８６℃间，９０年代气温平均升至９２℃。

一年中７月份气温最高，平均１９７—２３１℃，最高２４９℃ （１９７１，泾川）；１月份气
温最低，平均－３７—－６７℃，最低 －８６℃ （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静宁）。年平均最高气温
１３８—１６９℃，泾川最高，静宁最低。极端最高气温平凉市出现在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８
月３日，其值为３７３℃，庄浪、泾川、灵台３县出现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１日，其值分别为
３４９℃、４００℃、３７８℃，崇信出现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其值为３８４℃，静宁出现在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其值为３３９℃，华亭出现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３日，其值为３６４℃。年平
均最低气温２０—５０℃，静宁、华亭最低，崇信最高；极端最低气温－１９９—－３０２℃，
最低出现在华亭，为－３０２℃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８３１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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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 （℃）表
月
年

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６３ －３３２６ ８８ １３６１７１１９７１８７１３７７７ ０９ －４９ ７３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１

庄浪 －５３ －２３３３ ９４ １４３１７７２００１９０１４０８３ １８ －３８ ８０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华亭 －６２ －３２２１ ８９ １４０１７８２００１８７１３８７９ １１ －４４ ７５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４６ －１７４１ １０４１５４１９２２１４１９９１４８９０ ２５ －３０ ８９ １９３７
—２００１

崇信 －３７ －０９４８ １１３１６５２０４２２５２１２１６０１０２３４ －２３ ９９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４１ －０９５１ １１６１６５２０７２３１２１７１６３１０３３２ －２６ １０１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灵台 －４７ －２２３３ ９９ １４７１９０２１０１９９１４７９０ ２４ －３１ ８７ １９５９
—１９９９

地　温　年平均地面温度 １００—１２６℃，最高 １２７℃ （１９９５年，崇信县），最低
８４℃ （１９７５年静宁县）；一般１２—２月在零下，其余各月在零上；当地温降到０℃或以
下时，土壤开始冻结，次年春天地温升高到０℃以上后土壤开始解冻。地面极端最高温度
６４２—７００℃，出现在崇信 （１９９５年７月７日）；极端最低温度－２６０—－３２２℃，出现
在灵台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３日）。５—２０厘米深度地温冬季１２—２月在零下，其余各月在零
上，且７月最高，１月最低。随着深度增加，３—８月份地温逐层降低，９月到次年２月份
地温逐层升高。

降　水　年平均降水量４４９２—６１８３毫米 （见表），最多出现在１９６４年，灵台县为
９０６１毫米，最少出现在１９７１年，静宁县为２２８８毫米；区域降水量东部多于西部，多
雨区集中在六盘山区，向两侧逐渐减少，愈向西降水量愈少。全区各地年际降水量变化

幅度在４００毫米以上，最大为灵台，其值为５７８３毫米，最小为静宁，其值为２２８８毫
米。平凉自民国 ２６年 （１９３７）至 ２００１年，平均降水量 ５０５８毫米，最多的 １９６４年
７４４５毫米，最少的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２４９９毫米。８０年代以前，降水量有１０年变化周
期，且多雨和少雨时期相互交替，相对多雨期为４０年代和６０年代，１０年降水量平均分
别为５５１２毫米和５５８９毫米，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为相对少雨时期，１０年降水量平均分别
为４７８６毫米和４９４４毫米。８０年代开始至９０年代，１０年平均降水量均不足４９０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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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对少雨时期。

各季降水量分布不均，全年的降水主要集中在７—９月，降水量２５５４—３３２８毫米，
约占年降水量的５４—５７％；作物生长旺季的４—９月，降水量占年总量的８０％以上；冬季
干燥少雨、雪，１月降水量最少，平均２７—５７毫米，不足年降水量的１％。

年均降水日数 （日降水量≥０１毫米天数）８９—１１１天。一年各级降水日数中小雨
（０１—９９毫米）最多，平均７５—９２天；中雨 （日降水量１００—２４９毫米）次之，平
均１１—１５天；大雨 （２５０—４９９毫米）平均２—４天；暴雨 （≥５００毫米）平均不到一
天。一日最大降水量１６６９毫米，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６日出现在平凉市；一小时最大降水量
９６６毫米，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１日出现在灵台县什字镇；１０分钟最大降水量３２４毫米，１９９６
年７月２６日出现在灵台县什字镇。

年均降雪日数２２—３４天。降雪初日平均在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最早为１９９６年９
月２６日出现在庄浪县，最晚为１９７４年１月９日出现在泾川县；终雪平均在４月上旬和中
旬初，最晚为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２日出现在静宁县。

年均积雪日数２１—３４天，最大积雪深度在１４—２２厘米间，平均积雪初日在１１月上
旬，平均积雪终日在３月下旬，初终间日数为１０６—１４６天间。

平均地面温度 （℃）表
月
年

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５７ －１８５３ １２１１８３２２３２４２２２２１５９９５ １９ －４１ １０１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１

庄浪 －４５ －０８５４ １２６１８９２３０２４３２２７１６３９８ ２８ －３２ １０６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１

华亭 －４７ －１２４１ １２０１８４２２３２４０２２０１６４９８ ２７ －３１ １０２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４３ －０７５７ １３０１８８２２９２４６２２９１６７１００２９ －２７ １０９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１

崇信 －３６ ０１ ６９ １４６２１５２５９２７２２５４１８７１１７３９ －２３ １２５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３８ －０１７０ １４９２１５２６３２７５２５８１８９１１８３９ －２５ １２６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灵台 －５０ －１８４７ １２８１９３２４１２５１２３７１７０１０３３０ －３２ １０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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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水量（ｍｍ）表
月
年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２７ ４１ １１０ ２９４ ４３８ ５５１ ９３８ ９３４ ７０１ ３４２ ９７ １９ ４４９２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１

庄浪 ３７ ５６ １３３ ３５７ ４６５ ６１７ １０８４１０２６ ７８５ ４１２ １２０ ３２ ５１２４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华亭 ４９ ７１ １７５ ３４７ ５０１ ７６３ １２２６１０８６ ８３８ ４４３ １００ ３１ ５６３０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３２ ４７ １３６ ３２０ ４８７ ６１７ １０８２１０４０ ７９８ ３６４ １１１ ２５ ５０５８ １９３７
—２００１

崇信 ３９ ５６ １８０ ３８１ ４６７ ５５３ １０７４１０１４ ８４５ ４１４ １２４ ３１ ５１７８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３５ ５５ １７４ ３７７ ４８２ ５４８ １０５８１０３７ ８７８ ４５０ １６４ ３２ ５３１１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灵台 ５７ ９０ ２４３ ４５９ ６１３ ５６５ １１７０１１５４１００５ ５７５ ２０９ ４５ ６１８３ １９５９
—１９９９

气压、风　年平均气压８３４６—８９９９ｈｐａ，受海拔高度制约，７县 （市）中泾川最

高，静宁最低，一年中 １１月气压最高，７月气压最低，极端最高气压 ８５７９ｈｐａ—
９２８９ｈｐａ。

年平均风速１４—２５米／秒，灵台最大，静宁次之，华亭最小，其他各县 （市）相

差不大。一年中平均风速以４月最大，平均１８—３０米／秒，９—１０月风速最小，平均
１２—２２米／秒。年最大风速 （２分钟平均风速≥１７米／秒）的天数平均１—１３天，一年
中春季大风日数最多，３—５月平均每月有１—２次，历年最大风速２９米／秒 （１９７４年４月
２８日，平凉市）。

受地形影响，各地风向有所不同。静宁主要以南风为主，出现频率占１７％，华亭多
东南风，频率占１１％，崇信多西西南风，频率占２２％，泾川多东东北风，频率占１０％，
平凉市多东东南风和西西北风，频率各占１３％，庄浪多东北风，频率占１１％，灵台多北
北西风，频率占１１％。各地静风平均各占１７—３９％。

蒸　发　年平均总蒸发量１２５３３—１４５９９毫米，崇信最多，华亭最少。年极端最大
值１７８９４毫米 （１９９５年，灵台），最小值１００５０毫米 （１９６４年，泾川）。一年中蒸发量
４—８月最大，达 ８２１２—９５２６毫米，占年蒸发量的 ６４—６６％，其中 ６月最大，为
１８０７—２１７２毫米；１２月最小，为３３１—４６０毫米。

湿　度　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６５—７２％，华亭最大，崇信最小，历年最大值７８％
（１９４５年，平凉，１９６４年，泾川、灵台），最小值５６％ （１９９５年，崇信）。一年中９月最
大，平均７６—８３％，１月最小，平均５５—６４％。冬、春两季因风多，降水少，各地相对
湿度偏小，分别在５７—６５％、６０—６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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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阴天　年晴天日数 （日平均总云量 ＜２成）在５７—７４天间，占全年总日数的
１６—２０％，崇信最多，庄浪最少。１２月至１月晴天日数最多，平均每月１０—１２天，６至
９月晴天日数最少，平均每月３—４天。

阴天日数 （总云量 ＞８成）在１２２—１５４天，占全年总日数的３３—４２％，庄浪最多，
平凉最少。３至１０月份多在１２—１６天，冬半年多在６—１１天。

雷　暴　年平均雷暴日２２—２８天，平凉最多，崇信最少。一般４月下旬初开始，最
早３月１日 （１９７３年，华亭、崇信），最晚６月２１日 （１９７７年，泾川）；结束日期一般
在９月下旬，最早８月７日 （１９７８年，庄浪），最晚１１月２３日 （１９６２年，平凉、华亭、
泾川）。

平均气压 （百帕）表

月
年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８３６８８３５２８３３９８３３１８３２６８３０４８２９２８３１６８３５７８３８７８３９５８３８６８３４６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１

庄浪 ８４０９８３９４８３８０８３７２８３６５８３４４８３３２８３５６８３９９８４２８８４３７８４２９８３８７ １９６４
—２００１

华亭 ８５８４８５６６８５４９８５３５８５２８８５０３８４９３８５１８８５６３８５９６８６０３８６０２８５５３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８７００８６８１８６６２８６４５８６３１８６０５８５９２８６１９８６６８８７０５８７１７８７１４８６６２ １９５３
—２００１

崇信 ８９１７８８９８８８７６８８５３８８３５８８０５８７９０８８１９８８７３８９１３８９３１８９３２８８７０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９０５４９０３４９００６８９８０８９５９８９２９８９１２８９４２８９９９９０４３９０６４９０６８８９９９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灵台 ８６６７８６５１８６３３８６１７８６０５８５８０８５６６８５９３８６４２８６７５８６８８８６８３８６３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９９

平均风速（米／秒）表

月
年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２２ ２３ ２５ ２７ ２６ ２１ ２２ ２２ １９ １８ ２０ ２０ ２２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１

庄浪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０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华亭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８ １８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４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２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０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１

崇信 １６ １７ １９ ２１ 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６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１ １９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６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１

灵台 ２１ ２３ ２７ ３０ ２８ ２６ ２７ ２５ 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５ １９６１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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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蒸发量（ｍｍ）表
月
年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３９５ ５３７１０８６１７２０２０３１１９６９２０６４１８６７１２０３８２０５２２３５４１４５６８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１

庄浪 ３５７ ４８５ ９６８１５００１８５９１８６２１８１８１６２７１０３８７３６４８２３３０１３０６３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华亭 ３９１ ４７４ ８５８１５０１１８８８１８０７１７３７１４３３９５１ ７３２５２３３９１１２６８８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４９５ ６３１１１４２１７１８２００６２０３７１８７５１６０５１０４０８３１６１４４６０１４４５４ １９５２
—２００１

崇信 ４４４ ５７９１０８４１６７３２０６８２１７２２０１９１６９６１０８８８４１６０３４３０１４６９７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３９４ ５４５１００５１４６５１７７６２０３０１９７１１６２２１００８７２９４８７３５２１３３８０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灵台 ４７５ ５５１ ９８９１５５４１８４８２１０８２００１１７０５１０７５８１８５８８４５４１４１６６ １９５９
—１９９９

平均相对湿度（％）表
月
年站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年

资 料
年 代

静宁 ５８ ５９ ５９ ５９ ６２ ６７ ７１ ７３ ７６ ７６ ７０ ６３ ６６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１

庄浪 ６１ ６１ ６１ ５９ ６１ ６６ ７２ ７４ ７７ ７６ ７１ ６５ ６７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华亭 ６５ ６５ ６８ ６５ ６６ ７１ ７７ ８１ ８３ ８０ ７４ ６７ ７２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１

平凉 ５７ ５８ ６０ ５８ ６０ ６４ ７２ ７６ ７８ ７５ ６７ ６１ ６６ １９３７
—２００１

崇信 ５５ ５８ ６０ ５９ ６１ ６３ ７２ ７５ ７７ ７４ ６６ ５９ ６５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１

泾川 ６１ ６２ ６４ ６４ ６６ ６７ ７３ ７７ ８１ ８０ ７４ ６７ ７０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１

灵台 ５６ ６１ ６５ ６３ ６５ ６５ ７４ ７７ ７９ ７６ ６８ ５９ ６７ １９５９
—１９９９

沙尘暴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７日１７时５０分，平凉市西北方天空出现罕见沙尘暴，霎时腾
起黄沙，１８时０１分，黑风卷着沙尘袭来，能见度为零。１８时１０分至３０分，水平能见度
在８０米左右，１８时３０分到５４分，减至４０米左右，１８时５４分至２０时，天空变为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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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能见度在１００米左右，天空为橙黄色，能见度逐渐好转。持续到２８日１５时４４分才
告结束。同时，一直伴有大风，到２８日１５时１０分止，其间最大风速达到２５米／秒 （１０
级）。风、沙、雷阵雨并发，到处留下斑斑泥迹。

无云降雨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６日２０时３０分至２１时１０分，崇信县气象站职工正在院内
纳凉，忽然雨滴飘落。直至２１时１５分，西北方山顶才出现积雨云，逐渐布满天空，但再
无降水现象。

雨 （雾）凇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２日至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２日，全区出现长达２０多天的连阴
雪 （雨）天气，中东部 ５县 （市）伴随连阴雪 （雨）天气，出现了历史上少遇的雨

（雾）凇现象 （俗称地油子），输电线雾凇最大直径３０厘米，８００米长的输电线路上积冰
重量达两吨多，邮电和广播线积冰最大直径１２—２０厘米。全区５条供电线路发生故障。
其中１１０千伏主线路断线４２１处，倒杆１３３根。３５千伏输电线路断线２７处，倒杆１根，
这次雨 （雾）全区供电线路几乎瘫痪，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间接损失４０余万元。

通讯线路断线９０余处，倒杆２０根，自制水泥杆大部分裂缝。灵台县朝那至龙门间
１４公里农用线路和崇信县城至木林间１５公里农用线路基本报废，全区邮电线路损失６万
元以上，少收电话费１３２万元。

交通陆续停运４至７天，其中平凉到宝鸡停运达１０天，少收营业额５至６万元。造
成大面积林木被压折、压辟。森林集中的华亭县成灾面积达２２万多亩。

第四节　物　候

区内物候观测始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至７０年代后期，才较为系统。
一、农作物

冬小麦　播种期一般在９月中旬至９月下旬。西二县和温凉山塬区提前５至７天，川区
及温暖台地推迟５至７天，自西向东先后播种；从６月下旬到７月上旬，自东向西陆续收获。

项目

时
间

县

别

播种 出苗 分蘖
越冬
开始

返青 拔节 抽穗 乳熟 成熟

静　宁 ９１５ ９２３ １０６ １１１３ ３１６ ４３０ ５２５ ６２７ ７１３

庄　浪 ９２０ ９２８ １０１６ １１１９ ３１２ ４２７ ５２３ ６２５ ７１０

华　亭 ９１５ ９２４ １０５ １１９ ３１６ ４２５ ５２５ ６２１ ７１０

平　凉 ９２０ ９２９ １０１４ １２３ ３１１ ４２８ ５１７ ６１８ ６２９

崇　信 ９２１ １０２ １０２１ １１２６ ３１１ ４２５ ５２６ ６１８ ６２８

泾　川 ９２７ １０６ １０２７ １１３０ ２２８ ４１８ ５１３ ６８ ６２６

灵　台 ９１８ ９２５ １０１８ １１２３ ３９ ４１９ ５１７ ６９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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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米　４月中、下旬播种，５月上旬出苗，５月中旬进入三叶期，５月下旬至６月
中旬进入七叶期，６月中旬至７月上旬拔节，７月中、下旬抽雄、开花，８月中旬至９月
上旬灌浆、乳熟，９月中、下旬成熟收获。

项目

时
间

县

别

播种 出苗 三叶 七叶 拔节 抽穗 乳熟 成熟

静　宁 ４１７ ５６ ５１４ ６１４ ６２０ ７２６ ８１６ ９２０

庄　浪 ４２２ ５７ ５２０ ６１ ６１１ ７２３ ９５ ９２３

华　亭 ４２０ ５５ ５２０ ５３０ ６８ ７１１ ９１ ９１５

平　凉 ４２１ ５７ ５１５ ６１２ ７５ ７２１ ８１６ ９２０

崇　信 ４２５ ５１１ ５１８ ５２７ ６１１ ７１５ ８２５ ９２１

泾　川 ４２８ ５１０ ５１４ ６３ ７１ ７２６ ８２２ ９１６

灵　台 ４２０ ５７ ５１１ ６１ ７１ ７１６ ８１７ ９２０

备注：泾川站观测作物为高粱

高　粱　４月下旬播种，５月上旬出苗，６月下旬拔节，７月下旬抽穗，８月中、下旬
乳熟，９月中、下旬成熟。

二、木本植物

平凉、泾川站观测旱柳、小叶杨、刺槐、苹果、合欢，物候期为：芽叶大期、芽开

放期、展叶 （始期、盛期）、花蕾或花序出现、开花 （始期、盛期、末期）、第二次开花、

果实或种子成熟、果实或种子脱落 （始期、末期）、叶变色 （始期、完全变色期）、落叶

（始期、末期）。

平凉木本植物物候平均日期表

树 种

日 期
物

候
旱　柳 小叶杨 刺　槐 苹　果 合　欢

叶芽开放期 ４７ ４１４ ４２８ ４１４ ４３０

展叶期 ４１６ ４２２ ５６ ４２３ ５１９

开花期 ４１３ ４１８ ５２２ ５４ ７１

果实或种子成熟期 ５１１ ５１２ ８２６ ８２５ ９２４

叶变色期 １１８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０ １０３１ １０１２

落叶期 １１１７ １０３０ １１３ １１１５ １０２５

备注：苹果为红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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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木本植物物候平均日期表

树 种

日
期

物

候
小叶杨 刺槐 苹果 枣 泡桐

叶芽开放期 ４１０ ４１０ ４９ ４２６ ４１５

展叶期 ４１５ ４２５ ４２２ ５８ ５３

开花期 ４８ ５１４ ５１ ６２８ ４２８

果实或种子成熟期 ５１２ ８２０ １０１ ９２７ ９２６

叶变色期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１ １１６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８

落叶期 １１９ １１１０ １１２５ １１１５ １１８

备注：苹果为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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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　文

第一节　地表水

平凉地区临泾、渭二水，西部渭河支流葫芦河，流域面积３７２０２平方公里，东部泾
河流域面积７４２０６平方公里。

泾河主要支流有河、黑河、达溪河、颉河、红河、蒲河等。葫芦河主要支流有水

洛河、庄浪河、清水河、南河、高界河、甘沟河、李店河等。

泾　河　发源于六盘山以东宁夏泾源县内，河源海拔２８００—２９００米，在大阴山下入
境内崆峒峡，跨平凉、泾川、长庆桥出境，本区长１３２公里。流域面积２８４３平方公里，
年均径流量３４７亿立方米，年输沙量９３７３万吨。年均流失土壤总量４４５９万吨，侵蚀模
数６１４３吨。

颉　河　发源于六盘山东麓宁夏固原县，在蒿店以东的苋麻湾入境，经平凉安国镇，
于八里桥汇入泾河。本区长２２公里，流域面积１１９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３５亿立方
米，年输沙量２８５万吨，灌溉期月平均流量０５７—１９３立方米／秒。

红　河　发源于六盘山东侧宁夏固原新集乡，经镇原于泾川县红河乡任家川入境，
在罗汉洞乡曹头景家汇入泾河，本区长２０公里，流域面积２１７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
０６０亿立方米。

　河　发源于华亭县马峡乡，经华亭、崇信县，于泾川县城汇入泾河。本区长１１７
公里，流域面积１５６４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１７６亿立方米，年输沙量６２３万吨。

黑　河　源于华亭县上关乡石灌子，经崇信、灵台、泾川，在陕西长武县境内与达
溪河汇流于亭口注入泾河。河流上游植被较好，本区长１０４公里，流域面积１４８４平方公
里，年平均径流量０８９亿立方米，年输沙量１２１５万吨。

达溪河　源于陕西陇县白石里，经崇信县于灵台县张河水文站处出境，本区长８０公
里，流域面积１４１６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１１３亿立方米，年输沙量７９８万吨。

葫芦河　源于宁夏西吉县月亮山，经静宁、庄浪县、秦安县汇入渭河。境内长６８５
公里，流域面积３７２０２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４０５亿立方米，灌溉期来水６１７５万立方米。

水洛河　在庄浪县境内，县城以上分北洛河和南洛河，汇集后下称洛河，于万全乡
清水河注入葫芦河。长９２公里，流域面积９０５７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８４亿立方米。

庄浪河　源于宁夏隆德县奠安，在庄浪县岳堡赵家湾入境，经岳堡乡、南湖镇至卧
龙乡的棉梨沟注入葫芦河，本区长２８３公里，流域面积２４９５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

８４１




０３１亿立方米。
南　河　源于宁夏隆德县杨家店，在静宁县司桥入境，经胡家河入葫芦河，本区长８

公里，流域面积１７１２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２８亿立方米。
李店河　源于通渭县溪家川，于陇川入静宁县境，于仁大乡陈家南村入葫芦河。本

区长４０公里，流域面积４５６７１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３２亿立方米。
清水河　源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石堡子河经秦安县莲花镇境，在静宁县周家峡口与

水洛河汇合后入葫芦河，本区长７２８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２８亿立方米。
高界河、甘沟河、甘渭河均在静宁县境内，多年平均径流量均小于０１２亿立方米。
全区地表径流来源于降水，由于地貌地形及植被程度不同，形成不同产流因素。以

六盘山———关山东坡迎风最高，径流深达３６１毫米，东部华亭及平凉的麻武、麻川等中
山区在２００—１００毫米之间，黄土塬区和丘陵区径流深降到５０—６０毫米。六盘山西侧背风
坡的中山区，径流深为１５０毫米，低山区１００毫米，黄土丘陵沟壑区自东向西逐渐递减，
由１００毫米减至２０毫米，最低为静宁县西北部，年径流深２０毫米，属干旱区。

全区径流量为：自产水７２３亿立方米，入境水８０５亿立方米，合计１５２８亿立方
米，径流量年际之间变化很大，如河最大年径流量３９７亿立方米，最小为０４７亿立方
米，年内分配很不均，平均７、８、９月径流量占全年的６０％；入冬以后，河水靠地下补
给；春季有冰水，水量有增；５、６月份为枯水季节。

第二节　地下水

地下水资源多以浅层地下水 （潜水、空隙水）形成储藏于地表至相对不透水层之间。

由于境内地处土石山区、黄土残原和丘陵沟壑区，部分地下水又以泉水形式补给河水，

成为河川基流，从各水文站的测流断面上流过，计入河流的水量之中。但在局部河段有

河水与地下水相互补给的现象，如颉河上游三关口到平凉八里桥３０公里的一段河道，泾
河干流崆峒峡 （崆峒水库）到八里桥１０公里长的一段河道，年均河水补给地下水约０４２
亿立方米；泾－河干流在十里铺以下，地下水又补给河水；区内其他河道也有相互补给
的现象。全区地下水蕴藏总量为６４０亿立方米，其中：

土石山丘陵区　包括庄浪县水洛河上游，华亭县山区，崇信县、平凉市南部山区。
面积 １９１１平方公里，降水入渗补给量为 １０２亿立方米／年，降水入渗系数 ００９７—
０１３２，降水入渗模数５２５—７２９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黄土梁峁丘陵区　面积７３８０３３平方公里，包括静宁县全部山区，庄浪县城以南山
区，以及平凉、崇信、泾川、灵台山区，降水入渗补给１０６亿立方米／年。降水入渗系
数：静宁、庄浪 ００２—０２６；平凉、崇信 ００４９—００５８；泾川 ００３８—０６４；灵台
００１５—００１７。入渗补给模数：庄浪１０８—１１４万立方米／平方公里；泾川１７３—２７７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灵台０７５—０７９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黄土残塬区　总面积９０３２平方公里，降水入渗补给量０３５２亿立方米，可开采量
１２６７万立方米／年，其中：平凉市塬区面积１７８２平方公里，降水入渗系数００６５，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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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渗补给量５３０万立方米／年，降水入渗补给模数２６１—３５９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可开
采量１９１万立方米／年，平均可开采模数１７３万立方米／平方公里。泾川县塬区面积３７１
平方公里，入渗系数００６６—００７７，降水入渗补给模数３４６—４３１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可开采量５０６５万立方米／年。可开采模数２２８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崇信县塬区面积
８７２平方公里，入渗系数００６５—００７７，降水入渗补给量３３１万立方米／年，降水补给模
数３５９—４３１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可开采量１１９万立方米／年，平均开采模数２２８万立
方米／平方公里。灵台县塬区面积２２６８平方公里，入渗系数００７９１，降水入渗补给量
１２５２万立方米／年，入渗补给模数３５—４７４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可开采量４５１万立方
米／年，平均开采系数２８２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山间盆地、河谷川区　面积９３４４７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天然补给３５３万立方米／年，
降水补给总量４４３３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３９７亿立方米／年。其中静宁县葫芦河水系河
谷川区，面积１９００５平方公里，平均补给量３７８５万立方米／年，其中潜流补给量７９５万
立方米／年，渠系入渗补给量２２８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４２５万立方米／年，平均可开采模
数２２４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庄浪县水洛河水系河谷川区，面积１４４３２平方公里，平均
天然补给总量１１６７万立方米／年，其中河道渗漏补给量１３４万立方米／年，渠系入渗补给
量２３万立方米／年，潜漏补给量３４７万立方米／年，降水入渗补给量６３万立方米／年，可
开采量４２９万立方米／年，开采模数２７９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华亭县河水系河谷川区，
面积１０７８平方公里，平均天然补给量３１０６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４１７万立方米／年，
平均开采模数３８７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平凉市泾河水系河谷川区，面积２４３９平方公
里，平均天然补给量１１７３２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８８万立方米／年，平均开采模数３６１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泾川县泾河水系河谷川区，面积１２４０平方公里，平均天然补给量
６８４９万立方米／年，其中地下径流测向补给量６１８６万立方米／年，降水入渗补给量６６３万
立方米／年，可开采量４６４万立方米／年，平均开采模数３７４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崇信县
黑河、河水系河谷川区，面积４２０平方公里，平均天然补给量２４７４万立方米／年，其
中降水入渗补给量２３６万立方米／年，地下水测流向补给量２２３８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
１６５万立方米，平均可开采模数为３９３万立方米／平方公里。灵台县黑河、达溪河水系河
谷川区，面积８２４平方公里，平均天然补给量６８１２万立方米／年，其中降水入渗补给量
４６０万立方米／年，地下径流测向补给量６３４９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３２２万立方米／年，
平均可开采模数３９１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境内深层地下水 （层间压力水）资源，在平凉、泾川、灵台、华亭等县 （市）的局

部地区，位于第三纪田质上的粉砂潜水层带，分布广、埋藏深、储量大。山区基岩潜水，

多分布在中部六盘山，陇山一带，以泉水形式流出地表。

二、地热水

平凉市崆峒乡南坡村，有一水井，水温２０℃。此井东１００米处一井水温１７℃，二水
均高于区域内潜水的正常温度 （８—１２℃之间）。

泾川县罗汉洞乡何家坪村温泉，喷出地面流量约为１９２０立方米／日，水温３７—３８℃，
总硬度０９０，总碱度６２７。水型为碳酸氢钠型水。

０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上）



泾川县罗汉洞乡南河村温泉，喷出地面流量为１５万立方米／日，水温３４２℃，总硬
度１１３，总碱度４９６，水型为碳酸氢钠型水。

第三节　水　质

一、地表水

泾　河　矿化度在平凉市上游八里桥为０４０８克／升。到泾川县城为０４９克／升，到
与陕西交界的杨家坪为０５６克／升，河水系重碳酸盐钠组，属微硬水，可做生活饮用和
农田灌溉。

　河　矿化度在安口为０３１７８克／升，在泾川为０３６６克／升，系重碳酸盐钙组，
属软水，可作为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氢离子浓度属中性水。

达溪河　矿化度在百里为０３６２８克／升，系重碳酸钙组，属微硬水，可做生活用水
和农田灌溉。硫酸盐含量过低，大部分在１０—２０毫克／升，有大骨节病。

黑　河　矿化度在华亭县境内为０４６６克／升，到崇信县以下增加到０６１７克／升，全
河平均０５７８克／升，属碳酸盐钠钙型，微硬，可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局部有大骨
节病。

葫芦河　矿化度在宁夏自治区西吉的兴隆镇为２００１毫克／升，静宁的北峡为１６０５
克／升。系重碳酸盐钠组。属适度硬水，微碱，水质尚好，可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在
静宁县威戎镇上下，由于两侧汇入的支流矿化度高，致使河水含碱量增大，水味苦咸，

出峡谷后又汇入低矿化度的支流，水质略有稀释，可供生活和农田灌溉之用。

崆峒水库的ＰＨ值为８０，溶解氧为１１毫克／升，耗氧量为１６１毫克／升，是理想的
农田灌溉用水。东峡水库平均矿化度为１２０８克／升，系硫酸盐钠型水，可供生活和农田
灌溉。

沟水泉水矿化度较所在河流较高。

二、地下水

全区地下水水质大体上与相邻地表水相同，矿化度略高于河水，均适合人畜饮用和

农田灌溉。西部静宁、庄浪两县略高，带咸味；河、黑河上游和达溪河以南含碘量低，

有大骨节和甲状腺肿大病；静宁南部，庄浪西部地下水含氟量偏高，有黄齿病；安口一

带有放射性元素。地下水的流通道路经过第三系红土层越长，则矿化度越高。

１５１第二编　自然环境



第五章　土　壤

各种旱地，主要为黄绵土类和黑垆土类，一般土层较厚，质地以粉粒组成为主，中

壤范围，透水蓄水能力较强，其他理化性尚可，适宜种植多种植物。但山坡旱地面积比

例较大，占总耕地面积的５９３％，极易水土流失，跑土、跑肥、跑水极为严重，肥力差，
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水浇地、川菜地，多为冲积、洪积物母质上发育形成的石灰性新积土，所处地势平

坦，土层也有一定厚度，加上人工因素影响，肥力水平较高。但也有一部分质地偏砂，

土层较薄，漏水漏肥，要改土培肥，才能合理利用。

林、草地大部土层薄，易受雨水侵蚀，营林、种草，固土保水是一项较长期的重要

任务。

第一节　土壤类型

全区土壤共分８个土类、１２个亚类、２６个土属、３９个土种。
黑垆土　分布于东部原区和坪台地以及西部的缓坡湾掌地、阴山湾滩地。灵台县垆

土区最低海拔１０００米，平凉市１７１８米，静宁、庄浪县２０００米左右。黑垆土具有深厚的
腐殖质积累层，通常在１米以上，最厚达到１８米。灵台县有机含量一般在１％左右，土
壤黏化作用较弱，与母质层比较，含黏粒最多的为垆土层，一般比母质层增加了３—４％。
黑麻土亚类由于水热条件的限制，麻土层黏粒比其他层次只增加２％左右，而钙积化作用
较强，石灰累积明显，钙积层厚度一般在１米左右，最厚１５米，多全假菌绿状存在。黑
垆土透水、蓄水、保墒抗旱，保肥性较强。表层为中壤质地，土质疏松结构好，利用透

水，毛管作用弱可抑制蒸发，垆土层较轻度黏化，可托水托肥。群众讲 “庄稼种在黑垆

土，不下雨也能收几斗。”黑垆土土性温暖，质地细而不黏，松而不散，柔而不板。但垆

土层暴露地表为耕作层时，口紧耕性较差。适种作物广，可种小麦、玉米、糜谷、洋芋、

豆类等，有的作物一年一熟，气温稍高的地方，两年三熟，适种的作物更多，产量较高

且稳定。

黄绵土　土性优良深厚，主要分布在梁峁周围的山地及原面以下的山地上。具有石
灰的淋溶和淀积，但钙积层不明显，也有黏化作用但极其微弱。熟化程度与侵蚀度有关。

当侵蚀较轻，人为耕作不断加强时，熟化程度就得到发展；当侵蚀强烈时肥力下降，生

产水平低。土性温暖，早春土温上升快，发苗快，能蓄多量水分，田间持水量为 ２８—
２０％，２米以内土层可蓄有效水４００毫米以上，土质疏松耕性好。但有机质含量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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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少。

新积土　属次生黄土母质，由冲积洪积物发育经长期耕种形成。主要分布在河谷川
区，土壤具有腐殖质累积，碳酸盐淋溶淀积，轻度黏化迹象出现，土质肥沃，养分含量

多，有机质含量１％以上，土粒松软带油气，部分有灌溉条件，耕作精细，水气经常保持
适量，耕作也好，适于各种作物生长。为本区农业生产的精华之地。

红黏土　为第四纪午城黄土和第三纪红土及红砂层，经土壤侵蚀裸露地表面形成的
土壤，多分布在沟口、山脚及山坡地带。平凉市的麻武、麻川两乡及华亭县的南部、崇

信县的新窑、赤城两乡南山一带都有分布。土性黏，透水差，肥力低，耕性不良，熟化

层较薄。

潮　土　属河流冲积物经过耕种熟化而又地下水位高的土壤，土壤剖面因受季节性
地下水位的升降，干湿交替，氧化还原作用较强，有铁锈斑及铁锰胶膜，砂壤质地，片

块状结构。因无排水措施，多数难利用，个别种 一些胡麻，生产率极低。

泥炭土　是在湿草原植被作用下受地下水影响而形成的土壤。整个剖面呈灰黑色，
有机质丰富，养分含量高，泥炭层有机质含量可达１８４５％，耕层达１０２８％，保肥能力
特强，代换量４５％以上，质轻口松，耕性好，适种各种作物。分布在华亭县西华乡川地，
仅８４４亩。

灰褐土　主要分布在海拔２１００米以下的山地，是在以青岗、白桦树等组成的灌、乔
木林下形成的土壤。多属黄土母质，分布区多雨。土色暗灰棕，表层疏松，团粒、碎块

状结构。

山地草甸土　是分布在海拔２５００米左右草原植被和灌丛草原植被下的土壤。土色黑
暗，有机质积累较多。腐殖质层、淋溶层有机质含量８％以上，石灰含量０３—０６％。

区内土壤耕层质地以中壤为主，面积有６３５０６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８４０４％，主
要有黑垆土、黄绵土、新积土、灰褐土、潮土。其次是重壤土，面积有１１４１４万亩，占
总耕地面积的１５１１％，主要有红黏土、黑麻土属、黏化黑垆土属等。轻壤土和轻黏土合
计面积６４７万亩，占０８５％。

土壤耕层容重在 １１２—１３克／立方厘米之间，土类耕层土壤孔隙度在 ５０９４—
５８４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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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区
土
壤
分
类
表

面
积
单
位
：
亩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名
称

面
　
积

占
总 ％

名
称

面
　
积

占
总 ％

占
土

类
％

名
　
称

面
　
积

占
总 ％

占
亚

类
％

名
　
　
称

面
　
积

占
总 ％

占
土

属
％

黄 　 绵 　 土

９５
８５
１２
８
５９
６

黄 　 绵 　 土

９５
８５
１２
８

５９
６

１０
０
０
灰
黄
绵
土

１４
７１
９９
１

９
２

１５
４

灰
黄
绵
土

１４
８６
２６
７

９
１

９９
６

粗
骨
质
黄
绵
土

６７
２４

０
１

０
５

灰
黄
缮
土

１３
０７
８４
２

８
１

１３
６

灰
黄
缮
土

１３
０７
８４
２

８
１

１０
０
０

红 　 　 黏 　 　 土

１２
５７
１４
５

７
８

红 　 　 黏 　 　 土

１２
５７
１４
５

７
８

１０
０
０

耕
种
红
黏
土

３６
７４
２６

２
３

２９
２

耕
种
坡
红
黏
土

３３
８３
７３

２
１

９２
２

耕
种
梯
红
黏
土

２８
５５
３

０
２

７
８

耕
种
砂
质

红
黏
土

１０
０１
１９

０
６

８
０

耕
种
砂
质
坡
红
黏
土

８２
８２
０

０
５

８２
７

耕
种
砂
质
梯
红
黏
土

１７
２９
９

０
１

１７
３

红
黏
土

７４
０９
９８

４
６

５８
９

红
黏
土

７４
０９
９８

４
６

１０
０
０

砂
质
红
黏
土

４８
６０
２

０
３

３
９

砂
质
红
黏
土

４８
６０
２

０
３

１０
０
０

新 　 　 积 　 　 土

８９
６８
６９

５
６

石 灰 性 新 积 土

８９
６８
６９

５
６

１０
０
０

砂
砾
质
石
灰

性
新
积
土

２０
５０
３９

１
３

２３

心
砂
土

１４
５０
４６

０
９

７０
７

底
砂
土

５２
４１
６

０
３

２５
６

砂
土

７５
７７

０
１

３
７

石
灰
性

新
积
土

６９
１８
３０

４
３

７７
淤
积
土

６８
２９
９７

４
２

９８
７

茶
园
土

８８
３３

０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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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土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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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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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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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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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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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面
　
积

占
总 ％

占
土

类
％

名
　
称

面
　
积

占
总 ％

占
亚

类
％

名
　
　
称

面
　
积

占
总 ％

占
土

属
％

黑 　 　 垆 　 　 土

１６
３７
２４
５
１０
２

黑 　 垆 　 土

９５
６４
３５

６
０

５８
４

覆
盖
黑
垆
土

９３
１５
６８

５
８

９７
４

薄
覆
盖
黑
垆
土

１１
５７
５０

０
７

１２
４

厚
覆
盖
黑
垆
土

８１
５８
１８

５
１

８７
６

黑
垆
土

２４
８６
７

０
２

２
６

黑
垆
土

１８
８

０
８

黄
垆
土

２４
６７
９

０
２

９９
２

黏
化

黑
垆 土

３６
０５
４５

２
２

２２
０

覆
盖
黏
化

黑
垆
土

３５
４６
７６

２
２

９８
４

薄
覆
盖
黏
化
黑
垆
土

１８
２１
６３

１
１

５１
４

厚
覆
盖
黏
化
黑
垆
土

１７
２５
１３

１
１

４８
６

黏
化
黑
垆
土

５８
６９

１
６

黏
化
黑
垆
土

５８
６９

１０
０
０

黑
麻

垆
土

３２
０２
６５

２
０

１９
６

黑
麻
土

２１
５６
０９

１
３

６７
３

黑
麻
土

１６
９０
３８

１
０

７８
４

黄
麻
土

４６
４７
１

０
３

２１
６

覆
盖
黑
麻
土

１０
４７
５６

０
７

３２
７

覆
盖
黑
麻
土

１０
４７
５６

０
７

１０
０
０

黄 绵 土

９５
８５
１２
８
５９
６

黄 绵 土

９５
８５
１２
８

５９
６

１０
０
０

黄
绵
土

６０
６５
８６
４

３７
７

６３
３

梯
黄
绵
土

１３
５７
１５
６

８
４

２２
４

黄
缮
土

７３
９４
３１

４
６

７
７

坡
黄
缮
土

６３
１６
９９

３
９

８５
４

梯
黄
缮
土

１０
７７
３２

０
７

１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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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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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

潮 　 　 土
１０
９５
４９

０
７

潮 　 土
１０
３９
６６

０
７

９４
９

下
潮
土

１０
３９
６６

０
７

１０
０
０
黄
潮
土

５９
７２
２

０
４

５７
４

漏
砂
潮
土

４４
２４
４

０
３

４２
６

湿
潮
土

５５
８３

５
１

低
位
湿
潮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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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壤养分

一、土壤有机质

根据全区３６２７个耕地土壤农化样的分析结果统计，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１０４％，最
高２８４％，最低０４％；荒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２７３％，最高２８６％，最低０２１％。
华亭、庄浪县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于其他各县，其他各县大体接近；华亭、庄浪、崇

信县荒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静宁县最低，其他３县相差不大。
耕地土壤有机质多在第四、第五级，即０６—２％之间，面积７３０３９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的９６６６％。大于第三级的即有机质含量在２％以上的耕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１７％，
属有机质缺乏地区。

耕地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依次是：泥炭土 １０２８％，山地草甸土 ２７４％，黄绵土
１９３％，灰褐土１４６％，黑垆土１２２％，新积土１０７％，红黏土０８６％，潮土０８４％；
荒地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为：山地草甸土８２０％，泥炭土５９３％，灰褐土３２０％，黄绵
土１６９％，红黏土１２０％，潮土０５８％。有机质含量高的泥炭土、山地草甸土、灰褐土
和有机质含量低的红黏土、潮土都不是主要农耕地，其农作物产量也较低。前种情况之

土壤分布于高寒山区，热量不足，无霜期短，尽管养分条件较好，但热量因素成为主要

的障碍因子，有机质积累大于分解，养分不能充分利用；后种情况不仅养分不足，而且

土壤结构不良，也同样属低产土壤。而黑垆土、黄绵土、新积土其有机质含量虽居于中

等，却是全区主要农业土壤，特别是新积土属东区主要高产区。

二、土壤氮素

各土类平均含氮情况是：耕地土壤耕层含量依次为黑垆土０８５％，泥炭土０５２９％，
山地草甸土 ０１７４％，灰褐土 ００９９％，新积土 ００７４％，黄绵土 ００６７％，红黏土
００６４％，潮土 ００６１％；荒地土壤表层含量依次为山地草甸土 ０４３３％，泥炭土
０３５２％，灰褐土０１９３％，黄绵土０１０８％，红黏土００８４％，潮 土００６４％。其含氮量
规律与土壤有机质情况一致。总之，全区土壤全氮含量是非常低的，三级以上面积７８４９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１０３９％；将近 ９０％的耕地面积即 ６７７１７万亩的全氮含量在
００７５％以下。

三、土壤速效磷

土壤受黄土母质的影响，绝大多数全磷含量００７０％左右，变化不大。由于植物吸取
的磷素主要取决于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多少，而不是全磷含量的多寡。土壤速效磷含量：

耕地１—２５２ｐｐｍ，平均６５ｐｐｍ；荒地１—１６ｐｐｍ，平均５３ｐｐｍ。全区耕地土壤缺磷比较
严重，一般认为，土壤速效含量１０ｐｐｍ为缺磷指标，按此衡量，全区有６１０余万亩耕地，
即８０７％的土地缺磷，尤其是泾川、灵台、庄浪、崇信县，缺磷面积分别为 ９７３％、
９５７％、９９９％和８７３％。特别是小于３ｐｐｍ的极缺磷的面积相当大，庄浪县为３３５％，
华亭县为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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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土壤速效钾
全区 ９６５％的耕地土壤速效钾含量在 １００ｐｐｍ以上。耕地土壤速效钾含量 ５１—

３９８ｐｐｍ，平均１７４ｐｐｍ；荒地土壤速效钾含量略高于耕地，平均含量１９４ｐｐｍ。

第三节　土壤利用

一、东部干旱沟壑黑垆土、黄绵土农、林、牧区

包括泾川、平凉、灵台、崇信县 （市）５０多个乡镇，土壤总面积７１５８万亩，占全
区土壤总面积的４４５％。该区海拔９００—１５００米，气候温暖，区东河谷川塬区属温暖半
湿润农业气候区，是典型的两年三熟区；西部河谷川塬区属温和半湿润农业气候区，是

一年一季热量有余区，即两年三熟与一年一熟的过渡区。

土壤以黑垆土、黄绵土、新积土为主，还有潮土和红黏土类。土层深厚，土壤疏松，

质地适中，贮水性能好，保肥能力强，适宜冬小麦、玉米、高粱、糜谷、油料、豆类、

苜蓿、草木栖等多种农作物生长，也是发展瓜果、蔬菜和经济林木的好地方，是平凉地

区发展农业的精华之地。

二、南部土石山黑垆土、山地草甸土、红黏土林、牧、农区

包括灵台、崇信、平凉、庄浪、华亭县市２０多个乡镇，土壤总面积３５９１７万亩，占
全区土壤总面积的２２３３％。海拔１２００—２８００米。西北部基岩土石山区为河、黑河、
达溪河、水洛河发源地，自然植被丰茂，山上分布着大片的次生林、灌丛、草甸和草原；

东部为黄土丘陵地貌，水土流失严重，仅有少量的残塬沟壑；中部为土石山区与黄土丘

陵过渡区。农田耕地主要分布于河谷川台、丘陵沟坡和土石山区的林间梯田、坡地。气

候复杂，变异幅度大，相对温度５８％，夏短而不热，冬长而较寒，素有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特点。沿平凉市麻川、华亭县策底、马峡海龙山林场一线西北为温凉湿

润农业气候区，以南为温和湿润农业气候区。

土壤以灰褐土、山地草甸土、红黏土为主，还有黄绵土和新积土类等。土层较深，

质地适中，土壤肥沃，适宜冬小麦、玉米、马铃薯、蚕豆、莜麦等农作物和大麻、百合、

药材等经济作物以及红豆草、紫花苜蓿、草木栖等牧草，核桃、山毛桃、杨树、松树、

刺槐等树种的生长。是林、牧、农业综合发展的重要基地。

三、西北部丘陵沟壑黄绵土农、牧、林区

包括静宁、庄浪、平凉县 （市）４０多个乡镇，土壤总面积５３３０３万亩，占全区土壤
总面积的３３２％。海拔１２００—２１００米。由于葫芦河水系侵蚀切剖，形成梁峁起伏、沟壑
密布的黄土侵蚀地貌，黄土沟壑和黄土丘陵呈多级阶状，地表土层一般１０至数十米，局
部超过数百米，农田耕地主要分布在河谷川台及丘陵梁峁坡地上，平凉市西北部且有少

量塬地。在自然植被中，天然次生林极少，只有覆盖稀疏的荒坡草地。气候是全区最冷

的地带。也是全区最干旱的地方。

土壤以黄绵土、黑麻土为主，还有红黏土和新积土类等。土层深厚，质地适中，土

壤比较肥沃。适宜种植冬小麦、春小麦、玉米、糜子、谷子、马铃薯、莜麦、蚕豆、胡

８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上）



麻等农作物和苜蓿、草木栖、红豆草、箭舌豌豆等牧草以及旱柳、白杨、椿、榆、刺槐

等用材树种，杏、桃、苹果、梨等经济树种。

第四节　土壤保护

全区土壤资源数量少，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总和为７１亩，比全国８６亩少
１５亩。

在土壤资源总量少的前提下，农、林、牧用地结构不合理。农、林、牧三业用地

１２３４１８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３９％，而农、林、牧用地各占三业用地总面积的
６１２％、１８５％和２０３％。这种比例之差反映了农林牧发展的极不协调。这样不仅使土
壤资源遭到破坏，而且使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的局面。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天然林减少２
万公顷，林、草线后移１０至１５公里，草场退化，产草量减少，覆盖率下降。１９４９至
１９８４年，全区减少耕地面积４６１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７２％；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７年又减少
耕地面积２４４万亩。水土流失更是土壤资源破坏和退化的主要症结所在，沟头前进，沟
岸扩张，沟底下切，每年都要蚕食大量的耕地。

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８年，共开发复垦土地７６７万亩。对全区８１９３万亩难利用的荒山、荒
坡、荒沟和裸土 （即陡坡、河滩、悬沟），逐年进行合理治理，种草种树；对２５度以上
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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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植　被

第一节　植被分区

根据海拔高度及经纬度的变化，平凉地区植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呈明显的带状分

布。全区分属于３个植被区。
一、中部湿润森林植被区

主要分布于陇山、六盘山及其山前丘陵地带，为本区主要水源涵养林。生长面积较

大的乔木树种有：辽东栎等栎树类，占天然林面积的２３２％；而大部分为次生森林，林
相呈灌丛矮林状，山杨占５５％，红桦占９１％，白桦占４９％，黄桦柳占５％。该植被群
落呈明显的垂直分异分布。据此将植被区又可分为４个小植被区：
１灌丛草甸区　阳坡在海拔２５００米以上，阴坡在２３００米以上。
２天然乔木灌丛区　阳坡在海拔２１００—２５００米，阴坡在１８００—２３００米之间。
３次生林区　出现在阳坡海拔１８００—２１００米。
４浅山次生灌木林区　主要分布在海拔１７００—１８００米之间。
二、东部半湿润森林草原区

由于人类的长期垦殖，自然植被早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栽培作物、树木为主的现

有植被景观，只在近山梁峁地区尚保留着一些次生林及灌丛梢林。在田间地埂、河滩也

生长着一些经人类选择保留下来的自然植物。

三、西部半干旱草原植被区

该植被带天然植被破坏更为严重，已基本无天然林及灌丛。主要植被为栽培作物，

以及以杨柳为主和多种果树的人工栽培树木。

第二节　天然林

辖区在全国森林区划中属温暖带阔叶林带。天然森林植被形成类型多样、区系复杂、

被覆差异大等特点。在历史上辖区植被主要有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森林草原、草

原多种类型。区系组成以华北区系成分类为主，兼有其他区系成分。这些不同区系组成

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表现为南部品种繁多，西北部较少。植被生长状况，也是从南部

到西北部逐渐稀疏。

由于 “屯兵军垦”，“移民实边”，人口繁衍，垦草为田，伐木盖房建寨，以及频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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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使天然森林草原自然景观，逐步为农业文化景观所代替，天然森林面积逐步缩小，

并全部退向高山深谷，所存的也是经过人类砍伐、刈害所形成的次生植被。水土流失剧

增，干旱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至清朝末年，仅存关山、太统、唐帽山一带林

区，面积约１２０万亩。民国时期，天然森林陆续遭受到天灾和人为的破坏，天然林线退
缩１０至１５公里，面积减少３０多万亩。天然森林覆盖率仅有５６％。民国初期，华亭县
西南近山之民 “业农之暇，则砍天然林木出售，冬季或烧炭卖之以养生。”同时，因狩

猎、伐木、烧炭和用火不当而引起森林火灾也频繁发生， “或烧三五日，或烧半月、一

月、数月，无人问津，自熄而止。”从清同治年间到１９４９年，华亭县境内的西华川林线后
移１５里，南川林线后移３０里，使逾百万亩的关山林区减少到不足８０万亩，而且使原有
的天然原始森林逐渐演替为多代萌生的残败的次生林。

１９５５年成立关山森林经营所，开始对关山森林资源进行全面管护和经营，逐步开展
了护林防火、森林抚育、人工造林等营业生产建设，使天然林区林业建设进入恢复和发

展的轨道。但一个时期在 “左”的思想指导下 “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 “文革”中

乱垦滥伐，天然森林又一次遭到人为的破坏。

据１９７５年一类森林资源调查和１９８３年在二类规划调查基础上的复查结果，辖区天然
林业区域，西指庄浪县境内沿关山侧的５乡；东指华亭县的８乡，并包括平凉市的安国乡
起，沿崆峒、麻武、麻川、土谷堆一线，延伸至崇信县的新窑、赤城，灵台县的龙门、

新集等土石山区。这既是陇东的重要水源涵养林区，也是区内唯一的天然用材林基地。

天然林总面积１０８７５万亩 （不包括与宁夏泾源县的争议，下同）。其中：乔木林５６８８
万亩，占５２％；灌木林４７９２万亩，占４４％；疏林３９６万亩，占４％。按山脉区域分：
关山林区５８７５万亩，占全部天然林的５４％，其中６０％为乔木林；崆峒山———唐帽山一
线有天然林５４万亩，占全部天然林的４６％，其中６５％是灌木林。

进入８０年代后，贯彻执行 《森林法》，采取封山育林、封坡育林、退耕还林还草等

有力措施，促进了植被建设的发展，１９８５年，森林覆盖率达到１３８％。至２００１年，全区
天然林面积１０６９６万亩，其中：乔木林面积４６８８万亩，占６２５３％；灌木林面积３６１２
万亩，占３３７７％；疏林３９６万亩，占３７％。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１７％。

全区天然森林资源集中分布于关山林区以东的马峡———玄峰———海龙山，崆峒———

土谷堆———唐帽山，西部的通边———石桥———麻庵。其他地区均为人工栽培，以小流域

治理为主呈零星分布。由于区内地理位置处于过渡地带，即经向变化中经带落叶林向经

带草原的过渡带，纬向变化中暖湿带落叶阔叶林向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的过渡带。因此，

树种水平分布只有林区和非林区的较大差异，其他的无明显的变化规律。天然树种的垂

直分布，由于关山山体相对高度在８００—１４５０米之间，随着海拔的升高，森林植被分布
呈现较明显的 “垂直带性”。从下到上依次为落叶阔叶林带———亚高山灌木林带———亚高

山草甸、草原带。又由于林区旱、雨季分明，而且冬春旱季明显，所以同一垂直带内阴

坡、阳坡的森林植被类型亦有较大差别。

根据森林自然特性和所要求的水热条件，全区天然林归并为以下林分类型：

辽东栎林　为本区主要用材林和水源涵养林，群系面积占天然林面积的２３２％，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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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总蓄积的３９１％。主要分布于关山林区以南和太统、土谷堆、新窑林区，垂直分布
在海拔１４００—２３００米之间。现有的辽东栎林多为次生类型，是由原始的辽东栎林和松栎
混交林遭到破坏后，自然恢复起来的群落。

栎、杨、榫、槭、榆、柳、鹅耳枥、酸刺、花椒、荀子等落叶阔叶混交林　按不同
的树种组成，可分为辽东栎林———杨桦混交林，椴槭榆混交林，杜梨、柳杂木林等。分

布面积大，地域广，遍布在海拔２３００米以下林区，占天然林总面积的３７２％。林相外貌
不整齐，结构复杂。

松栎林　树种以栎为主，混生华山松，分布数量少，占林地面积的２６％。现存的松
栎林是在原始群落破坏后，在迹地上有华山松种源的条件下自然恢复起来的次生群落。

形成时间短，群落处于２０—４０年的中龄阶段。
山杨林　是林区广泛分布的树种之一，但群落分布数量少，面积占天然林地面积的

５５％。林分外貌整齐，树干通直，生长快，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红桦林　红桦仅次于辽东栎，林地面积占天然林的５９１％。分布于海拔２２００—２７００

米之间。林分结构简单，林相整齐，层次分明，林龄一般在８０年左右。现有的红桦林为
原始森林破坏后演替的次生林，并多以成熟、过熟。

白桦林　主要分布于关山各国营林场，面积占天然林的４９％，垂直分布在１８００—
２４００米较旱和瘠薄的土地上。

杨桦林　为天然林区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较广，面积占天然林地的１２％以上。
杨桦林群系垂直分布较高，多与其他森林群系混布。成熟林占４０％，中龄林占６０％，森
林群系外观整齐，树干通直，生产力较高。

黄桦柳林　主要分布于海拔２０００—２６５０米之间，面积占天然林地的５％，多以纯林
出现，群落外观不整齐，林龄２０—３５年，生产力较低。

灌　丛　天然林区的灌丛主要是黄桦柳、沙棘、山毛桃三个群系，分布广，面积大，
多占据环境条件严酷、乔木树种难以生存的亚高山草甸和森林分界区、沟谷草甸、积水

区，干旱陡峭阴坡山背风口区。

第三节　天然草地

由植物的生态适应性形成的天然草地，在区内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山石小区，呈森林

和草地、农用和草地交叉零星分布。

根据草原 （场）综合顺序分类法规定的温润度、热量、地带性等生物气候指标，通

过对全区不同类型草地的调查测定，全区天然草地面积３１２４２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１８７％，年产鲜草１０１９４７万公斤。总属三个类型：

一、微温潮湿类草场

本类草场以华亭小陇山林区为中心，向四周围延伸。区域包括华亭县全部和平凉、

崇信、庄浪、灵台等县 （市）关山余脉区。是以森林草场向灌丛草场、森林草原草场过

渡的一类草地，面积１４０２９万亩，产草６４７８１５万公斤。海拔较高处为林区，一般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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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草地，阴坡为森林，草地的自然界线随山梁、沟壑分割，沿林线、山脊、沟滩、缓坡

呈间断、隔离、零散分布。水丰草茂，草质较好，可四季放牧，利用率较高，属森林草

场，总面积９３１万亩，植被覆盖度８０—９５％。林区外围多属森林草原带的灌丛草场，面
积５３５２万亩，覆盖度８０—９５％，坡度较陡，多在２６°—４０°。此类草地植被良好，草质
中等，适口性较好，夏季是大牲畜和羊只、特别是山羊的牧场。最外围高度较低，坡度

较缓的是森林草原草场，面积７７４６万亩，覆盖度６０—７０％。此类草场多与农田相间，
片小，其分布与农田开垦密切相关。大多梁顶是草场，半坡是农田，阴湿低洼积水的阴

坡沟滩是低洼草场。

天然植被由高海拔呈现出木本植物向草木植物过渡特点。

二、微温微润类山地沟壑草场

此类草地分布在东部川区的泾川、平凉、灵台、崇信县 （市）的山坡、沟壑，较零

星分散。总面积６２５万亩，其中分布于丘陵梁峁有５９４万亩，植被覆盖度４０—７４％；
阴坡沟谷 ３１万亩，植被覆盖度 ６０—９０％。总覆盖度 ３０—８５％，但大面积覆盖度
４５—６５％。

三、微温微润类丘陵梁峁干旱型草地

此类草地分布于丘陵沟壑区的静宁、庄浪县 （除关山部分）。由于自然条件较差，丘

陵起伏，沟壑纵横，干旱突出，人口密度高，因而垦殖指数已高达７９％。草地零星，面
积小，牧草低矮，产草量低。植被度差，一般在３０—６０％，株高２０—３０厘米，常见的为
１０厘米左右。总面积有１１２７３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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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野生植物

区内野生植物有６９３种。其中菌类 （大型真菌）３８种，苔藓类１４种，蕨类植物２７
种，裸子植物８种，被子植物６０６种。

一、野生淀粉植物

野生淀粉植物有近百种，其中淀粉含量高、产量多的有１０多种。
１蕨菜　幼嫩叶柄可食，根状茎 （通称蕨根）淀粉含量３６５％。主产于华亭、庄

浪、崇信、灵台县和平凉市，分布于关山、太统山、崆峒山林区。仅华亭县年产鲜蕨菜

２６８万公斤，加工出口东南亚、日本等国。
２橡子 （辽东栎种子）　淀粉含量５０—７０％。产于关山、崆峒山林区。已利用酿酒

工业。

二、野生油料植物

１华山松　种子含油率４２７６％左右。主产于华亭县和平凉市，分布于关山和崆峒
山林区。

２侧柏 种子含油率２２１７％。各县 （市）均有分布。

３野核桃　核果种仁含油率６５２５％，可生食，营养价值很高。分布于各地林区，
生于河谷两旁或土壤肥沃潮湿的杂木林中。

４漆树 种子含油率３１１６％。主产于华亭县。分布于关山林区。
５山桃 种仁含油率４８４２％。主产于华亭、崇信、灵台县和平凉市，分布于关山、

崆峒山林区。

６山杏 种仁含油率５０—５５％。各县 （市）均有分布。

７文冠果　俗称木瓜。种仁含油率６６８２％。主产于关山林区，生于山坡、沟岸、
崖边。

８扁穗香薷　种子含油率３８８４—４２１０％。各县 （市）均有分布，多生于山坡、路

旁、灌丛、田埂等处。

９苍耳　种子含油率２４１４％。各县 （市）均有分布，生于路旁、沟边、田埂、宅

旁、河滩、荒坡，为常见农田杂草。

三、野生芳香植物

１玫瑰　花芳香，含油率００３—０２％。区内有野生和栽培。
２百里香　俗名地椒，茎叶和花中含芳香油 ０２７％。区内各地均产，资源比较

丰富。

３香薷　新鲜全草芳香，含油率０２７％。各地均产，资源比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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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刺槐　花可提取浸膏，出膏率０２％。可配制花香型香精。各地均产，是人工林
树种之一。

此外，还有油松、七里香蔷薇、花椒、骆驼蓬、薄荷、紫苏、金银花等，也为重要

的野生芳香植物。

四、野生纤维植物

主要有构树 （造纸）、桑、祖师麻 （可作人造棉、高级复写纸）、毛竹 （编织筐篮

等）、草 （可代麻用或制人造棉）、榆树 （可做绳索或纤维原料）、野棉 （可造纸、拧

绳、填充物等）、马蔺 （人造棉、纸原料）。

五、野生含单宁植物

１胡桃　树皮、叶和鲜果皮富含单宁。全区各地均产，以华亭、崇信、泾川和灵台
县最多，有野生和半野生，主要分布于关山林区。

２虎榛子　根皮含单宁５９５％。普遍分布于全区各林区。
３皱叶酸模　叶含单宁７３２—２６７％，根含单宁１５７２—３８８％。分布普遍，多生

于沟边、路旁和荒地，是田间常见杂草之一。

六、野生含维生素植物

１沙棘　又名酸刺。果实富含有机酸和维生素Ｃ，每百克含维生素Ｃ５２０—８８２毫克，
是生产浓缩维生素Ｃ食品的原料。果皮、果肉和种子含沙棘油，是珍贵的药用油，可抗
辐射、抗疲劳，还可治疗多种疾病。沙棘的果实可以鲜食，也可以加工成果子露、果糕、

果酱、果脯等食品。果肉还可以酿成沙棘酒，果汁是一种健身饮料。沙棘广泛分布区内

各地，尤以华亭、崇信、灵台县和平凉市境内的林区最多。

２酸枣　未成熟的果实富含维生素Ｃ，可作为提取维生素Ｃ的原料，种子榨油。产
于区内各地，常见干燥的山坡、地边、路边和荒地上。

七、其他重要野生植物

１野生黄花菜　区内野生黄花菜，即北黄花，是传统出口蔬菜。在六盘山、关山、
陇山和太统山等地均有大面积分布。

２啤酒花　果穗花叶上的腺体含软树脂，可制啤酒。产于林区。
３黑木耳　重要的保健食品。关山、陇山均有分布，产量较小。
４蘑菇　各地林区、荒山、草地有分布。

野生植物名目表

１菌类 （大型真菌）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羊肚菌 Ｍｏｒｃｈｅｌｌａ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Ｐｅｒｓ 马鞍菌科 药　用

木　耳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Ｌ．ｅｘＨｏｏｋ）Ｕｎｄｅｒｗ 木耳科 有人工栽培

毛木耳 Ａ．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Ｍｏｎｔ．）Ｓａｃｃ 木耳科 药　用

胶　勺 Ｐｈｌｏｇｉｔｉｓｈｅｌｒｅｌｌｏｉｄｅｓ（ＤＣ．ｅｘＦｒ）Ｍａｒｔｉｎ 银耳科

灰仙树菌 Ｃｌａｖｌｉｎａｃｉｎｅｒｅａ（Ｂｕｌｌ．ｅｘＦｒ．）Ｓｃｈｏｅｔ 珊瑚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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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杆形珊瑚菌 Ｃ．ｐｉｓｔｉｌｌａｒｉｓＬ． 珊瑚菌科

鸡油菌 ＣａｎｔｈａｒｅｌｌｕｓｃｉｂａｒｉｕｓＦｒ． 鸡油菌科

猴　头 Ｈｅｒｉｃｉｕｍｅｒｉｎａｃｕｓ（Ｂｕｌｌ．ｅｘＦｒ）Ｐｅｒｓ． 齿菌科 食用、药用

灵　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ｎ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 多孔菌科 药　用

树　舌 Ｇ．ａｐｐｌａｎａｔｕｍ（Ｐｅｒｓ．ｅｘｗａｌｌｒ．）Ｐａｔ． 多孔菌科 药　用

桦褶菌 Ｌｅｎｚｉｔｅｓｂｉｔｕｌｉｎａ（Ｌ．）Ｆｒ． 多孔菌科 药　用

猪　苓 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Ｐｅｒｓ．）Ｆｒ． 多孔菌科 药　用

木　蹄 Ｐｙｒｏ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ｆｏ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Ｌ．ｅｘＦｒ）Ｔｅｎｇ 多孔菌科

云　芝 Ｔｒａｍｅｔｅ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Ｆｒ．）Ｐｉｌ 多孔菌科 药　用

美味牛肝菌 ＢｏｌｅｔｕｓｅｄｕｌｉｓＢｕｌｌ．ｅｘＦｒ 牛肝菌科

褐疣柄牛肝菌 Ｌｅｃｃｉｎｕｍｓｃａｐｒｕｍ（Ｂｕｌｌ．ｅｘＦｒ．）Ｇｒａｙ 牛肝菌科

黄毛北风菌 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ｎｉｄｕｌａｎｓＰｅｒｓ 白蘑科

普通裂褶菌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ｅＦｒ． 白蘑科

香杯菌 Ｃｌｉｔｏｃｙｂ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Ｓｏｗ 白蘑科

毒杯伞 Ｃ．ｃｏｒｕｓｓａｔａｃ（Ｆｒ．）Ｋｕｍｍ 白蘑科

冬　菇 Ｆｌａｍｍｕｌｉｎａｖｅｌｕｔｉｐｅｓ（ｃｕｒｔ．ｅｘＦｘ．）Ｓｉｎｇ 白蘑科

白红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ａｌｂｉｄａｐｅｃｋ 红菇科

黄　菇 Ｒ．ｌｕｔｅａ（Ｈｕｄｓ．）Ｆｒ． 红菇科

草　菇 Ｖｏｌｖａｒｉａｖｏｌｒａｃｅａ（Ｂｕｌｌ．）Ｆｒ． 毒伞菌科

毒伞菌 Ａｍａｎｉｔａｐｈａｌｌｏｉｄｅｓ（Ｆｒ．）Ｓｅｃｒ． 毒伞菌科

赭林菇 Ｆｌａｍｍｕｌａｐｉｃｒｅａ（Ｆｒ．）Ｇｉｌｌ． 绣伞科

黄褐丝盖伞 ＩｎｏｃｙｂｅｆｌａｖｏｂｒｕｎｎｅａＷａｎｇ 绣伞科

蘑　菇 Ａｇａｒｉｃｕ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Ｌ．）Ｆｒ． 黑伞科 食用、药用

小磨菇 Ａ．ｍｉｃｒｏｍｅｇｅｔｈｕｓＰｋ． 黑伞科

白林地菇 Ａ．ｓｙｌｖｉｃｏｌａ（Ｖｉｔｔ．）Ｓａｃｃ 黑伞科

墨汁鬼伞 Ｃｏｐｒｉｎｕｓａｒｔｒａｍｃ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Ｂｕｌｌ．）Ｆｒ． 黑伞科

晶粒鬼伞 Ｃ．ｃｏｍａｔｕｓ（Ｍｕｅｌｌ．ｅｘＦｒ．）Ｇｒａｙ 黑伞科

大秃马勃 Ｃａｌｖａｔｉ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Ｂａｔｓｃｈ．ｅｘＦｒ．）Ｌｌｏｙｄ 灰包科 药　用

粗皮马勃 Ｃ．ｔａｔｒｅｎｓｉｓＨｏｌｌｏｓ 灰包科

脱皮马勃 Ｌａｓ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ｆｅｎｚｌｉｉＲｅｉｃｈ 灰包科 药　用

网纹灰包 ＬｙｃｏｐｅｘｄｏｎｐｅｒｌａｔｕｍＰｅｒｓ 灰包科

小灰包 Ｌ．ｐｕｓｉｌｌｕｍＢａｔｓｃｈ 灰包科

尖顶地星 Ｇｅａｓｔｒｕｍｈａｒｉｏｔｉｉ（Ｌｌｏｙｄ）Ｆｉｓｃｈ． 地星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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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苔藓类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叉　苔 Ｍｅｔｚｙｅｒｉａ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ａＬｉｎｄｌｏ 叉苔科

羽　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ｓｐ． 羽苔科

蛇　苔 Ｃｏ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ｃｏｎｉｃｕｍ（Ｌ．）Ｄｕｍ 蛇苔科

地　钱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Ｌ． 地钱科

墙　藓 ＴｏｒｔｕｌａｍｕｒａｌｉｓＨｅｄｗ 丛藓科

小石藓 ＷｅｉｓｉａｖｉｒｉｄｕｌａＨｅｄｗ 丛藓科

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Ｃ．Ｍüｌｌ 丛藓科

葫芦藓 Ｆｕｎａｒｉａ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Ｈｅｄｗ 葫芦藓科

丛生真藓 ＢｒｙｕｍｃａｅｓｐｉｔｉｃｉｕｍＨｅｄｗ 真藓科

尖叶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Ｈｅｄｗ 提灯藓科

波叶提灯藓 Ｍ．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ｍＨｅｄｗ 提灯藓科

羽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ａｐｅｎｎａｔａＨｅｄｗ 平藓科

山羽藓 Ａｂｉｅｔｉｎｅｌｌａｓｐ． 羽藓科

灰　藓 Ｈｙｐｎｕｍｓｐ． 灰藓科

３蕨类植物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中华卷柏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ｅｓｖ．）Ｓｐｒｉｎｇ 卷柏科

蔓生卷柏 Ｓ．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 卷柏科

甘肃卷柏 Ｓ．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ＣｈｉｎｇｅｔＨｓｕ 卷柏科

问　荆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ａｒｖｅｎｓｅＬ． 木贼科 全草药用

节节草 Ｅ．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ｍｕｍＤｅｓｆ 木贼科 全草药用

木　贼 Ｅ．ｈｉｅｍａｌｅＬ． 木贼科 药　用

蕨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ｌｌ．ｋｕｈｎ 蕨科
嫩叶可食、根状
茎磨做蕨粉可食

雪白粉背蕨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ｍｉｐｈｏｂｏｌａ（Ｃ．ｃｈｒ）Ｃｈｉｎｇ 蕨科 药　用

华北粉背蕨 Ａ．ｋｕｈｎｉｉ（Ｍｉｌｄｅ）Ｃｈｉｎｇ 蕨科

肾盖铁线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ｈｌａｍｙｓＤｉｅｉｌｓ 铁线蕨科

太白山凤丫蕨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ａｉｐａ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ｈｉｎｇｅｔＹ．Ｔ．Ｈｓｉｅｈ 裸子蕨科

羽节蕨 Ｇｙｍｎｏｃａｒｐｉｕｍ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ｕｍ（Ｒｕｐｒ．）Ｃｈｉｎｇ 蹄盖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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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峨眉蕨 Ｌｕｎａｔｈｙｒｉｕｍｖｅｇｅｔｉｕｓ（Ｋｉｔａｇ）Ｃｈｉｎｇ 蹄盖蕨科

假蹄盖蕨 Ａｔｈｙｒｉｏｐｓ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Ｃｈｉｎｇ 蹄盖蕨科

华北蹄盖蕨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ｐａｃｈｙｐｈｌｅｂｉｕｍＣ．ｃｈｒ 蹄盖蕨科

麦杆蹄盖蕨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ｆａｌｌａｃｉｏｓｕｍＭｉｌｄｅ 蹄盖蕨科

肿足蕨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ｕｍｌａｘｕｍＣｈｉｎｇ 肿步蕨科

过山蕨 Ｃａｍｐｔｏｓｏｒｕ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Ｒｕｐｒ 铁线蕨科

卵叶铁线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ｒｕｔａｍｕｒａｒｉａＬ． 铁线蕨科

北京铁角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ｅＨａｎｃｅ 铁线蕨科

岩　蕨 Ｗｏｏｄｓｉａｉｌｒｅｎｓｉｓ（Ｌ．）Ｒ．Ｂｒ 岩蕨科

鞭叶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ｓ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Ｄｉｅｌｓ 鳞毛蕨科

鳞毛蕨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ｉｍｍｉｘｔａＣｈｉｎｇ 鳞毛蕨科

有边瓦韦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Ｃｈｉｎｇ 水龙骨科 代茶、药用

华北石韦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ｄａｖｉｄｉｉ（Ｂａｋ．）Ｃｈｉｎｇ 水龙骨科 代茶、药用

秦岭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ｂａｒｏｎｉｉ（Ｃｈｒｉｓｔ．）Ｄｉｅｌｓ 槲蕨科
全株药用
地下茎可食

４裸子植物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云　杉 ＰｉｃｅａａｓｐｅｒａｔａＭａｓｔ 松科

油　松 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 松科
花粉、球果
药　用

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Ｃａｒｒ 松科 花粉药用

侧　柏 Ｐ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Ｆｒａｎｃｈ 柏科 枝叶、种子药用

圆　柏 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ｗｔ 柏科

刺　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ｙａｔａ 柏科 根药用

麻　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ａｐｆ 麻黄科

中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ｄｉａＳｃｈｒｅｎｋ 麻黄科 药　用

５被子植物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银线草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Ｓｉｅｂ 金粟兰科 根茎药用

山　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Ｄｏｄｅ 杨柳科 皮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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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沙　柳 ＳａｌｉｘｃｈｅｉｌｏｐｈｉｌａＳｃｈｎｅｉｄ 杨柳科

旱　柳 Ｓａｌｉｘ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Ｋｏｉｄｚ 杨柳科

胡　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 胡桃科 核仁、仁皮药用

胡桃楸 Ｊｕｇｌａｎ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ｃｉａＭａｘｉｍ 胡桃科

白　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ｕｋ 桦木科

坚　桦 Ｂｅｔｕ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ｘｉｍ 桦木科

榛 Ｃｏｒｙｌ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Ｂｅｓｓ 桦木科 种子可食

角　榛 Ｃｏｒｙｌｕ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桦木科

虎榛子 Ｏｓｔｒｙｏｐｓｉ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Ｐｅｃｎｅ 桦木科 种子可食

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ｔｕｒ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ｉＨａｎｃｅ 桦木科

辽东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ｌｉａ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Ｋｏｉｄｚ 壳斗科

榆 ＵｌｍｕｓｐｕｌｉｍａＬ． 榆科 果实、皮药用

大果榆 Ｕｌｍｕｓ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Ｈａｎｃｅ 榆科 果可食

春　榆 Ｕｌｍ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ｌａ（Ｒｅｈｄ．）Ｓａｒｇ 榆科 果可食

小叶朴 Ｃｅｌｔｉｓ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Ｂｌ． 榆科

蒙　桑 Ｍｏｒ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Ｓｃｈｎｅｉｄ 桑科

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 桑科 药　用

鸡　桑 Ｍｏｒｕ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Ｐｏｉｒ 桑科

构　树 Ｂｒｏｎ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ｌｌ．Ｖｅｎｔ 桑科 根皮、种子药用

律
艹　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ｕｎｄｅｎｓ（ｌｏｕｒ）Ｍｅｒｒ 桑科 药　用

大　麻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ｒｉｖａＬ． 桑科 果入药

荨　麻 Ｕｒｔｉｃ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Ｌ． 荨麻科

蜇　麻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ｄｉｅｌｓｉｉＰａｍｐ 荨麻科 药　用

顶花蜇麻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Ｃ．Ｈ．Ｗｒｉｇｈｔ 荨麻科

百蕊草 Ｔｈｅｓ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Ｔｕｒｃｚ 檀香科

北桑寄生 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ｔａｎａｋａｅ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Ｓａｖ 桑寄生科 全株入药

槲寄生 Ｖｉｓｃｕｍ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Ｋｏｍ）Ｎａｋａｉ 桑寄生科 药　用

圆穗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Ｍｅｉｓｎ 蓼科 药　用

西伯利亚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ａｘｍ 蓼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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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支柱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ｓｕｆｆｕｌｔｕｍＭａｘｉｍ 蓼科 根茎药用

红　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Ｌ． 蓼科

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Ｌ． 蓼科

扁　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Ｌ． 蓼科 药　用

尼泊尔蓼 Ｐｏｌｙ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Ｔｈｕｎｂ 蓼科

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Ｔｈｕｎｂ 蓼科 根药用

木藤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ａｕｂｅｒｔｉｉＬ．Ｈｅｎｒｙ 蓼科 果可食

卷茎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Ｌ． 蓼科

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ｕｍＬ． 蓼科

大　黄 Ｒｈｅ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Ｂａｉｌｌ 蓼科 根药用

掌叶大黄 Ｒｈｅｕｍ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Ｌ． 蓼科 块根药用

巴天酸模 Ｒｕｍｅｘ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ａＬ． 蓼科 根药用

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ｃｏｌｌｉｎａＰａｌｌ 藜科
嫩尖可食
果实药用

地　肤 Ｋｏｃｈｉ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Ｌ．）Ｓｃｈｒａｄ 藜科
嫩叶可食
种子药用

刺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Ｌ． 藜科

菊叶香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ｆｏｅｔｉｄｕｍＳｃｈｒａｄ 藜科

灰绿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ｇｌａｕｃｕｍＬ． 藜科 嫩尖可食代碱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Ｌ． 藜科 药　用

总状花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ｂｏｔｒｙｓＬ． 藜科 全株药用

杂配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ｈｙｂｒｉｄｕｍＬ． 藜科

青　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ａｒｇｅｎｔｅａＬ． 苋科 花药用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Ｌ． 苋科 饲用、药用

繁穗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Ｌ． 苋科

商　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ｃｉｎｏｓａＲｏｘｂ 商陆科 根药用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马齿苋科 食用、药用

蚤　缀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ｓｅｒｐｙｌｉｆｏｌｉａＬ． 石竹科

蔓假繁缕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ａｗ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Ｐａｘ．ｅｘ
ｐａｘｅｔＨｏｆｆｍ 石竹科

狭叶假繁缕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Ｍａｘｉｍ．）Ｐａｘ．ｅｘ
ＰａｘｅｔＨｏｒｒｍ 石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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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ｍｅｄｉａ（Ｌ．）Ｃｙｒ 石竹科 药　用

沼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Ｅｈｒｈ．ｅｘＲｅｔｚ 石竹科

鹅肠菜 Ｍａｌａｃｈｉｕｍ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Ｌ．）Ｆｒｉｅｓ 石竹科 药　用

薄蒴草 Ｌｅｐｙｒｏｄｉｃｌｉｓｈｏｌｏｓｔｅｏｉｅｌｅｓ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 石竹科

王不留行 Ｖａｃｃａｒｉａｓｅｇｅｔａｌｉｓ（Ｎｅｃｋ．）Ｇａｒｃｋｅ 石竹科 种子药用

拟漆骨草 ＳｐｅｒｇｕｌａｒｉａｓａｌｉｎａＪ．ｅｔＣ．Ｐｒｅｓｌ 石竹科

粗壮女蒌菜 Ｍｅｌａｎｄｒｉｕｍｆｉｒｍ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Ｒｏｈｒｂ 石竹科 药　用

女娄菜 Ｍｅｌａｎｄｒｉｕｍａｐｒｉｃｕｍ（Ｔｕｒｃｚ．）Ｒｏｈｒｂ 石竹科

米瓦罐 ＳｉｌｅｎｅｃｏｎｏｉｄｅａＬ． 石竹科 可食用、药用

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Ｖｉｓ 石竹科 药　用

高雪轮 ＳｉｌｅｎｅａｒｍｅｒｉａＬ． 石竹科

狗筋蔓 Ｃｕｃｕｂａｌｕｓ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Ｌ． 石竹科

丝石竹 Ｇｙｐｓｏｐｈｉｌａ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Ｆｉｓｃｈ 石竹科

霞　草 ＧｙｐｓｏｐｈｉｌａｏｌｄｈａｍｉａｎａＭｉｑ 石竹科 根药用

石　竹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 石竹科 全草药用

牡　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ｎｃ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 毛莨科 根皮药用

芍　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 毛莨科 根药用

铁筷子 Ｈｅｌｌｅｂｏｒ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Ｆｒａｎｃｈ 毛莨科 根药用

耧头菜 Ａｇｕｉｌｅｇｉａ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 毛莨科

丝叶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ａｃｅｕｍＢｇｅ 毛莨科

绢毛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ｂｒｅｖｉｓｅｒｉｃｅｕｍＷ．Ｔ．Ｗａｎｇｅｔ
Ｓ．Ｈ．Ｗａｎｇ 毛莨科

长喙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ｕｍ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毛莨科

瓣蕊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ｐｅｔａｌｏｉｄｅｕｍＬ． 毛莨科 药　用

贝加尔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ｅＴｕｒｃｚ 毛莨科 药　用

升　麻 ＣｍｉｃｉｆｕｇａｆｏｅｔｉｄａＬ． 毛莨科 药　用

松潘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ｓｕｎｇｐａｎｅｎｓｅ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毛莨科 根药用

西伯利亚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Ｐｏｉｒ 毛莨科

穿心莲乌头 Ａ．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Ｎａｋａｉ 毛莨科

鞘状乌头 Ａ．ｖａｇｉｎａｔｕｍＰｒｉｔｚ 毛莨科 根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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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棒锤 Ａ．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ａｎｕｍＧａｙ 毛莨科 药　用

乌　头 Ａ．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Ｄｅｂｘ 毛莨科 根药用

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ｃａｍｐｙｌｏｃｅｎｃｒｕｍＭａｘｉｍ 毛莨科

圆叶毛莨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ｉｎｄｉｖｉｓｕｓ（Ｍａｘｉｍ）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毛莨科

毛　莨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Ｔｈｕｎｂ 毛莨科 药　用

茴茴蒜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ｇｅ 毛莨科 全草药用

芯毛莨 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ｃｙｍｂａｌａｒｉａ（Ｐｕｒｓｈ）Ｇｒｅｅｎｅ 毛莨科 药　用

阿尔泰银莲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ｄｌｔａｉｃａＭｅｙ 毛莨科

大火草 Ａｎｅｍｏｎｅ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Ｍａｘｉｍ）Ｒｅｉ 毛莨科 药　用

钝裂银莲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ｇｅｕｍＬｅｖｌ 毛莨科

白头翁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ｇｅ．）Ｒｅｇｌｅ 毛莨科 药　用

山　蓼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ｈｅｘａｐｅｔａｌａＰａｌｌ 毛莨科

大瓣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ｍａｃｒｏｐｅｔａｌａＬｅｄｅｂ 毛莨科

甘青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Ｍａｘｉｍ．）Ｋｏｒｓｈ 毛莨科

黄花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ａＢｇｅ 毛莨科

秦岭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ａＭａｘｉｍ 毛莨科

粗齿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ｌｕｃｉｄａ（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ｔ．）
Ｗ．Ｔ．Ｗａｎｇ 毛莨科 根药用

短尾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ｔａＤＣ 毛莨科

毛叶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ａＭａｘｉｍ 小檗科 药　用

首杨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Ｆｅｄｄｅ 小檗科 药　用

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ｍＭａｘｉｍ 小檗科 全草药用

类叶牡丹 Ｃａｕ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ｒｏｂｕｏｔｕｍＭａｘｉｍ 小檗科

蝙蝠葛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ｕｍｄａｍｕｒｉｕｍＤＣ 防己科 根茎药用

华中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木兰科 果实药用

绢毛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Ｃ．Ｋ．Ａｌｌｅｎ 樟 科

白屈菜 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ｉｕｍｍａｊｕｓＬ． 罂粟科 全株药用

秃疮花 Ｄｉｃｒａｎｏｓｔｉｇｍａｌｅｐｔｏｐｏｄｕｍ（Ｍａｘｉｎ．）Ｆｅｄｄｅ 罂粟科 全草药用

荷青花 Ｈｙｌｏｍｅｃ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Ｐｒａｎｔｌ 罂粟科

角茴香 ＨｙｐｅｃｏｕｍｅｒｅｃｔｕｍＬ． 罂粟科 根药用

２７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荷包牡丹 Ｄｉｃｅ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Ｌ．）Ｌｅｎ 罂粟科

地丁草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Ｔｕｒｃｚ 罂粟科 根药用

紫　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ｅｄｕｌｉｓＭａｘｉｍ 罂粟科 全草药用

小黄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ｒａｄｄｅａｎａＲｅｇｄ 罂粟科 全草药用

芝麻菜 ＥｒｕｃａｓａｔｉｒａＭｉｌｌ 十字花科 油料

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ａｐｅｔａｌｕｍＷｉｌｌｄ 十字花科 全草药用

菥　 ＴｈｌａｓｐｉａｒｒｅｎｓｅＬ． 十字花科 全草药用

荠　菜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ａ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 十字花科 全草药用

葶　苈 ＰｒａｂａｎｅｍｏｒｏｓａＬ． 十字花科 药　用

白花碎米芥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ａ（Ｔａｕｓｃｈ．）Ｄ．Ｅ．Ｓｃｈａｌｚ 十字花科 全草代茶药用

紫花碎米芥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Ｏ．Ｅ．Ｓｃｈｕｌａ 十字花科

垂果南芥 ＡｒａｂｉｓｐｅｎｄｕｌａＬ． 十字花科

沼生焊菜 Ｒｅｒｉｐｐａｉｓｌａｎｄｉｃａ（Ｏｅｄｅｒ．）Ｂｏｒｂａｓ 十字花科

离子草 Ｃｈｏｒｉｓｐｏｒａｒｅｎｅｌｌａ（Ｐａｌｌ．）ＤＣ 十字花科

离心芥 Ｍａｌｃｏｌｍｉａ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Ｌ．）Ｒ．Ｂｒ 十字花科 全草药用

糖　芥 Ｅｒｙｓｉｍｕｍｃｈｅｉ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Ｌ． 十字花科

蚓果芥 Ｔｏｒｔｕｌａｒｉａｈｕｍｉｌｉｓ（Ｃ．Ａ．Ｍｅｙ）Ｏ．Ｅ．Ｓｃｈｕｌｚ 十字花科

播娘蒿 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ｓｏｐｈｉａｌｌ．Ｗｅｂｂ 十字花科 种子药用

瓦　松 Ｏ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ｓ（Ｔｕｒｃｚ）Ｂｅｒｇｅｒ 景天科 药　用

景　天 Ｓｅｄ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ｔｉｃｔｕｍＭｉｇ 景天科 药　用

轮叶景天 Ｓｅｄｕｍ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Ｌ． 景天科

狗牙瓣 Ｓｅｄｕｍｐｌ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Ｋ．Ｔ．Ｆｕ 景天科

火焰草 Ｓｅｄｕｍ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景天科

费　菜 ＳｅｄｕｍａｉｚｏｏｎＬ． 景天科 药　用

山梅花 Ｐｈ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ｉｎｃａｎｕｓＫｏｅｈｎｅ 虎耳草科 叶代茶

东陵八仙花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Ｄｉｐｐｅｌ 虎耳草科

轮叶绣球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Ｗ．Ｈ．Ｇａｏ 虎耳草科

小叶茶灬鹿
艹 Ｒｉｂｅｓ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Ｔｕｒｃｚ 虎耳草科 果可食、代茶

山麻子 Ｒｉｂｅ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Ｋｏｍ 虎耳草科 果可食、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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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枝茶灬鹿
艹 ＲｉｂｅｓｔｅｎｕｅＪａｎｃｚ 虎耳草科

落新妇 Ａｓｔｉｂｅ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ｘｉ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Ｓａｖ． 虎耳草科 药　用

索骨丹 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ａｅｓ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Ｂａｔａｌ 虎耳草科

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Ｍｅｅｒｂ 虎耳草科 茎药用

秦岭金腰子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ｂｉｏｎｄｉａｎｕｍＥｎｇｌ 虎耳草科

绣球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ｂｌｕｍｅｉＧ．Ｄｏｎ 蔷薇科 根、果实药用

长芽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ｌｏｎｇｉｇｅｍｍｉｓＭａｘｉｍ 蔷薇科

麻叶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 蔷薇科

土庄绣球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ｕｒｚｅ 蔷薇科

疏毛绣球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ｈｉｒｓｕｔａ（Ｈｅｎｓｌ．）Ｓｃｈｎｅｉｄ 蔷薇科

高丛珍珠梅 ＳｏｒｂａｒｉａａｒｂｏｒｅａＳｃｈｎｅｉｄ 蔷薇科

西北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ｚａｂｅｌｉｉＳｃｈｎｅｉｄ 蔷薇科 果可食

灰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ｕｓＴｕｒｚｅ 蔷薇科 果可食、药用

水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Ｂｇｅ 蔷薇科 果可食

甘肃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Ｗｉｌｓ 蔷薇科 果实药用

山　楂 Ｃｒａｔｅｇｕｓ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Ｂｇｅ 蔷薇科 果实药用

水榆花楸 Ｓｏｒｂｕｓａｌｎｉｆｏｌｉ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ｚｚ 蔷薇科

木　梨 Ｐｙｒｕｓｘｅｒｏｐｈｉｌａｙü 蔷薇科

杜　梨 Ｐｙｒｕｓｂｅｔ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Ｂｇｅ 蔷薇科 果、树皮药用

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ｂａｃｃａｔａ（Ｌ．）Ｂｏｒｋｈ 蔷薇科 果可食

花　红 Ｍａｌ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Ｎａｋａｉ 蔷薇科 果可食、药用

扁刺蔷薇 ＲｏｓａｓｗｅｇｉｎｚｏｗｉｉＫｏｅｈｎｅ 蔷薇科

黄蔷薇 ＲｏｓａｈｕｇｏｎｉｓＨｅｎｓｌ 蔷薇科

红花蔷薇 ＲｏｓａｍｏｙｅｓｉｉＨｅｍｓｌ．ｅｔＷｉｌｓ 蔷薇科

钝叶蔷薇 ＲｏｓａｓｅｒｒａｔａＲｏｌｆｅ 蔷薇科 药　用

龙牙草 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ｐｉｌｏｓａＬｅｄｅｂ 蔷薇科 全草药用

地　榆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 蔷薇科 药　用

陕西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ｐｉｌｕｌｉｆｅｒｕｓＦｏｃｋｅ 蔷薇科 果可食、酿酒

喜阴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ｍｅｓｏｇａｅｕｓＦｏｃｋｅ 蔷薇科 果可食、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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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莓 Ｒｕｂｕｓ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Ｌ． 蔷薇科

秀丽莓 ＲｕｂｕｓａｍａｂｉｌｉｓＦｏｃｋｅ 蔷薇科

水杨梅 ＧｅｕｍａｌｅｐｐｉｃｕｍＪａｃｑ 蔷薇科 全草药用

东方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ｏｚｉｎｓｋ 蔷薇科 果可食

小叶金露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Ｆｉｓｃｈ 蔷薇科

鹅绒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ａｎｓｅｒｉｎａＬ． 蔷薇科 药　用

朝天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ｓｕｐｉｎａＬ． 蔷薇科

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ｅｒ 蔷薇科 全草药用

多茎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ｉｓＢｇｅ 蔷薇科 药　用

二裂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ｂｉｆｕｒｃａＬ． 蔷薇科

钩叶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ａｎｃｉ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Ｂｇｅ 蔷薇科

西山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ｓ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Ｂｇｅ 蔷薇科

蕤　核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Ｂａｔａｌ 蔷薇科 果可食核入药

山　桃 Ｐｒｕｎ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Ｇａｒｒ．）Ｆａｒｎｃｈ 蔷薇科 种仁药用

毛叶欧李 ＰｒｕｎｕｓｄｉｃｔｙｏｎｅｕｒａＰｉｅｌｓ 蔷薇科 种仁药用

杏 Ｐｒｕｎｎｓ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Ｌ． 蔷薇科 种仁药用

李 ＰｒｕｎｕｓｓａｌｉｃｉｎａＬｉｎｄｌ 蔷薇科

托叶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ｓｔｉｐｕｌａｃｅａＭａｘｉｍ 蔷薇科

毛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Ｔｈｕｎｂ 蔷薇科 种仁药用

盘腺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ｄｉｓｃａｄｅｎｉａＫｏｅｈｎｅ 蔷薇科 果可食

刺毛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ｓｅｔｕｌｏｓａＢａｔａｌ 蔷薇科

灰毛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Ｂｏｉｓ 蔷薇科 核入药

假稠李 Ｍａｄｄｅｎｉａ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ａＫｏｅｈｎｅ 蔷薇科 药　用

苦　参 Ｓｏｐｈｏｒ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Ａｉｔ 豆科 药　用

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 豆科

白刺花 ＳｏｐｈｏｒａｖｉｃｉｉｆｏｌｉａＨａｎｃｅ 豆科

披针叶黄花 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Ｒ．Ｂｒ 豆科 药　用

紫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Ｌ． 豆科 药　用

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Ｌｄｂ 豆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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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ｌｕｐｕｌｉｎａＬ． 豆科 饲　用

野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ｆａｌｃａｔａＬ． 豆科 饲　用

白香草苜蓿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ａｌｂｕｓＤｅｓｒ 豆科 饲　用

黄香草苜蓿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Ｄｅｓｒ 豆科 饲　用

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Ｌｅｄｅｂ 豆科 饲　用

多花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ａｍｂｌｙａｎｔｈａＣｒａｉｂ 豆科

铁扫帚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Ｓｔｅｕｄ 豆科 药　用

紫穗槐 Ａｍｏｒｐｈ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Ｌ． 豆科

刺　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Ｌ． 豆科

普氏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ｐｕｒｄｏｍｉｉＲｅｈｄ 豆科

甘青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豆科 药　用

新疆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ｃａｍｉｌｌｉ—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Ｋｏｍ 豆科 全草药用

甘蒙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ｏｐｕｌｅｎｓＫｏｍ 豆科 药　用

米口袋 Ｇｕｅ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Ｂｇｅ 豆科 果可食、酿酒

狭叶米口袋 Ｇ．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Ｂｇｅ 豆科 果可食、酿酒

直立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ａｄｓｓｕｒｇｅｎｓＰａｌｌ 豆科 入　药

草木樨状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ｌｉｌｏｔｏｉｄｅｓＰａｌｌ 豆科 饲　用

达呼里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ｓ（Ｐａｌｌ．）Ｄｃ 豆科 饲　用

荚膜黄芪 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 豆科

毛细柄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ｓＦｉｓｃｈ 豆科

鸡峰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ｋｉｆｏｎｓａｎｉｃｕｓＵｌｂｒ 豆科

糙叶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ｓｅａｂｅｒｒｉｍｕｓＢｇｅ 豆科

蔓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ｓＲ．Ｂｒ 豆科 饲　用

地八角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ｂｈｏｔａｎｅｎｓｉｓＢａｋｅｒ 豆科 入　药

皱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ｔａｒｔａｒｉｃｕｓＦｒａｎｃｈ 豆科

二色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ｏｃｈｒａｎｔｈａＴｕｒｃｚ 豆科

黄毛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ｂｉｃｏｌｏｒＢｇｅ 豆科

甘　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 豆科 根入药

刺果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Ｍａｘｉｍ 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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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岩黄芪 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ｍｕｌｔｉｊｕｇｕｍＭａｘｉｍ 豆科

拟蚕豆岩黄芪 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ｖｉｃｉｏｉｄｅｓＴｕｒｃｚ 豆科

截叶铁扫帚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ｃｕｎｅａｔａ（Ｄｕｍ．ｃｏｕｒｓ．）Ｇ．Ｄｏｎ 豆科 药　用

达呼里胡枝子 Ｌ．ｄａｖａｒｉｃａ（Ｌａｘｍ．）Ｓｃｈｉｎｄｌ 豆科 代茶、药用

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 豆科 代茶、药用

多花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Ｂｇｅ 豆科 根药用、饲用

杭
艹
子梢 Ｃａ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Ｂｇｅ．）Ｒｅｈｄ． 豆科 根药用

歪头菜 ＶｉｃｉａｕｎｉｊｕｇａＡ．Ｂｒ 豆科 药　用

三齿草藤 ＶｉｃｉａｂｕｎｇｅｉＯｈｗｉ 豆科 饲　用

窄叶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Ｌ． 豆科 饲　用

毛叶苕子 ＶｉｃｉａｖｉｌｌｏｓａＲｏｔｈ 豆科 饲　用

山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ａｍｏｅｎａＦｉｓｃｈ 豆科 饲　用

广布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ｃｒａｃｃａＬ． 豆科 饲　用

矮香碗豆 ＬａｔｈｙｒｕｓｈｕｍｉｌｉｌｉｓＦｉｓｃｈ 豆科

牧地香豌豆 Ｌａｔｈｙｒｕｓ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Ｌ． 豆科 饲　用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ｏｊ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豆科 饲　用

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ｇｒｆｆｉｔｈｉｉＥｄｇｏｗｅｔＨｏｏｋ．ｆ． 酢浆草科 药　用

毛蕊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ｅｒｉｏｓｔｅｍｏｎＦｉｓｃｈ ?牛儿苗科

粗根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ｍＤｃ ?牛儿苗科

鼠掌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 ?牛儿苗科

?牛儿苗 Ｅｒｏｄｉｕｍ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 ?牛儿苗科 根入药

野亚麻 ＬｉｎｕｍｓｔｅｌｌｅｒｏｉｄｅｓＰｌａｎｃｈ 亚麻科

骆驼蓬 ＰｅｇａｎｕｍｈａｒｍａｌａＬ． 蒺藜科 药　用

蒺　藜 Ｔｉｂｕｌ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Ｌ． 蒺藜科 药　用

崖　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ｓｃｈ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芸香科 药　用

白　藓 Ｄｉｃｔａｍｕｓ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ｕｓＴｕｒｃｚ 芸香科 代　茶

臭　椿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Ｍｉｌｌ）Ｓｗｉｎｇｌｅ 苦木科 代　茶

苦　木 Ｐｉｃｒａｓｍａｑｕａｓｓｉｏｉｄｅｓ（Ｄ．Ｄｏｎ）Ｂｅｎｎ 苦木科 根药用

香　椿 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Ｒｏｅｍ 楝科 嫩叶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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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志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 远志科 药　用

西伯利亚远志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Ｌ． 远志科 药　用

瓜子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ｊａｐｏｊｎｉｃａＨｏｕｔ 远志科 药　用

一叶 Ｓｅｃｕｒｉｎｅｇ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Ｐａｌｌ．）Ｒｅｈｄ 大戟科 药　用

地构叶 Ｓｐｅｒａｎｓｋｉａ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ａ（Ｂｇｅ．）Ｂａｌｌ 大戟科 药　用

地锦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ｈｕｍｉｆｕｓａＷｉｌｌｄ 大戟科 药　用

乳浆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ｓｕｌａＬ． 大戟科 药　用

猫眼草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ｌｕｎｕｌａｔａＢｇｅ 大戟科 药　用

漆　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ｍ（Ｓｔｏｋｅｓ．）
Ｆ．Ａ．Ｂａｒｋｌｅｙ 漆树科 药　用

哥兰叶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ｇｅｍｍａｔｕｓＬｏｅｓ 卫矛科 根药用

白　杜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ｓＭａｘｉｍ 卫矛科 药　用

栓翅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ｐｈｅｌｌｏｍａｎｅｓＬｏｅｓ 卫矛科 根入药

卫　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ａｌ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Ｓｉｅｂ 卫矛科 树皮、根药用

疣枝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ｏｉｄｅｓＬｏｅｓ 卫矛科

纤齿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Ｌｏｅｓ 卫矛科

省沽油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ｂｕｍａｌｄａＤｃ． 省沽油科 药　用

地锦槭 ＡｃｅｒｍｏｎｏＭａｘｉｍ 槭树科 代　茶

茶条槭 ＡｃｅｒｇｉｎｎａｌａＭａｘｉｍ 槭树科 代　茶

青榨槭 Ａｃｅｒ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 槭树科 根药用饲用

栾　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Ｌａｘｍ 无患子科 根药用

文冠果 Ｘａｎｔｈｏｒｅｒａｓ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Ｂｇｅ 无患子科 药　用

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ｃｕｎｅｉｆｏｌｉａＦｒａｎｃｈ 清风藤科 药　用

水金凤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ｎｏｌｉ—ｔａｎｇｅｒｅＬ． 凤仙花科 药　用

少脉鹊梅藤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ｐａｕｃｉｃｏｓｔａｔａＭａｘｉｍ 鼠李科 药　用

琉璃枝 Ｒｈａｍｎｕｓ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Ｂｇｅ 鼠李科 药　用

冻　绿 ＲｈａｍｎｕｓｕｔｉｌｉｓＤｅｌｎｅ 鼠李科 药　用

皱叶鼠李 ＲｈａｍｕｓｒｕｇｕｌｏｓａＨｅｍｓｌ 鼠李科

三裂叶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Ｐｌａｎｃｈ 葡萄科 药用、酿酒

少脉椴 ＴｉｌｉａｐａｕｃｉｃｏｓｔａｔａＭａｘｉｍ 椴树科 花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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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葵 Ｍａｌｖ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ａｖ 锦葵科 花、叶药用

冬　葵 Ｍａｌｖａ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Ｌ． 锦葵科 药　用

野锦葵 Ｍａｌｖａ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Ｌ． 锦葵科

蜀　葵 Ａｌｔｈａｅａｒｏｓｅａ（Ｌ．）Ｃａｒ 锦葵科 花、果药用

野西瓜苗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ｔｒｉｏｎｕｍＬ． 锦葵科

狗枣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ｋｏｌｏｍｋｔａ（Ｍａｘｉｍ．ｅｔＲｕｐｒ．）Ｐｌａｎｃｈ 猕猴桃科

四萼猕猴桃 Ａ．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ａＭａｘｉｍ 猕猴桃科

黄海棠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ａｓｃｙｒｏｎＬ． 藤黄科 药用代茶

柽　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 柽柳科 药　用

鸡腿堇菜 Ｖｉｌｏ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Ｌｅｄｅｂ 堇菜科 叶药用

南山堇菜 Ｖｉｏｌａｃｈａ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Ｒｅｇｅｌ）Ｗ．Ｂｅｃｋ． 堇菜科

紫花地丁 Ｖｉｏｌａ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Ｍａｋｉｎｏ 堇菜科 药　用

白花地丁 ＶｉｏｌａｐａｔｒｉｎｉｉＤＣ 堇菜科 药　用

河蒴荛花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ｃｈａｍａｅｄａｐｈｎｅＭｅｉｓｎ 瑞香科 叶、花药用

狼　毒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Ｌ． 瑞香科 根药用

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Ｔｈｕｎｂ 胡颓子科
药用、果可
食、酿酒

沙　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 胡颓子科
果可食、酿酒
药用

牛泷草 ＣｉｒｃａｅａｃｏｒｄｅｔａＲｏｙｌｅ 柳叶菜科 药　用

柳叶菜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ｈｉｒｓｕｔｒｍＬ． 柳叶菜科 药　用

小花柳叶菜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Ｓｃｃｈｒｅｂ 柳叶菜科

柳　兰 Ｃｈａｍａｅｎｅｒｉｏｎ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Ｌ．）Ｓｃｏｐ 柳叶菜科 药　用

红毛五加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Ｈａｒｍｓ 五加科 药　用

倒卵叶五加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ｏｂｏｖａｔｕｓＧ．Ｈｏｏ 五加科 药　用

糙叶五加 Ａｃａｈ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ｈｅｎｒｙｉ（Ｏｌｉｖ）Ｈａｒｍｓ． 五加科 药　用

(

　木 Ａｒａ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 五加科 根皮、叶药用

珠子七 Ｐａｎａｘ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ｕｓＨｏｏ 五加科 药　用

细弱变豆菜 Ｓａｎｉｃｕｌａ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Ｈ．Ｗｏｌｆｆ 伞形科

峨　参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Ｌ．）Ｈｏｆｆｍ 伞形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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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　衣 Ｔｏｒｉ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Ｈｏｕｔｔ）ＤＣ． 伞形科 药　用

异伞棱子芹 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ｍＨｅｍｓｌ 伞形科

柴　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ＤＣ 伞形科 根入药

黑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ｓｍｉｔｈｉｉＷｏｌｆｆ 伞形科

金黄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ａｕｔｒｕｍＦｉｓｃｈ 伞形科 药　用

田页艹蒿 ＣａｒｕｍｂｕｒｉａｔｉｃｕｍＴｕｒｃｚ 伞形科 药　用

页
艹　蒿 ＣａｒｕｍｃａｒｖｉＬ． 伞形科 药　用

尖齿茴芹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ａｒｇｕｋａＤｉｅｌｓ 伞形科

防　风 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Ｔｕｒｃｚ）Ｓｃｈｉｓｃｈｋ 伞形科 药　用

水　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Ｔｈｕｎｂ）Ｋ．—Ｐｏｌ 伞形科 药　用

当　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 伞形科 药　用

白花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ｕｍＰｕｎｎ 伞形科 药　用

)

　木 Ｃｏｒｎ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Ｗａｌｌ 山茱萸科 药　用

沙
)

Ｃｏｒｎｕｓ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Ｌ．Ｈｅｎｒｙ 山茱萸科

狭叶珍珠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ａＢｇｅ 报春花科

狼尾巴花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ｂａｒｙｓｔａｃｈｙｓＢｇｅ 报春花科 药　用

多脉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ａＦｒａｎｃｈ 报春花科

点地梅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Ｌｏｕｒ）Ｍｅｒｒ 报春花科 药　用

二色补血草 Ｌｉｍｏｎｉｕｍｂｉｃｏｌｏｒ（Ｂｇｅ）Ｏ．Ｋｕｎｔｚｅ 蓝雪科 药　用

大叶白蜡树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Ｈｃｅ 木犀科 药　用

白蜡树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ｘｂ 木犀科 药　用

花叶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Ｍｉｌｌ 木犀科 药　用

小叶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Ｄｉｅｌｓ 木犀科 药　用

紫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ｏｂｌａｔａＬｉｎｄｌ 木犀科 药　用

互叶醉鱼草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ａＭａｘｉｍ 马钱科

扁　蕾 Ｇｅｎｔｉａｎｏｐｓｉｓｂａｒｂａｔａ（Ｆｒｏｅｌ）Ｍａ 龙胆科

翼萼蔓 Ｐｔｅｒｙｇｏｃａｌｙｘ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Ｍａｘｉｍ 龙胆科

假水生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Ｋｕｓｎｅｚ 龙胆科

尖叶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ａｒｉｓｔａｔａＭａｘｉｍ 龙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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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里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ｄａｈｕｒｃｉａＦｉｓｃｈ 龙胆科 根药用

秦　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Ｐａｌｌ 龙胆科 根入药

椭圆叶花锚 ＨａｌｅｎｉｅｌｉｐｔｉｃａＤ．Ｄｏｎ 龙胆科

当　药 Ｓｗｅｒｔｉａｄｉｌｕｔａ（Ｔｕｒｃｚ）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 龙胆科 药　用

杠　柳 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ｓｅｐｉｕｍＢｇｅ 萝摩科 药　用

萝　摩 Ｍｅｔａｐｌｅｘ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 萝摩科 药　用

群虎草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Ｓｃｈｌｔｒ 萝摩科

白首鸟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ｂｕｎｇｅｉＤｅｃｎｅ 萝摩科 根药用

鹅绒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Ｒ．Ｂｒ 萝摩科 药　用

戟形鹅绒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Ｗｉｌｌｄ 萝摩科 根药用

峨眉牛皮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Ｓｃｈｌｔｒ 萝摩科

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ｍ 旋花科 种子药用

日本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ｊａｏｎｉｃａＣｈｏｉｓｙ 旋花科 种子药用

牵　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ｎｉｌ（Ｌ．）Ｃｈｏｉｓｙ 旋花科 种子药用

田旋花 ＣｏｎｖｏｌｖｅｌｕｓａｒｖｅｎｓｉｓＬ． 旋花科

打碗花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Ｗａｌｌ 旋花科 根入药

篱打碗花 Ｃ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ｓｅｐｉｕｍ（Ｌ．）Ｒ．Ｂｒ． 旋花科

附地菜 Ｔｒｉｇｏｎｔｉｓ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Ｔｒｅｕ）Ｂｅｎｔｈ 紫草科 药　用

狼紫草 Ｌｙｃｏｐｓ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 紫草科 药　用

狭苞斑种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ｋｕｓｎｅｚｏｗｉｉＢｇｅ 紫草科

兰香草 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ｉｎｃａｎａ（Ｔｈｎａｂ）Ｍｉｑ 马鞭草科

水棘针 ＡｍｅｔｈｙｓｔｅａｃａｅｒｕｌｅａＬ． 唇形科

荫生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ｕｍｂｒａｔｉｃａＨａｎｃｅ 唇形科 药　用

黄鼠狼花 Ｓａｌｖｉａ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唇形科

甘肃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Ｐｉｅｌｓ 唇形科 药　用

筋骨草 Ａｊｕｇ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Ｂｇｅ 唇形科 药　用

宝盖草 Ｌａｍｉｕｍ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Ｌ． 唇形科 药　用

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ｔ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唇形科 药　用

短柄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ａｌｂｕｍＬ． 唇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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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黄草 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ｓｅｒｒａ（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ａ 唇形科

夏至草 Ｌａｇｏｐｓｉｓｓｕｐｉｎａ（Ｓｔｅｐｈ）ＩＫ—Ｇａｌ 唇形科 药　用

木本香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ｉＢｅｎｔｈ 唇形科

香　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Ｈｙｌａｎｄ 唇形科 药　用

密花香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ｄｅｎｓａＢｅｎｔｈ 唇形科

藿　香 Ａｇａｓｔａｃｈｅｒｕｇｏｓａ（Ｆｉｓｈ．ｅｔＭｅｙ）Ｏ．Ｋｉｔｚｅ 唇形科 药　用

甘青青兰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 唇形科 药　用

香青兰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ｍｏｌｄａｖｉｃａ 唇形科 药　用

串铃草 Ｐｈｌｏｍｉ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Ｔｕｒｃｚ 唇形科 药　用

糙　苏 ＰｈｏｍｉｓｕｍｂｒｏｓａＴｕｒｃｚ 唇形科 药　用

甘露子 Ｓｔａｃｈｙｓ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 唇形科

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ｕｔｔ 唇形科 药　用

细叶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Ｌ． 唇形科 药　用

脓疮草 Ｐａｎｚｅｒｉａ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ａＫｕｐｒ 唇形科

薄　荷 Ｍｅｎｔｈａ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Ｂｒｉｑ 唇形科 入　药

百里香 Ｔｈｙｍ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Ｒｏｎｎ 唇形科 代茶、入药

芌 Ｐｅｒ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Ｌ．）Ｂｒｉｔｔｏｎ 唇形科 食用、入药

天仙子 ＨｙｓｃｙａｍｕｓｎｉｇｅｒＬ． 茄科 药　用

黄花烟草 ＮｉｃｏｔａｎａｒａｂａｃｕｍＬ． 茄科

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Ｌ． 茄科 药　用

龙　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ｎｉｇｒｕｍＬ． 茄科 药　用

野　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ｍＢｇｅ 茄科

中宁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 茄科
根、果入药
嫩芽可食

柳穿鱼 Ｌｉｎａｒｉ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Ｍｉｌｌ 玄参科

地　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Ｌｉｂｏｓｃｈ 玄参科 药　用

阴行草 Ｓｉｐｈ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ｅｎｔｈ 玄参科 药　用

短茎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ａｒｔｓｅｌａｅｒｉＭａｘｉｍ 玄参科

穗花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ｓｐｉｃａｔａＰａｌｌ 玄参科

红纹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ｓｔｒｉａｔａＰａｌｌ 玄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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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生马先蒿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ｕｓｃｉｃｏｌａＭａｘｉｍ 玄参科 根药用

松　蒿 Ｐｈｔｈｅ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Ｔｈｕｎｂ．）Ｋａｎｉｔｚ 玄参科

角　蒿 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ｍ 紫葳科 药　用

黄花角蒿
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ＢａｔａｌｉｎＶａｒ．Ｉａｘｉｆｏｌｉａ
Ｂａｔａｌｉｎ 紫葳科

列　当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ｅｃｏ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Ｓｔｅｐｈ 列当科 药　用

平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Ｗｉｌｌｄ 车前科 种子药用

条叶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ｌｅｓｓｉｎｇｉｉ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 车前科 种子药用

车　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Ｌ． 车前科 种子药用

大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ｍａｊｏｒＬ． 车前科 种子药用

蓬子菜 ＧａｌｉｕｍｖｅｒｕｍＬ． 茜草科 药　用

小叶猪殃殃 ＧａｌｉｕｍｔｒｉｆｉｄｕｍＬ． 茜草科

中国茜草 Ｒｕｂ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ｅｇｅｌｅｔＭａａｃｋ 茜草科 根药用

茜　草 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 茜草科 药　用

接骨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ｄｌ 忍冬科 药　用

接骨木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ｉＨａｎｃｅ 忍冬科 根皮、叶药用

莛子灬鹿
艹 Ｔｒｉｏｓｔｕｍ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ｕｍＭａｘｉｍ 忍冬科 根药用

榛叶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Ｂａｔａｌ 忍冬科 根药用

蒙古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Ｐａｌｌ）Ｒｅｈｄ 忍冬科

陕西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ｓｃｈｅｎｓｉａｎｕｍＭａｘｉｍ 忍冬科

六道木 ＡｂｅｌｉａｂｉｆｌｏｒａＴｕｒｃｚ 忍冬科

太白六道木 Ａｂｅｌｉａｄｉｅｌｓｉｉ（Ｇｒａｅｂｎ）Ｒｅｈｄ 忍冬科

盘叶忍冬 Ｌｏｍｉｃｅｒａｔｒａ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Ｈｅｍｓｌ 忍冬科 花药用

葱皮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 忍冬科 花药用

金银木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ｍａａｃｋｉｉ（Ｒｕｐｒ．）Ｍａｘｉｍ 忍冬科 花入药、叶代茶

红花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ｓｙｒｉｎｇａｎｔｈａＭａｘｉｍ 忍冬科

北京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ｅｌｉｓａｅＦｒａｎｃｈ 忍冬科

糙叶败酱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ｓｃａｂｒａＢｇｅ 败酱科 药　用

日本续断 Ｄｉｐｓａｃ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Ｍｉｑ 川续断科 根入药

赤 雹 ＴｈｌａｄｉａｎｔｈａｄｕｂｉａＢｇｅ 葫芦科 果实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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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 桔梗科 药　用

风铃草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Ｌａｍ 桔梗科

秦岭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ＰａｘｅｔＨｏｆｆｍ 桔梗科 根药用

石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ｐｏｌｙａｔｈａＮａｋａｉ 桔梗科 药　用

细叶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Ｎａｎｎｆ 桔梗科 根药用

泡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Ｋｏｒｓｈ 桔梗科 根药用

金叶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ｕｒｃｚ 菊科

山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ｌａｕｘｔｕｒｅａｎａ（Ｄｅｂｘ）Ｋｉｔａｍ 菊科

北方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Ｆｒａｎｃｈ）Ｋｉｔａｍ 菊科 药　用

狗哇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ａｌｔａｉｃｕｓ（Ｗｉｌｌｄ）Ｎｏｖｏｐｏｋｌ 菊科

高山紫菀 ＡｓｔｅｒａｌｐｉｎｕｓＬ． 菊科

三褶脉紫菀 Ａｓｔ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Ｔｕｒｃｚ 菊科 药　用

飞　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ａｃｅｒＬ． 菊科 全草药用

堪察加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ｋａｍｔｓｃｈａｔｉｃｕｓＤｃ 菊科

小蓬草 Ｃｏｎｙｚａ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Ｌ．）Ｃｒｏｎｑ 菊科 药　用

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Ｗｉｌｌｄ）Ｂｅａｕｖ 菊科

薄雪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Ｍｉｑｖａ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菊科 花药用

乳白香青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ｌａｃｔｅａＭａｘｉｍｆ．ｌａｃｔｅａ 菊科 药　用

铃铃香青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Ｍａｘｉｍ 菊科 花药用

旋覆花 Ｉｎｕ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 菊科 药　用

大花金挖耳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Ｓａｖ 菊科 药　用

烟管头草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ｃｅｒｍｕｍＬ． 菊科 药　用

腺梗菜 Ａｄｅｎｏｃａｕｌｏｎ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ｍＥｄｇｅｗ 菊科 根状茎药用

苍　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Ｐａｔｒｉｎ 菊科 果药用

菊　芋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Ｌ． 菊科 块茎食用、药用

狼尾草 Ｂｉｄｅｎｓ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ａＬ． 菊科 药　用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Ｌ． 菊科 全草药用

小花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Ｗｉｌｌａ 菊科 药　用

一枝蒿 Ａｃｈｉｌｌｅａ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Ｈｅｉｍｅｒｌ 菊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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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ｃｕｍ（Ｌ．）ＤｅｓＭｏｕｌ 菊科 药　用

甘　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Ｆｉｓｃｈ．ｅｘ
Ｔｒａｕｔｖ．）ＬｉｎｇｅｔＳｈｉｈ

菊科 花药用

小红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ｃｈａｎｅｔｉｉ（Ｌｅｖｌ）Ｓｈｉｈ 菊科

紫花野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ｚａｗａｄｓｋｉｉ（Ｈｅｒｂ．）Ｔｚｖｅｌ 菊科

牛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ｕｂｄｉｇｉｔａｔａＭａｔｔｆ 菊科 药　用

蒙古蒿 Ａｔｒｅｍｉｓｉ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Ｆｉｓｃｈ 菊科

线叶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ｕｂｕｌａｔａＮａｋａｉ 菊科

野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Ｄｃ 菊科 药　用

裂叶蒿 Ａｒｔｅｎｉｓｉａ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Ｗｉｌｌａ 菊科

牡　蒿 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 菊科 药　用

茵陈蒿 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Ｔｈｕｎｂ 菊科 嫩茎叶药用

大籽蒿 Ａ．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ａｎａＷｉｌｌｄ 菊科 药　用

黄花蒿 Ａ．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 菊科 药　用

臭　蒿 Ａ．ｈｅｄｉｎｉｉＯｓｔｅｎｆ 菊科 药　用

猪毛蒿 Ａ．ｓｃｏｐａｒｉａＷａｌｄｓｔｅｔＫｉｔ 菊科 药　用

莳罗蒿 Ａ．ａｎｅｔｈｏｉｄｅｓＭａｔｔｆ 菊科 药　用

款　冬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Ｌ． 菊科 药　用

蛛毛蟹甲草 Ｃａｃａｌｉａｒｏｂｏｒｏｗｓｋｉｉ（Ｍａｘｉｍ．）Ｌｉｎｇ 菊科 药　用

羽裂蟹甲草 Ｃａｃａｌｉａ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Ｆｒａｎｃｈ）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菊科 药　用

太白山蟹甲草 Ｃａｃａｌｉａｐｉｌｇｅｒｉａｎａ（Ｄｉｅｌｓ）Ｌｉｎｇ 菊科

羽叶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ａｒｇｕｎｅｎｓｉｓＴｕｒｃｚ 菊科

掌叶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Ｍａｘｉｍ）Ｐｉｅｌｓ 菊科

甘青橐吾 Ｌ．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Ｐｏｊａｒｋ 菊科

蓝刺头 Ｅｃｈｉｎｏｐｓ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Ｔａｕｓｃｈ 菊科

牛　蒡 ＡｒｃｔｉｕｍｌａｐｐａＬ． 菊科 药　用

青海鳍蓟 Ｏｌｇａｅａ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Ｉｌｊｉｎ 菊科

飞　廉 ＣａｒｄｕｕｓｃｒｉｓｐｕｓＬ． 菊科

刺儿菜 ＣｉｒｓｉｕｍｓｅｇｅｔｕｍＢｇｅ 菊科 药　用

大刺儿菜 Ｃ．ｓｅｔｏｓｕｍ（Ｗｉｌｌｄ）Ｂｉｅｂ 菊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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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叶蓟 Ｃ．ｌｉｎｅａｒｅ（Ｔｈｕｎｂ．）ＳｃｈＢｉｐ 菊科

奎　蓟 Ｃ．ｌｅｏＮａｋａｉｅｔＫｉｔａｇ 菊科

聚头蓟 Ｃ．ｓｏｕｌｉｅｉ（Ｆｒａｎｃｈ）Ｍａｔｔｆ 菊科 药　用

水飞蓟 Ｓｉｌｙｂｕｍｍａｒｉａｎｕｍ（Ｌ．）Ｇａｅｒｔｎ 菊科 药　用

美花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Ｆｉｓｃｈ 菊科

风毛菊 Ｓ．ｊａｐｏｎｉａ（Ｔｈｕｎｂ．）Ｄｃ 菊科 药　用

草地风毛菊 Ｓ．ａｍａｒａ（Ｌ．）Ｄｃ 菊科

弯苞风毛菊 Ｓ．ｒｅｃｕｒｖａｔａ（Ｍａｘｉｍ）Ｌｉｐｓｃｈ 菊科

华北风毛菊 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Ｆｒａｎｃｈ 菊科

篦叶风毛菊 Ｓ．ｖａｒｉｌｌｏｂａＬｉｎｇ 菊科

麻花头 ＳｅｒｒａｔｕｌａｃｅｎｔａｕｒｏｉｄｅｓＬ． 菊科

多头麻花头 Ｓｅｒｒａｔｕｌａｐｏ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Ｉｌｊｉｎ 菊科

钟苞麻花头 Ｓ．ｃｕｐ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ｆＮａｋａｉｅｔＫｉｔａｇ 菊科

项羽菊 Ａｃｒｏｐｔｉｌｏｎｒｅｐｅｎｓ（Ｌ）ＤＣ 菊科 药　用

祁州漏芦 Ｒｈａｐｏｎｔｉｃｕｍｕｎｉｆｌｏｒｕｍ（Ｌ）ＤＣ 菊科

大丁草 Ｌｅｉｂｎｉｔｚｉａａｎａｎｄｒｉａ（Ｌ）Ｎａｋａｉ 菊科 药　用

笔管草 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ａａｌｂｉｃａｕｌｉｓＢｇｅ 菊科 药　用

毛连菜 Ｐｉｃｒ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 菊科 药　用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菊科 药　用

华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ｓｉｎｉｃｕｍＫｉｔａｇ 菊科

苣荬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ｂｒａｃｈｙｏｔｕｓＤＣ 菊科 嫩叶可食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Ｌ 菊科 嫩叶可食

山苦菜 Ｉｘｅｒ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Ｔｈｕｎｂ．）Ｎａｋａｉ 菊科

抱茎苦荬菜 Ｉｘｅｒｉｓ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Ｈａｎｃｅ 菊科 药　用

苦荬菜 Ｉｘｅｒｉｓ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Ｈｏｕｔｔ）Ｓｔｅｂｂ 菊科 药　用

山柳菊 Ｈｉｅｒａｃｉｕｍ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ｍＬ． 菊科 药　用

黑三棱 Ｓｐａｒｇａｎｉｕｍ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ｕｍＢｕｃｈＨａｍ 黑三棱科 药　用

狭叶黑三棱 Ｓ．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Ｍａｘｉｍ 黑三棱科 药　用

箭　竹 Ｓｉｎ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ｎｉｔｉｄａ（Ｍｉｔｆｏｒｄ）Ｎａｋａｉ 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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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芦　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ｒｉｎ 禾本科 药　用

臭　草 ＭｅｌｉｃａｓｃａｂｒｏｓａＴｒｉｎ 禾本科 药　用

甘肃臭草 Ｍｅｌｉｃａ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ｙｉＲｏｓｈｅｒ 禾本科

小野臭草 Ｍ．ｏｎｏｅｉ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Ｓａｖ 禾本科

早熟禾 ＰｏａａｎｎｕａＬ． 禾本科 饲　料

硬质早熟禾 ＰｏａｓｐｈｏｎｄｙｌｏｄｅｓＴｒｉｎ 禾本科 药　用

旱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Ｌ． 禾本科

无毛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ｐｉｌｏｓａＢｅａｕｖｖａｒ．ｉｍｂｅｒｂ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禾本科

长花隐子草 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ｌｏｎｇｉｆｏｒａＫｅｎｇ 禾本科

无芒隐子草 Ｃ．ｓｏｎｇｏｒｉｃａ（Ｒｏｓｈｅｖ）Ｏｈｗｉ 禾本科

远东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ｓｕｂｕｌａｔａＴｒｉｎ 禾本科

苇状羊茅 Ｆ．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Ｓｃｈｒｅｂ 禾本科

鹅冠草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Ｋｅｎｇ 禾本科

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ｓＴｕｒｃｚ 禾本科

蟋蟀草 Ｅｌｙｍｕｓｉｎｄｉｃａ（Ｌ．）Ｇａｅｒｔｎ 禾本科 药　用

虎尾草 ＣｈｌｉｒｉｓｖｉｒｇａｔａＳｗａｒｔｚ 禾本科

赖　草 Ｋｏｅｌｅｒｉａｃｒｉｓｔａｔａ（Ｌ．）Ｐｅｒｓ 禾本科 根状茎药用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ｆａｔｕａＬ． 禾本科

蔺状隐花草 Ｃｒｙｐｓｉｓｓｃｈｏｅｎｏｉｄｅｓ（Ｌ．）Ｌａｍ 禾本科

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ｐｒｔｅｎｓｉｓＬ． 禾本科

野青茅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ｓｙｌｖａｔｉａ（Ｓｃｈｒａｄ）Ｋｕｎｔｈ 禾本科

乱子草 Ｍｕ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ａｂｕｇｅｌｉｉＴｒｉｎ 禾本科

长芒草 Ｓｔｉｐａ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ＴｒｉｎｅｘＢｇｅ 禾本科

阿尔秦针茅 ＳｔｉｐａｋｒｙｌｏｖｉｉＲｏｓｈｅｒ 禾本科

中华落芒草 Ｏｒｙｚｏｐ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Ｈｉｔｃｈｃ 禾本科

远东芨芨草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ｅｘｔｒｅｍ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Ｋｅｎｇ 禾本科

秦氏芨芨草 Ａ．ｃｈｉｎｇｉｉ（Ｈｉｔｃｈｅ）Ｋｅｎｇ 禾本科

羽　茅 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Ｋｅｎｇ 禾本科

匍匐剪船颖 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Ｒｏｔｈ 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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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粟　草 ＭｉｌｉｕｍｅｆｆｕｓｕｍＬ． 禾本科 饲　用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Ｂａｅｕｒ 禾本科 药　用

金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ｇｌａｕｃａ（Ｌ．）Ｂａｅｕｖ 禾本科 饲　用

白　草 Ｐｅ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ｍＧｒｉｓｅｂ 禾本科 饲　用

狼尾草 Ｐ．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Ｓｐｒｅｎｇ 禾本科

止血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ｌｓｃｈａｅｍｍ（Ｓｃｈｒｅｂ．）Ｓｃｈｒｅｂ 禾本科

马　唐 Ｄ．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Ｌ．）Ｓｃｏｐ 禾本科 药　用

毛马唐 Ｄ．ｃｉｌｉａｒｉｓ（Ｒｅｔｚ）Ｋｏｅｌ 禾本科

稗 Ｅｃｈｉｎｌｏｃｈｌｏａｃｒｕｓｇａｌｌｉ（Ｌ．）Ｂｅａｕｖ 禾本科 饲　用

白羊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ｌｓｃｈａｅｍｕｍ（Ｌ．）Ｋｅｎｇ 禾本科

细叶苔 Ｃａｒｅｘｒｉｇｅｓｃ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ｈ）Ｋｒｅｃｚ 莎草科

扁杆荆三棱 ＳｃｉｒｐｕｓｐｌａｎｉｃｕｌｍｉｓＦ．Ｓｃｈｍｉｄｔ 莎草科 药　用

　草 Ｓｃｉｒｐｕｓ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Ｌ． 莎草科

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ｃｏｎ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ｎｍＳｃｈｏｔｔ 天南星科 块茎药用

短柄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ｔｍａｂｒｅｖｉｐｅｓＥｎｇｌ 天南星科 块茎药用

品　藻 ＬｅｍｎａｔｒｉｓｕｌｃａＬ． 浮萍科

浮　萍 ＬｅｍｎａｍｉｎｏｒＬ． 浮萍科 药　用

小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ｂｕｆｏｎｉｕｓＬ． 灯心草科

鞘叶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ｓｔａｎｓＭａｘｉｍ 百合科

长花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ｕｓＦｒａｍｃｈ 百合科

羊齿天门冬 Ａ．ｆｉｌｉｃｉｎｕｓ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 百合科 药　用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ｍ 百合科 药　用

铃　兰 ＣｏｎｖａｌｌａｒｉａｍａｊａｈｓＬ． 百合科 药　用

黄花菜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ｃｉｔｒｉｎａＢａｒｏｎｉ 百合科 花食用

小黄花菜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ｍｉｎｏｒＭｉｌｌ 百合科 花食用

萱　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ｆｕｌｖａＬ． 百合科

宽叶油点草 Ｔｒｉｃｙｒｔｉｓ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Ｍａｘｉｍ 百合科 根药用

簇叶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Ｈｕａ 百合科 药　用

玉　竹 Ｐ．ｏｄｏｒａｔｕｍ（Ｍｉｌｌ）Ｄｒｕｃｅ 百合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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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大苞黄精 Ｐ．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ｕｍＰ．Ｙ．Ｌｉ 百合科 根药用

黄　精 Ｐ．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Ｒｅｄｏｕｔｅ 百合科 根药用

舞鹤草 Ｍａｉａｎｔｈｅｍａｍｂｉｆｏｌｉｕｍ（Ｌ．）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禾本科 药　用

鹿　药 Ｓｍｉｌａｃｉｎ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Ａ．Ｇｒａｙ 百合科 药　用

少穗花 Ｓ．ｈｅｎｒｙｉ（Ｂａｋｅｒ）ＷａｎｇｅｔＴａｎｇ 百合科

各
艹
葱 Ａｌｉｕｍ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Ｒｏｔｔｌｅｒ．ｅｘＳｐｒｅｎｇｅｌ 百合科

多叶韭 Ａｌｌｉｕｍｐｌｕ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ｕｍＲｅｎｄｌｅ 百合科

野韭菜 Ａｌｌｉｕｍｓｕｂ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ｍＲｅｇｅｌ 百合科

甘青野韭 Ａｌｌｉｕｍ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ｎｕｍＲｅｇｅｌ 百合科

小根蒜 Ａｌｌｉｕｍ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Ｂｇｅ 百合科 药　用

藜　芦 ＶｅｒａｔｒｕｍｎｉｇｒｕｍＬ． 百合科 根药用

卷　丹 Ｌｉｌｉｕｍ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Ｔｈｕｎｂ 百合科 药　用

细叶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ｐｕｎｉｌｕｍＤＣ 百合科 药　用

穿龙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 薯蓣科 根状茎药用

射　干 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ＤＣ 鸢尾科 药　用

细叶鸢尾 Ｉｒｉｓ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Ｐａｌｌ 鸢尾科 种子药用

马　蔺 Ｉｒｉｓｌａｃｔｅａｐａｌｌ 鸢尾科 药　用

毛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Ｗｉｌｓｏｎ 兰科

小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ｒｅｐｅｎｓ（Ｌ．）Ｒ．Ｂｒ 兰科

二叶舌唇兰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ｕｓｔ．ｅｘＲｃｈｂ 兰科 根药用

对耳舌唇兰 Ｐ．ｆｉｎｅｔｉａｎａＳｃｈｌｔｒ 兰科

长叶头蕊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Ｌ．）Ｆｒｉｔｓｃｈ 兰科

二叶兜被兰 Ｎｅｏｔｔｉａｎｔｈｅ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Ｌ．）Ｓｃｈｌｔｒ 兰科

小花火烧兰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ｈｅｌｌｏｂｏｒｉｎｅ（Ｌ．）Ｃｒａｎｔｚ 兰科 根药用

缓　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ｅｒｓ．）Ａｍｅｓ 兰科 药　用

角盘兰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ｍｏｎｏｒｃｈｉｓＲ．Ｂｒ 兰科 根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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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野生动物

远古时期境内有：三趾马、大唇犀、古麟、羚羊、陆龟、弓颌猪、类颌猪、无角巨

犀、平额原脊象、双峰骆驼、长鼻三趾马、马、板桥模拟鼠、安氏鸵鸟、鹦鹉及鳖。

明、清代有：虎、豹、熊罴、熊 （俗称红嘴熊）、麋、鹿、獐、麝、猿、猴、野猪、

犀牛、山驴、银鬃羊、狼、狐狸、狸、貉、兔、九节狸、獾、鼠狼、狼、刺猬、吉利子、

玄鹤、鹳、锦鸡、鸿雁、鹰、鹭、髙?、黄鹂、鹦鹉、练弓、鹌鹑、凫、鸬、雉、鹁、

鸽等４０余种。
民国时期，有鸟类１６０种，兽类４０余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调查，全区有陆栖脊椎动物２７９种，其中两栖动物有３种；爬行动物

有１４种；鸟类有１８６种；哺乳动物有７６种。
２０００年调查，全区有野生动物３９６种，其中无脊椎动物２１２种；脊椎动物１８４种。

具体见下表。

野生动物名目表
１无脊椎动物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蚯　蚓 Ａｌｌｏｌｂｏｐｈｏｒａ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Ｄｕｇｅｓ 正蚓科 药　用

水　蛭 Ｈｉｒｕｄｏｓｐ． 医蛭科 药　用

蜗　牛 Ｆｒｕｔｉｃｉｃｄａｓｐ． 蜗牛科 药　用

蟋　蟀 Ｇｒｙｌｌｏ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ｅｂｅｒ 蟋蟀科 药　用

油葫芦 Ｇ．ｔｅｓｔａｃｅｕｓＷａｌｌｋｅｒ 蟋蟀科 药　用

绿螽斯 ＨｏｌｏｃｈｌｏｒａｎａｗａｅＭａｔｓｅｔＳｈｉｒｕｋｉ 螽斯科 药　用

聒聒儿 ＧａｍｐｓｏｃｌｅｉｓｉｎｆｌａｔａＵｖａｒｏｖ 螽斯科 药　用

纺织娘 ＭｅｃｏｐｏｄａｅｌｏｎｇａｔａＬ． 螽斯科 药　用

华北蝼蛄 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ｕｎｉｓｐｉｎａ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蝼蛄科 药　用

非洲蝼蛄 Ｇ．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ｐａｌｉｓｏｔｄｅＢｅａｕｖｏｉｓ 蝼蛄科 药　用

地鳖虫 Ｇｏｒｙｄｉｉｄａｅｓｐ． 鳖蠊科 药　用

飞　蝗 Ｌｏｃｕｓｔ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蝗　科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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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蚱蜢 Ａｃｒｉ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ｅｓｔｗ 蝗　科 药　用

蜻　蜒 ＡｎａｘｐａｒｔｈｏｎｏｐｅＳｅｌｙｓ 蜻蜓科 农林益虫

蠼　螋 ＮａｌａｆｉｇｉｎｉｉＢｕｒｒ 蠼螋科

螳　螂 Ｐａｒａｔｅｎｏｄｃ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螳螂科 农林益虫

大刀螳螂 ＴｏｎｄｅｒａｃａＰｉｒａｔａ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螳螂科 农林益虫

黑　蚱 Ｃｒｙｐｔｏ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ａａｔｒａｔ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蝉　科 壳药用

蝉 Ｐｔａｌｙｐｌｅｕｒａ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蝉　科 药　用

大青叶蝉 Ｔｅｔｔｉｇｏｍｉ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 叶蝉科

大叶蝉 Ｋｏｌｌａｓｐ． 叶蝉科

短头叶蝉 Ｂｙｔｈｏｓｃｏｐｕｓｓｐ． 叶蝉科

沙枣木虱 ＴｒｉｏｚａｍａｇｎｉｓｅｔｏｓａＬｏｇ 木虱科

梨木虱 Ｐｓｙ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ｙａｎｇｅｔＬ． 木虱科

槐　蚜 Ａｐｈｉｓ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蚜　科

桃　蚜 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 蚜　科

紫翅果蝽 Ｇａｒｐｏｃｏｒｉ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ｉｐｅｎｎｉｓＤｅＧｅｅｒ 蝽　科

细毛蝽 ＤｏｌｙｃｏｒｉｓｂａｃｃａｒｕｍＬ． 蝽　科

壮曼蝽 ＭｅｎｉｄａｓｃｏｔｔｉＰｕｔｏｎ 蝽　科

红足真蝽 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ａｒｕｆｉｐｅｓ（Ｌ．） 蝽　科

益　蝽 ＰｉｃｒｏｍｅｒｕｓｌｅｗｉｂｉＳｃｏｔｔ 蝽　科

红角辉蝽 ＣａｒｂｕｌａｏｂｔｕｓａｎｇｕｌｅＲｅｕｔｅｒ 蝽　科

板同蝽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ｉｃｏｒｉｓｓｐ． 同蝽科

泛刺同蝽 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ｏｍａｓｐｉｎｉｃｏｌｅＪａｋｏｖｌｅｒ 同椿科

横带红长蝽 Ｌｙｇａｅｕ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ｉｓ（Ｌ．） 长椿科

大眼长椿 Ｇｅｏｃｏｒｉｓｓｐ． 长椿科

小长椿 Ｎｙｓｉｕｓｓｐ． 长蝽科

苜蓿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ｌｉｎｅｌａｔｕｓ（Ｇｏｅｚｅ） 盲椿科

盲　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ｓｐ． 盲蝽科

大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Ｗｅｓｍａｅｌ 草蛉科 农林益虫

中华草蛉 Ｃ．ｓｉｎｉｃａＴｊｅｄｅｒ 草蛉科 农林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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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草蛉 Ｃ．ｆｏｒｍｏｓａＢｒａｕｅｒ 草蛉科 农林益虫

黄脊蝶角蛉 Ｈｙｂｒｉｓｓｕｂｊａｃｅｎｓ（Ｗａｌｋｅｒ） 蝶角蛉科

中华虎甲 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ｅＧｅｅｒ 虎甲科

稠纹虎甲 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ｌａｅｌｉｓａｅ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虎甲科

麦穗步甲 Ａｎｉ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ｎｓｓｉｇｎａｔｕｓＬｉｌｌｉｇｅｒ 步甲科

步　甲 Ｃａｌａｓｏｍａｓｐ． 步甲科

铜绿金龟子 Ａｎｏｍａｌ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丽金龟科

丽金龟 Ｐｈｙｌｌｏｐｅｒｔｈａｓｐ． 丽金龟科

粪金龟 ＧｅｏｔｒｕｐｅｓｓｔｅｒｃｏｒａｒｉｕｓＬ． 粪金龟科

棕金龟子 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ｔｉｔａｎｉｓＲｅｉｔｔｅｒ 鳃金龟科 幼虫药用

黑绒鳃金龟 Ｍａｌａｄｅｒ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鳃金龟科 幼虫药用

大云斑金龟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ｌａｔｉｃｏｌｉｓＬｅｗｉｓ 鳃金龟科

鳃金龟 Ｂｒａｈｍ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Ｍａｎｎｅｒｈ） 鳃金龟科

小阔胫鳃金龟 ＭａｌａｄｅｒａｏｖａｔｕｌａＦａｉｒｍ 鳃金龟科

阔胫绒金龟 Ｍ．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Ａｒｒｏｗ） 鳃金龟科

核桃小吉丁虫 Ａｇｒｉｌｕｓｓｐ． 吉丁虫科

中华芜菁 Ｅｐｉｃａｕ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ｐｏｒｔａ 芜菁科 幼虫药用

细胸金针虫 ＡｇｒｉｏｔｅｓｆｕｓｉｃｕｌｌｉｓＭｉｗａ 叩头甲科

叩头甲 Ｍｅｌａｎｏｔｕｓｓｐ． 叩头甲科

马铃薯瓢虫 Ｅｐｉｌａｃｈｎａｖｉｇｉｎｔｉ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瓢甲科

七星瓢虫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Ｌ． 瓢甲科 农林益虫

二星瓢虫 Ａｄａｌｉａｂｉｐｎｎｃｔａｔａ（Ｌ．） 瓢甲科 农林益虫

蒙古光瓢虫 Ｅｘｏｃｈｏｍ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Ｂａｒｏｖｓｋｙ 瓢甲科

黑缘红瓢甲 ＣｈｉｌｏｃｏｒｕｓｒｕｂｉｄｕｓＨｏｐｅ 瓢甲科

黑皮蠹 Ａｔｔａｇｅｎｕｓｐｉｃｅｕｓ（０ｌｉｖｉｅｒ） 皮蠹科

赤毛皮蠹 Ｄｅｒｍｅｓｔｅｓｔｅｓｓｌｌａｔｏｃｏｌｌｉｓ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皮蠹科

黄斑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ｎｏｂｉｌｉｓＧａｎｇｌｂａｕｅｒ 天牛科

星天牛 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ｏｒｓｔｅｒ 天牛科

杨梢叶甲 ＰａｒｎｏｐｓｇｌａｓｕｎｏｗｉＪａｃｏｂｓ 叶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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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黄叶甲 ＰｙｒｒｈｌａｔａｍａｃｕｌｉｃｏｌｌｉｓＭｏｔｓｃｈ 叶甲科

沟眶象 Ｅｕ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ｌｉｖｉｅｒ 象甲科

臭椿沟眶象 Ｅ．ｂｒａｎｄｔｉＨａｒｏｌｄ 象甲科

绿象甲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ａｎｕｓｓｕｂｉｒｉｃｕｓＧｙｌｌ 象甲科

金边龙虱 Ｃｙｂｉｓｔ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Ｓｈａｒｐ 龙虱科

黄刺蛾 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Ｗａｌｋｅｒ 刺蛾科

蓝目天蛾 ＳｍｅｒｉｎｔｈｕｓｐｌａｎｕｓＷａｌｋｅｒ 天蛾科

黄脉天蛾 Ａｍｏｒｐｈａ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 天蛾科

榆绿天蛾 Ｃａｌｌａｍｂｕｌｙｘｔａｔａｒｎｏｖｉ（ＢｒｅｍｅｒｅｘＧｒｅｙ） 天蛾科

绒星天蛾 Ｄｏｌｂｉｎａｔａｎｃｒｅｉ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 天蛾科

条背天蛾 Ｃｅｃｈｅｎｅｎａｌｉｎｅｏｓａ（Ｗａｌｋｅｒ） 天蛾科

白薯天蛾 Ｈｅｒｓａ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ｉ（Ｌ．） 天蛾科

长喙天蛾 ＭａｃｒｏｇｌｏｓｓｕｍｐｙｒｒｈｏｓｔｉｃｔａＢｕｔｌｅｒｓ 天蛾科

六点天蛾 Ｍａｒｕｍｂａｓｐ． 天蛾科

桃六点天蛾 Ｍ．ｇａｓｃｈｋｅｗｉｔｓｃｈｉ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ｓＷａｌｋｅｒ 天蛾科

红天蛾 ＰｅｒｇｅｓａｅｌｐｅｎｏｒＬｅｗｉｓｉｓ（Ｂｕｔｌｅｒ） 天蛾科

绒天蛾 Ｒｈａｇａｓｔｉ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ａＢｕｔｌｅｒ 天蛾科

杨扇舟蛾 Ｃｌｏｓｔｅｒａａｎａｃｈｏｒｅｔ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舟蛾科

榆舟蛾 Ｄｉｓｐａｒ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Ｗｉｌｅｍａｎ） 舟蛾科

怪舟蛾 Ｈａｇａｐｔｅｒｙｘａｄ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Ｓｔａｕｇｉｎｇｅｒ） 舟蛾科

槐羽舟蛾 ＰｅｅｒｏｓｔｏｍａｓｉｎｉｃｕｍＭｏｏｒｅ 舟蛾科

粗斑舟蛾 Ｐｅｒｉｄｅａｔｒａｃｈｉｔｓｏ（Ｏｂｅｒｔｈｉｕｒ） 舟蛾科

带内舟蛾 Ｐ．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Ｂｕｔｌｅｒ 舟蛾科

扇内斑舟蛾 Ｐ．ｇｒａｈａｍ（Ｓｃｈａｕｓ） 舟蛾科

舞毒蛾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ｄｉｓｐａｒ（Ｌ．） 毒蛾科

榆柳毒蛾 ＩｖｅｌａｏｃｈｒｏｐｏｄａＥｖｅｒｓｍａｒｍ 毒蛾科

柳毒蛾 Ｓｔｉｌｐｎｏｔｉａｓａｌｉｃｉｓ（Ｌ．） 毒蛾科

柳尺蠖 ＡｐｏｃｈｅｉｍａｃｉｎｅｒａｒｉｕｓＥｒｓｃｈｏｆｆ 尺蛾科

鹿尺蛾 Ａｌｃｉｓｓｐ． 尺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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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尺蛾 ＢｉｓｔｏｎｂｅｔｕｌａｒｉａＬ． 尺蛾科

星尺蛾 Ｃａｌｏｓｐｉｌｏ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ａＷａｒｒｅｍ 尺蛾科

女贞尺蛾 ＥｕｐｏｅｃｉｌｉａａｍｂｉｇｕｅｕａＨｕｂｎｅｒ 尺蛾科

直脉青尺蛾 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ｖａｌｉｄａＦｅｌｄｅｒ 尺蛾科

葡萄回纹尺蛾 Ｌｙｇｒｉｓ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ｒｉａＯｂｅｒｔｈｉｉｒ 尺蛾科

波尾尺蛾 ＯｕｒａｐｔｅｒｙｘｐｅｒｓｉｃａＭｅｎｅｔｒｉｅｓ 尺蛾科

刺槐尺蠖 Ｎｏｐｏｃｋｅｉｍａｓｐ． 尺蛾科

槐尺蠖 ＳｅｍｉｏｔｈｉｓａｃｉｎｅｒｅａｒｉａＢｒｅｍｅｒｅｔＧｒｅｙ 尺蛾科

戟剑纹夜蛾 Ａｃｒｏｎｉｃｔａ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ｅ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 夜蛾科

榆剑纹夜蛾 Ａ．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Ｆｅｌｄｅｒ 夜蛾科

炫夜蛾 ＡｃｔｉｎｏｔｉａｐｏｌｙｏｄｏｎＣｌｅｒｃｋ 夜蛾科

小地老虎 ＡｇｒｏｔｉｓｙｐｓｉｌｏｎＲｏｔｔｏｍｂｅｒｇ 夜蛾科

棕肾鲁夜蛾 ＡｍａｔｈｅｓｒｅｎａｌｒｓＭｏｏｒｅ 夜蛾科

仿爰夜蛾 Ａｐｏｐｅｓｔｅ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Ｅｓｐｅｒ 夜蛾科

疖角壶夜蛾 ＣａｌｙｐｔｒａｍｉｎｕｔｉｏｏｍｉｓＧｕｅｎｅｅ 夜蛾科

果兜夜蛾 Ｃａｌｙｍｎｉａｐｙｒａｌｉｎａ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ｌｌｌｌｅｒ 夜蛾科

白斑兜夜蛾 Ｃ．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ａＷａｃｋｅｒ 夜蛾科

黄地老虎 Ａｇｒｏｔｉｓｓｅｇｅｔｕｍ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 夜蛾科

中金弧夜蛾 Ｄｉａｃｈｔｙ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ｍｉｘｔａＷａｒｒｅｎ 夜蛾科

灰歹夜蛾 Ｄｉａｒｓｉａ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Ｂｕｔｌｅｒ 夜蛾科

花实夜蛾 ＤｉｅｒｎａｓｔｒｉｎｇａｔａＭｏｏｒｅ 夜蛾科

斜尺夜蛾 Ｄｉａｒｓｉａｄｅｗｉｔｚｉ（Ｇｒａｃｓｅｎ） 夜蛾科

白寒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ｏｂｅｒｔｈｕｒｉ（Ｌｅｅｃｈ） 夜蛾科

寒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Ｂｏｉｓｄｕｒａｌ） 夜蛾科

狼夜蛾 Ｏｃ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ａＰｌｅｃｔａ（Ｌ．） 夜蛾科

黑齿狼夜蛾 Ｏｃ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ａｍｕｉｖｅＨｕｂｎｅｒ 夜蛾科

艳银钩夜蛾 Ｐａｎｃｈｒｙｓｉａｏｒｎａｄａ（Ｂｒｅｍｅｒ） 夜蛾科

白斑星夜蛾 ＰｅｒｉｇｅａａｌｂｏｒｎａｃｕｌａｔａＭｏｏｒｅ 夜蛾科

扇夜蛾 ＳｉｎｅｕｇｒａｐｈｅｄｉｓｇｎｏｓｔａＢｏｕｒｓｉｎ 夜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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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棕扇夜蛾 ＳｉｎｅｕｇｒａｐｈｅｅｘｕｓｔａＢｕｔｌｅｒ 夜蛾科

黏　虫 Ｌｅｕｃａｎｉ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ａＷａｌｋｅｒ 夜蛾科

苹果透翅蛾 ＣｏｎｏｐｉａｈｅｃｔｏｒＢａｔｌｅｒ 透翅蛾科

杨透翅蛾 Ｓｐｈｅｃｉａｓｉ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Ｈｓｕ 透翅蛾科

白杨毛虫 ＢｈｉｎａｉｄｉｏｔａＧｒａｅｓｅｒ 枯叶蛾科

油松毛虫 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ｕｓ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ＴｓａｉｅｔＬｉｕ 枯叶蛾科

杨枯叶蛾 ＧａｓｔｒｏｐａｃｈａｐｏｐｕｌｉｆｄｉａＥｓｐｅｒ 枯叶蛾科

李枯叶蛾 ＧａｓｔｒｏｐａｃｈａｑｕｅｒｃｉｆｏｌｉａＬ． 枯叶蛾科

苹白虫 ＯｄｏｎｅｓｔｉｓｐｒｕｎｉＬ． 枯叶蛾科

黄豹大蚕蛾 Ｌｏｅｐａｋａｔｉｎｋａ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枯叶蛾科

樗　蚕 ＰｈｉｌｏｓａｍｉａｃｙｎｔｈｉａＷａｃｋｅｒｅｔＦｅｌｄｅｒ 枯叶蛾科

苹果巢蛾 ＨｙｐｏｎｏｍｅｕｔａｍａｌｉｎｅｌｌａＺｅｕｅｒ 巢蛾科

杨木蠹蛾 ＣｏｓｓｕｓｃｏｓｓｕｓＬ． 木蠹蛾科

四斑绢野螟 Ｄｉａｐｈａｎｉａｇｕａｄｒｉｍｕｕｌａｌｉｓ（ＢｒｅｍｅｒｅｔＧｒｅｙ） 螟蛾科

螟　蛾 Ｅｕｃａｔｐｈｉａｖｉｎｅｔｌｌ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螟蛾科

夏枯草展须野螟 ＥｕｒｒｈｙｐａｒａｈｏｒｔｕｌａｔａＬ． 螟蛾科

赭翅野螟 Ｅｕｒｒｈｙｐａｒａｓｐ． 螟蛾科

刺槐芙螟 Ｅｔｉｅｌｌａｚｉｎｃｋｅｎｅｌｌａ（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 螟蛾科

楸　螟 ＯｍｐｈｉｓａｐｌａｇｉａｌｉｓＷｉｌｅｍａｎ 螟蛾科

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ｎｕｂｉｌａｉｓ（Ｈüｂｎｅｒ） 螟蛾科

麦牧野螟 Ｎｏｍｏｐｈｉｌａｎｏｃｔｕｅｌｌａ（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ｕｌｌｅｒｅｔＤｅｎｉｓ） 螟蛾科

黄黑纹野螟 ＴｙｓｐａｎａｄｅｓｈｙｐｓａｌｉｓＷａｒｒｅｎ 螟蛾科

橙黑纹野螟 Ｔ．ｓｔｒｉａｔａ（Ｂｕｔｌｅｒ） 螟蛾科

污白灯蛾 Ｓｐｉｌａｒｃｔｉａ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ｃ（Ｏｂｅｒｔｈｕｒ） 灯蛾科

尘白灯蛾 Ｓ．ｏｂｃｉｑｕａ（Ｗａｌｋｅｒ） 灯蛾科

紫光箩纹蛾 ＢｒａｈｍａｅａｐｏｒｋｈｙｒｉａｃｈｕｅｔＷａｎｇ 箩纹科

黄波纹蛾 ＴｈｇａｔｉｒａｆｌａｖｉｄａＢｕｔｌｅｒ 波纹科

树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ｃｒａｔｅｇｉＬ． 粉蝶科

酪色苹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ｂｉｅｔｉＯｂｅｒｔｈüｒ 粉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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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黄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ｆｉｅｌｄｉＭｅｎｅｔｒｉｅｓ 粉蝶科

黄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ｈｙａｌｅ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粉蝶科

苜蓿黄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ｈｙａｌｅｐｏ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ｕｓＭｏｓｔｃｈｕｌｓｋｙ 粉蝶科

角翅粉蝶 ＧｏｎｅｐｔｅｒｙｘｒｈａｍｎｉＬ． 粉蝶科

小粉蝶 ＬｏｐｔｉｄｅａｓｉｎａｐｓｉｓＬ． 粉蝶科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ｒａｐａｃＬ． 粉蝶科

云斑粉蝶 ＰｏｎｔｉａｄａｐｌｉｄｉｃｅＬ． 粉蝶科

绿豹蛱蝶 ＡｒｇｙｎｎｉｓＰａｐｈｉａＬ． 蛱蝶科

老豹蛱蝶 ＡｒｇｙｒｏｎｏｍｅｌａｏｄｉｃｅＰａｌｌａｓ 蛱蝶科

紫闪蛱蝶 Ａｐａｔｕｒａｉｌｉａ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ｕｌｅｒ 蛱蝶科

大闪蛱蝶 ＡｐａｔｕｒａｓｃｈｒｅｎｃｋｉｉＭｅｎｅｔｒｉｅｓ 蛱蝶科

灿豹蛱蝶 ＦａｂｒｉｃｉａｎａａｄｉｐｐｅＬ． 蛱蝶科

蟾豹蛱蝶 ＦａｂｒｉｃｉａｎａｎｅｒｉｐｐｅＦｉｌｄｅｒ 蛱蝶科

大豹蛱蝶 Ｆａｂｒｉｃｉａｎ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Ｇｒａｙ 蛱蝶科

绿蛱蝶 Ｄｉａｇｏｒ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ｅｅｃｈ 蛱蝶科

绒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ｐｏｐｕｌｉＬ． 蛱蝶科

斑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ｄｉｄｙｍｏｉｄｅｓＥｓｐｅｒ 蛱蝶科

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ｒｏｍａｎｏｖｉＢｒｅｍｅｒｅｔＧｒａｙ 蛱蝶科

重环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ａｌｗｉｎａＢｒｅｍｅｒｅｔＧｅｒｙ 蛱蝶科

黄环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ｔｈｅｍｉｓＬｅｅｃｈ 蛱蝶科

朱蛱蝶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ｓｖａｕａｌｂｕｍ（Ｓｃｈｉｆ） 蛱蝶科

黑蛱蝶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ｓｘａｎｔｈｏｍｅｌａｓＬ． 蛱蝶科

白钩蛱蝶 ＰｏｌｕｇｏｎｉａｃａｌｂｕｍｎｅｍｉｇｅｒａＢｕｔｌｅｒ 蛱蝶科

猫蛱蝶 Ｔｉｍｅｌａｅｕ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ＢｒｅｍｅｒｅｔＧｒａｙ 蛱蝶科

大红蛱蝶 ＶａｎｅｓｓａｉｎｄｉｃａＨｅｒｂｓｔ 蛱蝶科

黄弄蝶 ＰｏｔａｎｔｈｕｓｆｌａｖｕｍＭｕｒｒａｙ 弄蝶科

珠灰蝶 Ｌｙｃａｅｉｄｅｓａｒｇｙｒｏｇｎｏｍｏｎ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ｅｓｓｅｒ 灰蝶科

燕灰蝶 ＲａｐａｌａｎｉｓｓａＫｏｌｌａｒ 灰蝶科

黄灰蝶 ＪｏｐｏｎｉｃａｌｕｔｅａＨｅｗｉｔｓｏｎ 灰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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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灰蝶 Ｔｈｅｃｌａｂｅｔｕｌａｅ（Ｌ．） 灰蝶科

白眼蝶 ＡｒｇｅｈａｌｉｍｅｄｅＭｅｎｅｔｒｉｅｓ 眼蝶科

云眼蝶 ＥｏｐｈｏｅｓｓａｈｅｌｌＬｅｅｃｈ 眼蝶科

斗眼蝶 ＬａｓｉｏｍｍａｔａｄｅｉｄａｍｉａＥｖｅｒｓｍｅｎ 眼蝶科

星斗眼蝶 ＬｏｐｉｎｇａｃａｔｅｎａＬｅｅｃｈ 眼蝶科

西藏带眼蝶 Ｐａｒａｒｇｅ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Ｏｂｅｒｔｕüｒ 眼蝶科

蛇眼蝶 ＭｉｎｏｉｓｄｒｙａｓＬ． 眼蝶科

凤　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ｘｕｔｈ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凤蝶科

碧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ｂｉａｎｏｒＣｒａｍｅｒ 凤蝶科

熊　蜂 Ｂｏｍｂｕｓｓｐ． 熊蜂科

胡　蜂 Ｖｅｓｐａ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ｉａＳｍｉｔｈ 胡蜂科

食虫虻 Ｃｅｐｈｉｎｏｐｃｈｎｅｎｓｉｓ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食虫虻科

牛　虻 Ｔａｂａｎｕｓ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ｕｓＳｃｈｉｎｅｒ 虻　科

长足食虫虻 ＤａｓｙｐｏｇｏｎｊａｏｎｉｃｕｍＢｉｇｏｔ 食虫虻科

食虫虻 Ｍａｃｈｉｍｕｓ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ｓＣｏｑｕｉｌｉｌｌｅｔ 食虫虻科

黄粪蝇 Ｓｃａｔｈｏｐｈａｇａｓｅｒｃｏｒａｉｒａ（Ｌ．） 粪蝇科

短须寄蝇 Ｌｉｎｎａｅｍｙｓｐ． 寄蝇科

食蚜蝇 Ｓｙｒｐｈｕｓｓｐ． 食蚜蝇科

黑褐蚁 Ｆｏｒｍｉｃａｓｐ． 蚁　科

衣　鱼 Ｌｅｐｉｓｍａ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ａＬ． 衣鱼科

圆　蛛 Ａｒａｎｅａｓｐ． 圆蛛科

草间小黑蛛 Ｅｒｉｇｏｎｉｄｉｕｍｓｐ． 微蛛科

蜈　蚣 Ｓｃｏｌｏｐｅｎｄｒａｓｐ． 蜈蚣科 药用

蚰　蜒 Ｔｈｅｒｅｕｏｐｏｄａｓｐ． 蚰蜒科

蝎 ＢｕｔｈｕｓｍａｒｔｅｎｓｉＫａｒｓｃｈ 钳蝎科 药用

鼠　妇 Ｐｏｒｃｅｌｌｉｏｓｐ． 潮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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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鳅 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ｓｐ． 鳅　科 药用

青　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鲤　科

草　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ｅｔ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鲤　科

鳙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鲤　科

鲢　鱼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ｏ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ｉｒｘＣｕｖｉｅｒｅｔ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鲤　科

鲫　鱼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鲤　科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鲤　科

青　蛙 Ｒａｎａ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Ｈａｌｌｏｗｅｌｌ 蛙　科

中国林蛙 Ｒａｎａｃｈ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ａｖｉｄ 蛙　科

大蟾蜍 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Ｃａｎｔｏｒ 蟾蜍科

花背蟾蜍 ＢｕｆｏｒａｄｄｅｉＳｔｒａｕｃｈ 蟾蜍科

大　鲵 Ｍｅｇａｌｏｂａｔｒａｃ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鳃鲵科

乌　龟 Ｃｈｉｎｅｍｙｓｒｅｅｖｅｓｉｉ（Ｇｒａｙ） 龟　科

鳖 Ｔｒｉｏｎｙｘ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ｉｅｇｍａｎｎ） 鳖　科

麻　蜥 Ｅｒｅｍｉａｓａｒｇｕｓｐｅｔｅｒｓ 蜥蜴科

无蹼壁虎 Ｇｅｋｋｏ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壁虎科

蝮　蛇 Ａｇｋｉｓｔｒｏｄｏｎｈａｌｙｓ（Ｐａｌｌａｓ） 蝰　科

黄脊游蛇 ＣｏｌｕｂｅｒｓｐｉｎａｌｉｓＰｅｔｅｒｓ 游蛇科

双斑锦蛇 Ｅｌａｐｈｅｂ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Ｓｃｈｍｉｄｅ 游蛇科

白条锦蛇 ＥｌａｐｈｅｄｉｏｎｅＰａｌｌａｓ 游蛇科

虎斑颈槽蛇 Ｒｈｏｐｄｏｐｈｉｓｔｒｇｒｉｎ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游蛇科

苍　鹭 Ａｒｄｅａｃｉｎｅｒｅ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鹭　科

草　鹭 Ａｒｄｅａ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鹭　科

大白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ａｌｂ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鹭　科

白　鹭 Ｅｇｒｅｔｔａｇａｒｚｅｔｔ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鹭　科

黑　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鹳　科

灰　雁 Ａｎｓｅｒａｎｓｅｒ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鸭　科

豆　雁 Ａｎｓｅｒｆａｂａｌｉｓｌａｔｈａｍ 鸭　科

大天鹅 Ｃｙｇｎｕｓｃｙｇｎ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鸭　科

８９１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赤麻鸭 Ｔａｂ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ｐａｌｌａｓ 鸭　科

绿翅鸭 Ａｎａｓｃｒｅｕｕ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鸭　科

普通秋沙鸭 Ｍｅｒｇｕｓｍｅｒｇａｎｓｅｒ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鸭　科

斑嘴鸭 ＡｎａｓｐｏｅｅｉｌｏｒｈｙｎｃｈａＦｏｒｓｔｅｒ 鸭　科

赤颈鸭 Ａｎａｓ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Ｌｉｎｎｓｅｕｓ 鸭　科

白眉鸭 Ａｎａｓ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ｕｌａＬ． 鸭　科

白眼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ｎｙｒｏｃａ（Ｇüｌｄｅｎｓｔüｄｔ） 鸭　科

红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ｆｅｒｉｎ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鸭　科

鸳　鸯 Ａｉｘｇａｌｅｒｉｃｕｌａｔａ（Ｌ．） 鸭　科

鸢 Ｍｉｌｖｕｓｋ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ｍｅｌｉｎ 鹰　科

雀　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ｎｉｎ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鹰　科

苍　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ｇｅｎｔｉｌｉｓＬ． 鹰　科

大　 Ｂｕｔｅｏｈｅｍｉｌａｓｉ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鹰　科

普通 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鹰　科

金　雕 Ａｇｕｌ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Ｌ．） 鹰　科

草原雕 Ａｇｕｌｉａｒａｐａｘ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鹰　科

秃　鹫 Ａｅｇｙｉｕｓｍｏｎａｃｈｕｓ（Ｌ．） 鹰　科

燕　隼 Ｆａｌｃｏｓｕｂｂｕｔｅ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隼　科

红脚隼 Ｆａｌｃｏｖｅｓｐｅｒｔｒｉｎｕｓ（Ｌ．） 隼　科

游　隼 Ｆａｌｃｏ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ｕｓＴｕｎｓｔａｌｌ 隼　科

红　隼 Ｆａｌｃｏ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Ｌ． 隼　科

石　鸡 ＡｌｅｃｔｏｒｉｓｃｈｕｋａｒＪ．Ｅ．Ｇｒａｙ 雉　科

斑翅山鹑 ＰｅｒｄｉｘｄａｕｕｒｉｃａｅＰａｌｌａｓ 雉　科

鹌　鹑 ＣｏｔｕｒｎｉｘｃｏｔｕｒｎｉｘＴｉｂｅｔａｎ 雉　科

雉　鸡 ＰｈａｓｉａｎｕｓｃｏｃｈｉｃｕｓｔｏｒｑｕａｔｕｓＧｍｅｌｉｎ 雉　科

勺　鸡 Ｐｕｃｒａｓｉａｍａｃｒｏｌｏｐｈａ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ＤａｖｉｄｅｔＯｕｓｔａｌｅｔ 雉　科

红腹锦鸡 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ｐｉｃｔｕｓＬ． 雉　科

白骨顶 Ｆｕｌｉｃａａｔｒ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秧鸡科

黑水鸡 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ｉｎｄｉｃａＢｌｙｔｈ 秧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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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普通秧鸡 Ｒａｌｌｕ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秧鸡科

灰　鹤 Ｇｒｕｓｇｒ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鹤　科

大　鸨 Ｏｔｉｓｔａｒｄ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鸨　科

凤头麦鸡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剑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ｈｉａｔｉｃｕ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金眶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ｃｌｕｂｉｕｓＳｃｏｐｏｌｉ
+

　科

环颈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ｎ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Ｌ．
+

　科

,

嘴鹬 ＩｂｉｄｏｒｈｙｎｃｋａｓｔｒｕｔｈｅｒｓｉｉＶｉｇｏｒｓ 反嘴鹬科

普通燕鸥 Ｓｔｅｒｎａｈｉｒｕｎｏｌ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鸥　科

岩　鸽 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ａｌｌａｓ 鸠鸽科

斑点鸽 Ｃｏｌｕｍｂａ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ｉＶｉｇｏｒｓ 鸠鸽科

原　鸽 ＣｏｌｕｎｂａｉｖｉａＧｍｅｌｉｎ 鸠鸽科

山斑鸠 Ｓｅ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ａｔｈａｍ 鸠鸽科

珠颈斑鸠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ｃｏｐｏｌｉ 鸠鸽科

灰斑鸠 Ｓ．ｄｅｃａｏｃｔｏＦｒｉｖａｌｄｓｚｋｙ 鸠鸽科

火斑鸠 ＯｅｎｏｐｏｐｅｌｉａｔｒａｎｇｕｅｂａｒｉｃａＨｅｒｍａｎｎ 鸠鸽科

四声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Ｇｅｕｌｄ 杜鹃科

大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ｃａｎｏｒ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杜鹃科

中杜鹃 Ｃ．ｓａｔｕｒａｔｕｓＢｌｙｔｈ 杜鹃科

噪　鹃 Ｅｕｄｙｎａｍｙｓ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ｅａＬｉｎｎａｅｎｓ 杜鹃科

红角 Ｏｔｕｓｓｃｏｐ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鸱科

雕　 Ｂｕｂｏｂｕｂ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鸱科

纵纹腹小 ＡｔｈｅｎｅｎｏｃｔｕａＳｃｏｐｏｌｉ 鸱科

长耳 Ａｓｉｏｏ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鸱科

楼　燕 Ａｐｕｓａｐ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雨燕科

白腰雨燕 Ａｐｕ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Ｌａｔｈａｍ 雨燕科

蓝翡翠 ＨａｌｃｙｐｉｌｅａｔａＢｏｄｄａｅｒｔ 翠鸟科

翠　鸟 Ａｌｃｅｄｏａｔｔｈ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翠鸟科

戴　胜 Ｕｐｕｐａｅｐｏｐ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戴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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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蚁　 Ｊｙｎｘｔｏｒｇｕｉｌ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啄木鸟科

黑枕绿啄木鸟 ＰｉｃｕｓｃａｎｕｓＧｍｅｌｉｎ 啄木鸟科

斑啄木鸟 Ｄｅｎｄｒｏｃｐｏｓｍａｇｏｒ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啄木鸟科

赤胸啄木鸟 ＤｅｎｄｒｏｃｏｐｏｓｃａｔｈｐｈａｒｉｕｓＢｌｙｔｈ 啄木鸟科

星头啄木鸟 ＤｅｎｄｒｏｃｏｐｏｓｃａｎｉｃａｐｉｌｌｕｓＢｌｙｔｈ 啄木鸟科

凤头百灵 Ｇａｌｅｒｉｄａｃｒｉｓｔａｔ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啄木鸟科

云　雀 Ａｌａｕｄａａｒｒ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啄木鸟科

金腰燕 Ｈｉｒｕｎｄｏｄａｕｒｉｃ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啄木鸟科

家　燕 Ｈｉｒｕｎｄｏｒｕ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啄木鸟科

灰 ＭｏｔａｃｉｌｌａｃｉｎｅｒｅａＴｕｎｓｔａｌｌ  科

白 Ｍ．ａｌｂ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科

水　鹨 Ａｎｔｈｕｓｓｐｉｎｏｌｅｔｔ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科

暗灰鹃 Ｃｏｒａｃｉｎａｍｅｌａ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Ｈｏｄｇｓｏｎ 山椒鸟科

长尾灰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ｓｐｈｅｎｏｃｅｒｃｕｓＣａｂａｎｉｓ 伯劳科

红尾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ｃｒｉｓｔａｎ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伯劳科

灰背伯劳 ＬａｎｉｕｓｔｅｐｈｒｏｎｏｔｕｓＶｉｇｏｒｓ 伯劳科

黑枕黄鹂 Ｏｒｉｏｌｕｓｃｈｉｎｔｎｓ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黄鹂科

黑卷尾 Ｄｉｃｒｕｒｕ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ｃｕｓＶｉｅｉｌｌｏｔ 卷尾科

灰椋鸟 Ｓｔｕｒｎｕｓｃｉｎｅｒａｃｅ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椋鸟科

灰喜鹊 ＣｙａｎｏｐｉｃａｃｙａｎａＰａｌｌａｓ 鸦　科

喜　鹊 Ｐｉｃａｐｉｃ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鸦　科

红嘴山鸦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ａｘＬ． 鸦　科

秃鼻乌鸦 Ｃｏｒｖｕｓｆｒｕｇｉｌｅｇ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鸦　科

寒　鸦 Ｃｏｒｖｕｓｍｏｎｅｄｕ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鸦　科

大嘴乌鸦 Ｃｏｒｖｕｓｍａｃ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Ｗａｇｌｅｒ 鸦　科

松　鸦 Ｇａｒｒｕｌｕｓｇｌａｎｄｕｒｉ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鸦　科

红嘴蓝鹊 Ｃｉｓｓ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ａＢｏｄｄａｅｒｔ 鸦　科

北红尾鸲 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ｕｓａｕｒｏｒｅ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

　科

黑喉石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ｔｏｒｑｕａｔ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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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白顶溪鸲 Ｃｈａｉｍａｒｒｏｒｎｉｓ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Ｖｉｇｏｒｏ
-

　科

短翅鸲 Ｈｏｄｇｃｓｎｉｕｓｐｈｏｅｎｉ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Ｇ·Ｒ·Ｇｒａｙ
-

　科

白背矶鸫 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ａｓａｄａｔｉｌ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紫啸鸫 Ｍｙｉｏｐｈｏｎｅｕｓ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ｓＳｃｏｐｏｌｉ
-

　科

斑　鸫 Ｔｕｒｄｕｓｎａｕｍａｎｎｉ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

　科

灰头鸫 ＴｕｒｄｕｓｒｕｂｒｏｃａｎｕｓＧ．Ｒ．Ｇｒａｙ
-

　科

山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ｄａｖｉｄｉＳｗｉｎｈｏｅ
-

　科

橙翅噪鹛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ｅｌｌｉｏｔｉ（Ｖｅｒｒｅａｕｓ）
-

　科

山　鹛 Ｒｈｏｐｏｐｈｉｌｕ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ｗｉｎｈｏｅ
-

　科

大苇莺 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黄腹柳莺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ａｆｆｉｎｉｓＴｉｃｋｅｌｌ
-

　科

褐柳莺 Ｐ．ｆｕｓｃａｔｕｓＢｌｙｔｈ
-

　科

黄腰柳莺 Ｐ．ｐｒｏｒｅｇｕｌ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

　科

寿　带 Ｔｅｒｐｓｉｐｈｏｎｅｐａｒａｄｉｓｉ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大山雀 Ｐａｒｕｓｍａｊｏｒ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

　科

黄腹山雀 ＰａｒｕｓｖｅｎｕｓｔｕｌｕｓＳｗｉｎｈｏｅ 山雀科

红翅旋壁雀 Ｔｉｃｈｏｄｒｏｍａｍｕｒａｒｉ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科

普通 Ｓｉｔｔ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科

麻　雀 Ｐａｓｓｅｒｍｏｎｔａｎ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文鸟科

金　翅 Ｃａｒｄｕｅｌｉｓｓ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雀　科

朱　雀 Ｃａｒｐｏｄａｃｕｓｅｒｙｔｈｉｎ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雀　科

锡嘴雀 Ｃｏｃｃｏｔｈｒａｕｓｔｅｓｃｏｃｃｏｔｈｒａｕｓｔｅ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雀　科

三道眉草
.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ｃｉｏｉｄｅｓＢｒａｎｄｔ 雀　科

刺　猬 Ｅｒｉｎａｃｅｕｓｓｐ． 猬　科

水麝闙 Ｃｈｉｍｍａｒｏｇａｌｅ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ｅｍｍｉｎｅｋ 闙?科

纹背闙? Ｓｏｒｅｘ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ｕｄａ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闙?科

兔耳蝠 Ｐｌｅｃｏｔｕｓａｕｒｉ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蝙蝠科

大棕蝠 Ｅｐｔｅｓｉｃｕｓ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ｓＳｃｈｒｅｂｅｒ 蝙蝠科

草　兔 Ｌｅｐｕｓｃａｐ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兔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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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达呼尔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ｄａｕｒｉｃａＰａｌｌａｓ 鼠兔科

高山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ａｌｐｉｎａＰａｌｌａｓ 鼠兔科

豹　鼠 Ｔａｍｉ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ｅｉ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松鼠科

岩松鼠 Ｓｃｉｕｒｏｔａｍｉａ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松鼠科

花　鼠 Ｅｕｔａｍｉａ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Ｌａｘｍａｎｎ 松鼠科

达乌尔黄鼠 Ｃｉｔｅｌｌｕ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Ｂｕｃｈｎｅｒ 松鼠科

五趾跳鼠 Ａｌｌａｃｔａｇ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Ｆｏｒｓｔｅｒ 跳鼠科

中华竹鼠 Ｒｈｉｚｏｍｙ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ｒａｙ 竹鼠科

小家鼠 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鼠　科

褐家鼠 Ｒａｔｔｕｓ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Ｂｅｒｋｏｎｈｏｎｔ 鼠　科

针毛鼠 ＲａｔｔｕｓｆｕｌｖｅｓｃｅｎｓＧｒａｙ 鼠　科

社　鼠 Ｒａｔｔｕｓ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ｔＨｏｄｇｓｏｎ 鼠　科

黑线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ａｇｒａｒｉ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鼠　科

中华林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ｄｒａｃｏＢａｒｒｅｔｔ—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鼠　科

大林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鼠　科

小林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鼠　科

大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ｔｒｉｔｏｎＷｉｎｔｏｎ 仓鼠科

黑线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ｂａｒａｂｅｎｓｉｓＰａｌｌａｓ 仓鼠科

灰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仓鼠科

长尾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ｌｏｎｇｉｃａｎｄａｔｕｓ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仓鼠科

中华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ｉ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仓鼠科

东北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ｐｓｉｌｕｒｕｓ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仓鼠科

东方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ｆｏｒｔｉｓＢｕｃｈｎｅｒ 仓鼠科

子午沙鼠 Ｍｅｒｉｏｎｅｓ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仓鼠科

豪　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Ｇｒａｙ 豪猪科

石　貂 ＭａｒｔｅｓｆｏｌｉｎａＦｒｘｌｅｂｅｎ 鼬　科

青　鼬 ＭａｒｔｅｓｆｌａｖｉｇｎｌａＢｏｄｄａｅｒｔ 鼬　科

黄　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Ｐａｌｌａｓ 鼬　科

艾　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ｅｖｅｒｓｍａｎｎｉＬｅｓｓｏｎ 鼬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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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　名 学　 　名 科　名 备　　注

虎　鼬 ＶｏｒｍｅｌａｐｅｒｅｇｕｓｎａＧü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ｔ 鼬　科

狗　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鼬　科

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ａｒｄ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猫　科

金　猫 Ｐｒｏｆｅｌｉ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Ｖｉｇｏｒｓｅｔ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 猫　科

狼 Ｃａｎｉｓｌｕｐ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犬　科

赤　狐 Ｖｕｌｐｅｓｖｕｌｐｅ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犬　科

野　猪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猪　科

/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Ｌ． 鹿　科

林　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Ｆｌｅｒｏｖ 鹿　科 近绝迹

小　麂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ｒｅｅｖｅｓｉＤｇｉｌｂｙ 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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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旱　灾

干旱是平凉主要自然灾害。明代以来，旱灾渐多，愈近愈频繁。从１８００至１９９０年，
发生大旱近９０次，从１９６０至１９８２年的２３年中，仅有１９７５年未出现旱灾，可谓 “十年

九旱”。

汉惠帝二年 （前１９３）　陇西郡成纪县等处夏大旱。
宣帝本始三年 （前７１）　秦、陇大旱。
光武帝建武二年 （２６）　全国大旱，野蚕成茧，遍于山谷，人收其利，麦歉收，

民饥。

安帝永初二年至五年 （１０８—１１１）　陇西、北地等郡连旱，民饥。
晋武帝泰始六年 （２７０）五月　秦、雍、凉３州旱，民饥。
太康元年 （２８０）　大旱，伤麦。
九年 （２８８）　旱，伤禾稼。
惠帝元康五年 （２９５）七月　秦、雍２州旱、霜、疫并作，米每斛值万钱。
七年 （２９７）七月　雍、秦州旱、疫，米万钱。
八年 （２９８）　雍州旱。
孝武帝太元四年 （３７９）五月　秦州旱，大饥。
安帝义熙十一年 （４１５）　雍秦等州大旱。
文成帝太安五年 （４５９）　秦、雍州遍旱，年谷不收。
太和元年 （４７７）六月　泾州旱。
十二年 （４８８）十一月　雍州旱，成灾，民饥。
二十年 （４９６）　西北州、郡均旱，开仓赈恤。
天平四年 （５３７）　雍、秦等州大旱。
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　旱，泾州大饥，斗米千钱。
八年 （６２５）七月　泾州等处旱，禾枯槁。
贞观二年 （６２８）　４０余州饥，关中更甚。
永徽元年 （６５０）　平凉大旱。
则天久视元年 （７００）　泾州等处旱，歉收。
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秋　亢旱，早霜。

５０２




天宝九年 （７５０）　泾州等处大旱，禾枯。
永泰元年 （７６５）　平凉大旱。
大历元年 （７６６）　岁旱，民饥。
贞元元年 （７８５）　泾、陇一带禾旱无收，饥馑枕道。
元和九年 （８１４）　泾州等处旱。
开成二年 （８３７）　旱。
中和二年 （８８２）　泾州等处干旱饥馑，人相食。
四年 （８８４）　平凉大旱，大饥，人相食。
后晋天福七年 （９４２）春　天下大旱。四月，关西诸郡蝗灾，“食草木以尽”。歉收，

民流徙，十死八九。

宋建隆二年 （９６１）　自夏至秋，泾州亢旱，饥民流亡。
开宝元年 （９６８）　平凉大旱，民饥。
至道二年 （９９６）　平凉大旱，民饥。
天禧四年 （１０２０）夏　平凉等处旱，民饥荒，放粮赈济。
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春、夏　平凉等处干旱，饥荒。
九年 （１０７６）　旱。
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　西北诸路旱，伤禾几尽，民流不止。
三年 （１０８０）夏，平凉等处干旱。
元三年 （１０８８）秋　平凉等处干旱，民饥。
金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　泾、渭皆旱，灾重，民多饥死。
大定十六年 （１１７６）七月　旱。
元至元十六年 （１２７９）五月　陇西等４０驿旱，民饥。
三十年 （１２９３）六月　旱，米价腾贵。
元贞元年 （１２９５）六月　旱。
延元年 （１３１４）正月　泾州大饥。
泰定元年 （１３２４）六月　灵台、泾州自春至夏不雨，禾苗枯死。
三年 （１３２６）五月　泾州饥，次年，陕、甘旱。
致和元年 （１３２８）　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陕、甘复旱，泾州等地麦苗枯死，秋禾

未种，饿殍载道。

天历二年 （１３２９）　旱，甘、陕行省诸路饥民２３４万人。
明宣德三年 （１４２８）六月　静宁大旱，民饥。
正统二年 （１４３７）　平凉夏、秋旱，麦无收。
天顺元年 （１４５７）夏　甘肃诸府、卫旱。
成化二十年 （１４８４）　平凉、镇原等处干旱，麦无收，民饥。
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　平凉、泾州、庄浪旱，大饥。
二十二年 （１４８６）　庄浪、灵台大旱。
成化二十三年 （１４８７）　平凉、巩昌等府大旱，冬，民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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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七年 （１４９４）　庄浪旱，大饥。
弘治十六年 （１５０４）秋　静宁旱，大饥，死亡甚众。
正德七年 （１５１２）　平凉、秦州等处大旱，民饥。
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　冬无雪。次年，平凉、巩昌等地大旱，饥荒，斗米值银４两。
八年 （１５２９）　平凉、镇原等地大旱饥荒，民众食草茹木，人相食。
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　平凉府属县大旱，饥荒。
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　灵台大旱，民饥。平凉、庄浪等地大饥荒，人相食。疫病并发，

死亡甚多。

三十 （１５７６）　灵台旱，大饥。
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　平凉旱，次年大饥，死者甚众。
十年 （１５８２）　平凉、庆阳俱旱。
十一年 （１５８３）　大旱。二月，赈旱灾，免田租。
十四年 （１５８６）　大旱。
十四年 （１５８６）　庆、平各府州县大旱，民饥。
十五年 （１５８７）　庄浪大旱，人口流亡过半。
十六年 （１５８８）六月　灵台大旱。
十九年 （１５９１）　大旱，民饥，人相食。
四十四年 （１６１６）　平凉等处大旱。
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　庄浪大旱，大饥，移粟以赈。
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　平凉、静宁大旱。
二年 （１６２９）　平凉、泾州大旱。
三年 （１６３０）　平凉、静宁大旱，民饥。
七年 （１６３４）　灵台旱。
十年 （１６３７）　平凉、华亭、静宁、庄浪大旱。
十二年 （１６３９）　静宁旱，蝗成灾，民饥。
十三年 （１６４０）　大旱，庄浪大饥，人食草木，易子而食；静宁旱、蝗成灾，连岁

大饥，户口凋亡，民死者众；泾州严重饥荒，人相食，斗麦值银３两。
十四年 （１６４１）　大旱，蝗成重灾，斗米值银１５两，至四月麦斗银２两。民间有

父子、夫妇相食者，十室九空。

清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　平凉旱灾，免赋。
十二年至十三年 （１６５５—１６５６）　连旱，民饥，斗粟银２钱。
十三年 （１６５６）　静宁春至夏无雨，麦禾枯槁，米价昂贵。
十四年 （１６５７）春　灵台大旱。
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静宁春夏旱。
六年 （１６６７）　静宁、庄浪等地旱，饥。
七年 （１６６８）　静宁旱，大饥。
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　庄浪上冬无雪，是年闰四月始雨，斗粟千钱。

７０２第二编　自然环境



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　全省旱，民饥，米价腾贵。
三十一年 （１６９２）　静宁旱，疫病流行，死者无计。
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夏　静宁旱，禾无收，民饥。
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　静宁旱。
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　泾州旱，民饥。
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　平凉、泾州等地旱，歉收，民饥。斗粟银３钱。免赋，开仓济

民，复免次年银、粮、草束。

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　大旱，夏禾无收，民饥。
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　平凉旱，民饥，免额征银、赋等并免积年通欠。
五十八年 （１７１９）　平凉、泾州、静宁等地旱，粮食无收，年馑，免赋额。
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　至次年夏，平凉旱，民饥。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　平凉旱，禾苗尽伤。
十三年 （１７３５）夏　静宁、平凉旱，禾歉收，民饥。
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夏　平凉旱，民饥。
十五年 （１７５０）　平凉等２０余州、县旱。
二十年 （１７５５）　泾州大旱。
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　泾州大旱。
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庄浪县旱，北乡尤甚。
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　泾州旱，饥荒。
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平凉旱，大饥荒，疫病流行，死人甚多。免租赋及历年积欠粮

４４０余万石。
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夏　泾州旱，麦苗枯死。
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　华亭大旱。
六年 （１８０１）　旱，绝收。
九年 （１８０４）　泾州旱。
十年 （１８０５）　泾州大旱，饥荒，斗麦值银１两。
十三年 （１８０８）秋　泾州旱。
二十年 （１８１５）五月　泾州旱。
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　静宁大旱，民大饥。
六年 （１８２６）　静宁等州、县旱、雹、霜成灾，岁荒。
十二年 （１８３２）秋　泾州大旱。至翌年五月雨。
十四年 （１８３４）　庄浪旱。
十五至十七年 （１８３５—１８３７）　平凉连续大旱，夏秋均歉收，民饥。
十九年 （１８３９）　静宁、庄浪大旱，民饥。
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平凉、静宁等１３县大旱，瘟疫流行。
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　庄浪旱。
咸丰七年 （１８５７）　庄浪大旱，民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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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 （１８６１）　庄浪大旱。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庄浪大旱，饥民外逃，土地失种。
七年 （１８６８）　平凉等２２州、县自正月至五月大旱。泾州斗麦值银７两，苜蓿１斤

值银６０文，人相食，新尸被掘食一空。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平凉、泾州等州县大旱，民饥，死者甚众，麦斗值银１５两。
四年 （１８７８）春　灵台、庄浪等地大旱。
十六年 （１８９０）　静宁旱、大疫，死者较多。
十七年 （１８９１）　静宁、庄浪大旱，民饥。
十八年 （１８９２）　泾州、静宁、庄浪大旱，麦无收，饥民外逃。
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庄浪、静宁等处大旱，饥。
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平凉、静宁、泾州大旱，斗麦值钱２８００文，饥民饿死无数。
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平凉等１５州大旱，禾无收。
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春、夏　大旱。七月始雨，田无禾苗，野无荒草。大饥，人多食

树皮草根，兼瘟疫流行，死者枕藉，鬻妻卖子，哀鸿遍野。比户皆空。

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静宁、庄浪、泾州大旱，禾歉收，民饥。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春、夏　甘肃全省亢旱。拨银６万两赈济。二年九月，免受灾地

亩钱、粮、草束。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春、夏　陇东１７县大旱，夏秋无收。
５年 （１９１６）　静宁、泾川大旱，麦苗枯死。
６年 （１９１７）　静宁旱。
１３年 （１９２４）春夏　亢旱，稼无收，大饥。
１５年 （１９２６）夏　大旱，麦多枯死。
１６年 （１９２７）夏　大旱成灾，民饥。
１７年 （１９２８）春、夏　大旱，饥民载道。
１８年 （１９２９）　大旱，继以冰雹、洪水、虫害、霜冻、瘟疫。大饥，树皮、草根、

麸皮等食之以尽，以至易子而食。外出逃生者多饿死野外，白骨曝日，积尸盈道。

１９年 （１９３０）夏　平凉旱，民饥。
２０年 （１９３１）　静宁旱、雹、洪成灾。
２１年 （１９３２）　旱，禾枯、草萎，歉收，民饥，流亡者相继。
２２年 （１９３３）　平凉大旱。春苗多枯，民饥，逃亡者甚众。
２３年 （１９３４）　静宁、平凉、灵台等县亢旱，苗多枯死，收成大减。政府赈济，贷

籽种，免灾区田赋。

２６年 （１９３７）　平凉旱，民大饥。
２７年 （１９３８）　全省旱，夏禾绝收。
２８年 （１９３９）　静宁旱、雹、洪水成灾，民多饥。
２９年 （１９４０）　灵台、静宁等县大旱，庄稼歉收，民饥。免赋、贷籽种。
３０年 （１９４１）　大旱，静宁夏禾无收；华亭麦尽枯死，小麦斗价法币１１元；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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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１３８万亩，冬小麦无法播种。
３１年 （１９４２）　旱。
３４年 （１９４５）　平凉、静宁、庄浪等地大旱，夏禾歉收，秋田不能下种，民饥。
３６年 （１９４７）　静宁旱、虫成灾；平凉旱，免田赋。
３８年 （１９４８）　庄浪大旱，民逃荒。
１９５１年春、夏　平凉、泾川、灵台、崇信、静宁等县干旱、风沙、虫害相继成灾。

麦秕，高粱、谷子枯萎，歉收。

１９５２年８月前　未雨，田禾枯萎。
１９５３年　静宁等县旱，小麦播种失时。
１９５５年　灵台、崇信、泾川、平凉、静宁等县旱、风、虫害相继成灾。
１９５７年秋　旱，成灾３５６万亩；灵台旱至下年３月。
１９６０年春、夏　静宁、平凉、华亭、泾川大旱，歉收。
１９６１年　平凉冬旱。泾川春季缺雨，夏粮歉收，浮肿、干瘦病普遍发生，时有饿、

病而死者。

１９６２年　静宁、庄浪、华亭、泾川等县旱、风、虫害相继成灾。粮食歉收。
１９６３年　静宁、平凉伏、秋旱，夏粮歉收，人畜饮水困难。
１９６５年 华亭７月中旬至９月中旬大旱，成灾２１万亩。
１９６６年 全区自上年１１月持续干旱２００多天，全区因旱夏粮减产约６０００万公斤。
１９６８年 初夏旱，庄浪成灾面积１９０３万亩。
１９７１年　静宁、平凉 “三伏”大旱。

１９７２年　全区伏秋连旱。粮食减产。静宁、庄浪灾情严重。
１９７３年　平凉、泾川、崇信、灵台、庄浪等县春、夏旱。
１９７４年　平凉、静宁、庄浪春、夏旱。
１９７９年　静宁、庄浪、平凉、华亭、泾川等县春、夏大旱。
１９８０年 泾川自上年９月下旬至１月，干旱，小麦死苗严重。
１９８１年　静宁旱、病、虫相继成灾；平凉伏旱严重。
１９８６年　华亭、平凉、泾川、崇信、灵台大旱。
１９８７年　静宁特大旱，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大旱。
１９８８年　灵台、崇信旱。
１９８９年　静宁、平凉、崇信春末夏初旱。
１９９１年　全区伏秋连旱，静宁、庄浪、泾川、灵台、平凉受灾严重。
１９９２年春　持续干旱。
１９９３年　全区春旱，个别地方人畜饮水困难。
１９９４年　春末、伏期和初秋干旱。泾流锐减，库容下降，部分河流干涸。全区受灾

４５０万亩，人畜饮水困难。
１９９５年　全区特大旱。出现大气、河库、农田土壤同时干旱的 “立体旱象”。全区

受灾５４０余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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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春　全区旱。平凉、崇信、华亭、静宁又出现伏旱。
１９９７年　全区春末初夏大旱，１６座水库、３２座塘坝、１３００多眼水井干涸，人畜饮

水困难。

１９９８年３至４月　相继高温、干旱，人畜饮水困难。
１９９９年　旱，人畜饮水困难。
２０００年，春旱严重。７月中下旬降水稀少，伏旱严重。
２００１年４月下旬至６月上旬初，春旱较重。７月至８月，伏旱。

第二节　水　灾

因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造成的洪涝灾害，多发生在７至９月，或淹没良田、树木，或冲
去财物牲畜，程度不同，记法各异。

汉新莽地皇元年 （２０）秋　平凉大雨６０余日。
东汉安帝建光元年 （１２１）秋　平凉雨水伤禾。
晋惠帝元康八年 （２９８）九月　平凉大水灾。
北魏承平元年 （４５２）七月　平凉大水淹没田舍。
文成帝和平元年 （４６０）八月　平凉大水成灾。
太和六年 （４８２）　平凉大水冲毁田舍。
唐德宗贞元八年 （７９２）秋　平凉大水成灾，溺死者甚众。
后晋天福六年 （９４１）五月　平凉泾州雨雹成灾。
元武宗至大四年 （１３１１）六月　平凉大水伤稼。
英宗至治二年 （１３２２）秋　平凉霖雨成灾。
致和元年 （１３２８）春　华亭雨雪连月，麦苗溺死，秋禾未能下种，庄稼无收，翌年

大饥。

顺帝至元二年 （１３３６）六月　泾水溢，冲毁两岸田禾。
明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六月　平凉浚谷山水暴涨盈溢，淹没东廓室庐，溺居民以万数，

有漂至西安尚生者。

二十四年 （１５４５）夏　庄浪大水，岁饥。
二十七年 （１５４８）秋　平凉大霖雨、雪杀禾，民饥。
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　平凉泾水暴涨，乃弃故道而大决诸渠，漂毁园池台榭植物。城

北盛观，荡为砂砾。

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　自春至夏霪雨霏霏，禾苗俱损，七月，大雨浃旬，城垣庐舍，
倾塌殆尽，死者甚多。

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七月　泾河暴涨，水高数十丈，淹死居民，冲毁财物，损失
巨大。

清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五月　灵台霪雨滂沱，经旬不止，大伤麦豆。
四年 （１６４７）　平凉大雨伤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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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 （１６５２）五月初四日　灵台大雨如注，河水泛涨，民有死者。是年六月六日，
雷雨大作，昼晦，河水泛涨，大损麦禾、豆、谷；秋七月，平凉大水成灾；秋九月，泾

州大水。

十二年 （１６５５）二月初旬　平凉大雨六十余日，荞麦、豌豆，煮之成红水。
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七月十二日　静宁大水。长源河水泛涨，夏禾尽没。稍落，复排

山出，淹没庄堡、人畜无数。

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七月　平凉大雨成灾。
十七年 （１７５２）　泾州大水成灾。
四十八年 （１７８２）六月　泾州大雨，延至八月，庄稼徒长，不结实，饥荒。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　平凉水灾。
八年 （１８０３）六月二十三日　平凉府属各地城垣、衙署、民房多被水冲塌。
十年 （１８０５）闰六月、七月　静宁水旱成灾，民饥。
十六年 （１８１１）六月　泾州阴雨连绵。
十九年 （１８１４）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一日　泾州大雨，七、八月华亭、灵台阴雨连

绵，禾穗皆霉，水坏衙署，居民受灾，人、物淹没无数。

二十年 （１８１５）七至九月　泾州阴雨连绵，秋禾生芽。
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六月　泾州大水。
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七月　泾州阴雨连绵，秋禾秕。
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七月　泾州、灵台、崇信霪雨至十一月，河沟涨溢，淹没民房、

人畜。

三年 （１８２３）　静宁暴洪成灾。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四月三日　泾州大雨，河沟洪水横溢，人畜死者无数。
十二年 （１８８６）六月　静宁下张节等处大雨雹，沟河涨溢，毁坏民舍甚多，民饥。

泾州雨雹伤稼。

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六月二十三日　华亭暴雨，白草峪水高３丈，漂没人畜。
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六至九月　华亭大霖，房屋浸塌，人遭伤害，牛多病；七月六、

七、八日静宁连降大雨，五台山西崩，城南乱故堆地裂。

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静宁秋涝，禾歉收。
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静宁雨涝。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崇信秋涝。
二年 （１９１０）七月　灵台暴洪成灾。
三年 （１９１１）六月初八日　泾州大雨，河沟涨水，淹死人畜。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８月　华亭大霖３日，势如倾盆，山崩川溢，道路壅塞，禾苗多

被淹没，近河居民有的被淹没。

４年 （１９１５）６月　崇信大雨连旬，河流漫溢，冲毁河岸田地无数。
６年 （１９１７）６月１５日　华亭大雨，平地起水４尺，房塌树倒，水磨、田禾多被

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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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年 （１９２２）６月２４日　华亭大雨，河两岸川地淹没不下千亩。
１４年 （１９２５）６月　崇信大雨连旬，冲毁临河田地；夏，泾州阴雨连绵，麦多

发芽。

２２年 （１９３３）　静宁、灵台雹洪成灾，冲毁庄稼、房屋、牲畜甚多。
２３年 （１９３４）８月　崇信阴雨连绵，内河水涨，决岸冲田。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４月２２日夜　华亭河水泛涨，淹没田禾，６月２８日起，大霖５日，

芮河泛滥，淹没河岸田地、麻、谷甚多，冲毁水磨４座。
２６年 （１９３７）６月２０日晚８时　泾川雨洪突发。淹塌房屋甚多，死者１０余人。
２７年 （１９３８）６月１６日　平凉暴洪陡发死多人。
２９年 （１９４０）秋　泾川雨涝。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６月８日、１０日　华亭暴雨，房屋倒塌，田禾、土地淹没无数。
３１年 （１９４２）６月９日　平凉雨雹，山洪暴发，冲走儿童２人、牛１７头、羊６４４

只、驴２头。
３３年 （１９４４）６月２３日　华亭大雨，淹没人畜、房屋无数。
３５年 （１９４６）　平凉洪水，溺死百余人；９月２８日，泾河暴涨，泾川沿河地５１１亩

被毁。

３６年 （１９４７）８月１２日晚至翌日晨　泾河两次暴涨，冲毁泾川川地１４２２亩。静宁
水成灾。

３７年 （１９４８）　平凉洪水，死２０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０日　华亭暴雨。９月８日起，霖雨１０昼夜，成灾１３４６６亩；灵台阴

雨，作物未熟，民房倾塌，交通停滞。

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７日、２５日　平凉、华亭、泾川、灵台、静宁洪灾，８人被冲走，冲
去牲畜、财物无数。

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３日、１５日　平凉、静宁暴雨成灾。
１９５４年４月８日、５月１９日至２３日　雨雹、山洪成灾。５月２２日晚，静宁暴雨成

灾。８月１６日、９月２日，庄浪、泾川数万亩粮田被毁。
１９５６年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　泾川、平凉、崇信、华亭、静宁暴雨，田毁房倒，人

畜被淹，河水泛滥，华亭、泾川灾尤重。

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４日晚　平凉、泾川、静宁等县暴洪成灾。３２人被冲淹，牲畜、财物
不计其数。平凉灾重。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２５日　灵台、崇信暴雨兼大风，９人丧生。７月１１日，平凉大
风暴雨成灾。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洪灾，淹溺死３人。
１９５９年６月７日、７月１３日、１４日　静宁暴雨成灾，死３人。８月中旬，平凉暴雨

成灾。

１９６０年７、８月　泾川、静宁、平凉暴雨成灾，淹死２０余人。
１９６１年９月１日至１０月２０日　阴雨连绵，全区倒塌房屋４４３５间，窑洞３５７２孔，

压死４７人，压伤４５人，压死大家畜４６头、伤７头、死羊３７９只，猪７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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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３日下午　泾川雨雹成灾。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９日　泾川、崇信雨洪成灾，死６人，伤７人。
１９６４年７月　静宁降雹６次，降雨１８天，雨涝成灾，冲毁水库４座，死１９人。李

店公社南山崩裂长达２００米，约７３３亩耕地下沉３米，泥土流失２０万立方米；庄浪暴雨，
滑坡泥石流面积３７６万亩；平凉暴雨，不少地方，房倒桥垮，损失极惨。
１９６５年７月５日至７月１５日　庄浪、静宁、华亭、崇信、泾川、灵台暴雨成灾，

死１３人，重伤３人，冲走牲畜、财物无数。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１３日、２５日、２６日　静宁雹洪成灾，死１５人，发生６处山体

裂缝；７月２６日，崇信、灵台、华亭大暴雨，历史罕见，山洪暴发，死３人。
１９６８年　平凉、崇信洪涝成灾。
１９７０年８月４日　平凉、崇信、灵台暴雨，淹死２人。
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０　平凉暴雨成灾。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７日、６月１日、７月中旬　静宁雹雨，死２０人，新店红多罗山崩，７

座水库、３９个塘坝决口，２４条水渠及数千亩梯田被毁。４月２７日庄浪一次降水８５４毫
米，全县８个公社、４５６个生产队受灾，良邑公社李家咀水库垮坝，淹死６６２人，伤７２
人，冲毁农田６７万亩。８月２５日一次降水７２６毫米，万泉公社史家沟水库垮坝，死８１
人。全县受灾面积８６０万亩，成灾８５６万亩；７月１７日华亭暴雨，水淹东华殿沟煤窑，
死１０人；４月２７日、８月下旬，平凉雹洪成灾，１９４户人家被淹，１８座塘坝被毁，泾河
柳湖桥和４０００多米河堤工程被毁，死３人，伤４人。５月１日，崇信雨洪成灾，死２人。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４日　平凉暴雨成灾。
１９７５年６月６日、７月２５日　平凉、庄浪大暴雨，冲毁塘坝河道１０多处。８月下旬

始，阴雨连绵１００多天，全区出现严重秋涝。泾川、崇信２０００余间房屋倒塌，淹死６人。
１９７６年６月４日　平凉强雨雹。
１９７７年７月６日　静宁洪涝成灾，全县滑山２９处。
１９７８年　庄浪、华亭、平凉、灵台暴雨成灾。７月１１日灵台日降雨１５０１毫米，创

全省日最大记录，造成５人死亡。
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　平凉暴雨成灾。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９日　平凉洪灾。
１９８１年８月、９月　华亭、平凉雨涝，房塌死１１人，伤３人。
１９８３年６月３０日　静宁、华亭暴洪灾，死２人。
１９８４年５、６月　静宁阴雨连绵，小麦倒伏，锈病、黄矮病发生；５月１０日，庄浪

暴雨，死亡２人。华亭阴雨成灾，６、７月，泾川暴雨，小麦打碾不及，普遍发芽霉变。８
月２１日，崇信暴雨成灾。
１９８５年春、夏　华亭雨灾。９月暴雨塌房死５人。６月下旬，灵台暴雨，死５人。７

月３１日，崇信暴雨成灾。９月７日，庄浪被灾。
１９８６年夏　华亭暴雨成灾，死１人。
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１日　静宁暴雨灾，死２人。夏，华亭暴雨成灾。７月３日，崇信雨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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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灾，死１人。
１９８８年８月７日、１３日、２５日　静宁雨雹灾，死３人。庄浪、华亭雨洪成灾。８月

８日至９日，泾川雨洪成灾。８月７日至８日，灵台暴雨，有１３０多户农民无家可归。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９日　庄浪雹洪成灾。７月１８日，灵台雨灾。８月４日，平凉暴雨灾。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５日　崇信暴雨，小麦倒伏。６月２７日，灵台雨灾。７月８日、１２日，

平凉大雨成灾。８月３１日，华亭雨洪成灾。
１９９２年８月９日至１１日　静宁暴雨，葫芦河出现自１９５７年以来的第二次大洪水，

两岸灾重，一些地方山体滑坡，粮田道路被毁，受灾面积达５万余亩。８月１２日，泾川、
灵台暴雨灾害，死亡３人。１０月，庄浪暴雨，田舍被毁，水电设施遭损害。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６日　庄浪遭暴雨袭击。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日　崇信雨灾。７月９日、８月５日灵台、泾川均遭雷雨袭击，各死

１人。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９日　平凉、崇信、灵台先后遭受暴雨、冰雹、大风袭击，平凉、崇

信各死１人。８月２８日，崇信暴雨冲走煤炭勘探井架等设备，停电３０小时。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６日至２７日　全区大暴雨，死亡１９人，死亡牲畜５４４６头 （只）。倒

塌房窑１８１９间 （孔），损坏房窑７７６５间 （孔）。平凉有１３７户、４２９人无家可归。道路、
围墙、农田、农电线路、水利设施多被毁。损失达１亿多元。６月２４日，庄浪雨灾。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日晚　泾川洪水成灾。７月５日平凉、华亭暴雨成灾。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３、１４日　平凉、泾川暴雨成灾。
２０００年６月３日、１６日　庄浪暴雨成灾。８月１７日，崇信、庄浪、华亭暴雨成灾。

作物受灾面积２０４万亩，经济损失３４６６９万元。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２１日　华亭暴雨，冲田毁路，２人死亡。作物受灾面积２１１万

亩，２１９４万元。

第三节　雹　灾

平凉地区是冰雹多发地区之一，发生频率及危害程度仅次于干旱。冰雹发生一般始

于初春 （３月），盛于炎夏，终于秋中 （１０月）；一天中多出现在午后至傍晚。冰雹侵入
路径大致有四条，六盘山以西三条，以东一条。

发源于贺兰山，沿六盘山东麓经固原影响东部５县 （市），首先侵入平凉市的西阳、

安国后分为五股入侵泾川、华亭、崇信、灵台等地。

从贺兰山发源后沿六盘山西麓进入隆德县后，分多股侵入静宁的曹务、庄浪的岳堡、

通边、良邑、水洛、韩店。

由宁夏西吉侵入静宁的原安、三合、灵芝、司桥，而后折向威戎、雷大。

发源于马卸山区经会宁侵入静宁红寺、四河、甘沟、李店，分向阳川、仁大、庄浪

的万泉。

晋咸宁五年 （２７９）六月　平凉雪雹，伤禾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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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元年 （３０１）　平凉风雹，伤禾稼。
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 （４７４）四月　平凉、泾州大雪雹，伤禾稼。
宣武帝景明元年 （５００）六月　平凉大雪雹坏庄稼、杀鹿。
唐高祖咸亨元年 （６７０）四月　平凉大雪雹。
高宗上元二年 （６７５）十月　平凉雨雹。
后晋天福六年 （９４１）五月　泾州雨雹，川水大溢，坏州廓。
宋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　静宁蝗、雹成灾，民饥。
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夏　平凉、泾州雨雹，大如鹅卵，害禾稼。
元至治元年 （１３２１）六月　泾州雨雹。
二年 （１３２２）四月　泾州雨雹。
泰定二年 （１３２５）六月、八月　静宁雨雹。
三年 （１３２６）六月　静宁大雨雹。
致和元年 （１３２８）六月　泾州大雨雹，伤麦禾。
至正十七年 （１３５７）八月十五日　泾州大雨雹。
明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八月　平凉雨雹伤麦。
八年 （１３７５）四月　平凉雨雹伤麦，民饥。免田租，并赈济。
正统三年 （１４３８）　自夏至秋，平凉、静宁多降雨雹。伤禾稼，民饥。
四年 （１４３９）四月　泾州大雨雹，伤人畜庄稼。
五年 （１４４０）四月　平凉大雨雹，伤人畜、田禾。
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　平凉大雨雹，大如升斗，伤稼，杀畜鸟雉兔。
三年 （１５０８）四月　泾州雨雹，大如鸡卵，坏房舍菽麦。
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秋　平凉雨雹。
二十六年 （１５４７）秋　平凉雹，杀禾，民饥。
天启六年 （１６２６）四月　灵台大雹雨，麦禾尽伤。
清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　平凉大雪雹，伤禾。免当年田租及赋额。
十年 （１６５３）五月二十一日　灵台东原大雹伤麦。
十五年 （１６５８）夏　静宁大雨雹，害稼伤畜；八月十二日，崇信大雨雹，秋禾尽损。
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　五月初四日，静宁雨雹成灾。
二十八年 （１６８９）　泾州冰雹成灾。
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八月　泾州冰雹伤苗。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　平凉雨雹，禾苗尽伤，灾重。
七年 （１７２９）七月　静宁雨雹伤禾。
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　全省各州、县雨雹杀禾，歉收，民饥。
十年 （１７４５）八月　泾州雨雹，秋禾伤，民饥。
十五年 （１７５０）　平凉等２０余州、厅、县雹灾。
二十三 （１７５８）五月　庄浪大雨雹，冬无雪，斗米价银４钱。
三十年 （１７６５）六月　华亭雹如鸡卵，降雹３尺，屋瓦尽碎，禾苗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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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　平凉等府州、县雹灾，民饥。
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五月　华亭降雹尺余，山川形色宛如冬景。
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六月　华亭大雹３次，山间冰块有大如牛者。
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夏　灵台大雨雹，伤禾。
十年 （１８７１）三月二十六日　灵台雹大如杏。四月二十日，雨雹，夏禾尽伤。二十

四、五日，继以烈风、雹雨，未伤之麦亦摇落半数。六月，雹伤秋苗，消融后平地水深

半尺。

十二年 （１８７３）四月　灵台冰雹、严霜，禾尽枯。
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五月　华亭雹，小麦绝收。
十二年 （１８８６）六月　静宁大雨雹，沟河涨溢，平地水深数尺，毁坏民舍甚多，民饥。
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四月二十四日　泾州雨雹，大如鸡卵。麦、豆打落，人畜受伤者

无计，洪水冲塌民房多处。

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四月二十四日　泾州雨雹，禾苗损伤。灵台雨雹成灾。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６月　华亭雹，麻、麦绝收。
２年 （１９１３）６月　华亭雹灾。
３年 （１９１４）６月　华亭雹灾。
４年 （１９１５）４月　灵台冰雹，有大如牛者，３日尚未消融；如拳头、鸡蛋者无数，

顷刻瓦破屋透，麦稷有被风折净者，树有连根拨出者。４月１３日，什字大雨雹，大者如
鹅卵，打伤农民３人，谷禾皆尽；５、６月，华亭降雹６次，重伤麻、麦。
６年 （１９１７）５、６月　华亭降雹数次，麻、谷绝收。
８年 （１９１９）５月１５日、１９日　华亭降雹如拳，麻豆尽伤。７月１３日，灵台冰雹。
１１年 （１９２２）５月２２日　华亭雹，麦、谷绝收。
１５年 （１９２６）７月２日　华亭雹，谷、麦尽伤。
１６年 （１９２７）　平凉雨雹，春夏田禾多冲没。
１８年 （１９２９）６月　灵台雹，秋禾损坏尽净。
２０年 （１９３１）４月中旬　灵台雹伤禾。
２１年 （１９３２）６月１日　华亭雹，麦、禾绝收。
２２年 （１９３３）５月２２日 崇信雹，经日不消，损麦、豆半成，烟苗全伤；４、６月，

灵台雹雨伤禾。７月初，华亭雹伤秋禾。
２３年 （１９３４）　静宁冰雹成灾。
２４年 （１９３５）４月２８日　华亭、平凉、泾川雹，屋瓦破碎，禾苗一空。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４月２５日　泾川冰雹，坏麦苗。
２６年 （１９３７）　静宁雹、洪、风、霜相继成灾。
２７年 （１９３８）５月１０日 华亭雹如鸡卵，屋瓦破碎，树木伤折，麦谷一空。６月

２９日，泾川冰雹，歉收。
２９年 （１９４０）　平凉、灵台、静宁冰雹成灾，民饥。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５月１５日、２１日　华亭、平凉、泾川、静宁雨雹，大如核桃，麻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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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

３１年 （１９４２）６月４日　平凉、崇信雹雨，禾苗摧毁殆尽。
３２年 （１９４３）５月２１日、８月１９日、９月１７日　崇信３次降雹，９月，平凉雹。
３３年 （１９４４）　平凉雹灾。
３４年 （１９４５）５月２０日　泾川雹。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５月２８日　华亭、崇信骤降冰雹，麦禾受损。７月９日复遭雹击，禾

苗殆尽。死亡２人。
３６年 （１９４７）５月２４日、６月３日、７日及９月１２日　崇信雨雹。是年，静宁雹

成灾。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７月２０日　泾川冰雹。
１９４９年　灵台雹灾。
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日、５月１１日　泾川降雹，４至７月灵台、崇信降雹７次。
１９５１年　泾川、华亭、静宁、平凉雹灾。
１９５２年　静宁、平凉、华亭、灵台雹灾。
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９日、６月１３日、９月１４日　平凉降雹。６月、７月，华亭降雹。９月

１２日，静宁雹伤禾。
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至６月２０日　平凉４次雨雹。
１９５５年５至 ８月　华亭雹成灾。千余间屋瓦被打碎。平凉发生雹灾 ７次，受灾

１６４５万亩。灵台、崇信、静宁均遭雹袭。
１９５６年５至９月　全区１３个县 （含庆阳）先后发生雹灾６２次，受灾面积达１１１８

万亩，平凉、静宁等县灾情为百年以来所未有。地埂下积冰竟达尺许，个别山湾有一人

多高。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下午　灵台、平凉雹灾。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１日　华亭、平凉、灵台、泾川遭受雹袭，打伤１３人。
１９５９年４、６、８月　平凉、静宁、泾川雹灾，两个特大冰雹，重约１０公斤。此灾

死４人，伤５人。
１９６１年５月９日、８月２９日、９月２０日、２１日　静宁冰雹成灾，死１５人。６月６

日、８月下旬和９月２１日、１０月２１日，平凉、崇信降雹。
１９６２年６、７月　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华亭雹灾。灵台灾后１１２９人外流。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９日、８月１２日、１８日、２０日　平凉、泾川、崇信、华亭、静宁遭

受雹灾。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２０日、２１日、２２日　平凉、崇信、华亭、庄浪发生雹灾，打
伤５人。
１９６５年４、７月　静宁、平凉、泾川、崇信雹灾。
１９６６年６月　庄浪、平凉、灵台雹灾。
１９６７年６月　静宁雹、洪成灾，死亡３人。平凉雹灾。
１９６８年６月　静宁、平凉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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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雹

１９６９年　平凉雹灾。
１９７０年５月５日、６月２８日、７月２０日、２１日、

２２日　平凉、庄浪、静宁、华亭、泾川雹灾，伤８０余
人，死３人。
１９７１年６、７月　静宁、平凉、崇信、泾川雹灾，

３６人被打伤。
１９７２年４、６、７月　静宁、平凉雹灾。
１９７３年６、７月　全区雹灾。
１９７４年５至７月、９月　泾川、平凉、灵台、华

亭、庄浪、静宁雹灾。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１日至１０月８日　全区降雹４１次，
成灾１４次，打伤２６人。
１９７６年６月５日、２９日、７月１６日、８月１３日、

９月１日、１０月１日、１２日　庄浪、平凉、泾川雹灾。
１９７７年６、８月　泾川、平凉、庄浪雹灾。
１９７８年６、７、９月　庄浪、平凉、泾川雹灾。
１９７９年６、７月　静宁、庄浪、华亭、平凉、崇信雹灾。
１９８０年　静宁、庄浪、平凉、崇信遭雹袭，最多的庄浪达９次。
１９８２年５至９月　静宁、庄浪、平凉、泾川雹灾。
１９８３年８月　静宁、庄浪、平凉、泾川、灵台雹灾。
１９８４年５、８月　崇信、庄浪雹灾。
１９８５年４至９月　灵台、崇信、泾川、平凉、静宁、庄浪雹灾。
１９８６年４、７、９月　庄浪、静宁、平凉、崇信雹灾，死１人。
１９８７年５至９月　全区雹灾。
１９８８年６、８、９月　静宁、庄浪、华亭、崇信雹洪袭击，９０１８人受伤。
１９８９年４、７、９月　华亭、平凉、泾川、灵台雹灾，死１人，伤２人。
１９９０年　全区先后降冰雹２０次，伤８人。
１９９１年４、６至８月　静宁、庄浪、华亭、平凉、泾川雹灾死２人，伤２１人。
１９９２年６、７月　平凉、庄浪、华亭、崇信、灵台雹灾，死１人，重伤３人。
１９９３年５至７、１０月　庄浪雹灾，死２人。６月２３日，华亭、灵台、崇信雹灾，１０

月５日降暴雪，灵台３乡死５人。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　华亭雹灾、７月１３日灵台、７月１９日，庄浪、崇信、静宁分遭

雹雨袭击，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　华亭、泾川、灵台雹灾，死２人。６月２８日，庄浪雹灾。８月１７
日，华亭雨雹。８月 ２１日，静宁雹灾。雹径 ４０毫米，受灾面积 ４１０６９亩，成灾面积
３４１６７亩，减产粮食１３０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３５０万元。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２日１７时３０至１８时５０分　平凉、泾川、崇信、灵台出现特大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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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平凉最大直径有８０毫米，死３人，伤１８７人，受灾面积４４７８万亩。７月１１日，
平凉、崇信、华亭遭雹袭。１５日、２１日，泾川冰雹。
１９９７年５月６日、２４日　静宁冰雹。７月９日，灵台、泾川雹灾。７月２７日，华亭

遭雹袭。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　灵台冰雹，１人死亡，１人失踪。６月８日，华亭雹灾。６月２４
日，庄浪、静宁雹袭成灾。７月３１日，泾川、崇信遭雹袭，伤１２人。８月２日，灵台、
泾川遭雹袭。

１９９９年　全区先后降雹３７次，禾田、果园均遭袭击，受灾达１００余万亩。９月２０
日，全区雹灾。９６５万人受灾，作物成灾面积２１５８万亩，经济损失２１３０５万元。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３日至６月２０日　静宁县１４乡、３８村先后遭受雹雨灾，受灾面积

２７１万亩，经济损失１１６９万元。
２００１年６月３日１８时３０分　庄浪县水洛、万泉等１２个乡镇、９９个村遭受雹灾，

受灾１２０４万亩，经济损失２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３日　泾川县黄家铺、高平、太平、罗汉洞等乡镇遭受雹风

灾，受灾１４８１万亩，经济损失１０６７５万元。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２０时至２３时　庄浪县岳堡、韩店等６乡、６９个村遭受雹灾，受灾

８９８万亩，经济损失１２４２万元。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０日下午５时３０分　泾川县红河、荔堡、罗汉洞３乡镇２１村遭受大风

冰雹袭击，成灾３２７万亩。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晚　静宁县四河、界石铺、八里等 ５乡镇遭受雹灾，受灾面积

２３６万亩。
２００２年　自入夏以来，７县 （区）先后遭受雹、洪、风灾２１次，受灾人口１５２２万

人，受灾农作物２９５９万亩，毁坏耕地１３９０亩，经济损失３１６４１４万元。民政部门救济
１１０万元。

第四节　冻　害

春冻出现在４月中旬至５月，正是冬小麦返青、拔节、抽穗期和大秋、油料、夏杂作
物播种及苗期；果树花期、幼果期；秋冻出现在９至１０月上旬，正是大秋及复种作物的
乳熟到成熟期。春冻危害大于秋冻，由东至西冻害加重。

晋元康七年 （２９７）七月　秦、雍二州早霜杀稼。
北魏太和三年 （４７９）七月　平凉大霜，禾尽死。
九年 （４８５）四月　雍州晚霜。
景明元年 （５００）八月　雍州早霜，伤禾稼。
四年 （５０３）三月　雍州晚霜，杀桑、麦。
唐贞观元年 （６２７）八月　平凉霜冻害稼。
调露元年 （６７９）八月　泾、庆、原等州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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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秋　平凉霜冻杀田禾。
宋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七月　平凉霜冻。
元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七月　平凉府霜杀禾。
天历三年 （１３３０）　静宁州殒霜杀稼。
明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四月　泾州晚霜，夏田作物受冻。
十三年 （１４７７）七月　平凉府、州县霜冻杀稼。
弘治八年 （１４９５）四月　泾州晚霜，小麦、豆类受冻。
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秋　平凉霜杀禾。
十年 （１５３１）　平凉霜杀禾，民饥。
十二年 （１５３３）夏　芒种，平凉霜。七月，霜杀禾。
二十六年 （１５４７）秋　平凉雪霜杀禾，民饥。
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秋 自固原至泾州降霜３日，禾、稼皆被冻。
万历四十五年 （１６１７）六月　静宁州黑霜杀禾。
崇祯十二年 （１６３９）八月十六日　灵台殒霜，杀禾，民饥。
十三年 （１６４０）四月　灵台殒霜，二麦尽枯。
清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四月十九日　灵台陨霜，杀麦。
九年 （１６５２）六月三日　静宁黑霜成灾。
十二年 （１６５５）四月初三日　崇信繁霜杀树；初四日，灵台黑霜，杀麦。
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四月二十三日　静宁陨霜，夏禾尽枯。
四十八年 （１７０９）春　泾州雨雪，麦苗尽死。
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八月　泾州早霜，秋禾受冻。
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二月　泾州雨雪，麦多冻死。
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九月初四日　灵台严霜，秋禾全秕。
六年 （１８６７）三月　静宁霜屡降，寒气逼人，行人坚冰在须。
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华亭凌霜折树木。
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八月　静宁繁霜，禾尽萎。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７月２７日　泾川大雪，伤稼。７月２９日，静宁大雪折树木，伤秋禾。
５年 （１９１６）　灵台雨雪伤禾。
１１年 （１９２２）７月２５日　静宁夜大雪，杀秋禾。
１３年 （１９２４）９月１６日　崇信、泾川大雪霜，压折树木无数。
１６年 （１９２７）　平凉黑霜杀禾。
１８年 （１９２９）　平凉黑霜。
１９年 （１９３０）　庄浪黑霜。
２２年 （１９３３）５月２日　崇信、灵台黑霜杀稼。
２４年 （１９３５）　静宁黑霜杀禾，歉收；５月３日，华亭黑霜杀禾。
２９年 （１９４０）　华亭、崇信、平凉、庄浪、静宁、灵台黑霜杀禾，民饥。
３０年 （１９４１）　平凉、静宁黑霜杀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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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年 （１９４２）　静宁、平凉霜杀稼。４月，泾州、崇信霜冻麦、豆，歉收。
３２年 （１９４３）６月　静宁霜冻，冬小麦枯萎。
３７年 （１９４８）春　泾川晚霜杀麦。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５日　静宁、华亭霜杀小麦。
１９５１年５月下旬　华亭、平凉、崇信霜灾。
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０日　平凉、崇信、华亭、静宁、灵台遭受霜冻。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１、１２日　遭寒流侵袭，小麦、豆类、玉米被冻死。
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９日　全区降霜。
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３日 泾川霜冻蔬菜。５月１１日，平凉水霜，１２日干霜，麦受冻。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３日、２５日　平凉、华亭、崇信霜灾。
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１日至５月１２日　泾川８次霜冻。４月２１日，平凉霜冻。
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３至１５日　关山周围降霜，晚秋作物受冻成灾。
１９６１年４月上、中旬　泾川霜冻。５月１２日，静宁霜冻。１０月１０日，平凉大雪，

荞麦、糜子、高粱被灾。

１９６２年春　平凉３次寒流袭击。
１９６３年春　平凉、灵台、华亭、崇信屡遭霜冻。
１９６４年　平凉霜冻。
１９６９年　平凉霜冻。
１９７０年３月中旬　灵台 “倒春寒”，４月上旬降霜。５月１８日、１９日、２８日、２９

日、６月７至９日，平凉、华亭、崇信霜冻。
１９７１年　平凉霜冻。
１９７２年 静宁、庄浪春冻。９月３日，全区早霜冻。
１９７３年５月　平凉 “倒春寒”１７、１８日降雪、霜冻。
１９７４年４月下旬　全区春寒霜冻。
１９７６年 静宁、庄浪春寒；４月２４日，平凉霜冻。
１９７７年　平凉霜冻。
１９７８年　庄浪、平凉霜冻。
１９７９年　庄浪霜冻。
１９８１年５月３至５日　平凉霜冻。
１９８２年５月上旬　平凉、华亭、泾川霜冻。９月下旬，华亭霜冻。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８日、５月２２日　静宁霜冻。晚霜冻。
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６日　平凉降黑霜。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３日　霜冻。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至２日　霜冻受灾面积达２７５１４万亩。
１９９４年５月３、４、６日　静宁霜冻。
１９９５年５月４、５日　全区霜冻。
１９９６年３、４月　全区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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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　静宁、华亭５月３０日霜冻。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７至１９日　全区出现寒潮冻害，静宁突破历史极值。

第五节　风　灾

由于受高空西风环流及地面地形的影响，大风和浮尘多出现在春季，入夏以后至秋

冬季风速减小，冬未至春季再次增大，瞬间最大风速多与冰雹、雷雨天气相伴出现。

晋武帝太康二年 （２８１）六月　平凉大风折木。
惠帝永康元年 （３００）十一月　平凉大风折木，飞沙走石。
永宁元年 （３０１）　平凉风雹，折木伤禾。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 （４７７）四月　暴风成灾。
太和二年 （４７８）七月　平凉干热风，坏庄稼。
八年 （４８４）四月　平凉暴风，伤庄稼。
九年 （４８５）四月　平凉暴风伤禾。
宣武帝景明元年 （５００）八月　雍州暴风。
景明四年 （５０３）三月　雍州雨土覆地，如雾。
北周建德五年 （５７６）二月　静宁西北风大起，拔树折木，五日乃止。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 （６００）十一月　大风发屋拔木，秦、陇死者千余人。
唐永淳元年 （６８２）七月　雍州大风害禾稼。
金皇统元年 （１１４１）三月　泾州雨黄沙。
宋仁宗绍光三年 （１１６０）　平凉大风，坏庐舍，民多压死。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 （１４８１）四月　平凉风霾。
嘉靖二十八年 （１５４９）三月　灵台风霪，昼晦。
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三月初四　平、庆大风，地震。
万历二十五年 （１５９７）二月　平凉大风折木。
清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春　静宁大风折木飘瓦。
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　静宁州大风折木。
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四月辛亥　静宁大风拔木颓垣。
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三月　泾州大风、大旱。四月，大风倒树木。
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正月　泾州大风。
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五月　黄雾漫天，大风拔木，历三日。
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三月十四日夜　平凉大风狂猛，历一时许，风过黑沙铺地，春禾

受损。三月十六日夜，泾州大风，黑雾漫天，风过，黑沙遍野。六月十六日，静宁大风

若雷，沙砂飞扬，历一时许，风过黑沙铺地，春禾受损。

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六月　泾州风倒树木。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６月　华亭大风拔树。
４年 （１９１５）４、５月间　灵台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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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年 （１９２０）１２月１７日　夜，平凉大风，黄雾。
１０年 （１９２１）６月２４日　华亭飓风拔树，掀屋顶。
１１年 （１９２２）９月１１日晚　静宁大风飘瓦。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７月２日　华亭暴风折树碎瓦。
２９年 （１９４０）　灵台、静宁、平凉大风拔木，伤禾。
３２年 （１９４３）８月１４日　泾州龙卷风挟暴雨。
１９５１年５月　平凉干热风使小麦杆枯、粒瘦。
１９５２年端午节　平凉大风成灾。
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８日　平凉风雹交加，８级西北风持续一小时。
１９５６年７月８至９日　华亭风灾。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１日　平凉９级大风。
１９６１年８月下旬　平凉、华亭风灾，伤禾。
１９６２年春　平凉风灾。
１９６４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６９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７０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７２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７３年初夏　平凉干热风，小麦瘦秕，是年刮大风１１次。
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７日　庄浪、平凉大风。
１９７５年４月　庄浪沙尘暴持续５日。平凉全年大风１２次。
１９７６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７７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７８年　平凉、华亭风灾。
１９７９年春　静宁旱、大风、大雾２０多次 （８级以上烈风５次），４级以上干热风持

续４０余天，成灾面积４８２０万亩。华亭大风。元月至４月，平凉７级以上大风１３次。７
月９日，平凉风倒水泥电杆、大树。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９日　平凉风、雹交加，坏田禾。
１９８１年５月　平凉大风伴黄沙、尘土。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日、５日、７日　泾川、平凉大风。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６日　庄浪、平凉风灾。
１９８４年　平凉风灾。
１９８５年　华亭大风。５月２５日平凉大风伤禾、树，６月上旬，干热风为害，７月２７

日大风刮倒麦垛。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１日　平凉大风。
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０日　平凉大风。
１９９０年４月６日、５月５日　平凉９—１０级大风。
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３日　庄浪狂风、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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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０日—１１日、７月１９日　平凉大风。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６日　平凉、崇信大风成灾。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　平凉大风。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日　平凉、灵台、泾川、崇信、华亭暴风雨。５月２７日，大风。７月

３１日１９时到２０时０５分，泾川出现龙卷风。

第六节　震　灾

平凉地区属华北地震区、鄂尔多斯地震亚区、六盘山地震带，是潜在破坏性地震发

生区，是我国大陆地区地震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历史上曾发生ＭＳ５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１９２０年海原地震后的静宁县衙

３次。东邻渭河地震带，西靠西海固地震带，北接银
川地震带，南连天水地震带，这几个地震带历史上

都发生过８级以上地震，波及辖区，造成不同程度
破坏。尤其是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宁夏海原８５级地
震在区内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周缘地区地震

波及辖区造成破坏的有３３次，有震感及轻微破坏的
地震７１次。１９７０年以来，发生 ＭＬ３级以上地震４８
次 （为系统保存资料对未成灾的地震亦作记载）。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在各县
气象站建立了７个土地电地震测报点。１９７５年２月，
平凉地区地震办公室成立后，将静宁、华亭、庄浪、

平凉县市作为重点监视区。各县市先后建立１６２个
地震群测点，利用 “四土” （土地电、土应力、土

地磁、土倾斜）仪器和地下水位等１０多种简易手段
进行地震测报。１９７７年，在沿六盘山东麓大断裂和
经过区境的一些主要断裂地段上，选择４２个群测点作为骨干点。１９８０年调整为３５个重
点群测点。１９８２年以来，先后建立静宁、庄浪、泾川、灵台县４个县具有专业水准的水
氡地方测报台和３个深井水位测报台。１９９０年后，建立平凉、华亭电磁波测报台，基本
形成以水化学、水动态为骨干的震兆监测网。这些观测手段具有一定的应震能力，部分

台站在全省资料评比中多次获得第一名，较成功地预报了１９８９年固原５级地震。
商帝乙三年 （前１１７７）　陕西岐山地震，波及辖区。
周幽王二年 （前７８０）　陕西岐山地震，泾、渭、洛三川皆震，河岸崩塌，水断流。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 （前２８０）　陕西咸阳地震，波及辖区地动，毁城。
汉成帝绥和二年 （前７）九月　地震。
安帝延光二年 （１２３）　庄浪地震。
顺帝永建三年 （１２８）正月　甘肃甘谷地震，波及静宁地震，毁屋伤人，地裂涌水出。
前秦苻坚建元二年 （３６６）　甘肃天水地震，波及静宁、庄浪、泾川、平凉地震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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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涌出。

北魏道武帝皇始二年 （３９７）　平凉地震。
后秦姚兴弘始十四年 （４１２）　地震。
姚泓永和元年 （４１６）　平凉地震。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 （４６９）　平凉有震感。
孝文帝太和二年 （４７８）闰月　静宁、庄浪有震感。
五年 （４８１）二月　静宁、庄浪地震。
六年 （４８２）八月　静宁、庄浪、平凉地震。
七年 （４８３）三月　静宁、庄浪、平凉地震。
宣武帝景明元年 （５００）六月　静宁、庄浪有震感。
四年 （５０３）六月　庄浪、静宁有震感。
正始元年 （５０４）十二月　庄浪、静宁有震感。
三年 （５０６）八月　静宁、庄浪有震感。
永平元年正月 （５０８２２２）　庄浪、静宁有震感。
延昌元年十月 （５１２１１９）　庄浪、静宁地震。
孝明帝熙平二年十二月 （５１７１１５）　庄浪、静宁有震感。
正光二年六月 （５２１７）　静宁、庄浪地震。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一月 （６００１２１３）　陕西陇县地震，波及静宁、庄浪地震，

伤亡甚重。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７３４３１９）　甘肃清水地震，波及平凉、庄浪、
静宁、华亭地震，毁坏城池寺院，粮仓倒塌，山谷倾裂，压死数百人，河水倒流。

宋真宗景德四年七月 （１００７９９）　平凉西地震４次。
仁宗天圣五年三月 （１０２７４１６）　庄浪有震感。
哲宗元四年 （１０８９）　平凉有震感。
徽宗大观二年 （１１０８）六月　平凉有震感。
政和五年 （１１１５）七月　平凉有震感。
七年 （１１１７）七月　平凉地震经旬，城寨关堡尽皆摧塌，死伤甚众。
宣和六年 （１１２４）闰三月　平凉地震，灾民流亡者众。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 （１１５９４７）　宁夏固原地震，镇戎、德顺等均大风，坏庐

舍，民多压死。

金宣宗兴定三年四月 （１２１９６２）　宁夏固原地震，平凉、镇戎、德顺黑风骤起，
有声如雷，倾之大震。庐舍倾压，死伤甚众，杂畜倍之。六月，平凉等处地震。

哀宗天兴三年 （１２３４）　平凉有震感。
元成宋大德七年 （１３０３）十二月　地震，持续月余。
十年 （１３０６９２０）　宁夏固原地震，波及平凉。
顺帝至正十二年闰三月 （１３５２４１８）　甘肃会宁东南地震，波及庄浪、静宁地震

尢甚，移山淹谷，陷没庐舍，损失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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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至正十三年三月 （１３５３４）　庄浪、静宁等地地震。
明成化十三年四月 （１４７７５１３）　宁夏银川地震，波及平凉地震。
十九年二月 （１４８３３）　静宁有震感。
二十年三月 （１４８４４１５）　平凉府地震，有声如雷。
弘治二年十二月 （１４８９１２）　平凉府地震。
十年二月 （１４９７３１５）　静宁、华亭地震，有声如雷。
十四年正月 （１５０１１１９）　陕西朝邑地震，波及平凉、崇信地震，有声如雷，地

裂水涌。

十八年二至六月 （１５０５３—７）　平凉府地震，“摇”房屋。
正德三年正月 （１５０８２２１）　平凉府地震，声如雷。
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　平凉有震感。
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１５３９３８）　崇信有震感。
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　平凉有震感。
二十三年七月 （１５４４）　平凉有震感。
二十四年十二月 （１５４６１）　静宁州地震。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１５５６１２３）　陕西华县地震，波及灵台、庄浪、平凉、

泾州、崇信、静宁等地地震至三月方停。有声如雷，城垣民舍崩塌，压死压伤１１０００余
人，死伤牲畜更多。

四十年夏四月 （１５６１）　庄浪地震，逾月止。
四十年六月 （１５６１７２５）　宁夏中宁地震，波及平凉、庄浪等处大震，城垣墩台

屋宇皆摧，地涌黑黄沙水，压死军民甚众，逾月乃止。

隆庆二年四月 （１５６８５２５）　平凉府地震，倾坏城堡，伤人畜甚众。
三年 （１５６９）二月　平凉府地震，坏城伤人。
天启二年八月 （１６２２９）　宁夏固原北地震，波及崇信地震，自西北而来，有声如

雷，房壁多倾颓。九月，平凉、灵台、泾州地震，房屋震塌万余间，人畜伤亡甚众。

四年五月十九日 （１６２４７４）　庄浪地震，凡１４昼夜，山崩地裂，城垣民舍多倾
圮。平凉、泾州、静宁、庄浪、崇信地震，房屋尽裂。

五年 （１６２５）　华亭地震，唐塔破裂，民房倾倒。
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　灵台地震，死伤甚多。
七年 （１６３４）　灵台地震，崖窑、地窑崩塌，伤人不计其数。华亭亦震。
九年十一月 （１６３６１２８）　灵台有震感。
十六年八月 （１６４３９）　灵台有震感。
崇祯年间　华亭有震感。
清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　华亭地震，唐塔复合。
十一年六月初八 （１６５４７２１）　甘肃天水南地震，静宁庄屋倾颓，城堞悉毁；庄

浪山崩水溢；平凉、崇信、灵台、华亭倾倒城垣、楼垛、堤坝、庐舍，人畜死亡惨重。

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１６５４１２２７）　庄浪有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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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　平凉府地震。四月初六日，崇信地震。
四十三年三月 （１７０４４２８）　平凉府地震。八月三十日，平凉、崇信再震。
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９２８）　陕西陇县地震，崇信亦震。
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１７０９１０１４）　宁夏中卫南地震，波及静宁、泾川地震，声

如雷，城垣多倾。

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１７１４９２）　静宁有震感。
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１７１８６１９）　甘肃通渭南地震，波及平凉、静宁、庄浪

地大震，声如雷。城楼女墙、官署民舍尽圮。多处山崩，河塞不流，压陷居民甚众。

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十月初一　灵台、静宁、平凉、泾州地微震。
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十二月二十七日　泾州有震感。
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十二月二十一日　泾州有震感。
二十年 （１８１５）九月二十日　泾州有震感。
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二月　泾州有震感。
二十四年 （１８１９）二月初一　泾州地震有声。
道光十年四月十二日 （１８３０５４）　灵台有震感。
光绪五年五月十二至二十二日 （１８７９７１）　甘肃武都南地震，泾川大震有声，山

谷响应，土雾亘天，瓮中水倾出，房屋倒塌，人畜压死者不少。华亭房屋倒塌。崇信、

灵台、平凉、静宁等处或隔日微震，或连日稍震即止。

六年 （１８８０）　陕西永寿地震，波及泾州、平凉。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１８８１７２０）　甘肃舟曲地震，波及平凉、泾川。
八年十一月 （１８８２１２）　灵台有震感。
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春　静宁有震感。
三十四年五月 （１９０６６１３）　华亭地微震，窗棂有声。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１２月１６日　宁夏海原地震，震级Ⅻ８５级，震中烈度１２度，波

及全区。静宁最为惨重，土山崩落６０余处，全村覆没２０余处，山川变相，河流壅塞，道
路受阻，地裂数大，或土挤起如短墙，或陷数丈深穴。庄浪全家被压４０余户。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各县报表》记载：

县　　别 死亡人数 压毙牲畜 倒坍房屋

静　　宁 ３２０００余人 ７００００余头 ７０％

华　　亭 ７０００余人 ２００００余头 ６０％

泾　　川 ５０００余人 ２３０００余头 ７０％

平　　凉 ３０００余人 １００００余头 ４０％

庄　　浪 １０００余人 ５０００余头 ４０％

灵　　台 １０００余人 ７０００余头 ３０％

崇　　信 ９００余人 ２０００余头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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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８日　静宁西北 （３５°５′，东经１０５°５′）６３级地震，地大动５分钟，损失严
重。

１０年 （１９２１）４月１２日　宁夏固原地震，波及平凉，田庐损失，人畜伤亡。８月
３０日，又大震，损失较重。１０月１５日，华亭地微震。１２月１０日，华亭又地微震，屋瓦
有声，山雉乱鸣。

１１月２３日　华亭４８级地震，下关镇桦林殿湾地下陷２尺余。
１１年 （１９２２）２月９日　华亭地微震。３月 ２９日，又地微震。９月 ３０日，再地

微震。

１２年 （１９２３）８月７日　华亭地微震。１０月２３日，又地微震。
１３年 （１９２４）７月２２日　华亭有震感。
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８日　华亭地微震。４月２３日，华亭地震。
１８年 （１９２９）　平凉地微震。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２月７日　甘肃康乐６８级，下午３时３０分，静宁、平凉等处，连续

３次地震。６月１５日，泾川、平凉地震。
８月１１日　甘肃天水６级地震，泾川距城五里之胡家庄窑塌，死３人。
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２月２４日５时　泾川地震，门窗动摇有声。
１９５９年 １月 ３１日　宁夏海原 （北纬 ３６°３′东经 １０５°８′）地震，震级 ５级，波及

静宁。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零点３７分７秒　平凉地震，震级１４级。
１９７０年５月４日　华亭北 （北纬３５°３′东经１０６°４′）地震，震级３１级。
５月１２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３２′东经１０６°６５′）地震，震级３１级。
１２月３日　宁夏西吉 （北纬３５°８′东经１０５°６′）地震，震级５５级，平凉辖区各县市

均强烈有感。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１日２０时１９分１９秒　平凉 （北纬３５°６２′东经１０６°５８′）地震，震级
３８级。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２７′东经１０６°４３′）地震，震级３级。７月３０日，
又两次发生３５级、３４级地震。
１２月１日　静宁 （北纬３５°５′东经１０５°５４′）地震，震级３４级。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３′东经１０６°４８′）地震，震级４１级。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５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３′东经１０６°４５′）地震，震级３３级。
１１月１８日　静宁 （北纬３５°６′东经１０５°６′）地震，震级４４级。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３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２′东经１０６°６′）地震，震级３６级。１１月１４日

又发生３２级地震。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３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３３′东经１０６°５５′）地震，震级３４级。
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４日　崇信 （北纬３５°０３′东经１０７°０５′）地震，震级４３级。平凉、华

亭、灵台、泾川有震感。崇信王举农场窑洞震塌，压死羊数只。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４日　宁夏海原 （北纬３５°７５′东经１０５°５′）地震，震级５７级。平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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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７县 （市）均有震感。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６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１８′东经１０６°６８′）地震，震级３２级。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５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１７′东经１０６°６７′）地震，震级３２级。５月２６

日，又地震，震级４２级。煤田地质１４６勘探队住宅楼震开裂缝长３米，最宽处５厘米。
平凉市有震感。

１０月２５日 泾川 （北纬３５°２５′东经１０７°５′）地震，震级３级。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９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３′东经１０６°５３′）地震，震级３级。５月６日，又

地震，震级３４级。１１月２４日，再地震，震级３３级。
１１月２５日　静宁 （北纬３５°５′东经１０５°７５′）地震，震级３１级。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日 宁夏固原 （北纬３６°东经１０６°２８′）地震，震级５级。平凉、静

宁、庄浪、华亭等县市有震感。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４日 灵台 （北纬３５°１８′东经１０７°１８′）地震，震级３１级。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２５′东经１０６°４５′）地震，震级３１—４级。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４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２５′东经１０６°５′）地震。震级３１级。５月１０日，

又地震，震级３４级。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７日 平凉 （北纬３５°３８′东经１０６°６２′）地震，震级３４级。８月１日，

又地震，震级３７级。峡门东沟一农户危窑被震塌，四十里铺清街一平房出现 １米长
裂缝。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静宁 （北纬３５°东经１０６°）地震，震级３１级。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２日 静宁 （北纬３５°３′东经１０５°６′）地震，震级３６级。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 庄浪 （北纬３５°２′东经１０５°９′）地震，震级３级。
５月２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２′东经１０６°７′）地震，震级３５级，８月２５日，又地震，

震级３１级。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４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１８′东经１０６°７５′）地震，震级３４级。
１０月１５日　静宁 （北纬３５°１′东经１０５°７′）地震，震级３４级。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日 崇信 （北纬３５°２３′东经１０６°８７′）地震，震级３４级。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 华亭 （北纬３５°２７′东经１０６°６７′）地震，震级３２级。８月１２

日、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２９日，又３次地震，震级分别为３级、３２级和３１级。
４月１０日　平凉 （北纬３５°３′东经１０６°７３′）地震，震级３３级。８月１日、９月５日

地震，震级分别为３２级和３级。

第七节　滑　坡

１９５０年２月　泾川党原西联村阴山坡，因大风后土雾，自东西滑坡，流体长约４００
米，宽２６０米，移动距离４７０米。死１人。
１９５７年８月　静宁仁大山沟处，因大雨滑坡，流体长２００米，宽１５０米，移动距离

１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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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９月 静宁仁大山咀处，因大雨滑坡，流体长３００米，宽２００米，移动距离
８米。

１９６４年７月 庄浪暴雨，滑坡泥石流３７６万亩。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至１６日　庄浪大暴雨过后有４个公社６处发生山体裂缝。
１９７０年　灵台大暴雨，有５户社员庄基因滑坡被毁。
１９７７年７月 静宁威戎山坡地滑坡，流体长１００米，宽５０米。
１９７９年８月 静宁新店山坡地滑坡，流体长５０米，宽３０米，移动距离４０米。全县

是年滑坡２９处。
１９８０年７月　静宁细巷山坡，因大雨滑坡，流体长 １００米，宽 ５０米，移动距离

６０米。
１９８１年９月８日　华亭东华西沟村阴坡处，因阴雨滑坡，流体长２６米，宽２０米，

移动距离４０米。死１人。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日　崇信柏树切

'

沟，因低温阴雨连日滑坡，流体长２２０米，宽２４０
米，滑动面积５２８万平方米。死１人。
１９８４年８月４日　庄浪白堡刘渠村沟坡地滑坡，流体长１２００米，宽３０米，移动距

离２５米。
８月７日　庄浪白堡陈山村沟坡地滑坡，流体长８１０米，宽６０米，损坏农田３２０亩。
８月１４日　庄浪白堡后梁村山坡地滑坡，流体长１００米，宽５０米。
８月２０日　庄浪盘安宋家村沟坡地滑坡，流体长６００米，宽６０米。
９月２６日　庄浪柳梁李山村沟坡地滑坡。流体长１０００米，宽２０米。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５日　灵台邵寨新民村阴山地久雨后滑坡。流体长１２０米，宽５０米，

移动距离１４５米。伤亡１人。
７月 ２４日　平凉寨河沟上村因暴雨滑坡，流体长 ３０６米，宽 ５９米，移动距离

１０００米。
８月１２日　平凉市寨河沟上村因暴雨滑坡。流体长３００米，宽５０米。
９月２日　灵台吊街前庄村滑坡，流体长１００米，宽６０米，移动距离１２０米。损坏

建筑物６０平方米，伤亡１人。
１１月２７日　静宁细巷山坡滑坡，流体长 １０米，宽 ５米，移动距离 ４米。伤亡

１０人。
１９８６年７月　崇信锦屏吴家庄原边峁梁山咀因多天阴雨滑坡。流体长８４８０米，宽

５６００米，滑体平均垂直高度１８７０米，滑动面积９４５平方米，移动土方量１２８万立方米。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４日　庄浪因暴雨有３处滑坡。
１９９２年８月９至１１日　静宁因洪水有个别山体滑坡。
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５日晚　平凉市柳湖乡红照壁沟村豫陇沟山体滑坡，致７人死亡。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７日　崇信县锦屏镇因大暴雨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淹没县城街道

２０００余米，厚度达０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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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总量

平凉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距今约３０万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
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在距今７８００年前，平凉一带已形成分布广泛的群居

聚落，人们从事畜牧渔猎。从商周到秦统一置郡县，人口增长，数目无考。

西汉实行 “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平凉一带出现 “流民既归”的局面，加之中原移

民、匈奴降户的安置，人口大量增加。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２），安定郡领 ２１县，有
４２７２５户、１４３２９４人；天水郡领 １６县，有 ６０３７０户、２６１３２８人；北地郡领 １９县，有
６４４６１户、２１０６８８人。

东汉时，羌汉战争，百姓内迁，人口锐减。顺帝永和五年 （１４０），安定郡减至８城、
６０９４户、２９０６０人；北地郡减至６城、３１２２户、１８６３７人。

晋武帝太康元年 （２８０），安定郡领７县，仅５５００户，北地郡２６００户。北魏以后，
人口始渐恢复。

隋行均田制，减轻人民负担，人口增殖。炀帝大业五年 （６０９），安定郡统７县，有
７６２８１户；平凉郡统５县，有２７９９５户。

唐盛期，实行奖励人口政策，“量准户增多，以进考递”，同时，招回被掳人口，吸

收外国人口。至玄宗天宝元年 （７４２），辖区泾州有３１３６５户、１８６８４９人；原州有７３４９
户、３３１４６人。“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

宋徽宗崇宁元年 （１１０２），渭州领 ５县，有 ２６５８４户、６３５１２人；泾州领 ４县，有
２８４１１户、８８６９９人；德顺军领 １县、１城、５寨、２堡，有 ２９２６９户、１２６２４１人。计
８４２６４户、２７８４５２人。

金宣宗兴定年间，平凉府领５县、５镇、１寨，有３１０３３户；德顺州领６县、４寨、１
堡，有３５４４９户；泾州领４县、２镇、１寨，有２６２９０户。计９２７７２户。

元代人口继续增长，史料失载。

明初，静宁州有１６２９户、４１０４９人；华亭县有１１２０户、１０８８８人 （成化年间减为

７２０户、８４３０人）；灵台县共３９４００人 （万历三十七年减为２５２８户、１８４４３人）。世宗嘉
靖四年 （１５２５），平凉府所辖３州、７县、３军卫、３千户所，有２８５３６户、２２６１５７人，
户均７９人。十一年 （１５４２），平凉府有２１７９０户、２０６０４１人。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
府减为８０００户。其中平凉县１０７５户、９３７６人；泾州１１００户、２１６１８人；灵台县１１３９
户；静宁州缺；庄浪县２１０户、２２３５人；华亭县不 及成化时的三分之一 （成化时为３６５
户）；崇信县缺。明末，人口剧减。

清顺治时，灵台县有６１０户、５６９５口。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至咸丰末年，平凉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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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渐增。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静宁州有１７６０４户，１５７２５５人。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静
宁州减为１５７３８户、１４３８８９人；平凉县有１４７６００人。嘉庆元年 （１７９５），华亭县有１３９５７
户、１４５０３３人。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泾州有１４４７９户、６８４２０人。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平凉府所辖今境２州７县有５８２６７户、３４８９７１人。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２州７县有５５２３０
户、３５４３７１人，净增５４００人。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华亭县减为５５００户、２６１８１人。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平凉７县有１１３８９５户、５９５２７０人，次年为１４０５３９户、５４８６７１
人。２１年 （１９３２）为５６１２１８人。至２４年 （１９３５）达到７３６６１３人。２７年 （１９３８），按人
口分配征兵数额，统计人口为６６４０３２人。此后人口参下表。

民国时期部分年份人口表

年　份 户 人 年　份 户 人

２９年 （１９４０） １０１８８０ ６４６２４９ ３４年 （１９４５） １１８８３９ ６７７０２４

３０年 （１９４１） １０４２０２ ６３７３１４ ３５年 （１９４６） １２５１９０ ７０７７０６

３１年 （１９４２） １０７３２６ ６３２４６１ ３６年 （１９４７） １０７４０２ ７０６３０３

３２年 （１９４３） １４４４２１ ６９０２７１ ３８年 （１９４９） １６８８００ ９８８２６４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殖速度加快。全区总人口由１９４９年的９８８３万人发展到２００２
年的２２２１８万人，净增人口１２３３５万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５４％。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９年净增人口１５１９万

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６％。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０年，由于灾荒、疾病、迁移等，人口锐减，３年
减少人口６５１万人，年平均递减率１９４％ （华亭县总量基本持平）。１９６２至１９７１年，
形成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１０年净增人口４２２５万人，年平均增长率３３７％。１９７２至
２００２年，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有效地节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３０年净增人口７２４２万
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２３％。其中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５年出现第三次人口增长高峰，但无大的显
现，１０年增长人口３０１５万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５７％。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人口表
单位：万户、万人

年　份 总 户 数 总 人 口 年增长率 （％） 年　份 总 户 数 总 人 口 年增长率 （％）

１９４９ １６８８ ９８８３

１９５０ １７３０ １０１３３ ２５３

１９５１ １７８３ １０２９８ １６３

１９５２ １７９８ １０３９３ ０９２

１９５３ １８３３ １０５８３ １８３

１９５４ １８４３ １０８２８ ２３２

１９５５ １８８９ １１０６６ ２２０

１９５６ １８９１ １１２５０ １６６

１９５７ １８９７ １１４３２ １６２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 １１４０２ －０２６

１９５９ １９８３ １１１８３ －１９２

１９６０ ２０９６ １０６８０ －４５０

１９６１ ２２７２ １０７５１ ０６６

１９６２ ２２８８ １１１６７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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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总 户 数 总 人 口 年增长率 （％） 年　份 总 户 数 总 人 口 年增长率 （％）

１９６３ ２２９２ １１４１６ ２２３

１９６４ ２３０９ １１７１０ ２５８

１９６５ ２３４０ １２１０５ ３３７

１９６６ ２３７３ １２５４５ ３６３

１９６７ ２４０４ １２９５７ ３２８

１９６８ ２４４４ １３４４８ ３７９

１９６９ ２５１８ １３９５５ ３７７

１９７０ ２５８７ １４５００ ３９１

１９７１ ２６３５ １４９７６ ３２８

１９７２ ２６９０ １５４０６ ２８７

１９７３ ２７６１ １５８５９ ２９４

１９７４ ２８２３ １６１９１ ２０９

１９７５ ２９４４ １６４０５ １３２

１９７６ ２９０５ １６５７４ １０４

１９７７ ２９６６ １６７００ ０７６

１９７８ ３０５８ １６８５８ ０９５

１９７９ ３０３５ １７０２６ １００

１９８０ ３１００ １７１９１ ０９７

１９８１ ３１６３ １７３０８ ０６８

１９８２ ３２５４ １７４９１ １０６

１９８３ ３２９２ １７５９６ ０６０

１９８４ ３３７１ １７８０９ １２１

１９８５ ３４５１ １７９１３ ０５８

１９８６ ３６３６ １８０７４ ０９０

１９８７ ３６７７ １８３２４ １０１

１９８８ ３８１７ １８５９３ １４７

１９８９ ３９６５ １８９１６ １７４

１９９０ ４１１４ １９２４５ １７４

１９９１ ４１６６ １９４５８ １１１

１９９２ ４２４３ １９６８４ １１６

１９９３ ４３９０ １９８８３ １０１

１９９４ ４５３１ ２０１４８ １３３

１９９５ ４６４６ ２０９２８ ３８７

１９９６ ４８２６ ２１１９０ １２５

１９９７ ４９１９ ２１４５６ １２６

１９９８ ５０２７ ２１６６６ ０９８

１９９９ ５１１０ ２１８３８ ０７９

２０００ ５２７４ ２１９０９ ０３３

２００１ ５３２２ ２２０７８ ０７７

２００２ ５４２１ ２２２１８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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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第二章　人口变动

第一节　自然变动

新中国成立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人口在经历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 “高高高”、“低高

低”、“高低高”的变量后，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增的“低低低”自然增殖水平。

１９５５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人口自然变动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出　生 出 生 率 死　亡 死 亡 率 自增人口 自 增 率

１９５５ ３０４ ２７８０ １４３ １３０６ １６２ １４７４

１９５６ ３３７ ３０２０ １３７ １２２８ ２０１ １７９２

１９５７ ３６９ ３２５４ １３９ １２２６ ２３０ ２０２８

１９５８ ３９５ ３４６０ ２９６ ２５９３ ０９９ ８６７

１９５９ ２２３ １９７５ ２６４ ２３３８ －０４１ －３６３

１９６０ １４６ １３３６ ３５５ ３２４８ －２０９ －１９１２

１９６１ １４５ １３５３ １３８ １２９２ ００７ ０６１

１９６２ ４６７ ４２６７ ０９１ ８３３ ３７６ ３４３４

１９６３ ４９９ ４４２０ １２３ １０８９ ３７６ ３３３１

１９６４ ５３６ ４６３９ １９８ １７１６ ３３８ ２９２３

１９６５ ５５１ ４６２７ １５７ １３１８ ３９４ ３３０９

１９６６ ５５１ ４４７０ １６９ １３７０ ３８２ ３１００

１９６７ ５２０ ４０８０ １１５ ９００ ４０５ ３１８０

１９６８ ５６９ ４３１０ １２０ ９１０ ４５０ ３４１０

１９６９ ５９６ ４３５０ １３５ ９８０ ４６１ ３３７０

１９７０ ６００ ４２２０ １２７ ８９０ ４７４ ３３３０

１９７１ ５５４ ３７００ １２８ ９００ ３２７ ２８００

１９７２ ５９４ ３９１０ １４３ ９４０ ４５０ ２９７０

９３２




　续表

年　份 出　生 出 生 率 死　亡 死 亡 率 自增人口 自 增 率

１９７３ ５９１ ３７８０ １３０ ８３０ ４６１ ２９５０

１９７４ ４６２ ２８８０ １０１ ６３０ ３６０ ２２５０

１９７５ ３４９ ２１３０ １１４ ７０ ２３５ １４４０

１９７６ ２７８ １６８８ １１４ ６８９ １６５ ９９９

１９７７ ２６３ １５８３ ０９８ ５９０ １６５ 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２８０ １６７０ ０９４ ５６０ １８６ １１１０

１９７９ ２９７ １７５２ １０６ ６２３ １９１ １１２９

１９８０ ２３１ １３５１ ０９７ ５６５ １３４ ７８６

１９８１ ２５５ １４７９ ０９５ ５５０ １４５ ９２９

１９８２ ２６６ １５２９ １０２ ５８６ １６４ ９４３

１９８３ ２３４ １３３４ １００ ５２０ １３４ ７６４

１９８４ ２６６ １５０２ ０９３ ５２６ １７３ ９７６

１９８５ ２５８ １４４５ ０９０ ５０６ １６８ ９３９

１９８６ ２６９ １４９３ ０８６ ４７９ １８３ １０１５

１９８７ ２７２ １４９４ ０８９ ４９１ １８２ １００３

１９８８ ２７６ １４９５ ０９３ ５０４ １８３ ９９１

１９８９ ３４５ １８３９ ０９１ ４８４ ２５４ １３５５

１９９０ ３１８ １６６５ １０３ ５３９ ２１５ １１２６

１９９１ ３０５ １５７５ １０６ ５４８ １９９ １０２７

１９９２ ３２１ １６４０ １１０ ５６５ ２１１ １０７５

１９９３ ３５４ １７９１ １０８ ５４４ ２４６ １２４６

１９９４ ３５１ １７５６ １０８ ５３８ ２４３ １２１８

１９９５ ４５０ ２１７２ １３２ ６３２ ３１８ １５３９

１９９６ ３９９ １８９６ １３７ ６４９ ２６２ １２４８

１９９７ ３７３ １７４９ １２６ ５９１ ２４７ １１５８

１９９８ ３２６ １５１３ １２６ ５８６ ２００ ９２７

１９９９ ３０２ １３８６ １２９ ５９４ １７２ ７９２

２０００ ２１３ ９７１ １１９ ５４１ ０９４ ４３０

２００１ ２７５ １２５３ １１５ ５２６ １６０ ７２８

２００２ ２４９ １１２１ １１１ ５００ １３８ ６２１

０４２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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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迁移变动

西汉文帝十四年 （前１６６），匈奴１４万骑入朝那萧关，“虏人民畜产甚多”。事后募
民实边，调入大量中原移民，安置匈奴月氏降户，境内人口大增。十六国时期，每次战

后都要迁徙大批居民。东晋义熙五年 （４０９），水洛战后，迁水洛民３０００户于谭郊。宋元
嘉六年 （４２９），夏主赫连定移关中民３万户，以实安定。元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西北
大灾荒，“徙翁吉刺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山”。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迁移变动较为频繁。１９５５至１９６２年，因经济困难，全区净迁移
人口分别为０７６、－０１７、 －０４８、 －１２９、 －１７８、 －２９４、０６４、０４０万人，净迁
移率分别为 ０６９％、 －０１５％、 －０４２％、 －１１３％、 －１５８％、 －２６９％、０６０％、
０３６％。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净迁移人口 －１７１万人。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１
年，因兴办工厂，大搞 “三线”建设，国营五二总厂各分厂陆续迁入，全区净迁移人口

２７３万人。１９７８年后，原下放的干部、职工、居民、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城镇人口随之
增加。１９９６年，国营五二总厂职工迁出，全区净迁移人口－２６１万人。

全区１９７１至２００１年，总迁移量达１９５７９万人，年平均迁移量６３２万人，其中迁入
人口９７６３万人，年平均迁入人口３１５万人；迁出人口９８１６万人，年平均迁出人口
３１７万人；净迁移人口－５３００万人。２００２年净迁移人口－５６００人，净迁移率－０２５％。

１９６３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人口迁移变动表
单位：万人、％

年份

迁 入 迁 出 总　迁　移 净　迁　移

数 量 ％
其 中

省 外
数 量 ％

其 中

省 外
数 量 ％ 数　量 ％

１９６３ －１２７ －１１２

１９６４ －０４４ －０３８

１９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９６６ ０５８ ０４７

１９６７ ００７ ００５

１９６８ ０４１ ０３１

１９６９ ０４６ ０３４

１９７０ ０７１ ０５４

１９７１ ３３９ ２３０ ２９０ １９７ ６２９ ４２７ ０４９ ０３３

１９７２ ４２７ ２８１ ４４２ ２９１ ８６９ ５７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１９７３ ３７８ ２４２ ３８７ ２４８ ７６５ ４８９ －００９ －００６

２４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年份

迁 入 迁 出 总　迁　移 净　迁　移

数 量 ％
其 中

省 外
数 量 ％

其 中

省 外
数 量 ％ 数　量 ％

１９７４ １９０ １１９ ２２０ １３７ ４１０ ２５６ －０３０ －０１９

１９７５ ２３９ １４７ ２６０ １６０ ４９９ ３０６ －０２１ －０１３

１９７６ ２４８ １５０ ２４４ １４８ ４９２ ２９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９７７ ２８９ １７４ ３２８ １９７ ６１７ ３７１ －０３９ －０２３

１９７８ ２６１ １５６ ２９１ １７３ ５５２ ３２９ －０３０ －０１８

１９７９ ３３４ １９７ ３５８ ２１１ ６９２ ４０９ －０２４ －０１４

１９８０ ３７３ ２１８ ３４２ ２００ ７１５ ４１８ ０３１ ０１８

１９８１ ３２７ １９０ ０４５ ３７０ ２１４ ０５５ ６９７ ４０４ －０４３ －０２５

１９８２ ３３３ １９１ ０４３ ３１１ １７９ ０４７ ６４４ ３７０ ０２２ ０１３

１９８３ ３２２ １８４ ０３３ ３３５ １９６ ０６２ ６５７ ３７４ －０１３ －００７

１９８４ ２５９ １４６ ０３３ ２４４ １３８ ０５２ ５０３ ２８４ ０１５ ００８

１９８５ ３０８ １７３ ０３７ ３３９ １９０ ０５３ ６４７ ３６３ －０３１ －０１７

１９８６ ３６７ ２０４ ０４０ ３８９ ２１６ ０５４ ７５６ ４２０ －０２２ －０１２

１９８７ ４４１ ２４２ ０４５ ３７３ ２０５ ０５１ ８１４ ４４７ ０６８ ０３７

１９８８ ３６６ １９８ ０６１ ２９７ １６１ ０５４ ６６３ ３５９ ０６９ ０３７

１９８９ ３９２ ２０９ ０６８ ３２５ １７３ ０５１ ７１７ ３８２ ０６７ ０３６

１９９０ ３３９ １７８ ０４９ ３０６ １６０ ０５０ ６４５ ３３８ ０３３ ０１７

１９９１ ２８１ １４５ ０５７ ２６４ １３６ ０５０ ５４５ ２８２ ０１７ ００９

１９９２ ２７７ １４２ ０３７ ２６６ １３６ ０４１ ５４３ ２７８ ０１１ ００６

１９９３ ２２３ １１３ ０２５ ２７１ １３７ ０６２ ４９４ ２５０ －０４８ －０２４

１９９４ ２２５ １１２ ２６７ １３３ ４９２ ２４６ －０４２ －０２１

１９９５ ３０１ １４３ ０３５ ２８３ １３５ ０３５ ５８４ ２７８ ０１８ ００９

１９９６ ３１７ １５１ ０４１ ５７８ ２７４ ０３７ ８９５ ４２５ －２６１ －１２４

１９９７ ４３７ ２０５ ０３２ ４１６ １９５ ０４８ ８５３ ４００ ０２１ ０１０

１９９８ ２６３ １２２ ０３０ ２４６ １１４ ０４２ ５０９ ２３６ ０１７ ００８

１９９９ ２５１ １１５ ０１８ ２２８ １０５ ０３５ ４７９ ２２０ ０２３ ０１１

２０００ ４０８ １８６ ０４１ ２７０ １２３ ０５６ ６７８ ３０９ １３８ ０６３

２００１ ２４８ １１３ ０４１ ２９６ １３５ ０５５ ５４４ ２４７ －０４８ －０２２

２００２ ２６８ １２１ ０３３ ３２４ １４６ ０４９ ５９２ ２６７ －０５６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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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口流动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甘肃省户口统计载：平凉 ７县有总人口 ６７７０２４人，其中寄籍
３１１４０人 （男１８４７５人，女１２６６５人），暂住１８６４人 （男１２５０人，女６１４人）。寄籍、暂
住人口占总人口４８７％。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１９７８年以后，流动人口的规模逐渐增大。１９８２年，全区流入
人口１４０７５人，占人口总数的０８１％；流出人口１２６０９人，占０７３％。１９９０年，全区流
入人口１７４８６人，占人口总数的０９２％；流出人口２２９９９人，占１２０％。据计划生育部
门统计，１９９１年，全区流入人口１４５３７人，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２１３６４人，１９９６年达到４１８２５
人。２０００年，全区流入人口４４１５９人，流出人口７０５４５人。２００１年，全区流入人口２９３９５
人，流出人口８０６５６人。２００２年，全区流入人口３５２７５人，流出人口９１２５３人。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各县户籍人口表

项

目
县

别

本　 　籍 寄　 　籍 暂　 　居

户数
人口数

合计 男 女
户数

人口数

合计 男 女
户数

人口数

合计 男 女

合计 １１１３０１ ６４４０２０ ３３４３５１ ３０９６６９ ７１８７ ３１１４０ １８４７５ １２６６５ ３５１ １８６４ １２５０ ６１４
平凉 １７２２３ ９４９４３ ４８５１８ ４６４２５ ６０４４ ２４１９９ １４４５２ ９７４７ ２４１ １２００ ７３２ ４６８
泾川 ２２８１１ １１５０７１ ５９７７３ ５５２９８ １３２ ８２０ ５１９ ３０１ １８ ５６ ３８ １８
灵台 １９７１９ １１１０７３ ６００８１ ５０９５６ ２６７ １３８６ ８２７ ５５９ ２６ ３５６ ３０３ ５３
崇信 ４９６２ ３０５５３ １５９６０ １４５９３ １５５ ７２７ ３９２ ３３５
华亭 ７６５１ ３７２１２ １７３５６ １９８５６ ３１５ ２５２４ １４８７ １０３７ ５ ２０ １２ ８
庄浪 １８３２１ １１６６６３ ６０１６６ ５６４９７ ３６ １５９ ９２ ６７ ６１ ２３２ １６５ ６７
静宁 ２０６１４ １３８５４１ ７２４９７ ６６０４４ ２３８ １３２５ ７０６ ６１９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时县 （市）流动人口表 单位：％

项

目
县

别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９０年

总人口
流入

人口

占总

人口

流出

人口

占总

人口
总人口

流入

人口

占总

人口

流出

人口

占总

人口

平凉 ３５１３０６ ６６８１ １．９０ ３２８９ ０．９４ ３８６３２３ ５９１７ １．５３ ５３２６ １．３８
泾川 ２６８５７８ ７５４ ０．２８ ２１７８ ０．８１ ２９３０６８ １３００ ０．４４ ３５５３ １．２１
灵台 １９７７６０ ３７４ ０．１９ １１０４ ０．５６ ２０９７２３ ８４５ ０．４０ ２１３２ １．０２
崇信 ７５８３３ ２８７ ０．３８ ４００ ０．５３ ８３５６６ １２５６ １．５０ ９３６ １．１２
华亭 １４７０８７ ４１３３ ２．８１ １１６５ ０．７９ １６１９８１ ４７８４ ２．９５ １３５９ ０．８４
庄浪 ３２５７６８ ９５１ ０．２９ １６１６ ０．５０ ３６２２６０ ７８２ ０．２２ ３３９８ ０．９４
静宁 ３６８８０９ ８９５ ０．２４ ２８５７ ０．７７ ４１２４９６ ２６０２ ０．６３ ６２９５ １．５３

４４２ 平凉地区志 （上）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９年平凉地区及县 （市）流动人口表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全区 ９１８１ ７７７４ １４５３７ １４５８３ １３２５３ １４２５９ ２１３６４ ４１８２５ ３７０２５ ４３３３８ ４１９０２

平凉 ３３４２ ３９０６ ４７６２ ４７６２ ４７６２ ５４４３ ７８０９ ４６６６ ３４１１ ３１１５ ３２００

泾川 ３１９ ５５０ ８２２ ８２２ ８２２ ８２２ ８３１ ４４６６ ４００３ １７２９ １０９６

灵台 ２２ １１１ １３７ １６２ １７２ ２１０ １３７５ ５９０６ ５６８８ ８２８９ ７６５９

崇信 １２４ １１１ ３２０８ ３２０８ ２３９９ ２３９９ ２２７２ ３７９７ ２９３６ ５４０９ ５４１３

华亭 ３５７５ ２６０５ ４８９５ ４８９５ ４５２６ ４８４３ ４８５９ ７３５３ ７４３３ ７７０９ ７８０２

庄浪 ２８ ４８ ５７０ ５９１ ３７０ ３４０ ２３９ ６２４６ ４２４３ ９０９６ ８７２６

静宁 １７７１ ４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３ ２０２ ２０２ ３９７９ ９３９１ ９３１１ ７９９１ ８００６

５４２第三编　人　口



第三章　人口分布

第一节　人口密度

民国 １９年 （１９３０），全区总户 １１９３万户，其中农户 ８４８万户，占总户数的
７１０８％。总耕地面积１４０６２万亩，每个农户平均耕地面积２４８１亩。２４年 （１９３５），人
口区域面积为９８１５５８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７５人／平方公里。
１９４９年，全区人口面积１１４８７２平方公里，到２００２年演变为１１１６９７平方公里，人

口密度由１９４９年的８６人／平方公里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９９人／平方公里，增加一倍多。庄
浪县人口密度高达２７０人／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表

单位：万人、平方公里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

总面积 总人口
人 口

密 度

１９４９年

总面积 总人口
人 口

密 度

１９８０年

总面积 总人口
人 口

密 度

２００２年

总面积 总人口
人 口

密 度

全区 ９８１５５８ ７３６６ ７５ １１４８７２０ ９８８３ ８６ １１１４０８０ １７１９１ １５４ １１１６９７０ ２２２１８ １９９

平凉 １６２２３８ １３１８ ８１ ２０００７０ １８０２ ９０ １９３６１８ ３４９１ １８０ １９３６１８ ４８５８ ２５１

泾川 ６９００９ １２９２ １８７ １６１４５０ １６４０ １０２ １４６１９２ ２６６６ １８２ １４０９３０ ３４０１ ２４１

灵台 １０３９４５ １０６３ １０２ ２０３８００ １２１７ ６０ １９９１５２ １９７６ ９９ ２０２３００ ２３０１ １１４

崇信 ５０５９６ ３５４ ７０ ８７１００ ４３９ ５０ ８４９６７ ７４８ ８８ ８４９８６ ９６２ １１３

华亭 １５１４８９ ６１０ ４０ １１７４００ ７３５ ６３ １１８３１６ １４５２ １２３ １１８３００ １７３２ １４６

庄浪 ８８４５１ ５２５ ５９ １５１６００ １９２５ １２７ １５２６５７ ３２１４ ２１１ １５７４４６ ４２４６ ２７０

静宁 ３５５８３０ ２２０４ ６２ ２２７３００ ２１２４ ９３ ２１９１７８ ３６４４ １６６ ２１９３９０ ４７１８ ２１５

第二节　区域分布

一、县 （市）人口分布

平凉市总面积为１９３６１８平方公里。人口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８０２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
４８５８万人，净增人口３０５６万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９１３‰，高于全区３５５个千分点，人

６４２




口密度由１９４９年的９０人／平方公里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５１人／平方公里，人口占全区总人
口２１８７％，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全区第一，人口密度为第二。

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县人口总数由１９４９年８０８１万人，占全区总
人口数的８１７７％，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７３６万人，增加９２７９万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４６９‰，
其中华亭县１６５１‰，静宁县１５３３‰、庄浪县１５２０‰、崇信县１５１０‰、泾川县１４００‰、灵
台县１２２１‰。６县人口密度由１９４９年的８８人／平方公里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８８人／平方公
里。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各市县人口表
单位：万人

年份 平凉市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１９４９ １８０２ １６４０ １２１７ ４３９ ７３５ １９２５ ２１２４

１９５０ １８４４ １６８７ １２３９ ４５４ ７５３ １９５５ ２２０２

１９５１ １８８４ １７１７ １２４５ ４６８ ７５１ １９９０ ２２４３

１９５２ １９０６ １７２３ １２６５ ４６９ ７６２ ２０２７ ２２４１

１９５３ １９３８ １７４０ １２８４ ４７４ ７７２ ２１０２ ２２７２

１９５４ １９７３ １７７５ １３０９ ４８５ ７８８ ２１５２ ２３４５

１９５５ １９８２ １８０５ １３０９ ４９９ ８００ ２１９５ ２４７５

１９５６ ２０３３ １８５４ １３４５ ５１３ ８０６ ２２０６ ２４９３

１９５７ ２０４９ １９１３ １３５９ ５１０ ８０７ ２２５７ ２５３７

１９５８ ２０６９ １８６３ １３６１ ４８４ ８１４ ２２３７ ２５７３

１９５９ ２０９７ １８１７ １３２３ ４７０ ８２４ ２１３７ ２５１６

１９６０ ２０８９ １７３０ １３０５ ４４７ ８１３ １９８４ ２３１２

１９６１ ２０８６ １７４７ １２９８ ４５４ ８２１ ２０１７ ２３２８

１９６２ ２１１１ １８３４ １３６３ ４８１ ８５６ ２０７３ ２４５２

１９６３ ２１７５ １８７３ １３８６ ４９９ ８８１ ２１１３ ２４８９

１９６４ ２２２４ １９１６ １４１６ ５１１ ８９１ ２１９１ ２５６１

１９６５ ２３０９ １９６７ １４５１ ５２５ ９０３ ２２７２ ２６７８

１９６６ ２４１１ ２０２１ １４８６ ５４３ ９５７ ２３５３ ２７７６

１９６７ ２４８６ ２０７９ １５３５ ５６１ ９９０ ２４３１ ２８７１

１９６８ ２５９２ ２１４４ １５８９ ５８９ １０２６ ２５２３ ２９８３

１９６９ ２６７７ ２２０５ １６４２ ６１８ １０８０ ２６２７ ３０８４

１９７０ ２８２３ ２３０５ １６７１ ６３５ １１４３ ２７１８ ３１８７

１９７１ ２９２６ ２３８６ １７３６ ６５４ １２２１ ２７８９ ３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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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平凉市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１９７２ ３０２４ ２４５４ １７７８ ６７４ １２７２ ２７６７ ３３３６

１９７３ ３１３９ ２５０５ １８３４ ６９６ １３２４ ２９３８ ３４２２

１９７４ ３２２２ ２５６０ １８７６ ７１３ １３５６ ２９９３ ３４７１

１９７５ ３２８０ ２５８３ １９０５ ７２０ １３７７ ３０３２ ３５０７

１９７６ ３３１８ ２５９７ １９２０ ７２５ １４０７ ３０６６ ３５４１

１９７７ ３３５０ ２６１３ １９３４ ７３２ １４２４ ３０９０ ３５５７

１９７８ ３３９５ ２６３５ １９６２ ７３９ １５３５ ３１２０ ３５７２

１９７９ ３４２３ ２６５９ １９７６ ７４４ １４４５ ３１７１ ３６０８

１９８０ ３４９１ ２６６６ １９７６ ７４８ １４５２ ３２１４ ３６４４

１９８１ ３５０２ ２６８６ １９７９ ７５３ １４４８ ３２５５ ３６８５

１９８２ ３５６０ ２６９７ １９８７ ７６２ １４８２ ３２９２ ３７３０

１９８３ ３５５９ ２７１４ １９９５ ７６６ １４８７ ３３１８ ３７６０

１９８４ ３６００ ２７３６ ２００２ ７７０ １５０４ ３３５９ ３８０４

１９８５ ３６２５ ２７６１ ２０１２ ７７３ １５１９ ３３８０ ３８４３

１９８６ ３６７３ ２７７６ ２０１７ ７８４ １５３３ ３４１３ ３８７９

１９８７ ３７２１ ２８１２ ２０４６ ７９５ １５５０ ３４６５ ３９３５

１９８８ ３７７５ ２８５３ ２０５９ ８０６ １５８７ ３５１７ ３９９５

１９８９ ３８２９ ２８９７ ２０７９ ８１６ １６０１ ３５８６ ４１０６

１９９０ ３８９６ ２９５７ ２１０３ ８３５ １６２１ ３６６８ ４１６５

１９９１ ３９２５ ２９８３ ２１１９ ８５４ １６４９ ３７１５ ４２１３

１９９２ ３９７１ ３０２１ ２１３７ ８６７ １６６０ ３７６２ ４２６６

１９９３ ３９７６ ３０５０ ２１６４ ８８１ １６７６ ３８２３ ４３２３

１９９４ ４０２７ ３０９３ ２１８５ ８９９ １６８８ ３８６９ ４３８７

１９９５ ４２２８ ３１８６ ２２５３ ９５６ １７７１ ３９８５ ４５４９

１９９６ ４２７２ ３２２８ ２２７９ ９６７ １７８７ ４０４２ ４６１５

１９９７ ４３２８ ３２６５ ２３０２ ９７８ １８１１ ４０９５ ４６７７

１９９８ ４３７４ ３２９５ ２３２３ ９８７ １８３０ ４１３４ ４７２３

１９９９ ４４１３ ３３２１ ２３３９ ９９４ １８４４ ４１６６ ４７６０

２０００ ４７２８ ３３５９ ２２７６ ９５３ １７４４ ４１８３ ４６６６

２００１ ４８２８ ３３７９ ２２８８ ９５７ １７２２ ４２１８ ４６８６

２００２ ４８５８ ３４０１ ２３０１ ９６２ １７３２ ４２４６ ４７１８

８４２ 平凉地区志 （上）



二、乡、镇人口分布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人口调查：全区有乡 （镇）４４个 （乡３５个，镇９个），保１１３７
个，甲１１３９５个，摊派壮丁 ９１１０３人。同时，以乡 （镇）为单位统计，乡 ７８４４５户，
５１１８３３人，镇４０２２２户，２４７４１９人；普通户１１７９８８户，７３６４１９人，其中男４０９４２７人，
女３２６９９２人；外国人寄居户８户，２１人，其中男１３人，女８人；寺庙户６７１户，３３２４
人，其中男２１９６人，女１１２８人；公共处所９３０处，１９４８８人，其中男１８７２０人，女７６８人。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乡镇户口表

县　乡
（镇）名

普　　通　　户 外国人寄居户 寺　庙　户 公 共 处 所

户 男 女 户 男 女 户 男 女 处 男 女

平

凉

高平镇 ９００８ ２７７３７ １９７２３ ２ ８ ４ ６４ ２７１ １７ ６７ ４６６２ ３３８

政和乡 ２６２２ ９５７１ ７８６５ １７ ２４ ７ ７３ ２４

白水乡 ３５３４ １４３１３ １１５４８ ５ ７ １４ ６９９ ２５

绥定乡 ３１２５ １３０５１ １１００７ ２４ １０１ ２ １６ ５３６

安国乡 ２５５７ ９３９９ ７６１３ ５２ １０４ １１ １９５

合　计 ２０８４６ ７４０７１ ５７７５６ ２ ８ ４ １６２ ５０７ １９ １１５ ６１６５ ３８７

泾
　

　
川

安定镇 ３８９４ １１８４４ ９３１７ １ ２ ７ １９ ３ ２６ ９６３ ８１

泾阳乡 １００２ ３５９５ ２６９０ ２ ３ ４ １０８

启明乡 １２９２ ４６３１ ３５４９ ５ ９

泰安乡 ２３６７ ７９６８ ６３６１ ５ ９６

新民乡 ２３３７ ８１１３ ６４７６ ６ ６ ２ ９

新陇乡 ２０４１ ６７３２ ５１１２ ６ ２３

芮澄乡 １７９１ ５５２９ ４４４５ ３ １０８

百泉乡 ２５１１ ８９６３ ７２７１ １３ ４６６ ２６

桂林乡 ２２９３ ８７９７ ６８２７ １ １ ２ ３４ ２４ ２４ ７０９

丰台乡 １８１１ ６２２０ ４８０１ ４ ５ ３ １０ ４２５

合　计 ２１３３９ ７２３９２ ５６８４９ ２ ２ １ ２１ ６７ ３０ ９８ ２９１６ １０７

灵
　

　
台

中台镇 ７６６ ２１８６ １６８６ ２０４ ７２６ ５８０ ２３ ５０９ ３３

独店乡 ３００１ １０６０６ ８１４２ １ １ ３６ ９７４ ２８

邵寨乡 ２０２８ ７４３３ ５９２６ ７１ １９９ １７７ ２８ ６０２

什字乡 ２０５８ ６８９７ ５１７８ ２８ ７１ １７ ２３ ６４２ ４１

上良乡 １６８４ ６２８３ ５０００ ２ ８ ２ ６ ４６２

百里乡 ２８００ ８６８３ ６６８４ １ ２３ ９６ ４７ ２２ ４９８ １３

梁原乡 ２９８９ １０４３８ ８００８ １ ７３ ２７５ ２１８ ２１ ４５

蒲窝乡 １７３５ ５８１５ ４５８４ ２０ ７３ ４８ ３７３ １５

鹑觚乡 ４６５ １５４０ １１９１ ９ ４４ １８ ８ ８２ １８

合　计 １７５２６ ５９８８１ ４６３９９ ２ ４３１ １４９３ １０５９ ２１５ ４１８７ １４８

９４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县　乡
（镇）名

普　　通　　户 外国人寄居户 寺　庙　户 公 共 处 所

户 男 女 户 男 女 户 男 女 处 男 女

崇

信

锦屏镇 ２３６５ ８３８３ ６９８９ ６ ６ ２ ５４ ８９３ ３４

铜城乡 １５０７ ４９６１ ４１１７ ４ ２ ２７ ２２２ ７

新城乡 １２４７ ３１４０ ２５５４ ７ ９７

神峪乡 ９３６ ２８７７ ２３３８ ５ ２６ ５ ８９

合　计 ６０５５ １９３６１ １５９９８ １５ ３４ ２ ９３ １３０１ ４１

华
　
　
亭

皇甫镇 ３８７５ １５５７６ ７７２８ １ １

安口镇 ２３３８ ６２５６ ４４２７

芮南乡 １７６８ ５４６５ ４２５１

芮北乡 ３００９ ９７９７ ７５３５

合　计 １０９９０ ３７０９４ ２３９４１ １ １

庄
　

　
浪

广盈乡 １４７１ ５５０６ ４７７９ ３ １１２

秀景乡 ９８１ ３８４２ ３６９８ ３ ８８

怀仁乡 １４０１ ５１０１ ４３７２ １ ２２

曹婺乡 １３７７ ４９８９ ４３９９ １ ３６

新隆乡 ７５６ ２７９９ ２２８１

静边镇 １５５２ ５８３７ ４８５２ ７ ２８８

合　计 ７５３８ ２８０７４ ２３４８１ １５ ５４６

静
　

　
宁

长源镇 ５１２４ １７４８７ １４６４３ ３ ３ １０ １５ １３ ５６ １６４９ ５６

水洛镇 １０９９７ ３７７５１ ３２５７１ １３ １３ ３ ４５ １２９４ ２９

雷阳乡 ５０６９ １８８３２ １５７５０ ７ ３２２

威戎乡 ７５６７ ２６４８３ ２３２２０ ４ １７２

通边乡 ４２５３ １５４６９ １３１７４ ３ ６ １ ９ ２７４

单家乡 ７０６ ２６９４ ２３４２ １６ ６１ １ ８ １５９

合　计 ３３７１６ １１８７１６ １０１７００ ３ ３ ４２ ９５ １８ １２９ ３８７０ ８５

１９４９年，全区镇人口９３４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９４５％，到２００２年，全区镇人口
增加到７４１５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３３３９％，比１９４９年净增人口６４８１万人，增加６９
倍，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３９６３‰，比全区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出２４２３个千分点。乡
人口由１９４９年的８９４９万人增长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８０３万人，净增人口５８５４万人，年平
均增长率９５‰，递增速度比全区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低５８６个千分点。

０５２ 平凉地区志 （上）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乡 （镇）人口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镇 人 口 乡 人 口 年　份 镇 人 口 乡 人 口

１９４９ ９３４ ８９４９ １９７７ ８８８ １５８１２

１９５２ ８６４ ９５２９ １９８０ ９５９ １６２３２

１９５５ ９０４ １０１６２ １９８２ ８９４ １６５９７

１９５７ ９５８ １０４７４ １９８５ １７１１ １６２０２

１９６０ １０２０ ９６６０ １９８７ １８６６ １６４５８

１９６２ ８７９ １０２８８ １９９０ ２０５６ １７１８９

１９６５ ７６９ １１３３６ １９９２ ２１５０ １７５３４

１９６７ ８３５ １２１２２ １９９５ ２８５３ １８０７５

１９７０ ９１４ １３５８６ １９９７ ３０４７ １８４０９

１９７２ １０４１ １４３６５ ２０００ ４３５９ １７５５０

１９７５ ８５９ １５５４６ ２００２ ７４１５ １４８０３

三、农业、非农业人口分布

平凉地区自古以农业为主体，农业人口比重大。１９４９年，全区农业人口８９４７万人，
占全区总人口的９０５３％，非农业人口９３６万人，占总人口的９４７％。２００１年，全区农
业人口达到１９２５３万人，仍占全区总人口的８７２％，非农业人口２８２５万人，仅占总人
口的１２８％。农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１４８５‰，非农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２１４７‰。２００２
年，非农业人口达到３４０９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５３４％。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农业、非农业人口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年　份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１９４９ ８９４７ ９３６ １９７７ １５４４８ １２５２

１９５２ ９５３８ ８５５ １９８０ １５７９９ １３９２

１９５５ １０２２９ ８３７ １９８２ １６０５２ １４３９

１９５７ １０５５２ ８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６２８６ １６２７

１９６０ ９７６０ ９２０ １９８７ １６５２７ １７９７

１９６２ １０４４７ ７２０ １９９０ １７２８６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５ １１２９８ ８０７ １９９２ １７６３２ ２０５２

１９６７ １２０９３ ８６４ １９９５ １８６７１ ２２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３５２８ ９７２ １９９７ １８９６５ ２４９１

１９７２ １４２２７ １１７９ ２０００ １９１５０ ２７５９

１９７５ １５１７８ １２２７ ２００２ １８８０９ ３４０９

１５２第三编　人　口



第三节　地理分布

陇山山脉由南向北将全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东黄土高原沟壑区，属泾河流域，

总面积为７４２２４５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６６６２％，分布着平凉、泾川、灵台、崇
信、华亭５县 （市）。以西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属渭河流域的葫芦河上游，总面积

３７１８３５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３３３８％，分布着庄浪、静宁２县。
１９４９年，东部５县 （市）人口５８３４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５９０３％，人口密度为

７９人／平方公里；西部 ２县人口 ４０４９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４０９７％，人口密度为
１０９人／平方公里。２００２年，东部５县 （市）人口１３２５４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５９６５％，
人口密度为１７７人／平方公里；西部２县人口８９６４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４０３５％，人
口密度为２３９人／平方公里。东部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１６０２‰，西部地区人口年平均
增长率１５２７‰。

平凉地区地理人口分布表

项

目
地

区

总面积

（平方公里）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９９年

人口

（万人）

占总人

口 （％）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占总人

口 （％）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年平均

增长率

（‰）

东部地

区人口
７４２２４５ ５８３４ ５９０３ ７９ １２９１２ ５９１３ １７４ １６０２

西部地

区人口
３７１８３５ ４０４９ ４０９７ １０９ ８９２６ ４０８７ ２４０ １５７０

注：东部地区辖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五县 （市），西部地区辖庄浪、静宁二县。

第四节　社区分布

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开展 “地理调查”，平凉府及各州县村庄人口分布如下：

平　凉　县

城　内 ６７６户 １８９２人 附　城 ４６５户 ８９２人 单家川 １４２户 ７４２人
三角城 １４０户 ９８４人 二十里铺９８０户 １５５３人 大岔河 ４９３户 ３８２０人
甲积峪 １５６户 １７８２人 五老沟 １６８户 １２７１人 清水岭 ８７户 ５４８人
七树庄 ６１户 ２８８人 张家庄 ８３户 ６４７人 纸坊沟 １２６户 ８７７人
庙底下连上下湾庄 １１７户 １３００人 白杨林连苋麻湾 ５４户 ５４４人
杨家湾 １１７户 ７４９人 峡门沈家磨 ７２户 ５２２人 马步领（岭）关１２２户 ４６７人
麻务河 １３１户 ８２１人 二天门 ２９２户 １５６１人 寨子 街 １５２户 ５５５人
甘家坟 ２５户 １１０人 景家庄 ９４户 ４５２人 上下颉河子８５户 ３４５人

２５２ 平凉地区志 （上）



下李庄 １４７户 ６７１人 善家沟 １１３户 ２１３人 安国镇 １３９户 ５７４人
任家塬畔１２８户 ８８５人 小卢河连庄１０３户 ５１５人 大卢河连庄１６２户 １０５８人
大张庄 １２３户 ４９２人 王家堡 ７３户 ５７２人 四道河连庄４８户 ２５５人
柴家堡连庄２５１户 １２６０人 梨花塬 １５１户 ９４７人 郑家洼 ７２户 ６６５人
蛟龙口 １２１户 ６８５人 董家沟 ２１８户 １９２０人 大小张家２６２户 １９１５人
小岘子 １７３户 ７６５人 四十里镇２９５户 １７９０人 马峪口庄６５户 ４３７人
岘镇 ２１１户 ２３７９人 马莲镇 ８７户 ５７７人 打虎沟 １３３户 ６９３人
白水镇 ４６２户 ３３１３人 烧瓦沟 ５２户 ３６１人 寺沟连庄１４９户 １３５８人
孟家寨 ６４户 ２７８人 花所镇 １５０户 ７５０人 八里

0

５５户 ３７５人
温家沟连二庄 ４６户 ３８２人 万家沟连四庄５６户 ４２４人 西刘家 ５６户 ３８４人
高家堡 ８８户 ３４７人 甄家庄 ７３户 ５５５人 高家沟 １４３户 ６７４人
大潘家 １９７户 ８３５人 胡柳家 ５２户 ３２２人 苏陈家 ９０户 ６２４人
何许家 １２５户 ５７２人 赖张家 １８２户 １１５４人 观音殿 ８７户 ４５５人
侯王家 １２８户 ５４３人 娘娘庙 ７７户 ４２２人 杨家塬 １５３户 １１５０人
潘家湾 １３４户 ７８９人 杨家涧 ５４户 ２６７人 赵家寨 ９７户 ３８１人
王家沟 １４２户 ９６２人 野雀沟 １２７户 ９１２人 双庙子 ６０户 ２７４人

华　亭　县

城　内 ３５３户 ９６４人 附城 ２２４户 ６９４人 九龙镇王家峡 ４３户 １７９人
嘴头庄 ４１户 １９１人 范家庄 ２７户 １０７人 庞家庄 ２３户 ９２人
庞家磨 ２９户 １１３人 孟家庄 ２８户 １２７人 白草峪 ４９户 ２１３人
烂柯山 ２７户 ８８人 张家沟 ４０户 ２０２人 韩家河 ３１户 １０４人
砚峡镇龙王庄 １０５户 ３６０人 安口窑镇３１０户 ８９５人 曹家沟 ４２户 １２６人
窑儿洼 ５０户 ２０１人 东沟里 ６１户 ２６４人 窑头岭 ３２户 １８５人
八方庙 ３０户 １２５人 底洞沟 ３１户 １５１人 蒲家庄 ２１户 １９２人
陶家坪 ４１户 ２２０人 崔家塬 ２５户 １５５人 石堡子 ３５户 １６２人
下关镇 ９５户 ４６０人 五村铺 ６５户 ３２０人 新寨塬 ５８户 ３１５人
朱家坡 ６９户 ３５８人 高山堡 ２８户 ２２９人 上关镇 １５０户 ３５８人
什字路 ８９户 ３５５人 磨坪川 ９５户 ３９２人 王家沟 ７８户 ３３０人
王家山 ７９户 ３１０人 潘家庄 ６５户 ２５０人 水眼峡 ５５户 １９９人
龙眼镇 ５２户 ２６０人 祁家沟 ２６户 １１２人 赵家庄 ３５户 １６５人
杨家庄 ３０户 １５２人 李家塬 ２８户 １４５人 四条岭 ５１户 ２５０人
石桥子 ２１户 ９８人 邓家塬 ３３户 １６１人 王天镇 ４５户 ２５５人
贺家寨 ５２户 １５０人 大岭庄 ５５户 １７６人 车厂沟 ３２户 １７４人
陶家坡 ４０户 １６５人 十瓮子 ４６户 １２３人 麻庵峡即三角城 ３１户 １２１人
主山镇即芦李寨 ２６户 ７０人 夜糜嘴 ２５户 ６２人 葡萄庵 ２０户 ５８人
常家山 ２６户 ７２人 腰庄里 ２３户 ８５人 静堂里 ２９户 １１６人

３５２第三编　人　口



杜家庄 １５户 ４４人 店子峡 ２５户 ６４人 竹林寺 ２８户 ９５人
佛沟门 １３户 ４１人 马峡口镇６２户 ２４０人 深沟子 ５１户 ２２０人
赵家庄 ２２户 ８８人 刘家店 ５６户 １７２人 孟家台 ３５户 １３０人
曹家堡 ５２户 ２２０人 姜家庄 ２９户 １２３人 苍沟里 ３１户 １７４人
山寨镇 １５５户 ４９５人 木头岭 ３０户 １２０人 安子庄 ５５户 ２４０人
何家庄 ４２户 １６５人 干河子 ４５户 １５０人 蔡川里 ２６户 １５２人
红岩山 ２４户 １９３人 策底镇 ８２户 ２６０人 姬家嘴 １５户 ６５人
策底坡 ２５户 １５６人 吴家沟 ３５户 １７２人 八王沟 ８户 ４１人
草滩子 １５户 ７６人 南峪里 １８户 ８７人 戴家庄 １４户 ７５人
庙川里 １９户 ９６人 葺马寺 ２４户 １２４人 新店镇 ５６户 ２８０人
杨家庄 ２８户 １４１人 马家庄 ２５户 １２６人 张家台子２０户 ９８人
刘家沟 ２５户 １２１人 沈家沟 ２８户 １４０人 易家沟 １３户 １５０人
十二堡镇５２户 ２１５人 寒泉寨 ５６户 ２２５人 杨家庄 ３５户 １７８人
庙底下 ４２户 １６８人 延龄寺 ３８户 １５８人 福驼里 ４１户 １２５人
殿底下 ４６户 １１８人 石嘴子 ５５户 ２３５人 赵家川 ４７户 １８１人
三合庄 ５２户 ２１２人 大麦子坪３１户 ２６１人 小麦子坪２６户 ２１３人

静　宁　州

城　内 ９７户 ３９４６人 附　城 ２１０户 １２４５人 下峡口 ３７６户 ２４９７人
平家河 １１户 ３０人 司家川 ７７户 ３６７人 赵石坡 ２０户 １５４人
下张节 ４１４户 ３６９０人 张阎川 １２３户 ７３９人 雷阳镇 ２８５户 １７８５人
张家峡 ２５０户 １４１２人 四沟河 ４５２户 ２７２２人 靳家寺 ７０户 ４８６人
营屯寨 ５５０户 ３５４７人 威戎镇 ３７３户 ２７１５人 雷大湾 ３６６户 ２２７９人
阳三川 ８２４户 ５４４７人 仁当川 ９９３户 ５７５人 水洛城 ６３７户 ３８９６人
朱家店 ２０３８户 １１７７８人 垂家川 ３６户 １８７人 高镇寨 ６８户 ４５４人
单家集 ２６６户 １５４７人 陈家坡 ８户 ３１人 马兰岔 ２０户 ５３人
乾镇 ３８２户 ２３６９人 曹务镇 １１３户 ７４３人 计都镇 ４６２户 ３６７４人
底店镇 １４０户 ７６４人 通遍镇 １５７户 ９７０人 野赵镇 ３８２户 １９１５人
章麻镇 ４３７户 ３１５８人 良野店 ２７４户 １８２９人 焦韩店 １２３５户 ５８５４人
抛龙川 １３户 １１０人 同家堡 ５５２户 ３７５０人 干沟儿 ２５０户 １４１２人
治平川 ８５０户 ６２２２人 固原卫 １０９户 ６７６人 官道岔 １９１户 １０４２人
高家堡 ３９７户 １３５３人 界石铺 ２４３户 １２２９人 麦麦戈镇 ８１户 ４８７人
页河子 ７２户 ３４７人

庄 浪 县 丞

城　内 ２４７户 １１９７人 附　城 ８９户 ５６４人 杏岗庄 ２１户 １５６人
罗谢家庄１８户 ２２２人 王李家庄１８户 ９８人 甘柳家庄１０户 ５９人

４５２ 平凉地区志 （上）



李闰庄 １０户 ８１人 罗席庄 ４６户 ２４６人 蔡李庄 ３４户 １４９人
山铧庄 １６户 ８２人 王沈庄 ３１户 １５６人 蒲家山庄２２户 １１７人
罗家庄 ９户 ５６人 朱家山庄６１户 ３９８人 双堡庄 ８９户 ５１０人
王家岔 ２３户 ２１８人 叶石庄 ２４户 １９６人 王家高坊３４户 ２７６人
郜石家庄４０户 ２５６人 李家庄 １６户 ８１人 石马庄 １９户 １４６人
陈家堡 ２８户 １８７人 王家上湾３２户 ２１７人 庙儿岔庄３４户 ２６２人
张牛庄 ２７户 １５６人 花塬庄 ５７户 ３３８人 石胡家塬５４户 ３１７人
孙家在庄４６户 １５６人 蒙家大庄３３户 １０７人 蒙党庄 ８７户 ２９７人
樱桃沟 ７１户 １６４人 白家山 ５３户 ２１０人 谢家湾 ２７户 １０７人
石家山 ６４户 ２１５人 卧龙镇 ２７户 １３３人 刘靠家 １８户 １１２人
魏家湾 ３６户 １９４人 陈家庙 ８３户 ４６９人 魏家山 ７２户 ４２１人
王兔儿庄１６户 １２８人 马家坪 ２１户 １３４人 孙王家庄８１户 ６４８人
徐家城 ６４户 ５１２人 孙石家庄６３户 １９６人 张家塬 ３６户 ２４４人
花梨湾 ９２户 ４５２人 张家峡 ４１户 ２７０人 程家峡 ３０户 ２４８人
崔家峡 １８户 １１５人 裴范家庄２２户 １５９人 曹陈家庄４１户 ２８６人
黎家沟 １７户 １１０人 程家壑岘３３户 ２１４人 赵家沟 ４２户 ３４９人
张韩家庄４６户 ２７４人 程张家庄１８户 １３４人 樱桃园 ２２户 １４３人
尤家沟 ６户 ５８人 张海清 ２９户 ２１１人 搭水沟 １５户 １２３人
双岘镇 ５８户 ３８８人 李胡家庄２５户 １２３人 四巷湾 １３户 １２９人
柳沟庄 １５户 ９３人 陈石家堡５４户 ３９４人 杨家店 ４８户 ３３９人
涧滩沟 ２２户 １６４人 滚伯庄 ３７户 ２４６人 朱家庄 ２８户 ２１４人
胡雷家沟４４户 ２６７人 薛胡家庄５０户 ３１０人 柴杜家河３９户 １１８人
白草洼 ８１户 ２６０人 晋家坡 ２８户 １０８人 核桃岔 ８２户 ２４６人
马家湾 ３５户 １４５人 李家河 ８２户 ３３２人 王家坪 ８１户 ２９３人
苗家坪 ２２户 ８１人 牛家庄 ２０户 ２６５人 席家河 ２８户 ２４０人
五里铺 ８户 ４８人 四沟庄 ２６户 １８０人 王家洞 １４户 １０５人
阎家岔 ３９户 ２７４人 王共庄 １０户 ９２人 蒋家寺 ２０户 ９４人
贾家沟 １０户 ４４人 贾家庄 １５户 ８３人 麻岔堡 ２０户 １２０人
张得明 １９户 １０３人 曹婺镇 ８２户 ５２３人 张杨家 ４６户 ２２６人
张杜沟 １５户 １０５人 任家湾 １２户 ５６人 吴家沟 ２３户 １２１人
李家店 ３８户 １９４人 白家塬 １４户 ８０人 田家沟 ３４户 ２６２人
曹家崖 ８户 ４５人 曹家大庄１０户 ４８人 上张庄 ３２户 ２１７人
罗林口 ２６户 １２４人 台李庄 ２１户 １５３人 小梁儿 １０户 ８３人
红山堡 １６户 １４３人 张川堡 ７户 ４３人 杨安堡 ２０户 ２２４人
杜家川 １２户 １３１人 马驿堡 １５户 １２７人 孙家局 １６户 １４６人
孙家庙 ４２户 ３１２人 蛟龙寺 ２５户 １８９人 杨虎庄 １８户 １４０人
赵家墩 ８户 ７３人 牡丹岔 １７户 １２７人 官道岔 ３２户 ２０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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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家堡 ４８户 ２３７人 交龙掌 １９户 １０８人 石家窑坡４１户 ３２８人
王明堡 ２４户 １６８人 聂家河 ８户 ４２人 上武家 １５户 ５７人
东西沟 １２户 ４６人 牛北斗 ２户 １１人 车李家 １４户 ８２人
魏本堡 １９户 １６２人 郭石家 ３６户 ２４８人 雷湾口 １７户 １２６人
柳家岔 ９户 ７３人

泾　　州

城　内 ２７４户 １７０８人 附　城 ４０９户 １８３０人 吴家水渠庄 １１户 ５７人
王家沟庄３户 ２０人 七千官庄９户 ４６人 杨柳湾庄３７户 ２０１人
纸坊湾庄１８户 ５６人 袁家庵 ２４户 １０８人 郭家堡子１６户 ７０人
焦家会庄４６户 ２３０人 龙王村庄３５户 ２８５人 殷家洼 ６户 ３５人
赵家寺 １９户 ９６人 蓝家堡庄６６户 ４６９人 明午家庄１２户 ７２人
党原庄 ３户 １１人 五里坡庄７户 ３５人 铨家堡庄４１户 ２４３人
阳东庄 ３０户 １１８人 爪鸡嘴庄７户 ４１人 甘家沟 ４３户 ２０１人
杨家塬 ４户 １７人 张家湾 ６户 ２２人 党家湾 ７户 ２４人
米面山 １８户 ７３人 苇子沟 １３户 ４２人 岭背后 １１户 ３４人
薛家老庄５户 １７人 核桃湾 ６户 ２７人 庙底庄 ５户 ２０人
杨家庄 １０户 ４４人 袁家坡 ２户 ８人 白家坡 ９户 ２９人
杨家岭 ７户 ２２人 七里头沟１５户 ６７人 贾家庄 ６户 ２７人
虎家洼 ６户 １９人 老庄里 １７户 ４０人 红崖湾 １１户 ４３人
罗家寨 １８户 １１６人 许家洼 ４户 １８人 杨家庄 １４户 ８２人
黄家铺 ３１户 ２５４人 张家寨 ２０户 １５８人 杨东庄 １６户 ７２人
郭家西洼５户 ２１人 焦村庄 ３８户 ２２３人 赵王庙 ３４户 ２１５人
陶家湾 ７３户 ４２２人 原店庄 ４９户 ２４８人 清水沟 ５７户 ３４６人
鲤鱼口 ６７户 ３１１人 马房庄 ２０户 １７５人 代南沟 ５５户 ２６５人
阴阳坡 ４０户 ２２８人 牛凸窝 ４２户 ２０３人 任寺原 ４５户 ２３５人
上下湾 ９３户 ５６３人 道北庄 ３８户 ２３７人 饮马沟 ３６户 ２２１人
庙王庄 ６７户 ４６５人 苏任坡 ３７户 ２８２人 西河堡 ２５户 ２４０人
东河堡 ３５户 ４５１人 何家凸庄１５户 １０７人 方庄庄 １４户 ７４人
乔家坪 ３２户 １９１人 高家坳 ４４户 ６６人 袁家城庄４０户 １０１人
后沟庄 ２１户 １４３人 伍家塬庄２４户 ６８人 杏树湾 ５户 ２３人
草滩庄 １５户 ５２人 李家台 ４０户 １８１人 罗汉洞庄９２户 ５０２人
洞山后红崖庄 ５户３０人 霍家沟庄５户 ２６人 蒋家沟 ５户 ２３人
石家槽庄１０户 ６９人 王家沟庄１４户 ８５人 何家坪庄３７户 ２８７人
申韩家 ４０户 ２３６人 太平村 ２４户 １１２人 西杨家庄４２户 １９１人
常家坡 ４２户 １９０人 站背后 ４０户 １８３人 西高寺 ６６户 ３６５人
刘家洞 １００户 ４９５人 瓦云镇 ４３户 １１９人 毛家庄 １０８户 ５２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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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门口 ５０户 ２９０人 丁家庄 ４６户 ２８９人 上程家 １７户 １０８人
胡家塬 ７０户 ４８１人 城西沟 １６户 １０９人 东沟村 ２８户 １４３人
西沟村 １７户 ８３人 庙滩里 ３３户 １８４人 巨家沟 ３５户 １７５人
窑店镇 ７８户 ３３２人 樊家庄 ５户 ３０人 东高寺 ６５户 ４５９人
张村堡 ５０户 ２８９人 黄柏庄 ２户 ７人 马家沟 １５户 １０１人
崔家沟 １４户 ４８人 周王坪 ３户 ３１人 丁周坪 ４户 ３６人
宋家坡 ３户 １７人 凤翔路 ７户 ４１人 峪头堡 ２２户 ８３人
坳儿堡 ２４户 １４１人 高家山 １５户 ７４人 上下龙盘３２户 １６９人
三泉范庄１２户 ７１人 原赵堡 １３户 ７４人 后沟村 １５户 １１４人
南峪里 ３３户 １４８人 三户赵 １２户 ５７人 老庄里 ２１户 １５６人
枣园里 １２户 ６４人 王家坡 ４户 ２４人 阎家崖 １１户 ５６人
阎家里 ８户 ３９人 乏牛坡 ６户 ２１人 南庄头 １６户 ５３人
山王家 １３户 ４５人 南头里 ７户 ３２人 石边里 １４户 ５８人
务趾坡 ２４户 １５６人 辛家下庄１６户 ８０人 丰台庄 ３户 ３７人
坡头庄 １８户 ９４人 紫荆坡 １５户 ５５人 四方沟 １３户 ５２人
堡子 ２１户 ８５人 后河里 １０户 ６２人 沟门前 １９户 ８５人
山底子 ３０户 １４３人 盖郭家 ２户 ４３人 庙头寨 ５５户 ３３４人
南沟老头１１户 ８２人 风和沟 ５４户 ２８０人 公主寨 １４户 ８８人
白草坡 １３户 ４０人 杨家湾 ２５户 ６１人 雷家岭 ５户 ３０人
上东坡 １６户 １０４人 下东坡 ２４户 １３６人 后牙庄 １４户 ４６人
白杨铺 ９户 ４３人 上梁家河４４户 ２５４人 下梁家河９０户 ４５２人
辛家坡庄８户 １０２人 河屯坡庄５８户 ４４３人 龙盘头庄７５户 ４８９人
庙耳洼庄１２户 ６４人 沟沟王家庄４３户 ２３４人 楸射塬 ６２户 ２１８人
向河之庄４０户 ２１４人 欠家沟门２９户 １２７人 巨李刘家３７户 １９９人
陈家堡 ４０户 ２１２人 尚家新庄１８户 １１８人 旧沟庄 ２４户 １８１人
梁老庄 ７６户 １８１人 王家老庄３２户 １７０人 王家新庄１８户 １０１人
范家庄 ２５户 １１３人 董家庄 ３８户 １５８人 杜家庄 ２８户 １４４人
原梁家庄６３户 ３３９人 庙坡寨子２３户 ９６人 潘家庄 ６户 ２１人
西屯寨子５户 ３６人 田杨家庄２户 １２人 岳家庄 １户 ６人
烟雷庄 １户 ７人 党家楼庄３户 １７人 枣林庄 ３０户 １７８人
三十梁家４５户 １０１人 牛头山沟１６户 ５５人 百烟村 ４５户 １９８人
沈家沟 １７户 ７１人 郑家沟 ３０户 ２０２人 龙王村 ２６户 １２０人
李家沟 ２８户 １０８人 军沈家 ２０户 ６６人 上王家 ２２户 １１６人
高庄王家１７户 １１３人 东王家 １７户 １１３人 吴家崖窑１６户 ４７人
桃花岭 ３０户 ７５人 窑儿洼 ２户 １１人 范家洼 １５户 ７４人
任家崾岘９户 ３２人 韩家塬 ２７户 ６７人 十里村 ９户 ４７人
大堡子 １８户 ５１人 阎家小庄１０户 ５４人 清泉镇 ４０户 ２２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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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沟 １４户 ８４人 杜家沟 ８户 ３４人 张老寺 ２３户 １５２人
周赵家 １８户 １３０人 杨高家 ６户 ３９人 口家庄 １８户 ９９人
仇家庄 １６户 ６４人 韩家崖窑２５户 １２１人 孟宋家 ５１户 ３２３人
陈家湾 ３０户 １１５人 萧家沟 １８户 ８８人 北盘口 ２８户 １０５人
栓李家 １８户 ８１人 周家庄 ２６户 ９３人 支家铺 ６８户 ２２２人
樊家庄 ４４户 ２０２人 梅家洼 ２０户 ７４人 仓下堡 １０户 ５８人
祝家庄 １３户 ６４人 刘家庄 １３户 ６１人 雷李庄 ２８户 １４０人
上雷家 ３９户 １０４人 刘家沟 ２７户 １４４人 章村庄 １１０户 ６２０人
新雷家 ２１户 １７５人 张家沟 ２４户 １５０人 土垢铺 ２１户 ８３人
孙家洼 ２２户 ６７人 百泉沟 ２６户 １４２人 喻家沟 ３１户 １４４人
方家台 ５户 ２４人 李家山 ９户 ４２人 王村镇 ８１户 ５１７人
向家沟 ４６户 ３１２人 湫瓶子 １５户 ７５人 二十里铺４２户 ２３６人
王家沟 ２３户 １０３人 焦家沟 １６户 ３８人 十里铺 １３户 ２８人
曲谭沟 ３４户 １２８人 杜家沟 ４３户 ２７５人 纸坊沟 ８户 ５９人
枣园庄 １６户 １１３人 后沟庄 １０户 ５５人 贾家沟 ２户 １３人
水泉寺 ７４户 ６５１人 瓦窑坡 ８户 ５９人 曹家河湾１０户 ７０人
杨坡庄 ３４户 ２３８人 杨家店 １０户 ５５人 完颜井 ３４户 ２１３人
孙家庄 ３１户 ２２８人 赵家寺 ７户 ２７人 后吕庄 １０户 ４３人
高崖寺 ２５户 １２０人 完颜洼 ２１户 ８０人 蔺徐庄 １６户 ７０人
南头吴庄３１户 １４９人 庙张家庄１３户 ５５人 坡头庄 ９户 １００人
任王家庄２８户 １５６人 建马家 ３６户 ２４４人 寺头冯家２４户 １４０人
郭马家庄６户 ４２人 崖窑庄 １２户 １０５人 小李家 ６户 ３６人
王家庄 ６０户 ３７２人 阎家洼 ８户 １３４人 可家庄 １６户 １２５人
载家庄 ５５户 ２５４人 朱家涧 ２６户 ７７人 高家庄 ５８户 ３２４人
罗家湾 ３４户 ２３４人 八冢庄 ６０户 １６５人 殿王庄 １８户 ９２人
王旗寨 ４０户 ４４０人 摆旗寨 ４０户 １９７人 刘李河 １４户 ５０人
丁旗寨 １６户 １００人 柳旗寨 ５０户 ２６６人 高堡塔 １１户 １人
嘴头寨 ５户 ２１人 张家寨 ５２户 ４３１人 半塬寨 ５３户 １５８人
刘桃庄 ８５户 ５０２人 塔赵庄 １９户 １９３人 尚家庄 ５２户 ２５０人
焦家庄 ４１户 ２３８人 康家庄 ６１户 ３６２人 胡家庄 １７户 １８０人
端贤庄 １８户 ８６人 柏林庄 ５７户 ２６７人 李回庄 １８户 ８９人
玉都镇 ２１户 ５６人 上坳庄 ３０户 １４９人 麻家沟 １２户 ７２人
程家沟 ２６户 １２４人 下坳庄 ５２户 ３４２人 大潦池 ３７户 ２１８人
南面凭庄９户 ４９人 邓家庄 ２３户 １２６人 小芦庄 ５１户 ３３３人
郭塘庄 １５户 ６１人 生李庄 ２５户 １０１人 上蒋家 ４２户 ３５５人
晁家庄 ９户 ３８人 下蒋家 １６户 ７２人 东庵庄 １０户 ４４人
银河庄 ２０户 ８９人 袁家庵 １１户 ３９人 寺坡庄 １５户 ５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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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冢庄 １１６户 ５７３人 小堡庄 ３０户 １３２人 西头王家村 ２２户 １０１人
后庄王家２３户 ８２人 通尔沟庄５０户 ２２８人 庄子河家１９户 １１６人
杨家庄 ２０户 １００人 丰台镇 ６１户 ３９２人 丰台墩 ７０户 ２４５人
庙耳庄 １７户 ９６人 水磨坪 ８户 １９人 吴家庄 ６１户 ３８０人
段家庄 ３３户 ２３７人 脱家庄 ４２户 ３１８人 山里王家庄 ８户 ２７人
北堡景家３６户 １２０人 杨家沟 ５户 ２３人 后川赵家１６户 ６８人
后川田家５户 ２３人

1

边巨家１９户 ８４人
1

边高赵家 ２３户 ８２人
湫池沟 ２７户 １２２人 北头王家３０户 １４４人 张观察 ４５户 ２６２人
盖庵家 ２２户 １０６人 凸里高家４户 ２２人 凸里吴家１０户 ４６人
丈八寺 ２６户 １２３人 姚　家 １４户 ６０人 张　家 １１户 ４４人
川口白家７户 ３６人 挽头坪 ５７户 ２６４人 南堡景家１６户 ９２人
荔家堡 ４９户 ３８９人 高马家 １３户 ５７人 寨子马家３３户 ２０２人
吴沟马家２６户 ５１人 郭家寨 ４１户 ５９人 蒲蟾凸 １３户 １１４人
大寨子 ４５户 ２４３人 小寨子 ３０户 ２４３人 寨子王家２８户 １３２人
朱唐家 １０户 ３１人 王家地庄２户 ２４人 贾高凸 ２２户 １２４人
袁董家 １４户 ７４人 庄头庄 １９户 １０５人 梁董家 １０户 ６０人
页子山 ９户 ２２８人 白家庄 ２４户 ８９人 苏家河庄３９户 １７６人
庙耳李家村３０户 １２８人 刘家山庄１３户 ５７人 小杜家庄３６户 １７０人
郝家庄 １１户 ４８人 任高家坪１７户 ７５人 张家沟 １０户 ４１人
苏家塬 ２１户 １０２人 珍凸子庄６户 ２６人 蒜李子庄１０户 ４６人
太虎周家庄６户 ２２人 老户吕家１９户 ６６人 袁口家庄２６户 １５９人
玉罗张家１５户 １０５人 冉张家 １５户 ９５人 太沟吕家２６户 ９５人
曹村景家２６户 １０６人 贾家庄 ７户 ２９人 吕家沟 ６户 ３０人
上南李家２１户 １０８人 下南李家４户 ２２人 吕家新庄８户 ３３人
吕家坪庄８户 ５２人 西头王家１５户 ８２人 张茂

2

１３户 １０９人
三山子村５户 ２９人 山背后庄４户 １９人 南河村 １８户 ９８人
胡同口庄９户 ６４人 吕家坷

3

１４户 ９７人 麻黄凸庄８户 ３７人

崇　信　县

城　内 ２１１户 １６８６人 附　城 １８０户 １０３０人 关村郭 ６１户 ３２８人
关家匾 ３０户 ２２６人 王家河湾２３户 １５７人 九功城 ５１户 ３２４人
于家湾 ２９户 １９０人 史家山 ２０户 ２１９人 木林镇 ５０户 ３５３人
上马寨 ６８户 ５０８人 马家湾 ３１户 ２２１人 薛梁湾 ５９户 ４３８人
平头沟 ５７户 ４７１人 石嘴子 ３９户 ２４４人 临芮堡 ５２户 ２０３人
五马沟 ４９户 ４０１人 铜城寨 １４４户 ８９２人 庙台子 ９７户 ５９９人
峡口子 ２５户 ２５１人 唐麻堡 ９３户 ６６１人 枣林子 ３３户 ２７８人
驮水沟 ２４户 ２５７人 赤城镇 ８２户 ６９７人 柳窝堡 ４３户 ２８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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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庄 １２户 ６６人 白石堡 ３５户 ２３５人 槐树堡 ４０户 ２７９人
梁家坡 ２５户 １３１人 王家寺 ４２户 ２９６人 牵牛沟 ２０户 １９０人
屯头铺 ３９户 ２３５人 石嘴子 ４１户 ２９７人 土窑子 ３８户 ３２３人
西沟门 ３５户 ２９４人 白杨塬 ３３户 ２４７人 石嘴子 ２４户 １６１人

灵　台　县

城　内 ９８户 ３８３人 附　城 ４３户 ２３３人 五里铺 ６户 ３５人
景村庄 ８９户 ７１５人 孙张庄 ２５户 ３４３人 高回庙 １２３户 ７４２人
范家堡 ４２户 ５９６人 林王堡 ３１户 １５３人 安坡村 ２３户 ２０６人
街庄 ５０户 ２２５人 仇家嘴 ９户 ８０人 焦家崖窑２７户 １４０人
南社嘴 ２６户 １６５人 中合铺 无户（地属灵、长界）杨家寨 ２０户 １１４人
陈家堡 ６户 ３６人 朱家堡 １０户 ７２人 张敖坡 ６０户 ２８２人
独店镇 ９９户 ６２９人 东夏庄 ６９户 ５００人 常家岭 ２户 １５人
夏家河 １０户 ５０人 张坡庄 ２８户 １４７人 马家庄 ３１户 １８６人
马家楞 ２７户 １８８人 万家庄 １５户 ７８人 冯家堡 ５０户 １８３人
小户庄 ４２户 １８７人 军粮家 １３户 ６６人 巩家寺 ６６户 ４０４人
七里铺 １３户 ３５人 大西村 ４户 ２５人 小湾庄 ４户 ２０人
戴家岭 ２２户 ２０９人 马家寨 ５０户 ４０１人 梁家堡 ２１户 ３８人
半坡子 ２８户 ８７人 二坪里 ６户 ２６人 治古庄 ９户 ４８人
孔头庄 ３５户 １０８人 梁合堡 ２０户 １０８人 上庄子 ７户 ４２人
汤渠庄 ２６户 １６５人 罗家湾 ４９户 １８５人 河湾里 ７６户 ２２１人
王家沟 ３９户 ２０６人 高边村 ２４户 １４５人 杜家楼 １５户 ９５人
石嘴庄 ３０户 ２０５人 史家河 １５户 １０８人 史家坡 １４户 ５４人
雷家河 ２２户 １７９人 憨王庄 ３５户 ２７５人 峰岩山 １３户 ７４人
三里塬 ８户 ３６人 小塬庄 ５户 １８人 李家楼 ６５户 ４２７人
石方庄 ２９户 １２０人 白崖桥 ３４户 ２２６人 田家庙 ４１户 ２８９人
大夫庄 ２４户 １９８人 孙家湾 ３０户 ２２３人 邵家镇 ９８户 ８６８人
后沟窑 ２２户 １５９人 驮水沟 ２１户 １７０人 正庄沟 ４７户 ２９７人
干槐树 ７９户 ６１１人 马蹄湾 ３９户 ２３１人 杨家坡 １６户 １３２人
贺赵庄 ３２户 １９８人 严家里 １６户 １０６人 郭家 １８户 １１７人
孟家岭 ２户 ７人 什字庄 １２户 ７５人 底庄庙 ４８户 ２４９人
太庙庄 ８户 ５７人 寺沟庄 ３７户 ２４６人 马家河 ４８户 １９８人
黎家河 １５户 １１５人 蔡家河 ２０户 ９３人 寨坡庄 ５５户 ３６５人
华掌坡 ４０户 １５０人 交城河 ２４户 １２７人 左家山 １６户 ８０人
交城沟 １４户 ７８人 瓦社沟 ６户 １８人 大户庄 ９户 ４５人
南岭庄 １０户 ４５人 郭家堡 １０户 ５０人 小庄子 ２５户 １９８人
高岭庄 １４户 ８３人 郭家潦池２２户 １５５人 姚家湾 １９户 １１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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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塬 １８户 ７９人 黑坡湾 ２９户 １２７人 康家沟 ４５户 ２５５人
红崖沟 ２７户 １４４人 胡家店 ５户 ３０人 曹家坡 ２１户 １４１人
任家楼 ７户 ２８人 狼尾沟 ４户 ２０人 西坡嘴　无户（地属灵、麟界）
邓家峪 ２１户 ９５人 范家庄 ３８户 ３２４人 苏家腰岘１７户 １２７人
苟家窨 ２４户 １７７人 家坡 ３１户 １５８人 任家坡 ３０户 ２０５人
张家沟 ２７户 １９６人 叶家腰岘２９户 １７２人 阳洼沟 ２７户 ２５５人
雷神庙 ４３户 ２９２人 显神庙 ９２户 ５９６人 百里何家７２户 ３７９人
柏树村 ８３户 ７００人 白玉庄 ７１户 ４９５人 柳家铺 １９户 ２７７人
奶子庄 ７户 ７７人 梨花沟 ３８户 １８８人 马家塘 ２５户 ２２９人
店子庄 ４３户 ３７１人 坡头庄 ５０户 ３４４人 干反嘴 ３７户 ３９２人
杏花沟 ９户 ３８人 老庄堡 １３户 ６５人 小村庄 ３４户 １８２人
后沟庄 ３６户 ２２０人 白草坡 ５４户 ５０５人 楞坎庄 ３１户 ２１８人
西屯镇 ８１户 ６２２人 北庄 ５２户 ２４１人 贾家庄 １５户 ９２人
邵家庄 ２１户 １５８人 乔村 １７户 １１０人 戴王庄 １０户 １１０人
东湾里 ４６户 ２５０人 孙家庄 ５５户 ３７５人 二马嘴 １７户 １６０人
木　村 ４０户 ４５１人 南头堡 ７２户 ４４２人 静店庄 ５０户 ３６５人
陈家嘴 ３５户 ２００人 寺底周家３０户 １８０人 胡家嘴 ５０户 ２６０人
姚家河 ５３户 ３５８人 安板山 ３０户 ２２０人 丁家沟 ３０户 ３２１人
草麦庄 ４０户 ４３０人 河李家 ９０户 ７１０人 西醮庄 ６７户 ３５０人
暖泉沟 ６５户 １８０人 五方庄 １５户 １１０人 中嘴庄 １７户 ２００人
什字镇 ７０户 ２５０人 西王家 ７０户 ５５０人 曹家老庄８０户 ６４０人
阳坡李家６０户 ５１０人 青岗铺 ２６户 ２１０人 瑶子坡 ５０户 ４３０人
盐店家 １５户 ８０人 南盘口 １户 ６人 陈家湾 ５户 １９人
梁家嘴 ７０户 ６５０人 景家沟 １２户 １１５人 屯田杨家３９户 ３０８人
郑家沟圈８户 ３８人 杜家沟 ４１户 ３６４人 郭家沟 ３９户 ３３５人
北沟于家１２７户 ９２９人 山王家 ５１户 ３１２人 曹家坡 ５户 ２０人
荒场里 ７户 ３５人 南沟杜家３７户 ３３９人 火烧湾 １０户 ６９人
泽杨家 ２５户 １６２人 宁家湾 ２３户 １０８人 马圈里 ４３户 ２０８人
上河姚家６２户 ６２９人 右集庄 ６０户 ３４０人 上良镇 ５０户 ３９６人
黑圈庄 ４０户 ４２１人 徐家沟 １０户 ６７人 苟家庵 １５户 １１４人
山嘴庄 ２５户 １７０人 仙家堡 ７户 ２８人 米家塬 ２户 １０人
戴家沟 １户 ８人 北张家 ２４户 １５５人 周家嘴 １８户 １００人
邵家庄 １１户 ５６人 朱家堡 ２０户 ８３人 三道寺 ５０户 ３６１人
安家沟 ２２户 １１３人 干沟桥 １５户 ８８人 旧集庄 ３０户 １４４人
槐树沟 ２８户 ２２２人 苏张庄 ９户 ３５人 涧沟庄 １５户 ７１人
干家岭 １３户 ９６人 西张庄 １８户 ２２２人 干树塬 ２２户 ８０人
王家湾 １户 ８人 陈家底 ９户 ５０人 史家老庄２０户 １１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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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楼儿１５户 ８９人 韩信坡 ３户 １９人 良原镇 ２０户 １６２人
朱家湾 ６２户 ３８９人 王家沟 ４５户 ２６１人 赵家沟 ４０户 ２５１人
大庄庙 ７１户 ４９０人 金龙庙 ２８户 １６９人 官村庄 ３９户 １９０人
傅家沟 ３４户 ３０５人 朱家沟 １７户 １６４人 横渠庄 ３１户 ２４０人
新庄塬 ２５户 １２９人 杨家沟 ２８户 １８２人 三里塬 ７户 ６２人
萝卜庄 ２户 ３２人 黑家沟 １２户 ５８人 高庄王家１６户 １０８人
水磨庄 ２０户 １３９人 白贯沟 ５户 ４０人 龙尾沟 １１户 ５７人
山李家 ４户 ３０人 傅家台 ３户 ２０人 后庄子 ３户 ２０人
山梁家 １户 ４人 南沟庄 ４户 １６人 孙家沟 ９户 ６６人
赵家庄 １４户 ７９人 杜家安 １２户 １３０人 寺玉里 ４户 ２４人
戴家庄 １５户 １３人 韩家庄 无户灵、崇交界 张家塬 １７户 １０９人
高塬子 １户 ４人 堡子岭 无户灵、崇交界 虎家店 ３４户 ２３０人
三教村 １４户 １１２人 官村庄 ３８户 ２２０人 尹家沟 ２４户 ２０５人
袁家店 ２０户 １５１人 叶家坡 ４７户 ３１４人 侍郎殿 ３７户 ２５４人
通气庄 ２２户 １２１人 平台口 １０户 ７７人 杨村庄 ２４户 ９２人
白村庄 １８户 １２９人 柯台寺 ３２户 １３５人 杜家塬 １４户 ９７人
新庙庄 ３９户 ３８２人 蒲窝庄 ２９户 ２１９人 大贤里 ３８户 ３４３人
青山子 ２０户 ２３５人 于家潦池１６户 ９６人 丹阳观 ６户 ４５人
红大洼 ３户 ２２人 小塬寨 ７１户 ４８８人 东岭庄 ４５户 １８２人
东土桥 １３户 ５８人 五郎沟 １０户 ９５人 乔家沟 １２户 ７５人
火星庙 ６９户 ５９９人 程家塬边１５户 ６３人 玉皇庙 ３４户 １５７人
老户庄 ７３户 ３７６人 前高家 １８户 １４０人 庙湾庄 ２户 １２人
西土桥 ６户 ２２人 景家塬 ６户 ３６人 赤沟里 ７户 ５８人
庙沟塬边５２户 ２６４人 李柴赵 ４２户 １５４人 紫金杨家２４户 １５７人
限子庄 ２１户 １５８人 郑家十字３３户 １９３人 樊家把 ７户 ３８人
朝那镇 ４５户 ４２４人 后沟庄 ４８户 ３５５人 堡子山 ３８户 ２７２人
嘴头坡 ３户 １２人 边家崖湾２５户 １５５人 边家老庄２５户 １２４人
安家崖窑１４户 ２４人 马家寨子２０户 ４６人 深桥沟 ５户 ２５人
屯刘家 ２户 １０人 盘头庄 １８户 ９０人 塌限岭 ４户 １６人
干潦池 ２５户 １３６人 里河子 ２７户 １１０人 高崖塬 ２７户 １５２人
仇家腰岘１３户 ８０人 老庄沟 １７户 １１２人 牛宅塬 ５户 ６８人
官庄沟 ５户 ３６人 磨台山 １７户 ９３人 白虎圪塔５户 ２５人
石家塬 ２户 ７人 王家山 １１户 ６５人 酒子沟 ７户 ３７人
冲天塬 ８户 ３８人 竹林寺腰岘３户 １２人 深腰岘 １户 ４人
大沟门 ２４户 ３１８人 石塘庄 １５户 ６０人 太明沟 １４户 ２３３人
黄家坡 １０户 ４０人 老虎沟 ７户 ３０人 邓家川 ３０户 ２９８人
川底 ６户 ４２人 曹家沟 ６０户 ５００人 麻地里 ２２户 １５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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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山 ５户 １５人 观音殿 ４户 １８人 西坪里 ５户 １６人
百里镇 ５６户 ５１７人 北水坡 ５户 ２８人 吉家堡 ７户 ４２人
侯家桥 ２４户 ７８人 张家沟 １５户 ７４人 李家沟 ３３户 １９８人
蔡家沟门５９户 ２０６人 小槐沟 ５户 ４８人 任家坡 １２户 ６９人
水子沟 ７户 ３６人 大槐沟 ７户 ３８人 捞饭沟 ３户 ７人
马家寨 ２１户 ９３人 川口庄 ４９户 １８６人 过河川 ２６户 １６２人
柳家山 １９户 ７２人 王家沟 １户 １６人 孙家崖湾１５户 ６７人
张家沟 １３户 ５２人 焦家堡 １户 ２人 西沟门 ５户 ２８人
麻园里 １１户 ３８人 新集镇 ７４户 ４５５人 罗家川 ９户 ４７人
晚家川 ２户 ４人 架子岭 １２户 ３９人 寺湾子庄１３户 ４８人
柴赵湾 ３６户 １２３人 刺洼庄 １３户 ６９人 下崖窑 １３户 ５５人
景家老庄１１户 ４２人 安家庄 １２户 ５６人 楼子集 ２５户 ８２人
寺沟庄 １１户 ７１人 御马坡 ８户 ２４人 崔家湾 ９户 ４５人
英武庄 １９户 ８５人 马家窑庄３户 ６人 何家底 ５户 ３６人
清水寨 ５户 １５人 沟口庄 ４户 ２２人 于家半川１０户 ６８人
界畔沟 ２户 ８人 枣子川 ５户 ３４人 龙门镇 ２２户 １３５人
庙岭子 ７户 ２０人 唐家沟 ２户 １１人 界牌沟　无户，崇、灵、陇三界
三州堡 无户，灵、陇交界

１９９９年平凉地区各县（市）、乡（镇）村级人口分布

平　　凉　　市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大寨回族乡 ３０９１ １３７３８
高塬 ２８６ １２７１
大寨 ２６５ １２２０
张庄 ４６９ ２０１８
童咀 ４２０ １７７５
小马 １７２ ７８９
老庄洼 ２６９ １２３９
白土 ３７０ １６１９
赵塬 ２５１ １０９９
雷神 ６９ ２６２
潘岭 １３６ ６０６
马营 ５４ ２３５
雨林 ７３ ２９７
槽子 ５９ ２８１
土谷堆 １９８ ８９４

香莲乡 １７１１ ７５７８
三里 ２４７ １０８９
薛冯 １９８ ８４７
宋塬 １７３ ７９５
卜河 １４２ ６２５
什字 １７４ ７６９
香莲 １５４ ６７１
曹河 １３５ ５６７
高河 １６１ ７１０
上麻 １１８ ５３３
下麻 ９７ ４１４
观音殿 １１２ ４７５
柳湖乡 ８２１４ ３２７４２
新李 ３８３ １５３１
永红 ３１２ １３４６

赵堡 ３７７ １５０８
八里 ３８４ １５３７
麻黄湾 １４４ ５７６
土坝 ４４５ １７８１
南台 ７４８ ２９８７
柳湖 ９２０ ３６７４
泾滩 １１６３ ４６５４
保丰 ７９０ ３１５６
十里铺 ６１０ ２４３８
王坪 ８５０ ３４００
杜沟 ４６８ １８７３
马庄 ４２１ １６８５
麻武乡 １１０３ ４８７６
麻武 ２８３ １３０４
杨家山 １３８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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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城子 ７７ ３２９

石家沟 １５５ ６９４

后沟 １３４ ５７９

月明 １４８ ６３９

端里 １６８ ７０９

草峰乡 ４６７６ ２１２８６

陈洼 ３０８ １３３０

九龙 ４１９ １７９３

丁寨 ３６７ １５９３

岭后 １６３ ６９９

盘龙 ６９５ ２９９６

草滩 ４０４ １９０２

明星 ３１４ １４９４

长沟 ４０８ １８３４

十庄 ３４４ １５３４

安家 ３３５ １４５１

赵家 ３６７ １６３４

张寨 ３３９ １５８８

郭刘 ２１３ １０７７

安国乡 ２１３４ ８７９９

白林 １２７ ５１２

油坊 ３１９ １４５０

安国 ２５３ １０９６

东沟 １６１ ７２４

余庄 １１４ ５４８

阎沟 １２６ ５５０

范庄 １０８ ５０８

颉河 ３０２ １３４３

土桥 ３１９ １４５３

上李 ３１４ １４２２

白水乡 ６５０６ ２８０１２

王寨 ４８５ ２０６４

马莲 ４９８ ２２３３

打虎 ６３０ ２７５４

白水 ８２４ ３６４０

永乐 ４５０ １８２８

王沟 １２４ ５３７

孟寨 ２３０ ９８０

史家沟 ４３８ １６８７

大潘 ６２０ ２６１０

甘沟 ２８５ １２７６

高沟 ２８９ １２４５

焦庄 ４４４ ２０４５

大陈 ３１５ １３０８

杨涧 ２３１ １０４６

段堡 １８１ ７３３

峡门回族乡 ３２１４ １４８８７

二沟 ２０２ ８１９

买家 ２４０ １１３４

贵井 ３６９ １９４６

杨坡 １１８ ６１１

白坡 ３８６ １７８９

唐庄 ３３２ １７３０

吴坡 ３５９ １５２６

王山 １１６ ４９０

贤太 ３１３ １４１６

峡门 ２７４ １２２４

黑南 １０１ ４５８

西山 １０４ ４３４

马山 １３５ ６２４

湫池 １１０ ５１４

西阳回族乡 ２５５０ １１６８７

中营 ２９０ １２５９

清明 ２０８ ９４４

高梁 １７０ ７９４

姚湾 １８４ ７４７

唐湾 ３１０ １４８８

西阳 ２４０ １１９７

罗沟 ２２０ １０３０

尹山 ２３６ １０４８

上马 ２３２ １１１７

下马 １２４ ５４２

安河 １３９ ６９６

火莲 １０５ ４０９

陡洼 ９２ ３８５

白庙回族乡 ２７４０ １１９１４

小秦 ２５６ １１５８

柴寺 ３２６ １４７２

贾洼 ２４９ １１２７

白庙 ３６２ １７２４

小陈 ３７５ １６１８

文邓 ２５５ １２０５

罗湾 ３１２ １３５５

双庙 ２４２ １１１０

栾塬 ２３３ １０１２

寨河回族乡 ３０４８ １３４６７

大路 ２３６ 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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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田河 ２０１ ９０４

瓦赵 ２５４ １１８３

沟上 ２５１ １２３２

姬家山 １０８ ３５１

寨子 ２８６ １１９１

阎湾 ２９８ １２６２

赵河 ２６７ １０７２

郭河 ３１２ １３７５

鄢铺 ２５４ １０３９

上滩 ２７８ １１１２

高寨 ２９５ １４２８

林场 ８ ６４

花所乡 ３９０９ １７２８１

寺沟 ２６３ １０９８

信河 ４３１ １６７０

光明 ７８０ ３４４６

花所 ７１０ ２９６０

段沟 ５３７ ２３５０

苏陈 ５４０ ２６８９

周柳 ２８９ １２６７

塔山 １５０ ６７３

潘口 ２０９ ８３７

崆峒乡 ４１１０ １７３３４

祁河 ７６ ３２７

中南河 １２８ ５３２

高岭 １０６ ４６８

贾咀 ８６ ３５１

北岭 ２７８ ６０３

西沟 ２２３ ８９８

官庄 ３３１ １３９４

韩家沟 ３５２ １４５４

蒋家沟 ２６３ １２９８

寨子街 ５４３ ２５３１

太统 ４２３ １９４３

鸦儿沟 ３２１ １４１４

榆树 ５６８ ２２５５

甘沟 ４１２ １７１３

大秦回族乡 ２２６７ ９９７３

大秦 ４７８ １９４２

刘庙 １８５ ８６３

东阳 １３１ ５７３

三树 １２６ ６２９

沙塬 １７３ ７８３

梁东 ２１５ １０２４

梁西 １６１ ８１９

东九 １５２ ６３０

苏家 １６１ ５５７

西九 １２２ ７６９

滕堡 １２１ ５３０

大张 １５８ ７４８

麻川回族乡 １０８２ ４５２６

白家山 ５２ ３０９

汪陈湾 ８１ ２９８

关梁 １４６ ５７２

姚树湾 １１０ ４２１

四道沟 ７１ ２７７

麻川 １５４ ６５７

颉岭 １４２ ５４７

山口 １０８ ５１７

白杨沟 ８７ ３４６

王店 １３１ ５０７

杨庄乡 ２４１１ １１０７３

潘城 ３５６ １６６７

夏寨 ４８５ ２２０３

范河 ３００ １３４２

杨庄 ２９３ １２８８

马洼 ２４４ １１２３

峁洼 ２５８ １２４６

祁段 １５４ ６９２

余寨 ３２１ １３８９

四十里铺镇 １１７１６ ４５９１３

马坊 ２６５ １１０８

演武 ２４５ ９５５

米家湾 ３２８ １４２５

新庄 １０４ ４１６

二十铺 ３９０ １５６９

上甲 ４２３ １７１１

下甲 ５５８ ２３２７

殷家湾 １３４ ５５１

三十铺 １８２ ７１８

吴岳 ４４４ １８４１

洪岳 ４５５ ２０１４

清街 ９７４ ３９７３

杨塬 ３５５ １５１５

庙庄 ３５０ １４４０

马峪口 ３３０ １３１９

芦寨 ２８０ １１１５

５６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岘 ７４３ ２９５６

高堡 ４３７ １８２０

长沟门 １４２ ６０４

瑶峰头 ２２６ ９４６

曹湾 ２８７ １２２１

庙底下 ２２０ ９６３

上湾 ４６４ ２０８８

军张 ４８０ ２１２２

民张 ５１０ ２１６２

七府 ７９４ ３５４７

上杨回族乡 １５９３ ６９０７

小岔 １５８ ７１０

新庄湾 ２３８ ９６５

王各 １６３ ６３５

早庄 ３５３ １６８４

下杨 １９８ ８４４

上杨 ３０５ １２９５

石灰沟 １５２ ７３８

康庄回族乡 １９０８ ８９５６

康庄 ２５１ １１６７

桂花 １８８ ８５８

柳沟 ２７５ １２７６

清水岭 ２４１ １０１８

油坊 １０５ ４５５

锁家 ２２７ １１８１

黄家 １１７ ５６７

穆家 １５６ ７０８

刘家 ２５０ １１０５

梨树园 ９８ ５６９

青龙乡 １３６０ ６１５９

岘梁 ８４ ３４６

王堡 １６７ ７７１

大庄 ２０８ ８７０

党庄 １２０ ５５５

吊川 ９４ ４５１

颉沟 １８２ ８１０

崔庙 １４６ ６５２

翟湾 １２２ ５６３

尚堡 １５５ ６６９

老庄 ８１ ３７８

西郊开发区 １１４６ ３８１５

天门 １０６１ ３５８６

东关街道办 １２２９２ ４４８６８

中街街道办 ７１４０ ５０３５９

西郊街道办 ２００６０ ５２８２３

泾　川　县

城关镇 ５６０７ ３２３５３

阳坡 ５４３ ２５０５

水泉寺 ８５１ ３５５４

兰家山 ５６１ ２４５０

东庵

新沟 ３３４ １５２８

凤凰 １９６ ８４６

水泉 ３６９ １４２５

土窝子 ３３７ １３８６

杨柳 ５２６ ２１９１

茂林 ４８９ ２１３１

袁家庵 ２６３ １１４４

天池 ２３３ １０４０

五里铺 ４２０ １８３４

延风 ３１９ １４５１

林场 ４５

荔堡镇 ７０４４ ３１１２１

刘山 １６７ ７１８

原董 ３００ １２６９

庙李 ３２５ １２６９

沟圈 ５３２ ２１４８

问城 ６６９ ２９２８

地庄 ２６８ １１５１

袁口 ４９１ ２１７４

南关 ５０８ ２３４７

东关 ３６７ １６７２

西关 ５９０ ２５６７

高马 ２５３ １１１６

云吕 ４０４ １８３０

南李 ６０７ ２６７９

小寨 ４２８ １９７５

大寨 ４３０ １９９９

崖窑 ４１８ １８８５

张茂才 ２８７ １２９３

玉都镇 ６２６５ ２７５４０

端贤 ２６２ １１３２

康家 ６０９ ２７５２

李胡 ５９５ ２５０５

下坳 ４３７ １９６９

６６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王寨 ２０３ ８５５

官村 ６６１ ２８３６

玉都 ５３９ ２３１７

尹家
'

６５５ ２８３７

郭马 ４６９ ２００２

星火 １８１ ８１８

刘李河 １２２ ５３２

西王 １２１ ５３９

摆旗 ３８７ １７８８

贾
'

１１９ ５０６

郭家咀 ４１９ １８４５

太阳墩 ４８６ ２０６９

高平镇 ４４８７ １９３４９

高平 ５７５ ２４８９

胡家峪 ４９９ ２０７３

三家村 ９０ ２５７

城南 ５７６ ２４１５

塬边 ２７６ １１０６

后庄 ２５３ １０２４

袁家城 ３８４ １６９３

东坡 ５１８ ２２７９

杜家 ３１６ １２６７

原梁 ３１０ １２７１

铁佛 ４３２ １８０１

原尚 ２５８ １００５

黑河乡 １２０７ ５１８６

七千关 １４８ ６８７

荒场 １７１ ７０７

盘口 ２６４ １１７１

焦村 １３５ ５１３

朱家沟 ２５２ １０９１

里口 １０９ ４５５

阴坡 １２８ ４９５

红河乡 ２０５２ ８７２４

杨吕 ２６１ １１３３

田赵 １７４ ７４３

龙王桥 ３５０ １４６２

吴家 ３２７ １３９３

朱段 ２５３ １０９８

东庄 ２９４ １２１９

柳王 ２９３ １２４１

姚哈 １００ ４０４

芮丰乡 ２１９２ ９６９７

焦家会 ３０５ １２４６

龙王 ２０５ ８５４

东王 １０５ ４６８

郑家沟 ４１７ １７５５

百烟 ２１４ ９３１

同中 ３０９ １３８２

三十梁 ２９０ １２８６

枣林子 ２３８ １０６５

范家洼 ６２ １６７

来家洼 ４７ ２５４

林牧场 ２１

梁河乡 １７１８ ７１００

草滩 ２４０ １０００

戴家 ９９ ３８４

上梁 １８７ ７５４

下梁 ２０６ ８３８

董家 ２３５ ９１８

渠刘 １７８ ７２９

茜家沟 １８２ ７１４

大寺坳 ３９１ １６２８

太平乡 ２４６８ １１０３２

口家 ４５１ １９７８

三星 ２５４ １０３０

红崖湾 １３０ ５２８

何家 ４１８ １８９９

周家 ２１０ ８７５

寨子洼 １４０ ５８４

四郎殿 ３７２ １６３１

崖窑 ４９３ ２１３６

园艺场 ２５６

黄家铺乡 ２３５７ ９５３６

牛家咀 １９３ ７７７

任家寺 ２２５ ９０３

上湾 ３７４ １４８９

三十铺 ３３６ １３３３

石家槽 ４４ １４０

黄家铺 ４３９ １７３３

贾洼 １１７ ４４９

寨子 ４６３ １９５７

许家坡 １６６ ６９２

罗汉洞乡 ３１０１ １５６２２

王家沟 ３１１ １４１３

罗汉洞 ３４８ １５０４

土堑坳 ２７６ １１３７

７６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三山子 ２３８ １０３０

南河村 ３４０ １４８８

吕家拉 ３７２ １７３０

中村 ２３５ １４６４

景村 ３２６ １４９５

北坡 ２４０ １１４４

挽头坪 １９３ ８９６

张姚 ２２２ ９８８

丈八寺 ２７６ １２７３

窑店乡 ３９７２ １６６８０

将军 ５４５ ２０３４

峪头 ３１５ １２４５

公主 ２２９ ９７５

坳心 ４４３ １９８２

西门 ４９８ ２０１９

雷岭 ９３ ３８７

庙头 ３８８ １５３４

练范 ２３９ ９６１

南头湾 １９４ ７６８

丰禾 ３０４ １２８６

东坡 ４４３ １９４２

龙盘 ２８１ １１５１

泾明乡 ２８５１ １３４１６

雷家沟 ５９４ ２４９１

紫荆 ２４４ １０７２

长武城 ２９７ １２４１

吊堡子 ３２１ １３３３

练家坪 １５５ ６５０

沟门前 １９２ ８１３

山底下 ３５６ １５１２

庄头 ２２５ ９５８

白家 １４４ ５９５

郝家 １５０ ５９８

苏家河 １７３ ７６５

蒜李 ３１８ １３４５

飞云乡 ４２００ １７９１５

老庄 ３７６ １５６３

岸门 ４７７ ２１４８

毛家 ４６４ １８３７

西高寺 ３６１ １４３４

飞云 ５４５ ２３８３

东高寺 ４７１ ２００４

元朝 ２１３ ９１４

坡头 ３９８ １６４５

南峪 ４２１ １８１２

阎崖头 ２８８ １３００

南庄头 １８６ ８１１

合道乡 ３６６１ １６０４８

完颜洼 ５２８ ２２９４

高崖 ５７２ ２４５４

徐家 ４１０ １８７０

合道 ３５０ １４８５

坷 ３４８ １４８８

永丰 ２７４ １１９７

陈坳 ２６８ １１９１

高丰 ４８１ １９８８

柳寨 ４３０ １９３３

党原乡 ４２７２ １８５３９

吊沟 ２１３ ８７５

陈袁 １６６ ６７５

唐家 １６５ ６８５

樊家 ３３５ １４０１

赵家 ２８８ １２８３

湾口 ２１３ ９４０

高寨 ４８３ ２１６１

城刘 ５７５ ２５１０

西联 ２３７ ９８７

东联 ３２１ １３５８

丁寨 ４０２ １７１８

小徐 ２１８ ９３７

戴家 ２９７ １２２８

李家 ３５９ １５５５

王村乡 ５９６５ ２７２４０

泾塬 １５５ ６８８

上塬 ２８３ １３０５

中塬 ３９４ １８０１

四坡 ２５１ １１５１

掌曲 ３０１ １３０４

光明 ２５０ １１４４

二十铺 ２２１ ９３３

向明 ３３０ １４１４

王村 ３７７ １７２５

百泉 ５２４ ２３６４

墩台 ６０３ ２７１１

徐王 ３５２ １６１６

燕雷 ２９８ １２７７

朱家涧 １２９ ５６２

８６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章村 ３９５ １７１０

刘家沟 ２１６ ９７２

雷李 ４２３ ２０３３

完颜 ４６３ ２０５０

丰台乡 ５７４７ ２５２８２

丰台 ６２０ ２６５６

丰台墩 ３８０ １５６８

杨涝池 ３７８ １６５２

通尔沟 ５５３ ２３２５

焦家 ４２２ １７２３

西头王 ５１８ ２３２８

五冢 ６５８ ２８８８

湫池 ３６４ １５７７

张观察 ４５６ １９７４

盖郭 ４１６ １８６３

巨家 ３７８ １７４７

湫池沟 ３６５ １５８５

南堡子 ２３９ １０８７

温泉开发区 １０３１ ４６０６

蒋家 ４２０ １８４０

甘家沟 ３９９ １７１２

何家坪 ２１２ ９２６

张老寺农场 ５７４ ２６３０

灵　台　县

中台镇 ３７７９ １３８８５

坷台 ３０５ １１８７

杨村 ２２１ ８９５

西王沟 １１３ ４５４

水泉 １７５ ６９２

城关 ２６９ １０９３

南店子 ２３２ ９８７

康家沟 １９８ ８１３

红崖沟 １９１ ７１０

胡家店 ３５０ １０６９

下河 ４３１ １６７０

罗家湾 １２９ ５２２

东王沟 １３３ ５８２

许家沟 １９４ ９０８

石咀 １８６ ５５６

安家庄 １９２ ８５１

良种场 ４５ ５３

朝那镇 ４３８３ １７５８０

西张 ３５２ １４７１

社古 ４２８ １７２３

后沟 ３７８ １６６７

堡子 １３３ ５４８

什字 ３５７ １４５１

三里 １６９ ５９６

老庄 ３７１ １６３７

崖湾 １８５ ７７５

马寨 ２４４ １０８８

街子 ３０１ １２４９

小寨 ２７１ １１６４

盘头 １４７ ５９５

干涝 ３１７ １３６５

高崖 ３２３ １３８０

什字镇 ５３５７ １８７３２

梁家咀 ３５４ １３５０

河里 ８７ ３３２

草脉 ２６８ １０１４

孙家坡 ３４ １２０

丁家沟 １８３ ７０１

姚家沟 ２１７ ８８４

饮马咀 １６５ ６６０

姚家河 ４９ １６８

韩家湾 １７１ ６８０

西郊 ２０９ ８９６

赵家沟 １３９ ５７７

中永 ２１６ ８７２

长坡 ２５８ ９７４

曹老庄 １８９ ７７５

李家庄 ２７８ １１０７

窑子坡 ２２０ ９０４

庙头 ２９３ １１２０

青岗铺 ３３３ １３９９

湾里陶 ３０６ １２６７

前进 ３０１ １１９９

邵寨乡 ４３２９ １６６１１

东坪 ３８３ １４９６

干槐树 ２８３ １１４８

东郭 ２９５ １１９０

严家 ２０２ ８０１

三坡 ２４４ ９８９

新民 ３０２ １１７２

９６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吴家什字 ２５２ １０９５

三联 ５１９ ２２００

光辉 ３７７ １５０２

白崖 ２９７ １１７３

东庄 ２５４ ９７３

石坊 １６３ ６３０

三里塬 ８２ ２８５

雷家河 １３０ ５１２

坪家庄 ９９ ４０５

黎家河 １１８ ５５１

西屯乡 ４８５９ １８３３３

青阳山 １２４ ５２３

柳家铺 ２７５ １１３０

小村 ２３７ ９３３

郭杨 ２１３ ８１８

爱子 ２３２ ９０３

店子 １９９ ７６５

塄坎 ３５ １０６

白草坡 ２６９ １０３３

桥子 ３３８ １３４０

木村 １７６ ６８７

南头 ４２０ １６８０

大社 １８８ ７５６

北庄 ５４１ ２３２９

关道湾 ８１ ３０９

大王 ３９７ １５６８

东湾 ３０５ １２１３

上孙 １８８ ７７７

姜家庄 ２２８ ９０６

独店乡 ６５０８ ２５０３６

白峪 ２８８ １２１１

瓦峪 ４８２ １９０６

大户彭 ３３８ １３８４

中庆 ３７６ １５０１

景村 ３５０ １４６０

张鳌坡 ２５８ １０７９

薛家庄 ６６９ ２８０６

何屯坡 ４６５ ２０４８

辛家坡 ６９ ２８５

冯家堡 ４７２ １７２５

沟沟王 ３３２ １３７７

龙翻头 ３３３ １４００

东夏 ２５１ １０５８

张坡 １７５ ７４４

马家塄 ２４１ ９９１

马家庄 ２７１ １１５１

秋射 ３０６ １２４３

陈家咀 ２０３ ７７９

吊街乡 ２７５７ １０７１２

姚李 ４２１ １７３８

庙背 ４４４ １７８０

吊街 ６３１ ２４４９

林王 ２２３ ９３０

连
'

２５９ １０６４

崖窑 ２８０ １０２４

前庄 １４３ ５３８

告王 ２２１ ９２５

上良乡 ３８１９ １５８２７

西门 ３６２ １６１０

双良 １５２ ６５０

涧沟 ２６０ １１６８

旧集 ２４１ １０２６

朱堡 １９８ ８８１

上郑 ３２２ １３３５

右集 ３１４ １２９６

三村 １６５ ６９０

三村张 １２９ ５５３

北张 １３９ ５７５

荣旺 ２６４ １１２８

蒋家沟 ２９３ １２１５

合集 ３１４ ６５４

姚庄 １３７ ５８７

杨庄 ３７７ １５８５

龙门乡 １３７４ ５５０１

崾岘 １５５ ６５５

牛宅 １６１ ７１９

民乐 １７５ ７４２

官庄沟 １６２ ７１１

王家山 １０６ ４５０

戴家庄 １３３ ４８５

高家山 ９６ ４１０

枣子川 １１９ ５００

周家
'

４９ １４１

鹦鹉 ８５ ３６９

湫子沟 ３０ １１３

林牧场 ３８

北沟乡 ２５９０ １０４７７

０７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南庄 １９５ ８４２

桑园 １０２ ４０２

宅阳 １２６ ５４５

南沟 ２０１ ８４０

罗家庄 ２２１ ８９９

沟圈 １６２ ６５４

水晶 ２９２ １１７６

瓦咀 １７０ ６８１

胜利 ３０２ １２５８

郭家老庄 ４００ １５３６

北沟 ２８７ １２４３

北河 ３６ １２９

梁原乡 ４０６５ １７３６５

景家庄 １６５ ７０８

杜家沟 ３１３ １４４９

干沟桥 １２９ ５４６

赵家咀 １０５ ４６０

朱家湾 １６４ ６６５

安冯 ２５１ １２０７

王家沟 ３９４ １７２６

东门 ２１６ ９５５

官村 ３９４ １７７９

付家沟 ４５０ ２０３３

马家沟 １８８ ８１８

新庄塬 ２２８ １００５

横渠 ４７０ ２１３０

张家塬 １０５ ５１５

杜家庵 ７４ ３２８

温家庄 １２０ ５６０

星火乡 ２９１５ １１８０９

西村 ２５４ １０３８

上塬 ２６８ １０８８

蔡家塬 ２７６ １１９２

和号 ２７１ １１５０

老户庄 ３００ １２００

王家庄 １８５ ８１０

罗家坡 １３０ ５１３

程家塬 ２３４ ９９０

星火 １７０ ６８２

乔家沟 １６８ ６８７

东岭 ２１７ ８７３

小塬 １６５ ６５０

上沟圈 ９６ ３９８

蒲窝乡 ２６９６ １１２９５

官庄 １５８ ７０７

宁子 ２８６ １２５９

任家坡 ４３３ １９７１

韩
'

１２２ ５２８

阳湾沟 ２３３ ９４５

五星 ４７９ １９３３

叶坡 １８１ ７３６

郑
'

１２５ ４９３

青山 １２８ ５０３

岘 １３３ ５８２

蒲窝 ２００ ８０５

新庙 １２０ ４９２

新集乡 ９５８ ３２７７

店房 ２４ ３７

二联 ８０ ３０７

川口 １４９ ７２４

大湾 １８ ４５

崖湾 １１５ ４６９

新集 １４０ ５９４

柴朝 １０７ ３３５

芦子集 ６９ ２８３

寺咀
'

４１ １１７

喂马 ３０ １２２

老庄村 １３ ４７

崖窑川 ３８ ５０

百里乡 １８３９ ７２６９

上李 ９０ ４２８

梨园 ６９ ２４１

曹家沟 ６６ ２６２

稔沟 １６１ ７１２

太明沟 １０２ ４３８

石塘 ２０８ ８４８

观音 １３２ ５６７

古城 １４１ ５４１

杨新庄 １８２ ７７６

路家沟 １７６ ７７０

蒙家庄 １０９ ４４２

严家沟 １１７ ４６５

李家坡 １１６ ５５０

新开乡 ２４７４ １０３９１

梁家庄 １０５ ４０９

寺沟 １４６ ６４０

冯家山 １００ ４２６

１７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底庄 ３３０ １３８１

下周 １６５ ７０５

寺底 ２７５ １１５０

寨坡 ２６６ １２１０

姚家湾 １３７ ６０２

官庄 １０６ ４３８

高岭塬 １７１ ８２９

大户 ２１６ ９９１

华掌 １６６ ７１６

槐树院 １２６ ６０４

万宝川农场 ３３４ １３７６

华　亭　县

东华镇 ４７１４ １９９２４

东华 ９３５ ４０６３

西关 ６４８ ２６６８

北河 ３３３ １４３７

黎明 ４０２ １７２０

庞磨 ３６４ １６０６

王峡口 ３４２ １４２９

南村沟 ３３４ １４００

裕光 ３９０ １７０６

前岭 １９４ ７７３

东峡 ３９２ １６１１

月圆 １８１ ７２１

刘家沟 １９９ ７９０

上关乡 ２４２６ １０４８１

早阳 ２１２ ９４５

水联 ２５９ １１６２

陈河 ２８９ １２８３

塄坎 １５８ ６７２

西庄 ２２６ １００７

半川 １７５ ６９６

上关 ２７３ １１０８

小川 １３５ ５５４

王沟 ２７８ １１８９

磨坪村 ３２８ １４４５

碾子沟 ９３ ４２０

安口镇 ２２８１ ９３５８

纪庄 ２６５ １１１４

石堡 ２３７ ９７６

前峰 １１２ ５５５

三星 １４２ ４８０

阳安 １２０ ５２１

立新 ９４ ３５６

大坪 １４９ ６１４

吴坪 １６２ ６５０

石坪 １６５ ６９５

陶坪 １８２ ７２７

胡家窑 １９７ ８１９

高镇 １９５ ２３６

安丰 ２６１ １１１５

神峪回族乡 ２６１３ １０９４５

九一沟 ２１１ ９３２

叩家河 ２５７ １０９６

吉家河 ３６８ １５２０

神峪 ２７７ １０５４

南梁 １０６ ４０８

袁庄 ２５６ １１０７

草窝 ２０６ ８９２

下关 ２７４ １５００

新寨塬 １９９ ８４５

张磨 ２１３ ９３７

西沟门 １４６ ６５４

南川乡 １９５０ ８１１３

马家堡 ２９４ １２０４

朱家坡 １３５ ５８０

吴家堡 ２３９ ９９６

武村铺 ３０３ １２５４

晨光 ４００ １６７３

关庄 １８８ ７２７

三山 ９５ ３８１

南山 １５１ ６６５

双凤 １４５ ６３３

马峡乡 ２６９３ １１６４４

刘店 ２１１ ９４１

蒋庄 ２７８ １１６７

赵庄 ２６４ １２１０

马峡 ２８９ １１７８

腰崖 ２４７ １０１２

双明 ２５８ １１２８

寺沟 ２５８ １０１８

大岭 １８９ ８２５

深沟 ９８ ４４４

罗马寺 ２５６ １２１６

２７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苍沟 ４４ １７７

孟台 １９８ ８２４

车厂沟 ７５ ３４０

燕麦河 ２８ １０２

麻庵乡 ３５８ １５０６

南庄 ８２ ３６６

常家山 ３５ １５７

赵家山 ５１ １９９

磨沟 ８５ ３６２

三角城 １０５ ４２２

西华乡 ４９１９ ２１２０３

上亭 ４７９ １９９５

龚杨 ４６５ ２０８７

刘磨 ４７２ ２０３６

裕民 ２７４ １１４１

西华 ４１５ １７４１

西塬 ６１１ ２６８２

王寨 ６１５ ２６８０

青林 ３５６ １６５８

石明 ３１６ １３３２

阳关 ２９６ １２３８

草滩 ３１３ １３００

新庄 ３０７ １３１３

山寨回族乡 ２９９２ １３１６７

甘河 ２９３ １３２１

新庄 ２０９ ９３６

南阳洼 ３５２ １５７３

峡滩 ３３０ １４９１

东街 ３５５ １５８９

西街 ６７６ ２９４７

北阳洼 ４４５ １９４１

刘河 ３３２ １３６９

策底乡 ２１０７ ９１７５

大南峪 ２２２ ９４９

小南峪 １７１ ７５８

盘坡 １８５ ８３７

光明 ２７２ １１９４

罗蟒 １００ ４０５

策底 ４９５ ２１５４

策底坡 ２７８ １２０４

关梁 １０６ ４７０

红旗 ２７８ １２０４

河西乡 １８５４ ８１７０

井洼 １５７ ６９２

建沟 ２１０ ９０２

河西 ２４４ １０２９

新庄 ３６７ １６１８

新西 １８９ ８０７

杨庄 ３６６ １６６２

河南 ３２１ １４６０

砚峡乡 １０４５ ４３９０

麻池 ２７８ １１９９

东沟 ２０６ ８６５

韩河 ８６ ３６３

土桥 ９０ ３７０

曹家沟 １１３ ４６６

砚峡 ２７２ １１２７

崇　信　县

锦屏镇 ２９０６ ２４８１３

关村 ４１３ １８７９

东街 ５４７ ２２５９

西街 ４１７ １６０６

梁坡 １７８ ７５０

枣林 ３８８ １４３９

刘家沟 ２７５ １１６６

薛家湾 ２８０ １１９１

平头沟 ２６４ １１３６

姚
'

１４４ ６３２

黄寨乡 ２３８４ １１２０８

屈家
'

７５ ３１９

白新庄 ２５３ １１９０

黄土 １６０ ７４８

张明
'

１２７ ６１９

茜
'

１５２ ６２８

黄寨 ２３７ １０４１

北沟 １８９ ８８５

甘庄 ４４８ ２０８２

马寨 ４００ １７９５

水泉
'

１２７ ５４３

大麦沟 ２１６ ９１７

新窑镇 １０４９ ４６４９

后庄 ５３ ２０４

新窑 ２４６ ９９２

柏家沟 １７８ ８０９

寨子 ７１ ３１２

３７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大兴 １７５ ７９４

戚家川 ２２７ ９６８

青泥沟 ９９ ４０９

高庄乡 １２６６ ５８１０

陶坡 ２２９ ９９９

张湾 １９４ ８３２

阎湾 ３０７ １３５７

马新庄 ２０６ ９７７

吴家湾 １８７ ８０６

木家坡 １４３ ６１１

九功乡 １６１７ ７４９６

新集 １５０ ６７０

野雀 ２５９ １１９２

长新 ２２０ ９８５

冉李 ２８２ １３１０

九功 ２１３ ９０９

于家湾 ３８５ １６８７

文家咀 １０８ ４９７

柏树乡 １９８６ ９３５８

柏树 ４１９ １８３９

三星 ２１９ ９９１

党
'

３７５ １５８８

东风 ３１９ １４８４

申庄 ２２８ ３１９

信庄 ３３１ １４３７

李家沟 ９５ ４５５

木林乡 １９３３ ９４３４

桃花岭 ９８ ５２４

东杨寨 １６２ ８０６

崖窑 ２３３ １１７２

沟老 ３２０ １４５２

木林 ４４２ ２０１６

大庄 ２３１ １０７８

马家沟 ７６ ３６０

金龙 ２１７ １０２９

野羊 １５４ ７３７

赤城乡 １５７２ ７３１９

西刘 １６１ ７０７

宰相 １１３ ５１６

杨安 １４１ ６２７

高年 １６３ ７５４

水磨 ２０２ ９１６

赤城 ３５８ １５００

周寨 ３３８ １４７１

黄庄 ９６ ３８７

铜城乡 ２４１６ １１９３４

东庄 ３２３ １３３１

马沟 ３４９ １５１１

魏家沟 １６４ ７２８

杜家沟 ２１４ ９９３

铜城 ５０３ ２２１５

杜家塬 ２２５ １０３８

庙台 ３１６ １４３９

赵湾 ２４３ １１２４

关河 ７９ ３７１

黄花乡 １３６０ ６５４５

南马寨 １９３ ８７６

高庄子 １４９ ６８５

凉水泉 ３３７ １５０３

油府庄 ２５５ １１６９

杨家沟 １７９ ７６９

黄花原 ２４７ １１４０

五举农场 ３６９ １３３４

庄　浪　县

水洛镇 １５９０ ７３６３

东关 ４７７ ２３０１

西关 ６２４ ２８２０

李庄 ３６６ １６７２

王庄 １２３ ５７０

南湖镇 ４９６２ ２２３９４

北关 ４４９ １９４８

南门 ３６３ １６６４

陈庄 ２２１ ９１６

席河 ３８８ １７１１

贾门 ２３２ １０６０

寺门 ４５７ １９４０

李湾 ２４２ １１３９

双堡 ２１３ ９６４

上堡 １００ ４９７

秦梁 １２５ ５９７

石峡 ３７４ １７５５

石阳 １９１ ８７３

高房 ２７６ １２１１

李庄 １２１ ５８２

曹湾 ３９５ １７５４

４７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汪家 ８９ ４０９

庙岔 ２６８ １２６７

大庄 １８２ ８２８

花塬 ２０１ ９４６

穆湾 ７５ ３３３

岳堡乡 ３４１７ １５６９８

南岔 １６１ ７５３

山铧 １２６ ５３２

岔局 ２３０ ９９５

王岔 １６１ ７５４

后刘 ６４ ２７３

吴家 ２７０ １２２４

埂? １７６ ８７８

大湾 ３２７ １４９６

王孟 ９４ ４１６

蒋寺 １７１ ７９４

王家 １２６ ５９４

蔡家 １２６ ５６８

下阎 ２５５ １１３９

岳堡 ３７６ １８３１

岔口 ３４２ １６１４

崔家 ２２２ １０１４

关家 １９０ ８２３

朱店镇 ５８４７ ２７７０３

贾河 １９７ ９４７

上朱河 １３３ ６２２

下朱河 ２２９ １１５３

小湾 １５５ ７８５

下郭 １２４ ５９３

西关 ４９６ ２１０２

中街 ２９０ １３６０

山上李 ７８ ３５７

东关 ２３３ １０１７

贾沟 ２０１ ９３４

三合 ２９４ １３７２

杨柳 ２７４ １２８０

孔沟 ２５４ １１７９

董湾 ４０４ １９１７

吴沟 ２５６ １１９５

毛柳 ３３５ １６２４

河北 １１６ ５４５

北堡 １４７ ６８８

柳窑 ２５０ １２８３

郑山 ２１８ １０７５

牛咀 １５５ ７５２

西山 １７７ ８６７

高庙 ２０８ １０２０

杨湾 １６０ ７４６

朱万 １００ ４８６

壑李 ９３ ４６４

大曹 １１９ ６１３

郭湾 ８０ ３７８

川锅地 ７１ ３４９

赵墩乡 ３５１８ １６８０６

井沟 ２０４ １０８７

阳川 ２７７ １２８６

孙渠 ２３５ １０９３

孙庙 １７５ ７７３

蛟龙寺 ２０８ ８５４

郭李 ９６ ４７９

何岔 １４５ ６６７

梨湾 １５９ ７４１

石咀 １１１ ５５９

蛟龙掌 ３１２ １７００

裴堡 ２９３ １４５０

道回沟 １０９ ４９２

关道 ２０１ ９５５

王堡 ２１８ １１０５

牡丹 ２０４ ９８０

赵墩 １９４ ８９１

大庄 ３７７ １６９４

杨河乡 ３００１ １４１７２

下堡 １２１ ５３０

寺岔 １２２ ５８８

王湾 １７２ ８６３

关湾 １９９ ９３１

仇湾 ６５ ３３２

李润 １５５ ７０９

马寺 ２９３ １３３８

杨河 ２１６ ９５８

马阳
'

３０３ １４４５

大庄 １６０ ７１６

新庄 １２５ ５９４

李庄 ２６３ １２８０

元咀 １３４ ６７６

焦沟 １２０ ５８７

张沟 １２９ ６４９

５７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张塬 ９２ ４２０

逯岔 １６５ ７７７

沈岔 １６７ ７７９

柳梁乡 ３６４１ １７８３０

孟山 １５７ ７５７

贺沟 １３３ ６６６

李山 ２３５ １１３４

阳
'

２４４ １１３３

徐家 ２０１ ９６９

周蒲 ２１２ １０１３

李堡 ３１６ １５４９

下岔 ２８１ １４３９

川边 １７１ ８４４

郑杜 １０８ ５２６

朱山 ９１ ４４２

赵岔 ２１８ １０１３

大庄 ２０４ １０２０

柳梁 ２８０ １３９６

咀 ２３９ １１８９

张陈 １４７ ６９７

牛沟 １５６ ７６３

李茂 １０１ ４９５

柳台 １４７ ７８５

白堡乡 ２７０６ １３１６９

陈山 ２６０ １１９９

柳渠 １８３ ９００

乱庄 ２５４ １１９１

阳坡 １２３ ６０３

党家 １１３ ５３５

河湾 １４０ ７１４

后梁 １５４ ７５６

杨魏 ２６８ １３３２

仇沟 １５８ ７６０

仇梁 ２６２ １２６９

刘渠 １７１ ８５７

罗家 １８１ ８５４

崖王 １１４ ５５７

峰山 １４４ ７４７

郝家 １８１ ８９５

刘庙乡 ２３３４ １１２５２

刘庙 １８９ ８６５

梁山 １６０ ７６６

老山沟 ２３８ １１７０

谢家 １６９ ８２３

丁山 １４３ ６７１

冯湾 １２０ ５５３

柳李 ２３２ １０７８

万柳 １４６ ７１５

三台山 １０２ ５００

窑
'

１０５ ５２０

王坪 １００ ４９２

王川 ２４９ １２６２

新王 ２５３ １２２３

赵山 １２８ ６１４

卧龙乡 ４７３６ ２３２５８

阴坡 １７２ ８３１

阳坡 １８１ ８８４

双河 ２２８ １１６５

魏湾 ２１５ １０６０

寺湾 １２２ ５９４

庙湾 ２８０ １４５１

下杨 ２６６ １３４１

孙河 １９２ ９１７

大庄 ２４４ １１３９

何家 １６２ ７７２

石山 ２２１ １０６９

苏山 ２３１ １１１８

张山 ３９３ １９９６

棉沟 １６９ ８１５

梨湾 ９５ ４７７

马湾 １６６ ７９３

山集 ２０６ １００６

马沟 ２０１ ９７１

阳堡 １０６ ５２５

山赵 ２５７ １２７４

张余 ３５８ １７９０

阴李 ２７１ １２７０

阳川乡 ４６５８ ２３２３２

大湾 ３３１ １５９２

梁坡 １３０ ５９１

李湾 ３０９ １５８０

台咀 １９６ １０４１

蔡沟 ８０ ４００

深壑岘 １０９ ５４９

孙王 ２３６ １２１８

郭阎 １７３ ９３２

上岔 １３６ ７２１

６７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新沟 １４１ ７２３

上堡 １３７ ６７８

下堡 ７５ ３５９

杨堡 １３５ ６６８

金李 １３７ ６７９

李窑 １０２ ４９９

刘湾 ２１０ １０３０

苟岔 １７８ ８７５

曹坪 １６８ ８０６

赵湾 １０５ ５１５

李咀 １４５ ７２４

岳坪 １０８ ５０５

赵沟 １４０ ７１５

红坡 １７４ ８８３

三益 ２１９ １０８７

王塬 ２４６ １１９８

东湾 １７４ ８７４

西湾 ２６５ １２９９

曹阎 ９９ ４９１

大庄乡 ２８４９ １３９９０

王沟 ６９ ３３５

王山 ９２ ４４９

杨局 ２６７ １２４８

伏家 ８３ ４１４

大庄 １４３ ７９２

上王 ９４ ４５２

下王 ８４ ４３１

高庄 ７２ ３６７

上李 １９１ ９００

杜家 １７８ ８５０

西坡 １４７ ７３６

张山 １４０ ７１６

杨湾 １１４ ５７８

椿树湾 １０５ ５０５

青龙沟 ９７ ４４３

高湾 ９２ ４６１

小湾 １６９ ８２６

胡家 １２９ ６２８

南湾 ９８ ５１１

阳
'

庄 １３１ ６１０

连王 １８６ ８７３

刘沟 １６８ ８６５

良邑乡 ３９３６ １８６９２

良邑 ４３４ ２０３２

滴水崖 ３０２ １３６１

李咀 ２２８ １１０８

董沟 ２１０ １０１９

黑龙沟 １３３ ６６６

王山庄 １４８ ７２０

陈峡 ２４６ １１７４

陈山 １４６ ８１８

苏苗塬 ３７９ １７７９

何柳 １６８ ８０８

何川 ２７６ １１８９

郭魏 ２２８ １０９８

陈岔 ２２１ １１０１

杨李湾 １９１ ９０９

大坪 ２５０ １１２６

杨王 ３８５ １７８４

万泉乡 ５５５０ ２７７０７

杨家 １０２ ４９１

杜家 １０７ ５５５

刘家 １８３ ８７７

田湾 ２００ ９６２

田岔 ２０４ １０２６

高岔 １４６ ７１０

田坪 ２８８ １３３９

高川 ４３３ ２２５３

邵坪 ３９０ ２０９３

东沟 １７０ ７９６

万庄 １３５ ７２１

万堡 １４５ ６８６

万川 ３９５ ２０３３

阳坡 １８４ ８９４

阴坡 ９４ ４８２

崔坪 １９４ ７６２

东台 １９７ ９９２

马川 ２３１ １１９２

西坪 ２０３ ９９０

徐城 ３２８ １７１２

连山 ７８ ４１５

胡岔 １０６ ５３４

王岔 ２１１ １１０２

圪寺 １５６ ７７６

霍李 ２８０ １４１１

史沟 ２８８ １３８２

水洛乡 ５２７７ ２４６００

７７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东关 １０２ ５２１

李碾 ３４０ １６１９

上碾 ２６５ １２０６

下碾 ２１８ １０１９

半山 ８７ ４３１

文湾 ２５７ １２６６

中川 ２１７ １００１

贺庄 ２６７ １１８１

何马 ４７８ ２２３５

文沟 ３０１ １３２５

王山 ９０ ４１２

陈杨 １６４ ７３６

柳坪 ９６ ４５５

新庄 １８０ ８０４

柳沟 １５５ ７５６

乱庄 １０６ ５３１

柳咀 １１１ ５６７

阳
'

１１３ ５４２

陈洞 ２７４ １３３１

胡沟 １３７ ６２８

马山 １２６ ６４１

郭堡 ２２４ １０３２

下王 ２７４ １２１９

唐河 １２６ ５７３

二李 ３３０ １４７３

阳坡 １５４ ７９６

阴坡 １８７ ８４１

通边乡 ２０８６ ９６４８

中庄 ２３５ １１０９

通边 ４７６ ２１２０

刘善 １４２ ６４６

蔡沟湾 ７９ ３５３

梁河 ３０４ １３５６

新后庄 ２８３ １３２５

薛沟 ２０４ ９４７

野赵 ３６３ １７９２

通化乡 ２８０２ １３０４９

韩席 ２０２ ９５２

陈堡 １９４ ９１５

张虎 １８９ ８６７

梅堡 ２７６ １２８９

石岔 １７１ ７８５

何岔 １４０ ６３８

新庄 ２８０ １３４５

新集 ２５６ １１６６

六房 １８６ ８７５

韩湾 ２２１ １０２０

洞子沟 １０４ ４８８

阳坡河 ２３４ １０９８

高崖韩 ３４９ １６１１

郑河乡 ２４１１ １１７６４

庙川 １７７ ８９６

史川 １３７ ７１７

具峡 １４７ ６７３

拉连寺 ２４０ １１８８

史
'

２０８ １０７９

卢
'

１９８ ９６７

贺峡 １１０ ５４０

郑河 １８２ ８８５

条牛沟 １００ ４９３

上寨 ２４０ １１８２

下寨 １４８ ６８９

李安 １５１ ６４３

龙湾 １５６ ７９３

阴
'

２１７ １０１９

永宁乡 ３２３３ １４９９７

淡街 ５１１ ２３４２

河湾 ２６９ １２２１

朱湾 １６０ ７２７

陈湾 １５２ ７１１

窦沟 １０１ ４５４

下湾 ８６ ４２８

葛峡 １４４ ６６４

漫湾 ２７３ １２７０

宋堡 １４４ ６５５

鱼咀 ２２８ １０７３

秦
'

２２２ １０５６

许湾 １０６ ５３７

刘门 １０５ ４６２

赵湾 １３１ ６３８

苏山 ２００ ８８７

老庄 ９２ ４２８

深沟 ７７ ３５６

阳
'

２３２ １０８８

颉崖乡 １８６８ ８９７１

焦湾 ７３ ３６８

端湾 ９６ ４５７

８７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赵吴 １５４ ７３７

颉崖 ２４３ １１３０

牡丹 １５０ ６９５

六房 ８５ ４４６

寺湾 １２４ ５９９

樊庙 １４８ ７０７

菜子湾 １２１ ６１０

聂子坪 １８０ ７９８

陈家 １３５ ６７９

刘家 １３５ ６５０

上雷 １０２ ５２３

下雷 １２２ ５７２

韩店乡 ３８０２ １９４６１

吴湾 ４４ ２５２

庞沟 ５６ ２７６

店峡 ４７ ２４４

黄草 ３８ ２３１

郭漫 ８４ ４１７

石桥 １３３ ６６７

马山 ２１ １３８

花河 １２６ ６７８

朱湾 ５４ ３２２

庙梁 ６９ ３６０

岔沟 ８２ ４０８

鞍梁 ６０ ２８０

刘咀 ２１９ １１４７

王崖 １５１ ７３１

上
'

２１５ １０７１

马寺 １５３ ７９８

东门 ３６０ ２０６２

韩山 ５９ ２６７

西门 ３４８ １６７７

试雨 ２７７ １４４３

刘山 ９９ ４３３

刘河 １２１ ５９７

阳坡 ７７ ３９３

下沟 ２１７ １０３１

中庄 １０２ ５４１

武家 ２８４ １４１７

潘河 ３０６ １５８０

南坪乡 ３９３３ １８７８１

刘靳 ３０６ １４２８

中靳 １５８ ７０３

大庄 ３２８ １５５３

唐山 １４９ ７５６

庙沟 １３４ ６５５

寺门 ２１４ ９８９

马台 １６４ ８０５

阴山 １５３ ７４６

刘堡 ２２７ １１３９

刘窑 １５８ ７３４

上庄 １１３ ５２８

苏坪 ２４７ １２４９

苏湾 １５８ ７８２

沈坪 １７８ ７９６

王沟 ２０５ ９３３

大李 ２２８ １０４８

高庄 ２６４ １２７９

阳
'

６８ ３３６

史坪 １３４ ６６４

史湾 ２２７ １１２３

杨川 １２０ ５３５

盘安乡 ３５１６ １６９１６

孙上庄 １６０ ７７１

孙中庄 ９９ ４８７

孙下庄 １２３ ５９５

王上庄 １８４ ８４２

托神 １４５ ７０１

王火炎 ７５ ３５８

王下庄 ２０５ ９８７

王官 ２５０ １２１４

梁关 １１６ ５６４

湾李上 １５３ ６９２

湾李下 １９３ ９５３

岔李 ２４４ １１７７

吴河 １３７ ６７６

岔上庄 １６２ ７８１

陈杨 １３６ ６２０

马家 １７０ ７９４

杨家 １１８ ５９４

宋家 ２３２ １１２９

申堡 ９１ ４２０

申湾 １５８ ７６４

阳坡 １３８ ６６２

阴坡 １４７ ７５８

张李 ８０ ３７７

９７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静　宁　县

城关镇 １６４８０ ３５３５５

西关 ４４３ ２０２９

南关 ６２４ ２８００

新城 ３１３ １４３６

东关 ７１４ ３３２１

峡门 ４６０ ２０７７

界石铺镇 ３０８１ １５０６０

魏湾 ２００ １０７４

祁岔 ２０１ １５９０

水鱼 １７５ ７７３

上河 １５３ ７２０

高庄 ５８ ３０２

西川 ３８３ １９３０

新合 １８１ ８６８

朱山 １８７ ８７５

继红 ３３５ １６１８

邢岔 ２０１ ９１３

二夫 ２１９ １０５９

关湾 １８８ ８８６

王庄 １６９ ８１６

大河 １５２ ７４１

崔岔 １１４ ６０７

八里乡 ４０１２ １９１０４

郭罗 ３７４ １７３１

阎庙 ５１８ ２４４０

高城寨 ５４３ ２４３０

红林 ５３０ ２４９３

靳坪 ３５６ １６４７

大路 １５８ ７３４

关道岔 ２８３ １３２０

小山 ７９５ ３７５６

照世 １７８ ８４４

剡白 ２７５ １２８７

古城乡 ３９１５ １８７４４

齐岔 ２２３ １０２７

杨沟 ３３０ １５２８

邹河 ４２６ ２００１

上程 ２４８ １２０１

程梁 ２１８ １０１８

上李 １９０ ８８２

梁老 １１６ ５３４

田岔 １６５ ７３９

西岔 １９２ ８８４

下梁 １６１ ７５０

二堡 ３７１ １７８０

余湾 １９３ ８７２

丁寺 ２８９ １３５１

老庄 ３４１ １７２２

同心 １０８ ５３７

高旗 ３３０ １６１０

威戎镇 ６１７７ ３０８０１

厚岔 １４６ ６４１

杨桥 ３４１ ２１２１

下沟 ２５２ １２７４

贾马 １１９ ５８９

梁马 ５１４ ２６８８

李沟 ５２４ ２４９４

张齐 １７０ ９０６

武高 ４８０ ２２６８

寨子 ４１９ ２０４８

杨湾 １３８ ６８４

马山 ２６０ １１９８

王咀 １７５ ８７２

新胜 ３０８ １５４６

新华 ２６７ １３０１

上磨 ３３８ １６５５

威戎 ８２３ ３９０５

北关 ７２７ ３４１３

城川乡 ３９０５ １８１５４

杨庄 １２６ ５７６

陈马 ３３１ １５３９

冯曲 ２０１ ８９１

甘河 ２４４ １１１０

红旗 ７６０ ３３９７

靳寺 ７５３ ３５２０

吴庙 ３５２ １７２２

高湾 ４３２ ２０５６

大寨 ３８８ １８５１

咀头 ２６１ １１８０

司桥乡 ３０７０ １４２８７

张彭 ２０２ ９８０

潘王 ２８４ １３０８

吕曲 ２３１ １１５９

唐岔 ２０９ ９７９

０８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杨川 ２２６ １０８９

上马 ２２８ １０４８

席湾 ３５０ １５５５

酸刺 ２５１ １１７８

庙咀 １５７ ６７６

南坡 ２７３ １２８０

司桥 ２９０ １４０３

牟沟 １５７ ６９１

小曲 １６２ ７２０

石咀乡 ３２８２ １５５３６

吴湾 １２１ ５７８

连湾 ２０４ ９７９

阴坡 １５５ ７４７

柳沟 １５２ ４７８

岳咀 ２５０ １１３８

西湾 ２４２ １１６２

高刘 ２４１ １１６２

翟曲 １９６ ８９４

朱川 １１３ ５２９

庙堡 ３７９ １８２１

陈河 ５２０ ２４２８

胡坡 ３０８ １４２６

贾庄 ３８６ １７８７

后梁乡 １５０５ ７１７０

秀锦 １７３ ８６１

下马 ３２９ １５２３

后梁 １１８ ５２９

曹沟 １１８ ５５０

曹河 ２０９ ９８９

范堡 １７５ ８５８

麻峡 ２６０ １２６４

程峡 １１１ ５１８

曹务乡 ４４６３ ２１０４２

唐山 ３６９ １７４３

永丰 ２４２ １１３８

张
'

５１０ ２４２９

店子 ５３１ ２４６７

中庄 ５１９ ２４１５

程垣 ２７５ １２６２

曹崖 ３６７ １７３７

田沟 ２３９ １１５７

罗林 ３７２ １７４０

张珍湾 ２２３ １０５８

颉湾 １７１ ８２７

曹大 ３５１ １６８０

柳岔 ２５９ １１６２

三合乡 ２５２７ １２２８６

陈安 ２６８ １３１８

北集 １８１ ８８２

段曲 １８２ ８８４

王湾 １９０ ８６０

前咀 １６３ ７８３

古岔 １９８ ９９３

南岔 １４２ ６７８

光华 １６１ ７８６

碱滩 １７２ ７９３

黄湾 １６２ ７６７

张安 １７８ ８４０

新堡 ２４１ １１３９

任岔 ２８１ １３９６

余湾乡 ２１１３ １０５８９

胡同 １８３ ９５７

韩马 １４３ ６９０

王坪 ３５４ １８０９

程马 １８９ ９９３

张沟 １５３ ７２７

花咀 １４３ ７０６

羊路 ２０４ １０５０

阴
'

２２２ １００６

苗岘 ２３８ １１６２

韩店 ２７５ １３６２

雷大乡 ２８０４ １３５９９

马湾 ７０ ３３０

陈曲 ２２９ １１０８

赵沟 １２５ ５９０

壑岘 ３７０ １７４０

兴坪 ２４４ １１４９

安乐 ２１６ １０４２

雷大 １９９ ９７６

黎沟 １８９ ８９８

柴岔 ２１４ １０６０

杨沟 １１２ ５２０

张曲 １９９ ９０３

谢吕 ２５８ １２８２

屈岔 １８５ ９８１

新义 １４７ ７０１

阳坡乡 ２２９２ １１３６３

１８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新兴 ２４９ １１３２

魏坡 １４５ ６８０

海湾 １４５ ７１０

西山沟 １５４ ７８５

王山 １１６ ５８７

西张 ６９ ３４０

东张 ２００ １０３９

东湾 ２５７ １３０３

阳坡 ２５８ １２３９

王马 １４０ ７０９

峡口 ２８１ １４４９

扯原 ２８４ １２４８

仁大乡 ２８７５ １４２３８

堡湾 １７４ ８３１

李河 ２７６ １３８６

故坪 ９３ ５００

阴
'

８３ ４１０

深沟 ３３８ １６５５

南门 ４３６ ２０９６

陈坪 １４９ ６７６

高峡 １６５ ８５２

高沟 ３５６ １７１５

李湾 １４４ ７１６

杨湾 １６０ ７８２

刘川 ２０１ ９３８

解放 １９８ ９８９

窑庄 ８４ ４２４

李店乡 ３７９８ １９５５４

王沟 ２２４ １０３５

孔沟 １４１ ７５８

蒲岔 １６３ ８６６

郑湾 １５７ ７７９

阴坡咀 １９６ ９４５

郭湾 ２２０ １０７９

上杜 １６６ ８０２

老山 ２６４ １３４６

徐岔 ６５ ３２２

杜河 ２６５ １２３６

白草
'

２２５ １０２１

郭柴 ２８５ １３８４

常坪 １０８ ５５５

细湾 １６０ ８５８

薛胡 ３６６ １７９１

刘晋 ２１０ １０３５

小庄 １６０ ８２８

五方河 ２０６ １０３８

店子 １９５ １３８９

治平乡 ２８５７ １４８６９

后沟 ２９３ １４３２

刘河 ３７６ １９５９

大庄 ３６９ ２００１

雷沟 ３１５ １９０５

朱堡 ２１３ １０６５

安宁 ２０８ １０３０

伍坪 １３５ ６７３

柳沟 １８２ ８６４

陈峡 １４６ ７４４

马河 １１５ ６１４

杨店 ２４０ １１２６

阴坡 ２３６ １１２８

贾河乡 ２３２８ １１３５９

王沟 ２１６ １０４８

剪岔 １９１ ９９８

王坪 １４６ ７２７

贾河 １５２ ７１３

豆坪 １９３ ９１２

高窑 ２２１ １１０１

山庄 １７８ ８７５

宋堡 ２９８ １４８６

侯山 ２７７ １２６０

山上湾 ２３６ １１４２

中堡 ２１７ １０１３

深沟乡 １７１９ ８１４４

孙山 １２２ ５７０

王堡 ２７９ １２７６

联民 １４３ ６４０

大岔 １８４ ８８１

脉顶 １５８ ７２６

深沟 １７９ １４３３

小户 ２６８ １１９８

樊沟 ２３９ １１３７

新店乡 １９１５ ９１６１

甘坡 ２４３ １１０９

孙湾 ２０２ ９７１

任刘 １７８ ８６０

段岔 ２１７ １０７２

新店 ３７５ １８６０

２８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杏湾 １７２ ７８５

小湾 １８８ ８８３

秦王 ３０５ １４８２

祁川乡 ２７４２ １３５９９

小河 ２１３ ９８４

马坡 ２８７ １４８５

刘杨 １３９ ６８６

张岔 １２４ ６０６

牡丹 ２７８ １３４８

大柳 １９７ ９３０

祁川 ５４１ ２６６０

张著 １９７ ９１８

杨咀 ３２１ １７６５

王川 ４４０ ２０６１

甘沟乡 ４２１９ ２００９５

甘沟 ３８０ １７２１

响河 ２５０ １２６１

后湾 １１８ ６０８

圪
4

２２０ １０２９

马咀 １４４ ６８０

阎湾 １４８ ７５１

雷黄 ２２６ １０６２

水坪 ２５８ １２１１

张湾 ２０５ １０２１

崖湾 ２１６ １０１０

屯堡 ３３８ １５４５

余岔 ２０３ ９７４

阎岔 １８８ ８８７

上岔 ２９８ １４３０

梁岔 ３５５ １７２５

庙岔 ２９４ １３３８

小岔 ３００ １３８９

四河乡 ２６０９ １２３１１

王河 ２７９ １３２８

张尤 １１７ ５５０

豆河 １５７ ６９６

上寨 １０５ ４９８

周岔 １３０ ５９２

郭岔 ２７５ １２８７

四河 ２３１ １０９５

罐岔 １６２ ７４３

岘口 ２８２ １３１０

黄川 １３０ ６２６

麻岔 １５２ ７１６

上赵 ２５４ １２２３

涧沟 １３２ ６１８

大湾 １８５ ８６４

细巷乡 ３９８０ １９６７９

谭店 ４２５ ２２０２

中华 １３４ ６４２

曹川 １８７ ９２３

靳堡 ２０７ １０２４

后岔 １５９ ７９１

上庄 １５６ ７４０

韩川 ４５３ ２１７７

瓦岔 ２０１ ９９６

细巷 ３７４ １８２５

刘堡 ２７２ １３０９

朱张 １６５ ７７０

慕岔 ２３７ １２９９

文坪 ２４０ １２０９

郭尹 ２０６ １０２９

米岔 ３２０ １５４５

厚川 １９８ ９６７

田堡乡 ２１５１ ９９２８

上芦 １１７ １５１８

罗岔 １０３ ４７４

雷河 １３２ ５９０

晨光 ２８３ １２８８

蔡河 ９７ ４２５

大庄 ２０６ ６９０

石河 ９７ ４４４

马岔 １１１ ４９１

芦湾 １６６ ７８５

石马坪 １０７ ４９１

王岔 １６７ ７２０

田河 １７５ ８０９

田堡 ２６８ １１９７

花沟 １１２ ５０５

红寺乡 ３６７１ １７７０２

红寺 ２５２ １１５６

二河 ３４６ １５９３

丈子 ２２７ １０９０

庙河 ２０５ １０２３

玉皇 ２１３ １１２１

红堡 １４７ ６９８

胡沟 ２９２ １３８１

３８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村　名 户 人

化沟 １９６ ９２９

魏沟 １６９ ８５６

甘湾 ２８９ １３９３

王湾 １３０ ５９１

张峡 ２１２ ９７７

八棱 １７６ ８２１

白曲 １４１ ６７７

吊岔 １９５ ９５８

文寺 １８５ ８９７

寺岔 ２７０ １３１６

七里乡 ２４８５ １１７６７

高堡 ４２７ １９７１

七里 ３３１ １５１５

李堡 ４０７ １９５２

赵岔 ３００ １３９８

韩岔 １４３ ６６５

四福 ２３８ １１６５

联盟 １４９ ７２３

井沟 １９２ ９２７

中寨 １２２ ５３９

谷湾 １７１ ７４０

原安乡 ３６４１ １８３３７

百富 ２５２ １２２３

苏赵 ２０６ １２８７

吉林 １８９ ９２２

辽坡 １４３ ８９４

哈拉 １４４ ６５６

庙川 ２０８ １０２５

张营 ２６５ １２３７

民寨 ２１７ １０６９

观音 １９９ ９３０

坷 １７９ ９００

程义 ３１０ １５９０

水股 １６０ ７９５

荞岔 １２３ ６０８

陈岔 １６２ ７８９

塬头 １４０ ６９３

南营 １３７ ６３３

姚河 ２２１ １１９２

齐埂 ２１８ １０３２

姚化 １５３ ７２８

双岘乡 ２０８０ １４９３８

中湾 ２６８ １２７８

团庄 ３３６ １６１６

王岔 １７９ ８９８

长岔 １９５ ８７８

姚湾 １３５ ６６３

颉沟 ３０１ １４４０

双岘 ２１８ １０３７

井沟 １５７ ７２７

甘峡 ２１５ １００９

李咀 １７７ ８５６

胡河 １７８ ９０８

樊梁 １６６ ７９５

上海 ３０４ １４９７

尤家 ２４１ １１０２

灵芝乡 ３１３８ １４９８７

高义 ３６０ １６９５

魏岔 １２１ ６４０

车李 ２７５ １２４８

水流 ９３ ４２４

尹岔 ２３５ １０８８

张堡 １９８ ９１０

东庄 ２２６ １１１１

杨岔 １２１ ６２９

何杜 １２５ ５５７

杨曲 １０８ ５１５

秦董 ９７ ４８１

前桃 ９４ ４８５

苗堡 １０８ ５１５

前湾 １６２ ７８５

长塬 １１７ ８７１

俊峰 １８５ ８４０

红星 １５４ ７１０

宋岔 １３９ ６３４

剡庄 １１７ ５５３

说明：镇户、人数中包括非农业户、人数和流动人口数。

４８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第四章　人口构成

第一节　性别构成

一、总人口性别构成

民国时期，平凉辖境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 （女 ＝１００）都偏高，２４年 （１９３５）男女
性别比１２５２５，高出全省６３２；３５年 （１９４６）男女性别比下降为１１１０９，但仍高于全省
３０２；３７年 （１９４８）男女性别比回升为１１６７４，高于全省７８３，偏离自然性别规律。

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８年，性别比由１１７１９逐年下降到１１３３２；６０至７０年代，性别比一直稳
定在１０６００至 １０７００之间；８０年代后，性别比回升，１９９９年为 １０９９８，２００１年为
１１０１１，２００２年为１０４９１。

民国时期部分年份人口性别比表

年 代

性
别

县
别

１７年（１９２８） ２４年（１９３５）

男 女
性 别 比

（女＝１００）
男 女

性 别 比

（女＝１００）

全　区 ３０１１６９ ２４７５０２ １２５２８ ４０４５８９ ３２７０２４ １２５２５

平　凉 ５１２３５ ３８３６３ １３３５５ ７４０７１ ５７７５６ １２８２５

泾　川 ６７４８３ ５２８１６ １２７７７ ７２３９２ ５６８４９ １２７３４

灵　台 ５３９０５ ３９４０７ １３６７９ ５９８８１ ４６３９９ １２９０６

崇　信 １７６１８ １４０５４ １２５３６ １９３６１ １５９９８ １２１０２

华　亭 １３０７１ ２１９９０ ５９４４ ３７０９４ ２３９４１ １５４９４

庄　浪 ３５７７１ １４２９２ ２５０２９ ２８０７４ ２４３８１ １１５１５

静　宁 ６２０８６ ６６５８０ ９３２５ １１８７１６ １０１７００ １１６７３

５８２




年 代

性
别

县
别

３５年（１９４６） ３７年（１９４８）

男 女
性 别 比

（女＝１００）
男 女

性 别 比

（女＝１００）

全　区 ３７２４４８ ３３５２５８ １１１０９ ３８０３１９ ３２５９８４ １１６６７

平　凉 ７２１８８ ６３９２７ １１２９２ ６６８２６ ５７２０６ １１６８２

泾　川 ６４２７３ ５８０８４ １１０６６ ７９０４１ ５７６０６ １３７２１

灵　台 ５９９１４ ５０６８６ １１８２１ ６０９７１ ５０８７９ １１９８４

崇　信 １６３７３ １４９６１ １０９４４ １６６１４ １５２４９ １０８９５

华　亭 ２２８４６ ２１０９３ １０８３１ ２２８１６ ２１０６６ １０８３１

庄　浪 ６３８１０ ５９９６７ １０６４１ ６６１７２ ５９８３１ １１０６０

静　宁 ７３０４４ ６６５４０ １０９７７ ６７８７９ ６４１４７ １０５８２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人口性别比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男 女 性别比（女＝１００）

１９４９ ５３３２ ４５５０ １１７１９

１９５２ ５５３８ ４８５５ １１４０７

１９５５ ５８８８ ５１７８ １１３７１

１９５７ ６０９５ ５３３７ １１４２０

１９６０ ５４９３ ５１８６ １０５９２

１９６２ ５８０５ ５３６２ １０８２６

１９６５ ６３０９ ５７９６ １０８８５

１９６７ ６７４２ ６２１５ １０８４８

１９７０ ７５２８ ６９７１ １０７９９

１９７２ ７９６２ ７４４４ １０６９６

１９７５ ８４７８ ７９２６ １０６９６

年　份 男 女 性别比（女＝１００）

１９７７ ８６３０ ８０７０ １０６９４

１９８０ ８８８７ ８３０４ １０７０２

１９８２ ９０４５ ８４４６ １０７０９

１９８５ ９２７２ ８６４１ １０７３０

１９８７ ９５１５ ８８０９ １０８０１

１９９０ ９９９２ ９２５３ １０７９９

１９９２ １０２６９ ９４１５ １０９０７

１９９５ １０９５０ ９９７８ １０９７４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３１ １０２２４ １０９８５

２０００ １１２７２ １０６３７ １０５９７

２００２ １３０３２ １２４２２ １０４９１

二、市、县人口性别构成

市人口性别比比县人口性别比低，灵台、华亭、崇信 ３县人口性别比始终偏高。
２０００年灵台县由１９５３年１２３０６下降到１０４７０，华亭县１１３５７，崇信县１１４９６。

６８２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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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业、非农业人口性别构成
１９９０年，各县 （市）农业人口性别比大体在１０３至１０８之间，非农业人口性别比最

高的庄浪县２２４８５，最低的平凉市１１９１８。非农业人口中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

１９９０年农业、非农业人口性别比表

县　别

农 业 人 口 非 农 业 人 口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全　区 ８７６８５３ ８３２５７２ １０５３２ １１２０４７ ８０５４７ １３９１１

平　凉 １４６２６４ １４０７９６ １０３８８ ５２１１７ ４３７３１ １１９１８

泾　川 １４２２０８ １３３４７６ １０６５４ ９９８９ ６８８６ １４５０６

灵　台 １０３２６４ ９５３２３ １０８３３ ６８８５ ３７７１ １８２５８

崇　信 ３８８２６ ３６７６７ １０５６０ ４４９８ ２９０３ １５４９４

华　亭 ６４１１１ ６０４１４ １０６１２ ２１４１１ １４７８３ １４４８４

庄　浪 １８０５４２ １７０９２１ １０５６３ ７３２１ ３２５６ ２２４８５

静　宁 ２０１６３８ １９４８７５ １０３４７ ９８２６ ５２１７ １８８３５

四、出生人口性别构成

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出生婴儿性别比为１００９３，略低于世界各国出生婴儿
性别比１０５或１０６，灵台、崇信、华亭县出生婴儿性别比在１００以下。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
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１０８１０，略偏高于正常值，泾川、灵台县在１１０以上。１９９０年第
四次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１１７３６，严重偏离正常值，比总人口性别比１０７９９高出
９３７，泾川、庄浪、灵台县出生婴儿性别比高达１２０以上。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
区出生婴儿性别比仍偏高，为１１７９５，灵台、平凉、泾川县 （市）高达１２０以上。

五、死亡人口性别构成

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死亡人口男性少于女性，性别比为９１７５。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和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死亡人口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分别为１１４４７、１２４０１、１２５９８。年
龄组死亡人口性别也是男性多于女性。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除０－４岁年龄组死亡人
口男少于女外，以后各年龄组死亡人口都是男多于女，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死亡人口

比重越来越大，８０岁以上年龄组死亡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基本接近或女多于男。

８８２ 平凉地区志 （上）



书书书

部
分
年
份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表

年
代

性
别

县

别

１９
６４

１９
８２

１９
９０

２０
０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全
区

１３
５７
２

１３
４４
７

１０
０
９３

１６
４３
７

１５
２０
５

１０
８
１０

２３
７５
３

２０
２３
９

１１
７
３６

１４
８３
５

１２
５７
７

１１
７
９５

平
凉

２６
２５

２５
８５

１０
１
５５

３１
３８

２９
４２

１０
６
６６

３９
４５

３４
６９

１１
３
７２

２９
５３

２４
４８

１２
０
６３

泾
川

２１
３６

２０
３８

１０
４
８１

２１
６１

１９
５１

１１
０
７６

３６
１４

２６
９０

１３
４
３５

２６
２８

２１
８０

１２
０
５５

灵
台

１４
６５

１４
７５

９９
３
２

２０
５０

１８
２１

１１
２
５８

２３
９７

１９
４１

１２
３
４９

１５
０４

１１
７４

１２
８
１１

崇
信

５１
６

５８
４

８８
３
６

８２
４

７５
４

１０
９
２８

１０
００

９５
６

１０
４
６０

４９
３

４３
８

１１
２
５６

华
亭

９６
０

９７
２

９８
７
７

１２
６１

１２
５７

１０
０
３２

１５
３４

１４
８９

１０
３
０２

１１
３９

９７
０

１１
７
４２

庄
浪

２７
０３

２６
７７

１０
０
９７

３３
１２

３０
６８

１０
７
９５

５２
４０

４２
８７

１２
２
２３

３０
３９

２６
１４

１１
６
２６

静
宁

３１
６７

３１
１６

１０
１
６４

３６
９１

３４
１２

１０
８
１８

６０
２３

５４
０７

１１
１
３９

３０
７９

２７
５３

１１
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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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
分
年
份
死
亡
人
口
性
别
比
表

年
代

性

别
县

别

１９
６４

１９
８２

１９
９０

２０
０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男
女

性
别
比

（
女
＝
１０
０）

全
区

５７
６３

６２
８１

９１
７
５

５２
３８

４５
７６

１１
４
４７

５８
２６

４６
９８

１２
４
０１

６８
１７

５４
１１

１２
５
９８

平
凉

１１
０９

１２
１２

９１
５
０

１０
１８

８２
２

１２
３
８４

１０
４３

７６
１

１３
７
０６

１１
７６

８８
３

１３
３
１８

泾
川

９７
３

１２
０４

８０
８
１

９７
５

７８
４

１２
４
３６

１０
３５

８１
１

１２
７
６２

１２
３０

８４
５

１４
５
５６

灵
台

７７
０

７８
１

９８
５
９

８３
１

６９
６

１１
９
４０

７７
６

６０
８

１２
７
６３

８０
６

６７
４

１１
９
５８

崇
信

２４
４

２９
７

８２
１
５

２９
３

２６
０

１１
２
６９

２８
１

２８
６

９８
２
５

３２
１

２８
７

１１
１
８５

华
亭

４８
０

４４
９

１０
６
９０

４７
８

３２
０

１４
９
３８

５２
７

３９
２

１３
４
４４

６１
２

４８
５

１２
６
１９

庄
浪

９６
６

９７
９

９８
６
７

７７
６

７８
７

９８
６
１

１０
２４

８７
６

１１
６
８９

１２
９１

１０
８９

１１
８
５５

静
宁

１２
２１

１３
５９

８９
８
５

８６
７

９０
７

９５
６
０

１１
４０

１０
１４

１１
２
４３

１３
８１

１１
４８

１２
０
３０

０９２ 平凉地区志 （上）



１９９０年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表

年龄组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年龄组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０—４ ７５５ ７６４ ９８８２ ５０—５４ ３３３ ２８８ １１５６３

５—９ ４５ ３２ １４０６３ ５５—５９ ４８１ ３２２ １４９３８

１０—１４ ３８ ３６ １０５５６ ６０—６４ ５８６ ４１８ １４０１９

１５—１９ １１２ ５８ １９３１０ ６５—６９ ８２０ ５９７ １３７３５

２０—２４ １４９ １１１ １３４２３ ７０—７４ ７９３ ６０３ １３１５１

２５—２９ １３１ ８９ １４７１９ ７５—７９ ５９９ ４５８ １３０７９

３０—３４ ９３ ８１ １１４８１ ８０—８４ ２７５ ２８９ ９５１６

３５—３９ １５３ １１１ １３７８４ ８５—８９ ８３ ７４ １１２１６

４０—４４ １４９ １４８ １００６８ ９０＋ １１ １３ ８４６２

４５—４９ ２２０ ２０６ １０６８０

２０００年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表

年龄组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年龄组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０ ３９０ ４６８ ８３３３ ５０—５４ ３２８ ３０８ １０６４９

１—４ ９９ ６７ １４７７６ ５５—５９ ４６０ ３６７ １２５３４

５—９ ５８ ３４ １７０５９ ６０—６４ ７２６ ５３５ １３５７０

１０—１４ ６２ ３２ １９３７５ ６５—６９ ９６９ ６９８ １３８８３

１５—１９ ６７ ３９ １７１７９ ７０—７４ ９１１ ６５０ １４０１５

２０—２４ ９３ ７６ １２２３７ ７５—７９ ８３２ ６７７ １２２９０

２５—２９ １７８ １１６ １５３４５ ８０—８４ ５５５ ４９８ １１１４５

３０—３４ ２３３ １６１ １４４７２ ８５—８９ １９１ ２１１ ９０５２

３５—３９ １８８ １００ １８８００ ９０—９４ ３１ ５０ ６２００

４０—４４ １８２ １２４ １４６７７ ９５—９９ ５ ６ ８３３３

４５—４９ ２５７ １９３ １３３１６ １００＋ ２ １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２第三编　人　口



第二节　年龄构成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０至１７岁年龄组人口比重是３９９３％，４６至５５岁及以上年龄组
人口比重是２１４６％，中间年龄组人口仅占３８６１％。３６年 （１９４７），０至１７岁年龄组人
口比重４０３１％，５５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比重１１０９％。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人口年龄组表

年龄组 总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
其中本籍人口 寄籍人口 暂居人口

０ ２３５３１ ３４８ ２２２２９ １２６３ ３９

１—５ ９８６５０ １４５７ ９４８７６ ３６２６ １４８

６—１１ ８９４２７ １３２１ ８６２００ ３０９４ １３３

１２—１７ ５８７２３ ８６７ ５５４６６ ３１１０ １４７

１８—１９ ２３２１５ ３４３ ２１８４７ １２６５ １０３

２０—２４ ４４００６ ６５０ ４１４５３ ２３３２ ２２１

２５—２９ ４７０８１ ６９５ ４４１７２ ２６３６ ２７３

３０—３４ ４６７２１ ６９０ ４３９１７ ２５７０ ２３４

３５—３９ ５０９７３ ７５３ ４８１７７ ２６１２ １８４

４０—４５ ４９３５６ ７２９ ４６６９９ ２５１１ １４６

４６—５４ ８５９３６ １２６９ ８１９２１ ３８７３ １４２

５５＋ ５９４０５ ８７７ ５７０６３ ２２４８ ９４

２９２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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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年龄可参 “金字塔”图。

按惯例和瑞典桑德巴氏三种人口类型划分，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人口年龄
构成：０至 １４岁 ４５８３４７人，占总人口 ３９８３％，１５至 ６４岁 ６６８３０９人，占总人口
５８０８％，６５岁以上２４０９３人，占总人口２０９％，年龄中位数１９８９岁，属于年轻人口，
人口增长速度快，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再生产属于增长型。１９８２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人口年龄构成发生变化，０至１４岁６３６５２６人，占总人口３６６８％，
１５至６４岁１０３９０１４人，占总人口５９７７％，６５岁以上６１６０３人，占总人口３５５％。与
１９６４年比，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劳动适龄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年龄中位
数１９８２岁，属中间型人口，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高增长的速度初步
得到控制，人口再生产由增长型过渡到稳定型。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０至１４岁
５０８４２９人，占总人口２６６３％，１５至６４岁１３１７１８３人，占总人口６８９８％，６５岁以上
８３８０５人，占总人口４３９％。少年儿童人口比重比１９８２年下降１００５个百分点，人口年
龄中位数２４０９岁，比１９８２年后移４２７岁，进入年老人口，人口再生产属于减少型。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０至１４岁５８２２００人，占总人口２８１７％，１５至６４岁１３７００５２人，
占总人口６６２８％，６５岁以上１１４８５０人，占总人口５５６％，人口年龄中位数２９７８岁，比
１９９０年后移５６９岁，这是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的结果，人口构成逐步向人口老龄化过渡。

全区老、少比由１９６４年每百名老年人口中有少年儿童人口１９人逐步减少到２０００年
的５人。劳动适龄人口承担非劳动年龄人口 （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总负担系数由

１９６４年的７２１８％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０８８％，下降２１３０个百分点。负担少年儿童系数由
１９６４年的６８５７％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２４９％，负担老年人口系数由１９６４年的３６０％上升
到２０００年的８３８％。

１９６４年人口年龄普查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总计 １１５０７４９ ６０１５３８ ５４９２１１

０ ５３１７５ ２６５８７ ２６５８８

１ ６１６１２ ３１５４２ ３００７０

２ ２７７７５ １４３６３ １３４１２

３ １６１４２ ８３７０ ７７７２

４ １５８８３ ８３９５ ７４８８

５ １５９１５ ８３４３ ７５７２

６ ２９０２５ １５５５１ １３４７４

７ ３１６６４ １６７１４ １４９５０

８ ３３０７１ １７５８９ １５４８２

９ ３１１１６ １６３６６ １４７５０

１０ ３０９６１ １６２４３ １４７１８

１１ ２９３７８ １５６１０ １３７６８

１２ ２９８１８ １５６８６ １４１３２

１３ ２６５１４ １４０１０ １２０５４

１４ ２６２９８ １３８９０ １２４０８

１５ ２１７４５ １１５８４ １０１６１

１６ ２２５６２ １１６４１ １０９２１

１７ ２５１９１ １２１５６ １３０３５

１８ ２５６３３ １２２０８ １３４２５

４９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１９ ２４５２１ １２４１７ １２１０４

２０ ２３５３２ １２８８５ １０６４７

２１ ２２１６４ １１７７５ １０３８９

２２ ２１８４９ １１５０４ １０３４５

２３ １９８４１ １０３１９ ９５２２

２４ ２０９９５ １０６５４ １０３４１

２５ １９６３５ １００６６ ９５６９

２６ １９６０９ １０２５４ ９３５５

２７ １８４１２ ９６６０ ８７５２

２８ １８４７８ ９８０７ ８６７１

２９ １７６２４ ９３５０ ８２７４

３０ １６７７１ ８８６７ ７９０４

３１ １６４４９ ８５６０ ７８８９

３２ １７０４６ ９１３５ ７９１１

３３ １４７９５ ７８７４ ６９２１

３４ ７２７０ ３９３５ ３３３５

３５ ９０２０ ５０６１ ３９５９

３６ １１５５７ ６３８２ ５１７５

３７ １２８７８ ６９８６ ５８９２

３８ １２７３８ ６９３５ ５８０３

３９ １３１８２ ７１１６ ６０６６

４０ １２９６６ ６７４５ ６２２１

４１ １１９９７ ６３００ ５６９７

４２ １０６７１ ５６５０ ５０２１

４３ １０５４１ ５５３０ ５０１１

４４ １０７５４ ５７９１ ４９６３

４５ １０９８０ ５６７４ ５３０６

４６ １０４７８ ５６２６ ４８５２

４７ １１３１５ ６１１９ ５１９６

４８ １１３９７ ６０６７ ５３３０

４９ １０２５５ ５４６９ ４７８６

５０ ９６５８ ５２４０ ４４１８

５１ ８９５６ ４７５８ ４１９８

５２ ８９１７ ４８９２ ４０２５

５３ ８２５７ ４４０５ ３８５２

５４ ８３２７ ４３３２ ３９９５

５５ ８１４９ ４１５７ ３９９２

５６ ７２７３ ３７２３ ３５５０

５７ ６８７４ ３５３３ ３３４１

５８ ６９８１ ３５１８ ３４６３

５９ ６０６３ ３０９５ ２９６８

６０ ６２０５ ３３０８ ２８９７

６１ ６７３１ ３４９２ ３２３９

６２ ３６４４ １９４４ １７００

６３ ３９２３ ２１２１ １８０２

６４ ３５００ １７７１ １７２９

６５ ３３５７ １６８７ １６７０

６６ ３１２９ １５８０ １５４９

６７ ２８３５ １３８１ １４５４

６８ ２５０４ １２８０ １２２４

６９ ２１６９ １１００ １０６９

７０ １６３５ ８０７ ８２８

７１ １５４６ ７８１ ７６５

７２ １２５３ ６３９ ６１４

７３ １０８３ ５２２ ５６１

７４ ９８９ ４８３ ５０６

５９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７５ ７９９ ３８５ ４１４

７６ ６４３ ２９９ ３４４

７７ ４８３ ２４１ ２４２

７８ ４０５ １８１ ２２４

７９ ２８３ １２０ １６３

８０ ２７０ １１３ １５７

８１ １８８ ８４ １０４

８２ １４９ ６７ ８２

８３ １０１ ４１ ６０

８４ ８７ ３２ ５５

８５ ３６ １８ １８

８６ ３２ １４ １８

８７ ２４ ５ １９

８８ １８ ４ １４

８９ １２ ５ ７

９０ ７ ４ ３

９１ ８ ３ ５

９２ ４ ２ ２

９３ １ １

９４ ５ ２ ３

９５ ４ ４

９６ ２ １ １

９７ １ １

９８ １ １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 １

１０５ １ １

１０６ １ １

不详 ２７ ６ ２１

６９２ 平凉地区志 （上）



７９２第三编　人　口



１９８２年人口年龄普查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总计 １７３５１４３ ８９７４１２ ８３７７３１

０—４ １４９１２７ ７７１９０ ７１９３７

０ ３１６４２ １６４３７ １５２０５

１ ２５６３８ １３１７１ １２４６７

２ ３００８１ １５６５４ １４４２７

３ ３３５５４ １７４３９ １６１１５

４ ２８２１２ １４４８９ １３７２３

５—９ ２１１４６９ １０８６４４ １０２８２５

５ ２８８７５ １４７２２ １４１５３

６ ３０４９４ １５８２０ １４６７４

７ ４０２６９ ２０５２８ １９７４１

８ ５３７９９ ２７８５９ ２５９４０

９ ５８０３２ ２９７１５ ２８３１７

１０—１４ ２７５９３０ １４１８０５ １３４１２５

１０ ５４３１３ ２７６７４ ２６６３９

１１ ５７６１１ ２９４９５ ２８１１６

１２ ５５４５４ ２８４９６ ２６９５８

１３ ６０７８７ ３１３７１ ２９４１６

１４ ４７７６５ ２４７６９ ２２９９６

１５—１９ ２３９７８９ １２２２１２ １１７５７７

１５ ４８３０７ ２５０６７ ２３２４０

１６ ４９６４６ ２５６１８ ２４０２８

１７ ４６３１６ ２４０５４ ２２２６２

１８ ４４８７６ ２２７２２ ２２１５４

１９ ５０６４４ ２４７５１ ２５８９３

２０—２４ １０３９４０ ５２４９５ ５１４４５

２０ ２７５００ １２４０２ １５０９８

２１ １７９４６ ８７２１ ９２２５

２２ １６４９７ ８８３４ ７６６３

２３ １５５３５ ８２４０ ７２９５

２４ ２６４６２ １４２９８ １２１６４

２５—２９ １４１８４２ ７３１６５ ６８６７７

２５ ２８４４５ １４９２１ １３５２４

２６ ２９０９３ １５３２２ １３７７１

２７ ２８３８７ １４４１８ １３９６９

２８ ２８７３６ １４５１８ １４２１８

２９ ２７１８１ １３９８６ １３１９５

３０—３４ １１８５２２ ５９８３７ ５８６８５

３０ ２６９２３ １３５７６ １３３４７

３１ ２４４４７ １２２０４ １２２４３

３２ ２４８３６ １２５７８ １２２５８

３３ ２０９４０ １０６２７ １０３１３

３４ ２１３７６ １０８５２ １０５２４

３５—３９ １０７３７１ ５５２９０ ５２０８１

３５ ２２４６６ １１２８５ １１１８１

３６ ２１８６１ １０７５８ １１１０３

３７ ２１３８３ １０８３８ １０５４５

３８ ２１１４５ １１４３１ ９７１４

３９ ２０５１６ １０９７８ ９５３８

４０—４４ ９５９８１ ５０８０１ ４５１８０

４０ ２０７７４ １１０４８ ９７２６

４１ １８５５１ ９８８２ ８６６９

４２ １９８９８ １０４１３ ９４８５

４３ １８４４２ ９７０４ ８７３８

４４ １８３１６ ９７５４ ８５６２

４５—４９ ８１７９３ ４３８７７ ３７９１６

８９２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４５ １７２７４ ９２３５ ８０３９

４６ １７０９９ ９２４２ ７８５７

４７ １６３７６ ８８４０ ７５３６

４８ １６０６６ ８６０９ ７４５７

４９ １４９７８ ７９５１ ７０２７

５０—５４ ５３８８２ ２９８０１ ２４０８１

５０ １５７０３ ８５５２ ７１５１

５１ １３５３９ ７４０９ ６１３０

５２ ６５２８ ３６４８ ２８８０

５３ ８１０４ ４５６２ ３５４２

５４ １０００８ ５６３０ ４３７８

５５—５９ ５３３７３ ２８９４２ ２４４３１

５５ １１１６８ ６１５７ ５０１１

５６ １０７７５ ５９１４ ４８６１

５７ １０９１０ ５９９６ ４９１４

５８ １０７７０ ５６１７ ５１５３

５９ ９７５０ ５２５８ ４４９２

６０—６４ ４０５２１ ２１５７５ １８９４６

６０ ８５４９ ４５７６ ３９７３

６１ ８２７８ ４４２７ ３８５１

６２ ８１６５ ４３７０ ３７９５

６３ ８１２８ ４２１８ ３９１０

６４ ７４０１ ３９８４ ３４１７

６５—６９ ３１８５２ １６９１５ １４９３７

６５ ７５８５ ４０６７ ３５１８

６６ ７３８６ ３９０３ ３４８３

６７ ６３６６ ３４０４ ２９６２

６８ ５５９１ ２９９９ ２５９２

６９ ４９２４ ２５４２ ２３８２

７０—７４ １８４５３ ９４１６ ９０３７

７０ ４７５９ ２４８４ ２２７５

７１ ４０２５ ２１３４ １８９１

７２ ３６１５ １８５０ １７６５

７３ ３３４９ １６２１ １７２８

７４ ２７０５ １３２７ １３７８

７５—７９ ８６３４ ４２１８ ４４１６

７５ ２３７６ １１９１ １１８５

７６ １９９９ ９７２ １０２７

７７ １５７９ ７７６ ８０３

７８ １３９７ ６６４ ７３３

７９ １２８３ ６１５ ６６８

８０—８４ ２１５０ １００９ １１４１

８０ ６５２ ３０１ ３５１

８１ ５９２ ３０１ ２９１

８２ ４００ １７１ ２２９

８３ ２９２ １３２ １６０

８４ ２１４ １０４ １１０

８５—８９ ４３９ １９４ ２４５

８５ １６３ ７０ ９３

８６ １００ ４４ ５６

８７ ８６ ３９ ４７

８８ ５３ ２３ ３０

８９ ３７ １８ １９

９０—９４ ６２ ２３ ３９

９０ ２５ ８ １７

９１ ２１ ８ １３

９９２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９２ ９ ３ ６

９３ ４ ２ ２

９４ ３ ２ １

９５—９９ １２ ２ １０

９５ ２ ２

９６ ４ ２ ２

９７ １ １

９８ ５ ５

９９

１００—１０４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１０９ １ １

１０５

１０６＋ １ １

１９９０年人口年龄普查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总计 １８７９７４２ ９７６３６０ ９０３３８２

０ ４２７１７ ２２９９０ １９７２７

１ ４４６０９ ２３３８６ ２１２２３

２ ４１９４４ ２１７８２ ２０１６２

３ ３７０５４ １９２３１ １７８２３

４ ３６４４３ １８９３０ １７５１３

５ ３０１２４ １５５６１ １４５６３

６ ２８８１２ １５０７５ １３７３７

７ ３２９１６ １７１５９ １５７５７

８ ２７３１８ １３９７９ １３３３９

９ ２９５０３ １５３６０ １４１４３

１０ ３２６９４ １６９６１ １５７３３

１１ ２８０５１ １４４４４ １３６０７

１２ ２７７７４ １４１５５ １３６１９

１３ ２９０８７ １５０３６ １４０５１

１４ ３８１００ １９４９７ １８６０３

１５ ４９６７６ ２５８３７ ２３８３９

１６ ５４１０９ ２７７９７ ２６３１２

１７ ４９１７９ ２５５９１ ２３５８８

１８ ５２０１２ ２６９８８ ２５０２４

１９ ５２２５５ ２５８２２ ２６４３３

２０ ５５４２２ ２７５８１ ２７８４１

２１ ４７４１８ ２４５１９ ２２８９９

２２ ４６０１３ ２３７０４ ２２３０９

２３ ４７６４９ ２４７４６ ２２９０３

２４ ４３９６５ ２２９２８ ２１０３７

２５ ４２４８９ ２１９５５ ２０５３４

２６ ４７７９８ ２５０２６ ２２７７２

２７ ２８２２３ １３９２９ １４２９４

２８ １７２６７ ８７４７ ８５２０

２９ １７４６９ ９４４７ ８０２２

３０ １５０９４ ８１８９ ６９０５

００３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３１ ２４９１０ １３７８１ １１１２９

３２ ２６８７６ １４２４３ １２６３３

３３ ２８０１９ １４９０３ １３１１６

３４ ２７３７８ １４２３３ １３１４５

３５ ２７３４９ １３９５６ １３３９３

３６ ２５５７８ １３２７２ １２３０６

３７ ２６４５０ １３６４３ １２８０７

３８ ２３６５４ １１８４２ １１８１２

３９ ２４１５６ １２３２８ １１８２８

４０ ２０５４６ １０３８６ １０１６０

４１ ２０３１３ １０４０８ ９９０５

４２ ２１７１２ １０８４６ １０８６６

４３ ２１３５５ １０３８６ １０９６９

４４ ２０９６０ １０５２９ １０４３１

４５ ２０７５１ １１２０３ ９５４８

４６ ２０００４ １０６９９ ９３０５

４７ １９７４１ １０５２２ ９２１９

４８ １８０２８ ９５２８ ８５００

４９ １９０５６ ９９８６ ９０７０

５０ １７４６４ ９２０７ ８２５７

５１ １７７３３ ９４８９ ８２４４

５２ １６４５７ ８７６６ ７６９１

５３ １６４１４ ８８８２ ７５３２

５４ １５３６６ ８２５０ ７１１６

５５ １４６３４ ７８５６ ６７７８

５６ １４１８２ ７５０２ ６６８０

５７ １４０２１ ７６４６ ６３７５

５８ １２８３１ ６９５４ ５８７７

５９ ６４７８ ３５７８ ２９００

６０ ７２４４ ４０４９ ３１９５

６１ ８８７４ ４９４０ ３９３４

６２ ９６５６ ５２７１ ４３８５

６３ ９０８２ ５０４６ ４０３６

６４ ９３９７ ５０６６ ４３３１

６５ ８８９１ ４６２４ ４２６７

６６ ７９４６ ４１８９ ３７５７

６７ ７０４９ ３７０７ ３３４２

６８ ６５３６ ３３７２ ３１６４

６９ ６３１３ ３２８２ ３０３１

７０ ５８３６ ２９８９ ２８４７

７１ ５４２４ ２８３１ ２５９３

７２ ５１４５ ２６７０ ２４７５

７３ ４７９６ ２４６６ ２３３０

７４ ３８７３ １９８５ １８８８

７５ ３４７３ １７６０ １７１３

７６ ２７９４ １３８５ １４０９

７７ ２４８９ １２５０ １２３９

７８ ２０７３ １００８ １０６５

７９ １５８５ ７８６ ７９９

８０ １３５４ ５９４ ７６０

８１ １１０２ ５０８ ５９４

８２ ８３６ ３９３ ４４３

８３ ６６０ ２９２ ３６８

８４ ５１２ ２０７ ３０５

８５ ３８６ １６９ ２１７

８６ ３０５ １２６ １７９

８７ １７８ ７５ １０３

８８ １４４ ６７ ７７

８９ ７４ ３０ ４４

９０＋ １１５ ４７ ６８

１０３第三编　人　口



２０３ 平凉地区志 （上）



２０００年人口年龄普查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总计 ２０６７１０２ １０６４０６４ １００３０３８

０—４ １３９１００ ７７６１８ ６１４８２

０ ２６６３３ １４４８６ １２１４７

１ １８６０６ １０４２７ ８１７９

２ ２６２８５ １４９４６ １１３３９

３ ３０３１７ １７１６３ １３１５４

４ ３７２５９ ２０５９６ １６６６３

５—９ ２１５３９０ １１４９３３ １００４５７

５ ４４７１０ ２４１２４ ２０５８６

６ ４２１５０ ２２４０８ １９７４２

７ ４５６４４ ２４４３８ ２１２０６

８ ４２２７５ ２２３７８ １９８９７

９ ４０６１１ ２１５８５ １９０２６

１０—１４ ２２７７１０ １１８０１７ １０９６９３

１０ ５１１９０ ２６６９２ ２４４９８

１１ ４６９５１ ２４５６８ ２２３８３

１２ ４４１１１ ２２８１２ ２１２９９

１３ ４５０６２ ２３１９９ ２１８６３

１４ ４０３９６ ２０７４６ １９６５０

１５—１９ １４２４１３ ７２４３８ ６９９７５

１５ ３５０８１ １８０２４ １７０５７

１６ ３２６３８ １６６９５ １５９４３

１７ ２５８３４ １２９６０ １２８７４

１８ ２７３３３ １３８５４ １３４７９

１９ ２１５２７ １０９０５ １０６２２

２０—２４ １１６９１２ ５５５２７ ６１３８５

２０ ２１６２３ １０４７３ １１１５０

２１ ２３２８８ １１３８９ １１８９９

２２ ２４７３９ １１４２６ １３３１３

２３ ２０９４４ ９８３４ １１１１０

２４ ２６３１８ １２４０５ １３９１３

２５—２９ ２００７３３ ９９０６５ １０１６６８

２５ ２９５０５ １４２５９ １５２４６

２６ ３９４７０ １９３１２ ２０１５８

２７ ４３８７６ ２１６５４ ２２２２２

２８ ４４７６６ ２２１１９ ２２６４７

２９ ４３１１６ ２１７２１ ２１３９５

３０—３４ ２３０８４４ １１６５８２ １１４２６２

３０ ５１６７０ ２５７１３ ２５９５７

３１ ４４９８０ ２２４４３ ２２５３７

３２ ４９８０７ ２５４２５ ２４３８２

３３ ３８１８３ １９８０６ １８３７７

３４ ４６２０４ ２３１９５ ２３００９

３５—３９ １７８２１４ ９１２０２ ８７０１２

３５ ４０３８０ ２１０２２ １９３５８

３６ ４００８７ ２０２８２ １９８０５

３７ ４４３５８ ２２９４２ ２１４１６

３８ ３７１９８ １８８３４ １８３６４

３９ １６１９１ ８１２２ ８０６９

４０—４４ １０５１１３ ５５９８７ ４９１２６

４０ １９７１５ １０５４７ ９１６８

４１ １２７５８ ６８５９ ５８９９

４２ ２０４４５ １１１０１ ９３４４

４３ ２６０００ １３７０５ １２２９５

４４ ２６１９５ １３７７５ １２４２０

４５—４９ １２３７１５ ６３５６５ ６０１５０

３０３第三编　人　口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４５ ２５７６９ １３６０８ １２１６１

４６ ２５７３１ １３１０７ １２６２４

４７ ２３９５２ １２３３９ １１６１３

４８ ２６０２２ １３３９９ １２６２３

４９ ２２２４１ １１１１２ １１１２９

５０—５４ １０５２９６ ５３０２８ ５２２６８

５０ ２３５７１ １１９９８ １１５７３

５１ ２１９２６ １１０５８ １０８６８

５２ １９５６０ １００３３ ９５２７

５３ ２０５１０ １０２６４ １０２４６

５４ １９７２９ ９６７５ １００５４

５５—５９ ９００５９ ４７０３１ ４３０２８

５５ １９０３７ ９５０３ ９５３４

５６ １９０８２ １０００７ ９０７５

５７ １７２０５ ９２４５ ７９６０

５８ １８２７５ ９５３９ ８７３６

５９ １６４６０ ８７３７ ７７２３

６０—６４ ７６７５３ ４０２７１ ３６４８２

６０ １７２７７ ８９５９ ８３１８

６１ １５００４ ７７４１ ７２６３

６２ １５８２８ ８３６８ ７４６０

６３ １４５５０ ７７２１ ６８２９

６４ １４０９４ ７４８２ ６６１２

６５—６９ ５６０００ ２９１１３ ２６８８７

６５ １２８９６ ６６４９ ６２４７

６６ １１７７４ ６１８８ ５５８６

６７ １１５５０ ５９８４ ５５６６

６８ １０３２６ ５２７８ ５０４８

６９ ９４５４ ５０１４ ４４４０

７０—７４ ２８０６８ １４８８３ １３１８５

７０ ７０２２ ３７５４ ３２６８

７１ ４４５７ ２４１１ ２０４６

７２ ５５９６ ２９５１ ２６４５

７３ ５５８７ ２９９５ ２５９２

７４ ５４０６ ２７７２ ２６３４

７５—７９ １９５０９ ９６３２ ９８７７

７５ ５２４２ ２７０３ ２５３９

７６ ４３６５ ２１１７ ２２４８

７７ ３９２０ １９１４ ２００６

７８ ３３３３ １６４２ １６９１

７９ ２６４９ １２５６ １３９３

８０—８４ ８２０５ ３７６０ ４４４５

８０ ２３１４ １０８６ １２２８

８１ １９０５ ８６３ １０４２

８２ １７２０ ７９６ ９２４

８３ １２２３ ５６８ ６５５

８４ １０４３ ４４７ ５９６

８５—８９ ２４６６ １１１０ １３５６

８５ ７８９ ３４７ ４４２

８６ ６１２ ２９４ ３１８

８７ ４４９ １９１ ２５８

８８ ３５８ １６７ １９１

８９ ２５８ １１１ １４７

９０—９４ ４５７ ２１０ ２４７

９０ １６５ ７１ ９４

９１ １０４ ４５ ５９

４０３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年　龄

人　口　数

合　计 男 女

９２ ９５ ４２ ５３

９３ ５１ ２８ ２３

９４ ４２ ２４ １８

９５—９９ １３２ ８４ ４８

９５ ３８ ２８ １０

９６ ３４ １８ １６

９７ ２９ １９ １０

９８ ２０ １３ ７

９９ １１ ６ ５

１００岁
及以上

１３ ８ ５

部分年份老少人口及负担系数表

年　份

少年儿童
人口系数
０—１４／总
人 口

劳动适龄
人口比例
１５—６４／总
人口

老年人口
系数６５＋／总
人 口

总负担系数
（０—１４） ＋
６５＋／１５—６４

负担少年
儿童系数
０—１４／
１５—６４

负担老年
系数

６５＋／１５—６４

１９４６ ３５８３ ５９６４ ４５３ ４０３６ ３５８３ ４５３

１９６４ ３９８３ ５８０８ ２０９ ７２１８ ６８５７ ３６０

１９８２ ３６６８ ５９７７ ３５５ ６７３２ ６１３８ ５９４

１９９０ ２６６３ ６８９８ ４３９ ４４９６ ３８６０ ６３６

２０００ ２８１７ ６６２８ ５５６ ５０８８ ４２４９ ８３９

第三节　民族构成

平凉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参 《民族》）。民国２９年 （１９３０），全区有回族４９９１７
人，占总人口的７７２％。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人口发展较快。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区有汉、回、藏、
满４个民族，汉族９３９４８３人，占总人口的９３８８％；回族６１２４４人，占总人口的６１２％；
藏、满族各１人。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的民族增加到１２个，汉族１０７８４２０人，
占总人口的９３７１％，少数民族７２３２９人，占６２９％。其中回族７２２４６人，比１９５３年净
增１１００２人，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５１３‰，比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２３５个千分点；藏族２
人，维吾尔族４人，东乡族３人，满族２８人，侗族５人，蒙古族１３人，白族６人，僮族
６人，朝鲜族１１人，土族４人，民族不详１人。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有１５个民
族，汉族１６１１７２６人，占总人口的９２８９％，少数民族１２３４１７人，占总人口的７１１％，
比１９６４年净增５１０８８人，年平均增长率３０１３‰，比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７０５个千分
点。其中回族１２３１６４人，年平均增长率３００８‰。藏族３２人，维吾尔族２人，布依族５
人，满族１２０人，侗族８人，蒙古族５０人，彝族２人，壮族７人，土家族１人，锡伯族３

５０３第三编　人　口



人，朝鲜族２０人，俄罗斯族１人，保安族１人，外国人入籍１人。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
查，全区民族１９个，汉族１７７４８６０人，占总人口的９２９５％，年平均增长率１５６１％。少
数民族１３４５５９人，占总人口的７０５％，比１９５３年净增７３３１３人，年平均增长率２１５％。
其中，回族１３４０６５人，占７０２％，满族２９０人，蒙古族６８人，藏族２８人，维吾尔族７
人，苗族２人，壮族１３人，布依族５人，朝鲜族１６人，侗族７人，白族２人，土家族１１
人，黎族７人，东乡族３人，土族３人，锡伯族２７人，俄罗斯族１人，裕固族３人，外
国人入籍１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共３４个民族，汉族１９１７６８６人，占总人口
９２７７％，年平均递增率 ７５２‰；回族 １４７４５９人，占总人口 ７１３‰，年平均递增率
９２６‰；蒙古族６０４人，满族５４２人，藏族１７９人，维吾尔族６５人，苗族７７人，彝族
１１４人，壮族４４人，布依族３４人，朝鲜族９５人，侗族３２人，瑶族８人，白族３人，土
家族３５人，哈尼族４人，哈萨克族１人，黎族７人，傈僳族２人，佤族１０人，畲族１
人，东乡族６１人，土族３人，达斡尔族８人，羌族１人，撒拉族１人，锡伯族５人，普
米族１人，塔吉克族７人，怒族１人，保安族１人，裕固族３人，独龙族５人，赫哲族２
人，其他未识前的民族１人。

第四节　姓氏构成

根据袁义达 《中国姓氏三百大姓》分析，中国有２４０００多种姓氏，现用４０００多种，
前３位是李、王、张，３姓人口近２７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１％，而３００大姓中，前５０
姓分别为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

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肖、冯、曾、程、蔡、彭、潘、

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平凉姓氏有其独特性，

现就静宁、崇信、崆峒区姓氏情况录于后。

静宁姓氏

１９９３年６月版 《静宁县志》载：１９８５年，全县有２４０姓，其分布有３个特点：１中
东部８０％的自然村与西北部３０％的自然村，以一个姓氏为主，人口占全县８０％以上，主
姓氏一般都是该村的开发者，少数他姓多为迁入。２南部姓氏少，但相对人口多，西北
部姓氏多而相对人口少，这反映了由南向北渐次开发推进的痕迹。３王、张、李、杨、
刘、马、陈７大姓占全县人口的５２％，且分布广泛，为本县主体姓氏。

静宁姓氏录

王（９０４７户） 张（７５７６户） 李（７１４８户） 杨（３５９３户） 刘（２９２２户） 马（２７６３户）
陈（１９０４户） 高（１５８７户） 吕（１４４５户） 赵（１４９３户） 靳（１０５７户） 吴（８８４户）
周（８９６户） 胡（８８９户） 郭（８７１户） 韩（８５９户） 凡（８３６户） 何（８８０户）
杜（８３０户） 任（８１７户） 程（７６９户） 贾（７７０户） 孙（６９７户） 朱（６８２户）
雷（７０１户） 魏（６０８户） 阎（５８４户） 梁（５４５户） 尹（５２８户） 宋（５１６户）
戴（４６６户） 田（４８２户） 柳（４７２户） 柴（４２１户） 司（４２２户） 曹（４３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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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３７７户） 祁（３４２户） 徐（３１９户） 厚（３０４户） 郑（３１５户） 谢（２９２户）
米（２７８户） 景（２７１户） 苏（２６９户） 翟（２７８户） 邹（２８１户） 罗（２２９户）
石（２３７户） 武（２１５户） 黄（１９４户） 方（２００户） 席（２１１户） 裴（２０４户）
冯（２０４户） 薛（１８２户） 安（１９７户） 常（１８４户） 齐（１８７户） 包（１８９户）
白（１７８户） 穆（１６９户） 岳（１６６户） 崔（１７３户） 伏（１６４户） 牛（１６２户）
鲍（１４５户） 蔡（１３２户） 文（１３９户） 范（１３７户） 温（１４７户） 窦（１２８户）
厍（１２９户） 黎（１２５户） 侯（１２９户） 许（１２７户） 谭（１３０户） 慕（１１９户）
潘（１０６户） 唐（１０３户） 尤（１０９户） 邵（１０９户） 段（９７户） 屈（９６户）
党（９２户） 万（９１户） 卢（８９户） 丁（９３户） 郜（９８户） 吉（７６户）
冀（８０户） 付（８４户） 秦（７１户） 江（６９户） 苟（６８户） 毛（７３户）
聂（６７户） 郝（６７户） 史（６１户） 董（５２户） 仇（５９户） 骆（５９户）
余（６２户） 孔（５０户） 辛（４８户） 邓（６１户） 雍（５６户） 强（５２户）
夏（４９户） 甘（５２户） 受（３８户） 时（４９户） 路（４５户） 逯（４６户）
殷（４６户） 龚（４７户） 蒋（４３户） 蒙（４４户）

5

（４２户） 颉（４０户）
化（４０户） 师（４６户） 汪（３８户） 庞（４０户） 邰（３８户） 谯（３９户）
牟（３２户） 剡（３４户） 臧（３２户） 康（３１户） 金（３０户） 贺（２８户）
戚（２５户） 平（３０户） 蔺（３０户） 连（２５户） 麻（２５户） 晋（２６户）
胥（２４户） 桑（２２户） 于（２２户） 叶（２２户） 袁（２２户） 成（２０户）
姬（２０户） 卜（１９户） 凌（１８户） 关（１６户） 南（１７户） 兰（１５户）
霍（１５户） 邢（１６户） 钱（１８户） 续（１４户） 谷（１３户） 孟（１４户）
肖（１４户） 尚（１２户） 雒（１７户） 满（１１户） 蒲（１１户） 彭（７户）
冉（１０户） 宁（９户） 水（９户） 古（１２户） 亢（１０户） 沙（１１户）
钟（１０户） 甄（１０户） 漆（１０户） 曾（１０户） 孝（７户） 解（６户）
廉（７户）

6

（７户） 鲁（８户） 盛（６户） 乔（６户） 姜（５户）
苗（６户） 车（６户） 同（５户） 仁（４户） 哈（５户） 向（６户）
巩（４户） 寇（５户） 昝（４户） 底（３户） 宣（３户） 邱（４户）
葸（３户） 存（２户） 汝（２户） 全（２户） 慈（２户） 边（３户）
单（３户） 答（２户） 陆（１户） 郗（２户） 倪（１户） 焦（２户）
傅（１户） 甲（２户） 蔚（２户） 陶（１户） 赫（１户） 燕（１户）
左（１户） 权（２户） 坚（１户） 沈（１户） 国（１户） 梅（１户）
本（２户） 后（１户） 闵（１户） 宫（１户） 索（１户） 舒（１户）
廖（１户） 佘（１户） 佟（１户） 林（１户） 雨（１户） 营（１户）
完（１户） 易（１户） 惠（１户） 狄（１户） 宦（１户） 洪（１户）
柯（２人） 拜（２人） 年（１人） 顾（１人） 虎（１人） 海（１人）
章（１人）
　至２００２年，静宁全县有２４１姓，主要以王、张、李、刘、杨、马、陈等为主，最多

的姓氏与最少的姓氏比为５００００∶１。姓氏分布主要是自然村以一个主体姓氏分布为主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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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其中中南部约占８０％以上。以雷大梁为界限，李店、治平等乡每个姓氏平均有１４９
人。个别姓氏仍在演变，由于书写避繁就简而产生的变化，双岘的 “付”姓，原为

“傅”，后写为 “付”，而 “付”又是另一个姓氏，由于 “付”已演变定型，现以 “付”

为姓。威戎的 “戴”姓，部分人简写为 “代”，而 “代”又是另一姓氏，尚未演变定型，

仍写为 “戴”。地方语音发音不准造成演变。城关、城川等地把裴 （音 ｐéｉ）读皮 （ｐí），
把鲍 （音ｂàｏ）读跑 （ｐáｏ）。灵芝等地把解 （音ｘｉè）读为害 （ｈàｉ），由于这些姓氏是在
读音上造成的错误，使用时不予支持和倡导。

崇信姓氏

据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０年颁发居民身份证的５０３９７人统计，有姓氏３１４个。其中占总人口
１％以上的大姓有２０个，人数占总人口的７３７％；１％以下的中姓８０个，人数占总人口
的２３５％。按人数多少依次排列，王　李　张　朱　梁　刘　杨　赵　关　马　陈　黄
　高　杜　袁　信　于　孙　崔　吴　路　谢　阎　位　柳　薛　秦　郭　侯　金　文
　何　甘　肖　温　韩　任　陶　岳　尹　周　章　田　吕　白　冯　魏　胡　孟　石
　范　柏　史　贾　曹　许　郑　叶　罗　毛　唐　董　喻　哈　徐　沈　邵　戚　保
　骆　葛　麻　苏　成　景　雷　武　党　乔　富　荆　贺　赫　糟　安　谷　佘　屈
　姚　宋　丰　丁　蒋　潘　牛　钟　苟　姬　康　林　谈　樊　万　代　芦　尚　程
陆 单　拜　岩　要　卫　谭　年　余　辛　寇　米　段　邓　汤　鲁　蒲　裴　左

　柴　彭　齐　强　窦　申　卢　祁　夏　惠　蔡　孔　付　娄　常　仇　瞿　邱　席
　佟　晏　蹇　车　龙　兰　巩　豆　海　卜　吉　虎　焦　甄　廖　宁　司　邹　鱼
　庞　郝　翁　蒙　戴　方　边　耿　倪　楚　储　口　向　负　朵　汝　汪　宗　郜
　宫　顾　慕　熊　黎　穆　韦　井　永　仵　严　时　佐　郗　神　胥　盛　靳　虢
　霍　冉　冶　欧　房　厚　班　钱　浦　梅　盖　摆　翟　酆　丑　包　厍　伍　全
　牟　芮　甫　弟　羌　完　苗　者　禹　俞　洪　聂　原　酒　雪　脱　商　禄　谯
　力　云　历　巨　仁　亢　户　艾　古　可　术　帅　仝　勾　台　毕　伏　仲　华
　会　江　纪　巫　励　呈　君　昔　幸　贤　畅　旺　季　竂　弥　陕　练　封　钭
　姜　将　洛　祝　栗　荷　莫　桃　殷　奚　剡　桑　菜　崇　野　鹿　逯　尉　葵
　塔　黑　舒　童　曾　滑　湛　解　雍　锺　赛　燕　儒　藏　糜　耀　完颜

上列前 １３大姓遍布各乡镇，其他姓氏此有彼无。各乡镇三大姓是：锦屏梁、张、
王，九功王、李、朱，铜城朱、张、刘，柏树信、张、王，高庄王、张、吴，黄寨张、

朱、刘，木林王、李、杨，黄花李、梁、袁，赤城李、王、马，新窑李、王、张。大多

数姓氏自称明初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陈张岳刘四姓结伴同行定居北原，至今流传 “陈

戏子，张卦子，岳刘二姓草娃子”的俚语。黄花原李姓据家谱记载，系唐代武康郡王陇

右节度使李元谅的后裔。锦屏赵姓据 《赵存诚墓志铭》载，祖籍杭宋，明初从征，籍属

平凉卫，定留崇信。关姓据 《崇信县志》载，明永乐年间，关和由广东道监察御史谪任

崇信知县，任满留居。梁姓据家谱记载，明初从天桥迁徙来崇。张姓据 《张公碑记》载，

张大涌祖籍山西太原的徐沟县
7

旺村，明嘉靖年间来崇，“隆庆三年 （１５６９）迨父衰老，
扶回故里，奉养送终，携室人复来此地。”任姓据清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莘田翁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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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载：“前明襄陵王之裔，其八世祖 （朱在孝，食禄将军俸）自平迁崇。”明亡惧祸改

姓。木林鲁姓据出土鲁氏墓砖载，祖籍山西平阳府曲沃县文敬村，鲁尔玉之父亡于清道

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五月二十八日。
民国时期，河南、武都、庄浪等地人来崇经商、做工和逃荒，散居各乡。新中国成

立后，兴办农场，开发煤炭，外地农民职工迁入，故姓氏繁多。尤其新窑多达２１７个，
赤城１５０个，最少的高庄也有７７个①。

据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年鉴统计：
平凉市崆峒区姓氏构成

张（５６０８０人）马（３４０７５人）李（２６４９８人）王（２６０７４人）朱（２０３０５人）刘（１７９２２人）
杨（１６８４６人）陈（１２２１２人）赵（１００４３人）兰（７１００人） 高（６２３０人） 秦（５１９０人）
苏（５１４２人） 曹（３５９７人） 田（３４６４人） 何（３２４８人） 郭（３０６５人） 白（３００４人）
徐（２９９０人） 冯（２８３６人） 吴（２７４０人） 段（２７１５人） 余（２６１８人） 宋（２６５５人）
周（２４１０人） 安（２３１７人） 韩（２２２２人） 丁（２１８９人） 胡（２１６４人） 郑（１７２１人）
罗（１７０４人） 姚（１６２５人） 孙（１６１３人） 摆（１５９１人） 吕（１５６４人） 汝（１５４４人）
任（１５４４人） 武（１４３４人） 贾（１４１６人） 魏（１３９２人） 董（１３１１人） 黄（１２５２人）
梁（１２３４人） 崔（１１８０人） 温（１１７４人） 石（１１５７人） 阎（１１３７人） 海（１１１８人）
于（１１１４人） 赫（１０８７人） 蔡（１０７２人） 铁（１０５６人） 孟（１０５３人） 杜（１０４８人）
焦（１０４７人） 史（１０３３人） 邓（１０１０人） 唐（１０００人） 康（８７８人） 景（８７０人）
季（８５５人） 代（８５４人） 程（８５３人） 锁（８５１人） 柳（８５０人） 牛（８４５人）
者（８３９人） 袁（８３３人） 古（７９８人） 买（７８５人） 祁（７７８人） 蒙（７６２人）
包（７５５人） 冶（７４４人） 侯（６９８人） 童（６７３人） 常（６４７人） 樊（６０５人）
沙（５９１） 毕（５８４人） 栾（５７０人） 穆（５５９人） 万（５４５人） 虎（５３３人）
雷（５１４人） 翟（５０９人） 惠（４９９人） 谢（４７２人） 许（４６９人） 谯（４６７人）
贺（４５９人） 沈（４５３人） 叶（４５３人） 薛（４５１人） 陶（４４４人） 米（４３８人）
时（４２８人） 妥（４２２） 车（４２１） 仇（４０８人） 蕾（４０３人） 郗（３９１人）
党（３８１人） 金（３６２人） 孔（３５２人） 伍（３２７人） 郝（３２６人） 司（３２５人）
汪（３１８人） 鄢（３１７人） 路（３１７人） 熊（３１１人） 荆（３１０人） 夏（２９０人）
顾（２８４人） 彭（２８２人） 糟（２８１人） 哈（２７６人） 霍（２６７人） 宁（２６６人）
剡（２６４人） 邢（２４６人） 姜（２３９人） 卜（２３９人） 岳（２３９人） 林（２３９人）
舍（２３７人） 文（２２９人） 鲁（２２７人） 单（２１８人） 陕（２１６人） 付（２１５人）
窦（２１１人） 纳（２０６人） 晁（２０６人） 拜（２０４人） 华（２０３人） 谷（１９７人）
慕（１９５人） 甘（１９４人） 齐（１９１人） 班（１８８人） 毛（１８８人） 涂（１８６人）
乔（１８６人） 靳（１７４人） 尚（１７０人） 师（１６８人） 蛇（１６７人） 尕（１６１人）
压（１６１人） 阿（１６１人） 扣（１５７人） 蒋（１５２人） 谭（１４８人） 冉（１４４人）
洪（１４３人） 钟（１３９人） 懒（１３８人） 强（１３３人） 龚（１３２人） 岩（１３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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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１２６人） 聂（１２１人） 席（１１７人） 浦（１１７人） 梅（１１１人） 邹（１０７人）
苟（１０７人） 喜（１０５人） 关（１０４人） 屈（１０４人） 卫（１０３人） 麻（１０１人）
辛（９５人） 水（９３人） 庞（９２人） 别（９１人） 闵（９１人） 申（８９人）
雍（８８人） 邸（８４人） 赛（１８５人） 邵（８３人） 芦（８１人） 廖（７５人）
钱（７４人） 郎（７４人） 卢（７３人） 苑（７２人） 巩（７２人） 卞（７１人）
云（７０人） 易（６８人） 倪（６６人） 纪（６４人） 桂（６１人） 玉（６１人）
蔺（６１人） 燕（６１人） 严（５８人） 相（５７人） 章（５６人） 房（５５人）
冲（５４人） 吉（５４人） 完（５１人） 曾（５０人） 鲜（４７人） 柴（４６人）
信（４６人） 寇（４５人） 施（４５人） 仝（４４人） 边（４３人） 解（４２人）
钮（４２人） 龙（４２人） 耿（４０人） 鹤（４０人） 邱（４０人） 土（３９人）
豆（３８人） 容（３８人） 年（３７人） 尹（３６人） 山（３６人） 陆（３５人）
舒（３５人） 维（３４人） 南（３０人） 裴（３０人） 蒲（２９人） 向（２９人）
巴（２９人） 郜（２９人） 么（２７人） 保（２６人） 黑（２５人） 芮（２５人）
门（２５人） 桑（２５人） 葛（２３人） 胥（２２人） 戴（２２人） 殷（２２人）
完颜（２２人） 晋（２１人） 井（２０人） 江（２０人） 东（２０人） 黎（２０人）
朵（２０人） 丹（２０人） 计（２０人） 果（１９人） 牟（１９人） 骆（１８人）
庄（１８人） 梨（１８人） 满（１８人） 仁（１８人） 踏（１７人） 弥（１７人）
费（１７人） 索（１７人） 客（１７人） 纽（１７人） 厍（１７人） 冀（１６人）
佐（１６人） 苗（１６人） 君（１６人） 甄（１５人） 湛（１５人） 凡（１５人）
腊（１５人） 多（１５人） 傅（１５人） 狄（１５人） 鱼（１４人） 火（１４人）
荔（１３人） 腾（１３人） 达（１３人） 暴（１３人） 茄（１２人） 列（１２人）
简（１２人） 汤（１２人） 宗（１２人） 冠（１１人） 脱（１１人） 屠（１１人）
巫（１１人） 宫（１１人） 修（１０人） 曲（１０人） 茹（１０人） 褚（１０人）
方（１０人） 刑（１０人） 俄（１０人） 区（９人） 扈（９人） 厚（９人）
颜（９人） 宏（９人） 左（９人） 游（９人） 訾（９人） 佟（８人）
柯（８人） 鲍（８人） 卿（８人） 习（８人） 雪（８人） 销（８人）
道（７人） 宕（７人） 束（７人） 成（７人） 拓（７人） 元（７人）
据（７人） 竺（６人） 喻（６人） 舟（６人） 菅（６人） 平（６人）
庚（６人） 翁（６人） 葬（６人） 和（６人） 刁（６人） 诸（６人）
伙（６人） 凌（５人） 盖（５人） 爱（５人） 娄（５人） 竹（５人）
载（５人） 弓（５人） 镇（５人） 商（５人） 楚（５人） 欧阳（５人）
阳（４人） 升（４人） 勉（４人） 盛（４人） 畅（４人） 邬（４人）
韦（４人） 岐（４人） 封（４人） 甫（４人） 邰（４人） 第（４人）
尉迟（４人） 瞿（４人） 卯（４人） 焦（４人） 自（４人） 闪（３人）
委（３人） 撒（３人） 奚（３人） 覃（３人） 都（３人） 折（３人）
普（３人） 重（３人） 咸（３人） 明（３人） 会（３人） 臣（３人）
念（３人） 硕（３人） 伏（３人） 虢（３人） 毋（３人） 俞（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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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３人） 连（３人） 司徒（３人） 嗽（３人） 冼（３人） 木（３人）
雒（３人） 浩（３人） 带（３人） 国（３人） 勇（３人） 主（３人）
上官（２人） 栗（２人） 官（２人） 漆（２人） 尤（２人） 里（２人）
种（２人） 伊（２人） 练（２人） 敬（２人） 固（２人） 项（２人）
桥（１人） 扁（１人） 血（１人） 鸿（１人） 宿（１人） 化（１人）
崖（１人） 及（１人） 犹（１人） 宛（１人） 野（１人） 管（１人）
帖（１人） 彦（１人） 时（１人） 庆（１人） 隆（１人） 佘（１人）
光（１人） 全（１人） 应（１人） 缪（１人） 莽（１人） 优（１人）
励（１人） 淡（１人） 睢（１人） 萧（１人） 千（１人） 仉（１人）
县（１人） 莫（１人） 阚（１人） 要（１人） 口（１人） 员（１人）
俏（１人） 楮（１人） 后（１人） 戈（１人） 令（１人） 都（１人）
晨（１人） 薄（１人） 苍（１人） 亓（１人） 邴（１人） 闻（１人）
郏（１人） 逯（１人） 亢（１人） 受（１人） 谁（１人） 虞（１人）
隽（１人） 邗（１人） 干（１人） 底（１人） 效（１人）

第五节　 行业职业构成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行业职业统计按本籍、寄籍两大类、８个行业门类进行。全区社
会劳动人口４５７７８８人，其中男性人口２３８１７４人，女性人口２１９６１４人，分别占社会劳动
人口的５２０３％、４７９７％。在社会劳动人口中，农业３６１３７６人，占７８９４％；矿业４６３
人，占０１０％；工业１０５３８人，占２３％；商业１３６２０人，占２９８％；交通运输业６６８
人，占０１５％；公务 ９４７８人，占 ２０７％；人事服务 １２１９４人，占 ２６６％；自由职业
２０３８人，占 ０４５％；其他 ３４３８人，占 ０７５％；无业人员 ４３９７５人，占 ９６１％。３６年
（１９４７）社会劳动人口上升到４９３１６０人，其中男性人口２６８５９９人，女性人口２２４５６１人，
分别占社会劳动人口的５４４６％、４５５４％。农业３１８１９７人，占７６６９％；矿业２６８人，
占００５％；工业１２７９７人，占２５９％；商业１６２６５人，占３３０％；交通运输业８１９人，
占０１７％；公务４４６９人，占０９１％；人事服务１９０４人，占０３９％；自由职业２１４７人，
占０４３％；其他３９２３人，占０８％；无业人员７２３７１人，占１４６７％。

新中国成立后，行业门类增多，在业人口规模增大。１９９０年，全区在业人口１１７４８１８
人，占总人口６１５３％，按行业门类划分，在业人口比重分别为：农牧林水利业１０２８４９６
人，占 ８７５５％；工业 ６０８５９人，占 ５１８％；地质勘探业 ６３９人，占 ００５％；建筑业
８５０１人，占０７２％；交通邮电业７４９５人，占０６４％；商贸服务业１９２９４人，占１６４％；
房地产开发、公用事业 ３４０７人，占 ０２９％；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５９３８人，占
０５１％；教育、文化和广播事业１９８９１人，占１６９％；科研和技术服务业１８４８人，占
０１６％；金融保险业２５４６人，占０２２％；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１５９０４人，占１３５％。

按社会产业分类，１９７８至２００２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长３４９９％；第二产业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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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增长２５６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８８５倍。按职业分类，１９７８至２００２年，国家
职工人数增长８３７％；城乡个体从业人员达到５４９万人；农村劳动力增长９０３９％。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社会从业人员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合　计

按产业分 按职工与非职工分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职　工
城乡个体

从业人员

农　村
劳动力

１９７８ ５４８８ ４８１２ ３５０ ３２６ ６２６ ４８６２

１９８０ ５６８８ ４９８４ ３５１ ３５３ ５８５ ５１０３

１９８２ ６１１２ ５０４４ ２４５ ８２３ ６３５ ００９ ５４６８

１９８５ ７１３８ ４９０４ ８０５ １４２９ １０３２ ０３２ ６０７４

１９８７ ７６８７ ５１７２ ９６０ １５５５ １１１０ ０３９ ６５３８

１９９０ ８２６６ ５７４０ ９４０ １５８６ １１９４ ０３２ ７０４０

１９９２ ８７０４ ５９３０ １０３５ １７３９ １２９６ ０５０ ７３５８

１９９５ ９０８７ ５５５３ １１８２ ２３５２ １３５３ １０１ ７６３３

１９９７ １０１８６ ５７７０ １３５３ ３０５９ １３８１ ８５８ ７９４７

２０００ １０１２２ ５９０４ １１２０ ３０９８ １０９５ ６８５ ８３４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９５６ ６４９６ １２４７ ３２１３ １１５０ ５４９ ９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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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口素质

第一节　身体素质

一、残疾人口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全区有各类废疾人口２３１１９人，占总人口３４２％。本籍残疾人
口２２２４３人，男１６６１７人，女５６２６人。其中残缺４５４１人，盲翳２３８５人，聋哑２９３６人，
低能７５４人，癫狂６３９人，羊痫６７５人，废疾８６８１人，麻风１６人，其他１６１６人。寄籍
残疾人口８７６人，男６０２人，女２７４人。其中残缺１２９人，盲翳９７人，聋哑１２５人，低
能４６人，癫狂３６人，羊痫５１人，废疾２６８人，麻疯２５人，不明９９人。

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口大幅度减少。但因车祸造成的残疾人口不断增加。１９９９年全
区残疾人口１０９万人，占总人口４９９％。

２００１年全区残疾人状况表

指　标 总　计 平凉市 泾川县 崇信县 灵台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总人口（万人） ２２０７８ ４８２８ ３３７９ ９５７ ２２８８ １７２２ ４２１８ ４６８６

残疾人数（人） １０１８９９ ２２２８２ １５５９４ ４４１４ １０５５９ ７９４８ １９４７７ ２１６２５

其中：视力残疾（人） １４６７３ ３２０９ ２２４５ ６３５ １５２１ １１４４ ２８０５ ３１１４

听力语言残疾（人） ３４６４６ ７５７６ ５３０２ １５０１ ３５９０ ２７０２ ６６２２ ７３５３

智力残疾（人） １９８７１ ４３４５ ３０４１ ８６１ ２０５９ １５５０ ３７９８ ４２１７

肢体残疾（人） １５６９３ ３４３１ ２４０２ ６８０ １６２６ １２２５ ２９９９ ３３３０

精神残疾（人） ３７６９ ８２４ ５７７ １６３ ３９０ ２９４ ７２１ ８００

综合残疾（人） １３２４７ ２８９７ ２０２７ ５７４ １３７３ １０３３ ２５３２ ２８１１

说明：按照 《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残疾人分为六类。上表数字根据１９８７年甘肃省残疾人抽
样调查数据推算。

二、预期寿命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辖区婴儿死亡率１５８‰，略低于全国１６３８‰、西北１５９８‰，高于陕
西区域１５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约为３６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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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人口寿命明显提高。据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全区婴儿死亡率由１９８１
年３３２２‰下降到１９８９年的２７８２‰，１９９０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６９１５岁，其中女性为
７０１３岁，男性为６８４３岁，百岁以上老人９人；２０００年全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
７１８５岁，其中男性为７０５９岁，女性为７２６４岁，比１９９０年分别上升２７岁、２１６岁、
２５１岁。有百岁以上老人１３人。

部分年份婴儿死亡率表

县

名

类
别

年份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０

出　生
婴　儿

死　亡
婴　儿

死亡率

（‰）
出　生
婴　儿

死　亡
婴　儿

死亡率

（‰）
出　生
婴　儿

死　亡
婴　儿

死亡率

（‰）

全　区 ２９４４４ ９７８ ３３２２ ４２９２６ １１９４ ２７８２ ２７４１２ ８５８ ３１３０

平凉 ６１６７ ２０６ ３３４０ ７２４３ １０９ １５０５ ５４０１ １４１ ２６１１

泾川 ３８７４ １５６ ４０２７ ６１８４ ２０３ ３２８３ ４８０８ ９４ １９５５

灵台 ３６０７ １１３ ３１３３ ４１６３ ４２ １００９ ２６７８ １３６ ５０７８

崇信 １４３７ ５４ ３７５８ １９００ ４７ ２４７４ ９３１ ３３ ３５４５

华亭 ２４１９ ９６ ３９６９ ２８３９ １２１ ４２６２ ２１０９ ９６ ４５５２

庄浪 ５８１９ １７０ ２９２１ ９３７８ ３３９ ３６１５ ５６５３ １５７ ２７７７

静宁 ６１２１ １８３ ２９９０ １１２１９ ３３３ ２９６８ ５８３２ ２０１ ３４４７

人口预期寿命表 （１９９９年）
单位：岁

县　　别 平均寿命
其　中

男 女

全　区 ６９１５ ６８４３ ７０１３

平　凉 ７１３７ ７０１２ ７２６０

泾　川 ６７４０ ６７２３ ６７４０

灵　台 ６７３４ ６７０９ ６７８７

崇　信 ６６１２ ６５４７ ６４６１

华　亭 ６７３５ ６６１９ ６６９５

庄　浪 ７００２ ６８６８ ７０６５

静　宁 ７０５２ ６９２４ ７１４５

４１３ 平凉地区志 （上）



附：

百 岁 老 人

已逝世部分百岁老人

张映兰，男，汉族，灵台县新开乡寨坡村人。生于１８５４年，卒于１９５８年，享年１０４
岁。清附贡生，众议院议员，历任陇东绥靖司令部和中央陆军新编第五师师部参议、京

师孔教大学校长、甘肃省文史馆馆员。去世后，省文史馆题赠挽联：“生纫奇迹符大众理

想春秋已过百年真上寿，殁无遗憾见前人未作事业躬逢八载新中华”。

马环羔，女，回族，静宁县七里乡高堡村人。生于１８７０年，卒于１９７７年９月，享年
１０７岁。马氏一直从事体力劳动，一生勤劳俭朴，食以杂粮为主，饭量较大。烟、茶、酒
不沾。性情温和，待人宽厚，乐于助人。２０岁左右结婚，生４男２女，５０多岁丧夫。身
体素质好，少疾病，百岁后还扫树叶，上山铲草皮。

杨万泰，男，回族，华亭县东华镇杏树湾人。生于１８７６年，卒于１９８６年，享年１１０
岁。他毕生务农，喜种树养花。７３岁仍坚持种树。１９８０年后全家承包３０亩荒山，种树２
万多株，其中他亲手栽种６００余株，在房前屋后栽种果树１３０多株、花卉５０多种。他养
生有道，讲究卫生，常用苦参根刷牙，饮食适量，喜素食，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

罗进旺，男，汉族，华亭县南川乡晨光村人。生于１８８４年３月，卒于１９８７年，享年
１０３岁。他家境贫寒，从小务农。５２岁入赘法家。他性情开朗，喜素食，爱喝酒，常饮
茶，少吸烟。百岁后仅左耳不聪，右耳听力和双目视力正常，还经常参加劳动。

杨占魁，男，回族，生于１８８３年，卒于１９９０年，１０７岁无疾而终。祖籍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幼年家贫，１８岁起，在水洛城、固原等地当佣工２１年。１９２２年，携妻子来庄
浪韩店关山脚下花崖河村，搭草棚安家，以采樵编造山货为生。出入林海深山，攀援磴

径鸟道。性格开朗，保持回族不近烟酒、经常沐浴等优良习惯，年过百岁仍步履矫健，

神志清晰。１９８８年１月３１日１０５岁寿辰，县党政领导人前往祝贺。

１９９９年在世百岁老人
叶理禄 （参 《人物》）

杨世安，男，汉族，出生于１８９８年８月２０日，农民，住静宁县威戎镇。
贾秀英，女，汉族，出生于１８９８年８月２０日，居民，住平凉地区医院。
穆春花，女，回族，出生于１８９９年８月１３日，农民，住灵台县中台镇。
马长花，女，回族，出生于１９００年１月，居民，住平凉市红照壁沟。
曹习礼，男，汉族，出生于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６日，职工，住平凉市北后街。
程宝华，女，汉族，出生于１９００年５月，居民，住平凉市北后街，五世同堂。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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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规律，每天早起活动身子，常到户外走动，中午按时午睡，一日四餐。一生勤劳，终

日不闲。性情平和，笑口常开，豁达随和，从不与人争执。

古秀翠，女，汉族，出生于１９００年５月１４日，农民，住平凉市白水乡马莲村，六世
同堂。她一生勤劳，生活俭朴，喜食杂粮、面食、冷食、凉菜。每隔两天要吃搅团、黄

米饭，睡前要喝凉水。对人和善可亲，性格温和，从不动怒。

米应丰，男，回族，出生于１９００年９月，居民，住平凉市农科路。１９４５年３月，他
创办平凉米醋厂。退休后，先后被平凉城关镇、清真西大寺聘请为技术指导，开办醋坊。

第二节　文化素质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６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各种文化知识教育的 （含私塾）７２８８０
人，占总人口数的１０３２％；不识字 （即文盲、半文盲）５２３８９５人，粗文盲率 （不识字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７４１７％。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５３１人，占００８％；接
受中等教育的６５５２人，占０９３％；接受初等教育的４４８５６人，占６３５％；接受私塾教育
的２０９４１人，占２９６％。每１０万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７５人，中等教育程度的９２８
人，初等教育程度的６３５１人。

在接受各种文化知识教育的人数中，男性受教育６６９７２人，占９１８９％；女性受教育
５９０８人，占 ８１１％。全区接受各种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是崇信、平凉县，分别占
１８９１％、１６５８％；接受各种教育程度最低的是静宁、庄浪县，分别占５８％、６３１％。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接受各种文
化知识教育的２２６４５４人，占总人口的１９６８％。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 （大专以上）

的１２９３人，占０１１％；接受中等教育的３７７４８人，占３２８％；接受初等教育的１８７３１４
人，占１６２８％。每１０万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的１１２人，中等教育的３２８０人，初等教
育的１６２７８人。文盲半文盲中，有 ３３２６２人达到初识字文化程度，粗文盲率下降到
６３７７％。

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接受各种文化知识教育的人数上升到７７６６３８人，占总
人口４４７６％，比１９６４年上升２３倍，其中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占受教育人数的比例达到
３２３６％。总人口中，接受大学 （含大专）教育的４０５５人，占０２３％；接受高中教育的
８５９４１人，占４９５％；接受初中教育的１８９８７３人，占１０９４％；接受小学教育的４９６７６９
人，占２８６３％。每１０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２３４人，高中教育程度的４９５３
人，初中教育程度的１０９４３人，小学教育程度的２８６３０人。６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
７８０５０３人，粗文盲率下降到４４９８％，比１９６４年下降１８７９个百分点。其中女性粗文盲
占文盲半文盲人数的６４１１％。按国际计算标准，１５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５９９４２１
人，文盲率 （１５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１５岁及以上人口总数）５４５６％。

６１３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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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 平凉地区志 （上）



１９８２年人口文化程度表
单位：人

县别
６岁及以上人口数 受各种文化教育 大学毕业 大学结业或在校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全区 １５５７１４１ ８０５５００ ７５１６４１ ７７６６３８ ５２５３５３ ２５１２８５ ３７６０ ３１１７６４３ ２９５ ２４８ ４７

平凉 ３１４２９７ １６１５９５ １５２７０２ １８０３９０ １１３１９３ ６７１９７ １８０９ １４０７４０２ １３９ １０６ ３３

泾川 ２４３６６１ １２６６４８ １１７０１３ １４３７１４ ９２６２４ ５１０９０ ４２４ ３６３ ６１ ２５ ２３ ２

灵台 １７７４２１ ９３３３９ ８４０８２ ９８９７０ ６６２４５ ３２７２５ ２３９ ２２４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

崇信 ６８３９２ ３５６０６ ３２７８６ ３４４０６ ２２５４９ １１８５７ １２２ １１４ ８ ５ ５

华亭 １３２７８９ ７１８００ ６０９８９ ７０９７２ ４７７４６ ２３２２６ ６３５ ５３１ １０４ ４７ ４１ ６

庄浪 ２８９１３６ １４７７９９ １４１３３７ １０６８５９ ８１３６０ ２５４９９ ２１９ ２０１ １８ ２４ ２２ ２

静宁 ３３１４４５ １６８７１３ １６２７３２ １４１３２７ １０１６３６ ３９６９１ ３１２ ２７７ ３５ ４１ ３８ ３

县别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盲、半文盲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全区 ８５９４１６３０３６ ２２９０５ １８９８７３１３２５５０ ５７３２３ ４９６７６９ ３２６４０２１７０３６７７８０５０３２８０１４７５００３５６

平凉 ２７５７４１７２９９ １０２７５ ４６６７３ ２９８６７ １６８０６ １０４１９５ ６４５１４ ３９６８１ １３３９０７４８４０２ ８５５０５

泾川 １３３０７１０１３１ ３１７６ ３５２１１ ２４６８９ １０５２２ ９４７４７ ５７４１８ ３７３２９ ９９９４７ ３４０２４ ６５９２３

灵台 １０５６１ ８３８２ ２１７９ ２４２４８ １７５１６ ６７３２ ６３９０８ ４０１１０ ２３７９８ ７８４５１ ２７０９４ ５１３５７

崇信 ３５６４ ２６６２ ９０２ ８３９４ ５８１０ ２５８４ ２２３２１ １３９５８ ８３６３ ３３９８６ １３０５７ ２０９２９

华亭 ９２５８ ６２５７ ３００１ １９２１０ １３１５３ ６０５７ ４１８２２ ２７７６４ １４０５８ ６１８１７ ２４０５４ ３７７６３

庄浪 ９３４８ ７９０３ １４４５ ２３４４０ １７９１２ ５５２８ ７３８２８ ５５３２２ １８５０６ １８２２７７６６４３９１１５８３８

静宁 １２３２９１０４０２ １９２７ ３２６９７ ２３６０３ ９０９４ ９５９４８ ６７３１６ ２８６３２ １９０１１８６７０７７１２３０４１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拥有各种文化知识教育的人数发展到１０４３４０５人，人
口文化教育接受率上升到６２５９％，比１９８２年增长３９个百分点。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教
育的８４０１人，占０４４％；中专教育的１９６７９人，占１０３％；高中教育的９７６５５人，占
５１１％；初中教育的２９３２８３人，占１５３６％；小学教育的６２４３８７人，占３２７％。每１０
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４４０人，高中 （含中专）教育程度的６１４６人，初中教育
程度的１５３６０人，小学教育程度的３２７００人。妇女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接受各种文化知
识教育的妇女人数发展到３９００９４人，占总人口的２０４３％，占妇女总人数的４２５４％，占
受各种文化教育人数的３７３９％；每１０万妇女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１７８人，中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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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的５８０人，高中教育程度的２８０８人，初中教育程度的１００３６人，小学教育程度的
２８９３６人。总人口中，６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下降到６２３７４３人，粗文盲率下降到
３２６７％。其中１５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５７００５７人，文盲率下降到４０６９％，比１９８２年
下降１３８７个百分点。

１９９０年人口文化程度表
单位：人

县别
６岁及以上人口数 大 学 本 科 大 学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总 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计 １６６７１４８８６４５３８８０２６１０ ２０８３ １７９７ ２８６ ６３１８ ４９７１ １３４７ １９６７９ １４３５７ ５３２２ ９７６５５ ７１９０９２５７４６

平凉 ３４４５１１ １７７８５４１６６６５７ １１８９ ９８５ ２０４ ２８５８ ２０３９ ８１９ ７９４６ ４８９３ ３０５３ ２８９９９ １８１６８１０８３１

泾川 ２５３７１８ １３１２８７１２２４３１ １２８ １１５ １３ ５７１ ４９３ ７８ ２１５０ １７１６ ４３４ １４７２３ １１３９７ ３３２６

灵台 １８４９５３ ９７３２７ ８７６２６ ９０ ８８ ２ ４６２ ４１２ ５０ １９０２ １５６９ ３３３ １１６３０ ９３３５ ２２９５

崇信 ７３０８６ ３８０４７ ３５０３９ ３９ ３４ ５ ２４２ ２１３ ２９ ８２７ ６５８ １６９ ４１５８ ３１９１ ９６７

华亭 １４５０４２ ７７４９５ ６７５４７ ３３０ ２８３ ４７ ８９６ ７１６ １８０ ２２３０ １５８６ ６４４ １０２０３ ６７８５ ３４１８

庄浪 ３１３３３６ １６１９９６１５１３４０ １０７ ９９ ８ ４６９ ４３１ ３８ １８７４ １６３７ ２３７ １１６６６ ９７８８ １８７８

静宁 ３５２５０２ １８０５３２１７１９７０ ２００ １９３ ７ ８２０ ６６７ １５３ ２７５０ ２２９８ ４５２ １６２７６ １３２４５ ３０３１

县别
初　　中 小　　学 文盲、半文盲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总计 ２９３２８３ ２０１２４６ ９２０３７ ６２４３８７ ３５９０３１ ２６５３５６ ６２３７４３ ２１１２２７ ４１２５１６

平凉 ７３２６６ ４５５３３ ２７７３３ １２２２１４ ６９６３１ ５２５８３ １０８０３９ ３６６０５ ７１４３４

泾川 ５４２７２ ３６７２４ １７５４８ １３６０１９ ６５４５８ ７０５６１ ４５８５５ １５３８４ ３０４７１

灵台 ３９０８７ ２７２１７ １１８７０ ７１４５５ ３９１７６ ３２２７９ ６０３２７ １９５３０ ４０７９７

崇信 １４３８６ ９６６５ ４７２１ ３１１６８ １６１２６ １５０４２ ２２２６６ ８１６０ １４１０６

华亭 ２７６９６ １８２３９ ９４５７ ５６８３３ ３２３１２ ２４５２１ ４６８５４ １７５７４ ２９２８０

庄浪 ３５４０９ ２７６２４ ７７８５ ９１９２２ ６２９５６ ２８９６６ １７１８８９ ５９４６１ １１２４２８

静宁 ４９１６７ ３６２４４ １２９２３ １１４７７６ ７３３７２ ４１４０４ １６８５１３ ５４５１３ １１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拥有各种文化教育的人数达到１４５３２２５人，占总人口
７１３０％，各种文化教育接受率上升到７７１６％，比１９９０年上升１４５７个百分点。各县
（市）接受各种文化教育的人数占各县 （市）总人口的比重：崇信占７８９２％，平凉占
７２２７％，泾川占６９７６％，华亭占６９５８％，灵台占６４９４％，静宁占６２７１％，庄浪占
５７４４％。全区接受各种文化教育的人数中，攻读或取得研究生学位的１４７人，占总人口

０２３ 平凉地区志 （上）



００１％；接受大学 （含大专）教育的２８３３７人，占总人口１３７％；接受高中 （含中专）

教育的１５８０６０人，占总人口７６５％；接受初中教育的４５４６８４人，占总人口２２％；接受
小学教育的８１１９９７人，占总人口３９２８％。各县 （市）接受中专以上文化教育的人数占

各县 （市）总人口的比重：平凉占 ６７９％，华亭占 ４１７％，崇信占 ３３２％，灵台占
２５％，泾川占２１６％，静宁占１８８％，庄浪占１６５％。全区每１０万人口中，具有研究
生学历的７人，受大学教育程度的１３７１人，受高中教育程度的７６４６人，受初中教育程度的
２１９９６人，受小学教育程度的３９２８２人。６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下降到４３００６７人，粗
文盲率２０８１％，其中１５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３７８０７７人，文盲率下降到２５４６％。

２０００年人口文化程度表

县市别
总　 　计 未 上 过 学 扫　盲　班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总计 １８８３２９２ ９６２３２２ ９２０９７０ ３９６２１６ １１９７５３ ２７６４６３ ３３８５１ １２７２９ ２１１２２

平凉 ４１８１３２ ２１６０９０ ２０２０４２ ７０５７８ ２１８７７ ４８７０１ ５８６８ ２１８４ ３６８４

泾川 ２７５４６７ １３７８８８ １３７５７９ ３６１８９ ９９４６ ２６２４３ ４９５８ １５２３ ３４３５

灵台 １８６０３４ ９４２０２ ９１８３２ ３５１８３ ９７７１ ２５４１２ ３０５１ ８３４ ２２１７

崇信 ９１２４２ ４８７７０ ４２４７２ １３５９０ ４５３０ ９０６０ ２４４１ ９４１ １５００

华亭 １５５３５３ ８２６５７ ７２６９６ ３１７８６ １０１０９ ２１６７７ ２２２６ ８７８ １３４８

庄浪 ３５８８６４ １８０９８５ １７７８７９ １１６６４０ ３５８７７ ８０７６３ １９５６ １１３２ ８２４

静宁 ３９８２００ ２０１７３０ １９６４７０ ９２２５０ ２７６４３ ６４６０７ １３３５１ ５２３７ ８１１４

县市别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总　计 ８１１９９７ ４１８８０１ ３９３１９６ ４５４６８４ ２８３７５３ １７０９３１ １１５４３５ ８０８７９ ３４５５６

平凉 １５２２４２ ８０２３５ ７２００７ １１７８７０ ６９２９４ ４８５７６ ３９４７３ ２４０８０ １５３９３

泾川 １４００３８ ６６７１７ ７３３２１ ７１９４６ ４３４６０ ２８４８６ １５０８６ １１３６６ ３７２０

灵台 ７９６５５ ３８７１０ ４０９４５ ５０７６９ ３１６４８ １９１２１ １１６９７ ９１３１ ２５６６

崇信 ３８２１８ １９１４１ １９０７７ ２７７２４ １７３１６ １０４０８ ６１０３ ４５９８ １５０５

华亭 ６５０６５ ３４８７０ ３０１９５ ３８６９３ ２４９０５ １３７８８ １０３１９ ６９４１ ３３７８

庄浪 １６２０８８ ８８６４２ ７３４４６ ５６９９２ ３９１３０ １７８６２ １４２９４ １０８９３ ３４０１

静宁 １７４６９１ ９０４８６ ８４２０５ ９０６９０ ５８０００ ３２６９０ １８４６３ １３８７０ ４５９３

１２３第三编　人　口



县市别
中　 　专 大　学　专　科 大　学　本　科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总计 ４２６２５ ２５５５５ １７０７０ ２３５９９ １６９１２ ６６８７ ４７３８ ３８３８ ９００

平凉 １８５６６ ９５２６ ９０４０ １０８５１ ６８８２ ３９６９ ２６３７ １９８１ ６５６

泾川 ４７６８ ２８７７ １８９７ ２１５１ １７１３ ４３８ ３０３ ２６６ ３７

灵台 ３６７７ ２４６８ １２０９ １７７２ １４３５ ３３７ ２１８ １９９ １９

崇信 ２００２ １３１５ ６８７ １０３９ ８２８ ２１１ １２４ １００ ２４

华亭 ４４７１ ２７７５ １６９６ ２３３６ １７７５ ５６１ ４２９ ３８１ ４８

庄浪 ４０３０ ２９６２ １０６８ ２３８５ １９３３ ４５２ ４６３ ４０５ ５８

静宁 ５１１１ ３６３２ １４７９ ３０６５ ２３４６ ７１９ ５６４ ５０６ ５８

县市别
研　究　生 １５岁及以上文盲人口

小　计 男 女 小　计 男 女

总计 １４７ １０２ ４５ ３７８０７７ １１１６９８ ２６６３７９

平凉 ４７ ３１ １６ ６６１８７ １９８３７ ４６３５０

泾川 ２８ ２０ ８ ３４７４０ ９２５７ ２５４８３

灵台 １２ ６ ６ ３２７７９ ８６５２ ２４１２７

崇信 １ １ １３０８５ ４２９８ ８７８７

华亭 ２８ ２３ ５ ３０４２７ ９５１４ ２０９１３

庄浪 １６ １１ ５ １１１０９５ ３３６９３ ７７４０２

静宁 １５ １０ ５ ８９７６４ ２６４４７ ６３３１７

２２３ 平凉地区志 （上）



第六章　人口普查

明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全国进行土地清丈，户口调查。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三
十三年，按照 《调查户口章程》进行户口调查。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底至二年初，进行名
为 “地理调查”的普查活动，规模大、地域广、时间较为集中，调查项目包括城乡村镇

名称、方向位置、离城里数及户数、人口等。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进行 “村里调查”，项

目分县列村里名称、户数、口数。１７年 （１９２８），按 《户口调查报告规则》进行户口调

查，表列项目繁多，择其要者如户数、男女口数、男女学童数、壮丁数、职业人数及外

国户口等。２６年 （１９３７）、２７年，进行户口、壮丁调查统计，有壮丁 、技能人员和户口
统计表。３１年 （１９４２）国民政府修正公布 《户口普查条例》。３５年 （１９４６），又普查各
县户口，有户量、性比例、年龄分配、婚姻、教育程度、职业等项。

新中国成立后至２０００年，组织过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１９５３年４月，进行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

２４时。登记的内容有常住人口、在外人口、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等指
标。普查结果，平凉专区辖８县，包括今宁夏的隆德、泾源县，庄浪县属天水专区，普
查登记总户数１６１２１８户，总人口９０２９６８人，户均人口５６人。按今区域７县市计，普查
登记的总户数１７５０９６户，占全省总户数的７３８％，总人口１０００７２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７９％，户均人口５７人，略高于全省０４人。

１９６４年２月，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１９６４年６月３０日２４时。
入户登记时间为７月１日至１５日。登记的主要项目有户数、姓名、性别、年龄、民族、
本人成分、文化程度和职业，以及１９６４年上半年出生、死亡、迁出、迁入情况。普查结
果，平凉专区７县总户数２３１１９４户，总人口１１５０７４９人，户均人口５人。比第一次人口
普查总人口增加１５００２０人，年平均增长率１２７８‰。
１９８２年，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７月１日开始入户登记，７月１０日结束。普查的主

要内容有户别、本户住址、人口数、１９８１年出生人数及死亡人数、常住户口已外出１年
以上人数、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户人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

行业、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子女总数和存活子女总数、１９８１年生育
状况等１９个项目。普查结果，平凉地区总户数３２１９５３户 （家庭户３１９５３８户，集体户
２４１５户），总人口１７３５１４３人，户均人口５４人。总人口比第二次人口普查净增５８４３９４
人，年平均增长率２３０８‰。
１９８９年，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普查

内容有本户编号、户别、本户人数、本户出生人数、本户死亡人数、本户户籍人口中离

３２３




开本县 （市）１年以上的人数，姓名、年龄、民族、户口状况和性质，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
常住地状况，迁来本地的原因，文化程度，在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

婚姻状况，妇女生育及存活子女数，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以来的生育状况等２１个项目。普查
结果，平凉地区总户数３９３９１２户 （家庭户３９２４３１户，集体户１４８１户），总人口１９０９４１９
人，户均人口 ４７６人。总人口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净增 １７４２７６人，年平均增长率
１２０４‰。户口在本县市１８９０８９８人 （女性９０８１１６人），常住本县市１年以上１０５６５人
（女性４７９６人），离开户口地１年以上５５６人 （女性２０７人），常住本县市户口待定７３９７
人 （女性３９１０人），原住本县市、现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３人 （女性１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普查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

在区内常住人口。普查结果，全区辖７县 （市），登记的户籍人口 （含有常住户口和常住

户口待定人数，包括外出人口，不包括外来人口）２１８７０２２人；常住户５０９９２１户，其中
家庭户 ５０１１６６户，集体户 ８７５５户；常住人口 （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

２０６７１０２人。常住人口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净增１５７６８３人，年平均增长率为７７１‰。
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４０１人。

４２３ 平凉地区志 （上）



第七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姻状况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人口婚姻状况按本籍、寄籍统计，分为未婚、已婚、离婚、无配偶４种
类型。有男女婚姻人群 ４０５６２１人，占总人口的 ５９９１％。未婚 ８８３７１人，占总人口的
１３０５％；已婚３１３３３６人，占４６２８％；离婚４１人，无配偶２６９５人，婚姻状况不明的１１７８人。
华亭县未婚比例高达２４１７％。３６年（１９４７），婚姻状况统计取消“无配偶”项，增设“丧偶”
项，变“已婚”项为“有配偶”项。１５岁及以上男女婚姻人数增加到４５３２５９人，占总人口的
比例上升到６４１７％，未婚比例下降到５７６％；有配偶比例上升到５１０６％。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人口婚姻状况表
单位：人

县别 性别
本　 籍

合　计 已　婚 未　婚 离　婚 无配偶 不　明

合计
男 １９８５１８ １５１５９５ ４４５１４ １８ １７８１ ６１０
女 １８７０２０ １４９１７２ ３６９９４ ２３ ６３２ １９９

平凉
男 ２９８９０ ２５４６６ ３５２５ １ ８６６ ３２
女 ２７２５８ ２３１６０ ３９７２ ３ ９５ ２８

泾川
男 ３４７１１ ２８１６７ ６４８０ １ ６３
女 ３３２１３ ３０１０１ ３０６２ ２ ４８

灵台
男 ３６２８９ ３１４５０ ４７８３ ５３ ３
女 ３０８８６ ３０３６５ ５０１ ２０

崇信
男 １０３０７ ６６３０ ２６４６ ３ ４５３ ５７５
女 ９０８６ ６７８５ ２２１７ １ ８３

华亭
男 １０２４０ ６４６１ ３７４０ ３９
女 １２８１３ ６８９７ ５６８２ ６３ １７１

庄浪
男 ３６２０５ ２５２０８ １０９２７ １３ ５７
女 ３５７４９ ２５５４９ １０１３５ １７ ４８

静宁
男 ４０８７６ ２８２１３ １２４１３ ２５０
女 ３８０１５ ２６３１５ １１４２５ ２７５

５２３




县别 性 别
寄　 籍

合　计 已　婚 未　婚 离　婚 无配偶 不　明

合计
男 １２０２９ ７３５５ ４５０６ １６２ ６

女 ８０５４ ５２１４ ２３５７ １２０ ３６３

平凉
男 ９３１１ ５４０６ ３８６７ ３８

女 ６０６２ ４０７９ １９２５ ４２ １６

泾川
男 ３８７ ２１９ １３８ ３０

女 ２０８ １２８ ６５ １５

灵台
男 ５２７ ４５７ ６１ ９

女 ３６９ １４ １２ １０ ３３３

崇信
男 ２８４ １５７ １２０ ７

女 ２５７ １３２ １１１ １４

华亭
男 １０７０ ８７２ １３０ ６８

女 ７３９ ６３７ ５８ ４４

庄浪
男 ５６ ３２ ２０ ４

女 ３０ ２１ ７ ２

静宁
男 ３９４ ２１２ １７０ ６ ６

女 ３８９ ２０３ １７９ ７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生育状况如下：

一、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婚姻状况
１９８２年，全区 １５岁及以上婚龄人群达到 １０９８６１７人，占总人口 ６３３２％。未婚

２９４４１２人，占总人口６９７％；有配偶７２２８６５人，占总人口４１６６％；丧偶７６０１１人，占
总人口４３８％；离婚５３２９人，占总人口０３１％。１９９０年，全区１５岁及以上婚龄人群达
到１４００９９０人，占总人口７３３７％。在婚龄人群中，未婚３７６８１６人，占总人口 １９７２％；
有配偶９３６９６８人，占总人口４９０７％；丧偶８０５０２人，占总人口４２２％；离婚６７０４人，
占总人口０３５％。２０００年，据 “五普”１０％调查户数据汇总，全市１５岁及以上婚龄人
群达到 １４３４１３人，占总人口 ６９３８％。在婚龄人群中，未婚 ２４９８６人，占总人口
１２０９％；有配偶１０９０１３人，占总人口５２７４％；丧偶８５３０人，占总人口４１３％；离婚
８８４人，占总人口０４３％。

６２３ 平凉地区志 （上）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人口婚姻状况表
单位：人

县　别 性 别 合　计 未　婚 有配偶 丧　偶 离　婚

合　计
男 ２４５６３７ ３２９７８ １８５９９７ ２６６１８ ４４

女 ２０７６２２ ７７１２ １７４６２０ ２５２８２ ８

平　凉
男 ４６０９３ ８２３０ ３４３００ ３５６３

女 ３５７８０ ２４５９ ２９２３１ ４０９０

泾　川
男 ５１８１４ ７２７４ ３６５６９ ７９６８ ３

女 ３６０８２ ３９６ ３１１０５ ４５８０ １

灵　台
男 ３８８９４ ４８７０ ２７９２９ ６０９５

女 ３２５２０ ９７９ ２６９５６ ４５８５

崇　信
男 １１７３６ ９８１ ９４００ １３５５

女 １０１１０ ３９５ ８５３３ １１８２

华　亭
男 １５５１４ ２７６６ １１５９８ １１３７ １３

女 １３５５８ １３０５ １１０６５ １１８４ ４

庄　浪
男 ４１７１１ ４４２９ ３３８５４ ３４１３ ２１

女 ３８５６２ ８０２ ３２７２７ ５０３１ ２

静　宁
男 ３９８６９ ４４２８ ３２３４７ ３０８７ ７

女 ４１０１０ １３７６ ３５００３ ４６３０ １

７２３第三编　人　口



８２３ 平凉地区志 （上）



二、１５至６４岁按活产和存活子女分组的妇女生育状况
１９８２年，全区１５至６４岁妇女４９９０１９人，占总人口２８７６％，其中有活产子女的妇

女３４８４１７人，有存活子女的妇女 ３４５７５３人，分别占 １５至 ６４岁妇女数的 ６９８２％、
６９２９％，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 ２７４个、存活子女 ２３６个，子女存活率 ８５９８％。
１９９０年，全区１５至６４岁妇女达到６３３１９８人，占总人口３３１６％，其中有活产子女的妇
女４４３０７３人，有存活子女的妇女 ４４１７９０人，分别占 １５至 ６４岁妇女数的 ６９９７％、
６９７７％，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 ２１６个、存活子女 ２０３个，子女存活率上升到
９３７９％。２０００年，据 “五普”１０％调查户数据汇总，全市１５至５０岁妇女达到５３８９８
人，占总人口２６０７％，其中有活产子女的妇女４１７７８人，有存活子女的妇女４１６０２人，
分别占１５岁至５０岁妇女数的７７５１％、７７１９％，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１５９个、存活
子女１５７个，子女存活率上升到９９５８％。

１９８２年１５至６４岁按活产子女分组妇女数表
单位：人

县市别
１５—６４岁
妇女人数

没有活

产子女

活产

１个
活产

２个
活产

３个
活产

４个
活产

５个
活产

６个
活产７个
及以上

全区 ４９９０１９ １５０６０２ ４６３５５ ５７１５８ ５９２２５ ５１９３４ ４１３８９ ３２４７５ ５９８８１

平凉 １０２２９０ ３２１３６ ９８５０ １２３２１ １１８７９ １０４１７ ８１９３ ６１３８ １１３５６

泾川 ７９７３６ ２３１３９ ８３９５ ９７８０ １０６４１ ９０９１ ６７５２ ４８９０ ７０４８

灵台 ５６２４８ １６７８７ ５３９１ ６８４６ ７２４９ ６６０９ ５０５６ ３６６４ ４６４６

崇信 ２２２４８ ６７４４ ２２４３ ２７９８ ２７２９ ２２４６ １７０５ １３７９ ２４０４

华亭 ４１７６９ １３５９６ ４３４０ ５２２６ ４８３８ ３８０４ ２９２４ ２４００ ４６４１

庄浪 ９０６２８ ２５４７３ ７３０６ ９７６３ １０７１１ ９２９４ ７８４７ ６４４３ １３７９１

静宁 １０６１００ ３２７２７ ８８３０ １０４２４ １１１７８ １０４７３ ８９１２ ７５６１ １５９９５

１９８２年１５至６４岁按存活子女分组妇女数表
单位：人

县市别
１５—６４岁
妇女人数

没有存

活子女

存活

１个
存活

２个
存活

３个
存活

４个
存活

５个
存活

６个
存活７个
及以上

全区 ４９９０１９ １５３２６６ ５２１８４ ６９１４９ ７３４３４ ６０３１６ ４２５４７ ２６２７４ ２１８４９

平凉 １０２２９０ ３２６３０ １０９６９ １４５０２ １４５５３ １１７４７ ８１７７ ５０６５ ４６４７

泾川 ７９７３６ ２３７４８ ９５７０ １２０５０ １２５５３ ９５７２ ６１５０ ３５０１ ２５９２

崇信 ２２２４８ ６９３０ ２６１４ ３３７３ ３３５８ ２４６２ １６７５ １０３７ ７９９

华亭 ４１７６９ １３８７９ ４８８０ ６１１３ ５７３６ ４２３０ ２９４９ ２０１２ １９７０

庄浪 ９０６２８ ２５８０８ ８４２７ １２４１１ １４１８０ １１８８７ ８６４５ ５２２３ ４０４７

静宁 １０６１００ ３３０６８ ９６６７ １２６６７ １４７７８ １３５０９ １０１７５ ６６２１ ５６１５

９２３第三编　人　口



１９９０年１５至６４岁按活产子女分组妇女数表
单位：人

县市别
１５—６４岁
妇女人数

没有活产

子　女
活产

１个
活产

２个
活产

３个
活产

４个
活产

５个
活产

６个
活产

７个

全 区 ６３３１９８ １９０１２５ ７６１８２ １３２４２９ ９０３６９ ５７４８２ ３７９６６ ２３８２０ １２７６０

平凉 １３１８９３ ４１１０８ １９５８３ ２６７００ １６９３９ １１１４６ ７２２８ ４４８８ ２４３６

泾川 ９８７７８ ２７６１６ １２８２７ ２３５５６ １５４０８ ８９６４ ５３２３ ２９５０ １２５９

灵台 ６８８６９ ２１３４０ ７６２１ １４０１６ １０３１６ ６８５７ ４２１６ ２４５４ １１５９

崇信 ２７９８６ ８２３７ ３２９８ ６７０６ ３７９２ ２２７２ １５３０ １０１８ ５１４

华亭 ５３５０９ １６７３９ ８１３９ １１３８２ ６８８５ ４０３０ ２６７６ １７９５ ９０３

庄浪 １１６５７９ ３４２５０ １１４７８ ２２７８７ １７８５３ １１３３９ ７９９１ ５１７９ ２９２３

静宁 １３５５８４ ４０８３５ １３２３６ ２７２８２ １９１７６ １２８７４ ９００２ ５９３６ ３５６６

县市别
活产

８个
活产

９个
活产

１０个
活产

１１个
活产

１２个
活产

１３个
活产

１４个
活产

１５个以上

平均每个

妇女活产

子女数

全 区 ６５８９ ３０７２ １４２４ ５１６ ２８９ １０２ ４９ ２４ ２１６

平凉 １２４１ ５９５ ２５３ ９５ ４７ １９ １１ ４ ２０３

泾川 ５３９ ２０９ ８２ ３０ １０ ５ ２０５

灵台 ５００ ２２９ １０５ ２５ ２２ ４ ４ １ ２１２

崇信 ３１４ １６７ ７３ ３０ ２６ ５ ２ ２ ２１５

华亭 ５２７ ２４０ １１９ ３８ ２０ ９ ５ ２ １９９

庄浪 １５２９ ６８８ ３４２ １１８ ５８ ２２ １４ ８ ２３３

静宁 １９３９ ９４４ ４５０ １８０ １０６ ３８ １３ ７ ２３２

１９９０年１５至６４岁按存活子女分组妇女数表
单位：人

县市别
１５—６４岁
妇女人数

没有存

活子女

存活

１个
存活

２个
存活

３个
存活

４个
存活

５个
存活

６个
存活

７个

全 区 ６３３１９８ １９１４０８ ７９４６９ １３８８５３ ９４１９０ ５７９６７ ３６４４３ ２０２５４ ９３３９

平凉 １３１８９３ ４１３０７ ２０２３５ ２７７０１ １７６８９ １１１５６ ６８７１ ３９２２ １８７３

泾川 ９８７７８ ２７８２６ １３２４０ ２４２５５ １５６４５ ８７０１ ５０７３ ２５３２ １０１２

灵台 ６８８６９ ２１４５４ ８００７ １４５３０ １０５６４ ６６８３ ４０１２ ２１６３ ９６０

崇信 ２７９８６ ８３１０ ３５３２ ７１４３ ４０６９ ２２０８ １４００ ７８６ ３２７

华亭 ５３５０９ １６８７０ ８４６７ １１８２２ ６９６４ ３９６９ ２５４６ １５５０ ７２９

庄浪 １１６５７９ ３４５００ １２２６４ ２４６００ １９０２９ １１７５７ ７６１１ ４０９２ １８１１

静宁 １３５５８４ ４１１４１ １３７２４ ２８８０２ ２０２３０ １３４９３ ８９３０ ５２０９ ２６２７

０３３ 平凉地区志 （上）



县市别
存活

８个
存活

９个
存活

１０个
存活

１１个
存活

１２个
存活

１３个
存活

１４个
存活

１５个以上

平均每个

妇女存活

子女数

全 区 ３６４２ １１７０ ３５２ ８６ １９ ５ １ ２０３

平凉 ７６０ ２６３ ９０ １９ ４ ２ １ １９３

泾川 ３４１ １１０ ３２ ８ １ ２ １９８

灵台 ３４１ １１８ ３０ ５ ２ ２０２

崇信 １４３ ４５ １１ ７ ５ １９５

华亭 ３８４ １３１ ６０ １４ ３ １８９

庄浪 ６６８ １８６ ４５ １６ ２１３

静宁 １００５ ３１７ ８４ １７ ４ １ ２１６

三、１５至４９岁已婚育龄妇女孩次结构变化状况
已婚育龄妇女人群中，无孩妇女比例由１９８４年７２８％减少到２０００年４８６％，一孩

妇女比例由１９８４年１９０１％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４０２％，二孩妇女比例由１９８４年２９２２％
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９４１％，三孩及三孩以上妇女比例由１９８４年４４４９％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
２１７％。一孩巩固率差，仍属普生二孩加少量多孩生育的家庭婚姻模式。

部分年份１５至４９岁已婚育龄妇女孩次结构表

年 份
已婚育龄

妇女人数

占总人

口％

无　　孩 一　　孩 二　　孩 多　　孩

人 ％ 人 ％ 人 ％ 人 ％

１９８４ ２８９７４９ １６２７ ２１０８３ ７２８ ５５０７１ １９０１ ８４６７５ ２９２２ １２８９２０ ４４４９

１９８５ ３００７２５ １６７８ ２２９０５ ７６２ ５９８８９ １９９１ ９１６０３ ３０４６ １２６３２８ ４２０１

１９９０ ３７５９６６ １９５４ ２８０１９ ７４５ ８４１００ ２２３７ １４２５８１ ３７９２ １２１２６６ ３２２５

１９９５ ４２３００８ ２０２１ ２７８８３ ６５９ ８８９９４ ２１０４ ２０１８７５ ４７７２ １０４２５６ ２４６５

２０００ ４３４３２２ １９６９ ２１１１３ ４８６ １０４３３６ ２４０２ ２１４６１０ ４９４１ ９４２６３ ２１７０

第二节　家庭规模

一、户均人口

据推算，西汉元始二年 （２）户均人口３３５人，东汉永和五年 （１４０）上升到４７７
人，唐天宝年间上升到５６８人，宋崇宁年间下降为３３人。明嘉靖四年 （１５２５）高达
７９３人，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降为５９７人。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为６２８人，民国１６
年 （１９２７）又降为５２３人，２４年 （１９３５）升为６２４人，３６年 （１９４７）为６５８人。

新中国成立后，户均人口基本稳定，且逐步缩小。平均每户人口数由１９４９年的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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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降到１９８６年４９７人，２００２年又下降为４１０人。
二、家庭户规模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共３９２４３１户，其中一人户１２５１９户，占３１９％；二人
户２２２４３户，占５６７％；三人户５７５１２户，占１４６６％；四人户１０５４０５，占２６８６％；五
人户８２６３８户，占２１０６％；六人户５０３６３户，占１２８３％；七人户２８９７４户，占７３８％；
八人户１５７９０户，占 ４０２％；九人户 ７８７３户，占 ２０１％；十人及以上户 ９１１４户，占
２３２％。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家庭户增加到５０１１６６户，其中一人户２９０９０户，
占５８％；二人户５５９３３户，占１１１６％；三人户１０２２２９户，占２０４％；四人户１３９０５８
户，占２７７５％；五人户９３３９５户，占１８６４％；六人户５０８９７户，占１０１６％；七人户
１９５７０户，占３９％；八人户６４４７户，占１２９％；九人户２６５８户，占０５３％；十人及以
上户１８８９户，占０３８％。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家庭户规模发生较大变化，由四口、五口之
家居优势的家庭户演变为三口、四口之家居绝对优势，五口人以上的家庭户规模大幅度

下降。

三、家庭户类别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全区３９２４３１个家庭户中，单身户家庭９１９３户，占２３４％；
一对夫妇户家庭 ９７８０户，占 ２４９％；二代户家庭 ２３０３４６户，占 ５８７％；三代户家庭
９８８１０户，占２５１８％ ；四代户家庭５５１６户，占１４１％；五代户家庭９户。一代与其他
亲属和非亲属户２２３４户，占０５７％；二代与其他亲属和非亲属户１３１０７户，占３３４％；
三代与其他亲属和非亲属户１９０２７户，占４８５％；四代与其他亲属和非亲属户１０８３户，
占０２８％；其他户３３２６户，占０８５％。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５０１１６６家庭户
中，一代户家庭 （含单身汉）６５５２２户，占 １３０７％；二代户家庭 ２８１５５４户，占
５６１８％；三代户家庭１４７７１５户，占２９４７％；四代户家庭６３６４户，占１２７％；五代户
及以上家庭１１户。反映出父母与儿女的二代户家庭占绝对优势，祖父母、父母与儿女的
三代户家庭仅占四分之一，“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家庭比重很小，家庭类型已经由

大型家庭、复合家庭向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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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计划生育

１９６２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后，中共平

凉地委、平凉专员公署于次年６月５日发出 《关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

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意见》，并以平凉市为重点，进行节制生育试点。１９６４年１月７日，
中共平凉地委常委会议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控制城市人口。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６日，中共
平凉地委、平凉专员公署召开卫生工作会议，总结推广平凉市青龙卫生所、白水星光计

划生育接生站等１０个先进集体的典型经验。会后，全区抽调２５７名医务人员，深入９５个
公社培训农村医务人员，进行防病治病和节育手术。１９６６年５月，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
工作在城镇党政机关、医疗卫生及企事业单位和一些人口稠密的川区公社逐步实行，但

人口生育仍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１９７２年５月，平凉地区革委会要求各级革委会切实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培训骨干
力量，搞好计划生育工作。１９７３年，中共平凉地委要求按照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
的基本原则，把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全面贯彻落实 “晚、稀、少”政策 （即晚

婚晚育、生育间隔四年左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１９７４年开始，认真落实以放置宫
内节育器为主的节育措施。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５日，地区在泾川县召开全区新法接生现场会和
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１９７７年２月，在制定第五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全区人口自增率、
节育率、晚婚率、生育率等指标，每个生产队配备一名妇女队长，专管晚婚和计划生育

工作。１０月７日，地区革委会召开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会。１９７８年８月，地区革委会研究
制定全区人口计划目标及措施。

１９７９年５月，地区行署制定下发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规定》：提出每对夫妇生

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３年以上，晚婚年龄男２５周岁、女２３周岁。１９８０
年，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１９８２年，全区计划生育工作
取得明显进步。１９８３年，全区有２７０５７对一孩夫妇领取独生子女证，累计领证率由１９７９
年的０７％上升到１０５８％；两年落实以一孩妇女放环、二孩及以上夫妇结扎为主要手段
的长效节育措施７８５８８例，累计综合节育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３９％上升到８７４３％；计划生
育率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５５２６％上升到 ６６２１％，多孩生育比例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６４３％下降到
８７８％。１９８４年，泾川县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称号。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制定 《全区国家职工、城镇居民实行计划生

育具体政策的暂行规定》。１９８７年，收回对城镇机关干部、职工和居民照顾生育二胎的审
批权限，严肃生育政策。１９９０年，面对上年没能完成年度人口计划被省人民政府出示
“黄牌”警告的形势，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以落实二女户夫妇结扎为突破口，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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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规定》，全区计划生育工作

一年摘掉 “黄牌”。此后，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

事日程。１９９２年开始，把人口计划与计划生育工作列入目标责任管理，每年由地、县、
乡各级人民政府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计划生育工作 “一票否决”制。１９９３年９月，泾
川县又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６年，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面对上年又没能完成年度人口计划被省人民政府
第二次出示 “黄牌”警告，地、县、乡抽调３０８０名干部，实行包村目标责任，开展整村
推进，整村达标，一年摘掉 “黄牌”，静宁县被解除重点管理，受到省人民政府表彰。

１９９７年，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加大投入，增配乡镇计划生育
工作站人员和Ｂ超仪等设备，加强孕前管理和服务。１９９８年，制定出全区分步实施 “三

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县、乡规划、《平凉地区基层计划

生育工作规范管理实施细则》和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实施意见。至２０００年，全区
基本实现 “三为主”，各县市分别受到省人民政府的命名和奖励。此后，全面开展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使全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名列全省分类指导的中东６地州市的前茅，受
到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奖励。华亭、灵台县被省政府命名为 “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县”，华亭县为 “全省综合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示范县”。２００２年，建立依法管
理、村 （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计划生育管理和服

务水平得到提高。全区进入低生育时期，城镇普遍实行一孩化，农村较好地执行 “一个

半”（普遍生育一孩加照顾二胎生育）生育政策，杜绝多孩生育，出生孩次结构得到优

化。全区累计避免出生人口８３万人。

第一节　机构设施

一、行政管理机构

１９６３年５月，成立专区计划生育委员会，１９６６年机构瘫痪。１９７２年６月，成立地区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办公室与地区卫生局合并。此后几度分
合 （参 《政权政协》）。１９８２年１１月改为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６月又改为地区
行署计划生育处。

二、技术服务机构

１９８４年７月，成立平凉地区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设在行署计划生育处宣传技
术科。１９８７年成立平凉地区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指导站更名为平凉地区计划生育服
务站。

１９８３年，各县市陆续成立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１９８８年，更名为计划生育服务
站。１９９７年建立乡镇计划生育服务所和村级计划生育服务室。

三、群众组织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０日，成立甘肃省人口学会第一届平凉分会。１９９２年更名为平凉地区人
口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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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０日，成立平凉地区计划生育协会。２００２年，全区地、县、乡、村四级
协会组织发展到１９１２个。

四、主要设施

１９９０年投资４６万多元，修建地区计划生育服务大楼，建筑面积１３４１７１平方米。各
县市计划生育服务站经改造、扩建，建筑面积达到８０００多平方米。普遍设立计划生育门
诊、妇科检查室、治疗室、节育手术室、产 （病）房，以及相配套的Ｂ超、透视、化验、
心电图室，宣传教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与咨询室，避孕药具供应站、中西药房等。

计划生育服务设备除放取宫内节育器和男、女性结扎器械外，普遍配备妇科治疗仪、Ｂ超
仪、心电图、乳腺诊断治疗仪、Ｘ线 （透视机），以及化验、针剂等配套设备。

１９９７年，全区８０％以上的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所达到独立建站、临街设所，多数
村建立独立的计划生育服务室。２００２年，乡 （镇）计划生育服务所共有节育手术室、妇

科检查室２４８间，Ｂ超仪增加到２５６台，其中万人以上的乡每所有２台，两万人以上的乡
每所达到３台，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大村也配上 Ｂ超仪。同时，配备手术床、节育包、
消毒锅、妇科治疗仪、避孕药具柜等医疗设施。地、县、乡计划生育部门配备微机１３２
台，基本实现地县微机联网，８０％的乡所运用微机开展计划生育统计工作。

第二节　生育教育

一、内　容
通过各种媒体，反复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制定的计划

生育政策。以农村为重点，以育龄群众为主要对象，针对

不同年龄和不同婚育状况群众的实际需要，多层次、多渠

道、有计划地进行人口理论知识、法律知识以及晚婚晚育、

优生优育、避孕节育、妇幼保健等知识教育。

１９８９年，宣传 《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各级政府通

过算账对比等形式，进行国情、区情、县情、乡情教育；

针对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距离和矛盾，反复宣

传终生只要一个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无私奉献，是一种爱国

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同时，大

力宣传和表彰实行计划生育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先进

事迹。

２００２年，宣传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 《甘肃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称 “一法三规一条例”），用鲜活生动的事例加深人们的理解。

二、形　式
１９８０年后，每年９月２５日前后，举行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 《公开信》

发表纪念活动。１９８２年底至１９８３年３月，以３个月时间，在全区开展第一次计划生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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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月活动。此后每年的元旦、春节期间，各级政府都要集中开展宣传月活动，以喜闻乐

见的群众文艺、送温暖送感情和科技、卫生、文化 “三下乡”等活动，进行宣传。广播

电台、电视台、电影公司和平凉日报，开设计划生育专题讲座等。１９９０年，地区电影公
司在全区开展计划生育专题片放映周活动。一些地方，利用墙报、黑板报、专栏和墙头

标语进行宣传。１９９７年，建立固定性宣传标牌，实现县、乡有 “国策门”、村有 “国策

壁”、宣传牌，户有计划生育服务袋，县城、集镇和主要公路沿线有宣传灯箱或固定性标

语，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悬挂人口与计划生育挂图，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１９９６年后，全区１３１个乡 （镇）建起婚育学校，配备电化教学设备。一些村也建婚

育分校。各中学普遍开设人口理论课，地区每年举行一、二次大型人口理论讲座或人口

形势报告，先后组织地、县、乡三级分管领导和计生干部，到南京、北京等地人口学院

接受高层次的培训教育。

１９８４年，地区组织编辑 《计划生育政治思想工作》（一百例），宣传实行计划生育的

先进人物和事迹。１９９３年，组织编写 《为了每个家庭的幸福》一书，为基层开展计划生

育基础知识教育提供教材。１９９８年开始，每年编印 《平凉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年鉴》。１９９９
年编印有人口政策、优生优育、避孕知识、生殖保健、致富信息等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

小折页５种３７万多套，发放乡村农户。
１９８２年开始，地区及静宁、平凉、泾川等县 （市）秦剧团，先后排演反映计划生育

现代剧 《万家春》等剧目。创作大量地反映计划生育内容的曲艺、戏剧、相声、快板、

顺口溜等，通过文艺队伍向群众宣传。每年春节期间，群众组织的反映计划生育的春官

词、宣传车、秧歌队等，形式多样，内容新颖，使群众受到教育。崇信县干部高延仁从

１９７９年以来，先后编写反映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剧本、快板、表演唱、对联、春官诗等文
艺作品９０多件，曾荣获甘肃省计划生育先进个人称号。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吴岳村自编自
演的眉户剧 《计划生育中心户长》，获得２００１年国家文化部全国群星艺术节银奖。
２００２年，对１７０８名计划生育干部进行计划生育法规考试，收回计划生育知识竞赛答

题卡２６万份，编印宣传小册子４８６万册，制作大型宣传版面，加强新闻媒体宣传，自
编自演小品、戏曲等文艺节目，普及计划生育法规。

第三节　生育政策

一、晚婚晚育

７０年代全区实行 “晚、稀、少”生育政策，大力提倡男２６岁、女２４岁以后结婚，
但在农村推行难度大。１９８０年，新 《婚姻法》规定男２５周岁、女２４周岁以后初婚的为
晚婚，已婚妇女年满２４周岁后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１９８１年，全区晚婚率上升到
２９６％，１９８４年下降到１６２７％，１９８６年回升到２９４７％。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晚婚率稳
定上升，１９９９年上升到４００３％，２００１年下降为３７１１％，２００２年为３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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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全区女性晚婚表

年　份 初婚人数
２３岁后
初婚数

晚婚率

％
年　份 初婚人数

２３岁后
初婚数

晚婚率

％

１９８１ １４９７１ ４４３１ ２９６０

１９８３ １４６６９ ３５０４ ２３８９

１９８５ １４３１９ ２１１８ １４７９

１９８７ １６０２３ ４９２４ ３０７３

１９９０ １６９８２ ４８６９ ２８６７

１９９２ １７９１３ ５３０４ ２９０１

１９９５ １６２７１ ６６０９ ４０６２

１９９７ １２９５０ ６１６０ ４７５７

１９９９ １２０５７ ５１１８ ４３０３

２００２ １２９６５ ４５７９ ３５３２

二、独生子女优惠

１９７９年地区行署规定，从１９７４年１月以后，凡出生一个孩子就做绝育手术者，给夫
妇双方一次性奖励３００元；３年以后不再生育者，从第四年起连续１０年每年奖励３０元。
１９８１年平凉地委规定，晚育并领取 《独生子女证》的，可享受产假５个月。婚、产假期
间，干部职工工资照发，不影响全勤和年终评奖。领取 《独生子女证》者，从领证之年

起每年发给保健费３０元，连续１０年。１９９０年地区行署规定，夫妇双方或一方为干部职
工的，在产假期间领取 《独生子女证》的妇女，产假延长至１５０天，男方护理假延长至
１５天，产假期间按全勤对待，工资奖金照发，不影响提资晋级；每月领取独生子女保健
费５元，从领证之日起至子女１４周岁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住房，独生子女凭证
优先入托、入园、入学、就医，优先安排就业。夫妇双方为农业人口的，免去夫妇双方

两年义务工和当年土地有偿承包费；住宅有困难的，优先划给宅基地；是贫困户的，优

先扶持脱贫；独生子女可凭证在入托、入园、入学、就医等方面优先照顾，免收孩子上

小学期间的学杂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工、选干，优先进乡镇企业；独生子女保健费

由每年３０元增加到６０元，从领证之日起发至子女１４周岁止；对领取 《独生子女证》

后，又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要求生育的，除经批准发给 《生育证》外，停止独生子

女的各种优待，未经批准超生或抱养 （包括拾婴）孩子者，除按规定进行处罚外，取消

一切优惠待遇，已发给的财、物一律追回。全区领取 《独生子女证》人数由１９７９年的
１６２６对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４１５１８对，领证率由０７％上升到９３４％。城市领证率上升到
５９８５％，农村仅占３９８％。

部分年份全区独生子女领证表

年　份 已婚妇女
累计领证

人 数

领证率

（％） 年　份 已婚妇女
累计领证

人 数

领证率

（％）

１９７９ ２３１３２１ １６２６ ０７０ １９９２ ３９３５７８ ２３７５９ ６０４

１９８２ ２５２９３２ ２３３８４ ９２５ １９９５ ４２３００８ ２１３００ ５０４

１９８５ ３００７２５ ２０７１６ ６８９ １９９７ ４２９１９５ ２０８４０ ４８６

１９８７ ３１８１０８ ４４９７８ １４１４ １９９９ ４３３５９５ ２２２１９ ５１２

１９９０ ３７５９６６ ４３２８４ １１５１ ２００２ ４４４３７９ ４１５１８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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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计划生育贫困户优扶
１９９０年，平凉地委、地区行署发出 《致全区纯女户结扎夫妇及家属的慰问信》，动

员全社会开展 “学雷锋、送感情、送温暖”活动，并制定５条优扶措施：给二女结扎户
领发荣誉证书，每户投保６００元的养老保险金；给纯女结扎户一次性营养补助费５０至
２００元；纯女结扎户家庭住宅困难的优先划拨宅基地，增加一个人份的承包地，免征３年
内的土地有偿承包费，免除夫妻双方１至２年的社会义务工；对纯女结扎户免征２至３年
的教育附加费，免收其子女在初中以下的学杂费；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其子女在乡镇企

业就业。是年，全区为１０８５对二女结扎夫妇办理养老保险，投保金额６５万元，解决营养
补助费２６５万元，安排口粮４９６８万公斤，帮耕帮种投入化肥２９６万公斤，有２６万名
干部职工捐资５１万元。１９９６年开始，平凉地委、地区行署制定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
合的工作计划，并列入各级政府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进行考核评

估。１９９８年，地区行署下发 《全区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实施意见》，制定１２条优
扶措施 ：（１）计生贫困户在发展种植、养殖以及其他原料加工业上，优先给予扶贫资金
和项目、贷款以及产、供、销方面的服务；贷款限额由１０００元放宽到２０００元，原则上不
要求抵押和担保，不受资金比例限制。（２）计生贫困户在兴修农田基本建设及其改土工
程上每亩补助３０元；有条件的乡镇在 “１２１”集水工程上帮助每户建水窖２眼以上，每
眼补助２００元。（３）计生贫困户在发展 “两高一优”农业、林果经济和实行多种经营方

面可优先获得扶助，人均可达到一亩地膜粮食， “温饱工程”每亩补助６０元，由农行、
农发行贷款解决，扶贫部门给予贴息。（４）计生贫困户在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小
土地调整时优先优惠，不实行计划生育者不得增加调整土地。（５）计生贫困户可优先安
排在乡镇或村办企业中就业，所有扶贫项目必须同计生贫困户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实行

以资带劳，用项目覆盖贫困户。即使用扶贫贷款２万元带一个计生贫困户，有偿投资每１
万元带一个计生贫困户，无偿投资５０００元带一个计生贫困户。承担扶贫项目和使用扶贫
资金的法人，在承包项目的同时承包计生扶贫对象，做到包建包扶包脱。县、乡在组织

劳务输出时，优先安排独生子女户和二女结扎户、招婿上门户。（６）在实施科技成果推
广和星火计划的过程中，优先为计生贫困户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在每年的培训中优先

安排计生贫困户进行培训，做到每户有一个科技明白人。（７）计划生育协会从事的经济
实体、合作经济组织，应视为计生扶贫开发经济实体，可优先获得扶持，先开业后登记，

３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扶持计生户兴办的个体经营业可减免工商管理费。（８）计生贫
困户在种植 （如良种、地膜、化肥等）、养殖 （种畜、良禽）等生产资料方面确有困难

的，在扶贫资金中给予优先解决。（９）对独生子女领证户、二女结扎户在村提留、乡统
筹有困难的，视其情况或减或免。（１０）在制定扶贫开发项目计划时，可从项目资金方面
向计生贫困户优先倾斜。（１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二女结扎户的贫困子女上小学、中学有
困难的，学校可免去学杂费。（１２）各级领导和包乡、包村单位必须建立扶贫联系户，县
级干部包５户，科级干部包３户，一般干部包２户，村社干部包１户。２００１年地委、行
署规定，农村要为独生子女领证户和二女夫妇结扎户办理养老保险，每对夫妇投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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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元以上，对 “两户”子女初中升高中，初、高中升中专增加分数线１０分。全区为
９７４５对二女结扎夫妇办理养老保险，投保资金４８３万元，投入帮扶资金１０６０万元，帮扶
计生贫困户２１２２０户，其中有１４９００户已经脱贫。

四、照顾生育二孩

１９８１年，中共平凉地委规定：第一个孩子经县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为非遗传性残疾，
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再婚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一方未生育过的；原发不孕症，抱

养他人一个孩子后怀孕的，均可生育二孩。１９８６年，对城镇干部、职工、居民照顾生育
二孩的条件规定为９条：第一个孩子经县以上医院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
常劳动力的；婚后５年以上未育，抱养他人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夫妇双方或一方系少
数民族；夫妇一方残废 （含二等乙级残废军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一个孩子有明显生

理缺陷，影响生育者；烈士的独生子女；夫妇双方均属独生子女者；归国华侨和台湾、

港澳同胞；再婚夫妇再婚前一方已生育一个孩子，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的。在照顾

生育二孩间隔上，由原４年以上控制到５年以上。１９９８年，把生育二孩间隔由５年以上
调整为４年以上，照顾生育条件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照顾生育二孩条
件调整为：第一个子女经县以上医院确诊，地区病残儿鉴定小组鉴定，确定为非遗传性

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婚后５年以上不孕，女方年满３５周岁以上，依法收养
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再婚夫妇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夫妻一方为二

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同等级因公伤残人员。农业人口照顾生育二孩条件除执行非农业

人口的条件外，增加只生育一个女孩的；是少数民族的；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赡

养女方老人的 （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五、征收社会抚养费及法律责任

１９９０年，对超生子女征收社会抚养费。凡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每年按不低于
夫妻双方年人均纯收入的３０％，合计征收７年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第三
个子女的，每年按不低于夫妻双方年人均纯收入的４０％，合计征收１４年的超生子女社会
抚养费；继续计划外超生的，视胎次加重征收累进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除征收社会

抚养费外，是干部、职工的，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辞退或开除公职，其怀孕期

间、分娩时的一切医药费和其他费用自理，产后休息不发工资，在５至７年内不得转干、
提职、晋级、晋升、评模、评奖；是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的，在５至７年内不得招
为国家干部和职工，不得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待遇；是农民的，在５至７年不得评模和享受
救济，不得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得招为国家干部、职工，超生子女不再增加承

包地，不批给宅基地；对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生育、非婚生育、非法收养子女或符合生育

二孩条件但未经批准提前生育的，均按计划外生育处理；对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后又超计划生育的，除追回已优待的钱物外，还要按计划外生育处理；对突破人口生育

计划或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同时，还规

定，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有非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以２００
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计划外怀孕，经说
服教育拒不采取补救措施的；容留包庇他人计划外怀孕、生育的；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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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职守、弄虚作假、乱发 《生育证》、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的；阻碍计划生育干部履行公

务，诽谤、侮辱、殴打、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积极分子的；歧视虐待实

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和生女婴的妇女，遗弃、残害婴幼儿的；擅自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

性别鉴定、摘取宫内节育器、做假结扎手术、复育手术、选择性终止妊娠的；挪用、贪

污计划外生育费或其他计划生育经费的；其他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行为。

第四节　节育措施

５０年代避孕药具主要有阴茎套、子宫帽、避孕膏。６０年代开始使用口服避孕药和宫
内避孕环。７０年代宫内避孕环由单纯的金属 “○”形环发展到麻花环，“Ｖ”形环、“Ｔ”
形环、带离子环等型号。女用口服避孕药有Ⅰ号、Ⅱ号、零号、复方１８甲滴丸、探亲避
孕药等，长效药片、长效针剂也陆续使用。１９７２年以前，全区落实各种避孕节育措施
５９９６２例。１９７３年，综合避孕节育率上升到５０５３％。绝育率１０４９％。

１９７９年，平凉地委、地区行署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提出全区综合节育
率上升到８５１％。１９８９年，在农村一孩妇女中试行推广生育后４２天放环手术。１９９６年，
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２００２年，综合节育率达到８８６９％，绝育率上升到
９５４５％。

部分年份全区落实节育措施表

单位：人

年

份

已　　婚　　妇　　女

合　计 无 孩 一 孩 二 孩
其中二

女 孩
多 孩

其中多

女 孩

节育数
节育率

（％）

意外

怀孕

补救

措施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４２０ １７１８４８ ８６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９７７ ２１２４３４ １７６４１４ ８３０４ １４９２

１９８０ ２５１９８０ ２０８０２８ ８２５６ ３５３１

１９８２ ２７０４７５ ２３６７７６ ８７５４ ６３４５

１９８５ ３００７２５ ２２９０５ ５９８８９ ９１６０３ １２６３２８ ２５８４１３ ８５９３ ２７３１

１９８７ ３１８１０８ ２７１４１ ６９６１８ ９８０３３ １２３３１６ ２７０３９２ ８５００ ３２６０

１９９０ ３７５９６６ ２８０１９ ８４１００ １４２５８１ ６８６７ １２１２６６ ２６９６ ３３７０６４ ８９６５ １２７７１

１９９２ ３９３５７８ ３２５９５ ７７９５２ １６１９５２ １２３１９ １２１０７９ ６８１８ ３４５１２１ ８７６９ ５４９７

１９９５ ４２３００８ ２７８８３ ８８９９４ ２０１８７５ １４９３３ １０４２５６ ６９１３ ３８１１２７ ９００１ ５４３９

１９９７ ４２９１９５ ２３４０６ ９６７２４ ２１４８６０ １３９９９ ９４２０５ ５６７６ ３８９６９０ ９０８０ ６４６０

２０００ ４３４３２２ ２１１１３ １０４３３６ ２１４６１０ １６４９５ ９４２６３ ５３８４ ３８００８０ ８７５６ ９３５

２００２ ４４４３７９ １８９７０ １１１４２５ ２２６５６６ １９５６７ ８７４１８ ５０９６ ３９４１３８ ８８６９ ２７６３

０４３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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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产关系及体制变革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变革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甘肃农业概况估计》中，辖区７县农佃百分比如下表：

县　名 户　数 口　数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庄浪 １４２７３ １１０８３８ ８０００ １５３４ ４６６

静宁 １６６４２ １３２５９７ ７８５０ １５２５ ６２５

华亭 ６２５２ ３７４８２ ７６００ １０５８ １３４２

崇信 ４３２０ １７５７１ ６５１５ ５８８ ２８９７

平凉 １３１８１ ８３１３５ ９２９０ ２５ ４６

灵台 １９１３０ １０２６９２ ６７６０ ９１０ ２３３０

泾川 ２０３９５ １１６１０４ ６７５０ １７９０ １４６０

１９４６年颁发的土地营业执照

据１９５８年整理的土改资料调查统计，平
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县 （市）

占总人数 ６６９％的地主、富农，占有 １９５２％
的耕地，人均耕地 １５４亩；而占总人口
４２８７％的贫、雇农，仅占１９０９％的耕地，人
均耕地２３５亩。

区内有的大地主占有良田几百亩或者几千

亩。贫雇农人均占有极少的瘠薄耕地，为了生

计，不得不出卖苦力，到地主家拉长工、打短

工，或向地主租种耕地，承受重租剥削，或靠

乞讨维生。

富家豪族凭借土地，残酷剥削压榨农民，

贫富不均。其剥削形式主要有三种：

雇　工　雇工有长工、短工和童工３种形
式。长工一般为一年期限，正月上工，腊月回

家，按年论 “身价”。有技术能提耧下籽者为 “农头”，工价全年小麦３石 （约７５０公

３４３




斤），其他长工则２石至２石５斗。长工平时无休息日，故有 “长工汉，想雨天”之说；

短工亦称忙工，一般按农时季节临时雇用，时间短，大忙一过就解雇，工价多少不等；

童工俗称 “放牛娃”，一般是１２至１５岁的穷孩子，为了糊口，包揽财主家的牛羊放牧，
并要做家务杂活，且多数不付报酬。静宁县仁当高家深沟一恶霸地主，有院落８处，房
屋１１４间，骡马牛驴２０头 （匹），山川地１１２６８亩，常年雇工１３人（长工７人，牧童１
人，管账先生３人，做饭、看门各１人），有长短枪１０余支，他以残酷手段逼债致死农民９人。

地　租　地主靠出租大量土地，收取地租，剥削农民。一般有定租 （亦称死租），也

有伙租、活租。定租即租种土地时一次商定租额。川、原地每亩收租８升至１斗 （５０市
斤），高者达１斗５升。山地每亩收租３至５升，高者１斗，每年秋后收租，夏秋粮各半。
无论丰歉，租额不变。用粮交租为实物地租，用钱顶交为货币地租。交租期上门收租的

地主，佃户须备酒席款待，名曰 “谢茬”。遇天灾人祸，交不清者，转下年并加利，俗称

“加五颗子”，即上年每欠１斗租，下年要交１斗５升。欠租越累越重的佃户，其原业地
即折算抵租，转为当地，直至卖地，而地主得所折抵土地又租给农民，两头渔利。还有

将土地出租后，待庄稼收割或打碾，地主与佃户对半分成，叫做 “活租”或 “伙租”，又

称 “揽山庄或揽庄稼”。这种 “伙庄稼”，其剥削比地租尤烈。

高利贷　旧时叫放账 （指债主）、揭账 （指债户）。有现金、粮食、土布，也有清油

等。以月论利息，一般是钱账加三 （即借１元月息为三角），粮账加五 （即每借１斗月息
为五升），不论钱粮均需当月交清，交不清者可转下月，则息变为本，本则计息，变本加

厉，称 “复利”或 “黑驴打滚”。亦有本利不相加，仍照原本计息者为 “单利”。还有借

短期债者，按当地集日为期，３至１０天不等，到时本利齐还，利率高达３０％、５０％乃至
１００％。如再还不上，则遭毒打，故称 “桄桄账”。少数恶霸地主清债后故意不抽契约，

企图留约再讨，称为 “韭菜园子账”。土布，一般是放一匹布 （长３８市尺，宽８寸至１
尺）月利４尺，１０个月后利上加利。静宁县治平一地主，有时放出一匹布，１０年后本利
成为１０００多匹。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农民高 ××为周 ××作保，借陈 ××的麻钱１２串，
后因周家无力清债，陈强迫为他拉长工１７年，债尚未清，高被迫外逃。２０年 （１９３１），
静宁农民陈××借一地主白洋３元，３年本利清算１２０元，陈被迫服毒身亡，该地主仍在
其父手中讨清债款。高利盘剥，各县均有。２２年（１９３３）甘肃省政府视察员李树藩视察平
凉县农村经济情况后写到：“该县城内乡外，重利盘剥之事，层见叠出，……利大无比，碍难

按期清还，势必生事打?几有性命之虑。”翌年视察泾川县后写道：“滚利盘剥，牢不可破。”

二、减租减息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１年７月，全区分期进行减租减息。凡地主、富农向农民出租土地者，一
律实行 “二五”减租 （在原租额内减去２５％），凡死租、活租地，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
不超过土地常年产量的３７５％。据不完全统计，减退粮食１３０７万石，清出债款３０６７万
元 （旧币）、银币１９７１元、土地６６７亩、房屋５９间、家畜７１头 （只）。

在减租减息中，共斗争恶霸地主２６８人，处决１４人。
三、土地改革

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共平凉地委制订 《关于平凉分区土地改革计划和实施办法》，成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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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分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各县 （市）相继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共抽调２２５８名干部，以
乡为单位分两期在全区６１２个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县市先搞的４５个乡试点的基础
上，第一期开展了２４３个乡的土改，第二期开展３６０个乡。期间，因发生 “四·二”叛

乱，实际完成了５２５个乡的土改任务。

华亭马峡土改工作队 （１９５２年）

土改中，划分阶级成份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

案。划定地主、富农成份须经县土改委员会批准。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粮食、房

屋；征收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经营者超过

全乡人均占有土地的多余部分；征收学田、庙产。

分配满足贫农、雇农，照顾中农，分给地主和农民

同样的一份生产资料。农民欠地主的债务，一律废

除。全区划定地主 ４８４１户，占总农户的 ２８４％；
半地主式富农 １９０户，占 ０１１％；富农 ２７５６户，
占１６２％；小土地出租者１５１１户，占０８９％；工
商业者 ７７６户，占 ０４６％；中农 ６０９８４户，占
３５８２％；贫农４９２４２户，占２８９２％；雇农１７９８６
户，占１０５６％；其他成份８６７３户，占５０９％。

据平凉市、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

静宁、隆德、固原９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没收
地主土地１４１万亩，征收富农、小土地出租、工商
业者的土地２５万亩，耕畜２２４万头，农具３５５２
万件，粮食５７１９８万公斤，房屋５０５万间，大麻
８５７７７５公斤，其他财物４４９８万件。最后按照最贫苦、最需要和团结互让、公平合理、
有利于生产的原则进行分配。全区有１０多万户、６０多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
１１９万多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土改结束后，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
县 （市）占农业总人口４０８１％的贫农和雇农，人均占有耕地４８７亩，增加２５２亩；占
总耕地面积由１９０９％上升到３２７８％。占总农业人口７３６％的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
农人均占有耕地由１５４亩下降到５５５亩；占总耕地面积由１９５２％下降到７２４％。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日至４日，平凉地委召开会议，通过了 《土改复查工作计划》，于当

年冬至翌年春在区内５２５个乡分期进行土改复查。
根据第一期复查的１０２个乡统计，共改订成份３６４户，占所订总成份的０９７％。其

中漏划地主２３户，半地主式富农５户，错划地主１１６户。对漏划的地主富农，按规定没
收、征收土地８９０２亩、房屋３２８间、牲畜８６头、粮食２６１９石、农具１０１９件。对错划
的地主、富农成份改订后，财产进行退还和补偿，连同土改剩余果实在内，共退还、补

偿、分配土地６３６０亩、牲畜９１头、房屋７４９间、农具９８０件、粮食１５０２石、其他财产
３０８３件。同时，人民法庭对１１个有反攻倒算行为的地主分子判处群众管制，追交粮食
８９２石、人民币１７００多万元 （旧币）。全区土改复查结束后，向农民颁发人民政府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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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所有权。

１９５３年冬至１９５４年春，在暂停的７８个回民乡进行土改补课。
据平凉、崇信、灵台、泾川等８县不完全统计，土改中共斗争地主恶霸、反革命分

子、坏乡保人员及地主阶级的代理人１０３５人；分别判处１至５年徒刑的１５５人，５至１０
年的５７人，１０年以上的３６人，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各２１人，劳动改造、群众管制的４７
人，教育释放７０７人。

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 “耕者有其田”，农民生

产积极性提高，生产力获得解放。１９５３年，全区粮食总产达３２４亿公斤，比１９４９年增
长２１３５％，农民生活显著改善。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全区引导农民在自愿互利、以工换工的原则下，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

发展农业生产。

一、互助组

１９５０年，平凉、崇信、华亭、庄浪组织起变工组１１０２个，参加农户１０１９１户。１９５１
年，平凉、泾川、崇信、华亭、静宁县有互助组６６６２个。１９５４年，经过整顿、巩固、提
高，区内建立起互助组２１６１５个，参加农户１０６９２２户，占总农户的６３５８％。临时互助
组订立劳动公约，评工记分，变工还工，互利互助；常年互助组采取死分活评和按时、

按件记工等方法评记工分，记入工分本或发给工分票，以解决互利问题。畜力使用以人

工顶还畜工或出工分票抵偿畜工。小件农具由出勤者自备、自用、自管、自修；大件农

具评出固定工分，使用记工归己，损坏照价赔偿。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２年６月，灵台县独店区景村乡 （今独店乡张鳌坡村）张世昌农业生产合作社成

立。１９５４年春，全区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９个，入社农户２５０户。
年底共试办合作社２４７个，入社农户９１９４户，占全区农业总户数的５４％。１９５５年１０
月，全区掀起大办合作社高潮，至年底，建社１３８４万个，入社农户１６０２万户，占全区
农业总户的８６３８％，实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

初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社员参加劳动和使用社员耕畜、大中型农具

评工记分 （１０分工为１个劳动日）。分配办法是在全年总收入中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公积
金和公益金 （合占５％左右）后，按地股和劳动日比例分配。一般按地三劳七、或地四劳
六的比例分配。副业收入纯归劳动日分配。夏秋两次预分，年终决算。公购粮由户承担。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６年，试办高级社１４０个，入社农户１１５万户。年底共办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２６９７个，入社农户１７２４万户，占全区农业总户的９８２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
一种植、统一分配和计划、劳力、物资、财务统一管理，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变农民私

有制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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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经营管理采取 “三包” （包工、包产、包投资）、 “四固定”

（劳力、土地、牲畜、农具）、“一奖”（超产部分奖）的办法，划分作业组进行生产。四

旁 （村、路、宅、水旁）树为社员所有。收益分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

行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粮食扣除公粮、购粮、种子、饲料，现金扣除税

金、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按劳动日分配。在农业合作化中，虽然 “升级并

社”急促，导致建社初期各地普遍出现劳动组织混乱、劳动报酬平均主义，个别区、社

农民闹退社的现象，但由于及时进行整社，调整生产关系，当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４２７亿公斤，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５９９％。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

一、建立人民公社

１９５８年８月，着手建立人民公社。８月１８日，区内第一个人民公社———泾川县丰台
人民公社成立。至９月２０日，全区建立人民公社４７个，入社农户１８３７万户，占总农户
的９３７２％，平均每社３９万户。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以生产资料归社员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

组织，又是基层政权单位。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土地、牲畜、

农具、劳力、粮食及所有一切财产，均由公社统一支配。

人民公社化后，劳动管理实行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劳动力

编为团、营、连、排、班，搞大兵团作战。行动听命令，劳动没有定额，干活不记工分，

出工 “一条龙”，干活 “一窝蜂”；收益分配上大队统一核算，搞平均主义，取消按劳分

配；经营管理上，强调 “一大二公” （即组织规模大，财产归公），随意无偿调用大队、

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资金、耕畜、房屋、农具、土地等财物，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贸易；

在群众生活管理上，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大办农村公共食堂，不许农户冒烟，有饭

大家吃，吃饭不要钱。出现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 “浮夸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的

“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瞎指挥、多吃多占等严重问题；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大办水利

等 “浮夸冒进”泛滥成灾，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妨碍

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度

下降，人民生活特别困难。据统计，区内劳动力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平均年减少劳动

力３１２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困难的时期。粮食总产量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
平均比１９５６年减产３３３％，减产幅度为历史所罕见。

二、调整核算单位

１９６０年，开展整社整风运动，解散公共食堂、重拨自留地、借种夏茬地、允许社员
开垦小片荒地、饲养猪、羊、鸡等，开展家庭副业，开放农贸市场，调剂余缺，进行生

产自救。

１９６１年，纠正 “共产”风，清理退赔平调财物。平凉、泾川、庄浪、静宁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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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清理退赔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平调生产队和社员资金２２１９５万元，以及土地、耕畜、房屋、
大小车辆、农具、树木等财物。调整社队体制，划小经营规模，区内生产队数由１９６０年
的１７０８个增加到８０７３个。平均每生产队户数由１１５户降为２７户。实行 “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制度。

１９６２年春，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区内基本核算单位有９２５７个。对生产队的土
地、劳力、耕畜、农具实行 “四固定”，经营管理实行 “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

成本，超产奖励），恢复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制度，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与按劳分配相

结合，现金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结合１９６３年开展的以 “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

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管理得到加强。经过三年调整，农

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１９６５年全区农业总产值１０８６９３万元，比１９６２年增长５６６％。
三、农业学大寨

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８年，开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文革”时期，农村大批 “资本主义倾

向”，批判 “工分挂帅”，废除劳动定额、评工记分，搞 “出工划杠杠，干活没样样”的

农业学大寨兴修河堤

“标兵工分”、“政治评分”；批判

“单干风”和 “三自一包”（自留

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工

包产），强调 “以粮为纲”，粮食

亩产 “上纲要”（２００公斤）、“过
黄河” （２５０公斤）、 “跨长江”

（４００公斤），忽视多种经营，割
“私有尾巴”，限制集市贸易，限

制正当的家庭副业，自留畜、自

留羊收归集体，自留地集体代耕

代种；批判 “物质刺激”，降低按

劳分配比例，实行基本劳动日、

基本肥料保基本口粮的平均主义。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

生产再次受挫。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全区粮食总产量除１９７１、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超过１９６５年
外，其余８年一直徘徊不前。

四、社改乡

１９８３年，将全区１２８个人民公社改为乡 （镇）人民政府，１６９６个生产大队改为１６９２
个村民委员会，１０３８２个生产队改为９９３６个村民小组。

第四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联产计酬责任制

１９７９年３月，以队为核算单位，试办划组作业，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其形式有：
在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的基础上实行 “三定一奖”（定工、定产、定费用，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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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罚）、“五定一奖”（定劳力、土地、产量、报酬、费用，超产奖励）、“三包一奖”（包

产、包工、包费用，超奖欠罚）和以产记工等生产责任制。作业组是生产组织，不是一

级核算单位，仍由生产队普遍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分配收益。年底，有１７８２个生
产队建起各种形式联产计酬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的１９９％。１９８０年发展到４２２４个生产
队，占生产队总数的４１１％。

二、包产到户责任制

包产到户的农民

１９８１年初，实行包产到户责
任制 （即家庭联产承包），先在一

些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生

活靠救济的边远贫困山区试办

“口粮田” （即实行社员自包口

粮）后，随之转为土地大包干到

户。是年秋，加快土地大包干到

户的步伐。年底，实行大包干到

户的队达到９２８８个，占生产队总
数 的 ８９４２％。１９８２年，全 区
１０３８２个生产队全部包干到户，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此，

合作化后长期单一的集中统一的

集体经营体制结束，开始了集体和家庭经营相结合的 “双层经营”新体制。

三、专业承包责任制

１９８２年，根据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扩大包干
到户的范围，７０％的大队、生产队把集体经营的大型机械、农田水利设施、果园、林场、
加工服务业、代销点、医疗站及社办、队办企业实行专业承包经营。

四、专业户、重点户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农民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掌

握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率先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开始从事商品

生产。有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社会服务行业，或从事某项专业生产，出现了专业户和

重点户。１９８４年，有专业户、重点户７３９９户，占农村总户数的２４３％，从业１１０５４人；
专业收入８７２３２万元，占家庭总收入的６３％。１９８５年发展到９０９０户，占农村总户数的
２９５％，从业１２２５８人，专业收入１３４３７６万元，占家庭总收入６３２３％。不少专业户、
重点户成为农村治穷致富的领头户、示范户。

五、经济联合体

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专业户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协作生产和经营，形成

有机联系的 “经济联合体”。１９８５年，有新经济联合体６８２个，吸纳３６５１户、７０５３人从
业，固定资产原值２７５８７万元，总收入６４８５９万元，费用支出３５９１４万元，个人分配
总额２３５３７万元。１９８８年，有新经济联合体７００个 （吸纳３１３１户），其中农林牧渔业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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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业３９３个，运输业１４８个，建筑业４５个，商业、饮食、服务业９４个，其他行业４
个，从业人员６５９７人，固定资产原值４５６２５万元，总收入１２５７７１万元，纯收入５３７８６
万元，上缴税金６３３万元，提留５６３４万元，个人分配总额４１８２２万元。

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１９８４年，进行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并借机对土地作了适当的调整，方便了农户耕
作，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加强农村 “两通”（流

通领域、农村交通）建设，从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销售、科技、运输、信息、信用贷款

等方面建立新的服务体系。１９９０年，区内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增长，超额和提前
完成 “七五”计划目标。五年内，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７５％，超过年均增长６８％
的 “七五”计划指标。是年农业总产值４６７８５万元 （超额１６％完成１９９０年计划目标），
其中种植业产值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６０６％，平均每年增长９９％，比 “六五”时期平均增长

５５％的速度高４４个百分点，科技兴农有了良好开端。优良品种、配方施肥、地膜覆盖
等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已显示了巨大的生产潜力，使粮食生产出现了转机。１９９０年农村
人均占有粮食３７８公斤，基本实现了三年解决温饱的目标。
１９９８年６月，平凉地委、行署发出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安排

意见》，发放甘肃省统一印制的 《甘肃省农村土地经营权证》，“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

权，放活使用权，强化管理权”，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到２００２年，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６６４４亿元，人均３０２１元；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９２４亿元；通过扶贫攻坚，全区
有８２个乡、６２５个村、６８０９万人解决温饱，贫困面下降到１０％。一些经济条件好、产
业发展快的地方，已建成小康村 ２３５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１４９９５元，较 １９９３年
５５３６７元增长１７０８３％，１０年平均递增１１７１％。平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５８０９元，
较１９９３年 ６３０５８元增长 ２１０５２％，１０年平均递增 １３４２％；泾川县 １５５１４３元，较
５８８５２元增长 １６３６２％，递增 １１３７％；灵台县 １５５０６５元，较 ５８０７８元增长
１６６９９％，递增 １１５３％；崇信县 １５４１１７元，较 ５８７４０元增长 １６２３７％，递增
１１３１％；华亭县 １７５０１１元，较 ５８２４０元增长 ２００５０％，递增 １３００％；庄浪县
１２２５４７元，较４９６４４元增长１４６８５％，递增１０５６％；静宁县１２９００３元，较４９７７８
元增长１５９１６％，递增１１１６％。粮食总产达到８６３２７１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４５９公
斤，较１９９３年３９４公斤增长１６５％，１０年递增１７１％。平凉市人均占有粮食５３８公斤，
较４３５公斤增长 ２３７％，递增 ２３９％；泾川县 ４５３公斤，较 ４４４公斤增长 ２％，递增
０２２％；灵台县６７５公斤，较５９４公斤增长１３６％，递增１４３％；崇信县６３０公斤，较
４７９公斤增长 ３１５％，递增 ３０９％；华亭县 ６０８公斤，较 ４１６公斤增长 ４６２％，递增
４３１％；庄浪县３３７公斤，较２６４公斤增长２７７％，递增２７５％；静宁县３４５公斤，较
３２８公斤增长５２％，递增０５６％。农民住房面积人均达到２２２平方米，房屋结构向砖
木、钢混结构发展。自来水村５８０个，受益人口占总人口的３２６％，安全水普及率９０％
以上；１００％的乡 （镇）和９７％的村建立了卫生医疗机构；１００％的乡、９９７％的村和
９８１％的户通了电；１００％的乡和 ９９４％的村通了汽车；电视、广播覆盖率分别达到
９３９％和８５％；供养 “五保户”人数占供养对象的１００％ （参 《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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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０２年农业总产值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总产值
其　中

种植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１９７０ ９６３５２ ８２７１７ １２１１ １１０９５ １３２９
１９７１ １６６８０ １３７８５５ ４５０８ ２１７９１ ２６４６
１９７２ １５１０５９ １１２９７１ ５９７５ ２８５９５ ３５１８
１９７３ １１５０９９ ８３２９０ ８２９５ １８７９０ ４７２４
１９７４ １７７８０２ １４３０２８ １２８６０ １７４５３ ４４６１
１９７５ ２２６００４ １８２７４２ １０８４７ ２５３４１ ７０７４
１９７６ １７３５２０ １２６６８０ １１０４０ ２９４３０ ６３７０
１９７７ １７７５６０ １３６７７０ ７９１０ ２４３３０ ８５５０
１９７８ ２０４７３５ １６３８３４ ７０１１ ２３８７１ １００１６ ０３
１９７９ １９２４６７ １４１９４２ ７２２１ ２９４２７ １３８７５ ０２
１９８０ １８２３７３ １３３８２０ ７６８１ ２５６３６ １５２３５ ０１
１９８１ １８３５５６ １３４３８５ ５３５０ ２８１２１ １５６９９ ０１
１９８２ ２４２２９０ １６４６６０ １９１６０ ３７８５０ ２０６２０
１９８３ ２８５０２３ ２０１９１９ ２７９４２ ４０１３８ １５０２３ ０１
１９８４ ３３３５７９ ２２０３５５ ４１１５１ ４９０１９ ２３０５２ ０２
１９８５ ３２６１６１ １９２６２４ ４４３５８ ６６３６９ ２２７９２ １８
１９８６ ３６００３０ ２２７１８０ ３３５８０ ７３６７０ ２５５４０ ６０
１９８７ ３８２５２４ ２２９９７７ ３６３２６ ７７２１６ ３８８２８ １７７
１９８８ ３８５５１４ ２５２８２８ ２５７５７ ７２７０８ ３３９７８ ２４３
１９８９ ４３８６２０ ２８４３３７ ２６０８６ ８４５１６ ４３２５０ ４３１
１９９０ ４６７８５０ ３０９３７５ ２５１１２ ９１０６５ ４１８５４ ４４４
１９９１ ９２５８６３ ５６５０９７ ４８５３２ ２４６３１８ ６４１７２ １７４４
１９９２ １１９８４８３ ８２１４６９ ４６７２４ ２５６１６７ ７１９７６ ２１４７
１９９３ １０７０５８８ ７４８２６３ ５１４５４ ２６８６０６ ２２６５
１９９４ １１８１３４３ ８１９５７７ ５５２３５ ３０３９２６ ２６０５
１９９５ １１１５３７０ ７８３７３０ ４７７６１ ２８０１５５ ３７２４
１９９６ １３７２７６２ １０１３０３９ ５３２１７ ３０３８９８ ２６０８
１９９７ １５３９４５０ １１４５０２８ ５４２２８ ３３７０７０ ３１２４
１９９８ １６８９９９５ １３９５９７３ ５８８４３ ２３１５５３ ３６２６
１９９９ １７４４９５３ １４３３９０７８ ６８５４６ ２３８３３０ ４１６９
２０００ １７４９８６６ １３９６７９４ ８３３９９ ２６５８４５ ３８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８３３４７６ １４７２６６１ ５５６７８ ３００４３０ ４７０７
２００２ １９２３７６４ １５０４８７１ ８６８８６ ３２７２２０ ４７８７

说明：１农业总产值为不同时期的不变价。
２１９４９至 １９６９年，农业总产值分别为 ６４３７７、６８０７０、７６７２８、８０９９６、８０２４６、
１０６８４３、 ９８５１４、 １１１０９０、 ９６３９６、 ９８９６７、 ８６１８６、 ６８９５４、 ６８８０５、 ６９４１０、
８２５４０、８０７９０、１０８６９３、８７３９５、９８０６１、９１２８７、９７８４０万元，表内未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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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普及大寨县文艺宣传队到田间地头演出



第二章　农业生产

平凉是中华农业发祥地之一，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已开始从事

渔猎和农业生产。考古发现，远古时期，种植的农作物有糜子、谷子、芸芥等。夏代，

始种麦子。商代，形成 “耦耕”，并出现铜器农具，开垦荒地，生产技术简单，生产水平

低下。周代，铁制农具出现，用牛耕种。秦汉行 “代田法”、“区种法”，重视蓄水保土，

农作物除糜、谷外，还有秫 （高粱）、 麦 （裸大麦，青藏等地常称青稞）、? （粳稻）、

小豆、躭 （豌豆）等。“丝绸之路”开通后，从西域传入胡麻、胡蒜 （大蒜）、胡荽 （元

荽）、胡萝卜、胡瓜 （黄瓜）、石榴、胡桃、胡豆 （蚕豆）、葡萄、苜蓿等作物。唐代，

桑麻翳野，堪称富庶之区。宋代以后，开荒毁林，水土流失加剧，农业生产日趋衰退。

明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４１）种植 “西天麦” （玉米）。清代，莜麦种植较广，开始引水种

稻。作物有２０余种３００多个品种。民国时期，西方国家的农业机械、优良品种、栽培技
术、化肥、农药开始零星传入，农作物种类继续增加，生产量大的有小麦、糜子、谷子、

燕麦、大麦、青稞、马铃薯 （洋芋）、荞麦、豌豆、扁豆、玉米、高粱、胡麻、油菜、大

豆 （黄豆）、棉花，还有瓜类、蔬菜、大麻、芝麻、葵花、烟草、荏子、药材等，甜菜开

始种植。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农业生产。至２００２年，农作
物种类增加到６０多种、８００多个品种。种植业产值１５０４８７１万元，比１９４９年的６４３８万
元增长２２４倍。

第一节　耕　地

一、耕地面积

周代已开始垦荒种粮。汉以来各朝，农业和牧业、垦荒到荒芜，多有变化。民国时

期，外地客商、难民移居辖区，垦荒面积大增。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各县耕地面积计
５８６７１万亩。３４年 （１９４５）区内耕地面积增到６２３８万亩。至１９４９年，增到６７２８６万
亩，其中水浇地１２４万亩，平均每农业人口耕地７５２亩；２００２年耕地面积减至５７９０９
万亩，人均３０７亩，和１９４９年相比，总耕地面积减少９３７７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下降
５９２％。

４５３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耕地面积表
单位：市亩

县　名 土地总面积 耕地面积 垦殖指数 （％）

庄　浪 １３２６７６５ ４９８６３６ １１

静　宁 ５３３７４５０ ８９３０３０ １７

华　亭 ２２７２３３５ １５２３９３０ ２３

崇　信 ７５８９４０ ２８５２７７ ３８

平　凉 ２４３３５７０ ８４９５６１ ３５

灵　台 １５５９１７５ ９４６１１４ ６１

泾　川 １０３５１３０ ８７０５５８ ８４

合　计 １４７２３３６５ ５８６７１０６ ３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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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耕地构成

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庄浪县水地占耕地面积１％，川地３０％，山地６０％，荒地９％；
静宁县水地占耕地面积１％，川地４０％，山地５０％，荒地９％；灵台县川地占耕地面积
４５％，山地２０％，荒地３５％；华亭县川地占耕地面积３０％，山地５０％，荒地２０％；平凉
县水地占耕地面积５％，川地４０％，山地５０％，荒地５％；泾川县水地占耕地面积６％，
川地３５％，山地４４％，荒地５％ （缺崇信县）。全区平均水地占耕地面积２２％，川地

伏 耕 地

３６７％、山地 ４５７％，荒地 １３９％。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７年进行土壤普查和土地资
源调查。川地 ７０９５万亩 （川水地

４５１９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９４％；
塬 （台）地１０６０６万亩，占耕地面积
的１４％；山地５７８６５万亩，占耕地面
积的７６６％。

山地中，坡度在 １５至 ２５度之间
的面积 １６４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２１７％；大于 ２５度的面积 ４０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５％，保护利用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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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三、耕地质量

１９８６年对全区耕地按照 “苏联卡钦斯基土壤质地分类标准”分类。土壤耕层质地以

中壤土为主，其次是重壤土，轻壤土和轻黏土仅占总耕地面积的０８５％。土壤机构组成
较为理想，不黏不砂，蓄水保墒，通气透水，耕性良好，适耕期长 （参 《土壤》章）。

第二节　种植区划

平凉地区种植区划分３个大区 （一级区）、７个亚区 （二级区）。

一、东部川塬小麦、玉米、高粱、糜谷、蔬菜、瓜果区

素有 “陇东粮仓”之称。包括泾川县１８个乡，平凉市的索罗、草峰、杨庄、香莲、
花所、白水、四十里铺、柳湖８乡镇，灵台县的中台、新开、邵寨、吊街、独店、西屯、
什字、北沟、上良、朝那、梁原、星火、百里、蒲窝１４乡镇，崇信县的柏树、高庄、黄
寨、铜城、锦屏、九功、木林、黄花８乡镇。共计４县市４８乡镇，６６４万人，占全区总
人口的４１％。

此区海拔８９０至１７００米，泾河、河、黑河、达溪河自西至东流经全境，地表侵蚀
切割形成残塬沟壑。总土地面积５５５万亩，耕地２５２５万亩，占全区耕地的３９７％，人
均耕地３８亩。

二、西部干旱丘陵小麦、洋芋、糜谷、油料区

包括静宁县全部，庄浪县除关山５乡外的１７乡，平凉市北塬５乡，共３县市３乡，
人口７３１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４５１％。总土地面积５９６１万亩，耕地２６９万亩，占全
区耕地的４２２％，人均耕地３６８亩。

海拔１０００至２２００米，属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之一。历史上以农为主，生产结构单
一，无限垦荒种植，三料 （饲料、肥料、燃料）俱缺，水土流失严重，广种薄收。１９８０
年才基本实现粮食自给。

三、南部阴湿山区小麦、玉米、洋芋区

地处关山东西两侧，包括华亭县全部，崇信、平凉、庄浪、灵台５县的部分乡及林
业总场、农垦局 （不含张老寺农场）共３０乡，８个国营农、林场，２２４８万人，总土地
面积５０１２万亩，耕地１１５万亩，占全区耕地的１８１％，人均耕地５１亩。

海拔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米。人少地多，地形破碎，阴湿低温，有利于以林为主，林、牧、
农综合发展。

第三节　作物种植

一、粮食作物

明嘉靖 《平凉府志》记载，粮食作物有冬春小麦、大麦、糜、谷、燕麦、荞麦、玉

米、蚕豆、黄豆、黑豆、白豆、青豆、赤豆、小豆、绿豆等 ２８个品种。民国 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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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平凉、泾川、灵台县种植小麦亩产２斗有余，种植糜谷、高粱亩产３斗。３３年
（１９４４），平凉、华亭、崇信、静宁、庄浪县春播粮食面积１７０６８万亩，主要有小麦、玉
米、扁豆、大麦、豌豆、大豆、青稞７个品种。平凉、静宁县各播种小麦１４６７万亩、
４１５６万亩 （春小麦），分别占粮食播种面积 ４４２９万亩和 ４３１６万亩的 ３３１２％与
９６２９％；华亭县播种玉米２２８２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３４５６万亩的６６０３％；庄浪县
播种扁豆１３８４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３２２万亩的４２９８％。３４年 （１９４５），粮食作物
平均亩产９２斤。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３２年 （１９４３）粮食产量表
单位：石

县

名
年
份

数
量

类

别 合计 小麦 大麦 高粱 康米 小米 荞麦 玉米 洋芋
其他

杂粮

平　凉
２４年 １３０９１０ ３４２６０ ５６７５ ３６７４２ １２６５０ ４１５８３

３２年 ２４６８６２ １３３０２４ １６８０ ６４５６ ８８０２２ １７６８０

华　亭
２４年 ３６６７５８ ６７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９４７５８

３２年 ２６２１７８ １９１２０ ２４７８０ ８１４２７ １１６６５５ ２０１９６

庄　浪
２４年 １１６８３ ３６２３ ８０６０

３２年 ３０５８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９８６００

静　宁
２４年 １５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２年 １３７０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 ７４００００

崇　信
２４年 ２４０１０ １１５００ ８６０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１５０

３２年 ２００７８８ ４４２１２ ６１６ １２６０ １０３６０ ２９４０ ２７３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３２２０

泾　川
２４年 ２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２年 ６０５３８８ ３７９６６０ ７６２６０ ８５６０ ９４５５２ １７６４２ ４０５４ ２４６６０

灵　台
２４年 ８０９４３ ４８２０６ ９６５０ ７１３０ １５９５７

３２年 ８８２１４０ ３２３８４３ ２７９７８ ２１０８５２ ７６８８０ ６２５５７ ８２５５４ ５２０００ ４５４７６

合　计
２４年 ９８６３０４ ３６５０８９ ２６５３５ ７１３９２ １２６５０ １０３１３０ ４０７５０８

３２年 ３８７３２５６ １１８９５９１８６５３４２３７１２８５８０５９４１３７８３９１５９１１４１８４７８１３１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７６

１９４９年，以小麦、玉米、洋芋种植面积最大，被称为 “三大作物”。全区粮田面积

５７１０３万亩，夏秋田比为５１∶４９，至８０年代，夏田比例增大。９０年代，提倡 “东粮西

８５３ 平凉地区志 （上）



油中药材”的作物布局结构。１９９８年夏秋田比调整到４９∶５１。
小　麦　１９４９年种植面积 ２３３７１万亩，亩产 ４１１公斤；１９８５年面积最高达到

２８２６５万亩，亩产７６公斤；２００２年面积回落到２４０９３万亩，亩产１５４２公斤。较１９４９
年亩增产１１３１公斤，增长２７５２％。

玉　米　１９４９年种植面积１３４万亩，亩产１８６７公斤；１９７８年面积７９８１万亩，亩
产１９７公斤；１９８５年面积 ５２３４万亩，亩产 １８１公斤；９０年代面积、产量同步增长。
２００２年面积发展到 ９５９２万亩，亩产 ２５９３公斤，较 １９４９年亩增产 ７２６公斤，增长
３８９％。

高　粱　５０年代种植面积较少，６０至７０年代面积增加，１９７１年面积达到１９９万
亩，亩产１４４８公斤。８０年代后面积下降而亩产提高。２００２年面积 ７１１万亩，亩产
３０３８公斤，较１９７１年亩增产１５９公斤，增长１０９８％

洋　芋　１９４９年种植面积１７７６万亩，亩产１１３９公斤 （５公斤折１公斤主粮）。

庄浪洋芋丰收

１９６５年面积３７６１万亩，亩产１０４９
公斤。１９７８年面积３７１４万亩，亩产
１１１公斤。１９９６年推行坑种洋芋后面
积增加。２００２年面积５３２７万亩，亩
产 １６２３公斤，较 １９４９年亩增产
４８４公斤，增长４２５％。

谷　子　１９４９年种植面积４６６３
万亩，亩产５０２公斤。１９７８年面积
２０４５万亩，亩产 ９０公斤。８０年代
面积逐渐减少，１９８５年面积１６５４万
亩，亩产７４公斤。２００２年面积１０８
万亩，亩产１２６１公斤，较１９４９年亩
增产７５９公斤，增长１５１２％。

糜　子　１９４９年种植面积５０５７万亩。１９５３年仅平凉县因小麦发生红矮病翻耕改种
糜子１４８１万亩，亩产５６９公斤。２００２年面积３２５４万亩，亩产９４７公斤。

荞　麦　１９７０年后，推广白苦荞和黑苦荞、甜荞等品种，并用稀牛粪、磷酸二氢钾、
草木灰拌种，产量提高。１９８７年，崇信县引进日本 “北海道荞麦”试种，增产显著，后

在区内南部阴湿山区种植面积较大，亩产１５０公斤以上。２００２年，种植面积５１００亩。
蚕　豆　南部阴湿山区为蚕豆集中产区。２００２年种植面积３０９万亩，亩产１１３９

公斤。

莜　麦　１９７５年种植面积 ２８９万亩，亩产 ４９６公斤。以后西部山区零星种植，
２００２年面积２８００亩。

另有小宗杂粮豌豆、扁豆、黄豆、菜豆、大麦等。２００２年种植面积３４８２万亩，亩
产１０７９公斤。

９５３第四编　农　业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粮食作物面积产量表

年份

播种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

量（万

公斤）

复种

面积

（万亩）

夏　粮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

量（万

公斤）

秋　粮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

量（万

公斤）

人均

产粮

（公斤）

１９４９ ５７１０３ ４６８ ２６７２１ ３１３８ ２８８７１ ３８５ １１１１８ ２８２３２ ５５３ １５６０３ ２９９

１９５０ ５８６７９ ４７９ ２８１２７ ３５２６ ２８８６９ ４２８ １２３４３ ２９８１０ ５２９ １５７８３ ３０４

１９５１ ６０７４７ ５２４ ３１８０２ ３８９１ ２９８８６ ４４５ １３３０４ ３０８６１ ５９９ １８４９８ ３３８

１９５２ ６３０１４ ５２７ ３３１９９ ４７４２ ３３３８２ ４２７ １４２５８ ２９６３２ ６３９ １８９４１ ３４８

１９５３ ６７５６９ ４７９ ３２３６８ ５８２３ ３１９０３ ３７０ １１８１６ ３５６６６ ５７６ ２０５５２ ３３２

１９５４ ６７１５４ ６２６ ４２０４０ ５４６５ ３３２８５ ５６３ １８７４１ ３３８６９ ６８８ ２３２９９ ４２１

１９５５ ６８８８０ ５８７ ４０４３３ ６２９２ ３３２１４ ４３２ １４３５４ ３５６６６ ７３１ ２６０７９ ３９５

１９５６ ６７９８７ ６２８ ４２７２７ ７１９９ ３１３０３ ６１３ １９２０３ ３６６８４ ６４１ ２３５２４ ４１０

１９５７ ６６５７２ ５５７ ３７０７５ ６２７１ ３０４３２ ４５３ １３７７９ ３６１４０ ６４５ ２３２９６ ３５１

１９５８ ６７６１２ ５８３ ３９４４９ ６５５４ ２８８８５ ４８８ １４１０３ ３８７２７ ６５４ ２５３４７ ３７６

１９５９ ６２７５８ ５３４ ３３４９２ ４５７１ ２８９３４ ４６７ １３５１７ ３３８２４ ５９１ １９９７５ ３２９

１９６０ ６４７４２ ３９５ ２５５４３ ６８８５ ３０２５４ ３８７ １１７２３ ３４４８８ ４０１ １３８２１ ２６２

１９６１ ６１６３８ ４２９ ２６４３６ ４９４５ ３１６４３ ３４４ １０８７３ ２９９９５ ５１９ １５５６４ ２６８

１９６２ ６３５５３ ４２２ ２６７７２ ５５８０ ３０９６４ ３２５ １００７８ ３２５８９ ５１２ １６６９４ ２５６

１９６３ ６１０９１ ５４７ ３３４４４ ３９５４ ３０２８５ ４３２ １３０９８ ３０８０６ ６６０ ２０３４６ ３１３

１９６４ ６１４６７ ５１６ ３１７２９ ４５４８ ３２０８９ ４１２ １３２０５ ２９３７８ ６３１ １８５２４ ２９０

１９６５ ６１４２３ ７２４ ４４４７１ ４１２５ ３２５７４ ５９４ １９３３６ ２８８４９ ８７１ ２５１３５ ３９４

１９６６ ６４７３１ ５３１ ３４３９６ ７５４２ ３２０７９ ３８５ １２３４７ ３２６５２ ６７５ ２２０４９ ２９４

１９６７ ６０３２２ ６４１ ３８６７３ ４５７９ ２９９７６ ５１０ １５２８２ ３０３４６ ７７１ ２３３９１ ３２１

１９６８ ５８７５４ ６０４ ３５４８８ ３９３５ ２９４３４ ５５７ １６３９４ ２９３２０ ６５１ １９０９９ ２８２

１９６９ ５８６３３ ６５３ ３８２８７ ４２５０ ３００７６ ５４２ １６３０７ ２８５５７ ７７０ ２１９８０ ２８８

１９７０ ６０１９ ６１８ ３７２００ ５６１０ ２９４２２ ４２５０ １２５０３ ３０７６８ ８０３ ２４６９６ ２７５

１９７１ ５３４９６ ８６１ ４６０５９ ４０８６ ２８２５２ ７０２ １９８４４ ２５２４４ １０３８ ２６２１４ ３３２

１９７２ ５１９８６ ７０６ ３６６６９ ４８７８ ２７８３６ ５０４ １４０１８ ２４１５ ９３８ ２２６５１ ２５８

１９７３ ５１３１１ ４９２ ２５２１３ ４８７８ ２６１２６ ３８６ １００７３ ２５１８４ ６０１ １５１４０ １７３

１９７４ ５０４９０ ８９９ ４５３７３ ３６４２ ２８７０６ ７４９ ２１５０７ ２１７８４ １０９６ ２３８６６ ３０４

１９７５ ５１５０４ １１６９ ６０２３０ ４２０１ ２８２４０ １１１２ ３１３８９ ２３２６４ １２４０ ２８８４１ ３９８

０６３ 平凉地区志 （上）



　续表

年份

播种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

量（万

公斤）

复种

面积

（万亩）

夏　粮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

量（万

公斤）

秋　粮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

量（万

公斤）

人均

产粮

（公斤）

１９７６ ４４８６６ ８０９ ３６３０２ ３６７２ ２５０３３ ７６３ １９０９１ １９８３３ ８６８ １７２１１ ２３８

１９７７ ４５２６３ ９１６ ４１４６４ ３８８０ ２４５６０ ５８７ １４４２３ ２０７０３ １３０６ ２７０４０ ２７０

１９７８ ４７５１０ １０７０ ５０８４６ ３７９６ ２７１２７ ７４６ ２０２５０ ２０３８５ １５０１ ３０５９６ ３２９

１９７９ ５１９８４ ８６７ ４５０６７ ３８８３ ２７１８８ ７２６ １９７３１ ２４７９６ １０２２ ２５３３６ ２８９

１９８０ ５１２２２ ７５３ ３８５６５ ３６３４ ２５９８８ ４９５ １２８５９ ２５２３４ １０１９ ２５７０５ ２４６

１９８１ ５０７７３ ７８１ ３９６３３ ２７６７ ２７４２８ ７７４ ２１２３５ ２３３４５ ７８８ １８３９８ ２４９

１９８２ ４９５７４ ７６３ ３７８０９ １７３５ ２８６５５ ９０３ ２５８８３ ２０９１９ ５７０ １１９２６ ２３６

１９８３ ４９８８２ ９８８ ４９２９２ ２５６１ ３００３１ １００２ ３０１０５ １９８５１ ９６７ １９１８７ ３０７

１９８４ ４９４４２ １０５３ ５２０５０ ２８５２ ３０５２８ １０９１ ３３３０５ １８９１４ ９９１ １８７４５ ３０２

１９８５ ５１０６８ ８４７ ４３２３８ ５５２９ ３０７９４ ７４８ ２３０３５ ２０２７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３ ２６６

１９８６ ４９９６６ １０２０ ５０８０９ ５００５ ２９７８９ ９６０ ２８６７２ ２０１７７ １１００ ２２１３７ ３１２

１９８７ ５０９３３ ８７０ ４４４１５ ５９３４ ２９７３１ ８００ ２３７７９ ２１２０２ ９７０ ２０６３６ ２７０

１９８８ ５０８１７ １０３０ ５２３５７ ５９３４ ２９１４４ ９８０ ２８５１７ ２１６７３ １１００ ２３８４０ ３１５

１９８９ ５０７３０ １２００ ６１０８３ ５５７０ ２９３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５５９５ ２１３８０ １１９０ ２５４８８ ３６２

１９９０ ５１７０２ １２６０ ６４９６５ ６５８７ ２９５０８ １２２０ ３６１１４ ２２１９４ １３００ ２８８５１ ３７８

１９９１ ４９４２６ １２３０ ６０７４３ ４４４７ ２９４７６ １２９０ ３８１５２ １９９５０ １１３０ ２２５９１ ３５０

１９９２ ５２８６９ １２１５ ６４２５９ ８０００ ２８７８７ ９４９ ２７３１８ ２４０８２ １５３４ ３６９４１ ３６７

１９９３ ５１４６８ １３５８ ６９８６７ ６７８６ ２９４０３ １３６２ ４００５３ ２２０６５ １３５１ ２９８１４ ３９４

１９９４ ５３４２９ １２０７ ６４５０６ ８９８０ ２９０２９ １１２ ３２５１２ ２４４００ １３１２ ３１９９４ ３６１

１９９５ ５５９３６ ８８５ ４９５０６ １２０７０ ２８０４６ ６２６ １７５６９ ２７８９０ １１４５ ３１９３７ ２６５

１９９６ ５４７４２ １３６０ ７４４２４ １１６７０ ２８２６９ １０２６ ２９０１５ ２６４７３ １７１５ ４５４０９ ４０８

１９９７ ５４３１７ １４２４ ７７３５０ １０４７５ ２７３７３ １２９４ ３５４３０ ２６９４４ １５５６ ４１９２０ ４２０

１９９８ ５４８２４ １５９３ ８７３１０ １０４４１ ２７０１３ １４２５ ３８４９０ ２７８１１ １７５５ ４８８２０ ４５８

１９９９ ５６２１５ １５０１ ８４３９３ １１３７１ ２５９１５ １２０６ ３１２６０ ３０３００ １７５４ ５３１３３ ４５４

２０００ ５５５７１ １２０１ ６６７５７ １２６５５ ２５９７９ ８９４ ２３２３８ ２９５９２ １４７１ ４３５１９ ３５７

２００１ ５２４７４ １５９５ ８３７０５ ８７７５ ２５６１１ １４６３ ３７４５８ ２６８６３ １７２２ ４６２４７ ４４５

２００２ ４９９９５ １７２７ ８６３２７ ７０３８ ２５３６０ １５１７ ３８４６２ ２４６３５ １９４３ ４７８６５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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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作物

油　料 传统种植菜籽、荏、蓖麻、麻子、胡麻、葵花、芸芥等。民国 ３２年
（１９４３）调查，庄浪县胡麻产量 ６万斤，平凉县菜籽产量 ２５万斤，静宁县菜籽产量
１３８３２万斤。１９４９年全区种植油料２２０７万亩，亩产２７４公斤，总产６０４２万公斤。
２００２年面积６１９７万亩，亩产６６５３公斤，总产４１２２９万公斤，比１９４９年面积增加１８
倍，亩产提高１４倍，总产增加５８倍。

蔬　菜　传统名产有百合、山药、绿头冬萝卜、包心白菜、辣子、蒜、小葱、大葱
等。１９５３年，平凉市在柳湖、泾滩开始建立蔬菜专业社，种商品菜５０５０亩，产菜２０２
万吨。８０年代以来，塑料大棚、日光温室使蔬菜生产发展迅速，一年四季有新鲜蔬菜供
应。菜类有茄果、甘蓝、叶菜、根菜、葱韭、豆角６大类７０余种。２００２年，蔬菜面积
３６９７万亩，其中日光温室面积１３３万亩，塑料大棚９７００亩；总产量５１０２万吨，总产
值３２３４０５万元，蔬菜商品率６９％。

瓜　类　汉时种胡瓜 （黄瓜）。明、清以来种西瓜、甜瓜等。１９７１年瓜类种植面积
３６００亩。到２００２年，有黄瓜、西葫芦、西瓜、甜瓜等２１个品种，总种植面积５１１万
亩，总产量７８７万吨，商品率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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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经济作物　传统种植大麻、甜菜、药材、烟叶 （晒烟、烤烟）。民国 ３２年
（１９４３），华亭县大麻产量 ２００万斤。１９４９年大麻种植面积 １８万亩，总产量 ８００吨。
１９５１年甜菜种植面积２００亩，总产量２５０吨。１９６５年，药材种植面积１３００亩。１９７３年，
晒烟种植面积４００亩。１９８５年试种烤烟１００亩，后停种。１９８９年开始种植烤烟４０００亩，
确定为支柱产业之一，到 １９９７年面积发展到 １８４９万亩，总产量 １８万吨，商品率
９８９％。以后市场收购下滑，面积下降。２００２年，大麻种植面积５５００亩，总产量 ５２３
吨，商品率２５％；晒烟面积２４００亩，总产量４４８１８吨，商品率４０％；烤烟面积０１９万
亩，总产量２３０８吨，商品率９８％；药材面积７２５万亩，总产量２２０６３７９吨，商品率
９３４％。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经济作物面积产量表

年份

经济作

物面积

（万亩）

其中：油料作物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量

（万公斤）

年份

经济作

物面积

（万亩）

其中：油料作物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总产量

（万公斤）

１９４９ ２４４１ ２２０７ ２７４ ６０４２ １９７６ ４６５９ ３５７４ １９４ ６９４１
１９５０ ２２２８ １９６２ ３０４ ５９５７ １９７７ ４５１３ ３３９２ ２４８ ８４１１
１９５１ ２８６８ ２５６４ ３４０ ８７２１ １９７８ ４００４ ３３９４ ２７２ ９２１９
１９５２ ２９３４ ２６１５ ２８３ ７３９１ １９７９ ３３２９ ２９６３ ２２１ ６５５４
１９５３ ２８０６ ２３８０ ２４４ ５８０７ １９８０ ３７３２ ３４２３ ２９３ １００３６
１９５４ ２５５２ ２１６６ ２５４ ５４９７ １９８１ ３８９９ ３６８３ ３１６ １１６２３
１９５５ ３７００ ３２１２ ２７０ ８６８２ １９８２ ３９４０ ３７５１ ２３８ ８９１７
１９５６ ３４５０ ３０８３ ２６９ ８２８６ １９８３ ４１７１ ３９６７ ３９７ １５７４１
１９５７ ３３１７ ２９１２ ２４４ ７１０８ １９８４ ４３５１ ３８０６ ３０５ １１６１２
１９５８ ４１１５ ２５６４ ２８２ ７２２７ １９８５ ４８３２ ４４７７ ４０７ １８２２４
１９５９ ３９５０ ３３６０ ２００ ６７１１ １９８６ ５１８１ ４６４３ ４３７ ２０３１３
１９６０ ３７２７ ３０９１ １３０ ４０１８ １９８７ ５５２０ ４９８３ ４７７ ２３７９１
１９６１ ２９２７ ２３０７ １２３ ２８４８ １９８８ ５６７５ ５３５１ ４４６ ２３８４３
１９６２ １７２１ １４９０ １０２ １５２３ １９８９ ５７２０ ５２９０ ４７４ ２５０７９
１９６３ ２０９１ １８８０ ２４１ ４５２８ １９９０ ５９１１ ５３８５ ５５１ ２９６７８
１９６４ ２２７９ ２０５７ ２９１ ５９７８ １９９１ ６３４１ ５６１８ ５５６ ３１２５０
１９６５ ２３２６ ２０８２ ３７３ ７７６５ １９９２ ６８１７ ５９０１ ５５８ ３２８９８
１９６６ ２３９１ １９６８ ２８７ ５６４４ １９９３ ６６６３ ５５５６ ５５３ ３０７０６
１９６７ ２３２４ ２０４７ ３０３ ６２０８ １９９４ ７２２７ ６０３７ ５２０ ３１４００
１９６８ ２１９２ １９３１ ３０８ ５９５６ １９９５ ７９１２ ６３５２ ２３４ １４８３５
１９６９ ２２０５ １９７１ ３０９ ６０８９ １９９６ ７９５８ ６１８７ ５３１ ３２８６８
１９７０ ２２６４ １９７７ ３８４ ７５９３ １９９７ ８４４２ ５８６３ ４５１ ２６４２１
１９７１ ２５７２ ２０６６ ３０４ ６２７９ １９９８ ７４８７ ６２６３ ５７３ ３５９１５
１９７２ ３０２１ ２３８２ ２８８ ６８６７ １９９９ ６５９３ ５５９０ ６６０ ２２８９８
１９７３ ３１１６ ２５４８ ２２９ ５８２５ ２０００ ６８０１ ５３３４ ６５９ ３５１３０
１９７４ ３２０５ ２６８９ ２７５ ７３８４ ２００１ ６８０１ ５７３７ ６０１ ３４４５７
１９７５ ４２９２ ３５８６ ２７２ ９７５４ ２００２ ７３１５ ６１９７ ６６５ ４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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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商品粮基地建设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灵台、泾川县及平凉市的安国、崆峒、柳湖、四十里铺、白水、花
所、草峰和崇信县的九功 、锦屏、铜城等乡 （镇）被省列为商品粮基地建设。国家、

省、地投资６２９４万元，其中平凉市１０６１４万元，泾川县１９９９３万元，灵台县１５１０７
万元，崇信县５５４６万元，地直单位１１６８万元。基地内粮食总产１２９６５万吨，较 “六

五”总产量增长２３８％，年平均递增４４％；提供商品粮１８７８５吨，增长６１５％。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东部５县列入陇东商品粮基地建设范围。总投资５４７万元，其中平

凉市９１万元，泾川县９９万元，灵台县６４５万元，崇信县７１万元，华亭县９４５万元，
地直单位１２７万元。基地内粮食总产量２０２０２万吨，提供商品粮２２８５１吨。１９９５年，基
地内农业总产值１１１５３７万元 （８０年不变价），较１９８５年翻了近两番，较１９９０年增长
１３８％，农民人均纯收入９２４３元，较１９８５年２６５元增长３５倍，较１９９０年４３４８元增
长１１２６％。

第五节　 “吨粮田”建设

１９９０年开始吨粮田建设，主要运用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玉米种植新技术，模式为：
冬小麦、玉米带状种植，即８０厘米＋８０厘米带幅，小麦带种５至６行，玉米带地膜覆盖
种２行，这种模式占吨粮田面积的９５％；另一种模式为地膜覆盖玉米 “撮苗”种植 （以

３０厘米见方的坑内环状点播玉米为撮种）。是年，在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川水区示范
８５３亩，平均亩产粮食１０４５３公斤。崇信县黄寨塬海拔１３８０米的甘庄村高维秀等３户
社员试种的４７９亩地膜撮苗玉米，亩产１０８４６至１１８８６公斤，平均亩产１１２２５公斤，
首创 “吨粮田”最高记录，比当地常规种植地膜玉米亩增产５７２５公斤，增产１０４倍，
比露地玉米增产２７４倍；静宁县中部寒旱山区海拔１８４０米的双岘乡上海、双岘两村２０
户农民种植 ３２亩地膜撮苗玉米，平均亩产 ９５５１公斤，其中有 ６户 ９２１亩，亩产
１０３５９７公斤，创寒旱山区 “吨粮田”新纪录；平凉市草峰乡赵家村许家合作社许廷玉等

１０户农民试种的１０亩地膜玉米撮苗种植，平均亩产１０３７８公斤。１９９３年完成 “吨粮

田”面积７５４７２亩，平均粮食亩产１０５１７公斤。是 “吨粮田”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

一年。１９９８年，灵台、崇信、庄浪、静宁４县完成 “吨粮田”面积５９７２亩，平均每亩产
粮１０４６４公斤。９年中实施面积最大的为崇信县河川区，面积达１０４万亩，占总示范
面积的３９７％；其次是泾川县泾河川区和静宁县葫芦河流域，各占示范面积的２１４％和
２１８％；平凉、灵台、庄浪３县仅占示范面积的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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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农业结构调整

一、种植结构调整

稳定压缩粮食作物面积，扩大增收作物和饲草料作物面积。粮食、经济作物、草

（菜）种植比例由１９９９年的７２∶１４∶１４调整为２００２年６５９∶１６９∶１７２，粮食作物夏秋比
稳定保持５８∶４２。

二、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发展草畜产业和果菜产业，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到２００２年，蔬菜、马铃薯、中
药材、小宗杂粮播种面积分别比１９９９年增长２３９８％、１０％、２８１、１２１倍。花卉产业
开始成片种植。

三、品种结构调整

加快优质品种的引进推广，提高优质农产品比重。２００１年推广兰天１０号、平凉４０
号等优质冬小麦１５２万亩，推广豫玉２２号、金穗２００１等粮饲兼用玉米４０万亩，同时还
引进、示范、推广了一批蔬菜优质品种，农作物专用优质品种播种面积占到总播种面积

的３２％。
四、区域布局结构调整

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构建优势产业生产片和生产带。至２００２年，蔬菜产业建成
“一带三片”蔬菜规模生产基地、泾河流域胡萝卜基地、３１２国道沿线和城郊日光温室
反季节生产基地。３６９７万亩蔬菜中胡萝卜种植面积增加到１０７６万亩，日光温室面积增
加到１３３万亩。

全区建成峡门福利制革厂、雄风肉牛育肥场、宏大草业公司、平凉清真畜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庄浪县马铃薯种业中心、泾川县鲜胡萝卜汁加工生产线、静宁县大红碗方便

面有限责任公司和麦林蔬菜公司 （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等较大龙头企业３８户。其中庄浪
县马铃薯种业中心投资６８万元，新建五连栋温室１２８０平方米，日光温室１１座，扩繁脱
毒瓶苗５００万株，生产原种１０００万粒。形成了以１０个蔬菜综合销售市场为中心、１１０个
村集贸市场为网点、集体和个体经销商为主体的蔬菜销售市场体系。上年泾川 “泾龙牌”

红富士苹果、崇信砀山酥梨被认定为 “２００１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平凉市山
药、崇信县砀山酥梨、秋富１号苹果、泾川县 “泾龙牌”红富士苹果、秋富２号苹果５
个农产品被认定为 “２００１甘肃省优质瓜果蔬菜展销会名牌产品”。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各地采取 “龙头企业加农户”、“中介组织加农户”、“科技推

广单位加农户”、“批发市场加农户”、农业部门牵线搭桥等订单模式。人们把这种模式称

为 “订单农业”。上半年订单农作物面积４０８６万亩。

第七节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灵台

　灵台县历来是陇东产粮大县，有 “陇东粮仓”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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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

变革和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提高，粮食生产潜力得到挖掘。

１９５６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
１９４９年 ７６２３万亩增加到 ９６９２万
亩，平均亩产由６５５公斤提高到８３
公斤，总产量由 ５万吨提高到 ８０４
万吨，人均生产粮食由４１９公斤达到
６１１公斤。１９５８年后，农业在浮夸冒
进风气影响下严重受挫，粮食生产一

直处于徘徊状态，单产最低为 ６２５
公斤，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

１９７８年以后，国家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步推行，农
业综合生产水平和整体效益逐年攀升，粮食生产出现历史性飞跃。到１９８５年，生产投入
占农民年支出的比例由１９５６年的２０１％翻番至４３％，各种农业机械拥有量８３４台，机耕
机播机收面积２１３５万亩。粮食作物总产值２４０８万元，粮食商品量２０９万吨，商品量占
总产量的３２％，人均提供商品粮１０７７公斤。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５年，农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粮食产量呈现跨越式增长势头。１９８９年被

国家农牧渔业部表彰奖励为 “全国粮食生产创高产活动中取得显著成绩”之县。翌年粮

食总产量增加到１０８万吨，单产提高到１３１公斤，人均生产粮食５４０公斤。１９９１年荣获
国务院授予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１９９５年，累计建成水平梯田、条田４６９万
亩，水浇地３１４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３７２８３千瓦，原值１７４８３４万元，机耕机播机收
面积５２０７万亩，机防植保面积３６万亩，农田病、虫、草、鼠害得到有效控制，机械深
施化肥面积 ３１４万亩，初级配方施肥技术全面应用，化肥用量 １９１万吨，地膜覆盖
１２４万亩。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实用增产技术３８项，创办技术密集型增产幅度大、
科技生产效率高的综合示范点２６处、１０５万亩，建立星火蔡家原两杂制种基地和什字李
家庄、独店大户彭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玉米、高粱杂交种应用率９７６％，小麦良种普及
率８５％。农业种植总产值达到１６６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２９％。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０年，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总揽，稳定面积，调整布局，优化结构，

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引导农民压夏扩秋、压劣扩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 “两高

一优”农业。粮食生产逐步趋向市场化、产业化、优质化和高效化。１９９７年被农业部确
定为国家 “九五”商品粮基地建设县。２００２年，累计改土面积５６６８万亩，人均有水平
田２７亩，建办营养型、加工型小麦、粮饲兼用型玉米、优质小杂粮等各类生产基地８
个、１４６万亩，生产投入和粮食产出比达到１∶３９。粮食生产科技覆盖率、科技贡献率
分别达到９２％和４０６％。农业种植总产值达到４６１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分别增长
３７４７％、１１７９％，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达到９２５５８元，占人均总收入的４５２％，比
２０００年增长１００８％。粮食播种面积７０７３万亩，平均亩产上升到１９７公斤，总产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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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１万吨，商品量增至５１３万吨，人均生产粮食６６５公斤，提供商品粮２４５公斤。其
中小麦面积 ３４３８万亩，比 １９９５年减少 １３３％，总产量 ５６８万吨，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
８８７％；玉米面积１５万亩，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５４％，总产量５０１万吨，比１９９５年增长
２２７％；小杂粮面积２０５３万亩，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０５％。百里乡是全县产粮大乡，涌现
出了许多产粮大户。该乡蒙家店农民周宏杰，全家４口人，承包土地１８０亩，种植粮饲兼
用型玉米农大３１３８、中兴２号１２０亩，强筋型小麦２０亩，优质小杂粮３６亩，收获总产量
９５万公斤，平均亩产５６０公斤，种植粮食收入５５万元，人均１３万元。严家沟村农民
王居安，全家３口人，承包土地 １１０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１０３亩，收获总产量
１０６万公斤，种植粮食收入４５万元，人均１５万元。全县涌现出一大批像周宏杰、王
居安这样的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的 “土专家”、“田秀才”、科技种粮大户，受到省、

地、县表彰奖励的有４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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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业机具

远在新石器时代，平凉先民已用石刀、石斧、石镰、石锛等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商、周时期，主要使用石制、骨制、蚌制等农具，也出现有少量的青铜农具和木制车辆。

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发明并使用于农业生产，牛耕技术得到推广。战国中期，区内已大

量使用铁制农具。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有了进步，出土的汉代耕犁已有铁

犁铧、铁犁壁。唐代，把耕犁的直辕长辕改成了曲辕短辕，使耕犁操纵灵活、轻便省力。

宋、金时代，人们开始使用水磨加工粮食。耕犁、铡刀、扁担、牲畜套具、药臼等工具

大量应用。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增多，且比前进步。民国期间，架子车、胶

轮大车出现。但农业动力仍以人、畜为主，使用历代常期形成的以竹、木、石、铁制为

主的传统手工农具，从事着笨重、低效的生产劳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工具，广泛开展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

积极推广新式农具和示范使用农业机具。１９５７年农村开始使用拖拉机，引进畜力农具双
轮双铧犁等，胶轮车、架子车迅速发展，小推车普及千家万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动力机
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水利机械大发展。８０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各种动力机械、小型农业机械成倍增长。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７５１台，
小型拖拉机１０６６１台，专用推土机２３２台，农用总动力达到５３５１万千瓦，每劳拥有动力
由１９５７年０００１５千瓦上升到０４８９千瓦，每户拥有动力由０００４１８千瓦上升到１２６５６
千瓦，每亩耕地拥有动力由００００１千瓦上升到００９２４千瓦。农业动力劳、畜、机比由
１８１∶１∶０００３上升到１８１∶１∶０２。全区平均每万亩耕地装备：农机总动力９１８５１千瓦，
拖拉机２３５３７千瓦，柴 （汽）油机６７９千瓦，电动机２１８６５千瓦，农用汽车１５辆，
播种机４１６台，排灌机械１１８１台。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机耕２８９％，机播２１８％，
机收１０４％，农机总作业量７５２２０８万标亩。农业运输、粮油加工、饲料粉碎、打碾基
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农业机械总值上升到 ３２２４６８１万元，较 １９７９年增长
５０２６倍。

第一节　人畜力农具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崆峒养子寨周仲武家安装畜力拉斗式水车，每天可浇地３
至５亩。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耕畜仍是农业的主要动力，犁、耙、耱乃是田间耕作
的主要农具，运输靠背负肩挑、手推车和畜驮，场上作业全赖碌碡、连枷、木杈、木锨、

簸箕、竹筛等，镢头、铁锨是应手工具，锄头、镰刀户户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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耱、犁

期间，重点试验、示范、推广简化步

犁、山地转头犁、双轮双铧犁等新式改良农

具和架子车、胶轮畜力车、手摇风车等半机

械化农具以及马拉收割机、解放式水车。

１９５７年使用机引犁、机引耙等机械化农具。
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时期，曾出现一阵 “牵

引化”、“索道化”、“轴承化”的热潮，推

广 “绳索牵引犁”、“高线运输”、“滚珠轴

承” （在手推车上加滚珠），不少社队进行

了试验、示范，花了大量财力、人力，因脱

离实际而未能推广。１９６２年山地转头犁和简
化步犁发展到３８２万部，双轮双铧 （单铧）

犁因不适宜畜力牵引，从 １９５９年的 ４４１５
部，下降为３６７０部，后被淘汰。

第二节　机动农具

１９５６年，平凉购进３台６０马力柴油机用作抽水，是全区最早的农用动力机械。１９５７
年，甘肃省平凉八一拖拉机站首批引进波兰 Ｄ—３５、罗马尼亚 ＫＤ—３５、匈牙利 ＧＳ—３５
型拖拉机１１台，３８５马力。１９５８年引进的Ｄ—３５拖拉机牵引马拉收割机在平凉三天门村
收麦３６５５亩，平均每小时收割１８亩，比畜力牵引提高工效两倍以上 （后因笨重被淘

汰）。１９５９年，引进匈牙利产的谷物清选机 （全区只１台，在八一站使用）、国产３０型牵
引联合收割机，于１９６０年进行试验，共收小麦３４５亩，脱粒３６１３万公斤。因地块限制
不便收割，只用脱粒。１９６２年引进国产东方红—５４型拖拉机。１９６８年推广国产手扶拖拉
机。１９６９年开始使用电动机。１９７０年农机总动力达１７９９９马力。１９８０年农机总动力增加
到３４０８１５马力，平均年增长３２２８２马力，增长率为３４２％。至１９９８年，农机总动力增长
９８４％。

第三节　电动农具

排灌机械　清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秋，左宗棠曾委托上海采办转运委员胡光墉从德国
购买来一套开河机用以开渠，但因渠底多坚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后５０年
代，推广解放式水车。１９６０年，修建提灌站用离心泵抽水。１９７０年后，打机井采用冲击
锤、大锅锥、钻机等机械，各种水利机械迅速发展。至１９８５年全区拥有排灌动力机械
３９８８台、７５９１３马力 （离心泵１８０４台 〈套〉、深井泵９５８台 〈套〉、潜水泵２１５台、喷灌
机械５９套）。其中柴油机１４５０台、２３６７３马力，电动机２３９８台、５０２７８马力。２００２年全
区有排灌动力机械３２５５台、３５４６７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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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草粉碎机示范

畜牧机械 新中国成立至

１９７０年，全区先后引进投放农村
铡草机４０多台，饲料粉碎机２１６
台。１９７５至 １９７８年，开展粉碎
机 “会战”生产，至１９７９年全区
畜牧机械发展为７１０５台，其中饲
料粉碎机 ５２８０台，铡草机 １３６９
台。８０年代，各类畜牧机械有增
有减。１９８５年地区农机研究所研
制成功 ＺＣ—１２型机电两用铡草
机。１９９０年底全区农机户拥有畜
牧机械 ４８３９台。２００２年底全区
有畜牧机械见表。

场上作业机械　１９６２年，泾
川县农机站购进佳木斯—７００型中型脱粒机１台，是区内使用场上机械之始。１９７０年，
场上作业机械共３９台，其中脱粒机３４台，扬场机５台。１９７４年，在农具改革高潮中，
各地购进小型玉米、小麦脱粒机４０１台。同时，各地群众先后自制 “电碌碡”，同畜力相

比，打碾工效提高了３倍多，但包产到户后淘汰。至１９７９年底，全区有场上作业机械
１８８１台，其中扬场机７５台，造风机１５３台，解决了静风状态下的扬场问题。１９８４年后场
上脱粒机械减少。至１９８８年，为４７９台。２００２年底，全区以户为主的场上作业机械达到
１１０４台、６６４５千瓦。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新中国成立前，粮食加工多为畜拉人推石磨、石碾，有的用水
磨。油脂加工靠人力土法榨油。臼、筛、簸箕是不可缺少的加工用具，生产效率很低。

６０年代初期，在山塬区安装使用风力磨，由于风力不正常，未能广泛使用。１９６７年，推
广用柴油机带动的小型磨面机、粉碎机、碾米机、榨油机。７０年代，电动机逐步代替了
柴油机，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１９８０年后，各种农副产品加工机械转为以农户个人为
主经营，部分被淘汰，并向中型发展，农村出现了食品、淀粉、亚麻等加工机械。１９９０
年底，全区拥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８６６０台，其中磨面机５９７４台、碾米机１０６４台、榨油
机１３７８台、淀粉加工机械１７３台、压麻机２０台。其后以更新换代为主，增加较慢。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拥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１１０７９台，其中粮食加工机械８１４２台，棉花加工机
械１６台，油料加工机械１７６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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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　营

旧式农具，通过市场交换互通有无，农户自置、自用。新中国成立初，部分小型农

具由各乡 （镇）供销合作社经营。５０年代后期，大中型农机具开始由国家统一经营，小
型农具仍由基层供销社经营。６０年代，部分拖拉机一度下放给重点人民公社经营。７０年
代初，国营农机站相继下放人民公社经营。此后开展多种经营，实行自负盈亏。１９８０年
后，农业机械逐步由集体转向农户个体或联营体经营。全区形成全民、集体、个体三种

所有制并存和以农民经营为主的多种成份、多种形式经营的新格局。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农
机经营总收入为３１５６８６１万元，其中农机作业收入２７５６７４０万元 （运输收入１６１０５３８
万元），农机修理收入１２７０６５元，其他收入２７３０５６万元。

部分年份农业机械经营效益表

年　份
经营单位

（个）

总收入

（万元）

其　中

农机

作业

其中：

运输

农机

修理

多种

经营
其他

１９５７ １ ２９６ ２９６

１９６６ ３ ８５７６ ８５７６

１９７８ ３２１６ ９７３２９ ７９３２９

１９８７ １１２１２ ２５０００３ ３２１８０３ １１０３４０ ６８３４ ８３５７ ３００９

１９９６ ２１０５７ １６３９５３１ １４２１４５ ７９７４８８ ６５６０４ １２２６１４ ２９８６３

２００２ ３１５６８６１ ２７５６７４０ １６１０５３８ １２７０６５ ２７３０５６

年　份
总支出

（万元）

其　中

生产

费用

管理

费用

其他

费用

纯收入

（万元）

其　中

税收 提留
单位

所得

１９５７ ３３５ ３３３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３９

１９６６ ８４５３ ８３８４ ０６９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９７８ ８１０３４ ７６３９８ ４６３５ １６２９５ １６２９５

１９８７ １７５７３８ １６３５３２ ８１９０ ３９６６ ７４２６５ ８６０２ ３２５４ ６２４０９

１９９６ １１６１４６１ ９４７５９２ １２６８８１ ８６９８８ ４７８０７０ １０３６６４ ３３８４０ ３４０５６６

２００２ ２３３７６９２ １８９２３７１ １５７４０７ ２８７９１４ ８１９１６９ ８４６１ ２９２４２ ７０５３１７

一、国家经营

１９５７年５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９０２１部队、平凉军分区、各县人武部及公安队捐款
４０万元，筹建 “甘肃省平凉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有拖拉机１１台，大中型配套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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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台。１９５９年６月，与平凉市农具机械厂合并为 “地方国营平凉八一拖拉机修配站”。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改为 “甘肃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省上直管，下设平凉八一和泾川、

灵台３个机耕队。１９６４年７月，成立专区农业机械局和农业机械分站，成立平凉、泾川、
灵台拖拉机站。独平凉站连续３年盈余２３２６９５４元。１９６６年后，出现亏损局面。１９６９年
５月至１９７０年底，各县国营农机站先后撤销，机具下放公社经营，人员并入农机厂。

二、集体经营

７０年代初，农业机械改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营。从１９７０年起的１０年内，
新增的大中型拖拉机及农具中的８０％、小型农机具中的４０％是国家投资，一些重点公社

农业机械

农机站还用国家补贴资金配齐车、

铣、刨、钻等 “四大件”修理设

备。１９７５至 １９７７年，国家投资
１４５７万元，购置投放大中型拖拉
机４１５台、小型拖拉机７９２台、其
他机械农具７６０台 （件）。１９７９年
省农机局一次投放大中型拖拉机

３４３台，农机作业出现高潮。全区
有拖拉机６５５２台，比１９７０年净增
６２５５台；其中公社经营 ９７５台，
大队经营 ７０８台，生产队经营

４６８９台；完成拖拉机总作业量１１８１６万亩，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１５倍。１９８０年后，农户自有
自营农业机械，社、队集体经营迅速减少。

人民公社 （乡、镇）经营　１９５８年，甘肃省农业厅投放灵台县水晶公社、泾川县城
关公社和庄浪县拖拉机４台 （工农—７、意大利产飞雅特—１８型轮式拖拉机各１台，捷克
产热特—２５型轮式拖拉机２台），区内始有公社集体经营的拖拉机。到１９６３年共有公社
经营的拖拉机７台，分布在泾川、灵台、庄浪、静宁县的７个公社。１１月，农业机械由
省管下放给地方管理，公社经营的拖拉机收归国营，成立泾川、灵台、庄浪、静宁县国

营拖拉机站，由县农机局管理。

１９６４年，静宁县红寺公社建起农机站。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１年，国营农机站陆续下放人民公
社，全区建起公社农机站９４个。在国家的大力投资支持下，各公社为机站划了较大的场
地修建房屋、机库和农具停放场、棚，维修保养车间。有修理设备１１５台，固定资产２１４
万元，职工６１５人。１９７２年公社机站经营的拖拉机达到２９１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２７５
台，小型拖拉机１６台；配套农具４２８台；有农机人员６９５人，其中拖拉机驾驶员３９５人；
完成拖拉机作业量１５９１６万亩。至１９７９年底，全区公社机站拥有拖拉机９７５台，其中大
中型８６３台，小型１１２台；有机引农具１８５７台，农机人员１９９６人。
１９８０年有大中型拖拉机１５５４台，１９９７年降至５３５台。此后，约１５％的机站自筹资

金添置了联合收割机、专用推土机、农用运输车等大中型机械设备，建起综合服务楼，

６５％的机站维持现状，２０％的机站则被迫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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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 （行政村）经营　１９５７年，静宁县八里铺红林村安装了一台１５马力的柴油抽水
机组。１９６７年，平凉市段沟、余寨、庙背后、大路等１１个大队经营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１９６８年，平凉市西阳大队首营手扶拖拉机。１９７１年，全区１３３１个生产大队中有１３６个经
营农业机械，其中４７个经营拖拉机，有大中型拖拉机６台。１９７７年大队经营的拖拉机
７６６台，配套农具１２１２台，畜牧机械１８４３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１６６５台，达到了生产
大队集体经营农机的最高峰。１９８０年以后，生产大队经营的农机或折价归户，或变卖外
流，数量逐年减少。１９９０年，经营农机的行政村８６个，仅有拖拉机３３台，配套农具３５
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１１７台，畜牧机械６７台。至１９９８年，村营拖拉机４０台、专用推
土机３３台。

生产队 （自然村）经营　生产队经营农业机械始于１９６８年，重点是农副产品加工机
械。１９７１年，全区经营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的生产队３３４个，经营拖拉机的生产队２２个。
１９７３年，生产队经营的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５６４台，畜牧机械６１４台，拖拉机１６５台 （其

中大中型８台），配套农具１６２台，排灌机械１４５３台。１９７８年，国家给崇信、泾川县的
２１个公社、９７个生产队投放脱粒机５０台、粉碎机４９台；给庄浪县１７个公社、１６３个生
产队投放架子车５００辆。至１９７９年，全区４４４９个生产队经营拖拉机４６８９台，配套农具
４６５５台，农用水泵５２８５台，畜牧机械６０９０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４８４９台。１９８０年后，
大部分生产队的机具折价归农户。１９９０年以后，自然村基本无农机具。

三、多种形式经营

国有国营　１９７０年国营农机站撤销以后，国营农牧场、机关农场、排灌站及农机推
广、培训、水保等单位还有少量国有国营农业机械。１９７２年，有拖拉机１３台，配套农具
１０台。至１９９８年底，有拖拉机９７台，配套农具１０４台，专用推土机２３台，农用汽车８辆。

承包经营　１９８０年，社、队经营的农业机械承包给个人经营，农机的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１９８１年，全区大中型拖拉机中的４２７％ （６３８台）、小型拖拉机中的５５４４％
（２５１５台）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中的６１％ （３７９１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１９８２年，有
２５００台拖拉机承包给个人经营。１９８４年，否定了粗放管理的 “大包干”责任制，推广保

本微利指标承包责任制，各机站逐步形成一套有自己特色的承包管理机制。

联合经营　１９８４年，全区有联合经营户３６户，经营拖拉机３２１台、畜牧机械１１５
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２２５台、汽车１４辆。此后，联合经营户逐年减少。

个体经营　１９８０年后，个体经营从单纯的加工、运输发展到农业机械作业的各个环
节。１９８４年全区有农机专业户２５３户，农机经营总收入６１８３万元，户均２４４４元。１９９０
年，户营农机总值达到１００４１１９万元，占全区总量的８５３％；有拖拉机１０５０２台 （其中

大中型７７５台），占全区总量的９４８６％；农用车６７０辆，农副产品加工机械８２３３台，畜
牧机械４８３９台，分别占拥有量的９９６％、９５１％和９１７％；拖拉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以每年６７６％和５６４％的速度递增。当年完成拖拉机及农业机械作业量３６４８４６万标亩，
农副产品加工占农机作业量的５６７％。全区农村出现了一户经营多台拖拉机、加工机械
或其他农业机械的农机大户和全年服务时间在１８０天以上、服务收入占家庭总收入６０％
以上的农机专业户６３９户，从业人员８３７人。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农户经营的农业机械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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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１９７５５８７万元，有拖拉机１１６４６台，农用运输车７３６９辆，联合收割机１１台，专用
推土机１５台，农机专业户９３３户，户营农机已成为农机化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至２００２
年，全区农业机械全为农户自己经营。

第五节　作　业

１９５２年开始推广新式农具。１９５７年，区内有了中型拖拉机作业，以机耕、农副产品
加工为主，机播、机收等项目作业量少。以后逐渐扩大到耙地、播种、镇压、脱粒碾场、

运输等，并逐步发展到为种植业全方位服务，为大农业服务，为农村人民生活服务等各

个方面。

一、田间作业

机　耕　１９５７年区内有中型拖拉机１１台，牵引三铧、四铧、五铧犁和圆盘耙等农具
３４台，进行机耕地试验示范，完成机耕地面积２７９万亩，每台拖拉机平均作业２５３６亩，
每千瓦作业９１７７亩。１９５８年，拖拉机增加到１９台，完成机耕面积１８２２万亩，平均每
千瓦完成作业量３６８７４亩。１９６２年，每千瓦作业量仅６８２６亩。１９６５年，开展双班作
业，每千瓦作业量达到２５１５２亩，比１９６２年增长２６８倍。１９７６年，机耕创最高记录，
完成机耕作业量 ４４２０９万标准亩，机耕面积 ２２５６４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３５０％。
１９８０年后，作业面积急剧下降。至１９８１年，机耕面积仅４９９６万亩，而且多数是用小型
拖拉机耕作。

泾川县窑店公社将军大队机耕大会战

１９８６年 ６月，地区在泾川县
召开全区农机工作暨机耕深翻现场

会，全区掀起了大搞机耕深翻热

潮。当年完成机耕 １０７５８万亩，
比上年增长 ４５８％。开始示范推
广ＩＬＸＦ—１３０型单铧双向翻转犁，
推广深耕深松技术。１９８９年，引
进推广旋耕机。１９９６年，引进示
范全方位深松机，使机耕作业逐步

向高质量、高科技发展。２００２年
全区完成机耕作业量２６７４７万亩，
机耕面积２２５１２万亩，其中机深
耕面积达到 １５３０１万亩，深松
１０４０万亩。

机　播　１９５４年，开始使用畜力１２行播种机进行小面积播种。机播始于１９５９年，
当时有机引二十四行播种机１３台，由平凉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在平凉、泾川、灵台等
县进行试验，播种面积很小。至１９７６年机具增加到１０３６台，机播面积上升到１７３８万
亩。１９７７年后，机播开始下滑，１９８１年仅１８７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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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起，各级农机部门举办各种播种技术培训班培训播种机手，发放机耕补贴、
商品粮基地建设资金等专项资金３８１９万元，补贴购置机引播种机８２１台，畜力播种机
１１１４５台，带动农户投资２２１６１万元，新增播种机１２６９４台。经对比测试，机播比人工
窜种每亩平均增产小麦２２４１公斤，亩可节约籽种５公斤，提高工 效４倍。
１９９５年，引进、试验、生产地膜小麦穴播机及其应用技术，当年生产推广１１６台，

完成地膜小麦示范面积１３８万亩；１９９７年生产推广２４００台，种植地膜小麦１０３７万亩。
１９９８年，引进推广山西小麦膜侧种植机械及技术，当年改进生产膜侧种植机１０台，在泾
川、庄浪、崇信等县进行试验示范，取得了与地膜穴播同等的增产效果。引进推广水平

沟播、玉米点播、玉米机械覆膜穴播、谷物施水覆膜播种等机具和技术，累计机械半机

械播种２００３２万亩。２００２年，机播１２６０９万亩。
机　收　新中国成立后，推广马拉收割机，因笨重不便使用而淘汰。１９５９年，国家

投放北京农机厂生产的康拜因３台，因机型大，不适于区内作业，未能推广 （仅作了小

面积试验）。１９７２年引进割晒机，１９７３年机收１００亩。１９７５年机收面积１４２万亩。１９７６

联合收割机在灵台作业

年，省投放联合收割机３台。
１９７９年地区农机研究所引进
北京—２型卧式玉米联合收割
机，但未能推广。１９８７至
１９８９年，投资２３９万元，补
贴投放小型割晒机５０台，区
内收获机械达到 １０３台，收
获面积３５万亩。
１９９２年，农机部门投资

２６４万元，补贴推广联合收
割机１３台，其中４Ｌ—２５型
桂林 ＩＩＩ号 （配上海—５０型）
联合收割机６台、４Ｌ—２５型桂林—ＩＩ号 （配铁牛—５５型）联合收割机２台、４Ｌ—１型秦
丰牌 （配丰收—１８０型）联合收割机 ５台，使机械收割面积增加到 ８４５万亩。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年，又用省投补贴资金１２万元，购置上海—５０拖拉机配套桂林ＩＩＩ号联合收割机１２
台，区内联合收割机达到３１台，机收面积１０５９万亩。１９９６年，全省跨区机收小麦开机
仪式在灵台县举行。全区共组织联合收割机１８６台，完成机收１２５７万亩。１９９７年，引
进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至２００２年，联合收割机发展到６３台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增加到３７台），机收面积达到６０４１万亩。
机　耙　１９５４年，引进畜力钉齿耙耙耱土地。１９５７年引进机引圆盘耙、钉齿耙等进

行耙耱试验，作业量时多时少。２００１年完成机耙面积２５４万亩。
机械镇压　１９５４年，开始使用畜力镇压器。１９７０年，有机引镇压器１２台。１９７６年，

机械镇压面积２１３９万亩，随后逐年下降。１９８６年后，镇压作为一项重要抗旱措施受到
重视，补贴投放机具，作业面积逐年增加。２００１年机械镇压面积１５５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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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平田整地　１９７０年，有带推土装置的链轨拖拉机 ２台，开始参与平田整地。
１９７２年，省投推土铲６２台，完成平田整地１４５万亩。１９７５年，全区有链轨拖拉机２１０
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２６４台，平田整地５５２万亩。从１９８０年起，机械平田整地量减
少，１９８１年仅完成５００亩。９０年代，各县农机部门或水保部门都成立了机修梯田公司
（作业队），作业量逐年上升。２００２年机械化平田整地完成１１７５万亩。

机械铺膜　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１年，全区共用专项资金２１４万元，补贴投放铺膜机１６５台，
地区农机研究所研制推广３ＤＦ—１型起垄铺膜机和２ＢＭＬ—２型起垄铺膜点播机，使机械
铺膜面积增加到３１６万亩。此后，地膜被应用于各种农作物生产，地区农机研究所先后
引进、研制推广人畜力和机引铺膜机、玉米铺膜点播机、小麦铺膜穴播机、施水铺膜播

种机、小麦膜侧种植机等铺膜播种机具。１９９６年，静宁县灵芝乡苗堡村农民王志强、王
志辉兄弟试制成功人畜力覆膜播种施肥机，得到推广应用。２００２年全区有铺膜机具８６０５
台，完成机械铺膜面积３５７２万亩。

机械施肥　７０年代，始有人用耧施播化肥。８０年代，部分地方开始用机械施化肥。
１９８５年，开始推广化肥深施技术。１９８７年，用农机专项资金补贴投放化肥深施器１６４台，
随后铺膜机具不断增加，作业面积不断扩大。１９８９年全区机械深施化肥４３万亩。１９９５
年，重点推广分层施肥播种机、化肥深施器、多功能追肥枪等机具，并利用各类播种机、

犁进行底肥、追肥和种肥深施。１９９６年新增机具 ７１３８台 （件），完成化肥深施面积

３１３６万亩，比上年增加 ３６２％。１９９８年完成化肥深施面积 ３９２０５万亩。此后未作
统计。

二、场上作业

脱粒打碾　区内农作物脱粒，历来采用连枷打和畜力石碌碡碾压脱粒。１９６２年，推

碾　场

广人力脱粒机 １３８台。泾川县农
机站购进佳木斯—７００型脱粒机１
台，开始了区内的机械脱粒作业。

其后不但有谷物脱粒机，而且有

玉米脱粒机，拖拉机碾场比较普

遍。１９７５年 拖 拉 机 碾 场 达 到
１３０２万 吨，占 粮 食 总 产 的
３５５１％，比 １９７２年增加 ２３倍。
１９７９年，有脱粒机１４９０台、简易
脱粒机１２６台、碾场机２５台，脱
粒碾场量达到 ２９０５万吨，占粮
食总产的６４５％。１９８０年，机械
脱粒量下降至 １８２９万吨。１９９２
年用农机专项资金补贴投放脱粒

机６０台。２００２年有脱粒机１０１４台，完成机械脱粒３６５７万吨。
分粒扬场　１９７０年引进扬场机５台，１９７５年发展到１２台。一些社队在拖拉机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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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风扇，自制简易造风机，解决了静风状态下的扬场问题。１９８０年全区有扬场机１２６台、
造风机１０７台。１９９０年有扬场机４台，造风机７１６台。１９９８年有造风机２０００台。此后未
作统计。

谷物清选、烘干　１９５９年，区内引进第一台谷物清选机，在平凉八一农业机器拖拉
机站试用。１９８０年，有清选机１１台、精选机２台、谷物烘干机１台。到２００１年，仅存
精选机９台。

三、农副产品加工

粮油加工　１９６４年，泾川县引进磨面机２台。此后，各县相继引进，至１９７２年，全
区引进１１８４台，１９８５年发展到７１７１台，平均每４３户拥有１台粮油加工机械，完成粮油
加工量１４５７万吨，农业人口人均８９４６公斤。有农副产品加工专业户１９７户。２００２年，
全区有粮油加工机械９９２７台，完成加工量５２９９万吨。

饲料 （草）加工　６０年代始有加工机械。１９７０年为２５９台，其中粉碎机２１６台、铡
草机４０台、打浆机３台。１９８０年达到７０７７台。１９８８年减少到４６６６台。１９９５年上升到
６０１３台，完成饲料加工１６６５万吨。２００２年全区饲料加工机械拥有量５８５１台，完成饲料
加工３２３６万吨。

其他农副产品加工　６０年代始有机械加工。１９７０年，有弹花机２０台、压麻机４０台。
１９７６年，有棉花加工机械６５台、麻加工机械１５台。８０年代，区内始有淀粉加工机械。
１９８５年为５台，１９９８年达到５１９台。此后未作统计。

四、运输作业

半机械化运输　１９５２年，区内有架子车１５１４７辆、手推车１８５辆、畜力胶轮大车５
辆。１９５７年，有架子车６１２０１辆、手推车２１４辆、胶轮大车１６７辆。１９７８年，架子车达
到１２５６万辆，胶轮大车达到１３４８辆。８０年代后，农用运输车大发展，手推车、畜力胶
轮大车基本退出运输领域。

机械运输　１９５７年，始用拖拉机运输，时有拖车３辆。１９５９年，区内购进农用汽车。
１９７０年，全区有农用车２６５辆，其中汽车１２辆。１９７２年，拖拉机完成农业运输及非农业
运输１７３６３万吨公里，折合４０８０万标准亩。１９８０年，运输机械增加到５８６６辆，其中
汽车８１辆，拖拉机运输各类物资２２６４０５万吨公里，折合５２０７６万标准亩，比１９７２年
增加１２倍。１９９０年，农用运输机械达到１１５９２辆，其中：汽车３８８辆、农用车３１辆、
农用三轮车６５１辆，完成各类运输８９７６０９万吨公里，其中拖拉机运输５４０２３８万吨公
里。２００２年，农用运输机械达到 １６９３４辆，其中农用三轮车 １５７７９辆，平均年递增
２６０８％，农业机械年完成运输量１５１１１６５万吨公里。

五、机械植保

喷粉喷雾　１９５２年，引进手摇喷粉 （雾）器，１９６０年达到１４２７部。１９７２年，购进
机动喷粉 （雾）器，１９７５年达到 ２２５台。１９７９年，各类喷粉 （雾）器达到 ６０６７台
（部），农村平均每４７户拥有１部。１９８６年上升为１０４０３台 （部）。１９９０年达到４９０９０台
（部），其中机动喷粉 （雾）器６８６台，农村平均每７户拥有１部，完成机械植保面积
４４６２万亩。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６５４２９台 （部），农村平均每２６户１部，完成机械植保作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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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３２０万亩。
手摇拌种　１９５９年，有手摇拌种器１７９个。１９７６年达到２５５３个。１９７７年以后逐年

减少，１９９６年仅有６８２个。此后未作统计。

第六节　维　修

一、修理网点

１９５８年后，泾川、静宁、华亭县农具厂建立。１９６４年，平凉专区八一农业机械修理
厂建立。１９６６年后，其他各县相继建起农具厂，承接修理业务。１９７５年，建起县、社、
队三级农机修理网，以社、队修理为主，国家６次投放各种维修设备２１０台 （件），价值

１００多万元。１９７６年，全区有地、县农机修理企业８家，有固定资产原值６７３７９万元，
公社农机修造网点６８个，大队修配点１６１个，基本达到了拖拉机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
社。１９７９年大队修配点减为５个。１９８０年后，县农机修造厂移交工业部门管理，社办农
机维修厂也先后停、并、转。１９８６年，有农机企业５户，职工１２０人，修理设备１２２台；
有民办农机维修户１３７户，修造人员２０４人，一些小型拖拉机、内燃机维修多在基层维修
点进行。２００２年，全区农机修理厂及修理网点达到４０５个，一级修理网点１２个，二级修
理网点２９个，三级修理网点１５２个，专业修理点２０４个。各修理网点年末职工人数为
７８４人，其中修理人员６８４人 （持证上岗人员１１１人）。

二、机具修理

拖拉机修理　１９５８年开始，对农用拖拉机进行预防性修理。１９６３年，拖拉机按计划
送修造厂修理。１９７３年，修理各种拖拉机４９８台。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９年，累计修理大中型拖拉
机５６１５台 （大修４９８台）。年均１１２３台 （大修９９６台）。１９９８年，修理大中型拖拉机
４６４台。２００２年，修理拖拉机 （包括小型拖拉机）２０８３８台。

内燃机修理　１９７３年修理柴 （汽）油内燃机４１４台，１９７５年修理１２５１台，１９７９年
８６６台，１９８２年降为２５３台。１９８５年为３０１台。２００２年２５０９台。

农用汽车修理　１９６２年开始承修农用汽车，每年仅数辆。１９７６年承修３７辆。１９７９
年１６３辆，２００２年１８００４辆。

其他农机具修理　１９７５年，修理耕、播、收、压配套农机具和场上作业机械、农副
产品加工机械及排灌机械等２７８１８台。１９７６至１９７８年，分别为１２１４７５台、１２１１８８台和
９２７６６台。１９８２年５０６１６台，１９８５年９１３８０台，２００２年９９２９０台。

第七节　监　理

５０年代，由农机经营单位和农机管理部门实施农机安全管理。６０年代，由县农业机
械管理局负责。７０年代后期，链式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由农机部门管理，轮式拖拉机及
驾驶员的核发牌证、年度检审验、考证和安全检查由交通监理部门负责。１９８４年起，地、
县农机监理机构开展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配套农具和驾驶操作人员核发牌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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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安全检查等监理工作。２００２年，全区报户建档的农业机械 １７７９４台，其中拖拉机
８７８６台，联合收割机４６台。建档农业机械总台数比１９８４年净增１２３５１台，增长３２７倍。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１１０８２人，其中拖拉机驾驶员８６２３人，比１９８４年净增５８３０人，
增长２１倍。

检　验　１９８４年全区农机报户率为９４６％，２００１年仅在农口报户 （不含公安部门报

户）的农业机械达１４７３３台，报户率５６６％。
年　检　１９８４年后，采取检验与配平价柴油指标挂钩的办法，由地、县 （市）农机

监理站安排、组织，乡 （镇）农机专干配合，分片进行。２００２年，全区农机年度检验率
为６４５％。

审　验　１９８４至２００２年，年均审验率为７１６％，审验合格率９８％至１００％。
考　证　１９８４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报考驾驶员１９２２人，合格１９１１人，年均合格率为

９９４３％。
安　检　每年结合 “三夏”、“三秋”、冬季农机生产特点，在乡村、田间、场院开展

安全检查。至１９９１年底，全区１３１个乡 （镇）聘请了１３１个农机安全检查员，５个县
（市）聘用村级农机安全员。

事故处理　１９８４年以前的农机事故，由各级政府农机主管部门专题处理专题报告。
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８年，处理农机事故２７２起，死亡１７７人，重伤７２人，直接经济损失１７２万
元；年均１８起，死亡１１人，重伤４人，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１万元。全区连续９年万台农
机事故率、死亡率平均在省上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发生农机事故
４６起，死亡２９人，重伤２４人，直接经济损失５１９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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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耕作制度

殷商后期，实行撒播、点播的耕作制。春秋战国时期，实行休闲耕作制。战国末到

秦汉时期，实行轮作耕作制。清末到民国以来，形成技术、物资、资金、劳力、作物品

种比较集中的集约耕作制。

１９５３年推广新式步犁，耕深２０厘米左右。１９５５年后推广新式犁耕地，并在干旱地区
推行干打胡基、冬季镇压、早春碾地。１９５８年，普遍重视土壤耕作。夏粮作物收获中边
收边浅耕灭茬，收获结束后再深耕 （伏耕）１至２次，耕后不耱，敞口晒垡，白露前打
耱；秋粮作物收获后，秋地即耕；早春板茬地或未耕秋地边耕边耱。据静宁县多年的调

查总结：秋耕地作物平均亩增产粮食１５至３０公斤，伏耕２次的种小麦比伏耕１次的每亩
增产１０至１５公斤。耕翻３遍的地种洋芋比耕翻２遍的结薯多、薯块大，每亩增产５０多
公斤 （５斤折１斤主粮）。耕翻３遍以上的地种荞麦，产量成倍增加，禾田、谷子板茬下
种出苗齐。这种传统的耕多、耕少、耕浅、耕深和夏粮、秋粮作物并重地区的土壤耕作

制为：

夏熟豆类→冬小麦→冬小麦→秋杂粮→玉米。
秋播回茬地 （浅耕法）→耙茬少耕；夏季休闲地 （薄耕法）→松耕；夏季休闲地

（深翻法）→翻耕；夏播回茬地 （浅翻法）→耙茬少耕；冬季休闲地 （深翻法）→松耕。
由于传统经验的积累丰富，以及８０年代塑料棚膜、地膜、高低秆作物 “立体”种植

和９０年代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化工产品更加集约化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为熟制改革创造
了基础条件。

第一节　旱改水

１８８５年以来，全区发生各种较大自然灾害８０次，干旱指数：六盘山至关山一带为
１１—１３，东部为１５，西部为２，全区平均１６。

由于区内地形地貌复杂，靠自然水源扩大灌溉面积不能很快发展水浇地，必须进行

旱改水的综合治理。１９６４年以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建设、治河打坝、筑渠建站 （提灌

站）工程。７０年代后，灌区扩改建，山区大搞水平梯田，塬台地修条田，喷灌开始起步。
８０年代始用滴灌。９０年代，旱山地普遍提倡挖水窖，集雨节灌。旱改水的综合治理不仅
灌溉面积扩大，而且使８８７％的山地可控制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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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熟制改革

５０年代初，夏、秋粮作物种植比例为１１—１３∶１。熟制多为１年１熟和２年３熟制。
东部５县的川、塬地带，有４年５熟的粮豆轮作，６年８熟的粮油轮作，１１年１２熟的草、
粮、油轮作习惯；西部庄浪、静宁县是１年１熟制和部分地方２年３熟制。全区轮作倒茬
形式数十种，主要形式有：

小麦 （３年左右）后复种荞麦或小糜→豌、扁豆；
小麦 （３年左右）后复种荞麦、小糜子→大糜、谷子、洋芋、油料→小麦或豆类；
小麦 （３年）后复种小糜或荞麦→糜、谷→豆类、小麦。
全区复种作物面积３８９１至５８２３万亩，复种指数１０６％左右。
１９５６年前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洋芋和耐旱作物谷子。玉米面积 ２８７８万亩，占

粮田面积的 ５３３％，比 １９４９年增加 １１４倍；高粱、洋芋、糜子、谷子等作物面积
１８５９７万亩，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５０３万亩，增长３６９％。５种作物合计２１４７５万亩，占农
作物播种面积的３９７６％。夏秋作物比例１１∶１；复种作物面积７１９９万亩，复种指数
１１１８％。

１９５８年后，由于小麦、玉米面积的扩大和复种指数的提高，作物熟制在东部川、塬
区为１年２熟到３熟，西部多为２年３熟。作物的轮作形式出现了多样化，仅平凉市轮作
形式多达３７种，西部静宁也有６种之多。全区主要倒茬形式：
１小麦 （２—３年） ＋荞、小糜→糜、谷、高粱→豌扁豆、大麦；
２小麦 （２—３年）后，复种小秋、荞、糜→玉米、高粱、洋芋；
３小麦 （２—３年） ＋荞、油菜→复种糜或早熟谷→大麦、豆类；
４小麦 （２—３年）后→油菜、复种小秋→玉米、高粱、洋芋；
５小麦 （２—３年） ＋荞→糜、谷→高粱、玉米→糜、洋芋、大麦、豆类；
６苜蓿→禾草或酒谷→糜子→高粱→豌豆→小麦 （４—５年）；
７苜蓿→小麦→使用其他轮作方式种粮食经济作物。
８０年代推广地膜覆盖栽培玉米，使玉米面积继续上升，形成小麦、玉米带状种植加

种其他杂粮和蔬菜模式，玉米夏营养钵育苗移栽进一步解决复种作物低产问题，推广油、

豆、草、生物肥田技术，进一步解决轮作形式和增加养地效果。直到９０年代末，玉米发
展到１１０８５万亩，小麦面积回落到２４５２１万亩，洋芋面积增长到５１６６万亩，油料面积
上升到６２６３万亩。以夏粮小麦为主、秋粮玉米为主的夏秋比１２∶１，复种指数稳定在
１１０—１３０％之间，在全区基本实现了１年２熟和部分川、塬区３种３收或４种４收。

３８３第四编　农　业



农作物种植品种耕作熟制变更表

单位：万亩

项
目 面积

年 份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６３０１６ ７７２６２ ７０５１５ ６４４１７ ６２８４１ ６６１３４ ７３８４２ ６８２６１

夏
　
　
粮

合
　
计

面　积 ２８８７１ ３１３０２ ３２５７４ ２９４２２ ２７１２７ ２９７８９ ２７０１３ ２５３６０

占总播％ ４５８ ４０５ ４６２ ４５７ ４３２ ４５０ ３６６ ３７２

小
　
麦

面　积 ２３３７１ ２５９９４ ２４４３０ ２４０９４ ２４０３３ ２７１５３ ２５２３４ ２４０９３

占合计％ ８０９ ８３０ ７５０ ８１９ ８８６ ９１２ ９３４ ９５０

夏
　
杂

面　积 ５５００ ５３０９ ８１４４ ５３２８ ３０９４ ２６３６ １７７９ １２６７

占合计％ １９１ １７０ ２５０ １８１ １１４ ８８ ６６ ５０

秋
　

　
粮

合
　
计

面　积 ２８２３２ ３６６８４ ２８８４９ ２５１５８ ２０３８５ ２０１７７ ２７８１１ ２４６３５

占总播％ ４４８ ４７５ ４０９ ３９１ ３２４ ３０５ ３７７ ３６１

玉
　
米

面　积 １３４０ ５７７７ ７２６２ ９０３３ ７９８１ ５４０１ １０５９６ ９５９２

占合计％ ４８ １５７ ２５２ ３５９ ３９２ ２６７ ３８１ ３８９

高
　
粱

面　积 ２０７０ ３１９５ ２２３５ １９８３ １７６２ ６７３ ８２９ ７１１

占合计％ ７３ ８７ ７７ ７９ ８６ ３３ ３０ ２９

糜
　
子

面　积 ５０５７ ７１０９ ４１７２ ２３６５ ３４８２ ４５２４ ３２５４

占合计％ １７９ １９４ １４５ １１６ １７３ １６３ １３２

谷
　
子

面　积 ４６６３ ３８７８ ２２８０ ２０４５ １６１１ １１１５ １０８０

占合计％ １６５ １０６ ７９ １００ ８０ ４０ ４４

洋
　
芋

面　积 １７７６ ２９３３ ３７６１ ３９２８ ３７１４ ３４８５ ５１６６ ５３２７

占合计％ ６３ ８０ １３０ １５６ １８２ １７３ １８６ ２１６

其
　
他

面　积 １３３２６ １３７９２ ９１３９ １０２１４ ２５１８ ５５２５ ５５８１ ４６７１

占合计％ ４７２ ３７６ ３１７ ４０６ １２４ ２７４ ２００ １８９

经

济

作

物

合

计

面　积 ２４４１ ３４５０ ２３１６ ２２６４ ４００４ ５１８１ ７４８３ ７３１５

占总播％ ３９ ４５ ３３ ３５ ６４ ７８ １０１ １０７

油
　
料

小
计

面积 ２２０７ ３０８３ ２０８２ １９７７ ３３９４ ４６４３ ６２６３ ６１９７

占合计％ ９０４ ８９４ ８９９ ８７３ ８４８ ８９６ ８３７ ８４７

胡
麻

面积 １４８１ １９８７ １２２７ １３９８ ２２８３ ３８８９ ５０２４ ４２９６

占合计％ ６７１ ６４５ ５８９ ７０７ ６７３ ８３８ ８０２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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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
目 面积

年 份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经
　
　
济
　
　
作
　
　
物

大
　
麻

面　积 １８０ ３１４ ２１３ １９ ２０６ １１７ １５３ ０５５

占合计％ ７４ ９１ ９２ ８４ ５１ ２３ ２１ ０７

甜
　
菜

面　积 ００１ ０４４ １３７ ０１３

占合计％ ００４ １９ ３４ ０２

烟
　
叶

面　积 ０１７ ０１３ ３０１ ０４３

占合计％ ０４ ０２ ４０ ０６

药
　
材

面　积 ０１３ ０２５ １３１ ０６６ １７４ ７２５

占合计％ ０６ １１ ３３ １３ ２３ ９９

其
　
他

面　积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０７ ０２８ １１９ ３４２ ５７９ ２９５

占合计％ ２２ １５ ０３ １２ ３０ ６６ ７７ ４０

其
　
　
他
　
　
作
　
　
物

合
　
计

面　积 ３４７２ ５８２５ ６７７６ ７５７３ １１３２５ １０９８７ １１５３５ １０７７７

占总播％ ５５ ７５ ９６ １１７ １８０ １６６ １５６ １５８

蔬
　
菜

面　积 ７４４ ８４２ ２９７８ ３６９７

占合计％ ６５ ７７ ２５８ ３４３

瓜
　
类

面　积 ０７５ ０８１ ３４７ ５１１

占合计％ ０７ ０７ ３０ ４７

饲
　
草

面　积 ３４７２ ５８２５ ６７７６ ７２０２ ８９８０ ９３３１ ５０６４ ５４３４

占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１ ７９３ ８４９ ４３９ ５０４

绿
　
肥

面　积 ３７１ １５２６ ７３３ ３１４６ １１３５

占合计％ ４９ １３５ ６７ ２７３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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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与肥料

第一节　土　壤

一、土壤普查

第一次土壤普查　１９５９年１月开始，历时１００多天，专区、县 （市）、公社三级抽组

６万余人参加，以耕地为普查鉴定对象。经普查全区土壤有７大类、２１小类、３８个土种、
２４个变种。专区、县 （市）分别编出 《土壤志》。

第二次土壤普查　１９７９年７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参加人员２０２人，挖掘土壤剖面７３６３
个，采集土样５３２６个，分析化验２７６９５项次。全区土壤有８个土类、１２个亚类、２６个土
属、３９个土种。编写县、乡 《土壤志》、《平凉地区土种志》。

二、土壤养分诊断

１９７４年７月至１９７５年７月，组织１５１人对６２４万亩耕地取样化验分析，耕地速效氮、
磷、钾含量平均值分别为８毫克／公斤、７毫克／公斤、１０６毫克／公斤，有机质０８３％，
全氮００８５％，全磷００６％，按７大类土壤，３８个土种绘制出１／２—１０万土壤肥力分布
图，编印出 《甘肃省平凉地区土壤肥力普查资料汇编》，并根据生产实际，以小麦常年亩

产为依据进行肥力排队，高肥力、亩产２５０公斤以上的地占２６％，中肥力、亩产２５０至
２００公斤的地占７４％，低肥力、亩产２００公斤以下的地占９０％。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７年，全区有２０２人对２２７个土壤剖面的１２７５个土样进行养分诊断，共
化验１６６６６个项次，得出各类土壤氮、磷、钾、有机质含量结果。特别对黑垆土区土壤
有效磷的临界值在冬小麦地上为３６毫克／公斤、玉米４２毫克／公斤、绿肥４５毫克／公斤
的测定，为省内首次研究提出。

根据土壤养分诊断结果，结合区内自然条件、生产现状和土壤类型分布及影响高产

稳定的土壤因素，将全区土壤改良利用分为３大主区、１０个副区 （参 《土壤利用》）。

三、土壤改良

８０年代中期，全区 “中低产田”和 “瘠薄梯田”面积约为５５０多万亩，占总耕地面
积的８８７％。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４年分两轮，以 “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和 “瘠薄梯田改造工程”

两项目，每年改造面积分别为３０万亩和３５万亩。主要改 造措施是增加有机肥投入、机
耕深翻、复种短期绿肥、扩大油、豆、草种植面积、重施磷肥、小麦高茬收割、玉米秸

秆还田、氮、磷、微肥配方施用、地膜覆盖间、套、带种植等。１９８８年实际完成的３５４
万亩瘠薄梯田改造工程，粮食平均亩产１４５８公斤，比基础亩增产５１８公斤；完成的

６８３




３０３１万亩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粮食平均亩产１３２３公斤，比基础亩增产２３３公斤。土
壤肥力均有提高，经１７个肥力动态监测点测定，土壤有机质较前提高００９％，速效磷提
高１１毫克／公斤。至１９９４年测定，土壤有机质平均达到１２０７％，比基础１００４％增加
０１６３％；速效磷达到８１毫克／公斤，比基础５７毫克／公斤增加２４毫克／公斤；全氮含
量由基础００７８％增加到００８３％，土壤耕层厚度达到１８厘米。

第二节　肥　料

一、农家肥

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农家肥料，少数菜农、瓜农、药农施用油渣。施肥数

量极少，相当 一部分莜麦、胡麻、豆类很少施肥。静宁、庄浪县的一些山区白田 （不施

肥）或烧荒下种。施肥面积约占４０％左右，靠轮歇恢复地力。积、施肥方法也不科学，
有的粪尿与草木灰同积，有的人粪猪吃，肥料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５０年代初期，提出积 （人、畜粪尿）、搜 （野粪、陈土）、换 （锅台土炕）、烧 （土

块、草皮）、沤 （青草沤肥）、挖 （地边荒坡）的积肥方法，指导农民建立地头公厕。通

过开展群众性的积肥活动，各种农田施肥量有所增加。１９５８年前后，全区部分丰产田、
试验田有亩施万斤肥的地块。

６０至７０年代，施肥面积及施肥量均比以前增加。１９６２年统计，施肥面积达到粮油

沤　肥

种植面积的８６％，每亩施肥量川
地１５００至３０００公斤，山地５００至
１０００公斤。１９７０年后，发展养
猪，改良家庭厕所，推广罐罐厕

所、三弯烟囱和精粪上地；组织

秸秆还田，提倡青草沤肥。１９７９
年，全区沤制肥料上亿斤。华亭

县西华公社涧池生产队给 ５００亩
地施用沤肥后，土地由红变褐，

土质变疏松，粮食产量比其他田

增长３成。
８０年代，突出科学施肥和培

肥地力。１９８２年全区积施农家肥
较 １９７９年增长 １３８％，亩施肥
１９００公斤。１９８７年，全区农家肥施用总量９１９９９万吨，施用面积３５５３万亩，亩施肥
２５１９公斤。据多点测试分析，亩施农家肥４０００公斤，较不施农家肥增产粮食６０公斤。
连续使用 １０年以上，土壤含氮量提高００２—００４％，碱解氮提高５０—７０毫克／公斤，速效
磷增加４—９毫克／公斤。
９０年代，圈厕改造又给农家肥积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还抓秸秆还田、麦草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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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盖田，进行土壤有机培肥。１９９１至２００２年，年平均农家肥积造总量１５２００８万吨，施
肥面积４７４６３万亩，平均亩施量３２０２６６公斤，完成秸秆还田１７１８５万亩，其中小麦高
茬收割１１４６万亩，玉米根茬还田５５１２万亩，麦草麦衣盖田２１３万亩。

部分年份农家肥施用表

项
目

年
份

农家肥施用总量

（万吨）

施用面积

（万亩）

平均亩施量

（公斤）

１９８８ １２６９０８ ５０００３ ２５３８

１９９０ １６１５４４ ５２６６０ ３０６７

１９９４ １５４０６７ ４３９０６ ３５０９

１９９８ １５９８０４ ４８４０９ ３３０１

２００２ １９０１３１ ４７８２５ ３９７５

二、绿　肥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平凉县种植绿肥３４５４１亩。５０年代初引进草木樨，在沟壑山地

种植。６０年代大面积推广种植苜蓿、草木樨、毛苕子、芸芥、箭舌豌豆等绿肥。利用秋
播带种草木樨，来年，夏收后，生长一段时间耕翻压埋，腐熟肥田；或结合第一次伏耕，

种植黑豆、芸芥等，秋播前耕翻压青。灵台县１９６５年种植绿肥草木樨、黑豆、芸芥８０００
亩，毛苕子２５亩，秋播前翻压６４００亩，效果良好。灵台县什字公社什字生产队麦地压青
５０亩，次年春旱严重，但麦苗长势好，亩产８２公斤，较一般田高出３４４％。７０年代全
区种植绿肥呈上升趋势。

１９８０年，麦田套种 草木樨，亩产鲜草４９６至５６６公斤；麦茬复种黑豆，亩产鲜草７０６
公斤；压青地种小麦亩增产２７公斤，增长１２６％。至１９８９年种植面积达到１８６万亩。
９０年代，主要以种植短期绿肥为主。１９９２至２００１年绿肥种植面积较大。

部分年份绿肥种植面积表

面
积

年 份

绿肥

（万亩）

面
积

年 份

绿肥

（万亩）

面
积

年 份

绿肥

（万亩）

１９７０ ３７１ １９８５ ４０ ２０００ ５３５６

１９７５ １１３３ １９９０ ２６３２ ２００２ １１３５

１９８０ ５９１ １９９５ ３２８４

三、化　肥
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施用化肥。１９５８年大办土化肥厂、颗粒肥料厂。利用人畜精肥生产

菌肥，矿物质、杂骨生产土化肥。１９５９年生产土化肥１２７０万公斤，品种有土硫酸铵、土
硝酸铵、土磷钾肥、骨粉等六七种。地区化验室对２２７个抽样化验分析，分别含氮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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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钾９１％、磷１８８—２６％。
６０年代初，社队土化肥厂停止生产。１９６２年，引进尿素、硝酸铵等化肥。１９６３年，

静宁县有４个示范点试验，小麦和秋田亩施尿素５２９公斤，亩增产２５至４０公斤。平凉
市试点调查分析，每公斤硝酸铵增产小麦１１９公斤、玉米５至１１公斤、糜子６４公斤。
这一时期，化肥只在科技试验点施用，且主要为氮素化肥。１９７０年后大面积推广，平均
亩施量２５５公斤。１９７４年，开展腐质酸类 肥料生产，利用泥煤、露天煤、烟煤、草木
灰和风化煤，当年生产１６０吨。１９７５年达到１９００吨。同时，大面积推广小麦深施化肥，
推广磷酸二氢钾玉米浸种、小麦叶面喷磷。１９７８年后化肥施用面积扩大，并注意了农家
肥和化肥配合施用。１９７９年磷肥用量达到１１８万吨，占当年化肥总用量３６８万吨的
３２１％。

８０年代，区内推广的氮肥有硫酸铵、硝酸铵、碳铵、氯化铵、尿素；磷肥有普通过
磷酸钙、重过磷酸钙 （三料磷肥）、磷酸二氢钾及氮磷复合肥。这一时期，在大面积推广

的同时，先后进行了氮磷化肥配合施用增产效果、用量及施肥方法研究；冬小麦氮磷化

肥施用技术研究；冬小麦施用磷酸二氢钾技术研究；冬小麦磷硼拌种示范等。通过冬小

麦氮磷化肥施肥技术试验，提出了东部山塬区、川区和西部山区氮磷配比为 １∶０７５、
１∶０５、１∶０７５至１，按高、中、低３个产量档次，确定了氮素、五氧化二磷施用量、增产
量模式，在全区推广。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６年累计推广２４７６万亩，亩均增产３７５公斤。１９８６
年，推广磷酸二氢钾浸、拌种１２３４９万亩，占小麦面积４５７％，产投比达７４∶１。冬小
麦苗期深施化肥比撒施化肥增产 １３５％。１９８８年，推广各类作物氮磷配方施肥面积
１３８６１万亩。小麦抽穗期每亩喷洒磷酸二氢钾２００克，增产１２５％；浸、拌种加叶喷，
增产１３９—１４１％。当年各种化肥施用量达到６３２万吨 （自然吨），比１９８０年又增加
１１４倍，按耕地面积计算，亩均施肥４６８公斤。

部分年份化肥施用量表

年 份
总量 （万吨）

标 吨 自然吨

其　中

氮 肥 磷 肥 钾 肥 复合肥

亩均施用

（公斤）

ＮＰ配施面
积 （万亩）

１９７０ ２１５ ２５５

１９７５ ６４０ ５０５

１９８０ １０２ ２９５ ２２５ ０５５ ０１５ ２２５

１９８５ １４３ ４３６ ２７４ １１５ ０４７ ３３１ ８９９８

１９９０ ２７１ ９４０ ３８３ ４６５ ００４ ０８９ ６７７ ２１８６８

１９９５ ４１１ １５６４ ５０４ ８８２ ０２４ １５４ １２４７ ３１６９０

２０００ ５２５ ２２３２ ６８９ １２１８ ０７９ ２４６ ４０２５ ４３５７４

２００２ ６４７ ２２６７ ７４４ １３０３ ０８６ １３４ ４１８５ ４３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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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认为本区土壤速效钾含量在１００毫克／公斤以上的面积占９６５％，为土壤富
钾区，农作物无需补钾。从１９９４年起，地区农技站在小麦、玉米、洋芋、胡麻作物上进
行了施钾肥试验，小麦增产２８６％，胡麻增产２９２％，从而重视土壤补钾。化肥用量逐
年增加，磷肥施用比例逐年扩大。２００１年化肥总用量２３７８万吨，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４３８
万吨，其中磷肥１３１万吨，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８４５万吨，增长１８倍，磷肥占化肥总量的
５５１％。涌现出平凉、泾川、灵台、庄浪、静宁５个磷肥施用万吨以上的县，７６个 “千

吨乡”，３１９个 “百吨村”。

四、微　肥
６０年代开展微肥试验，８０年代大面积推广。１９８４年推广三十烷醇、硼肥等１０８万

亩。１９８５年推广锌肥１６２５亩。１９８６年，灵台县引进试验稀土１２０亩，连续三年粮食作物
累计推广４１３万亩，亩增产１０６—１２１５％；油料作物１４１５亩，亩增产３２％；蔬菜作物
７２０亩，亩增产１８７—７９６％。１９８８年，全区微肥推广面积２５６５万亩，此后面积逐年
扩大。２００２年微肥施用面积达到９７万亩，增产效果为：玉米施锌增产９—１０％，小麦施
硼增产８４％，油菜喷硼增产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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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种　子

平凉地区种子公司包衣处理种子

民国时期，农民自选自留，

亲友邻里间串换，往往是种、粮

不分。特别是灾荒年份，种、粮

奇缺，部分农民不得不借粮作种，

以致种子混杂，质量低劣。

５０到６０年代初，良种主要靠
外调，品种多、乱、杂。７０年代
后期，解决了种、粮不分和缺种

靠外调的状况。除满足自身需要

外，有些良种还向外调出。至

２００２年，区内共有各类农作物良
种１２８４个品种。

第一节　品种更新

冬小麦　传统品种有白齐麦、红齐麦、老芒麦、疙瘩麦、白鱼麦、瞎担、蚂蚱麦、
五指等。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陇东区实验场推广长条小麦，亩产２３０斤，推广红金麦，
亩产２４５斤。３１年 （１９４２）平凉推广所推广金大西北小麦３０２亩，亩产１８石，红筋麦、
蓝麦皆亩产１６石。１９５０年从陕西泾阳县引进冬小麦泾阳３０２号试种、推广。１９５３年开
始从陕西长武引进碧玛１号，并对区内１００多品种中筛选出数十种，扩大面积种植，平均
亩产４０多公斤。但因品种普遍秆高且软，易倒伏，产量低，抗病性减退。５０年代后期到
６０年代后期，先后引进钱交麦 （原产美国）、早洋麦 （原产意大利）、乌克兰 （原产苏

联）、西农６０２８、阿桑、保加利亚１０号、５０Ｆ、碧玛４号、３０１（原产美国）、自育平凉４
号等品种，比原地方品种增产２０％。７０年代初期至８０年代初期，重点选用区内自育的平
凉２１号、２９号、３０号及引进的庆丰１号、白四平、西峰９号、太福２２号、长武７１２５，
延用５０Ｆ、保加利亚１０号等品种，平均亩产７０多公斤，比第３代品种增产４０％左右。８０
年代中、后期，重点选用平凉３１号、中引４号、秦麦１号、秦麦４号、陕引１号、陕农、
河选９号、西峰１６号、小偃１号、７０２号、兰天１号、清农３号等品种，平均亩产达到
１０２公斤，比第４代品种亩增产４５７％。１９９０年开始，重点选用兰 天４号、５号、６号，
长武１３１、平凉３８号、庄浪８号、陇鉴１９６、洛夫林１３号等品种，到１９９３年平均亩产达

１９３




到１４１公斤，较第５代换代品种亩增产３８２％。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新引进国内外３２５个品
种 （系）中评选出兰天４号、５号、６号继续推广，还重点选用兰天８号、９号、１０号、
１２号、１３号、陇鉴１２７、平凉３９号、４０号、４１号，长武１１２、１３４等为新的换代品种。
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引进国内外品种８４７个，推广４３５个品种；自育、推广８３个品种，更
新换代７次。

玉　米　传统种植红齐玉米、白齐玉米。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末，主要引进推广野鸡
红、华亭黄、白马牙、黄马牙、金皇后 （原产美国）、英粒子、辽东白、维尔４２、维尔
１５６、双跃３号、４号等品种。７０年代，重点推广军双１号，平单７３１、７３４，庆单７号、
３２号，忻黄单４５和张单４８８、陕玉６６１、丹玉６号及早单２号、４号等杂交种。７０年代后
期至１９８４年，重点选用大单１号、忻黄单９号、京早７号、ＳＣ７０４、平单２号、中单２
号、户单１号、酒单２号和３号，丹玉１３号等杂交种。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７年，重点以杂交种中
单２号、户单１号和４号、酒单３号、丹玉１３号、平单２号为主。１９９８开始，确定豫玉
２２号、鲁单５０、迪卡 （美国杂交种）、陕９１１、陕９０２、西玉３号、掖单１３号、沈单１０
号、１６号、承３３５９为换代杂交种。但中单２号、户单４号和酒单２号、３号仍有种植面
积。至２００２年先后共引进、自育１９５个品种，更新换代５次。

高　粱　５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主要以地方品种红帽高粱、黑帽高粱、中心红、三
节红、马尾高粱为主，引进晋杂５号、同杂２号、原杂１２号、忻杂１３号、关东高粱等。
８０年代主要推广晋杂５号、同杂１１号、平杂４号等。９０年代主要推广晋杂１１号、１２
号、晋中４０５等品种。至２００２年共引进３６个品种，更换３代。

谷　子　５０年代主要种植马缰绳、延安小黄谷等品种。６０年代种植黄脂头、等身
齐、五爪谷等。７０年代推广陇谷４号、压塌车等。８０年代推广张农１２号、大同白谷６
号、雁２２２号、陇谷３号等。９０年代主要推广陇谷３号、５号、６号、晋谷２１号等品种。
共引进９４个品种，更换３代。

糜　子　１９５０至１９８５年主要种植小黑糜、小青糜、小黄糜、白大糜、小白糜、鸡蛋
皮糜等。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８年主要种植大红糜和陇糜３号、５号、６号、８号等。至２００２年，
共引进４７个品种，主要推广２０个。

豆　类　传统种植扁豆、豌豆、蚕豆、黑豆、大豆５种。新中国成立后，引进箭舌
豆、山厘豆、绿豆、青豆等，种植１０余类，２２个品种。６０年代引进多拉夫阿拉斯加豌
豆。８０年代以来引进临夏大白蚕豆、晋豆１号、２号、冀承１号等１１个品种。

马铃薯　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９年，主要种植小白花、乌洋芋、兰花洋芋、麻洋芋、深眼窝等
地方品种。７０年代开始选用东北白、反修１号、２号、会川洋芋等。８０年代选用平凉黄、
陇薯１号、高原７号、８号、静宁白、青薯１６８号、庄薯１号等。９０年代选用河薯３号、
６号等。１９９８年主要选用武薯８号、中心２４、陇薯３号、渭薯８号、夏波帝等。至２００２
年共引进７３个品种，主要推广３０多个品种，更换５代。

胡　麻　１９８５年以前，主要选用天亚２号、定亚４号、１４号、雁杂１０号、宁亚５
号、７号等。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４年，主要选用天亚２号、４号等。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主要选用天
亚５号、６号、宁亚５号、７号、１０号、１１号、１２号、陇亚７号、８号等。至２００２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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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４９个品种，主要推广３０个品种。
荏　子　１９５０至 １９９０年一直种植当地品种。１９９１年以来推广苏里娜、南韩灰色

荏等。

第二节　良种繁育

一、育　种
１９５３年，全区１１个农场用３３２４亩地进行良种选育。１９５５年，陇东试验场开始冬小

麦品种选育，杂交与系统选育同时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小麦地进行块选、穗选，部

分条件好的合作社建立起小片种子田。

１９５９年，县、社两级开始育种，陇东１号、２号、３号、４号和小黑麦１号、２号等
第一批冬小麦育种问世。

１９６１年，地区农科所主持小麦良种的培育试验，经过７年育成平凉１号 （１９６４年定
名为甘麦５号），第一个在东部塬区推广，增产７０—１６０％。１９６５年全面推广单株选择、
分系比较、混合繁殖的 “三圃”（株行圃、株系圃、原种圃）提纯复壮法。为防止锈病侵

害，从引进和当地培育的品种中评选出１３个品种，扩大繁殖推广，其中钱交、碧玛４号、
阿桑３个品种由上年２０９９万亩扩大到８４１３万亩，扩大４倍多。１９６６年在泾川、崇信、
灵台、庄浪等县设点１９个，进行小麦品种试验。经过单株选育、品系对比，选出６个优
良品种在区内推广。静宁县通过１５个冬小麦杂交组合后代的培育，选育出静宁品系１至
３号。区内其他一些社队选育出小麦品种１２个，选种１７６８公斤。

７０年代，静宁县农科所从山东昌潍地区引进冬小麦Ｔ型不育系、Ｔ８０８保持系、土齐
库恢复系，开展小麦杂交选育。１９７２年又从试验中发现一株不育穗授粉结实，获得一个
全不育系，取名Ｃ型不育系，连续选择后达到稳定。１９７５年开始，庄浪县席家河湾、永
红、安洼大队农科站、县良种场，连续１８次对１９３个冬小麦品种、５个小黑麦品种、１１
个洋芋品种、２５个谷子品种、９个胡麻品种进行了区域性评比试验，从中选出３６个抗
冻、抗旱、抗锈、稳产冬小麦品种，杂交培育２个小麦品种，选育出洋芋、谷子、胡麻
各２个品种，在县内推广应用。１９７８年，地区农科所除继续进行品种培育外，进行了冬
小麦单倍体育种试验和辐射育种 （γ射线与快中子），育成了高粱杂交种平杂１、２、３、４
号，平雄１Ａ、２Ａ不育系，早恢１至５号，玉米双交种６６１９、６７４４、平双系玉米综合杂交
种平凉１号、２号、平单７３１等品种。１９７９年地、县种子公司建立特约种子户、小麦种子
基地４３００亩，当年繁殖提供良种６２３万公斤。
８０年代，建立种子特约繁殖户，建起小麦、玉米、高粱良种基地１０５１５亩，生产繁

育良种１２８万公斤，年推广种植杂交玉米１１９６万亩，高粱３９９亩，种植良种小麦１５３万
亩。１９８８年推广良种面积达到６０多万亩。调整后的９个原 （良）种场有繁殖基地２２３３
亩，年繁殖良种２２万公斤。
９０年代，玉米制种不仅满足本区自用，还调往区外。小麦等其他作物良种主要以引

进示范推广为主。繁育形式，以公司加农户、预约制种和建立种子基地。２００１年全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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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乡、村种子基地和良种场种子基地，共计面积１６２２９万亩，年均７０６万亩，良种总产
达到３７３３１３万公斤，年均１６２３１万公斤。

二、制　种
１９６２年，地区农科所从新疆石河子兵团引进玉米杂交种维尔 １５６，１９６３年试种，

１９６５年推广，效益明显。１９６６年，静宁县开始维尔１５６制种工作。
１９７１年，平凉县王寨大队以武１０５作母本，旅２８作父本，制成玉米双交种７３１，川

区亩产达到４２３至７２５公斤。１９７２年，全区有７个公社１５３个生产队建立 “两杂”制种

田５９５亩，不育系繁殖田２０８亩，生产３０个品种、２２５万公斤。１９７５年制种繁殖田达到
３０２６亩。１９７６年，全区设制种基地１７个公社，建立玉米制种田１５９万亩，高粱制种田
１３４万亩，播种杂交种玉米１９３万亩，高粱１６９万亩，分别占同类作物播种面积的
３３５％和６３７％。１９７７年，有６５％的公社、５２％的大队和６６％的生产队建起种子田，有
种子技术员２５００人，良种基地４１万亩，年生产各种良种３００万公斤。
１９８０年 “两杂”（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制种面积３６６５亩，生产种子４９６万公斤，

繁殖亲本种子９８５０公斤， “两杂”播种面积５１４万亩。１９８３年，除１３个国营良种场，
１０个公社良种场、７０个种子队外，还出现了３１８８个种子专业户。平凉市先后播种玉米
杂交种４８个。泾川县从１９７９年开始高粱、玉米预约杂交制种，５年累计制种６００２亩，
生产种子６９万公斤，推广１１万亩，增产８００万公斤，制种推广居全区第一位。灵台、庄
浪从１９８０年开始５年内推广玉米杂交种中单２号１２５万亩，平均增产２５％以上。１９８８
年平凉市、泾川县统一集中配制杂交制种田４１１６亩，年产种子８２３２万公斤，高粱制种
田５０５亩，年产种子１１１万公斤，基本满足了区内需要。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共发展制种
田３４４４３亩，其中２００２年５１８０亩。品种主要为中单２号、户单４号、沈单１６号、陕
９１１、掖１９、西玉３号、农大１０８等。

第三节　种子营销

１９５３年，从陕西调回冬小麦碧玛１号良种５０万公斤。１９５８年从新疆调回金皇后玉米
５０万公斤。

６０、７０年代，种子由农业主管部门和农技、种子部门以合同形式定点繁殖，预约收
购。１９７５年，区内调剂解决平凉 ２１号冬小麦种子 １７５万公斤。至 １９７８年，经营种子
１５９４２万公斤，销售３８４５万公斤，亏损９９万元；各级管理部门预约收购、划拨调剂
解决种子１３６０万公斤。１９７９年，种子供销量大增，经营种子开始盈利。
１９８０年经销种子９８９９４万公斤，销售金额８５４１万元，利润总额１４１７万元。１９８４

年，经销种子４９３３７万公斤，销售金额１５５１９万元，利润总额２１８１万元。除满足本区
需要外，还调往新疆、内蒙１１０万公斤。１９８９年，经销种子１６４４８万公斤，销售金额
３５２４４万元，利润总额１４９１万元。

９０年代，种子经销数量每年基本保持在２００万公斤以上。２００１年，经销种子２３５４２
万公斤，销售金额９９０９万元。累计经销种子６３３４２５万公斤，年均２６３９万公斤。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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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１１７０１５３万元，年均４８７５６万元，利润总额４７１５万元。

第四节　品种审定

１９５１年，省农业厅在平凉等地区进行品种排队试点，通过群众性评检确定出各地良
种推广名录。１９５６年后，种子审验由地、县农技站负责进行。１９７８年，地、县种子部门
承担了区内外种子审检、经营业务。１９８０年，地区成立了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１９８５
年，地区农牧处确定农作物区域试验由种子公司承担。至２００２年，地、县设专职种子检
验员２１人。

先后审定冬小麦品种有：平凉３４号、平凉３３号、河选９号、庄浪５号、河选３号、

选　种

静宁３号、西峰１６号、静宁４号、静
宁７号、平凉３７号、静宁６号、庄浪６
号、庄浪７号、平凉３８号、矮早１号、
庄浪８号、鉴１４、平凉 ３６号、兰平 １
号、兰平２号、庄浪９号；审定玉米、
高粱品种有：户单１号、平杂４号、平
恢２号、平杂５号、平杂６号、平单２
号；审定荞麦品种有：北海道荞、苦

荞、甘荞２号；审定瓜菜品种有：静宁
白洋芋、大板白瓜子、雪白白瓜子、脆

圆青萝卜。

小麦新品种平凉４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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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物栽培

第一节　粮食作物

一、小　麦
冬小麦播种，东部县一般为 “塬跟白露，川跟社”；西部县为 “白露种高山，秋分种

平川，浅山夹中间”。５０年代多为撺播和撒播，播种量较少，一般为７５至１１公斤。６０
年代推广 “三人条播”，亩下子量１２５至１７５公斤。７０年代提倡耧播，推广机播。９０
年代推广地膜小麦穴播、膜侧种植，播种量以地形、墒情而异，合理密植。东部山塬区

正茬麦田播种量为每亩约１０至１２公斤，回茬麦田亩播种量增加１０％；西部寒旱丘陵山
区、河谷川台灌区正茬麦田亩播量约１２至１４公斤，回茬麦田播量增加１０至１５％。东部
山塬区及川水地播深４至５厘米，西部寒旱山区播深５至６厘米。
５０年代仅施农家肥，６０年代后推广施用 “颗粒菌肥”及氮素化肥，９０年代配合地膜

小麦种植，将有机肥和磷肥在播种前半月浅耕时集中深施，氮肥２／３或１／２作种肥，其余
返青时作追肥。

５０、６０年代用 “赛力散”、“六六六”粉拌种。７０年代用 “３９１１”拌种防治地下害
虫。８０年代后用 “敌马粉”、“１６０５”或 “甲拌磷”进行土壤处理，用辛硫磷或甲基异柳

磷拌种，用粉锈宁、抗蚜威喷雾防治小麦锈病和蚜虫。

春小麦仅静宁、庄浪等县部分地方种植。除播种期跟惊蛰种，大暑前后收获外，施

地膜玉米

肥、灌水等田间管理与冬小麦基本

类同。

二、玉　米
６０年代谷雨前后种，改一行

玉米、一行豆子为两行玉米、一行

豆子、空一行种植，亩留苗 ２５００
至３０００株；７０年代普遍重视化肥
追施，推广玉米宽行密植和垄作栽

培技术。８０年代大面积推广地膜
覆盖种植技术。９０年代推广旱地
玉米撮苗种植技术、玉米营养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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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移栽技术、旱地玉米模式化栽培技术，把全区分为５大区，从播种、覆膜、密度、施
肥、灌水、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都有较严格的规范化种植技术要求。

三、高　粱
主要分布于泾川、灵台、平凉、崇信等县 （市）。５０年代作为高产作物，大力推广

种植。籽肥混合，隔犁条播，宜浅种。亩留苗４０００株左右，施肥以追肥为主，配合二次
锄草进行。７０年代大抓两杂制种，高粱面积有所增加。８０年代随着小麦、玉米面积增
加，高粱面积逐年减少。

四、马铃薯

主要分布于静宁、庄浪、华亭及平凉南部山区，以春种为主，亦有夏播复种。７０年
代推广育苗芽栽、整薯播种、揣薯留苗、复种移栽技术。８０年代推广新法种植技术 （坑

种）。９０年代为防止洋芋种薯退化，推广脱毒种薯。田间管理上，苗齐后及时中耕锄草，
培土两次，以利形成更多的匍匐茎，多结薯，结大薯。

五、糜　谷
糜谷播种期分别在谷雨、小满前后播种。糜子亦可麦收后复种，籽肥混合，开沟条

播，亦可耧播或撒播。亩下籽量０９至１５公斤，亩保苗１至４万株。谷子作务较精细，
亩下籽量１２至１７公斤，亩保苗２至２５万株，结合培土追肥，故有 “谷锄七遍自成

米”之说。

六、扁豆、豌豆

扁豆春天解冻后即种，亩下籽量５至７５公斤。豌豆春分前后种，亩下籽量１０至２０
公斤，籽肥混播，适量施入氮磷化肥，苗期锄草１至２次。

七、莜　麦
清明前后播种，亩下籽量３至４公斤。籽肥混播，可用拌种双、白酒拌种防治黑穗

病，配施氮磷化肥，苗期锄草１至２次。
八、荞　麦
芒种到小暑时下种，亩下籽量３至５公斤，籽肥混播，需肥较多，有 “荞是粪工”

之说。

第二节　经济作物

一、胡　麻
５０年代谷雨前后种，亩下籽量１２５至１５公斤。８０年代后基本实现良种化，清明前

后播种，籽肥混合，开沟条播，宜浅种，亩下籽量４公斤左右。苗期锄草２至３次，追施
适量的氮磷化肥，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及硼肥有利增产。

二、油　菜
多为冬油菜。同复种荞麦、小糜子混种。１９７９年，引进推广７４－１、关油３号等优良

品种。改混种为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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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甜　菜
每１米开沟作垄，垄顶面宽５０厘米，翌春播种时垄上开沟两行，每行距离垄线６厘

米，垄上行距３５厘米，垄间行距５０厘米。３月中、下旬播种，亩下种量条播１２公斤左
右，点播１公斤左右。亩留苗５０００株。按需浇水，一般在１０月上、中旬收获。

四、葵　花
春分至谷雨种，宽窄行种植，宽行距８３厘米，窄行距５７厘米，亩保苗１８００至２１００

株。施足底肥，配施氮磷肥，苗期中耕除草。

五、大　麻
一般在３月中、下旬播种，亩留苗２５至３万株。生长期灌水４至６次。一般在雄株

大多数开花完毕、茎秆变黄绿色、下部多数叶子脱落，雌株中部花序种子已成熟时一次

收割。

六、烟　叶
旱烟多零星种植，冬春播种或育苗移栽，种子用牛粪处理脱脂，撒播后灌水，待地

皮白时松土。无水条件的趁墒撒播后多耙几次。生长期锄草、间苗、追肥、摘蕾１０多次。
１９８９年将平凉地区列为烤烟生产试种区，平凉、泾川、灵台、崇信４县 （市）种植。

烤　烟

选背风向阳、地势高燥、土壤肥

沃，距蔬菜和茄科作物田块较远

的生茬地育苗。配以腐熟的猪、

牛、驴粪、细表土、化肥、农药

于３月初播种。每１０平方米苗床
用４至 ５克种子。做好防热、保
温、防冻、防病虫管理。移栽前７
至１０天渐揭去薄膜，使幼苗接受
常温锻炼，然后于 ５月初整地移
栽。垄距 １米，垄高 １５至 ２０厘
米，底宽６０厘米，面宽４０厘米，

并开沟施足底肥，密度为川区每亩１１００至１３００株，山塬区每亩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株，行距１
至１２米，株距４５至５５厘米。移栽１月左右需多次浇水，５０％烟田见花时打顶，每株留
叶２０至２２片。

七、党　参
秋播出苗整齐，亩用种５公斤左右。“怕稀不怕稠，怕干不怕湿，怕深不怕浅”。幼

苗时用草秸覆盖遮光、保湿。苗高１５厘米时去掉覆盖物拔除杂草。
选肥沃地，按行距２０至３３厘米、株距７至１０厘米移栽，亩用秧２５至３５公斤。成

活后控制灌水。白露至寒露采收种子，第二年秋挖根。

八、地　黄
立夏后种植。选肥沃、向阳、有排灌条件的砂质地。选皮色好、内部无黑心、筷子

粗的根茎截成５至７厘米长的小段，晾半天后按行距３３厘米、株距１７至２０厘米平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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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沟内，覆土３厘米厚。亩用种条３０至４０公斤。
出苗前灌水，出苗１月后亩追施硫铵５公斤。当年寒露至立冬起挖。
九、黄　芪
以秋分前后播种为好。选地势高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砂质地。播前进行催芽

处理，按３３至５０厘米的行距开浅沟条播，亩用种１５公斤左右。
苗高１７厘米时定苗，株距１０至１６厘米。第二年小暑至立秋种子未完熟时及时分批

采收。生长２至３年后起挖根部。
十、贝　母
华亭７０年代引进新疆伊犁贝母，耐寒，喜阴湿，怕水涝，适宜含腐殖质的黑沙土生

长。秋季育苗或栽植，先将地整成１米宽的畦带，畦间留３３厘米作业行，种子浅播畦面
上盖细沙土。１至２年挖鳞茎可移栽，生长３年后采挖。

第三节　其他作物

根菜类有水萝卜、冬萝卜、大红袍、胡萝卜、蔓菁等。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及自育的

有翘头青、心里美、平凉脆青等。冬萝卜与秋作物间作或套种，谷雨至小满前后种，冻

前收获；水萝卜春分前后种，多种于菜地畦垄上，芒种至夏至收获。胡萝卜立夏至小满

种，亩下籽量１５公斤，秋分前后收获。
白菜类　有翻心菜、四月满、五月满油菜、大头菜等。夏白菜春分前后种，冬白菜

大暑前后种，地耕翻后亩撒籽１５公斤，株距１３至１７厘米。夏白菜小满前后收获，冬白
菜寒露前后收获。

甘蓝类　有庆丰、报春、中甘１１号、秋丰。菜花有荷兰４８、８３号。苤莲有兰州苤
莲、白苤莲等，为８０年代外引品种。结球甘蓝春分前后种，育苗移栽，地耕翻后亩撒籽
１５公斤，株距６７厘米左右。小暑至秋分收获。球茎甘蓝立夏前后种，寒露前后收获。

菜瓜类　有黄瓜、西葫芦、南瓜、冬瓜、丝瓜、瓠瓜等。黄瓜、西葫芦区内均有栽
培，东部县有少量秋黄瓜栽培。西葫芦、瓠瓜多在玉米、高粱作物中套种。５０年代，黄
瓜露地垄作种植，谷雨前后种；８０年代地膜覆盖种植，清明前后种，株距４３厘米，行距
５０厘米，亩保苗３３００至４０００株，芒种至立秋采收。西瓜有 Ｐ２、心红宝等，清明前２天
播种。湿时开水烫种催芽，干时晒种点播。行距１８米，窝距０８米，亩４５０多窝，每窝
点籽４至５粒 （出苗后间定苗）。立秋至白露前后收获。８０年代地膜覆盖栽培，谷雨前后
种，大暑至白露采收。

番　茄　有西抗１号、早丰、中丰、毛红、中杂４号等；辣椒有羊角椒、猪大肠、双
丰甜椒等；茄子有兰竹长茄、兰州圆茄等。８０年代番茄地膜覆盖栽培，惊蛰至春分育苗，
立夏至小满定植。亩保苗２８００至３５００株，小暑至寒露收获。西部县有压砂种植线辣子。

叶菜类　有菠菜、芹菜、大青菜、莴笋等。菠菜清明、大暑或立秋后种，地耕翻后
亩撒籽２公斤，株距１３至１７厘米，春种的小满前后收获，夏种的寒露前后收获，秋种的
冬季暖根，第二年春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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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　有汉中冬韭、马莲韭等；韭菜四季种植，亩用籽４公斤，撒种的第二年起苗按
撮移栽，撮间距２７厘米左右，第三年收１至２茬，留低茬，第四年收３茬，以后每年收
５至６茬，５至１０年后翻耕。

葱　有白葱、红葱 （楼葱）等；白葱立秋前后种，亩撒籽６公斤，立夏前后起苗，
按行距６７厘米，株距１３至１７厘米移栽，亩用秧苗１０００公斤。第三年春收获葱白。

蒜　有白蒜、泾川红蒜等。大蒜跟惊蛰种，株行距１３厘米左右栽蒜瓣，覆土７厘米，
小暑后收获。

苜　蓿　在春小麦、荞麦、莜麦、胡麻、草高粱中代种，也可秋季纯种。亩下籽０５
至１公斤，当年主作物收获后冻前割一茬，以后每年收割２至３茬，花期刈青喂畜，结籽
后刈晒干贮，秋后割第二、三茬。８至１０年后挖根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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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植物保护

第一节　病虫害防治

长期以来，人们对病虫依然缺乏认识，依赖 “天意”，祈求 “神灵 ”，每遇虫灾，多

插白旗、黄旗以祭。亦有用手捉、泡浇旱烟叶水、撒草木灰等办法防治的。病害多用浸

种 （俗称 “浆种”）、拌灰抑制，对多种病害则束手无策，任其蔓延。１９５２年推广药剂拌
种，危害程度减轻。１９５５至１９５８年，地县农技站先后开展以黏虫为主的测报工作 （用糖

醋盆和谷草把诱虫）。１９６４年开展粮食、油料、药材、种子、苗木、果品、蔬菜调运、邮
运抽样检疫签证，控制病虫传播，大田采用喷药防治。１９８２年后，地、县广泛开展病虫
普查，查明全区有病虫害２８９种，天敌１３２种。１９８４年地、县建立病虫害监测预报网络，
县、乡组织防治专业队，广泛开展防治。１９８６年后，发展植保专业户，自购药械，有偿
服务。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有植保专业人员 １６２人，专职检疫人员 ２０人，推广应用农药
２１０６６吨，植保器械２０１万台 （架），病虫草鼠害总计发生１５７６５９万亩次，防治面积
１１５４０５万亩次，挽回粮食损失２８９５９６万公斤。

一、病　害
全区农作物病害有１００余种，主要危害农作物的有４６种。
小麦腥黑穗病　俗称 “灰穗”。民国时泛滥，有的田块麦穗整块成灰。１９５２年推广

赛力散拌种，灰穗降至２％以下。１９６２年复发，严重地块病穗６０％左右。１９６５年后，赛
力散停用，代之以六氯苯、五氯硝基苯等拌种，灰穗得到控制。８０年代中期又有回升，
但随粉锈宁等新农药的应用和抗病品种广泛推广，此病已很少发生。

小麦条锈病　俗称 “黄疸”、“黄筋”。气流传播，每年不同程度发生，上年冬季积雪

较长，当年地气湿润时为重。一般５月初发生，６月中旬最盛。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于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１９６４、１９８５年大流行。一般中度流行年份减产１至２成，大流行年份减产２
至３成，特大流行年份减产４至６成，个别田块颗粒无收。１９６４年特大流行，受灾面积
１７１２５万亩，组织防治面积４６５万亩，挽回粮食损失１０６０４万公斤。１９８５年特大流行，
受灾面积２３３５万亩，平均普遍率达８６５％，平凉２１号、３１号、西峰１５号品种部分绝
收，少数只能收回种子。防治面积３２万亩，挽回粮食损失１１６３８万公斤，实际损失小麦
７３２９万公斤。１９９１年中度偏重流行，发生面积２００５１万亩，平均普遍率６８７４％，防治
面积１０４４８万亩。２００２年中度偏重流行，发生面积 ２１８９５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
９６５％，后期平均普遍率６８７％，平均病情指数２６０７，防治面积１３２４万亩次，挽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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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损失１９７７万公斤。
小麦白粉病　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普遍发生。小麦品种抗性差、栽培密度大、水肥条件

好、春季降雨较多时容易发生。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流行较重，产量损失
５—１０％，每年结合防锈开展防治。

小麦病毒病　包括红矮病和黄矮病，干旱年份发生较重。红矮病俗称 “缸茬”，由叶

蝉传毒，部分田块发病，与小麦品种、叶蝉数量有关。民国时期，此病比较普遍，流行

年份麦田成片死亡，民谣曰：“年年种麦年年愁，年年麦死来喂牛，病轻年份难交租，病

重年份草不收。”感毒麦株极易受晚霜冻害，过去曾被误认为霜害。１９５３、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
曾局部流行，由于及时摸清了发生原因和流行规律，开展了选用抗病品种、倒茬、合理

密植、药剂防治等综合措施，６０年代以后基本控制了此病危害。９０年代，由于旱象频
繁，但防治措施及时有效，曾于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局部流行。

黄矮病　俗称 “黄叶病”，由蚜虫传毒，与麦蚜发生数量密切相关。６０年代以后发
生较多，严重发生田块一般减产２成。１９７０年大流行，小麦受灾损失３成以上。１９８８、
１９９２年稍重。防治方法，采用长效杀虫剂拌种和灭蝉灭蚜开展防治。

洋芋晚疫病　５０、６０年代多发于庄浪、静宁二阴地区，每年只要７至９月降雨频繁，
必然大流行。１９５９年静宁县威戎发病率达９９％。１９６１年流行，洋芋减产１５—２０％，严重
田块达 ３０—４０％。１９６４年中度流行，减产 ３０％。采用石灰和赛力散混合粉喷洒，用
０１５％硫酸铜溶液喷雾防治，大田在发病初期摘除病叶、拔除病株以消灭发病中心。７０
年代以后，选育推广抗病品种和大面积推广芽栽、小整薯播种、复种留种、有性繁殖、

调进脱毒品种等措施，病害减轻。８０年代，随着洋芋芽栽和整薯播种面积缩小，发病率
有所回升，年发生面积２至３万亩。９０年代后期，年发生面积上升至７万亩左右，约占
播种面积１５％。

二、虫　害
区内农作物虫害１８５种，主要的有７０多种。
黏　虫　俗称 “黑蛆”、“行军虫”。每年由江淮流域迁飞而来，６月中旬为一代成虫

迁入高峰期，６月下旬至７月初麦田出现二代幼虫，小麦收割后，大量幼虫向秋田迁移，
主要危害玉米、高粱、糜谷等作物。玉米每株有虫少则１０多头，多则３０、４０余头，暴食
叶片，严重时作物、杂草被吞食一空，造成减产或绝收。１９５３、１９６４、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危害严重，５０％左右的玉米面积受害。人们采用捕捉、踩踏、挖沟
阻拦，并用敌百虫、敌马粉、辛硫磷、杀灭菊酯等农药喷洒防治。

小麦蚜虫　俗称 “旱虫”，成虫可迁飞蔓延，历年不同程度发生。区内主要有二叉

蚜、长管蚜、缢管蚜３种。６月上中旬，小麦抽穗至乳熟期是为害高峰期，最多每穗有虫
１００至２００头，吸取叶片或籽粒汁液造成减产。温度高、干旱年份，繁殖６至８代。１９６４、
１９７６、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严重，１９９５年发生面积１７６１万亩，危害盛期蚜株率７０９％，百株
蚜量达２０４５至９８００头，防治１３２２９万亩。

玉米螟　俗称“钻心虫”。本区属亚洲玉米螟和欧洲玉米螟混合发生区。主要发生在庄
浪、静宁，平凉、泾川、灵台部分地方零星发生。１９７３年从新疆调进带棒的维尔４２等玉米良种

２０４ 平凉地区志 （上）



带入此虫，致使玉米螟蔓延发展，局部成灾。以静宁中部葫芦河流域川水区危害严重。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年大发生。１９９０年以后，由于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危害得到控制。

菜青虫　主要危害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重发年份一般每株有虫１５至２０头，重者达
４０至５０头。１９８７年，平凉郊区受害率达到７０％左右。９０年代以来，通过使用生物农药
ＢＴ及菊酯类农药喷洒防治，有效抑制了危害。

美洲斑潜蝇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８年，全区７县 （市）３７个乡发生，面积１９２万亩。以
３１２国道沿线的平凉、泾川、静宁菜区较重，受害温室及大棚蔬菜一般减产２０％以上，
以温室黄瓜损失最重，西葫芦次之，个别温室绝收。此虫以种子调运带进。

地下害虫主要有蛴螬、金针虫、蝼蛄、地老虎、麦种蝇等，在地下咬食作物根系，

造成缺苗断垄。一般为害死苗率５—１５％，重者３０％。６０年代用 “六六六”粉拌种，有

所抑制。８０年代推广三九一一、甲基异柳磷、辛硫磷拌种及土壤处理效果较好。９０年代
后期，由于连年干旱，拌种措施放松，地下害虫数量有所回 升，平均每平方米有虫５至
１２头，发生种群以金针虫为主，蛴螬次之。

贮粮害虫主要有玉米象、麦蛾、印度谷螟、日本蛛甲，局部为害严重的有豌豆象。

豌豆象，１９８３年发生于庄浪、静宁两县２７个乡，面积７６万亩，平均被害粒率１９１％，
最重的静宁县司桥乡前嘴村，每公斤样品有活虫１０５７８头。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在司桥乡开
展豌豆象田间喷药防治示范１１万亩，平均防效９４３％，用磷化铅熏蒸处理豌豆６００公
斤，效果１００％。

第二节　草害防治

农田杂草有２０９种，危害重的有１１种。
麦田杂草，播娘蒿—离子草—荠菜群落分布最为普遍，以六盘山以东５县 （市）危

害最重。雀麦群落，主要发生于平凉、崇信、华亭的局部地区。播娘蒿—雀麦—离子草

群落，主要发生于平凉、华亭、崇信、灵台县。小花糖芥—离子草群落，主要分布于平

凉等较干旱的塬区和部分山区。遏蓝菜—离子草群落，主要发生于泾川县南部塬区。野

燕麦群落，主要发生于静宁北部山区春麦田，华亭、泾川也有分布。发生较重的年份有

１９５３、１９５９、１９６４、１９７５、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年损失小麦１５％
左右。

玉米田杂草，藜—狗尾草群落，普遍分布于各地，是苗期主要杂草群落，危害最大。

苣荬菜—狗尾草群落，主要发生于有灌溉条件的川水地，泾河、马莲河流域川水地发生

较重。反枝苋—田旋花 —狗尾草群落，普遍发生于各地山、塬区。马唐—狗尾草—反枝

苋群落，主要发生于较干旱的川、塬区，为玉米后期杂草。腺梗莶—头状蓼—香薷群

落只发生于华亭县。刺儿菜—大刺菜群落，发生于华亭县，以河畔、水渠地带较重。

糜子田杂草，主要有藜—田旋花群落，反枝苋—地锦—田旋花群落，腋花苋—田旋

花群落，前两种群落分布普遍，后一种仅在静宁县仁大河谷地危害。

胡麻田杂草，藜—田旋花群落和刺儿菜群落，多发生于多雨湿润区，鹤虱—田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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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多发生于塬地、山坡地。胡麻田杂草一般危害较轻。

另有毒麦，来源于进口商品粮。１９８８年进口沙特阿拉伯小麦１５００吨，经检验毒麦含
量１０８％，最高２５６％，毒麦发芽率 ８５％。１９９０年进口美国小麦 ５０００吨，毒麦含量
２０９８％，最高５２％，假高粱含量００１７％，最高００２９％。面粉厂加工面粉时，洗麦污
水流出，带有毒麦，滋生蔓延。平凉、泾川、华亭３县 （市）９个乡发生面积７万亩。

农田杂草传统的防治方法是人工锄草，一般农田锄２至３次草。８０年代开始推广２，
４—Ｄ丁酯化学除草 （幼苗时喷药防除），使用面积逐年扩大。９０年代以后，化学除草面
积每年平均５０万亩以上，有效控制了草害。对毒麦当年秋和翌年春进行人工拔除处理，
共拔除１３２万亩次。至２００２年，农田草害累计发生２５９３７万亩次，防治１９８７９万亩
次，挽回粮食损失６４６４２万公斤。

第三节　鼠害防治

区内鼠害有１４种，主要的家栖鼠有褐家鼠、小家鼠、野栖鼠，地下有中华鼢鼠 （瞎

瞎）。地上有长尾仓鼠、灰仓鼠、社鼠、黑线姬鼠、 沙鼠、大仓鼠、金花鼠 （?俚猫）

主要危害小麦、玉米、高粱、糜子、谷子、洋芋、蔬菜、牧草、幼嫩树根及贮粮、

家居什物，传播多种疾病。

泾川县荔堡塬区是全区唯一无鼢鼠区。

中华鼢鼠，是危害较重的地下害鼠，历年均有发生，作物受害轻则缺苗断垄，重则

成片死亡，损失严重。５０、６０年代，采用人工方法 （弓箭射杀）和养猫捉鼠。７０年代后
辅之于药剂防治 （磷化锌、毒鼠磷、敌鼠钠盐、溴敌隆、氯敌鼠、杀鼠醚等），效果较

好。到８０年代每年防治１８０万亩左右。９０年代以后，受连年干旱和暖冬气候影响，其发
生危害加重。１９９２年在泾川、灵台８乡调查，平均百亩有鼠７３２６只，麦田被害面积占
７９％。１９９３年，平凉市柳湖乡天门村山地冬小麦平均每百亩有鼠１２８３只，被害面积占
１７４％，最高达５０％以上，小麦密度损失１１０４％。在一鼢鼠暂贮洞中挖出１０天贮存的
新鲜麦苗３１４４株。区内每年发生面积２００万亩左右。防治仍以人工为主，药物防治为辅。
至２００２年，农田鼠害累计发生１９６５万亩次，防治面积１８１３万亩次，挽回粮食损失
６０１７５万公斤。

第四节　植保药械

一、农药推广

５０年代初，推广的杀菌剂有赛力散、硫酸铜；杀虫剂有六六六粉、滴滴涕。６０年代
推广使用有机磷杀虫剂１０５９、敌百虫；杀菌剂有西力生、硫磺氟化钠、敌锈钠、敌锈酸；
杀鼠剂有磷化锌。７０年代陆续推广杀虫剂乐果、敌敌畏、１６０５、３９１１、辛硫磷、呋喃丹，
用六氯苯、托布津代替了赛力散；杀螨剂有三氯杀螨醇；植物生长调节剂有矮壮素、赤

霉素 （９２０）等。１９７６年，农药总用量１６３吨。８０年代除草剂２，４—Ｄ丁酯、燕麦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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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枯；杀虫剂有水胺硫磷、甲基１６０５、氧化乐果、敌马粉、杀灭菊酯、敌杀死等；杀
菌剂有粉锈宁、羟锈宁、乙磷铝、甲基托布津、拌种双、萎锈灵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有

三十烷醇等。１９８９年农药总用量１６９吨。９０年代，杀螨剂有克螨特、扫螨净、哒螨灵等；
杀鼠剂推广使用无二次中毒的抗凝血类杀鼠剂，有大隆、敌鼠钠盐、氯鼠酮、杀鼠醚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有多效唑、云大１２０等。２００２年，全区农药推广有６大类８０余种，总用
量２１０６６吨。

二、农药管理

在５０至７０年代，农药由农业主管部门和农资供销部门营销管理。１９９７年 《农药管

理条例》实施后，平凉行署农牧处委托地区植保站开展全区农药管理工作。对符合农药

经营条件的单位发放 《农药经营许可证》９６份，并与工商部门协作，开展区内农药经营
市场检查整顿。摸清区内农药经营网点３４５家，符合法定经营条件的１５９家，取缔非法经
营摊点９户，责令限期整改１５户，限期办理 《农药经营许可证》７９户，没收过期劣质农
药４０公斤，罚款１５００元。

三、药械配置

５０年代推广手摇木质拌种器、手摇喷雾 （粉）器、压缩喷雾器等。６０、７０年代，推
广使用脚踏喷雾器、５８型喷雾器、５５２型压缩式喷雾器、工农１６型背负式喷雾器和超低
量喷雾器、泰山１８型和东方红机动喷雾 （粉）器。８０年代初，配置泰山１８型弥雾喷粉
机。１９８５年，喷雾器使用量增加到１万台 （架）。至２００２年，社会保有量达到２０１万
台 （架）。

５０４第四编　农　业



第九章　农业机构

一、管理机构

１９４９年７月，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４科分管农业，１９５２年８月后，先后设
建设科、农林局、农建局、农牧局、农牧处。

１９５９年２月成立工具改革管理局，管理农机工作。１９６０年，成立农业机械管理局。
后与建设局、农牧局几度分合 （参 《政权政协》）。

二、事业机构

平凉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于平凉设立陇东区
实验场。场地面积１４４１７亩，有职员５人，工人６人。１９４９年接管后，改名为陇东人民
农林实验场。１９５３年易名为甘肃省农业试验总场陇东分场。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迁往西峰市温
泉乡八里庙，更名为平凉农业试验站。１９５８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平凉专区农业科学研究
所，此后几经撤并。１９７８年３月恢复为县级单位后，再未变动。

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１９６０年，设平凉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次年撤并。
１９７３年５月，成立平凉地区农机具研究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改名为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化研
究所。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与地区农机化研究所两个牌子合
署办公，隶属行署农牧处。

平凉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设平凉农业推广所，隶属省农业改
进所。１９５５年３月，成立平凉专区农业技术推广站，１９５８年后，与农建局、农牧局时合
时分。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恢复。

平凉地区种子公司　１９７５年６月成立地区种子站，与地区农技站合署办公。１９７８年
９月成立地区种子公司，为县级单位，撤销种子站。１９８８年成立地区种子管理站，与地
区种子公司合署办公，两块牌子。

平凉地区园艺试验场　１９５２年，在平凉西郊建成黄河水源林场苗圃，翌年改为平凉
专区直属苗圃，占地３６５亩。１９５９年迁址龙隐寺，１９７３年改名为地区园艺试验场。

平凉地区植保植检站　１９６４年，农业技术推广站内设植物检疫站，１９７７年更名为植
保植检站。１９８４年４月成立地区病虫测报站。８月地区植保植检站与地区农技站分设，
与病虫测报站合署办公。１９８６年成立平凉地区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与地区病虫测报站、
植保植检站一套人马，三块牌子。

平凉地区农业经营管理站　１９７３年成立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站。１９８４年７月
更名为平凉地区农业经营管理站。

平凉地区农村能源办公室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立。１９８５年１２月，成立地区能源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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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业务由平凉地区农村能源办公室办理。

平凉地区农机监理所　１９８４年７月，将农牧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所与农业机械管理
科分设，成立平凉地区农机监理所。

三、经营机构

甘肃省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公司　１９６６年２月，成立甘肃省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分公司，
与专区农机局合署办公。１９７６年，与农机局分设。１９８４年，改名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化服
务公司。１９９０年，更名为甘肃省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公司。

平凉农业总场　１９７５年２月成立，１９７８年２月，撤销平凉地区农业总场。１９８０年７月
将平凉３农场交地区管理，成立平凉地区农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农垦农工商
公司筹备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１９８４年１月成立平凉农垦分公司。１９８８年８月，改为平
凉农垦公司。１９９６年１月，成立平凉农业总场，与平凉农垦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张老
寺、万宝川、五举３农场归属平凉农业总场直接管理。张老寺农场生产的红富士苹果荣获
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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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乡镇企业

第一节　职　工

一、职工人数

乡镇企业职工多为分散在农村的能工巧匠和作坊从业人员。１９５５年合作化时期，大
多转入农业生产，少数被吸纳到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大办工业时，部分转入
国营企业，部分仍留集体企业。１９５９年集中各类工匠办工业，１９６２年后又全部下马。当
时，社队企业职工不足２０００人。
１９７０年后，社队企业开始起步，至１９７５年职工人数发展到１４６万人，其中公社企

业６１０６人，大队企业 ８５０５人。１９８０年，职工人数达 １８８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３７２％。其中从事农业企业的７６８３人，占４０８％；从事工业的７１９２人，占３８２％；从
事建筑业的２８９７人，占１５４％；从事运输业的９２人，占０５％；从事商饮服务等其他企
业的９５３人，占５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职工人数下降。
１９８４年，“乡镇办、村办、联营、合作、个体五个轮子一齐转”，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到１９８５年，职工人数增至３４２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５６３％。其中从事农业企业
的１６３１人，占４８％；从事工业的 １５４万人，占 ４５％；从事建筑业的 １３８万人，占
４０２％，从事运输业的 ８７４人，占 ２６％；从事商饮服务等其他企业的 ２５４９人，占
７４％。其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加快，职工队伍迅速壮大。１９９０年，职工人数达到１１４２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１６２％。按行业分：从事农业企业的３２２４人，占２８％；从事工
业的５３２万人，占４６６％；从事建筑业的３５５万人，占 ３１１％；从事交通运输业的
９５５５人，占８３７％；从事商业的７７００人，占６７％；从事饮食业的２６６８人，占２３４％；
从事服务业的１９３３人，占１７％；从事其他企业的４４４人，占０３９％。１９９５年，乡镇
办、村办、合作、个体四种形式的企业职工人数为１９６１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２５％。
１９９７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２２２７万人。１９９８年，按新调整后的集体、私营、个体统
计，职工人数为１５５２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１９４％。其中从事农业企业的１８８４人，占
１２％；从事工业的６３４万人，占４０９％；从事建筑业的４３５万人，占２８％；从事交通
运输业的１７１万人，占１１％；从事商业批发零售业的２２４万人，占１４４％；从事饮食
旅游服务业的６６２３人，占４３％；从事其他企业的３３１人，占０２％。按所有制分：集体
企业职工５２４万人，占３３７８％；私营企业职工２２万人，占１４１７％；个体企业职工
８０８万人，占５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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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企业人数为１７９４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２０％。其中从事农业企业的２７１２
人，占企业人数的１５１％；从事工业企业的６５５万人，占３６５１％；从事建筑企业的
４０８万人，占２２７５％；从事交通运输企业的２３２万人，占１２９３％；从事商品流通企
业的３０７万人，占１７１２％；从事旅游饮食服务企业的１５７万人，占８７５％；从事其他
企业的 ７６９人，占 ０４３％。在企业人数中，集体企业人数 ５１９万人，占企业人数的
２８９３％；私有企业人数２４７万人，占１３７７％；个体企业人数１０２８万人，占５７３％。

二、技术人才

１９８５年起，以建筑企业为主体开始引进人才，在区内国有企事业单位聘用专业技术
人员２３人，从区外引进技术人员８０人。至１９９０年聘用人员达６４３人。随着培训工作的
加强和乡镇企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开展，聘用人员逐年减少，１９９５年为５９９人，
１９９８年为１５０人。

１９８８年，乡镇企业聘定专业技术人员７８６人，其中助理级１７５人，员级６１１人，占
职工总人数的０７８％；１９９０年为１０１５人，占职工总人数的０８９％，其中助理级２２６人，
员级７８９人。１９９２年有３７人取得中级技术职称。１９９５年有专业技术人员２０４２人，占职
工总人数的１０７％，其中中级１５７人，助理级５９８人，员级１２８７人。１９９８年为３１９８人，
占职工总人数的２０６％，其中中级２５９人，助理级１０２２人，员级１９１７人。２００２年累计
评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４２６０人，占职工总人数的２３７５％，其中高级工程师１６人。

三、企业家

乡镇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农民企业家。１９９１年平凉市黄登贵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
国乡镇企业家。１９９３年获甘肃省人民政府全省第一届乡镇企业家２８人，平凉市有黄登
贵、杜金寿、锁玉辉、张进、温志珍、马正祥、王振祥，静宁县许富忠、姚家祖、王

国安、梁应海，崇信县阎具锋、陈宗贤，泾川县张玉宏、王贵生、何继成、李广学、燕

思贵、李文杰，华亭县张世虎、张斌科、尉思明、唐发祥，灵台县何世儒、刘君，庄浪

县刘振华、杨万润、席正东。１９９５年获甘肃省第二届乡镇企业家２８人，平凉市有黄登
贵、唐清学、文斌群、马鸿俊、黄万江、张作忠、卢正学，泾川县盖思孝、李广学、李

文杰、魏黎明，灵台县边玉才，崇信县梁进录、杨俊义，华亭县马尚平、张生俊、李海

龙、陈文学、黄晓林、张存贵，庄浪县王耀胜、杨发田、赵梅生，静宁县许富忠、陈贵

荣、杨凤岐、杨正强，平凉地区城建总公司第二建筑安装公司经理朱维华。１９９７年获甘
肃省第三届乡镇企业家３０人，平凉市有黄登贵、黄万江、唐清学、肖治华、高旺、张
文、马继策，泾川县段真奎、辛继祖、谢九霄、王正林、孙立学，灵台县王小平，崇信

县赵正中、赫志福、赫智荣，华亭县李文涛、李忠荣、徐永泰、金国新、赵管仕、戴智

忠，庄浪县马达、田贵荣、刘奇生、刘学斌，静宁县许富忠、杨正强、杨凤岐、张省洲。

１９９８年获甘肃省第四届乡镇企业家３０人，平凉市有黄登贵、唐清学、杨俊卿、沙泉海、
黄万江、陈绍武、杨青龙、王振祥、李虎雄，崇信县薛恒尧、赵东生、袁克崇，华亭县

陈民、口成义、徐永泰、郭文堂、马国栋、李树平、马鸿德，庄浪县杨明瑞、张万全、

牟仲魁，静宁县杨凤岐、张省洲、杨正强、柴永国、田恒、何纪刚，泾川县李广学、蒋

吉虎。２０００年获甘肃省第五届乡镇企业家１３人，平凉市有黄登贵、黄万江、卢正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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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清，华亭县张俊祥、刘俊杰、徐永泰、赵治学，静宁县樊旺、杨正强、张省洲，泾川

县孙立学，庄浪县杨明瑞。２００２年获甘肃省第六届乡镇企业家１５人，崆峒区有黄登贵、
黄万江、唐清学、武建宗，静宁县杨正强、樊旺、段党斌、王相中，泾川县段真奎、王

锁奎，华亭县张俊祥、赵治学、徐永泰，崇信县李和平，庄浪县朱三福。崆峒区黄万江、

静宁县杨正强获全国乡镇企业家称号。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分３批将５１名乡镇企业家录用为国家干部，其家属１０８人由农村
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第二节　企　业

新中国成立后，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者主要是木匠、铁匠、石匠、瓦匠、小炉匠、

皮匠、毡匠、席匠等。还有联户性质的染坊、油坊、粉坊等小作坊。城镇郊区的少数农

户兼营商业，开设杂货部、药铺、五金修理等。农业合作化后，具有联户、个体性质的

农村私营企业大部分归并到手工业合作社和地方国营企业，一部分并入农村供销合作社。

１９５８年，公社、大队两级土法上马，兴办集体性质的农机具修造厂、五金厂、化肥
厂、石灰厂等社队企业２６５户。１９６２年社队企业大部分停办。
１９７０年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大办农村社队企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公社、

大队办起小水泥、小煤窑、小水电、小砖瓦、小石灰厂、建筑工程队和以粮油加工为主

的农副土产品加工企业１７１户，其中公社办１００户，完成工业产值１１６５万元，占全区工
业总产值的２５％，基本建设投资完成２０７６万元，新增固定资产１８０６万元。１９７６年全
区社队企业数达到１６４０户，完成产值１９６６９万元，利税５１７万元，支农资金９５７万元。
１９７８年全区社队企业数２８２６户，完成产值２２８３８万元，总收入２０８９万元，利润３７７万
元，支付工资５９８万元，支农资金１５２万元。１９７９年，实行 “关、停、并、转”，企业户

数减少，少数企业活源缺少，产品滞销，产值、利税下滑。１９８１年社队企业数下降到
１８２７户，总产值下降到１４６２万元。

１９８４年，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范围由公社、大队两级办，扩大为乡
镇、村、组、联户和户办。全区乡镇企业产值达到２８７６５万元，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
６％，基本建设投资３８７４万元，新增固定资产３６６６万元，总产值在百万元以上的乡镇
企业有７户。１９８５年，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召开全省经济工作陇东片会议
后，乡镇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时有乡镇企业１２３５户，其中个体企业１５８户，联营企业
５６４户；总产值达到５４５２万元，其中个体企业产值１６８７１万元，占总产值的２６％，联
营企业产值７１０２１万元，占１１１％。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８９５％；总收入４０２７万元，增
长５７０５％；纯利润６０４８万元，增长７３％；税金２３３４万元，增长１０２％。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后，对１１９０户乡村企业分批进行整顿。１９８８年联办企业发展
到１３５２户，个体企业发展到８１９９户，分别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４倍和５２倍。１９８９年对乡镇
企业采取 “调整、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税收、信贷方面的支持和优惠减少，资金主

要靠农民集资筹措，立足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料加工，发展速度迅猛。１９９０年，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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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达到５０９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８３倍，年均增长１７倍；总收入５１８亿元，比
１９８５年增长 １１９倍，年均增长 ２４倍；利润总额 ３８８０万元，增长 ５５倍；实交税金
１３９２万元，增长５倍；企业总数达到１３０３５户。

１９９１年４月，全省乡镇煤矿清理整顿现场会在平凉召开，总结交流乡镇煤矿清理整
顿工作经验。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２日，全国乡镇煤矿安全生产平凉现场会召开，推广平凉
地区及华亭、崇信县乡镇煤矿 “安全生产，领导负责”的安全管理工作经验。国家农业

部通报表彰平凉地区行署乡镇企业处、华亭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为 “全国农业系统安全生

产管理先进单位”。有私营、个体企业１２８５９户，总产值４４７亿元，分别比１９８８年增长
３４６％和１２倍。１９９２年６月，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召开地、县、乡三级干部参加
的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思想要放开、政策要放开，鼓励干部、职工和

科技人员领办乡镇企业，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推动乡镇企业再上一个新台阶。全

区乡镇企业发展到１７１７２户，完成总产值９２３亿元，总收入８２３亿元，利润７５６１万元，
有固定资产原值２３４亿元。
１９９５年９月，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明确提出建设４０个重点乡镇和１０个工业小

静宁大红碗方便面食品公司

区的构想。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
１６日，地区行署乡镇企业处组
织，对全区乡镇企业进行全方

位、多层次的观摩检查。至年

底，乡 镇 企 业 总 产 值 达 到

３３１７亿元，比 １９９０年增长
５５倍，年均增长１１倍，其中
工业产值 １６亿元。总收入
２９９４亿元，增长４６倍，年均
增长 ９２％；纯利润 １４亿元，
增长 ２９倍，年均增长 ５８％；
实现税金８９２２万元，增长２２倍，年均增长４４％；企业总数３１５８９户。创办起平凉市西
郊、峡门、四十里铺和泾川县城关、灵台县独店、崇信县新赤、华亭县东华、安口及庄

浪县朱店、静宁县八里乡镇企业开发小区，各企业小区成立管理委员会。“八五”期间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入４１６亿元，固定资产原值达到５３亿元。
１９９６年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建立 “企业负责、行政管理、

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地区行署制定 《平凉地区乡镇企业

小区管理办法》，把乡镇企业小区建设列入 “九五”期间八件大事之一，是经济工作十项

重点工作之一。使乡镇企业由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向合理规划、集中连

片发展。全区有私有企业１５９１户，个体企业３１６１６户，占企业总数的９４２２％，从业人
数达到１３３２万人，占乡镇企业总人数的６３９４％，总产值达到３６５６亿元，占乡镇企业
总产值的７２８％。乡镇企业小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９８６亿元，占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
的１９８％；实现利润４９６８万元，上缴税金２８０５万元。新上建设项目１３１个，其中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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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项目５３个，完成投资总量１６９亿元。新创办起平凉市柳湖、华亭县策底乡镇企业
小区。平凉市西郊乡镇企业小区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乡镇企业示范区。１９９７年，
全区有乡镇企业３７５２９户，创历史最高水平。乡镇企业小区以政策启动、行政推动、领
导鼓动、群众发动为主要方式，在继续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作起点的同时，以项目栽

桩、资金引进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也有一定进展。全区１２个乡镇企业小区完成乡镇企业总
产值２６６９亿元，占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的３７５％，较上年增长１７７％；总收入２１２亿
元，实现利润２０８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２倍；上缴税金６９３２万元，较上年增长１４７倍；
投资规模１６亿元，落实建设资金１２亿元；新开建设项目４２５个，其中百万元以上项目
２８个。平凉市西郊乡镇企业小区，被国家农业部批准为国家级乡镇企业示范区和全国乡
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华亭县安口乡镇企业小区被甘肃省乡镇企业局批准为省级乡镇

企业示范区。

１９９８年市场推动趋弱，销售不旺，乡镇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全区乡镇企业面
对严峻的挑战，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不断深化改革，使企业结构和布局进

一步优化，整体素质、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提高。按新口径统计，全区乡镇企业完

成总产值６２６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２５３亿元；乡村集体企业总产值１４７２亿元，私有
企业总产值８４３亿元，个体企业总产值３９４５亿元；总收入５３５亿元，纯利润３６亿
元，税金２３６亿元；支付工资总额 ５２亿元，固定资产原值 ７９７亿元。企业总数为
２３９４４户，其中集体企业１０１２户，私营企业９４６户，个体企业２１９８６户。１２个乡镇企业
小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３９７９亿元，投资总量１５８亿元，新上项目１８３个，其中百万
元以上项目４５个。３年累计完成各类基础设施项目７４个，投资２２亿元；新上各类生产
经营性项目４５９个，投资２９６亿元。２０００年新创办灵台县什字、庄浪县南湖地级乡镇企
业示范小区。

２００２年，全区有乡镇企业２８２５４户，其中集体企业９４９户，私营企业９７４户，个体
企业２６３３１户；完成总产值９７３１亿元，其中集体２４０３亿元，私营１２８８亿元，个体
６０４亿元；增加值２４６５亿元，其中集体６５２亿元，私营２９２亿元，个体１５２１亿元。
乡镇企业资产总额达到２０４亿元，上缴税金１１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２２％，农民人
均从乡镇企业获得收入５２０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３％，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和发展农
村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３５００万元。１４个乡镇企业小区经营总收入达到４４２亿元。静宁
县八里、华亭县东华乡镇企业小区被省乡镇企业局命名为甘肃省乡镇企业示范区，华亭

县东华乡镇企业小区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平凉市西郊乡

镇企业小区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省级文明小区”、“全省财政综合实力百强乡镇”、“全

省十强乡镇企业示范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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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全区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
（１９９８年后按新口径统计） 单位：万元

名

称

指
标

年 份

企业

户数

从业

人数
总产值

工业

产值
总收入

利税

总额

工资

总额

固定资

产原值

１９７８ ２８２６ ２３２２０ ２２８４ ３２７ ２０８９ ３７７ ５９８ １６２５

１９８０ ２２３９ １８８１７ １７８３ ５６７ １７８３ ４６３ ５５１ ２０６６

１９８３ １０９４ １８２７５ １１５６ ６８４ １９９０ ３８３ ８４５ １７６２

１９８５ １２３５ ３４２４０ ５４５２ ２８４４ ４０２７ ８３８ １７２８ ３１３０

１９８８ １１１４５ １００７８５ ３４６５７ １４９８１ ３０３４７ ３６６９ ７６８４ １１４２２

１９９０ １３０３５ １１４２２１ ５０８７２ ２２９７６ ５１７８９ ５３７２ １０５４１ １７３１３

１９９３ ２１３２６ １５２６６８ １４６２０１ ７４８９８ １２４８３４ １０１７６ １８５７３ ３０８７８

１９９５ ３１５８９ １９６１４８ ３３１７００ １６１５９１ ２９９３６９ ２４７２７ ４６６８０ ５３３８０

１９９８ ２３９４４ １５５１８７ ６２５５４９ ２５２９３３ ５３５２９３ ５３２３７ ５２００３ ７９７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６８３５ １６９３６１ ７４３８１９ ３０５７４６ ５９５７７８ ３７０７７ ６４５９７ ８８７５１

２００２ ２８２５４ １７９３７５ ９７３０９３ ３８０２９２ ７７６５３１ ４５４０１ ７１７１２ １０９７０１

第三节　管　理

一、管理机构

１９５９年成立平凉专员公署公社工业管理局。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并入专署农业机械局。１９６１
年１０月恢复，与专署手工业管理局合署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专
署公社工业管理局并入专署工业交通局。

１９７６年９月成立平凉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撤并归地区农牧处。１９８４
年８月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乡镇企业处 （参 《政权政协》）。

二、管理体制

公社工业和社队企业全部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性质。经营管理实行统一领导、

集体经营、计划管理的体制。实行劳动在厂、口粮自带、评工记分、回队分配，材料物

资归口计划供应，依计划进行生产，按国家定价归口销售。１９７９年开始试行利润包干责
任制，允许企业在完成合同计划的前提下自由销售，多产多销。有５７％的企业执行工资
制，一些企业仍实行回队分配加补贴等分配办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消合

同计划，按经济合理原则，面向市场组织经营。部分农业企业实行资产归社队、责任到

农户、定产交社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他行业则主要采取以利润和收支为主体的集体

经营、责任制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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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后，乡镇企业进入面向市场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新阶段，逐步形成以下几种
体制形式。

厂长 （经理）责任制　１９８４年在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不断扩大企业经
营自主权的基础上，逐步在乡村企业中确立厂长 （经理）责任制。１９８５年有２３％的乡村
集体企业、８０％以上的乡办企业落实厂长 （经理）责任制。１９９８年仍有３０％的乡办企业
采用这种管理方式。２００２年集体企业实行的厂长 （经理）责任制停止。

承包制　１９８５年后，逐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１９８７年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村办
企业达到８５％。１９８８年结合企业整顿，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乡村企业１８９户。１９８９年
５０％的乡办企业和９０％的村办企业完成为期３年的首轮承包经营。１９９３年实行带资承包、
风险抵押承包等方式。１９９５年对承包合同签订、兑现及承包经营期间采取全程审计管理
办法。１９９８年有６３７户乡村企业采用承包经营方式，占乡村企业总数的６２８％，其中采
用带资和资产等风险抵押承包的企业 ７２户。２００２年集体企业实行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停止。

个体和合伙经营制　１９８５年后，个体经营制一般按 “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的

原则，实行个人投资、个人所有、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方式；合伙经营制多采用 “协

议制”，即企业的管理、经营、分配按投资者预先达成的协议或通过共同协商进行，分配

方式上按劳分配与利润分成相结合。到１９９８年实属个体、私营性质却挂着集体牌子的
６２５户企业摘掉 “红帽子”。２００２年有私营企业９７４户，个体独资企业１１４６５户。

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　１９８７年后，在乡镇企业中发展股份制经济。１９９３年具有股份
成分的乡镇企业为１１００户。１９９４年，在华亭县召开以实施股份合作制为中心的乡镇企业
改革改制现场会。１９９５年达到２３６５户，资本金３２亿元，其中乡村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
１０３４户，资本金１４亿元。但对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缺乏了解，工作依靠行政推动，大多
数企业改制没有获得成功。１９９７年经规范完善，按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运行的企业２２２
户，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股份制企业２户。１９９８年采用股改、承包、拍卖、租赁等
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全区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达到３６７户，
从业８７７３人，资本金９７２１万元，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股份制企业７户，从业２３６１
人，资本金２５２８万元；完成集体企业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改造７７户，完成个体私营企业
股份合作制改造２６７户，新组建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２３户。２００２年有集体企业７７４户，
股份合作有限公司１５户，其他企业１５０２６户。

集团经营　１９９３年以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实力的增强，集团经营有所发
展。１９９８年乡镇企业集团有静宁县建筑企业集团、平凉市百兴实业集团、平凉市建筑企
业集团、庄浪县陇原建筑企业集团、华兴地毯工贸集团、泾川县建筑企业集团。２００２年
组建华亭东升工贸集团、砚峡煤业集团。

三、质量管理

１９８５年开始乡镇企业产品创优工作以来，泾川县梁河酒厂生产的梁河大曲白酒被评
为全省商业系统优质产品。平凉市峡门造纸厂生产的３６０克黄板纸、２００克瓦楞纸、３５
克有光纸，白水造纸厂生产的３６０克黄板纸，硅铁厂生产的硅铁，电石厂生产的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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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滩食品厂生产的 “泾河”牌糖水梨罐头，福利制革厂生产的黄牛鞋面革，上杨水泥厂

生产的４２５号普通硅酸盐水泥，崆峒砖厂、四十里铺砖厂、上杨砖厂及静宁县八里砖厂
生产的普通烧结砖，祁川造纸厂生产的１６０克瓦楞纸，城川罐头厂生产的 “葫芦河”牌

苹果罐头，泾川县粉丝厂生产的豆粉丝，淀粉厂生产的玉米淀粉，灵台县横渠酒厂生产

的梁横大曲白酒，庄浪县良邑变蛋厂生产的变蛋，平凉地区建材预制厂生产的预应力

ＹＫＢ空心楼板等２０户企业的２３个产品被评为甘肃省乡镇企业优质优秀产品。华亭县东
华镇煤矿获 “甘肃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示范企业”称号，平凉市崆峒砖厂和静宁县八里

砖厂生产的普通烧结砖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优质产品。１９９０年开展乡镇企业创名牌产品活
动以来，平凉市峡门水暖厂生产的 “平春”牌 ＴＺ４—６—５散热器，获甘肃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 “产品实物质量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奖，该散热器和静宁县地毯厂生产的 “飞

天”牌９０道机抽洗地毯被确认为甘肃省乡镇企业名牌产品。１９９３年起，在乡村两级工业
企业中推广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攻关活动，即ＴＱＣ和ＱＣ活动。１９９８年有２５００多名职工
取得国家农业部ＴＱＣ普及知识统考合格证。平凉市峡门水暖厂、上杨水泥厂、静宁县地
毯厂、泾川县第二塑料厂、灵台县机砖厂、泾川县党原砖瓦厂６户企业通过农业部 ＴＱＣ
达标验收。平凉市建筑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全国、省集体企业建筑协会ＴＱＣ达标
验收，分别获得建筑质量管理 “银屋奖”与 “金屋奖”。平凉市人造板厂 “人造板一次

高温热压粘合技术攻关”、水暖厂 “钢屑冶炼间断式炉及一次性浇注产品工艺”ＱＣ小组
获甘肃省乡镇企业优秀 ＱＣ小组成果二等奖；平凉市上杨水泥厂 “出磨水泥２８天强度，
提高水泥安定性”ＱＣ小组获甘肃省乡镇企业优秀 ＱＣ小组成果三等奖；静宁县地毯厂
“严格现场管理，降低荒毛耗损”ＱＣ小组获甘肃省乡镇企业优秀 ＱＣ小组成果一等奖、
农业部ＱＣ小组二等奖。此后，ＴＱＣ达标验收活动停止。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平凉市福利制革
厂生产的 “陇上明珠”牌全粒面革、静宁县精威饲料公司生产的 “精威”牌猪浓缩饲料

获甘肃省乡镇企业名牌产品，该全粒面革并获甘肃省乡镇企业十大名牌产品。

１９９０年起，以基础管理工作为中心，开展企业晋等升级活动。１９９２年平凉市峡门水
暖 厂、电石厂、静宁县城川建筑工程公司等企业晋升为甘肃省二级企业；平凉市草峰建

筑工程公司等３４户企业晋升为甘肃省乡镇企业局Ａ级企业，泾川县党 原被服厂等１２户
企业晋升为甘肃省乡镇企业局Ｂ级企业。１９９４年开展以实缴税金、实现利润等效益指标
为核心的全区 “十强乡镇企业”评选活动。１９９５年以提高企业综合管理素质为中心，开
展质量效益达标升级和节能降耗活动。１９９８年静宁县建筑企业集团公司、平凉市建筑企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峡门水暖厂、福利制革厂、峡门造纸厂等２０户企业被评为全省乡
镇企业质量效益Ａ级企业；泾川县建筑企业集团公司、平凉市上杨水泥厂等３３户企业被
评为全省乡镇企业质量效益 Ｂ级企业；泾川县窑店乡练范砖厂、静宁县威戎水泥厂、平
凉市上杨水泥厂、福利制革厂等１８户企业被评为全省乡镇企业节能降耗先进企业。静宁
县建筑企业集团公司、平凉市建筑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百兴实业集团公司、上杨水

泥厂、华亭县砚峡乡煤矿５户企业连续５年被评选为全区 “十强乡镇企业”；静宁县地毯

厂、崇信县赤城乡煤矿连续４年被评选为全区 “十强乡镇企业”；庄浪县矿建企业集团公

司、泾川县丰台建筑工程公司、建筑企业集团公司连续３年被评选为全区 “十强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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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华亭县砚峡村煤矿连续２年被评选为全区 “十强乡镇企业”；华亭县东华镇殿沟煤

矿、庄浪县陇原建筑安装集团公司、静宁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被评选为当年全区 “十强

乡镇企业”。平凉市百兴实业集团公司、上杨水泥厂、泾川县窑店乡练范农工商总公司、

华亭县砚峡乡煤矿等５户企业被命名为 “省级文明乡镇企业”。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静宁建筑集团公司跻身 “中国建筑行业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１００
家”之列，静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连续５年被甘肃省建设厅、建筑业联合会评为 “优秀

建筑企业”、“‘九五’甘肃省建设先进单位”，平凉百兴实业集团连续３年被评为 “甘肃

省十强乡镇企业”，泾川县丰盛建筑工程公司荣获省委、省政府 “重人才、靠技术、抓信

息、促发展”、“捐资助学先进集体”、“全省文明乡镇企业”、“全省诚信守法乡镇企业”

等称号。华亭县砚峡乡煤矿、平凉市上杨水泥厂、福利制革厂获得 “甘肃省乡镇企业科

技进步示范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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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畜禽饲养

平凉畜牧业的历史悠久，从伏羲氏 “教民佃渔”到战国秦初乌氏倮的 “斥卖牲畜”，

均可窥得古代畜牧之一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北地郡置牧师令，主管畜牧业生产，

设牧师苑，主管马、牛、羊等家畜经营。至汉代，这一带 “畜牧为天下饶”。唐至德以后

因战乱影响，至五代十国时，畜牧业一度衰落。宋在德顺军、渭州置 “马市”，明在平凉

设苑马寺，对畜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的轨道。

５０年代前，区内畜禽品种较少，多为本地自然繁殖的各类土种。后大量引进的畜禽
品种多达９０个。

马有河曲马、伊犁马、蒙古马、奥尔洛夫速步马、卡拉巴依马、岔口驿马、阿尔登

马、门源马、山河马、顿河马等１０个品种，而多为蒙古马血统。
牛有秦川牛、早胜牛、荷兰黑白花奶牛、兰州黑白花奶牛、夏洛来、安格斯、皮尔

蒙特、盖洛威、海福特、西门塔尔、西德黑白花奶牛、利木赞、丹麦红牛、短角红牛、

巴斯特牛、南阳牛、牦牛等１７个品种。而绝大多数是秦杂牛为主的杂交改良牛，其次有
少量本地黄牛、奶牛和牦牛。因饲养管理粗放、近亲繁殖、山地耕作等因素，山区黄牛

体形较小，俗称 “爬山虎”。主要分布在平凉、泾川、崇信、华亭、灵台和静宁的中部地

区、庄浪的关山脚下。牦牛主要在庄浪和华亭的关山地区。

驴有关中驴、庆阳驴、凉州驴、米脂驴、米佳驴等５个品种。
羊有新疆细毛羊、蒙古羊、滩羊、澳洲美利奴、山东小尾寒羊，盖县绒山羊、萨能

奶山羊、东北细毛羊、甘肃高山细毛羊、陕西奶山羊、陇东黑山羊、巴山羊、青山羊、

黑山羊、白山羊、马山羊、波尔山羊、南江黄羊等１８个品种。
猪有巴克夏猪、约克夏猪、内江猪、长白猪、苏联大白猪、新淮猪、杜洛克猪、荣

昌猪、汉普夏猪、荷兰猪等１０个品种。
鸡有来航鸡、固始鸡、白洛克、北农黄鸡、澳洲黑鸡、罗斯鸡、罗曼鸡、九斤黄鸡、

芦花鸡、新布罗鸡、红波罗鸡、乌骨鸡、伊沙褐鸡、希赛斯鸡、新浦东鸡、雅法鸡、雅

康鸡等１７个品种。
鸭有康贝尔鸭、北京鸭、澳大利亚狄高旱鸭等３个品种。
兔有安哥拉兔、青紫兰兔、日本大耳白兔、西德长毛兔、比利时兔、德国花巨兔、

加利福尼亚兔、中国白兔、力克斯兔、法国公羊兔等１０个品种。
鹿有东北梅花鹿、新疆马鹿。

这些引进品种，经过数十年繁育，大致形成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少数品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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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来航鸡、萨能奶山羊、小尾寒羊、黑白花奶牛、牦牛、青紫兰兔等，多年混群繁殖，

自然分布广，数量大，经长期风土驯化已适应当地条件，既能很好地生存，又为生产所

需，已成为区内的永久性品种；二是有些品种亦能适应区内风土，公母俱有，在改良上

仍继续使用，如巴克夏猪、杜洛克猪、汉普夏猪等以及鸡、兔和野生动物的某些纯、杂

种至今仍有一定数量，多少不一，将来存亡难定；三是不具备以上两种情况的动物品种，

大致都已绝迹。到８０年代初，区内没有外国品种马。
在引进品种的同时，区内畜牧科技人员注意静宁鸡等优良品种的培育、发展，并同

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协作育成甘肃黑猪新品种。另外，梅花鹿、七彩山鸡、蛇等特种

野生动物的养殖和利用亦在一些地方起步。

第一节　家　畜

牛　西周时，牛始用于耕田，此后饲养从未间断。１９４９年全区养牛１０８６万头，至
１９５６年牛存栏１８０３万头，占大牲畜总数的５２０８％。１９６５年存栏下降为１５１６万头。

标准化养牛场

“文革”期间，区内出现５００个无
牛生产队。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

后，开始从单一役用向商品生产转

化。１９８４年奶牛饲养量增至 ４２８
头。此后，省上相继将东５县列为
全省肉牛生产基地。１９８６年牛出
栏达到１７８万头，出栏率６５１％。
至１９９２年牛存栏 ３４４０万头，出
栏７万头，出栏率达到２３％。１９９５
年牛存栏 ３７６５万头，出栏达到
１００９万头。１９９８年牛存栏 ３６４２

万头，其中适龄繁殖母牛１７１０万头，牦牛４００头。出栏肉牛１１９９万头，出售１０４６万
头。奶牛存栏９４６头，其中成年母牛８７６头。２００２年，牛存栏４２３１万头，其中适龄母
牛２２８９万头，出栏肉牛１６８２万头，奶牛存栏６６００头，牦牛２００头。

马　远古区内有三趾马 （原马）。商周时，“空同以……骡马为献”，周穆王曾在今平

凉域得 “八骏马”，视为宝。秦汉时设牧师苑，辖区为国营马场的一部分。唐时置牧监、

建马坊于歧、豳、泾一带，养马之盛引起朝廷重视，贞观二十年 （６４６），太宗李世民特
意到西瓦亭观马政。凤仪年间，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后又设群牧都使，

每群牧设南、北、东、西４使。南使在原州西南１８０里，辖１５监，崇信县赤城坊属南使。
北使、东使位于原州城内，分辖７监和９监。天宝十三年 （７５４）春，太子李亨至平凉
郡，“阅监牧马，得马数万匹，又得勇士五百人，军威始振。”宋，每年遣使到渭州、泾

州市马。仁宗至和年间，原州、渭州、德顺军 ３年市马 １７１万匹。英宗治平元年
（１０６４），置茶马市于原州、渭州、德顺军，年得良马８０００匹，以３０００匹配沿边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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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匹入群牧司诸监。神宗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置渭州、德顺军等九场买马，熙宁年间共
易马２万余匹。高宗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后，茶马之易废止。元代，民间多不养马。明洪
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置陕西行太仆寺于平凉，永乐六年 （１４０８）置陕西苑马寺于平凉。嘉
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万安苑有马２６６９匹。清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以后养马衰落。
１９４９年全区马存栏３８００匹。１９５８年达６１００匹。１９７３年突破１万匹。１９８１年为１６

万匹。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马需要量逐年减少。１９９８年全区马存栏５４００匹，２００２年
存栏６２００匹。

驴　商周以来，养驴业兴盛不衰，仅次于牛。１９４９年，全区驴存栏 １０３７万头。
１９５６年存栏１５２１万头。１９５７年有所下降，１９５９至１９８０年，饲养量在１０万头以下。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驴的数量开始增长。１９８１年存栏１１０４万头。１９９４年达到
１６５３万头，为历史最高年份。后一直保持在１５万头以上。１９９８年驴存栏１５０４万头。
２００２年存栏１３６８万头。

主要分布在静宁、庄浪及平凉、泾川、灵台山区。庄浪县饲养量１９９８年占其大家畜
总数的６１７％，静宁县占６７１％，

骡　１９４９年骡存栏４２００头。１９５９年存栏达９５００头。１９７０年突破１万头。１９８４年为
２万头。１９９４年达到２８７万头，为最高年份，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５８倍。１９９８年存栏２６３万
头。２００２年存栏２５９万头。

静宁、庄浪１９９８年驴骡分别占其大家畜总数的７１％与１７７％。
猪　养猪业的历史可上溯至六七千年前，但发展缓慢。１９４９年，全区猪存栏８１９万

头。１９５７年后增长较快，当年存栏１８３７万头。１９６４年存栏２２６５万头，比１９４９年增长
１８倍。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９年间处于徘徊状态。１９７１年全区猪存栏５４３万头。１９７６年为５９２
万头，创历史最高峰。１９９８年全区猪存栏３５５９万头。２００２年为４００２万头。

羊　夏商时辖地 “群羊塞道”。秦汉至唐，羊业更为发达。而 “数千年来，墨守旧

法，对于选种配合不谙学理，饲养管理复听其自然”，故体小毛稀，品种退化。近代养羊

业渐趋萧条。１９４９年全区羊存栏２３６９万只。１９５４年达到４２２４万只。１９８０年为７３７万
只，达历史最高水平。后因保林护草，限制野牧，提倡 “站养”，到１９８５年存栏仅１９４２
万只。１９８６年略有回升，达到２１７６万只，至１９８９年存栏数增至３９７万只。１９９３年跌
至２６３４万只。１９９５年增至 ３２７８万只。１９９８年羊存栏 ３２４３万只，２００２年为 ２７２１
万只。

兔　民间自发养兔由来已久。作为农村副业始于５０年代后期。１９５８年由专区统一组
织，从河南、山东引进一批良种兔，分配到县、社饲养，部分社办起了养兔场，向社员

提供良种兔。１９５９年，由于饲料、饲养管理、疫病等因素，死亡严重，兔场倒闭。７０年
代末，出现了养兔热潮。１９７７年，静宁、庄浪、平凉被列入全省１２个养兔基地县。１９７９
年底兔存栏１０２１万只。８０年代，平凉地区为全省养兔重点地区之一。１９８４年兔存栏
３１９万只。１９８５年建成平凉地区原种兔场。１９８６年成立 “平凉地区养兔领导小组”。３
月、５月分两批从联邦德国引进西德长毛兔３０９只，在平凉地区原种兔场进行纯繁、扩
繁，向区内及周边地区供种。年底兔存栏２４７万只，其中肉兔１１８０万只，毛兔１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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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１９８７年，平凉地委、行署在灵台县召开全区养兔工作现场会后，全区出现第二次
养兔热潮。兔饲养量１４３３万只，存栏６６５９万只，商品量７０７８万只，加工冻兔肉１８６
万吨，养兔户出售商品兔收入逾百万元。１９８８年，省外贸厅批准确定辖区为全省肉兔基
地，庄浪、静宁为重点县，扶持发展。是年２县存栏肉兔４６６万只，产兔肉４０６吨。同
年１１月２２至２５日召开的全区畜牧工作会议提出，把养兔列为脱贫致富的 “短平快”项

目，兔产品列为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年底全区兔存栏１００７５万只，其中毛兔７３２万
只，皮肉兔９３４３万只，出栏６８４６万只，产兔肉７８４吨。静宁县兔饲养量５５７０万只，
商品量２１６０万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８９年后，因肉食比价不合理未能得到及时调
整，饲养管理粗放，兔病防治不到位，流通渠道虽畅不活等原因，致养兔滑坡。到１９９２
年，静宁、庄浪、灵台３县饲养量只有３３４５万只，年末存栏仅５４１万只，其中静宁县
存栏５万只，庄浪县仅１０００只，灵台县３１００只。全区存栏８６２万只。１９９８年，静宁县
兔存栏仅１２００只。养兔业始终没有成为区内的一项产业和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二节　家　禽

鸡　早在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开始养鸡。周时，六畜之内，鸡在其中。春秋战国，
出现了 “斗鸡”。北魏时鸡亦笼养。明、清时农村院落，养鸡至为普遍，少则三、五只，

多则数十只，自繁自养自食，或以鸡蛋或活鸡换钱及针线、油盐等小商品。民国 ９年
（１９２０）平凉县家庭养鸡３５３９７只。１９７９年前，区内历年养鸡数量无考，是年养鸡１０２４
万只。此后，养鸡业迅速发展。１９９２年，全区鸡存栏４１０１６万只，农户户均１１２５只。
１９９３年，群众性的笼养鸡在泾川县党原乡李家村、窑店乡西门村、坳心村兴起。１９９５年
发展到９００余户，养４０００只以上４户，１０００只以上３０余户，年饲养量６０万只。１９９７
年，全区鸡存栏４８３１８万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到１９９８年又下落到２５７３０万只。
２００２年，全区鸡存栏３９３０６万只。

鸭、鹅　鸭鹅饲养较早，数量无考。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平凉县家庭养鸭１９９９只，
鹅１４５只。１９８４年８月３０日，平凉地区畜牧站从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引入澳大利亚 “狄

高”旱地鸭１０００只 （１４日龄６００只、７日龄４００只），育成后备鸭４６７只 （公７５只，母
３９２只）。育成种鸭产种蛋１２万枚，人工孵化雏鸭７０００余只，育成肉鸭３５００只，均销
往区外。区内惜未推广。

第三节　其　他

蜂　区内草木繁多，蜜源丰富，传统中蜂饲养，自然繁殖，数量较少。６０年代，外
地蜂农到区内放蜂，意蜂在区内落户，同时成立一批国营和集体养蜂场，部分农户亦购

买饲养。此期中蜂过箱饲养成功，采蜜使用摇蜜机。８０年代以来，推广养蜂新技术，重
视蜂病防治，开展蜜蜂检疫，养蜂有所发展。到１９９８年全区箱养蜜蜂１５５万箱，２００２
年为６２００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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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蝎　１９９０年前后，区内出现养蛇、蝎户。至２００２年，华亭、泾川、平凉、崇
信、静宁县市个体共养殖蛇４００条、蝎２１８万条。

狐、貉　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２年，个体养殖北极银狐、美国银黑狐、大理石彩狐、雪狐、巧
克力狐、蓝狐等９６０只，养乌苏里貉２对。

鸽　民间养鸽由来已久。８０年代兴起养信鸽，９０年代肉鸽饲养渐多。２００２年，全区
个体饲养肉鸽 （白王鸽和银王鸽）８７９只。

鸵鸟、山鸡　２００２年，个体饲养鸵鸟８５只、七彩山鸡３８只。
种　犬　２００２年，个体饲养大丹、杜宾、罗维那、德国新版、大麦町等种犬５２只

（肉犬２４只）。
水蛭、蜗牛　２００２年，个体饲养水蛭２２００条，蜗牛１２００个。
鹿　关山林业管理局在关山建场饲养。２００２年，鹿存栏６０只 （梅花鹿和马鹿）。

第四节　品种改良

一、地方品种

主产在陇东，分布于陇南及中部地区的八眉猪 （因额头上有 “倒八字”形的皱纹而

得名）。分大八眉、二八眉和小型猪 （小火猪、黄瓜猪）。山区以大、二八眉为主，川原

区以小型猪为主。１９７３年区内有八眉猪适龄母猪１５９３５口。１９７９年５月，陕、甘、宁、
青四省 （区）八眉猪联合调查会议在灵台县召开，依国家统一解决同种异名的原则，将

四省 （区）一部分猪种归纳为八眉猪类型，包括泾川猪、庆阳猪、会宁猪、临洮猪、中

连川猪、马营猪、闾井猪、小火猪、杏叶猪、黄瓜头猪、合包猪等。１９８１年泾川、灵台、
华亭３县有八眉猪５０７只，以后数量不详。

大八眉猪　成年母猪体重１２２２７公斤，体高 ６２９７厘米。体长 １１２４厘米，胸围
１１５１５厘米。

规模化养猪场

二八眉猪 成年母猪体重

７４６７公斤，体高６７５９厘米，体
长１１２２７厘米，胸围９９３７厘米。

小型猪　成年母猪体重４９８９
公斤，体高 ５０９８厘米，体长
９６７３厘米，胸围８５０９厘米。

八眉猪具有产仔多、适应性

强、肉质好的优点，肉含水率

１８６７％ （低），瘦肉含粗蛋白

２２５６％。大八眉猪生长发育较
慢，养成一年活重为 ５０公斤，２
至３年１５０至２００公斤。二八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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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至１４个月，活重７５至８０公斤，屠宰率６６％至７０％。小型猪１０个月即肥，活重５０至
６０公斤，屠宰率６４４６％。肥育从５月龄开始增重加快，８月龄日增重平均为５７７克，肉
色鲜红，呈大理石状，肉嫩味香。耐粗饲，抗逆性强，抗寒抗热。有较好的配合力，杂

种优势明显，是良好的杂交母本。性状遗传稳定，近亲交配，表现不易衰退。缺点是发

育慢、后躯发育差，皮厚，瘦肉率低。

静宁鸡　主产于静宁县的城川、司桥、古城、曹务和庄浪县的岳堡、南湖、通边、
韩店等乡镇。６０年代，静宁鸡
曾在北京农展馆展出，后被载

入 《甘肃省畜禽品种志》。１９７９
年两县有静宁鸡约２１万只，主
产区的周边地区约有１２万只，
其总数不少于４０万只。

静宁鸡头高昂，尾羽高耸，

胸前突，背宽大，近似蛋肉兼

用体形。公鸡多为玫瑰冠，毛色以红棕色及酱红色为主，主翼羽、主尾羽为黑色；母鸡

黄色占６０％，麻色占２５％，其他毛色占１５％。年产蛋量最高可达２００枚，平均１１７枚，
约有一少半母鸡年产蛋在１２０枚以上，月产蛋１３至１７枚。１至６月份为产蛋期，３月份
为产蛋旺季。７至９月份因高温、换羽，停止产蛋。生长速度慢，初生、一月及周岁体重
公鸡为 ３７１０克、８８８０克、１３５４６０至 １８８０克，最高达 ２５００克，母鸡为 ３６５０克、
７９７０克、１１０８４０至１６００克，最高达２２５０克。当地人曾用莜麦肥育成年鸡，笼养１０至
１５天，活重最高可达３公斤。公鸡５至６月龄开鸣。母鸡８至１２月龄开产，平均蛋重
５１６０克，蛋壳深褐色。雏鸡生长速度慢，成年公鸡体重１８３公斤，母鸡１６３公斤。肥
育性能好，６月龄公鸡半净膛屠宰率为７５０２％，全净膛为６８７１％；母鸡开产前 （８—９
月龄），半净膛屠宰率为７４６０％，全净膛为６８１０％。在农村以分散放养为主，觅食能
力强，适应性好。

二、品种育成

猪的培育始于 １９７３年，主要以平凉等 ９个重点育种场为基地。采用巴本二代公
猪＋内巴本母猪；内巴本公猪 ＋巴本二代母猪；巴本二代公猪＋内本一代母猪；内巴本
公猪＋内巴本母猪４个横交组合方式，经过杂交试验、横交固定和纯繁选育三个阶段，
建立６个亲缘系统，在纯繁场、纯繁区和推广点建基础母猪群２３００头。育种核心群形成，
培育出了甘肃黑猪新品种。１９８５年通过鉴定验收，１９８６年获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

甘肃黑猪具有产仔多、肥育性能好、配合力强等特点。每窝平均产仔初产母猪８６
至９６头，经产母猪９８至１１４头，初生重０８３至１１３公斤，４５日龄断奶窝重５７６６
至７１２１公斤。８月龄公猪６８２１至８７７７公斤，母猪７０８３至９３２６公斤。从６月龄肥
育，平均日增重４６１１１克，至８月龄重达９６６４公斤，屠宰率为７１７０％，胴体瘦肉率
为５０９６％，６至７肋处膘厚３５厘米，料重比３０２公斤∶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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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进行甘肃黑猪“瘦肉品系”选育，至１９９６年，其“瘦肉品系”生产性能为：经产
母猪产仔数１０至１２头，肥育期平均日增重５０２８８克，屠宰率７０％，瘦肉率５４６２％。同杜
洛克、汉普夏、大约克、长白等优良品种的杂交效果明显，是生产瘦肉型商品猪的理想母本。

三、繁育改良

牛　１９５７年，引进秦川、早胜和荷兰牛等良种公牛，进行自然交配。１９５８年，开展
人工授精。１９７２年后，各县又引进一批秦川和早胜种公牛，进行自然交配。１９７８年，区
内有良种种公牛２１９头，母牛８９７头。１９７９年有种公牛４０３头，其中秦川牛３３８头，早
胜牛６４头，荷兰牛１头；种母牛１０８０头，其中秦川牛８０６头，早胜牛２５２头，荷兰牛１２
头，三河牛１０头。是年在泾川县开展全省黄牛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推广试点工作。
１９８０年，区内开始推广黄牛冻精改良，先后引进西门塔尔、海福特、西德黑白花、巴斯
特和秦川、利木辛等国内外优良牛种冷冻精液，运用人工授精改良本地黄牛。相继建立

冻配改良点１００处 （省投资建点８０处，自筹建点２０处）。至２００２年，累计授配适龄黄
牛３０万头，使黄牛良种率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６％提高到８１％。据灵台县测定，１８月龄秦杂牛
比土种牛活重提高４２３％，西杂牛提高８５６％，利杂牛提高１０２％。

华亭玄峰牧场的马群

马、驴　改良始于 １９５８年，
全区先后引进良种畜 １５００多头
（匹），设立配种站 （点），采用

自然交配和人工授精相结合的方

法授配。７０年代以国营种畜场为
依托，以社办配种站为主渠道，

以自然交配为主要形式进行繁殖

改良。１９７９年，区内各级配种站
有良种马８０３匹，其中种公马１６４
匹 （河曲马１５６匹），适龄繁殖种
母马 ６３９匹；有良种驴 ２６９头，
其中种公驴 １４６头 （关中驴 １３５
头），适龄良种繁殖母驴１２３头。１９８０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繁殖改良放任自流，由民
桩户承担，数量未作统计。

绵　羊　１９５８年，区内先后引进一批澳洲美利奴、新疆细毛羊，建立人工配种授精
站，采用人工授精和级进杂交技术改良当地土种 （蒙古羊系）绵羊，旨在提高个体产毛

量及羊毛细度。后因体制变更，改良工作流于形式。１９６７年，各县相继引进良种细毛种
公羊，推广人工授精，阉割土种公羊，严格制止乱配。后引进良种种公羊进行以自然交

配为主的杂交改良。１９７９年有良种绵羊３８８７只，其中种公羊２３２２只 （新疆细毛羊７８８
只，甘肃高山细毛羊１５３４只），适龄繁殖母羊１５６１只 （新疆细毛羊３８９只，甘肃高山细
毛羊１１７２只）。１９８０年后，引进以甘肃高山细毛羊为主的绵羊改良，改良羊数达３６万
只，占绵羊总数的８０４％。１９８７年依托农业部列 《河东百万只细毛羊杂交改良》项目，

在平凉、静宁２县 （市）５２乡组织实施。至１９９０年，累计引进甘肃高山细毛羊种７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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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授配改良适龄母羊９３６万只，繁活细毛及改良羊７９５万只，繁活率８５％。至２００２
年底达到８８４万只，净增８９００只，年产毛量２１１４０吨。成年改良羊只均产毛量净增
０５公斤，提高２５％，细毛羊及改良羊存栏量占总量的３２４８％。

猪　１９５８年，先后引进良种猪与地方八眉猪进行杂交改良。１９７３年平凉、泾川、灵
台等县开始参与协作培育新猪种，期间通过项目投资一批巴克夏和内江种公猪，同八眉

猪杂交繁殖。１９７９年，有良种猪４３６头，其中种公猪２８３头 （巴克夏１０３头，约克夏２３
头，长白ｌ头，内江１５６头），适龄繁殖母猪１５３头 （巴克夏５６头，约克夏１３头，内江
８４头）。１９８５年，“甘黑”在区内普及推广。通过引进和繁殖，实现 “公猪良种化，母猪

地方 （甘黑）化，商品猪杂交一代化”的猪种改良格局。以巴克夏八眉一代和内江巴克

夏八眉杂种猪为主，表现为耐粗饲、不挑食、性温驯、增重快、出栏早，８个月活重达
９０至１００公斤。巴本一代平均窝产仔１２８头，断奶育成９６头，４５日龄断奶窝重５１２９
公斤，肥育８月龄（全期混合精料１８０公斤）平均日增重３５０２２克，料重比２７８∶１；内
（江）巴 （克夏）本 （八眉）一代平均窝产仔９２头，断奶育成８４头，４５日龄断奶窝
重４８３３公斤，肥育８月龄平均日增重３７１３６克，料重比２６３∶１。１９９０年后，以庄浪、
静宁普及推广以 “甘肃黑猪瘦肉型品系”为母本，优良瘦肉型品种为父本，着力提高商

品猪瘦肉率的杂交组合。２００２年有猪供精站１９处，授配点１４处，授配母猪４３５万只，
繁活仔猪４２１５万头。出栏率由８５％提高到１２０％，瘦肉率由４４２％提高到４８１％。累
计授配适龄母猪４５５２万头。

鸡　１９５８年，引进少量莱航鸡、澳洲黑鸡和芦花鸡进行杂交改良。１９６９年，商业系
统引进一批良种鸡，分配给县或基层商店饲养，孵化推广。１９７２年，开始用土炕孵化。
８０年代，平凉、泾川、灵台、静宁、庄浪为省列养鸡重点县。国营和事业畜牧单位开始
自制或购入电子孵化机人工孵化。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４年，平凉市依托省列 “平凉市泾河川养鸡

良种化研究”项目，先后引进莱航鸡１５万只，扶持种蛋户３１２户，在泾河川推广莱航
鸡１０万只。莱航鸡年均产蛋比土种鸡提高６７０１％。先后建起各种形式的人工孵化点９５
处，年孵化推广良种鸡１６６万只。２００２年，区内鸡良种化程度从１９８０年的５０％提高到
９０％，只均产蛋从１００枚提高到２１０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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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畜牧生产

第一节　生产概况

民国时期，“农民役用畜历年多购自外县，畜牧事业不著”。９年 （１９２０），崇信县有
马２６５匹，牛１２７５头，驴 ２２５４头，羊 １９０３只，猪 ７３６口；养鸡 ７８８只、价额 ６９７５０
元，产卵６４６７９枚、价额３２３２１元。１６年 （１９２７），静宁县养马、骡总数不足２０００头，
２２年 （１９３３），全县有牛８０００头，驴１７２万头，山、绵羊３４４万只，猪ｌ万口，鸡３５
万只，每年屠宰牛达７００余头。２４年 （１９３５），调查庄浪、灵台、华亭、静宁、泾川、崇
信６县有牲畜２５５２０头，其中马４１８匹，骡２６２头，驴８７６３头，牛１６０７５头，骆驼２头。

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５６年，大牲畜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５７１５％，羊增长５５５９％，猪增长
６０４５％。是年底，全区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牲畜折价入社，大槽饲养。后开展 “大跃

进”，实现人民公社化，牲畜被无偿平调，加之自然灾害，牲畜大量死亡，至１９６１年，
大家畜存栏仅１８７９万头，比１９４９年减少１７２４％。１９６２年后， “公养私养并举”，到
１９６５年，大牲畜存栏恢复到２３８２万头。“文革”时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

７０年代猪有较大发展。８０年代大家畜全归户养，发展较为协调，至１９８９年，增加
到５０万头以上。９０年代，各类畜禽饲养量持续上升，商品畜牧业发展尤快。１９９８年，
全区大家畜发展到５４５４万头，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５倍，其中牛增长２４倍。猪发展到
３５５９万头，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３３５倍。牛的商品率为８７２４％。畜产品产量成倍增加，畜
牧业产值５０３６１９７万元 （现价），比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８５万元 （现价）增长１７７６倍。畜牧
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３７０％，生猪、黄牛、小尾寒羊等成为省内重点产区之一。在庄
浪、静宁２县建成全区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以灵台、华亭、平凉、泾川、崇信５县 （市）

为主，建成涵盖全区的肉牛生产基地，在崇信县建成小尾寒羊基地。区内形成 “东牛西

猪”、鸡羊并举的生产格局。产业开发初露端倪。牛产业独占鳌头，形成产业开发框架。

２００２年，全区大家畜存栏５９２万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２６８倍；猪存栏４００２万头，比
１９４９年增长４８８倍，畜牧业产值６６１２４４９万元 （现价），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１３１倍，畜牧
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１５２％。是年５月，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做出建设甘肃平凉
巨型畜牧业基地的决策，开始在全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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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２年畜牧业产值、收入和投资表

项
目

数
目

年
份

畜牧业产值

不变价

（万元）

现价

（万元）

占农业

总产值比重

（％）

畜牧业收入

（万元）

省上投资

（万元）

１９７８ ２３８７６２ ２６８５ １２５

１９７９ ２９４２７４ ３３１９ １６２

１９８０ ２５６３６２ ２９２１ １４４

１９８１ ２８１７５２ ３２１０ １４３

１９８２ ３７８５００ ３９３２ １６０

１９８３ ４０１３７８ ４５２３ １４９

１９８４ ４９０１９４ ５５０６ １６６

１９８５ ６５３６８５ ８４１２ ２３１ ８７１０７０ ３８８１０

１９８６ ７３６７００ ９０３８ ２０３ ８６４１４５ ４１０１０

１９８７ ７７２１６０ １２９５４ ２３６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００

１９８８ ７２２０７８ １７８６７ ２５３ １３６６５００ ２０７８０

１９８９ ８４５１６０ １８３２７ ２５３ １４８６０５０ ２４３４０

１９９０ ２３４８４２９ １９８９１ ２３３ １６４３５３０ ２６１５０

１９９１ ２４６３１８２ ２１７８２ ２４７ １８５８０１０ ２５４３０

１９９２ ２５６１６７０ ２３４２４ ２４３ ２１５６０１２ ２５１４０

１９９３ ２６８８０６０ ２５９１９ ２４０ ２５３２５９３ ２３３７０

１９９４ ３６３９２５８ ５０８３９ ２６７ ５０８４３４１ ２１２４０

１９９５ ２８０１５５０ ６４３４０ ２５５ ６７１４２６３ ２５８８５

１９９６ ３０３８９７８ ７０９００００ ２２１ ４５５９８００ ３１９２８

１９９７ ３３７０７００ ７２９４５２２ ２２１ ５２９８８２３ ２８６５１

１９９８ ２３１５５３０ ５０３６１９７ １３７０ ３７９０６６０ ５８６００

１９９９ ２３８３３０３ ３６７７０９０ １３６５ ３８７７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６５８４９５ ３９０４７０９ １９０３ ４０１７１０

２００１ ３００４３０６ ４８００７４６ ２０４０ ４８９０７６２

２００２ ３２７２２０２ ６６１２４４９ ２１５２ ６８２３６４３

说明：表列畜牧业产值中，７０年代为７０不变价，８０年代为８０不变价，９０年代为９０不变价。占
农业总产值比重以不变价计算。

８２４ 平凉地区志 （上）



书书书

部
分
年
份
畜
禽
存
栏

!
出
栏
表

单
位

!
万
头

"
万
只

"
箱

"
峰

年
份

年
末

大
家
畜

其
!

!
中

牛
驴

马
骡

骆
驼

年
末

生
猪

存
栏

年
末

羊
只

存
栏

其
!
中

绵
羊
山
羊
改
良
羊

年
末

养
鸡

年
末

养
鸡

蜂
出
栏

肥
猪

其
中

交
售

肥
猪

出
栏

菜
羊

其
中

交
售

菜
羊

出
栏

菜
牛

出
栏

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９２４第五编 畜 牧



第二节　生产基地

一、肉牛基地

１９８３年，灵台县用省、县投资的１９５３万元建设肉牛生产基地。购进母牛２７００头。
１９８５年，地委、行署决定以灵台县的新集、百里、龙门和华亭县的砚峡、策底、河西６
乡３３村建立关山肉牛基地。１９８６年发展到含泾川、崇信等４县３１乡。是年，基地牛饲
养量１８５万头，其中适龄母牛８３７万头。１９９１年延伸到平凉市。１９９６年扩展至含静宁
等６县的８２乡 （镇）。牛饲养量３５６０万头，其中适龄母牛１３７９万头。１９９７年扩展至７
县 （市）。

基地建设初，新增１头适龄母牛补助５００至１０００元。６年累计新增适龄母牛达１１
万头，年均牛饲养量增加 ５９１万头，增长 ２０２９％；累计出栏 ９６７万头，牛肉产量
１３８６６３万公斤。注重黄牛改良，累计繁活杂种牛１５万头，良种率年递增１０％。退耕种
草，每头牛有１至３亩优质牧草，推广饲草料调配、肉牛育肥等技术。肉牛质量提高，出
售给香港的肉牛中，优质率达 ８０％以上。累计人均年养牛收入 ２０１２０元。新增产值
１６１９８９万元，新增利税７８４４８万元。

１９９１年起主要增加出栏及产品产量，使肉牛支柱产业向深层次发展。５年间牛饲养
量年均递增６％，适龄母牛年均递增４６％，分别达４６１１万头和１６９３万头；累计出栏
３５８５万头，牛肉产量５０６６９万公斤。

牛　群

１９９５年以来，牛产业被
列为区内农村经济的支柱产

业之一。１９９７年，地委、行
署提出 “关山百万头肉牛

养、加、贸综合开发”规

划，成立牛产业开发办公

室。１９９６至 ２０００年，国家
农业部、甘肃省畜牧局及地

方政府先后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
（其中国家投资 ７００多万
元），实施灵台县、平凉市２

个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项目和灵台、平凉、泾川、崇信４个省级秸秆养畜示范县项目。
至２００２年，项目县牛饲养量占全区８５％以上；青贮氨化饲草３３３５万吨，占全区总量的
９２％。青贮氨化总量和技术普及率在全省处领先地位。全区牛的饲养量５９１３万头，出
栏商品牛１６８２万头。

区内有能够加工较高档次牛肉的标准化肉牛屠宰加工生产线３条，具备年屠宰２２万
头、加工３万吨高档牛肉的生产能力。加上小型屠宰场 （点），牛的年屠宰能力可达４０
万头左右。有年处理２４００吨原骨的骨素厂１个。平凉市白坡制革厂年处理原皮２０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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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地区生化药厂可从牛血及内脏中提制出１０多种生化药品。景兴食品厂、路大路食品
集团、旭康肉食集团及一些个体户，年加工熟肉制品和牛骨髓油茶面５０００多吨。形成牛
肉、食品、革皮、革制品、骨制品、生化药品６个系列６０多个产品的加工规模。创出
“路大路”牌系列食品、“旭康”牌系列食品、“景兴”牌骨髓油茶、“泾河”牌骨粉、骨

胶等品牌。

区内以平凉牛肉专业批发市场和皮毛商场为核心，县、乡３０多个活畜交易市场为骨
干，结成松散型流通网络，形成扩散全国２０多个省区的固定销售渠道；通过香港转销俄
罗斯、韩国等国家２０００多吨冻牛肉。平凉的牛肉产品以污染小、质量好等优势有供不应
求的趋势。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出栏肉牛 ４８７１万头，产牛肉 ５４８６０２万公斤，屠宰加工
１３５万头。

二、瘦肉型猪基地

１９８５年，地委、行署确定在静宁、庄浪县建设瘦肉型猪基地。１９８９年，基地猪饲养
量４８９万头，出栏２１５万头 （出栏率为４３９７％），年末存栏２７４万头，适龄繁殖母猪
２３万头，猪肉产量１２６２３４万公斤，猪个体产肉量５８７１公斤，养猪产值２３４８５万元
（不变价），比１９８５年饲养量提高１２１％，出栏量提高１８６５％ （出栏率提高５８５％），
年末存栏提高７４５％，适龄繁殖母猪增加２５６８％，猪肉产量增长５２６９％，猪个体产肉
量增加１３０８公斤，提高２８６７％，养猪产值提高３０９８％。基地猪的品种已逐步从脂用
型的地方猪 （八眉猪）转为肉脂兼用型猪 （甘肃黑猪）。

１９９０年后，普及推广瘦肉型猪杂交改良、全价配合饲料、冬季塑料暖棚养猪、直线
育肥和程序化防疫等技术，推行良种、良料、良舍、良医、良法配套。至１９９４年，猪个
体产肉量６２７８公斤，比１９９０年的５５１２公斤净增７６６公斤，瘦肉率达５４％，净增４个
百分点，个体瘦肉量净增２５公斤。仅个体产肉量和瘦肉率的增加使单猪净增收入１００
元。是年基地养猪产值 ８７３７１５万元，分别占基地畜牧业产值和全区畜牧业产值的
７９６６％和２４％。

１９９５年，两县分别建成以良种仔猪繁供为主的良邑现代化万头猪场和民丰现代化良
种猪繁育中心，年可提供良种种猪６０００头左右，并向基地１６４个良种猪改配点繁供良种。
基地良种覆盖率达９５％，猪种实现了白色化。静宁县建成城川乡大寨村为样板的２７个规
模养猪示范村；庄浪县建成刘庙乡赵山村为模式的１００个母猪村，形成仔猪、肥育猪
“一村一品”的专业化生产局面。并以村带户，整体推进。当年基地猪饲养量６４４５万
头，出栏 ３０３８万头，年末存栏 ３４０７万头 （适龄繁殖母猪 ２２万头）；猪肉产量
２０５８３７万公斤，猪个体产肉量６７７５公斤；养猪产值８７７９８２万元 （不变价），分别占

基地畜牧业产值和全区畜牧业产值的７１８２％和３１３４％。庄浪县以朱店、万泉乡个体贩
运户组成的松散的贩运集团为龙头，内联９乡 （镇）３６村３０００户生猪贩运户为网络，年
均向陕西、青海、宁夏、内蒙、新疆等省 （区）运销商品猪１０万头以上 （占基地生猪出

栏的８成左右），收入３００万元，户均纯收入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２年，基地猪饲养量４０９６万
头，出栏１９８万头，存栏２１１６万头 （适龄繁殖母猪１４４万头），猪肉产量１３８万吨，
个体产肉增加至７５公斤左右；养猪产值６７３２万元 （不变价），分别占基地畜牧业产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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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畜牧业产值的６０８８％和２０５７％。自瘦肉型猪基地建设以来的１７年间，累计出栏生
猪４０３万头，年均出栏２３７万头；产猪肉２５６万吨，年均１５万吨。

三、小尾寒羊基地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崇信县首次从山东梁山引进小尾寒羊３５只 （种公羊５只）投放农户
纯繁，建立小尾寒羊基地。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又从山东梁山、郓城引进小尾寒羊原种３１５只
（种公羊１０只），投放给黄寨、铜城、柏树、高庄等乡 （镇）１６６户，坚持纯繁。同年成
立县小尾寒羊管理服务站，负责全县及毗邻地区小尾寒羊的管理、回收、投放、销售等

工作。至１９９３年，累计繁活５１４３只，产值１３３０２万元。外销种羊６６０只，内销４８５只。
销售商品羊１９８５只，羊毛１２万公斤，两项共收入６７５万元。县小尾寒羊管理服务站被
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两西建设扶贫开发先进集体”。柏树乡三星村农民王兴亭、王土改

等，饲养小尾寒羊从４只开始，５年累计收入均超过２万元，成为 “发羊财冒尖户”。

７０％的养羊户已脱贫致富。
１９９４年７月，地委扩大会议后，基地生产步人产业化发展的轨道。同年改为县小尾

寒羊公司，再次从梁山、郓城引进原种小尾寒羊 １０６４只 （种公羊 ８４只）投放 １０乡
（镇）农户纯繁推广，当年饲养量８７７６只，出售１８７０只，年末存栏６１０６只。收入１１５万
元。由于小尾寒羊优良的种质特性，使种羊畅销西北、东北 ７个县 （市），种羊供不

应求。

１９９５年，再次从山东梁山、郓城引进原种小尾寒羊４７６只 （种公羊１６只），以更新
血液和提纯复壮，饲养量达到２２７万只，存栏１８１万只 （母羊１５６万只，种公羊２４００
只），收入２５４８万元。

小尾寒羊

１９９６年，基地小尾寒羊饲养
量５０８万只 （当年繁活 ３４７万
只），出售１１２万只，存栏 ３９６
万只 （母羊 ３１万只，种公羊
８６００只），收入６８６万元。成为省
农区一流的小尾寒羊基地。是年，

６月龄种母羊只均售价 １２００元，
种公羊６００元；成年种母羊 １４５０
元，种公羊１２００元，创历史最高
水平。２００２年，建成纯种繁育场ｌ
处，饲养种羊 ２００只。基地饲养
量 ４９６万只，销售 １６９万只，

年末存栏３２７万只 （母羊１９８万只）。建设小尾寒羊基地１６年间，４次引种共１８９０只
（种公羊１１５只），累计繁活１５４５万只，销售种羊１０３１万只，收入４１６９０４万元。毛皮
收入１６２６６万元，总收入４３３１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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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种畜场

一、地区种畜场

平凉地区良种猪繁育场　１９７０年建，位于平凉市安国乡下颉河村，隶属平凉地区行
署农牧处。总面积１２２亩，其中耕地７０亩，建筑用地５２亩。１９９７年开始承担甘肃省
“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甘肃黑猪合成系培育”任务。累计向陇东、陇南、陇中及陕西、

宁夏等地提供良种仔猪２３万头，存栏甘肃黑猪瘦肉品系及大约克等品种的基础母猪ｌ００
头。被确定为全省重点种畜禽场。２００２年，有在职职工１６名。

平凉地区良种牛场　１９７５年由泾川高平农场迁至国营五举农场，以养良种牛为主。
土地总面积１５００亩，草场面积１０００亩，耕地５００亩，建筑面积９６０平方米。１９７９年，
有职工８人。总投资１６万元，累计亏损５万元，为国家提供１８头种公牛。１９８２年移交
国营五举农场管理经营。

平凉地区麻庵种鹿场　１９９３年由省扶贫办投资１２万元建设。鹿场占地３亩，有职工
５人。从吉林四平市种鹿场和庆阳地区大山门种鹿场引进种鹿１６只，成年公鹿只均产鲜
二杠及三杈茸分别为１６００克、２４００克。２００２年底鹿存栏６０只，产值７０余万元。

二、县种畜场

１９６１年灵台县始办什字种猪场。尔后，华亭、泾川、庄浪、静宁相继建场 （泾川县

１９９５年停办）。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有灵台什字种猪场，饲养八眉猪、甘肃黑猪、大约克、

华亭玄峰牧场

长白、杜洛克 ５个品种，年
均向社会提供纯种及良种猪

８００余头。华亭玄峰牧场，累
计繁活家畜３６２５头 （河曲马

２１３０匹，牦牛 １４９５头），存
栏河曲马 １２３匹，牦牛 ８２
头。静宁甘沟猪场，累计向

全县及周边地区提供良种猪

１３００头，杂交仔猪 ２０００余
头，饲养良种猪１５头。庄浪
县良邑种猪场，累计向县内

及周边地区供应良种猪１３００
头，出售商品猪１８６０头，存
栏猪５８０头。静宁民丰种猪繁育中心，饲养基础母猪１００头，种公猪３头，累计出售仔猪
２４００头，产值１３２万元，肥育猪５３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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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专业户

１９８１年后，将生产队集体经营的全部大牲畜、羊折价后，承包到户，牲畜折价挂账，
所有权归集体。后承包户向生产队交清牲畜折价挂账款，牲畜转为私有私养。１９８２年后
相继涌现出一批畜禽饲养专业户和重点户。１９８４年区内有专业户４１３４户，畜禽饲养量
３１２万头 （只）。随着生产的发展，专业户由单纯的畜禽饲养发展到繁殖、配种、孵化、

供料、产品收购、加工等多种专业分工协作。１９９８年有各类养殖专业户４５６６７户，其中
综合养殖大户６６４户；养１０头以上肉牛户５２８３户；５０头以上的养猪户２６４户；５０只以
上养羊户１０７９户；ｌ０００只以上养鸡户２１５户；奶牛专业户１１０户；养蜂专业户６０３户。
同时出现个体、集体、国营等不同经济成份的生产组织，纵向或横向的松散型生产经营

联合体及股份制产业开发企业。逐步向集中连片的区域化规模化经营发展，以致形成多

种经济形式的畜牧业。到２０００年以后，专业户逐渐由规模养殖大户所取代。２００２年全部
规模养殖场１２５个：其中养牛场３４个，养猪场３１个，养羊场１５个，养禽场４３个，养兔
场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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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饲草饲料

第一节　饲　草

小麦、大麦、玉米、糜、谷、豆秸和荞麦秸秆 （衣）、洋芋蔓等均可作饲草。１９４９
年全区农作物秸秆资源量为３５１９万吨。饲用量为２６３９万吨，其中小麦秸占６成以上。
１９８０年农作物秸秆５１４２万吨，可饲用量３４０６万吨，其中小麦秸占５５９０％，玉米秸占

青贮饲草

２４０３％，谷草占 ３５３％，糜草占
４０６％，高粱秸占 ４１７％，藤蔓及
其他占８３１％。９０年代，正常年份
农作物秸秆７０８６万吨。１９９５年大
旱，农作物秸秆减至 ６５７９万吨，
饲草极缺，麦秸价格涨至 ０６０至
０８０元／公斤。群众把仅有的农作物
秸秆青贮、氨化后用于养畜。是年

区内完成青贮、氨化饲草 １１０７万
吨 （青贮 ６２４万吨，氨化 ４８３万
吨），缓解了草畜矛盾。１９９７年，
泾川县被列为省级秸秆养畜示范县。

２００２年，全区农作物秸秆可利用量为１５１３４万吨，其中麦秸５５７４万吨，占秸秆总量的
３６８３％；玉米秸７００１万吨，占４６２６％；谷糜秸７９９万吨，占５２８％；其他农作物秸
秆１２４２万吨，占８２％；薯蔓类５１８万吨，占３４３％。是年完成青贮氨化饲草３６２５
万吨。

第二节　饲　料

粮食饲料　畜禽饲料主要以谷物为主。农民除口粮外，余者作饲料。５０年代，区内
年均饲料粮为２６５万吨。６０年代为１７５万公斤。７０年代为２３万吨。１９８９年，饲料构
成比例为玉米 ６４％、糜子 ８３９％、豌豆 ７１４％、高粱 ４４６％、蚕豆 ２３３％、黑豆
１８９％、黄豆０２８％、大麦、秕粮１０９７％。

一头育肥猪需要１００至２００公斤粮，留粮仅５０公斤左右。７０年代不足部分由养猪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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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队 （组）在口粮和储备粮中调剂解决。国家收购肥猪奖售粮由粮食部门在统销中

安排。家禽养殖生产队不给粮。８０年代，饲料用量明显增长，年均饲料粮消耗３９万吨
左右。余粮开始通过养殖业转化增值。

９０年代，年均饲料用粮６５万吨左右。１９９８年饲料用粮８７４万吨，饲料粮构成发生
变化。其中玉米４１４万吨，占饲料总量的４７４％；糜谷类２８００吨，占３２％；高粱３７００
吨，占４２％；豆类２８００吨，占３２％；其他３６７万吨，占４２％。

麸皮、玉米皮、糜糠、谷糠、高粱糠、胡麻饼、菜籽饼、麻籽饼等均可为饲料。

１９８０年区内提供麸皮１９万吨、玉米皮２７００吨、糜谷糠４８００吨、高粱糠２６００吨、胡麻
饼４７００吨、菜籽饼１１００吨、麻籽饼１６０吨及少量糟渣。其中麻籽饼主要分布于崇信、华
亭境内。１９９０年麸糠饼总量为４６８万吨。１９９５年为３６５万吨。２００２年为８２９万吨，
其中麦麸４０６万吨，占总量的４８９７％；玉米皮２０１万吨，占２４２５％；糜谷糠１３００
吨，占１５７％；高粱糠１７００吨，占２０５％；豆饼类１５００吨，占１８１％；其他１７７万
吨，占２１３５％。

配合饲料　１９８２年６月，平凉市粮食局在原市榨油厂建成平凉地区首家配合饲料加
工厂。当年生产牛、猪、鸡配合饲料１０００吨。此后，泾川、灵台、崇信、华亭相继建
成。１９８４年 “全区第一次饲料工业会议”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发展配 （混）

合饲料。１９８６年，区内建成乡、户联办饲料加工点６４处。１９８７年，省畜牧厅投资５１万
元建成全区第一个年产４千吨的浓缩饲料厂。１９８９年，投资３５万元在静宁县畜牧中心建
成区内第一个年产７５０吨的肉骨粉厂。１９９３年，区内有饲料加工厂５４个，其中国营７
个，县、乡畜牧站办３９个，村办５个，户办３个。年生产能力３４２万吨。１９９５年，饲
料加工厂 （点）发展到１６４个，年生产能力５２４万吨。１９９８年全区饲料总量８８万吨，
其中国营饲料厂生产８０００吨，境外调入１万吨，有７万吨全部由当地规模养殖户 （场）

自配自用。２００２年全区饲料总量１４万吨。

第三节　天然草场

一、草场类型

全区天然草场正常年份产鲜草９０万吨，其中可利用鲜草５４万吨。区内天然草场有４
类、９型：

山地草甸类　分布于陇山山脊。为１个型：
主要有珠芽蓼、细叶蓼、阔叶苔草、紫羊毛、发草、高原毛莨等。

疏林草场类　主要分布于华亭西部及庄浪东部陇山两侧海拔１０８０至２７００米之间的山
地和华亭北部、灵台南部的丘陵地带及平凉的太统山、麻武一带。分６个型：
１短柄草＋艾蒿＋铁杆蒿—密生苔草型。主要植物有短柄草、艾蒿、铁杆蒿、密生

苔草、披碱草、本氏针茅、早熟禾等。

２羊茅＋早熟禾＋杂草类型。主要有羊茅、早熟禾、披碱草、野豌豆、香青、草萄、
马先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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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糠草＋中华羊茅＋杂草类型。主要有小糠草、中华羊茅、披碱草、早熟禾、乳
白香青、轮叶马先蒿、东方草莓、细裂亚菊、牧地香豆、族生苍耳、山野豌豆、直立黄

芪等。

４黄蔷薇＋狼牙刺＋绣线菊—短柄草 ＋密生苔草 ＋杂草类型。主要有黄蔷薇、狼牙
刺、绣线菊；短柄草、密生苔草及杂草类。

５忍冬＋胡秃子—仙鹤草＋密生苔草 ＋驴蹄草型。有忍冬、胡秃子、仙鹤草、密生
苔草、驴蹄草、杂草类等。

６山毛桃＋狼牙刺—披碱草＋杂草类型。主要有山毛桃、狼牙刺、马桑等；披碱草、
鹅冠草及一些杂草。

草甸草原草场类　广泛分布于海拔８９０至１９００米之间的黄土原侵蚀沟壑、黄土梁、
峁、丘陵及河谷川台地。为１类１型：

酸枣—本氏针茅＋白羊草型。优势植物有酸枣、本氏针茅、白羊草、鹅冠草、大针
茅、灰绿蒿、艾蒿等。伴生种有达乌里胡枝子、猪毛蒿等。

草原类　主要分布于海拔１３４０至２４００米之间的黄土原侵蚀沟壑及黄土梁、峁、丘
陵、谷地。为１个型：

本氏针茅＋绿茎早熟禾 ＋猪毛蒿—百里香型。主要有本氏针茅、绿茎早熟禾、猪毛
蒿、百里香、阿尔泰紫苑、鹅冠草、赖草、紫花地丁等。

二、草场改良

５０至７０年代，超载过牧，草场退化。崇信县部分草场１０亩供养１只羊。庄浪县部
分荒山草场亩均产４８公斤干草，３０亩可供养１只羊。１９８６年，省上投资２５万元，租用
平凉驻军军用飞机 ｌ架，在灵台县西屯乡斜子湾荒山３次飞播牧草５３０３亩。返青测定：
有效面积３０００亩，成苗面积３２００亩，平均有株３５株／平方米，其中苜蓿与沙打旺之比为
５∶１，亩产鲜草４１０（干草１３６５０）公斤，产草量提高５９５３％。２００２年，已利用草地面
积１０８１万公顷，累计种草保留面积７１１万公顷。其中人工种草４２６万公顷，改良草地
１７１万公顷，飞播牧草２００公顷。打贮草总量２３４５万吨。２００２年全区有草地３９０万亩，
其中天然草地２８０万亩。

第四节　人工种草

“苜蓿味甘似豌豆，人畜皆喜”，东汉以来多种植。１９４９年，全区人工种草３４７万
亩。１９６０年７月，中共平凉地委要求利用荒山沟坡种草，年底牧草种植面积达到６２６万
亩，其中苜蓿面积４０７万亩。
７０年代，提倡草田轮作，以苜蓿为主。１９７９年推广聚合草。同年秋，静宁三合林草

站首次引进红豆草，推广种植。１９８０年，牧草种植达到１０４３４万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种草面积下降了１０万亩。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
甘肃时要求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各地将宜林宜牧的三荒地 （荒山、荒坡、荒沟）划

拨到农户治理。１９８４年，人工种植多年生牧草１２０２９万亩。以紫花苜蓿、红豆草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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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后种植的紫花苜蓿

米、草高粱为主。至１９８７年省上向
区内投放种草补助款６２６万元，先
后引种优化牧草。９０年代，人工种
草面积逐年减少。１９９８年，泾川、
庄浪县被列入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综

合治理县，扩大坡耕地种草１１万
亩 （以紫花苜蓿为主），四荒地种

草 ２６万亩左右 （以栽培牧草为

主），改良天然草场 ５８万亩。是
年，区内牧草种植面积为８２万亩。
２００２年，区内人工牧草种植面积累
计达到１１０万亩。当年新增耕地种

草２５２５万亩，其中耕地种草１９４４万亩，荒地种草２９４万亩，退耕地种草２８７万亩。
当年种植紫花苜蓿２２６万亩。千亩以上种草示范点６５个。新建草产品加工厂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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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疫病防治

民间兽医读 《牛马经》、《元亨疗马集》等兽医专著，并结合实践所得土方医治畜病。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西北兽医防治处在平凉设兽医防治工作站，始有组织的防治。新中国
成立后，培训疫病防治队伍，开展畜禽疫病防治工作。

５０年代后期，从 “操手看牛”发展到应用听诊器、体温计辅助诊断，中西医结合治

疗。６０年代，应用胃管探诊、洗胃投药等。７０年代，始行粪、尿、血常规化验和血清学
诊断、细菌分离培养、镜检，从 “一针、二灸、三灌药”到针剂、西药、中成药并用，

捶结术治结症、抗破伤风血清治破伤风等。８０年代，始行琼扩、平板 （试管）凝集、血

凝和血凝抑制、猪瘟酶标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诊断技术，开展各类畜骨、伤科手术，

脑包虫摘除、剖腹产、肠吻合等难度较大的手术，均获成功。１９９８年，全区畜禽病死率
下降到牛０１９％、马类畜０９４％、羊０５８％、猪１７７％、鸡２３３％、兔０９２％。２００２
年，全区畜禽病死率牛 ０２３％、马类 ２０７％、羊 １１７％、猪 １２％、鸡 ２１７％、兔
１７％。

第一节　传染病

病　种　区内先后流行过的传染病有６２种：人畜共患的有炭疽、布鲁氏杆菌、结核
病、破伤风、狂犬病、放线菌病、李氏杆菌病、乙型脑炎、恶性水肿、弓形体病等１１
种；牛羊有牛瘟、气肿疽、牛肺疫、牛流行热、牛恶性卡它热、犊牛大肠杆菌病、牛羊

副结核、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羊肠毒血症、羊快疫、羊篮舌病、羊痘、羊传染性角膜炎、

羊衣原体病、羊厌气、羊传染性脓疱、羔羊痢疾、口膜炎等１８种；马驴骡有马鼻疽、马
传染性贫血、马传染性脑脊髓炎、马腺疫、马类肺炎 Ｋ氏杆菌病、马流感等６种；猪有
猪瘟、猪肺疫、猪丹毒、猪喘气病、猪流感、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传染性胃肠炎、

猪链球菌病、猪痘、仔猪副伤寒、猪水肿病、猪沙门氏杆菌病、猪传染性水泡病、仔猪

白痢等１４种；鸡有鸡新城疫、家禽霍乱、鸡马立克氏病、雏鸡白痢、鸡传染性喉气管
炎、鸡鹦鹉热、鸡法氏囊炎、鸡支原体病、禽结核病等９种；兔有兔瘟、兔巴氏杆菌病、
魏氏梭菌病、兔钩端螺旋体病等４种。另有牛、马巴氏杆菌病、结核病、乙型脑炎、仔
猪水肿病、李氏杆菌病、兔白痢、猪菌痢、牛粘膜病、猪钩端螺旋体病、牛猝死等疑似

病１１种。
猪瘟年年发生。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及７０年代中后期大面积流行。１９６１至１９８０

年，全区猪瘟累计发病９３１６０头，死亡８０２９１头，致死率８６１９％。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０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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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传染病 （猪瘟、猪肺疫、猪丹毒）发病 ９０１万头，致死 ７０７万头，致死率
７８４７％。后呈散发流行；鸡新城疫发病３１８５４５只，死亡３１５１９３只，致死率９８９％。

防　治　５０年代，使用牛瘟疫苗控制和消灭牛瘟。同时对马鼻疽用鼻疽菌检查，病
畜实行划定疫区，集中隔离饲管。对猪瘟开始用兔化弱毒疫苗进行全面接种预防，在流

行区采用猪瘟血清治疗和封锁。６０年代开始，加强了鸡新城疫、牛肺疫、马腺疫、猪丹
毒、猪肺疫、猪喘气病、猪链球菌病以及仔猪副伤寒、牛 （羊）布鲁氏杆病的检疫和疫

苗接种预防。７０年代初，对新传入辖区的马传染性贫血病进行检疫，发现病马进行隔离
饲养、封锁疫点，定期严格消毒，划定疫区集中病马使役生产，任其自然病死。１９７６年
开始，实行马属动物每年抽血，进行补体结合化检疫，对检出的病畜每头 （匹）由国家

补助２００元，就地扑杀，消毒深埋，以断绝疫源。８０年代，对重点流行畜禽疫病除建立
疫情报告制度外，并强化春秋两季的预防接种和集市补针，加之集体畜禽由分户包养转

为私有私养，加强了饲养管理；有力地控制了畜禽疫病的发生和流行。１９８９年，全区畜
禽死亡率为 ０２６％，其中传染病的死亡数占 ６３５％，寄生虫病占 １９５％，普通病占
１５５％，代谢病及中毒病占１４２％。９０年代末，全区已消灭了猪萎缩性鼻炎、羊篮舌病、
马鼻疽、牛肺疫；鸡马立克氏病、结核病、猪喘气病、猪链球菌病、马腺疫等病在临床

和检疫中亦少见；猪瘟、猪丹毒、猪肺疫、鸡新城疫、炭疽、仔猪副伤寒、兔瘟基本得

到控制。

第二节　寄生虫病

病　种　区内共发现畜禽寄生虫２９３种：其中牛寄生虫７６种；羊寄生虫７８种；马属
动物寄生虫６７种；猪寄生虫２５种；鸡鸭寄生虫１５种；狗猫寄生虫１４种；家兔寄生虫
１８种。而区内常见的畜禽寄生虫病有４１种，其中吸虫病７种：牛羊肝片吸虫病 （肝蛭

病）、牛羊腹腔吸虫病、牛羊前后腔吸虫病 （胃吸虫病）、牛日本血吸虫病、牛羊鸟毕吸

虫病、猪姜片吸虫病 （姜片虫病）、鸡前殖吸虫病；绦虫病４种：马牛羊鸡绦虫病、牛羊
棘球蝴病、牛羊脑包虫病、牛猪囊虫病；线虫病１３种：马鸡蛔虫病、马蛲虫病、马混睛
虫病、马羊脑脊髓丝状线虫病、马副丝虫病 （血肝病）、马蟠尾线虫病、牛羊毛圆科线虫

病、牛羊钩虫病、牛羊结节虫病、牛羊阔口线虫病、牛羊肺丝虫病、牛羊眼虫病、鸡盲

肠虫病；棘头种病１种：猪棘头种病；蜘蛛病３种：硬蜱、软蝉、螨病 （疥癣）；昆虫病

７种：马胃蝇蚴虫病、牛皮蝇蚴虫病、羊鼻蝇蚴虫病、伤口蛆、羊虱蝇、蠕形蚤、虱；血
孢子虫病１种：马牛羊焦虫病；鞭毛虫病３种：马媾疫、马牛伊氏椎虫病、牛毛滴虫病；
球虫病２种：鸡球虫病、兔球虫。

防　治　　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羊只疥螨药浴防治。７０年代后，开展其他家畜的驱虫
工作。用 “硝氯酚”驱肝片吸虫， “海涛林”驱腹腔吸虫， “六氯对二甲苯 （血防—

８４６）”驱治肝片吸虫和腹腔吸虫，“硫双二氯酚”驱治绦虫，“四咪唑”驱治胃肠及肺部
多种线虫，“甲噻嘧啶”驱治各种家畜胃肠线虫， “丙硫苯眯唑”驱治大家畜蠕虫。用

“敌敌畏”室内气雾熏治羊鼻蝇蚴，施行牛脑包虫手术治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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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普通病

一、内科疾病

消化器官疾病：口膜炎、食管阻塞、马类肠阻塞、前胃迟缓、瘤胃积食、瘤胃臌气、

瓣胃阻塞、创伤性网胃炎、腹膜炎、胃肠炎、肠变位、马类疝痛等；呼吸器官疾病：喘

呜症、咽喉炎、肺炎、支气管炎、肺泡气肿、肺坏疽、胸膜炎等；血液循环器官疾病：

创伤性心包炎、心脏瓣膜病、心肌炎等；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贫血、血斑病等；泌尿

兽医医书及医疗工具

器官疾病：肾炎、膀胱炎、尿结

石等；神经系统疾病：慢性脑室

积水、脊髓挫伤和震荡、膈痉挛、

癫痫等；中毒病及代谢病：主要

中毒病有植物中毒、亚硝酸盐中

毒、有机磷农药中毒、耕牛慢性

氟中毒、化肥中毒、蛇毒中毒、

药物中毒等，而植物中毒主要有

小萱草根中毒 （表现为双目失

明），农作物幼苗及籽、叶中毒、

蓖麻叶中毒，草木樨中毒，杠树

叶中毒 （华亭县 １９８０至 １９８７年
累计牛中毒 １０８头，死亡 ９１头，
致死率８４３％）；代谢病主要有缺硒病、骨软病、佝偻病、维生素缺乏症、异食癖等。

二、外科疾病

感染病：局部感染病有脓肿、蜂窝织炎，全身性化脓感染病有败血症等；损伤性疾

病：创伤、挫伤、血肿、淋巴外渗、烧伤、溃疡、窦道和瘘等；肿瘤：纤维瘤、骨瘤、

乳头状瘤、黑色素瘤等；风湿病：肌肉风湿、关节风湿等；眼科疾病：结膜炎、角膜炎、

白内障、青光眼、周期性眼炎、浑睛虫病、角膜赘生物等；头部疾病：牙齿不正、齿槽

骨膜炎、副鼻窦蓄脓、豁鼻、角折、颌骨骨折、面神经麻痹等；颈部疾病：腮腺炎、动

静脉炎、斜颈、颈椎脱位等；疝：脐疝、阴囊疝、腹壁疝、膈疝等；直肠及肛门疾病：

直肠损伤、直肠脱、锁肛等；四肢疾病：骨膜炎、骨折、骨髓炎、关节捩伤、关节挫伤、

关节创伤、关节脱位、肌炎、肌肉断裂、腱炎、腰断裂、腱鞘炎、坐骨神经麻痹、蹄裂、

钉伤、蹄叉腐烂、蹄叶炎等。

三、产科疾病

妊娠期疾病：流产、孕畜截瘫、阴道脱出、阴道出血、马驴妊娠毒血症、孕畜浮肿、

子宫疝气等；分娩疾病：难产 （产力性难产、产道性难产和胎儿性难产）等；产后疾病：

产道及子宫损伤、胎衣不下、子宫内翻及脱出、子宫复归不全、产后感染、产后瘫痪、

产后截瘫等；母畜科疾病：病性不孕及子宫、阴道、阴门的各种炎症等；公畜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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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品质不良、阳痿等；乳房疾病：乳房炎、乳房坏疽、乳房创伤、无乳、泌乳不足及

血乳等；新生仔畜疾病：窒息、胎粪秘结、腹泻、脐出血、脐炎、幼畜溶血症、肠痉挛、

新生仔畜败血症、四肢畸形等。

普通病通常应用中草药及民间单方治疗。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推行中西医结合治疗。

随着兽医技术力量的加强、设施及诊断条件的改善，新药以及捶结术、针刺麻醉、穴位

注射、瘤胃取铁、剖腹压结、剖腹产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疑难急杂病的治疗水平明

显提高。

第四节　防疫检疫

一、动物防疫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庄浪、灵台、平凉３县发生牛瘟，用牛瘟血清和牛瘟脏器苗注射
预防。炭疽苗、气肿疽苗已用于防疫，但并未全面推开，多数仍采用土法进行，如畜禽

出栏或病死后烧圈，厩舍垫草木灰、石灰等。

１９５０年后，开展春秋防疫。对一些突发性烈性传染病，则成立防治指挥部和办公室，
组织专项防治，控制疫情，迅速扑灭。畜禽防疫注射已从大家畜逐步发展到所有畜禽。

６０年代后期，疫 （菌）苗层层下发，防疫注射密度低，猪瘟、鸡新城疫等疫情流行。８０
年代推行畜禽疫病防疫承包责任制。坚持每年对畜禽进行春秋两季防疫，并对１０日龄以
上健康仔猪和怀孕母猪进行猪瘟疫苗注射，还对春秋两季防疫外的市场进行补针等。至

２００２年，区内预防注射猪瘟疫苗６０９２６万头 （次），预防鸡新城疫３６５６９万只 （次），

羊三联等疫 （菌）注射免疫羊 １１９０１万只 （次），驱除大小家畜寄生虫 ５３２６１万头
（只、批、次）。共使用畜禽防疫疫苗３０种。

二、动物检疫

１９７３年平凉家畜检疫站成立。１９８１年，各县 （市）相继成立动物检疫站，与乡

（镇）畜牧兽医站共同承担检疫业务。

产地检疫　布鲁氏杆菌病的血检和免疫始于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０年，共抽检牛２０３４５
头，检出阳性牛５１６头，可疑牛１２８头，阳性率３２％；抽检羊６５２６２只，检出阳性羊
４８０只，可疑羊３３只，阳性率３３７％。１９８１年开始菌检。至１９８４年，用羊型５号苗免
疫，效果显著。１９８５年８月中旬，平凉地区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织对全区布鲁氏杆菌
病防治进行全面考核验收。共抽检牛羊１９５７万头 （只），无一例新发病。区内牛布病阳

性率由免疫前的２６４％下降到０１４％。羊由２９％下降到００９％。至１９８９年，全区再次
血检牛１１４８８头 （奶牛１２３６头），检出阳性牛１２头 （奶牛１头），阳性率为０１％ （奶牛

００８％）。共菌检牛羊流产胎儿及阴道分泌物１３６９份，均未检出布鲁氏杆菌。当年通过
“稳定控制区”达标考核验收。

马鼻疽检疫始于１９８１年。灵台、崇信县率先开展监测检疫。１９８３年起全区开展鼻疽
净化普检。至 １９８６年，累计检疫 ２７２４４２匹 （头），检出阳性畜 １８头 （匹）。１９８７至
１９８８年进行考核验收，共抽检４２２９头 （匹），均呈阴性，鼻疽被消灭。

２４４ 平凉地区志 （上）



马传染性贫血检疫，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２年，全区开始普检。１９８９年，通过普检、疫情监测
和多次净化检疫，均未检出阳性畜，此病基本消灭。

市场检疫　８０年代，在主要集镇设立检疫点，配置检疫印章、检疫刀具、肉品检验
箱，开始市场检疫。至９０年代，开展活畜检疫的市场７８个，占活畜市场总数的９４％。
肉品专业市场１０个，均开展肉品检疫。２００２年，开展活畜及畜产品交易的市场９０个，
其中专业市场１４个，全部开展检疫。每个市场的受检率达９１％。

运输检疫　１９７５年，开展运输检疫工作。对经由西兰、宝平公路出进辖区的畜禽及
畜产品进行验证、消毒、临床检疫；对区内畜产品加工、购销企业的畜产品进行检疫、

消毒，并出具检疫证明。至２００２年，累计检疫各类畜禽２９１万头 （只），检出病害畜禽

２４００头 （只）；检疫各类肉品６２００吨，检出病害肉２９吨，其中无害化处理２９吨；检
疫毛类４８０１４吨，骨角类１８６４４吨，皮张９１０万张，其中做炭疽沉碳检验２０００张。消
毒车辆２９００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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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畜产品

一、毛

绵羊毛主产于平凉、泾川、崇信、灵台、静宁。山羊毛主产于灵台、崇信、泾川。

１９５８年产绵羊毛２４４３万公斤，山羊毛２２９万公斤。１９６９年，产绵羊毛７６万公斤，山
羊毛１３５万公斤。年加工能力８万公斤。１９７９年，产绵羊毛３４７９万公斤，年加工利用
羊毛１０至１５万公斤。１９８９年，产绵羊毛５９４吨，山羊毛４４吨。２００２年，产绵羊毛
２１１４吨，山羊毛５５３５吨。

兔　毛　１９９２年产２４０公斤。
畜杂毛　年产量１５至３万公斤。
猪　鬃　６０年代年均产４００箱，７０年代６００箱，８０至９０年代７００箱。
羊　绒　有紫青两色，紫绒占７０％以上。陇东黑山羊成年公羊年产绒１５０克，母羊

１３０克。８０年代初绒年产量１２２万公斤。１９９８年绒产量１２３万公斤。
二、皮

牛　皮　１９５８年年产２１万张，１９５９年２２３万张，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５年年均９１００张，７０
年代年均９５００张。１９８０年后大部分贩运外销。１９８６年为１６９万张，１９８９年为３４５万
张，１９９２年为６６５万张，１９９８年为１５万张。

驴、骡、马皮　７０年代年产２万张，８０年代后年产４万张。近年统计不详。
猪　皮　１９６５年产３０００张，１９８２年产２万余张，９０年代不再剥取。
山羊板皮　７０年代商业收购５６７７万张 （１９７４年为８７４万张）。８０年代年均产皮

１７万张，９０年代年均产皮２６万张。
绵羊皮　５０年代年收购 ５万张。１９８０年后，年均产量 ３４万张 （１９８４年 ９５８万

张），９０年代年均产量６３万张。
家兔皮　６０年代初期，年均收购２０００张，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７年产量达２万张。
三、肉

１９５８年，区内人均肉类占有量０４５公斤。１９６０年，交售肥猪２２万头，菜牛２２００
头，菜羊３３万只。１９７０年，交售肥猪８０６万头，菜羊２４４万余只。８０年代，肉类年
均总产量１７００万公斤，其中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８４％。１９８４年猪肉价格放开，人均肉类
占有量７４５公斤。在肉类中，牛羊肉所占比重增加，猪肉所占比重下降。１９９６年，牛羊
肉产量１６６７４６万公斤，占肉类总产量的３１０９％；猪肉３３１４１５万公斤，占肉类总产量
的６１７９％。２００２年，区内人均肉类占有量２３３５公斤。肉类总产量５０７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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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蛋
５０年代前，鸡蛋多为农户自产自食。１９５８年，全区蛋产量１３７万公斤，１９６０年蛋

产量４８５万公斤，７０年代年均蛋产量９９５１万公斤。１９８０年蛋产量１５０１７万公斤，人
均蛋占有量０８７公斤。１９９０年禽蛋产量８３０９１万公斤，人均蛋占有量４３２公斤。２００２
年禽蛋产量１１８万吨，人均蛋占有量５９公斤。

五、奶

平凉教会兴办的南门外奶牛场 （１９４７年）

１９８０年，区内人均奶占有量
０２１公斤。１９８４年奶产量 ６３９
万公斤，其中牛奶产量 ５６７４万
公斤，羊奶７１６万公斤，人均奶
占有量０３６公斤。１９９０年，奶总
产量 １５９８８万公斤，其中牛奶
１３２７４万公斤，羊奶 ２７１４万公
斤，人均奶占有量 ０８３公斤。
２００２年，奶总产量３４００吨，其中
牛奶 ２２００吨，羊奶 １２００吨，人
均奶占有量１６公斤。

主要畜产品产量表

单位：吨

年

份

肉类

总产量

其　 　中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兔肉 其他肉

奶总

产量

其中

羊奶

产量

禽蛋

产量

山羊

毛产量

山羊

绒产量

绵羊

毛产量

蜂蜜

产量

１９８０９６９０．５５ ９４４７．５３ ２０．０２ ２２３．００ ３５７．４０ １２１．４０ １５０１．７０ ６５．００ １２．２０ ２７６．８５２２４．４５

１９８５１６７１４．３５１５４６６．６０ ８３９．５５ ４０８．２０ ６９３．７０ ７９．７０ ５０５７．５５ １７．３０ ０．３５ １２８．７０２２２．７０

１９９０２８６９０．１０２１５０８．４９４５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９８０．３４ ９４．６８ ４０６．５９ １５９８．７７ ２７１．３８ ８３０９．０５ ５２．７１ ４８２．６６

１９９５５４８４６．９５３２４５６．８６１５８２４．３３１７２２．９８ ３１８５．９２ ４０．４１ １６１６．４５ ３１０９．０４ １２０８．１４１０６８７．４５６６．２０ ３．３９ ３８２．５１１８５．００

２０００４５４６０．６０２０３３９．００１４１２０．００１７４１．５０ ７１０３．８０１４５．３０２０１１．００ １５１６．５０ １３１４．００ ８８２７．２０ ４７．６０ ８．９０ ２０５．４０１７２．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７１４．４５２７８７４．００１６８２０．００１９５４．５０ ２２３８．１７１３４．２８１６９３．５０ ３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１１７９１．８０５５．３５ １１．０７ ２１１．４０ ６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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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渔　业

一、养　殖
平凉地区宜渔自然资源有泾、渭河水系及泾川南河村ｌ号井与何家坪２号井、灵台灵

凤桥南井、平凉崆峒等热水井，有３３座水库和可供开挖鱼池的４８万亩盐碱地、滩涂地。
区内 “佃渔”的记载较早，而渔业生产仅数十年的历史。１９５８年，省上拨款１８万

元建成占地１０３亩的平凉县渔场。同年新建崆峒、安国、四十里铺、三合、什字等集体
池塘。１９５９年首次外调空运鱼苗８０万尾投放平凉渔场、东峡水库及社队池塘。饵料有青
草 （菜）、杂粮、麸皮等。１９７２年人工繁殖鲤、鲫、草、鲢鱼成功。１９７３年平凉县渔场
繁殖鲤鱼，首产鲤鱼苗种１５万尾。１９７５年省水利厅给静宁投资３８万元用于水库养鱼
（总水面８８７２亩）。１９７６年人工繁殖草鱼、鲢鱼５０万尾。１９８３年投资２１万元，养殖产
量５８００公斤。１９８４年建成灵台甲鱼繁殖场。１９８６年泾川对２００亩池塘实施高产精养技术
应用，亩均产量２０５１３公斤。罗非鱼、甲鱼养殖成功。１９８７年泾川引进淡水白鲳试养。
１９８８年推广鱼鳖混养技术，亩增收５００至２０００元。１９８９年泾川引进育珠三角帆蚌３００
只。１９９０年崇信引进古巴牛蛙７１对。１９９２年５月国家投资２５８万元，修建面积４６２８亩
的泾川温水甲鱼苗种场。１９９３年综合养殖技术的应用使池塘单产突破５０２公斤／亩。１９９４
年后逐步形成多种名优鱼种及冷水性、热水性鱼类并存的多元化水产养殖新格局。

１９９６年鱼藕共养技术在灵台应用。同年，区内建成鱼种池１１９个，３４０亩，亲鱼池
３５个、６０亩繁殖四大甲鱼 １０６万尾，培育鱼种 ６８万尾。１９９７年网箱养殖单产
１５８公斤／立方米。１９９８年养殖面积４８９０亩，其中水库１５００亩。４９个养鱼个体户池塘水
面３４０亩。池塘亩均产量２７５２公斤，总产量９２２万公斤。
２００２年，全区水产品养殖水面 ３９２９亩，水产品产量 １１６１２吨。其中养殖产量

１１４３２吨，商品量１００６０２吨。全区有鱼种池１５个、７５亩，亲鱼池４个、６５亩，产鱼
苗２５００万尾。养殖品种有建鲤、杂交鲤、黄河鲤、异育银鲫、彭泽鲫、草鱼、鲢鱼、鳙
鱼、武昌鱼、罗非鱼、淡水白鲳、金丝鲶、甲鱼、金钱龟１４种。

区内已鉴定的鱼类１６种，分属４目５科。其中鲤科１０种，鳅科１种，丽鱼科１种，
龟目２种，鳖科属的甲鱼和龟科属的金钱龟２种。经济鱼类有鲤鱼、鲫鱼、鲢鱼、草鱼、
罗非鱼、胡子鲶、团头鲂、淡水白鲳等；两栖类有甲鱼、金钱龟。已利用的天然水生鱼

类有甲鱼、乌龟、麦穗鱼、泥鳅。

灵台县甲鱼场　建于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养殖水面６亩。１９９７年以来，开展 “甲鱼人

工孵化及饲养技术研究”，解决了甲鱼种苗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年孵化甲鱼苗种１０万
只。年出库商品甲鱼３０００多公斤。销售其他鱼类５０００公斤，年实现产值２０多万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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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１２万元。
１９９８年，全场有职工１５名，固定资产１８０万元，流动资金３０万元。占地１２亩，净

水面９亩。先后荣获 “９５中国经营５００强”、“甘肃省科技兴渔先进集体”、“全省科技先
进集体”等１０多项荣誉称号。２００２年甲鱼场因城市建设被占。

泾川县温水鱼苗孵化场　１９９１年养殖温水性尼罗罗非鱼成功。１９９２年５月建成泾川
县温水鱼苗孵化场。总投资２６５万元，总面积３０５５亩，固定资产１８０万元。建有普通渔
池２４３７亩，温水流水鱼池８２２亩。孵化设备２８套，场房７００平方米。是区内最大的国
营种渔场。

１９９３年自繁草鱼成功，当年繁殖草鱼３００万尾。１９９６年，将渔场分为鱼苗孵化场和
尼罗罗非鱼养殖场。

２００２年有鲤、草、鲢、鲫亲鱼３４８对，年孵化鱼苗２４００万尾，培育鱼种４８吨，产
值１９万元，纯收入６万元。成为陇东地区最大的鱼苗供应基地。鱼苗、鱼种除供应陇东
地区外，还销往宁夏、青海等地区。

尼罗罗非鱼养殖场年产２１２吨，产值２９６８万元，单位产量３４公斤／立方米。
平凉市赵堡村鱼池　８０年代有６户农民开挖鱼塘３４亩，开始养鱼。年出售商品鱼

５４００公斤，纯收入１６万元。１９９６年成立 “养鱼协会”，结合生产季节开展技术培训和

经验交流。使亩产量由过去的２００公斤提高到３５０公斤。引进彭泽鲫、高背银鲫、团头
鲂、日本锦鲤、建鲤、革胡子鲶、白玉蜗牛等优质鱼种１２８万尾，填补了区内水产品的
空白。并用联营、合作、入股、租赁等形式引资４８万元，改造旧鱼塘和新增水面５０亩。
新建 “垂钓园”，发展休闲渔业。年接待垂钓爱好者和游乐人员３万人 （次），经济收入

９万元。
２００２年，全村有养鱼户１５户，鱼塘１３０亩。鲜鱼总产量４１吨，产值３２万元。
二、捕　捞
辖区出土的秦、汉时的铜鱼钓、鱼钗等工具，证明先民捕捞活动之始。１９５８年，平

凉县渔场始用棉线或麻绳织成的拉网进行捕捞。１９８５年后大小拉网、捞海、鱼筛已用绵
纶或聚乙烯合股线。１９９０年在水库始用大拉网、张网和畚箕，使用 “赶、拦、刺、张”

联合作业捕捞法，捕捞量１６万公斤。２００２年引进水库脉冲电网捕捞成功。有网具１４６
片、６１３８米，捕捞量８２万公斤，天然捕捞量１８吨。

８４４ 平凉地区志 （上）



第七章　机　构

一、管理机构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６日，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内设第四科，主管畜牧业。１９５２年８
月以后，时而归建设科，时而归农建局，时而又归农业局。２００２年，由农牧处管理 （参

《政权政协》）。

二、业务机构

平凉地区畜牧兽医工作站　１９５１年，设平凉兽医防治站、平凉配种站 （址在平凉柳

湖）。１９５２年两站合并，成立平凉畜牧兽医工作站。１９５４年，移交平凉专署。１９５６年，
改为平凉专署兽医诊断室。１９５８年，撤销兽医诊断室，成立平凉专署科学院农业科学研
究所，内设畜牧组。１９６４年，恢复平凉专署畜牧兽医工作站。１９６８年撤销畜牧兽医工作
站，成立平凉专署农业学大寨服务站，内设畜牧组。１９７０年在农牧局内设畜牧组。１９７２
年恢复畜牧兽医工作站。１９７３年，成立平凉家畜检疫站。１９８１年，平凉家畜检疫站与平
凉地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合并，并改平凉家畜检疫站为平凉地区动物检疫站。１９９４年，成
立平凉地区兽医卫生兽药监督检验所，与平凉地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和平凉地区动物检疫

站三块牌子，一套人员。

１９５５年４月，成立泾川县畜牧兽医工作站。１９５６年后，静宁、庄浪、平凉、灵台、
崇信、华亭县相继成立。

平凉地区渔业工作站　１９８５年，成立平凉地区渔业工作站。１９９２年成立平凉地区渔
业技术推广站，与地区渔业工作站合署办公。１９９４年，在灵台成立甘肃省甲鱼研究所。

平凉地区饲草饲料工作站　１９８８年，成立平凉地区饲草饲料工作站和平凉地区饲料
监测站。１９９１年又另设平凉地区平凉监测站，三块牌子，一套人员。

平凉地区牛产业开发办公室　１９９７年成立。
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在省兽医诊断室基础上建立 （址在兰州刘家

坪）。１９６２年撤销，１９６４年恢复，编制８０人，从业４９人。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旬迁址平凉。
１９６９年与省草原工作队和省兽医防治队合并，称 “甘肃省畜牧兽医工作队”。１９７２年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畜牧、养羊、牧草研究室合并。１９７６年建立省草
原工作队、省畜牧兽医总站和省畜牧兽医研究所。１９８７年恢复 “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

所”隶属甘肃省农牧厅。

所内设有动物代谢病、羊口疮病、鸡病、兔瘟等兽医研究实验室和猪育种、动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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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羊毛分析、牧草分析等畜牧研究实验室。１９８８年始有生物制品中试车间，用以生产
疫苗。建有实验猪场、鸡场和兽医门诊。在肃南县大河设绵羊改良试验点，静宁县甘沟

设种草养畜试验点。总建筑面积达１８３４８平方米。
２００２年，所内设办公室、政工科、科研管理科、畜牧研究室、兽医研究室、情报资

料室、高新技术开发公司、保卫科。有职工１１５人 （含离退休５１人），技术人员６４人
（含离退休３０人），其中高级３５人 （含离退休２４人），中级２３人 （含离退休５人），初
级６人 （退休１人）。完成科研课题１４３项，其中国家级奖ｌ项，省 （部）级奖２３项。

０５４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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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利管理

第一节　机　构

一、管理机构

清代及以前，较大水利工程由官府派人监督协助，所需费用及劳动力均由受益群众

分摊，竣工后由受益区群众自行组织管理，官府给予支持和保证。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各县政府建设科负责水利管理。３２年 （１９４３），静宁县政府成
立静宁县水利委员会，由县长张声威兼任主任，拟定 《静宁县水利委员会组织规程》。３３
年 （１９４４），泾川县丰渠建成后，成立丰渠管理处，水利专员王自治任处长。下设组
长、技士、技佐、会计、工务员等职，有管理人员７人。３６年 （１９４７）改为丰渠管理
所，灌区设４名 “水董”，由保长兼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四科分管水利工作。１９５６年１月成
立平凉专员公署水利局。此后，水利水保等机构时分时合 （参 《政权政协》）。

２００２年，平凉地区行政公署水利处内设９个科室，在编６４人。县水利机构多随地区
机构变更。

二、业务机构

平凉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　１９５４年５月，成立西北黄河工程局平凉水土保持工作推
广站。１９５７年２月并入专署水利局。

平凉地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１９５５年５月，纸坊沟水库建成后，西北黄河工程局
平凉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在纸坊沟水库设立水文观测站。１９６２年５月，将纸坊沟水库水
文观测站及管理人员下放平凉市管理。１９６４年７月，收归专员公署，成立平凉专区水土
保持科学试验站。１９６９年初，下放平凉县管理，１９７３年７月收回，成立平凉地区水土保
持试验站。１９８７年８月，改为平凉地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平凉地区中心灌溉试验站　１９５７年初，成立专署水利局灌溉试验站。１９８４年３月，
改为平凉地区中心灌溉试验站。

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１９７２年２月，成立平凉地区水利电力局勘测设计队。
１９８９年９月改为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１９７５年３月，成立平凉地区水利工程施工队。１９８９年１２
月改为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基础工程局　１９７５年３月，成立平凉地区钻探、打井队。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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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基础工程局。

平凉地区水土保持世行项目办公室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成立，与水土保持工作总站合署
办公。

第二节　管　理

多年来，水利建设只重视上项目、争投资，而忽视水利管理工作，先建后毁现象突

出。１９７７年４月，检查核实，全区共有各类水利工程６１８２项，核减９９１项；有效灌溉面
积６２５９万亩，核减２８２５万亩；保灌面积４９９７万亩，核减２４０９万亩。１９７９年后，水
利管理逐步实行企业管理。１９８２年２月，再次核查，全区各类水利工程４２１７项，正常运
行的一类工程仅９１７项，有效灌溉面积４８４８万亩，保灌面积４１６５万亩。１９８６年１１月，
公安处与水利处联合发布 《关于保护水利工程设施的布告》。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颁布施行，水利工作步入依法治水的轨道。１９８９年，地、县 （市）开展制止

水利工程设施被破坏的专项斗争，查处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案件９５起。１９９５年４月，地
区行署批转水利、物价部门 《关于加快全区水利改革工作的意见》。２００２年，全区４０１４
项小型水利工程中有１８５２项工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其中承包经营１５１７项，租赁经营
１７项，股份合作经营１３项，拍卖１４４项，乡镇水利站企业化经营７１项，移交村社管理
９０项。

一、水库管理

平凉市防治纸坊沟河洪开凿新渠留影

５０年代建成的平凉县纸
坊沟水库、静宁县东峡水库

均派专人管理。至１９７２年建
成的７０多座水库，绝大多数
无专人管理。１９７３年３次大
洪水冲毁２０座。此后，才引
起各级政府重视，开展大坝

沉陷、位移、浸润线、库水

位、进出库流量、气象等观

测。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２年，各中、
小型水库每年编制控制运用

计划和渡汛方案，确定汛限

水位，分口分级管理。

二、渠道管理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丰渠建成，省建设厅接管，成立丰渠管理处。
１９５９年６月，平凉行署批准成立泾河南干渠管理所。此后，凡建重点工程均设管理

机构和专管人员。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各类水利工程管理所６２个，其中万亩灌区管理所１８个，
千亩灌区管理所４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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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电提灌站 （井）管理

５０年代末建成的柴 （汽）油机提灌站和７０年代初建成的电力提灌站、机电井，由受
益区生产队管理。１９８０年后，由村社管理，个别较大的机电提灌站成立专管机构，由县
乡分管。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机电井、提灌站管理人员４１５人。

四、河道堤防管理

为防护桥梁、闸、坝、公路建设的河堤由工程所属单位管理，为治河增地、保护农

田、村镇的堤防工程由治理单位管护，县 （市）城区的堤防工程由城建部门管理。９０年
代后期，地区、县 （市）成立河道管理工作站，负责河道的规划治理，征收河道采砂管

理费。１９９５年水利处对泾河段进行勘测，完成治理规划。２００２年，全区从事河道专管有
５４人。

五、水资源管理

全区水资源总量１５２８亿立方米，其中自产水７２３亿立方米，入境水８０５亿立方
米。浅层地下水蕴藏量６４亿立方米。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水资源管理工作。制定规章制
度，建立地、县、乡三级水利执法机构９４个。１９８８年７月，成立平凉地区水资源工作
站。全区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发放用水许可证１２５８本，年许可取水量１４９亿立方米。

六、农田灌溉管理

灌区实行水权集中、统一调配、分级管理的原则，不得私自放水、偷水、提水。７０
年代后期，改串灌、大块漫灌为畦灌、沟灌。８０年代开始发展滴灌、喷灌、渗灌等节水
灌溉技术。１９９６年平凉市天门塬建成高效节水农业示范重点工程，节灌面积 ４００亩。
１９９８年４月，平凉市大寨原２５００亩节水灌溉工程经省、地扶贫办列项，总项投资３００万
元。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累计建成喷滴灌 １５处 （平凉 ９处，静宁 ６处），节水灌溉面积
４６７６万亩，其中喷灌２５１万亩，滴灌１１９万亩，低压管灌５１５万亩，常规节水３７９１
万亩。

七、水费征收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泾川县丰渠按灌区土地质量划分甲、乙、丙三等征收水费、
水粮。

１９５９年７月，泾河南干渠首次征收水费。征收标准为粮食作物每亩０１７元，经济作
物每亩０６元。１９６０年后，丰渠粮食作物每亩年收水费０８元，经济作物每亩年收水
费２元。１９６８年，幸福、丰、庆丰３个万亩灌区每亩只收０２５元。静宁县东峡水库灌
区按粮食作物每亩年收水粮０２５公斤，经济作物除收粮外还收现金０１元。７０年代，水
费征收标准在０３至５元之间，每亩还增收水粮０２５公斤。８０年代调整水费标准，９０年
代加大征收力度。１９９５年，根据市场确定水价。自流灌溉由原每亩２至４元提高到８至
１２元；提水灌溉由原每亩５至６元提高到１２元；人饮水由原每立方０８至１２元提高到
１５至２５元。全区灌溉水费平均６５元／亩。１９９８年，庄浪县阳川灌区每亩征收水费２６
元，占成本的５３％。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征收水费４１６５万元。

八、综合经营

５０年代开始，在一些老灌区和水库搞种植、养殖和加工业。１９５９年９月，泾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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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渠管理所在渠边育树苗、植树、建鱼池，投入鱼苗３５万尾。静宁县东峡灌区利用干渠
陡坡跌水修建水磨３６座，给群众磨面。７０年代，利用机电井、提灌站安装钢磨 、粉碎
机搞农副产品加工。

喷　灌

１９８０年，水利处从农田水利
事业费中提取综合经营周转金８５
万元，扶持各县 （市）水利部门

和地直水利单位开展综合经营。

水利处创办泾河水泥厂、水泥制

管厂、加油站等经济实体。２００２
年，全区水利综合经营收入２９５０
万元，实现利税 １５０多万元。其
中水利处创办的水泥制管厂有职

工５４人，固定资产８２０万元，年
产各种规格的钢筋混凝土管道５０
多公里，产值５０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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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利建设

古代有后稷的曾孙公刘在泾河流域率领周族部落从事农田灌溉的记载。唐、宋以来，

区内已多处开渠引水灌田。明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静宁知州祝祥 “引峡水溉田”。二十

一年 （１４８５），分巡关西道李经率民修 “利民渠”，浇灌平凉至泾州、崇信之地。嘉靖二

十七年 （１５４９），华亭县夏秋不雨，三十四年 （１５５６），知县王官访赵浚谷 （时春）筹划

水利。沿官路 （今庄华公路）凿路之半为渠，名曰 “惠民渠”。清光绪初，左宗棠指令开

辟 “湟渠”，渠起平凉城西，绕城北，东注５０余里。民国２０（１９３１）至３２年 （１９４３），
庄浪县长马文江向省政府贷款３００余万元，修建席家磨渠。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区内仅有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１２７万亩，保灌面积８５００亩。

新中国成立初，发动群众，维修疏浚旧渠、开挖新渠，挖涝池、打土井，恢复和扩

大灌溉面积。至１９５２年底，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１４６万亩。５０年代后期，开始较大型
的水利工程建设。同时，普遍开展挖涝池、打土井、修塘坝、挖水泉、架握杆等小型农

田灌溉工程。至１９５７年底，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３７万亩，保灌面积６６６万亩。
１９５８年开始，全区掀起大办水利的群众运动。至１９６２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

２１３７万亩，保灌面积发展到１１２６万亩。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不顾客观条件，瞎
指挥，急于求成，遍地开花，摊子铺得过大，超越客观承受能力，违背科学技术和基本

建设程序，加之连续３年自然灾害，经济发生困难，使水利建设走了弯路，受到挫折。
全区１１项大中型引水上山原工程，开工３年后相继被迫停建；５座中型水库有４座中途

秋地灌溉

下马；一些地方打成的所谓 “井

王”、“梅花串井”、 “高原平湖”

等也多因无水而废弃，造成人、

财、物力的浪费。１９６３年起，全
区贯彻调整时期的方针政策，恢

复、维修、配套大部分重点工程。

至１９６５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达到２１６７万亩，保灌面积１４９８
万亩。

１９６６年 ５月后，水利建设受
“文革”影响，直至 １９６８年 ２月
开始复兴。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全区展
开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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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年底，国家共投资１１３４４７７万元，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有较大增长。但因盲目追求高
指标、高速度，不讲经济效果和实际效益，搞了许多无效工程。２次洪水冲毁所修９０％
的河堤。

１９８２年核查，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４８４８万亩，保灌面积４１６５万亩。进入９０年
代，充分调动各方面投资兴修水利的积极性。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建成各类农田灌溉工
程３１１８项。其中从河流开口引水渠道１１１条，干支渠总计１０１７７２公里，有效灌溉面积
３０５６万亩，保灌面积２７５６万亩；中小型水库３２座，塘坝３６座，机电提灌站９５６座，
配套机井１９６６眼，喷、滴灌１５处。总计发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６７３１万亩，保灌面积
５８３４万亩，配套面积４３３２万亩，当年灌溉面积４８３９万亩。灌区粮食平均亩产４８１１
公斤，经济作物亩收入２１７６元。建成旱、病区人、畜饮水工程１０９１处，解决旱、病区
９０４６万人、５１８５万头畜的饮水困难。通过建设雨水集流工程，发展集雨灌溉面积
６１０１万亩。

第一节　灌　区

丰渠灌区　位于崇信、泾川县境。灌溉崇信县九功乡、泾川县丰乡、城关镇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１４７万亩。灌区由４条渠道组成。其中丰渠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关西道李经率众从泾州城西至崇信县界汇引河南岸１１条沟水灌田。民国３０
年 （１９４１），甘肃省政府决定修建惠渠，成立惠渠工务所，由省水利林牧公司设计和
筹建，改名为丰渠工程处。３３年 （１９４４）４月建成，干渠自百烟村引河水至县城合
志沟退水，渠长１３１４公里，贷款１１４０万元 （国币），发展灌溉面积７５５０亩。干渠建成
后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等参加通水典礼，并在渠尾西岸修建八角纪念亭，内树石碑两

面，一书孔祥熙题字 “泽流亿载”，一书谷正伦写的 《丰渠记》。东干渠则始于明朝的

利民渠。１９５２年，由甘肃省水利工程组勘测设计，１９５３年竣工通水。干渠全长７５公里，
灌地２７００亩。泾崇渠于１９７３年动工，１９７６年建成通水。干渠全长７公里，可灌地２７００
亩。野雀渠于１９５６年由崇信县水利科勘测设计，当年建成通水。干渠长７公里，可灌地
１８００亩。

１９７７年初，对灌区扩改建，由平凉地区水利电力局设计队设计。１９７８年泾川、崇信
两县联合筹建。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告竣。完成工程量６１２４万立方米，投劳６２２万个工日，
总投资２０８３万元。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３３万亩，保灌面积１２６万亩。

庆丰渠灌区　位于泾川县东泾河南岸。１９５６年由省水利局和专署水利局勘测设计，
１９５７年建成，干渠全长２０公里。１９６９年修建渠首滚水坝，坝长１８０米、高８米、底宽
８６米。完成工程量１４６５万立方米，投工４４７万个工日，国家投资６０２万元。１９７５年
１１月扩建干渠工程，建成干渠３２公里，其中各类建筑物２２２座，支斗渠１３２条，长６７５
公里，１９７７年后季竣工。完成工程量３００９万立方米，投工２１９６万个工日，国家投资
３６３８万元。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６９万亩，保灌面积１６万亩。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增修北干
渠引庆丰渠水跨泾河渡槽，灌溉丈八寺、张姚、景村川台地２９００亩，投资７１７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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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庆丰渠陡坡 （１９３６年）

全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８７万
亩，保灌面积１７８万亩，累计投
资３２１３万元。

幸福渠灌区　原名墩北渠，
位于泾川县西泾河南岸。１９５７年
建成。干渠全长 ８８公里，有效
灌溉面积３５３９亩。１９７３年，将渠
首上延 １公里，在平凉县花所乡
李家川建成渠首枢纽工程。１９８６
年，建成跨泾河渡槽，引干渠水

灌溉泾河北岸川台地。全灌区有

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５２万亩，保灌
面积１５２万亩，国家投资２９７８７
万元。

泾丰渠灌区　位于泾川县西北泾河北岸。由泾丰、阮陵２渠组成。其中泾丰渠始建
于１９５６年，干渠长１２公里。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王村公社组织灌区群众重建，有效灌溉面积
３１００亩。阮陵渠始建于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９月，甘肃省建设厅贷款４５万元修建。干渠
长６２公里，支渠４条，长４６公里，各类建筑物１８座，灌溉面积３０００亩。１９５９年延长
干渠３８公里。１９７０年改建渠首，１９７８年全面扩改建，部分渠道改线，新修建筑物９２
座，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４７００亩。１９８２年经平凉地区水利局设计队勘测设计，将泾丰
渠、阮陵渠合并为泾丰渠，作为省列基建工程改扩建。１９８３年４月动工，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竣工。
建成渠首枢纽滚水坝、进水闸、冲刷闸，新建、改建建筑物９４座，衬砌干渠１１０８公里，配套
斗渠７４条、长３９９公里。干渠全长２０３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８９００亩，保灌面积８７００亩，
完成工程量２２９８万立方米，国家投资１１４万元。

颉河灌区　位于平凉市颉河两岸，由２条渠道组成。其中安同渠建于１９５６年初，由
专署水利局设计，２月开工，１２月建成。干渠全长２０公里，工程灌溉面积１万亩。后经
３次改扩建，至１９９８年底共建成干渠各类建筑物１０５座，有效灌溉面积８７００亩，保灌面
积７０００亩。安国渠系１９５８年由平凉市勘测设计，干渠全长３５公里，建筑物８座，有效
灌溉面积１７８４亩。后经５次扩改建，至１９９５年底干渠长９１公里，建筑物５７座，斗渠
１７条，长１１０２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６５００亩，保灌面积４６００亩。全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１５２万亩，保灌面积１１５万亩。

西干渠灌区　位于静宁县北峡。１９５６年初，由平凉专署水利局勘测设计，当年开工，
干渠长８公里，可灌溉面积６０００亩。后经４次改扩建和１次修复水毁工程，１９８０年２月
建成验收。国家总投资１３５６９万元，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１２７万亩，保灌面积１２７万
亩。

团结渠灌区　原名静渭渠，位于静宁县新店乡和通渭县陇川乡。１９５６年后半年由静
宁、通渭两县修建，完成干渠５５公里，灌溉面积２６００亩。后经２次改扩建，国家投资

９５４第六编　水利水保



５１２６万元。至１９９０年，干渠全长１２５５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０１万亩，其中静宁
县新店乡５９００亩。

民乐渠灌区　位于庄浪县万泉乡。１９５７年８月，由庄浪县水利科勘测设计，从旧磨
渠引水，开渠３公里，灌溉万家沟门川地６００多亩。后经４次改扩建，至１９８８年，有效
灌溉面积扩大到８３００亩，保灌面积６７００亩。在最后一次扩建中，国家投资２２４８５万元。

阳川灌区　位于庄浪县阳川乡，由２条渠道组成。其中阳川西渠始建于１９５７年９月，
由庄浪县水利科设计，利用王家磨渠，开渠２５公里，灌地１５００亩。后将渠尾延长１４公
里，灌地５０００亩。两次改扩建，总投资３６７６５万元。工程包括渠首枢纽、总干渠、西干
渠、支渠、提灌站、田间配套、各种建筑物等。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８１００亩。阳川东渠
乃阳川灌区第二期工程。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由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建设项目
有东一干、东二干、东三干、支渠、提灌站、斗渠及田间工程。１９９１年８月开工兴建，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竣工。总投资３５９万元，完成工程量２７０７万立方米，投工２８６３万个工日。
东、西渠合计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２５万亩，保灌面积１１５万亩。

金锁灌区　位于庄浪县下洛河南北两岸，由２条渠道组成。其中朱店南渠于１９５５年
利用下洛河南岸磨渠，开渠引水，干渠中建成全区首座用麻袋缝制的渡槽，长 １０米。
１９６４年由县农建局设计，延长干渠１０公里，在干渠上建成全县首座薄壳渡槽。灌溉面积
１０００亩。朱店北渠于１９６５年建成，干渠长９８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１０００亩。１９８８年改
扩建，由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１９８９年９月开工，１９９３年８月竣工。建成
渠首枢纽，干渠长６８７公里，南北干渠长２０７１公里，各种建筑物 ３７９座。完成工程量
６８５４万立方米，投工６５６万个工日。投资６０８１５万元。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０９万亩，
保灌面积９７００亩。

崇丰灌区　位于崇信县河南北两岸。唐李元谅在城西北一里，开渠疏引水灌地。
清顺治年间，知县武全文开陂塘，疏水渠。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７月，枣林村李世田等众，
联户从吴家庄渔堡子川开渠５００米，引水灌地１５０亩。１８年 （１９２９），县政府出资购粮
以 “以工代赈”方式组织民众开渠１５００米，灌溉磨台子一带川地１００亩。３０年 （１９４１）
后半年，甘肃省建设厅张文兴、李继莲勘测铜城渠时，并勘测于家湾渠，于家湾受益户

投工建成于家湾渠。１９４９年，灌区有效灌溉面积４０９亩。１９５３年，锦屏乡平头沟村农民
梁聚凤倡导互助组联合投工，修建平头沟渠，灌地１００亩。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０年，组织区、乡
（公社）联合投工，兴修铜城、锦屏、九功３条千亩灌溉渠道。１９５７年铜城乡庙台村组织
劳力，建成庙台渠。这４条渠道后经多次整修和扩建。１９８４年对崇丰灌区再次进行扩改
建，至１９９０年底建成渠首枢纽，总干渠１４３８公里，各种建筑物１４７座。完成工程量
６９６２万立方米，投工６２４４万个工日，总投资３１１９万元。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２９万
亩，保灌面积１２６万亩。

红河灌区　位于泾川县红河两岸。１９５８年３月，建成干渠１０多公里，灌溉面积２０００
亩。１９８７年２月，对灌区扩改建，由平凉地区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开工，
１９９４年８月竣工。建成渠首枢纽，衬砌干渠２５１公里，支斗渠１９９公里，干渠建筑物
２７８座；完成工程量７５１８万立方米，投工６２２１万个工日，投资６８０万元。有效灌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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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达到９８００亩，保灌面积９８００亩。
达溪河灌区　位于灵台县达溪河中游。六七十年代，曾修建小型自流引水渠道、提

灌站、大口井等工程２８项，有效灌溉面积３４９０亩。由于资金不足、工程标准偏低、管理
不善等原因，至１９８９年绝大部分工程毁坏，仅剩３项工程设施，有效灌溉面积４４８亩。
后由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灵台县人民政府负责建设。１９９０年开工，１９９７
年建成。灌区总投资８０６万元，干渠全长２３１４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０５万亩，保
灌面积９５００亩。

西凡沟灌区　位于静宁县甘渭河两岸。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６年先后修建新华、新渭、千斤、
庙堡、西凡沟、南北渠道。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８年在古城南齐修建小型水库。灌区的６条千亩以
上渠道干支渠全长６９０９公里内衬砌２３０９公里）。其中２条干渠从西凡沟水库引水，灌
溉古城乡南北川地，４条干渠从甘渭河下游引水。２００２年，有效灌溉面积１５６万亩，保
灌面积１５６万亩。

北干渠灌区　位于平凉市泾河北岸。１９５８年修建北干渠，从八里桥引水，全长２６公
里，１９６０年建成。总投资１６１９万元，其中国家投资２５万元，群众自筹１３６９万元。
１９６７年开始改扩建，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竣工。建成干渠１６８公里。７０年代后期，对干、支渠
进行混凝土块件衬砌，至１９８５年共衬砌干渠１５５公里，衬砌支渠４公里。１９８７年延长
干渠１２９６公里，至白水乡大潘村。有效灌溉面积９６００亩，保灌面积９３００亩，工程投资
９５万元。

泾河灌区　位于平凉市泾河两岸。明李经率民众修建的利民渠就从这里开始。清康
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平凉府、县修建普济渠，自郭家园子 （今七府村）引水至潘营城

（今曹湾村）泄水，长 ２５公里，灌溉哈家湾、军张庄、民张庄之田。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按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指令，在平凉疏通淤塞渠道，民间用来运水磨、灌田，称
头道磨渠、二道磨渠。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知府善昌修因利渠，自马坊庄引水于三十
里铺，灌溉米家湾、二十里铺、东西甲积峪、三十里铺５庄之田。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
甘肃省政府修建经济渠。至１９４９年８月，所建渠道仅有灌溉面积４５００亩。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２年建成平丰渠，自马坊引泾河水至四十里铺，干渠长１０公里，
灌溉面积１５万亩。１９５７年建成崆峒渠，从崆峒山下的聚仙桥泾河南岸引水至柳湖，干
渠长１２５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１１万亩。１９５８年建成南干渠，从双桥子引泾河水经柳
湖、四十里铺、白水至花所下王沟，干渠长４１２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６９３万亩。１９６７
年建成柳湖渠，渠首位于龙隐寺对面的泾河南岸，绕平凉城北至十里铺汇入南干渠，干

渠长８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１１３万亩。１９７９年建成崆峒水库，从此灌区用水由水库调
节。１９８５年后，对崆峒、柳湖、南干３条干渠改扩建，建成崆峒总干渠。１９８７年４月，
改为泾河灌区。１９９８年灌区有效灌溉面积１０１６万亩，保灌面积９１２万亩。

白庙灌区　位于平凉市白庙乡。从平凉城北柳湖村引崆峒总干渠水，跨泾河至北山
根的白庙提灌站，经４级电力泵站提水上塬，灌溉梨花原、白庙原和栾原的农田。１９７６
年４月开工，１年后停建。１９８６年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平凉现场办公会决定开工续建，
１９８９年建成。１９９１年完成塬区引水干渠工程建设。１９９５年完成塬区干、支渠田间配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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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１９９６年底灌区建成，干、支渠总长４４７公里，总投资１６４５万元，有效灌溉面
积２５２万亩，保灌面积１９７万亩。

东峡灌区　起于静宁县城东的东峡水库。明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静宁知州祝祥以银
３０两、布百匹，引峡水溉田。清康熙五十四年 （１７１５），在东峡口筑坝引水，名为 “兴

陇渠”。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县政府贷赈拨款１４００万元，在东峡下峡口兴修砌石滚水坝，
引河水灌溉东关、新城农田１０００余亩。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东峡至解放渠进水口３公里区间，先后恢复和修建中渠、北渠、南

渠和解放渠，灌溉面积达到１９８万亩。南、北、中３条渠道分别长５３６公里、５５４公
里和４９５公里，高标准衬砌占９３６％，有效灌溉北部农田１万余亩。解放渠１９５２年修
建时仅长３公里，为土渠，有效灌溉面积２０００亩。１９５５年扩改建，干渠长８４公里，有
效灌溉面积１６万亩。１９６０年东峡水库建成后灌区用水由水库调节。１９６３年又延长干渠
达到１９０４公里，其中高标准衬砌１４４公里。１９７７年重建被洪水冲毁的滚水坝，有效灌
溉面积达到２２８万亩。灌区有提灌站８处，干支渠长１２３０９公里。２００２年，全灌区有
效灌溉面积３３６万亩，保灌面积３２７万亩。

附：

 丰 渠 记

甘肃省政府主席　谷正伦

华亭南干渠一角

丰渠者以引河水而名也，河源出华亭

之湫头山，至泾川城北而汇泾河。平日深仅及踝，

宽不过十公尺，一泻无余。附近农田鲜获灌溉之

利，纵凿井挹注，泽终弗溥。三十年六月，甘肃

省政府始议引河为渠，置惠渠工务所，从事

测量、设计。八月，委托甘水利林牧公司主持经

营，改名丰渠工程处。三十一年四月，以工事

归天成建筑公司承办，三十三年四月讫工。自泾

川城西百烟村导水入渠，流十三公里一百四十

一公尺，仍还至西郊合志沟入河，约可灌田一

万市亩，运用国家银行贷款，凡靡国币一千万元。

董其事者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水利部

总工程师周礼、丰渠工程处主任吴，而贷款

代表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兰分行经理崔淑仙悉心筹

济工款，亦与有力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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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灌溉渠道表
单位：万亩

县（市）

名　称

建

成

数

渠　道

干（总）渠 支　渠

合　计 衬　砌 合　计 衬　砌

条 公里 条 公里 条 公里 条 公里

设计

灌溉

面积

农田灌溉面积

有效

灌溉

面积

保灌

面积

配套

面积

实灌

面积

合　计 １１１１１１ ７３４２８ ３１ ４１３８３ ４８４ ２８２４４ ２５１ １８６９５３３８３３０５６２７５６２６７９２４３２

平凉市 １５ １５ １４８２５ ８ ７３４８ ６１ ６０５０ ３６ ３４７２ １０６２ １０５ ９２１ １１１６ ７９５

泾川县 ３６ ３６ １９５１０ １ ７５１４ ３ ９９５ ３ ９９５ ８４６ ７０８ ６９０ ６７３ ６１４

灵台县 １０ １０ ５５８１ ２ ３１７５ ３ １５７５ １５ １４２８ ２４３ ２２８ ２０４ １５６ １５６

崇信县 ３ ３ ５９１０ ２ ３５５６ ２４ ２０７０ ９ ４６３ ２３１ １５４ １４６ １２４ １４４

华亭县 １０ １０ ４８３３ ６ ２９１８ ３４ ９１６ ２３ ６２６ １７３ １０２ ０８６ ０５４ ０７７

庄浪县 １４ １４ １０５８０ １１ ９１９０ １４８ ９８０１ １４８ ９９０１ ４６８ ４１６ ３５２ ３３２ ３４６

静宁县 ２３ ２３ １２１８９ １ ７６８２ ２１１ ６８３７ １７ １８１０ ３６０ ３９８ ３５７ ２２４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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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
０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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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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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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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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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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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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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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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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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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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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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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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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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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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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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设
计

有
效

保
灌

灌
区

亩
产

（
公
斤
）

干
支
渠
（
公
里
）

总
　
长

衬
　
砌

管
理
人
员

合
计

其
　
中

固
定

临
时

合
　
计

１０
２７
０
４
８６
７５
４
３
４１
７
６
３４
０
４
３１
１
６

９３
７
１

６０
０
７

３８
１

３１
３

６８
平
凉
市

３８
３４
５
１
２３
４５
０
６
２０
０
５
１５
１
６
１３
１
７

２９
０
１

１７
７
７

１９
０

１９
０

Ｇ０
１

崆
峒
水
库
灌
区

崆
峒
水
库

１９
８５

５９
００

１０
５８
７
２
７２
２
５８

１７
１０
１
６
９
１２

４７
８

１６
０
１

１１
２
９

１１
３

１１
３

Ｇ０
５

北
干
渠
灌
区

泾
河

１９
６９

６８
０

４１
８
４

３９
９
６２

１
１３

０
９６

０
９３

５６
１
２

３１
１

２０
７

１８
１８

Ｇ０
４

颉
区
灌
区

颉
河

１９
５６

７０
０

７０
４
６９

４７
０
１６

１
９２

１
５２

１
１５

４５
６
１

５４
３

９
２

１９
１９

Ｇ０
６

白
庙
提
灌
区

崆
峒
水
库

１９
９６

１０
０

１６
５２
７

１６
５２
７

２
５２

１
９７

２５
０
１

４４
７

３４
８

４０
４０

泾
川
县

１７
２０

１７
２０

８
０６

６
５９

６
４１

１６
４
３

８５
１

４２
３７

Ｇ０
７


丰
渠
灌
区


河

１９
４２

１８
６

２６
８

２６
８

１
５３

１
３３

１
２６

４３
８
５

３２
２

１８
８

１ ０
８

２
Ｇ０
８

幸
福
渠
灌
区

泾
河

１９
５８

１４
５２

２９
８

２９
８

２
０４

１
５２

１
５２

５２
９
１

４０
６

１７
０

１２
１１

１
Ｇ０
９

庆
丰
渠
灌
区

泾
河

１９
５７

９７
６

３２
１

３２
１

１
７６

１
８７

１
７８

５１
０
７

３８
３

３
６

１０
１３

１
Ｇ１
１

红
河
灌
区

红
河

１９
９４

１６
４

６８
０

６８
０

０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３９
２
３

３２
９

３２
９

Ｇ１
０

泾
丰
渠
灌
区

泾
河

１９
８４

１５
３

１５
３

１５
３

１
７４

０
８９

０
８７

５１
７
９

２０
３

１２
８

６
５

１
灵
台
县

８０
６

８０
６

１
０１

１
０５

０
９５

２０
６

２０
６

９
５

Ｇ１
２

达
溪
河
灌
区

达
溪
河

１９
９７

１０
８

８０
６

８０
６

１
０１

１
０５

０
９５

４５
２

２０
６

２０
６

９
５

４
崇
信
县

６２
８
６４

５４
７
４７

２
０７

１
２９

１
２６

６５
１

３０
７

１４
９

Ｇ１
３

崇
丰
渠
灌
区


河

１９
８７

３７
５

６２
８
６４

５４
７
４７

２
０７

１
２９

１
２６

４９
８
１

６５
 １

３０
７

１４
９

５
庄
浪
县

１５
１２

１４
８７
７

３
８５

３
１７

２
７９

１３
３
３

１３
３
３

２９
２９

Ｇ１
４

民
乐
渠
灌
区

水
洛
河

１９
８８

２４
６

２２
４

２２
４

１
０１

０
８３

０
６７

４９
９
４

２８
３

２８
３

７
７

Ｇ１
５

金
锁
灌
区

水
洛
河

１９
９３

３３
６

６１
２

６１
２

１
３９

１
０９

０
９７

４７
７
２

４２
６

４２
６

８
８

Ｇ１
６

阳
川
灌
区

葫
芦
河

１９
９４

３５
７

６７
６

６５
１
７

１
４５

１
２５

１
１５

５８
２
３

６２
３

６２
 ３

１４
１４

静
宁
县

１７
６９
２

１７
６９
２

６
７２

６
７８

６
５８

２６
３
８

１５
３
４

９７
４３

Ｇ０
２

东
峡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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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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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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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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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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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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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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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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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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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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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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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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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区

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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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１９
６２

５０
０

１３
６
６

１３
６
６

１
２９

１
２７

１
２７

４７
６
３

５５
０

２７
９

１４
２

１２
Ｇ０
３
西
凡
沟
水
库
灌
区

西
凡
沟
水
库
１９
７２

４０
０

８２
８２

１
４８

１
５６

１
５６

４５
６
３

６９
１

２３
１

１３
１

１２
Ｇ１
８

团
结
渠
灌
区

新
陇
河

１９
７２

２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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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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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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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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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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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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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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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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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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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６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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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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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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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３

０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１４

策
底
红
旗
渠

１９
７２

０
３０

０
２０

２
３
２０

１
０
５０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０８

０
０６

河
西
向
阳
渠

１９
７２

０
３０

０
１５

１
３
３０

１
３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１５

０
０９

０
１１

纪
家
庄
渠

１９
７２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１
４
００

１
４
００

８
１
１６

８
１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０ ７

０
０６

０
０７

西
华
南
干
渠

１９
７７

１
００

０
３５

１
５
００

１
５

０
４１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２

马
峡
刘
店
?

２０
０２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９

０
０２

庄
浪
县

６
７７
４
２

６
７７
４
２

１３
７

８３
８
１

１３
７

８３
８
１

４
３５

３
７２

３
２ １

３
２１

阳
川
灌
区

１９
７１

２
０

２
０

１
２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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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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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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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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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７
４

１
４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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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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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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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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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家
渠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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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

０
３

１
２
９０

１
２
９０

９
３
０５

９
３
０５

０
１７

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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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２

万
泉
民
乐
渠

１９
８８

２
０

２
０

１
１４
５
０

１
１４
５
０

４４
１３
８
２

４４
１３
８
３

１
０ １

０
８３

０
６８

０
７８

金
锁
灌
区

１９
９３

２
０

２
０

１
２６
４
１

１
２６
４
１

７
１６
２
０

７
１６
２
０

１
４０

１ 
１０

０
９８

０
７５

水
洛
王
庄
渠

１９
９４

０
５

０
５

１
６
６１

１
６
６１

１
１
００

１
１
００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１０

０
１７

石
峡
灌
区

１９
９５

０
３

０
３

１
２
４０

１
２
４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１
００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１４

良
水
南
渠

２０
０２

０
１５

０
１５

静
宁
县

８
７３
０
９

１
７６
８
２

１８
５

６２
８
４

１７
１７
９
５

３
３８

３
７２

３
３６

２
７０

八
里
西
干
渠

１９
６２

３
０５

１
５

１
２２
０
０

１６
３
９

５０
３３
０
０

７
１１
５
２

１
２９

１
２７

１
２７

１
１８

曹
务
永
丰
渠

１９
６６

３
０

１
３

１
５
１５

０
１８

１
０
０８

０
２７

０
２９

０
２７

０
０ ３

新
店
团
结
渠

１９
７０

１
５

０
５

１
１２
８
０

１２
２
５

４７
３
８０

８
３
００

０
６７

０
５ ９

０
４８

０
４２

高
界
高
丰
渠

１９
７０

１
０

０
５

１
１５
４
４

１７
３
０

３６
１３
０
０

１
１
３０

０
２９

０
４５

０
５３

０
２９

安
子
山
渠

１９
７１

０
５

０
２

１
１２
６
０

１０
７
０

３８
１０
５
０

０
７５

０
３

０
５４

０
３２

０
４１

仁
大
红
卫
渠

１９
７１

０
８

０
８

１
１４
９
０

１
１６
５
０

６
１
７２

０
３８

０
３０

０
５６

０
４７

０
３５

仁
大
高
丰
渠

１９
７１

０
８

０
５

１
４
２０

１
５０

０
１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贯
子
梁
渠

１９
７２

０
５

０
２

１
６
００

２
００

７
０
７４

１
１
０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 ５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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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　库

１９５０年９月，西北黄河工程局泾河查勘队首次确定泾川县蔡家咀水库坝址，列为一
期治黄拦泥、灌地、发电综合枢纽工程。１９５１年４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渭河流域水库工
程查勘队将静宁县刘家川水库列为首期工程。１９６０年开工，设计坝高１０３米，总库容１３
亿立方米，９月停建，投资２００多万元。１９５４年３月，专署、平凉市联合动工兴建纸坊沟
水库，西北黄河工程局设计，坝高２４米，总库容１３９万立方米。１９５５年５月竣工。完成
工程量２２万立方米，投工１７万个工日，投资３８万元。１９５８年至７０年代末，全区建成
中、小型水库３０座 （中型２座，小 （一）型１５座，小 （二）型１３座），总库容１６４亿
立方米。２００２年底，共建成中、小型水库３２座，其中中型２座，小 （一）型１７座，小
二型１３座，总库容１７３亿立方米；配套干渠３８条，长３００２９公里；配套支渠６３５条，
长２４７１１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２８１４万亩，保灌面积２５３５万亩。

东峡水库　位于静宁县城东北４公里，由大坝、输水洞、泄洪洞和溢洪道组成。民
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静宁县政府以工代赈１亿元 （法币）重修东峡滚水坝。１９５０年贷款
１５０万元修复被毁的水坝。１９５８年８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院勘测设计，１１月成
立静宁县东峡水库施工委员会，全县抽调２０００余名劳力施工。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竣工，完成
工程量３６万立方米，投工５４７万个工日，投资７９２万元。后经４次改建、加固，增加
泄洪洞、溢洪道，坝高由２９米加高到４１３米，水库总库容达到８６００万立方米。共完成
工程量１４３６万立方米，投工２１４万个工日，投资１０４２万元。采用蓄洪运行方式，泥沙
只入不出，库内淤积严重。１９７８年开始，进行 “蓄清排洪”试验。至１９８４年７月共排出
泥沙７７１万立方米，排沙比达到１１７％，恢复前期淤积库容１１０万立方米。１９８６年这项成
果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９８年水库有效灌溉面积由１９５８年１９万亩发展到３３６
万亩。

崆峒水库　因崆峒山而命名。位于平凉市西南１２公里，是融灌溉、发电、防洪、养
鱼、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工程。１９６０年，黄河中上游治理工作会议提出在泾河干流建库，
并将坝址定在柳树沟。１９７０年，甘肃省计划会议将水库工程列入基建项目，由省水电局
勘测一总队三分队承担设计。经对多处坝址勘测论证，最后定为聚仙桥。设计水库控制

流域面积５９７平方公里，总库容２９７０万立方米。１９７１年春，地、县抽调干部８０余人，
成立崆峒水库工程委员会。６月，平凉县１７个公社组织３０００余名民工，参加建设，省建
筑工程一局机械化公司和二局三公司以及水电部第四工程局进行机械化施工。１９７９年底
竣工，１９８１年元月验收。完成土石方４５１３５万立方米，灌浆总进尺３２万米，耗用钢材
１１１６吨，木材４５２０立方米，水泥２万吨，投工６８１２万个工日，总投资２４５５３万元。建
成枢纽工程包括大坝、输水洞、泄洪洞、非常溢洪道、电站。坝高６３８米，总干渠长
２０３公里，渠道实际引水流量为７—５秒／立方米，支渠７条，总长１２７３公里。干支渠
全部高标准衬砌，各类建筑物３７４座。１９９８年，累计实际灌溉面积１９５万亩，灌区粮食
亩产５１２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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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水库

截止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
建成中小型水库３２座，总库
容１７３亿立方米，其中：中
型水库２座，库容１１６亿立
方米；小 （一）型水库 １７
座，处在泾河、渭河、

河、庄浪河、水洛河、甘渭

河、高界河、红寺河河系，

分布在平凉市、泾川、华

亭、庄浪、静宁县境，多为

７０年代修建。总库容４７００１
万立方米，一般年末蓄水量

３９６万立方米。有干渠 ２５
条，长 ２０６２公里，支渠

４０８条，长１１５５５公里，有效灌溉面积５２６万亩，保灌面积４６９万亩。
小 （二）型水库１３座，处在黑河、达溪河、河、庄浪河、葫芦河、甘沟河河系，

分布在灵台、华亭、庄浪、静宁县境内，均为７０年代修建。总库容１０１４万立方米，一般
年末蓄水量９６万立方米。有干渠８条，长３９１６公里，支渠５９条，长３０７２公里，有效
灌溉面积１３５万亩，保灌面积１１９万亩。

附：

水库垮坝纪略

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３年全区水库垮坝１１座。其中庄浪县李家嘴水库、史家沟水库垮坝造成
重大损失。

庄浪县李家嘴水库１９７２年建成。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７日晚９时，水库上游２小时降雨９０
毫米，入库洪水１０９立方米／秒，因坝体质量差，又无泄洪设施，５０个卧管盖板只打开１
个，洪水很快漫顶，溃坝流量达５０９０立方米／秒，使坝下游５００米处的李家嘴村遭受毁灭
性灾害。

庄浪县史家沟水库１９７２年建成。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１０时３０分至２５日凌晨５时３０
分，水库上游连续降雨１０５毫米，入库洪峰流量１１６立方米／秒，洪水总量约２１０万立方
米。２５日５时１０分大坝被洪水漫顶，又加水库左岸滑坡崩塌击水起浪，浪高超过坝顶
３０６米，洪水冲上左岸，淹没史家沟大队的村庄 （参 《自然灾害》）。

８６４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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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全区水库工程表

编　号 水库名称 坝高（米）
库容

（万立方米）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中型

中０１ 崆峒水库 ６３８ ２９７００ ５９７０
中０２ 东峡水库 ４１３ ８６０００ ５５２０
小（Ⅰ）型

Ⅰ０１ 北岔集水库 ３２３ ２７５０ ３１０

Ⅰ０２ 王家沟水库 ３５０ ２７００ ２１０

Ⅰ０３ 张峡水库 ２７５ ４２５０ ７８０

Ⅰ０４ 小堡子水库 ３３０ １４１０ １１９

Ⅰ０５ 崖边水库 １３６ １３８０ ６０

Ⅰ０６ 响河水库 ２１０ ２２５０ ８０２

Ⅰ０７ 西凡沟水库 ３１０ ６８８０ ４４０

Ⅰ０８ 王崖湾水库 ３２０ ４１４０ １３４

Ⅰ０９ 鞍子山水库 ２０６ ２６００ ７６００

Ⅰ１０ 贾门水库 ３０６ ２８５０ ３２０

Ⅰ１１ 红湾水库 ３５０ ２５００ ４７０

Ⅰ１２ 竹林寺水库 ４４３ ５７７０ ４３４

Ⅰ１３ 王峡口水库 ２４９ ９７５ １１７０

Ⅰ１４ 小川水库 ２９０ １００３ １２６

Ⅰ１５ 八里庙水库 ２９６ １７００ １３５

Ⅰ１６ 寺沟水库 ２４３ ２６００ １９０

Ⅰ１７ 吕家拉水库 ３２０ １８３２ １７０
小（Ⅱ）型

Ⅱ０１ 李堡水库 ２４０ ６７０ ３９

Ⅱ０２ 土牛水库 １９５ １５００ ３１０

Ⅱ０３ 武高水库 ２５３ １４７１ １３９

Ⅱ０４ 埂塄水库 ２４７ １０２６ １００

Ⅱ０５ 车场沟水库 ２４０ ２２０ １７３

Ⅱ０６ 四条岭水库 １８５ ２１５ ０２

Ⅱ０７ 蒋家沟水库 ２７０ ９６５ １５

Ⅱ０８ 龙王沟水库 １９０ ３５２ ２０

Ⅱ０９ 北庄水库 ２７３ １８５ １５

Ⅱ１０ 东夏水库 １３０ ３２４ ４０

Ⅱ１１ 任家坡水库 ２１０ ４４５ ３６

Ⅱ１２ 湫子沟水库 ２６０ ７６５ ４０

Ⅱ１３ 南齐岔水库 ２５５ １５００ ７０

０７４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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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提水工程

一、井　灌
清代泾川县就有打井灌田记载。民国 《崇信县志》记载，县城西，水源浅，凿井灌

田百余亩。民国 １７年 （１９２８）大旱，民间打土井，利用握杆、辘轳提水灌地，延至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６年底，庄浪、崇信、静宁３县在川区共打井１３０３５眼，灌地８９２７亩。１９５８年
后，将打井范围扩大至山、塬区，部分地方盲目地按人口分摊打井任务。静宁县红寺公

社大岔大队在５４亩的一块地内打井１０眼；泾川县玉都、丰台公社创造 “梅花串井”，

高平公社在城南大队打成开口５亩的 “井王”；庄浪县云台公社打成井群８６眼。至１９６０
年全区打成土井２３０４万眼 （含庆阳地区），可灌地６８万亩。但后经几次核查，１９６１年
底全区有灌溉条件的土井只有１８５眼，灌地２９１１亩。
１９７０年５月，平凉、泾川、灵台县先后成立机械打井队。平凉县在花所公社段沟采

用人工开挖，机电排水，钢筋混凝土预制底盘，干砌混凝土块固壁，打成全区第一眼大

口井，井深１４米，内径３５米，水深３４米，每小时出水量１７０立方米，可灌地４００亩，
总投资７０００元。此后各县均成立打井队。１９７１年初，平凉县在索罗公社首次打成高原农
田灌溉机井１眼。１９７３年，全区近万人投入打井。年底累计打井１１７４眼，有效灌溉面积
达到７８５万亩。１９７４年累计达到３３４０眼，配套３０３５眼，５４５万马力，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２４０４万亩。至１９７８年，累计新建机电井７３４１眼，发展有效灌溉面积５２８７万亩，共
计投资４９８５万元。１９８２年，全区有实际灌溉效益的机电井 ２０８５眼，有效灌溉面积仅
５４２万亩。到１９９５年底，存１２６５眼，有效灌溉面积３６４万亩。后经恢复、维修、配
套，到２００２年底，有机电井１９６６眼，其中电井１４９０眼，机井４７６眼；配套１９６６眼，装
机１９９４台、３０３４４千瓦，有效灌溉面积８万亩，保灌面积６４６万亩。

二、提　灌
人、畜、水力提灌　 （一）握杆提灌。清末民国初，在井深２至４米的川区，利用

握杆提水灌地，每架握杆可灌地１至２亩。（二）辘轳提灌。５０年代中期，庄浪、静宁县
有灌溉辘轳７６盘。（三）解放式水车提灌。一般安装在３至１０米深的土井上，以畜拉或
人力推转提水，每部水车可灌地３至５亩。１９５６年，全区安装解放式水车１３２部。１９６１
年达到６１１部，有效灌溉面积２９１１亩。（四）天车提灌。１９５７年，庄浪县水利科在景阳
乡 （阳川）刘家湾和张家大湾葫芦河边各安装天车１部，可灌地５０亩。（五）水轮泵提
灌。１９６３年，静宁县在东峡北渠建成首家水轮泵提灌站。此后，平凉县在崆峒公社寨子
街建成水轮泵提灌站，灌地８０亩。１９７０年底，全区共计建成水轮泵站６０座，可灌地
８３００亩。以上几种提灌方式，多被机电提灌代替。

机电提灌　１９５６年春，平凉县在焦庄村安装２台煤气机，配２台离心式水泵，建成
区内第一座煤气抽水机站。冬，静宁县八里乡红林村建成全区第一座内燃机提灌站，３０
马力，扬程１８米。到１９５９年底，全区共建成抽水机站 １９座，７５６马力，虚称可灌地

２７４ 平凉地区志 （上）



２２９万亩。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建成抽水机站６９座，３５７０马力，经查实，可灌地２９００亩。
１９６９年底，全区仅有１２座，６４３马力。１９７０年，平凉县在柳湖公社水桥沟建成全区首座
电力提灌站。此后不断发展，至１９８１年建成１８６２座，安装提灌机械２０１９台，４９万马
力，有效灌溉面积１４９９万亩，保灌面积１１１２万亩。次年核实，全区实际发挥效益的只
１０４９座，有效灌溉面积９０１万亩。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建成首座万亩白庙电力提灌站，１９９６
年底完成灌区建设。２００２年，全区机电提灌站保有量９５６座，实际总投资４６７２４５万元，
总动力１０９１台／３０２５３千瓦，其中电动机６４４台／２４２９５千瓦，柴油机４４７台，８０９８马力，
５９５８千瓦；配套干渠３９１条，长２０２６公里；支渠７０４条，长１６５８３公里；有效灌溉面
积１５２７万亩，保灌面积１２１４万亩。

第四节　集雨蓄水工程

１９９５年７月，在平凉、庄浪、静宁进行集雨节灌试点。１９９６年５月，在全区实施。
经过建设实践，总结出１０种建设形式。至１９９８年底，庄浪县建成刘庙上底等雨水集流工
程示范点９８个，静宁县建成灵芝尹岔等集雨节灌示范区１１６个。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建
成雨水集流工程４０５４４户、６５２万眼；集雨水窖２７０１万眼，砼涝池５２９处；发展集雨
灌溉面积６１０１万亩，解决２３０２万人、１３３５万头畜的饮水困难。共投入１０７６８万个
工日，耗用水泥２６９２万吨，投资１３１８９万元，其中国家投资３５２５万元，群众自筹９６６４
万元。

静宁县灵芝尹岔村是全区第一个集雨节灌示范点，共建成集雨水窖２１６眼，引水渠
１３公里，集雨灌溉面积４３０亩。

静宁县城川吴庙旱作农业综合示范区，蓄、引、提并举，滴、喷、灌配套，形成山

底打水井，山腰修水池，大沟打塘坝，小沟筑涝池，地头建水窖，地下压水管，地表搞

节灌的节水灌溉新格局。至１９９８年，共兴修水平梯田３５００亩，开通田间道路１１条、２５
公里，建成５０立方米蓄水池１０座，１５００立方米蓄水池５座，集雨水窖３７０眼，涝池３
处，塘坝１座，大型机电井３眼。有节水灌溉设施１９种，自制喷灌机４０台。发展山地节
水灌溉农田面积２３００亩、果园面积４０００亩，建成第二代日光温室３５座，成为集雨节灌
工程综合开发的典范。

平凉市大寨张庄村建成集雨水窖３００眼，集雨灌溉面积６００亩，其中果园面积２００
亩，成为大寨塬有名的致富村。

崇信县信家庄村８０多户农民，在自家栽植的３００多亩果园周围建水窖２３８眼，配套
移动滴灌设施１１套，手压泵带管灌２８套。利用窖水灌溉果园，年增收６万多元，成为崇
信县北塬的富裕村。

庄浪县张陈村农民陈定荣老汉，在自家５亩果园建水窖２眼，年蓄水灌溉２次，苹果
亩增产１４０公斤，年增收１８００多元。老汉深有感触地说：“干旱山区处处宝，要靠人们
自个找，多种科技会使用，无水浇灌都空了，自从打了田边窖，黄土山坡尽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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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人畜饮水工程

一、旱区饮水

６０年代开始，在吃水特别困难的地方，结合水利工程兼顾解决饮水困难。１９６３年
春，泾川县玉都公社在俞家沟建成全区首座水锤泵站，抽水上塬。到１９７３年，全区共建
成水锤泵、水轮泵站９５处。后采取民办公助办法，给每项机井补助７００至９００元，配发
三联泵１台，钢管２００米。至１９７９年，全区共建成小高抽人畜饮水工程６４８处，解决

庄浪农民在沟底排队挑水

１４５４万人、３２３万头大家畜的饮水
问题。１９８３年，灵台县独店乡薛家
庄将提灌站改为人畜饮水工程，建

１０米高水塔 １座，供 ６２００多人用
水，月收入水费１３００元，经费达到
自给有余。１９８４年灵台县朝那乡用
管道１１８９米引水上塬，供机关、学
校等用水。１９８７年，泾川县建成荔
堡问城饮水工程，设供水点 ４１个，
解决 ９１５２人、２４２５头大家畜的饮
水，总投资４９６８万元。是年，平凉
市草峰下塬饮水工程投资 ５８万元，
１９９２年竣工，解决６９８６人、１９０５头

大家畜的饮水。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２年先后建成崇信县黄寨乡赵寨，平凉市大寨乡、柳湖乡天
门，泾川县党原陈代，灵台县什字西郊等各类人畜饮水工程５９４处，解决５８１７万人、
３２４万头大家畜饮水。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各类人畜饮水工程６９９处，蓄水池２８座，提水工
程１１９处，引水管道８８５８８公里，小高抽２７６处。解决旱区９０４６万人、５１８５万头大家
畜的饮用困难，分别占旱区应解决９２２１万人、６８１２万头大家畜的９８１％和７６１％。

二、病区改水

近陇山及陇山支脉的土石山林地区，水质含氟、镁、钨、钠量高，味苦咸，饮后易

患地方性疾病。经统计，全区因饮用水引发地方病患者６４８万人，周边受到影响的人口
高达１４０多万人。
１９７６年，在灵台县安排和建成病区改水工程３２处，解决１４７万人、４１３４头大家畜

的饮水。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全省在灵台县召开病区改水现场会，推广灵台县 “提、引、打、

改”（修建提水工程、引外地好水、打深井取水、改造本地泉水）的经验。此后，辖境病

区改水工程建设速度加快。１９８０年共建成病区改水工程３１８处，解决８０５万人、１９２万
头大家畜的饮水问题。１９８２年起，开展除氟降氟改水工程建设。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计建成
病区改水工程３９２处，其中机电井１００眼，小高抽１６９处，引水工程１２３处；引水管道
４２２５３公里，供２５３１万人、８０６万头大家畜用上低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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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工程

一、水　磨
据考证，早在唐代，泾川县红河乡水磨坪就建有水磨。宋时的庄浪水洛 “川平土沃，

又有水轮银铜之利”。明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静宁县东峡口开渠引水，修水轮２座，万
历年间修成１０多座，清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为６５座。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庄浪有水
磨４３０座。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崇信河西岸有水磨５座，南乡黑河２座。民国时期，华
亭县有水磨１４６座。２１年 （１９３２）静宁县发展为６５５座。３８年 （１９４９）庄浪县发展至
５００余座。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０年，平凉市在南干渠新建２０余座水磨。全区有水磨９６９座，后渐
被机电钢磨代替。

二、小水电站

１９５６年，泾川县城关镇杨柳湾，利用丰渠跌水落差，建成全区首座小水电站。此
后，各县 （市）建成简陋小型水电站１０座。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５年，发展为７０座，在
大电网建成后多废。２００２年全区能发挥效益的仅崆峒水库电站。

三、河道治理

“唐刺史安敬忠在泾州城北”筑 “黄河堰”，以捍河流。清顺治年间，崇信县知县武

全文教民在北河之滨植树，固岸护田。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灵台民众曾进行达溪河改道。

泾川农民砌筑河堤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１９５１年７月，平凉市６８０多人，
在八里桥两岸打桩、筑堤。１９５５年
庄浪水洛、朱店河沿岸群众采用木笼

装块石和打木桩修筑河堤。１９６４年
起，平凉、庄浪县首次用水泥砂浆砌

块石修筑河堤。１９６５年 １月，中共
平凉地委成立泾河治理委员会，进行

泾河干流治理的测量规划工作。１９７２
年４月后，全区３０个川区公社开展
治河争地群众运动。至１９７３年４月，
全区修筑河堤 １４４公里，对口丁坝
３５６座，争地３６万多亩。此后，几
场洪水使８０％以上治河工程被冲毁。
１９８０年４月，国家水电部部长钱正
英视察庄浪县水洛河治理工程时指出：“治河不能只为争地，治河工程应是全流域的综合

治理工程，要上下游全面规划，要给洪水留足出路才行”。此后，全区治河工程由大规模

群众运动转入重点险段河道治理上。１９９６年，灵台县筹措资金６２３５万元，建成高６７３
米、长６２８米的护城河堤，涵洞５条、长２９８７米，争地３８亩。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治理河
堤２４８８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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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土保持

第一节　水土流失状况

１９８５年统计，全区水土流失面积９８５９６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８８３％，年均输沙量
７４７２万吨，侵蚀模数６７０７吨／年／平方公里。其中关山以西渭河流域年输沙量３０１３万吨，

水土流失后的山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侵蚀模数８０７３４吨／年／平方公
里；关山以东泾河流域年输沙量

４４５９万吨，侵蚀模数 ６０５１吨／
年／平方公里。以关山为中心的
土石山区和达溪河以南的林区

侵蚀模数多在２０００吨以下，东
部原区平均在７０００吨以上，西部
丘陵区多在９０００至１万吨之间。

全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６７０７吨／年／平方公里，相当每
年平均侵蚀土壤表土厚度 ０５
厘米，全区每年流失土壤７４２７
万吨。据分析，被流失的土壤

中，每万吨含有机质７０吨，相
当于农家肥 ３９４吨；水解氮
０３８吨，相当硫铵１８１吨；速

效磷００７吨，相当过磷酸钙０４６吨；速效钾１７６吨，相当硫酸钾３６６吨。全区总计相
当每年损失氮、磷、钾肥４４万吨，相当于１９８４年全区化肥用量的７３％和农家肥用量的
７４％。

水土流失造成全区每平方公里内沟壑密度达到２至３公里，稠密的沟壑网络把土地切
割成窄小而不便耕种的碎块，沟头前进，沟岸扩张，沟底下切，每年都要蚕食掉大量农

田。据平凉市１９８２年７月在大秦乡刘庙村麻子沟、李家沟、后湾沟调查，１０年中沟头每
年平均延伸２６米，沟宽增加０５米，损失耕地０５３亩。静宁县对典型小流域观测，支
毛沟每年平均沟头前进１至２米，沟岸扩张０６米，沟底下切０２米，全县每年因此损失
耕地近２０００亩。

６７４




由于沟头延伸，沟床下切，使山体失去稳定，造成山体崩塌与滑坡。导致泥沙俱下，

危害水利工程。７０年代建成４８座水库，被泥沙淤积注销、报废１８座，占３５％。１９７７
年，静宁县东峡水库库容淤积占总库容的５４４％。平凉市共建水库、塘坝５０座，被淤积
报废和冲毁３０座，占６０％。

水土流失，破坏生态，水旱灾害日益频繁。明代，有据可查的较大水灾９次，平均
２３年１次；清代２１次，平均１３年１次；民国时期１１次，平均３年１次；新中国成立以
来，几乎年年均有发生。

第二节　水土流失治理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平凉成立陇东水土保持实验区，开展窄埂水
平沟、荒山播种草籽、杨树引种插条试验，首次引进草木栖和野豌豆等人工牧草，播种

树、草９１亩，植树１１６万株，补植林７６００株，开挖水平沟１４７３米，为区内水土保持
造林之始。３３年 （１９４４）起，泾川县瑶池沟道士刘芝阳、崔元慧治理瑶池沟，挖鱼鳞坑、
修水平台，栽植树木、花卉。

世界银行官员检查庄浪县水保项目实施情况

１９５０年秋，平凉县鸦儿沟农民王
得友在自家门前植树 ２０００多株，翌
年又联合本村１７户农民开始对张家
沟进行治理，栽植洋槐 ４５万株。
１９５３年，庄浪县首次将水土保持工作
列入当年生产内容之一，开展培地边

埂、挖地坎沟和修坎堰、坡式梯田、

种草等。此后，平凉县雷家沟、纸坊

沟，泾川县李家沟、瑶池沟，静宁县

陈家沟，庄浪县吃水沟等开始典型治

理。１９５５年，开始一村一社、一沟一
坡集中连片综合治理。１９５６年，全区推广平凉县雷家沟治理经验，专区派工作组到各县
协助试办典型。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平凉县雷家沟、泾川县
李家沟荣获国务院优等奖。１９５８年，静宁县 “大会战”华家岭、庄浪县 “会战二郎山”、

平凉市 “大战泾河川”，这些都是连片治理的典型。至１９６２年，全区共兴修水平梯田
２７７万亩，水保造林３５４１万亩，水保种草１１２３万亩。１９６３年，涌现出平凉县柳湖大
队虎山治理工程；崇信县柏树大队坡耕地治理样板工程；以点带面进行典型治理的静宁

县劳伸、小曲、靳家寺，泾川县东坡、郝家岭，灵台县大户彭、南沟，庄浪县徐家城、

吴家沟，平凉县杨原，华亭县武村铺等一批示范样板。１９６５年，全区共建成水平梯田
３７０３万亩，水保造林３１９８万亩，水保种草１８８７万亩，累计治理面积２６９３３９平方公
里。１９６６年开始，水土保持工作陷于停顿。１９７０年后，以梯、条田建设为重点，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至１９７８年，全区累计修成水平梯田１０６９万亩，川原水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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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会战

田１０７９５万亩。此后，水土保持
工作开始以小流域为单元集中连片

综合治理。１９８２年，全区累计完
成水平梯田 １４７８９万亩，条田
１１６０８万亩，水保造林１９０６８万
亩，水保种草 ６５８６万亩。１９９１
年６月，推广华亭县马峡乡利用梯
田埂坎种草的经验，到年底全区地

坎造林 １０２４亩，地坎种草 ３３６０
亩。１９９８年，全区累计水土保持
治理面积６４５７７平方公里，占总
水土流失面积的 ６５％，其中水平
梯、条田 ４８０３７万亩，水保林
３８９７９万亩，荒坡种草 ８５８２万

亩，封山育林５２５万亩，封坡育草６０５万亩，沟坝地１４万亩，引洪漫地６８９万亩，
修筑谷坊５８万道，沟头防护２９９１道，计划内小流域治理１１９条。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７５１５２平方公里，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７６２％。

一、梯田建设

１９５３年，庄浪县维新区席家大山修坡式梯田２１６８亩，经过三、四年的淤积、翻耕，
坡度从原来２５度减缓至１６度，地埂内淤泥厚度１米左右。静宁县沿每块耕地边缘修建高
约０３至０５米的土埂，以拦蓄坡面冲刷的径流和土壤。这些做法迅速推广到全区。１９５７
年，全区累计完成坡耕地治理３５４４６万亩。每逢春初、雨后、秋季，到处都有拍打地埂
的响声。民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脚踩，小脚捶，棍子板子响如雷，突击队加油干，

一亩地打一石”。

１９６４年秋，专区派技术人员在静宁县司桥小曲办点试修水平梯田，在灵芝尹岔、威
戎劳伸建设水平梯田样板。全县投劳７万多人，修成水平梯田２２６万亩，揭开全区水平
梯田建设的序幕。但因田面较窄，后称 “皮带田”、“鸡窝田”等。１９７０年后，全区大规
模地开展以兴修水平梯、条田为主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１９７３年建设 “四好

农田”（好农田、好道路、好林带、好渠道），修成水平梯、条田６万亩。１９７５年，以大
队为单位，组建专业队常年从事农田基本建设，秋冬及农闲组织群众运动突击大干，修

成水平梯、条田８５万亩。１９７６年７月，扩大规模，打破社、队界线，组建专业队。泾
川县玉都公社集中３０００人在军武坪修成水平梯、条田３００亩。至１９７９年，全区累计完成
水平梯田１１９５９万亩，条田１０９０７万亩。
１９８０年开始，省、地决定对新修梯田每亩补助１０元。１９８１年地区推广泾川县夏季修

梯田、机耕深翻、重施有机肥和磷肥、达到当年增产的经验。１９８４年静宁、庄浪县新修
梯田由国务院 “两西”（河西、定西）建设办公室每亩增补到２０元。１９８６年推广崇信县
党洼村田路配套、机耕深翻配套、增施磷肥配套和有机肥配套的经验。１９８７年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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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工程评比活动。１９９０年将新修梯田补助每亩提高到３０元。
１９９３年，庄浪县被国家水利部列为 “全国梯田化建设试点县”。１９９６年后，全区梯

田建设由夏、秋两季修建转入四季常建，由人工修建转向人机结合。１９９７年，全区７县
（市）相继成立机修梯田服务中心 （站），年投入推土机１５０台，梯田建设逐渐转入以机
为主修建，并由单纯修梯田转向综合治理与开发结合。把一些荒芜闲置的废旧宅基地复

垦利用；开发利用地埂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建成后努力推广各项农业实用

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创出 “梯田 ＋水窖 ＋科技”的梯田后续开发利用模式，使治理、
开发一体化，全面发挥梯田工程的增产、增收效益。１９９８年７月，庄浪县在全国率先实
现梯田化，被国家水利部命名为 “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称号。２００２年，全区梯田建设投
入推土机４３８台，修成梯田８万亩。至年底全区共计建成水平梯、条田４８０３７万亩。有
５５个乡镇、１０２１个村实现梯田化，分别占乡、村总数的４２％和５９％。

二、小流域治理

１９５３年，庄浪县在义泉乡吃水沟建立流域治理示范点，挖水平沟、鱼鳞坑试种刺槐，
经４年治理初见规模，受到中国科学院综考队和苏联专家扎斯拉夫斯基的赞赏。１９５６年，
泾川县开始试点治理李家沟，在原边、沟坡、沟底设置三道防线，先修工程后栽树，两

年植树１３６１万株，治理成绩显著，荣获国务院 “保原固沟、发展生产”锦旗一面。静

宁县选择距离县城东约１公里的陈家沟作为治理试点，在沟口修建一座高５米的小塘坝，
在塘坝下游平整土地２５亩作为苗圃菜园，在沟沿周围坡耕地培地边埂、修软堰等田间
工程，使各类措施初步形成防护体系。平凉县四十里铺洪岳村治理雷家沟，组成９０多人
的治沟突击队，在全社３００多劳力和当地驻军２００多人协助下，挖水平沟造林工程１４万
条，长５１万米，种桃、杏、梨等经济树２１万株，沟底打塘坝９座，筑土谷坊２０道，
在路旁径流区挖涝池，使沟内洪水彻底得到控制，荣获国务院优等奖。１９５７年苏联专家
阿尔曼德及扎斯拉夫斯基曾来考察，给予高度评价。至１９７２年，全区共治理支毛沟１５
万条，出现一批洋槐沟、苜蓿沟、芦苇沟等治理典型。

１９７３年４月起，被省、地、县 （市）先后列入重点小流域５３条，流域面积１１５６９
平方公里。至１９８０年，已治理面积５０６８６平方公里，治理程度４４％。其中梯田１７６万
亩，条田１８１８万亩，水保造林２７２万亩，荒坡退耕种草１２９万亩，沟坝地１５００亩，
土谷坊４８７道，沟头防护６６４处，涝池３５８５个。
１９８３年，黄河中游治理局选择泾川县茜家沟作为黄土高原沟壑综合性治理、开发和

科研试验、示范的试点流域。至１９８７年，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４４０３平方公里，占流
域总面积的７２７％，治理程度达到８１９％。原面条田、道路、林网配套，辅以树穴、涝
池、沟头防护措施；坡面梯田、果园和防护林为主，路旁修 “雁翅坑”拦洪入田，确保

坡洪不下沟；沟谷以刺槐护坡林为主，支毛沟底修建土、柳谷坊群，辅以塘坝，发展小

片水地或种植芦苇，制止沟底下切。全流域呈现出以基本农田为主体的工程措施和全面

绿化为核心的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原、坡、沟多层次、全方位综合防治体系。农业总产值

由１９８２年的３９１９６万元增加到１９８６年的７４５６万元。全流域经济总收入５９４６万元，
比试点前的３３０９３万元增长７９８％。人均产值５４８２元，比试点前的３１２元增长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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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公里年产值１３８６万元，每个工日值５２元，比１９７２年的０３５元提高近１４倍。
经省水利厅黄河中游治理局主持验收鉴定，认为 “各项治理指标达到或超过部颁标准，

各项技术措施符合省水利厅 《技术规程》要求，达到国内同类项目先进水平，在一些科

研工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全国试点流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西德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沃尔克评价：“这个沟的治理是成功的，经

验和方法应向世界各国介绍”。

１９８８年１月，黄河中游治理局确定庄浪县堡子沟为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实施科
研、治理、开发试验示范一体化试点流域。至１９９２年，已建成梁峁配置沙棘林带、梁峁
坡形成人工草带、湾滩沟台梯田遍布、沟坡布置防冲林、沟底修筑谷坊淤地坝５道防线，
辅之以道路村庄防护林和各类调蓄工程组成点、线、面网络结构的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

治体系。

被黄河中游治理局列入试点流域的还有泾川县凤凰沟。被省水利厅先后列为省级示

范流域进行治理的有平凉市虎山沟、徐家沟，泾川县田家沟、店房沟、梁李沟，灵台县

涧河、东沟，崇信县平头沟，华亭县上关沟、建沟，庄浪县庙龙沟、贾门沟、史渠沟等。

１９９６年，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县５２条流域被列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
１９９８年，泾川县荣获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称号。全区７县 （市）的５１个乡 （镇）、

４７１个行政村、７８条小流域又被列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二期项目，项目期
限５年，贷款总额２２１９７８２万元人民币。２００２年全区列入示范流域７条，重点流域１０５
条，总计流域面积１７９８４平方公里，治理面积１４１４８平方公里，占７８％。其中水平梯
田７３０９万亩，条田２０７万亩，水保林８４９５万亩，荒坡及退耕种草３２４９万亩，沟坝
地１９４１亩，土谷坊１４２５道，柳谷坊１９２万道，沟头防护９３８处，涝池１９９０个，塘坝６
座、总容积１１８８万立方米，水窖４８３６个。

２００２年全区已验收小流域治理表

流域名称
列入

年份

流域

面积

（万亩）

治理

面积

（万亩）

其　　中

梯田

（万亩）

条田

（万亩）

水保林

（万亩）

荒坡种草

（万亩）

治理

程度％

平凉市禹家沟 ０４５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０２ ８００

虎山沟 １９７４ ３５３ ３２１ ０９９ ０２４ １５４ ０４４ ９１０

徐家沟 １９８０ ２１６ １９７ ０７６ ０８７ ０３４ ９１２

纸坊沟 １９５３ ２８５ ２３４ ０６８ 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６２ ８２１

鲁湾沟 １９８６ １１ ０９９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４１ ０１７ ９００

胡柳沟 １９８７ ０８ ０８８ ０２６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１２ ８５０

泾川县茜家沟 １９８２ ８０６ ６６０ ３１７ ３２５ ０１８ ８１９

凤凰沟 １９８７ ５１５ ２２４ ０９４ ０８４ ０２４ ０２２ ４３０

三合沟 １９７９ ３０９ ２７３ ０８９ ０５７ １１０ ０１７ ８８３

崖腰沟 １９７９ ３５４ ３０９ ０７５ ０４３ １６８ ０２３ 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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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流域名称
列入

年份

流域

面积

（万亩）

治理

面积

（万亩）

其　　中

梯田

（万亩）

条田

（万亩）

水保林

（万亩）

荒坡种草

（万亩）

治理

程度％

田家沟 １９７９ ６４４ ５８７ １３７ １９９ ２２２ ０２９ ９１０

梁李沟 １９８７ １３８ １３２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６１ ００９ ９５６

灵台县西沟 １９８１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 ８８９

苗家岭 １９７９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０１ ９４７

崇信县三星沟 １９８６ ２０３ １８ １２３ ０３９ ０１８ ８８７

张寺沟 １９７４ １２２ １１１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２ｌ ９１１

散花沟 １９７５ ３４１ ２６１ ０４５ ０５９ １０８ ０４９ ７３６

代洼沟 １９８６ ０６１ ０５１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０７ ８３６

平头沟 １９７４ ２０４ １７３ ０４９ ０８３ ０４ｌ ８４８

华亭县裕光沟 １９８０ ２４ １８５ ０４５ ０７８ ０６２ ７７０

上关沟 １９８０ ４４４ ２２２ １０８ ０２４ ０６２ ０２８ ５００

庄浪县陈山沟 １９７５ ０６ ０４９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０５ ８１６

杨家沟 １９８２ １９２ １８６ ０９２ ０５６ ０３８ ９６８

堡子沟 １９８８ ２６９ ２３３ １３９ ０４６ ０４８ ８６６

庙龙沟 １９８２ ５５８ ４３ｌ ３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７ ７７２

贾门沟 １９７９ ３７８ ２１６ １１７ ０５７ ０４２ ５７６

史渠沟 １９８７ ２０７ １７１ １０９ ０２５ ０３７ ８２６

榆林沟 １９９２ ８４６ ６０９ ４５５ ０３７ １１７ ７１９

静宁县上岔沟 １９７４ １０１ ０８１ ０４７ ０２３ ０１１ ８２２

剪子沟 １９７７ ０４９ ０３５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６ ７１４

庙岔沟 １９８７ ２２５ １６８ ０７ ０６２ ０３６ ７４６

赵岔沟 １９８０ １１３ ０９ ０４９ ０２６ ０１５ ７９６

第三节　中国梯田化模范县———庄浪

庄浪县耕地的９０％分布在１３００多个大小梁峁上。全县水土流失面积１４００平方公里，
占总土地面积１５５３平方公里的９２８％，每亩农田年流失水土４吨以上。地形破碎，土地
瘠薄，１９４９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只有４７４７公斤。
１９５２年开始培地埂、修软堰、挖坎沟。１９５３年推广修坡式梯田。１９５７年修垄作区

田。６年累计培地埂９０６万亩，修坎沟１４万亩、软堰３万亩，修坡式梯田６５万亩、垄
作区田１３９５万亩。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组织２万名劳动力改造水洛二郎山，修成水平梯田６８
亩。１９６０年前后经济困难时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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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冬季，组织３１万名劳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成水平梯田２９２７亩，拉开建
设水平梯田的序幕。除 “文革”中被迫停止两年外，每年冬季集中人力大打治理坡田的

歼灭战。１９６９年６月，庄浪县革命委员会 （简称革委会，下同）作出 《掀起 “农业学大

寨”群众运动的决定》，采取组建农田基建专业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平田整地。年

底全县累计修成川地条田１５００亩，山地水平梯田３３５万亩。
１９７０年，县革委会设立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各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抽调１５％的劳

动力组建常年农田基建专业队，总计参加２万余人。从春节后上地一直干到来年１月，
“冰冻三尺不收兵，大雪封门不停工”。１９７２年３月，县委表彰奖励南湖公社曹湾大队等
３３个农田基建先进单位。１９７４年３月，以基干民兵为主组建常年基建队，县上拨款７万

平田整地

元为其增购工具。第二次表彰农田基建

先进单位８６个。冬季大战１００天，修
成梯田 ９６５万亩，条田 １５２万亩。
１９７７年１月，第三次表彰农田基建先进
单位５４个，冬季出现几个大队联合的
“千亩大会战”。此后，一直坚持以农

田基建专业队为主、群众大会战为辅，

“川区以路定田，做到地平、路端、渠

端、地埂端”，山区 “等高线，沿山

转，宽适当，长不限，大弯就势，小弯

取直”等方式打破地埂界限修梯田。

１９７９年全县累计修成高标准水平梯田
３４７５万亩，条田５８５万亩。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采取统一规划、分户或联户施工，实行农户返销粮和梯田建设挂
钩，修１亩梯田回销粮食１５０公斤、供煤１００公斤，使梯田建设每年以３万亩的速度推
进。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庄浪后挥笔题词：“党员带头，战天
斗地”。１９８７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 “建设梯田化村 （社）”的号召。１９８９年提出大
干５至１０年，全县实现山地梯田化、粮食产量翻番的目标。县、乡、村干部奖金与梯田
建设挂钩，农民不修梯田的户每亩收费２００元，补偿多修户，所修梯田分等定级、以质
给予补助，促进梯田建设向规模化、优质化发展。１９９０年提出 “少生孩子多修田、５年
实现梯田县”的口号，制定 《庄浪县梯田建设管理办法》，使梯田建设从规划设计到施

工、验收、奖励，迈入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１２月２日 《甘肃日报》刊登 《庄浪县

农田基本建设纪实—山区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全面介绍庄浪县梯田建设经验。年底，

全县累计兴修条田５６２万亩，占川地总面积的７９％；梯田６５４６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
７５１％。有８６个村、３０２个社实现耕地梯田化，分别占全县村、社总数的２０％和１７６％。

１９９２年，黄河流域９省区梯田建设会议在庄浪召开，与会代表对庄浪人民改天换地
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１９９３年，庄浪县被国家水利部列为 “全国梯田建设试点县”。全

县干部群众掀起第二次梯田建设高潮，向９万亩贫瘠薄田和１８万亩老式梯田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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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庄浪县被国务院水土保持协调领导小组、水利部授予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

称号。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姜春云、国务委员陈俊生分别为庄浪县梯田建
设题词：“愚公移山，大造梯田”，“锲而不舍，兴修梯田”。９月，甘肃省在庄浪县召开
梯田建设现场会，庄浪县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全省梯田建设先进县，号召全省掀起学习

推广庄浪县梯田建设经验的热潮。庄浪县一面按水洛镇羊爬坡式 “梯田 ＋科技 ＋集雨节
灌＋果园”的模式，综合开发，走生态农业的新路子，一面又采取 “政策推动，机制促

动，科技引动，实践带动，利益驱动”的 “五动战略”，实行 “县级领导包乡，乡镇领导

包战场，村社干部包劳力，水保干部包规划，农户包任务”的 “五包机制”，使梯田建设

平均每年以 ４７万亩的速度推进。１９９７年，全县新增水平梯田 ４２８万亩，累计达到
９１３２万亩，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梯田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庄浪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全
县人均产粮４２５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２８元，社会贫困面下降到１４％，全县基本解决
温饱。

庄浪县梯田建设的３４年中，共移动土石方２７４亿立方米，投入劳动力５６７０万个工
日，付出价值４５４亿元人民币的劳动量，却仅用了国家十分之一的投入。先后有２３人为
修梯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１１６人为之负伤致残。原朱店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孔祥吉
在修地中曾被塌方压埋致伤，还耽误儿子的治病时间，致儿子被脑膜炎夺走生命。在常

年艰辛的劳动中有的人双手变形、腰背弯曲，但修梯田的决心不减。有的 “铁姑娘”队

员因为修田推迟婚嫁年龄，一直到二十七八岁才完婚。白堡乡刘罗村的 “铁姑娘”队队

长罗翻调的泼辣吃苦精神全县有名。县水利局技术员马耀国、毕业分配的大学生蒙占辉

等，放弃别人羡慕不已的 “公家饭”，毅然回乡当农民，参加轰轰烈烈的梯田建设。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８、２５日，《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分别以 《重塑黄土高原》、

《庄浪人民的骄傲》为题在头版头条介绍庄浪梯田建设的伟大成果。７月６日至８日，水
利部派专家组在庄浪召开 “庄浪梯田化建设与开发项目鉴定会”，朱尔明等专家一致认

为：“该项目是居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水土保持工程”。同月１６至１８日，庄浪县梯田
建设与开发项目顺利通过水利部验收。水利部、省政府在庄浪召开 “庄浪县梯田化建设

项目暨表彰大会”，庄浪县被国家水利部命名为 “中国梯田化模范县”荣誉称号，奖励人

民币１００万元，甘肃省政府奖励人民币５０万元，会议号召全省弘扬庄浪精神。是年庄浪
县又被国家列为生态农业重点治理县。２００２年８月《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黄土地上
的绿色希望—甘肃省庄浪县生态建设纪事》和评论员文章《学习庄浪精神再造秀美山川》。

第四节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泾川

１９５６年，泾川县开展以培地埂、帮堰口、填胡圈等为主的保塬固沟群众运动。翌年
窑店区老原乡治沟典型李家沟，受到国务院的嘉奖。１９６４年开始，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
综合治理。飞云公社南峪大队育成 “１０万刺槐沟”。１９６９年全县累计兴修梯、条田１４万
亩，植树保存面积１３万亩，种草１１万亩。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有些公社做到地平、路直、
林成网，基本完成了塬面治理。１９７６年，以小流域治理为水土保持主攻方向，确定１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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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为治理重点。川塬区以公路为框架，布设田、林、路，

使农田成方，路林成网。山区沿等高线修水平梯田，弃

耕部分陡坡地。是年秋，全县组织１３万名劳动力，集
中治理高平官山，７天时间修建梯田１５００亩，山区道路
２１公里，移动土方２３万立方米。至１９８０年，全县初步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５５９８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４１８％。其中修水平梯田９４６万亩，条田２９７３万亩，
沟坝地１２００亩，引洪漫地３万亩，造林３７０２万亩，四
旁植树３２万株，荒坡种草７５６万亩，兴修和整修乡村
道路７６３条。全县１９６条小流域都全面治理，初步形成
了原面条田林网化、坡耕地梯田化、荒坡四旁绿化；多

数社队都有了苹果园、苇子沟。

８０年代，把以兴修梯田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转向
以小流域治理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上来，把以用材林为主的林业生产转向以速生用材林和

经济林并举上来。每年夏收后用 “三集中”（领导、劳力、时间）、“四统一”（规划、组

织、施工、质量）的方法，一条塬、一面坡、一架山的突击治理。至１９８８年，全县累计
修梯田５４万亩，保存造林面积６４万亩，荒坡种草９６万亩，使茜家沟、二郎沟等１９条
大型沟壑达到治理标准，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８４６平方公里 （含小流域治理２９２平方
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６１％。茜家沟流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翌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１年，泾川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试点县。到１９９５年，全县累计建成
梯田６７３２万亩，人均２２９亩；四旁植树８３１３万亩，人均２８２亩；水保防护林２４２０
多万株，人均７８株；建成农田道路林网２４３３公里，原边沟头防护林带及河堤护岸林带
２３５６公里；荒坡种草及退耕种草１６０１万亩，户均２４亩；兴修治沟骨干坝２座，修筑
淤地坝４１座，土谷坊、柳谷坊１６５３８道，涝池７８２个，沟头防护１５４２处。累计初步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１１４４８平方公里，治理程度达到８２４％，其中１９条大型沟壑治理程度达
到９０％以上。翌年通过水利部黄委会及省水利厅鉴定验收。１９９８年，全县累计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１２４３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８５％。经对５０条流域的经济效益调查，农
户平均每年收入万元以上的有６条，千元以上的有４４条。全县林业产值达到６９９４万元，
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起年均递增１１％，农村贫困户由１９８７年的２７２％下降到
１％。农业总产值达到６７２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７８元。水土流失侵蚀模数由每平方
公里３９５０吨，减少到每平方公里２３５０吨；拦水效益、减沙效益分别由３７４％、５０５％
提高到５１２％和７０５％；林草覆盖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２４％提高到５９５％。重点小流域共
完成综合治理面积３８０９万亩，森林覆盖率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３６％提高到２８２％，水平梯条
田占耕地面积的７５％，修建各类拦蓄工程６６５６项，坡面沟谷水土流失大为减缓。泾川县
小流域治理先后被甘肃省政府授予 “甘肃省实现绿化第一县”、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 “全

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国家水利部授予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等荣誉称号。２００２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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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 《泾川的骄傲—记 “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

甘肃省泾川县》和评论员文章 《泾川秀美大有希望》。

全区水利水保投资表

单位：万元

年份
水利水

保投资

其　　中

小农水 基建 水保
年份

水利水

保投资

其　中

小农水 基建 水保

１９４９ ００８ ００８

１９５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９５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９５２ ０３３ ０３３

１９５３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９５４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２

１９５５ ３７３１ ３７３１

１９５６ ２１３３ ２１３３

１９５７ ３９５０ ３９５０

１９５８ ６４００ ６４００

１９５９ ３１０２１ ３１０２１

１９６０ ２１６４３ １８９２３ ２７２０

１９６１ ４６７０ ４４５０ ２２０

１９６２ １７２０ １７２０

１９６３ １３４８０ ５６２０ ７８６０

１９６４ １１３６０ ６８００ ４５６０

１９６５ ６６２０ ４６５５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 １５０１３ ８６２０ ６３９３

１９６７ １４４６４ １１０００ ３４６４

１９６８ １２１３５ ４６３０ ７５０５

１９６９ １０７２８ ５５２０ ５２０８

１９７０ ２１９４６ １０９９０ １０９５６

１９７１ ３７７９０ １３３００ ２４４９０

１９７２ ８３５００ １６３２４ ６７１７６

１９７３ １４７１９４ ８２３３０ ６４８６４

１９７４ １７３４３８ １０８６８７ ６４７５１

１９７５ １６０８２２ ７７０４０ ７７３８２ ６４００

１９７６ １７５８３１ ６３０９６ １０２７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７７ １４７４８１ ５３９８５ ８３０９６ １０４００

１９７８ １４２２７３ ５４９７５ ７６７９８ １０５００

１９７９ １３５７２４ ６０５１０ ５１３８４ ２３８３０

１９８０ １１０１７６ ５９３２７ ３１０６９ １９７８０

１９８１ ６５０５１ ２４２８６ １９０７５ ２１６９０

１９８２ ６７２６１ ３５４５８ ５６９３ ２６１１０

１９８３ ７４７３１ ２３６４１ １４２８０ ３６８１０

１９８４ １０２８４２ ２７７３２ ３３７４０ ４１３７０

１９８５ １３６１１７ ８０３７９ １９２４８ ３６４９０

１９８６ １７５５８６ ９３６６５ ４０２３１ ４１６９０

１９８７ １３５５２８ ６５９９０ ３７５００ ３２０３８

１９８８ １５９４３７ ４６０５９ ６８０００ ４５３７８

１９８９ １４８９９０ ４６７２０ ５５２００ ４７０７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２９０ ７４３４０ ７３３００ ５３６５０

１９９１ ２８６４３０ １３２８１０ ８４１４０ ６９４８０

１９９２ ２５１６１０ １２３６５０ ５５３００ ７２６６０

１９９３ ２０８６００ ８２３００ ５１５１０ ７４７９０

１９９４ ２４５８６０ １１１３５０ ６８４００ ６６１１０

１９９５ ３４３１１０ １５９０００ １１９４００ ６４７１０

１９９６ ３４００２０ １８４６２０ ６３０００ ９２４００

１９９７ ５８５７００ ４１４１００ ７８２００ ９３４００

１９９８ ４９３３５０ ３０５５００ １１５７５０ ７２１００

１９９９ ９１６８００ ８１６２０４ １００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７５８８５ ７４１７４５ ３４１４０

２００１ ９５５２７０ ４１２２４０ ５０６５６０ ３６４７０

２００２ ９９５６００ ３７５８００ ４８９０００ １３０８００

５８４第六编　水利水保



６８４ 平凉地区志 （上）



第 编

LI NYE 





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加之人们对森林的不合理利用，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森林全部退向了高山深谷，大面积原始森林演变成零星残败的次生林。

新中国成立后，地、县 （市）、乡 （镇）逐步建立健全了林业机构，不同

时期根据当时具体情况执行和制定了相应的林业政策和法令，促进林业生产发

展。但因左的思想影响，林权多变，管护不严等，虽然年年造林而成活保存不

多。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天然林域又平均退缩２０至３０华里，减少森林３０多
万亩。境内形成了少林地区，光山秃岭，随处可见，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加

剧。

改革开放后，区内开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其要者有９３个乡、６５６个村为
７０４６２户农民划分宜林 “三荒地”４２０２５３公顷；将集体所有的宅旁树、零星
树、小片残次林及小果园，折价处理给个人，允许继承、转让或买卖；对承包

地上的树木，实行树随地走，折价由农户经营，有的将社、队林场承包给农户

或联户经营；之后又推行承包、租赁、拍卖经营集体林和开发荒山、荒沟、荒

坡、荒滩，累计开发治理５５２９４公顷，其中承包３８７０７３公顷，拍卖１１０５９３
公顷，其他５５２９３公顷。

同时，启动各项林业工程建设，营造水保林１６２１９３３３公顷；全区实行退
耕还林，３年间造林６８０４６６６公顷。并且进一步加强山林管护，查处毁林案件
８８４１起；对毁林开荒和乱占林地２２４起、９５５９２公顷限期退耕还林；对山林实
行 “限额采伐”制度；区内１１个国营林场封存斧锯，封山养育。

经过长期实践，区内把林果业作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突出发展，营造果

树经济林面积达６２９３３３３公顷，年产干鲜果品３１０９万吨。涌现出果品产值超
过５００万元的乡 （镇）２０个，人均果品收入上千元的村６８个，年果品上万元
的户１１３９户。

随着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林业技术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仅林木良种从

外地引进６４４个，其中用材树种３７１个，果树经济林树种１５类、２２１个。全区
科技兴林兴果明显进步，科技对林果的贡献率由７３％提高到２３％，林业科技
成果转化率达到４０％。在适宜地区覆盖率达到５０％。

为推进林业发展，国家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实行营林补助，当年每公顷补助７５
元，育苗５２５元。１９６１年每公顷国营造林补助１２０元，集体４５元，育苗每公



顷４５０元。８０年代后，集体造林每公顷补助１２０５元，国营造林每公顷补助
３００元，国营育苗７５０元。１９９８年后，“天保”工程每年每公顷造林１５００元，
退耕还林工程每年每公顷造林补助２４００元，“三北”四期工程每年每公顷飞播
造林补助１５００元，封山育林补助１０５０元。

至２００２年，国家投资平凉地区的林业建设资金总额２７６２０２５万元，其中
营林生产投资５８９７５８万元，其他项目建设投资４３４４６７万元。全区人工造林
累计成活面积 ７４５８６０公顷，已成林保存面积 １１９８８０公顷，平均保存率
１９４８％。林业用地达到３８５４１７５公顷，其中有林地１５７７９７３公顷，森林覆盖
率达到１７９８％；林果业产值达到４６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５４％。在发展
林业中，平凉地区获国家和省、部、厅级表彰奖励的林业先进单位１４１个；先
进个人４１４人。被中央绿化委员会表彰的全国造林绿化 “四佳”单位：“百佳

县”３个，“百佳乡”１个，“千佳村”１１个，“４００佳单位”１个。



第一章　林木资源

第一节　林地和林木蓄积

距今约２８６亿年至２４８亿年，境内有茂密的森林分布，至西周时期，区内仍草木丛
茂，烟树茫茫。

战国至汉初，平凉区内林木繁茂。东汉至魏时，“陇山林密，遮天蔽日”，崆峒山一

带 “嘉木灌丛，蔚若邓林”。唐宋以来，到秦陇采运木材的人络绎不绝。金正隆年间，今

庄浪县通边一带 “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所不能致”。

元代 “一任民众之樵采”，境内森林遭破坏。迨至入清，主要山林日趋残败，有的已

“林竭山童”。各地所存的小片天然林至清末多已消失。

民国期间，天然林资源：据 《甘肃通志》林区面积表载：平凉县有林区１处 （指崆

峒山），总面积１０方里，为公有；华亭县有林区１处 （小陇山），总面积１２０方里，公私
共有；庄浪县有林区３处 （赵墩、蛟龙等村），总面积１７０００方尺，私有；灵台县有林区
２处 （指桥儿庄、王家山），总面积约２０方里。３２年 （１９４３），甘肃省陇东林务督导员姜
玉舫视察华亭后在报告中称：“……大面积之天然林 （指陇山、唐帽山），历年来因用材

频繁，军民无限制砍伐，大呈衰败之象。国家雄伟之富源，政府尚未稍加注意保护殊引

为忧。”是年及３３年、３７年，全区对天然林面积作过３次不完全的统计，第一次汇总为
２６５７３公顷 （缺平凉、泾川县），第二次为 ４５３５３公顷 （缺平凉、泾川县），第三次为

１８８００公顷 （缺崇信、静宁县）。

人工林资源：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至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区内各县零星植树１４２２８
万株，年均５６９万株，有人工林４６８５０亩，其中庄浪县２６４００亩；崇信县１５３００亩；泾
川县只有零星树木和小片果园；平凉、灵台县无记载；１８年 （１９２９） 《华亭县林业调查
表》记载：“小陇山西尚有４５亩之大面积人造林”。２２年 （１９３３），静宁县林产调查，全
县有杨树、柳树、榆树、椿树４种，面积５１００亩。

新中国成立后，“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平凉地区林业区划组和农业综合区划组考证：至
本世纪４０年代末，森林全部退向高山深谷，仅存关山及太统山、唐帽山一带的残败次
生林”。

１９５６年１月 《平凉专区５年来初步总结和今后意见》中记载：全区仅有天然森林
５３３３３公顷，多分布于关山山脉，平凉、华亭、崇信、灵台等部分丘陵地区也有零星分
布。区内森林覆盖率不足５％。

１９４




６０至７０年代，特别是７０年代，兴办林场、苗圃，户户植树造林，治山、治沟、治
塬，划分宜林荒山荒地由户经营等，使林木资源有所增加。

１９７５年调查统计，全区林业用地总面积２９９１４４５６公顷，林木总蓄积２４７３９０５９１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７７９％，虽比１９５６年提高２７９％，但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依然严重，
天然林域向后退缩的现象并未彻底制止。

１９７５年全区林业用地资源表
单位：公顷

类 别

县（团）
合　计 有林地 灌木林地 疏林地

未成林

造林地
苗圃地 宜林地

全　区 ２９９１４４５６ ５４２４６７９ ２５９４４８４ ２２６９１９ １３６４３５７ ２９２５ ２０３０１０９２

平　凉 ３９０８８６３ ２８７２２２ ６７４７１ ２０２４０ ８９５７７ ３４４４３５３

泾　川 ３４２９１ ３８４２ １６ ８４ ４２５９ ２６０９０

灵　台 ５１８０７ ４１０４ ４０２０ ５４５ １０９８ ４２０４０

崇　信 １９８０９ １２７８ ４０００ ４６ ４０３ １４０８２

华　亭 ２９９０７ １２３９ ５４２１ １５ ４１４ ２２８１８

静　宁 ２５９４０９８ ２８５８４５ ２１４７０ ４３３４７ ２４３４３６ ２００００

庄　浪 １８１０４６３ ４３４８５４ １２７６０ ４４５４４ １５１５４０ １１６６７６５

原林二师

三团
７８０５７１２ ３３６６２４８ １１４０８３３ ４９５３８ ２６０６４４ ２９２５ ２９８５５２４

原林二师

一团
２１３９２０ ４２１０ ６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７６０ ２０１４５０

２９４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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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森林覆盖率表
单位：公顷、％

类

别

县　

总土地

面积

林地

面积

森林覆

盖率

其　 　中
乔　木　林 灌　木　林 四　旁　树
面积 覆盖率 面积 覆盖率 万株 面积 覆盖率

全区 １１１４０８０４０ ８６９９４７８ ７７９ ５４２０４６４ ４８７ ２６１５６８１ ２３３ ２９８５００ ６６３３３３ ０５９

平凉 １９３６１７８７ １１２１２０３ ５７９ ７０３８７０ ３６４ ３２５３６６ １６８ ４１３８５ ９１９６７ ０４７

泾川 １４６１９２３３ ７５２１８２ ４９０ ３８４２００ ２３８ １６００ ００１ １６４８７２ ３６６３８２ ２５１

灵台 １９９１５１４７ １１０９３９２ ５５７ ５５４４５５ ２７８ ４６６０２６ ２３４ ４００１０ ８８９１１ ０４５

崇信 ８４９６７１３ １１８３０５９ １３９２ ３７１４０８ ４３７ ７９７８７３ ９３９ ６２００ １３７７８ ０１６

华亭 １１８３１６４０ ３０５２９３６ ２５８０ ２１３１１６２ １８０１ ９００６６８ ７６１ ９４９８ ２１１０６ ０１８

静宁 ２１９１７８２０ ３５３１３５ １６１ ２８５８４５ １３０ ２１４７０ ０１０ ２０６１９ ４５８２０ ０２１

庄浪 １５２６５７００ １１２７５７１ ７３８ ９８９５２４ ６４８ １０２６７８ ０６７ １５９１６ ３５３６９ ０２３

８０年代及其以后，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并启动各项林业建设工程，划分确定林木权
属，清理山林，限额采伐，封山育林，严格管护，遏制了天然林采大于长、林线退缩。

面积逐渐减少的局势。造林绿化加快，林木资源又有新的增长。

１９８４年调查统计，全区林业用地面积３４６５０３公顷，比１９７５年扩大２５９５０７２２公顷。
其中有林地１２８８６７公顷，比１９７５年扩大７４６２０２１公顷。全区活立木总蓄积量５３９０８万
立方米，其中乔木林蓄积 ４６５８４万立方米，四旁树蓄积 ５０４２万立方米，疏林蓄积
１８４１万立方米，散生木蓄积４４１万立方米。林木总蓄积比１９７５年增加２９１６８万立方
米，占１１７９％。全区森林覆盖率１１６４％，比１９７５年提高３８５％，其中平凉、泾川、
灵台、崇信４县 （市）增长较快。

平凉十万沟森林

２００２年，全区林业用地总面积
３８５４１７５公顷，比 １９８４年扩大
３８９１４５ 公 顷。 其 中 有 林 地

１５７７９７３公顷，比 １９８４年扩大
２８９３０３公顷。有林地中，天然林
３７９１７３公顷，占２４０３％；人工林
１１９８８０公顷，占 ７５９７％。按用途
分：用 材 林 ４４６８４ 公 顷， 占

２８３２％；防护林 ８５９１９公顷，占
５４４５％；薪炭林 １３３４公顷，占
０８５％；特 用 林 ８７ 公 顷， 占
００６％；果树经济林 （挂果面积）

２５７７３３公顷，占 １６３３％。全区活立木总蓄积量 ７６０１１万立方米，比 １９８４年增加
２２１０３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１７９８％，比１９８４年提高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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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木树种

天然野生树种参 《野生动植物》，此处重点介绍人工栽培植物。

２００２年，人工栽培乔灌木５８０种 （乔木５０７种，灌木７３种）。分布广泛、栽培量大
的用材树种，主要有油松、华北落叶松、日本落叶松、侧柏、刺槐、大官杨、北京杨、

新疆杨、中槐、倒柳、钻天榆、香椿、复叶槭、梓树、光泡桐、兰考泡桐等；薪炭及灌

木树种主要有紫穗槐、柠条、红柳、山毛桃、沙棘、杞柳等。珍稀树种有被列入国家三

级保护的天然树种水曲柳，主要分布在麻庵林场。有列入甘肃省保护的漆树。有人工栽

培的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杜仲、银杏。

果树栽培在明清时主要有桃、杏、枣、葡萄、木瓜、樱桃、玉皇李、核桃、楸子、

秃头梨、秤锤梨、平头梨及软儿梨、牛心杏、香水桃。民国时期还有沙果、花椒，苹果

国光、倭锦、早生旭和巴梨、冬香梨等。１９５３年后，相继大量引进栽培外地品种。全区
人工栽培的果树经济林增到１２科１５属２７０种。

果树经济林主要栽培品种表

科 属 种

蔷

薇

科

苹果属

大国光、小国光、六月鲜、柳玉、红玉、倭锦、赤阳旭、鸡冠、青香蕉、黄

奎、俳依、红元帅、黄元帅、秦冠、红星、新红星、首红、超红、艳红、银

红、印度、祝光、王林、金矮生、北斗、乔纳金、新乔纳金、北海道９号、新
世界、红王浆、烟富、乐乐富士、２００１富士、红乔纳金、寿红富士、红富士
优系、１４５苹果、普通富士、长富２号、秋富１号、岩富１０号、青富１３号、
烟红，天泾１号、山东惠民短枝富士、无毒新红星、皇家嘎拉、公畸单子、盛
放富士、粉红女士

山楂属 山楂、辽红、大金星、小金星、敞口

梨　属
鸭梨、砀山梨、雪花梨、早梨、慈梨、康德梨、鸡腿梨、水晶苹梨、巴梨、冬

香梨、冬果梨、长巴梨、齐梨、水梨、平头梨、蒙梨、白梨、苹果梨、化心

梨、秃梨、常州梨、莱阳梨、砀山酥梨、早酥梨、酥生梨、法兰西、爱宕梨

李　属

樱桃：托叶樱桃、盘腺樱桃、刺樱桃、日本樱桃、灰毛樱桃、毛樱桃

李子：美国黑李子、郑州３号、黄河李子、牛心李、杏李、梅李、紫皮李子
桃：水蜜桃、黄干桃、蟠桃、大久保、早生水蜜、布目早生、京红、白凤、１
户００５、彩霞、早甜桃、雪桃、肥城桃、上海水蜜、天津水蜜、寿星桃、春
蕾、水桃、京亚１３号、五月火、超五月火、中华寿桃、早风、春艳、蜜露桃、
天王桃、早凤王、安农水蜜、苍方早生、山毛桃、岗山白

油桃：早油桃、阿姆胄、ＮＪＮ７６、早红２号、ＮＪＮ７８、甜油桃、丽格兰特、瑞
光３号、扎罗德、佛扎德
杏：山杏、曹杏、荷 包杏、柿杏、桃杏、大接杏、新疆杏、贵妃杏、牛心杏

（灵台杏）、唐王杏、兰州大接杏、华县大接杏、礼泉梅杏、三原曹杏、新疆

油杏、泉眼口、胭脂红、猪皮水杏、鸡蛋皮、黄甜核、张公园、金妈妈、西陇

２５。安宁实生系列`三个品种：大偏头、红胭脂、仁用杏（优１、龙王帽、一窝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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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科 属 种

葡

萄

科

葡萄属

玫瑰葡萄、牛奶葡萄、白葡萄、龙眼葡萄、酸葡萄、红鸡心、水晶、京早晶、

红地球、大地红、巨峰、沙福无核、昆诺无核、火星无核、金星无核、康龙无

核、红脸无核、京亚、晚红、京优、京秀、金优、秦龙大穗、里扎玛瑙、里扎

玛特、无核白鸡心、８７—１、紫珍香、８６１２、８６１１、美人指、滕稔、贝塔、贝
浓乐、大苜蓿、北醇、马奶子、白水晶、紫苜蓿、康拜尔早生、红玫瑰、雷司

林、乍娜

鼠李科 枣　属
枣、大红枣、圆枣、晋枣、马莲枣、盖郭枣、金丝小枣、马牙枣、梨枣、雪

枣、骏枣

胡
桃
科

胡桃属

圆核桃、薄皮核桃、绵核桃、社核桃、露仁核桃、串串核桃、新疆薄皮核桃、

新疆隔年核桃、库车核桃、阿克苏核桃、武威薄皮核桃、成县薄皮核桃、康县

薄皮核桃、唐山核桃、云南漾鼻核桃、扶风隔年核桃、山东益都核桃、汾阳核

桃、美国黑核桃

柿树科 柿　属 牛心柿、大水柿、平顶柿、火罐柿、馍馍柿、尖顶柿、磨盘柿

石榴科 石榴属 花石榴、黑石榴

桑　科 桑　属 桑树、蒙桑、鸡桑、无花果

杜仲科 杜仲属 杜仲

芸香科 花椒属 大红袍、小红袍、枸椒、油椒、秦椒、秦安１号，凤椒

茄　科 枸杞属 中卫枸杞

漆树科 漆树属 漆树

山茱萸科 山茱萸属 山茱萸

收获大枣

干鲜果乡土优良品种有灵台牛心杏、水杏、大接

杏、掌桃、黑枣，静宁香桃、伏桃，泾川兰家山李

子、齐梨、秃头梨、小红梨、金瓶梨、尖顶梨、牛心

柿，华亭薄皮核桃、社核桃，崇信九功核桃、宰相

梨，平凉紫、白索索葡萄、子孙葡萄等。１９８６年以后
广泛推广栽培的属甘肃省优特新品种４０个，其中红
富士、泾龙长富２号、秋富１号、惠民短枝富士、新
红星、金富、乔纳金、新乔纳金、秦冠、首红、王林

等苹果以及砀山酥梨、早酥梨、雪花梨、６９０１梨、莲
皮核桃、晋枣、尖顶柿、大红袍花椒等１０多个品种
曾获国家级和省级奖。

观赏树种与花卉，在明 《平凉府志》及以后各县

方志中，均记载了数十种。

平凉地区行署林业处１９９８年统计：全区观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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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与花卉共约２０３种，其中常绿乔灌木５０种，落叶乔灌木５２种，藤本类１０种，宿种花
卉６８种，一、二年草花类２３种。

常绿乔灌木有桂花、广玉兰、深山含笑、米兰、石楠、山茶、冬青、枸骨、珊瑚树、

杨梅、夹竹桃、含笑、茉莉、金粟兰、杜鹃花、栀子花、大杂迎春、凤尾兰、瑞香、金

丝桃、苏铁、大叶黄杨，黄杨木、十大功劳、桃叶珊瑚、火棘、海桐、南天竹，富贵竹、

紫背竹芋、罗汉松、金弹子、榕树、福建茶、发财树、巴西木、花叶榕、棕竹、竹子、

橡皮树、南洋杉、绒柏、棕树、洒金柏、马尾铁、蓬鹃、红花渠木、散尾葵、凤尾葵、

蒲葵。

落叶乔灌木有桃花、红梅、绿梅、腊梅、西府海棠、垂丝海棠、樱花、玉兰、珙桐、

紫薇、紫丁香、雪柳、木迷、石榴、合欢、无花果、鸡爪槭、牡丹、月季花、蔷薇、珍

珠梅、郁李、枸杞、荚莲、榆叶梅、连翘、扶桑、十指梅、红枫、金钟、寿星桃、春芋、

见麻、沙金茶、三角梅、鸭掌木、五色梅、荷兰铁、倒挂金钟、玻璃海棠、一品红、六

月雪、银杏、吉祥富贵果、三子甲。

藤本类有金银花、常春藤、木香、紫藤、葡萄、地锦、爬山虎、南蛇藤、凌霄、美

国凌宵。

宿根花卉有兰花、四季海棠、文竹、芭蕉、虎刺、天门冬、万年青、蜘蛛抱蛋、广

东万年青、吊兰、龙舌兰、天竹葵、虎耳草、虎尾兰、菊花、芍药、萱草、常春花、紫

背鸭跖草、红花酢浆草、玉簪、鸢尾、朱顶红、美人蕉、中国水仙、文殊兰、石蒜、风

信子、葱兰、韭兰、大理花、垂笑君子兰、晚香玉、唐菖蒲、香雪兰、仙客兰、百合、

仙人掌类、睡莲、一叶兰、红掌、金冠、九晶兰、马蹄莲、老来俏、金钱树、马丽安、

平凉柳湖公园 “左公柳”

白掌、仙人球、袖珍红贴、扇叶

竹、伞竹、冰郎、花叶玉、红宝

石，蓝宝石、绿罗、红帝王、绿

帝王、绿巨人、斑马、情铁、红

坛、龙蛇兰、荷花令箭、虎皮令

箭、龟背竹、白兰。

一、二年生草花类有仙花、

福禄考、石竹、万寿菊、千日红、

翠菊、三色堇、鸡冠花、一串红、

半枝莲、蜀葵、瓜叶菊、矢车菊、

鸭跖草、金莲花、金鱼草、金鸡

菊、金盏花、雏菊、虞美人、紫

罗兰、香雪球、羽衣甘蓝。

第三节　古树名木
民国初年，静宁 “沿路大柳，触目皆是”。３３年 （１９４４）各县对 “古木”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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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百株以上，华亭县怀抱以上之古木计１９２株。泾川县对残存的 “左公柳”编号登记，

严加保护。但后来多遭毁坏。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两次全区古树名木调查，古树共２６种３０１株。

百年以上树木名录

中文名 古树名 生长地点 树龄 树高（ｍ） 胸围（ｍ） 株数

中

槐

古　槐 平凉市政府院内 ４６０ ２１ ２９ １０

古　槐 平凉市人民广场 ４６０ ２１ ２９ ４

千年古槐 泾川县太平乡口家塬 １０００ ２１８ ６３ １

千年古槐 泾川县城关镇蒋家坪 １３００ １７ ５１８ １

古城唐槐 灵台县百里乡古城 １２３０ ６４ ４４５ １

隍庙古槐 华亭县东华镇隍庙 ５００ １７２ ４９ １

万泉古槐 庄浪县万泉乡万堡村 ４６０ １７７ ５０ １

华夏古槐 崇信县铜城乡关河村 ２７００ ２６ １０２ １

东寺沟古槐 灵台县邵寨乡东寺沟庙 隋唐 １

紫果云杉 孔雀柏 平凉市崆峒山招鹤堂 １１００ １６７ ３４ １

油

松

古油松群 崆峒山中台、雷声峰、三教洞 １０００ ４３ ２６ ２３

将军树 平凉市崆峒山中台崾岘 １０００ ３０ ２３８ ２

观棋松 平凉市崆峒山棋盘岭 １０００ ５７ ０５６ １

华山松 丰台高松 泾川县丰台乡通尔沟村 ２０ ２２ １

侧

柏

唐僧拴马桩 泾川县三十陵家 １０００ １２ ３０５ １

古柏龙蟠 崇信县城龙泉寺 １６００ ０７ ０４８ １

雌雄柏 灵台县什字庙坡湾太白老庙 殷商时期 １

千年古柏 灵台县文化馆 １０００ ２６ ４３ １

紫荆山古柏 庄浪县城紫荆山 ７００ １２ ２２５ １

桧　柏
古　柏 华亭县东华小学 ５００ １７ １５ ７

桧　柏 平凉市崆峒山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１９０ １０

圆　柏 圆　柏 平凉市崆峒山 １３００ ２５６ ３８ ２０

糙叶榆 锥巴树 泾川县高平乡城南村 １５０ １５ ４３７ １

三角枫 驼货树 泾川县张老寺郑家梁 １５０ １０ ２３７ １

娑椤树 渭北遗孤娑罗树 崇信县黄花乡黄花塬村 １５００ １５ １６８ １

毛白杨 毛白杨 灵台县新开乡孟家岭 ６００ ２７ ４２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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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文名 古树名 生长地点 树龄 树高（ｍ） 胸围（ｍ） 株数

龙爪槐 龙爪古槐 灵台县独店乡中庆村 ４００ ６５ １７５ １

卫　矛 大龙树 平凉市崆峒山 ７００ １６ ３９ １

旱
　
柳

左公柳 平凉市柳湖公园 １２０ ２１３ ２６０ １８７

左公柳 静宁汽车站 １２０ ２９７ １

神峪古柳 华亭县神峪乡柳家河 ４００ ３０ ３６４ １

小
叶
杨

古杨树 华亭县河西乡草滩社 ５００ ２７ ５ ２

古小叶杨 华亭县上关乡 ５００ ２８ ３４ １

鹅耳枥 崆峒鹅耳枥 平凉市崆峒山 ５００ ２１ １ １

酸　梨
关山奇树

根锁石
华亭县麻庵乡赵家山村口 ６００ １５ ２８ １

辽东梨
辽东栎上镇

山　鞭
平凉市崆峒山 ５００ １２ ２５ １

沙　棘 沙棘古树 华亭县上关乡水联村 ６ ０６３ １

核　桃 大冠核桃 华亭县上关乡西庄村 ３００ １８ ３３ １

文

冠

果

高寿文冠果 灵台县疙瘩庙 ６００ ７ ０９４ １

夫妻文冠果 灵台县中台镇胡家店 ３００ ７ １３２ １

油松侧柏 姐妹松 泾川县合道乡赵家寺 ５００ １７５ １８６ １

旱柳国槐 柳抱槐 泾川县丰台乡西头王 ７３ ６７ １

刺柏绵柏

侧　柏
三义柏 崇信县锦屏镇朱家寨 １

侧柏桑 柏抱桑 灵台县一中（原文庙） ３００ １０ ３１ １

国槐榆 榆抱槐 平凉市甲积峪上甲村 ７００ １８ ４７５ １

第四节　林副产品

林副产品多集中在关山林区。据历次森林资源调查，有油料、淀粉、化工、野果、

食用、植物纤维６大类，约１０００余种，大宗的有５８种，部分已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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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副 产 品 资 源 表

类别 名称
含油率％或
利用部分

用　　途

一

油

料

类

山毛桃 ３４６ 制肥皂、润滑油、食用

核　桃 ４２８５ 食用、药用

苍耳子 １５—２０ 制油漆、油墨，肥皂

漆树籽 ３１１６ 医药、纺织、化工用油

椴树籽 １８５ 食用、制肥皂

椒树籽 ２４２ 食用

桑　籽 ２６ 食用

榆　籽 １８１ 食用

核桃楸 ２０ 制肥皂、润滑油、食用

华山松籽 ３０ 食用及工业用油

油松籽 ３０ 食用及工业用油

紫穗槐籽 １５８ 食用、制肥皂

山葡萄籽 ２０４

榛子籽 １２ 食用、工业用油

山　杏 ３０ 食用、工业用油

中槐籽 ９４ 食用、工业用油

刺槐籽 ９４ 食用，工业用油

二

淀

粉

类

橡　籽 种籽 制酒，作饲料

甘肃山楂 果实 食用、作饲料

杜　梨 果实 食用

玫瑰籽 果实 食用

蕨　类 根 含淀粉４０％，可作饲料

桦　树 树皮 制烤胶

三

工
业
和
华
工
原
料

核　桃 叶、皮、果皮、壳 制烤胶、活性炭

杏　树 种壳、核皮 制烤胶、活性炭

桃　树 种壳 制活性炭

漆　树 外种壳 制腊

黑　荆 皮 制烤胶：含４６０１％

白　蜡 皮
产白蜡、防潮、防锈、作润滑剂、纺织着

光、药用、鞋油、化妆品、皮可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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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类别 名称
含油率％或
利用部分

用　　途

四

纤
维
植
物

椴　树 皮 打绳、造纸

芦　苇 茎 造纸

杨　树 木材 造纸

马　莲 叶 造纸

箭　竹 茎 造纸

桑 皮 造纸

五

野
果
类

酸　梨 果实 食用、制 醋

郁皇李 果实 食用

山葡萄 果实 食用、制 醋

野樱桃 果实 食用

草　莓 果实 食用、制罐头

猕猴桃 果实 食用、制罐头

六

食

用

植

物

蕨　菜 嫩茎 食用

榆　树 叶、皮 食用、作饲料

灰　菜 嫩叶 食用、作饲料

野苋菜 嫩芽 食用

苜　蓿 嫩芽 食用

野韭菜 嫩茎叶 食用

野黄花 花 食用

刺椿头 嫩芽 食用

野百合 鳞茎、花 食用

五爪子 嫩叶 食用

香　椿 嫩叶 食用

芦　藜 嫩叶 食用

苦芥子 嫩叶 食用

木　耳 全部 食用

蘑　菇 全部 食用

地　软 全部 食用

马　勃 嫩体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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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种苗建设

第一节　种源调查

区内林木种源调查始于１９７６年，此后，进行了３次局部调查。主要种源有：华山松
分布于关山林区，多为松混交组成种或伴生种，种质优良，每年可采１万公斤左右；油
松主要分布于关山林区的通边、石桥、马峡、玄峰、海龙、太统林场，可采种的人工林

种源约１２５万亩；华北落叶松主要分布于关山林区，可采种的人工林种源约１０５万亩，
尚未大量采种；刺槐可采种的约有１２万亩，一般年份可采种５万公斤；山毛桃约有２６５
万亩，最高年采种量可达２０万公斤，主要调往外省；文冠果主要分布于关山林区和灵台
县，约有１００万株，一般年份采种量 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公斤；沙棘约有 １５万亩，结实面积
１３４６万亩，１５亩产果量约１４９９公斤，平均出种率９８％；漆树主要分布于麻庵、海龙
和新窑林场，约有７８万株，一般年份采种量可达５０００公斤；臭椿全区分布约４０万株，
年采种量平均在１０万公斤；杜梨分布于灵台、崇信、华亭、泾川等县，年采种量在５０００
公斤左右；山定子主要分布在关山林区和东峡、太统、土谷堆林场，多为混交伴生种，

年采种量在５０００公斤以上；核桃主要分布于华亭、灵台、崇信和平凉市，庄浪、静宁也
有零星分布，年产量３７—４０万公斤，种子质量以品种不同有差异；泡桐多分布在泾川、
灵台县，约有４２３万株，种根资源比较丰富。
１９８１年６至１１月，初选优树６８株。１９８２年，复选２８株，其中油松４株 （平凉）；

核桃１２株 （华亭、灵台、崇信各２株，庄浪１株，平凉５株），楸树３株 （泾川），香椿

２株 （平凉、泾川各１株），榆树２株 （庄浪），国槐１株 （平凉），臭椿４株 （泾川、庄

浪各２株）。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进行核桃、毛泡桐的选优工作，选出优树１７株。其中核桃１１
株 （华亭５株，崇信２株，灵台４株），毛泡桐６株 （灵台１株，泾川５株）。

第二节　采　种

一、采穗圃

杨树采穗圃始建于１９６７年。当时林二师三团从北京引入１００多个杨树品种，在新窑
林场插育，建圃３０多亩。后又于１９７３年重新引进２５９个品种，建圃３０亩。至１９７５年，
泾川县苗圃、太统林场、梁原苗圃及崇信、庄浪、静宁等先后建立杨树采穗圃６处８９２
亩。至２００２年实有泾川九坪苗圃、平凉四十里铺苗圃、崇信龙泉寺苗圃、地区林科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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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苗圃４处３７亩。主要品种有新疆杨、河北杨、银毛杨、欧洲山杨三倍体、８４Ｋ杨，银
白杨、陕林３、４号等１２个品种，年采穗１０万支左右。

果树类采穗圃首建于１９８１年，当时由地区林业局、林科所分别在平凉崆峒、颉河引
种果树９０亩。此后，各县 （市）也相继建圃。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果树类良种采穗圃
１８处３６７７亩，年采穗量３０—４０万支。苹果分别从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山东泰安果树研
究所、惠民林业局、郑州果树研究所、甘肃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天水市果树研究所引进，

梨主要从陕西礼泉、河北定县、安徽砀山、辽宁兴城、甘肃省农科院引进。桃主要从甘

肃省农科院和秦安县引进。杏主要从甘肃省农科院及陕西华县、户县、礼泉、三原和临

夏唐王川引进。油桃主要从郑州果树研究所和甘肃省农科院引进。葡萄主要从中国果树

研究所、沈阳农大、张家港葡萄研究所引进。核桃主要从陕西杨凌、山西汾阳、河南洛

宁引进。

二、母树林

庄浪县石桥林场红崖寺有片状华山松林，面积３０亩，立地条件较好。１９６６年，林二
师三团投资改造，伐除所有伴生木、下木，清理林地，落实管护措施和责任，建成母树

林。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２年被砍伐。
三、种子园

１９８３年，关山林业总场组织技术人员从小陇山林业总场沙坝种子园采集华北落叶松
接穗，在石桥林场夹槽子，通过嫁接建立无性系种子园１０亩。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２年遭伐无存。

四、一般采种林分

１９８１年，由省林木种子公司确定灵台县珍珠山林场人工核桃林３０００亩和静宁县灵芝
魏岔梁、七里公社人工山毛桃林６００亩为一般采种林分。１９９６年划定区内主要造林树种
采种林分有：关山林业总场玄峰林场人工油松林１万亩，优良木比例４０％，年均亩产种
量０５公斤；海龙林场人工华北落叶松林１万亩，优良木比例４５％，年均亩产种量０４
公斤；崇信县新窑林场天然山毛桃林１万亩，年均亩产种量３００公斤。

五、采种基地

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５年，区内先后建立山毛桃采种基地１３万亩。其中华亭县西华乡青林南
沟和东峡林区６１３８亩，崇信县龙尾沟、笊竽沟３４２７亩，庄浪县通边、永宁、郑河和静宁
县司桥三个自然村３４２８亩。

六、采种量

民国时期，以采集榆、槐、臭椿籽或杨柳种条育苗，数量甚少。

１９５０年全区采种１５７公斤，此后发动群众采集，至１９５７年增加到４８６９万公斤。品
种以青岗、山杏、榆、椿为主，除满足本地需要外还支援了外省区。１９６１至１９７７年，采
种量多在５万公斤以下。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６年，年均采种增加到２０至４０万公斤，品种主要
有：刺槐、山毛桃、臭椿、国槐、山杏、山定子、杜梨、沙棘等。１９８４年后，出现了多
头经营，采收、调拨混乱。对此，地县林业系统逐步从采收、经营、质量、基地建设、

查疫等方面加强引导、规范和监督检查，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４年，年均采种量
１００至１２０万公斤，９５％以上销往外地。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年均采种量４至５万公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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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刺槐，臭椿、国槐、山定子、杜梨为主。１９９９年开始依法管理林木种苗，至２００１
年，采种量年均９至１３万公斤，品种主要有杏、桃、山杏、刺槐、臭椿、紫穗槐、软枣、
国槐等。２００２年采种量１７４１６万公斤。

七、种子调入

１９５７年始调入油松、侧柏种子，年均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公斤。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８年，调入品种
主要有油松、华山松、华北落叶松、云杉、侧柏，年均１万公斤左右。１９７８年以后，年
均调入１至１５万公斤。因实施飞机播种和人工模拟飞播造林，油松用种量大；华北落叶
松、日本落叶松、云杉、侧柏种子为正常育苗，用量稳定在１０００公斤左右；１９８４年以后
华山松种子外调基本终止。

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甘肃后，全国有１１个省 （市）采集林木种子

５７万多公斤支援平凉地区绿化造林。
八、良种审定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省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１９个林木良种树种 （品系）中，

有泾川林果技术推广站１９８６年引进繁育的长富２号苹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审定的３９
个良种树种 （品系）中，有平凉地区林科所从１９８６年以来引进繁育推广的４个树种１１
个品系，其中：油桃２个 （新泽西州—７８、早红２号）；无毒苹果２个 （乔纳金、新乔纳

金）；毛泡桐３个 （毛选１１、１２、Ｃ１６１）；柳树７个 （苏柳４１７、１７２、１９４、旱白柳７８、
垂旱柳４、１、２８）。

另外，引进繁育并大面积推广的还有油松、唐王大接杏、早酥梨、花椒 （秦安 １
号）、华北落叶松、日本落叶松、新疆杨，还有秋富１号、长富６号和新红星苹果、砀山
酥梨、苹果梨、锦丰梨、梨枣、晋枣、无核葡萄等。

第三节　苗　圃

一、国营苗圃

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崇信县首建苗圃。此后，灵台、静宁、庄浪、泾川、平凉、华
亭县相继建立。静宁县苗圃每年产苗数１０万株，平凉县苗圃不足５万株，庄浪县苗圃徒
具虚名。２３年 （１９３４），灵台县插秧５万株，播种各色树籽数亩。３３年 （１９４４），全区产
苗５０４１３万株，平均亩产苗２１５６株。
３６年 （１９４７），产苗２５９１万株，平均亩产苗１１０８株。所产苗木，一般无偿供给机

关、学校、军队、社会团体及民众，用于春秋两季义务植树造林。

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崇信、静宁、庄浪、泾川县有苗圃４７８５９亩，育苗２１９３２万
株。华亭县育苗１９８万株。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在平凉设中心苗圃。

新中国成立后，各县人民政府接管苗圃。１９５０年起，有的增扩圃地，有的选址搬迁，
改善生产条件。到１９５３年恢复和建成平凉四十里铺、泾川、灵台三教村、崇信龙泉寺、
华亭东华、庄浪南湖、静宁等７个县苗圃，经营面积２９４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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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各县苗圃表
单位：亩、万株

县　名 总面积 县苗圃面积
保　苗　圃

保　数 面　积
育苗株数

华　亭 ２２６ ２０ ４９ ２０６ １５６

崇　信 １４６ ２０ ４２ １２６ ９４１

平　凉 ２８３ ２０ １３７ ２６３ ９７６

灵　台 ５１３ １６ １６０ ４９７ １５４５５

泾　川 ３９２ ２０ １８１ ３７２ １９９５９

庄　浪 ２８６ １４ ９１ ２７２

静　宁 ３５２ ２０ ９８ ３３２ １２９２６

合　计 ２１９８ １３０ ７５８ ２０６８ ５０４１３

１９５５至１９８４年，陆续新建的苗圃有灵台县梁原、新集苗圃，庄浪县阳川、郭堡苗
圃，华亭县南川、策底苗圃，崇信县野雀苗圃。１９８５年，平凉市四十里铺苗圃被国家林
业部授予企业整顿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８８年，华亭县南川苗圃改设为园艺场。１９９０年策底
苗圃改设为林场。１９９３年，灵台县新集苗圃改设为林场。崇信县龙泉寺苗圃被列为地区
中心苗圃。１９９７年，平凉市四十里铺苗圃被定为全区示范苗圃，庄浪县郭堡苗圃为全区
标兵苗圃。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有１１个县属国营苗圃 （庄浪县　阳川、郭堡、南湖３个苗圃
为混合经营型，其余８个为生态公益型），经营面积５４２３亩，其中可育苗面积１４１２亩，
果园４２４亩，林地３０９７亩，其他用地４９０亩。当年经济收入１５０３万元。

国营林场办苗圃１７处，经营面积１６４亩 （见第七章林场）。

二、科学实验苗圃 （４处）
１９８０年，泾川县林业局首次在王村乡向明村九坪建立林科所实验苗圃，经营面积６８

亩，可育苗地６５亩。后将部分圃地建为果园，可育苗地减为３０亩。
１９８２年，平凉地区林科所在平凉市安国乡上颉河建立实验苗圃４０亩，１９８７年改建为

良种果树采穗圃，１９８９年又在平凉市白水乡马莲村租地６０亩，作科研试验苗圃。
１９９７年，平凉市林业局在城西郊二天门征地１００亩，建成科学实验苗圃，主要引种

繁育名优珍稀林种和花卉。

２００１年，平凉地区行署林业处在平凉市三里塬租地２８５亩，建立实验苗圃，主要引
种试验繁育城市绿化珍贵树种和花卉。

另外，部队、城建、公路、水利、农垦系统的行业苗圃５９个，经营面积７１０５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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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乡村 （社队）苗圃

１９５０至 １９５３年，保、乡苗圃划归区、乡管理。１９５４年，全区有区、乡苗圃地
１４９５３亩，当年产苗４０万株。１９７０年，社、队苗圃１１０７个，经营面积近万亩。１９７１至
１９８０年，全区社队集体苗圃达到 ７４１９个，经营面积 ５５５８５４亩，可育苗面积 ３７６４１７
亩。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乡、村集体苗圃１４１７个，面积３４１２亩。

四、个体苗圃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同生公司在静宁县陈家沟购地，开辟苗圃３０亩。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４
年，实行委托育苗，始有半专业性的个体育苗。１９８２年后，个体育苗发展较快。至１９８４
年，全区有个体育苗户１８５５户，其中专业户４０户，育苗面积５２２４４亩。１９９１年，泾川
县城关镇水泉寺农民史笃贵将自家的１４亩川水地全部办成苗圃。１９９７年他大胆承包村上
土地６０亩，翌年又承包邻近甘家沟村土地３０亩，并跨乡以５年时间承包南河村土地６０
亩，总育苗面积达到１６０亩，投入资金２０多万元，预计产苗量３００万株以上。至２００２
年，全区有育苗专业户５３６户，经营面积３３７３７亩。

部分年份育苗面积表

单位：亩

年份 育苗面积 年份 育苗面积 年份 育苗面积

１９５０ １０６ １９７８ ２５９４８ ２００１ ３２１２０

１９５２ ４４７ １９８５ ７１６００ ２００２ ３５５８６

１９５６ ３０７４２ １９９０ １８５００

１９６５ ２０５９６ １９９５ １３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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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造林绿化

“繁滋草木”，植树造林，历朝力倡。而生态尚佳，民多不力。明代毁林开荒，造成

濯濯童山。清左宗棠沿途插柳，实开本地造林绿化之先河。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国民政府曾责成各道尹切实造林。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有记载的１３
年造林１１１９万亩，成活保存８７２亩，仅占００８％。时人感叹道： “天然林砍伐殆尽，
人造林也毫无效果，良由以提倡种树为政事，而无培养之良法、保护之专责”。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１年，荒山荒地植树造林，每年不足万亩。１９５２年提倡和推广互助合作造
林。１９５６年，掀起造林绿化高潮，开展大面积荒山造林，当年造林２７３２万亩。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年，以 “大兵团会战”形式进行季节突击造林，开始兴办林场。

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３年，经济困难，造林面积下降。１９６４年回升，至１９６７年造林１３２２万
亩。以后又逐年下降。

１９７３年以后，平凉地委号召 “户户都植树，队队办林场”， “实现人均一亩林一亩

草”，造林面积逐年递增。１９７８年后，将１４２万亩宜林荒山荒地划分到户，并将由集体管
理的１０２万亩林地改由农户承包经营。
１９８３年７月后，整山整沟，联村跨乡，综合治理，造林绿化进入一个空前发展阶段。

至１９８６年，全区累计人工林保存面积８５１２万亩。１９８７年后，办绿化点１９０处。从调整
结构入手，加快造林绿化步伐。

１９９２年，泾川县建成甘肃造林绿化达标第一县。１９９７年，庄浪、泾川两县被国家林
业部列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县，区内泾河流域林果业综合开发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

退耕还林

相继启动。１９９９年，中央开始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区内生态环境建设全

面开展，国家补贴有所增大。至２００２
年，全 区 兑 现 退 耕 还 林 补 助 粮

５１５４８４万公斤 （每亩退耕地补助１００
公斤），折合现金７２１６０万元；兑现
种苗费 （每亩 ５０元）、教育医疗费
（每亩２０元）３０９４７万元。退耕还林
工程造林６８０４６６６公顷。全区人工造
林累计成活面积７４５８６０公顷，已成林
保存面积 １１９８８０公顷，平均保存率

１１５




１９４８％；未成林造林地８７６２５公顷，四旁树折算１６０３万亩，疏林５３３万亩。

部分年份造林及保存面积表
单位：万亩

年份
当　　年 历年 累 计

造　林 成　活 造　林 成　活 保　存

１９５０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９

１９５５ ４９０ ４９０ １２９５ １２９５ ００４

１９６０ ４４０ ４４０ １０５０２ １０５０２ ２４１

１９６５ ７４７ ７４７ １２５６１ １２５６１ １７５４

１９７０ ５６９ ５６９ １７０３３ １７０３３ ２０９８

１９７５ ４５１９ ２９０５ ２７９６７ ２５２１３ ２８４０

１９８０ １４１４ １４１４ ３９２９８ ３３５６０ ４２１１

１９８５ ６３１３ ６３１３ ５６６９３ ５０９５５ ８２８９

１９９０ ３２０９ ３１２６ ７７３０８ ７０３９８ １１５１６

１９９５ ３１２０ ３０６５ ９３４２６ ８６２４５ １５９１

２０００ ４４３３ ４３７８ １１１０９９ １０３４７２ １７４０８

２００２ ７０２７ ５９７３ １２０９８８ １１１８７９ １７９８２

第一节　分类造林

一、防护林

１水土保持林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４年，营造水土保持林８０５万亩。１９５５年，结合田间工程，营造水土保

持林４７２６２亩，植树２８０多万株。１９５７年，确定全区综合治理毛沟５０００条，造林３４７８
亩，植树９１万株；在３７６条毛沟的沟头、沟坡和沟底营造沟头防护林、护坡林和防冲林
２８５万亩。其中平凉县四十里铺乡洪岳村完成雷家沟流域治理８００亩，植树２１万株，
培地埂２７０亩。１９５９年，植树７６万亩。１９６０至１９７２年水保林的营造比例很小。１９７３
至１９７５年，先修工程后栽树，营造水保林４５７２万亩。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采用集中连片治
理的办法营造水保林３３５４万亩，占全区造林总面积的７０％。１９７８至２００２年，实施 “三

北”防护林工程和 “黄防”工程，累计营造水保林 １６２１９３３３公顷，占造林总面积的
３６９％。其中崇信县新窑镇柳滩梁千亩落叶松、灵台县星火乡齐家坡２８００亩刺槐和中台
镇荀家腰岘１８００亩刺槐被誉为全区样板工程。
２农田防护林
平凉北塬四条防护林带

１９７０年，平凉县在北塬香莲公社东端至寨河和西阳公社的交界处，建成第一条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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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带，全长２７６５公里。
１９７５年，从西阳至什字公社沿路植树３０万株，建成５５公里长防护林带一条。
１９７６年，从草峰公社东端至平 （平）固 （原）交界处，建成第三条防护林带，全长

３３８公里。同年又从白庙公社的栾塬大队经大秦、西阳公社至青龙公社大庄大队，建成
第四条防护林带，全长４２５公里。

灵台县什字塬防护林带

１９７４年开始，灵台县什字公社以５年时间，利用农田地埂植树１１万株；绿化道路
５０６条，总长４０８公里，植树１８２万株：村旁、宅旁植树８８３３万株。初步形成农田林
网化，总面积５０１０亩，覆盖农田４１１万亩。为全区农田林网建设树立了样板。

泾川县川、塬农田林网

全县在南、北塬和泾、河川道共营造窄林带小网格农田防护林３９０８条，总长２４３３
公里，植树４０５４２万株，绿化率９５％以上，面积２３５万亩，总防护面积５３７９万亩，
占川、塬区农田６０７７万亩的８８６％。

崇信县川、塬农田林网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７年，崇信县在河川区和北塬６个乡（镇），以桐粮间作的形式，营造农田
防护林带、林网１５万亩，植树４４９１万株。

静宁县华家岭等林带

１９７０年，静宁县在华家岭东端，以高界公社朱家山队林场为中心，沿原西兰公路两
侧扩展５０米，整修工程，弃耕还林。次年营造以小叶杨为主的林带一条，面积３０１６亩。
后与红寺、细巷公社的１０多个大队相连，遂形成朱家山林带主体。１９７３年以后，营造祁
家大山、双岘梁、田堡梁、响河北山、东干渠等１３条林带。其中双岘林带从１９７３年初
建，造林３３５４亩，植树４９万多株，构成以杨、柳为主，刺槐、山毛桃、紫穗槐为辅乔灌
结合的防护林带，南起雷大公社壑岘大队，北至甘沟公社梁岔大队，东起威戎公社硷沟

大队，西至治平公社马合大队，全长５０华里。１９７８年，静宁县林带被列入 “三北”防护

林工程体系后，以 “十三”条林带为主体，将与之相连的３０８条支梁确定为护坡林带，
总长１２６８公里，宽１００至２００米，总面积１４０４万亩，至１９８４年共造林７１９万亩。
１９９３年，采用隔株或隔行伐除小叶杨、配置落叶松或油松的办法改造５００亩，使林

带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和密度。至１９９８年，累计出材１５６立方米，群众受益４５万元；
平均每年解决烧柴１万多公斤，扫取落叶２０多万公斤 （作燃料、饲料）。为全区干旱地

区造林的榜样。

华亭县双凤山林带

１９８１年，华亭县由西华、南川、东华、安口４个公社联合营造双凤山林带，栽植杨
树、刺槐，因虫害未成林。１９８５年，将林带交由县属东峡林场管理，伐除病虫木，配置
油松、侧柏、落叶松，逐渐成林，至１９８７年共造林１１万亩。

庄浪县北山防护林带

１９７９年，庄浪县水洛河川区公社从通边红崖湾水库至万泉公社律家场大队的面山梁
峁栽植５０米宽的油松林带，长４３公里，面积３２００亩。１９８０年，庄浪县刘庙公社和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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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卧龙、大庄公社，沿北山山梁栽植沙棘、山毛桃、杨树、柳树３４万株。建成长１０公
里、宽１０至３０米、面积３３９亩的防护林。

静宁县山地梯田、坡耕地地埂防护林

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７年，静宁县双岘、雷大、高界、城川４个乡组织群众在辖区的山地梯
田、坡耕地靠埂栽植北京杨、柳树，建成 ３８万亩的地埂防护林，林粮间作，生产小
径材。

３护岸林
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灵台县政府组织力量曾改修达溪河道，开渠４８０丈，两岸栽植

杨、柳树。

１９５４至２００２年，１５条主要河流共完成绿化７２６公里，其中泾河水系５７２公里，渭
河水系１５４公里。

泾河水系平凉段长９６８５公里，绿化１０公里；泾川段长５７公里，绿化１５公里；达
溪河长６７公里，绿化１０７公里；黑河灵台段长３６公里，绿化４公里；河长３４公里，
绿化１０１公里，黑河崇信段长１９５公里，绿化７４公里。水洛河长８０公里，绿化１５４
公里。

４护库林
１９５８年以后，各级相继在辖区的水库周围营造护库林６９００亩，其中２个中型水库区

造林１５００亩，３０个小型水库区造林５４００亩。
５水源涵养林
１９５１年开始，将关山天然林区划分为水源涵养林区。至２００２年，累计保存以 “三

松”（油松、落叶松、华山松）为主的水源涵养林１１９３万亩。
二、用材林　薪炭林
１专用用材林

关山松林

１９５８年开始营造较为集中连
片的用材林。至 １９７７年，全区保
存人工专用用材林５２４６公顷，蓄
积２１７７万立方米。分别占人工林
总面积的１４１％、蓄积的２０９％，
主栽树种为刺槐、杨类、柳树等。

１９７９年以后，开始有重点的
营造专用用材林。泾川县的 “十万

洋槐沟”为典型代表。１９８５年清
查，全区有人工专用用材林 ６８３３
公顷，蓄积２４２９万立方米，分别
占人工林总面积的９１％、蓄积的

８０５％，主栽树种有刺槐、杨类、泡桐、油松、落叶松、华山松。２００２年，全区保存有
人工专用用材林２７１０９７公顷，蓄积８３２９万立方米，分别占人工林总面积的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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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积的０３％，比１９８５年分别增长３９７倍和３４３倍。
２专用薪炭林
１９８０年，全区给５３个公社的２９３３８户农民划给荒山荒坡荒滩地３５１４５亩，当年造林

种草５１８３亩。
１９８４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和 “两西” （定西、河西）建设指挥部对庄浪、静宁实行

供煤与植薪、种草挂钩，给每户群众每年供煤１吨，群众每户造薪炭林１亩或种草２至３
亩，连供３年，不准再铲草根、烧生灰，不准滥牧或乱垦荒。３年间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
共供煤２２０８万吨 （每吨补助矿价和运费２７元），植薪２２４８万亩，种草８５万亩。１９８６
年，两县如期达到停止植被破坏的目标。

５年累计营造山毛桃、沙棘经济兼薪炭林４６８万亩。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２年，泾川县首次营
造专用薪炭林３４４９亩。１９９３年，泾川县被列为薪炭林试点县，当年造薪炭林２５１６亩，
至２００２年营造专用薪炭林２万亩。

三、经济林

１果树经济林
明清时期，区内栽培的果树近２０多种。民国时期，泾、、水洛、葫芦河中下游川

区已见成片果园。１９４９年，全区果树约７万亩，年产干鲜果品不足３０００吨。
１９５３年，全区果树经济林由 １９５０年的 ７９４万亩增加到 １０８８万亩，年产果品由

３９６７９５吨增加到１５５６７５吨。
１９６２年果树经济林减为６８００亩，年产果品８６０９吨。
１９６４年，灵台县珍珠山林场被省林业局确定为发展以核桃为主的经济林场，开始大

面积营造核桃林。

核桃育苗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泾、河川
区对果树进行砍伐更新，果品产

量大幅度下降，１９７２年产干鲜果
品跌至３０２５吨。１９７３年，区内掀
起大办集体果园的热潮，引进栽

培苹果、梨、桃、葡萄等新品种。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中共平凉地委、地
区革命委员会要求县、社和机关

单位５年内每人种 ２０棵核桃树；
国营珍珠山林场建成核桃经济林

２４５６７亩，号称 “亚洲第二”。至

１９７８年，全区共植成核桃林６６６１５亩，零星栽植核桃树３２５万株。区内果树经济林面积
为１０６４万亩，年产干鲜果品８５１２５吨。
８０年代，集体果园承包或折价到户，部分果园荒芜。１９８５年，全区果树经济林

１２７１万亩，年产干鲜果品１１４３４４吨。
１９８６年，确定林果为农村经济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至１９９０年，新植果树２８４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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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丰收

亩。１９９１年再掀建园热潮。１９９５年 ４
月，甘肃省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平凉、泾

川、灵台、静宁 ４县 （市）为全省果

树经济林重点县。此后在全区１２５个村
实施优质示范园工程１０８万亩。继而
实施以栽植新优品种、高接换优为主要

内容的优果工程。１９９８年， “泾龙牌”
红富士苹果获全国评比第一名，被授予

“中华名果”称号。至 ２００２年底，全
区果树经济林面积达到９４４６万亩，年
产干鲜果品３１０９万吨。新建科技示范
园区２０个，建成万亩果园乡 （镇）３１

个，千亩果园村２２３个，３亩以上果园大户７１２０个。涌现出果品产值超过５００万元的乡
（镇）２０个，人均果品收入上千元的村６８个，年果品收入上万元的户１１３９户。静宁县获
“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和 “中国苹果之乡”，又被列为 “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

地县”。仁大乡有果园１４１万亩，户均５２亩，人均１０１亩，为全区之冠。２００２年，泾
川县窑店乡坳心村果业大户王旭南共开发果园１９９５亩，建果窖６个，年收入近２０万元，
为全区有名的产、贮、销一体化的果园大户。

部分年份果树经济林面积产量表

单位：万亩、吨

年份

合　　计

面积 产量

面积在５万亩以上者

苹　　果 梨 核　　桃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１９５０ ７９４ ３６７９５ ２５４ １２６８０５ １８６ ９２８９５

１９５５ ３５１０４５ １３５ １１４４２２ ７４２０７

１９６５ ９８２０

１９７０ １０９１ ５８２８０ ４２６０ ２１ ５７４５０

１９７５ ９５８ ３２８６２ １３１９ １７１ ５８８ ３８９

１９８０ １１１４ １０８３０９ ３１６ ４９４１ １１２ ３５２９ ３７９

１９８５ １２７１ １１４３４４ ３６６ ６４５６ １２９ １６５３ ３９２ ７８２

１９９０ ３５４１ ２４２４７３ １９３２ １０８１６ ２６６ ３６４１ ７２１ １２８５

１９９５ ５８０７ １０７１２９０ ３７３１ ８１６８９ ７３６ ８０８６ ７３６ １０６５

２０００ ８９０６ ２８７８２５０ ５２０７ ２１５７１４ １０３１ １９５９０ ７３６ ３２９７

２００２ ９４４６ ３１０９５００ ６４７６ ２４７３４４ １０１５ ２４４９０ ７４９ １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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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特用经济林
桑　树　１９５０年以后，植桑主要在泾川县，平凉、灵台、崇信也有零星栽植。１９５６

年，泾川县成立蚕桑指导站，推广栽桑养蚕。１９５８年，全区有桑园３４６７亩，年产蚕茧
２０１８５公斤。１９５９年，桑园面积达到２１３８８亩，年产蚕茧５４９１５公斤。经济困难时期，
桑园多毁。１９６２年全区仅有桑园２７５亩，生产蚕茧１１８３公斤。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开始恢复，
“文革”期间，桑园多改种粮食。９０年代，种植结构调整，蚕桑面积减少。１９９８年仅泾
川县有成片桑园１３５亩，年产鲜茧４００公斤。

漆　树　１９８３年起，平凉、灵台、崇信实施飞机播种漆树。１９８６年华亭海龙、麻庵
林场植苗营造４５亩漆树林，崇信县开始在新窑山区营造漆树基地。至１９９０年，累计造林
５０００亩。１９９６年仅存２２５亩。

杜　仲　区内零星栽植较为广泛，少有小片造林。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６年，灵台县供销社、
药材公司引进扶持群众零星栽植。７０年代，平凉、泾川、崇信、华亭相继调入少量苗木，
零星栽植。１９８７年平凉市崆峒乡农场、四十里铺苗圃小片造林，保存甚少。１９９２年，泾
川县小片造林，保存１５亩。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庄浪县营造成片杜仲林４１０亩，成活保存
较好。因多为零星栽植，不成规模。但其单株价值可观，每株卖价８００元。

山　萸　６０年代由供销社、药材公司首次引进，扶持农民在自留地、宅院零星栽植，
有少量产品。１９８０年，包产到户后个别农户小片栽植。１９９８年全区小片山萸林４处３５
亩。其中泾川县１５亩，崇信县薛家湾１６亩，平凉市下甲村３亩、柳湖村１亩。各县农村
还有少量零星栽培。年产药用浆果２０００至２５００公斤。

其他特用经济林　２００２年，全区有成片山杏２８８万亩、山楂３２００亩、杜梨６０亩；
用材、薪炭、经济兼用的沙棘２４９万亩、山毛桃３４８０亩，地埂、沟边、塬边植有柠条、
紫穗槐、（杞）圮柳等。

第二节　城乡绿化

一、公路旁植树

周代已有 “列树以表道”的记载。秦时，从咸阳至北地郡驰道旁 “三丈而树”，“树

以青松”。汉、唐以来道旁树多毁。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二月至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陕甘
总督左宗棠命部将魏光焘率兵士在驿道两旁栽植杨、柳、榆树，自陕西长武界起至会宁

县东门外３００公里，植树２６４万株。仅静宁八里铺、界石铺、罐子峡等处，栽植４８万株。
民国时期，平凉、静宁、泾川、灵台沿大道植树数年，但砍伐破坏严重。

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６年，所有公路旁普遍栽了行道树。１９７４年，对西兰公路平凉至泾川窑店
段的行道树刺槐、旱柳一次性采伐，新栽。１９８５年起，对西兰公路平凉段及崇 （信）大

（湾岭）公路行道树分３年进行采伐更新。至１９８７年底，有行道树２６７５万株。１９９５年，
为根除黄斑星天牛，对全区国道、省道、县乡公路行道树中的杨树全部砍伐更新，补栽

侧柏、刺柏、垂柳、国槐等树种。至２００２年，有行道树２６２５９万株，占应绿化里程的
３７４％。宝中铁路绿化４０公里，占过境线的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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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旁”植树

乡村林荫道

民国时期，各县政府令区、乡、保

长督饬民众在宅旁、路旁、河岸、荒地

植树。３３年 （１９４４），全区植树９０５万
株，３６年 （１９４７），植树２１７１３万株。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零星植树１１４７４１

万株，年均１４３３万株。１９５７年１月全
国首次提出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即

“四旁”植树。１９５８至 １９７７年，累计
“四旁”植树１５８亿株，年均７９３万株。
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实际保存 “四旁”

树４８０９万株，折合面积１６０３万亩，蓄
积量１３２２２万立方米，占人工林蓄积量

的３７％。全区１７０８个村有５７０个村实现了绿化达标，占总村数的３３３％。

“四旁”植树统计表

单位：万株

年度 植树 年度 植树 年度 植树

１９５０ ７４４３

１９５１ ９０８９

１９５２ １５３４０

１９５３ １５９３６

１９５４ １１１２０

１９５５ ２８６２０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２７１９２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 ４７７８７９

１９６０ １３９９４７

１９６１ ４４１３０

１９６２ １８８６６

１９６３ ２０５２８

１９６４ ２９７７１

１９６５ ２１９６７

１９６６ ２３４７０

１９６７ １３４３０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１０

１９６９ ３８１３０

１９７０ ３６７１０

１９７１ ６７７８４

１９７２ １３７５３６

１９７３ １４３０７１

１９７４ ２２５９１８

１９７５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９７６ ２６５６０７

１９７７ ３０６３００

１９７８ １９４６００

１９７９ １９３０５０

１９８０ １３２９７５

１９８１ １０３９０３

１９８２ １４４７０３

１９８３ １５４１３８

１９８４ １０６７９８

１９８５ １６５０５９

１９８６ ９８９７８

１９８７ ７１５６２

１９８８ ９２４５５

１９８９ ８２６６６

１９９０ １０２６６９

１９９１ ５９９８９

１９９２ ７８４４０

１９９３ ８３２３６

１９９４ ７５１６４

１９９５ ７０５０

１９９６ ８０９３３

１９９７ ９９４１３

１９９８ ８５９１０

１９９９ １２７０３６

２０００ １４３３８８

２００１ １３４５５１

２００２ １３５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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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风景林与护庙、护寺林
全区有风景林２６处，其中平凉市有柳湖公园、崆峒山、太统山、龙隐寺、殡仪馆绿

化区；泾川县有王母宫、瑶池沟、南石窟寺、温泉宾馆、王村乡中原村红军楼；灵台县

有南寺洼岭上烈士陵园、溪河公园、荆山公园、中台古迹白云洞、邵寨古迹文王山、百

里古城密须国遗址、皇甫谧墓；崇信县有龙泉寺；华亭县有上关龙凤山、神峪金凤山、

县城南山公园、上关石拱寺、县城区公墓；庄浪县有紫荆山、陈家洞、关山天池朝那湫；

静宁县有县城南五台山。

护庙、护寺林１１处，其中平凉市有圆通寺、清福山、打虎山、香莲庙、清真寺等；
灵台县有新开疙瘩庙；华亭县有策底蛟龙寺、砚峡石爷庙、西华仙姑山；静宁县有烽台

山、古城珍珠林。

１９７４年，平凉师范在校园内建教学实习用的植物园，共引栽１３０多种乔灌木树种。
四、小片义务造林

民国时期，始倡导义务植树。泾川县在泾河滩成片植树，灵台县在县城南至定寺等

处培植林木均谓 “中山林”。静宁县在东南城壕一带建立成片林３５亩。平凉县在北门外
柳湖北端的３６亩学田内植树，均称 “模范林”。

驻军义务修林台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开展划

片义务造林。１９７８年，地区地直
机关２３５９名职工参加纸坊沟植树
会战，植树 １２９５万株。１９７９年
将每年３月１２日定为 “中国植树

节”后，年年坚持义务植树。

１９８２年除老、弱、病、残者外，
凡年满１１岁以上的公民，均参加
义务植树，当年植树 ８８０万株。
１９８４年以后，开展营造 “青少年

林”、 “团员林”、 “三八绿色工

程”、“民兵林”等活动，提倡青

年结婚栽植纪念树、营造纪念林，并推行义务植树基地建设。１９８８年，义务植树１２８６３３
万株，为植树最高年份。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８个义务造林工程被评为全省 “三八绿色优质

工程”。２００２年，义务植树８０９５万株。全区累计义务植树８２５０１７万株。
五、城市绿化

北宋熙宁元年 （１０６８），渭州太守蔡挺于城北引暖泉开湖，植柳千株，建造避暑阁。
明代韩昭王以柳湖为苑园，植树栽花，“水木之胜甲于关陇”。城内有山庄别墅 （今

山庄坑），城外有南庄别墅，极林泉之盛，号称城市山林。王府 （今平凉市政府大院）内

所植之国槐，今尚存１４棵。城北有陶将军 “万竹园”，“自仲夏至九月游人相属”。

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陕甘总督左宗棠命驻军在柳湖植柳１２００余株，在道署内外
植树１０００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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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平凉县政府下令绿化城区，在柳湖、东湖栽杨、柳树４０００余
株，连续３年，在城区植树５５００余株。泾川、灵台、崇信、华亭、静宁、庄浪均在城内
外空地进行绿化，但存活甚少。

新中国成立后，城区绿化作为形象工程，得到重视。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城区仍以零星
植树为主。１９５８年后，开始注意街心花坛、机关、学校、院落空地的绿化工作。１９７９年
后，各县市相继制订城区庭院绿化验收标准。至１９８６年，全区有园林绿地面积１３９３５
亩。此后，城区绿化被纳入建设的总体规划。同时，对街道树更新换代。至２００２年，全
区７县 （市）城区应绿化面积 ２０２万亩，已绿化面积 ９４２０亩，绿化覆盖率达到
１５４８％，人均公共绿地７０５平方米，累计栽植乔灌木风景树３６７７万株、花卉２４７５万
平方米，植草坪１５０７万平方米，建成城市绿化带２６条。城区半数单位达到庭院绿化标准。

六、城区面山绿化

民国时期，各县有小规模的面山绿化活动。灵台县在至定寺 （今南寺洼），静宁县在

城郊的南五台山、贯子山、文屏山、兔头山、韩家山等处，小片栽植杨、柳、榆、槐、

椿树等，但存活甚少。

１９６２年，平凉市柳湖公社柳湖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天顺，组建专业队，营造虎山沟，８
年造林１０８０亩，植树２４万株。１９６３年，崇信县龙泉寺苗圃退休工人韩歧忠，在龙泉寺
山植树护林，雇人担水浇树，一担水一角钱，全由自己的工资支付，２０多年植树５万多
株，为县城面山播出一片绿色。

１９８３至２００２年，各县市累计开辟面山绿化工程１７处，２９４万亩，植树６４６万株，
成活保存率在９５％以上。
１９７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１３１个乡 （镇），先后达到绿化标准的有６９个乡 （镇），占总

数的５２７％。

第三节　全国林业先进县———泾川

民国时期，泾川县仅有零星

林木和小片果园，森林覆盖率不

到１０％。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县委、

县政府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经过４０多年的努力，山河面貌大
变。人工林已成林保存面积

３６６４１３公顷，占林业用地的
５０％；果园面积 １３６５３公顷，居
全区之首。村屯绿化率 ３０８％；
绿化治理沟壑梁峁２４８０条。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２７１１％。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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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以上的农田得到绿色屏障保护。１９９８年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２９８４元。
泾川县造林绿化多次受到省、国家的表彰奖励。１９７７年被评为 “全国林业先进典

型”。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２次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 “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８６、１９９２
年被国务院 “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林业部授予 “三北”防护林建设一期、二期

工程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９１年被国家林业部授予 “绿色长城奖”。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被中共甘
肃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 “甘肃省实现绿化第一县”称号。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５年，被全国绿化
委员会评为 “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全省造林绿化先进县”称

号。１９９６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林业部、人事部授予 “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７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全省林果支柱产业十强县”称号。２０００年被国家林业局
授予 “全国生态建设先进县”、“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省人民政府授予 “国土绿化

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１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 “全国 ‘三北’防护林建设先进集体”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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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森林经营

第一节　林木抚育

一、幼林成林抚育

１９５４年，全区首次抚育幼林 １２７５３公顷。１９９５年，完成幼林抚育 ２５６４６公顷。
１９８１年后，多数年份抚育幼林在１３万公顷以上。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完成幼林抚育作
业面积６３２４万公顷／次。
１人工林抚育间伐
１９５７年开始，对密度过大的刺槐水土保持林和杨、柳人工林适当间伐，生产椽材。

１９８８年，玄峰林场首次在甘沟进行人工油松林抚育间伐试验。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石桥、通
边、马峡、玄峰、海龙林场对人工落叶松林普遍进行抚育间伐，以生产椽材为主。１９９８
年１０月起，基本采用卫生伐为主。
２天然次生林抚育间伐
１９５３年，平凉泾河水源林场组织当地群众，在崆峒山林区试点，抚育天然次生林

９３３公顷。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６年，全区抚育面积由３６３８公顷增加到３３７１１３公顷。关山森林
经营所首次在西华邓家塬林区组织沿山群众抚育成林４０余公顷，主要是砍灌、修枝、间
伐枯立木。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分别在车场沟、地焦坡抚育 ５３４公顷，生产木材 １４２万立
方米。

１９６２年以后，全区年均抚育天然次生林２６６７至４００公顷，１９６４年达到１４１３８７公
顷。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４年，林二师三团有计划地组织关山各林场开展次生林抚育间伐，每年出
材５０００至６０００立方米。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天然林全面停止采伐，天然次生林的成林抚育也
全面停止，转向封山养育，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的营林方式。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完成成林
抚育１８４７万公顷／次。

二、次生林改造

１灌木林改造
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５年，珍珠山、新窑、太统林场结合造林，小面积砍灌后栽植核桃、刺

槐、杨树，均有成效。１９６６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各大林场均进行各种改造工程，共
同特点是沿等高线水平布带砍灌，带宽１５至８米不等，带内整修水平台阶，栽植１至４
行油松或落叶松，或三组一穴点播华山松种子。至１９９９年，全区国营林场累计完成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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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改造工程２７４１３公顷。此后停止改造，变为封禁管护。
２疏林、低产林改造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马峡、海龙、石桥、太统、关山林场先后开展小面积 “伐前改造”

试验，俗称 “大树下面栽小树”，均未成功。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４年，林二师三团有计划地开展
疏林、低产林改造，成效甚微。１９７６年，玄峰林场在柳湾、杏树咀沟采用廊状伐开造林
改造未果。１９７８年后，玄峰林场在二道坪、海龙林场的半个山采用廊状伐开造林改造成
功。１９８０年后，天然林区各林场每年开展次改作业３３３３至４００公顷。至２００２年，累计
完成疏林改造２１７５０７公顷，低产林改造２１６６１３公顷。

三、封山育林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开展封山育林活动，累计完成封育面积１１４万公顷。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０
年，虚报面积，工作不实。１９６１至１９８１年，关山各林场的封山育林活动仍在继续。１９８２
年开始，省、地重新将其列入投资补助计划，每年下达任务指标６７００公顷左右。至２００２
年，全区封山育林区１０２处，面积７４００公顷。

第二节　迹地更新

因无限制的砍伐，林区留有众多的采伐迹地。从１９５０年开始，抓迹地更新，恢复森
林植被。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完成迹地更新４万公顷，无林地中尚有采伐迹地１６２万
公顷。

一、天然林区迹地更新

１９５８年，关山森林经营所在马峡车场沟林区，采用两种办法开展 “人工更新与天然

更新相结合”试验。其一是在采伐迹地适当保留红桦母树，靠天然下种更新，因更新幼

树分布不均匀，生长缓慢，杂草灌木猖獗，未达目的。其二是在采伐迹地整修水平台阶，

就地采集１至２年生山杨枝条，截段插埋，更新率较高，在１９５９年全省迹地更新现场会
上被推广应用。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５年，关山林区采用山杨埋条更新造林６６７至１３３公顷，更
新率均在７０％以上。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４年，林二师三团先后在海龙、马峡等林场采用油松、华北落叶松人工植

苗更新，探索出新的途径。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８年，改进育苗造林技术，迹地更新率提高。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天然林区更新率达到１００％。

二、集体林采伐迹地更新

１９５７年，开展集体林的采伐更新活动。１９９６年，全区乡村集体无林地中有采伐迹地
１６０４公顷 （泾川３９６公顷、崇信１２１公顷、静宁１０８７公顷）。分布在急坡、险坡的６９３
公顷，基本更新无望；分布在陡坡的５６７５公顷，更新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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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木材采运

一、木材采伐

仰韶文化中期到晚期，区内开始有小规模的采伐森林活动。

秦至西汉，甘肃境内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约有 ５次，均涉及陇东。东汉建武六年
（３０），隗嚣为拒汉兵，使王元砍伐崆峒山林木，以塞鸡头道。北魏崔延伯在泾川伐木造
木排 （简易船）。唐安史之乱以后，采伐森林的规模很大，致使陇山西麓的森林基本枯

竭。武德九年 （６２６），水部郎中姜行柬 “市木秦陇”，修建宫殿。宋代凤翔造纸厂，取关

山林木作原料。

民国时期，陇东火柴公司用材多取自关山。２３年 （１９３４），骑三师安口驻军团部奉国
民政府令，先后两年在华亭采伐大量核桃树，制做枪托，运往外地。各县城镇均有木匠

铺，其中平凉城就有１００多家。这些木匠铺年用材约千立方米。煤矿耗用坑木，任意砍
伐，对陇山林木破坏严重。

１９５０年后，专、县政府采取 “成林抚育，合理取材，统筹供应”的办法生产木

材。１９５８年后季至１９６１年大炼钢铁、大办农场、大办水利等，砍伐矿区附近、公
路沿线和农场周围的森林，不少川区果林也无幸免。１９６６至 １９７４年，林二师为经
费自给，片面提出大量采伐。仅 １９７１年马峡、海龙、玄峰、石桥 ４个林场就出材
１１５万立方米，比本林区年生长量高４０％。以上两次过量采伐，被称为区内森林的
“两退”。之后，实行采伐林木分级审批制度， “限额采伐”。同时多数林场封山养

护，木材采伐量减少。至 １９９８年的 ４２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累计生产木材
６１１８万立方米，年均 １４６万立方米。其中国有林抚育间伐、改造出材 ３１３万立
方米，年均７４５３立方米；集体和个人林抚育采伐出材 ２９８８万立方米，年均 ７１１４
立方米。关山林业管理局在 ３４年 （１９６９—２００１）中，累计抚育出材 １２３４万立方
米，年均３７３８立方米。木材材种有：大梁、檩条、椽、原木、坑木、小径木、抬
杠、杂木杆等，其中坑木占８０％以上，主要供应当地煤矿用材，部分坑木销往外地。

二、木材运输

古时，民间自用材全靠人拉、畜驮。金正隆年间，张中彦在今庄浪通边一带，

起长桥数十里，以大车运木，送往汴梁 （今开封），建造宫殿。

民国时期，在山林取材仍沿用旧法，由人拉、畜驮或运至大道再用木制大车载。

１９５７年，安 （口）、庄 （浪）公路途经关山林区１８公里，伐木取道，马车运输
首次直通林区。１９５８年，开通马峡到车场沟、蔺家沟至玄峰山两条林区专用公路。
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３年，关山林垦局和马峡、海龙林场相继购置胶轮马车，林区运输首次
有专用车辆。１９６４年，林区运输开始使用汽车。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林区公路和穿插
越林区的干线公路达到８０条、７８９７公里，林区有专用大小汽车３９辆，大小拖拉机
１１台。木材运出已全部实行分类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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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林副业生产

一、采　集
野果类主要有青岗籽、山杏、山桃、杜梨、沙棘、酸枣、文冠果、华山松籽、

野葡萄、樱桃、毛榛子等。丰年可采１２０至１５０万公斤。
山野菜类主要有蕨菜、野韭菜、野百合、野苋菜、野黄花、灰菜、苜蓿、刺冲

头、五爪子、香椿、芦藜等。从１９７３年起，华亭、庄浪县组织采售蕨菜，收入少则
１０万元，多则 ３０余万元。１９９０至 １９９４年，平凉、华亭、庄浪累计采收鲜蕨菜
１８９６吨，年均３７９２吨。

野生食用菌类主要有蘑菇、木耳、地软、马勃。１９８５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采集
收购木耳５５５０１吨，年均３４６９吨。

二、挖野药

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华亭县各项调查表》载：华亭年产 “大黄二千担 （每担四

十元）；川芎每年二、三十担；当归每年二、三十担”。

１９７１至２００１年 （缺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数），累计收购中药材总值 １２０１３２７万元，
年均４００４５万元。

三、采　漆
从灵台县白草坡周二号墓及七号墓内出土的残漆木器和棺椁涂漆情况看，西周

至战国晚期已开始采漆用漆。明朝，华亭一带的民众采割漆液，从漆籽中取蜡、榨

油。民国时期，割漆多由川、陕等地漆农经营。

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０年，关山林区限制采漆。１９６１至 １９８０年，外地漆农在华亭麻庵、
海龙林区间断性的割漆，向供销社累计交售２吨多。１９８１年后，关山林业总场严禁
割漆。

四、竹木山货

割箭竹扎扫帚、编山货、加工竹木农具，历来是山区林畔农民的主要副业。民

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华亭县每年竹筐１０００余担，木锨６０００余张，竹帚３０００余把，销
往平凉、化平、崇信、灵台等地。

１９５０年以后，山货产区主要有华亭西部关山林区和林缘地区，庄浪县永宁、郑
河、韩店、南坪、颉崖、盘安等乡，平凉市崆峒、麻武、麻川、大寨、峡门、安国

等乡，崇信县新窑、赤城、铜城等乡。其中庄浪郑河乡史家洼的簸箕、韩店乡聂子

坪的筛子、南坪乡苏家坪的笸箩、上山家村的竹席和背斗等，颇负盛名。１９８３年庄
浪县生产竹编产品 ５４５万件，产值 １６３５万元。１９８４年生产竹席 １５万页，背斗、
竹筐１万个，筛子、笸箩、簸箕、条笆各 ５０００个，地耱 ２０００页，总产值 ６９１１万
元。１９８５年平凉市生产地耱 １７３万页、条笆 ３７５万页、笼筐 １０５万个、把杖
９２８万根。１９８７年，华亭县每年上市山货 ５０至 ６０万件 （把、个），收入 ７０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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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陕西、宁夏、内蒙、新疆和省内各地客商收购贩运，当地供销社也收购外销。

华亭供销社年均收购扫帚约１０万余把、箭竹３至４万把。庄浪县水洛是著名的山货
集散地。

五、狩　猎
汉代，将华亭划作呼池苑，专供皇家牧猎。到唐、宋时有鹊哺鹚鸟、黄鹦鹉、

白鹰等进贡。明清以来，有不少山民冬闲狩猎，以补衣食之不足。

１９５０年以后，狩猎活动较为普遍。１９８０年以前，供销社收购猎皮，加工出口。
市场常见的交易猎物有野兔、野鸡。１９８６至 ２００２年，除保护动物外，全区累计捕
猎野生动物总值６７８５１万元，年均４８４７万元。

六、薪　炭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关山林区群众以青岗等硬杂木为原料烧制木炭销往城镇和周边

地区。１９５８年，土谷堆炼铁厂砍伐国有林烧木炭 １５５万余公斤。１９５９年后，停止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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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林木管护

西周以来，历代有保护林木的规定条文。清代，“左公柳”栽植后，在沿途榜示

“勿剪勿伐，左侯所植”。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泾川县政府颁布 《泾川县护林办法》：“凡在本县境内生长

之树及树苗，非有正当用途，不得随意滥砍和损坏”， “县道旁树木应予分段保护，

已长成之树，如有非法损坏者，每棵罚款 ５０元；为牲畜损坏，每棵罚畜主 １至 ３０
元；倘损坏两棵以上者，加倍处罚。”同年，平凉县政府颁布保护林木实施办法 １７
条。３３年 （１９４３），崇信县政府建设科颁布 《植树造林保护办法》。３４年 （１９４５）
８月，静宁县政府颁布 《静宁县森林保护办法》提出：“树木与树人同重，毁林与杀

人同罚。”凡有故意在各林区放牧牛羊者，放火或失火烧毁森林者，故意盗伐林木

者，故意毁坏林区内之幼苗者，要求呈报，“依法严办”。

新中国建立后，１９５０至 ２００２年，地区及各县 （市）先后作出和颁布的护林防

火等政策、办法、指示、通知、通报、纪要、布告、决定、规定共５２个。

第一节　林木权属

新中国成立前，大面积森林国有，耕地周围及村庄大部分林木归私人所有，县、

乡、保营造的模范林属营造单位所有。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２年，将庙宇、户族的山林全部收归国有；地主、富农和工商兼地主
占有的森林全部没收为国有；其余小片林和零星树木分给农民；公路行道树属公路

段所有；四旁树归个人所有。

１９５５年，除房前屋后和自留地零星树木仍属个人所有外，其余片林、成材树一
律折价入社。新植树木实行 “谁种谁有”的政策。

１９５８年，将社员个人所有的树木收归公有。１９６０年，重申 “谁种谁有”的

政策。

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对森林区和农业区分别按有关政策进行清理、调整。
１９６６年，“文革”中 “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个人所有的树木包括经济树木被

收归公有，有的实行 “墙内树木归个人，墙外归集体”。１９７１年，下放林权，公社、
大队、生产队三级林场为各自所有。１９７３年，恢复社员宅旁树木的所有权，并将小
片荒地划给社员植树，地权属集体，树木归个人，主干线公路行道树属公路段。

１９７９年以后，在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上大胆尝试，１９８３年，开始给农民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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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荒地”（荒山、荒沟、荒坡）。１９８４年，将集体所有的宅旁树、零星树、小片残
次林及小果园，折价处理给个人，允许继承、转让和买卖；对承包地上的树木，实

行树随地走，折价由农户经营；有的将社、队集体林场承包给农户或联户经营。开

始划包护村林。至１９８５年，全区划分 “三荒地”４２０２５３公顷。
１９８９年９月后，各县 （市）相继对国有和集体林进行确权颁证工作。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全区推行承包、租赁、拍卖经营集体林和开发 “四荒地”（荒山、荒沟、荒

坡、荒滩），允许继承转让，５０年不变。至 １９９８年，累计开发治理 “四荒地”

５５２９６公顷，其中承包 ３８７０７３公顷；拍卖 １１０５９３公顷；其他 ５５２９４公顷。全
区颁发国有林权证 ２７份，总面积 ９２９２５６公顷；集体林权证 ７０３１份，总面积
８７８４５９公顷。尚未颁证的国有林 ２０８９７２公顷 （含争议林 ８６６６７公顷），集体林
１９９１５０８公顷。２００１年，全区开始对１９９９年以来 “退耕还林”合格造林地，按照

“个体承包”的政策，进行确权发证工作。至 ２００２年，颁发 “退耕还林”林权证

１４６０７５份，面积３７８４９５公顷。

第二节　病虫害防治

一、普　查
１９６０年调查，危害林木较严重的有山杨心腐病、橡实象甲、栎黄枝叶蛾等。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２年，第二次森林病虫普查，分布全区的林木病虫害共９目、５１科、

１３１种，发生总面积 １１３９６万亩次，其中病害 ３５３９万亩次，虫害 ４４０８万亩次，
鼠害３４４９万亩次。危害严重蔓延全区的有 ７种：一是黄斑星天牛，发生面积 １２６
万亩，发生率０５—３９６％，以川区和城镇的杨树为甚。二是苹果腐烂病，发生面积
１６万亩。三是中华鼢鼠，以油松、华山松受害最重，平均危害率在 ３０％以上，个
别地段刺槐、杨树幼林受害率高达５０％。四是白杨透翅蛾，发生面积１６万亩以上，
平均发生率 ２８９％，最高达 ９０％。五是大青叶蝉，发生面积 ７５万亩，发生率
０７—４０７％。六是桃小食心虫，危害多种果树，受害严重的苹果园平均虫果率
５９１—６３２％、桃８５７％、花红 ７５３％、梨 ７０８％。七是泡桐丛枝病，发生面积
９０００亩，发病率４１６％以上。

分布全区的主要天敌昆虫共９目、３３科、１５５种 （其中新种２个）。常见的有小
姬蝽、中华草岭、大草岭、红腰泥蜂、黑带食蚜虫、食虫虻、中华斑虻、中国虎甲、

多型虎甲铜翅亚种、广屁步甲、中华广肩步甲、日本埋葬甲、亚洲葬甲、异色瓢虫、

七星瓢虫、二星瓢虫、苹果芫菁、红花毛部公等。天敌鸟类有：燕子、麻雀、喜鹊、

戴胜、夜鹰等。天敌动物有：狐狸、黄鼬、蝙蝠、青蛙、蟾蜍、蜥蜴等。另外还发

现黄斑星天牛的幼虫有被白僵菌和病菌寄生致死的现象。

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全区第三次森林病虫普查，分布全区的林木虫害
共１０目、７８科、８０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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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４年各县 （市）主要林木病虫鼠害分布表

县 （市） 分布的主要林木病虫鼠害
发生面积

（公顷）

平凉市
黄斑星天牛、松针锈病、杨叶灰斑病、苹果腐烂病、苹果早期

落叶病、中华鼢鼠
１０２９４１２

泾川县
黄斑星天牛、泡桐叶甲、苹果顶梢卷叶蛾、梨星毛虫、桃小食

心虫、泡桐丛枝病、苹果早期落叶病、苹果腐烂病
１６６８８１８

灵台县 黄斑星天牛、核桃举肢蛾、泡桐丛枝病、核桃枯稍病 ６３４９３９

崇信县
黄斑星天牛、崇信短肛棒蝇 、蒙古木蠢蛾、刺槐蚜、刺槐白粉病、

中华鼢鼠。
９２８９９３

华亭县 黄斑星天牛、白杨透翅蛾、杜蛎蚧、刺槐白粉病、中华鼢鼠 ９１５００３

静宁县
黄斑星天牛、青杨天牛、白杨透翅蛾、杜蛎蚧、桃蚜、苹果瘤蚜、

苹果腐烂病、山毛桃流胶病
２１９４７６６

庄浪县
黄斑星天牛、柳尖胸沫蝉、落叶松球蚜、松针锈病、苹果早期落叶

病、中华鼢鼠
１７０５５４１

关山林业

总场
落叶松球蚜、山杨锈病、中华鼢鼠 ３７１８６８

二、防　治
新中国成立前，区内林木病虫防治无专职人员，少数勤于务作的果农用涂泥防

治苹果腐烂病，安装弓箭扑打中华鼢鼠，以草木灰或旱烟叶水浸液防治蚜虫等。

新中国成立后，地、县逐步建立健全专门机构，调配专职人员，组织人工捉虫、

砸卵、捅蛹、打瞎瞎、剪除病虫枝条、树干涂白、叶面喷药、土壤施药消毒、杀菌

灭虫等。

杨树天牛　１９８０年起，华亭县发动群众捕捉天牛 ３６０多万只，由县林业局和供
销社收虫付款，开支２４万元，至１９８７年，累计防治天牛虫害１９万亩，杨树被害
株率由８３７５％下降到５０％。１９８３年，平凉市被甘肃省林业厅列为黄斑星天牛防治
示范区，３年投入资金 １１３３万元，将川区 ６乡 （镇）及塬区白庙、草峰 ２乡划为
清除区，以更新换种为主，药物防治为辅，降低虫源、控制蔓延。将杨庄、寨河、

大寨、康庄等南北二塬８个乡划为防治区，以人工捕捉成虫，药泥、药棉堵塞虫孔，
砸虫卵和喷药为主，辅以结合成林抚育，更换树种，清除虫源，控制危害。将青龙、

西阳、麻武、麻川等６个乡 （镇）划为保护区，以预防为主，消灭虫源，防止浸染。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全区开展杨树天牛防治工作，截止 １９９５年底，全区共完成防治面积
１９４万亩，清除虫害木 ２０７０１４万株，天牛发生率由 ３６９％降到 ２７１％，有虫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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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５５６５％下降到２０５％。
苹果腐烂病　从１９８０年开始，采用刮除病斑、烧毁病枝、涂白、用５０％的可湿

性福美砷５０倍液涂抹或喷布病灶，加强和改进果园管理等综合措施防治苹果腐烂
病。至１９９８年，蔓延趋势基本得到控制。

柳尖胸沫蝉　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９年，地区林木病虫防治检疫站在庄浪县开展防治柳尖
胸沫蝉试验，通过系统观测生物特性及物候，喷施高效、微量、经济、安全的２５％
的敌杀死，杀虫率达９４％以上，防治１１００公顷。

中华鼢鼠　１９８５年以后，以关山各国营林场为主，普遍采用人工安装弓箭扑打
结合毒饵诱杀，综合防治中华鼢鼠，危害率由 ４０％下降到 ５％以下。用 ０２—０５％
的氟乙酰胺水溶液浸泡洋芋块，制成毒饵，晾晒１—２小时后投放鼠洞；将洋芋切成
小块，用少许清油拌和后，按５∶９５的磷化锌和洋芋重量比制成毒饵投放鼠洞。有的
还在幼林地喷药、施放烟雾剂，也有一定效果。

松苗立枯病　１９６８至１９８４年，林二师三团、关山林业总场发现松苗立枯病。除
改进育苗技术，选用排灌方便的圃地，播前催牙，适时播种，控制肥水，轮茬作业

外，用１—３％的硫酸亚铁水溶液喷洒苗床；每平方米用４—６克敌克松药土撒在播种
沟内，或用五氯硝基苯加代森锌 （１∶１）混土垫床或覆盖种子。每百公斤种子用２公
斤生石灰拌种；或用０５％高锰酸钾溶液浸种２０分钟。苗木出土后每隔７至１０天用
０５—１％的波尔多液或１—３％的硫酸亚铁喷洒苗床，施药半小时后用清水冲洗一次，
以防药害。

崇信短肛棒蝇 　从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对崇信短肛棒蝇 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

及防治技术、经济阈值、空间分布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依据试验结果，选

用林丹烟剂对唐帽山１万亩重灾区进行防治。杀虫效果可达９０％以上。

第三节　防　火

一、宣传教育

１９５６年，通过护林防火宣传，全区有５６０２９人参与 “无森林火灾竞赛运动”和

包山签名活动。当年森林火灾次数较上年减少７６％。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平凉专员公署发出 《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全区开展

无森林火灾竞赛活动，宣传贯彻中央 《林业十八条》，落实林业政策，调动群众护林

防火积极性。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６年，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乡普遍开展 “护林光荣，毁林

可耻”、“保护树木，人人有责”的宣传教育活动，群众护林防火意识增强，林区火

灾减少。

１９８２年，中共平凉地委、行政公署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护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受教育群众达８０多万人次。
１９８７年，平凉地区行政公署 《关于开展护林防火宣传月活动的决定》规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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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为全区护林防火宣传月。当年全区召开有关会议５０２次，参会２５９万人次，
办板报、专栏６３５期，放电影、录像 ２７３场次，分发报纸 ６万余份，接受教育群众
７０余万人次。此后，每年在 “宣传月”定期开展护林防火集中宣传。

二、责任落实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２年，动员林区乡、村、互助组和农户制定护林公约，共同防御森林
火灾。

１９５７年前，实行分片划段包干责任制。１９５８年以后，以护林公约逐户落实责
任，按贡献大小优惠供材供柴，巡山查林的按劳付酬。

１９７９年以后，关山各国营林场对护林点站及护林员实行岗位记分奖罚责任制；
县属林场实行 “三定一奖”责任制，一季度或半年一考核，年终兑现奖罚。

１９８７年开始，全区护林防火一律实行县 （市）、乡 （镇）长负责制。从１９９６年
起，全区实行行政领导森林火灾 “一票否决制”，进一步强化责任。

至２００２年，地、县护林防火指挥部下，设有办公室６个，编制２１人，作为常设
机构，专办护林防火事宜。于林区设立林业公安派出所，并成立木材检查站 ７个，
防火检查站３２个，护林点 （站）２５７２个。配有专职护林员１７７７人。与毗邻地区设
立区域联防组织：一是陕甘２省千山１３县护林联防委员会 （１９５４年成立），区内灵
台、华亭、崇信、庄浪４县参加。下设 １０个分会，区内 ２０个乡镇、１１个国营农、
林、牧场参加。二是平 （凉）固 （原）２地区六盘山护林联防委员会 （始于１９５４年
６月１５日，１９８１年重新成立），区内平凉、华亭、庄浪 ３县和关山林业总场参加，
下设二龙河、雪山、崆峒山３个分会，区内１１个乡镇、５个国营林场参加。这 ２个
护林联防委员会和各分会每年１１月召开联防会议，由参加成员轮流主持，检查总结
工作，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协商调处有关问题，安排部署下届联防工作。区内连

续１３年实现无森林火灾。
三、防火设施

望台　全区天然林区共建望台１９座，其中铁质１座，砖木结构的１５座，木
质的３座。冬春防火期，固定专人，配备望远镜、罗盘仪、地形图、短波无线电台，
定时观察望，发现火情，及时报告。

隔离带　１９５８年后，４０多年间，各国营林场累计兴建林区公路５５３２公里，营
造防火隔离带３４８公里，开挖机耕带１６公里，加上途经林区的省、县、乡公路，人
工防火隔离带已成雏形。另外，还利用林区内的山脊、河流、沟系、悬崖等天然屏

障，设置了一些防火线。

通讯设备　１９６０至 １９７９年，仅有个别林场场部通有线电话。１９８０至 １９８５年，
县以上护林防火办公室和８０％以上的国营林场场部安装了有线电话。１９８６年，关山
林业总场首次安装短波无线电台，用于总场、林场和主要护林点之间的护林防火联

络。１９８７年以后，地区、华亭和庄浪护林防火办公室相继安装短波无线电台，用于
护林防火调度、指挥和信息传递。迄今全区有护林防火专用有线电话线路 ９０公里，
话机３０部；短波无线电台 ３０部 （１５瓦以上 １６部、１５瓦以下 １４部）；对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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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对。
灭火设施　民间习惯用树枝捆成扫把灭火 （称一号工具），以后逐渐选用铁锨、

镰刀、镢头、锯、斧等手持组合工具灭火 （称二号工具）。１９８７年，关山林业总场
首次购置风力灭火机１０台。１９９８年统计，全区计有简易灭火工具１０６６１件，干粉灭
火器４８具，风力灭火机 １５台 （新窑林场 ５台），防火物资仓库 ２２座 ５１９平方米，
森林防火指挥车９辆，森林消防车１２辆，防火运输车１２辆，摩托车２１辆。

附：

森林火灾纪略

森林火灾以关山林区居多。华亭旧志记载：“清末、民国时期，因狩猎、伐木、

烧木炭用火不慎，引起森林火灾频频发生，或烧三、五日，或半月、一月、数月，

无人问津，自熄而止。”１９５５年，据专区林业局统计，华亭县沿关山一带先后发生
森林火灾５３起，过火面积 ３３２５７亩，内有林地 １５６３亩，其中麻庵乡赵家山一次火
灾烧了４天４夜，自熄而止。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４年１月，庄浪、华亭县森林发生
火灾４起，烧毁林木８６万余株。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８年，全区共发生森林火灾２０起，受灾
面积 ３２０９亩。１９８５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发生森林火灾案件 ３７起 （包括火警、荒火 ２９
起），受灾面积１４８２８７亩。上述火灾多发生于春季，原因主要是在林区吸烟、生火
取暖、熏烤木材、上坟烧纸、放牧点火等非生产性火源引发。其中 １９８６年 ２月 １３
日，玄峰林场燕麦河林区兽窑沟，因毗邻县群众越界偷砍林木熏烤木材引起重大森

林火灾。当时组织动员 ２２００余人、大小汽车 ８０多辆参加抢险救火，兰州军区调集
驻平部队３个团的官兵支援，４２小时才扑灭大火。这次火灾，受灾面积１２００亩。

第四节　监　管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年），华亭县对 “各乡镇境内不论公有私有之古树，在怀抱以

上，具有保留价值并能维持风景者，一律编号登记，严加保护”；对关山林区，“于

春冬两季令沿山保甲长切实保护，乡镇长有监督之责，各保应自订护林公约，互相

遵守”。３４年 （１９４５）５月，静宁县参议员王尔全、李少泉等 “提案”称 “政府提

倡造林而鲜有成效”，“原因是保护不力，保护不力是组织不健全”。８月静宁县政府
饬令各乡镇组织森林保护队，负责保护已成或未成各林区之林木。次年，将全县划

为４个管护区，各设管理员 １人，付给薪粮，专门从事林木管护工作，县城区派巡
警２名巡视督察。

新中国建立后，地、县政府相继设立林木管护机构，组建林木管护队伍，并结

合区内实际，采取一系列措施，严禁乱砍滥伐，依法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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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处毁林案件
１９７５至 １９７８年，全区累计发生乱砍滥伐毁林案件 ７３７起，毁林开荒 ３７处、

１５２８公顷。
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４年，全区累计查处各类毁林案件６３７７起，占发案７８８９起的８１％。
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累计查处各类破坏森林案件 ２４８４起，其中重大森林刑事

案件４起，一般森林刑事案件 ３８起，森林治安案件 ２２８起，行政案件 ２２１８起。打
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８３９４人，其中逮捕 ４３人，劳教 ６人，拘留 １４３人，治安
罚款１２９２人，各种林业行政处罚 ６９１０人。收缴木材 １６９０立方米，挽回经济损失
１１２８万元。

二、专项治理林区

１９７５年，全区全面清理设在林区的农场、牧场、药厂、远耕队、山货厂、加工
厂等。１９７６年，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 《通知》责令设在关山林区的 ４７个社队药
（农）场、１０个远耕队、３个山货场限期撤出，对 １９６８年以来毁林开荒的 ２３０４公
顷林地限期退耕还林。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５日，全区组织 ５个检查组，分赴华亭、庄浪、平
凉、崇信、灵台县开展林区大检查，撤出设在关山林区的远耕队 １４处，收回林地
１１２公顷。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在华 （亭）张 （家川）边界林区开展武装清山活动，现场抓获

偷砍盗伐林木者４７人、驮畜３７头、砍伐工具３８件、火具３６件，收缴木材１２立方
米，清理火堆１０多处，依法行政拘留６人，维护了边界地段的护林秩序。

三、整顿木材生产流通秩序

１限额采伐
１９５０至１９７７年，木材生产一般报经政府部门同意后即可采伐。
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４年，实行采伐林木分级审批制度。
１９８５年起，全区实行 “限额采伐”管理制度，以采伐量低于年生长量为准，由

行政公署申报，经省政府审核下达限额指标，一定５年不变。
２木材运输检查
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全区实行木材查验制度。１９７０年起，全区实行木材准运证制

度。１９８０年，各检查站对过境木材、林产品履行登记、查验出山证、发票、准运
证；核对品种、数量，不符合规定的限期补办手续，违规的按章处罚。２００１年元月
起，全区木材和林木产品、林副产品运输证废旧启新，实行省内一车一单 （检尺码

单）二证 （准运证、森林植物检疫证），出省运输一车一单 （检尺码单）三证 （准

运证、森林植物检疫证、出省木材运输证），林副产品运输一车二证 （林副产品运输

证、森林植物检疫证）的分类管理制度。

３整顿木材销售、加工市场
１９５４年冬，各县首次试行木材、农具、木柴、山货市场管理。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６年，

木材一律交由各县木材公司统一经销，取消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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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至１９７９年，木材由甘肃省计划部门下达指标，实行计划生产、统一调拨。
１９８０年开始，市场逐步开放，木材上市自由交易。
至１９９８年，共清理关闭林区和林缘区木材市场８处，搬迁疏散木材个体经营户

１３６家，取缔木材加工户４９家。对设在非林区的木材经营、加工户核发经营加工许
可证３８４份。

四、清理林地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组织调查组进行核查，对１９９４年以前全区发生毁林开荒和乱占
林地２２４起、９５５９２公顷，限期 ２０００年全部退耕还林；整顿取缔了一些林区和自
然保护区的非法开采活动；对应保留的采矿单位办理了 《使用林地许可证》，征收林

地占用费和林木补偿费；全面加强林地权属管理，对未颁发林权证的 ２２万公顷林
地，要求在２０００年底以前完成颁证工作。

五、天然林保护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在区内通边、桃木山、石桥、马峡、玄峰、海龙、麻庵、东峡、
新窑、土谷堆、太统１１个林场，全面停止采伐，封存斧锯，封山养护，拉开了实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序幕。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区内７县 （市）及关山林业管理局被列入国家天保工程实施区。

工程区林业用地３３２２万公顷，有林地１６９万公顷 （其中天然林 ３５１万公顷，人
工林１３３９万公顷），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５０８７％；灌木林地 ３６３万公顷，占
１０９％；疏林地７９００公顷，占 ２３９％，未成林造林地 ９０００公顷，占 ２７％；苗圃
地１３３３公顷，占００４％；宜林地１０９５公顷，占３２９７％。活立木蓄积量８５６３７
万立方米。现有林业职工１６３６人 （在职职工１１７８人，离退休职工４５８人），其中地
直５２９人，县属１１０７人。
２００１年，全区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工程区内的２１４６万公顷森林资源全面停采。

５年内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工程区新增森林面积 １３３３３公顷，完成公益林建设任务
１３５０６６公顷 （封山育林１５８６６公顷，飞播造林 １１９２０公顷）；完成国家天保投资
３４６７７５万元。

六、政策优惠

１９８４年开始，关山林业总场 （林管局）对林区在护林上实行 ４条优惠政策：
１每年向林区群众以成本价供应木材，大乡５０立方米，小乡３０立方米，困难户酌
情减免木材价；２对林区群众非经营性的林副产品免收山价；３林场的生产经营活
动，优先安排林区群众民工队承包施工；４对林区参与护林活动的干部，及时兑现
误工补贴，成绩显著的予以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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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林　场

第一节　国有林场

１９５１年，甘肃省农业厅林业局在平凉县五里墩建立泾河水源林场，经营管理太
统、土谷堆一带的天然森林，有林业用地 １３１万公顷，其中有林地 １１８万公顷。
１９５３年改称苗圃后，林场的职能即行终止。１９５５年华亭县建立关山森林经营所，
１９５９年改称林场，经营管理关山天然森林，有林业用地 ３８６万公顷，其中有林地
３６７万公顷。１９５８年，关山森林经营所分设海龙森林经营所，１９５９年改称林场，
又相继建立太统、珍珠山、新窑、石桥林场，国有林场增至６个，辖林业用地 ８４９
万公顷，其中有林地５６２万公顷。１９６０年，由太统林场分设土谷堆林场。１９６６年，
新建百里、通边林场，国有林场增至 １０个，辖林业用地 ７３１万公顷，其中有林地

华亭关山林场

３３４万公顷。１９７４年，泾川县
建立官山林场，灵台县建立苗家

岭林场。１９７５年，关山林场分
设麻庵林场，华亭县建立东峡林

场。１９８５年，崇信县建立龙尾
沟林场。１９８９年，庄浪县从通
边、石桥两场辖区分设桃木山林

场。１９９０年，华亭县从东峡林
场辖区分设策底林场。１９９３年，
灵台县建立新集林场。１９９８年，
新集 林 场 并 入 百 里 林 场。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实有国有林场 １７
个，在职职工８８３人，经营总面
积１２１万公顷，其中林业用地
１０８２万公顷，非林业用地 １２８万公顷；辖森林面积 ５８８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
量４０８８５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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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集体林场

１９５４年，泾川县合道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区内第一个集体林场。
１９６４年，全区农村开始起步兴办集体林场。至１９６６年，泾川、灵台、静宁办起

集体林场 ５３４处，经营面积 ３０００多公顷，从业 ６００余人。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庄浪、
华亭县相继办起集体林场。

１９７３年，中共平凉地委号召 “户户都植树，队队办林场”。至１９７９年，全区兴
办集体林场３２９２个，其中公社林场８６个，大队林场１５０７个，生产队林场１６９９个；
经营总面积５５９８０公顷，其中有林地３１１２７公顷。
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三级集体林场２０３６个，其中乡林场１０８个，村林场１６４１个，

社林场２８７个；经营总面积６０８１９公顷，其中有林地 ４１２０１公顷，经济林 ３０３８公
顷；林木蓄积量９３２６万立方米；从业６０２８人。

第三节　个体林场

１９７８年以后，划拨 “三荒地”鼓励农民大面积植树造林， “谁造谁有，长期不

变，子女有继承权和转让权”；同时，有的集体林场通过租赁、折价承包到户经营，

区内首次出现个体林场。１９８４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第二步改革，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 “两户”（造林、育苗专业户）“三小”（小林场、小果园、小苗圃）林业

经济，全区出现造林专业户３３４２个 （泾川２２５０个），经营面积５２３３１公顷 （灵台

２１６２７公顷）；家庭小林场１８５５个，经营面积１３３２公顷。
１９９０年以后，租赁、拍卖、承包，开发 “四荒地”，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

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个体林场 １９６个 （华亭 ７３个），经营面积 ５７５６７公顷 （灵台

２９６７５公顷）。
除以上所述林场外，还有联营、股份制林场。

１９５８年以后，有的国营林场与附近社队开展合作造林，由林场提供苗木、技术，
社队提供劳力、土地，约定收益一、九分成，社队得大头。

１９８０年以后，农村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全区首次出现联户承包经营集
体林场的有５９个。此后，在划拨 “三荒地”中，大力提倡和鼓励农民联户、合股承

包荒山办林场。１９９０年以后，地、县政府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至 ２００２年，
全区共有联营、股份制林场 １９７个，经营面积 ２６１１３公顷，其中平凉市 ３７个，
５５２７公顷；泾川县２个，２１３３公顷；灵台县１５６个，１７３３３公顷；华亭县２个，
１１２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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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林业机构

一、行政机构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甘肃省建设厅下设５个区林务局，第二区林务局驻平凉县，
后改称第二分区林垦局，２２年 （１９３３）４月停设。此后，由第四科或建设科办理。
１９４９年７月仍由第四科管理。１９５３年５月设立平凉专员公署林业局。１９５８年５

月后，与农业、水利、水土保持等单位时分时合，至１９８３年８月设林业处 （参 《政

权政协》）。

各县 （市）林业行政管理机构，随地区林业行政管理机构的变动而变动。

二、事业机构

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平凉工作站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在平凉县柳湖乡设
立，延至新中国成立。

黄河水源林区泾水分区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１月，在平凉县柳湖乡设立。３４年
（１９４５）并入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平凉工作站。

平凉地区林业技术推广站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成立，隶属林业处管理。
平凉地区果树园艺工作站　１９８５年４月成立，与林业处果树园艺科合署办公。
平凉地区林木种苗管理站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成立，与林业技术推广站合署办公。
平凉地区林业勘察设计队　１９８５年６月成立，隶属林业处。
平凉地区森林资源管理站　１９８８年 １０月成立，与地区林业勘察设计队合署

办公。

平凉地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１９８３年 １１月成立地区林木病虫害防治站，
１９９２年１月改称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平凉地区果业开发办公室　１９９７年５月成立，隶属林业处。
平凉地区林政稽查队　１９９７年３月成立。
平凉地区马峪口木材检查站　１９９８年９月成立，与地区林政稽查队合署办公。
关山森林经营所　１９５５年成立华亭县关山森林经营所。１９５８年秋分设海龙山森

林经营所。

泾河水源林场　１９５１年，在平凉县五里墩建立省属泾河水源林场。１９５３年，改
为平凉专署农业基本建设局 （简称农建局）直属苗圃。１９５９年７月，改名为平凉专
署农建局园艺试验场，后属农业部门。

平凉地区关山林业管理局　１９６４年，成立关山林业总场，１９６５年 １２月，移交
甘肃省水土保持建设师。１９６６年３月，甘肃省水保师改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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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建设兵团第二师 （简称林二师）”。１９７１年９月，林二师移交兰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改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建设师 （简称林建

师）”。１９７３年底，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１９７４年，三团所属平凉地区境内
的农、林场和木材加工厂移交平凉地区。１９７５年改称平凉地区关山林业总场。１９９５
年１０月，更名为平凉地区关山林业管理局。

平凉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　１９７９年４月成立。
平凉地区核桃研究所　１９７６年２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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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体制

第一节　管理机构

隋唐，设皮毛监、副监及录事，管理皮毛加工及交易。宋代，在华亭置博济监，

司采矿、炼铜、铸大钱等事。元代，平凉等处长官司、提领所，专司各种手工业事

宜。明代杂造局，清代工艺局、劝工局，管理手工业生产。民国 ３５年 （１９４６），区
专员公署第二科管理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由工商科、工商劳动组、工业交通组管理工业。１９５８年 ５月，
专署设立工业局，１９５９年１月撤销，设立工业生产委员会，１２月设立重工业局、轻
工业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设立手工业管理局。１１月后，机构名称多变。１９８３年 １０
月，设立平凉地区经济委员会。１９９７年 ８月，易名平凉地区行政公署经济贸易处，
下辖４个企、事业单位和１１户直属企业 （参 《政权政协》）。

第二节　体制改革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６年，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调查、试办后，有发展
前途的行业全部实现合作化，限制发展的行业８０％的人员组织改造，已为大工业所
代替的行业人员组织改造达到５０％，并逐渐辅导转业。对分布在陶瓷砂器业、制革
皮毛业、肥皂业、硝碱业、榨油业、酱醋业、制糖业、碾米磨面业、粉坊豆腐业、

文具业、造纸业、印刷业、竹木棕草制品业、修理业、弹花弹毛业、麻货业、石器

业、窑业等２９个行业，６７１９户手工业、１０５８９名从业人员，组建生产合作社 １１３
个，社员４４９８人，供销生产合作社１３个，社员２１人，生产小组１０２个，入组８９２
人。农忙务农、农闲做工的间歇工匠 ５１７８人，转入农业生产或仍从事原手工业生
产。在建社中，对生产资料参照市价折价，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办法，达到

公平合理，股金每股金额以 ３个月的平均工资确定，入社费按入股额的 １０％计算。
以社为单位集体经营、独立核算、互负盈亏、统一价格。小组由组统一管理、分散

经营、组员自负盈亏。１９５８年后，生产合作社 （组），多转为地方国营企业或集体

企业。

企业的生产经营、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内部分配、劳动用工、技术改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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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动均由政府管理。这种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８年。
二、整顿企业简政放权

１９７８年 ２月 ２５日，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颁布 《关于整顿工交企业的安排意

见》，全区分期分批整顿企业、简政放权。围绕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

大锅饭这一核心问题，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给企业松绑放权。立足区内矿产资

源，实行群众集资入股、合资联办、吸引区外省外国 外投资入股，开发平凉经济。

放手引进和招聘技术人才，企业用工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至１９８２年，全区共整顿
企业１０９户。１９８４年累计整顿验收２０７户，占整顿规划２５０户的８１６％。１９８５年４
月９日，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制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十条意见下发后，
企业在服从国家计划方针、政策的指导和管理的前提下，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

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使用自有资金，有权任用和选聘属

于企业管理范围的干部，有权奖罚本企业的职工，有权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

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企业的产品价格，有权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

三、推行厂长负责制

１９８４年６月后，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全区开展改革试点的工交企业１８户。国
营企业采取国家所有、集体承包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集体企业采取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对车间实行费用、利润包干，超收减亏分成，或实行包产值、成本、

质量、定员，保品种、消耗、安全、流动资金占用、设备完好；科室实行百分计奖

加岗位系数考核。企业内外改革互相配套、责权利紧密结合。建立起以厂长负责制

为核心的厂部、科室、车间、班组层层负责的领导管理新体制，扩大厂长在生产、

经营、管理上的决策权、自主权、指挥权，内部分配联产、联利、联销、联购、计

件、计分、计奖等多种形式，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紧紧挂钩，促进企业发

展。１９８６年底，全区５４户国有工业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５３户，其中有２６户工业
企业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有３２户国有工业企业与
区内外６７户厂家、公司、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 １５２０个联营户、个体户横向
联合，扩散产品３１８种。

四、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

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４年，全区工业企业先后实行三轮承包和租赁经营责任制。中共平凉
地委、地区行政公署先后发出关于深化改革，搞活企业的意见等文件，按照大型企

业搞承包、小型企业搞租赁、两权 （所有权、经营权）分离、责权利挂钩的原则，

承包经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

补，每轮承包经营期限为３至４年。租赁经营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依法纳税。全区全民工业企业承包５２户，租赁１户，占总数５５户的 ９６４％，二轻
集体工业企业承包５８户，占总数６０户的９６７％。并普遍实行企业内部承包，工资
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优化劳动组合，推行职工集资入股和职工缴纳风险抵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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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１９９２年后，进行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业企业实行生产经营、产

品定价、内部分配、人事管理和劳动用工、技术改造 “五自主”，经营、价格、分

配、用工 “四放开”。选择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华亭县安口陶瓷厂等 １１户企业进
行试点，突出分配、用工、人事三项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企业成为依法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 “四自”商品生产经营单位和独立的法人

实体。试点企业从工人中聘用厂级干部３６人，科室、车间干部３９１人，下科室、车
间当工人的干部 ４８人，合同制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４９２％，建立起在岗、试岗、非
岗、待岗和辞退、辞职 “四岗”、 “双辞”制度，分别采用岗位技能工资、提成工

资、承包工资、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效益工资、含量工资、岗位工资等形式。

１９９３年，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一批、国有民营一批、重点扶持一批、拍卖
破产一批和资产经营承包。有１０户小型国有工交企业为国有民营试点，８户工业企
业为资产经营承包试点，１６户全民企业为股份制改造试点，１２户企业为仿 “三资”

企业经营机制试点，２户企业为 “利税分流”试点。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

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六、调整结构整体搞活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优势互补的发展规律，进行多种形式的结构

组合和调整，使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发生变化，进而整体搞活。至 ２００２
年，全区包括流通领域实行各种形式改革的国有、城市集体企业 ２９０户，占国有、
城市集体企业总数３１３户的９２６％。其中有限责任公司７１户，股本总额６９４４万元，
内有企业职工个人股４１３７万元，国有股２７０８万元，社会个人股９９万元；股份合作
制企业５１户，股本总额４７８７万元，内有职工个人股２８４６万元，集体共有股和企业
法人股１９４１万元；分立 （分离）５户，兼并 （合并）２５户，拍卖 （出售）２６户，
抽资租赁３６户，破产 １４户，承包经营等其他形式改革的企业 ６２户。企业整体搞
活，向发展集团化、经营集约化、生产规模化、开发产业化、管理现代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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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业经济

新石器时期，先民就已建造无箅陶窑烧制陶器。西周已有母子板瓦、筒瓦，“百

里大鼎”。春秋时期，冶铁、青铜铸造、铜铁焊接已很普遍，并有玉器加工作坊出

现。汉代的漆器、丝织品，唐宋的皮毛加工及明代的瓷器，均著名当世。有贡品绢、

紫绒毛褐、龙须席、白毡等。清代手工业作坊向工厂演进，有手工土纸坊、烧坊、

汉代板瓦

纺织工厂等。

民国时期，城乡出现大量的手

工业作坊和零星官办、民办工厂。

主要有瓷窑 （厂）、砖窑、磨坊、油

坊、粉坊、酒坊、豆腐坊、毡坊、

口袋坊、皮坊、硝坊、织坊、染坊、

纸坊、火柴厂、纺织工厂、合作社

等。１４年 （１９２５）始用发电照明。
１９年 （１９３０），开始采用甘肃省内
新式的印刷设备。３０年 （１９４１）前
后，建成国办华亭电瓷厂，华亭县

有瓷厂３１家，平凉县城区有手工加工、铸造业８０户，铁业８２户，纺织、制革工厂
９个。全区有私营工厂 （矿）６２个，后发展到 ２００个。１９４９年 ８月，私营工厂
（矿）多数歇业、停业，全区余７１个，手工业１７４８户，产值７１４万元。生产日用陶
瓷５７１６万件，毛线毯 １９７万条，毛衣裤 １３５万件，土纸 ３１吨，饮料酒 １７７３
吨，食用植物油３４５吨，手工砖２５１万块，火柴１２００件。
１９５２年，国家实行发放贷款、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恢复生产。投资 ２７２３６万

元，建成１３户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区有私营工业７７户，个体手工业２８２１户。１９５３
至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７年
全区有全民所有制企业１４户，集体所有制企业２６５户，私营企业８户，个体手工业
４１７户，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３８万元。

１９５８年 “大办地方工业”。５月２０日前办起所谓的工厂 ７６４个，至 ６月 ２０日，
共建成各种厂矿６６５０２个。静宁、庄浪、镇原３县成为万厂县。８月，“全民大炼钢
铁”，年底炼铁１３１８８７３吨，其中好铁３３８９２吨。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９５４６万
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４７２万元。１９６２年进行调整整顿，
关停并转一批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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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大办地方 “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小陶瓷、小化

肥）工业，５年国家投资 ５９１９７万元，新增固定资产原值 ３６５６万元。新建扩建地
区峡中水泥厂、氮肥厂、焦化厂、轻工业机械厂、平凉电机厂、庄浪县卧龙水泥厂、

泾川县糖酒厂、平凉县铁厂、静宁县化工厂、灵台县卷烟厂、华亭安口灯泡厂等一

批企业。

１９７８年，开始进行调整，关停并转 １９户企业。１９８１至 １９８５年，对 ３５户企业
进行改造扩建、挖潜配套。完成技术改造项目６２个。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倡办乡镇工业。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固定资产

投资２４６３８万元，新建或改扩建平凉市造纸厂、静宁县编织袋厂等１０户企业，停建
缓建和压缩在建项目６１个，完成技术改造项目７７个。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５年固定

资产投资４７８００万元，新建泾川县有机化工厂、静宁县橡塑缠绕胶管厂等 ２８户企
业，实施各类技术改造项目２０１个。开发省级新产品５２项，地级新产品１４９项。有
１００多户企业与各类大专院校、经济实体建立技术经济协作关系。平凉市获甘肃省发
展个体私营经济 “十强县 （市）”，后又被评为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县 （市）。期

间国有企业亏损户、亏损额增加。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制定 “双十计划”，即发展１０个产销过亿元的企业集团、１０个产
销过５０００万元的骨干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制步伐加快。纺织、机械、造
纸、皮革及制品业负债重，多停产。投资２９４００万元，实施技术改造项目４８个。开
展 “实施名牌战略、争创名牌产品”活动，命名１７种产品为平凉地区名牌产品。全
区先后获国家级名优产品 ８种，部级名优产品 １７种，省级名优产品 ７９种。共开发
新产品２４０项，其中达到省级的５８项，国家级的５项。
２００２年，全部工业总产值６３３亿元，其中限额以上工业企业 （国有及年销售收

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下同），总产值 ２８亿元，限额以下工业企业总产值
３５３亿元。工业增加值 １７６９亿元，其中公有 ９６８亿元 （国有 ４３７亿元，集体
２６３亿元，其他２６８亿元）；非公有 ８０２亿元 （私营 ２０５亿元，个体 ５９亿元，
其他００７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２６３４亿元，税金２２亿元，利润１７６２万元。有职
工４５４万人，资产总额１０７３４亿元，固定资产８２５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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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５第八编　工　业



书书书

部
分
年
份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产
量
表

产
品

年

份

水
泥

（
万
吨
）

机
制
砖

（
万
块
）

电
动
机

（
台
／千
瓦
）

印
刷
机
械

（
台
／吨
）

机
制
纸
及

纸
板
（
吨
）

日
用
陶
瓷

（
万
件
）

火
柴

（
万
件
）

灯
泡

（
万
只
）

农
机
及

配
件

（
万
件
）

白
酒

（
吨
）

地
毯

（
万
平

方
米
）

１９
４９

２５
１
００

５７
１
６０

０
１２

１８
６
０

７７
０
０

１９
５１

２８
４
００

５０
６
２０

０
２８

２５
９
０

９２
０
０

１９
５２

５３
０
６０

５８
５
００

０
３７

２５
１
０

１１
８
００

１９
５６

５０
２
００

８５
８
７０

０
０７

３０
３
０

３１
３
００

１９
５８

０
０３

６８
０
５０

５０
８
３０

０
２０

２６
０
０

５９
７
００

１９
６２

０
０１

４０
４
５０

２０
５
００

５０
８
７０

０
３５

８０
９
０

２９
１
００

１９
６５

２３
６３
７
０

３４
２
６０

３７
３
６０

０
３３

４１
９
０

３２
１
６０

０
１２

１９
７０

２
８０

２９
７４
９
０

／１
３９
２

６８
５
５０

３７
２
００

１
４１

１０
９
０９

６１
１
２０

０
１０

１９
７５

３
９２

４２
６４
０
０

７７
８
／２
７７
４

３０
１
／４
１１

１３
０１
０
０

４５
５
７０

３
００

３８
６
０

１０
３
０６

１０
０９
０
０

０
５０

１９
７８

９
８３

７８
５４
８
４

１０
００
／３
３１
２

２８
３
／４
９７

２１
８５
３
０

６３
６
３０

３
００

１１
５
９０

７７
７
７

１２
６１
１
０

１
１３

１９
８０

９
４３

９６
４９
６
５

２０
／６
０

３７
２
／８
１０

２６
２９
４
０

５６
３
００

３
５０

１８
０
２１

５１
９
８

１２
００
０
０

１
２６

１９
８５

１３
９
１

１３
８１
６
００

１４
１３
／１
６９
２

７２
９４
０
０

１２
２０
０
０

１２
７
０

５２
４
００

４９
７
７８

３
９８

１９
９０

１６
１
１

１８
８９
８
００

／５
９４
００

／８
７５

１３
２０
０
００

１２
７５
０
０

１６
５
１

７１
６
４６

５４
９
２

１４
００
０
０

１１
４
２

１９
９５

３３
６
５

１０
６９
１３
０
０
７８
８９
／８
００
００

／１
５０
５

１３
０９
９
００

１４
３７
０
０

１６
５
３

７２
７
００

７０
１
５

４２
２
００

３０
３
１

１９
９８

４３
９
６

１１
３９
６９
０
０

／３
８２
００

９１
４
／１
９４
５

６７
１２
０
０

８９
９
７０

１７
３
８

１２
２７
１
８

５７
４
００

１５
４
９

２０
００

６３
４
６

１１
９０
４４
０
０

／３
８９
００

／１
３８
４

３６
２８
０
０

１０
２２
０
０

４
７７

５１
２
９９

７１
６
００

２０
０２

８２
２
７

２９
７８
０
００

／４
８２
００

／１
２５
４

６３
０９
０
０

８２
５
３１

３
７２

１０
４４
０
０

９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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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械工业

第一节　通用机械

１９５７年，建成地方国营平凉市机械制配厂，主要生产小农具及小件工业品。
１９５８年建起平凉市通用机械厂、动力厂，专区运输管理局研制成功汽车横梁调整器
和汽车发动机活塞，平凉市机械制配厂研制成功刹车鼓，均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１９５９年，平凉市机械制配厂、通用机械厂、动力厂合并为平凉市通用机械厂，购置
电动车床、牛头刨床和大立式钻床 ８台，试制虎钳、煤气机、车床、水泵和电动机
等产品。

１９６４年，平凉市通用机械厂引进图纸技术，试制并生产圆盘印刷机和 ＤＱ２０１对
开切纸机３５台。１９６７年，平凉县通用机械厂更名为平凉印刷机械厂，成立平凉县铸
造厂。１９６８年，成立平凉县综合修理厂，引进技术试制并生产 ＪＱＳ１—４型 ４５千瓦
电动机３０台。１９７１年，成立平凉地区轻工业机械厂。１９７４年，平凉县铸造厂更名
为平凉县机械厂，研制 Ｂ６６５型牛头刨床、ＣＪ马鞍加长车床。１９８１年，轻工机械厂
并入地区印刷机械厂。１９８３年，平凉地区电动工具厂并入平凉市机械厂，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年，平凉市机械厂开发研制毛衣编织机、斗式提升机、ＣＳ６１４０车床尾座、
ＣＨＭ７６行走汽马达、ＣＴ系列手动液压插腿式叉车和 ＣＢ系列托盘式手动液压搬运车。
１９９８年，有通用机械制造企业２０户，完成工业总产值 ６２９６万元，工业增加值

２０８５万元，销售产值６７０１万元，资产总额２１２５６万元，固定资产６７３５万元，职工
４２１９人。２００２年，有机械制造业８户，工业总产值６２７２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６４０５
万元。

平凉印刷机械厂　甘肃老字号。在平凉市西郊三天门，隶属地区行政公署经济
贸易处，占地１０９４万平方米，生产用建筑面积２１万平方米。

前身为１９５８年成立的平凉市通用机械厂。１９６５年，被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列为
生产印刷机械的定点企业。１９６６年，改称平凉东方红印刷机械厂，隶属平凉县工业
局。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投资 ６０万元进行技术改造，配备各类型号设备 ３１台，生
产圆盘印刷机８５台，其中 Ｐ８０２圆盘印刷机被省、地评为一等品。１９６７年，更名为
平凉印刷机械厂。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投资 ６００万元，引进和购置大型设备，实现
机械化生产。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试制 ＱＺＨ１—１Ａ全张切纸机、氮氢压缩机。１９７１年移
交平凉地区管理。

１５５




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４年，先后生产 ＤＱ２０１对开切纸机、ＱＺＨ１—１Ａ全张切纸机、Ｐ８０２
圆盘印刷机、ＤＱ２０２Ａ切纸机、ＺＸＰＺ—０１平装书箱装订自动线、研制单片式电磁离
合器机构、对 ＤＱ２０２Ａ切纸机的离合制动机构进行改进。１９８５年获甘肃省 “五小”

活动集体一等奖。设计研制ＱＺＹ９２０液压切纸机、Ｐ８０２Ａ自动圆盘印刷机、ＴＺ４０１印

切纸机总装车间

刷机、ＤＱ２０１Ａ切纸机和 ＢＬ—Ｌ
过流继电器等配套产品。从西德

引进技术，生产出具有 ８０年代
先进水平的 ＱＺ９２０微电脑切纸
机。１９８６年，研制 ＢＰ８Ｃ鲜奶软
包装机和 ＢＺＱＰ３２—８啤酒装瓶
压盖机，其各项性能指标接近进

口设备水平。

１９９０ 年 后， 主 要 生 产

ＱＺＨ１—１全张切纸机、ＤＱ２０１
对开切纸机、ＱＺ２０２Ａ对开切纸
机、Ｐ８０２圆盘切纸机、Ｐ８０２Ａ

自动 圆 盘 切 纸 机、ＱＺＨ１—１Ｂ 气 垫 全 张 切 纸 机、ＤＱ２０１Ａ 对 开 切 纸 机、
ＤＺＹＸＫ１３００、液压数显程控系列切纸机。开发的 ＱＺ１３００程控切纸机成功地将长
光栅用于高速测长系统，填补国内空白。有资产总额 ６１０８９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４３８９万元，职工１０１８人。１９９５年，生产印刷机械１０５０台。１９９７年，实施股份制，
分设平凉普业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１年有资产总额７４４９万元，职工５５０人。
完成工业产值１３３３万元，工业增加值 ７１２万元，销售收入 １５４８万元，利税 １４６万
元。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投资４６１０万元的钕铁硼永磁项目建设竣工投产。产品有高、
中、低不同档次的 ７个系列，３０多种型号。ＱＸＫ１３００、９２０、１６６０系列切纸机达到
国家 Ａ级标准。工业产值达到３０００万元。生产印刷机械１２５４吨。

平凉地区粮食机械厂　在平凉市盘旋路，占地 ６４９６平方米，建筑面积 ５９５３平
方米。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在平凉面粉厂附设粮机修造车间，承担本厂和全区粮油加工机械
的修造、安装任务。１９７６年，收归地区粮食局管理，成立平凉地区粮食局粮机修造
厂，１９７７年投产，为甘肃省定点粮油机械专业生产企业。拥有金属切削加工等设备
２６台 （套），固定资产５１９６万元，职工５１人。８０年代，开始承担全区大型粮油加
工设备安装任务，粮机修造产量每年５０多台 （件）。１９８１年６月，增设食品加工车
间，增加较大型的食品加工机械设备 ４台 （套），生产糕点等食品 １６５吨。１９８３
年，更名为平凉地区粮食机械厂。

１９９２年后，企业开始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先后完成陇东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
安口面粉厂项目建设安装工程。１９９８年１月，为扭转亏损，撤销食品车间，引进资
金设备，成立塑料编织袋生产车间，改制为平凉地区恒利塑编有限责任公司，有固

２５５ 平凉地区志 （上）



定资产 ３４５万元。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２９万元，销售收入 ９２万元，税金 ６
万元。

甘肃省平凉机床附件厂　在平凉市新民南路，占地 １４７６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２１９万平方米。是中国机床附件重点企业，西北唯一生产卡盘的专业厂。隶属甘肃
省劳改局。

其前身是以修理汽车为主的平凉机械修配厂，创建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９６６年国家
投资扩建，１９６７年批量生产机用平口钳，同年改为现名。１９８５年有职工３１８人，主
要生产设备１９３台，固定资产净值 ６６１２万元。生产各种车床、刨床、钻床、磨床
及数控机床和立卧式加工中心配套的 Ｋ１１６０—６３０三爪自定心卡盘，Ｋ７２２００—６３０四
爪单动卡盘，ＫＣＴ管子卡盘，Ｋ５１楔式动力卡盘，精密机用虎钳和系列机用平口虎
钳，台虎钳等１０个品种，４０多个规格的产品。５个规格的产品先后获甘肃省优质产
品。１９９８年生产机床附件 １８６１台，机制砖 ６５０万块，工业产值 ３３７２万元。２００２
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８０万元，生产机砖８１０万块。

第二节　农机农具

１９５８年，建起平凉市机械修配厂和泾川、灵台、静宁、华亭县安口农具厂 ５户
全民企业，生产犁、铧、 土、碾槽、菜刀、镰刀、双角耧、铁锅等。

６０年代初，华亭县农具厂生产解放牌水车、滚筒式玉米脱粒机等农用机械。
１９６４年后，泾川县农具修造厂购置 Ｃ６３０型车床、摇臂钻和砂轮机，除修配拖拉机
外，设计研制扬程２６１米高程小型水泵机。１９６６年前后，各县农业机械修造厂相继
成立。１９６９年，华亭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开始生产粉碎机、水泵和丰收—７００型脱粒
机、拖拉机配件。崇信县农业机械修造厂由修理小农具转向生产农用机械配件。泾

川县农业机械修造厂研制出６５型磨面机、粉碎机、铡草机、解放式水车和电动机等
产品。

铺膜种植机

１９７０至 １９７２年，崇信县农业机
械修造厂首次试制 ＦＳＷ—０３Ａ型饲
料粉碎机、小型碾米机，引进技术试

制红旗 ３１０型粉碎机，开发榨油机、
压面机、水闸门等新产品。华亭县安

口农业机械修造厂试制生产 ３８０型两
级式水轮机、１２千瓦发电机、离合器
压盘。１９７５年，泾川县农业机械修造
厂试制山地转头犁，仿制泾河牌打井

机。华亭县安口农业机械修造厂试制

丰收—７００型脱谷机，被甘肃省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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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生产厂家。

１９８１年，泾川县农业机械修造厂研制 ＬＬ—２１６型手扶双铧犁、２Ｂ—６型手扶播
种机和 ＩＬ２２０型小四轮拖拉机配套的双铧犁、２ＢＸ—９１６型小四轮播种机、５ＹＦ—９２
型扬场机。１９８３年，地区 “八一”机械厂试制生产东—７５、铁—５５型拖拉机气缸
盖、农用变压器、铁—５５型拖拉机凸轮轴、２号油泵凸轮轴、前支架、后轮骨等配
件，成为电机配件专业制造厂。１９８４年，崇信县农业机械修造厂承担地列９ＳＴ—６００
型配合饲料加工机研制课题，经过一年多研制成功并通过鉴定验收。１９８７年，试制
成功９２Ｐ—１０圆盘式铡草机。
１９８８年，泾川县农业机械修造厂投资１８９万元，扩建１６万件拖拉机齿轮轴生产

线。１９９０年后，建成灵台县农业机械修造厂１５万只拖拉机气缸盖生产线。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农业机械制造企业 ８户，职工 ５７７３人，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１４５

万元，销售产值 ６２５１万元，中间投入 ５１３８万元，资产总额 ２９２６５万元，流动资产
１１７１７万元，固定资产１３３９５万元，流动负债１８１０９万元，销售收入６２９１万元，利
润 －１７４０万元，利税 －１３７５万元。生产泵 ２２０台，锻件 ３２吨，拖拉机气缸盖 １万
只、气缸套５７万只，建筑吊车７台，谷物播种机１３１１台。２００１年生产农业机械配
件１６万件。

灵台农业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在灵台县什字镇，占地５１万平方米。
１９５８年，县铁业社、建筑社合并，成立地方国营灵台县农具厂，生产铁木农具、

日用家具和房屋建筑，从业９０人，工业产值８７万元。１９６４年７月，在什字人民公
社成立灵台县拖拉机站。

１９７０年８月，灵台县农具厂和灵台县拖拉机站合并，在什字人民公社成立灵台
县农业机械修造厂，从业 ４７人。１９７２年后，试制 ３５型、５０型水轮机，１１２４—０２９
缸件和履带驱动轮轮毂等拖拉机配件，以及 ６ｆ—１７２８８圆筛磨粉机，生产 ６ＪＤ３６×８
深水泵，Ｓ１９５、１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９０、１７５系列 ９个品种的气缸盖、播种机、脱粒机、
钢门窗等产品。将西安２ＢＸ—７型畜力播种机改进为 ＢＫ—五 （七）手扶和畜力通用

宽苗幅播种机。

１９８９年，实施气缸盖生产技术项目改造，晋升为 “甘肃省二级企业”。１９９２年，
先后引进４６项新工艺，实施播种机、脱粒机生产线技术改造，被平凉地区行政公署
评为全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先进集体、平凉地区技术进步先进单位、重合同守信用

单位。

１９９４年，实施股份制改制，易名灵台农业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被地区行政
公署评为 “十强国有企业”、“地级文明单位”、“重点财源建设先进企业”、“模范职

工之家”等荣誉称号，连续３年实现产值上千万元，利税上百万元。有职工４６０人，
资产总额１２６２万元，主要设备 ３８０台 （套），产品有 ４大类 １８个系列 ４６个品种。
生产能力年产气缸盖、气缸套各１５万只，播种机、脱粒机、粉碎机、铺膜机、扬场
机等农业机械５０００台 （件），钢铝门窗 ４万平方米，纸箱 １５万件。产品营销全国
２８个省、市 （自治区）并与２０多家厂方建立供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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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有资产总额１７９５万元，固定资产７７８万元，职工４０７人。生产拖拉机
气缸盖１０５万只，气缸套８５万只。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００万元，销售收入
８５８万元，税金８５万元，利润６万元。是年底停产。

静宁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　在静宁县城。１９５８年由县铁业社、木业社、自行
车修理社合并成立静宁县农具制修厂，有职工 １０８人，生产设备 ５台，主要产品有
铁锤、山地犁、铁锅、虎钳、压面机、木制三行播种机等。１９５９年后，不断引进设
备技术，研制开发双筒提水机、手摇收割机、木制鼓风机、轻型步犁、玉米脱粒机、

亚麻机、防雷雨炮和手推车等产品。１９６６年３月，改称静宁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
１９６７至１９８８年，主要生产人力车辐条、轴头、４０型水轮机、１２千瓦交流发电机、
３１０型粉碎机、综合机床、夹杆锤、人力车内外档、３ＢＡ—９水泵、冷冻机、人力车
钢珠、１９５柴油机缸盖、１９５洽门罩盖、东—７５元宝梁、１１号泵推力盘、手扶刹车、
水利启闭机、２ｆ—３型化肥深施器、２ＢＦ—２型分层施肥播种机、５ＹＳ—５００型手摇扬
场风扇、ＪＨ６０５Ａ型机动三轮运坯车等。１９９０年，晋升为 “甘肃省二级企业”。

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 ４２５万元，职工 １４３人，产品有 ６５０型人力车辐条、
２ＢＸ—３型畜力播种机、覆膜机、三轮风扇、电动风扇、四轮风扇、６ＦＳ—１５００型和
６ＦＳ—７００型分离机等。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２４万元，销售收入 ７１万元，税金 ５
万元。２００２年，被静宁县建筑集团公司兼并。

甘肃省平凉地区八一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在平凉市四十里铺镇，隶属地区行政
公署经济贸易处。占地３０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０４万平方米。

前身为甘肃省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隶属平凉县。１９６４年 ７月 １日，分出其
修理车间名为甘肃省平凉专区八一农业机械修理厂，隶属平凉专员公署农业机械管

理局。１９６９年，机械工业部定点为农机配件生产厂。主要生产东方红—７５、东方红
—５４、东方红—２８型拖拉机冷却泵、支重轮，铁牛—５５型拖拉机前支架、后轮毂、
气缸盖、“２１３５”型柴油机、农用汽车、拖拉机凸轮、油泵凸轮轴、水泵轴、水泵、
水泵叶轮、水泵变压器等。至 １９７８年，有固定资产原值 ２２３９万元，职工 ２２２人。
１９７９年停产，改产钢门窗、图书设备等民用品。１９８４年２月更名为平凉地区八一机械
厂，隶属地区行政公署经济委员会。１９９１年 １１月，与平凉电机厂联合组建平凉地区
电机电器总厂。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地区行政公署经济贸易处。
１９９８年，有总资产８８６８万元，职工２８６人，各型车床、８０吨压力机等主要设

备３８台 （件）。２００１年销售收入 ８２万元，利税 －５４万元。２００２年，因产品无销
路，停产。

第三节　电机电器

１９６８年，建成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电子器件。１９７０年，在平凉县综合修理
厂的基础上，成立平凉综合电机厂 （后改为平凉地区电机厂）。１９７１年，建成平凉
地区电子元件厂，试制生产低频大功率锗晶体管、场效应晶体管和硅平面中功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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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管，年生产能力 ３０万只。１９８９年建成平凉无线电厂，有职工 ３８人，组装生产 ５
微型车用黑白电视机和收录机。１９９０年平凉地区电机厂建成５万千瓦防爆电机生
产线。１９９３年平凉无线电厂被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兼并。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平凉电子
器材厂被平凉电机电器总厂兼并，１９９５年生产各类电机 ７６３万千瓦，高低压电瓷
１０７１吨。１９９９年，平凉电子器材厂与电机电器总厂分设，依法宣布破产。

２００１年，有电机电器制造企业３户，资产总额 ２１９８８万元，固定资产 １０００３万
元，职工１８９９人。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３９２万元，工业增加值 ８００万元，销售收入
３３４５万元，利税６２０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交流电动机４８２万千瓦。

平凉电机电器总厂　在平凉市紫金城，隶属地区行政公署经济贸易处，占地４４
万平方米。

１９６９年筹建，１９７０年４月成立平凉综合电机厂，有职工 ７９人。初为试制 ＪＦ—
３０交流发电机、１０千瓦发电机、ＪＯ系列４５千瓦电动机、ＪＦ９０交流发电机和 Ｆ４５Ｓ
直流发电机。

１９７４年４月，划归平凉地区。试制拖内电机Ｆ２９Ｂ，生产的Ｆ４５Ａ出口坦桑尼亚。
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３年，试制 Ｆ３３Ｂ、ＳＴ９５０、ＪＦ０１Ｃ、ＳＴ８Ｂ起动机，生产拖内电机、小四
轮拖拉机转向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生产 ＦＤ—５０风力发电机、ＷＱＸ—３７０瓦、
ＷＱＸ—５５０Ｗ潜水电机。投资１８万元完成喷漆流水线技术改造，获 “甘肃省先进企

业”、“甘肃省六好企业”称号。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试制Ｙ系列Ｙ１１２、Ｙ１３２、Ｊ０２４—
４、Ｙ８０、Ｙ１００、Ｊ０２２—５１—４—７５型 电 动 机 和 Ｙ９０、Ｙ１６０、Ｙ１８０型 电 动 机、
ＴＺＨ２００ｍ４—ＴＨ２４ＫＷ相复励电机、ＹＧＢ管道泵电机，实施防爆电机改造项目。开发
的 ＹＢ隔爆型电机填补省内空白，属西北地区首家生产。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兼并平凉电
子器材厂。１９９７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进行剥离改造，一厂分二，总厂依法破产，
析出平凉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年，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有资产总额 ２３１３万元，固定资产 １４７７万元，
职工５５４人。完成工业产值 ３８４万元，工业增加值 １３０万元，销售收入 ２０４万元，
利润 －１１８万元，税金１万元。２００２年，因产品无销路，停产。

平凉电子器材厂　在平凉市文化街，隶属地区行政公署经济贸易处，占地 １８８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１６７平方米。
１９７１年３月投资３５万元建成投产，名为平凉地区电子元件厂，主要生产低频大

功率３ＡＤ锗晶体管。１９７３年更名为平凉地区半导体器件厂。１９７４年，试制生产
３ＡＤ６、３ＡＤ３０产品及晶体管汽车点火装置。被国家四机部列为锗低频大功率管定点
生产厂，产品行销１９个省市。１９７５年生产场效应晶体管３ＤＪ系列产品和硅平面中功
率晶体管。１９７８年生产晶体管 ９６万只。１９８３年 ３月上划甘肃省电子工业局管理，
是年５月并入敬东机器厂，更名为敬东机器厂平凉分厂，新建电视接收器高频头生
产线，转产高频头。１９８９年７月，归平凉地区管理，更名为平凉电子器材厂。先后
生产电子式继电器、电视机偏转线圈、电视外插式遥控器、住宅配电箱、电子整流

器、节能灯头等，均未形成生产规模。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被平凉电机电器总厂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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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分设，有资产总额６２６万元，总负债６７２万元，职工２３９人。遂依法破产。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 （７７８厂）　隶属甘肃省电子公司。在平凉市盘旋路西北，

占地１２１万平方米。
１９６５年２月筹建，１９６８年 １２月 ２６日建成投产。１９７８年获甘肃省 “大庆式企

业”称号。１９８０年兼产民用品，有真空开关管、真空接触器２类１００多个品种。有
２１种产品受国家、部委和甘肃省的表彰奖励。１９８５年有职工 １９４９人，年产各类电
子管１２９万只，完成工业产值１０６５万元。有３５个产品填补国内空白，３１个产品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１１个产品达到或接近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
原值９７９９万元，净值 ５２２１万元，职工 １９５４人，完成工业产值 １６１８万元，销售收
入１５９５万元。
２００１年，析出长风集团虹光微波器件有限责任公司。有职工２２８０人，资产总额

１９１６５万元，其中固定资产９９４６万元，累计亏损 ７６２９万元。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总
产值２８００万元，销售收入１８７３万元，工业增加值８１７万元，利润 －５１９万元，税金
２１万元。

第四节　修理修配

１９８５年，全区有修理修配企业 ９１户，从业 ７３４人，有资产总额 ４３５５４万元，
固定资产 ３７４１万元，各类金属、木塑切削机床 ５８台 （件），锻压设备 ２８台
（件），铸造炉１２台，熔铁小高炉 １座 （１０立方米），发电机组 ８台，电焊气焊机
１４４台，机械总动力１７３万千瓦，建筑面积１８７４５平方米，年产值３７９９万元，利
税１９７万元。２００１年，有企业７４户，注册资金１０７５万元，从业９８５人，完成工业
总产值５７００万元，利税２１０万元。

一、农机具修配

４０年代，平凉城区有农机具修配业２０户，专修木轮大车、自行车、人力车、汽
灯、煤油炉等，手工自制螺帽、螺钉、车轴等零件。

１９５８年后，相继建立国有修理企业，对拖拉机进行维护保养及预防性修理。
１９６３年开始，接收修理大中小型拖拉机。在甘肃省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基础上
建起八一农业机械修理厂，从事农业机械修配。１９７５年，建立县、公社、大队三级
农机修理网，以县农机修造厂修理为主转向以社队修理为主。１９７６年，全区有修理
网点２３７个，基本达到拖拉机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１９８０年后，农机修理形成
多种方式。１９８６年，有农机修理企业 ５户，民办农机修理 １３７户。１９９８年，有地、
县企业５户，乡镇修理网点６５个，村修配点３个，联户和个体修理点２３１个，共有
修理设备１２１９台，人员７５６人。修理大中小型拖拉机１６３１０台，修理柴 （汽）油内

燃机９７７台以及其他各种农机具。
二、汽车修配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西北公路管理局在平凉设立修车分厂，有职工和学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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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床、电钻、发电机、电动磨汽门机、电器试验器、柴油泵校正器等设备，机

修、电气、钻床、铁工、补胎、铜工等工种。次年，西 （安）兰 （州）公路沿线有

修理技术的工匠自设修理行，修补轮胎、维修汽车。２７年 （１９３８），在静宁设救济
站，承担行驶中发生故障车辆的抢修业务。３２年 （１９４３），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在
平凉增设保养场，有员工 ２３人。次年，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将西安修车厂移址平
凉，与平凉修车分厂合并为平凉修车厂，辖救济站、保养场各４个。３４年 （１９４５），
平凉城区有西兰公路汽车修理厂、平凉驿运站修车所。３６年 （１９４７）９月，平凉修
车厂缩编为保养场。有私营修车行店七八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平凉县私人汽车修理行、店、铺有 ６０余家，其中铺面大、技
术好的修理行铺有封殷成等７家。１９５６年３月，成立甘肃省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
公司修理厂。１９６２年，农机修造企业开始承修农用汽车。１９７４年平凉县七里店成立
第一家集体修车厂，此后柳湖公社泾滩大队也办起修车厂。１９７６年，地、县农机修
造厂修理农用汽车３７辆。１９７８年后，各县和重要集镇以及车辆较多的厂矿企事业单
位，先后成立汽车保修厂 （场），联营和个体汽车修理行、店、铺遍及城乡，汽车修

理力量猛增。１９９５年汽车修理厂和维修网点发展到２２５家。１９９８年，对２５８家维修
户 （国家２９户，集体３１户，个体１９８户）进行检查整顿，核定一类４户，二类５６
户，三类１９８户，从业 ２６８３人。乡镇农机修理网点修理农用汽车 ５８０１辆，其中个
体户修理３３０１辆。

平凉地区汽车修理厂　甘肃老字号。１９５６年 ３月，甘肃省公私合营第二汽车修
理厂由兰州迁至平凉，与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合并，名甘肃省公私合营平凉

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有职工２０５人，其中技工１２２人。１９５７年５月，将４家个体
汽车修理行店并入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成立汽车保养场。１９５８年，由平凉
专员公署交通运输管理局接管，转为国营企业，与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分设。１９５９年
职工增加到４３５人。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收归甘肃省交通厅管理，定名甘肃省平凉汽车修
理厂，被列为甘肃省交通运输工业 ８个重点企业之一。生产流程由综合作业改为专
业分工修理。１９６５年初，庆阳汽车修理厂筹建处移交平凉汽车修理厂。１９７２年，开
始制造气泵、水泵总成和气缸盖等汽车配件。１９８２年，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牌
汽车技术服务站、第一汽车制造厂兰州维修服务中心平凉技术服务站，并派出修车

流动组，组织联营修车厂，招揽修理业务。１９８３年更名平凉地区汽车修理厂，归地
区行署交通处管理。１９９８年改制为平凉地区卫东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有职工８８
人，设大车、轿车修理、汽车配件精加工车间，建立特约维修服务站 １２处，投资
２００万元，购置现代化设备，更新了原有设备。

第五节　兵器制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本地已能铸造戈、钺、戟、剑等兵器。明代岁造盔１６０顶，
青甲１６０副，弓３００张，弦 ４００条，箭 ６４００支，腰刀 ２００把，斩马刀 ４０把。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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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载。

１９６５年，在平凉城区开工筹建红峰机械厂。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平凉县土谷堆、华
亭县安口开工建设丰收机械厂和华丰机械厂，均隶属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

１９７０年４月至１９７６年，根据 “靠山、分散、隐蔽和不与民争地”的原则，选址华

亭县石堡子和平凉市土谷堆，成立 “五二工程”指挥部，组织周围１０县近万民兵土
建大军，称 “三线大会战”，建成跃进机械厂、前进机械厂、胜利机械厂３条兵器工
业部属反坦克武器生产线。这些军工企业生产枪弹、手榴弹、半自动步枪、高射机

枪、火箭弹、火箭筒、引信、瞄准镜等。１９８４年后，军转民，兼产自行车、钢门
窗、制瓦机、洗衣机、儿童玩具、锁具等民用品。

国营红峰机械厂 （九二○厂）　在平凉市西郊二天门。１９６５年４月筹建，１９６６
年投产。占地２７０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８６３万平方米。累计投资 ２１５９万元，年
生产枪弹４６００万发，手榴弹 ２３００万枚。５６式枪弹综合良品率一直保持在 ９６％以
上，曾荣获甘肃省优质产品证书；５１式手枪弹综合良品率平均为 ９２７％。１９８０年
后主产民用品。至 １９８５年累计实现利润 ５９４９万元，上缴利润 ３９２万元。１９８６年
民用品产值７００万元。１９９２年建成年产 ５０００吨蒽醌法双氧水生产线。１９９８年有职
工１９４０人，主要机械生产设备 ５０９台，固定资产原值 ６３１１万元，完成工业产值
１５１９万元。蒸汽疏水阀年生产能力发展到１１万台、１０大系列、１５０多个型号、５５０
多种规格。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６８３万元，总产值 ２４８１万元，销售收入 ３１１９
万元，税金４２５万元，亏损１６２万元。

国营丰收机械厂 （九七八厂）　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工建于平凉县土谷堆，１９６９年
完成基本建设工程并试产。１９７０年转入批量生产５６式７６２毫米半自动步枪。占地
２７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７３万平方米。累计投资 ２５５２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１９７３３万元，主要生产设备 １１７４台。年生产能力为半自动步枪 ２５万支。产品一
次交验合格率平均 ８１４８％，综合良品率 ８９２９％。１９８０年改产民用品，迁入平凉
市西郊二天门。至１９８５年工业总产值累计为４９４０万元，实现利润总额３２８７万元，
亏损总额１２８７万元。１９８６年生产钢门窗７万多平方米，钢模板５００吨，完成民用品
产值６３２万元。１９９２年与航天工业部６０２所共同研制成功国内第一条国产化３２头彩
板轧型机生产线。产品有铝合金门窗、不锈钢门窗、防盗门、塑钢型材、矿用单体

液压支柱等。１９９８年有职工 １５４４人。完成工业产值 ２２８２万元，销售收入 １７３３万
元，税金１５７万元。２００２年有固定资产９３００万元，流动资金６０００万元。完成工业
增加值３１６万元，销售收入１１８４万元，利润 －７４４万元。

国营华丰机械厂 （九九三六厂）　在华亭县安口镇小庄黑沟。１９６６年 ６月始
建，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投产。占地１５８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６３万平方米。累计投资
１７３９万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１４００万元，有主要生产设备２５８台。年设计生产能力
为高射机枪５００挺。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平均９２０３％，综合良品率９３６２％。工业
总产值由１９７０年１０４２５万元增加到 １９７５年 ２２１５万元。至 １９７９年累计上交利润
４３５２万元。有职工１０１２人。１９８０年改产民用品，主要产品有洗衣机、自行车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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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镀铬烤漆折叠椅、单管猎枪、钢丝床、镀铬落地台灯、手压水泵等 ２０多种。
１９８４年１月迁往天水，并入岷山机械厂。

国营胜利机械厂 （五二○三厂） 在华亭县安口镇石堡子。１９７０年 ７月始建，
１９７６年９月竣工。累计建设总投资 ７６８０万元。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４０毫米火箭弹
１５０万发。生产的火箭弹一次交验合格率平均８４８８％，综合良品率８６５９％，曾荣
获甘肃省优质产品证书。工业总产值由 １９７４年 ２３１６万元增加到 １９７９年的 ５３５４万
元。１９８０年新建年产 ７０００辆自行车生产线，又名西北自行车厂，改产民用品。相
继开发的产品有 “熊猫牌”自行车、震源药柱、塑料薄膜、有机玻璃等。“熊猫牌”

自行车获甘肃省优质产品证书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优秀新产品奖。至１９８５年累计上交
利润和税金１２５２８万元。１９８７年有职工３９９４人，工厂占地１０３９６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２３２７万平方米。有１９条流水作业线，各类生产设备２０７３台 （件），固定资产

原值７５２９万元。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交首都钢铁集团。后迁往甘肃省皋兰县。
国营前进机械厂 （五二○四厂）　在华亭县安口镇石堡子。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始建，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建成。累计建设总投资 ４２２６万元。占地 ５４３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１６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 ３９０８万元，主要生产设备 １６５０台，职工 ２３６１人。
年生产能力为反坦克火箭弹引信１５０万发，点火具２８万发。引信一次交验合格率平
均７３６８％，综合良品率 ８４０５％；点火具一次交验合格率平均 ８６７％，综合良品
率８５７５％。工业总产值由 １９７４年 ３９４５万元增加到 １９７８年的 ９６１５万元，年均
利润５７８万元。１９７９年调整产品结构，进行多种生产，扣锁发展到 １０多个品种，
“虎牌”门锁被评为甘肃省名牌产品。１９８３年生产引信 ３９１６万发，点火具 ３４０４
万发，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１５０２万元，利润总额２９２３万元。１９８７年生产各类门锁、
摩托车锁２１７７万把，电视调制器 １１３４台，压电陶瓷点火器 ４１４万支，完成工业
产值７１２万元。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交首都钢铁集团。后陆续迁往北京市。

国营跃进机械厂 （五二○七厂）　在平凉市土谷堆镇北。１９７０年 ４月始建，
１９７４年 ７月建成。累计建设总投资 ３３３７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３０８３万元。占地
２１０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４４５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１０９６台。年设计生产能
力为４０毫米火箭筒 ９００门，瞄准镜 １２００具。火箭筒一次交验合格率大部分为
１００％，综合良品率平均９２６９％；瞄准镜一次交验合格率平均为２８３％。工业总产
值由１９７５年４０７６万元增加到１９７９年６１９万元。１９８０年改产民用品，主要产品有
单缸洗衣机、家用压面机。１９８３年完成工业产值 ５６２万元，实现利润 １０６２万元。
１９８５年有职工１３８２人，工业总产值累计为３５１６万元，年均２９３万元。与首都钢铁
公司联营，生产的民用产品主要有半干土制瓦机、医用立觉式验光仪、塑料玩具等。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交首都钢铁集团。后陆续迁往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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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材工业

第一节　水　泥

１９５８年７月，筹建地方国营平凉市水泥厂。７０年代，先后建起峡中和崇信、华
亭、静宁、庄浪等地、县水泥厂，平凉上杨、庄浪万泉、静宁后梁、威戎、华亭、

策底等乡营水泥厂。

８０年代初，平凉市水泥厂、地区峡中水泥厂成为省建材行业定点生产厂家。崇
信县水泥厂建成直径１５×６５米机立窑 １座，设计能力年产水泥 ７０００吨。静宁县
水泥厂进行直径１７×７米塔式机立窑生产配套技术改造，设计能力达到年产水泥２
万吨。庄浪县水泥厂土立窑改造为机械立窑，生产能力扩大到 ２万吨。华亭县水泥
厂进行一期工程改造，设计能力达到年产水泥 １４万吨。庄浪县万泉、卧龙，静宁
县威戎，华亭县策底，平凉市上杨等水泥厂均改为机械立窑生产。

１９９０年，有水泥厂１３户，其中地、县国营厂６户，集体所有制厂７户。国营职
工１８８７人，固定资产 ２２３１７万元，年生产水泥 １８５７万吨。国营、集体水泥企业
共生产水泥２０４１万吨。除供区内需要外，销往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区。水泥生
产预加水成球技术、添加晶种煅烧技术、半黑生料、全黑生料等先进技术得到广泛

推广采用。平凉市水泥厂、地区峡中水泥厂、平凉市上杨水泥厂、庄浪县水泥厂等

采用微机控制配料和包装技术。１９９１年，崇信县水泥厂、华亭县水泥厂分别获得甘
肃省 “良好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企业”称号。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静宁县水泥厂兼并
后梁水泥厂，承包后梁乡石料厂，联合威戎水泥厂组建静宁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兼并静宁县汽车运输公司和静宁县工艺美术厂。次年投资 ４２０万元改造扩建，年生
产能力增至４万吨。１９９７年地区峡中水泥厂兼并平凉泾河水泥厂，控股甘肃华陇有
限责任公司。华亭县陇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策底水泥厂，成立陇东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庄浪县水泥厂先后兼并县农业机械修配厂、铁器厂、卧龙乡白灰厂，改为

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平凉市水泥厂为依托组建平凉太统水泥集团公司，以地区峡中

水泥厂为依托组建平凉崆峒建材集团公司。

１９９８年，建成庄浪县特种水泥厂。同年，庄浪县水泥厂被评为 “甘肃省企业科

技先进集体”，平凉市水泥厂、地区峡中水泥厂、静宁县水泥集团公司、平凉市上杨

水泥厂连续３年被评为 “全区十强企业”。全区有水泥企业 １１户，固定资产 １５５６６
万元，从业３４１６人，总生产能力６０万吨。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５４６４万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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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１６５６０万元，利税２４８４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水泥８２２７万吨。
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　在平凉市峡门乡境内，离市区１７公里，隶属地区行署经

济贸易处。占地６６７万平方米。
前身为１９６９年建的平凉地区峡中煤矿转产水泥。１９７２年定名为平凉地区峡中水

泥厂。１９７３年投资１８０万元，建成２万吨水泥生产线，直径１５×７４米普通机立窑
１座。１９８５年投资 ３７９５５万元实施节能改造，形成 ４万吨／年生产能力。１９８８年，
建成直径２２×８５米塔式机立窑１座，总装机容量１３３３千瓦，生产水泥３１万吨，
完成工业产值 １６５５万元，销售收入 ２６８３２万元，利税 １７５１万元，有职工 ２９１
人，固定资产５２８６万元。
１９９５年８月始，投资３４０万元，实施６万吨扩能改造。１９９７年，实施８万吨技

术改造。１９９８年投资７０５６万元，建成年产水泥２０万吨湿法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生
产线，水泥总生产能力达到 ３０万吨／年。办有新型装饰材料厂、平凉泾河水泥分厂
等４户二级企业。连续７年被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政公署评为全区 “十强国有企

业”，并获平凉地区 “科技创新示范企业”称号，被评为省级 “重合同守信用”单

位，省建材局评为 “甘肃省建材行业先进企业”。“崆峒牌”水泥被评为平凉地区名

牌产品，获中国建材企业协会 “全国重点工程推荐使用产品”。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
增加值２７５０万元，销售收入７５６０万元，利税６４０万元，生产水泥２８万吨。有职工
７４０人，资产总额１３７１３万元，固定资产９８３１万元。主要产品有 “崆峒牌”硅酸盐

５２５Ｒ级、４２５Ｒ级旋窑水泥和普通硅酸盐 ４２５Ｒ级、３２５Ｒ级机立窑水泥及水泥
包装袋、铝塑复合管、马路砖等。

平凉市水泥厂　在平凉市太统南路，占地 １４６７万平方米。１９５８年 ７月筹建，
１２月市商业系统在水桥沟办的水泥厂并入。１９５９年 １月，建起直径 １５×６米动力
鼓风窑、１５吨立窑各１座，自制铁质磨机１台、动力轮碾机２台。１９６０年建起直径
２５×１０米普通立窑２座，引进直径１８３×６１３米球磨机２台，年设计生产４００号
普通硅酸盐水泥 ３２万吨。１９６２年 ５月 １５日停产。１９６５年甘肃省投资 ４０万元，
地、市投资１０万元，于１９６７年６月６日恢复投产。
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４年，投资１１４５６万元，进行太统山石灰石矿山建设，引进苏联制

造的鄂式破碎机，建立破碎系统。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８年，投资２２５８８万元，进行扩建改
造，将普通立窑改造成塔式机械立窑，年设计生产能力提高到 ６５万吨，实际年产
量达到６万吨。单位成本由１９６７年１０１１５元降到４５０２元。１９７９年扭亏为盈，实
现第一次翻番，产品注册商标为 “太统牌”，有固定资产原值 ５８７９万元，净值
３９２３万元，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由１９６６年３１吨／人提高到１１６５吨／人。

１９８０年后，改建直径３×４５米带立筒预热器回转窑生产线及配套生料系统项目，
填补陇东地区大窑水泥生产空白。完成投资７２４９２万元，形成机立窑和回转窑两条
生产线，设计年产能力１５万吨。产品有硅酸盐５２５号和４２５号、普通硅酸盐４２５号
和３２５号，以及７５℃油井水泥新产品等。１９８７年，投资２４４万元，新增直径２２×
５５米的水泥磨机及其配套设备。形成年产１５万吨水泥生产能力，成为省内水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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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骨干企业。１９８８至 １９９３年，自筹资金 ２７３６万元，先后完成烧成车间萝茨风机
噪音治理改造项目。１９９６年总投资 ２０９４万元，实施水泥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扩建
直径３×１１米机立窑生产线，形成年产２０万吨水泥生产能力。
１９９８年，装机容量达到６４７０千伏安。主要产品有 “太统牌”４２５号、５２５号 Ｒ

硅酸盐水泥及 ３２５号、４２５号、５２５号普通硅酸盐水泥，远销陕甘宁三省 （区）４０
余县 （市）。连续５年被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地区行政公署评为全区 “十强国有企

业”，跻身于甘肃省 “百家最大经营规模和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行列，被甘肃省建材

局授予 “甘肃省建材行业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１７００万元，
销售收入４５９８万元，利税７１４万元，生产水泥３０万吨。有职工１４００人，资产总额
１１０００万元，固定资产８５４３万元。２００２年７月，新增综合效益３００万元的回转窑节
能环保达标改造项目竣工投产，年生产能力达到４０万吨。

庄浪县特种水泥厂　在县城西 １公里处。占地 ３０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９２
万平方米。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筹建，１９９８年建成投产。采用干法回转窑锻烧工艺流程。产品５２５
号、６２５号普通硅酸盐水泥，５２５号、６２５号抗硫酸盐水泥。为大坝、桥梁道路特种
水泥，填补区内空白。有直径１６×３９米回转窑、直径１５×５７米生料磨、水泥磨
各１座，容积５００吨的生料、均化水泥库 ８座，主要生产设备 ２９２台，年生产能力
２５万吨。２００２年，有职工 ４１０人，资产总额 ３７９６万元，固定资产 ２５０１万元。生
产水泥４２万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７０万元，销售收入１１７６万元，利税２１０万元。

第二节　砖　瓦

平凉砖瓦窑 （１９４５年）

西周已烧制板瓦、筒瓦。秦

代砖瓦工艺逐步成熟，品种增

多。静宁县秦长城两侧出土了大

量秦代砖瓦，古成纪遗址砖瓦遗

存堆积厚达１米以上，仅云纹瓦
当有１２种。汉代砖瓦渐趋规整。
唐、宋至清代，砖瓦生产规模扩

大。民国时期，砖瓦窑散布各

县，多烧青砖、青瓦。手艺精良

者烧制猫头筒瓦、狗头筒瓦、滴

水、花棱、屋脊、六兽、庙宇鸱

吻，兼制花盆等。

１９４９年，全区生产砖２５１万块。１９５３年，生产砖６３３４万块。规模较大的有平
凉市子兴厂、万义厂、天顺兴厂等。１９５６年成立砖瓦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平凉市
砖瓦生产合作社过渡为地方国营平凉市第一砖瓦厂。生产砖 ２９５万块，瓦 ５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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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１３２万元。１９６３年，开始逐渐改变手工生产方式，日产量由１１万块提高到５
万块。１９６６年，建起２６门轮窑，替代土窑烧制，开始生产红砖、红瓦。
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７年，建成静宁县砖瓦厂、华亭县西华人民公社峪民生产大队砖瓦厂

和安口砖瓦厂，平凉县四十里铺建起平凉县第二砖瓦厂。１９７３年，平凉县第二砖瓦
厂对人工干燥机砖生产线进行技术改进和扩建，新增生产机砖能力 ５００万块。１９７６
年，灵台县建起１０门轮窑砖瓦厂。
１９８１年，平凉县第一砖瓦厂自行设计制造筛选机，用于黏土筛选、除石，提高

产品质量。１９８３年，将 ２６门轮窑改建成 ３６门，年增加生产机砖能力 ３００万块。

瓦　坯

１９８４年，乡镇大办砖瓦厂。１９８５年，平凉市第
一、第二砖瓦厂研制开发空心彩轴承重多孔砖

和空心彩色地面砖，填补甘肃省建材工业空白。

１９８８年，全区有砖瓦厂 １４２户，其中国营 ２
户，集体７户，乡镇 １３３户，年生产机砖 １４亿
块，瓦 ３８００万页。１９９１年，平凉市第二砖瓦厂
获“甘肃省优胜企业”称号。

１９９４年，全区有砖瓦厂 １６０户，其中国营
２户，集体 ７户，乡镇 １５１户，年产砖 ３６１亿
块，瓦 ４２４４万页。１９９５年，平凉市第一砖瓦
厂被市水泥厂兼并。第二砖瓦厂建起 ＰＶＣ塑钢
门窗异型材生产线，年产型材 ３６０吨，成品窗
２万平方米，兼制砖瓦，易名平凉市新型建材
厂。１９９８年，有砖瓦厂 １５４户，其中国营 １
户，集体 ７户，乡镇 １４６户，生产砖 １１４０亿
块，瓦１３１亿页，完成工业产值 ９１１７４８万元。
２００２年，生产砖２９８亿块，瓦７２５万页。

静宁县砖瓦厂　在县城东。１９５６年，从事竹藤柳编工艺的 １２户 ２１人自愿以工
具作价入股成立静宁县竹器生产合作社。１９６２年烧制石灰、青砖、青瓦。１９６４年改
称静宁县砖瓦厂。１９６９年，购置２８０型制砖机。１９７１年，土法生产硫化碱８５５吨。
１９７５年，建成１８门轮窑。１９８３年建成２８门轮窑，１９８４年改建为３６门。

１９９８年，投资２００多万元购置 ＺＫ４００型真空制砖机，建成第二条生产线，年综
合生产能力３０００万块，有３６门、２０门轮窑各１座。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２１５人，资产
总额８４８万元，固定资产 ４９３万元。生产机砖 ４０１６万块，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６５万
元，销售收入５１０万元，税金５５万元，利润１６万元。

平凉市四十里铺镇砖瓦厂　在庙庄沟口。占地 ４２７万平方米。镇办集体企业。
１９７７年５月建成投产。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３５万元。年生产能力机砖１０００万块，有
职工６５人。２００２年，生产机砖 ４３０万块，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５万元，销售收入 １９０
万元，税金１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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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　他

一、涂　料
１９８４年，平凉市柳湖乡十里铺村农民马新贵试产白色、苹果绿１０６内墙涂料１９

吨，１０７地面建筑用胶水３吨，填补区内涂料生产空白。
１９８５年，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建起涂料厂，生产１０６内墙涂料２５１吨、１０４外墙

涂料１０３吨、１０７地面胶水 １２吨。平凉市十里铺涂料厂生产 １０８外墙涂料。至
１９８７年，共生产涂料、胶水１６０吨。１９８８年，开发出８６５内墙涂料新产品，比１０６
涂料每吨成本降低２８０元，生产 １０６和 ８６５内墙涂料 １９３吨，１０７地面建筑胶水 １５
吨，１０８外墙涂料１２吨。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平凉市十里铺涂料厂、四十里铺涂料厂、民族化工厂、泾川县

涂料厂和华亭县东华涂料厂，另有平凉市区３家季节性生产的小涂料厂。２００２年未
列入国民经济统计范围。

二、石　灰
１９５２年，有个体手工业生产者 １２户，年产石灰 ５００吨。１９５８年，建成平凉市

峡门石灰厂、平丰石灰厂、庄浪县李家嘴石灰厂 ３户县办全民企业，年产能力 ２万
多吨。１９６０年转为村办集体企业。１９８４年后，大办乡镇石灰生产企业。１９８６年，
有石灰厂１９户，年产石灰１８６万吨。１９９０年，生产石灰９００吨。１９９７年，生产石
灰１２万吨。２００１年未列入国民经济统计范围。

三、油　毡
１９７１年，平凉县竹器社 （１９７３年改称油毡厂）投资３万元试生产３５０号沥青油

毡４５６４卷，次年达到１８７万卷。１９７８年，投资６７万元改扩建，建成１０００吨原纸
生产线，生产油毡 ６０３万卷，年生产能力增至 ８万卷。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投资 １６０
余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年生产能力达到２０万卷。１９９４年，泾川县砖瓦厂投资１５万
元，建成年产５万卷油毡生产线。次年，庄浪县砖瓦厂投资１２万元，建成年产５万
卷生产线。１９９８年，辖区油毡年生产能力 ３０万卷，当年产量 １４３万卷，主要产品
有５００号、３５０号、２００号油毡。２００１年生产油毡１５４万卷。２００２年，因产品销路
不畅，停产。

四、水泥制品

１９７１年，安口电厂平凉发电所投资２９万元，在平凉县东郊建水泥电杆预制厂，
占地１９３万平方米，生产钢筋混凝土方形水泥电杆。１９７３年投资 ２２７８万元，扩
建离心工艺生产线和锅炉房、水塔等配套生产设施，生产直径 ２００毫米、３００毫米、
４００毫米、５００毫米、６００毫米下水管、普通民用楼板，当年生产各种下水管２４公
里，楼板１９４万块。１９８７年，平凉市水泥制品厂扩建预应力楼板生产线。水泥制
品企业有固定资产原值 １１６万元，净值 ８１万元，职工 １００人，主机设备 １４台
（件），年生产能力水泥电杆 ５０００根，下水管 １６公里，楼板 ２６４万平方米。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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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制品

年以来，先后建成平凉地区建筑

公司预制构件厂、平凉地区水泥

制管厂、平凉市第三建筑公司预

制构件厂、甘肃省建筑第八公司

平凉预制厂、华亭县水泥制品厂

等。１９９８年，有水泥制品企业１２
户，固定资产原值 ７３０万元，职
工４６１人。生产水泥排水管 １４０
吨，水泥电杆１４８万吨，水泥预
制构件 ２３９６万立方米。完成工
业总产值 ２５７０万元，销售收入
２１４０万 元，利 税 ２２０１万 元。

２００１年生产水泥电杆１７万吨，排水管 １７１吨，预制构件 ２７万立方米。２００２年生
产水泥预制构件２６２万平方米。

庄浪县制杆厂　在县城南，占地 １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５年建厂，隶属庄浪县水利
局，年产水泥方杆６００根，用于县内低压线路建设。１９８５年，投资８万元改造扩建，
生产直径１５０毫米／７米、直径 １９０毫米／１２米拔梢杆和 Ｄ３００毫米／３—９米等径杆，
年产３０００根。１９９４年，投资 １８万元，建成 ２孔 １３米蒸养窑。１９９５年 ８月获甘肃
省电力局 《工业产品入网许可证》。１９９９年投资 １４０万元，新建生产线 １条，年设
计能力６万根。有固定资产８００余万元，职工２１８人。生产７个规格的锥形杆、７个
规格的等径杆、拉盘、底盘、卡盘、叉梁等。连续两年获甘肃省 “电力多种经营先

进集体”。２００１年，迁址平凉市，改制为东方电力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２年，
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４０万元，销售收入１８２９万元，税金１６２万元，利润１８０万元。有
职工２１０人，资产总额７８０万元。

五、金属门窗

１９８０年，地区八一机械厂投资 １２万元，购置剪板机等设备 １３台 （套），生产

钢门窗４５００平方米。１９８５年，平凉市二轻机械厂筹资 ７０万元，改造轧钢生产线，
新建钢门窗生产线，形成年产３万平方米钢门窗生产能力。１９８９年，灵台县农机厂
组建钢门窗车间，形成年产 ４万平方米生产能力。１９９０年，有金属门窗生产厂 ２４
户，其中乡镇企业１５户，兼营钢门窗的全民及县办集体厂 ９户，年生产能力 １９万
平方米、６０００吨。主要产品有固定窗、平开窗、上悬窗、中悬窗、推拉窗、进户
门、推拉门、防盗门等。１９９１年，丰收机械厂自行研制彩板３２头轧型机，开发成功
系列冷弯机组、液压纵剪分条机、校平定尺横剪机、专用冲床、铣切机、组装机、

锯片复磨机等１００多种型材轧辊、工序冲模的彩板门窗生产线设备，填补国内空白，
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形成年产１０万平方米、３０００吨彩板门窗生产能力，产
品销往北京、江苏、云南、新疆等１６个省市区。１９９８年，全区有金属门窗厂２５户，
年生产能力３０万平方米、３万吨，当年生产８９８１吨。２００２年，生产各类门窗９８０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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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化学工业

唐代已用朱砂、铅丹、红土和雄黄制成红色，雌黄、雄黄制成红黄色。孔雀石、

氯铜矿、水胆矾制成绿色。石青和青金石制成蓝色。白色多用白垩、滑石、云母、

石膏、高岭土、白云石、草酸钙石、石英制成。民间多取红土，砸成细粉，加水和

泥，泥墙台或水缸。自制食用碱水、工业用土硝的历史悠久。

民国７年 （１９１８），静宁创办中和火柴公司。１８年 （１９２９），辖区之蓝靛著名一
时。灵台县产蓝靛２０万斤，平凉县产蓝靛１万余斤。３１年 （１９４２），平凉县中亚纺
织造胰工厂用动物油脂制肥皂 １５００条。３２年 （１９４３），月产肥皂 ３００条，卫生皂
４００块，生产者增至１０余户。平凉县年产土硝２２００市担，静宁县年产６００市担。３４
年 （１９４５），平凉有肥皂厂２２家。
１９５４年，全区有土碱、硫磺、土硝生产者３０户、６０人，产值１６５万元。肥皂

生产者２７户、３０人，产值 ４２１万元，产量 ６０吨。１９５８年，城乡办起土化肥、土
农药、土硝、土火药工厂数百家，后多停产。建成安口氮肥厂 （１９６４年６月撤销）。
１９７０年，建成静宁县化工厂、平凉地区氮肥厂。１９７１年，平凉、泾川县在四十里铺
筹建平凉氮肥厂 （１９７８年停产）。１９７９年 ５月，地区氮肥厂转产筹建制革。１９８８
年，灵台县地毯厂筹建化工车间生产工业漂白粉。１９９１年，析出成立灵台县化工
厂。１９９０年后，相继建成崇信县乙炔气厂、崇信县综合化工厂，泾川县有机化工
厂、庄浪县日用化工厂、平凉地区化肥厂等。１９９６年５月，静宁县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筹建磷肥生产线。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企业 ２１户，塑料制品企业 １０户。生产炸
药３８２６吨，雷管 ４５７万支，洗涤剂 １１吨，化肥 ２９５７２吨，塑料制品 １９１３吨，其
中薄膜３７９吨，工业漂白粉１５４３吨。１９９９年平凉市氧气厂破产拍卖组成平凉市民清
氧气厂，日产氧气２００瓶、氮气４００瓶。２００１年，有限额以上化工企业１２户，资产
总额１０４４０万元，固定资产５４６５万元，职工１４３９人。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４４３
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３９７８万元。

第一节　火　柴

民国７年 （１９１８），静宁县毛君武、罗操奇创办中和火柴公司，设总分两厂，总
厂在静宁县城内，分厂在岷县县城。静宁县总厂４０多人，生产黄磷火柴，年销 ４００
余箱。１１年 （１９２２），因失火而倒闭。１３年 （１９２４），平凉县创设陇东火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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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厂在平凉县城东关，分厂在华亭县城外，工人７０人，年制销火柴６００余箱。２８年
（１９３９）２月，遭日本飞机袭毁。３６年 （１９４７），静宁县工商业者张子言等 ２７人集
资１万元 （银元），吸收股金６００股 （每股２０元），筹办成立静宁民生火柴制造厂，
从业６９人，年产黄磷、甲级硫化磷火柴 ５００余件。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富陇火柴有
限股份公司有工人３０余人。１９４９年生产１１９７件，产值２４万元。１９８９年，建起平
凉市纸梗火柴厂，占地 ８７７８平方米，有职工 ８９人，年产纸梗火柴 １万件，产值
３０３万元，上缴税金６０００元。后转产。

静宁县火柴厂　甘肃老字号。在县城西，占地 ２７万平方米。前身为静宁民生
火柴制造厂，１９５６年与县百货公司合营，１９５７年改造为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 ７月，
更名为地方国营静宁县火柴厂。有职工４７人，固定资产３１万元。年产乙级硫化磷
火柴２４００件，产值２８万元。１９６０年与县亚麻纺织厂、造纸厂合并，改名为静宁县

１９４８年静宁民生火柴厂股票

亚麻纺织厂，设火柴生产车间。次年

复名为静宁县火柴厂。１９６５年，研制
成功滚筒烘梗机和断木机。

１９７２年，采用国家轻工业部日用
安全火柴标准 ＱＢ２１—６０生产安全火
柴，取代硫化磷火柴。实现刨片、切

梗、调药机械化生产。１９７７年引进
Ｗ３３７火柴自动连续机和无链装盒机，
年产安全火柴３９万件。
１９８０年，按照国家日用安全火柴

标准 ＧＢ３９３—８０生产安全火柴，从业
人员达到１２８人。１９８４年增加蜡梗火
柴产品。１９８５年，建成年产硬质人造
板６万平方米生产线。火柴生产工艺
实现连续化、机械化。１９８６年形成
１５万件火柴生产能力，工业产值突破

２００万元大关，实现产量、产值、利税和职工收入同步增长２０％，创历史最好水平。
１９８７年，在全国１１７户国家布点企业评比中，人均实现利税名列第１３名，定为优级
品。１９８８年，年产能力达到２０万件，生产普通、中档、高档、蜡梗４个花色系列产
品。有职工 ３６９人，固定资产 １５４５万元，完成工业产值 ２３８６万元，实现利税
９１７万元。１９８９年投资 ３６３万元，搬迁厂址，扩建改造。次年生产火柴 ２４万件，
畅销西北各地。１９９０年晋升为 “甘肃省二级企业”。至１９９２年连续６年平均利税突
破百万元。

１９９５年新上盒片生产线。１９９７年，投资 ２０万元建成自制胶生产线、刨花板生
产线，年创产值１２０万元。吸收职工入股１３２万元，改制为股份 （合作）有限责任

公司，有资产总额１２２９万元，其中固定资产８４８万元，从业５５０人。１９９８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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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火柴３０万件，刨花板２５万张，胶３００吨。生产火柴１７３８万件。２００２年生产
火柴３７２万件，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９０万元，销售收入５１０万元，税金８万元，亏损
４５万元。

第二节　雷管　炸药　导火索

６０年代末，静宁县备战办公室创办５人土军工试制小组，开始试制炸药、地雷、
手榴弹、雷管等。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成立静宁县５２０化工厂。利用盆、罐手工卷纸管壳
和仅有的一台手搬压力机，用黑索金、二硝基重氮酚等试制出５０００余发工业８号火
雷管，填补省内空白。１９７１年７月，生产出第一批工业导火索，又填补省内空白。

静宁县化工厂　在县城东郊。１９７７年，静宁县 ５２０化工厂改名为国营静宁县化
工厂。主要生产工业硝铵炸药 （铵油、铵 Ｔ炸药）、工业导火索和工业８号雷管。

炸药自动装药流水线

１９７８年，国家将工业 ８号
火雷管列为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投资１００万元，引进先进工艺和
技术，建成制药、造粒、卷管、

装配等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年生

产能力２５００万发。１９８１年，列
为全省工业８号火雷管唯一定点
生产企业。１９８４年，新上铵 Ｔ
炸药 （２号岩石炸药）新产品。
１９８６年自行设计修建日处理腐
水１０吨的废水处理工程。１９８８
年，生产工业８号火雷管８００万
发，工业导火索６００万米。硝铵
炸药 ６０万公斤，晋升为 “甘肃

省二级企业”。有职工 １８５人，固定资产 １７５９万元，完成工业产值 １９７４３万元，
利税２５０５万元，成为国家定点生产民用爆破器材的专业厂家。１９９３年 ４月，实施
年产２０００吨炸药生产线项目。完成投资 １６８５万元，建筑面积 １１４０５平方米。
１９９４年达产达标。至 １９９６年，连续 ９年被县人民政府命名为 “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５次获地区 “十强国有企业”称号。

１９９７年易名静宁陇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８月经中国兵器工业规划研究院设计，
实施年产１０００万发电雷管项目，投资 ８００万元，建筑面积 ３４３４平方米，购置设备
６６台 （件）。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试车成功。１９９９年 １０月，毫秒雷管试产。２００１年，完
成工业增加值 １６２６万元，销售收入 １５１９万元，利税 ２４４万元。有职工 ３８５人，资
产总额２８０９万元，固定资产１４９５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炸药３６１９吨，雷管８０３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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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化肥　烧碱

一、化　肥
１９５８年国家投资１７０万元，建成安口氮肥厂，１９６４年６月撤销。１９７０年 ５月，

在平凉市十里铺南筹建平凉地区氮肥厂，总投资 ９８０万元，占地 ７５万平方米，职
工５１７人，设计年产能力１万吨。１９７１年，平凉、泾川县在四十里铺筹建平泾氮肥
厂，１９７２年建成投产，１９７８年停产。累计生产碳酸氢氨 １９５万吨，合成氨 ４８０６
吨，产值４５００８万元，上缴税金 ２３２６万元，亏损 ５９９万元。１９７８年全区生产氮
肥８９７１吨，合成氨２９８６吨。１９７９年５月，撤销平凉地区氮肥厂，转产制革，累计
亏损７００余万元。１９８９年，灵台县独店乡贷款 ６０万元，建成年产 ５０００吨磷肥厂。
庄浪县通化乡投资７万元，建成年产１０００吨磷肥厂。地区投资１０７８万元，建成年
产３６００吨复合肥厂。１９９０年全区化肥生产能力 １万吨，实际生产 ５９００吨。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年静宁县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投资 ３０３万元，建成 ２条磷肥生产线。
１９９８年，辖区内有化肥生产企业 ７户，年生产能力 ５５万吨，固定资产 ６２４万元，
职工２１４人。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９１４４万元，销售收入１１０４万元，利税５８万元，其
中利润 ２１万元。２００１年，生产农用化学肥料 ４５８１０吨，其中氮肥 ２０７０吨，磷肥
４３７４０吨。２００２年生产磷肥１４万吨。

二、烧　碱
灵台县化工厂　在中台镇店子村。占地２１８万平方米。
１９８８年，灵台县地毯厂漂白粉车间建成投产。１９９１年析出，成立灵台县化工

厂。有工人２７人。１９９５年，生产的漂白粉、烧碱、次氯酸钙、液氯分别被评为平凉
地区优秀新产品。

１９９６年，进行氯碱深加工技术改造，总投资２１１０万元，采用隔膜法金属阳极电
解盐水先进工艺，年产烧碱５０００吨，漂白粉２５００吨，液氯４３３５吨，盐酸３０００吨，
次氯酸钙５０００吨。产品销往陕、甘、宁等省 （区），销售收入２２９０万元，新增利税
３９５万元。１９９７年，建成年产 １０００吨的小氯碱生产线，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 ３１００
千伏安。生产能力年新增盐酸、次氯酸钠、漂白粉各１０００吨、漂白液５０００吨。
１９９９年有职工 １３１人，产品有漂白粉、烧碱、液氯、漂白液、次氯酸钠 ５种，

烧碱被评为 “平凉名牌产品”。先后５次被县、地区、省有关部门评为 “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４７万元，销售收入３２２万元，利税２６万元。
２００２年生产烧碱１０６４吨，液氯８８１吨。有职工１１８人，资产总额２７２７万元，固定
资产１８０２万元。

第四节　酒精　乙炔气

泾川县有机化工厂　位于县城东２公里处，占地８５亩。１９９３年３月动工，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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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１９９６年６月分别建成年产５０００吨酒精、冰醋酸生产线。总投资２８４０万元。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通过省、地、县验收。是西北地区唯一生产冰醋酸厂家。

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１８９人，其中大中专毕业生 ４０人，各类技术人员 ４８人，累计生
产酒精３５９０吨，冰醋酸２１７吨，完成工业产值１１４２万元，上缴税金４６９万元，实
现利税１６１３万元。产品销往甘肃、陕西、湖北、宁夏、青海等省 （区）。２００１年
停产。

崇信县溶解乙炔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锦屏镇刘家沟东侧，占地２４５万平方米。
１９９１年７月动工，１９９２年９月建成投产。总投资６０８４万元，年产乙炔气能力

４０万立方米 （７万瓶）。
１９９３年，生产乙炔气 １４８万瓶，完成工业产值 １０４万元，销售收入 ７１万元，

上缴税金８２万元，有职工３５人。连续８年产品出厂合格率为１００％，被国家化工
部鉴定为优秀产品，行销陕甘宁省 （区）１１个城市。１９９５年４月５日改为国有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１９９８年５月，改制为职工全额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曾获甘肃省公
安厅 “易燃易爆物品消防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平凉地区 “科技进步三等奖”、“八

五”重点建设先进项目奖、“产品质量信得过单位”。２００２年，有职工 ５７人，资产
总额７０２万元，固定资产 ４０９万元。生产乙炔气 ３１万立方米，完成工业增加值 ５６
万元，销售收入１９０万元，税金２４万元，利润１万元。

第五节　塑　胶

一、塑　料
１９７３年，建成平凉县塑料厂，有职工２５人。生产鞋底、纽扣、帽檐、化肥袋等

小商品。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９年，生产火箭弹尾和弹身塑料包装筒 ７８９５８４万套。引进安
装蓄电池隔板生产线，年产 １３４８万片、５８７５吨。被评为 “甘肃省工业学大庆先

进单位”。

１９８０年，庄浪县化工厂与县亚麻厂合并，成立庄浪县塑料厂，职工５４人。引进
气垫薄膜生产线，年产气垫薄膜 ５０吨、利用收购的废旧塑料，年产污水桶 １０万多
个，产值２５万元。１９８１至 １９８５年，平凉市塑料厂引进生产出蝇拍、果盘、宫灯、
孔雀开屏扇、皂盒、漏斗、梳子、儿童玩具等３０多种民用小商品。生产出工业包装
薄膜、农用大棚薄膜和普通地膜、超薄地膜，填补区内地膜生产空白。逐步形成彩

印生产能力，生产的塑料童凉鞋在西北五省 （区）聚氯乙烯童凉鞋质量评比中获第

三名。庄浪县塑料厂被确定为全省地膜定点生产厂家，年生产农膜 ２００吨，并新上
油脂盆生产项目。

１９８６年，崇信县与香港华侨合资建成陇港彩色塑料胶袋有限公司，年生产能力
彩色塑料包装袋、农用地膜等 ４００吨。平凉市塑料厂研制开发以高、低密度聚乙烯
为主料，加入防霉、防腐、防白蚁、抗老化、静电等辅料，生产出不同管径规格的

油田输油管道，使用性能良好。庄浪县塑料厂新上 ５００万条编织袋生产线。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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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平凉市塑料厂开发劳保安全帽新产品，被列为全省国内技术协作重点项
目。年塑料制品生产能力达到 ５００吨。静宁县二轻厂购进塑料生产设备，扩建塑料
编织袋生产线。

１９９０年，庄浪县塑料厂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形成注射、中空、挤出、压制 ４大
类。１９９１年组建静宁县塑料编织袋厂，塑料编织袋生产线投产，年产能力 １０００万
条。庄浪县塑料厂专项贷款１４万元，购进苯胺型柔性版塑料彩印制袋生产线，生产
卫生纸包装袋１２００万条。１９９５年后，投资 ４５万元，引进塑料拉塑生产线，新上年
产１０００吨无滴漏棚膜和微膜生产项目，产品质量和销量创历史最高记录。形成彩印
制袋、薄膜、管材三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１０００吨。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塑料制品企业１０户，职工８６８人，有塑料彩印、二次加工、热

挤冷压、热压、平压平吹、平压上吹、中空、真空、挤出、注射、烧结等 １３种工
艺，生产中空容器、农用地膜、管材、二次加工、注射等５大类９７种产品。平凉市
塑料厂能承揽加工单件产品在 ２５至 ２００克、最大成型面积 ２０００平方厘米以内的各
种塑料工业配件。共有资产总额 ２６８８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７７７万元，产品销售
收入１２５６万元，利润亏损１０４万元，税金４６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塑料制品６８４３８
吨，农用塑料薄膜４３７吨，塑料丝及编织制品１３３３８吨，其他塑料制品１１４吨。工
业总产值１０４６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９０６万元。

二、橡　胶
１９６７年，在平凉县水桥沟建成平凉市橡胶厂，集体所有制企业。占地８０１０平方

米。主要翻新轮胎、生产橡胶鞋底、杂件等。１９７６年建成静宁县轮胎翻新厂。１９９４
年，２户企业有职工２４４人，固定资产原值１２２万元，完成工业产值３１３万元。２００２
年，生产三角带２２２２万 Ａ米，胶管１８０６万标米，完成工业产值１４８５万元，工业
销售产值９９８万元。

静宁橡塑集团公司　在县城中街，占地２９２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建成静宁县轮
胎翻新厂，生产拖拉机三角带、橡胶杂件、翻新汽车轮胎。１９８０年，更名为静宁县
橡胶制品厂。１９９１年，投资９６３万元改造扩建１００万标米胶管生产线。１９９７年，实
施股份合作制改造，组建静宁县顺达橡胶制品公司，析出胶管生产线成立静宁县缠

绕胶管厂。

１９９８年６月，整体兼并静宁县塑料编织袋厂，组建静宁橡塑集团公司。主要产
品年生产能力三角带 ６０万 Ａ米，平胶带 ４万平方米，胶管 １００万标米，翻新轮胎
１０００条，杂件 １０吨，塑料编织袋 １０００万条。有资产总额 ２４３０万元，固定资产
１６８６万元，从业３５３人。２００２年，生产橡胶制品５４吨，编织袋１７６２７万条。完成
工业增加值３６０万元，销售收入６１５万元，税金１４万元，亏损４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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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冶金工业

第一节　冶　炼

宋代，全区各地均有炼铜、锻铁的记载，而以华亭麻庵铜场沟为最盛，至今仍

见古矿塌陷坑近２０处。明清以至民国，冶炼作坊不断增多。１９５８年８月，“大炼钢
铁”运动中，全区抽调４０００多名脱产干部，组织 １２万余人，集中在华亭安口、平

１９５８年的炼铁炉

凉土谷堆、太统山和崇信新窑

等地，土法上马炼钢铁。据 ８
月４日统计，投劳动力 ９８０２９
人，炼铁４２９１吨，有土高炉
１０３万座。在农村组织逐户
收集 “废钢铁”。大战一个秋

冬，生 产 铁 １３万 吨、钢
２８００吨，而 真 正 的 好 铁 仅
３３８９２吨，大部分为 “烧结

铁”，有许多农户的饭锅、铜

铁家具及门锁等被回炉，劳民

伤财，得不偿失。

１９５９年，办起平凉市三
天门铁厂，建小高炉３座，以太统山和大台子的铁矿石为原料，先后采铁矿石 １１２
万吨，加上部分 “烧结铁”，至１９６１年炼出生铁１０７４４吨。１９６０年办起华亭县麻庵
铜矿，采矿试炼铜。均于１９６２年关闭。１９６９年，庄浪县投资 ６４５万元，在韩店办
起庄浪县铜矿，有职工 １７３人。静宁县投资 １２１８万元，办起静宁县铁厂，有职工
１７５人。１９７４年，平凉县累计投资１１６７万元，在甘沟路办起平凉县铁厂。至１９７９
年，庄浪县铜矿共采铜矿石 ３８１１３吨，炼出粗铜 ２２吨，精铜粉 ８８４吨，固定资产
达到１５４万元。静宁县铁厂共采铁矿石２４４４４吨，炼出生铁４７２８吨，固定资产达到
４１１２５万元。平凉县铁厂共采铁矿石 ４２５５吨，炼出生铁 ２００吨。庄浪县铜矿、平
凉县铁厂先后关闭，静宁县铁厂转产水泥。３厂矿共损失资金６７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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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铸　造

辖区出土的周秦器物，多为青铜铸造。广泛分布于灵台、泾川、平凉、崇信、

庄浪、静宁县的河川台塬。灵台西周铸 “百里大鼎”重４３公斤，为甘肃省同类器物
之最。平凉宋铸 “天圣铜钟”，甚为壮观。明清以后，铸造从未间断。民国 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县城有铸造业 ８０户。３４年 （１９４５），泾川县开办炉院，铸造农具，
年产小铧１０００余页， 土、炉条、铁锅等产品近万件。３６年 （１９４７），辖区有炉院
１２０户，产品有犁铧、铁锅、火盆、碾槽及铜铸墨盒、马灯、铃铛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私营、个体翻砂铸造炉院，生产小农具、小日用铁制品。

５０年代中期，平凉、泾川、静宁、华亭等县成立公私合营和集体性质的翻砂社、铁
木社，生产铁锅、铲、犁、铧、镢、锄、瓢、勺、刀、斧等产品。１９７０年，平凉八
一机械厂投资９７万元，建成年产３０００台 （件）拖拉机前支架、后轮毂，５０００只气
缸盖生产线。１９８０年停产。１９８２年，灵台县农机修造厂先后投资４００万元，建成拖
拉机气缸盖、气缸套生产线，年铸气缸盖、气缸套各 １５万只。２０００年铸造厂只 １
户。２００２年生产铸件６４２吨。

泾川县高平铸造厂　１９６２年，由高平公社木工、铁工、自行车修理、缝纫等手
工业生产合作社改建，占地 １０２万平方米，年产铁锅 ３万口。２００２年，有职工 ５４
人，资产总额５１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２１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６万元，销售收入
４２万元，利润２５万元，税金２万元。

第三节　加　工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全区有加工铜铁制品的作坊 １６０户，其中铁匠铺 ８０余户，
产品有铁锨、镢头、板锄、斧头、菜刀、砍刀、铁镰、铁杈、车瓦、车串、铁钉、

门扣、铁链、铁铲；镔铁铺 ４０余户，产品有火炉、烟筒、酒壶、水壶、油提、漏
斗、喷壶等；银楼２０户，锡业２０户。
１９５４年统计，全区有金属制品业４１３户，从业 ７０８人，总产值 ５８１１万元。在

城镇的２００户，从业 ３５５人，总产值 ３６９５万元；乡村 ２１３户，从业 ３５３人，总产
值１４５３万元。是年，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加工产品值 ８４８万元，国家订货包销值
５７８万元，国家收购值 ２１５万元。１９５６年，成立农具、翻砂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５８个，有社员２１３９人，完成工业产值４２１万元；生产小组４２个，组员４３２人，完
成工业产值４１万元。生产铧 １５万页，镰 ２９９万把，锄 ６６６万把，锨 １９７８张，
镢头１７６万把，其他生产及生活用品 ３７０３万件。１９５８年建起翻砂、农具修配、
镔铁制品厂 ６０００余户。１９６２年，调整、撤销或复归社队办。１９８０年，有集体所有
制金属制品企业１５户。１９８８年，有平凉市农具厂、五金厂、金属制品厂、铝制品
厂，泾川县制钉厂、农具厂、铸造厂７户，固定资产５９５３２万元，职工５９２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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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业产值６８８９２万元，销售收入 ８５２７３万元，
利润７０８７万元，税金８２５５万元。生产圆钉２４０
吨，秋皮钉３３吨，镔铁制品 ７６吨，铝管 ３２０吨，
轧制钢门窗料１１９９吨，铁制小农具３８１万件，铁
锅３６８万口，麦刃 １１５万张。１９９７年后，均改
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２００１年，有限额以上金属加工企业 １７户，资
产总额 ７８６４万元，固定资产 ２８７３万元，职工
１４８４人。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产值 ４７４８万元，销售
产值４０４９万元，生产铝材２２８吨，金属结构制品
６０吨，普通碳素钢制品２１０吨，工业锅炉 ３０蒸发
量吨，建筑用金属品２９８吨。

平凉市有色金属加工厂　在市区南河道，占地
６２４１平方米，股份合作制企业。

１９７４年，由麻绳社改产铝制品、线路紧固件、
裸铝线、铝管及型材。１９７７年投资 ９０万元，试产铝合金管、棒型材。１９７８年改称
铝制品厂。１９９５年更名平凉市有色金属加工厂。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４００万元，生
产用建筑面积２１００平方米，职工２５１人，年产能力７００吨，产品有８种牌号铝合金
管、棒２０余种规格的型材及民用制品。完成工业产值 １９４万元，销售收入 ２１９万
元，利税２６万元，生产铝制品８２７吨。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１万元，销售收
入２０２万元，税金５万元，生产铝管６１６吨。２００２年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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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电力工业

第一节　发　电

一、火力发电

民国 １４年 （１９２５），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在官邸曾用小型电机发电。３０年
（１９４１）华亭电瓷厂有发电机１台。１９５６年４月，甘肃省工业厅拨款４５万元，在安
口煤矿筹建２４０千瓦蒸汽发电机组。１０月，投资２５万元，在平凉市下县巷口筹建
发电站。１９５７年５月，平凉市发电站建成２×８０千瓦汽油发电机组，架设约２０公里
６千伏供电线路。至年底，有照明用户 ９７户，照明容量 ４８７７千瓦；安口煤矿 ２４０
千瓦蒸汽发电机组建成发电，开始生产用电。１９５８年投资 １２０万元，在平凉市西郊
五里墩建成装机容量２×７５０千瓦发电机组两台，成立国营平凉西郊电厂，撤销下县
巷发电站 （１９５９年１月建成发电）；在安口煤矿建成 １台 １０００千瓦汽轮发电机组，
成立国营安口电厂。５０年代末，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县也建起为
县城供电的小火电，以柴油机作动力，发电机多为 １００千瓦以下的小容量机组，仅
供城区照明、广播和个别生产用电，年发电量 １３３千瓦时，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平凉县
峡中煤矿分别建成２４０千瓦和 ７５０千瓦的自备电厂，发电机组和技术人员从安口电
厂和平凉西郊电厂调入。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１年，安口电厂建成２台３０００千瓦、１台６０００
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１３万千瓦。同时建成安口至平凉一回３５千伏送变电工
程，安口电厂和平凉西郊电厂并网。１９７３年，全区共建成小火电站６０处，装机容量
３２００千瓦，年发电量３８８８２万千瓦时。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由秦安３３０千伏变电站出线
的张家川至华亭１１０千伏送变电工程建成投运，安口电厂与大电网联网。１９７７年１０
月，小火电全部停运。１９９９年９月，甘肃华明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亭电厂建成发电。
２０００年４月，安口电厂停运。９月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成发电。２００２年火
力发电量３６８２２０万千瓦时。

安口电厂　位于华亭县安口镇，距县城２０公里，为小型坑口电厂。原为安口煤
矿自用发电车间。１９５８年甘肃省电力工业局从郑家庄发电厂无偿调拨１台１０００千瓦
汽轮发电机组，省重工业厅拨款 １８万元，华亭县筹资 ８１５万元，由国家水利电力
部三十三工程处安装，１０月建成发电，定名为地方国营安口电厂，年发电量 ２２０万
千瓦时，向矿区及县城一带供电。隶属平凉专区和甘肃省重工业厅管理。

１９６５年，水利电力部投资 １３００万元扩建。１９７１年 １月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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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万千瓦。厂区占地７３３公顷，发电用煤由杨家沟和安口煤矿供应，年发电煤耗
８万吨。１９８１年１月划归甘肃省电力工业局管理。２０００年４月，发电机组报废停运，
人员划归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和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口电厂撤销。

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平凉市二十里铺，占地５５４公顷。系大型坑
口火力发电企业，电能通过４条３３０ＫＶ线路送入甘肃电网。
１９９２年，成立平凉电厂。１９９６年９月，由甘肃省电力公司出资６５％、甘肃省电

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出资３５％共同组建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１９９８年８月１
日开工建设。总投资 ５８１亿元 （实际概算调整为 ５１４亿元），资金来源为资本金
１１６亿元，银行贷款 ２５７亿元，利用外资 ２５亿美元 （约人民币 ２０８亿元）。一
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１２０万千瓦，安装 ４台 ３００兆瓦引进型凝汽式燃煤发电机组，燃
煤由华亭煤田供给。２０００年 ９月 ６日 １号机组、２００１年 ６月 ３０日 ２号机组各完成
１６８小时整套试运行，并网发电。２００１年９月，３号、４号机组开始建设。全年完成
发电量２１７亿千瓦时，上缴利税 ４１１３万元。机组整体质量达到部颁标准，有 ７个
项目荣获甘肃省建设工程 “飞天金奖”。有职工８７３人。

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获甘肃省建设工程 “文明工地”、“全省建设工程质

量年活动暨整顿规范建设市场先进项目”、“九五”全省优秀重点建设工程、“省级

文明单位”等称号。２００２年划转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亭电厂　位于华亭县城东北角，占地 １５公顷，总装机容量 ２×２５万千瓦，

工程总投资３２亿元，年发电量３亿千瓦时。
１９９７年，由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多种经营总公司、华亭县煤矿、甘肃电力多种

经营管理局、甘肃陇能农电公司、甘肃火电工程公司出资联合建设，为省重点工程

项目。１２月开工建设。１９９９年 ９月 ２８日，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２０００年 １月 ２８
日，第二台机组并网发电。２００１年有职工３２７人。隶属甘肃华明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

二、小水电

１９５７年１月，泾川县建成杨柳湾水电站，装机容量２４千瓦，年发电量８８００度。
运行１１个月停运。１９５９年，平凉市建成十里铺、甲积峪、吴岳、清街水电站，均因
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于 １９６３年拆除。１９６０年，崇信县锦屏人民公社平头沟，
铜城人民公社位家沟、铜城生产大队相继办起水电站，装机容量 １２８千瓦。１９６５至
１９７５年，平凉县建起光明、向阳、寨子街、油坊庄、郭河水库等 ７座水电站；泾川
县建起水泉寺、红河、荔堡 （七一电站）等１０座水电站；灵台县建起告王河、三教
村等１８座水电站；华亭县建起西华、马峡、黎家庄、山寨东街、马家堡、南庄等１６
座水电站；静宁县建起东峡水库、雷大安乐、威戎、靳寺等 ９座水电站；庄浪县建
起万泉联盟、通边、韩店东关等 ６座水电站。全区建成水电站 ７０座，装机容量
２６４５５千瓦，年发电量２２３万千瓦时。１９７５年以后，随着大电网的输入，除泾川县
荔堡 “七一”水电站 （装机 ２０千瓦）、灵台县告王河水电站 （装机 ２×８４千瓦）
外，其余基本拆除。灵台县告王河水电站运行至１９８５年拆除，泾川县荔堡 “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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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至今还在运行。

１９８３年，平凉市建成崆峒水电站，装机容量３×６３０千瓦，年发电量９９５万千瓦
时。１９８４年与平凉西郊３５千伏变电站１０千伏出线并网运行，西郊变电站停运后与
天门１１０千伏变电站１０千伏出线并网运行。１９８５年，华亭县建成范家庄水电站，装
机容量２×７５千瓦，年发电量 ４５万千瓦时；建成麻庵林场水电站，装机容量 １２千
瓦，年发电量２万千瓦时；建成马峡腰崖水电站，装机容量 ７５千瓦，年发电量 １８
万千瓦时，在大电网到达后停用。１９８６年，华亭县建成麻庵水电站，总投资 ８６９９
万元，装机２×１００千瓦，年发电量 １２万千瓦时。建设 １０千伏和低压线路 ２７２公
里。１９９８年，全区仅有崆峒水电站和麻庵水电站。２００２年水力发电量 ５８０万
千瓦时。

第二节　供　电

一、输变电

１９５８年，安口电厂和平凉西郊电厂１０００千瓦和２×７５０千瓦发电机组的建成，６
千伏供电线路进入平凉市和安口镇，庄浪、华亭、崇信、泾川、灵台、静宁县以柴

油发电机组为电源，建起独立的低压直供电网络。

１９６７年３月，安口电厂扩建，安 （口）平 （西郊）一回 ３５千伏送变电工程建
成投运，输电线路３条６１１公里，进入异地送变电阶段。１９６９年２月，建成平凉四
十里铺变电站。１９７３年２月、５月，分别建成安 （口）平 （十里铺）二回送变电工

程和平凉四十里铺至花所３５千伏输变电工程。１９７４年 １月，安口至崇信至泾川 ３５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１１月，张家川至华亭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将
刘家峡电源送到平凉地区，进入大电网输电阶段。次年 ８月，秦安莲花至静宁西岭
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引入大电网输电以来，相继建起崇信平头沟到灵台横
渠至上良、静宁西岭至甘沟、华亭至山寨、平凉岘至草峰等一批３５千伏输变电工
程。１９７６年９月，秦安莲花至庄浪水洛至南湖３５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全区７
县市全部通大电。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分别建成灵台上良至柳家铺、安口至崇信新窑３５
千伏输变电工程。全区建成 １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３条 １７０公里、变电站 ３座、主变容
量６６万千伏安／４台；３５千伏输电线路１３条２８９１公里，变电站１１座，主变容量
４１６万千伏安／２０台。

１９８０年７月，电网进入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统一核算阶段。至１９９８年，全区
建成平凉、天门、泾川、新窑 ４项 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和静宁西岭至高堡、天水秦
安至庄浪阳川至静宁雷大等１２项３５千伏输变电工程。１１０千伏平凉和天门变电站建
成投运后，３５千伏西郊、十里铺变电站同时停运。１１０千伏镇 （原）平 （凉）东、

镇 （原）平 （凉）西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结束平凉地区单电源供电的历史。共建成

１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７条 ２４７８８公里、变电站 ８座、主变容量 ４３８万千伏安／１５台，
其中有为宝 （鸡）中 （卫）电气化铁路供电的１１０千伏平凉和安口牵引变电站；３５

８７５ 平凉地区志 （上）



千伏输电线路２３条４２７２公里、变电站２４座、主变容量９６３万千伏安／４１台，其
中有３５千伏胜利机械厂、白庙提灌站、峡中水泥厂、砚北煤矿专用变电站。发展成
为以１１０千伏电网为主网架、３５千伏电网为辐射的比较完善的供电网络。
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２年，进行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建设改造。农村电网建设改造资金

检修电网

７４５亿元，新建１１０千伏庄浪水洛、灵台
什字、华亭 ３座变电站、１０３公里送电线
路，改造１１０千伏静宁变电站；新建３５千
伏变电站２８座、主辅线路 ３０条 ４７１６公
里，改造３５千伏变电站１９座、线路２３条
３３０６公里；新建１０千伏线路１９９４公里、
低压线路 ３５７２公里、配电台区 １６６６个，
改造 １０千伏线路 ２７８９公里、低压线路
５５９３公里、配电台区 ３００６个；新建县调
自动化工程 ６项。泾川县被全国农村电网
改造总结表彰会议授予 “全国农村电网改

造建设先进县”称号。城市电网建设改造

工程以平凉市为主，投资 １１亿元。改造
１１０千伏天门、平凉变电站 ２座，建设改
造中低压电网、一户一表、通信工程、用

电管理信息系统、计量装置、地调自动化

主站、ＭＩＳ网等工程。建成 ３３０千伏岘
变电站。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建成３３０千伏输
电线路４条３０１０６公里；１１０千伏输电线
路１６条５３８７４公里、变电站 １０座、主变容量 ３２６万千伏安／１８台；３５千伏输电
线路４６条８００７１公里、变电站４１座、主变容量１４７９万千伏安／７４台。
３３０千伏岘变电站　位于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岘村，是平凉电厂的重点配套

输出工程，甘肃省电网的枢纽变电站。

１９９９年５月开始建设，２００１年３月建成投运。主变容量为２×１５万千伏安，电
压等级为３３０千伏／１１０千伏／１０千伏，设计３３０千伏馈线８回，１１０千伏馈线１２回。
站区占地４４３公顷，工程建设批准概算总投资 １６７亿元，实际结算投资 １５４亿
元。成为平凉、天水、陇南、庆阳地区的主供电源，使平凉电网通过平 （凉）兰

（州）东３３０千伏线路与甘肃省刘家峡水电厂、靖远电厂、西固热电厂、兰州第二热
电厂等大电厂联网。

二、配　电
６０年代末，全区高低压配电网络得到较快发展。１９７５年全区建成６—１０千伏配

电线路１１４０公里，建成低压线路８８７公里，配电变压器容量４０６１０千伏安。大电网
输电以来，全区６—１０千伏配电线路和低压线路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１９９８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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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的全面实施，全区建成 ６—１０千伏配电线路 ４８８２公里，
低压线路８３１７公里，配电变压器４９２９台，总容量２４８９万千伏安。６—１０千伏配电
线路、低压线路和配电容量分别比 １９７５年增长 ３２倍、８５倍和 ５１倍。２００２年，
有６—１０千伏配电线路 １５７条，长 ６４３３５１公里，配电变压器 ６９０９台，总容量
３６８８万千伏安。配电线路、变压器、总容量分别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２８３７％、４０８８％
和１４７１％。

三、用　电
１９７５年，全区用电总装机容量４０４万千瓦，用电量 ２８５４万千瓦时，其中工业

用电２０３１万千瓦时，农业用电８２３万千瓦时，人均用电量 １７千瓦时。１９９８年，全
区１３１个乡镇全部通电，１７１２个行政村通电 １６６９个，占总村数的 ９７４９％，４８２６
万户农户通电 ４４５５万户，占总户数的 ９２３１％。总装机容量 ２９７８万千瓦，用电
量３９６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１８７千瓦时，分别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６４倍、１２９倍和
１０倍。供电最高负荷达到 ８５万千瓦。２００２年，通电的行政村达到 １７１７个，占总
村数的１００％，通电的农户达到 ４７４９万户，占总户数的 ９８４％。总装机容量达到
６６５９万千瓦，用电量 ６４４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 ２８６４千瓦时，分别比 １９９８年
增长１２倍、５９１４％和５３１６％。

部分年份行业用电分类表

单位：万千瓦时

年 份

用 电 量类 别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全社会用电分类总计 １０１５３ １６４５２ ２９３３９ ３８０６６ ５８２３６ ６４４４７

一、农林牧渔业 ３４０８ ４７３６ ５１０９ ４７０３ ７９００ ６９７７

二、工业 ６１９７ ９３５４ １７８３６ ２２８５４ ２９１０２ ２９９６１

三、地质勘探业 １４２ １８０ ２１０ １９２

四、建筑业 ３０２ ２７４ ２４３７ １１４４

五、交通运输业 ５５ １０５ ２７６ １９９１ ８３５８ １０４５１

六、商业 ４００ ３７５ ７２５ ２５５２

七、其他事业 １５３３ ２１７０ ２３５５ ３６３７

八、居民生活 ４９３ ２２５７ ３７４１ ５４３９ ７１４９ ９５３３

第三节　管　理

电力工业经历分散管理和统一管理两个阶段。１９５７年安口煤矿成立发电车间。
１９５８年安口电厂和平凉西郊电厂分别下设供电班和供电所，隶属华亭县工业交通局
和平凉市工业交通局管理。１９５９年统一由平凉专署工业交通局管理。１９６２年收归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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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重工业厅管理。１９６９年平凉西郊电厂和安口电厂合并成立安口电厂，下设平凉
发电所、平凉供电所，由专区工业交通局管理。１９７４年安口电厂和平凉供电所分
设，成立平凉地区供电所，划归地区水利电力局管理。各县的小火电、小水电主要

由当地的县农业机械局、农机厂、水利局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是年成立平

凉县、泾川县供电站。１９７５年成立崇信县供电站、灵台县和静宁县农电管理站。
１９７６年成立庄浪县供电所和华亭县供电站，均隶属当地县水利电力局管理。是年，
农电分级管理，１１０千伏张 （家川）华 （亭）、莲 （花）静 （宁）输变电工程设备

由天水供电局管理，３５千伏送变电工程设备由平凉地区供电所管理，６—１０千伏农
电线路由各县供电站 （农电站、供电所）管理。

１９８０年７月５日，将安口电厂、地区供电所、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县供电
站、灵台、静宁县农电管理站、庄浪县供电所移交甘肃省电力工业局，由省网直供

直管。成立甘肃省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为省电力工业局直属企业，并相继成立由

其直管的各县市供电所，全区电力工业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８４年开始，逐步取消村电
工，建立８９个乡镇电管站，农村用电实行 “集中装箱、统一管理、直管到户”的模

电网检修

式。１９９８年，全区建成 ７２个标
准化电管站、１５４９个标准化配
电台区，３６４万户农村用电户
有３５９万户实现集中装箱，农
村照明电价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１元多
降低到 ０５元／千瓦时。庄浪供
电所曾先后３次被评为全国供电
优质服务和农电管理先进单位，

庄浪、华亭、灵台县被电力部

（国家电力公司）表彰命名为全

国 “三为”服务达标县。２００１
年 １０月，各县（市）供电所改名
电力局，乡镇电管站改为供电

所。２００２年，全区电力系统有职工 １３５９人，乡镇供电所合同工 １００７人，拥有固定资
产１０７８亿元。

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曾连续 ６年被甘肃省电力工业局评为党、
政、工三个目标考核一类企业，１９９０年被甘肃省政府命名为 “甘肃省一级企业”；

１９９２年荣获西北电管局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１９９３年被甘肃省电力公司命名
为 “安全文明生产创水平达标企业”；１９９８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命名为 “省级文

明单位”；２００１年３月荣获甘肃省电力公司综合管理考评 “十佳”单位，５月荣获
国家电力公司 “九五”期间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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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陶瓷　玻璃

第一节　陶瓷制造

仰韶时期，形成 “甘肃东部仰韶文化”特征的陶器有彩陶、灰陶、红陶，纹饰

有蓝纹、蜂窝状纹、绳纹、刻纹等，器物有双大耳罐、单耳鬲、盆、单、豆、缸、

双连杯等。崇信刘家沟发掘出新石器时期先民烧制陶器的无箅陶窑。周、秦时期，

华亭安口始有陶业，史载，秦虞阏父在周朝作陶正时，曾在华亭烧制土瓷。汉代陶

器制品多为盆、罐、缸等。宋代华亭安口镇杨家沟以生产黑陶为主，黄陶次之，有

钵、碗、碟、壶、盆、罐、盅等。崇信毛家堡 （新窑镇）以就地产煤炭作烧制陶器

的燃料。明代，安口镇称 “陇上窑”、 “安口窑”，以烧制青陶颇负盛名。崇信新窑

镇，以烧制瓦器、陶器著名。清代形成碗窑、缸窑成套系列产品。道光年间，华亭

窑头镇窑场蜿蜒几里，产品堆积于道旁。光绪初，华亭县除烧制青、黄、红、黑釉

陶器外，制成精美绘花穿衣白陶。

民国时期，烧制干泥、琉璃、紫砂、包釉陶瓷等，有蓝花工瓷碗、釉下青花二

细瓷、穿衣白二碗、蓝边碗、串珠莲碗、苜蓿花碗、红花碗等，由陶器进而为瓷器。

１８年 （１９２９），华亭县安口窑始产半细瓷。２５年 （１９３６），创办陶瓷研究所，研制
普通白瓷。２６年 （１９３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留德工学博士温步颐、聘带上海
交通大学、金陵大学毕业生６人至安口，经数年考察筹备后，于３２年 （１９４３）创办
华亭电瓷厂，制造各种瓷制绝缘子低压电瓷等器材，品种 ２００余种，月产 ３５万件，
产品供应西北各省军政交通机关。２８年 （１９３９）９月、１０月，成立华亭县瓷器商业
同业公会、陶瓷业产业工会和甘肃省立华亭初级陶瓷实用学校。３２年 （１９４３），崇
信县成立崇南瓷炭有限公司。华亭县有甘肃光华、永庆恒、永利、天顺西、长盛和、

崇德、大兴、仁义厚、复华、恒昌、和生、天顺福、鸣舞、民生、耀长春、天泰贤、

聚发祥、万世祥、协华、兴华、义和生、如义、邦顺长、聚胜德、恒升、文元、长

盛福、天顺昌、玉祥、复兴、德胜镒３１家瓷业工厂，以甘肃光华瓷厂规模最大。共
有私人资本 １２５０万元，月均产量 ２４３５万件，产品有茶壶、盅，大中小黑、白碗、
碟、缸、罐、盆、火盆、汤匙、花瓶、口盂等。人称 “安口镇为甘肃省窑业发达之

地，为西北上等瓷之唯一产地”。３４年 （１９４５）９月，资源委员会将华亭电瓷厂以
总价２８００万元出售给华亭县瓷器商业同业公会，办起甘肃省电瓷厂。研制成陶瓷注
浆产品和瓷红、瓷绿颜料。３６年 （１９４７），有瓷业工厂 ７０家，月均产量 １５０万件。

２８５




从江西省景德镇引来低温五彩绘瓷颜料和贴花纸，建有烤花炉。瓷器分粗细两种，

粗瓷为缸、盆、罐及黑白碗，细瓷为各种彩色碗、碟及大小壶、花瓶等。

新中国成立初，华亭县有私营陶瓷业１３５户，从业８９９人。砂器业１７户，从业

安口陶瓷产品

２６人。生产日用陶瓷 ５０６２万
件。１９５２年 ３月，建立地方国
营华亭县新华瓷厂。１９５４年，
全区有陶瓷手工业 ６３户，从业
１２０人，产值 ４４５万元。生产
日用陶瓷６０６２万件。组织生产
合作社，建立公私合营安口窑建

国瓷厂。推广应用江西省景德镇

粉彩、新彩绘画、帖花、红炉烧

烤技术和熬制乳香油料工艺。大

罐送往北京陶瓷陈列馆展览，被

誉为 “天然的野鸡红罐”。１９５６
年２月，华亭县投资 ３６００元，建立公私合营安口窑建中瓷厂，后又合并 ３０户私人
瓷业，并入职工３３９人，资金１０４８万元。全区生产日用陶瓷８５８７万件。１９５７年
建中瓷厂引进间歇式烤花锦窑技术，生产烤花产品。１９５８年，建国瓷厂用机械生
产。建中瓷厂筹资，从 ３个厂抽调 １００人在安口窑头镇创办地方国营安口水管厂，
生产冶炼所需的各种型号耐火砖、保温砖等 ６种耐火材料和陶瓷水管。建立地方国
营崇信县新窑陶瓷厂，１９６３年６月停办。１９６４年，合并成立地方国营华亭县安口陶
瓷厂，年产日用陶瓷３７３７万件。１９７０年９月，重建崇信县新窑陶瓷厂，主产耐火
建筑材料、普通粗瓷、杂件和工艺美术瓷４大类４０种陶瓷品，年产量为 １５万至 ２６
万件。１９７５年，安口陶瓷厂析出华亭县安口电瓷厂、华亭县安口陶土矿。陶土矿生
产陶土、钎泥、白砂 （石英砂），年产 ２３吨。１９８１年，安口陶瓷厂成立陶瓷研究
所。陶瓷生产由手工操作发展为机械化，产品有日用粗瓷、细瓷、工艺美术瓷、工

业瓷４大类１０多种，产量 ５５８２７万件，销往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区及甘肃省内
２０多个地县。１９８５年后，地区社会就业局在安口成立平凉地区友谊瓷厂，生产缸、
盆、罐，后停办。平凉市城区办起私营永达陶瓷厂。１９９４年，华亭县安口镇建起陶
瓷釉面砖厂。

１９９８年，有安口陶瓷、电瓷、釉面砖厂、陶土矿、新窑陶瓷厂，职工 １６５１人，
其中产业工人１０９６人，固定资产 １１４１６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６６３８万元，生产
日用陶瓷８９９７万件，釉面砖１２５万平方米，工业陶瓷１３３６吨，卫生陶瓷１１１０吨，
耐火材料制品 ２０２吨。２００２年，有 ２户企业生产工业陶瓷 ２３７８吨，日用陶瓷
８２５３１万件。

华亭安口陶瓷厂　甘肃老字号企业。在华亭县安口镇，占地９１７万平方米。
１９５９年１月，将新华、建国瓷厂合并为地方国营平凉市安口陶瓷厂，将建中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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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安口陶瓷厂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厂、安口水管厂合并为地方国营

平凉市耐火材料厂，后并入平凉

市太统耐火材料厂。１９６０年，
将安口砖瓦厂和砂器厂并入平凉

市太统耐火材料厂。安口陶瓷厂

建起圆型倒焰窑３座。试制浮雕
四龙花盆和花盆座盘工艺瓷。

１９６２年初，平凉市安口陶瓷厂
改为华亭县安口陶瓷一厂，平凉

市太统耐火材料厂改为华亭县安

口陶瓷二厂，分出砖瓦厂和砂器

厂。１９６４年陶瓷一、二厂合并
为地方国营华亭县安口陶瓷厂。

实现机械加工施坯成型，推广平

手分层取泥、叠角团泥技术。有固定资产 ９８万元，流动资金 ５８６万元，职工 ４８５
人，完成工业产值５８万元，日用陶瓷产量３７３７万件。
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６年，研制出细瓷坯料和釉料配方，引进栗釉和海绵擦底釉技术。烧

制成美人扇花瓶、四季花瓶、鱼肚瓶、天球瓶、方型烟灰盒 ５种工艺品和三显龙高
脚酒壶、高脚酒杯、大盖杯、猫头枕 ４种日用瓷品，仿制成裕丰茶具、镇德汤碗、
民航盖杯、笔筒、喇叭酒壶、五合壶、三合壶、合丰壶、猫壶等日用瓷品和泡菜坛。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１年，碗、碟类产品实现自动化生产，细瓷泥料处理工艺达到标准要求。
成立电瓷车间和细瓷车间，建成 ９０平方米电瓷隧道窑，试制出高压电瓷悬式绝缘
子、针式绝缘子、户外支柱等高压电瓷和灭弧罩等低压电瓷产品，生产出大号二号

英碗、三泡台盖碗、八寸汤盘、平碗、罗汉汤碗、熊猫台灯、组合餐具等１１种细瓷
产品。安装起大缸机和二缸机，实现机械制缸，采用布袋提缸工艺。１９７２至 １９７４
年，增设翻砂铸件、电氧气焊等设施。

１９７６年，列入甘肃省重点技术改造企业，建成隧道窑和细瓷生产线，购进安装
各种设备３５１台 （辆），达到国内同行中等偏上水平，采用双头滚压成型，生产能力

由５２０万件增至１０００万件，年产值２５０万元。１９８１年，研制成孔雀兰釉、影青釉、
黄釉、深绿釉、花釉乳、浊釉、向阳火石器色剂和棕釉等配方，及釉下喷花法，推

广丝网印刷。１９８５年，建成 ２５米电辊道烤花窑，烤花生产能力由 ４２万件增至 ３００
万件。研制成矾兰釉、玉石釉、低温棕釉、黑釉和花釉配方。１９８８年，承担甘肃省
科学技术委员会 “细瓷滚压泥料技术及产品开发”课题。１９９４年，有资产总额
２０９８４万元，职工 １０４５人，完成工业产值 １３６６万元，销售收入 ９５９８万元，利
润、税金１０９７万元。１９９６年投资１２０万元，建成１００万平方米釉面墙地砖生产线。
１９９８年，有资产总额４３９６１万元，固定资产３２７４万元，职工 ９１９人，完成工

业产值１０６０万元，销售收入７５６１万元。产品有日用粗瓷、细瓷、工艺美术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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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瓷、建筑瓷５大类 １６７个品种。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２４０万元，销售收入
７４５万元，税金 ８万元，有职工 ９７０人，资产总额 ２１９０万元，固定资产 ８９０万元，
生产日用陶瓷７９０万件。２００２年，生产经营难以维持，被迫停产后，由１１名股东投
资组建甘肃安口华煜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安口电瓷厂　甘肃唯一生产铁路用电瓷的企业，在华亭县安口镇，占地
４０１万平方米。

１９７５年从安口陶瓷厂析置，总投资１７３万元，有固定资 产原值８０万元，圆窑３
座，职工１５９人。１９８１年起，进行电检试验，产品销往全国 １２个省区。１９８５年，
有固定资产原值 ２０７万元，净值 １２１８万元，职工 ３００人。主要产品有 ３大类、２４
个品种、１４５种规格，生产能力２０００吨。完成高压电瓷４２６吨，低压电瓷５７吨，耐
酸材料４８４吨，工业产值１１２９万元，销售收入 １２０６万元，实现利润 ５０５万元，
上缴税金１２３４万元。是甘肃省电瓷产品重点生产厂家。１９９４年，实施 ２５００吨高
压电瓷生产线技术改造。

１９９８年，有资产总额 ２５４５９万元，固定资产 ２０６６４万元，产品有 ４大类 １１０
多个品种。年生产能力２６００吨。主导产品有电气化铁路用棒瓶、双伞悬瓶、开关柜
支柱瓷瓶、７吨级单伞悬瓶、３３０千伏线路等级产品等。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０２万元，销售收入６７０万元，利税１５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高、低压电瓷２３７８吨，
有职工４１０人。

华亭县陶瓷釉面砖厂　在华亭县安口镇，镇办企业。１９９４年建成投产。总投资
４２５万元，有职工１８０人。双层轨道窑炉１座，年产陶瓷釉面砖２５万平方米。产品
有２４４毫米 ×６０毫米、１５２毫米 ×１５２毫米、２００毫米 ×１００毫米等多种规格外墙
砖。２００１年停产。

华亭安口砂器厂　甘肃老字号。有职工 ５０人，占地面积 １８００平方米，建筑面
积５５００平方米，年创利税４４０万元。

相传安口砂器始于唐代，至清乾隆年间安口已有砂瓷生产。民国初年，生产品

种主要有砂勺、砂盘、砂罐等。民国 ３６年 （１９４７），生产砂器的手工作坊已有 １３
家，从业职工３０余人，多以父子、弟兄等家族为主，生产旺季雇用临时工。新中国
成立初，有１７家生产砂器。１９６０年并入平凉市太统耐火材料厂，１９６２年析出。此
后砂器产品由小件发展到大件，品种由单一的药锅、茶罐发展到大火锅、大炖罐、

黄酒罐等２０多种，产量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企业进一步发展。１９９４年，销往
民族地区的砂器产品达 １５万件，销售收入 ３０多万元。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砂器销售供不应求。

第二节　玻璃制造

１９５８年，在平凉市城区东瓜园建平凉市玻璃厂，从业１２人，生产墨水瓶、马灯
罩、煤油灯罩、烧瓶、化学试剂瓶、玻璃纤维及土法平板玻璃等。１９６１年迁址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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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杨家沟，划归华亭县，更名安口玻璃厂，次年停产。１９６６年恢复生产。１９７０年生
产普通灯泡。１９７５年更名为华亭县安口灯泡厂，是陇东唯一的电光源专业厂。１９９５
年，庄浪县水洛乡何马村股份合作建成再生平板玻璃厂，有固定资产 １６３万元，职
工１２０人。生产出１２０×１００厘米、１４０×１００厘米、厚度为３至５毫米等规格的再生
平板玻璃，年产６０万平方米。后因销售不畅歇产。１９９６年，平凉电机厂一职工自筹
资金在平凉市四十里铺建起平凉商通玻璃厂。

甘肃省安口照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在华亭县安口镇，占地３２５万平方米，前
身为华亭县安口灯泡厂。

６０年代仅有１台５６型铰链式吹瓶机，采用传统的手工成型法，以生产普通玻璃
为主，产品有平板玻璃和墨水瓶、马灯罩、煤油灯罩、酒瓶、药瓶、口杯等日用品，

花瓶、鱼缸、凉水杯等工艺品，以及化学试管、烧瓶、烧杯、化学试剂瓶等化验器

皿。７０年代建成普通灯泡土法生产线，年生产能力５０万只。试制使用电石气、汽油
气燃料，后又试制成功柴油裂化气。先后生产１５—４０瓦真空灯泡、２２０伏１０—１０００
瓦７个规格的普通灯泡、１００瓦及５００瓦充气灯泡。１９７４年开发３６伏低压灯泡和８
瓦荧光灯管等。

１９８０年，引进 “电解水”制取氢气和氧气先进设备、五色套料花瓶生产技术，

生产出大红、翠绿、墨绿、天蓝、纯蓝、金黄、白底拉花 ７种颜色的贴花翻沼豪华
型花瓶，以及红、黄、蓝、绿、乳白等颜色的彩色灯泡。１９８１年，引进具有８０年代
国内先进水平的机械化泡壳生产工艺和技术，建起换热式双石立顶 ４吨玻璃池炉，
实现灯泡生产机械化。自行设计建造起西北第一座煤烧玻璃池炉，这一技术革新成

果在１９８２年甘肃省第一届科学技术交流大会上被列为普推成果。灯泡质量在西北地
区灯泡工业协作组第十届会议上获总分第一名。１９８４年，引进水煤气生产工艺和设
备，降低成本６７％。引进灯泡装配联动线。研制开发１０瓦长寿命灯泡和烛型、蘑菇
型、球型等异型灯泡。１９８５年，进行 “玻璃窑炉全保温”节能技术改造，池炉寿命

由２５年延到３５至５年，泡壳利用率由５８％提高到７０％，日耗大炭由５吨降低到
４４吨。１９８７年，建成年产２０００吨包装瓶机械生产线。生产各种灯泡５２２６１万只，
完成工业产值２３８１７万元，利润、税金１２９７万元。１９８８年，生产灯泡５８１５６万
只，主要产品有平板玻璃、灯泡和玻璃品 ３大类，灯泡有普通灯泡、装饰灯泡和低
压灯泡３个系列、２９个规格品种，玻璃产品为玻璃工艺品、玻璃日用品和化学玻璃
品，共２０个品种。
１９９４年７月，投资１２０５万元，整体搬迁。１９９５年，实施玻璃壳制造设备节能

技术改造，总投资 １５０万元，引进 １８头吹泡机及其配套设备，新增灯泡生产能力
７５０万只，年节煤 ２０９３标吨。１９９６年与上海市、陕西省宝鸡灯泡厂联营。１９９７年
实施股份制重组，按国有控股公司经营，易名甘肃省安口照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４２８人，资产总额１７７１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１２６３２万元，其
中生产经营用 １０７７２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各种灯泡 １０１１万只，完成工业增加值
１９０万元，销售收入５２０万元，利税３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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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造纸　印刷

第一节　造　纸

清末，平凉城南纸坊沟有手工土纸作坊。民国 １８年 （１９２９），平凉有纸坊 １２
家，产烧纸 １５万刀，价值 １５００元。崇信产烧纸 ５０００刀。２９年 （１９４０），全区以
自营或合伙经营纸坊者有２０家。３２年 （１９４３）９月，华亭县政府出资 ２７３３万元，
在龙眼乡第五保咀头庄创办公营建华纸厂，月产纸２５０刀，价值７５万元。全县有造
纸坊６家，除边家纸坊产白麻纸外，其余皆产烧纸，年产白麻纸３００刀，烧纸１２万
刀。平凉县纸坊沟有纸坊１５家，用麻绳头、烂麻鞋制造四裁纸、大方小纸，年产 ２
万余刀。国民军九十六师合作社设造纸部，年产土报纸５０００刀。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
凉县有造纸厂２２家。民国末年，平凉县年产白麻纸５０００刀，烧纸２１万刀，华亭县
年产白麻纸２０００刀，烧纸５０００刀。

民国时期的平凉手工造纸作坊

１９５０年，平凉县有手工造
纸２４户，从业 １２０人。１９５３年
为 ４１户，从业 １５９人，年产土
纸６７５８吨。１９５８年成立平凉
市造纸厂，始用麦草生产机制白

纸２１吨。１９６８年，成立平凉市
第二造纸厂。１９７０年两造纸厂
合并，迁四十里铺。平凉市白水

乡、泾川县丰乡、灵台县中台

乡、静宁县祁川乡建起黄板纸

厂，后相继停办。

１９８５年，原停办的灵台县
中台、静宁县祁川黄板纸厂恢复

生产，又新建泾川县王村、崇信县锦屏、庄浪县朱店黄板纸厂。建成平凉市峡门造

纸厂、静宁县威戎造纸厂。１９８７年，平凉市造纸厂投资１９３４万元扩建３４００吨卫生
纸生产线，投资２１５０万元建成６８００吨箱板纸生产线。１９９１年，建成平凉市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总投资 ４４６万元，有瓦楞纸板生产线，年生产能力 ５００万平方米、６０
个规格高、中档纸箱、纸板，系高强度瓦楞纸箱专业生产厂。１９９４年，平凉市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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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分设为平凉市文化纸厂、平凉市卫生纸厂、平凉市包装箱纸板厂。１９９５年，全区
有造纸企业２３户，资产总额 ９９８６万元，职工 ４６０５人。年产能力 ２５１万吨，其中
机制纸企业６户，年产 １２７万吨；纸板企业 ５户，年产 １２１万吨；纸制品企业和
加工纸、手工纸企业１２户。有国有造纸企业３户，集体造纸企业２户，乡镇造纸企
业１８户。
１９９８年，乡镇、集体造纸企业多歇业、停办或被兼并。有独立核算造纸企业１４

户，生产机制纸３５０２吨，纸板 ３２０９吨，纸制品 ８４３７吨。２００１年，有限额以上造
纸企业１２户，资产总额 ７６４８万元，固定资产 ５００９万元，职工 １１０６人。２００２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７５３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６４５５万元，生产机制纸４３４８吨，新闻纸
１２０吨，凸版纸１８４１吨。

平凉市造纸厂　在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占地５２９万平方米。１９５８年成立，年产
量１００吨左右。１９６０年，自制日产１吨木制抄纸机，开始生产大张包装纸，年产量
上升到３３０吨。１９６４年，实现部分生产工序机械化，生产有光纸、单胶纸。１９６８
年，与平凉市第二造纸厂合并。１９７２年生产出凸版纸、２８克打字纸。１９７６年，打
字纸在全区科学大会上获奖，生产出卷烟盘纸。１９８０年后，生产出卫生纸、书写
纸、条纹包装纸，年产量１３００吨。完成切筛草料、洗漂、打浆、抄纸、打包主要工
序机械化生产流程。１９８４年，对日产５吨１５７５抄纸机进行技术改造，日产凸版纸由
５吨提高到６至７吨。开发出３５克有光纸、３号卫生纸，年产量 １５００吨。１９８５年，
从香港高晖公司引进年产２００吨妇女卫生巾生产设备。１９８７年，改造扩建年产３４００
吨卫生纸、６８００吨箱板纸生产线，开发出３号 “雪竹牌”皱纹卫生巾新产品和压花

餐巾纸、高级面巾纸、手帕折叠纸、药物卫生纸等 １１种 １９个花色品种。总产量
３０７１吨。１９９４年析出易名平凉市文化纸厂。

１９９７年，与平凉市卫生纸厂合并，复名平凉市造纸厂。有固定资产原值２９８９万
元，职工６３７人，年产能力 ５５００吨。生产机制纸 １２７５吨，其中凸版纸 １７３吨，卫
生纸５６４吨，餐巾纸 ６１吨，面巾纸 ４７７吨。完成工业产值 ９８８万元。因负债 ４８６９
万元，故半停产。１９９９年，改制成立平凉市宝马纸业公司。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增加

包装箱生产线

值４３０万元，销售收入１４００万元，
利税 ８５万元，有职工 ２６０人，资
产总额 ４００６万元，固定资产 ３０８７
万元。

平凉市包装纸板厂　在平凉市
四十里铺镇。１９８７年，平凉市造
纸厂投资２１５０万元，建成６８００吨
箱板纸生产线，筹建箱板纸车间。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分设平凉市包装纸
板厂。

１９９８年，有资产总额 ３２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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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２５６４２万元，职工３１０人，造纸专用和辅助设备３１０台 （套），

年生产能力瓦楞、挂面板纸 ６８００吨。完成工业产值 ４５２万元，销售收入 １０１５万
元，亏损６０７万元，税金７０００元。生产板纸４２００吨，主要为牛皮纸挂面、白浆挂
面箱板纸。２００１年元月，被平凉市宝马纸业有限公司租赁经营。

平凉市原纸厂　在平凉市区南河道，占地１３万平方米，属平凉市二轻工业局。
集体企业。

前身系１９５６年组建的竹器生产合作社，１９７３年转产油毡。１９７８年，建成油毡
原纸生产线，年生产能力１０００吨。１９８５年生产的 “陇东牌”油毡出口也门共和国。

１９８７年，生产油毡原纸 ２２１８吨，是甘肃省油毡原纸主要生产厂。１９９５年 ８月，投
资２３万元，建成菱镁系列新型复合防火建材装饰板生产线。
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３１８万元，职工２７２人，年生产能力油毡２０万卷，油毡原

纸３２００吨。产品有５００号、３５０号、２００号石油沥青油毡，５００克、３５０克、２００克
油毡原纸、菱镁装饰板。生产原纸 ２０２８吨，油毡 １１４万卷。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
加值１８０万元，销售收入 ２３３万元，利税 １６万元，生产原纸 ８１０吨。有资产总额
１１２８万元，固定资产１０２９万元，职工２２１人。２００２年，因产品滞销停业。

平凉市峡门造纸厂　在平凉市峡门乡白坡村，属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占地 ３４６
万平方米。

１９８４年８月筹建，１９８５年１月建成投产，总投资１２３万元，生产黄板纸。１９８９
年投资１００万元，建成文化纸、卫生纸生产线，生产能力由建厂初期的１５００吨增加
到６０００吨。１９９７年５月投资４２０万元购置１７６０纸机生产线，新增４４００吨书写纸、
凸板纸，年生产能力达到１０４万吨。
１９９８年，生产有光纸、卫生纸 １８２３９吨。２００２年，生产纸 ２０６５吨。有职工

３００人，资产总额７９２万元，固定资产６０５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１０万元，销售收
入７１０万元，利税５９万元。

第二节　印　刷

金代印刷交钞的铜版存世有四，有 “京兆府合同”、“平凉府合同”两颗印铸连

于版上，称两合同钞版。明、清多刻板印刷。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崆峒山志》木
刻版尚存平凉市博物馆。民国时期，以石印为主，承印布告、通告和简单图案。１９
年 （１９３０），陈皀璋扣留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购买的整套印刷设备，平凉始用铅字印
刷。２７年 （１９３８），静宁县李子相创办 “相记书局”，有雇工２人，石印机、圆盘机
各１台，承印表格、票据。３２年 （１９４３），国民军第九十六师在平凉船舱街设印刷
所。３６年 （１９４７），崇信籍人赠送县政府１套石印机，印刷 《崇信简报》。

１９４９年８月，接收 《陇东报》社设备，成立 《新平凉报》社，承印 《新平凉

报》及布告、表格等。１９５３年，有私营印刷厂６户，职工３８人，产量７８５５千印，
个体印刷手工业１２户，从业１６人，产值８９１万元。１９５６年，静宁县供销合作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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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印刷室，中共静宁县委宣传部办起 《静宁报》社，石印报纸。１９５９年，成立国营
静宁县印刷厂。其后，华亭、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庄浪县市均成立印刷厂。

１９８５年始，部分机关、学校、乡镇及个人创办规模较小的印刷厂。１９８８年，有国营印刷
厂８户，乡村办印刷厂 ３户，机关、学校、个人办印刷厂 １０多户。国营印刷厂有职工
５０６人，固定资产总值５９６９万元，年生产能力 ２万多令，有铅印、胶印、彩印、照相制
版、装璜设计，能承印各种书刊、表册、商标等印刷品。１９９７年后，印刷企业普遍实施
股份制改造。其中静宁、泾川、庄浪、崇信县的印刷厂均改制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８年，有印刷企业２７户，生产单色印刷品 １９５６万令，多色印刷品 ２１４万
对开色令。在印刷企业总数中，有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７户，集体企业 ２户，机关
单位企业１４户。资产多为单位所有，独立核算，或单位经营，或出租，或承包。私
营印刷企业 ４户。有个体打字复印业 ２００多户。２００１年，有限额以上印刷企业 １１
户，资产总额３０３７万元，固定资产１９０５万元，职工 ６３３人。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总
产值１１６８万元，工业销售产值 ９２９万元，生产单色印刷品 ５９６万令，多色印刷品
４３２万对开令，本册２６４６６万本。

平凉地区印刷厂　甘肃老字号。在平凉市文化街，占地３６２万平方米，隶属平
凉地区行政公署经济贸易处。

１９４９年８月，接收 《陇东报》社脚踏圆盘印刷机 ２台，对开印刷机、手摇铸字

平凉地区印刷厂生产区及胶印车间

机各 １台，承印 《新平凉报》，

１９５３年 ４月，定名 《平凉农民

报》社印刷厂。１９５８年 ３月，
《平凉农民报》社印刷厂与平凉

市印刷合作社合并。引进四开照

相机和粉腐蚀缸，提高工效和铅

印质量。１９６２年 ６月，交平凉
县工业局代管。１９６３年，引进
日本全张印刷机，铅印实现机械

化。１９６５年，引进彩印设备，
承印药盒、糕点盒、年历卡等产

品。１９６６年更名为平凉红旗印
刷厂，隶属平凉专区工业局。

１９６９年，年印刷能力由 ６千令提高到 ２万令。１９７０年始承印课本封面、插图
等。１９７９年后，实现印刷技术自动化。１９８８年，排版有中、英、俄、日、希腊多种
文字及数、理、化公式称号等，印刷具有设计画稿、照相制版、凹凸压印、烫金工

艺等全套工艺技术，装订具有精装、平装、铁丝平订、骑马订等技术能力。１９９１
年，被确定为全国书刊印刷定点企业。１９９５年购置激光照排和四色胶印系统设备。
１９９８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内设书刊分厂和塑料零印分厂，公司统一核算，

分厂负责生产经营。２００２年，有职工 ２５０人，资产总额 １６７４万元，固定资产 １１６８

０９５ 平凉地区志 （上）



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１０万元，销售收入４２０万元，税金４１万元。
静宁县印刷厂　在静宁县城中街，占地６４８５平方米。
１９５９年建厂。１９７４年，将县商业局印刷车间并入。１９８２年，开展照相制版工

艺。１９８５年，生产的精美糕点异型盒、日用火柴盒、炸药箱、冻去骨兔肉出口箱等
印刷品分别获甘肃省包装技术协会印刷优秀奖、纸品优良奖。１９８６年，承印各种书
刊。是年６月，析出部分业务成立静宁县包装材料厂。１９８７年，印制年历画张。
１９９１年，被确定为书刊印刷省级定点企业。１９９６年，进行技术改造，进入现代

化印刷行业，采用胶印技术，承印各类印刷品。印刷的 《中亚近代史》封面获西北、

西南９省区书籍艺术评比二等奖，《法学知识概要》、《庄浪县志》等 ６种产品获国
家新闻出版署优秀产品奖。

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净值２４４万元，职工１８６人。２００２年，生产印刷纸品 ３７
万令，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９７万元，销售收入４０６万元，税金１０万元，亏损１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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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皮　革

第一节　皮毛加工

隋、唐以来，平凉已是西北皮毛集散地和裘制品重要加工地。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始用植物鞣泡制生牛皮，制造皮绳、缰绳及绾具。十年 （１８８４），平凉崆
峒一猎户，用烟熏法泡制兽皮革，做枪套、揽带。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将鞣制革和烟
熏制革分剖成条，相结成绳，并在皮上涂油，使之柔软好用，后称 “汗渍法”、“油

鞣法”。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平凉水桥沟、纸坊沟一带利用土泥浆制革，广泛应用牛
皮制作车马绾具、井绳、窝子绳、鞭梢、梭子、皮结等。

民国时期，平凉县皮毛加工业极盛。一些河南难民在泾河滩、南河道及兴合庄

一带从事皮毛加工，带来硝钙法、中药五倍子泡制法、明矾、黑矾水泡制法等鞣制

皮革技术。２９年 （１９４０），平凉县城区有１０户皮毛加工作坊。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
县有制皮厂２０家。３７年 （１９４８），皮毛加工作坊散布辖区各县，平凉县有 ３０家，
每年出售白二毛皮２０万张，白小毛羔皮１０万张，黑猾子皮３０万张，狐皮５０００张。
皮毛鞣制沿用古老的硝面鞣制法，以大缸泡皮，并始用蓝矾、烤胶制革。

收购皮毛

１９５３年，全区有皮毛业３６０
户，从业 ３８８人，产值 １４８２４
万元。１９６１年，采用硝铝鞣皮
法，改变近百年的传统硝面鞣制

法，缩短鞣制周期。１９６９年，
平凉综合加工厂开始小批量的兔

皮染色，但染料档次低，着色不

佳。１９７４年，试验成功酶软化、
甲醛鞣、铝铬鞣新工艺。１９８０
年后，平凉地区制革厂试制成猪

皮绒面茸、山羊苯胺鞋面革、猪

皮箱包革等。１０月，平凉市上
杨乡木瓜湾村丁景道办起家庭皮毛加工厂，雇工２８人。８０年代中期，平凉综合加工
厂先后引进研制裘皮染色、烫剪等先进技术工艺，利用氧化染料，经过氧化媒染色

等工序，对旱獭皮、兔皮、猪皮、细毛羊皮、黑狗皮等 ５个品种漂染出 ９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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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毛的形态和外观。１９８６年，庄浪县朱店乡投资 ４０万元，建成皮革厂，生产绵
羊、山羊服装革和手套革。静宁县建成八里皮毛厂。进入９０年代后，除平凉市福利
制革厂，其余制革业多转业、歇业或破产。

平凉地区制革厂　在平凉市十里铺，占地６７７万平方米。国有企业，隶属平凉
地区行政公署经济贸易处。

１９８０年，平凉地区氮肥厂转产制革。１９８１年３月，平凉地区皮鞋厂制革车间并
入。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分别投资１４６万元、１５０万元，购置设备。主要产品有猪底革、
猪修面革、猪软面革、猪带革、排球革、箱包革、黄牛鞋面革、黄牛修面革、黄牛

底带革、工业轮带革、山羊服装革、手套革、绵羊服装革等３６种。
１９９６年有职工 １７４人，完成工业产值 ９７０万元，销售收 入 ５００万元，税金

１４３３万元，亏损１３９４万元，生产革１３３万标张。是年歇产。
平凉市福利制革厂　在平凉市峡门回族乡白坡村，占地１８７万平方米，村办集

体所有制企业，隶属平凉市民政局管理。

平凉福利制革厂生产车间

１９８７年始建，１９８９年投产，
年产２万标张牛皮鞋面革。１９９５
年自筹资金 ２００多万元，扩建
“万凌”沙发等革制品深加工生

产线，年生产能力发展到 １０万
标张。２０００年投资 ８００万元，
完成年产 ３０万标张制革生产线
扩建项目。２００１年投资 ２２００万
元，第三次扩建生产线，年生产

能力达到 ６０万标张，完成工业
产值１５亿元，销售收入１８亿
元，实现利税 １２６０万元。２００２
年进行１００万标张牛皮鞋面革和 １００万自然张山羊皮鞋面革生产线建设，年底部分
设备已投入生产。成为西北最大的制革企业，可带动农村 ５万多户家庭发展畜牧养
殖，该村每户有１至３个劳动力在企业上班。完成工业产值２１亿元，销售收入２２
亿元，实现利税 ８００多万元。有职工 ９６０人，资产总额 １７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１０５亿元，各种设备４８５台。

以红牛皮、山羊皮为原料专业生产牛、羊皮鞋面革，产品有 “陇上明珠”、“雅

虎”牌黄牛鞋面革、“思雅”牌山羊鞋面革和 “万凌”沙发 ４大品牌，苯胺革、全
粒面纳帕革、纳帕软面革、粒面革、粒面纳帕革、软面革、轻修面革等 ５０多个品
种、８０多个花色，远销广州、重庆、成都、上海、温州、东北 １０多个省市及日本、
韩国等国家。黄牛全粒面鞋面革被评为 “甘肃省名牌 （优质）产品”、“十大名牌产

品”，企业多次被评为 “甘肃省先进乡镇企业”、“文明乡镇企业”、“优秀社会福利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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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皮革制造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９月，平凉县益民制革纺织工厂开工，有私营资本５０万元，
月生产军用马鞍１５盘，马靴１２０双，各种图囊５３０个，皮鞋８０双、皮箱１５个，月
均价值３６万元。３２年 （１９４３）７月，平凉县裕华皮毛制革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开工，
有私营资本２５万元，月生产皮靴５双，皮鞋１００双，皮箱１２个，图囊２０个，马鞍
５个，士兵带２００条，武装带２０条，童子军带６０条，月均价值１９６９万元。平凉县
城区有 ３０户皮货店，年产皮衣 ３万件。静宁县年产皮衣 １０００件以上。３３年
（１９４４），始用马皮制作皮箱，产品闻名西北。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县兴合庄皮匠 ５
户用牛皮革生产鞋底、箱包。次年为国民军驻平凉部队大量生产马鞍、缰绳、马鞭

等。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县年产皮衣 ３万件，远销陕、豫、川及兰州等地。有裕华
皮毛制革工厂和文茂祥、妙子升皮货店 （前店经营、后院加工）及荣源、玉生祥、

祥发荣、益盛永、敬信德、民生裕、同大裕、公兴等 １０多家皮毛商行，从业数
百人。

１９５３年，全区有个体手工制革业５４户，从业８２人，产值９２１万元。１９５４年６
月，平凉市组织皮衣生产合作社２个，职工８３６人；鞍皮生产合作社 １个，职工 １３
人；有皮革制品手工业６２户，从业１００人。１９５６年，组成平凉市皮革生产合作社，
分制革、制品两个小组，９月，更名为皮箱生产合作社，生产马皮箱革和牛底革。
１９５８年，皮衣生产合作社归并改为国营平凉市皮衣加工厂，皮箱生产合作社更名为
国营平凉市皮革厂。

１９５９年，平凉市皮革厂开始生产皮鞋。１９６９年改为平凉地区皮革厂。生产出牛
油浸革、劳保工鞋、牛皮衣及羊皮医药箱。平凉市皮衣加工厂划归外贸，改名甘肃

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平凉综合加工厂。裘皮制品开始打入国际市场。１９７３至１９８０
年，出口皮鞋１３２８万双，帆布箱 ２９８万只，猪皮手套 １５９９万双，创出口产值
２７２万元。年产裘皮褥子４万条，出口欧美各地。

１９８１年成立平凉地区皮鞋厂。１９８２年成立童皮鞋厂。１９８３年，试制猪面中跟
女式小丁字鞋等１８种产品获甘肃省 “五小”智慧杯竞赛团体银杯奖，新产品模压箱

开始批量生产。１９８５年，皮鞋生产能力达到１５万双。引进合成革鞋、人造革圆角箱
和军用大头棉鞋生产技术工艺，投入批量生产。人造革圆角箱在全省皮革行业产品

评比中获 “五连冠”。１９８７年，平凉地区皮革厂生产的胶粘女鞋和人造革箱分别获
甘肃省优质产品。生产的服装有大青果领、小青果领、小立领等 ７个款式、５种颜
色、７个规格的男女裘皮服装。

进入９０年代后，皮革制品业多转业、歇业。
平凉地区友谊革制品总厂　在平凉市区新民中路，占地 １２万平方米。前身系

１９５６年大丰、武盛成两个皮箱店的业主和个体制革者入股组成的皮箱生产合作社，
有职工１５人，原在平凉市中山街。利用社员折价入股的 １台缝纫机和一些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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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锥、榔头、钳子等工具，年生产皮箱 ８００只，皮带、公文包等皮件 ２万件，制
革１２００张，产值 １０万元，利润 ７０００元。１９５８年 ５月，转为地方国营平凉市皮革
厂，迁址平凉市新民中路。１９５９年，职工增至１８４人，生产皮箱６５２只，皮鞋１５８
万双，皮革１０５万张，年产值 ４４４万元，利润 ３６万元。生产的全牛皮大童鞋在
全省皮鞋质量评比中名列第一。１９６１年，出口苏联童凉鞋２万双。１９６３年，手工缝
制生产出牛油浸革男女劳保工鞋、羊皮医药箱，国家轻工业部在新疆召开的西北五

省区皮革行业生产评比会上获第一名，畅销西北。１９６４年改名为甘肃省皮革公司平
凉皮革厂。１９６８年生产羊皮医药箱１万只。１９６９年改为平凉地区皮革厂。
１９７０年后，改造扩建，购制、自制设备，固定资产为６５１３万元。１９７３年，新

上胶粘皮鞋生产线，用牛面革、猪面革制造出红、黄、棕、绿、白等颜色 ５个号码
规格的童凉鞋，出口科威特、伊朗、阿联酋、古巴等国。用羊面革、棕色帆布等材

料，胶粘面机缝、铆合加工而成的后方前圆帆布箱和猪皮手套出口泰国、越南、新

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１９７９年，完成工业产值 １５９６６万元，利润 ２４４万元，
税金６７２万元。１９８０年，有职工 ３３９人，固定资产原值 １１４８万元，完成工业产
值２１７３万元，实现利润１９３万元，生产皮鞋９万双，制革４２万张。
１９８５年，与上海东宝皮件服装厂联营，成立上海东宝皮件服装厂第一分厂。完

成工业产值２１０万元，实现利税 ２７万元。１９８７年，生产 “甘光”照相机机套，填

补省内空白。１９８８年，改名为平凉地区友谊革制品总厂，隶属平凉地区行署经济贸
易处。开始生产高档革制服装，采用优质山羊服装革，配以美丽绸，做出３０余种款
式新颖的男女服装。学习引进技术，采用楦胶粘工艺，生产出１７种不同规格的旅游
鞋。１９８９年，完成工业产值 ５１０３９万元，销售额 ５９７７２万元，利润 ５１１１万元，
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建厂以来最高纪录。１９９０年９月获甘肃省轻纺系统思想政治工
作优秀企业称号。１９９１年获甘肃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先进企业和新产品开发先进企
业称号。１９９２年平凉地区行政公署授予深化内部改革先进企业。１９９３年，改造装饰
组建友谊商场，形成产销 “一条龙”。１９９６年出口俄罗斯皮革服装５００件。
１９９８年，进行股份制剥离改制，析出平凉地区佳云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后，有

职工２９３人，年生产能力皮鞋２０万双，人造革箱５万只，山羊革服装２５万件，皮
革杂件１０万件。２００１年歇业，实施地产开发。有资产总额９４８万元，固定资产７１３
万元，亏损７１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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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纺织缝纫

第一节　棉毛纤制品

古代先民砸制石纺轮、烧制陶纺轮捻线，用骨针骨锥缝制衣物。宋代，境内产

土绢织毛褐充作贡品。有 “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１０余家”的记载。清代，普遍以手
工捻线织布，用土靛染色，自备衣着。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前后，泾州直隶州、
华亭县均有习艺所，平凉县、静宁州、庄浪县设工艺局、纺织局，皆习纺纱织布，

织口袋、腰腿带、丝线警网、马尾压帚、各种褐子、麻鞋等。灵台县制造纺车，由

西安购买棉花，分发各里，令妇女学习纺线织布。

民国 １６年 （１９２７），灵台县设平民工厂，泾川县开办棉毛纺织工厂。１８年
（１９２９），崇信县有以羊毛为原料加工制成的手套、袜子、旅顺帽等。庄浪县产麻织
口袋２０００多条，静宁县 ４００多条。２８年 （１９３９）后，平凉县开办工读小学第一纺
织工厂、难民纺织工厂、泰华毛织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及永利、建业、中亚、德意等９
个纺织工厂 （公司），私营、公私合营资本 ５６７万元，生产毛毯、毛呢、棉毛交织
呢、毛线、棉纱、毛围巾、袜子，各色人字呢、毛人字呢、斜布、各色条子布等棉

布、毛布等，月均价值 ２１２万元。３１年 （１９４２），静宁县开办甘肃省立静宁中学附
设手工纺织推广所，有手摇纺车２４辆，倒线机２台，脚踏织布机４台，公私合营资
本３万元，工人１２人。月均产量人字呢６匹，毛线人字呢４匹，宽土布３匹，窄土
布１５匹，帆布４匹，价值 ６０１万元。华亭县年产大件毛织物 ５００件，小件毛织物
６０００件。３２年 （１９４３），泾川县有兴华实业工厂、复兴街纺织生产合作社，私营资
本３２３５万元，月均生产毛布 ３０匹，斜布 ４０匹，洋布 ８０匹，杂色线袜 １５打，价
值２８２９万元。３３年 （１９４４），有工厂 （公司）１１个，最多时增至 ２３个。有家庭
毛纺业８３户，其中织毛衣４６户、织毛毯３７户。另有国民军驻军军服工厂３个。３８
年 （１９４９），国民军驻军平凉鞋袜工厂分部有员工 ２００人。平凉县有手工纺车 １０００
多辆，日纺毛纱１０００多公斤。
１９５３年，有私营纺织合作工厂３２个，从业１６５人，产值６１２５万元，其中棉纺

织厂３１个，产值５３８８万元。政府订货加工７１万元。个体手工纺织业９６０户，从
业１２８６人，产值２４６２０１３万元 （旧币）。生产土布、色布、市布３２３５万米，毛线
毯２１万条，毛衣裤１４３万条，毛袜１３０５打。１９５４年１月，成立平凉市毛织生产
合作社。１９５６年，成立平凉市棉织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平凉市棉织生产合作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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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国营平凉市棉纺织厂，合纱组析出成立地方国营平凉市针织厂，毛织生产合

作社转为地方国营平凉市毛纺织厂。１９５９年，平凉市人造棉厂、帆布厂并入平凉市

平凉市针织厂针织车间

棉纺织厂。１９６１年，平凉市棉纺织
厂并入平凉市针织厂。１９７５年后，
乡镇建起亚麻厂 ６个，配置打麻、
脱麻、碎茎、梳麻、压捆等机械设

备，年生产亚麻４００多吨。
１９８０年，平凉县毛纺织厂析出

针织车间，成立平凉县羊毛衫厂。

１９８１年成立平凉地区绒线厂，生产
地毯毛纱，年产５０吨。１９８２年，平
凉县针织厂分为平凉县第一针织厂

和第二针织厂。第一针织厂以生产

各种棉织、化纤、棉绒线衣为主；

第二针织厂以生产手帕、围巾、童

毯为主，其中 “冰峰牌”方围巾出口科威特、伊拉克等 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年，
成立灵台针织厂、崇信纺织厂、静宁毛针织厂。１９８６年成立泾川棉纺织厂。
１９８８年，全区有国营绒线、棉线、毛纺、针织厂９个，职工２１８１人，固定资产

１５７０５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８３６万元。主要产品有棉毛纱、针织品和以驼毛、
兔毛、腈纶、混纺为原料的男女套装。年生产针棉织品折合纱线４６８吨，织布 ３２６
万米，棉纱２１４吨，毛线１１４吨，毛毯２２５万条。其中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的 “冰

峰牌”、“瑞雪牌”、“咪咪牌”腈纶衫从 １９７３年开始出口，远销美国、苏联、法国
等２９个国家和地区。“丹英牌”各类羊毛衫行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平凉市毛
纺织厂的产品销往全国２１个城市。１９９１年，建成华亭县大麻脱胶制纤厂，时有职工
３１４人，固定资产 ７２５万元，年产脱胶麻纺织用纤维 ５００吨 （１９９７年破产）。１９９５
年４月，建成平凉市无纺织厂，有职工 ７４人，年生产能力针刺毛毡 １０万平方米，
无纺呢１０万平方米，电热褥１万条，针刺民用毯２万条及针刺地毯、土工布、羊毛
被、造纸毛布等。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棉、毛纺织及针织企业 １０户，职工 １４４５人。主要生产能力棉
纱１万锭，布１５万米，棉毛类衫裤８０万件，毛巾３００万条，毛毯２４万条，针织内
衣１８０万件。此后毛纺织及针织业多停产或半停产。２００２年，有限额以上企业３户，
资产总额１０２３万元，固定资产 ６５０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４２６万元，工业销售产
值２３８９万元，职工４０８人，生产纱２３２２吨。

平凉市毛纺织厂　在平凉城区西寺街，占地１８８万平方米。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组建私营六盘磨纺织社。１９５４年 １月，改成平凉市毛织生

产合作社。时有织毛衣机、毛毯机、毛袜机等设备１６台，人力手工操作，有职工４１
人。生产毛毯 ５３６５条，毛衣裤 ４４６４件及毛袜、棉絮等，年工业产值 ２３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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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毛纺织厂职工检验毛毯

１９５６年人员达到 １３６人。年生产毛
毯１６６万条，毛衣、毛裤 ３万件，
毛毡３１５９条，工业产值６６９万元。
１９５７年，实现半机械化生产，试制
出３６种新产品。１９５８年３月，转为
地方国营平凉市毛纺织厂。年生产

毛衣裤 ３９５９件，毛毡 １７万条，产
值８８万元。析出栽毯车间成立平凉
市地毯厂。１９６５年，生产毛衣裤 ５
万件。１９６８年产品有纯毛衣裤、纯
毛方格绒毯、毛袜 ３大类。１９７３
年，有职工 ３３０人，总产值 １３２２

万元，始产旅游粘纤毡１万件，针织毛衣始出口换汇。１９７５年，开发１０多个品种、
４０多个花色，年产毛毯 ４万条，腈纶衫 ６万件，远销 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７９年
出口男女羊毛套衫、童套衫５８万件。
１９８２年，研制出纯毛水纹提花拉绒毛毯，获甘肃省新产品开发奖。１９８５年生产

毛毯２４万条，花色品种２０余种，开始散毛染色。１９８６年，建成１５万米粗花毛呢生
产线。始产民族用品腈纶拜毯。１９８７年，销往香港人造毛提花毯 ３０００条，创汇 ２０
万美元，实现利润１７４１９万元。１９８８年，有职工 ５６８人，生产毛毯 ２４万条，毛呢
１２万米，完成工业产值５８１万元，实现利润３５４万元，税金１２６９５万元。

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５３８人，生产 “陇东牌”、“崆峒牌”纯毛提花毯，“陇东牌”、

“寒友牌”、“壁画牌”腈纶毯、人造毛提花毯共 ３０多个品种，粗毛呢 １５万米。资
产总额 １８８２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１２０３万元，完成工业产值 ２５２万元，销售收入
１５５６万元，税金２７２万元。２００１年停产。

平凉市第一针织厂　在平凉城区西南中路，占地１８９万平方米。
１９５６年，３０多家纺织户组建平凉市棉织生产合作社，从业 ３００人，以 ２１支纱

为原料，生产 “四八”（每匹四丈八尺）土棉布。１９５７年生产土棉布２４５３匹，袜子
３８３９打 （每打１２双），产值４６７万元。１９５８年转为地方国营平凉市棉纺织厂，析
出合纱组成立地方国营平凉市针织厂，产品有 ４、６、８股线，松紧口手套、围巾、
毛巾等２５种。１９５９年，平凉市人造棉厂、帆布厂并入棉纺织厂，织造劳动布 ７７５
万匹，条子布、跃进呢、人字呢、粗白青帆布等各种规格土布 １４万匹。１９６１年，
棉纺织厂并入平凉市针织厂。始产花线绳子、口罩带、腊光线、花色围巾等。

１９７０年，购置系列设备１１台，始产针织内衣，完成工业产值７９７６万元。１９７２
至１９７７年，开发出２６支腈纶膨体女围巾、方巾、罗纹小领运动衫、罗纹弹力运动
衣裤、提花沙发巾和腈纶套衫等２７个花色品种，实现机械染色整理。产品出口科威
特、利比亚等中东地区。１９７８年，采用进口腈纶纱生产腈纶制品。１９８２年，一厂分
二为平凉县第一、第二针织厂。第一针织厂以生产各种棉织、化纤、棉绒线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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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产能力１８０万件。有职工６０７人，资产总额２２８８７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１３２４１
万元，完成工业产值 ３２５万元，销售收入 １６０万元，税金 １７２万元，亏损 ３５７
万元。

１９８４年，用次氯酸钠和双氧水代替漂白粉、漂白剂，活性染料和直接染料代替
硫化染料，提高染色整理技术和质量。１９８７年，新上成衣生产线。１９８８年生产棉、
毛衫裤、汗衫背心、腈棉交织衫裤、腈纶运动衫裤６０多个样式、１８０多个花色品种。
１９９０年，晋升为 “甘肃省二级企业”。２００１年停业。
平凉市羊毛衫厂　在平凉城区南环路，占地 １２万平方米。１９８０年，从平凉县

毛纺织厂析出建厂。时有生产能力６万件，生产腈纶男女套衫、开衫、童套衫等 １９
个品种，送天津毛织料春秋两季交易会样品 ２５种。１９８３年，从日本引进提花机 ２０
台，试制开发驼线、纯毛、腈纶提花衫等 ４１种新产品。１９８４年试制纯羊毛衫。
１９８５年，能生产１５０多个花色品种。１９８６年完成省列 “香型树脂整理羊毛衫”技术

攻关课题，填补省内空白。１９８７年，试制牦牛绒衫，通过省级技术鉴定。１９８８年，
生产各种男女儿童羊毛、驼毛、兔毛、牦牛毛及腈纶提花、纹花、胖花、串桃花、

绣花、喷花套装、开衫、背心、裤子等２２５个品种。
１９９６年，有职工２９９人，年生产能力４０万件，资产总额８０４６万元，固定资产

原值３６２５万元，完成工业产值 １８０万元，销售收入 ５４８万元，亏损 ４９８万元。
主要生产以驼绒、纯羊毛、腈纶、混纺针织绒线为原料的毛衣、毛裤。 “冰峰牌”、

“瑞雪牌”、 “咪咪牌”衫裤销往美国、前苏联、法国、加拿大、墨西哥、新西兰、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３８万件，创汇１８０万美元。２０００年因产品销售不畅停产。
泾川县棉纺织厂　在泾川县城北新街，占地 ２５２万平方米。建于 １９８６年 １０

月，年生产能力１６００锭。１９９１年扩建成年生产能力５２００锭。１９９３年扩建成年生产
能力１万锭。累计完成投资２１７９２２万元，主要产品有６支、１０支、２１支、３０支、
３２支和４５支各种纯棉纱、棉麻混纺纱、涤棉纱等。产品经甘肃省质检测试中心年度
测检，均符合国家标准—３９８—７８，一等一级品率１００％，上等一级品率９８％。年生
产６８００锭，２１支、３２支等棉纱１３４０吨，产值６１９万元。有职工３７４人。
１９９８年，有资产总额１８８２万元，固定资产原值１９０６８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棉

纱１８２０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４０万元，销售收入４９８万元，利税３４万元。

第二节　地　毯

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宁夏中卫人在平凉县沙岗子西兰公路北边租赁民房３间，办
栽毯作坊，有３部双木机架，技术工人２人，学徒４人，生产２×４马褥子，月生产
２０平方市尺。１０年 （１９２１），宁夏、陕西等地织毯者在平凉菜市巷口、中山街、过
店街相继开办地毯作坊。１３年 （１９２４），４户人家在平凉北后街、东大街、八盘磨、
南门什字等处开毯坊，平凉地毯作坊达到８家，资金８００元 （银元），从业５０多人，
月产地毯９０８平方市尺。１６年 （１９２７），地毯作坊发展到 １６户，从业 ８０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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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４、４×６、５×７马褥子和床毯，年产 １４００条、１１２万平方市尺。２０年
（１９３１），有织毯作坊２５户，从业２５０人，产品有马褥子和３×５、４×６、５×７羊毛
栽织地毯，年产５０００多平方市尺，销往青海、宁夏、陕西等地。２５年 （１９３６）后，
地毯生产萧条，作坊剩１０多家。
１９４９年，有织毯作坊８户，从业２８人，平均资产５５元 （银元）。毛纱由人工在

石质染槽中泡染。１９５４年６月，平凉市高平镇 （平凉市城区）组建３７人织毯小组。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迁址西瓜园，组成平凉市地毯合作社，从业５６人。１９５６年８月，平
凉市地毯合作社与毛织合作社合并，成立地毯车间。１９５７年，地毯车间有职工 ４０
人，年产地毯１００４平方米，产值 １０２万元。地毯图案由老技工精心编绘，多为传
统的万字、回字、寿字锦等。产品均为２×４、３×５市尺以下的马褥子、拜毯，道数
不足７０道／平方市尺，机架为２５至３米长。１９５８年，机架改造成 ３至 ４米长，生
产１４×２０市尺各种方型地毯，主要产品为７０道机抽地毯。１９５９年，地毯车间从毛

修　毯

纺织厂析出，成立平凉市地毯厂。

１９６０年并入市毛纺厂，保留地毯
车间，年产地毯 ２８５３平方米。用
国产酸性染料、人工烧火染色，凭

经验和视觉定色。１９６３年，又分
出恢复平凉市地毯厂，年产地毯

１０７４平方米。毛纱由民间妇女手
工纺捻，用河水人工揉、砸、冲洗

线。１９６６年采用媒介染色、化学
水洗地毯。１９７４年后，建成灵台、
静宁、庄浪县地毯厂。１９７５年，
全区有地毯加工点 １６个，织毯机
９４幅，年产地毯４８９２平方米。

１９８０年后，建起崇信县地毯厂，灵台、静宁、庄浪县地毯厂实现机械染色，产
品开始出口创汇。１９８５年，全区地毯厂有职工 １３８３人，加工点 ６３个，从业 ２９０９
人。年出口地毯３８５万平方米，产值７５０万元。１９８８年，新建静宁飞天地毯厂。全
区有地毯厂６户，加工点 １１０个，从业 ９３２２人，固定资产原值 １１２０万元，年出口
地毯７０１万平方米，产值１４４８万元，产品有机抽洗、机拉洗、小拉绞、仿古地毯、
挂毯和胶背地毯等 １２个品种，销往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瑞典等 ２０多个国
家。灵台县地毯厂生产的地毯质量连续 ８年保持全省第一，绘图、平毯、洗毯曾荣
获全国单项第一。庄浪县地毯厂被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授予 “出口商品生产建设成

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０年，全区有地毯企业７户，年生产能力 ２１万平方米，生产地毯 １５万平方
米。各地毯企业均采用灵台县地毯厂微机控制恒温洗毯技术。地毯图案多为国际市

场流行款式，多色结合，有仿古、花卉、鸟兽、人物多种格调，有彩花、美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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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素古式和高彩式、高美式、仿波斯多种图案。１９９１年，平凉、灵台、庄浪、静宁
地毯厂对供水、洗线设备进行改造，自动化控制程度提高。１９９２年，灵台、平凉、
庄浪、静宁县地毯厂被甘肃省飞天地毯公司和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评为出口地毯

先进企业。灵台县地毯厂开发 “纺织藏毯”新品种。１９９４年，全区出口地毯 ２１８
万平方米。建成庄浪县挂毯厂。１９９６年灵台县地毯厂投资６０１万 元，改造扩建成６
万平方米地毯生产厂。平凉市、庄浪、灵台县地毯厂、静宁兴飞地毯厂分别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公司。１９９８年从业 ８７８０人，生产地毯 １５４９万平方米，
地毯生产工艺改进为图案绘制、毛纱洗染、织毯、平毯、洗毯、剪毯。２００１年，有
地毯企业 ７户，完成工业增加值 ２４７４万元，销售收入 ６７００万元，利税 ２１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生产地毯９８万平方米。

平凉华艺地毯有限责任公司　在平凉市保丰路，占地１９２万平方米，隶属平凉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９５９年从平凉市毛纺织厂析出地毯车间，成立平凉市地毯厂，有职工 １００人，
年产地毯２４４１平方米，产值 １４万元。承担天津地毯公司出口任务，地毯图案由公
司提供。１９６５年扩建，生产工艺发展为绘图、化验、染线、栽毯、整修、洗毯等工
序，生产厚度３／８英寸 ９０道地毯。按北京口岸公司交付的图案照片放稿描绘后生
产。采用媒介染色，蒸气冲热，色线品种增加到２５种，开始用化学水洗地毯。生产
出正圆地毯，出口国外。１９６７年，试制出９０道机抽洗地毯、厚度３／８英寸地毯和椭
圆型地毯等新产品，年产地毯 ５５７平方米。１９７２年染色工艺实现机械操作。１９８１
年，生产的平毯、地毯分别被评为全国第二、三名。１９８３年晒图洗线实现机械操
作。１９８４年，采取高温度、高浓度、强机械力工艺洗毯。１９８５年，引进高压染色
机，日产量增长 ２５倍。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改制为国家参股、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
司。１９９５年，被中共平凉市委、市人民政府评为利税突破百万元先进企业，连续两
年被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地区行政公署评为 “十强国有企业”。２００１年，有资产总
额１３００万元。生产毛织手工打结纯羊毛地毯，在农村设加工点 ６０个，从业 ２０００
人，年生产成品地毯３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９０至１５０道机抽洗、机拉洗羊毛手工
栽绒地毯，厚度 ３／８、４／８、５／８，图案北京式、美术式、彩花式 ３种。大量销往德
国、美国、法国、日本、瑞典、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少量销售到新疆、宁夏、

北京、天津、陕西、四川、河北等省区。２００２年，因产品销路不畅，歇业。
灵台县地毯股份 （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在灵台县中台镇南店子村，占地４３５

万平方米。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建立。１９７９年后办起厂外加工点２５个。１９８１年在甘肃省机抽洗地
毯质量评比中获第一名。１９８２年，技术工人李纯兴等人研制发明双酸双水染色和交
叉及道数经常化工艺，在全省同行业首先生产出 “３２０黑色地毯”，在西北五省区推
广应用。１９８３年设计的 “山水牡丹”图案和生产的 ９０道机抽洗地毯在全国第五届
地毯质量评比中分别获绘图单项第一名、质量第五名。

１９８６年，用新的工艺配方、化验方法控制浓度，电脑操作恒温，实现主体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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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停顿、注水、放料等工序自动化。洗毯一次合格率由６８％提高到９８％，外贸
交货正品率９６８％。漂白粉、烧碱和耗电等消耗指标降低，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获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８７年，建成年产 ３０００吨漂白粉化工车间、梳纺车间及
纺纱生产线，被甘肃省工艺美术公司、甘肃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评为先进企业。

１９８８年织出人物肖像挂毯，被列为平凉地区新产品。利用地产一级土种羊毛精纺毛
纱，生产出２００道、２６０道和３００道仿波斯高档艺术挂毯。采用润色、融色新工艺形
象生动地表达出图案特色，填补省内空白，被列为省级新产品。厂长李纯兴应邀赴

瑞典进行织毯技术表演和交流，受到国际同行赞赏。

１９８９年７月，兼并灵台县农具厂，晋升为 “甘肃省二级企业”。１９９０年，被甘
肃省轻纺工业厅评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１９９１年，被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评为
甘肃省厂矿科协工作先进集体。１９９６年实施年生产能力６万平方米地毯扩建，新增
配套设备 １０３台 （件）。购买破产企业县竹木厂。１９９７年兼并县服装厂。１９９８年，
改制为地毯股份 （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有职工 １２２５人，产品有京式、美术、彩
花、仿古、小拉绞地毯、仿波斯艺术挂毯、拉绞凸花地毯、编织藏毯、皇宫地毯等

系列产品 ２０多种，销往日本、美国、瑞典、德国、香港等 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２年，有资产总额１８７１万元，固定资产７９７万元，职工２１１人，完成工业增加值
３５１万元，销售收入４０５万元，税金４１万元，利润２万元。

第三节　服　装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生产皮衣 ３万件，静宁生产 １０００件。细货精品有狐
皮、二毛皮、子羔皮、灰鼠皮、猫皮缝制的大衣、长袍、短干衣等。平凉城区有裁

缝业４０余户，多以手工或半机械半手工缝制，主要有军服、民用细料便衣、绸缎长
袍、马褂、戏装、寿衣、衬衣、大衣、运动服等。制帽业２０余户，制鞋 业３０余户，
以布鞋为主，兼做绸缎鞋、绣花鞋。有军服工厂３个，其中平凉鞋袜工厂有工人２００
余人，缝纫机２２台，军工管制。被服整理站有工人 １００余人，隶属国民政府军政
部。被服厂有工人 ５００余人，隶属兰州军需局。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有裁缝铺
２００家。

１９５４年，有个体缝纫手工业３３７户，从业５２６人，总产值８９３１万元。１９５６年
成立手工业服装生产合作社 ７个，鞋业、制帽生产合作社各 １个。总计生产服装
１１８万件，其中生产合作社 １１１７万件，个体手工业 ６２５７件。１９５８年，平凉、静
宁服装生产合作社升格为国营企业，１９６１年复归集体所有制。１９８８年，有服装企业
１３户，其中全民２户，集体 １１户。按产品分为服装 １１户，制鞋 ２户。职工 １２７５
人，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１３４５９万元，销售收入 ９２９５万元，固定资产 ５３４０５万元，
实现利润４６９８万元，税金 ４５１７万元，生产服装 ２５９６万件，注塑布鞋 ３７５万
双，皮鞋７５万双，帽子３７万顶。１９９７年后，改制为股份 （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后多数被兼并，崇信县被服厂被拍卖，平凉市制鞋厂、泾川县鞋厂依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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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车间

１９９８年有服装鞋帽企业
１４户，职工 ４９４人，生产
服装 ２４８万件，帽子 １１４
万顶，布鞋 ６０００双，皮鞋
１５２万双。全区包括个体
户生产服装 ２０４５万件，其
中梭织服装 １９３８８万件。
生产西服及套装 １３８７４万
件，衬衫４８８９万件。２００１
年，有限额以上企业 ５户，
资产总额４５１万元，固定资
产８２万元，职工１９３人。生产服装８８０３万件，其中限额以上企业生产４３８万件。
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产值１５３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６０万元。

平凉市服装厂　在市区东大街，占地 １９３７平方米。１９５４年 ６月，由 ３６户个体
裁缝组成服装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迁址扩建后称平凉市被服生产合作社，有脚踏缝
纫机１５０台，社员１６０人。１９９３年，与泾川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联营，修建星兴商
厦，年收入１０万多元。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 ８１万元，职工１１７人。２００２年，完成
工业产值３９万元，销售收入１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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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食品工业

第一节　粮油加工

一、石磨、石碾

庄浪县出土的汉代石杵为舂米工具，出土的西汉石磨是区内发现最早的旋转石

磨。灵台县曾出土东汉石磨。

唐、宋代以后，以人畜为动力的石磨、石碾广泛分布于城乡各地。磨盘直径多

为３２市尺、２７市尺、２２市尺，每磨日磨小麦分别为７５市斗 、６市斗和４５市
斗。专业经营的磨坊多雇工加工，磨坊较多的是平凉和华亭。民国 ３６年 （１９４７），
平凉城区有磨坊２００家。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城区大小磨主有石磨７０多盘。
１９５２年，静宁县农村有２０００余家小磨坊、小碾坊、小油坊从事季节性生产。华

亭县有石磨 １８１盘用于商业性经营。１９５３年，平凉市区有石磨 ７３７户、７４８盘。
１９５４年，泾川县有磨户２１３家。１９５７年，全区可组织利用的石磨有５２８盘，年生产
能力为２４５万袋。１９５９年，全区有石磨５２１万盘、石碾５０１９台。

二、水磨、水碾

据考证，唐代，今泾川县红河乡水磨坪建有水磨。今庄浪县水洛城 “有水轮、

银铜之利。”明代，泾水上游、静宁东峡均有水磨。明末，平凉城郊 “东西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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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以百数。”清康熙五十四年 （１７１５），静宁 “威戎、甘?二泉，皆有灌溉水轮之

利。”乾隆年间，静宁州共有水磨４８０座。道光年间，今泾川王村乡章村王立道祖父
利用涧河水作动力，修建立式水磨，沿用至１９６６年。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左宗棠率
军过平凉时开两渠，民间称头道磨渠、二道磨渠，水磨加工军粮，渠水灌田。后崆

水磨房内外景

峒山杜道人又开三道渠，从柳湖一直

延伸到十里铺，共建水磨 １２座。光
绪六年 （１８８０），庄浪水洛河沿岸有
水磨４３０座。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崇
信县城西河两岸有水磨５座，南乡
黑河有水磨２座。民国时期，华亭县
有水磨１４６座。１４年 （１９２５），平凉
县共有水磨 ７１座。１７年 （１９２８），
静宁县有水磨６０１座。２８年 （１９３９）
至３２年 （１９４３），庄浪县有石、慕、
陈、李、王、魏各姓水磨３０余座，长年
营业。水洛河沿岸有水磨５００余座。３２年（１９４３）１０月，泾川县在泾河南岸建水碾 ９
座。３７年（１９４８），平凉城区７０多户磨主每户屯粮一般在２０至３０石，多者５０余石。
１９５２年，华亭县有水磨２１６座。１９５３年，平凉市有水磨９０余座。１９５７年２月，

木　榨

全区有水磨１４２座，日产面粉１０２２袋，年产约２７６万
袋。１９５９年，全区有水磨 ９６９座。１９６０年，平凉县有
水磨２０多座，分布在头道、二道和三道渠上。７０年代
和８０年代，静宁等县有些社队仍有修建水磨、水碾的，
每座水磨装石磨 １至 ４盘，每盘昼夜可磨小麦 ３市石
左右。

三、木　榨
清未、民国时期，木榨油坊广泛分布全区各地。５０

年代初，泾川县有 ３０多处木榨油坊，从业 １２４人。
１９５９年，全区有木榨油坊 ６５６处，日产食油 ５万公斤，
月产１５３６万公斤。木榨油坊从油料的清理、蒸炒、打
包、到压榨取油，全靠人工操作。出油率２７％至 ３０％。
至２１世纪初，农村仍有木榨油坊榨油。

四、机　械
１９６７年，平凉县农 村始用小型磨面机、粉碎机加工粮食。１９７０年，全区农村有

碾米机６３台，磨面机２４０台，榨油机７２台，饲料粉碎机１８１台。１９７５年，有碾米
机４０８台，磨面机２０２０台，榨油机３８０台，饲料粉碎机２１９０台。１９８０年，粮油加
工机械达到９００６台，其中磨面、碾米机５８３７台，榨油机７８９台，饲料粉碎机６３３３
台。基本代替石磨、石碾、水磨、水碾和木榨，逐步实现农村粮油加工机械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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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加工机械由农村社队集体经营变为农户单独或联合经营。１９８５年，有碾米机 ９３２
台，磨面机５３１６台，榨油机９２３台。１９９０年，有碾米机１０６４台，磨面机５９６９台，
榨油机１３７４台。１９９４年各类粮油加工机械达到９１９３台。

五、加　工
１９４９年，平凉解放后，全区组织群众为西进解放大军加工炒面、面粉。５０年代

初，全区财政供给人员成品粮油由各级粮食部门组织民间力量加工，其他人员配发

原粮由本人到就近磨坊加工或兑换。１９５３年平凉市组织 ２０５户、２４３盘石磨加工粮
食。次年全区组织私营水磨 １３５盘、旱磨 ５４２盘加工粮食，保证非农业人口口粮供
应。１９５６年，平凉县利用民间水磨６２盘、水碾３盘、旱磨５０盘，加工粮食７７万多

传统碾米

公斤。１９５７年，全区共组织旱磨５８２
盘、水磨１４２盘，年面粉加工能力增
至２７万袋。１９５８年，泾川县依靠３０
处油坊加工油品９万公斤，组织水磨
１１盘、旱磨 １８万盘、石碾 １０６７
台，加工粮食 ６５万公斤；静宁县组
织粮油加工社 ６２个，加工组 １０个。
１９６０年，委托民间加工基本结束。

１９５６年，平凉市榨油厂和副食
厂建成投产，生产成品油 １７９７吨。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土法上马、土洋结

合，建成平凉、泾川、安口、静宁面粉厂和庄浪榨油厂，建筑面积６５２０平方米，年
加工能力７３４３吨。１９６３年，建成华亭县综合加工厂和灵台县面粉厂。１９６５年，建
成崇信县面粉厂。全区有粮油加工企业 １０户，年粮油加工能力 １５２万吨，完成工
业总产值５０２０万元，实现利润２２９３万元。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扩建庄浪、灵台县面
粉厂。１９７０年，全区有粮油加工企业 ９户，职工 ２９８人，月制粉 ４７３９袋，碾米 １０
吨，榨油１４８吨。
１９７１年，修建灵台县副食厂。１９７２年，扩建泾川、灵台县面粉厂，修建静宁县

副食厂。１９７４年修建泾川县副食厂。１９７５年全区有粮油加工企业 １１户，职工 ５０７
人，年加工能力面粉２８５万吨、油品６４６０吨。１９８０年全区有粮油加工企业１３户，
生产能力面粉５３９万吨、油品８３５０吨。
１９８１年，建成华亭县东华副食厂。１９８３年，完成平凉市榨油厂、泾川县面粉厂

迁建工程。建成平凉市饲料厂、泾川县饲料车间。１９８５年，建成灵台县饲料厂。全
区有粮油加工企业１４户，职工７７６人，固定资产总值６５８５万元，总动力机械２８３５
千瓦，年生产能力面粉 ５８１万吨、油品 １１８万吨，主要产品有小麦粉、玉米粉、
混合饲料、胡麻油、菜子油、花籽油、食醋、酱油、面制品、糕点等，完成工业产

值２１０１８万元。１９９０年，固定资产达到１１４４万元，职工达到１００９人。建成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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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饲料厂。泾川县饲料厂在全省率先实现自动化生产，被评为全省先进企业。

全区５户饲料厂先后改为饲料公司。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全区投资８１０万元，对粮油工业进行更新改造，固定资产原值

增至４４２６４２万元，职工增至１１７５人。安口面粉厂通过技术改造，成为全省设备、
工艺、技术最先进、产量最大的企业。平凉市榨油厂、静宁、庄浪县面粉厂生产的

胡麻油分别获全省优质产品、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和 “金粟奖”。全区粮油加工产量

４９４万吨，总产值 ４４１８万元，销售收入 ４２２６４１万元，利润 ２３万元。１９９６至
１９９９年，全区投资１５１９６５万元，继续对平凉市、灵台、崇信、华亭、静宁县粮油
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年加工能力增至６４４万吨。但因生产能力过剩，出现大面

面粉车间

积亏损。１９９９年粮油工业企业有平凉、庄浪、
静宁、灵台、安口、泾川、崇信、东华面粉

厂，平凉榨油厂，平凉、静宁、泾川、灵台、

华亭副食厂等１４户，职工１２６３人，固定资产
原值２９２５万元，粮食加工总产３６２万吨，植
物油总产２７７５吨，食品５９６０吨，完成工业总
产值４１２７万元，销售收入２４８６万元，利润 －
９２６４万元。５户饲料公司累计生产饲料 ２７１
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２５６万元，销售收入
３５９６万元，利税 ２１９５万元。２００１年，投资
４７８万元对崇信县面粉厂制粉车间进行技术改
造，生产能力由日处理小麦 １２吨增加到 ２４
吨。全区粮油工业企业破产 ３户，实有 １９户，产量由上年 ４１４万吨降至 ３６６万
吨，工业总产值由５０４６万元降至 ４３９７万元，销售收入 ２９０１万元，亏损 １２２３８万
元。２００２年，加工小麦粉３３８万吨，食用植物油２０３吨，配混合饲料５４９１吨。

第二节　食品制作

有史可考的食品制作盛于清代。道光十七年 （１８３７），泾州城一些饭馆兼制糕
点、调味品和酱制品。清末，泾州城 “盖泰昌”字号生产什锦点心、张口饺子和什

锦酱菜。平凉、静宁城各有多家食品制作名店。

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山西人在静宁办起 “积庆源”、“积庆德”，从事糕点加工。

１５年 （１９２６），平凉县城区有 “自立西”、“东顺生”、“忠义永”、“和兴元”、“德

泰”等 ８家汉、回民食品店。１８年 （１９２９）静宁县产粉条面 １０万斤。２１年
（１９３２），静宁县城陈翰林 “积庆元”点心店，年销售额法币 ３０多万元。馍馍铺分
烧馍、蒸馍、油馍３种，俗云 “静宁锅盔泾川馍，无碱色洁，经久不坏”。４０年代，
平凉城区有 “新新”、“万盛和”、“德华”、“天生”、“华丰”、“巨成功”、“富苏

昌”、“齐成德”、“中原”、“保安堂”、“义盛德”、“天生元”、“天庆酱园”、“天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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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园”等食品店，从事各类食品加工业者４００余户。静宁县城建起 “陈顺复”等食

品店。泾川县城有 “应顺通”、 “荣顺通”、 “荣顺长”等食品店，以手工生产豆腐

乳、香油、豆酱、辣子酱、酱油等酱制品 １３种，鸡蛋糕，鸡蛋卷、酥皮点心、饼
干、月饼、杏仁酥等糕点１２种。
１９４９年，全区食品加工产值１７０多万元。１９５３年西北贸易公司平凉分公司筹建

平凉食品加工厂。全区有食品生产的私营企业８户，从业５１人，完成产值１０７４万
元。生产饼干１５３万公斤，点心２４２万公斤，酱油８６１８吨，豆瓣酱１７３吨，面
酱３２１３吨，酱渍果蔬 １３吨。另有个体酱园 １８户，制醋业 ２８户，制糖业 １４户。
１９５６年，分类实行公私合营，成立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静宁县副食商店、平凉市
副食生产合作社等转为地方国营厂，建成地方国营平凉地区肉食联合加工厂。

１９８３年，建成平凉市清真食品厂，生产清真食品。１９８５年，静宁县城川乡建起
鸡、兔肉罐头生产厂。１９８８年，灵台县肉食加工厂建成投产，乡镇食品加工业纷纷
兴起。全区有食品生产厂家１５５户，其中国营１３户，集体２户，乡镇１４０户，从业
３２００多人，生产肉类加工品、糕点、糖果、罐头、酱菜、饮料及各种调味品等。
１９９２年，泾川县食品厂投资 ９６万元，扩建成 ４００吨月饼、饼干生产线。１９９３年，
平凉市副食厂投资 ２６０万元，新建 ５０００吨／年醋、１９００吨／年酱油车间。产品有
“玄鹤洞”牌９大系列３０多个品种。平凉市清真食品厂先后获国家民族宗教委员会、
轻工业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 “少数民族先进企业”称号。１９９５年，国家国内贸易部
命名平凉地区肉联厂、平凉市副食厂、泾川县食品厂等为 “中华老字号”。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食品制造业２８户，职工１４２７人，生产糖果１４７吨，酱油１１５１
吨，醋８２１０吨，糕点１４１１吨，鲜冻畜肉３６４３吨。１５户国营、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
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１９９９年８月，在平凉成立甘肃瑞华食品有限公司，为中美合

肉食加工车间

资企 业，主 营 苦 杏 仁，年 出 口

２０００吨，创汇 ３６０万美元。２００１
年，限额 以 上 企 业 有 资 产 总 额

６３３８万元，固定资产 ３３６３万元，
职工 ９４６人。２００２年 ３月，天津
大红碗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２３０８万
元，用 ９２天时间建成大红碗静宁
分公司，省长陆浩赞誉为 “静宁速

度”。是年，全区有食品制造业 １５
户，完成工业总产值 ４２００万元，工
业销售产值 ３５５５万元。生产鲜冻
畜肉 ３０７７吨，糕点 ５６吨，罐头 ６７

吨，酱油１１８２吨，淀粉５３吨，冷冻饮品６７５吨。
平凉地区肉食联合加工厂　在平凉市城区崆峒西路，隶属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商

业处，占地８２８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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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６月筹建，１９６０年 ８月投产。全区唯一的机械化畜产品加工厂。１９８７
年，有固定资产原值 ６１５万元，职工 ３５９人，屠宰加工生猪 １３３万头，生产冻肉
６６５０吨，完成工业产值１４７３万元，销售收入１９０６万元，利润１４０万元，税金１１万
元。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因连年亏损，被静宁县农畜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债务式兼并，组建平
凉地区路大路食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８年，有资产总额 ３０４５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２０５３万元，生产各类肉食品
１１００吨。主要产品有白条冻猪肉、分割肉、牛羊肉卷、大家畜四分体、十分体和精
包装猪下水、路家烧鸡、五香驴肉、五香牛肉、五香猪蹄、八珍凤爪和金钱肉。“路

大路”系列熟制品被国家国内贸易部授予 “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产品销往兰州、

武汉、西宁、新疆、内蒙古、宁夏、河北、四川等地。有职工 ４６３人。２００２年，生
产各类肉食品２０００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２０万元，销售收入１１００万元，利税１０万元。

甘肃省灵台红岩肉食有限责任公司　在灵台县城三教村，占地 ３９８万平方米。
１９８７年，成立灵台县肉食加工厂，总投资 ６１０万元，建起 ２００吨冷库和牛、兔肉生
产线，生产８大类４０多个品种。１９９０年，兔肉经英国卫生注册。累计完成工业产值
５００６１万元，销售收入３７７２５万元，上交税金１１３６万元。

１９９８年９月，将资产作价４８０万元转让，更名为甘肃省灵台红岩肉食有限责任
公司。年生产能力宰牛 ７０００头，宰兔 ４０万只，生产冻品肉 １４００吨。有职工 ２００
人。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４０人，资产总额 ７３９万元，固定资产 ６０２万元，生产冻品肉
３８０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６２万元，销售收入７０６万元，税金４２万元，利润２７万元。

静宁淀粉厂　在静宁县城东。１９８７年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玉米淀粉 ３０００吨、
蛋白粉１７８吨、菲汀１２吨。１９９８年改造扩建，形成年产玉米淀粉 ３０００吨、洋芋淀
粉２０００吨、蛋白粉 １７８吨、麦芽糊精 ５００吨及玉米胚芽、菲汀等副产品的生产能
力。同时改为股份制企业。有职工 １０６人，固定资产原值 ８３０１万元，净值 ５８４７
万元。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２０万元，销售收入２８０万元，利税８万元，生产
淀粉８００吨。２００２年停产。

庄浪县精淀粉厂　县办集体企业，１９９８年建成投产。坐落于滨河北路县工业园
区，占地４９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９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９６０万元，其中设备投资４５０
万元。同年与广州虹纬科技公司合营，成立股份制公司庄浪县虹纬淀粉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方控股５１％，双方出资２００万元注册资金，主产洋芋淀粉。有职工 ６５人。
年生产淀粉９００吨。１９９９年８月，广州虹纬公司撤资，２年中亏损 ３００万元。２０００
年，宁夏隆德淀粉厂承包经营，生产淀粉２０３８吨，上缴税金７万元。２００１年，县洛
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经营，企业更名为庄浪县阳春雪淀粉厂。年内，实现增加

值２３７６万元，产值８８０万元，销售收入８８０万元，税金１０５万元，利润３０万元，
生产淀粉２５１５吨。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３８人，实现增加值１８２万元，产值１５８５万元，
销售收入８７０７万元，税金３１万元，生产淀粉２５１５吨。

泾川县旭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在泾川县城区，占地１１７万平方米。前身系县
食品公司，从事肉、禽、蛋购销调存。１９９２年建成肉类联合加工厂，总投资 ６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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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有固定资产５１６２万元，职工４０人，５０吨冷库１座，累计生产猪肉８２５吨，牛
肉５０７吨，羊肉 ３０吨，驴肉 ５２７吨，鸡肉 １００吨，水产品 ５３吨，完成工业产值
１６２０万元，实现利税 ３４万元。１９９５年，建成 ３００平方米屠宰场 １座，累计宰牛
２０００头，驴 ３０００头，羊 ２００只。完成工业产值 １５００万元，实现利税 １２万元。
１９９６年投资１６０万元，建成４００吨熟肉制品生产线，成立甘肃旭康集团。

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７２９万元。生产 “旭康牌”熏鸡 ２３吨、驴肉 ３４吨、猪蹄
２４吨、牛肉４０吨、鸡珍 ５吨、凤爪 ５吨。改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２年，生产
肉食品８０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１０万元，销售收入５１０万元，利税２４万元。

平凉市景兴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在平凉市区东郊崆峒东路，占地４９３２平方
米，私营企业。

１９８８年投资３万多元，建成景兴清真食品厂，生产糕点、饼干１０吨，产值６万
元，从业２４人。１９９３年，投资３２万元改扩建，生产糕点、挂面、糖果３类２０多个
品种，年产量１００吨，产值６０万元。１９９７年，改为有限责任公司。产品扩大到牛骨
髓油茶、糕点、挂面、糖果 ４类 ３０多个品种，其中牛骨髓油茶销往西北地区及四
川、深圳等地。

１９９８年，生产糕点５２吨，牛骨髓油茶１２０吨。先后获甘肃省消费者协会“推荐诚
信单位”和全区“产品质量信得过单位”、“食品卫生信得过单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十强个体私营企业”等称号。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１５８人，资产总额６００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５００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７万元，销售收入１８０万元，利税２１万元。

第三节　酿　造

平凉酿酒业兴起于何时，无考。静宁县成纪故城曾发掘出汉代盛酒器。宋熙宁

十年 （１０７７），泾州酒课５９４４６贯，渭州１３３５２０贯，德顺军９６３０９贯，由此可见酒
业生产之一斑。明韩昭王用柳湖泉水酿造佳醪。民间酿制黄酒、白酒，始盛于清代。

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泾州商人投资１４万银元，雇工２２人，在窑店开办烧房，年产
白酒６０多吨。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静宁县有浚元昌、庆亨泰等字号，以糜子为原料，
所酿白酒多销往外地。１８年 （１９２９），产酒 ２００多担。２０年 （１９３１），平凉有 “邓

氏”等１０多家酿酒坊。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有酒坊１１家，约有４０窑，年产烧酒３５
万斤。

１９５１年，平凉专区税务局组织筹建平凉酒厂。１９６３年将平凉市商业局洋芋酒厂
并入。１９７１年泾川县建成糖酒厂。１９８４年平凉市区南台一个体户购置小型设备，当
年生产啤酒６０００瓶。静宁县建成珍珠林酒厂。１９８６年前后，灵台县建成梁原乡横
渠酒厂和百里乡酒厂，泾川县建成梁河酒厂，平凉市建成川谷酒厂，庄浪县建成万

泉酒厂，崇信县建成龙泉酒厂。平凉市农业机械修造厂投资５０万元，建起啤酒生产
线。１９８８年建成泾川啤酒厂。全区先后建成酒厂９家，年生产酒１５４０吨。泾川县梁
河酒厂、灵台县梁原乡横渠酒厂生产的高粱大曲获甘肃省商业厅优秀产品奖。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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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人张文正筹办庆阳彭阳舂酒厂，居全省国行业之首，一度成绩斐然。

１９９８年，有白酒生产厂５家，年产５７４吨；啤酒厂１家，年产５２９５吨。乡镇办
酒厂除泾川县梁河、灵台县百里酒厂外，其余歇业。同年，组建平凉市五谷香酿造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泥葫芦、精品、特曲五谷香系列白酒和 “东升”牌黄酒，年生

产能力３００吨。２０００年，静宁县先后组建凤林酒业有限公司、同生酒业有限公司、
成纪酒业有限公司 （生产苹果酒）；崇信县建玉粮春酒厂。２００２年，有酿酒业５户，
生产白酒１０４４吨，啤酒 １５４２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５１６万元，工业销售产值 １８３６
万元。

平凉市柳湖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平凉市东郊徐家园，占地１８万平方米。
１９５１年，建成甘肃省专卖事业公司平凉酒厂。仅有 １套天醪地锅蒸酒设备、１０

多个窖池和简易工棚等设施，生产清香型大曲酒，年产 １３吨。１９５４年研制开发洋
芋、野酸梨、麸皮等制酒工艺，生产非粮酒１０吨。１９５６年，移交平凉市，将市酒精
厂并入，称平凉市酒厂，推广烟台酿酒技术。１９５８年，试制出玫瑰酒、红药酒、锯
末酒、豆饼酒、橘子酒、薄荷酒、青梅酒、苹果酒、高粱秆酒、玉米芯酒等２０多种
新产品。

白酒灌装

１９６０至 １９６２年，以野生原料
代用品制酒，质量下降。１９６３年，
将平凉市商业局洋芋酒厂并入。

１９６４年，引进３８４曲霉菌和德国１２
号酵母，用曲量下降 １４％。应用陕
西省眉县酒厂为酒母输送营养技术，

粮食出酒率由 ４５５％提高到 ４９％。
１９６５年，引进河北省唐山酒厂 “清

蒸清烧”和甘肃省天水酒厂 “两次

配醅”工艺。１９６６年，实现自动上
料生产。

１９７５年，实现蒸煮、降温、发
酵、酒母半机械化生产。１９８１年，改进生产工艺后，研制生产 “柳湖春”特曲酒

１０６吨，其理化卫生指标均符合部颁标准。１９８５年，采用国家浓香型名酒工艺，研
制出暖泉液大曲酒、崆峒二曲酒。１９８６年，以串香白酒为基础，选用优质大曲酒勾
兑调味，研制出 “柳湖春”头曲、二曲新产品。１９８７年生产兼香型大曲酒 １８吨，
填补省内兼香型酒的空白。先后生产出 １０多个品种。１９８９年，晋升为 “甘肃省一

级企业”。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组建平凉柳湖春集团公司。
１９９８年，有职工 ２９８人，生产白酒 ８００吨。主要产品有 “崆峒牌”崆峒酒和

“崆峒牌”柳湖春酒两大系列，酱香、浓香、兼香 ３个香型 ２１个品种，为甘肃省著
名商标。１９９９年３月，改制为平凉市柳湖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标准化管理三
级企业，设计白酒生产能力达到 １３００吨／年。２００２年，有职工 １９７人，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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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３万元，固定资产１０２１万元。生产酒５７０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５０万元，销售收
入３４０万元，利税８１万元。

泾川啤酒厂　在泾川县城，占地 ５６２万平方米。１９８８年 １０月建成，有职工
３２０人，固定资产１５７０万元，各类设备３６０４台 （件），年产啤酒１万吨，啤酒用麦
芽２４００吨。生产 “瑶池”牌系列啤酒、“西王母”牌系列啤酒，产品销往新疆、青

泾川啤酒厂啤酒生产线

海、河南、北京、山西、广西、

宁夏、四川、西安、兰州等省

市 （区）。１９９４年 ４月续建，
形成 １万吨生产能力，固定资
产达到 ３８６４万元，职工 ４５０
人，生产啤酒６１６４吨，完成工
业产值 ７６１万元，实现利税
９３８万元。１９９７年 ９月，被
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兼并，有职

工３４１人。１９９８年，改造扩建
为年产啤酒 ３万吨，改称兰州
黄河啤酒有限公司泾川公司。

２００１年，有职工２６０人，资产总额８２２１万元，固定资产６７６３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
啤酒２１２０吨，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２０万元，销售收入２１１万元，税金５７万元。

泾川县糖酒厂　在泾川县城，占地 １６８万平方米。１９７１年投资 ４７５４万元建
成。有固定资产原值 ３６９１万元。用纯梨、杏汁，经低温发酵，加入白砂糖、食用
酒精、香精等调配酿制，年产能力果酒５００吨，甜菜糖１５０吨。１９７４年生产梨酒８０
吨。１９７７年生产梨酒、杏酒、玫瑰酒 ３１１吨。１９９６年实行股份制，为国有控股。
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６６人，固定资产５１７３万元，生产果脯８７吨，果酒２吨，果糖２４
吨。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４万元，销售收入８４万元，利税１２万元。２００２年
停业。

凤林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坐落于静宁珍珠林山下，占地 ２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３５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０年底建成投产，主要生产 “凤林”、“李广家”两大品牌系列白酒 １０多个
品种，年产优质白酒１０００吨，上缴税金６０多万元。

甘肃成纪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静宁县八里开发区，占地 ３８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１年９月建成投产，年设计苹果酒生产能力 １０００吨，可用苹果 １５万吨。

２００２年引进国内首套苹果蒸馏酒生产线，产品有 “成纪牌”富士利口酒、苹果系列

白酒、苹果红酒、富士干红苹果酒四大系列１０种产品。生产苹果酒３５０吨，实现销
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上缴税金１００万元，有固定资产５９４万元，从业４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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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其他工业

第一节　器　具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全区有铁木匠铺数百家，其中平凉县有１５０家，主要做桌、
椅、板凳、柜子、板箱等家具，鞍架、木锨、木杈等农具，手艺较高者修造马车、

轿车、牛车、滑车、手推车等。

１９５４年，铁木匠铺有４６７户，从业６５９人，总产值６４４５万元。１９５６年，组织
手工业木器生产合作社，生产桌子３９９５张，凳子３１６３把，椅子３２３３把，柜子９６０
个，床７０５张，其他木器用品６７９万个。１９５８年，平凉市木器生产合作社转为地方
国营工厂，全区兴办木器厂 １００余家。１９６２年停办 ８７家。１９７２年，灵台县建成竹
木厂，生产家具、梳子、木琴等。１９８６年，静宁县一中、二中制作衣柜，写字台、
办公桌、学生桌凳等家具。１９９０年，有家具制造企业２８户，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２２万
元，各种家具产量 ７５万件。１９９８年有企业 １９户，职工 ３９４人，生产各类家具
２５０５万件。２００１年，有限额以上家具制造企业６户，资产总额１１１７万元，固定资
产５６３万元，职工 ２５０人。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７３４万元，工业销售产值
１３６８万元，生产各种家具３４５０件。

平凉市钢木家具厂　在解放路，占地２５９４平方米，隶属平凉市二轻工业局，集
体所有制。

１９６６年建立平凉县包装箱厂。１９７４年，更名为平凉县木模旋品合作工厂。１９８０
年，改称平凉市钢木家具厂。１９８８年有固定资产 ２５６５万元，职工 １００人，生产钢
木家具４２００件，完成工业产值８０５５万元，销售收入８０９５万元，利润４２２万元，
税金４８万元。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２８万元，生产钢木家具３１２０件，完成工业产值
４０１万元，销售收入３６万元，利润８０００元，税金１２万元，职工８４人，主要产品
有桌、椅、床、柜等。２００１年完成工业产值 ３０万元，销售收入 ３４万元。２００２年
停业。

灵台县竹木厂　在县城南三教村，占地６６００平方米，隶属县经济委员会，全民
所有制企业。

１９７２年建成投产，有固定资产３５５万元，职工 ３２人，设计年产木梳 ６０万个。
１９８８年有固定资产２２９３万元，其中生产用１７０８万元，生产厂房６００平方米，职
工４８人，生产桌、椅、柜、沙发、花架、木琴等家具１７６２件，木梳４５２０个。完成工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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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１８６万元，销售收入１９１万元，利润２８万元，税金８９００元。１９９５年依法破产。

第二节　雕　漆

雕漆器见于西周、秦汉，而生产、加工历史较晚。明弘治年间，平凉艺人王铭、

王琰雕漆的红楼阁人物圆盘、座屏等作品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

馆。填补了明中期的空白。清末，在泾河滩、纸坊沟、六盘磨等地有漆器小作坊，

制作大漆和桐油髹。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平凉木器行业小作坊开始生产桐油、大漆
为材料的民用家具和陈设品。１９４９年平凉有漆器作坊９家。

平凉市工艺厂　１９５６年，组成平凉市木器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７年，成立平凉市木
器厂。１９５８年，引进天水雕漆厂木胎造型、涂饰、描金、装饰等工艺，建成雕漆生

制作雕漆屏风

产线，遂转为地方国营平凉市工艺厂，生

产圆桌、饭盘、香盒、玉烟具、酒具、首

饰盒、小花瓶、茶盘等小件产品１０多种。
１９６２年调整为集体所有制企业。１９７３年
生产大六扇、五扇、小四扇屏风、电视机

柜等新产品，仅屏风由 ３个品种增加为 ７
个品种，产品销往美国、法国、日本、香

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产值 １６万元，
职工 １００多人。１９８２年，实现半机械化
操作，年产值 ６８万元。１９８６年，试制成
功酒红色油漆，改变历史单一黑色漆，增

加色漆品种。１９８８年，引进福州罗甸花
纹工艺，用罗甸花纹贴磨一次成功，开发

出酒柜、电视机柜、茶几、沙发桌、餐桌、小型陈列座屏等新产品，共 １２０多个花
色。因其具有浓厚的北方特色，赢得外商好评。年出口创汇１３０多万元，总产值１６０
万元，有职工３０８人，是甘肃省漆器工艺重点企业。１９９８年停业。

第三节　草　编

民间草编由来已久，用麦秆掐辫编草帽遮阳护雨，遍及各地。１９７６年，庄浪县
建起草辫厂，收购民间草辫再漂白、染色、加工，或打包或制成各式草帽外销河南、

陕西、山东、广东等１６个省区。１９８４年，水洛地毯厂改为草编厂。庄浪县有２万多
农户、４万余人从事草辫业，年收入 １７４万元，有草帽机 １００余台，草辫厂 ４个。
１９８８年，草编工艺品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 《优质产品荣誉证书》，张世彪等人研

究的天然纤维编织物后处理工艺技术获国家星火计划成果展览银质奖、平凉地区科

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９１年，庄浪县草辫厂手工编成提篮、手袋、茶垫、壶垫、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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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花篮、门帘、草扇、凉席、工艺帽等 １００余种工艺品，有 １０余种销往日本、
新加坡、科威特等国和香港。１９９８年，有加工企业３户，职工３００余人，完成工业
产值４００余万元，销售收入 ５２０万元，利润 ５万元。工厂效益不大，却能惠及千家
万户。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产值４８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４３万元。

庄浪县水洛草编开发公司　距县城 ５公里处，隶属县乡镇企业局，股份合作制
企业，占地２６６４平方米。

前身为１９８２年建的水洛地毯厂。１９８４年转产草编加工，名为水洛草编厂。被平
凉地区行政公署、甘肃省乡镇企业局评为 “先进乡镇企业”。１９９１年 ４月，更名水
洛草编开发公司，生产草编工艺品。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原值２３万元，职工９０人，
产品１００余种。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７０万元，销售收入 ２８０万元，税金 １４万
元，利润４万元。

第四节　玉　器

１９８８年，静宁县建成玉器厂，职
工５０余人。前身为静宁师范校办工
厂，占地１０００余平方米。用鸳鸯玉、
玛瑙石、大理石、汉白玉等原料，生

产酒杯、茶具、砚台、笔筒、笔架、

镇纸尺、健身球、玉镯、戒指、项

链、象棋、烟嘴及玉佛、玉马、玉

牛、玉驼、玉鹰等玉石工艺品 ２０余
种，质地细腻，属玉器之上品。年产

４０００件 （只），产值２０万元，利税５
万元。有设备４９台，固定资产 ４５万
元，设 ９个车间。１９９８年因负债高，
被静宁水泥集团公司兼并转产。

第五节　文　具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平凉有 “宝元堂”、“会文堂”等字号，生产毛笔和墨锭。

３２年 （１９４３），有字号五六家。３４年 （１９４５），有制笔厂 ８家。１９５４年，平凉市成
立文具生产小组。产品有毛笔、粉笔、墨水、浆糊。１９８６年，庄浪县建成文具厂。
１９９８年，有生产企业 ２户，均属集体所有。另有平凉张世荣创办的 “文天斋”，所

制书画笔受到书画界好评。

平凉市文具厂　在市区中山街，占地２００５平方米，隶属市二轻工业局，股份合
作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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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为１９５４年组建的文具生产小组。１９５６年改称平凉市文具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
年，变为地方国营平凉市文具厂。１９６３年，复转集体所有制。产品有毛笔、墨汁、
墨水、浆糊、复写纸、粉笔等。主要设备有油墨机、和面机、梳毛机、拉杆机、粉

碎机等２４台 （套）。１９７８年，生产 “东升牌”各种毛笔３７６９万支，浆糊１２５５万
瓶，墨汁４５４万瓶，墨水 ２０万瓶，完成工业产值 ２３万元。１９９８年，有固定资产
２５万元，建筑面积 ９８０平方米，职工 ２９人，完成工业产值 １２１万元，销售收入
１１６万元，利税 ７０００元，生产各种毛笔 １８２万支，墨水 ３５件。２００２年，生产毛
笔１１万支，销售收入８万元。

庄浪县文具厂　１９８６年兴办，为县办集体企业。坐落于县城东关街，占地 ４７０
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１年，有职工２６人，固定资产净值２５万元，有
各类生产机械设备 ８台 （件）。生产各类毛笔 ３９００支，产值 ９２万元，销售收入
８８万元，实现利税０６万元。１９９２年，生产毛笔 ２６１万支。１９９３年，生产 ２９５
万支。１９９４年，生产 １１万支，１９９５至 ２０００年，年均生产 ４５００支。１９９６年，增
加学生作业本等印刷品制作。１９９８年，试行股份制改造。２００１年，生产各类毛笔
３６万支。实现增加值 ３万元，产值 １２万元，销售收入 ９５万元，税金 ０５万元。
２００２年，生产各类毛笔１９８万支。

第六节　医　药

平凉制药业兴起较晚。３０年代，各主要城镇一些中药店集行医、卖药、加工炮
制于一身，一般为自产自销，或代客加工丸散膏丹成药，规模小、数量少。所需西

药，全赖沿海城市购进。直至４０年代，部分西药方可从西安购得。１９５８年，建起全
区第一家制药厂即平凉市红旗药厂，医药工业开始起步。１９８６年，建起平凉制药厂
皇甫谧分厂。２００２年，由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凉市西郊经济开发总公司
共同投资３６００万元，建成平凉佛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有丸剂、片剂、颗粒剂、胶
囊剂４条生产线，生产 １０多个剂型 １６０多个品种，设计能力为年销售收入 ３８００万
元，利税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区生产西药 １４５吨，中成药 １３吨，完成工业总产
值９７４万元，工业销售产值６６１万元。

甘肃省平凉卫生材料厂　在平凉市新生巷，占地 １０１３万平方米。１９６７年 ６月
建成。１９８５年有职工２６６人，固定资产原值３８７万元。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３７２人，生产
能力医用橡皮膏 ６０万筒，脱脂棉 １５０吨，脱脂纱布 ４５０万米，品种 １５类 ４５个规
格。完成工业产值 ３９０万元。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０２７５万元，利润、税金 ９１２万
元，上缴税金 ３４６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脱脂棉、纱布、医用绷带、橡皮膏、通气胶
带、棉签、卫生口罩、铁棒锤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等 １６个品种 ５２种规格的卫生敷
料及膏药。

甘肃省平凉制药厂　在平凉市过店街。占地 １５３万平方米。前身系 １９５８年平
凉市药品商店建立的国营平凉市红旗药厂。１９６１年交平凉专员公署文教卫生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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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１９８２年５月由甘肃省医药总公司管理。１９８７年被省政府授予 “甘肃省一级企

业”。生产的 “元胡止痛片”、“大黄碳酸氢钠片”、“ＶＣ银翘片”、“五加片”、“参
苏理肺丸”等产品，分别获 “甘肃省优质产品”。１９８９年 “五加片”获 “汉方世界

杯金奖”，１９９０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优质奖。１９９７年生产的 “康灵片”经国

家卫生部临床验证批准为国家级三类戒毒新药。１９９８年加入兰州佛慈制药集团，仍
独立经营。设中药、西药、配料制成、包装车间。有固定资产原值 ６３８６万元，净
值４９３９万元，资产总额２６３２６万元，职工２５４人。完成工业产值９１８万元，销售
收入６５１５万元，利润 ３０５万元，税金 ２３万元。生产中成药蜜丸 １７６２７１万丸，
中西药片剂３７７８８万片，胶囊剂、冲剂、散剂 ７２６万瓶 （袋）。２００２年，完成工
业增加值７２０万元，销售收入１５０１万元，税金７２万元，利润３１万元。

甘肃皇甫谧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在灵台县城南，占地 ２６万平方米。因地处魏
晋时期著名针灸医学家皇甫谧的故里而得名。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原卷烟厂转办饮料厂的基础上，筹建成立平凉制药厂皇甫谧分
厂，有职工４１人。１９８７年４月，建成中草药品提取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提取五加
浸膏３０吨。１９８８年 ８月至 １９９０年 ６月，建成片剂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 １亿片，
生产五加片、土霉素、新诺明等 ８种产品。１９９２年投资 ４９５万元，改造扩建片剂、
冲剂、胶囊生产线，生产３６种药品，其中接骨七厘片、保胎灵、乙酰螺旋霉素等片
剂２３种，脉安、板蓝根等颗粒５种，利福平、复方氨酚烷胺等胶囊８种，产品登记
注册为 “肃谧”牌商标。１９９６年生产的复方百部止咳颗粒被第八届中国西部技术交
易会评为金奖，新速效感冒胶囊被认定为第八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指定产品。

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０日，与中外合资陕西利威尔制药有限公司联营，组建陕西利威尔制药
有限公司灵台皇甫谧分公司。２０００年９月，改制为国家控股、职工参股的甘肃皇甫
谧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试制开发出救尔心胶囊、化痰平喘片等８种片剂、胶囊品种，
共生产４４种国药准字号产品。
２００２年投资２０８４万元，进行达标技术改造，建成符合 ｃｍｐ认证验收标准的片

剂、冲剂、胶囊、提取４条生产线，年产能力达到片剂２亿片，冲剂２０００万袋，胶
囊３０００万粒，浸膏 １００吨，远销全国 ２０多个省区。完成工业产值 ７５１１万元，销
售收入６６０１万元，利税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达到１０３１２万元，职工人均创利税
２万元。有资产总额５０５５万元，固定资产净值３４５５万元，职工５０人。多次被县、
地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国家税务局评为 “产品质量信得过单位”、“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诚信纳税户”、 “利税过百万元先进单位”等，是年被共青团甘肃省

委、省经贸委、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评为 “甘肃省青工创新创效活动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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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名优产品

一、国家级

虹光电子管厂生产车间

ＣＫＭ—２０５同轴脉冲磁控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７８年获
全国科学大会奖。

ＢＭ—１０１６功率行波管　国营
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７８年获全国
科学大会奖。

ＢＱＭ—１０６前向波放大管　国
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７８年获全
国科学大会奖。

冰峰牌童开衫　平凉市羊毛衫
厂生产。１９８３年在全国儿童生活用
品展销会上评为优秀产品。

冰峰牌２４支腈纶童套衫　平凉
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３年在全国儿童生活用品展销会上评为优秀产品。

红峰牌系列蒸汽疏水阀　国营红峰机械厂生产。１９９０年获全国军转民高新技术
出口产品博览会优秀奖。

红峰牌 ＥＲ型蒸汽疏水阀　国营红峰机械厂生产。１９９５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劳动部、外国专家局、技术监督局新产品成果奖。

玄鹤洞牌米香醋、五香酱油　平凉市柳湖春酿造集团生产。１９９７年在全国食品
行业评比中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二、部　级
ＣＫＭ—２０９大功率同轴脉冲磁控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７９年获国防工

办系统重大科技革新成果三等奖。

硝酸钾　平凉市民族化工厂生产。１９７９年获国家石油化工部优质产品称号。
ＫＦ—１１６聚焦速调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７９年获国防工办革新成果三

等奖，１９８４年受国家电子工业部嘉奖。
ＢＱＭ—１０６Ａ前向波放大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１年获国家电子工业

部科技成果奖。

ＢＭ—１０１６Ａ功率行波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１年获国家电子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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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奖。

微波热疗机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获国家电子器件总公司科技成
果奖。

微波杀生器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获国家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奖、
电子器件总公司科技成果奖。

ＣＫＭ—２１４同轴磁控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获国家电子工业部科
技成果二等奖。

ＲＸ—２１９微波气体放电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４年受国家电子工业部
嘉奖。

Ｋ—２７反射速调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国家电子工业部优质
产品、甘肃省优质产品。

羊毛手工栽绒马褥　灵台县地毯厂生产。１９８５年获国家轻工业部中国工艺美术
品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羊毛地毯

１２０道机抽洗地毯　静
宁县地毯厂生产。１９８７年
获国家轻工业部百花奖。

单面针织驼绒衫　平凉
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７年
获国 家 轻 工 业 部 优 质 产

品奖。

９０道羊毛京式地毯　灵
台县地毯厂生产。１９８８年
获国家轻工业部优秀出口产

品银质奖。

五加片　甘肃省平凉制
药厂生产。１９９０年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评为优秀奖。

ＤＺ２０—２２—３０／１００型外注式矿用单体液压支柱　国营丰收机械厂生产。１９９２
年获国家煤炭部优质产品称号。

ＤＺ２５—２５／１００型外注式矿用单体液压支柱 国营丰收机械厂生产。１９９２年获
国家煤炭部优质产品称号。

大路牌面粉　安口面粉厂生产。２００２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 “放心面”

称号。

三、省　级
微波安 灭菌机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１９７８年获甘肃省科技成果奖。
１０１产品　国营红峰机械厂生产。１９８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孔雀开屏扇　平凉市塑料厂生产。１９８１年在甘肃省塑料产品质量评比中评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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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产品。

冰峰牌腈纶圆领 Ｖ领套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１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
优秀产品。

咪咪牌２４支腈纶儿童两件套服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１年评为甘肃省纺织
系统优良产品。

冰峰牌腈纶套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１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质产品。
人工合成牛黄　平凉地区生化制药厂生产。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

产品。

７１５８８童开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良产品。
冰峰牌７９０２０腈纶男开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

优良产品。

崆峒牌６５０２纯毛提花毯　平凉市毛纺织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
优良产品。

腈纶男开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质
产品。

腈纶童开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质产品。
３４厘米铸铝平锅　平凉市城关镇五金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评为甘肃省二轻工业公司

优质产品。

冰峰牌方围巾　平凉市第二针织厂生产。１９８２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塑料童凉鞋　平凉市塑料厂生产。１９８３年获西北五省区塑料凉鞋质量评比第二名。
飞天牌三人雕漆茶几　平凉市工艺厂生产。１９８３年评为甘肃省家具造型单件三等奖。
ＤＱ２０１对开切纸机　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切 纸 机

三台牌 ＫＺ—２４０—１型三爪
自定心卡盘　甘肃省平凉机床附
件厂生产。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评为
甘肃省优质产品。

丹英牌腈纶儿童连衣裙　平
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
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质产品。

冰峰牌拉链开衫　平凉市羊
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
纺织系统优质产品。

丹英牌挑花高织女套衫　平
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
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良产品。

丹英牌腈纶儿童两件套服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质
产品。

０２６ 平凉地区志 （上）



腈纶圆角女背心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良产品。
挑花两用领外套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良产品。
壁画牌８５２０１人造纤维提花毯　平凉市毛纺织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

优良产品。

寒友牌７５２０１腈纶粘混纺提花毯　平凉市毛纺织厂生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
统优质产品。

永磁交流发电机

机抽洗羊毛京式地毯　灵台县地毯厂生
产。１９８４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力牌ＳＦＦ４型飞轮永磁交流发电机　平凉
电机电器总厂生产。１９８５年评为甘肃省优质
产品。

红峰牌ＴＢ１１双金属片疏水阀　国营红峰
机械厂生产。１９８５年、２００２年获甘肃省优秀
新产品、新技术成果奖，甘肃省优质、名牌

产品。

红峰牌ＴＢ６双金属片蒸汽疏水阀　国营
红峰机械厂生产。１９８５年获甘肃省新产品、
新技术成果奖，甘肃省优质产品。

Ｋ１１３２０型自定心卡盘　甘肃省平凉机床
附件厂生产。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丹英牌驼绒男开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纺织系统优
质产品。

毛　笔

崆峒牌高、中档书画笔　平凉市文
具厂生产。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获甘肃省工
艺美术品百花奖。

崆峒牌柳湖春特曲白酒　平凉市酒
厂生产。１９８５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雪竹牌皱纹卫生纸　平凉市造纸厂
生产。１９８５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镶嵌四扇博古屏风　平凉市雕漆厂
生产。１９８５年被甘肃省轻工业厅授予
“百花奖”，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宫山牌梨酒　泾川县糖酒厂生产。
１９８６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飞天牌９０道机抽洗地毯　灵台县地毯厂生产。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获甘肃省工艺美术
品百花奖。

ＲＷ７—１０／１００户外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甘肃安口电瓷厂生产。１９８６年评为甘肃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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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产品

８号雷管　静宁县化工厂生产。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注塑男橡筋布娃　泾川县制鞋厂生产。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大黄碳酸氢钠片　平凉制药厂生产。１９８６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食用胡麻油　平凉市榨油厂生产。１９８６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ＱＺ２０２Ａ对开切纸机　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生产。１９８６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９０道机抽洗地毯　静宁县地毯厂生产。１９８６年获甘肃省工艺美术品百花奖，１９９６年

评为甘肃省乡镇企业名牌产品。

腈纶提花女套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工艺瓷 “反弹琵琶”　安口陶瓷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获甘肃省工艺美术品百花奖。

ＺＫＴＪ１２５／０６６真空开关管　国营虹光电子管
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ＺＫＪ１２５／０６６真空接触器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
生产。１９８７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Ｋ１１２５０—１型自定心卡盘　甘肃省平凉机床附
件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宫山牌杏酒　泾川县糖酒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
甘肃省优质产品。

古铃牌１９５系列气缸盖　灵台县农业机械修造
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Ｓｚａ—２７钢质柱式书架　平凉地区八一机械厂
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胶粘女皮鞋　平凉地区皮鞋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
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７７０×４７０×２４０人造革箱　平凉地区皮鞋厂生
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铬鞣猪皮苯胺鞋面革　平凉地区制革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腈纶童套衫　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五加片　平凉制药厂生产。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４０瓦普通照明灯泡　安口灯泡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２号缸　安口陶瓷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玫瑰花”请柬、《小学珠算》课本　平凉地区印刷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评为甘肃省优

秀、优质产品。

“月光少女”年历画张　静宁县印刷厂生产。１９８７年获甘肃省印刷优秀产品奖。
玄鹤洞牌米香醋　平凉市副食厂生产。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２年评为甘肃省优质、名牌

产品。

工用橡皮膏　平凉卫生材料厂生产。１９８８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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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胡止痛片　平凉制药厂生产。１９８８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Ｋ１１２０三爪自定心卡盘　甘肃省平凉机床附件厂生产。１９８９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棉毛三件套　平凉市第一针织厂生产。１９８９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ＶＣ银翘片　平凉制药厂生产。１９８９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ＹＢＺＳ２—２／７６ｍ三相异步电动机　平凉电机电器总厂生产。１９８９年评为甘肃省优

质产品。

静宁火柴生产车间

飞马牌系列火柴　静宁县火
柴厂生产。１９８９年评为甘肃省优
质产品。

Ｋ１１２４０型、Ｋ１１３２０型自定
心卡盘　甘肃省平凉机床附件厂
生产。１９９０年评为甘肃省优质
产品。

手工打结机抽洗９０道羊毛地
毯　平凉市地毯总厂生产。１９９０
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０５０４型纯毛水纹提花毯　平
凉市毛纺织厂生产。１９９０年评为
甘肃省优质产品。

国家标准一级品食用胡麻油　静宁县粮油加工厂生产。１９９０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评
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甘肃皇甫谧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１９９６年第八届中国西部技
术交易会评为金奖产品。

红峰牌蒸汽疏水阀系列产品　国营红峰机械厂生产。１９９８年获甘肃省名牌产品、陇
货精品。

景兴牌牛骨髓油茶　平凉市
景兴食品厂生产。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
年评为甘肃省名牌产品。

太统牌硅酸盐水泥　平凉市
水泥厂生产。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评
为甘肃省名牌产品。

黄河牌啤酒　兰州黄河啤酒
有限公司泾川公司生产。１９９８年
评为陇货精品。

古铃牌柴油机气缸盖　灵台
农业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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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评为甘肃省名牌产品。
黄牛全粒面鞋面革　平凉市福利制革厂生产。２００２年评为甘肃省名牌 （优质）产

品、十大名牌产品。

四、国际奖

五加片　甘肃省平凉制药厂生产。１９８９年在上海获 “汉方世界杯金奖”。

书画毛笔　庄浪县文具厂生产。１９９１年获第三届国际书画工艺品博览会金奖。
柳湖春特曲酒　平凉市酒厂生产。１９９３年获第一届国际名酒香港博览会金奖。
矿泉牌啤酒　泾川县啤酒厂生产。１９９３年获第二届曼谷酒类博览会金奖。
９０道机抽洗地毯　灵台地毯股份合作公司生产。１９９８年被俄罗斯、蒙古国国际精品

中心评为国际精品。

特种水泥　华陇集团陇东水泥有限公司生产。２００２年获国际科技成果博览会优秀产
品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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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煤炭开发历史悠久，建井采煤时兴时衰。明代形成一定的规模，仅崇

信开窑采煤有２０多处，华亭砚峡、安口窑，平凉土谷堆等地竞相开采。清代
矿业开发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重视，其形式有三：一是当地富户或外地商人

雇工开窑，二是数户合股，三是一户一窑，父子兄弟经营。民国 １６年
（１９２７），安口有小煤窑１４处，砚峡１０多处。１８年 （１９２９），平凉县土谷堆镇
北湫池沟有小煤窑１０处，华亭县策底亦开始出煤。全区年产煤炭１８万吨。２９
年 （１９４０）增加至２６万吨。同年开办静宁罐子峡煤矿。３８年 （１９４９），安口
有煤窑７处，砚峡９处，新窑３处，共有股东３６家，工人４３５人，煤炭产量
５９万吨。

新中国成立初，查封一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土煤窑。１９５４年煤炭产量
为１０万吨。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全民办矿，遍地开花”，煤炭产量达４０多万
吨。１９６４年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７０年代有县办煤矿５处，社队煤矿５处。
８０年代对原有煤矿进行整顿调整、技术改造和改扩建，建成县市办煤矿４处，
乡村办煤矿１７处。
１９８８年７月，华亭县、崇信县被中国地方煤矿公司列为 全国１００个重点产

煤县。１９９０年９月，平凉地区被列为全国１５个重点矿区建设之一。探明全区
煤炭储量３４２亿吨，占甘肃省探明总储量的３７７１％。１９９８年全区境内有煤矿
３８处，职工７９６４人，生产原煤６６２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３４８８万元，实现利
税８５９８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区各类煤矿生产原煤１０２５２２万吨，其中县市煤矿生
产原煤８６９８７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０６７４万元，产品销售收入８３１６０万元，
利税总额１５０２６万元，有固定资产２４２５５９万元，职工１９１１０人。



第一章　煤炭资源

第一节　煤田形成

一、含煤时代

在地质史上，平凉地区境内有９个含煤时代即９个成煤期：志留纪、泥盆纪、石炭
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第四纪。

志留纪地层含有石煤，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等地层

都含有煤层或煤线。其中石炭纪的中、晚期 （中、晚石炭世）和侏罗纪的中期 （中侏罗

世）是两个主要的成煤期，而中侏罗世是最主要的成煤期，形成具有重要工业价值的煤

层。平凉８０％以上的煤田都是这一时期沉积形成的，是煤田地质勘探的主要对象，也是
煤炭工业开发的主要资源。其次是早二叠世、晚三叠世和早白垩世形成可采煤层，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第三纪和第四纪形成少量泥炭。

二、煤系分布

中侏罗世煤系地层是区内最主要的含煤地层，分布广泛。华亭、崇信、平凉等县市

均有大面积分布，以华亭煤田煤系地层华亭组为代表。

华亭组沉积稳定，分层清晰，标志层明显，易于对比。全组自上而下共分为５个岩
性段，平均总厚度２４０米左右。第一段 （砂砾岩段），下部为灰白色石英砾岩与含砾粗砂

岩互层，砾石成分以石英为主 （＞９０％），砾径可达５至１０厘米，分选差，呈次圆状；
上部为灰白色、砾岩灰黑色、砂质黏土岩，夹有硫质泥岩和煤线。本段厚度６至１６０米，
平均厚度１６米。第二段 （含煤段），由煤层、砾砂岩、粉砂岩、油页岩组成，共含煤１０
层、油页岩１层。本段厚度６至１１２米，平均厚度４０米。第三 段 （铝质泥岩段），由灰

绿、深灰色铝质泥岩夹薄层油页岩、泥岩组成。本段厚度５至１０８米，平均厚度１２米。
第四段 （油页岩段），下部为浅灰色云母砾岩、长石石英砾岩、砂质泥岩和黑褐色劣质油

页岩互层，夹菱铁矿条带或结核。上部为黑色油页岩，常含鱼鳞化石，厚约４０米，其上
部为富矿 （含油率５％以上），下部为贫矿。本段厚度１７至１１６米，平均厚度６６米。砂
岩层多为含石油砂岩。第五段 （砂泥岩段），下部为灰色、灰绿色、灰黄色粗粒长石石英

砂岩，夹硫质泥岩及煤线，底部常夹砾质砂岩。上部为灰色、灰绿色、杂色或具红色斑

块的黏土岩，富含锥叶蕨、似木贼等植物化石。本段厚度最大为１２０米，平均厚度７２米。
三、煤田特征

华亭矿区 （华亭、安新、赤城煤田）位于陕、甘、宁交界地区。虽处于低山丘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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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形比较复杂，但区内大面积为黄土覆盖，水系密布，植被繁茂。虽属大陆气候，

但受南北走向的六盘山及西部的关山影响，南来的水蒸气受阻，雨量适中，气候温湿。

煤田地质构造比较简单，煤系地层倾角平缓，断层稀少，褶皱宽阔。

华亭矿区为甘肃省陇东含煤区，属鄂尔多斯巨型盆地的西南部分，地壳稳定性较高，

中侏罗世煤系地层分布广泛，形成华亭、安口—新窑 （安新）、赤城３个主要煤田。华亭
和安新煤田为规划区，面积１１８平方公里。赤城煤田为后备区。还有土谷堆小煤田，早
二叠世煤系地层分布于平凉太统山、二三道沟、小湾子等地，面积小，煤层薄，形成小

煤产地。

华亭煤田　华亭煤田主要构造为一轴向北１０至４５度西的复向斜，中间宽缓，两端收
敛封闭，两翼不对称。东翼地层倾角较缓，为３５至５３度，一般为４３度；西翼地层倾角
较陡，达８０度，这与Ｆ１断层对西翼切割、破坏有关。煤田断裂构造不发育。Ｆ１断层是
煤田西部边界，其走向近南北，倾向西，倾角８０度，延长１０余公里。

煤系地层为侏罗系中统华亭组。煤田南北长２０公里，东西宽２至６公里，面积５４平
方公里。含煤１０层 （煤１—煤１０），其中煤１０为主要可采煤层，煤４、煤５、煤６、煤７、
煤８、煤９为局部可采煤层，煤１、煤２、煤３为不可采煤层。煤层厚度变化属较稳定至
稳定型，向斜两翼较薄，向斜轴部逐渐增厚；东翼较厚，西翼较薄。

华亭煤田可采煤层厚度表

煤层编号 煤１ 煤５ 煤６ 煤７ 煤８ 煤９ 煤１０

煤层厚度

（米）
０—１４２ ０—２２０ ０—０９５ ０—２７４ ０—７０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２—
６２１９

平均厚度

（米）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５８ ０９０ ２６９ １１４ ２３００

自上而下，煤４与煤５层间距为８米，煤５与煤６层间距为１０米，煤６与煤７层间
距为２９米，煤７与煤８层间距为７５米，煤８与煤９层间距为１７米，煤９与煤１０层间
距为１５米。

安新煤田　安口—新窑煤田 （包括赤城区）位于华亭煤田之东，相距２０公里，在华
亭县和崇信县境内。煤田南北长２１公里，东西宽约１公里至１０公里，含煤面积１００平方
公里。煤田的基本构造为一轴向北西呈 “Ｓ”形向东倾伏的向斜构造，称为新窑向斜。其
两翼发育次一级褶曲：党庄背斜，轴线呈北西向的弧形，长６４公里，向南倾伏，两翼
不对称，北宽南窄；麦子坪向斜，轴向近南北，向南倾伏，两翼不对称，北窄南宽；周

家寨向斜，轴向南北转北东，向南倾伏，东翼受周家寨逆断层影响，地层陡立，西翼地

层倾角２０至３０度。煤田断裂构造不发育，对开采有影响的主要是周家寨逆断层。
煤系地层与华亭煤田相同，含煤９层，其中煤４、煤５两层全区分布，为主要可采煤

层，其余煤层分布局限，不稳定，只局部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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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煤田可采煤层厚度表

煤层编号 煤１ 煤２ 煤３ 煤４ 煤５ 煤６

煤层厚度（米） ０—６６０ ０—９７３ ０—８０５ ０６６—８２５ ０２５—２０２２ ０—４１１

平均厚度（米） ２６４ １１８ ２２５ ４４９ ８８２ １０６

自上而下，煤１与煤２层间距为３０米，煤２与煤３层间距为２６米，煤３与煤４层间
距为２３米，煤４与煤５层间距为５米，煤５与煤６层间距为４米。

四、开采条件

华亭煤田、安新煤田开采技术条件尚好。煤田埋藏普遍较浅，一般深度为６００米以
内。预测储量中，埋深在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米的煤田近期内难于开发。主要可采煤层的顶板岩
石多为砂岩、粉砂岩、泥质岩，稳固性好，不易垮落。矿井瓦斯等级为低沼气矿井。矿

井煤尘具有爆炸性。华亭煤田的煤层燃点为２９８—３０６℃，地表堆放的原煤６个月后就会
自燃。安新煤田的煤层燃点为２７９—３３９℃，易于自燃。华亭、安新煤田地温梯度均正常。
水文地质条件属于简单类型，井下涌水量小，无严重水患。主要充水因素一为第四系河

流冲积层潜水，另一为煤系地层砂岩孔隙、裂隙弱含水层，二者对矿井开采的影响不大。

华亭、安新煤田开采技术条件表

煤 田

开
采
技
术
条
件

主采层顶板

岩石

类别

抗压强度

稳定性

（公斤／平
方厘米）

主采层底板

岩石

类别

抗压强度

稳定性

（公斤／平
方厘米）

矿

井

瓦

斯

煤

尘

爆

炸

性

煤的自

然性

地

温

水文地质条件

类

型

矿井

涌水量

华亭煤田
砂质

泥岩
２３０

粗砂

岩
４６５

低

沼

气

具
爆
炸
性

煤堆

６个
月后

自燃

正

常

简

单

孔隙、裂

隙弱含水

安新煤田 砂岩 ４７６
砂质

泥岩
２６５

低

沼

气

具
爆
炸
性

易

自

燃

简

单

老窑积水、

灌浆水

第二节　煤田勘探

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甘肃省建设厅购买１台沙利文钻机，钻探静宁县城西３５公里处
的罐子峡煤矿，发现可开采煤层。翌年打钻２眼 （孔），１钻眼深５２８米，见煤３层，总
厚度８５米，另１钻眼至１９米时钻头损坏，未见煤而告终。为甘肃首次用钻机勘探煤田
地质。３０年 （１９４１）甘肃矿产测勘总队第三分队负责测勘陇东８县矿产。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煤田勘探工作主要委托甘肃省煤田地质勘探队承担。勘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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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地质调查、山地工程、钻探、物探等内容。７０年代一四六煤田勘探队开始采用航空
照片进行地质填图，先后在新窑、安口、华亭煤田施测地质图。

一、勘探成果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一九一煤田勘探队完成华亭砚峡煤田一号井田勘探区煤及油页岩精查
地质报告。１９５９年９月，完成华亭煤田策底勘探区五号井田普查地质报告。１２月，完成

一四六队勘探作业

华亭煤田砚峡勘探区向斜西翼最终精查地质报

告。１９６０年３月，完成新窑煤田普查地质报告。
６月完成华亭煤田砚峡勘探区三号井田最终精
查地质报告。１９６１年１月，完成华亭煤田策底
勘探区四号井田最终地质报告。１２月完成安口
新窑普查区和牌坊岭至炭黑沟炭墨沟普查区普

查地质报告。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甘肃省重工业厅煤田勘探队
完成安口新窑煤田一号井田地质勘探报告。

１９６５年５月，一三四煤田勘探队完成华亭
煤田详查地质报告。１９６７年３月，完成新窑勘
探区普查总结资料。

１９７１年６月，一四六煤田勘探队完成华亭
煤田南井田最终地质报告。１２月，完成华亭煤
田陈家沟、马蹄沟井田精查地质报告。１９７５年
１１月，一四六与一四九煤田勘探队合作完成新
窑勘探区详查地质报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一四六
煤田勘探队完成新窑竖井井田精查地质报告。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一四九煤田勘探队完成华亭矿区砚峡露天建井精查地质报告。
１９７９年６月，一四六煤田勘探队完成华亭煤田策底勘探区精查地质报告。１９８４年２

月，完成马蹄沟井田精查补充勘探报告。

二、探明储量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７至１２月，甘肃矿产测勘总队第三分队进行野外勘测调查估算，
华亭砚峡镇煤田面积１７５万平方公尺，藏量１６８８６４万公吨，烟煤９层，较厚４层，厚度
３９８公尺。安口镇煤田面积１９５６４万平方公尺，藏量１２２７２８万公吨，烟煤４层，厚度
２０３至５２公尺。平凉土谷堆煤田面积１００万平方公尺，藏量４７２９５万公吨，煤２层，
厚度４公尺。二三道沟煤田面积６４５万平方公尺，藏量２６３２５万公吨，煤３层，厚度
２７公尺。官庄南窑子煤田面积４００万平方公尺，仅有煤１层，厚度２公寸，不能作大规
模之开采。崇信新窑镇煤田面积５０万平方公尺，藏量７２６万公吨，半沥青烟煤，质颇
佳，煤２层，厚度１至１３公尺。静宁罐子峡煤矿含煤地层时代为白垩纪，估计煤藏量为
７０余万吨，结论是 “因其范围不广，产量不丰，实为一大缺点”。总计概算煤炭储量为

３７２９３８万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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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１９５８至１９８４年的煤田地质勘探，含煤性较强、煤层埋藏较浅 （６００米以内）的
煤田和矿区已基本勘探清楚。１９９０年末，全区累计探明煤炭储量为３４２亿吨，占甘肃省
探明总储量的３７７１％；保有储量３３６７亿吨，占甘肃省保有储量的３８７３％。其中：华
亭煤田探明储量为１９５亿吨，保有储量１９３４亿吨，其中生产矿井占用９１５６７万吨，可
供建井的精查储量为２８亿吨，可供进一步勘探的储量１５６２亿吨。安新煤田探明储量为
１４７亿吨，保有储量为１４３３亿吨，其中生产矿井占用８７５４万吨，可供建井的精查储量
为３３３６万吨，可供进一步勘探的储量为１０１２亿吨。内有赤城煤田探明储量１３７亿吨。

第三节　煤田煤质

中侏罗世煤田的煤层含灰分一般在１５％—３０％间，含硫分较低，一般在０７％以下。
华亭煤田的煤质具有高挥发分、高活性、高发热量和低灰、低硫、低熔点等优点，是进

行气化和制取甲醇的优质原料。煤种有长焰煤、不粘煤、弱粘煤３种，多属富油煤，焦
油率为９２０％。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２日，经中国科学院、化工部、煤炭部化验鉴定，华亭煤是
国内目前最好的气化用煤，在世界上仅次于南非煤。

华亭、安新煤田煤层质量指标表

煤　田 煤　层 煤　类
煤质 （一般值）

灰分 （％） 挥发分 （％） 含硫 （％） 发热量 （ｍｊ／ｋｇ）

华
亭
煤
田

煤５层 长焰煤 ９７５ ４４９３ １１５ ２９４７

煤７层 长焰煤 １２３８ ４１８２ ０７３ ２８９９

煤８层 长焰煤 １３６９ ３７０９ ２８６ ２５６８

煤１０层 长焰煤 ９５４ ３９７５ ０５６ ２８１７

安
新
煤
田

煤１层 弱粘煤 １１９８ ３４８８ ０４２ ２７０１

煤２层 不粘煤 １５４５ ３６６６ ０６１ ２５７６

煤３层 不粘煤 １７７９ ３５４７ ０４８ ２５９５

煤４层 长焰煤 １１７９ ３５９３ ０３４ ２７３７

煤５层 不粘煤 １３９４ ３４２８ ０４５ ２６５１

煤６层 不粘煤 ２１５２ ３３０４ ０４１ ２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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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煤矿建设

第一节　私营煤窑

宋代，手工业的兴起和陶瓷、砖瓦业的发展，促使煤炭业的勃兴。陶瓷产地华亭县

石堡山、崇信县毛家堡等地，皆以就地所产煤炭作烧制陶器的燃料。安口窑出土的宋代

陶罐证明，当时用煤烧陶的技术相当成熟。

明代，林木减少，柴木渐缺，对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大。华亭砚峡、平凉土谷堆、崇

信新窑等地，已形成一定的开采规模。新窑采煤业已较兴盛，曾在马莲滩、阳洼、长岭、

水巷沟、财神庙、油斗沟等 ２０多处开窑采煤。嘉靖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崇信县毛家堡
（新窑镇）曾出石炭、陶器，流民结聚者６４１户，先后在２０处建井采煤。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右佥都御史赵时春贬官后，隐居于砚峡，提倡开采煤炭。明万历年间，安口窑
相继开采。

清初，矿业经济遭到破坏。康熙年间，矿业开发受到重视。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八月
六日，甘肃巡抚元展成上疏朝廷，请求放宽煤炭开采政策，允准 “听民试采、免其议

税”，并令地方官 “留心稽查，勿滋扰害”，平凉府属之华亭、固原开始开采煤炭。光绪

年间，安口高山之煤最佳，产量亦多。崇信县南距城５０里有新窑镇，镇东南有山，山之
阳可产煤。光绪初年，山主司相贞 （陕西潼关华玉庙人）雇工开采数月而不见煤，遂中

止。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有４家合股雇工开采。开掘两年之久，其洞有二里之深，而
煤始出。但多细屑，并无销路。新窑镇私营煤窑附近居民，多陕、豫移民。该镇煤窑按

其发展较安口为早，该窑开发在明代以前，兴盛时期约在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咸丰年

间大部被水冲毁，已极度衰落。明清以来，先后在马莲滩、煤炭沟、阳洼、长岭、水巷

沟、嘴嘴子、黄蒿洼、西场上、老平洞、乱山子沟、财神庙平洞、油斗沟等２１处建井采
煤。其中马莲滩井建于明万历初年。

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１月，华亭县煤窑有矿业权者２处，安口窑面积１５００余方丈，砚
峡面积１２００余方丈，每处月产２０余吨。崇信县新窑镇阳洼山有矿业权者司志超煤窑，矿
床面积３８８亩。１６年 （１９２７），安口有私营小煤窑１４处，每处日产煤３至２０吨；砚峡
有私营小煤窑１０多处，各处日产煤２至８吨。１７年 （１９２８），静宁县在罐子峡办私营煤
窑１处，用机器开采。１８年 （１９２９），华亭县策底开始出煤。是年，崇信县铜城杨家沟门
人杨世华，新窑人车金福、梁志明，灵台县梁原杨家坪人杨永昌４家合股，在新窑镇半
洼建斜井，雇工采煤。连续采煤１３年，因分利不均，皆不愿投资维修巷道，塌陷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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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新窑人车二、后河人梁积广、陕西人刘正奎和崇信县城人陈有堂分别在新窑镇黄嵩

洼和王家坪雇工办矿，至２８年 （１９３９），建成煤洞１处，年产额２０００吨，煤质颇佳，均
为土法开采。３０年 （１９４１），华亭砚峡镇煤田有５００余人土法开采。平凉土谷堆煤田人工
开采三分之一。３１年 （１９４２），新窑人张学德在马莲滩建竖井，以 “义兴堂”为矿名，

雇工２４人采煤，年产煤３６００吨。３２年 （１９４３），甘肃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静宁县建罐子
峡煤窑，开主井一眼，这是甘肃最早开凿的岩石立井。１０月１６日，国民政府经济部给华
亭县张家沟、梁子坪、砚峡寺煤窑签发采矿执照，矿区面积１１１８８公顷。是年，新窑镇
陶瓷、煤炭联合成立崇南瓷炭有限公司，郭去讷为董事长，增加股本２０万元，雇工５６
人，在水巷沟建井采煤，年产量７０００吨。静宁罐子峡煤窑始用蒸气小绞车提煤，日产２０
吨。３３年 （１９４４）调查，有私营煤窑１７处，其中华亭县７处，平凉县７处，崇信县２
处，静宁县１处。开采矿床面积１２３９万公亩，其中华亭４０４万公亩，平凉６５６万公
亩，崇信６４００公亩，静宁１１５万公亩。３５年 （１９４６），崇南瓷炭有限公司因水巷沟矿井
巷道大涌水而倒闭。３６年 （１９４７），有矿业权采矿区面积９２６万公亩，其中崇信县５４００
公亩，平凉县４９９万公亩，华亭县３６１万公亩，静宁县１２００公亩。是年１２月２０日，
静宁县罐子峡煤窑因经费困难、资源贫乏、煤质不好而停办。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区有私营
小煤窑２４处。其中华亭县安口窑７处，砚峡９处，平凉市湫池沟５处，崇信县新窑３处
即铜城人杨老四 （名不详）等人在长岭、张学德在马莲滩、杨世华三子杨正仓在半洼采

煤。共有股东４２家，工人４４８人，生产煤炭３６４万吨。
１９５０年，华亭县有２０户煤炭业主，年产原煤２１３万吨。平凉市有私营 “重修”、

“益新”、“三顺”、“明恒”、“三兴”５处煤窑，产煤２万吨。１９５１年，华亭县私营煤窑
增加到２３处，工人３１７人，年产５２万吨。１９５３年崇信县杨正仓等５人维修半洼煤井，
１９５４年有４人退股，唯杨正仓以 “复兴堂”为矿名，雇工２８人，继续采煤，年均产量
２８００吨。华亭县合并安口镇 “五一”、“济华”等私营煤窑，成立 “安口地方国营煤矿”。

平凉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成立公私合营小煤窑，共有资金６７５０元，年产煤３４万吨。全
区有私营和公私合营煤窑３０处。１９５６年，崇信县对张学德、杨正仓２户私营煤窑进行私
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国营崇信县新窑煤矿。华亭县将 “民兴”、 “太平”、 “义

成”等公私合营小煤窑并为公私合营砚峡寺煤矿。全区年产原煤８８８万吨。１９５７年，平
凉市土谷堆５户私营煤窑交安口煤矿管理，１９６１年移交平凉市，定名平凉市工农煤矿。

第二节　国营煤矿

一、基本建设

１９６０、１９６８年，西安煤矿设计院两次对华亭矿区作规划设计。１９７０至１９９０年，兰州
煤矿设计院先后６次编制华亭矿区规划设计。１９９０年７月，完成华亭矿区总体设计，其
建设规模为１２００万吨／年，共建井３０对。
１９５０至２００２年，据不完全统计，平凉地区国营煤矿建设投资总额１６８７８９万元。
５０至６０年代，地县国有煤矿投资来源，主要由专 （地）县自筹。７０年代初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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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扶持地方煤矿发展，国家每年给平凉地区国有煤矿拨补部分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

１９８４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预算内拨款改为贷款。
１９５６年，私营煤窑和股份制煤窑实行公私合营，转为国营安口煤矿、崇信县新窑煤

矿、华亭县砚峡寺煤矿 （华亭煤矿）、平凉市土谷堆煤矿 （工农煤矿）、湫池沟矿井。

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中，为保证 “大炼钢铁运动”用煤，先后建成平凉县峡中煤矿、平凉

专区小湾煤矿，达到总设计生产能力２４万吨／年。７０年代，办起平凉市工农煤矿石炭沟
矿井、华亭县策底煤矿、灵台县石沟煤矿、泾川县豹子沟煤矿、庄浪县煤矿，达到总设

计生产能力５０万吨／年。８０至９０年代，新建静宁县煤矿、灵台县西沟门煤矿、崇信县新
柏煤矿、平凉市黄庄煤矿。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累计建成国营煤矿１４处，峡中煤矿、地区小湾
子煤矿、平凉市工农煤矿、灵台县石沟煤矿因资源枯竭或资源划分等原因停办５处，实
有国有煤矿９处，达到县县有矿，总设计生产能力４５６万吨／年。

二、配套建设

铁路运煤

铁路专用线　１９９４年２月，成立平凉地区地方铁
路煤炭专用线筹建处，７月通过设计论证，８月开工
建设。１９９６年建成营运，完成主要项目有双轨铁路线
长１４公里，运煤公路长１３８公里，火车电子轨道
衡１处，汽车衡１处，储煤场１万平方米，建筑各种
房屋 ６８００平方米，购置各种运输装载设备 ９台
（件）。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经多次优化设计，强化

管理，节约资金４１０万元，实际完成工作量１８００万
元。１９９７年５月，通过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
会竣工验收。是年运煤３０万吨，实现利润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运煤３２０万吨，实现利润６４００万元。

专列火车　１９９２年５月，崇信县新窑煤矿投资
３２０万元，购置火车皮４３节。７月１４日，开始由宝
鸡火车站沿陇海铁路线向徐州火车站发运新窑煤矿煤

炭，年发运量 １５万吨。后租赁营运。１９９８年 ６月，
以２５８万元出售给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实业开发公司。

洗煤厂　１９９８年３月开工修建华亭煤矿洗煤厂，构筑体积１８００立方米。完成投资
２８１９万元。从奥地利国进口主要设备２０余种，价值１９６２万元。有高度集中的全封闭式
钢结构厂房，长４０米，宽１４米，高３９５米。采用跳汰洗法，全自动监控。年入洗原煤
能力为１２０万吨。

矿区公路　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２年，崇信县修建新窑矿区至县城公路、新窑矿区至大湾岭公
路各１条，总长度１０７公里，总投资１０１５万元。华亭县修建砚峡矿区至县城、策底矿区
至县城等公路１６条，总长度１３６８５公里，总投资１１６３２万元。

供水工程　１９８５年，崇信县新窑矿区建成１００立方米蓄水池、４４７１米输水管道供水
站，日供水量１１３立方米。１９９７年，泾川县煤矿、庄浪县煤矿、砚峡乡煤矿等４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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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投资３５９万元，修建华亭县砚峡矿区供水工程，１９９８年建成投产。有蓄水池６个，
溶量６００立方米，铺设管路２９２万米，日供水量１８００立方米。

华亭煤矿

位于华亭县城东１５公里处，海拔１４１０米，矿区占地２８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２万

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给华亭砚峡寺煤矿
（今华亭煤矿）颁发的执照

平方米。宝 （鸡）中 （卫）铁路安口南

站建有年运力 ２００万吨的煤炭集运站，
宝 （鸡）平 （凉）公路、华 （亭）天

（水）公路和西 （安）兰 （州）公路直

通矿区。井田在华亭煤田东翼，面积

０４８平方公里，南北走向１５公里，东
西倾向０３２公里，为简单的单斜构造，
倾角４３至４５度。地质储量２６１３８４万
吨，保有储量 ２３１０４４万吨，可采储量
１３４４６８万吨。可采煤层 １０层，厚度
３３８６至 ６８７２米，平均厚度 ５１５１米。

煤种为长焰煤，具有“三低”（低灰、低硫、低磷）“三高”（高挥发、高活性、高发热量）特点，为

低沼气矿井，煤层易自然发火，尘煤具有爆炸性，矿井正常涌水量３２立方米／小时。
１９５６年４月９日，将私营 “民兴”、“太平”、“义成”３个小煤窑公私合营为砚峡寺

煤矿，有职工２６１人，固定资产６６０万元，流动资金３８０２元。１９５８年，并入安口煤矿东
华产区。１９５９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平凉市华亭煤矿。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改名为地方国营华亭县
华亭煤矿，有小型简易设备１０台，井下靠手摇泵排水，镢镐挖煤，手推车运煤。经过逐
年革新改造为电钻打眼放炮落煤、电泵排水、土绞车提升、架子车运煤、机械通风。

１９６９年，进行９万吨／年矿井改造。１９７４年，列入国家煤炭部小煤矿技术改造项目。
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０年，投资３７７万元进行１５万吨／年矿井技术改造，将锅驮发电改与大电

并网，采用刮板输送机运煤，原煤工效由０７６吨／工提高到０８６吨／工，年利税由３６万
元提高到５４万元。１９８４年，试验成功水平分层金属网假顶摩擦支柱走向长壁采煤法，年
生产能力由９万吨提高到２０万吨。１９８６年，首创特厚易燃煤层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
采煤法，１９８８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８９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全国 １００
多家煤矿推广应用。是年采煤工作面安装 ＭＸＰ—２４０型双滚筒采煤机，年生产能力提高
到５３万吨。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５年投资２６００万元，进行４５万吨／年矿井技术改造，建成 “四一型”高

产高效矿井，实际生产能力达到１２０万吨／年，全员工效由１７吨／工提高到９３３吨／工，
利税由６０５万元提高到１６８４万元。１９９２年试验成功支撑掩护式后插板低位综采放顶煤采
煤方法，光爆锚喷、软岩支护、快凝水泥木锚杆支护等新技术。从工作面到地面安装６
台胶带输送机，在倾角２５度斜长５２７米的斜井安装大倾角胶带输送机，矿井年运输能力
由４５万吨提高到１６８万吨。应用综合防灭火技术和凝胶直接灭火法，安装使用低压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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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设备和节能高效通风机械，全矿井无微风巷道、无瓦斯超限区、无高温点，煤尘浓

度降低到５０毫克／立方米，连续７年无发火，安全生产１２年，产煤６００多万吨无死亡事
故，矿工无煤矽肺病。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年投资１亿元，进行３００万吨／年矿井技术改造，引进ＬＭ—１２０型反井
钻机施工倾角大于６５度的煤仓和通风孔，新建一条主提升斜井和一套地面生产系统，建
成双 “四一型”高产高效井型，全员工效达到１２８９吨／工日。１９９８年自筹投资２２１６６９
万元，改造矿井运输系统，新掘深３００米、净径６米副立井，采用ＪＫＭ—２８×６（Ｅ）多
绳摩擦提升机，配套平衡锤式１５吨单个双层罐笼提升。生产原煤２５０万吨，完成工业总
产值１２０５０万元，实现利税５７６４０２万元，拥有固定资产５亿元，净资产２８亿元，职工
１４１２人，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居全国同行业首位。《人民日报》曾以 《华矿人在挑战

中奋起》为题专版报道。１９９９年，生产原煤２５３８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２３３１６万
元，实现利税５８９２１５万元，职工１３５８人，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工效分别为９００８２２
元／人和１８８吨／工日，吨煤成本、售价分别为２４０５元和６６８５元。成为高产高效、安全
低耗、环保文明的特大型现代化矿井，实现采煤综采化、掘进综掘化、运输皮带化、安

全监测监控自动化、管理微机网络化，矿井机械化程度达到１００％，为全省规模最大、效
益最好的县办国营煤矿和全国地方煤矿 “一枝花”。２００２年，生产商品煤３２５吨，实现利
润７３００万元，职工年收入１７万元，职工增加到２３２０人。先后完成科技成果５２项，其
中部省级１１项，国家级６项，煤巷锚杆支架技术和均压通风灭火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华亭煤矿坚持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为企业经营的最高目标，“抓质量求生存、抓安全

促生产、抓品种增收入、抓节约降成本、抓管理增效益、抓科技促发展”，创造出 “科技

兴矿、勇攀高峰、开拓进取、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１９９７年，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
署号召全区学习华煤精神。

华亭煤矿先后被评为 “国家二级企业”、“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环境保护先

进单位”、“全国资源利用先进企业”、全国 “讲理想、比贡献”先进单位、全国 “三五”

普法先进单位、“部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和 “四一型”高产高效矿井、全国煤炭工业

“现场管理先进单位”、“全国质量无投诉企业”、“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全国 “五

一”劳动奖状、“中国企业最佳形象ＡＡＡ级”以及 “甘肃省一级企业”、“全省科技进步

金质奖”、“全省煤炭工业先进单位”、“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全区十强国有企业”

等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８８次。

崇信县新窑煤矿

位于崇信县新窑镇北１公里处。海拔１４００米，矿区占地５５公顷，建筑面积３２８万
平方米。井田在安新煤田北部边缘地带，面积１８１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５４６５９万吨，可
采储量３０１１５万吨。可采煤３层，总厚度１０至１８米，煤层倾角１０至２５度，水文地质
简单，为低瓦斯矿井。产品分块煤、渣煤、混煤、末煤，煤质优良。

１９５６年４月１日，接管张学德、杨正仓两家私营小煤窑，成立地方国营崇信县新窑
煤矿。由手工掘进、“蚁穴采煤法”发展到打眼爆破掘进、“巷采式”采煤。至１９６５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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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共生产原煤１８９万吨，年均２２万吨。是年４月停办。１９６９年７月重建。１９７１年生
产原煤２４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０９６万元，税金１８６万元，利润１１３万元，有职工
１６５人。１９７４年，投资２８５７５万元，进行１５万吨／年矿井全面技术改造和改扩建，１９８１
年竣工，主、副井筒净断面分别为４４平方米和５６平方米，长度均为２３４米，绝大部分
设备得到更新。采用 “高落式采煤法”。１９８３年原煤产量突破１０万吨，工业总产值达到
２１５万元，实现利税２５３８万元，职工增加到４５０人。１９８５年，采用 “倾斜分层走向长壁

金属网假顶黄泥灌浆采煤法”，矿井达到设计生产能力１５万吨／年。１９８７年，生产原煤
１７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６５５万元，实现利税４１７万元，有职工５６６人，达到回采率
８５６％，回采工效４１吨／工日，原煤单位成本为１８９元，百万吨死亡率低于合同规定
１６９人。１９８８年，开始实行 “缓倾斜特厚煤层滑移顶梁液压支架走向长壁倾斜分层放顶

煤采煤法”，月产量提高到２１万吨，采高１０米以上无重伤以上事故。有总动力机械
１１６０千伏安，生产设备５２９台 （件），固定资产原值６６３４５万元，净值５２６１２万元，有
职工６０４人 （女性６３人），生产原煤２３５８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０６８９万元，实现利
税３４６４２万元，产品开始打入国际市场，远销孟加拉国。
１９９２年，投资４６１３８５万元，进行４５万吨／年改造扩建。１９９７年底竣工验收。完成

井巷工程 ５２８０米，土建工程 ９８０４平方米，购置设备 １６０台 （件）。１９９８年，采用
ＥＦＳＢ１６００／２４００型轻型综采支架放顶煤采煤法，２８度大倾角上运胶带运输机提升，生产
原煤 ３５０１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７９２５２万元，销售收入 １４５９２９万元，实现利税
２４３２２万元。１９９９年生产原煤 ２５０７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２８３４８万元，销售收入
８８０６４万元，实现利税９９０５万元，有固定资产原值５８５０１４万元、净值４９２７６８万元，
职工８４１人。２００１年，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原煤产量首次达产达标。２００２
年生产原煤５２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２６９０万元，利税３８５万元。

新窑煤矿先后被国家能源部命名为 “全国质量标准化矿井”、“全国能源工业先进集

体”、“全国地方国营煤矿通风质量甲级矿井”、“地县煤矿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煤炭部

命名为 “全国煤矿矿际竞赛先进单位”、“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部级高产高效矿井”，

中国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授予 “首届煤炭工业优秀企业管理奖”、“全国煤炭工业矿二

级企业”，甘肃省人民政府命名为 “大庆式企业”、 “甘肃省一级企业”，连续两年蝉联

“全区十强国有企业”，共获得地级以上荣誉称号和奖励３２项 （次）。

崇信县新柏煤矿

位于新窑镇柏家沟，矿区占地２７５亩，建筑面积１８８万平方米。井田面积１８２平方
公里，地质储量５７３３２万吨，可采储量３９２２万吨。矿井设计生产能力４５万吨／年，服务
年限６２年。概算总投资１３７亿元。被中国地方煤矿公司列为全国重点矿区和重点产煤县
的骨干矿井，国家能源投资公司确定为全国第一个投资改革试点矿井。

１９９０年立项，８月成立新柏煤矿筹建处。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开工建设。主井为２５度大倾
角强力皮带提升，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年提升能力为１２０万吨至１６０万吨。支护为光爆
锚喷，实现全矿井巷道锚喷、锚杆化，并与有关科研单位合作研究成功软岩支护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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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采区设一个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

缩短贯通距离，减少运输环节。将岩石中布置的采区轨道上山及运输机上山，总回风巷

布置在煤层中，由岩巷改为煤巷，加快施工速度，降低工程造价。通风采用中央边界式，

从主副井进风，风井回风。建排水管路１５２８米，压风管路２８００米，灌浆管路１４００米，
消防洒水管路２５００米，６００立方米高位水池及一、二级加压泵房水池等。地面原煤经振
动筛分为大块、中块、渣煤、混煤４级，分装在容量为１２００吨的４个仓内。矿井总装机
容量２５８０千瓦。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试产。１９９８年累计完成投资１１２２１９７万元，矿建工程８２７０５米，土建

工程１０４７１平方米，购置设备２３８８台 （件），形成矿井采区、提升、通风、压风、排水、

供水、供电、供热、灌浆、地面生产、辅助厂房和仓库、生活福利设施１２个系统。２００２
年累计完成投资１２５６０万元，生产原煤１６９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６５万元，产品销售
收入８３７万元，上缴税金８３万元，有职工４０８人。

庄浪县煤矿

位于华亭县砚峡乡砚峡村及东华镇前岭村，海拔１４５０至１５３０米，矿区占地７８亩，
建筑面积９３９５平方米。井田为华亭煤田向斜东翼中部地段，呈单斜构造，煤层走向北１０
至２０度西，倾角４３至５０度，面积０１２平方公里，走向长６７０米，倾斜宽１８０米，可采
煤层总厚度４５至６０米，平均厚度４７５米。探明地质储量７０２４８万吨，保有储量６７３１４
万吨，可采储量５０４８５万吨。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筹建，１９７５年６月简易投产，设计生产能力３万吨／年，有职工１３０人。

１９７９年３月，定名为地方国营甘肃省庄浪县煤矿。生产原煤５６９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９６７６万元，实现利税６２５万元。１９８４年７月，自行设计，自筹资金２２９万元，进行初
期生产能力９万吨／年、后期生产能力１５万吨／年矿井改造扩建，沿煤层底板新建一对斜
井，掘井巷２９１８米，完成井巷工程及通风、运输、提升、供水、排水、供电、灌浆等主
要生产系统。１９８９年，原煤产量达到８４万吨。１９９０年８月，甘肃省煤炭工业总公司批
准矿井改扩建项目，１９９３年竣工，完成投资１０４９万元，土建工程９３９５平方米，设备购
置及安装３６６台 （件）。矿井采用片盘斜井开拓方式，由 “高落式采煤法”发展为“滑移

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采煤法”，井下架线电机车运输，中央并列抽出式通风，单机排水。

１９９４年，生产原煤１５５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０６万元，产品销售收入５２２７７万
元，实现利税１２８５万元，有固定资产原值１２３５万元，净值１０６０万元，职工３５８人。
１９９６年更名为庄浪县煤矿。是年自筹投资９９８万元，进行２１万吨／年技术改造工程。核
心是改造提升选运系统，将绞车单轨串车提升改为大倾角皮带运输，将选煤楼不动筛改

为振动筛。１９９８年，改制为庄浪县金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原煤１８８１万吨，完成
工业总产值９６２８４万元，产品销售收入８１９７５万元，实现利税２４７９万元。２０００年投
资２７６万元，改造采煤方法为ｚｗｍ网格式迈步支架放顶煤采煤法，生产能力提高到３０万
吨／年。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 ２２９４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１７４６８万元，产品销售收入
２０５２６９万元，实现利税５６８６万元，有固定资产总值２２０２万元，职工３８５人，其中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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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１７１人。
庄浪县煤矿自１９９４年起，连续７年被国家煤炭部命名为 “部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连续５年被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授予 “全区十强国有企业”，４次获得 “全省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 （集体）”称号。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连续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为 “行业级质量

标准化矿井”。

泾川县豹子沟煤矿

位于华亭县砚峡乡，海拔１５００至１６５０米，矿区占地０１８平方公里，建筑面积１１２
万平方米。井田面积０１６平方公里，可采储量５１０万吨，为华亭煤田向斜东翼浅部，呈
单斜构造，地层走向为北西５至１５度，倾向南西，南部一般为４３至４５度，设有明显的
次褶皱，未发现断裂构造。有煤１０层可采，系特厚煤层，一般厚度为４０至４７米，倾角
度为４０至５５度。
１９７５年建矿，生产能力为３万吨／年，有职工１５０人。１９７６年，设计生产能力为６万

吨／年。１９８４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０４万元，销售收入１００５１万
元，职工２５９人。１９８５年，矿井生产能力达到９万吨。１９９１年投资１１３９８万元进行１５
万吨／年矿井改扩建。晋升为 “甘肃省二级企业”。１９９６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６１１５万元，
销售收入５００６万元，实现利税１３１５１万元。１９９７年，建成地面生产系统选煤楼，完成
工业总产值７７０６５万元，销售收入８１５４１万元，实现利税２５４２４万元，有职工３２１人。
１９９８年，完成１５万吨／年矿井改扩建项目，提升、供电、给排水、采煤、通风等系

统均达到项目要求。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通过甘肃省煤炭工业局、建设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等
单位组织的专家组验收，被评为 “技术改造优秀项目”。全年生产原煤２０６万吨，完成
工业总产值１０５４７２万元，销售收入８００９３万元，实现利税２９７９１万元。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自筹资金２１７６万元，由仓储式采煤改造为网格迈步支架放顶煤采煤法。有资产总额
２８００４４万元，固定资产８６５７１万元，生产原煤１６６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４９９２万
元，利税总额４６１８６万元。

连续多年被甘肃省煤炭工业局和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授予 “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经济效益上台阶单位”、“重点财源建设先进企业”、“工会工作先进单位”，中国农

业银行甘肃分行两次授予“ＡＡ级信用企业”等称号。连续４年被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
评为“全区十强国有企业”。２００１年被中国煤炭企业协会评为“行业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静宁县煤矿

位于华亭县砚峡乡麻池村窑儿洼，海拔１５００至１７００米，矿区占地６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１７３万平方米。井田位于华亭煤田向斜东翼北端，单斜构造，走向长１０００米，倾斜
宽２００米，面积０２平方公里。矿井地质储量４００万吨，可采储量３００万吨。设计生产能
力６万吨／年。煤种为长焰煤，发热量７０００大卡／千克，水分６３６％，灰分７３４％，挥发
分３７０８％，含矸率０７６％。
１９８５年立项，１９８６年９月开工建设。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６日，一次性通过国家级达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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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验收。共掘井巷 ３５８８３米，建成通风、运输、提升、供水、排水、供电、供热、灌
浆、通讯、采掘１０大生产系统，拥有生产设备５８８台 （件），主要生产环节实现机械化、

半机械化。共完成工作量１１５７２２万元，其中国家投资９４６万元。采用水平分层仓储式微
岩爆破放顶煤采煤法，炮采落煤。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自筹资金１３９２２万元，延伸第二水平，
给副井安装助行器。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７日，改制为静宁县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全年生产原煤
７９６万吨，销售收入４１３６万元，实现利税８２６万元。１９９９年形成年产９万吨生产能
力。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投资３３８１万元，建成地面原煤筛选系统，安装５０Ｔ电子汽车衡，
改造采煤方法为单体液压支柱 п型长钢梁放顶煤采煤法，实现微机内部局域联网。２００２
年有资产总额１３５１２万元，固定资产８２８万元，职工２９８人，生产原煤１２３９万吨，完
成工业总产值６９８８万元，利税总额１０８９万元。
１９９４年起，每年被国家煤炭部评为 “部级质量标准化矿井”，连续３年被甘肃省煤炭

工业局授予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灵台县西沟门煤矿

位于崇信县新窑镇柏家沟村，即安新煤田中部，矿区占地９１５亩，建筑面积７１４２平
方米。井田走向长１３００米，倾斜宽１１００米，面积１４３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１４５０９万
吨，可采储量１０４７万吨。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立项。１９９０年６月开工建设。１９９６年４月试采，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竣工

验收。完成投资２５７６６万元，其中矿井工程４９０４５米，投资９３２１万元，土建工程７１４２
平方米，投资４６７６３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３４８台 （件），投资４５３５１万元，其他工程
投资７２２８１万元。为斜井单水平开拓，单体液压支柱支护，金属网假顶，长壁式采煤
法，炮采落煤，４０Ｔ刮板输送机运煤。１９９８年承包给浙南井巷工程公司经营，生产原煤４
万吨，实现利税５６９万元，有职工１１０人。１９９９年收回，生产原煤３７万吨，完成工业
总产值１３３４８万元，产品销售收入１２５８３万元，实现利税７４８万元，职工增至２１０人。
２００１年，投资４５万元，建成选煤楼，产品由单一的品种增加到５个品种。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筹措资金１２１８万元，改造采煤方法，月产量稳定在１２万吨以上，回采率由３０％提高
到６５％以上，全年生产原煤９３９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７６０万元，连续两年达产达标。

平凉市黄庄煤矿

位于崇信县赤城乡以北１０公里处，矿区占地４９５４亩，建筑面积３８２８平方米。井田
位于赤城煤田西北角，走向长２０００米，倾斜宽３５０至５００米，面积１１７平方公里。地质
储量１０１０９３万吨，可采储量６２７３万吨。煤层平均厚度７米。

前身为甘肃省军区１９９２年开工建设的年设计生产能力３万吨的小煤矿。１９９６年，平
凉市工农煤矿因资源枯竭，出资６５０万元购买名为平凉市工农煤矿黄庄井。１９９７年更名
为平凉市黄庄煤矿。进行年产６万吨生产能力改扩建补套工程。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竣工验收，
总投资７９８８万元。并向９万吨／年生产能力发展。属斜井多水平开拓，采用仓储式采煤
法。工作面和运输顺梢由刮板输送机运输，运输大巷采用１吨 Ｖ型矿车架线式电机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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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主提升井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机械通风，水泵排水，矿井总装机容量７５０千瓦。形
成各生产系统齐全、安全、低耗、高效的小型矿井。有职工５３３人，固定资产原值１６３６
万元，净值１５２８万元。生产原煤５２６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６９万元，销售收入２９０万
元，实现税金２４６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６９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５３万元，上缴税
金２４３万元。连续３年被甘肃省煤炭工业局授予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庆阳地区净石沟煤矿

位于崇信县新窑镇东０５公里处，矿区占地１８２３亩。崇 （信）大 （湾岭）公路横

穿矿区。井田在安新煤田向斜东北翼，面积１１２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１７７４７万吨，保有
储量１６５０５万吨，可采储量１１２０万吨。可采煤层４层，主采煤层２层，最厚煤层１８至
２０米。煤类为低灰低硫不粘结动力煤。

１９７１年７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生产建设兵团第２师第３团筹建，设计生产能力６
万吨／年。１９７２年１２月见煤，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投产。生产原煤２６３万吨。１９７５年３月移交
庆阳地区管理，支付建设投资１５９１万元，时有风井和部分巷道工程，地面建筑３６３１平
方米，机械设备１００台 （件），职工２７３人。是年进行１５万吨／年矿井改扩建，１９８６年竣
工。至１９９０年累计生产原煤１３０５６万吨。１９９１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改扩建为３０万
吨／年矿井，先后投资１９４１５８万元。１９９３年生产原煤１８５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改扩建竣
工投产。１９９８年生产原煤１５０２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４７万元，销售收入８７０万元，
实现利润３２万元，上缴税金１１１１万元。１９９９年有职工８５４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４６
人，生产原煤１５４５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７４万元，销售收入７００万元，实现利润４３
万元，上缴税金７２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１２７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５０２万元，销
售收入７８６万元，上缴税金５２６万元。

先后被煤炭工业部评为 “部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行业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甲级通风矿井”，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双文明模范建设单位”、 “甘肃省二级企业”、

“全省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多次被中共庆阳地委、地区行署树立为 “先进企业”。

甘肃省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在兰州成立华亭矿区筹建处，１９７０年迁址华亭县。１９７９年４月成立
华亭矿务局，隶属甘肃省煤炭工业局。辖安口煤矿、杨家沟煤矿、东峡煤矿、马蹄沟煤

矿、工程处、职工医院６个县级单位，职工技术学校、职工子弟学校、水电所、矿山救
护队５个科级单位。局机关设部、委、处、室２４个，在兰州、平凉设有办事处，在陕西
省宝鸡市设有转运站。全局有职工６９８８人。
１９９２年７月５日，成立华亭矿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地址在华亭县西华镇，隶属中国

统配煤矿总公司，１９９９年改属中国煤炭建设集团公司，是年７月归甘肃省管理。矿区占
地１４４公顷，建筑面积１７４６万平方米。辖陈家沟煤矿、砚北煤矿、煤炭运销公司、生活
服务公司、多种经营公司、建筑工程公司、物资供应公司、运销公司宝鸡办事处８个二
级单位，机关设７个管理部门。矿区生产能力３４５万吨／年，有职工１５１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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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由华亭矿务局、华亭矿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平凉地区华煤集团公
司３户煤炭骨干企业重组成立甘肃省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辖砚北煤矿、华亭
煤矿２处大型骨干矿井及马蹄沟煤矿、陈家沟煤矿、东峡煤矿、杨家沟煤矿、山寨煤矿、
策底煤矿６处中小型生产矿井。年生产能力８００万吨，资产总额２４５亿元。是西北地区
资源最丰富、开采条件最好、机械化程度最高、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大型煤炭生产基地，

也是以煤为业、多业并举、综合配套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是年６月２８日，甘肃省煤炭行
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辖华亭煤矿、砚北煤矿、陈家沟煤矿和东峡煤矿。集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煤

化工、煤制油、煤电冶为一体。１１月，总投资５８亿元的华砚煤矿１０００万吨／年矿井改
扩建工程开工。

安口煤矿

位于华亭县安口镇。矿区占地２０８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７７万平方米。井田在安新
煤田安口构造盆地东北部，面积０７５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３３９２９万吨，保有储量１８９６５
万吨，可采储量４０２９万吨。可采煤层６层，平均厚度２６米。煤类为不粘煤和长焰煤。
１９５４年，合并 “五一”、 “济华”两个私营煤窑成立安口窑煤矿，隶属甘肃省工业

厅。时有工人２４４人，用小窑生产方式在井田浅部开采，年产原煤２万多吨。１９５５年后，
先后属华亭县、平凉市、省重工业厅、平凉地区。１９５９年，始建庙沟１号井。１９６５年８
月，扩建。１９７０年，属华亭矿区筹建处。１号井建成，历时１１年８个月，完成巷建投资
５９３４万元，井巷工程７１５８米，土建工程１５万平方米，购置设备５６４台，提升、运输、
给水、排水、供电、筛选系统基本建成。建矿至１９９０年累计生产原煤８１６６６万吨。１９９０
年，生产原煤３１５万吨，百万吨死亡率为 ３１７，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６６５２万元，职工
１９４５人。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１７７３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１５５人，资产总额４０９３万元，固
定资产２４６５１万元。生产设备３９８台 （件），动力总容量２７００千瓦，生产原煤３０１８万
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５７４３万元，销售收入１７１８７万元，利润亏损３０２８万元，税金
２８８３万元。先后被国家能源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甘肃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 “全国

地方煤矿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群众安全工作先进单位”、“甘肃省一级企业”等称号。

２００２年，因资源枯竭，获国务院批准，依法破产。

杨家沟煤矿

位于华亭县安口镇。矿区占地３７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４９万平方米。井田在安新
煤田东北部，面积２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３６４７２万吨，保有储量３０４２４万吨，可采储量
２３２６万吨。可采煤层６层，平均厚度１８３米。煤类为不粘煤和长焰煤。

前身为安口煤矿２号井，１９７２年析出建矿。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投产，历时８年６个月，完
成投资２１３３万元。至１９９０年，累计生产原煤２７４４５万吨。１９９０年，生产原煤３０３万
吨，百万吨死亡率为零，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７１１万元，职工１４７８人。１９９８年，生产原煤
３３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８０４２万元，利润亏损８８９万元，税金８７万元。有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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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３１万元，固定资产净值２１８６７万元。有职工１４７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１５２人。
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３７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８９４万元，销售收入２８０５万元，上缴税金
１６５５万元。先后达到甘肃省煤炭工业一级企业和全国地方国营煤矿二级企业标准。

东峡煤矿

位于华亭县东华镇。矿区占地６２２９万平方米。井田在华亭煤田东南部，属华亭煤
田两翼不对称向斜构造的东翼，面积１７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４９４２９万吨，保有储量
４７８３７万吨，可采储量３７６６８万吨。含煤３层，平均厚度２８２米，煤６为可采煤层。

１９７１年动工兴建，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建成投产。在３７度至４２度的倾角下，先后采用摩擦
金属支柱和金属铰接顶梁、管理回采工作面顶板，倾斜分层摩擦金属支柱铰接顶梁、回

收顶煤采煤法，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采煤法，推广光爆锚喷支护巷道和工作面的综

合防灭火试验。连续７年无重伤以上人身事故。投产至１９９０年累计生产原煤１０９６１万
吨。１９９０年生产原煤３３１２万吨，百万吨死亡率为３，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４８９８万元，职
工１１６９人。１９９８年有资产总额６７５９７万元，固定资产净值４５６５５万元，生产原煤３１８
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５６６万元，销售收入１６４７３万元，实现利润７６３万元，税金
１５７２万元。有职工１２８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１２１人。达到部一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甘肃省煤炭工业一级企业。２００２年，生产商品煤由１９９９年４２万吨增加到６００６万吨。

马蹄沟煤矿

１９７２年４月始建，由华亭矿区筹建处工程队和安口煤矿、杨家沟煤矿、东峡煤矿抽
人组建甘肃省煤炭基本建设第四工程处，隶属甘肃省煤炭基本建设公司，有职工１６３０
人。先后完成东峡矿井建设和靖远王家山铁路施工等任务。１９８３年９月，开始筹建马蹄
沟４５万吨／年矿井。１９８５年改属华亭矿务局。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１２８０人，生产原煤３７７万
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９４２万元，销售收入 １９１８９万元，利润亏损 １４２４万元，税金
２１４９万元。有固定资产净值９９５７７万元，资产总额１２６４８７万元。矿区占地３９２９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５４万平方米，有各类生产设备３８５台 （套），动力总容量２７９０千
瓦。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７９５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０７０万元，销售收入５８２１２万元，上
缴税金３５６８万元。

策底煤矿

位于策底乡鲁家原，占地５５３公顷，建筑面积５８７８平方米。井田位于华亭煤田北
端，面积５４平方公里，地质储量２４６８３９万吨，可采储量１７１９３８万吨。井田内可采煤
层两层，厚度２１４和６９米，倾角１４至３６度。
１９７５年，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为给地区焦化厂、氮肥厂供应燃料而开办，投资１６２４

万元，掘进巷道 ２０４０米，砌碹巷道 １１６米，地面建筑 ２１８５平方米，购置设备 ７９台
（件），有职工６４人。１９８０年，移交华亭县。此后陆续改造扩建。建成通风、提升、运
输、灌浆、供电等系统，实现采掘半机械化，形成年产３万吨生产能力。１９９８年有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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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人，固定资产８６９９９万元，各种机械设备１４５台 （件），生产原煤６万吨，完成工业
总产值３０７２万元，上缴利税 ３５７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 ６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３０７２万元，实现销售收入４９８万元，上缴税金３９９万元。

陈家沟煤矿

位于华亭县城西１公里处。井田面积２０５平方公里，含煤６层，可采煤层３层，平
均厚度２２１米。地质储量６３６１７６万吨，工业储量６２６９０９万吨，可采储量４１４５７６万
吨。煤类为特低灰、特低硫、高化学活性、低灰溶点和低灰粘度的长焰煤。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始建，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试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４５万吨／年，完成投
资２５亿元，比概算节约１０００万元。采用水平开拓，双箕斗提，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
ｋｊ４安全监测系统，注氮等综合防灭火措施。产品分大、中、小、混煤４种。１９９７年试生
产原煤３０万吨。１９９８年投产，生产原煤４５１万吨，生产成本３３６元／吨，全员工效３２８
吨／工，回采工效１０１２吨／工。矿井当年投产即达设计产量；矿井质量标准化检查验收一
举达到煤炭行业级标准；全员成本３０１元／吨，采区回采率７９％，商品煤含矸０７％、灰
分８％、全水分８４％、发热量７９４３卡／克；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本息３７９７万元。均创
甘肃省煤矿建设和煤炭生产历史记录。有固定资产原值２０２８４万元，净值１９９３５万元，完
成工业总产值３５２９８８万元。有职工４３５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２０人，管理人员３８人。
２００２年生产商品煤５６８２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９０９万元，销售收入４７１６万元，实现
利税１２６８万元。

砚北煤矿

位于华亭县城东２５公里处，占地１２平方公里。含煤地层为中上侏罗纪延安组，含
煤５层，可采煤层２层，煤层总厚度３０１４米。地质储量６３４４１万吨，工业储量６３４４１万
吨，可采储量３６１９７万吨。属低灰、低硫、低磷、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挥发分的
长焰煤和不粘煤。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始建，概算总投资１２９３亿元。至１９９８年完成投资６５亿元。矿
井设计生产能力３００万吨／年，将来达产４５０万吨／年，为现代化特大型矿井。采用国内外
先进的水平分层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法，一次开采高度１２米，一个综采面生产原煤
１５０万吨，大型液压支架、大功率采煤机和运输设施，均属国内领先水平。建成综合信息
电脑管理系统。有职工５７４人，平均年龄２６５岁，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占职工总人
数的５５％。矿井正式投产后，人数保持１０００人左右，全员工效１１６５吨／工日。１２月３１
日联合试运转。２００２年生产商品煤２２５３６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１５４８万元，销售收入
１５７７５万元，实现利润３９１３６万元。

第三节　集体煤矿

１９５４年，全区有私营和公私合营土采小煤窑３０户。１９５８年，为保证 “大炼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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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煤，在华亭县东华、东峡、安口、高山等地办起小煤窑，后绝大部分停办。７０年代，
全区建成集体煤矿９处。８０年代，集体煤矿竞相发展，全区建成集体煤矿１９处，其中华
亭县建成乡镇煤矿７处，村煤矿５处，崇信县建成乡镇煤矿６处和关山林业总场碑子坪煤
矿。１９８６年，集体煤矿发展到３２处，其中乡镇办７处，村及联办２５处，从业２１１０人，
生产原煤４８７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９４９８７万元，有固定资产原值５５９９万元，净值
４６２５万元，主要生产设备５４０台 （件），总建筑面积２４万平方米。是年，对集体煤矿
进行清理整顿，关闭资源枯竭、不具备开采条件的煤矿８处，其中华亭县关闭上关乡刘
家沟、东华镇西关村、东华镇石咀、策底村、砚峡村梁子坪煤矿，崇信县关闭黄寨乡银洞

沟、新窑镇药王洞、碑子坪煤矿。１９９３年后，新建成集体煤矿２处，其中华亭县新建成村煤
矿１处，崇信县新建成镇煤矿１处。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集体煤矿２２处，其中华亭县乡镇煤矿９处，村煤矿７处，崇信县乡

镇煤矿４处，村煤矿１处，场煤矿１处。集体煤矿中斜井开拓的２０处，平硐开拓的２处。
最初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多为３、６、９万吨／年。生产原煤１２０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１４４
万元，实现利润５７６万元，上缴税金６４６万元，有亦工亦农职工４００４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１５日，由华亭县砚峡乡、砚峡村、东沟村煤矿联合组建砚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煤为
主，多业并举，打造乡域经济 “小航母”，培育砚峡煤业 “小巨人”，实现优势互补、强

强联合、共同发展、规模经营的效益目的。

华亭县砚峡乡煤矿

位于华亭县城以北７公里处。井田走向长０９公里，倾斜宽０１４公里，面积０１３平
方公里。煤层平均厚度４５米，倾角４５度左右。地质储量９６０万吨，可采储量６４５万吨。
按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１５万吨／年计算，可服务年限２０４年。片盘斜井开拓，中央分列
式通风，多水平分层开采，长焰煤类。

１９７０年开工建设，当年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５万吨。经几次技术改造和扩建，矿
井生产能力达到１５万吨／年。主井４２０米，风井２７１米。１９９２年投资２０２２万元，实施２１
万吨／年矿井改扩建项目，采煤方法由高落式采煤改造为水平分层金属网假顶п型钢梁单
体液压支柱放顶煤采煤法。２００２年，完成改扩建投资１４８０万元，生产原煤１２５４万吨，
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４２０５万元，利税总额２４０万元。有固定资产１８２２万元，职工３８０人。
有２米绞车、排水泵、刮板输送机、通风机、地中衡等设备３７１台 （件）。矿区占地３４３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０７１平方米。

连续５年被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评为 “全区十强乡镇企业”，获全省乡镇企业

“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先进企业”、 “科技示范先进企业”和 “质量效益 Ａ级企业”；２００２
年获 “全国中小煤矿先进单位”等称号。

华亭县东华镇煤矿

位于华 （亭）庄 （浪）公路南，东邻华亭县城５００米。井田地质为单斜构造，煤层
倾角４０度左右，可采煤层２层，平均厚度１６９８米。地质储量１７０８１５万吨，可采储量

６４６ 平凉地区志 （上）



９８４万吨，按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１５万吨／年计算，可服务年限４５年。属特低灰、特低
硫、高化学活性、高发热量、低灰熔点和低灰粘度的长焰煤。

１９７５年３月开工建设，１９７６年６月建成投产。主井３９５米，风井３８４米。年生产能
力由３万吨发展为１５万吨。至１９９８年，累计生产原煤１６８０２万吨，总产值５９７０２７万
元，实现利税６１３６２万元。２００２年，生产原煤１２１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２０４９万
元，工业增加值４１７９万元，利税总额１５８９万元。有职工４２０人，资产总额１２５０万元，
固定资产６２４４万元，有１６米绞车、３０型刮板输送机、１７千瓦通风机、排水泵、地中
衡等设备２４０（台）件。矿区占地９０４２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６１１平方米。

曾被评为 “全国乡煤之星”、“甘肃省乡镇明星企业”、“科技进步示范企业”、“省级

文明企业”、“环境保护先进单位”、连续多年获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 “全区十强乡镇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等称号。

崇信县赤城乡周寨煤矿

位于赤城乡西４公里处。崇 （信）大 （湾岭）公路穿矿经过。井田走向长１８００米，
倾斜宽５００米，煤层平均厚度１３７米，矿井涌水量３立方米／日。地质储量１２９７万吨，
可采储量７７８万吨。
１９８０年１月筹建，１９８３年５月产煤。１９８７年达到矿井设计生产能力５２万吨。１９８８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１８２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５２００元／人，上缴税金２５６万元。采
用 “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采煤法”。１９９０年，生产原煤８０３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８５９万元，上缴税金９８万元，实现利润１０７万元。１９９２年１月开工进行１５万吨／年
矿井改造扩建，总投资７４０万元。至１９９８年，累计生产原煤１０７万吨，创产值４３５２万
元，实现利税５３６万元。矿区占地１２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５９２平方米。有职工４０８
人，固定资产原值７４２８万元，净值４８５万元。有１６米绞车、滑移支架、乳化液泵、４０
型２０Ｂ型刮板输送机、３２千瓦通风机、地中衡等大中型设备５１２台 （件）。２００２年生产
原煤６４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２８万元，销售收入５３５万元，实现利税１６０万元。
９０年代，先后被国家农业部、煤炭部、甘肃省煤炭局、省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共平

凉地委、地区行署分别授予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乡镇企业”、“全国乡煤之星”、“甘肃省

质量标准化矿井”、“甘肃省乡镇Ａ级企业”、“先进乡镇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连续４年获平凉地区 “十强乡镇企业”等称号。

华亭县东华镇东华村陇洲沟煤矿

位于县城南部１０００米处，距安口铁路煤炭集运站２２公里。井田属华亭煤田南井田，
走向长１４００米，倾斜宽３５０米，面积４９万平方米。煤层地质构造简单，呈东南走向，向
东北倾斜。煤层埋藏距地表最深３００米，最浅１８０米。矿井涌水量５０立方米／日。煤层平
均厚度２０１米。地质储量２３１３４万吨，可采储量１１５９６万吨。
１９８５年５月开工建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投产。有主、副井１对，均采用半圆拱料石砌碹

支护。主井斜长 ６７０米，倾角 ２６度，单钩串车提升兼作进风井。副井筒斜长 ７４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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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进行２１万吨／年矿井改扩建，总投资２４０４５万元，其中贷款６００万元。１９９８
年，生产原煤７８万吨，总产值３９９６万元，上缴税金４３３万元，实现利润４０８万元。
有固定资产９８０万元，职工１６０人，有１６米、２米绞车，６级矿用清水泵、７５千瓦通
风机、电子地衡等主要设备７８台 （件）。矿区占地２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５０平方米。
２００２年，累计完成改扩建投资１６８０万元，生产原煤１０２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２２２４
万元，利税总额６８万元，有资产总额１８２８万元，职工２８０人。

集体煤矿建设规模与投资表

地区及矿井名称
开拓

方式

最初设计

生产能力

（万吨／年）

开工

时间

投产

时间

改扩建

时间

核定生

产能力

（万吨／年）

累计投资

（万元）

华亭县砚峡乡煤矿 斜井 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２ １５ ３６０００

华亭县东华镇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２ １５ ３７８００

华亭县安口镇煤矿 斜井 ２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４ ２ １４８０

华亭县上关乡煤矿 斜井 １５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６ １５ １１００

华亭县南川乡煤矿 斜井 ９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９ ３９００

华亭县策底乡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 ５ ２８７０

华亭县西华乡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３ ３２００

华亭县安口镇白草洼煤矿 斜井 ６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３ ２４００

华亭县山寨乡煤矿 斜井 ６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 ６ ４５００

华亭县砚峡村煤矿 斜井 ９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１ ９ ７８００

华亭县东华村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 ５ ３６５０

华亭县东峡、前岭村殿沟

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９ ８１００

华亭县东沟村煤矿 斜井 ６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２ １５ ３９５００

华亭县策底村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 ３ １１００

华亭县东华村陇洲沟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２１ ４２０００

华亭县福利煤矿 斜井 ６ １９９５ ６ ３９００

崇信县赤城乡周寨煤矿 斜井 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２ １５ １０１５０

崇信县黄花乡新周煤矿 斜井 ６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７ ６ １４６００

崇信县锦屏镇新寨煤矿 斜井 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６ ３８２０

崇信县新窑镇百贯沟煤矿 斜井 ９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９ ２２４７０

崇信县赤城乡黄庄村煤矿 平硐 ０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３ ３ ４１００

崇信县关山林业总场碑子

坪煤矿
平硐 １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３ ３ ３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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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煤炭生产

第一节　设　备

民国及以前，私营煤窑生产工具是镐、筐、背斗、口袋，人力担、背出窑，有的以

独轮小推车推运。靠自然通风或断面很小的风井通风，人工排水或水管制器抽水，食油

灯照明。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煤矿先后在生产矿井安装绞车提升，用刮板输送机、蓄电池机

车、架线电机车运输，扇风机通风，多级水泵排水，柴油发电机组发电，后使用输变电

线路传输的高低压电。无电乡村煤矿曾使用人工辘轳或绞盘、手扶拖拉机牵引架子车提

升。８０年代后大多数乡村煤矿使用 ＪＰ１１４型提升机或 ＪＴ１２００型提升机，配小矿车或胶
轮车提升。进入９０年代，华亭县华亭煤矿、崇信县新柏煤矿、新窑煤矿、庄浪县煤矿安
装使用２５度、２８度大倾角上运强力胶带运输机提升。多数煤矿实现提升、运输、通风、
排水、供电机械化和现代化。国营煤矿采煤机有６ＭＧ２００—Ｗ１等规格型号的５台。乳化
液泵有ＰＲＢ—２００／３１５等规格型号的２１台。喷雾泵有 ＸＰＢ—２５０／５５等规格型号的８台。
回柱绞车有ＪＥ１０／６００等规格型号的１５台。支架有ＺＴＦ—８１００等各种规格型号的４９８付。
掘进机有ＥＬＭＢ—７５Ａ等规格型号的３台。耙斗装岩机有 Ｐ—３０Ｂ等规格型号的７台。反
井钻机有ＬＭ—１２０规格型号的１台。喷浆机有 ＨＰＪ—Ⅲ等规格型号的２０台。煤电钻有
ＭＳＺ—１２型等规格型号的９０台。风钻有ＹＴ２８型等规格型号的４４台。空压机有４Ｌ—２０／８
等规格型号的６台。绞车有 ＪＫＭ２８×６（Ｅ）等规格型号的４１台。皮带机有 ＤＰ—６６３／
１０００等规格型号的４０台。刮板输送机有 ＳＧＷ—６２０／４０等规格型号的８４台。电机车有
ＣＸＴ—２５／６等规格型号的１５台。矿车有 ＭＧＣＮ—６Ａ等各种规格型号的６１１辆。扇风机
有Ｇ４—７３—１１ＮＯ２２８等规格型号的１３台。暖风机有 ＮＣ—１２５等规格型号的３台。局部
扇风机有２ＢＫＪ１５ＫＷ等规格型号的６７台。排水泵有２００ＱＫ—３２×１２等规格型号的６１台。
有各种规格型号的变压器８９台，探水钻１０台，给煤机１３台，振动筛２３台，锅炉１７台，
矿灯充电架３５付，各种机修设备１８台，微机核子皮带坪１３台。

华亭县矿山机械厂

位于宝 （鸡）中 （卫）铁路安口窑火车站西面，占地２４５公顷，其中生产区占地
１５公顷，隶属华亭煤矿托管，后加入华煤集团公司。甘肃省二级企业，甘肃省 “重合同

守信誉企业”。

９４６




１９５８年建厂。依托华亭煤田华亭矿区所处矿山腹地优势，逐年增加资金投入，加快
技术改造，不断开发新产品，成为华亭矿区机械制造、机械加工最有实力、陇东地区唯

一的矿山企业。有５００吨、２００吨液压机、中频２５０公斤电炉及加工皮带输送机系列托辊
等较先进的机械设备，承接矿山机械和农业机械制造、铸钢件、铸铁件生产、锻压、热

处理、维修、焊接、铆接等业务。并承接非标准设备及各种配件制造和加工。依照

ＺＢＤ９３００７—８８生产的 “朗安牌”０５Ｔ—２０Ｔ１３种矿用运输车畅销省内外，依照
ＣＢ１０５９５—８９生产的 “朗安牌”各种托辊满足煤炭、水泥等矿山开采的物料运输需求，

开发出３６０度可任意方向转动自卸矿车，还生产各种规格的单开、对称渡线道叉及各类
轻轨配件、卸矸架、翻车架、前倾卸矸架、锤式破碎机等产品。农业机械产品有各种拖

拉机前后轮圈，年生产能力１０万件。
１９７６至１９９９年，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３５０万元，上缴税金８８万元，实现利润１６６

万元。１９９９年，有职工１１６人，资产总额７３６７万元，固定资产净值４１８１万元，生产
矿车８００台，小四轮钢铁４０万件。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１５２人，人均产值２５万元。

第二节　开　掘

民国及以前，私营煤窑开拓一般都是从煤层露头处沿煤层向下挖掘。井筒大都开掘

在煤层 （煤线）或较松软的岩石中，开拓方式以斜井居多，平硐在次。井筒深度一般在

６０至８０米 （自然通风较好的煤洞也有１００米以上的）。斜井坡度一般在３０度左右，也有
４５度以上的。多为单井开拓，深入煤层后，沿煤层走向挖掘平巷采煤。平硐一般开拓在
山脚下或半山腰，深度以自然通风条件和煤层走向长度而定，一般在１００米左右。华亭
县砚峡旧煤洞前山穿四洞由南向北平行开采深入１０余公里以达后山，是少见的平硐开
拓。旧煤窑见煤即采，边掘边采，沿煤层走向或煤层倾向挖掘纵横交错的煤层巷道出煤，

巷道之间留有大小不等的煤柱以支撑顶板。

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煤矿在开拓方式和开拓布置上有重大改进。５０年代后建的地方
国营煤矿，多数是斜井开拓，巷道布置大多为小阶段片盘布置。７０年代后建的矿井，除
１对为平硐开拓方式外，其余均为斜井开拓方式，进入煤层后沿煤层顶底板送回风巷和运
输巷，根据煤层条件确定采区布置。崇信县新窑煤矿，平凉市工农煤矿即由石门与运输

机上山结合的开拓方式，风井开拓由煤层中改为煤层底板岩石中，采区上下山和中巷开

拓布置由煤层中改在距煤层２０米左右的底板坚硬岩石中，煤层分层巷道由内外错式改为
垂直布置方式，采区工作面进风和回风巷由立眼方式改为沿走向的斜巷方式，开拓采区

边界上山，不留煤柱的采区开拓方式等。与技术改造前相比，年平均采区回采率增加

２６２％，平均万吨掘进率降低４０５％，平均采煤工作面年产量提高４６７％。同时为矿井
大幅度增产打下基础。１９７８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煤矿开拓延深巷道９３９１４米，保证矿井的正
常接替和接续均衡生产，生产能力由５０多万吨／年提高到４６０多万吨／年。

民国初及以前，私营煤窑沿煤层挖掘采煤，巷道断面矮小，一般在１３平方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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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处仅能使背煤工人爬行通过。矿工挖掘煤层巷道的基本工具是镐 （俗称刨锤）、提筐

（或背斗或毛织口袋），由挖工一镐一镐将掘进面煤层破落，背工用手将煤炭扒入筐或背

斗、口袋内，担运、背运出井。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以后，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煤窑煤巷
掘进断面扩大，生产工具有所改进，掏槽技术在挖掘中普遍采用，平巷使用木制小推车

运输，掘进效率有所提高。３７年 （１９４８）前后，１个挖工带２至３个背工，一班可掘３
平方米左右的煤巷０６米以上。
１９５６年以后，国营煤矿在改建和新建的矿井中，煤巷掘进开始按设计施工，按规程

作业，煤层巷道断面在４至８平方米。华亭县华亭煤矿、崇信县新窑煤矿、平凉市工农煤
矿在煤巷掘进中开始使用煤电钻打眼，黑、黄色炸药爆破落 煤，人工铁锨装车，手推车

或小型轨道车推运，工作面平均单进达到４０米／月以上。６０年代煤巷掘进技术提高，打
眼采用深孔掏槽，使用安全炸药及瞬发雷管爆破。推行多循环作业，组织快速掘进，抓

质量标准化，掘进巷道的质量和速度明显提高。７０年代以后，县属国营煤矿煤巷掘进队
配备刮板输送机，斜巷掘进使用铁皮或蛭石溜槽溜煤。８０年代以后，国营煤矿普遍组建
快速掘进队，煤巷平均单进提高到４５米／日以上。１９９０年以后，煤巷掘进速度、效率、
质量均有突破。１９９５年，华亭煤矿应用 ＥＺＭＢ—７５型煤巷掘进机，配备可弯曲胶带输送
机，将两个炮采工作面并为一个综掘工作面，双翼布置，单翼开采，月进度由２００米提
高到３５０米。

采　掘

明、清时期，私营煤窑岩巷

掘进全靠人工用短手锤破凿。民

国后期，新窑、华亭矿区内少数

煤窑和静宁罐子峡煤窑井筒开凿

采用钢钎人工打眼、黑色炸药爆

破，月进度１０米左右。
１９５６年以后，国营煤矿岩巷

掘进开始使用风动凿岩机打眼，

风镐刷帮，黄 （黑）色炸药爆破，

人工装渣，小推车、架子车或木

质矿车推运。崇信县新窑煤矿、

华亭县华亭煤矿、平凉市工农煤

矿分别组织专业岩巷掘进和煤巷

掘进队，每个队有职工８０至１３０人，为煤矿采掘首次分工。１９６６年以后，国营煤矿先后
相继推行岩巷掘进湿式打眼，黄色炸药爆破，铲斗装岩机装岩，人力推车运输，初步实

现岩巷掘进装载机械化。７０年代以后，国营煤矿及少数乡镇煤矿开始使用矿用安全炸药、
瞬发和毫秒雷管及安全放炮器引爆、激光指向仪定向、扒斗装岩机装岩、蓄电池机车调

车等。至９０年代，国营煤矿岩巷掘进装载机械化程度达到６０％以上。由于岩巷掘进新技
术的不断推广使用，岩巷单巷进度由６０年代２０至３０米提高到４５米 （成巷）以上。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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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窑煤矿和华亭煤矿掘进队分别创造岩巷独头月进１７９米、２２０米的最新成绩。

第三节　支　护

民国及以前，私营煤窑掘进巷道多为裸体巷道。矿工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尽量缩

小巷道断面和利用拱顶自然支撑顶板；在煤层松软或顶板破碎的巷道，采用小径木材架

设一梁两柱的梯形支架，梁上横铺荆条或树梢以防顶板冒落；煤窑内危险巷段，多用毛

料石或窑内挖掘下来的矸石砌成石墙或码成石垛加固巷道。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支护形式和支护材料发生重大变化。支护形

状有梯形、五节棚形、马蹄形、抛物线形、圆形、斗圆直墙形、三心拱直墙形、矩形等，

主要支护材料有木材、混凝土、料石、金属支架、锚杆等。采用的支护类型主要有梯形

棚架、五节棚子、四方棚子、片石和料石砌碹、炉渣砼支架、钢筋砼直墙砌碹、金属梯

形棚架、工字钢棚架、金属摩擦支柱与铰接顶梁、单体液压支柱等。６０年代初，华亭县
华亭煤矿、崇信县新窑煤矿首先在永久巷道中使用钢轨棚子和钢筋混凝土棚子。１９７８年
３月，华亭煤矿设计制造出断面５６平方米的矿用工字钢梯形棚子，首先在煤巷掘进中试
用。这种支护结构简单，架设容易，回收方便，支护强度大，可反复使用，节约坑木。

后在全区各类矿井煤巷掘进中推广使用，并逐步形成不同规格的系列矿用工字钢棚架，

使用于炮采、高档普采和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和运输顺槽的小断面、中断面和大断面煤

巷掘进中。

１９７９年，锚喷支护不仅在岩巷掘进中全面推广，而且广泛使用于包括急倾斜煤层顶
板上山在内的各种准备巷道中。华亭煤矿经过两年研究开发与试验，成功应用光爆锚喷

支护新技术，即为光面爆破、锚杆支架、混凝土喷浆 “三位一体”的联合支架结构形式，

增加围岩的稳定性，既安全又高效。１９８６年，研究开发和推广 “煤巷快凝水泥木锚杆支

护技术”，荣获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 “奉献杯”奖。在此基础上，又根据

不同围岩条件应用快凝水泥金属锚杆、可回收金属锚杆、树脂金属锚杆及锚网梁支护技

术。广泛应用于工作面开切眼、联络巷、回采巷、工作面收尾支护，并成功应用于松软

煤层巷道中。岩巷 １００％实现锚喷化，煤巷 ８５％实现锚杆化，坑木消耗降低到
８４立方米／万吨。随着锚喷支护技术的日趋成熟，锚杆材料也从单一的废旧钢丝绳锚杆，
逐步发展为锚固力强的罗纹钢筋、楔形木锚杆、管缝式锚杆等。１９９５年，华亭煤矿研制
成功ＺＴＦ８４００／２０／２８１３工作面端头支架，工作面液压支架更新为 ＺＦＳ２８００／１６／２４１３型。
１９９８年，全区国营煤矿锚喷巷道１０７９９米，占掘进巷道总进度的７７１％。

第四节　采　煤

民国及以前，私营煤窑采煤以巷道采煤为主，兼用冒落法回采。靠巷道之间的方型

煤柱自然支撑顶板。这种 “蚁穴式”采煤法在薄煤层和中厚煤层中多有采用。在煤层较

厚或煤层倾角较大时，一般是沿煤层底板挖掘煤层走向平巷，掘至一定长度后，沿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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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挖掘上山巷道，采用冒落式方法回采，俗称 “放大棚”，每次放棚以见到顶板矸石不

冒落为限。民间歌谣描述采煤情景是：“一条扁担三尺三，一对笼筐两头拴，一盏油灯挂

胸前，身体弯曲像箩圈，低头弯腰把煤担。扁担压在脊梁间，前笼抱在怀中间，后笼压

在屁股尖。手拄拐杖一尺半，行走就像鳖爬山，呼吸好比牛喘气。力出尽汗流干，一担

能担一百三，最后落个脊梁烂。”每个窑工每班仅运出煤炭３００公斤左右，窑深１００米左
右且坡度较大的煤窑，每个窑工每班仅运出煤炭２００公斤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私营煤窑延用旧时 “蚁穴采煤法”。１９５６年后，国营煤矿改革旧的
采煤方法，采取长壁式布置，分层开采。

１９６２年，华亭县华亭煤矿采用高落式采煤法，沿用２２年。１９７０至１９８４年，崇信县
新窑煤矿使用电钻打眼，硝铵炸药、瞬发电雷管、放炮器引爆落煤，绞车单矿车提升，

人力车、简易翻斗车、矿车并用运输。原煤坑木、炸药消耗分别为 ８２立方米／万吨和
２３２５公斤／万吨，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工效分别为４８１０元／人和０８吨／工日。庄浪县
煤矿、泾川县豹子沟煤矿等都曾采用高落式采煤法。

６０年代，安口等煤矿采用倾斜下行分层木板假顶采煤法，后改为金属网作假顶材料。
１９７５年后，地、县煤矿开始推行黄泥灌浆、老空复采、金属网假顶多分层、挂顶网、不
留煤柱相配套的采煤法。１９８４年，华亭煤矿试验成功水平分层金属网假顶摩擦支柱走向
长壁采煤法，采用爆破落煤、摩擦式金属支柱与铰接顶梁支护、全部陷落法管理顶板、

ＳＧＷ—４０Ｔ型刮板输送机运输以及黄泥灌浆、阻化剂喷洒、均压通风、喷射混凝土封闭堵
漏、矿压观测、瓦斯遥测等技术措施，年生产能力由９万吨提高到２０万吨，采出率由
３０％提高到６８％，回采率由４０％提高到７５９１％，坑未消耗由８０立方米／万吨降低到
１９４２立方米／万吨，生产成本为１６元／吨。被甘肃省煤炭工业总公司誉为 “甘肃地方煤

矿依靠技术进步，以改革落后采煤方法为主体，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煤矿生产的成功事

例”。１９８５年，崇信县新窑煤矿采用倾斜分层走向长壁金属网假顶黄泥灌浆采煤法，在主
井口平车场使用摘挂钩、甩绳、回绳、推车、空车折返、重车滑行联动化装置，均在全

省地方煤矿中属先进水平。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华亭煤矿用３年时间，在国内首创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滑移顶梁液压
支架放顶煤采煤法，年生产能力由１５万吨提高到５３万吨，回采工效８吨／工日，回采率
８２７％，采出率７８％，工作面吨煤成本５２１元，实现安全生产。１９８８年，崇信县新窑煤
矿推行缓倾斜特厚煤层滑移顶梁液压支架走向长壁倾斜分层放顶煤采煤法，工作面平均

月产量２１万吨，提高２８７６％，原煤坑木、炸药消耗分别由６４立方米／万吨和２１４７公
斤／万吨，下降到２２立方米／万吨和９５８公斤／万吨，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工效分别由
６４５８元／人和１１５吨／工日提高到８３９２元／人和１５１吨／工日，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随后，泾川县豹子沟煤矿、庄浪县煤矿、静宁县煤矿、华亭县策底煤矿、

平凉市工农煤矿和华亭县砚峡乡煤矿、东华镇煤矿、崇信县赤城乡周寨煤矿及区外１００
多家煤矿推行应用华亭煤矿的采煤法。１９８７年始购置采煤机、装岩机、电钻、风钻等机
械设备。１９８９年华亭煤矿使用Ｍ×ｐ—２４０型采煤机组，在地县煤矿中首家装备高档普通
机械化采煤工作面。１９９１年４月庄浪县煤矿获甘肃省煤炭工业总公司 “先期实现滑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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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煤采煤方法改革的煤矿”。

１９９２年，华亭煤矿与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所合作，试验成功支撑掩护式
后插板式液压支架低位综采放顶煤采煤法，即机采、移架、放煤、关闭放煤口４个回采
工艺过程，年生产能力提高到 １２０万吨，回采工效提高到 ５４吨／工日，采出率提高到
８５％，分层厚度达到１２米，综采工作面单产名列全国７６个工作面之第１６位。１９９３年，
在倾角２５度斜长５２７米的斜井安装防爆型大倾角胶带上下输送机，突破胶带输送机上运
原煤倾角１８度的界限，年提运达到１８０万吨。并引进大型现代化采煤机、掘进机、自动
监控监测装置、工业电视等，在采煤、掘进、运输、调度等系统实现机械化、现代化。

１９９５年，采煤机由ＭＸＴ—２４０型有链牵引型更新为６ＭＧ—２００型无链牵引型，增大与之
配套的前后部刮板输送机、转载机、胶带输送机能力，工作面每小时生产能力提高到４００
吨。１９９６年达到回采工效７５５吨／工日，采出率８６７％，全员工效１２８９吨／工日，吨煤
成本２２７元，电耗４７８千瓦／时，万吨煤掘进率３９８米，坑木消耗８４立方米，均达到
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１９９８年，综采放顶煤程度、综采机械化程度均达到１００％，全员
劳动生产率８５３万元／人，全员工效１８５２吨／工日，科技贡献率５０９％，百万吨死亡率
为零。

２０００年后，各煤矿改革改造采煤方法。庄浪县煤矿、泾川县豹子沟煤矿改造为网格
式迈步支架放顶煤采煤法；静宁县煤矿、华亭县砚峡乡煤矿改造为单体液压支柱 п型长
钢梁放顶煤采煤法。

另外，民国及以前，区内一些煤层露头的矿区，露天开采遗迹多处可见。新中国成

立后，在华亭煤田的整体规划设计开采方案中，曾设想过露天矿开采方案，后因不具备

露天开采条件作罢。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中，华亭县安口镇曾搞过小露天开采，即剥离岩

土层，人工挖掘采煤。后因产量不大、煤质低劣而停采。华亭砚峡露天开采较早，直到

８０年代当地驻军还有露天开采，１９９０年转入井下开采。

第五节　产　量

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始见煤炭产量的记载。至２０年 （１９３１）全区煤炭产量年均为１８
万吨。２１至２９年年产在１８万吨至２６万吨之间。１９４９年为５９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煤炭产量高速增长。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全区煤炭产量由

１９５０年６４６万吨增加到１９５２年７６１万吨。１９５７年提高到１３５５万吨。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０年，
达到４２万吨至４５万吨。１９６１年开始回落，１９６２年降到１５６４万吨。１９７０年又回升到
４４３８万吨。此后逐年大幅度增长。１９８５年突破１００万吨。１９９３年突破２００万吨。１９９６
年达到３５６８万吨。１９９８年４８４万吨，其中国营煤矿３５４万吨，集体煤矿１３０万吨。２００２
年达到８６９８７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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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煤炭产量工业产值利税表

单位：万吨、万元

年　份
煤　炭　产　量

全区合计 国有煤矿 乡镇村煤矿
工业总产值 利税总额

１９４９ ５９０ ５９０ ７５９０

１９５２ ７６１ ７６１ １０６４０

１９５７ １３５５ １３５５ １６９５０

１９５８ ４５８５ ４５８５ ６９３４０

１９６２ １５６４ １５６４ ２２６９０

１９６５ １５９１ １５９１ ２３６３０

１９７０ ４４３８ ４４３８ ６５２４８

１９７５ ４９００ ３３６７ １５３３ ８５６５８ ４２３０

１９８０ ５７８５ ４０６６ １７１９ １００４３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８５ １０６４９ ６７７４ ３８７５ １９７６６７ ２０７９０

１９９０ １８３１１ １１２４４ ７０６７ ７２５２００ １３０３００

１９９５ ２９２００ １８７５０ １０４５０ １６７３６００ ２３５３００

１９９８ ４８４００ ３５４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３３４８８００ ８５９８００

２００２ ８６９８７ ６２７０４００ １５０２６００

　说明：此表不包括中央部及省属煤矿。

第六节　安全监察

民国及以前的私营煤窑，无专职安全监察人员，也无任何检测仪器，窝头挂一食油

灯，灯自熄知有毒气，便采取人工扇风或撤离。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煤矿成立安全委员会，负责安全卫生检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每矿
选一名保安员 （也称巡巷员），负责检查煤矿洞巷安全。１９５４年，平凉区专员公署工业
局设立安全检查科，负责区内煤矿安全检查，各煤矿设专职或兼职安全检查员。

“文革”初期，安全监察机构瘫痪，安全监察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１９７０年，平
凉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设立安全检查组，各煤矿配备专职安全检查干部１８人，专
职安全检查员５６人。
１９７８年后，平凉地区煤炭工业公司 （煤炭工业管理局）负责区内煤矿的安全教育、

安全活动、安全检查、事故追查处理等业务。各煤矿设立安全股 （组）负责安全工作。

２００２年，市、县有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７个，煤矿安全委员会和安全监察科 （股）３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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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察 （检查）干部 ７８
人，安全检查员１０８人，从
工人群众中选出的安全网

员２２２人，青年安全监督岗
２９２人。２００２年，全市各类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零。

第七节　劳动保护

民国及以前，私营煤窑工人仅有２尺头布、一支刮汗板、一块衬背毛毡小垫 （俗称

“煤衣子”），全由工人自备。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甘肃矿业公司规定 “井下工作职工每

人由厂备公用皮鞋一双 （破损时应交旧领新），每月土产袜子一双，硷胰子一块，肥皂两

块，每两月土布２尺 （作手巾用）”，但多未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煤矿工人的劳动保护。１９５０年，整顿私营煤窑中，把
改善通风、清除巷道煤尘作为整顿的主要内容。１９５１年，煤矿工人下井备有柳条安全帽，
并穿上短裤 （旧时煤窑工人因井下闷热多是裸身下井），井下作业场所的安全卫生条件明

显改善。１９５６年，国营煤矿对井下工人配发安全帽、工作服、手套、雨鞋、雨衣等劳动
保护用品。１９５８年，执行甘肃省劳动局制定的 《甘肃省工人职员个人防护用品供给办

法》。１９６３年，对从事井下作业及特殊工种人员配发包括工作服、冬季防寒服、布手套、
防护用鞋、雨具、安全带在内的多种劳动防护用品。１９６６年，制定防尘规则，增设防尘
设施。

８０年代以后，劳动保护用品种类增加到４０余种，主要有工作服、防寒服、皮鞋、雨
衣、胶鞋、安全帽、各种手套、防尘口罩、普通口罩、护膝、护肘、毛巾、肥皂、防护

眼镜等。国营煤矿工人劳动强度降低，职业病发病率逐年减少。尘肺患病率由１９５９年的
７％降为２００２年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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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部分年份煤矿一次死亡３人以上重大事故表

单　位 时　间 地　点 事故
类别

死亡
人数

事故简况及原因

平凉县峡中煤矿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０日 采煤工作面 瓦斯 ３ 一氧化碳超限，作业人员中毒死亡

平凉地区安口煤矿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井下 水灾 ４ 无资料

华亭县东华煤矿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 井下大巷 水灾 １０ 排洪沟不畅，洪水淹井，井下人员
溺水死亡

平凉地区小湾煤矿 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３日 采煤工作面 顶板 ４ 违章作业，冒顶造成人员死亡

平凉地区小湾煤矿 １９７７年６月９日 井下 顶板 ３ 无资料

泾川县豹子沟煤矿 １９７８年６月６日 井口 爆炸 ４ 一名放炮工用矿灯头引火吸烟，不
慎引爆未交库的炸药、雷管所致

平凉市工农煤矿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５日 溜煤眼 瓦斯 ２４ 井下发火，工人从回风井撤退时，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华亭县东华镇前岭
煤矿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采煤工作面 瓦斯 １３ 井下发火，用水直接灭火引起水
蒸气爆炸

崇信县新窑煤矿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５日 采煤工作面 顶板 ３
回采窝头突然发生长 ６米、宽 ５
米、厚０５米的大冒顶，３名攉煤
工当即死亡

泾川县豹子沟煤矿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７日 掘进头 瓦斯 ３ 停风巷道恢复生产，二氧化碳窒
息死亡

泾川县豹子沟煤矿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８日 采煤工作面 瓦斯 ３ 一氧化碳中毒，救护队员死亡

华亭县策底、河
西乡联营煤矿

１９９２年３月７日 风井井筒 瓦斯 １３ 一氧化碳中毒，作业人员窒息
死亡

崇信县锦屏镇
新寨煤矿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９日 井下 瓦斯 ４ 一氧化碳中毒，作业人员窒息
死亡

崇信县新窑煤矿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采煤工作面 冒顶 ３ 采煤工作面冒顶，作业人员死亡

华亭县东峡、前
岭村殿沟煤矿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井下 透水 ７ 掘进工作面发生透水，作业人员
溺死

华亭县华亭煤矿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 采煤工作面 顶板 ５ 回采面发生冒顶

崇信县新周煤矿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日 井下 透水 ３ 回采工作面发生突水，作业人员
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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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　业

秦时，区内民间贸易活动已散见于史书。汉 “丝绸之路”开通，“商旅相继”，境内

商贸日渐活跃。唐、宋 “茶马互市”开展以来，店肆陈列，商贾云集。渭州、德顺军等

地一度成为汉、吐蕃、党项等民族贸易的主要场所，主要输入马匹，输出丝绸、茶叶等。

明、清之际，平凉已成陇东商贸集散地，出现了 “五方辐辏，商贾竞利”的局面。民国

以来，商品经营范围逐渐拓开。新中国成立后，商业规模及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特别

是８０年代以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多条流通渠道并存，商贸出现繁荣。

第一节　私营商业

清乾隆年间，已见区内集市贸易的系统记载。当时，来崇信县经商者多山西河津县

冯村人，故有 “崇信小冯村”之称。外出经商者往来于岐山、凤翔、泾源等地。道光十

七年 （１８３７），泾州城有商户１７６家。光绪年间，州城内有坐商５０家，行商２０家，摊贩
３６家，从业人员３０６人。区内县城商户多亦农亦商，自购自销，批零兼营者甚少。农村
“货郎担”则将日用小商品挑往乡下交易。

民国时期西安至兰州公路开通，沿线平凉、泾川、静宁等县商户增多。２４年
（１９３５），泾川有商号１０７家，从业３８１人，资本总额１４０万元。３２年 （１９４３） 《甘肃经
济概况》称：“平凉为陕、甘、宁三省货运之咽喉，陇东商贸中心，行栈、过载店颇多，

山陕商人俱坐镇于此，虽表面不甚繁华，但殷实之。凡甘、宁、青之纸烟、杂货、百货、

棉花等商品价格皆由此决定。自抗战以来，平、宁、绥公路以此为起点，绥远货物亦由

此盘旋定价。”当时，有布匹、绸缎、皮货、药材、杂货、陶瓷、山货、五金、粮油、教

育用品、盐、餐饮、理发、浴池等行业。另有酒坊１１家约４０窖，年产烧酒３５万斤，向
附近各县销售１５万斤。平凉、华亭、静宁、庄浪４县私营商业如表：

县别 商业户数 从业人数 资金 （法币·万元）

平凉 ２５０ １７１９ １９６１０

华亭 ５７１ １０３５ ８３４４

静宁 ３０７ １０６６ ３８５５

庄浪 ５２ １６８ ５８０４

是年，平凉县丝绸呢绒布业同业公会有会员１１３户，以山西、河南人居多。国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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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同业公会有会员３５户，陕西和本地人居多。西医师公会有会员１８户。承转商业同业公
会 （即过载店）１２户，山西人居多。

华亭县有棉布、杂货、山货、药材、粮油、皮货、五金及旅店、餐饮业等私商５４７
家、１３５７人，资金１０９９７万元 （法币），多为外籍人经营，本地人多以驮畜贩运、转手倒

卖和经营饮食服务等小本生意为主。安口镇常住人口８７７０人，流动人口１６００余人。有瓷
品业７０家，杂货业１２家。商店进货以布匹、茶叶、食盐及日用生活品为大宗，销售首推
瓷器、煤炭、大麻等。

３３年 （１９４４）泾川个体户发展至２２６家，从业５２７人。３４年 （１９４５）８月调查，平
凉县有布匹商２００家左右，过载店２４家，金店３家，旅店２０多家，银楼４０家，理发馆
５６家，医院８处，澡堂５家，裁缝铺２００多家，木匠铺１００多家，大小饭馆２０多家，面
粉公司２家，酒店６家，照相馆１９家，纸烟铺３８家，茶馆５０多家，盐店１０家，裱糊铺
１５家，书店２２家，钟表修理２７家，杂货铺１０００家以上。

３８年 （１９４９），平凉城内私营商号绸缎布匹业有厚致富、同茂隆、敬胜吉；医药业有
庆春堂、祥泰和；过载店有义聚商行、荣盛长、文顺德；皮毛业有文茂祥、锡裕丰；杂

货业有富顺贵、瑞生祥、金盛祥、常明翔；百货业有双义长。华亭县有３７０户，从业６２３
人，较大商号有德生祥、万春堂、丰盛隆、金发祥、福成锡、春顺福、仁和玉、天兴魁、

敬胜荣、同德懋、文生祥、西兴久、德生钰、仁义昌、积升恒等。泾川县城有坐商８８
户、行商１７户、摊贩３３户，从业２６５人。静宁县城商号２７９户，丝绸布业有恒心和、永
泰祥、福兴祥、振兴裕、三兴成、义开恒等，农村１０个较大集镇农兼商、小商小贩５００
余户，均为小本经营。灵台有私商４１８户，另有摊贩５２１户，从业１１４８人。庄浪县有私
营商业、饮食服务业８１２户，其中杂货、山货等商业６１８户，旅店、染坊、理发等服务业
１５６户，饮食业３８户，较大商号有万春堂、万益隆、德盛昌、养元堂、天顺福、积盛祥、
同春茂等。崇信县城有私商约７０户，城乡有摊贩约２００户，从业３０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底，平凉城区有私营商业２４２９户 （坐商１２２１户，摊贩１２０８户）。１９５５年普

庄浪农贸市场

查，全区城镇私商１８８５户，从业
２５５８人，资金８５１４８１元；农村私
商２５７４户，从业 ３１７４人，资金
５０４２５１元。１９５６年，全区改造私
营商业４９６５户，未改造私商 ４３３
户。１９５８年后，私营商业进一步
缩小，到１９６６年基本被取缔。
１９７９年后，区内个体商业逐

渐得以恢复和发展。是年，全区

有个体商业 １０５户，饮食业 ３５３
户，服务业 ５４户。至 １９８２年，
个体商业增加到 １１６１户、１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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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饮食业１１６８户、１５３５人，服务业５７９户、７７９人。１９８７年，个体有证商业发展到
７１３４户、８９９６人，分别占全区商业机构、人员的６９３％和４１２％。主要从事糖酒副食、
百货、针纺织品、五金、日杂商品的零售经营。国内纯购进总额１６０４８６万元，占社会
商业的７４４％；国内纯销售总额４２１２４４万元，占社会商业的９５９％。个体有证饮食业
发展到２６６６户、３９０６人，分别占全区饮食业机构、人员的９４９７％、７９０６％。个体有证
服务业发展到１９６８户、２４３５人，分别占全区服务业机构、人员的９１１５％和５８７２％。
１９９１年，全区个体有证商业８５３９户、１１９３１人，分别占全区商业机构、人员的６９８１％
和３９５６％，占全区商业零售机构、人员的７８８１％和５６４４％，自有资金１５９２万元。国
内纯购进总额３３４１万元，占全社会商业的６５４％；纯销售总额６８６０万元，占全社会商
业的１０２％。个体有证饮食业２７９５户、５１６２人，占全区饮食业机构、人员的９５１％和
８５２７％。个体有证服务业 １３０７户、１８４６人，占全区服务业机构、人员的 ８６６７％和
５８２３％。

１９９８年，全区个体批发零售贸易业达到 １７８８８户，其中城镇 ５２６０户；从业 ２８１９３
人，其中城镇８７００人。注册资金７７４２万元，销售总额３３２５５万元。私营批发零售贸易企
业１４８户，投资者３９２人，雇工１０８６人，注册资金６０１１万元，销售总额６５４０万元。个
体私营商业经营范围涉及到商业各个领域，成为商业流通的中坚力量。注册资本在百万

元以上的私营商业企业有平凉市星兴经贸、兰星商务、金三角建材、长河工矿材料、洪

平凉商城批发市场

源工贸、南星商务、满江红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崇信县万达商贸经销

有限责任公司、华亭县驰达经销有

限责任公司、平凉隆顺商贸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个体饮食业５２８７户，
从业 １０３３６人，注册资金 １４９６万
元，年营业收入１３１２４万元。私营
饮食企业１８户，投资者２１人，雇
工１４０人，注册资金２０５万元，年
营业收入 ２４７８万元。个体服务业
５２８９户，从业 ７６７０人，注册资金
２１５９万元，年营业收入８８７４万元。
私营服务企业 ３５户，投资者 １５５
人，有雇工２４２人，注册资金７９１万元，年营业收入２４２１万元。个体私营经济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１１８９８３万元，占全社会的６０４５％。２００２年，个体私营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２８９８３万元，占全社会的６７％。

平 凉 商 城

１９９２年始建，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两次扩建，占地面积６０亩，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拥有
８个批发区、１２００多业户，其中来自江苏、浙江义乌、湖北等地客商８００多户，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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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辐射平凉、庆阳、固原３地 （市）１０多个县 （区）。日客流量万人次，销售额百万元

以上。逐步形成集批发日用百货、服装、布料、针织、玩具、床上用品、五金、电料、

电器、灯具、家俱等１２大类６万多个花色品种为一体的综合批发市场，成为平凉的商业
中心。

第二节　集体商业

１９５６年，在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合作商店７４户，从业３８１人，合作
小组１０３个，从业３５０人。饮食系统合作店 （组）３２个，从业３１４人，资金８８１７元。服
务系统合作店 （组）３０个，从业３５０人，资金２６６２５元。后全部 “升级”、“过渡”，并

入国营商业，店组人员转为全民所有制职工。１９６１年，恢复了集体经营方式。 “文革”
中，合作店组由国营商业统一管理，失去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灵活自主经营的权利。

１９７９年以后，恢复集体所有制商业２０户，集体饮食业 ２１户，集体服务业 ２４户。
１９８１年，全区集体商业机构１０９户，职工５４８人。１９９１年，全区集体商业机构１００６户、
职工２５６７人 （不含供销系统，下同），其中归商业部门管理的６０户。集体商业实现国内
商品纯购进９０４８万元，占全社会商业的１７７％，纯销售２１５８９万元，占全社会商业的
３２０８％。集体饮食业９８户、从业４９７人，集体服务业１４７户、从业８１６人。１９９８年，全
区集体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７２２２万元，占全社会的１３８３％。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集体商业逐渐萎缩或消失。

第三节　国营商业

一、商业管理机构

１９５６年１月，平凉专区商业督导处成立，１９５７年撤销，成立专署商业局。此后与供
销几度分合，时撤时复，名称多易。１９８３年改称商业处，１９９７年８月改为地区商务管理
中心，２００２年６月，与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合并，成立地区贸易经济合作局 （参

《政权政协》）。

二、商业企业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日，西北贸易公司平凉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皮毛、粮食公司。１９５３
年，设立平凉百货、花纱布商店、石油供应站、专卖批发部。１９５４年，贸易分公司有支
公司、商店站组等机构２９个，职工８６１人。１９５５年，全区国营商业企业有花纱布、百
货、油脂、煤业建筑器材、食品、专卖事业、医药７个公司以及交通电工器材、五金机
械、化工、石油等１２个批发商店。１９５７年，专区仅有煤建分公司、咸阳二级站及三个分
站。１９５９年底，专署已无直属的商业企业。１９６３年，平凉百货、食品分公司成立。此
后，地区相继成立石油、煤建、药材分公司、工业品贸易、农副产品、五金、糖业烟酒、

石堡子矿区等公司、劳动防护用品商店、电影器材商店、制药厂、肉食联合加工厂等商

业企业。后因撤并、破产等原因，至１９９９年，地直国有商业企业仅有商业综合贸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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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下辖糖酒、五金、劳保３个分公司。

１９４９年，平凉贸易分公司在平凉城内设２个门市部，职工不足百人。１９５０年，贸易
公司经营业务扩展到平凉、庆阳地区，商业机构８０个、２９８人。１９５２年，商业网点达到
２６５个。１９５５年，专县国营商业机构５８个，职工１４０３人。１９５７年，有百货、文化用品、
纺织、五金、交电、化工、煤建、石油、医药９个公司，３个二级批发站，农村集镇商店
（购销站）２３个。全区国营商业机构１１２个，职工３３００人。
１９６２年后不断调整、精简，至１９６６年５月，专区设有食品、药材分公司、石油分站

及肉食加工厂。全区国营、合营、合作店 （组）零售网点３８３个，其中城镇３３８个，农
村４５个；商业职工２８８３人。其中，国营１９１９人，合营４８４人，合作４８０人。１９７１年６
月，全区商业网点发展至１４６１个，其中批发机构４５个，城镇零售商店２２８个，农村基层
供销社 （商店）１１３１个，工矿企业代购代销店３个，合作店组５４个。１９８１年，全区商
业机构５４４个 （独立核算单位２２４个），人员４８８３人，其中地县公司等企业管理机构４９
个 （兼营业务的２９个），企业经营机构４７６个。内有工业品批发１８个，农副产品收购批
发１１２个，零售网点２２０个，饮食服务业网点１１７个，独立核算加工生产企业９个。此
后，国营商业机构基本稳定。到１９９０年，国营商业机构５８４个，职工５４４０人。２００１年，
全区国营商业经营机构２５２个，职工２５６６人。２００２年，全区国营商业经营机构２５０个，
职工２５１６人。

部分年份国营商业机构人员表

单位：个、人

年份

项 目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机
构

人
员

机
构

人
员

机
构

人
员

机
构

人
员

机
构

人
员

机
构

人
员

机
构

人
员

一、商业行政机构 ８ １５０ ８ １４０ ８ １４６ ８ １２９ ８ １０７ ７ ９６ ７ ８８

二、企业管理机构 ４３ ６６３ ５３ ５７１ ４４ ４７３ ４８ ４１９ １５ ７７ １５ ６８

三、企业经营机构 ３５４ ２４９３４２７ ２７１２４７５ ３２９２５９２ ４０９５２５４ ２７７４２５２ ２５６６２５０２５１６

（一）批发机构 ３５ ３２３ ２１ ３１６ ３３ ４４５ ８９ ８５０ ２１ ２８４ ３３ ３６８ ３３ ３２８

（二）农副产品采购

　（供应）网点
６２ ２１６ ９２ ３６４ １０６ ４６２ ９９ ３７１

（三）零售网点 １４０ ９３２ ２０８ １２５３２２９ １５３８３１６ ２２２６２０６ ２０７６２０６ ２００６１９６１９９６

（四）饮食服务业网点 ８５ ８２１ １０６ ７７９ １０７ ８４７ ８８ ６４８ ２６ ４０６ １２ １８６ １０ １６６

（五）其他经营机构 ３２ ２０１ １ ８ １ ６ １ ６

四、仓储机构 ６ １６０ ５ １８０ １ ５８ ３ ８７ １ ８２ ２ ９８ ２ ９８

五、加工生产机构 １１ ５９２ ９ ６３３ １３ ７４３ １３ ７５２ ７ １８０ １１ １９６ １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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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集市贸易

唐蕃互市，渐至华亭、泾川一带，除武器之外，任其往来贸易。宋庆历年间，德顺

军、镇戎军一带置榷场，由京师每年支银４万两、绢帛７５万匹充作马价，每年买马数万
匹。除马匹外，西夏还向宋朝输出驼、牛、羊、玉、毡毯、毛褐、蜜、蜡、麝脐、羚角、

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土产。宋朝向西夏输出的货物有缯、帛、罗、绮、香

药、茶叶、酒、瓷器、漆器、姜、桂诸物。明宗天成四年 （９２９）四月，后唐在泾州置
市，同党项交易马匹。真宗咸平元 （９９８）十一月，泾、渭、原等州置沽马市，岁得５０００
余匹，以布、帛、茶等物给其值。嘉五年 （１０６０）八月，在原、渭等州置场市马。以
解盐交引给蕃商买良马。嘉七年 （１０６２）仍于渭州、原州、德顺军设市，每年可收购
良马８０００匹。在榷场和其他边境地区，尚有民间贸易， “蕃、汉客旅，除违禁物色外，
令取便交相博易”。在今静宁、庄浪、平凉等地，交易货物以食盐、米谷为主。当时的陇干城

“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渭州、泾州、灵台县、良原县、安化县及百里镇均设

卖茶专场。金、夏在平凉边境一带市场上的贸易一直未中断。

牲畜交易市场

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平凉新城之外设市场。明

嘉靖年间，庄浪南湖已立

集市。清初华亭县三日一

集，三乡、窑头、龙眼、

策底、马峡、山 寨、化

平、白岩 ８镇十日二集。
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静
宁城内在通化街、北街有

两处粮市，每日集，威戎

等 １７个村镇逢三、六、
九或一、四、七为集。民

国初，庄浪南湖、水洛等

８个村镇立集市 （参 《工商行政管理》）。

民国年间，全区７０多个集市，每年将来自宁夏的羊皮约３万余张、羊毛３０余万斤、
盐碱１０００万斤，华亭的药材３万余斤、大麻１０万余斤，临近各县猪鬃６０００余斤、肠衣
２０００余斤、粮食１２００余石转销四川、武汉、西安、宝鸡等地。每年进入的大宗商品有棉
纱、棉花、纱布、麻织品等。平凉一些较大村镇都有市场，以花所、白水、四十里铺、

安国等处较大。泾川集市设在县城及窑店等８个镇。静宁有１５处集市，交易品种达１５０
余种。庄浪有１２处集市，以水洛最大，朱店、南湖、韩店次之，均以粮油、牲畜、山货
交易为主。华亭有集镇８处，以安口、县城最大。崇信有锦屏等８个集镇市场。灵台县城及
独店、什字、邵寨等有１１个村镇集市。除集市贸易外，全区各地在赶庙会时进行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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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口小商品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集市贸易曾一度繁

荣。１９５４年，集市贸易的范围及规模
缩小。１９５８年，交易渐趋萧条。１９６４
年，全区有集市６０个，上市交易的商
品约９０余种，以农副产品、手工业产
品为主。交易者主要是农民及个体手工

业者、合作店组。“文革”中，集市贸

易再度被限制，集日减少，多为１０日
一集。

１９７９年，集市贸易恢复正常，成
交额２２２０３１万元，是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的１２８５％。１９８７年，全区集市发展
到１３５个，成交额１１５１５万元，是社会
商品零售额的２７０８％。１９９１年，全区
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达到１４１个，其中平
凉３４个，泾川２４个，灵台１７个，崇信７个，华亭１４个，静宁２４个，庄浪２１个。市场
成交额１８０３８万元，是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２９０３％。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市场１８０个，
包括消费品综合市场、农副产品市场、工业品消费市场，年成交额１３５２１５万元，其中城
市５６１４６万元，农村７９０６９万元，占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６８６％。

第五节　商品购销

一、购　进
１计划调拨
１９５３年，全区国营商业购进总额７４８万元，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３９％。１９５６年开始，

全区计划商品主要从省商业厅设在咸阳的二级站进货，购进总额３６０６万元，１９５７年４６７４
万元。１９６５年在灵台县试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１９６６年，全区推广唐山经验，划
片就近进货。平凉市、华亭、崇信县计划商品主要从宝鸡进货；灵台、泾川县从咸阳进

货，庄浪、静宁县从天水进货。各专业公司和县市之间的商品调拨，由上级专业公司安

排计划。计划调拨的商品范围逐渐缩小：１９５９年２０４种，１９６３至１９７８年１５５种，１９８１
年１００种，到１９８６年，减少到１３种。１９９２年后，计划商品基本取消，实行自由选购。

全区国营商业商品购进总额１９７０年４１６２万元 （纯购进１６８１万元），１９７８年９８７１万
元 （纯购进２１４９万元），１９８５年１１９４７５万元 （纯购进４４６３万元），１９９０年１５９５０万元
（纯购进６６５０万元），１９９９年４２７０万元 （纯购进１７３６万元），２００２年３３６６万元。
２农副产品收购
农副产品多由农民自产自销，少部分由商贩收购。

国营商业实行自由采购的办法，由贸易公司和供销社经营。１９５０年，以粮食、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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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约２０余种１０３６万元。１９５２年采购品种增加到７０余种４８９万元。１９５３年，对粮
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销；养猪分配收购计划指标，订立代购协议。全

区国营商业农副产品收购７４８万元。１９５４年，对生猪实行派购，任务逐级分配，签订收
购合同。

１９５５年，国营商业收购农副产品以食品为主，泾川、灵台、静宁等县深入农村直接
收购生猪，其他县市在各集镇设立固定或临时收购点，并组织私商串乡收购。羊只一般

通过自由市场收购，收购母羊须取得乡政府的准宰证明。牛收购老残无耕作能力的，不

准串乡收购，不许摊派。蛋品价格由专区食品公司机动掌握，并组织蛋贩下乡收购。

１９５７年，对生猪实行统一收购。１９５６年全区国营商业农副产品收购总值１３２４万元，１９５８
年为１８３６万元。
１９５８年，庄浪、静宁县被确定为全省的生猪基地。１９５９年，全区国营商业农副产品

收购品种达到３００余种。１９６０年，对生猪、菜牛、菜羊、家禽、鲜蛋实行派购。其余农
副产品协商议价收购。

１９５６年后，除对交猪农民奖售一定数量平价饲料粮外，还实行交猪留肉政策。每头

平凉牛羊皮收购点

猪留肉 ４至 ７５公斤。１９６１年起，对猪、牛、
羊、蛋等农副产品实行奖售收购，全区收购农

副产品奖售商品４４万元。奖售的商品有棉布、
胶鞋、卷烟、粮食、饲料粮、棉毯、食糖、茶

叶等，数量各年不等。１９７０年，全区国营商业
农副产品纯购进 ６５６８万元，其中收购生猪
９０６万头、菜牛５０６０头、菜羊２０５万只、家
禽５６８万只、鲜蛋１１１３１吨。
１９７８年，农副产品收购品种１１７种，国营

商业纯购进 ８８０万元。每头生猪奖售粮食由
１９７５年的２６公斤提高到１９８１年的４５５公斤。
１９８１年奖售粮食的农副产品２２０种，比１９７３年
增加１５２种。全区国营商业农副产品纯购进额
２０４４万元，为历史最高年。

１９８４年，对非统购统配农副产品一律取消
奖售，缩小统购范围，减少统购统配品种。

１９８５年，农副产品市场逐渐全面放开，国营商
业农副产品收购比重逐年减少。１９９０年纯购进３００３万元，其中收购生猪１３６１万头、菜
牛７５５５头、菜羊４９８只、家禽６５１６只、鲜蛋６０７吨；１９９９年农副产品纯购进４１７万元，
其中收购生猪３０００头、菜牛２００头、鲜蛋１０９吨。
３地产工业品收购
１９５７年以前主要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包销或收购其产品的办法。１９５８年，实

行统购包销办法，区内地产工业品９０％以上由商业收购。平凉工业品批发站仅包销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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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品３００余种，价值达３００万元，还包销静宁、宁县火柴。１９５９年，国营商业收购
地产工业品４３１８万元，１９６０年上升到７５８７万元。
１９６１年，地产轻纺、手工业产品仍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开始，对机

制纸、白酒、毛衣裤、针织内衣、皮鞋、圆钉、火柴、毛毯等由国营商业统购或按计划

收购。１９６３年，收购的地产品有２１种，其中１８种超额完成收购计划。“文革”中，企业
“生产什么，收购什么”，区内日用工业品基本上都由商业统购包销。

１９７８年，国营商业对三类工业品试行订购、选购、按质论价，按合同进行收购。
１９７９年，对一、二类工业品继续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三类工业品多数实行选购、订购，
剩余产品由工业部门自销。１９８０年，对地方工业品分别采取统购统配、计划收购、订购、
选购４种形式，其中统购统配商品１１种，计划收购商品３０种，订购商品５９种，其余均
为选购商品。１９８２年，逐步实行代批代销、联营联销业务。１９８３年初，国营商业与地方
工业签订３７种５４１万元的工业品收购合同。对地方产品优先采购、推销，对区内能生产
的一般白酒、有光纸、卫生纸、书写纸、火柴、布鞋、白纱手套、圆钉、插销、灯泡等

产品禁止从外地购进。

１９８５年，商业部门取消了对工业品的统购统销，计划收购产品减少到１４种，对地产
工业品大部分实行选购，到区外厂家直接采购工业品增多。１９９２年以来，地产工业品全
面放开，实行多渠道自由选购，许多生产厂家由此陷入困境。

二、销　售
私营商号主要经营粮油、布匹、皮毛、肉食、食盐、药材、山货、陶瓷、煤炭、副

食、杂货等。

新中国成立初，国营商业商品由贸易公司独家承担，以经营粮油、棉布、棉纱、棉

花为主，百货次之。１９５０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１９２２１万元，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
７２９万元。１９５２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 ２５６２９万元，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上升为
４７７２万元。１９５３年后，各专业公司相继建立，国营商业网点增加，商品销售不断增长。
１９５７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５６３６３万元，国营商业销售总额达到７７５５万元，其
中商品零售额３３９６万元。１９５８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６３５４９万元，国营商业销售总
额８６９２万元，其中商品零售额４４１８万元，除部分商品供应紧张外，大部分商品可以满足
供应。１９７１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７２３５２７万元，其中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４１３７６万
元。１９７８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１６８１８７１万元，国营商业商品销售额１１０１４万元，其
中纯销售７０４８万元，零售额５１３３万元。
１９８５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２３９０２万元，国营商业销售总额１３２４２４万元，其中

纯销售额８４０９万元，零售额 ４８５１万元。１９８９年市场逐渐放开，食盐、食糖、火柴等
“必保商品”由紧转缓，彩电、冰箱、名牌自行车、名酒由俏变滞，零售市场大部分被个

体私营商业占领。１９９１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４９０６７万元，国营商业商品销售额２３０７８
万元，其中国内纯销售额１３９２８万元，零售额８１５３万元。１９９８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１９６８３９万元，其中批发零售额８６１７２万元；国有商业系统商品销售总额４７４８万元，零售
额２５０１万元。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１９９５年的４９７％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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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３％，个体私营经济所占比重由１９９５年的３２％上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７８％。国有
商业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个体私营经济成为商贸流通的主要渠道。

１９５４年开始对棉花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到１９６２年，全区按票证供应的商品有棉布、
针织品、棉线、布制品、肉食、卷烟、棉花、水烟、食糖、肥皂、针、火柴、煤油、煤

炭、鸡蛋、丝绸、红领巾、棉毯、竹壳暖水瓶、牙膏、地产的毛衣裤、毛毯、白酒、布

鞋等共计５５种。１９６３年凭票证控制供应的商品减少至１０种左右。曾凭票证供应一些市
场上紧缺的商品，改为按侨汇券供应。１９８２年有６４种限购商品陆续敞开供应。１９８３年，
除棉布、自行车、缝纫机凭票供应外，其他商品全部敞开供应。

２００２年，全区国有商业商品购进３３３４万元，比上年下降０９％，商品总销售３１４２万
元，比上年下降１３１％。期末库存９５１万元，比上年减少２０８％。

国有商业紧俏商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１肉、蛋
１９５０年，平凉贸易公司开始经营肉类食品。１９５４年，猪、牛、羊肉供应紧张，城市

实行控制投放销售，平凉市每万人每天投放１００至１５０公斤。１９５５年投放量增加，基本
满足消费需要。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８年，肉食采取定量供应。平凉市和工矿区每人每月供应０５
公斤，其他县城每人每月０４４公斤，农村每人每年２５公斤左右，每逢节日适当增加供
应。１９５９年，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０２５公斤，对特需供应按不同类型分别定量。此后
的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凭票定量供应０１公斤。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开始，平凉城
区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牌价肉０２公斤；加上饮食业用肉，城区月供应肉２５１万公斤。
１９６４年９月放开销售。１９６７年起肉食凭票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人每月０２５公斤，节日
增供０２５至０５公斤。１９７６年开始，城镇居民每人月供１公斤，节日增供１至１５公斤；
牛羊肉只对回民按定量供应。１９８０年肉食敞开供应。
１９８５年对冻肉调拨进行了调整。１９８６年猪肉发生暂时性供大于求的矛盾。１９８７年，

城市猪肉供应再度紧张。１９８８年采取凭票定量供应，１９８９年生猪销售不畅。１９９０年８月
开始，由财政发放补贴有价肉票，用以刺激猪肉消费，减少生猪库存积压。１９９２年以后，
肉食市场全面放开，个体商贩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国营食品公司陷入困境。１９９６年，肉
食品经营步入规范有序的市场经营轨道。

１９５８年，国营商业开始收购家禽、并委托合作社代购，当年销售６０００只，以买活卖
活为主。此后各年销量呈波浪式状态。１９７０年起，国营销售逐年上升，当年销售５６８万
只，１９７１年销售１４０９万只。１９７８年开始，个体、私营家禽经营者增加，国营商业家禽
销售６２６万只，１９８５年７１０８只，至１９９０年为１３５５只。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２年，８０％的鲜蛋供应出口、上调和特需。１９６３年开始，采取敞开、定

量、控制投放等办法安排销售。１９７０年全区国营商业鲜蛋销售９０４吨，１９７８年销售１０２８
吨。１９８５年鲜蛋收购价格放开，多渠道流通，国营销售大幅下降，年纯销售 ８３５吨，
１９９０年销售２６８吨，１９９９年仅批发销售９１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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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４

３９
８

２２
９

７１
１１
６

　
其
他

４７
５０

２９
６

７３
６

２３
５７

７８
７

２５
４

３２
０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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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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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
：

（
１）
吃
的
零
售
额

８９
４１
２

３８
１３
０

１２
１９
７

７２
７４

２２
８１

８４
８４

９１
７９

９７
１７

２１
５０

（
２）
穿
的
零
售
额

３３
６４
３

１０
０７
７

２７
７８

５９
５０

１２
６０

２６
５８

２７
６０

６４
３０

１７
３０

（
３）
用
的
零
售
额

５３
８０
４

１７
３２
５

４８
２６

１２
２１
３

１４
６５

３２
５６

５４
５７

７６
３２

１６
３０

（
４）
烧
的
零
售
额

１９
９８
０

７６
６６

１３
８４

６６
８

１４
９７

４４
６２

１３
３３

１０
９０

１８
８０

补
充
资
料
：
居
民
购
买
住
房

８１
７５

３０
８２

２４
４２

１１
９

８７
５

１６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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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蔬菜
１９５８年，在平凉市柳湖、泾滩等６个大队及华亭县安口镇始建蔬菜基地。平凉市种

植蔬菜１６２７亩，总产量６１８５吨，日供城区１０余吨，人均年供应量百余斤。１９５９年，省
商业厅将平凉、泾川列为全省蔬菜基地。１９６０年，蔬菜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 “文
革”中，蔬菜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１９７０年，全区国营商业销售蔬菜６８００吨，１９７２年
１１７１５吨。１９７５年，区内蔬菜旺季最多日上市４５吨左右，人均０５公斤，淡季上市５至

平凉蔬菜批发市场

１０吨，人均０５至１两，３至４月
间青黄不接，几无菜供。工矿区工

人吃菜大部分靠外地调菜。是年，

崇信县锦屏西街建立商品蔬菜基地

３００亩。１９７６年，城区及工矿区平
均每人每天３两左右。
１９７８年，全区国营商业销售蔬

菜１５７８５吨。蔬菜经营国家给予补
贴，平凉市每年补贴 １至 ９万元。
１９８０年开始，继续推行粮菜挂钩，
扩大蔬菜基地，１９８１年种植４９万

亩，总产量７３５亿吨。１９８２年，种植蔬菜约１０大类４２种１００多个品种，其中平凉百
合、山药、绿头萝卜、大白菜，泾川白蒜、灯笼辣子、白杆芹菜，庄浪萝卜、华亭菜豆、

静宁红蒜等都是驰名省内外的优良品种。１９８５年以后，菜农自销和菜贩经营增多，国营
销售下降。１９９０年，国营商业销售蔬菜４３１３吨。１９９２年以后，市场全面放开，各种新鲜
蔬菜经常有售。１９９８年，形成泾河流域、静宁县葫芦河流域、庄浪县水洛河流域、泾川
县河流域蔬菜基地，中心地带面积２９８万亩，年产量３７５万吨，商品菜２１５万吨。
３糖业烟酒副食
１９５３年，烟类实行专卖。１９５６年，基本形成了由国营专业公司独家经营的局面，许

多副食品实行计划管理，凭票供应。１９６３年，糕点由原来的５种增加到１５种，糖果由原
来的３种增加到８种。１９６５年，凭票证供应的副食品主要有食糖、卷烟、糕点、平价酒、
粉 条等。１９７０年，全区国营商业糖业烟酒销售额７３６万元，１９７８年达到１６０６７万元，
其中零售额８５２１万元。此后，除食糖、食盐、名酒仍坚持计划调拨供应外，其余各类
商品一律自由选购。１９８３年，全区国营商业糖业烟酒销售总额２１３４万元，零售额１４３７６
万元。１９８５年，国营商业糖酒副食品销售总额１９１０８万元，零售额１３６６７万元；１９９０
年，销售总额３８９２５万元，零售额２９７０５万元。１９９２年，国营商业销售总额９３６２９万
元，零售额２５４９３万元。个体糖酒副食零售店增加，国营商业逐年下降，到１９９９年销售
总额１５１９万元，零售额６６７万元。

１９５３年开始，食糖销售逐年增多。１９５８年全区国营商业食糖零售３７１吨，１９５９年
４３９３吨，１９６０年３１７吨。１９６５年食糖供应增加。１９７６年，国营商业销售９８１吨，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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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吨。１９７８年销售１８９９吨，零售１００８吨。１９８１年国营商业食糖销售２２８７吨，零售
１２２８吨。１９８９年销售达到２６０７吨，零售１６５０吨。１９９２年后，食糖敞开销售，国营商业
销售１１０９吨，零售１９４吨。１９９９年，国有商业销售３５吨，零售１１吨。

区内经营的酒类有白酒、啤酒、黄酒、果露酒。建国初，酒类消费较小，品种单调。

１９５１年，酒类实行专卖，由平凉贸易分公司专营。１９５６年，酒类经营实行计划管理，供
应紧张。１９６２年后，开始回升，１９７８年后，酒类市场逐渐放开，１９８１年，国营商业各类
酒销售９６２吨 （白酒４０８吨）。１９８５年开始，酒类品种增多，啤酒和低度白酒兴起。１９９０
年，国营商业销售各类酒１８６４吨 （白酒１２０４吨，啤酒２８５吨）。１９９２年以后，国营商业
市场占有份额和销量逐渐下降。１９９９年，全区市场酒类销售１４万吨 （白酒４５００吨，啤
酒８０００吨），其中国有商业系统酒类销售２３３吨 （白酒１１３吨，啤酒５１吨）。２００２年，
全区市场销售酒类产品２３万吨 （白酒９０００吨，啤酒１３万吨，其他酒１０００吨）。
４百货纺织商品
１９５４年，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凭票证计划供应，纺织品销售量持续上升。１９５７至

１９６４年，出现较大起伏，１９６５年好转。１９７６年，国营商业针纺类销售１７３６万元，１９７８
年销售２４００万元。１９８４年，棉布敞开供应，各种新型纺织品面市。１９８５年，国营商业纺
织品销售１３２６万元，１９９０年销售９７３万元，１９９５年销售６１３万元。到１９９９年，针纺织
品类销售４７９万元。

布　匹　建国初，市场销售原以土布为主，后渐有各种机织布 （时称洋布）行销。

布票、絮棉票、棉花票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４日，按人头发放布
票。１９５５年３月 １日，全区发放
第一期布票，每人 １６市尺左右。
１９５６年第二期布票实行打折使用。
１９５８年，全区销售棉布７６４万米。
１９５９年定量提高到２６市尺，当年
销售 ８５２万米，是计划供应以来
销量最大的一年。１９６１年９月至
１９６４年 ８月，人均布票年定量
４１５市尺，加上各种补助，只有
１３６市尺。１９６１年，棉布销售
１４２万米。１９６９年起，民用布定
量一直是２０市尺。１９７０年棉布销
售 １０９８万米，１９７８年销售 １０９５
万米，１９８３年销售 ６２８１万米。
１９８４年，停发布票，纺织品敞开
供应，１９８５年销售 ５１１９万米。
１９８６年４月至１９８７年底，全区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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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棉布６０７７万米、１０６５８万元。１９８９年全区国营商业销售棉布２７０５万米，１９９２年销
售３７８万米，１９９９年仅销售１８万米。

化纤布　１９８３年，化纤布大量应市。１９７６年销售化纤布２１万米，１９７９年销售化纤
布１００万米，１９８５年达到２３３７万米。１９９０年销售６４５万米，１９９９年销售８２万米。

呢　绒　６０年代前，呢绒销量甚微。１９７０年销售４万米，１９７８年销售１０万米，此
后一直保持在７万米左右。１９９３年国营商业销售３５万米，１９９９年仅销售１２万米。

绸　缎　１９５８年销售绸缎２９７万米，１９６０年销售６３７万米，１９７０年销售２３万米，
１９７９年销售３５万米，１９８５年达到５７７万米。１９９１年销售２４２万米，１９９９年销售２４
万米。

针棉织品　１９５８年，销售毛巾２７７万打，袜子５４２万双。１９６０年８月，对卫生衫
裤、线衣裤、床褥单、线毯、毛巾被、绒毯、浴巾、睡衣等 ９种商品实行凭票供应。
１９６１年又对毛巾、线袜、人造棉布、布枕巾、枕套、风雨衣、蚊帐布等１０种棉织品凭票
供应。１９６５年以后，针棉织品免票供应。１９７８年全区针织品销售额８００万元，１９８１年
１６０３５万元。此后，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销售开始下降。１９８５年销售额１１７９６万元，
１９９０年１０４４６万元，１９９５年９８８万元，１９９８年６１９万元。

１９７０年销售汗衫背心１５万件，１９７８年销售３４万件，１９８１年销售４５６万件，１９８９
年销售２６６７万件，１９９３年销售８３３万件，１９９８年仅销售１６２万件。
１９７３年前，棉毛衫裤主要靠省外调入。１９７０年销售棉毛衫裤５万件，１９７５年销售１０

万件，１９７９年销售１８万件，１９８１年销售达到３２万件。１９９０年销售１８２万件，１９９８年
销售１０５万件。
１９７０至１９８８年，年销卫生裤１０万件左右。１９８９年国营商业销售３４万件，１９９３年

销售１０３万件，１９９８年销售０２７万件。
小百货　清末至民国，区内一些大商号到西安采购 “京广洋杂货”，经平凉再流入周

围各县集镇。５０年代，实行计划管理的有胶鞋、布鞋、布塑鞋、全塑鞋、洗衣粉、肥皂、
香皂、火柴、牙膏、暖水瓶、缝纫机、钢精锅、搪瓷口杯、搪瓷面盆、钟、手表、手电

筒、手电池、缝衣针等１９种。１９６０年，火柴、肥皂、香皂、洗衣粉等定量供应。１９６４
年，定量供应相继取消。是年，全区百货类销售额２８３３万元，１９７８年９０６万元。１９８５
年销售额１３７５万元，１９９０年１７６３万元。１９９２年，国营商业销售日渐下降，１９９５年，百
货类商品销售额１２７２万元，１９９８年７１７万元。

胶　鞋　１９５８年，全区销售胶鞋７５７万双，１９６０年秋，采取奖售和凭票定量供应，
销售７５８万双。１９６３年，胶鞋为换购农副产品的主要商品之一。１９６４年后季敞开供应，
１９７０年销售１８万双，１９７５年达到３９万双，１９８９年销售３７２５万双。１９９３年国营商业胶
鞋销售下降，年销售１０万双，１９９６年销售５６万双。

肥　皂　１９７０年，销售肥皂１４４６５箱，洗衣粉９７吨。１９８８年，销售肥皂２３７６５箱，
洗衣粉８６４吨。１９９２年，销售肥皂８１８２箱，１９９６年销售１４８８箱。

火　柴　１９５８年，销售火柴２１５万件。１９６１年凭证限量，以盒为单位零售，年销
０８４万件。１９６４年敞开供应，大部分年份销售在２万件左右。１９７８年全区火柴销售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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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１９８２年，火柴凭户口本供应，年销售３２万件。１９８９年销售２４７万件。１９９０年
后，火柴销量大幅下降，１９９２年销售０５６万件，１９９６年仅销售７００件。

文化用品　１９６４年，销售额 ２４３１万元，１９７８年 ３９７６万元，１９８５年 ３４６万元，
１９９０年４６６１万元。１９９９年，国有商业文化用品类仅销售１１万元。

机制纸　当地产机制薄纸由百货公司按计划收购。１９５８年销售２９３吨，１９７０年销售
３８９吨，１９７８年销售 ６３４吨。１９８０年后，国营商业销售大幅下降，年销售 ２１６２吨，
１９９２年销售１１４吨，１９９９年销售４４吨。

５五金、交电、化工商品
５０年代，经营的五金商品主要有铁丝、圆钉、锯条、门锁、合页等。１９５７年，五金

商品销售剧增。１９７０年销售２９８万元，１９７８年销售３１２万元，１９８５年４４５万元，１９９０年
５８４万元，１９９４年达到９３２万元。１９９９年销售额１５１万元。

圆　钉　区内所售圆钉多从上海、天津调入，长期被列为计划商品。１９７６年销售
１９１吨，１９７８年销售３３４吨。此后各年度销售基本保持在２５０吨左右。１９９０年开始下降，
年销售１５６吨，１９９９年销售３４吨。

镀锌铁丝 （铅丝）　被列为专项指标供应。１９７０年销售 ２４０吨，１９７５年 ３２９吨，
１９７９年４１４吨，１９８６年４６０吨，１９９２年５２０吨，１９９３年３３１吨，１９９９年３７吨。

１９５５年，专区设立交电商店，经营的商品有限。１９６２年，交电商品增加，部分凭票
供应。１９７８年，全区交电类销售额４６６５万元，１９８５年１２６５万元。１９９０年国营商业销
售额７５０万元，１９９９年降为５３３万元。

自行车　１９５６年前，五金公司曾赊销过自行车。１９５８年销售７５１辆，１９５９年销售
１２３３辆，１９６０年销售１８７２辆。１９６２年，在农村实行高价销售，“永久”、“凤凰”、“飞
鸽”牌男车定价６５０元 （后降为３５０元），１９６４年凭购物证、单位介绍信、购货券供应。
１９６５年开始，区内所销自行车以 “红旗”、“飞鸽”牌为主，约占８０％，“永久”、“凤
凰”只占２０％。１９７０年，全区销售６２１０辆。１９７２年，对社会集团不供应名牌车，对个
人凭票供应，年销售３９４４辆。１９７４年销售７８９８辆，１９７８年销售１５６１３辆，１９８４年达到
２１１６２辆。１９８９年国营商业销量开始下降，到 １９９２年销售 １１４０８辆，１９９９年销售
１６８７辆。

收 （录）音机　１９６９年前，收 （录）音机对社会集团控制供应，个人敞开供应。

１９５９年销售１６８部。１９６６年后晶体管收音机兴起。１９７０年后集成电路和调频调幅收音机
上市，全区销售１２００部，１９７８年销售５２４９部。１９８２年销售２７９３９部，收录机兴起，收
音机销售下降。１９８３年收音机销售１７７４８部，收录机销售１６９７部；１９８９年收音机销售
７８９０部，收录机销售５８９０部。１９９２年收音机销售２９３５部，收录机销售３１１４部。１９９６
年收音机销售４９９部，录音机销售６４５部。１９９９年录音机销售３３５部。

电视机　１９７９年开始经营电视机，年销售７１４部。１９８０年销售２３９０部。１９８１年销
售２２９３部，其中彩电８８部。１９８４年，货源紧缺，采取凭票供应，先预售后提货。１９８５
年销售４５６２部，其中彩电１５４９部。１９８８年销售１０１１１６部，其中彩电１９４６部。１９９０年
以后，向大屏幕、直角平面型升级，１９９１年销售１１６３８部，其中彩电３５０２部。１９９４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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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国营销售下降，年销售７８１４部，其中彩电２１２８部。１９９９年销售２０５０部，其中彩电
９３５部。

化工产品　１９５９年以前，只经营油漆和部分颜料。１９６０年开始，纯碱、白矾、小苏
打、石蜡、硫磺粉等商品逐渐打开销路。１９７０年，全区化工商品销售额１１７万元，１９７８
年２５４万元。１９８０年，一般化工商品全部放开销售。１９８１年销售额２１１６万元，１９８５年
销售额 ３１９万元，１９９０年销售额 ４２８万元。１９９２年销售开始下降，１９９９年销售额
２７万元。

１９５６年纯碱市场趋紧。１９７０年销售２１０吨，１９７８年供应标准提高，年销售７３２吨。
１９９０年后国营商业销售下降，１９９３年销售１８８吨，１９９９年仅销售３吨。

部分年份商业系统主要商品纯销售表

名　称 单位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鲜（冻）猪肉 吨 ２７７６５ １７３０４９ １１４３１９ ５７６３１ ２０１６

牛肉 吨 １４１２ ２９３６ ２６６ ２６３７ １０

羊肉 吨 ２１６１ ３７８７８ １０６０３ ９４１ ２０

家禽 只 １９４３７ ４１６３１ ７６０８ ８６７４

鲜蛋 吨 ２２０ ２４４８８ １８９０５ ３６ ９０

蔬菜 吨 ６８００ １５７８５１５ ４５２７５ ７８４１０

食糖 吨 ３７１ ８００ ６７５ １００８５０ ９９９０１ １９４３９ ５ ２５

酒 吨 ２６２ ２２９８０ １１６２６３ ６３３７２ ３９ １８５

其中：白酒 吨 ２２４ １９０７０ ８０１５０ ４０３０６ ２４

盐 吨 ４８４２ ６１００ ８３７７ ３４１１ ５８５８ １２３４ １２１ ２２７

卷烟 百条 ２１１３ １０１０ ２０６５５ １０１９３４５ １２１３５ ２７７８４

棉布 万米 ７６４ １４２ １０２４ ３７２５０ ３０２７９ ５２３５ ３５７

呢绒 万米 ３３９ ３３９ ４７４ ３２６ ２６８

绸缎 万米 ２９７ ３００ １９２８ １３９０ ４０３５ １０２０ ３４０

各种服装 万件 ４６３ １１４ ３１０４ ８３０ ４６３ ５３０

洗衣粉 吨 １０６ １８０ ４１５１６ ２９５３ ３８ １０６

机制薄纸 吨 ２９３ ２５０ ３６９ ６３４ ４３９２７ ６５５３ ５１

照相机 架 ３４１ ２４６ ７３ ８５

手表 百块 ７３８０ ３０５６０ ９９６１ ２５

圆钉 吨 １６２ １３０６０ ２１２４４ ８１２６ ３７ ２１

镀锌铁丝 吨 １５６ １６９７０ ２８４８９ ２７７９０ ８８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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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名　称 单位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自行车 辆 ７５１ １１５０ ４０００ ７９５１ １３２８０ ７１６１ １４８０ １７２５

普通灯泡 百只 １８９９ ２９２５ ４７８５９５ ３０３１７ ５５７

黑白电视机 部 ２７１４ ４６０７ ５２４

彩色电视机 部 １４８９ １３０２ ５５３ １３５８

录音机 部 ３４７０ １４６６ ３５９ ２１４

洗衣机 台 １５４９ １３０４ ２５９ ３４８

纯碱 吨 ２２４５０ １５９２０ ７１６ １７８７ ５０ ５

电冰箱 台 １４５

房间空调 部 １１０

家用电器 台 ９６２

第六节　商品储运

一、仓　储
１９５３年，国营专业公司始修建通用仓库。１９６０年，在平凉市西郊建成平凉冷库。

１９８０年，累计建成通用仓库１９２幢。１９８６年，商业系统有通用仓库１６１幢、３９３５４平方
米，储存量约９８３４吨，全年吞吐量４２１２５吨。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商业系统共有通用仓库
４１２９３平方米，简易仓库８７５９平方米，租借库及平房９８６平方米，另有货场２７０７９平方
米。此后未建。

二、运　输
明、清以来，商品多由畜力木轮车、独轮手推车或以人挑、畜驮转运。民国始有胶

轮大车。

５０年代后，汽车虽已出现，但偏远山区仍未摆脱畜驮、人挑的状况。６０年代平凉以
东各县 （市）商品由陕西省运输公司承运，以西各县由平凉运输公司承运。１９８５年，商
品运量８０３３９吨。１９９２年后，连接城乡、通往周边地区的公路开通，商品运输畅通。
１９５８年，全区商业系统自有汽车２５辆。１９６０年，自有运力计汽车３８辆 （其中冷藏

车４辆），胶轮车 ４６辆，包胶皮大卡车 ４２辆，人力架子车 ２４３辆，各种驮畜 ３０６头。
１９７３年，从省上接来１０辆日本旧卡车，建立了平凉商业车队。１９７７年，平凉商业车队有
国产、美国及日本产各种卡车２８辆，成为商业部、省商业厅直接联系的商业车队。１９８３
年，全区商业系统共有各种车辆１３９辆，其中货运卡车１０３辆，油罐车３２辆，保温车４
辆。１９９１年，商业系统自有运输车辆１０６辆，其中货运卡车７３辆。

７７６第十编　商　贸



第七节　商品专卖

一、食　盐
宋镇戎军设榷场，与西夏有食盐交易。明、清时，商人凭 “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

取食盐，到指定的区域贸易。康熙年间，甘肃所属平庆二府分销宁夏盐捕厅经营花马池

之盐，每年额销盐引５１１０张。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增５００张，每张征课银二钱一分五
厘，计征课银１２１１１１两。

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至清末，各县每年定额盐引及额征盐课情况是：平凉县额引
５１２０张，额征课银１１０３３６两；崇信县额引５６５张，额征课银１２０７５两；华亭县额引
１４３０张，额征课银 ３０８１６两；泾州额引 ９５８６张，额征课银 ２０６５７８两；灵台县额引
５４００张，额征课银１１６３７两；静宁州额引５５００张，额征课银１１８５２５两；庄浪县额引
８００张，额征课银１７２４两。

民国时期，张兆钾曾垄断食盐经营。２４年 （１９３５）后，由国家经营，各县设公卖商
店，承办食盐批发业务。３３年 （１９４４）后，平凉县先后设立财政部盐务局办事处 （又称

财政部西北区陇东盐务分局）、财政部甘肃缉私处分所。

新中国成立后，食盐仍实行专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甘肃省盐务管理局陇东分局成立
（地址在平凉市过店街），管辖平凉、庆阳、固原三地区盐务工作。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陇
东分局改为平凉盐业分公司。１９５８年 ６月 ７日，分公司撤销，业务并入平凉购销站。
１９６２年８月，甘肃省驻咸阳二级站接收平庆食盐经营业务。１９８４年４月，成立陇东盐务
管理站，负责平、庆地区食盐经营管理工作。１９９１年，改为甘肃省盐务管理局陇东分局，
各县相继成立盐务管理站。１９９２年，陇东分局被甘肃省政府树立为 “全省地方病防治先

进集体”。１９９５年３月，上划省盐务管理局。２０００年３月，陇东分局所辖１３个县 （市）

分别成立了甘肃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盐务管理局，受陇东盐业分公司和陇东盐务分

局直接管理。

１９４９年前，平凉食盐销售多为青盐 （颗粒盐）、浪盐 （末子盐），由私人小量批发经

营。１９５４年，贸易公司曾在泾川、静宁、安口等地设立食盐推销处。１９５８年，各县
（市）糖业烟酒公司承担食盐三级批发业务。１９９８年，盐、糖机构分设，盐业上划省统
一经营。

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食盐零售价每吨３４０元。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９年，调为每吨３００
元。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调为５６０元，精制盐每吨７８０元。１９９６年２月，二级调拨价省内每吨
９８０元，省外８２０元；三级批发价省内每吨１３９０元，省外１２５２元；零售价省内每吨１５６０
元，省外１４２０元。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６年，销售食盐１０５９２９吨，年均８８２７吨。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９年
销售１６４３３５吨，年均１２６４１吨。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９年销售１４６７６９吨，年均１４６７６吨。２００２年
销售１６３８３６５吨。
１９７３年，开始食盐加碘业务。１９９７年销售碘盐５８６３吨，２０００年７５９３吨，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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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３５６５吨。
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９年，盐务管理局查处私盐案件１０５件，没收私盐４５７５吨，罚款３６８万

元。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６年，查处２３５８件，没收私盐３５１３吨，罚款２３０２万元。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
年，查处３９９５件，没收私盐２５２６吨，罚款４０８６万元。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查处１９５３件，
没收私盐１６７３３８吨，罚款５０６２万元，捣毁制售假盐窝点７１处。

二、烟　草
清末，卷烟行销区内。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甘肃烟酒公卖局在各县设分栈、支栈，专

门从事烟酒税捐、牌照费征收等业务。经营其制品者须申领牌照方可营业。１６年
（１９２７），各分栈统改为分局，设平凉、泾川、灵崇、静宁、华亭、化平等６个烟酒事务
分局。３１年 （１９４２），除经营凭照外，运销的烟类须于包面上贴专卖凭证，出运时发准运
单。３２年 （１９４３），设立烟类专卖局平凉办事处，３４年改为财政部甘宁青专卖事业局平
凉分局。

１９５３年，专区成立专卖批发部，县 （市）烟草专卖由糖酒副食公司 （副食站）负

责。１９５５年，成立平凉专卖事业公司。１９５８年，烟草经营属工业品批发站。１９７２年后，
地区食品公司负责卷烟计划调拨，各县食品公司 （平凉县为糖业烟酒公司）为卷烟三级

批发机构。１９７９年７月，成立甘肃省糖业烟酒公司平凉分公司。１９８４年８月８日，成立
地区烟草分公司和地区烟草专卖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对全区烟草专卖实行统一管

理。１９８６年８月，地区烟草专卖局改称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平凉分局，１２月，改称甘肃省
烟草公司平凉分公司。

１９８３年以来，国家对烟草的生产、销售、进出口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凡从事
烟草专卖品经营者须申领烟草专卖许可证。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平凉地区烟草专卖分局开始审批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至１９８５
年１１月，共发证 ２２６０户 （国营、集体 ９０５户，个体 １３５５户）。１９９０年发证 ２６０６户，
１９９６年４３２９户，２０００年４６５７户，２００２年６１７户。同时，发放专卖商品准购证。

１９９９年９月，省烟草专卖局核发烟叶收购许可证的有：崇信锦屏，泾川高平、玉都、
荔堡，灵台什字、邵寨、独店，平凉索罗、草峰９个烟叶收购站。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查处违法案件４８６起。１９９０年，重点查处烟商擅自提价或降价倾销

的案件。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１９９９年，在全区开展净化烟草市场的专项治理，取缔无证经营户
１２１９户，捣毁黑批发窝点３８处。１９８４至２０００年，在公路上查获违例倒贩卷烟案件１８０７
起，罚款１３１９１万元。１９９６年曾破获３起利用军车无证运输卷烟案件，查扣卷烟７６８
件，案值６８万元，受到省专卖局通报表彰。２００１年，查处各类违法案件９０起，查扣卷
烟４２６０件，案值３３７万元。２００２年查获各类违法案件１４０５起，罚没款１７９万元，没收
假冒卷烟１６３件 （假冒地产烟６１件），标值３６万元。
１９８４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查获走私香烟６４５６件，主要品牌有：良友、摩尔、希尔顿、

５５５、万宝路、温菲尔德等。没收伪劣假冒烟１８８６件，罚没款２４２４万元。

民国年间，各县均有烟酒店经销卷烟。卷烟多从兰州、陕西、河南等地输入。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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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亭县国营商业销售卷烟９箱，泾川县２０４箱。１９６２年后，静宁、庄浪从天水二级
站购进卷烟，其他各县由咸阳二级站进货，或从宝鸡市直接调入。１９８０年，糖业烟酒公
司可从省外采购卷烟。１９８８年６月，平凉烟草分公司与河南、山东、贵州、湖北、云南、
陕西６省１４家烟厂签订卷烟订货合同，面向全国烟厂选择进货。１９９４年，放开进货渠
道，进入中国卷烟批发市场参加交易。１９９８年４月，平凉烟草分公司所属７个县 （市）

公司面向全国烟厂及卷烟调拨站选择进货。

１９５５年，国营商业控制了城镇卷烟零售主渠道。１９７２年，建立代购代销店６０２个，
为农村卷烟零售的主要渠道。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全区共有烟草零售商业网点３６４２个。其中
国营商业３６１户，占１０％；集体商业７７８户，占２１４％。２００２年，全区持证卷烟零售户
７４５２户，其中国营、集体经营户２７户，占０４％；个体零售户７４２５户，占９９６％。

１９５９年前卷烟敞开供应。１９６０年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居民凭户口本领取烟票，一般
每户供应丙、丁级卷烟４至５盒。农民凭购货证到代销点购买，时有时无。对领导干部、
老红军、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从事高温、高空、放射等特种作业人员，定量供应

甲、乙级卷烟，地、县党政领导机关和驻军接待用烟也列入特供范围。每逢元旦、春节、

“五一”、国庆四大节日，增加甲、乙卷烟投放量。１９６８年取消烟票。１９７３年 “五一”期

间，全区增供甲级烟３００条、名牌乙级烟６００条。１９７６年国庆节期间，供应离退休干部
每人 “金丝猴”、“大前门”各１条，“凤凰”、“海洋”各５盒。后除甲级烟和名牌乙级
烟外，其他卷烟一律敞开供应。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８日，１３种名烟价格放开，实行按需供应、
自由选购。

１９８６至２０００年，全区销售卷烟５１４５万箱，其中地方产卷烟３２７万箱，占６３９％，
省外卷烟１８７５万箱，占３６３％。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２年，平凉烟草公司购进６４３６万箱，销售
６２４９万箱。１９７０至２００２年全区销售卷烟６７７４万箱。

三、石　油
１９４９年前，平凉的石油购销由私商自行经营。１９５０年西北石油运输公司设立平凉

站，将玉门油矿的成品油供应陇东市场。１９５４年４月成立平凉石油供销分站。１９５６年更
名为中国石油公司平凉公司。此后，名称多变。１９８５年，由省公司垂直管理。１９９９年，
地区石油公司更名为中国石油甘肃省销售公司平凉分公司。２００１年，更名为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平凉销售分公司。２００２年，全系统有职工４４１人 （正式职工２０１人）。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各县 （市）石油公司相继撤销，改为７个区域性经营部。２００２年改

称为销售片区，整体进入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

１９５４年，石油储备仅 ５０００余大桶。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建成一座 ５立方米的水泥油罐。
１９５９年３月建成１００立方米的油罐３座及一批铅皮油罐和水泥油池，总投资２２９万元。
１９６１年３月，在平凉七里店南塬建成一座新油库，投资１２２９万元。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５年，建
成平凉甘沟油库。至１９８６年底，全区共建成储油能力在５２５０立方米的二级油库２座、储
油能力在６５４０立方米的三级油库 ６座，储油能力达到１５２万立方米。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２年，
建成平凉新李油库，总库容１２７万立方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有各种油罐２３８座，成品

０８６ 平凉地区志 （上）



油仓储容量达２１５７７立方米。有４９座加油站容量８８７７立方米，吞吐量１２万余吨。

１９５４年，销售油品８４０吨，其中９０％是煤油。１９５５年，润滑油和重燃料油分别销售
１０９１公斤和１４０９公斤，加上其它油类，共销售成品油１２６６吨。１９５８年，销售成品油
４２４２吨，１９６１年５８１６吨，１９６４年２５７７吨。１９６５年，石油销售量回升到４１９６吨。１９７５
年销售成品油１９１６１吨，１９７７年１２７８９吨。１９７８年，社会对成品油的需求量达到３万吨，
出现车辆排队加油的状况。１９８５年销售量１５６１２吨。１９９４年５月，石油公司实行企业化
经营、市场化运作。１９９９年，石油销售量６４２９４吨，销售收入１７５亿元，实现利润６０５
万元。２００２年，销售成品油９７２９０吨，收入２６２亿元，实现利润４８０２万元，上交税金
８６０５０万元。

市场放开后，交通沿线一度出现兴办加油站热。１９８５年全区国营加油站仅１２个。
１９９７年发展至８６座，经营油品的门店１６５个。１９９３年起，对经营成品油站点全面清理整
顿，取缔无照经营，打击偷逃税款和经营假冒伪劣油品的行为。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共查处
各种走私和假冒伪劣油品５２７１吨。同时，投资６６５２万元，建成２７座经营水平较高的加
油站。

第八节　饮食服务

一、饮食业

１餐馆、饭店
民国年间，平凉城区先后有春华楼、德顺馆等酒家、饭馆８０余家，而 “益美春”较

有名。

１９５５年，全区从事饮食业者２６８０人，资金１０６万元。
１９５６年后，各县 （市）相继成立饮食服务公司或商店。１９６２年后，适当发展一些个

体饮食业网点。“文革”后，形成了国营饮食业独家经营的一统天下。

１９７８年后，个体、私营的各类宾馆、饭店、酒家、饭庄相继开张。１９８０年，全区饮
食业网点１１９７个，从业１８３７人，零售额４８１６５万元。其中国营、集体饮食业１１７户，
从业７４４人，营业额２８０４７万元；个体饮食业１０８０户、１０９３人。１９８６年，全区有饮食
业２１５６个、３６９０人。其中个体有证饮食业 ２０３９户、２９３０人，较上年增长 ２０２％和
２３０６％。１９９５年，全区餐饮业网点３６３１个、７３１８人。其中国有、集体餐饮业网点７０
个、７０１人，私营 、个体网点 ３５６１个、６６１７人。１９９８年，全区个体私营餐饮业网点
５３０７个、１０４７６人。１９９９年，国有商业系统饮食业已基本退出市场。

２风味小吃
清末，平凉风味小吃名扬陇上。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风味名吃得到进一步继承，品种增多。平凉的羊肉泡馍、酥馍、

葫芦头，“春花楼”四喜包子、泡油糕，静宁烧鸡、锅盔，庄浪荞面油圈、“德生祥”点

心，泾川火烧、罐罐蒸馍、豆腐脑，华亭酿皮，灵台臊子面，崇信酥合等小吃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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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风味 （参 《旅游编》）。

二、服务业

１９５６年以前，旅店、理发、照相、浴池、修理等服务业由私商经营。１９５８年后，全
区有公私合营、合作店 （组）２６７个，从业４７８人。“文革”中，撤并合营、合作网点，
砍掉个体经营。１９７８年，全区服务业网点 ２０７个，从业 ５４６人，营业额 ２３４４万元。
１９８０年服务业网点３４７个，从业９１５人，其中国营网点９３个、５１８人，集体、合营网点
３６个、１７４人，个体服务业２１８个、２２３人。１９８７年，全区服务业机构 ２１５９个，从业
４１４７人。其中国营机构５６个、５３０人，集体、合营服务业１３５个、１１８２人，个体有证服
务业１９６８个、２４３５人。１９９８年发展到５３２４个，从业７９１２人，营业收入１１２９５万元。其
中国有商业系统服务业网点仅有２４个、３４９人，营业收入１９１万元。
１旅店业
平凉地处丝绸古道，旅店业起源很早。明清以来，各县城及主要集镇均有私人开的车

马店和小型旅店。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平凉城内有旅店２０家，另有小店１８家，计有客房３５６
间，从业人员７４人。
１９５５年，全区有旅店４００余家，从业６００余人。１９５７年全区组建合作旅社２０余家。

１９７９年，全区有各类旅店７３家，从业３９７人。１９８０年，有旅店９３家、４００人。１９８５年，
有旅店３８７家、９０３人。其中商业系统旅店业３６家、３１５人，营业收入１３７万元。１９８７
年，旅店业发展到５３０家、１３４２人。其中商业系统旅店业３６家、２８０人，有固定床位
３１７０张，年营业收入１５７万元。１９９８年，全区有证个体、私营旅店２４０家、４０６人。商
业系统旅店减少到１５家、２６７人。
２理发业
清代，区内理发业多以私营摊、担为主，城区有少量理发店铺。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

平凉城区有理发铺６家，从业３４人，理发担子３７副。２４年 （１９３５），四川人鲁某在庄浪
县南湖首开理发铺，带进手推剪。３４年 （１９４５）有３０家，从业１２３人。１９４９年，全区
理发业８０余户，剃头担与理发馆并存。１９５６年后，理发馆大部分组建成合作理发部，归
饮食服务公司。至１９７９年，全区理发业网点２３个、１３３人。１９８０年，理发业４９户，从
业１６３人。其中商业系统理发业１７户、１１７人。１９８７年，理发业２０２户、３３９人，其中
商业系统理发业１３户、９４人。此后国有商业理发业基本退出市场，各种个体美容美发馆
相继涌现。１９９１年，个体理发业发展到５９７户，从业７３６人，营业额１５５万元。１９９９年，
全区美容美发网点近１０００户，从业１６００余人，其中平凉城区美容美发店发展到２０４户。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美容美发网点发展到１３００余户。

３照相业
２０年代，平凉城区有容光、大华、桐记、魏子和照相馆。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河南

人朱某在庄浪县水洛首开照相馆。３０年代，平凉先后有大兴、振记、慎大、广兴、明星、
光明、宏大等１０家照相馆。１９５６年，明星等１５家照相馆合并为陇光、友好、团结３家
公私合营照相馆，有职工３４人。其他县的私营照相馆也先后组建成合作照相馆，后渐演
变成国营企业。１９７９年，全区照相业网点１３户、８２人。１９８０年照相业３２户、１０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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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业系统１１户、７０人。１９８７年，全区照相业１３８户、２４０人，其中商业系统９户、
７１人。此后，照相业稳定发展，相继引进了彩照扩印设施。

４浴池业
民国初年，平凉城有福兴、四美、明发春等几家浴池，大都是３０至６０张铺位的规

模，一般经营几年便相继倒闭或易主。２６年 （１９３７）由马兆堂等人合股开办 “花外香”

浴池，后更名 “万香玉”、 “兴中”浴池。抗战时期，张群等人在中山桥西开办 “一品

香”浴池，后易名 “慈华园”。服务项目有全搓背、修脚、按摩等，瓜子、茶水及时供

应，多为警宪官吏和富商服务，普通百姓很少涉足。静宁县城办有１处澡塘。１９５３年，
平凉 “兴中”浴池更名 “新平”浴池，始设女浴池，从业２８人，“文革”中更名人民浴
池。１９５６年后，在平凉 “慈华园”旧址新建工人福利浴池１处。泾川县城开办浴池１处，
６０年代后期歇业。１９５８年，庄浪县首办大众浴池，设有男、女池，１９６２年歇业。１９７９
年，泾川县在何家坪修建温泉浴池，１９８３年改称泾川温泉。１９９０年后，区内浴池增多，
一改过去的盆浴为淋浴，各种桑拿、冲浪、香波浴相继出现。

第九节　经营管理

一、计划管理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下达全区商业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计划。１９５３年，下达国营贸易计划
控制意见和社会商品流通额计划。

１９５９年８月，对商业系统经营的商品分三类进行管理。第一类２４种，由省商业厅集
中管理；第二类１７８种，由省商业厅统一平衡安排，管理调拨 （包括出口）；第三类即除

一、二类外允许群众通过初级市场交流的商品。１９６３年２月调整，第一类国务院管理的
商品１１种；第二类商业部管理商品１４０种；第三类商品，一种地产地销，另一种由省公
司二级站和专县按照传统的协作渠道进行交流。

１９７８年再次调整，第二类商品有２７２种。１９８１年，商品计划管理分３个层次进行：
一是省商业局管理的计划商品４１种；二是省公司专业会议平衡计划商品５９种，实行订
购；三是总值、类值计划，按不同管理权限逐级上报下达。１９８５年，属于商业计划管理
的商品有１８种，其中食糖、名酒、名牌缝纫机、名牌自行车、镀锌铁丝、圆钉实行自上
而下的分配式管理，其余自下而上衔接和编报计划。日用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由县

（市）商业局在计划中单列。１９８６年，计划商品削减为１３种，管理方法更趋灵活。１９９２
年以后，计划管理由微观转向宏观，主要是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市场行为。

二、财务管理

１９４９年，沿用老区商业会计制度。１９５０年起，实行大回笼的贸易金库制。１９５３至
１９５７年，推行经济核算制。１９５８年，商业机构、人员、商品购销权限下放，财务计划及
会计决算均由地方审批；开始实行利润留成制度。１９５８年，商业企业财务会计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财务管理陷入混乱。１９５９年７月，进行清产核资，实行商品、资金的计划
管理和定额管理。１９６２年，商业管理体制和财务管理体制由块块管理为主改为按条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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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主，重新修订了会计制度。１９６６年，平凉商业系统推行增减记账法，“文革”期间
被冲击。

１９７８年实行企业基金制度。１９７９年起，商业系统全面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改变了财
政统收统支的局面。当年实现利润３８４万元。１９８３年，全区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第一步利
改税。１９８４年，推行第二步利改税，从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用税收形式固定国家和企业
的关系。１９８７年实现利润４０２４万元，上缴所得税２５６４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此后，
国营商业利润开始下降。２００１年，全区国营商业系统亏损３１３万元，上缴利税１８７万元
（地直企业１２万元）。

三、统计管理

１９４９年，专署工商科制定４种统计报表在平凉市调查填报。１９５１年，开展全面的贸
易统计。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国营商业统计制度作了修改补充。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统计制度再简
化。１９５８年，开始执行定期报表制度。１９６０年，增加典型调查。１９６５年６月，批发零售
分开统计，批发单位报表采取一表一式。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９年，对基本任务与要求、基本报
表、业务报表等进行修订。

１９５３年开始，在全省开展统计竞赛，区内商流统计工作一直名列全省前列。１９８７至
１９９１年，平凉商业处连续５年获全省商流统计竞赛一等奖。

第十节　体制变革

一、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２年底，对私营商业进行两次调整。
１９５３年８月始，专区对私营批发商业实行逐步代替的政策。１９５４年下半年，进一步

实行 “留、转、包”政策。１９５５年底，除山货、小杂货、小百货等行业的一小部分批发
商允许其继续经销外，其余全部被国营合作商业代替。私营棉布、棉纱、粮食等交易市

场先后关闭。是年，全区城市私商１８８５户，农村私商２５７４户；１０６户有困难的私商被安
排到国营门点经商。在回民聚居区，国营只经营批发，零售让给回民商贩经营。１９５６年
１月，平凉市、泾川县完成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２月，其他县的私营商业、饮食
业，服务业大部分实现以公私合营为主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０月，全区已改造的有７１０２
户，其中，私营商业４９６５户，转为国合门市部的１２５户，公私合营１３０２户，合作商店
１２８７户，合作小组６４１户，经销代销７２０户，转农户８９０户。私营服务业改造６３１户，
占总户数的６７１％，私营饮食业改造１５０６户。至此，以国营商业为主渠道，国合商业共
同经营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商业模式形成。

二、推行经营责任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后，全区商业系统推行经营责任制，先在理发行业全面实行固定工资加
提成工资制。１９８０年５月，在平凉、庄浪县百货公司、泾川县饮食服务公司进行扩大企
业自主权试点，实行 “划小核算单位、利润包干，超额留用”办法。１９８１年在保本微利
或长期亏损的饮食服务、煤炭、食品、蔬菜行业以及小型的零售企业试行 “利改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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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多种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并逐步发展到一般的中型企业。１９８２年３月，全区商
业系统自然网点３０４个，推行各种责任制的２３４个，占网点总数的７７％。１９８３年，全区
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３９５个，实行承包的３６８个，占９３１７％。１９８３年６月以后因第二
步利改税，财政 “分灶吃饭”，商业企业扩权工作没有新的发展。

三、以 “改、转、租”为主的体制改革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除地直单位和县 （市）食品、燃料、蔬菜企业外，全区小型零

售商业、饮食服务业改革的有１９４个网点，占网点总数２９８个的６５１％。其中，实行国
家所有、集体承包经营的１５９个，直接转为集体经营的８个，租赁经营的２７个。
１９８８年，全区小型零售企业２２０户，实行租赁经营的１７１户，转为集体所有制的１２

户，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２８户，承包４户。这４种形式占企业总数的９８％。中型
批发企业４１户，实行承包经营的３９户，占９５％。１９９１年初，完成了全区商业企业的第
二轮承包，５５户商业企业中，承包３５户，实行目标管理的１５户，租赁经营的４户，转
为集体的１户。
１９９２年底，全区 “四放开” （经营、价格、用工、分配）的零售门点１６５户，占总

户数３０２户的５４６％；批发企业２６户，占总数５０户的５２％。
１９９３年，推行国有民营。全区共有零售商业企业４１２户，职工２２０８人，实行国有民

营的３５９户、１７９５人，分别占８７％和８１３％；核定年承包 （租）费２０５２万元，抽回资
金２３０５万元，占原有资金６７９万元的３３９％，收缴风险抵押金１４５７３万元，占应缴数
额的７１０２％。１９９５年初，国有民营门点３７４户，占宜推行改革的３８８户的８９４％，在全
省名列前茅。此后，国有民营改革重点是规范和完善，逐步转化成抽资租赁经营。１９９８
年，抽资租赁的零售门点２４０个，占零售门点总数９４８％。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国有商业企业５７户，在产权制度、内部机制、经营形式上作

了大的改革和改制，参加改制的职工４７２５人，占在岗职工总数的８９１％。全区抽资租赁
的零售门点２５６个，占零售门店总数的９４８％；出售拍卖门店站组１３个，占零售门店站
组的５２％；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９户，股本总额５７５８万元，其中职工股１８９５５万
元；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６户，股本总额１７０９万元，其中职工股７５４万元；采取合伙
制的１６户，都是资不抵债或资债相当、已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兼并的３户，破产的
２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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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　销

第一节　体　制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８月，各县设农贷办事处，各乡镇建立信用合作社。此后，平凉、
泾川、静宁、灵台等县相继出现了消费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合作社、公用

合作社、保险合作社等。各县设立合作指导员办事处。３０年 （１９４１）４月，将全省分为５
个视察区，初冬又按行政督察区设立合作督导区。是年７月，各县撤销合作指导员办事
处，成立合作指导室。次年，合作指导室与县建设科试行合署办公，翌年又分设。

３３年 （１９４４），合作督导区裁撤。３６年 （１９４７），县合作指导室撤销，工作划归建设
科。这一时期，有以信用、消费、供给、运输、生产、公用为主的专业性合作社，有以

县、乡 （镇）、保为主的地域合作社。除保合作社只办信用贷款外，其他都办综合业务。

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区有县合作社７个，县信用合作社１个，乡镇合作社５１个，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１０个，消费合作社５个。

静宁县发给农民的购物证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５０年 ９月，成
立甘肃省平凉分区合

作办事处。至１９５２年
底，平凉、泾川、灵

台、崇信、庄浪、静

宁等县 （市）合作社

联合社相继建立。基

层消费合作社发展到

５５个，分销店 ２９个，
临时流动组 １３０人，
零星门市部７１个，代
销处２３个。另有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６个，农具加工厂１个。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更名为甘肃省供销合作社平凉专区办事处。各县也统一改称县 （市）

供销合作社。基层供销社发展到６９个，零星门市部发展２４８个 （含中药铺８个），网点
总数达到２９５个。另外，全区有加工企业 （网点）２０个 （染坊１５个，食品厂２个，印刷
厂３个），福利机构１５个 （理发部７个，澡堂１个，食堂６个，缝纫铺１个）。

６８６




１９５５年，信用社划归商业，手工业生产社单独建立，平凉供销合作社自成体系。至
年末，全区１６县１市设有县 （市）供销社１６个，基层社１４１个 （平凉６１个，庆阳７１
个），营业网点１０９１个。其中批发门市部４２个，批零门市部１０６个，零星门市部５１３个，
分销店２２０个，收购站１１３个，委托农民代销处４４个。
１９５８年６月后，与商业局几度分合，时而并入成立平凉专区农副产品购销供应站，

时而设立平凉专区贸易公司、农副产品贸易公司等。

１９７６年２月，恢复成立甘肃省平凉地区供销合作社，各县 （市）除静宁县社与商业

局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外，其余均恢复成立县社，全区基层供销社恢复到１０５个，以生产
大队为基础建立的代购代销点达到１２８２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９０５％。

代购代销店

１９７８年底，地区供销合作社又并
入地区商业局。１９８１年４月分设。１９８３
年７月，改为甘肃省供销社联合社平凉
地区办事处，各县 （市）供销合作社召

开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理事会、监

事会，成立联合社，退出政府序列。改

按经济区域建基层社１０６个，网点达到
１９６１个。

１９９６年１月，更名为平凉地区供销
合作社，承担行署委托对全区供销社的

行政管理和国家委托的重要商品经营任

务。６月，基层社总数减至 ９１个，４９
个 “边、小、微、亏”的分销店被整体

出售，对工业品门市部和代购代销店实行 “抽资租赁”经营，由企业将原投入工业门店

的资金全部收回来，将固定设施出租给职工个人，由职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两年内

先后有１０７户企业的９１１个门店实行了抽资，参与职工１３０６人，共抽回资金１０８３万元，
年可收回租赁费２４２万元。
１９９９年，平凉地区供销合作社被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树立为 “全国供销社系统文明建

设先进单位”。２００２年，地区供销社直属经营企业２个；所属县 （市）供销社７个，县
社所属企业２８个；基层供销社９３个，专业供销社２５个；村级服务站２７４个，农村代购
代销店３８１个。有职工３６１２人，其中固定职工２０１８人，合同制职工１５９４人。全系统完
成 “双置换”（产权、职工身份）改革企业９５户，置换职工身份２２９４人，分别占全系统
企业总户数和在册职工总人数的７３６％和６３５％。

第二节　机　构

一、地社直属经营机构

回民皮毛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０年９月建社，接管平凉县城区的六盘磨、中山街、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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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河北巷４个纺织生产合作社，组建紫金城机器生产合作社及紫金城肥皂纺织生产合
作社。１９５２年５月，全部移交平凉市社归口管理。

土特产品公司　１９５３年，省合作总社在平凉专区设立批发站，受省总社和专区合作
办事处的双重领导。１９５４年１月，更名为甘肃省合作总社供应批发处、推销处平凉购销
站；１０月，省总社撤销后更名为省供销合作社平凉购销站。１９５７年末与专区合办处合
并。１９５８年并入国营商业。１９６１年恢复，隶属省社，后又称省联社平凉土特产品公司。

平凉广告美术装潢公司　１９８５年９月，合办处拨流动资金５万元设立，初有职工１５
人。１９９７年，由职工个人经营。１９９９年末，有资产总额５９万元。２００２年，有资产总额
６２万元。

平凉供销宾馆　１９９２年９月，利用地社办公楼成立平凉供销招待所，主营食宿及停
车业务。１９９３年９月开始改扩建，１９９４年６月改扩建完成后，更名为平凉供销宾馆。
１９９９年，资产总额７４４万元，其中实收资本６８７万元，从业７人。２００２年，资产总额
７５万元。

二、县 （市）社经营机构

县合作社成立初，或为经营机构，或为社企合一机构，都直接从事经营业务，未设

立独立的经营机构。１９５３年３月，灵台县联社析出经营业务，设立经理部，社企分开。
嗣后，各县联社相继设立独立经营机构，平凉县设供应、推销两个经理部，静宁县设贸

易货栈 （１９５４年改为经理部），其他县设经理部或供销经理部。１９５４年，区属各县合作
社均设立了经营机构，社企分开。１９５５年，华亭县社在安口设立土产购销组 （次年８月
改为购销站），１９５７年末，经营机构并入购销站，其他县并入国营商业，成为县商业局的
仓库或收购站 （组）。

１９６２年初，恢复县社经营机构。平凉市增设贸易货栈；华亭县改安口购销站为经理
部，并成立东华、安口两个农民贸易货栈 （１９６３年５月分别改称县社、安口贸易货栈）。
１９６３年，７县 （市）供销社共有经营机构１２个，其中经理部９个，贸易货栈３个。１９６５
至１９６９年，灵台县设立朝那农副产品购销站，什字综合加工厂；庄浪县设立供销社汽车
队。从１９６６年开始，７县社的经营机构相继并入国营商业，泾川、平凉、静宁、崇信县
的供销经理部、贸易货栈合并成立农副产品公司。１９７４年，华亭县社原经理部地皮被
卖掉。

１９７６年，平凉、泾川、崇信、静宁县商业局属农副产品公司移交供销社。灵台、庄
浪县供销经理部恢复后，旋即改为农副产品公司。华亭县安口经理部改称安口批发部，

并在祁家沟仓库设立东华批发部 （补县社经理部之缺）。７县 （市）供销社共有经营机构

１１个。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１年，新设华亭县供销车队 （１９７８年）、平凉县回收公司 （１９７９年２
月）、平凉县供销车队 （１９８０年）、平凉县供销综合公司 （１９８１年）、静宁县农资公司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静宁县贸易货栈 （１９８０年５月）、庄浪县贸易货栈 （１９８０年）、庄浪县
草辫工艺厂 （１９８１年）、泾川县贸易货栈 （１９８１年）；恢复平凉县贸易货栈 （１９８０年）；
华亭县东华批发部改为农副产品公司，安口批发部改为贸易货栈。全区县社经营机构

２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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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０年初，新设静宁县供销车队 （１９８３年９月），庄浪县农资公司 （１９８４年
５月），泾川县贸易中心 （１９８４年６月），华亭县工业公司 （１９８５年２月，即加工厂）、
华亭县综合贸易公司 （１９８５年７月）、华亭县农资公司 （１９８８年８月）、华亭县日杂公司
（１９８８年８月）、崇信县贸易中心 （１９８６年）、平凉市供销商场 （１９８７年４月）、灵台县
农资公司 （１９８９年１月）；华亭县贸易货栈改为综合贸易信托公司 （１９８４年２月）、又改
为工业品公司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静宁县贸易货栈改为综合贸易信托公司 （１９８４年４月）、
又改为工业品公司 （１９８６年），平凉市供销综合公司改为工艺玻璃制镜厂 （１９８５年），平
凉市贸易货栈改为综合贸易信托公司 （１９８５年），泾川县贸易中心改为工业品经理部
（１９８５年９月）、又改为工业品公司 （１９８７年）；泾川县贸易货栈并入农副公司 （１９８４
年），平凉市供销车队并入供销商场 （１９８７年 ４月），平凉市供销商场并入农副公司
（１９８９年３月）；撤销华亭县供销车队；华亭县城关供销社改为工业品公司 （１９９０年１
月）。全区县社经营机构２８个。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９年，新设立灵台县劳保手套厂 （１９９７年９月），平凉市社综合经营部

（１９９８年４月），平凉市社供销经理部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平凉市农资转运站 （１９９８年１０
月），平凉市社第一经营部 （１９９９年），平凉市社第二经营部 （１９９９年），崇信县农资公
司 （１９９８年６月），平凉市从农副产品公司析出农资公司和日杂公司 （１９９７年５月），静
宁县从农资公司析出供销车队 （１９９９年２月）；灵台县朝那农副产品站改为土产公司
（１９９２年３月），平凉市贸易信托公司改为工业品集团公司 （１９９２年９月），静宁县农副
产品公司改为果品公司 （１９９７年５月）；华亭县综合贸易信托公司与安口供销社合并成立
华亭县商业服务中心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崇信县贸易中心并入农副公司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静宁县供销车队并入农资公司 （１９９６年２月）；撤销华亭县综合贸易公司 （１９９６年 ９
月），灵台县劳保手套厂 （１９９８年６月）；抵偿银行贷款有庄浪县草辫工艺厂 （１９９７年），
平凉市供销工业品集团公司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０２年，全区县社经营机构３２个，其中农
副 （土产、果品）公司８个，农资公司６个，工业品 （日杂）公司６个，废品回收公司
１个，服务中心１个，加工厂３个，汽车队２个，转运站１个，经营 （经理）部４个。

２００２年全区供销合作社县以上企业表

县 （市） 县以上企业 （３２户）

平凉市 （１０户）
农副公司、生资公司、日杂公司、回收公司、制镜厂、综合经营部、经理部、生

资转运站、第一经营部、第二经营部

泾川县 （２户） 农副公司、工业品公司

灵台县 （４户） 农副公司、生资公司、土产公司、什字加工厂

崇信县 （２户） 农副公司、生资公司

华亭县 （６户） 农副公司、日杂公司、生资公司、工业公司、工业品公司、商服中心

静宁县 （４户） 农资公司、果品公司、工业品公司、供销车队

庄浪县 （４户） 农副公司、生资公司、工业品公司、供销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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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储　运

一、仓　储
１仓库建设
１９５１年，分区合作办事处投资３６９５万元 （旧币），修建货栈仓库。次年，省合作局

下拨部分资金，用于货栈仓库建设。１９５５至１９５７年，仓库建设面积比１９５４年增加１１倍。
１９６２年，部分被平调占用的仓库未收回，仓库不足，多数商品露天存放。１９６３至

１９６５年，每年安排４０％至５０％的基建资金新建或扩建仓库，仓库面积比１９６２年增加
１倍。

１９７６年，全区供销社的仓库总面积 ３３２１５平方米，其中库房 １３５２１平方米，仓棚
１３４６５平方米，货场６２２９平方米。１９８２年，仓库总面积３３２８６平方米，其中库房１３７２５
平方米，仓栅１３１４５平方米，货场６４１６平方米。１９８８年，仓库总面积３４１３４平方米，其
中库房 １３５０４平方米，仓棚 １３９３０平方米，货场 ６７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２年，仓库总面积
３０７６０平方米，其中库房１１４０８平方米，仓棚１３６５２平方米，货场５７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２年，
仓库总面积３１００４平方米，其中库房１２５３０平方米，仓棚１２６９４平方米，货场５７８０平方米。

另外，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泾川窑店、灵台吊街等基层社围绕当地支柱产业，开始修建
风冷式气调果库。至１９９９年，先后有１５个果品重点产区的县属企业和基层社，投资１２０
万元，建成果库２３个，储量１５００吨，开展果品、蔬菜等自营和代储业务。
２仓储管理
仓储由专人专管。１９５４年，开始购置消防设备，建立安全责任制。１９５６年，各级社

一般均能做到应进库的不露天堆放。按照 “定量码垛保管法”，把商品以性质分层分堆定

量码垛，分级分类定量储存。加强安全消防和保卫工作，基本没有发生虫蛀、鼠咬、水

湿、火烧及盗窃事故。健全验收、入库、提货和出库登记制度，做到先进先出，不错装、

错运、错发、短件，货、单同行，有凭有据。

１９６３年，提出了 “四无”（无水灾、无盗窃、无霉变虫蛀鼠咬、无差错事故）标准。

围绕仓储管理开展了一系列教育训练、检查评比、经验交流活动。

１９８０年，推行库存商品架子化、巷道化、防尘化、检签化，提高了仓容量。部分县
属企业实行了分级分类、卡片计数、散装改打包管理。１９９３年以后，工业品、农副产品
仓库逐渐闲置；仓储管理以岗位责任制为主。

二、调　运
长途运输，主要靠铁路、公路等运输部门，短途运输由自身承担。

建社初，短途调运商品，主要靠车拉马驮，有的山区还靠肩挑人背。一些县 （市）

社、基层社自备马车，饲养骡马，运输货物，并弹棉花。农业合作化以后，与农业社、

生产队的副业运输队签订合同，包运货物。运输工具以马拉胶轮车为主。１９６２年后，大
宗运输开始租用平凉购销站、县 （市）运输公司以及人民公社的汽车、拖拉机，但胶轮

马车仍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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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各县供销社都有汽车。１９６９年，组建庄浪县供销社汽车运输队，全区供销
社有汽车５３辆，总吨位２１２吨。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３年，华亭、平凉、静宁县供销社相继建立
汽车队，部分县属企业也购置了汽车，全区有货运汽车７６辆，总吨位３０４吨。１９８４至
１９８７年，华亭县、平凉市供销社汽车队撤销，灵台县农副公司组建汽车队 （数年后撤

销），全区有货运汽车８７辆，总吨位３４８吨。此后，基层社也开始购置汽车、拖拉机。
到１９９４年，全区供销社有货运汽车１３４辆，总吨位５３６吨。１９９５年后，各县社逐步将汽
车、拖拉机出售。１９９９年，全区供销社仅有货运汽车５１辆，总吨位２４６吨；有汽车队２
个。车辆管理大部分实行单车承包责任制。２００２年有货运汽车１３８辆，总吨位４８５吨。

第四节　管　理

一、社员 （代表）大会

民国时期，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已是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合作社凡社

员超过２００人，不易召集大会时，推选代表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联合社的代表大会由社
员和联合社的代表组成。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４日，灵台县各区供销合作社率先召开社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新社
章，研究接收旧县联社，恢复经营等重大事宜。１９５０年后季，静宁等县及部分基层社定
期 （一般为一季度）召开社员业务会议或私人股东会议，汇报工作，清算红利。１９５２年
后季，全区有２４个基层社及华亭县社召开了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总结报告工作，
讨论修改通过合作社章程，民主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至１９５７年，社员代表大会泾川县
召开３届，崇信、华亭、灵台等县２届，平凉、静宁等县１届。
１９６３年，平凉市、静宁县召开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平凉市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继

续扩大社员股金、密切与社员的关系、照顾补助困难社员的议案，当年发放补助棉布 ７６
万尺，解决了１万多社员的穿衣问题。此后，各供销合作社逐步背离了民主管理原则，
社员代表大会中断。

１９６９年开始，推行 “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简称 “贫管”），至１９７６年，全区１０５个
基层社有 “贫管”会９６个；社属１２４个分销店有 “贫管”小组１０３个。“贫管”一直持
续到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３年，恢复民主办社原则，所有的基层社都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修改社章，民主

选举理、监事会。在此基础上，除静宁外，各县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县社退出政府序

列，按照民主管理原则，成立联合社。这次社员代表大会把改全民为集体、改 “官办”

为 “民办”确定为全区供销社改革的中心任务。１９８７年，各县 （市）社召开了改革以来

的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重新修改了社章，实行理、监事会职权合一。至２００１年，平
凉、灵台、崇信、静宁、庄浪县社各召开社员代表大会４届，泾川、华亭县社各５届。

二、理事会

民国时的理事会召开情况失载。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灵台县社设立了理事会，明确规定下
级社应当服从上级的领导，但组织仍很不健全。１９５３年，各县社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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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章，选举了理事会。

１９８３年，全区供销社的农民和合同工理事逐年增加，不少农民社员担任了供销社管
理工作。１９８７年的社员代表大会将供销社的领导体制改为理、监事会合一的理事会领导
下的主任负责制，使理事会成为集决策、监察、监督于一体的权力机构。理事会实行例

会制，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省供销社要求：基层社理事会成员中农民社员应占三分之

二以上，县社理事会成员要有三分之二来自基层社社员。至１９８８年，全区供销社均达到
或超过了这一标准。实现了 “农民的社农民管，农民的社农民办”的目标。

三、监事会

民国时期，监事会已是合作社社员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监察机构，由社员 （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依照社法、社章规定和社员 （代表）大会决议，履行监察职责。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灵台县社设立监事会。１９５３年，各县 （市）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监事

会。监事会每３个月开会１次，由监事会主任召集，须有半数以上监事出席方得通过决
议。监事会须派员列席理事会议，享有发言权。

１９８３年，农民社员可选为监事，监事会中农民社员和合同工监事，第一步达到
３０％，第二步达到５０％。１９８７年，推广民勤县供销社的改革经验，取消了监事会，监事
会职责由理事会代行。

四、社务会

新中国成立后始设有社务会。社务会即理、监事联席会，一般每３个月召开会一次，
由理事会召集。

第五节　社　员

民国时期颁发的 《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规定：凡年满２０岁，居住社章规定之区域
以内，有正当职业和相当生活能力者，即可加入合作社为社员。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吸收为社员：（１）褫夺公权者；（２）受破产之宣告尚未撤销者；（３）吸食鸦片及其
代用品者。同时规定：社员违犯上述规定或死亡、或自请出社、或被除名者，即丧失其社

员资格。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省合作工作会议决议：凡在所属合作社辖区范围以内，年龄在１６
岁以上的农村及集镇劳动人民，不分性别、民族、职业，只要承认本章程，至少加入一

个股金，并交纳一角钱入社费，便为本社社员；未满１６岁的儿童不应吸收入社，但已入
社者，不必退还；地主、资本家非属劳动人民，不得参加合作社。至１９５３年，全区９县
（市）入社社员达到９７６０５人。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平凉专区办事处对入社条件进行修订，各
县供销合作社结合整顿，“清洗”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社员，同时吸收一批新社员。至年

末，社员总数达到１３８４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１４４％。
１９５５年，全区手工业生产社、城市消费社以及平凉市全部合作社先后划出供销合作

社系统，社员也随着减少 （平凉市划出１３万人）。是年１０月，平凉、庆阳两专区合并，
至１９５６年底，有社员３７３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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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合并，停止发展社员。１９６２年，供销社恢复后，虽
然也进行扩股工作，但社员发展很少。至１９６８年，未发展社员。
１９７８年以后，社员入社条件逐步放宽。１９８３年，全区供销社在体制改革中，以清股

扩股为突破口发展社员，发展对象不分农民、工人，入股不分个人、集体。个人入股为

个人社员，单位入股为集体 （法人）社员。１９８７年３月后，对志愿参加供销社的农民、
个体工商户、供销社职工和同供销社有联系的行政、事企业单位的职工，在缴纳基本股

金后，即可取得社员资格。社员数量开始逐年增加。至１９９６年，仅农民入社的有２７万
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７０％。
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企业经营困难，社员开始要求退社。１９９８年，根据国务院

决定，对社员股金进行清理整顿，基层供销社开始按计划、分步骤清退社员股金，化解

股金风险，社员大量减少。２００２年，社员减至５万户以下。

第六节　股　金

民国时期，社员认购社股每人至少１股，最多不得超过股金总数的２０％。社员非经
合作社同意，不得转让社股或以社股担保债务。社员缴纳的股金，一般以现金为标准，

但也可采用实物折价缴纳。时入社社员，每人缴纳２元 （１股），年终结算，除付给社员

静宁农民股份证 （１９５２年）

股息外，还要提取合作社事业发展基金和社员分配金

（按向合作社借款多寡分配）。社员贷款，每月要向合

作社清交利息一次。社员借款，次月要交还全部或部

分本金。

１９５０年初，社员入社缴纳股金的办法和数额，由
各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至年底，全区

供销、消费、生产合作社社员入股金额６２８８元，入股
小麦３７市石 （约合市价２８１元）。１９５１年，社员入社，
按规定每人须缴入社费１角和股金１股 （每股金额为１
元），贫苦社员无力一次缴清股金者，可分期缴纳，但

期限不得超过６个月。全区合作社每股金额为 ２元，
有的县规定可缴半数。至１９５４年末，所属９县 （市）

社员股金达到２７６万元。１９５５年，合作社每股金额增
至２元，并对社员股金进行了清理核实，对以往存在
的缴了股金未发社员证未缴股金以及未缴够等问题，

进行了补缴补发。至１９５７年末，所属县 （市） （含庆

阳诸县）社员股金达到１１２３万元。
１９５８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合并后，社员股金冻结。
１９６１年，供销社从国营商业析出，所属７县 （市）社员股金不足１５万元。次年，全

区供销合作社普遍对原有股金进行了清理，并重新开始投股工作。股金每人至少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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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者不限。每股金额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社员股金除用于弥补本社亏损外，永远

归社员个人所有。１９６６年，全区供销合作社股金增至２９５万元，其中平凉县２５万元，
泾川县９３万元，灵台县３９万元，崇信县１３万元，华亭县１８万元，静宁４５万元，
庄浪县６２万元。
１９７６年供销社恢复时，股金为３１７万元。１９７９年，各县开始全面清理社员股金，兑

现红利。共清理股金２８６万元 （落实股数１７５万元），新扩股２３２万元，余额达到５２
万元。占当年基层社自有流动资金的３９％。
１９８４年，全区供销社实行股额不限，地区不限，个人、集体不限，现金、实物不限；

扩股以专业户、重点户、集体经济为重点；对股金实行税前保息、税后分红 （即保息分

红）制度；股金分红逐年兑现；股金保密；股金证遗失可以挂失、核补；股权允许继承。

取消对农民入股的一切限制，执行 “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息分红”的原则，停止用

社员股金抵补企业亏损的做法，采取进劳带资、集资联营、投资带劳及代购代销店铺底

资金自筹等吸收农民资金的措施，促进股金迅速增长。股金余额达到１３８万元，占基数
的１３９％。崇信县一月新投股金１３万元，社员股金累计达到１７万元，占基数的３０％。
１９８７年扩大股种：（１）社员基本股，每股２０至５０元，股份不限，期限不得少于１

年。（２）职工保证股，是年９月１日以后招、转的合同制职工和调入的职工，须缴纳职
工保证股，每股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１９８７年９月前在职的职工实行保证股的，股额由供销
社自定。（３）赞助股，即动员由供销社帮助致富的农民、关心供销合作事业的乡镇企业
和政府有关部门向供销社投股。（４）活期股，执行银行活期存款的办法，存满一年按银
行一年定期存款的利率计息并分红。采取上述措施，社员股金稳步递增。１９９２年，社员
股金金额达到９８８万元，占当年基层社自有资金的２９％，华亭县达到５６９％。１９９３年，
试行 “社有自营”改革，在职职工退股缴纳风险抵押金，股金有所下降，年末股金金额

９２４万元。１９９５年，由于社员股金高红息率的吸引，股金开始大幅度攀升，当年净增３６２
万元，余额达到１３０４万元。１９９７年１月，决定社员股金额度不低于２０元，可将短期股
逐步改为长期股，小额股改为大额股。６月，股金金额高达２６６８万元，占供销社所有者
权益的４３９％。其中基层社１９１７万元，占基层社所有者权益的４６８８％。平凉１９１４万
元，泾川５７２万元，灵台１０４８万元，崇信２２２１万元，华亭３２４３万元，静宁９９６２万
元，庄浪２５６８万元。是年末和次年５月，制止以发展社员股金为名高息揽储，制止和纠
正将股金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等长期投资项目。加之大部分基层社推行 “抽资租赁”，经营

出现困难，普遍发生亏损，无力支付巨大利息，社员开始大量退股。１９９８年股金余额降
到７７１万元，比１９９７年减少４３％。１９９９年，股金余额又降为４２６万元，比１９９８年减少
５５３％。２００２年，有股金３７０万元。

民国时期，合作社对社员股金一律实行计息制，不采取分红，股息定为年息１分。
年终合作社实现盈利时，可从盈余分配中按交易额返还６０％左右的盈余。

新中国成立后，对社员股金实行分红，由于工作还不正规，不少基层社把红利转作

公积金，很少分到社员手中。１９５５年，分红标准最高为净盈余的２０％，每个社员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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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最高不超过其股金的５０％。全区１４１个基层社中，有７３个进行了股金分红，红利额
６６２８６元，每个社员分得２角至１元，于次年春耕前兑现。庄浪县９个基层社结合分红进
行扩股，仅８天时间发展社员２８４４９人，扩股１１万多元，占全年扩股计划的６８４％。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国、合商业合并，停止分红。

１９６２年，供销社恢复后，重新开始扩股，部分县恢复分红。１９６３年，泾川县分红
８９５０元，红利率９８％。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停止分红。

１９７９年１月，全区基层社结合清股补发红利，至１９８３年，共补发红利８３３６２元。华
亭县将清理出的股金连同红利２８６２６元一次清退给社员。１９８４年开始，社员股金实行
“保息分红”。崇信县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６年，红利率分别为１８９％、２６６％、３２７％；华亭县
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平均红息 （红利加利息）率为９３％，城关供销社达１２５％。１９８９年开
始，逐步实行息红合一。１９９３年，红息率已达１４％左右，最高的达到１８％，少数企业已
经超过２０％，而此时企业的利润率却都在１０％左右。社员股金实行 “三保”（保本、保

息、保红）。此后，红息率有所下降。从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开始，全区社员股金重新实行
“保息分红”制度。

第七节　经　营

民国时期，信用合作社从事贷款、存款业务；消费合作社从事日用消费品供应业务；

供给合作社从事籽种、棉花、羊毛、棉纱等生产资料供给业务；运销合作社从事皮毛、

清油、棉花、大米、小麦、食盐、烟叶等运输业务；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事畜牧、水利、

铺沙、垦殖、造林等生产业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事皮毛服装、染布、弹花、土纸、

肥皂、蜡烛等生产业务；公用合作社从事饭馆、理发、洗澡等服务业务。３６年 （１９４７），
泾川县 “各乡镇社按当地社员之需要，经营特产运销及消费等业务，各保合作社经营信

用、供销、手工、纺织及种植蓝叶、榨油、养蜂等业务。”当时的经营，普遍规模小、范

围窄。有一些合作社资金只有几百元，营业额甚微，且大部分 “或因经营不善，或以贪

污营私”而垮台停业。

新中国成立初，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业务主要是供应生活日用品及简单的农业生产资

料，收购农副产品及废品。在农副产品收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国家代购小麦等粮食。

１９５１年，全区合作社供应生活日用品１７亿元 （旧币，下同），生产资料３亿元；推销农
副产品 ７８亿元，大宗产品有皮毛、大麻、小麦等。盈利 ８０００万元，其中合办处盈利
５０００万元。是年，响应西北局合作社号召，为抗美援朝战争捐赠战斗机款６３５万元。

１９５４年，供销社负责手工业产品的收购与统一经营，撤销工业品批发机构，所需工
业品零售货源，由国营商业优先供应。期间，供销合作社为加强农副产品收购的计划性，

扩大收购业务，与农民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并开始供应化学肥料。是年，

全区供销合作社供应农业生产资料１２００亿元，供应生活资料９９１亿元，代销面粉１４５亿
元，收购农副产品及废品３２４亿元，代国家收购粮食１３１亿元。在农副产品收购中，与农
民签订预购合同９０６９份，预付订金１６４亿元，预购小麦３５０万斤，杂粮１１８万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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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零售额由１９５３年的８７％上升到２０１４％，私商则由５００４％降为３４７５％。
１９５５年１月，供销合作社负责除专区 （市）所在城市、工矿区、国营农场以外的

５０００人以下的县城和农村市场的领导、公私经营比重的掌握、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的

华亭收购大麻

执行和对私商的改造，并负责农

业生产资料的经营。是年，在对

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统一安排公、私经营比重，减少

零售业务对私商的排挤，与８０％
以上的私商建立了批发关系，退

让出１０至５１种商品给私商经营。
７月，供销合作社负责对广大农村
的商品供应和农村的私商改造，

负责小土产、干鲜果品、中药材、

日用杂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废旧

物资的经营。按照分工，供销合

作社将棉花、大麻、烟叶和县城

的工业品批发业务，分别移交给国营农副产品收购部门和国营商业部门经营；国营商业

部门将中药材 （含中成药）、副食品、陶瓷等移交给供销合作社经营，不到一年，又将中

药材 （含中成药）移交给国营药材公司经营。全区１６个县的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２６１１
万元 （新币值，下同），比上年增长２７％，其中生活资料２３３１万元，增长２９５％；生产
资料２８０万元，增长９６％；收购农副产品７９０万元，增长２６２％。供销合作社成为城乡
物资交流的主渠道。

１９５７年基本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形成以后，供销
合作社主管除粮食、油料、肉、禽、蛋、中药材以外的农副产品和废旧物资的收购，以

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基层供销合作社主要担负农村市场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的供应

任务。并按分工，县以上供销合作社将副食品业务移交给国营城市服务部门经营，国营

农副产品采购部门撤销后，将棉、麻、烟、畜产品等业务移交给供销社经营。整风运动

中，撤并机构，精简人员，经营受到一定影响，商品零售额 ２５０５万元，比上年下降
１４６％，其中生活资料２２３７万元，下降６１％；生产资料２６８万元，下降５２２％；农副
产品收购８２４万元。实现利润１３９１万元。
１９５８年，供销合作社并入国营商业，基层供销社转作人民公社供销部，供销合作社

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流动资金损失严重。在业务经营上，开展以支援工农业

生产 “大跃进”为中心内容的 “大购大销”运动，有卖必买，乱收滥购，致使质次价高、

甚至毫无使用价值的商品大量积压，加之任意赊销商品，空付预付货款，造成的损失达

几百万元。加之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购买力下降，供销合作社经营严重萎缩。

１９６１年供销合作社恢复后，全区７个县供销合作社国内纯购进仅为３５７万元，其中
农副产品收购２０２万元；国内纯销售６９５万元，其中生活资料２８７万元，生产资料４０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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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供销合作社采取改进商品分配、组织工业品下乡、对统、派购农副产品执行购留比

例和奖售、预购等一系列措施恢复和扩大业务经营。１９６５年收购农副产品８２０万元，比
１９６１年增长３０５９％；供应生活资料１９０４万元，增长５６３４％；供应生产资料４８５万元，
增长６９％。商品购销价格趋于合理，１９６５年与１９６１年相比，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
提高７％左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幅达２０％至３０％。
１９６６年，供销社又与商业局合并，各级供销合作社的资金除社员股金外，全部转为

国家资金。合并初期，供销合作社的商品销售仍有较大增长，国内纯销售达到２７０９万
元，其中生活资料２２５５万元，生产资料５４４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２１％、１３２％和
１２６％，但商品购进开始下降。至１９６８年，国内纯购进降至５５３万元，其中农副产品
５１１万元，分别比 １９６５年下降 ３７２％和 ８７７％；生产资料 ４０５万元，比 １９６６年下降
２５８％。

１９７６年，供销合作社恢复后，业务经营发展较快，当年国内纯购进１６３８万元，其中
农副产品１４２６万元；国内纯销售６２１２万元，其中生活资料３９０８万元，生产资料２２３３万
元；实现利润１３８２万元，上缴税金７２３万元。
１９７８年，供销合作社又一次改为全民所有制，对归口经营的地方工业产品继续采取

“包销”的办法，硬性规定 “凡省 （区）内能够生产的一律不准向省 （区）外进货，经

营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家庭副业被视为副业单干，农村市场主

体单一，供销合作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独占农村市场。

１９８１年，供销合作社恢复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政策指引下，以恢复农民群众集
体所有制合作商业组织为核心，以办成农村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为目标，开始体制改革。

伴随着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突破了国营、合作商业分工的规

定，供销合作社再不受商品和城乡分工的限制，允许经营一切农副土特产品、工业品、

农用物资、农用建材和乡镇企业产品，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充分发挥农村流通主渠道

作用，解决农民卖难买难问题、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大力收购和培育外贸商品，保证出

口需要。１９８５年在扩大经营中，收购药材１４万公斤，粮食１２７５万公斤，肉禽蛋２２５
万公斤，推销农机物资１１０万元，建筑材料３０万元。有６１户基层社开展了批发业务，批
发额４４４万元。随着指令性计划的缩小，一些工业品批发机构在执行指导性计划过程中，
硬性给供销合作社搭配滞销商品，如一件名牌烟搭配三件杂牌烟，一辆名牌自行车搭配

一辆摩托车或几辆杂牌自行车，火柴、煤油、纯碱、食糖等生活必需品也因紧俏而搭配

销售。搭配风行，使农村市场部分工业品断档脱销，给供销合作社经营带来困难。为解

决这一问题，供销合作社开始建立工业品批发机构，承担系统内一半以上的工业品采购

任务，还对集体和个体经营者批发１０４３万元，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减弱对
国营商业的依赖。在扩大经营范围的同时，采取自营、联营、代营等方式，开展横向经

济联合，发展农副产品农商联营３１７户３１４万元，工业品商商联营７３户５８万元。采取统
筹规划、分级兴办、集体联营等方式，兴办加工厂、点１２１个，从业１１０９人，产值４０４
万元，利润１６３万元。为全省供销合作社加工产品展览会提供展品１２６件，其中１３个品
种被选送参加全国展出。建立和完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继续发放扶持资金７５万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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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技术人员２０２人。引进和推广新优科技项目１５项，扶持养、种、加项目４０余个。大麻
和黄花菜产量分别达到１００万公斤和１３５万公斤，比上年增加产量４６万公斤和５５万公
斤。通过两年的集中扶持，农副产品收购达到１２９３万元，比上年增长５１％。
１９８９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开始降温，市场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供销合作社为适

应新的市场变化，开始对化肥、农膜、农药等主要农资商品实行专营。稳定物价，稳定

市场，但 “淡储旺供”及部分商品计划过大造成积压，占用大量资金，部分限价商品开

始出现亏本经营。加上银行贷款增长过快，利息支出较多，社员股金保息分红支付，“两

棉”赊销亏损，以及片面追求量的增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等因素，亏损企业和亏损

金额逐年增多。１９９１年开展 “管理效益年”活动，积极协调为微利企业免税 （１９８８至
１９９１年共免税１９１５万元）。但均未遏制亏损势头，１９９２年，汇总利润只有１５３万元，
比１９８８年下降９５５％。而且越亏越多，出现经营增长、亏损增加的困难局面。１９９７年，
国内纯购进８２４３万元，增长 （与１９９２年相比，下同）６８％。其中农副产品１８１０万元，
下降５１４％；废旧物资１９８万元，比１９９３年的７４８万元下降７３５％。国内纯销售２０３
亿元，其中生产资料１２亿元，分别增长２４６％、６５６％；生活资料１０９８万元，下降
１１４％。企业亏损额累计达到１３４４万元，许多基层供销社濒临倒闭状态。

１９９８年后，全区供销社以扭亏增盈为中心，在 “抽资租赁”经营和 “双层经营”改

革的基础上，一是推行股份制。对资产较多，盈利较好的泾川、华亭、庄浪、静宁等县

农资、农副公司，由供销社和职工共同出资，组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使农资经营量占

到县内总需求的９０％以上。二是实行剥离重组。把有效资产和有效业务剥离出来，重建
新的经营实体。平凉市供销社对原农副产品公司按照母体分裂、划小核算单位、分别搞

活的办法，组建生资、农副、日杂３个公司，当年减亏１１０２万元，减幅６８９％。庄浪
县水洛供销社把农机经营业务从社内分离出来，组建亚泰农机有限责任公司，专营摩托

车、彩电和农机产品，不仅占领了庄浪市场，还辐射静宁、秦安等地。３年内销售摩托车
１２００辆，农用车３００多辆，彩电２００多台，销售额达４００万元，创利税３４万元。三是实
行开放办社。静宁县在余湾供销社探索开放办社，聘请当地个体户带资承包供销社，３年
时间办成生猪繁殖场、粉条加工厂、综合加工厂、地毯加工厂、煤炭销售场、农资经营

管理站和综合经销店７个经济实体，年产值３００多万元，经济效益４０万元。另外，地、
县供销合作社还采取精简机构、实行领导责任制，建立法人治理机制，产权和职工身份

置换等多种形式改革改制，大力推进供销社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使多数企业经营扩

大、效益提高，活力增加。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０年，全系统分别实现减亏４２％、５３％和７６％。
２００１年，一举扭亏为盈，结束了连续６年亏损的历史，走上正常发展之路。实现利润
１７５万元，上缴税金１８０万元。２００２年全系统实现商品购进总额２９７亿元，比上年减少
０１３％，商品总销售３２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５％；实利润４６８万元，上交税金２４９万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７倍和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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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供销经营表

单位：万元

品 种

年 度

国内纯 （总）购进 国内纯 （总）销售

合计
其中：

农副产品
合计

其中：零售

小计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利润

净额

上缴

税金

１９５２ ４９０ ４９０ ３８ ３８ ２５

１９５８ １３２４ ７３４ ３３０８ ２３３１ ３４４ １９８７

１９６２ ７２０ ５４９ ２９３５ ２０９７ ３５６ １７４１

１９６５ ８８１ ８２０ ２４１６ ２３８９ ４８５ １９０４

１９７８ １６９１ １４７４ ６０９８ ６０３０ １９２１ ４１０９ ２３２ １５６

１９８２ １３１６ ８７９ ７２１１ ６９５４ １８１１ ５１４３ １６２ １８６

１９８８ ４５９９ ２３４７ １４２１５ １１５３３ ４１６０ ７３７３ ２５１ ２８０

１９９２ ７７１９ ３７２５ １６３０６ １５３３４ ７３２６ ８００８ １５ ３４９

１９９９ ２８７５９ １１８１ ２９９９４ ２３５３４ １５２０５ ８３２９ －３６４ １５５

２００１ ２９７６９ １６４０ ３１３９２ ２６４２８ １９２３４ ７１９４ １７５ １８０

２００２ ２９７２９ １７８６ ３２１６８ ２３２１７ １２５４２ １０６７５ ４６８ ２４９

注：从１９９３年起，统计制度改国内纯购进 （销售）为商品总购进 （销售）。

部分年份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表

项目

年度

牛皮

（百张）

绵羊毛

（吨）

山羊毛

（吨）

苹果

（吨）

黄花菜

（吨）

大麻

（吨）

蜂蜜

（吨）

１９５２ １０４ ６４０ １１１ ２

１９５８ ５０４ ８２８ ２３ ３９２ １３８８

１９６２ ４６ ７９ １６ １ ７ ５５５

１９６５ １３０ １９ ２７ １６ １１８１ ６４

１９７８ ４６ ９１１ １５ ９６３ ４９３

１９８２ ４９ ２９０ ４６ １８５ １ ３５０ ３２８

１９８８ ６１ １７７ １ １１６ １８７ ４０４ ３１１

１９９２ ２４ ２３ １７６ １９８ １３６３

１９９９ １３ ７４１ ７ 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４５ １０ １４９

２００２ １１５６ １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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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主要农资商品供应表

品 种

年 度

化肥

（标准吨）
农药 （吨） 农膜 （吨） 中小农具 （万件）

１９５８ ４２２ １１５

１９６２ ６２１ ２３

１９６５ ３０３４ １７０

１９７８ ６９３４１ ９９ １３４

１９８２ ７６９１８ ８１ １２ １０３

１９８８ １３３２８３ １６２ １３５ ９９

１９９２ １４８０５８ １０４ １０７３ ６０

１９９９ １８６０００ ４６ １２１４ ４９

２００１ ２７０９５８ １０６ ８１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３５ ７１ ８１４

部分年份主要废旧物资收购表

品 种

年 度

废钢铁

（吨）

废橡胶

（吨）

废铅锡

（吨）

杂铜

（吨）

废塑料

（吨）

１９５２ ２７８

１９５８ ３５６７ ６６９

１９６５ １ ６ ４ ３３

１９７８ １２０１ １１３ ８ ３８ １７

１９８２ ８１６ １２ ３５ ５５ ２１

１９８８ １２４０ １５６ ４１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９９２ ４７９９ ８９ １７ １２６ １０１

１９９９ ６０

２００２ ３６６

００７ 平凉地区志 （上）



１０７第十编　商　贸



第三章　物　资

第一节　经营管理

民国及其以前，木材、煤炭、建材、机电、金属材料等物资，均由私人商行经营，

自由买卖。１９５８年后，基本建设项目增加过猛，各种原材料供需矛盾突出。专区经济计
划委员会内设物资科，负责全区物资计划分配和调度，开始对重要物资实行专管。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设平凉专区物资管理局。１９６０年７月，并入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３年１月，恢复物
资管理局。负责编制和执行物资的申请、分配、收购、调拨、供应计划以及社会物资的

综合平衡。７月，华亭、泾川县设立物资管理局。物资管理部门实行 “条块结合”的管

理体制，对全区生产和建设单位所需要的统配、部管等物资，基本上都由物资局统一管

理。实行计划申请，统一分配制度。是年，地区物资局购进物资总额６０５５万元，实现
销售６３７６万元，年末库存总额５８７３万元，商品流通费用总额１０５万元，费用平均为
１６４８％，资金周转１４１次／２５５天，实现利润３６２万元。主要物资为钢材２９７２吨，生
铁４９吨，水泥６６７吨，国拨木材１２７６立方米，地产木材３２６８立方米。“文革”开始后，
物资管理工作处于 “以供代管”状况，对统配、部管物资时收时放，物资计划分配变动

频繁。地区物资局将分配物资计划下达到各县 （市），由县 （市）根据实际情况，保证专

项，统一安排。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５年，７县先后成立物资局。１９７５年，省物资局在全省物资部门实行 “四

个统一”（物资统一调度、财务统一管理、物价统一管理、仓库统一使用）。１９７８年，全
区物资系统国内纯购进１９１１万元，比创建时增长３３倍，国内纯销售２０６９万元，比创建
时增长３４倍。主要商品收购量８１１万吨，比创建时增长２７倍；主要商品销售量７９３万
吨，比创建时增长２７６倍。华亭县按照农、轻、重次序及保重保主的原则，先农后工，
先生产单位后非生产单位，实行计划供应。１９７４至 １９７８年，供应销售物资总值达到
６４２４５万元，年均１２８４９万元；实现利润１７９３万元，年均３５８万元。

１９８０年，全区计划统配物资１０７种。１９８６年，计划统配物资减少为２６种，其他生产
资料全部放开供应，物资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物资计划分配逐渐转向市场

经营。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９日，将平凉地区物资局改为平凉地区物资公司，各县物资局也先后
改为物资公司。地区物资公司下属金属材料公司、木材公司、机电设备公司、建材化轻

公司、物资贸易中心、金属回收公司等全民所有制物资供销企业和一家木材加工厂、一

家集体所有制劳动服务公司，地直系统有全民职工２８９人，集体职工２１人。县属物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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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职工１６１人。全物资系统有各类供销网点、门市部、代销店１５个。
１９８４年，静宁县试行配套承包供应，与建筑单位签订合同，供应经营范围的各种物

资，企业效益猛增，实现利润１１５４万元，上缴利税３０８万元。１９８５年起，随着财政
“分灶吃饭”，省物资局将地、县物资企业财务按隶属关系划转到地、县财政管理。是年

６月，成立综合性的平凉地区物资贸易中心，进行计划外物资购销活动。同时，地直专业
公司和各县 （市）公司也积极从计划调拨型向经营型、市场型、服务性转变，计划外物

资购销比重逐年增大。全系统计划外购进７１７万元，销售６８５万元，分别占当年购销总额
的２５８％和２０６％。１９８６年计划外购进１３３５万元，销售１００６万元，分别占当年购销总
额的３７４％和２５８％。全系统经营的物资有金属材料、化轻工材料、建筑材料、木材、
机电产品和废金属６大类，４０００多个品种规格。主要物资的供应量：钢材１３４万吨，生
铁１９５５吨，水泥１２２万吨，木材２３１万立方米，分别比１９６３年增长４４倍、３８８倍、
１７３倍和４１倍。１９８７年８月５日，撤销平凉地区物资公司，恢复平凉地区物资局，各
县也恢复物资局，行使行政管理和物资经营两种职能。地、县物资部门，在做好计划内

物资供应的同时，还组织适销对路的计划外物资，以弥补市场不足，支援商品生产。

１９９１年以后，靠计划、靠政策、靠高价吃饭的旧思想，已被靠市场、靠辛苦、靠服
务吃饭的新观念逐步代替。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开始，大多数企业出现较大的亏损。面对困境，
进行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全区物资系统的经营网点从１９９０年前的３０个发展
为４５个，并开始向农村乡镇延伸，对周边地区发挥辐射作用。１９９５年开始，先后将地区
机电公司、化轻公司、建材公司合并组建为平凉地区机电化轻建材公司，将金属材料公

司、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合并组建为地区金属材料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将地区木材公司、

木材工贸公司合并组建为平凉地区木材公司。各企业纷纷打破行业限制，确立在经营上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有效益就干什么的经营方式，扩大经营范围，走全方位发展的

路子。利用场地、设施、渠道、信息、人才等优势，开展多种经营，向农副产品、生活

资料、饮食服务、娱乐、租赁等领域扩展延伸，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地区物资局投资

３００多万元兴建物资宾馆及餐厅、歌舞厅，年收入８０多万元。泾川、庄浪县分别兴办招
待所和综合楼，华亭县开展农副产品和药材购销业务，均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弥补

了物资经营上的部分亏损。全系统减亏４０３％。１９９８年局属各公司陆续对职工有偿办理
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手续。２００２年，全系统在册职工４１２人中，有３６０人先后自愿与企
业解除劳动关系，原有各公司也相继停业。

平凉地区金属材料公司　１９７９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金属材料公司，经销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冶金炉料、有色金属材料，单独核算。１９９６年，有职工７０人，固定资产３２９
万元，流动资金３４４万元。公司占地面积４３亩，建筑面积１０４８平方米。１９９７年元月与
地区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合并，成立平凉地区金属材料物资再生利用公司。

平凉地区木材公司　１９５６年５月，成立甘肃省木材公司平凉市木材分销处。１９６２年
２月，撤销平凉市木材分销处，成立平凉市木材经营处。１９６３年４月，成立中国木材公
司甘肃省平凉分公司，撤销平凉市木材经营处，单独核算，经营全区木材业务。１９６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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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更名为中国木材公司甘肃省公司平凉分公司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５年元月，成立平凉
地区物资局木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３３８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３３６平方米。１９８４年２
月，将地区建筑公司管理的木材制材车间移交地区木材公司管理。１９８７年３月，木材制
材车间从地区木材公司分出，改组为平凉地区物资公司制材加工厂，独立核算。１９９２年
１２月，制材加工厂更名为木材工贸公司。１９９６年有职工２８人，固定资产９１万元。１９９７
年３月８日，合并为平凉地区木材公司，有职工７０人，固定资产４０９万元。

平凉地区机电化轻建材公司　１９７９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机电设备公司，专门从事
机电设备和机电产品经营，独立核算。１９９４年，有职工６２人，固定资产６９万元，占地
面积１４亩。１９９５年６月，与平凉地区化轻公司、平凉地区建材公司合并组建平凉地区机
电化轻建材公司。

平凉地区建材化轻公司　１９７９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建材化轻公司。１９９４年，有职
工６８人，固定资产２８１万元，占地４５亩。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更名为平凉地区建材公司。
１９９５年６月，合并于平凉地区机电化轻建材公司。

平凉地区物资再生利用公司　１９７７年元月，成立平凉地区金属回收公司，１９８８年１１
月，将平凉地区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划归地区金属回收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１９９２
年５月，更名为平凉地区物资再生利用公司。１９９６年，有职工６６人，固定资产２８１万
元，流动资产１４３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３６平方米，占地２０亩。１９９７年元月，公司与地区
金属材料公司合并，组建平凉地区金属材料物资再生利用公司。

另外，１９８５年６月，以平凉地区农村建设供应公司和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为基础，成
立平凉地区物资贸易中心。１９９４年，有职工１５人，固定资产８万元，流动资金４５万元，
建筑面积８５０平方米。１９９６年因经营不善歇业。

平凉地区东兴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地区物资局属企业相继停业后，由
局剩余在职人员入股，组成股份制流通企业。注册资金７８４万元，其中自然人入股２８万
元。主要经营民用爆破器材、报废汽车回收解体、废旧金属回收利用以及适销物资商品

的市场购销。２００２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３９６万元。

第二节　物资供应

一、木　材
１９４９年９月前，木材主要由私人经营。１９５６年平凉市木材分销处成立后，于１９５９年

分别在四十里铺、安口设立木材购销组，收购农村零散木材。

１９６０年前，地方木材经营的树种主要以子午岭天然森林阔叶杨木为主，兼有青冈和
极少量的楸、柏、桐、椴、槐、漆及阔叶灌木等。材种主要是檩条、椽材、土柱子和板、

方材及锄、镢、杈、铣等农具柄把材料和藤条编织物等。平、庆两专区分设后，主要是

华亭县关山天然林区的树种、材种，与子午岭天然森林区大致相同。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５年，统配木材国家分配资源５６９万立方米，年均分配资源８１３９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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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０年，国家分配资源量 １０７６万立方米，年均 ２０３万立方米。１９８１至
１９８５年，国家分配资源量７６万立方米，年均１５３万立方米。１９８５年全年消费木材量为
２３１万立方米，统配木材占消费量的６１９％。

国家统一分配的木材，针叶树种包括红松 （韩松、海松、果松）、白松 （臭松）、落

叶松 （黄花松）、鱼鳞松、樟子松 （蒙古赤松）、马尾松 （枞柏、丛树、山松）、杉木

（沙木、沙树、正杉）、方杉、冷杉；阔叶树种包括水曲柳、柞木、椴木、桦木、核桃木、

楸木、黄菠萝、樟木、榆木、杨木等。材种有原木和锯木。直接用的原木包括桩木 （普

通、特殊）、电杆 （普通、特殊）、坑木 （矿柱）、车立柱、交手柱；加工用的原木包括

车辆用材、机械模型用材、横担木用材外，还有建筑用材、火柴用材等。锯木有板和方

材，板包括薄、中、厚、特厚；方材包括小方、中方、大方、特大方。此外，还经营阔

叶树材普通胶合板和硬质纤维板等。

统配木材资源，１９７５年前，先后由东北区大、小兴安岭区域和内蒙古区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右旗等林产区的林场、贮木场供应，１９８３年以后，转向省内。

为利用边角余料、旧料，１９７０年５月建成制材加工车间。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３年节约木材
３３７８立方米。

１９８５年崇信县始行 “以钢代木”，推广钢门、钢窗、钢梁、钢樽板、钢脚手架等，

当年节约木材３５９立方米。１９８８年建立平凉第一家钢模板租赁站，开展以钢代木的钢模
板租赁业务。

二、金属材料

物资系统经营的钢材品种有重轨、轻轨和大、中、小型钢等２０多个；生铁品种有铸
造生铁、炼钢生铁、铸铁管等；铁金属品种有硅铁、锰铁、钛铁、高炉锰铁等。１９６３至
１９８５年，经营的金属原材料中，钢材８９２万吨，生铁、铁合金１６１万吨。黑色金属材
料的来源，一是国家统一分配，二是专项调拨。由国家计划分配的占８０％，地区物资部
门采购和协进资源占２０％。

货源涉及东北、西北、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全国６大区，２０多个省、市、自治
区的５０多个城市的７０多家钢厂、冶金产品储备、中转供应单位。
１９８３年，消费钢材４２３６吨，年末库存１７３６吨；消费生铁１５６３吨，年末库存１４８吨。

１９８５年后，大量黑色金属材料走向市场，供应不再凭票购买。
有色金属材料，主要涉及钢及钢合金等１０多个品种，轻金属及合金包括铅及铅合

金、镁及镁合金，其他有色金属及合金包括铅、锡、锌、镍及其合金，还有贵金属及其

合金、稀有金属及其合金等。１９６３至１９８５年，经营铜３３７吨，铅１０４６吨，还有少量的
锌、锡及铜材。来源一是靠国家分配，二是地区物资企业通过协作贸易、换货易货和调

剂串换。

三、机电产品

１９６３年以来，经营统配机电产品有载重汽车，包括越野汽车、自卸汽车、吉普车、
小轿车、旅行车；民用改装车包括油罐车、水泥散装车、城市公共车、大轿车、邮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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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汽车起重车、消防车等；工程机械类包括推土机、碾路机、挖掘机、卷扬机、

起吊设备，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工业锅炉、电力电缆、裸铜线、内燃发电机组等。

另有电动单梁桥式超重机、电动葫芦、水泥搅拌机、微电机、高压开关板、一般交流发

电机、高压综合启动器、绝缘材料、电炭制品、直流电焊机、低压电器主要元件、分马

力电机、高压负荷开关、电工仪器仪表、热工仪表、成份分析仪器、无损探伤仪器、锅

炉辅机等。

１９８０年前，销售各种车辆２７４辆。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５年，地直物资部门经营进口、国产各
类汽车１５００多辆。

四、建化材料

１化轻产品　物资系统经营的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和轻工产品主要是无机酸、碱和
盐类，包括硫酸、硝酸、烧碱、纯碱，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的丁苯橡胶、丁腈橡胶和轮

胎。轮胎包括汽车轮胎、摩托车轮胎、马车轮胎、拖拉机轮胎、工程机械轮胎等。化工、

轻工产品包括有机类的纯苯、粗苯、重质苯、甲苯、二甲苯、甲醇、甲醛、苯酚、电石、

丁醇、丙、辛醇及一般有机产品骨胶、石蜡、乳酸、尿素、草酸、离子交换树脂等；无

机类的氰化纳、氢氧化钾、二氧化硫、硝酸钠、硼砂、氧化锌及一般无机类产品明矾、

轻质碳酸钙等，塑料及增塑剂聚氯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橡胶制品及其配合剂传动

带、运输带、三角带、胶管等。

１９６３至１９８５年，分配和销售硫酸２１５吨，烧碱５３１６吨，纯碱２２２６吨，轮胎４１２万
套。１９８５年后，逐步转向市场采购。
２建筑材料
物资系统经营的建筑材料，按类涉及水泥、玻璃、油毡、非金属矿产品 （包括石棉

及其制品、石墨、云母、滑石等）、保温材料 （分为有机保温材料、无机保温材料和酸性

耐火材料、中性耐火材料、碱性耐火材料），建筑陶瓷等。

１９７８年前，主要由永登水泥厂、平凉水泥厂、陕西耀县水泥厂供货。玻璃、油毡由
甘肃省建材公司代订合同，直达供应和库存供应，７０年代除由秦皇岛玻璃厂直达供应外，
一直由兰州东方红玻璃厂大宗直达供应和兰州第二玻璃厂部分直达供应。１９６３至１９８５
年，分配和销售水泥１６４４万吨，玻璃１４０４万标准箱。

第三节　金属回收

物资部门回收的废旧金属涉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包括报废的汽车、机器、设备、

工具、用品及器皿和各种杂铜类。一般紫杂铜包括废电铜线、异形线材、紫铜板、紫铜

管、紫铜捧、紫铜材、紫铜器皿和用具及紫铜机件、紫铜旧币、汽车水箱、箩底等。黄

杂铜包括废黄铜线、铜板、铜管、铜棒、铜皮、器皿、用具、机件、弹壳及青铜、白铜、

响铜、汽车水箱、铜屑 （末）。废铝类有废铝导线、裸铝线、铝板、铝棒、铝边角料、各

种废铝件、生铝、熟铝及屑 （末）。废铅类有电线铅皮、铅块、软铅、硬铅、铅极板及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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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等。

１９７４年开始，国家把废钢铁、废旧金属列为国家统配物资，由物资部门管理，不允
许其他单位和个人自行经营；凡未经批准私自外运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公安、工商和

交通管理部门有权查扣。处理废旧金属按特种行业管理，凡军用器材、石油、铁路器材，

城市消防、公用设施、爆炸物品及来路不明的废旧金属品严禁收购。

１９８０年后，回收的废钢铁上交西安钢厂和兰州钢厂；除上调部分外，按指令性计划
安排灵台、泾川、庄浪等县农机修造部门，用于农机产品铸件、配件的生产。回收的废

有色金属主要上交西北铜加工厂。１９８５年后，采取多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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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外经济贸易

第一节　机构体制

民间贸易由来已久，名贵土特产品多销往京、津、沪及沿海各阜。新中国成立初，

成立西北区山货皮毛公司平凉分站，主要收购皮毛、肠衣和药材，始有出口。其后，机

构名称曾易中国皮毛公司西北公司平凉皮毛庄、中国皮毛公司平凉支公司、中国畜产公

司甘肃分公司平凉畜产支公司、甘肃省平凉专署农产品收购局、甘肃省供销合作社平凉

购销站 （农副土产外贸科）、平凉外贸购销站、甘肃省外贸局平凉收购站。１９７４年２月，
成立甘肃省平凉外贸公司，设在平凉农副产品购销站内，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分别核

算。１９７５年２月，从平凉农副产品购销站析出，由省外贸局和行政公署双重管理。４月，
成立甘肃省平凉地区对外贸易公司，同时设局，政企合一。时有职工２７人，固定资产总
值３万多元，办公和仓库用房均占用供销社资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地区对外贸易局改为对
外贸易公司。１９８１年３月，恢复地区对外贸易局。时有固定资产原值６８万元。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更名为甘肃省平凉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业务范围由对外贸易扩大到对外经济
技术交流。１９８６年１２月，成立平凉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简称外经贸委，下同），

撤销地区对外经贸公司，下设甘肃省土畜产品、粮油食品、纺织品、地毯进出口分公司

平凉支公司，固定资产原值１６３万元。
１９８７年７月，先后成立静宁、庄浪、泾川县对外贸易公司。静宁、庄浪县对外贸易

公司与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静宁、庄浪冻兔肉加工厂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分别经营，

单独核算。

１９９２年５月，恢复平凉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与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合署办
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１９９４年，先后组建平凉地区对外经贸公司综合经营部、平凉
地区进出口贸易经营部、进出口经营部、平凉地区对外经贸公司进出口商品购销站、省

包装进出口公司平凉分公司等经济实体。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１９９５年，
创办省百货公司平凉采供站。１９９６年８月，政企分开。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地区对外经贸公司
获得自营进出口经营权。１９９８年，地区外经贸委将地区对外经贸公司综合经营部和省包
装进出口公司平凉分公司整体转让。地区对外经贸公司进出口商品购销站划归省地毯进

出口公司平凉分公司，地区进出口贸易经营部与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平凉分公司合并，进

出口经营部划归地区对外经贸公司，省百货公司平凉采供站与地区外经贸委脱离行政挂

靠关系，按企业性质重新登记注册。１０月，将省外贸公司直属的甘肃省土畜产品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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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综合加工厂、甘肃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庄浪和静宁冻兔肉加工厂移交平凉地区统

一管理。

２０００年，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平凉地区支会、中国国际商会平凉地区商会，
挂靠地区外经贸委。２００１年３月，组建平凉企业在线网站。至２００２年６月，网站利用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各种手段为企业注册上网，发布产品供求信息１６０多条，推介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１１５项。２００２年初，撤销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地区商务管理中心，
合并组建平凉地区贸易经济合作局。

第二节　进出口贸易

一、出口贸易

１９７４年前，羊绒、羊毛、皮张、猪羊肠衣、杏仁、亚麻等出口，年均总值不足２００
万元。１９７５年后，有土产、畜产、粮油食品、医药保健、轻工机械、纺织７个大类、８６
个品种出口，销往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６年，全区外贸收购总值达到２１３４万元，比
１９６６年增长８９５倍，比１９７５年３５２万元增长６倍；出口换汇５２７万美元，是１９７５年出
口换汇的６倍。１９９６年，外贸收购总值４５７８万元，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３倍，外贸出口调拨
总值６５５１万元，比１９８６年２４０３万元增长２７倍。２００１年完成出口供货值８１４１万元，比
上年增长７％，外贸出口总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６６４４亿元的１２％，出口商品品种减为
４２个。２００２年，出口创汇１８００万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８％；外贸销售总额１亿元，同比
增长３６％。
１地毯类
平凉地区手工地毯生产历史悠久，出口则始于１９５８年，平凉市毛纺厂下属的地毯车

间首次生产７０道京式美术地毯，出口２００平方米。１９７２年收购出口地毯１８２５平方米。
１９７８年，平凉市地毯厂地毯图案设计被国家轻工部评为全国第一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该厂

栽 地 毯

生产的９０道机抽洗及平毯、洗毯
分别被轻工部评为单项质量奖第

二名。１９８５年，平凉、静宁、灵
台、庄浪县 （市）地毯厂完成出

口地毯３８５万平方米。１９８６年４
县 （市）地毯厂生产地毯５１３万
平方米，收购出口 ４６９万平方
米，出口总值１０８０万元，占当年
外贸收购总值的 ５０６％。１９８７
年，创新各种图案９６幅，经甘肃
省地毯进出口公司验收合格 ７８
幅。这些合格图案在香港举办的

地毯展评中，获得奖金 ６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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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毯在全省地毯行业评比中获得图案设计达标数、仿古毯样品创新、机抽洗地毯质

量 “三个第一”。９０年代，地毯出口量增大。１９９１年８０４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９９３万平
方米，１９９８年达到１４３万平方米，当年实现出口金额４８７０万元，占全区外贸出口总额
７５００万元的６５％，出口数量占全省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是年，以平凉、静宁、庄浪、
崇信、灵台、兴飞６家地毯企业为核心组建甘肃华兴地毯工贸进出口责任有限公司，承
担全区出口地毯的生产，年生产能力３５万平方米。累计地毯出口数量达到５１０４６万平方
米。主要销往德国、瑞典、芬兰、加拿大及英、美、法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年均出口值

占全区出口总额的５０％以上。１９９９年开始，由于技术改革工作跟不上，传统的低道数地
毯不能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出口经营形式由原来出口下订单变为出口商直接进厂现场看

货交易，增大了地毯厂生产销售难度，生产企业连年亏损，资金严重短缺，加之内部机

制及管理方面滞后，致使地毯生产逐年下滑，出口急剧下降。崇信、静宁、平凉等县

（市）地毯厂陆续关门停产。１９９９年全区地毯出口额４５００万元，较上年减少４０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下降到３２００万元，又较上年减少５２６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区地毯出口１６万平方
米，出口额３０４４万元。
２纺织类
出口产品有腈纶毛衣、文化衫、羊毛衫、腈纶帽子、棉床单、童毯、腈纶围巾、毛

毯、手帕等。１９７６年组织出口，其中平凉市羊毛衫厂生产出口的腈纶衫较好，１９８３年出
口６８６万件，总值２０１万元，是历年出口数额最高的一年。进入９０年代，由于受国际市
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和产品本身在品质、花色、档次等方面存在的差距，缺乏国际市场竞

争力，出口断断续续，厂家先后破产关闭。从１９７５至１９９８年，纺织品类实现出口总值
２８５０１７万元，占全部出口额的３９％。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仅出口纯毛毛毯８０００多万条。此
后未出口。

３轻工机械类
工业制成品　初有雕漆家具、油毡、劳保手套等出口，比例小，品种不多。１９７５至

２００１年累计出口皮革２４６０张，皮鞋９万双，皮箱２０６万个，草帽辫７５７５包，雕漆家
具４７９８１万元，雕漆屏风９１０副，劳保手套５３２万打，油毡２４万卷。其中平凉市工艺
厂生产的雕漆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上比较稳定。这些商品通过甘肃省工艺进出口公司销售

香港、日本、阿联酋、荷兰、瑞士、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机　械　出口产品有切纸机、机床卡盘、印刷机、磁控管、合金锁、自动组装机等
２１种。１９７５至１９９８年，有地区印刷机械厂生产的切纸机２２５台、平凉附件厂生产的机床
卡盘１９２５只、地区电机电器厂生产的电动机３３０台。这些出口商品量小，时有时无，产
品质量、生产成本、供货渠道均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被先后挤出国际市场。

４土特产类
出口土特产品有苦杏仁、蜂蜜，核桃仁、蜂蜡、金针菜、亚麻、桐木、骨粉等１０多

个品种。

苦杏仁　是平凉地区的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之一，６０年代开始组织外销。货源集中
在泾川、灵台、静宁、崇信县和平凉市。年生产３０００多吨，出口量１０００多吨。１９９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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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出口总量３３０３５吨，在全省同类产品出口量中仅次于庆阳地区，行销德国、瑞
典、丹麦、新加坡等国家。

蜂　蜜　以杨槐、狼牙刺、苜蓿、山花、小麦花、荞麦花等为蜜源，气味甘甜清香，
胶状透明，浓度在４０°左右，年生产量１５００多吨。６０年代开始出口。１９９３年收购出口蜂
蜜８２０多吨。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出口蜂蜜１１３４吨。主要销往日本、英国。

亚　麻　生产基地主要在庄浪、静宁和平凉。５０年代开始销往国外，７０年代初为出
口盛期。１９７６年出口２８０多吨，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出口供货８０多万吨。区内加工生产的亚
麻具有色泽白、纤维长、拉力强、麻质优良等特点，销路尚好。尤其是庄浪所产的亚麻

在国外颇有影响，许多外商指名要中国的 “庄浪亚麻”。该产品主销日本。２００２年，出
口苦杏仁７３６吨，亚麻３３９吨，胡麻１００吨。
５畜产类
出口的有绵羊毛、山羊毛、羊绒、兔毛、各种羊皮、猾皮、家兔皮、黄狼皮、猪肠

衣、羊肠衣、旱獭皮、猪鬃、牛皮、狗皮、皮褥子等２０多种。
羊　绒　是区内传统出口商品之一。１９８０年前，由于羊绒价值较高，在出口总值中

占有较大份额，但数量不稳定。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４年，出口中断。至１９９８年累计出口羊绒仅
有８４７３吨。主销英国、日本、意大利、荷兰、美国等国家，此后未出口。

肠　衣　从５０年代收购出口。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平凉视察，曾去
外贸肠衣加工厂，指出存在的问题。随后，加强管理和技术改造，提高了肠衣加工质量，

促进了肠衣生产的发展。从原肠收购到成品出口，以加工精良、色泽乳白、清洁卫生、

无疫病、安全可靠等特点，颇受外商信赖。加工质量名列全省前茅。出口中东地区及澳

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尤以日本市场最好。１９７５至２００１年，累计
出口肠衣１６１５８万根，年均６万根。
６粮油肉食等类
出口产品有冻兔肉、冻牛肉、冻羊肉、杏干、苹果、蕨菜、白芸豆、扁豆等１０多种。
冻兔肉　１９７６年，首次组织出口冻兔肉９吨。１９８６年，发展养兔业，带动了冻兔肉

的出口。由于区内生产的冻兔肉农药残留低，质量好，声誉高，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

通过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销往日本、荷兰及西欧地区。１９８９年出口达到２５５吨，是出
口冻兔肉最好年。后因市场价格多变，养兔防疫、防病措施跟不上等原因，使养兔业滑

坡，货源减少，出口大幅度下降。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仅出口１７０７吨。
白芸豆　１９８５年，首次组织出口２７７吨，１９８８年出口２３９０吨。生产集中在泾川、灵

台县和平凉市。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出口１１４８４吨。区内生产的白芸豆纯正、粒大、色泽好，
远销中东及英国、荷兰、比利时、捷克斯洛法克等国家。年出口量占全省同类产品的

８０％。白芸豆的出口，带动了扁豆、豌豆、蚕豆、黑芸豆等各种豆类生产。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
年，出口扁豆２６４５吨，黑芸豆２１３吨，蚕豆３１万吨。

蕨　菜　主要产于庄浪和华亭县的阴湿山区，以叶大、味香、色纯、鲜嫩而享誉国
外，尤以无污染、无异味而驰名。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１９８０年出口２９７５吨，１９８１
年达到５８２吨。１９９１年后，因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盐渍蕨菜出口被蕨菜干替代。至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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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均出口蕨菜干２０多吨。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年均出口蕨菜干减少为６吨。
苹　果　引种的红元帅、红富士、红星苹果冠以 “花牛”商标，品质优良，色、形、

味俱佳，主要产于平凉市、泾川、静宁县。１９７４年组织出口，１９７９年出口达到７６７吨。
１９８８年中断出口后，以泾川、静宁县作为林果生产基地进行规划和扶持，生产销售初具
规模。２００２年元旦、春节前后，静宁县果品公司和泾川县玉都乡果品公司通过广西、深
圳、新疆等口岸，向越南、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出口红富士２４２７吨，出口额５１１万元。
７医药类
出口医药产品主要是龙骨和甘草。１９７５至１９９８年出口龙骨１１８７４吨，甘草６４５７９

吨。通过甘肃省医药保健进出口公司，销往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地区。此类商品在全区出

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很小。２００１年，出口金额仅６６８２５万元。

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０１年外贸出口商品分类表

品种 单位 累计数量 品种 单位 累计数量

（一）土产类

苦杏仁 吨 １００９６６２

蜂蜜 吨 ４４０３１８

亚麻絮 吨 ８８２８

核桃仁 吨 ４１２７５

白瓜子 吨 ７７４２

山桃仁 吨 ３６１１

杏核 吨 ２４４００

金针菜 吨 １１１８０６

桐木 立方米 ２９０

辣椒干 吨 ２０５００

骨粉 （粒） 吨 ８００００

苜蓿籽 吨 ８３９３０

大麻籽 吨 ２３４００

亚麻籽 吨 １１１７８００

（二）畜产类

绵羊毛 吨 １０８４６

山羊毛 吨 ３５２１０

羊绒 吨 ８４７３

兔毛 吨 ４１４３

绵羊皮 万张 ４７７

山羊皮 万张 １７４６

羔皮 万张 １１２８

猾皮 万张 ８９４

家兔皮 万张 ２８７５

黄狼皮 万张 ００５

獾皮 万张 １６７

猪肠衣 万根 １４３９９

绵羊肠衣 万根 １３７３

山羊肠衣 万根 ３８６

旱獭皮 万张 １００

雕翎 万套 ５７００

水貂皮 万张 １０７００

驼毛 公斤 ７５１３

野生杂皮 万张 ４１７

猪鬃 吨 １４６５３

牛皮 张 １６３２

狗皮 张 ２０６９

皮褥子 万条 ５２０１９

（三）粮油食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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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品种 单位 累计数量 品种 单位 累计数量

冻兔肉 吨 ８２１０８

杏干 吨 １０７７９５

苹果 吨 １４４４１

蕨菜 吨 １３５１３１

白芸豆 吨 ３２３２２７５

苏籽 吨 １９２００

冻羊肉 吨 ８８７３８

油渣 吨 ７５４７８７

荞麦 吨 ６５０６９６

豌豆 吨 １１４０６６０

扁豆 吨 ６３５２７８

发菜 吨 ４３２

活牛 头 ５１００

冻牛肉 吨 ２１２９３８

（四）地毯类

地毯 万平方米 ５１０４６

（五）医药类

龙骨 吨 １１８７４

甘草 吨 ６４５９７

（六）轻工机械类

皮革 张 ２４６０

机床卡盘 只 １９２５

皮鞋 万双 ９

皮箱 万个 ２０６

印刷机 台 ８３

草帽辫 包 ７５７５０

雕漆家具 万元 ４７９８１

雕漆屏风 副 ９１０

包装纸 吨 ２５

硅铁 吨 ２４３５

劳保手套 万打 ５３２

油毡 万卷 ２４

切纸机 台 ２２５

电动机 台 ３３０

自行车 辆 ４４００

合金锁 把 ３０００

磁控管 万只 １６２

自动组装机 台 ２

凸板纸 吨 ６０

自动套管机 台 ２

自动分送机 台 １

（七）纺织类

文化衫 万打 ７４６

羊毛衫 万件 ５６３

腈纶帽子 万顶 ６００

棉毛衫 万件 １２０

棉床单 条 ５０００

童毯 万条 ３００

腈纶毛衣 万件 ２７０６

腈纶围巾 万条 ２０００

毛毯 万条 ５８０

手帕 打 １６０

二、进口贸易

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６年，通过甘肃省有关进出口公司进口钢材３５００吨，汽车６９辆，汽车配
件３２万多元，胶合板、木材３０００立方米，电台设备２套，电教设备１套，胃镜２套，十
二指肠镜和角膜镜各２套，针织横机４０台，西德电脑切纸机１台，传真设备７套。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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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电子计算器、彩色电视机、自行车等国内市场紧缺的生活消费品。

１９８７年，先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急需的
先进设备、器材及生活物资，１９９８年，进口额１５６１８万元，其中平凉市医院从美国进口
心电监护仪１台、５６８万元；平凉地区医院从以色列进口监护仪１台、６５６万元；平凉
地区电信局从美国进口通讯设备Ｈ９２Ｄ６１２００１套、３３７８万元。
１９９９年，平凉电厂进口烟气检测系统、仪表阀门、电抗器、逻辑开关等设备配件价

值４９００万元；地区行署科技处从日本进口小型荞麦脱皮机１套、２６６万元；平凉地区医
院、平凉市医院从日本进口电子胃镜、腹腔镜系统、３３０万元。是年全区进口贸易额６３４
万美元，较１９９８年进口２０万美元增长３２倍。
２０００年，平凉电厂进口电力设备、器件８３００万元；平凉市医院从日本进口医疗器材

１４９万元；平凉地区国税局、地区保险公司、新世纪工贸 （集团）公司等８个单位从日本
进口小轿车９辆、４８０万元。是年全区进口额达到１０７８万美元。
２００１年，华煤集团、平凉公路总段、东方电力公司等１１个单位从日本、韩国进口各

种小汽车８辆、６２０万元。

第三节　扶持生产

１９７６年开始，地区外贸部门先后对一些重点出口商品生产和加工进行扶持，有地毯
生产设备和技术改造及加工点工人培训，肉兔饲养及其疫病防治，杂豆种植及其病虫害

防治，杏树种植及杏仁加工培训，黄花菜良种培育、种植和加工，泡桐树种植，蕨菜加

工培训，龙骨生产，草辫加工，青山羊引进及其饲养管理，绒山羊引进及其饲养管理，

玉米种植等１２个项目，有偿或无偿投入资金共１３３７４２万元。
１９８０年开始，主要扶持平凉市、静宁、庄浪、灵台县地毯厂，先后投入资金１０６０４

万元，并投入大量人力、技术。至１９８８年基本完成各地毯厂出口地毯前道工序的染色和
后道工序的平、洗、修、剪技术改造，并配套安装七梳七纺生产设备，年生产白毛纱７０
万公斤。是年建成崇信县地毯厂，使全区出口地毯生产投入８０００多人，其中农村加工点
１４９个、６５８１人。１９９０年５个地毯厂提供出口货源２２８１万元，创汇３８０万美元，占该年
全区出口供货总值的４８２７％，占出口创汇额的４８２５％。
１９８６年，确定静宁、庄浪、灵台县为养兔重点县。由外贸、农行、农办、农牧、民

政、财政等部门共同筹集发放２０３１７万元，作为养兔启动资金，引进良种、建设兔笼、
自筹自养、滚动发展，至年底养兔达到１３８８万只。１９８７年，省、地外贸部门继续投放
发展和疫病防治资金６１万元，全区兔饲养量增至１０９８１万只。１９８８年，发展肉兔的良
种、设施、管理、防疫整个系统工程基本配套，养兔的重点县、乡、村和重点户初具规

模，以静宁、庄浪、灵台县为基础的冻兔肉生产基地初步形成。这 ３年肉兔饲养量
２２４９１万只，交售外贸冷库６１１３万只，市场流通１３２８万只，群众养兔总收入１０８６万
元，加工出口冻兔肉４５０吨，创汇８０万美元。
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省、地粮油进出口公司共筹集资金３３万元，主要扶持泾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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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庄浪、静宁等县种植基地的良种引进和病虫害防治。

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３年，先后对草辫加工、杏树和泡桐树种植、龙骨生产、蕨菜加工培训、
玉米和黄花菜种植、绒山羊、青山羊的引进和饲养等，给予扶持９２７万元。

第四节　经营管理

１９８８年，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完成销售值３９４１９１万元，实现利润１５９２万元，
上缴税金７１４万元。
１９９１年，国家取消外贸出口财政补贴，建立自负盈亏机制，结束了计划经济时期的

垄断经营体制。１９９１年与上年相比，减亏１１０６３万元，减亏幅度为３７４％，上缴税金
４２６万元。

１９９２年，地、县外贸企业与省公司财务脱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彻底破除
了地、县外贸企业按照省公司指令性计划供货经营的旧管理模式，直接面向市场，参与

市场调节和竞争。地、县外贸企业全面推行企业干部聘任制，打破终身制；全面推行经

营目标责任制，实行奖罚结合；全面推行优化劳动组合，实行内部待岗制；积极推行全

年风险抵押金试点。有３个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全系统减亏５８９９万元，减亏幅度为
３１９％，上缴税金４２６万元。此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加出口创汇为己任，走一
业为主、多种经营、跨地域收购、多渠道出口、以内养外、以外促内、内外贸并举、灵

活多样的发展经营路子，向多元化转轨。

１９９４年，采取剥离分流、划小核算单位等措施，调整经营机构，使外贸直属企业由
８户发展到１２户。同时，进一步完善改革措施，全系统较１９９３年减亏４４７万元，减亏
幅度为３９２％，上缴税金５４５万元。１９９８年，大部分企业负债，经营长期停顿，职工下
岗，离退休人员生活费拖欠过多。减亏仅５９３万元，减亏幅度为５７％，上缴税金１７
万元。

１９９９年，对地区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地区外经贸公司和静宁外贸公司３户有一定生
产经营能力的企业下达年度出口供货、出口创汇、利润 （亏损）、社会养老保险金缴纳等

主要经济指标，坚持月检查、季分析、年考核的责任目标管理制。对地区工业品进出口

公司、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地毯进出口公司及庄浪、泾川县外贸公司５户停产停业企
业实行资产租赁、承包、清收外欠、处理库存、进行小额经营、创收自救的办法，把任

务分解到企业留岗人员身上，创收指标与个人收入挂钩。

２０００年，选定２０户有出口实绩、出口潜力的企业作为联系对象，开展双向交流，下
达年度出口指导计划，协调督促出口工作，强化外经贸行业管理。同时，引导新兴的国

有生产企业、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努力发展出口生产，积极参与外贸经营。全区形

成了直属外贸企业、国有生产企业、私营个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四轮”驱动的新局

面。２００１年，直属外贸企业出口实现２２７７万元，国有生产企业出口实现３３１０万元，私
营个体企业出口实现２９６０万元，中外合资企业出口实现８０２万元，分别占全年出口总额
的２４％、３５％、３２％和９％。

５１７第十编　商　贸



２００２年，国有企业出口 １７７８万元，民营企业出口 ７７７５万元，中外合资企业出口
１０６５万元。

第五节　经济合作

一、接受外援

１９９０年，接受联合国组织和友好国家的多、双边无偿援助。１０年来，全区争取到并
已执行的无偿援助项目４个，占申请上报项目总数的２２４％。
１９９１年４至１２月，静宁县工艺绣品厂接受加拿大基金４０２万元，进行刺绣技术培

训，培训妇女刺绣骨干１００名。１９９２年４至５月，灵台县政府接受加拿大基金４０２万
元，举办妇女病、地方病防治培训班，培训农村卫生员２２７人；４至１２月，平凉地区妇
联接受加拿大基金６２４万元，为全区培训回族妇女骨干３８９人；４至１１月，庄浪县妇联
接受澳大利亚援助７４９万元，进行妇女钩绣技术培训，培训钩绣骨干１７９人。１９９３年，
庄浪县政府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援助３８４３万元，执行 “社会发展基础服务项目”，培训

各类技术骨干５２０人，其中钩绣２４５人，裁剪缝纫６０人，小学教师６０人，妇幼保健员
１５５人。１９９４年５至６月，平凉市妇联接受加拿大基金３８万元，培训裁剪、缝纫、毛衣
编织妇女骨干１２０名；５至７月，静宁县服装厂接受加拿大基金６０３万元，举办妇女缝
纫裁剪技术培训班，培训骨干５０名；庄浪县政府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１７０万元，
培训妇幼保健、妇女钩绣、小学教育等各类技术骨干１２４１人。９至１１月，灵台县妇联接
受加拿大基金６５万元，培训人工甲鱼养殖妇女骨干１８６名。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泾川县党
原乡接受加拿大基金９７９万元，用于人畜饮水工程，解决了４个村２５００多人、１６００多
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并灌溉农田２００多亩。１９９７年，静宁县妇联接受加拿大基金４９万
元，进行洋芋淀粉加工和养殖技术培训，培训妇女骨干１２０名；崇信县妇联接受加拿大
基金５５万元，开办小尾寒羊饲养技术培训班，培训技术员１８０名；庄浪县妇联接受加拿
大基金５万元，用于亚麻种植技术培训，培训妇女技术人员１２０名。２０００年，平凉地区
争取到日本政府援助灵台粮食丰产项目和加拿大政府援助灵台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项目，

共计资金３１９万元。２００２年，接受英国伊斯兰救助组织援助贫困穆斯林宰牲节项目，援
助金额７５４万元，救助平凉、华亭７个乡贫困穆斯林１１６０户、５８００人。

上述执行项目，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５３期，培训实用技术人员３４３２人，新建维修
校舍９５万平方米，接受援助设备１０６１台 （件），其中医疗设备１０５４台 （件），教育办

公设备７台 （件）。受援总额５９０７２万元。其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２项、金额２６１２万美
元 （折合人民币２０８４３万元）；澳大利亚政府１项，金额７４９万元；加拿大基金１０项，
金额 ５５８万元；日本 ２项，金额 ３１９万元，接受援助的县和单位有庄浪县受援资金
２２０９２万元，静宁县１４９５万元，灵台县３２９５２万元，泾川县２１５３万元，平凉市３８
万元。

二、利用外资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平凉地区第一户中港合资企业在崇信县成立。至１９９６年领取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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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曾经正常经营的合 （独）资企业１０６户。
陇港彩色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由崇信县印刷厂与香港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合资，１９８６

年建成投产，注册资本３０万美元，港方实际投入９万美元，合营１０年。至１９９３年累计
盈利９５６３万元。２００２年依法破产。

甘肃兴飞地毯有限责任公司　由甘肃飞天地毯集团公司与香港通兴实业有限公司合
资，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批准合同，注册资本５０万美元，港方实际投入２０万美元，合营１０年。
年生产胶背和手工地毯１１万平方米，是全区出口量最大的合资企业。

平凉新雅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平凉白坡工业公司与香港新雅廊房实业有限公
司合资，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批准合同，注册资本１５０万美元，港方实际投入２９５万美元，合
营１５年。

甘肃旭日饮料发展有限公司　由泾川县啤酒厂与加拿大旭日出入公司合资，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批准合同，注册资本１００万美元，加方实际投入３０７９万美元，合营１０年。

甘肃利坚包装有限公司　由平凉制袋厂与香港利坚发展有限公司合资，１９９３年１０月
批准合同，注册资本２５万美元，港方实际投入４万美元，合营１０年。

平凉富豪娱乐城　由香港新雅廊房实业有限公司独资经营，１９９４年９月批准合同，
注册资本２０万美元，独营１８年。

台联食品有限公司　由台湾商人郭清秀独资经营，１９９６年９月批准合同，注册资本
１１５４万美元，独营４０年。

甘肃焕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由泾川县建材厂与香港信发商标有限公司合资，１９９６
年１１月批准合同，注册资本１６４万美元，港方为２５６％，合营１０年。

华光钎具制造有限公司　由丰收机械厂与捷克新兴国际有限公司、苏州市工贸供销
公司合资，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批准合同，注册资本１０８万美元，捷方实际投入４万美元，合营
１５年。

甘肃瑞华食品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年审批建成。投资总额８８９万元，中方占７５％，外方
占２５％。由平凉瑞华食品有限公司与美籍华人王路女士合资，期限２０年。公司占地１６
万平方米。以粮油、食品及农副土特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生产加工苦杏仁，产品全部

销往国外。至２００１年累计出口苦杏仁２１４６吨，实现出口供货３３３２５万元，自营出口创
汇５０万美元。２００２年出口苦杏仁７００吨，出口创汇１０８１４万美元。

甘肃金龙光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由泾川县豹子沟煤矿与美国钎立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合资建设。投资总额２４０万美元，中方１０８万美元，美方１３２万美元，合同期限１５年。
主要生产、销售各种光钎连接器及系列产品，年生产能力１８万条，８０％以上产品可供出
口换汇。

甘肃阳洋肉食加工有限公司　由灵台红岩肉食有限责任公司与加拿大阳洋国际集团
合资组建。投资总额２８０万美元，注册资金２００万美元，中方以厂房、设备、土地作价投
入９０万美元，外方以现汇出资１１０万美元，合资期限１５年。以肉兔繁殖、兔肉产品加工
为主，年引种扩繁肉兔２００万只，年生产加工兔肉２０００吨，实现销售收入６０００万元，利
税１２００万元，产品大部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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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企业简介

平凉地区外贸系统直属企业有对外贸易公司、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粮油食品进出口

公司、地毯进出口公司、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外贸综合加工厂、静宁县外贸公司、庄浪

县外贸公司、泾川县外贸公司。在册职工４５２人，其中在岗１２７人，下岗３２５人。离退休
人员８１人。企业资产总额３２７９５８万元。除地区外经贸公司、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和静宁
县外贸公司维持经营外，其他６户企业先后停产停业。２００１年直属企业外贸销售收入
１７５０万元，上缴利税１３２９万元。

平凉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１９９６年成立，１９９７年获得自营进出口权，１９９９年首次
实现自营出口创汇１３３万美元。以土畜产品、粮油食品、工业制成品的自营进出口和代
理进出口业务为主。２０００年与地区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合并，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
核算，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册职工６０人，固定资产净值４２５１７万元。至２００２年上
半年，出口创汇累计完成２０３６万美元，产品销往日本、韩国、埃及、墨西哥等８个国家
和地区。

平凉地区土畜产进出口公司　１９８７年３月成立，主要经营土产品、畜产品、杂粮杂
豆、果菜、中药材等农副土特产品。１９９２年与省公司财务脱钩，时在册职工６１人，退休
１７人，企业总资产４１１３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３０２７万元，负债总额８０７９万元，
累计亏损５２８７万元，年出口销售额１０００万元，主要出口商品有苦杏仁、蜂蜜、杂豆。
近年勉强维持运行。

静宁县外贸公司 （冻兔肉加工厂）　１９７８年建成，属甘肃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下
属企业，１９８７年加挂静宁县外贸公司牌子。１９９９年移交平凉地区统一管理。公司占地７０
亩，有肉食加工生产线４条，生产车间１５００平方米，有５００吨冷库１座，年加工生产兔、
马、驴、羊等各类肉食１１５０吨，年出口供货１３００万元。是平凉地区外贸出口肉食的骨干
基地企业，产品远销日本、俄罗斯、中东、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另有仓库 ３幢，面积
３０００平方米，年经营加工各种农副产品６０００吨。公司在册职工６９人，退休人员７人，
企业总资产９４１３３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４２７８２万元，负债总额８４４６７万元，累计
亏损５２５万元，资产负债率８９７％。

庄浪县外贸公司 （冻兔肉加工厂）　１９７８年建成，属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下属企
业，１９８７年加挂庄浪县外贸公司牌子。１９９９年移交平凉地区统一管理。公司占地１３亩，
有肉食加工生产线两条，生产车间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０吨冷库１座。年生产加工兔、羊、
牛、猪、驴等肉食５００吨。另有仓库两幢，面积１０２１平方米，年经营加工各种农副产品
１２００吨。公司在册职工２３人，退休５人，资产总额９８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８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３７４３４万元，累计亏损３５５８万元，资产负债率３８２％，１９９７年停产。

平凉外贸综合加工厂 （皮毛厂）　前身是 “平凉市皮衣社”。６０年代，由平凉购销
站接管更名为 “平凉购销站皮毛厂”。１９７５年为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直属加工厂。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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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平凉地区管理。全厂占地２５亩，有皮毛加工专用设备６８台 （件），通用设备２１台
（件）。从１９６６年起，组织出口皮褥子２５００条，１９８８年达到４４８万条，产品销往美、
德、英、法、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内销产品有裘皮大衣、劳保服装、皮夹克等，年生

产各类裘皮制品５万件，产值５５０万元。在册职工１７５人，离退休３５人，资产总额７６６８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７１４６万元，负债总额１１６４万元，累计亏损１１７１万元，资产负
债率１５１８％。１９９６年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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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粮油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体制

一、管理机构

秦以来，各代均设专职管理赋粮征收和地方粮库。明平凉府及所属州县税课司大使、

仓大使负责征收和保管赋粮。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随粮设区，粮长主粮食征运。清代由户
房管理。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后，各县田赋由县政府财政、民政部门分别管理。２４年 （１９３５）
分归财政、建设科管理。３０年 （１９４１）６月，专员公署及县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１０月，
县改为粮政科。同时，成立各县田赋管理处。３２年 （１９４３）４月，各县粮政科与田赋管
理处合并，称田赋粮食管理处，县长兼任处长，下设乡镇办事处。３５年 （１９４６）７月，
各级田粮处一律改隶县政府。

新中国成立初，粮食工作由分区和各县人民政府二科 （财政）管理。１９５０年７月，
成立平凉分区粮食局，除平凉市设粮食公司外，各县粮食局成立。１９５３年３月，增设平
凉市粮食科。１９５４年后，时称科，时称局 （参 《政权政协》）。１９８３年７月，改称平凉地
区行署粮食处。至２００２年地区、县市有８个粮食行政管理机构、８３名在职行政管理人员。

二、流通体制

１９５０年，改民国田赋为农业税 （公粮）。１９５１年，对公粮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５３年１１
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１２月，油料纳入统购范围。１９５５年，对非农业人口实行粮
食定量供应办法，开始使用粮票。１９５７年，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粮食市场全部关闭。
１９６１年，有组织有领导地开放农村和城镇粮食集市贸易。１９６２年，开始实行交售统购粮
奖励工业品和以工业品换购粮食的办法。１９６３年，对粮油实行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
一调拨、统一管理。１９６４年，对完成统购任务的生产队实行超产、超购、超奖办法，将
生产队的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１９６７年７月，关闭粮油集市贸易。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粮食
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五年不变。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实行粮油支付命令制度。１９７９年，以人民公
社为单位在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开展粮油议购议销，开放粮食市场。

１９８０年，对农村粮食实行 “定购定销、差额包干、节余留用、一包三年”的办法。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限制定购粮油外流出省。１９８８年１
月，实行粮食产量、收购、销售、调拨、财务 “五包干”制度。１９９１年，允许进入市
场、运销省外。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全面放开食油购销价格，取消食油定购和定量供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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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日全面放开城乡粮食销售价格，各种平价供应取消，各种粮票不再流通。允许私营
企业和个体户经营粮油。但不允许粮食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到农村直接采购粮食、经

营粮油批发和长途贩运业务。全区首家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在灵台县朝那镇开始营业。

１９９７年，在完成定购任务后，按保护价挂牌敞开收购农民余粮。１９９８年，建立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１９９９年，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
和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２００１年，继续坚持粮
食定购和保护价收购政策。２００２年调整组织、人员、分配结构、经营品种和库存结构，
实现产权多元化、劳动力市场化和企业自主化。国有粮食企业改制７户，分流下岗、解
除劳动关系、内部退休职工２０１９人，减员４３％。

第二节　粮油征购

一、田赋征收

田赋之制，历代不同。民国初仍分粮、银、草三项，数量、比率随时变化，额征、

实征差异较大 （参 《财税金融》）。

民国部分年份各县随赋征购征借军粮表

单位：市石

县别
３１年 （１９４２） ３３年 （１９４４） ３５年 （１９４６）

征购 征借 征购 征借 征购 征借

平凉 ３５１６３ １４９９６ ２３５３２ １７７８１ ９２５２ ８１３９

崇信 ７８４５ ７５７０ ６７４９ ７０６１ ２６１３ ２３２２

华亭 １２５５０ ８３３８ ８０２４ ８５０６ ２８５８ ２４０１

静宁 ２１０９０ ２０４９３ １７００２ １６８８３ ５４８６ ５３２６

庄浪 ５４２４ ５５７６ １３７８６ １２１５５ ５４８６ ４８９８

泾川 ３３９４９ ３３０２３ ２４３５４ ２４５８３ １０１９２ １０３１２

灵台 ２８７０７ ２８６７６ ２４９４０ ２２９５０ ９０１９ ８５６９

合计 １４４７２８ １１８６７２ １１８３８７ １０９９１９ ４４９０６ ４１９６７

二、粮油统购

公粮征收与国家收购　１９４９年７月平凉解放后，按照当年粮食总产 “地主不超过

４０％、富农不超过２５％、中农不超过１０％、一般贫雇农不借”的原则，预借公粮２０万石
（１４５０万公斤），送往解放大西北前线站点。１１月以３％至４０％的累进税率分３８级征收
公粮，并附征 ２０％的地方公粮，归还借粮，公粮入库 ２７３９５万公斤，其中地方附加
４５６７５万公斤。１９５０年，以人均６０公斤小麦为起征点，完成公粮３４２８５３万公斤。西北
粮食公司陕西省公司长武分公司在平凉设立粮栈，开始进行国家收购，入库粮食２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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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１９５１年，公粮起征点提高到 ７０公斤，入库 ４７０１４８万公斤，其中地方附加
７８３５８万公斤。１９５２年，公粮起征点为７５公斤，计征比例５％至３０％共２６级，取消地
方附加，对入合作社土地减征１０％，以村为单位集体交纳，完成公粮５３６４５万公斤，占
任务的８７７％。平凉粮栈划归甘肃粮食分公司平凉粮食支公司，开始委托代购粮食。收
购市场小麦４４１２５万公斤，占任务的６０９％。

缴 公 粮

评议收购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１日，成立平凉区粮食
统购统销办公室，进行夏粮征购试点，１１月全面推
行。统购对象为农村余粮户。１９５４年，实行预约合
同征购办法超额５５％完成了任务。

粮食 “三定”　１９５５年，实行粮食定产、定购、
定销办法，定产、定购３年不变，定销１年一评；食
油实行按购留比例统购的办法。１９５６年，以初级农
业合作社为单位平衡粮食余缺。入库 ５８３２万公斤，
占任务 ４９１６％。１９５８年，实行征购和销售差额管
理，五年内基本不变，征购率为３１％。１９５９年，差
额包干改为一年一定，征购率达到４３５８％。到１９６０
年，５年总产年均增长１０１％，征购、统购年均增长
４５９６％和 ４８７５％。１９６１年，粮食统购价提高
２６８％，全区征购任务减至７７０４５万公斤。１９６２年，
实行 “少购少销”的方针，征购任务再次减至５７５０
万公斤。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对丰收地区实行 “超产、

超购、超奖”的办法。粮食征购占总产的比重保持在１３％左右，人均负担４０公斤左右。
１９６５年，将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以生产队为单位，规定口粮标准，

达不到标准的不收购，超过标准的合理收购。１９６６年超购的粮食一半奖售化肥、一半按
加价３０％至５０％奖励现金。１９７１年，粮食征购基数改为一定五年不变。每人负担５１２
公斤，每亩负担１４３５公斤，占总产的２０３％，再加超购１３６２５万公斤，任务总数为
８４５０万公斤。１９７３年全区人均口粮仅９８公斤。１９７４年，片面强调实现区域性粮食自给，
征购量比上年增长４倍多，农民人均负担增加到５７公斤。１９７５年农民人均负担增加到６７
公斤。征购 “过头粮”导致绝大多数生产队购后销。１９７９年征购基数调减为５０００万公
斤，比一定五年减少２０８７５万公斤。

征购包干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全区农村粮食实行 “定购定销、差额包干、节余留用、一

包三年”的办法。以１９７９年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基础，参照近两年粮食生产和社员口
粮水平，定出净征购数、净返销数。包干指标内由地、县调剂使用，一年结算一次。全

区除农业税外粮食一定三年任务４２５０万公斤，其中东五县净征购３３００万公斤，西两县净
返销１３００公斤，全区净征购２０００万公斤。食油一定三年任务７５万公斤，其中统购３０万
公斤，超购４５万公斤。１９８２年全区征购包干任务增至４６７５万公斤。１９８３年９月，多购
粮食分成比例调整为上交和留用各５０％，留用的粮食一律按统购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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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全区粮油征购表

单位：万公斤

年　份

粮　食　征　购

合　　计
其　中

公　粮 统购粮 超购粮

食　油
统　购

１９５３ ６１８６５ ２８７２５ ３３１４０

１９５５ ９２２３５ ３５７５０ ５６４８５

１９５７ １０２３７５ ４４７２０ ５７６５５ １０９５５

１９５８ １１４６３５ ４３３９０ ７１２４５ ５９７９

１９６０ ９６８０５ ２９５６５ ６７２４０ ５６８７

１９６２ ６３１８５ ２１１０５ ４２０８０ １８７０

１９６５ ７１１０５ ２６３７０ ３６８１０ ６７９５ ５４８３

１９６８ ６８５５０ ２４８０５ ３９３９５ ３２５０ ５１８５

１９７０ ６６７５０ ２４４４５ ３６５２０ ２１８５ ７０３５

１９７３ １７０４０ ８８４５ ５８０５ ２０ ６１２３

１９７５ ９９１８０ ２３８０５ ４１９３０ ３１３１５ ８５２０

１９７８ ４６８３０ １７６３０ ２７００５ ５３０ ７５７９

１９８０ ９７８５ ６１１０ ２２０５ ０５ ６３３７

１９８２ ３７５２５ １９１５５ １６４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９９

１９８４ ３１７７０ １１３５５ １０２９５ ９３８５ ２１２８３

说明：１９６５年后粮食征购合计中含票证兑入、借销收回等其它收购数。

三、合同定购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下达全区收购任务４５００万公
斤，其中合同定购２５００万公斤。油品定购任务１５０万公斤。同时在农村实行粮食购销同
价。９月，凡国家定购的粮食品种，按比例价敞开收购。１１月，对完成和超额完成粮食
定购任务的乡 （镇）人民政府，每５０００公斤粮油奖励１元；对完成定购任务好、贡献大
的农户，实行工业品奖售；对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粮食定购任务的农户，次年由农业银

行优先贷款。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实行粮食产量、收购、销售、调拨、财务 “五包干”。粮食定购任

务两次调减为３８５１万公斤，油品调减为１４０万公斤。１９９２年，粮食定购价提高，化肥差
价及价外补贴取消。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全面放开食油购销价格，取消国家油品定购任务、定购价格及挂
钩化肥，随行就市。４月１日，全面放开粮食销售价格，为国家定购２７５０万公斤，市场

４２７ 平凉地区志 （上）



采购４３２５万公斤。１９９４年，预购定金不再发放，定购以外粮食的收购价格随行就市。
１９９７年，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市场采购任务增加到
５６４７万公斤。１９９８年６月，省下达全区粮食收购任务１００１０万公斤，其中国家定购４３５０
万公斤，市场采购５６６０万公斤。开始实行粮食收购资格证和粮食批发准入证制度。２０００
年将小麦定购价和保护价合一。２００１年实际收购粮食２９９０２万公斤，为历史最多年。

部分年份全区粮油收购表

单位：万公斤

项 目

年 份

粮　食　收　购

合　计 合同定购 农业税 市场采购
食油收购

１９８５ １１３３９５ １７９９５ １６６７５ ７８７２５ １５２１

１９９０ １４００２４ ４０４４７ ２１２９３ ７８２８４ ３１３０

１９９５ １０３２５１ ２８２６３ ２２７２５ ５２２６３ ２８１８

１９９８ ６６４１３ ４３５４０ ２２８７３ ２０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４８０６ １４６２２ １９７０７ １６０４７７ ２０４

２００２ １６８０３９ ２７４２５ １４０６１４ ７０２

四、粮油议购

１９６２年９月，供销合作社在集市上适当收购粮食，也向已完成统购任务的生产队收
购部分余粮。１９６３年９月，主要组织余缺调剂，平抑价格，稳定市场，开展议价粮油购
销。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共议购粮食 ７８７５万公斤。 “文革”期间，议购议销业务停顿。

１９７９年１月，粮油议购议销由粮食部门经营，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在完成国家粮油统购
（包括超购）任务后进行，价格最高不超过统购牌价的一倍，议购的粮食省、地各提

３０％，县留４０％，食油上调商业部４０％，省、地各提２０％，县留２０％。１９８０年５月，议
购的夏粮可转一部分用于平衡粮食收支，议购价高于超购价之间的差价款由省或中央财

政负担。１９８２年５月后，粮油议购价格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

部分年份全区粮食议价收购表

单位：万公斤

年　份 数　量 年　份 数　量

１９７８ １０７５ １９８７ ２３５６８

１９８０ ２３５５ １９９０ ２４７００

１９８２ ７７４０ １９９２ ６３６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４４８５ １９９６ ８８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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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粮油销售

一、粮油贸易

宋德顺军、渭州等地置榷场，有粮食贸易。明清时，各县较大乡镇均有粮食集市，

尤以平凉、华亭、泾川等县城为盛。

民国时期，虽为全省６个粮食运销交易区域之一，但流通不畅，销量不大。３０年
（１９４１）前，镇原、泾川、灵台、崇信和陕西长武等地输入平凉的小麦年约１２万石左右，
来自华亭等县杂粮年约 １２万余石。３１年 （１９４２），对粮商实行严格管理。３３年
（１９４４），粮商领照经营。３７年 （１９４８），全区登记在册的粮油商贩１０６户３１０人，资本
金６００万元法币。

新中国成立初，粮食多由粮商经营，全区有粮食市场７５处，粮油上市量约５０万公
斤。国家对私营粮商利用、限制、改造，取缔非法经营，打击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行为，１９５２年，销售大米２４５万公斤，小麦５９７８４万公斤，杂粮２６６８万公斤。
１９５３年，全区粮食市场仅留灵台县朝那、龙门、新集３处。１９５４年４月，全区建立粮食
市场６１处，但上市粮食很少，交易不活。１９５７年，粮食市场全部关闭。１９６１年１１月，
恢复粮食市场。至 １９６５年，全区有粮食市场 ５５处，上市粮食 ８９１３万公斤，成交量
６２２４万公斤。１９６７年，粮食市场再度关闭。１９７９年，重新开放。１９８４年后，允许个体
户在集镇开店经营粮油。１９９３年，粮油经营全面放开。１９９８年，整顿粮食市场，建立粮
油批发交易市场３９处。１９９９年，凡未经县以上粮食部门审核批准、工商部门核准登记、
获得粮食收购资格证或批发准入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直接到农村收购国家定购

品种内的粮食或从事粮食批发销售业务。２００２年，全区有证粮食收储企业３０３户，粮食
批发企业２４８户，平凉市城区有从事粮食零售业的个体户２００多户。

二、市镇粮油供应

公教人员俸粮拨支　明嘉靖时，韩王府１２４７人，岁支禄粮４０７１万石。平凉府每员
岁俸６６至２０７２石。府儒学学粮夏３００石、秋３７０石。以后，官吏俸粮由实物向货币转
变，并入俸银。清代则全部改为俸银。

民国时期，除军队外其他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全部由市场供应。３０年 （１９４１）军粮增
加，市场粮少，粮价飞涨，地方当局由拨发现钞改为支拨粮食。３２年 （１９４３）起，每年
随赋带征县级公粮三成，用以拨支公教人员食粮。３３年 （１９４４），月标准为县市级公教职
员０９石，乡镇职员、警局队长０５石，工役、警局队夫役０４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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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至３６年 （１９４７）６月县级公粮支拨表
单位：石

县　　别 数　量 县　　别 数　量

平　凉 ２２１１７８９ 华　亭 ９９９９２６

庄　浪 １２９９５５０ 静　宁 １４６２８５１

崇　信 ７５１４２８ 泾　川 １７３１８１３

灵　台 １５６９５５６ 合　计 １００２６９１３

市镇居民定量口粮供应　１９４９年８月后，粮食部门只保证部队和公职人员的口粮供
应，居民口粮通过市场自行购买。１９５０年１月，公教人员每人每天供给细粮１市斤，粗
粮按７０％折算，分等按月从征收公粮中拨给单位集体食用，由内部掌握，限人不限量。
１９５３年３月，公职人员实行工资制后，同居民一样持币自购。是年１１月１日起，每人每
月口粮定量标准为：市民、商人１５公斤，机关干部和学生１６公斤，重劳动工人２４公斤，
轻劳动工人２２公斤，６岁以下小孩７５公斤。以普通粉为主，搭配３０％至４０％的小米、
玉米粉等杂粮。１９５４年８月５日，凭甘肃省粮食厅统一制发的 《城市 （集镇）居民购粮

证》和 《机关团体购粮证》按核定口粮数到指定粮站买粮。１９５５年９月，口粮定量供应
标准改为每人每月重体力劳动工人３２５公斤，轻体力劳动工人２４公斤，机关、厂矿、学
校等脑力劳动者１６公斤，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１７５公斤，市民１４５公斤，７周岁以下
的儿童７５公斤。粮食成品及粮食复制品开始凭 “甘肃省地方粮票”购买。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
年，先后４次调低口粮定量，除高空、高温和井下作业工人外，其他劳别工种定量一律
降低，平均降低２０％左右。同时实行粮食供应预决算和支付命令制度，按人劳别建立粮
卡，做到人员、粮食、户口、工资 “四对口”，提倡计划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干稀搭

配，粗粮细作。１９６０年１月，粮食定量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特重体力劳动者２３至２６公
斤，重体力劳动者１７至２０公斤，轻体力劳动者１４至１６公斤，干部及脑力劳动者１２至
１４公斤，大中专学生１４至１６公斤，１０周岁以上居民１１５至１３５公斤，９岁以下儿童
２５至１１５公斤。改供全麦粉２０％至３０％、其余供应粗粮，并搭配一定比例的洋芋 （５
公斤洋芋顶１公斤粗粮）。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起，定量标准平均每人增加１公斤。一律按细
粮６０％、杂粮４０％的比例供应。分４９个行业、１６００多个工种，按７个类别、１３个等级标准
供应。１９７３年，印制工种补差粮票，只限在辖区内购买成品粮和粮食制成品。
１９８０年１月，将劳别定量确定为三等１３级，包括７４个行业、３３００多个工种，平均

每人每月口粮标准调低０４１公斤。供应细粮比例增至８０％，改供标准粉。１９８４年８月，
供应品种由各地视库存情况自行安排，打破划片定点供应方式。１９８６年４月１日起，城
镇居民粮食定量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３７５公斤提高到１４公斤。１９８８年开始供应特一粉、特
二粉，细粮比例增至９０％以上。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起，全面取消粮食平价供应，市镇居民
的口粮销售按照购销同价的原则统一提 高到与购价持平。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全面放开粮
食销售价格，取消各种票证，居民结存的粮食指标予以冻结，全部改为市场供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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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粮油供应证

随行就市。城镇居民人口粮食关系继续保留。１９９５
年５月１日起，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凭信誉卡 （证）

限量限价供应办法，供应标准为市民、职工每人每

月不超过１０公斤，大中专在校学生、城镇救济对象
不超过１５公斤。１９９８年国有粮食企业供应市镇人
口的粮食总量比历史最高的 １９９１年降低 ６７倍。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供应市镇人口的成品粮食总量比
１９９８年增加５至６倍。

市镇居民定量口油供应　１９５０年１月，部队和
公职人员实行食油定量配给，每人每月 ４公斤。
１９５４年 ７月，平凉区自制标准为：部队 （每人每

月）４６８７５克，机关、学校、企业、团体 ３７５克，
市区居民１５６２５克，乡村农民９３７５克。１９５６年，
对高级知识分子每月加供食油５００克。１９５７年，食
油统一由粮食部门经营，定量供应标准为干部、职

员、工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等地区每人每月３７５
克，县乡每人每月３１０克，一般市镇居民地区每人

每月２５０克，县乡每人每月２１８７５克，郊区非农业人口１８７５克，野外勘钻探工作人员、
医院、疗养院伤病员、休养员、工矿企业挖掘工人等每人每月６２５克。１９６１年，一般干
部、职工、居民每人每月４６９克，从事高空高温和工矿挖掘的工人及野外勘钻探人员
２１８７５克，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上层民主人士在居民口油定量外增供５００克，住
院病人每床每月２５０克，城镇少数民族职工逢节每人补助３１２５克，会议用油以粮票带油
办法供应。１９６２年，供应口油量６７４万公斤，降到历史最低点。１９６３年，居民口油定量
提高到６２５克。次年又将从事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和地质勘探人员的口油定量提高到
５００克，其他非农业人口食油定量提高到１５０克，国庆节、春节给所有非农业人口每人每
节补助食油１００克，取消对高级脑力劳动者的食油补助。１９７３年，对专业运动员每月增
供食油２５０克。１９７６年，对国营企事业从事有毒有害工种职工保健食油由每人每月补助
２５０克调减为１００克。１９８２年１月，对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增补食油２５０克。４月，非
农业人口食油定量调整到２５０克，职工保健食油２５０克，节日补助食油４００克和１０００克。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食油购销价格和经营全面放开。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全区食油销售每年
５０至６０万公斤。

补助用粮供应　１９６０年，对怀孕５个月以上的孕妇增加口粮，包括本人定量不超过
１５公斤；大中专学校、技工学校的学生和厂矿、机关干部下厂实习或参加农场、工厂劳
动，时间超过６个月以上的按同工种补差口粮。１９６１年后，有矿山救护队员执行抢险救
护任务、干部下井劳动锻炼、运粮汽车司助人员夜间行车等４９项补助粮项目。１９７２年，
补助粮项目达到５２项１６个标准。１９７３年，缩并为１７项１０个标准。增加杂技团演员、
插队知青等补助粮。１９７６年，全区补助用粮９０５万公斤，按非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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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公斤。１９７９年修订合并为１３项１０个标准。集体单位安置的城镇待业青年口粮补助
到１５５公斤，职工培训跨省就学期间口粮按同类人员定量标准补差。全区补助用粮
７７０５万公斤，按非农业人口计算未超过人均每月０２５公斤的规定。１９８４年对干部到干
旱县工作期间，在单位就餐的按每人每天０５公斤补差，在社员家中就餐的按０６公斤补
差。全区补助用粮３３４５万公斤。１９８５年取消重点水利、战备、筑路、建筑等工程所用
民工的补助粮项目，补助粮保留１５项１０个标准。全区补助用粮降至２９６万公斤。１９９３
年４月１日，粮食销售价格和经营全面放开后，市镇粮食供应中各项补助粮项目随之
取消。

特殊供应　１９６２年１月８日起，对重点煤矿每超产１吨煤奖口粮１公斤。１９６３年１１
月２３日起，对住院病人按每人每天０５公斤的标准全供细粮。１９７３年４月，对专业运动
员每人每月供应粮食２５公斤，其中细粮８０％。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起，对从事矽尘工作满３
年以上的临时工、轮换工患矽肺病回农村后，其口粮按患矽肺病正式职工口粮标准由国

家供应。１９７９年４月１日起，对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特等、一等残废军人的口粮改为
商品粮供应，每人每月定量１４至１５公斤，其中细粮８０％。对少数民族职工和市镇居民
逢节每人在细粮定量内供应优等粉２５公斤。１９８０年６月，对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在
定量细粮内供应优等粉７５公斤、大米２５公斤。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起，对在乡的特等、
一等参战残废民兵民工的口粮按当地干部定量标准由国家供应商品粮。对南方籍及归国

华侨和回归港澳同胞中的中级知识分子每月在细粮定量内供应大米２５公斤。１９８３年３
月４日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每人每月供应大米５公斤、增供
黄豆１５公斤。对朝鲜族市镇居民细粮定量内按５０％供应大米。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起，
对国营企业从农村招用的农民轮换工、合同工因公致残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回乡后，其口

粮按当地城镇居民的标准、比例供应。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起，特殊供应全部取消。
三、农村粮食销售

灾区返销粮供应　１９５０年３月，发放救灾粮１４５万公斤。１９５４年，缺粮户按每人每
月杂粮１５公斤核定，分月供应。
１９５５年９月，农村粮食年留量标准为口粮每人２２５公斤 （小麦６５公斤，杂粮１６０公

斤）；饲料每匹 （头）骡马２００公斤，牛１２５公斤，驴１００公斤，猪４０公斤；种子每亩
小麦８１３公斤，杂粮３公斤。口粮达不到留粮标准的，所缺部分由国家安排返销。１９５７
年春，有的地方缺粮社每人每天按４两、８两最多１０两 （１６两市秤，下同）平均供应，
发生春荒闹粮、浮肿和死人问题。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中，受浮夸风、高征购影响，农
村人均口粮不足１５０公斤，缺粮农户１８５万户、１１２万人。１９５９年，农村公共食堂达到
２６７０８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农民占总数的９３％，返销粮供应人口增至１４０７４万人，占
总人口的６６４％，人均月供１３公斤。１９６０年，人均每天口粮安排在６两以下的人口占总
数的４１１％。１９６１年，全区返销粮食５０６５万公斤。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调减征购任务，增
加农村提留，建立社队粮食储备，开放粮食市场，３年返销粮食比前３年减少２２６％。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３年，片面强调粮食自给，不吃调进粮，征购 “过头粮”，集体及农户的家底

被挖空，关闭粮油贸易市场，群众余缺调剂的门路被阻塞，国家返销面越来越大。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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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粮食返销量为历史最高记录，并调入红薯干、红薯粉供应群众。１９７６年６月，甘肃
省粮食局在崇信县召开全省解决粮食购销经验交流会，向全省推广崇信县连续８年只购
不销的经验。但同一生产队购后返销的问题并未解决。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９年，集体分配口粮人
均不足１５０公斤的，国家返销补足；１５０至１６５公斤的队不征不购。１９７９年全区又购又
销、只销不购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５２１％。民间有 “秋冬急征购，春夏忙返销，今年超

购领加价，来年返销要救济”的顺口溜。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２年，省核定全区每年返销粮指标１３００万公斤。共返销粮食１２８７２５万
公斤，超销８９７２５万公斤。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省将全区每年返销粮指标增加到４０００万公斤，由过去返销改为返

销、借销、议销供应。１９８５年，农村返销粮调整到购销同价 （定购比例价），并取消借

销。３年返销比包干指标少销２４８％。１９８８年规定农村返销粮每年递减１０％，并不准销
售小麦。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起，稳购放销，取消农村返销粮。１９９４年以后，农村灾区粮食
返销划归民政部门管理，粮食部门只保证粮食供应。

从１９５４到２００２年，全区农村返销和口粮销售１２１７５９２万公斤，年均２４８４９万公
斤，其中口粮返销占８３３％。

部分年份全区农村粮食销售表

单位：万公斤

年　份 农村粮食

销售数

其中灾民口

粮返销
年　份 农村粮食

销售数

其中灾民口

粮返销

１９５４ １４９１５ １９７８ ２６９７０ ２６７４０

１９５６ １６８５５ １５０６５ １９８０ ４５２０５ ３６７１０

１９５７ １２３１５ １１４２５ １９８２ ４５２５５ ３６２００

１９５９ ２９２６０ ２５８７０ １９８５ ２５９２５ １１００５

１９６０ １４６７０ １３２０５ １９８８ ２５１７５ ２２４４４

１９６２ １１３６０ ９８２０ １９９０ １７６５７ １５３７６

１９６５ ６２５５ ５６７５ １９９２ ２３６００ ２３６００

１９６８ ４４５０ ４３５０ １９９５ ３８７５７ ３８６４０

１９７０ ５７２０ ５６２５ １９９８ ２５５６３ ６２７２

１９７３ ５１９５５ ４８２８５ ２０００ ５７１５２ ４８２４３

１９７５ ２４２７５ ２３８４５ ２００２ ５８５４６ ３３６３１

退耕还林 （草）补助粮供应　１９９９年实施退耕还林 （草）生态建设工程，每亩补助

粮１００公斤 （另补助种苗费５０元，口粮款２０元），按小麦８０％、玉米２０％比例，分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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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两次供应。粮食部门根据林业部门考核验收，完成退耕还林 （草）面积１０２７万亩，
供应补助粮３０８２万公斤。至２００２年，共完成退耕还林 （草）供应补助粮５１５４８４万公
斤，年均１２８８７１万公斤。

菜农口粮供应　１９５３年，每人年平均１９９公斤。１９５９年，丰收地区每人１８２５公斤，
余粮地区 ２００至 ２１０公斤，歉收地区 １５０公斤。１９６３至 １９６５年，全年每人口粮标准
１８２５公斤，其中完成经济作物任务 （生产、交售）的队每人每月１５公斤，末完成的
１２５公斤。１９７２年，菜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标准，每人每年２００公斤，执行到１９９３
年４月为止。

奖售粮供应　１９６０年起，实行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政策。１９６１年，实行奖售的有
４８个品种，全区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１６９３万公斤，收购油料奖售粮食１８４４６９万公
斤。１９６２年，奖售粮食的中药材品种由１４种增加到７０种。收购生猪外调１０００公斤补助
饲料粮１５００公斤，内销１０００公斤补助５００公斤。收购杏仁５０公斤奖售粮食５０公斤。另
按收购金额奖售３０％工业品。全区奖售粮食３５万公斤。１９６９年，奖售范围压缩到１７个
品种。收购生猪每头毛重、出肉率分别为５０公斤、５７％以上奖售粮食１５公斤。全区奖售
粮食３万公斤。１９７３年，奖售品种又增加到４５种，包括２９种中药材。收购生猪超过起
点每增加１公斤毛重奖售１公斤粮食。１９７８年生猪起购调整到６０公斤，奖售粮食提高到
２０公斤。全区奖售粮食２４８万公斤。１９７９年，全区奖售粮食３８７万公斤。１９８０年，收购
甜菜每５公斤奖售粮食０５公斤，超交食油０５公斤奖售粮食３５公斤。全区奖售粮食
５３７万公斤。１９８３年，奖售粮食的农副产品由１９８０年的４７种减少到３７种，其中中药材
１６种。全区奖售粮食４４７万公斤。１９８４年，非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一律取消奖售，奖
售品种压缩到３３种，其中中药材１２种。全区奖售粮食２８０万公斤。１９８５年取消收购生
猪及其他农副产品奖售粮食。

四、工商行业用粮供应

１９５５年，对全民所有制工商行业用粮，纳入计划供应。工业、手工业用粮食作原料
或辅助材料的，熟食业、糕点业、副食业用粮，凭用粮供应证供应；市镇熟食业出售的

米、面食和复制业出售的挂面、切面等，凭粮票购买粮食。全区供应工商行业用粮９７万
公斤。１９５９年，供应６３５万公斤。１９６０年，对工商企业副产品折合抵粮食供应，用粮
７５万公斤。１９６２年，全区供应１５万公斤。１９７１年，全区工商行业用粮增至１７１万公斤，
为历史最高年。１９８０年，降至６４５万公斤。１９８５年工业用粮改为议价供应，商业用粮逐
步扩大议价供应。１９９０年２月，工业用油改为议价供应。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０日起，商业用粮
油全部改为议价供应，不再收取粮票。

五、军需粮油供应

明嘉靖时期，平凉卫指挥司各军事官员从正千户到指挥每员岁俸粮１９２石至４３２石不
等，每年需供俸粮９６７８石。平凉卫左、中、前、后４所和安东护卫所、安东群牧千户所
军丁由本卫所屯地３４５０余顷生产粮食供给。

清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泾州直隶州供支各营讯兵马粮料京斗粮１５０３３３石。二十七
年 （１９０１）京城移驻庄浪满州营官兵岁需俸饷米折马干等项折银１４１５９７４两。其中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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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斗粮料５４８３５３石，折京斗粮料７８３３６１石。
民国年间，泾川、静宁设兵站，以供驻军与过境军需。３０年 （１９４１）起，军粮配给

标准每人每日食米２４市两，或折发面粉２６市两，每马每日豆料２５市斤。３３年 （１９４４）
６月，补给标准为每人每月食油１市斤，豆类２市斤，燃料３０市斤，每马每日豆料２５
市斤，麸皮２５市斤，马草１０市斤。８月，因军粮补给不及改补现金，每人每月副食费
１２５元，每马每月马干费１０００元。３１年 （１９４２）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区共拨支军粮６５
万石，年均９３万石。
１９５０年２月，凭证在驻地粮食部门支付。１９５１年１月，开始使用西北区粮食局印制

的 《支粮证》和 《支料证》。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军队口粮改发５０％的代金、５０％的实物，
马料改发１０％的代金、９０％的实物。口粮按细粮７０％、粗粮３０％供应。食油按每人每月
１５市两 （１市两＝３１２５克）供应。１９５５年，供应米２０％、面８０％，伤病员大米４０％、
面粉６０％。１９６０年，供应２０％粗粮、８０％细粮，食油供应每人每月５００至１０００克。１９６３
年，马料供应品种按不同地区执行不同比例。１９７１年后，部队粮食供应粗粮２０％、面粉
７０％、大米１０％。１９７５年成立平凉地区军粮供应站。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起，供应部队的小
麦粉由标准粉提高到特制二等粉，大米由标准二等提高到标准一等，取消粗粮供应，伤

病员、休养员供应特制一等小麦粉和特等大米。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军队粮油供应由原按
国家定购价筹措改按议价筹措，继续按统销价供应。

六、粮油议价销售

１９６３年，对县以上职工居民的补贴口粮凭证限量供应，一般每人每月１公斤。１９６４
年３月，议销价格下降。１９６６年３月，除饮食业熟食用粮外，其他全部停供。１９７９年恢
复粮油议销，全区议销粮食３１万公斤。１９８０年设立地、县粮油仪价经营机构。１９８１年，
平价粮食转议价销售２０４５万公斤。１９８３年，多种形式开展粮油议销，议销粮食７０２万
公斤，平价粮食转议价销售３１２５万公斤，平议价粮食品种兑换收入１３１万公斤，开始外
销和出口粮食３５万公斤。１９８４年，平转议的粮食为小麦、玉米、大米，议销粮食５６５
万公斤，外销和出口粮食２９７万公斤，平议价粮食品种兑换收入３６万公斤。１９８８年议销
粮食１９６４８万公斤，平价粮食转议价销售３０８５万公斤，外销和出口粮食１９３９万公斤，
平议价粮食品种兑换收入１３２９万公斤。１９９３年，粮油议价全部放开，实行多渠道经营。
议销粮食４７６８６万公斤。１９９９年粮食议价销售９９３９８万公斤。１９７８至１９９９年累计议价
销售４５８６１６万公斤，年均２４１３８万公斤。

七、票　证
证　卡　１９５４年８月５日起，使用 《市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原 《城市 （集镇）居

民购粮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 （原 《熟食酿造复制业购粮证》）、《机关单位粮油供

应证》（原 《机关团体购粮证》）、《农村缺粮户购粮证》、《菜农粮油供应证》和 《市镇

人口定量增减变化登记卡》。１９５６年５月起，使用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和 《农

村粮食转移证》。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起，使用 《离休干部粮油特需供应证》和 《知识分子

粮油供应证》。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起，使用 《军用食油、副食、黄豆供应证》。１９９５年５月
１日起，市镇供应改为 《信誉卡 （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农村缺粮户供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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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通用粮票和甘肃省地方粮票

和 《菜农粮油供应证》取消。

粮　票　１９５５年流通使用 “全国

通用粮票”、 “甘肃省地方粮票”和

“甘肃省料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起，
流通使用 “军用供给粮票”和 “价购

粮票”。１９６１年流通使用 “专用奖励粮

票”。１９７４年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印制
“工种补差专用地市粮票”１０３８６万
张。粮票面额最小１市两，最大 １０００
市斤，属无价证券。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１日
“专用奖励粮票”停止使用。１９８４年
１２月 “工种补差专用地市粮票”停止

使用。全区库存 “工种补差专用地市

粮票”５３９０９万公斤， “全国通用粮

票”１０２８９万公斤， “甘肃省粮票”

５２７０４万公斤， “甘肃省料票”９７２６
万公斤。１９９０年 “全国通用粮票”收

１０８６４万公斤，支５２４２万公斤，存１７６２９万公斤；“甘肃省粮票”收６５８４６万公斤，
支６８７０７万公斤，存２８１７８万公斤。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 “全国通用粮票”、 “甘肃省粮

票”、“甘肃省料票”停止使用。

第四节　粮油调拨

秦汉以来，辖区粮食不仅自给，还有余粮输出。北魏太和七年 （４８３），薄骨律镇将
刁雍奉诏率高平、统万及本镇三镇出车５０００乘，运屯谷５０万斛付曲沃镇，以供军粮。海
陵王天德二年 （１１５０），在平凉府置陕西西路转运使司。明清以后，粮食渐缺。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平凉府所储粮食不足敷用，从陕西拨粮８万石接济。乾隆年间平凉府民田实征
本色起运粮 １６９７３４石，屯田实征本色起运粮 １８６万石。更名地实征本色起运粮
４５５７５４石，养廉地实征本色起运粮１４５１１石。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泾州原额并新垦起
运本色粮１７８６３石，实征屯本本色起运粮３７４９９４石。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甘肃转运粮
台拨粮２万石至泾州。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泾州、崇信、灵台县奉文拨运被旱赈灾粮和
兵马粮料８０１１３５石。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至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泾州直隶州４年共欠
起运粮３２８２０７石，耗羡起运粮５２７３２石；平凉府２年共欠起运粮６０７１石，耗羡起运
粮９１４石。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平凉、静宁、华亭、泾州、崇信等州县欠起运粮
１８５１７５石，耗羡起运粮２７８２１石。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平凉、静宁、华亭、泾州、崇信、
灵台等州县欠起运粮２００２３８石，耗羡粮３００３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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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军粮调运年愈１０万石。３３年 （１９４４），军粮配拨１２２３万石，紧急准备
粮配拨３３７万石，特别储备粮配拨 ８５６万石，地方省县公粮配拨 ６４７万石。３７年
（１９４８）军粮配拨增至１９７万石。３１（１９４２）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上半年共配拨军粮６５１
万石，年均９３万石。
１９４９年８月，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运往前线借粮１８３万石，面粉４７７４万

斤。并供应过往部队小麦２０４４万石，花料３７０８石。给兰州、榆中、会宁等地运送小麦
４３５万石。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开始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大中城市和缺粮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军需民
食。成立平凉区粮食运输站 （１９５６年改为平凉粮食局运输站）。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起，实
行调拨包干制度。成立咸阳粮食转运站、宝鸡粮食转运组。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１年区内
外粮食调拨由省粮食厅统一调度库存。１９６３年，实行粮食统一调拨制度。至１９７２年为净
调出时期，共调出粮食９１９６６５万公斤，调入品种调剂粮５６４０万公斤，相抵后净调出粮
食８６３２６５万公斤，年均净调出４３１６３３万公斤。其中１９６０年为历史最高调出年。
１９７３年７月至１９７４年，调出粮食３１１９５万公斤，调入救灾粮１２９４７５万公斤，相抵

后净调入９８２８万公斤。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调出粮食１１７５７万公斤，调入品种调剂粮７２０９５
万公斤，相抵后净调出４５４７５万公斤。
１９８０年对议价购销粮油地区间直接挂钩，调剂余缺，由供需双方随行就市，协商调

拨。１９８８年，省对地区按定购与销售的差额核定调拨包干指标，计划内每调出５０００公斤
奖励５０元，超计划每调出５０００公斤奖励２００元。１９８９年，全区开始实行统一调拨、分
级编制计划制度。

１９５７至１９９２年，为食油纯调出时期，共调出食油１３２９３５万公斤，调入品种调剂油
４０８６万公斤，相抵后净调出食油１２８８４９万公斤，年均净调出３５７９万公斤。其中１９５７
年为食油调出量最高年。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全面放开食油购销价格后，除军供食油外地县
之间的余缺调剂由供需双方协商调拨。４月１日全面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后，采取计划调拨
与合同调拨两种形式。１９９５年７月宝 （鸡）中 （卫）铁路全线营运后，全区粮油调出、

调入的８５％通过铁路运输。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５日取消玉米、面粉出省禁令。１９９８年７月取
消省内地区间、区内县市定购粮指令性调拨计划，全部改为双方协商自由调拨。

１９７７至１９９４年为粮食净调入时期，共调入１０２７３２５万公斤，调出３１６６５５万公斤，
相抵后净调入７１０６７万公斤，年均净调入３９４８２万公斤。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２年除１９９７年净调
入７０５万公斤外，７年为粮食净调出时期，共调出４４５５３５万公斤，调入２８２４６万公斤，
相抵后净调出１６３０７５万公斤，年均净调出２３２９６万公斤。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２年为食油纯调
入时期，共调入食油１７４１４万公斤，调出食油６２３２万公斤，相抵后净调入１１１８２万公
斤，年均纯调入１１１８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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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粮油储藏

一、仓库建设

灵台县什字镇草脉村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遗址发现谷窖１处，为全区发现最早的储
粮设施。秦汉地方官府普遍建立储粮仓库。汉五凤二年 （前５６）在边远地区建造调节丰
歉的 “常平仓”。隋开皇五年 （５８５）创建 “义仓”。十六年 （５９６）在州县所在地建立
“社仓”。唐代州县建 “正仓”。明洪武年间，平凉府万安门之西里许建雄赡仓，万安门之

东有预备仓，韩王府内有广受仓，另有儒学仓。平凉、华亭等县及静宁、泾州均建仓数

座。清平凉各州县常平等仓共２１处。

汉代连体双室灰陶仓 （文物）

民国初期，诸仓多废。２３年 （１９３４）泾川、崇
信、庄浪、灵台、平凉县仅有仓廒６座。平凉县县府
街有军政部甘肃军粮局第四仓库。２４年 （１９３５）增
加静宁县仓廒１０座。２５年 （１９３６），积谷仓分为县
仓、市仓、区仓、乡仓、镇仓、义仓 ６种。３０年
（１９４１），分聚点仓库、集中仓库、收纳仓库和田赋粮
库、地方粮库、军粮仓库。３１年 （１９４２）有田赋仓
库１３座。３２年 （１９４３）庄浪、华亭、泾川、灵台、

静宁县有积谷仓廒１０２座，其中县仓２６座、镇仓２０座、乡仓３８座、社仓１８座。３３年
（１９４４）有各类田赋仓库２１５座，容量３３１５万石。其中原有收纳仓库２８座、容量５２７
万石，聚点仓库９座、容量４６万石，集中仓库９座、容量６４１万石；增添准借仓库２

东汉陶仓 （文物）

座，容量１０００石；修葺仓库１６４座，容量１６１７万石；新建仓
库３座，容量６０００石。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县中大街、九盘磨、
南沙石滩、景家沟、上隍庙、法院街设有各类军粮仓库、兵站。

３６年 （１９４７）全区有田赋仓库１７７座，容量２４５８万石。其中
聚点仓９座，容量４６万石；集中仓１２座，容量１３２万石；收
纳仓１５６座，容量１８６６万石。３７年 （１９４８）在平凉县北校场、
仓院街、红照壁沟、鸦儿沟、法院街、北后街、东大街、南后

街等地设军粮库９处。
１９４９年８月，接收国民政府田粮机构粮食仓库２１处，其中

分区属２处，县属９处，区属６处，临时仓库４处，借民窑５５
只，总容量３２万石。１９５０年整编为１处分区直属粮库、９处县
属粮库，有仓库３２１间，总容量１６９万石。１９５２年全区１１县
市有仓库２１处，临时仓库１０处，仓房１０８５间，仓窑３４０只，总容量 ４８２７８万公斤。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７年全区投资５５７万元，建成库容２０００万公斤的平凉四十里铺粮库；投资８０
万元，建成库容２５００万公斤的专区窑店粮库；新建、扩建粮库１１座，共投资３６１０１万
元。１９５７年全区１７县市有仓库２０８１座，总容量２６９２６５万公斤。其中平凉市、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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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庄浪、华亭、崇信、泾川、灵台县有仓库８４１座，总容量１５１０４万公斤，除原有和
新建的砖木、土木结构仓库外，借祠堂庙宇５５座，民房民窑６７７间 （只），露天堆垛１９
座，计容量７１００５万公斤。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全区８县市完成７４座仓库、油池建设项目，
新增粮食储存能力９５４０５万公斤。建成２６处粮管所、粮站和仓库。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投资
８６３５万元，建成１１处仓库。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投资１５９９７万元，建成１６处粮管所、粮站
仓库、宿舍等。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建成３７处粮管所、粮站仓库、晒场等设施。推广建设土
圆仓２５０座，容量１７３０５万公斤。投资７万元，建成平凉县大寨地下土圆仓和砖圆仓，
容量１００万公斤 （尚未投入使用即崩塌报废）。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０年建成１４处粮管所、粮站仓
库、晒场等。１９７７年，投资１５２万元在平凉县崆峒修建容量５００万公斤地下战备粮库，
投资２０万元修建容量１０００万公斤土圆仓。１９８０年全区有苏式仓、房式仓、简易仓、祠
庙仓、地下仓、拱形仓、土圆仓５２８座，总容量２３３４０５万公斤。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建成４
处粮管所的仓库以及地区十里铺粮库，新增仓容７５万公斤。因仓库年久失修、土圆仓大
部分报废、粮食征购增加等，出现仓容紧张、农民卖粮难、粮食部门储粮难的现象。

土圆粮仓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新建仓容１０８０万公斤，总容量
增至２７６４４５万斤。粮管所、粮站占地１１０９５
万平方米，其中仓房占地１４０５万平方米，罩
棚面积１４５３平方米，晒场面积１２９５万平方
米。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建成地区四十里铺粮库
和２处粮管所。１９９６至 １９９９年投资 １５４２万
元，新建粮库３０座，容量２７２０万公斤，维修
仓库９８座，容量９６５４６万公斤。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粮库建设向高大平房仓、立筒仓、浅圆仓方

向发展，投资２１６万元，建成房式仓、拱形仓
３座，新增仓容９２０万公斤。２００２年全区７县市和地区直属粮食部门的１１７个粮食收储企
业，有仓库３２０座，容量２６９２２８万公斤，租赁部队洞库和社会闲置仓库容量１０１１０万公
斤，总容量达到２７９３３８万公斤。有水泥晒场１８３万平方米，油池油罐１５座，容量６２５
万公斤。

附：

中央储备粮平凉直属库

位于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北开发区，占地３００亩。
１９９８年７月立项，１１月开工建设，总投资１亿元。２０００年６月，完成建设任务，被

平凉地区行署评为 “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先进单位。建成散装式平房仓库１２幢３６座，
器材库１座，总仓容１８６亿公斤。有粮食专用铁路双轨线２３００米，铁路罩棚９９００平方
米，配备领先科技水平的电子测控、机械通风、谷物冷却、环流熏蒸４项新技术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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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衡、汽车衡、皮带输送机、粮食清扫车、装包机、扒粮机、吸粮机等仓储机械１４０
台 （套），微型计算机１０台及现代办公设备。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两次收购中央专储小麦１４
亿公斤。２００２年３月，经甘肃省计委、省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西安分公司共
同检查通过验收。有职工５０人。隶属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西安分公司。

二、粮油储备

明初，华亭县常平仓累储卫屯京斗麦谷３８２万石。嘉靖时，韩王府广受仓岁存粮
２０００石，平凉府雄赡仓年存卫屯粮２７４万石，儒学仓存粮３００石，平凉县仓存夏秋粮
１１３万石，华亭县仓存夏秋粮１４９７石。清乾隆年间，华亭县常平仓年储卫屯京斗麦２０５
石，静宁州储常平粮２４００石至３４万石，泾州额储京斗粮８万石，折仓斗粮５６万石。
光绪初年，崇信县仓储麦谷、劝捐社谷、采买备荒粮１６９８石至４８３３石。二十年 （１８９４）
泾州直隶州旧管共储各项京斗粮 ７９６７石，新收各项京斗粮 ５２１６石，开除各项京斗粮
２３６７石，实在共储各项京斗粮１０８万石。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至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平凉
府和泾州直隶州年旧管共储各项京斗粮２３３万石，新收各项京斗粮１１７万石，开除各项
京斗粮１２４万石，实在共储各项京斗粮２２６万石。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平凉府所属各县
实储粮１０３万石。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平凉府共存田赋正耗粮３４２万石，义社仓粮２２５
万石，采买粮 ５６３１石，备荒粮 １２２０石，籽种粮 ４５石，常平仓粮 ６２８石，合计 ６４２
万石。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至１７年 （１９２８）崇信县仓储粮８５２石。２３年 （１９３４）泾川县常
平仓存粮９１５石，义仓存粮８０５石，灵台县旧有官仓久未储粮，平凉县城内义仓早已改为
军械局。各县积谷２１９０石。２４年 （１９３５）平凉、华亭、灵台、崇信、泾川、庄浪县积谷
３４７２２５石。３０年 （１９４１）后，征实征购，随入随出，各县仓库仅有余粮１２１石。３２年
（１９４３）庄浪、华亭、灵台县仓廒存积谷３６６０石，其中贷放１６１３石；庄浪、华亭、灵
台、泾川、静宁县田赋仓存粮２６５８万石。３３年 （１９４４）７县田赋仓共储田军公粮２７５４
万石。３６年 （１９４７）区内田赋聚点、集中、收纳仓共储粮８０３万石。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群众储备三级储备粮食体系。

国家储备　一是特种储备，主要是备荒的 “甲字”粮油和备战的 “５０６”粮油；二是
专项储备，是国家宏观调控周转的专项储备粮油。１９６５年，省分配平凉交通沿线储藏条
件好的几个粮库存储国家从进口粮食中拨给的部分小麦，作为国家特种储备 “甲字”粮

代为管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省分配平凉专区１０多个库点代为保管调拨划转的部分战备粮
油，作为国家特种储备 “５０６”粮油。１９７３年，“甲字”粮储备增加３７５％，“５０６”粮
油划转２２％作为商品粮使用。１９７８年， “甲字”粮全部划作商品粮使用。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３
年，国家商业部、省粮食局先后６次给平凉地区增加 “甲字”粮储备小麦指标，并将部

分划作 “５０６”粮以补足其差额部分。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６日，地直和７县市均建立国家专项
粮食储备。至１９９３年国家、省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命名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库、三次下达国
家专项粮食储备划转收储任务。１９９９年，全区有４８个库点担负国家专项粮食储备保管任
务。２００１年国家特种和专项储备粮油划归国家粮食储备总公司及其所属机构管理，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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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保管的３８３４６万公斤特种储备粮和３９６３１万公斤专项储备粮在省粮食局竞价交易拍
卖会上全部拍卖。

省级储备　１９９３年，地直粮库和 ７县市粮库建立省级粮食储备，分配平凉地区
２７５５３万公斤。１９９４年调整为２７５０万公斤。１９９８年，将泾川县省级储备粮减少７５万公
斤，全区总量调整为２６７５万公斤。１９９９年，省上将各县省级储备粮划转部分作为商品周
转粮库存，全区省级储备粮降到１９００万公斤。２００２年对省级储备粮油分别采取县区间调
拨、划转和县区内移库等方式，集并到交通沿线、储存条件好并有承储资格的储存点代

管，全区由６９个储存点减为地区十里铺粮库等９个储存点。
地区储备　１９９８年底，地区粮食储备总量为 １０００万公斤，后调整为 ９２０万公斤。

１９９９年，因地区粮食储备费用补贴无法兑现，地区粮食储备自然取消。
商品粮周转库存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全区公粮年均库存３５００万公斤左右。１９５３至

１９５７年，全区商品粮库存稳定在５５００万公斤左右。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商品粮周转库存急
骤变化，最高年与最低年相差２９８倍。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库存量减少，基本维持２８００万
公斤左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平均年末库存３８３２２万公斤。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平均库存
５６００万公斤。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５年，年库存稳定在６０００多万公斤。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５年，城镇人
口增加，粮食销售量增多，征购量减少，商品粮周转库存下降。１９９６年，商品粮周转库
存突破１亿公斤，１９９８年突破２亿公斤，１９９９年达到２５亿公斤，２００１年增至３９６亿公
斤，为历史最高年。２００２年虽经促销压库，总库存仍有３７２亿公斤。

集体储备　１９６３年，全区有７３１７个生产队建立集体粮食储备库。１９６５年，有９０４６
个生产队集体储存粮食２２８０９万公斤，占总队数的９８１％，队均储存３２１０公斤，人均
２５８公斤。集体储备粮较多的崇信县人均５０公斤，灵台县新集人民公社人均１３６５公
斤，该公社上店房生产队人均３４１公斤。崇信县粮食部门代生产队保管储备粮２５９５万公
斤。１９７０年，生产队实际库存增至４０１３５万公斤。１９７５年，增至４７２７５万公斤，为集
体储备粮最多年。１９７６年，全区粮食部门代生产队保管储备粮３９００５万公斤。至１９７９
年，生产队年均库存２２００万公斤左右，粮食部门代储２０４１３万公斤。１９８０年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改代集体储存为社员个人储存。１９８５年，累计代农储备粮食５０４９５
万公斤。１９９７年９月，全区粮食系统开展 “两代一换” （代农储存、代农加工、粮食兑

换）。１９９８年，灵台县什字粮管所代农储存粮食７５万公斤。
三、仓储管理

秦代粮食如账实不符，“其赢”应入公，“不备”要赔偿。仓内发现有２个鼠穴要受
“谇”，３个以上鼠穴要受罚。唐代实行分仓储存、专仓核算的办法，常平仓储粮年限粟９
年、米５年，地势低下潮湿的地区粟５年、米３年。１石粮食储存３年损耗１升，５年损
耗２升。宋、元仓储沿旧制。明代常平仓由地方自行设置，社仓由民间自储自管。清代
常平仓每年三、四月按市价平粜，九月购买新谷还仓，出陈易新。仓谷霉烂者限一年内

赔偿，如期赔完者免罪复职，逾期不赔者解职治罪，并以家产抵补。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终由知府、知州进行盘查。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义仓管理由民间推举殷室士民二人担任
仓正仓副，负责收储出纳事宜。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仓谷使用分贷放、平粜、散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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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仓谷每３年轮换一次，损耗不得超过１５％，否则赔偿并受处罚。３０年 （１９４１）后，
按分级验收标准严格检验，品质不合标准的粮食拒绝入仓。每周进行１次粮情检查，对
有发热、霉变、虫蚀的粮食及时处理，对因保管不善责任不强造成的损失，按其损耗量

的半数责令赔偿。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甘肃省参议会查灵台县前任县长亏短３２、３３年度
军粮３６５９２石，每石按５万元如数赔缴。
１９５２年，按等级标准购粮入库。１９５３年，建立健全粮库人员职责和粮食支拨手续，

粮食保管自然定额损耗率为０５％。１９５５年，全区开展无虫害、无霉变、无鼠雀、无事
故的 “四无粮仓”活动，庄浪县水洛粮库首创全省第一个 “四无”粮仓，受到国家粮食

部的表彰奖励。１９５９年，先后采用温控、气控、机械通风和电脑测控保粮新技术。开始
实行定额管理，制定仓容、器材、劳动、费用、损耗、盈亏和流动资金７类３００多个定额
指标。１９６５年，全区 ７０％的粮库点实现 “四无”。１９７９年，执行粮油国家标准验质。
１９８０年，灵台县成为全区第一个 “四无”粮仓县。１９８３年，泾川、崇信、华亭县及地区
窑店粮库等１１４个储粮单位实现 “四无”。１９８５年后，实行 “费用定额管理、增收节支、

利润留成”及 “定额管理、岗位责任制和百分计奖”等办法。１９９３年，全区有粮仓检化
验仪器、防治机械１０６６台 （套）。１９９６年，科学保粮占总仓容的３３８％。１９９９年科学保
粮占总仓容的比例增至６１２％。２００２年静宁、灵台、崇信县、平凉市及地区窑店、十里
铺、四十里铺粮库达到一类 “一符 （账实相符）四无”粮仓，华亭、庄浪、泾川县达到

二类 “一符四无”粮仓，实现 “一符四无”仓容量 ２６３２５４万公斤，单位 １０５个，占
１００％。

０４７ 平凉地区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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