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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张掖综合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是中共张掖市委、市人民政府

主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编的公报型文献，载录对象为市委、人大、政

府、政协、军分区及市直、省属驻张机关单位、各县 （区）。

二、内容涵盖全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各行业。融全

面性、真实性、权威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

三、年鉴框架设概况、大事记、政治、政法、军事、城建环保、综合

经济、财政税务、农业与农村经济、工业、典型企业、金融保险、经济贸

易、交通邮电、科技、教育、大专院校及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生活，

县 （区）概况，先进集体、个人，高级职称获得者名录。

四、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数字，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数字，凡叙

述事物的用汉字。以文字为主，图表为辅。照片以当时当地真人真情为

旨，表格按实际项目为式，表配文字相关之处，图插适当部位。

五、鉴体为条目式。以各行业、各单位的工作实际合理设条立目。每

个条目扼要记载年内的发展状况，必要之处加以对比分析。

六、经济和有关行业统计数据主要采用市、县 （区）统计部门的年报

或年鉴资料；业务数据源自业务部门的统计年报或专题材料。

七、县 （区）情记述，为保持各自特色和优势，条目各有不同，内容

求同存异，文字多寡有别。

八、本鉴力求 “全”，尽收市辖范围内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力求

“准”，对资料认真筛选，反复核对，撰稿人、审稿人俱予署名，以明责

任。

九、省委、省政府以上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副高以上职称获得者

资料源于各部门、各单位、各县 （区）的报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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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为真实形象地反映张掖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发展面貌，征集收编相关

彩页，以体现文图并茂之效。

十一、本年鉴是全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发展变化情况的大型综合性资料工

具书，旨在为各级领导掌握市情、实施科学决策，为各级各类机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各方面提供服务，为新编 《张掖市志》储备资料。原始资料来自

各县 （区）及市直各部门、各单位每年的工作总结和统计报表，准确可

靠。

《张掖综合年鉴》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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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ＧＡＩＫＵＡＮＧ

历史沿革

五帝①时期 （约前３０世纪初—前２１世纪初）
张掖及河西为戎族居地。
夏 （前２２０５—前１７８４年）
张掖等地属雍州②之域。
殷商 （前１７８３—前１１３５年）
西戎居地。
西周 （前１１３４—前７７１年）
张掖等地为月氏族所居。
春秋 （前７７０—前４７６年）
张掖等地仍为月氏族所居。
战国 （前４７５—前２２１年）
《隋书·西域传》载，月氏 “其王本姓温，旧居祁

连山北昭武城”。据史学专家考证，此期月氏在黑河
东、西各建一城，东城为永固城，即今民乐县永固镇
治之地；西城为昭武城，即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

秦代 （前２２１—前２０７年）
《史记·匈奴列传》说，秦代 “当是之时，东胡强

而月氏盛”。月氏族占据整个河西，张掖仍为月氏之
地。

西汉 （前２０６—８年）
匈奴赶走月氏后，统治河西５５年。到汉武帝元狩

二年 （前１２１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两次前来张掖
等地，将匈奴赶出河西。武帝元鼎二年 （公元前１１５
年），汉王朝在原匈奴浑邪王故地角乐得城 （据说今甘州
区黑水国北城遗址）设立河西第一郡———酒泉郡。元
鼎六年 （前１１１年），分酒泉郡在张掖县 （今武威市凉
州区境内）设立张掖郡。宣帝地节三年 （前６７年），
分张掖郡在武威县 （今民勤县东北）又设立了武威郡。
元帝建昭三年 （前３６年），河西行政区域作了调整，
酒泉郡治由今甘州区 “黑水国”之址迁到今肃州区治

之地；张掖郡治由今凉州区境内移到今甘州区 “黑水
国”之址；武威郡治由今民勤县东北徙至今凉州区治
的姑臧城。此期的张掖郡辖属１０县：角乐得 （治今 “黑
水国”北城）、昭武 （治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删
丹 （治今山丹县城，另说在今大黄山钟山寺处）、氐池
（治今民乐县洪水镇，一说李寨乡菊花地）、屋兰 （治
今甘州区碱滩乡古城子）、日勒 （治今山丹县硖口东古
城洼）、骊靬 （治今永昌县南照面山者来寨）、番和
（治今永昌县城西焦家庄乡水磨关南１公里处，俗称西
古城）、显美 （治今永昌县东４５公里处的乱墩子滩古
城遗址，一说城东四十里堡古城）、居延 （治今内蒙古
额济纳旗境内）③。

新 （王莽）（９—２５年）
张掖郡改名为设屏郡，仍辖１０县。其中有９县易

名：角乐得改为官式，昭武改为渠武，删丹改为贯虏，
氐池改为否武，屋兰改为传武，日勒改为勒治，骊靬
改为揭虏，番和改为罗虏，居延改为居成，显美仍旧
其名。

东汉 （２５—２２０年）
光武帝建武三年 （２７年），张掖郡、县恢复旧名

称。张掖郡辖角乐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
骊靬、番和８县。

献帝兴平元年 （１９４年）６月，分张掖郡日勒、删
丹２县另置西郡 （治日勒）；骊靬、番和２县划归武威
郡。次年居延置西海郡。

安帝时，张掖境内分设二属国，即张掖属国 （领

５城）、张掖居延属国 （领１城）。
三国 （２２０—２６５年）
此期今张掖境内设３郡：张掖郡、西郡、西海郡。

张掖郡辖３县：角乐得、昭武、屋兰；西郡辖５县：日
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西海郡辖１县：居延。

撤销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建置。
西晋—前凉 （２６５—３７６年）

角乐得县改名永平县，昭武县改名临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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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郡辖３县：永平、临泽、屋兰。
西郡仍辖原５县：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

池。西海郡仍辖１县：居延。
前凉张骏十二年 （３３５年）分置建康郡 （治表氏，

今高台骆驼城），辖２县：表氏、乐涫 （今肃州区下河
清）。

穆帝永和十年 （３５４年），置汉阳县 （今民乐永固
城，一说马营墩）。为守牧地，置祁连郡，辖２县：汉
阳、祁连。

东晋废帝太和四年 （３６９年）置临松郡 （治今民
乐南古城），辖２县：安平、和平。

前秦 （３７６—３８６年）
前秦时期，张掖境内共设６郡、１４县：张掖郡辖

３县：永平、临泽、屋兰。
西郡辖５县：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
西海郡辖１县：居延。
建康郡辖２县：表氏、乐涫。
祁连郡辖２县：汉阳、祁连。
临松郡辖１县：临松。
后凉 （３８６—３９７年）
此期境内设８郡、１６县。
张掖郡辖３县：永平、金泽、丘池。
西郡辖５县：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
西海郡辖１县：居延。
建康郡辖２县：建康 （表氏改）、乐涫。
祁连郡辖２县：汉阳、祁连。
临松郡辖１县：临松。
临池郡辖１县：临泽。
西安郡辖１县：屋兰。
北凉前期 （３９７—４１２年）
段业建都建康、沮渠蒙逊建都张掖期间，皆自兼

凉州牧，辖属１１个郡：
张掖郡 （改永平为永安）、临池郡、西安郡、西郡

（改日勒为永宁）、建康郡、临松郡、祁连郡、金山郡、
西海郡、酒泉郡、凉宁郡。

北凉后期 （４１２—４３９年）
沮渠蒙逊建都张掖期间，以张掖为凉州、武威为

秦州。北凉永安十二年 （４１２年）迁都姑臧后，张掖
改置秦州，辖８郡：张掖、临池、西安、西郡、临松、
祁连、金山、西海。

北魏前期 （４３９—５２４年）
北魏灭北凉后，撤销秦州与沙州，将凉州治所向

西移到张掖，故称西凉州；将张掖郡治向东移到番和

（今永昌）。太平真君五年 （４４４年），为适应王朝统治
地方的需要，将行政郡县改称为军镇，实行军事统治。
遂改武威郡为武威镇，敦煌郡为敦煌镇，河州为枹罕
镇，乐都郡为鄯善镇。时驻张掖的西凉州辖领武威、
敦煌、枹罕、鄯善 ４ 镇。其他郡县改称 “军”或
“戍”，如改张掖郡为张掖军，隶属武威镇；酒泉郡为
酒泉军，隶属敦煌镇；称 “戍”的有同城戍 （今额济
纳旗）、赤城戍 （今民乐永固）、苕藋戍 （今肃南皇
城）、乐涫戍 （今肃州下河清）等。

北魏后期 （５２４—５３５年）
正光五年 （５２４年）八月，改镇为州，武威镇改

为凉州，敦煌镇改为瓜州，枹罕镇改为河州，鄯善镇
改为鄯州。张掖仍保留西凉州建制，辖张掖、西郡、
临松、建康、酒泉５郡。删丹改为山丹。凉州恢复后，
称东凉州。

西魏前期 （５３５—５５４年）
张掖仍为西凉州，仍辖张掖、西郡、临松、建康、

酒泉５郡。
西魏后期至北周 （５５４—５８１年）
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年），西凉州改名为甘州。临

松、西郡并入张掖郡。新置金山县。
北周时期甘州辖属３郡１０县：张掖郡辖永平、山

丹、兰池、万岁、仙堤、金山６县；酒泉郡辖福禄、
安弥、乐涫３县；建康郡辖表氏１县。

隋代前期 （５８１—６０５年）
并县撤郡，州直辖县。撤销张掖郡；金山、兰池、

万岁、仙堤４县并入山丹县；安弥、表氏２县并入福
禄县。开皇十七年 （５９７年），永平县改为酒泉县。此
期甘州直辖酒泉、山丹、福禄３县。

隋代后期 （６０５—６１８年）
州县改名。甘州改为张掖郡，酒泉县改为张掖县，

山丹县仍改为删丹县。张掖郡辖张掖、删丹、福禄３
县。

为使 “镇戍相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为无
虑”，在永固城设赤乌镇，居延设大同城镇，乐涫设酒
泉镇，永昌设番和镇，以抵御吐谷浑，卫护地方安全。
并在张掖西城驿设置巩亭，储备各镇军粮。

唐代前期 （６１８—７８１年）
武德二年 （６１９年），张掖郡改为甘州。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复改甘州为张掖郡，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复
称甘州。甘州辖张掖、删丹２县。福禄县从甘州析出
与瓜州析出的玉门县另置肃州。

唐代后期 （７８１—９０７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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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甘州被吐蕃占领。吐蕃在河
西设置两个军镇，东为武威军镇，西为敦煌军镇，甘
州属武威军镇。甘州的行政长官称 “节儿伦”。大中二
年 （８４８年），漠北黄头回鹘部循黑河南下进入删丹驻
牧。

五代 （９０７—９６０年）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甘州回鹘

盘踞甘州、肃州和合罗川 （今额济纳旗）。
北宋前期 （９６０—１０２８年）
甘州回鹘仍统治２州１川。宋仁宗天圣六年

（１０２８年），甘州回鹘政权被西夏李元昊取代。
北宋后期至南宋 （１０２８—１２２６年）
西夏在甘州设置甘肃监军司、镇夷郡、宣化府。

宋高宗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年）南宋执政后，西夏派镇夷
郡王坐镇张掖，镇夷郡改为镇夷州，番和 （酒泉）郡
改为番和州。镇夷郡王直领镇夷州、番和州及西凉府。
宣化府改置为甘州城司，镇夷州直辖甘州城司和删丹
县。

蒙元时期 （１２２６—１３６８年）
此期恢复 “甘州”之称，此地是成吉思汗所创蒙

古帝国唐古忒省 （西夏省）在河西的一大都会。忽必
烈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年）在甘州设置甘肃路总管府，至
元八年 （１２７１年）改为甘州路总管府，至元十八年设
立甘肃行中书省，甘州为省会，辖甘州路、永昌路、
肃州路、沙州路、亦集乃路、宁夏府路、兀刺海路７
路和山丹州、西宁州２直隶州。

明代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
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征西将军

冯胜夺取河西，占领甘州，设置甘肃卫。洪武二十六
年 （１３９３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由庄浪 （今永登）
迁移甘州，辖属甘州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
永昌卫、凉州卫、庄浪卫、西宁卫、山丹卫、肃州卫、
镇番卫１２卫和镇夷、古浪、高台、碾伯４守御千户
所。永乐年间，甘州设甘肃镇；正统年间，设甘肃巡
抚都御使，辖属４道：分巡西宁道，治所甘州，领甘
州５卫及山丹卫、高台千户所；分守西宁道，治所凉
州，领凉州、永昌、镇番、庄浪４卫及古浪千户所；
肃州兵备道，治所肃州，领肃州卫、关西７卫及镇夷
千户所；西宁兵备道，治所西宁卫，领西宁卫、碾伯
千户所及西番１３族。

清代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
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年）十一月，甘肃巡抚由甘州

移驻凉州。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年），甘州设置甘肃提督，

领甘肃、宁夏、西宁、安西４镇总兵 （后安西总兵改
为肃州总兵，甘肃总兵改为凉州总兵）。分巡西宁道改
为甘山道。

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年），改卫所制为府县制。撤销
陕西行都司，设立甘州府；甘州左、右卫改置张掖县，
山丹卫改置山丹县，高台、镇夷二千户所合并设立为
高台县。雍正七年，高台县改归肃州管辖。

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甘山道改为甘肃道，治所
移至肃州；后又改为甘凉道，治所移至凉州。是年，
张掖县丞分驻东乐，遂置张掖县东乐分县，领１驿、

１４堡。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年），甘州府分置抚彝厅
（今临泽），亦即甘州分府，辖２驿、２４堡。至此，甘
州府辖张掖县、东乐分县、山丹县、抚彝厅。

中华民国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年）２月７日，裁撤清制府、厅、

州、分州、分县 （县丞），统一称为 “县”。改 “知县”
为 “县知事”，“道尹”改称 “观察使”。废除甘州府的
建制后，张掖、山丹、东乐、抚彝县隶属河西道 （治
今凉州区），高台、毛目县隶属边关道。是年１２月１７
日，河西道改称甘凉道，边关道改称安肃道。

民国１６年７月１８日，改道为区，甘凉道撤销，
张掖、东乐、山丹、抚彝４县直属省辖；高台县由安
肃行政区管辖。

民国１８年１月，抚彝县改称临泽县；１２月，东
乐县治移驻洪水城，改称民乐县。

民国２５年５月，河西东部划为第六行政督察区，
区治武威县，临泽、张掖、民乐、山丹４县隶属其区；
西部划为第七行政督察区，区治酒泉县，高台县隶属
其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

１９４９年９月，张掖解放，设立陕甘宁边区张掖分
区。１９５０年１月，设立张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
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５县；是年５月２５日
撤销张掖专区，临泽、高台２县划归酒泉专区，张掖、
山丹、民乐３县划归武威专区。

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０日，设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区 （县
级，次年改为县），隶属酒泉专区。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撤销武威、酒泉专区，合并设立
张掖专区。辖属永登、古浪、景泰、民勤、武威、永
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金塔、
鼎新、安西、玉门、敦煌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区、阿克塞哈族自治
县、额济纳自治旗，计２２县 （旗、区）。是年１２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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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油矿矿区设立玉门市 （县级）。

１９５６年１月，永登、景泰２县划归定西专区管
辖。肃北蒙古族自治区改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
克塞哈族自治县改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３月２６
日，鼎新县并入金塔县；６月１日，额济纳自治旗划
归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并改称额济纳旗。８月，
设立张掖市筹备委员会 （地级）。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２日，撤销临泽县，其行政区域分
别并入高台、张掖县 （各１０个乡）；２月１５日，玉门
市升为地级市，由省直辖；９月５日，撤销玉门县，
其行政区域并入玉门市；１１月２１日，撤销酒泉、金
塔２县，合并设立酒泉市 （地级）；１２月２０日，撤销
永登县，其行政区域并入兰州市，设立永登区；撤销
古浪县，其行政区域并入天祝藏族自治县；撤销民乐
县，其行政区域并入山丹县；撤销张掖县，设立张掖
市 （地级）。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国务院决定，恢复民乐、临
泽、张掖、古浪、金塔５县和武威、酒泉２专区；撤
销张掖市。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日，张掖、武威、酒泉３专区正式
独立运行，张掖专区辖属６县：张掖、山丹、民乐、
临泽、高台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４日，张掖县改设为张掖市 （县
级）。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撤销张掖地区，设立张掖市
（地级）；撤销原县级张掖市，设立县级甘州区。新设
张掖市辖１区５县：甘州区、山丹、民乐、临泽、高
台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注：

①历史上的 “五帝”说法有三：其一， 《礼有令》
说五帝是太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其二，《大
戴礼》《史记》曰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其三，《帝王世纪》谓五帝是少昊、颛顼、帝喾、尧、
舜。

②雍州：古代九州之一，夏禹时设，在今山西、
陕西至青海、甘肃一带。汉武帝时改为凉州。

③西汉张掖郡辖１０县治地有待再作考证。

（撰稿：张志纯　审稿：何成才）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　张掖位于东经９７°１２′～１０２°２０′，北纬

３７°２８′～３９°５７′之间。地处全国地形的第二阶梯中心，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甘肃省西
北部，河西走廊中段。东屏大黄山 （古称焉支山）与
金昌市、武威市为邻，西沿走廊与酒泉市、嘉峪关市
相望，南依祁连山与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
和祁连县接壤，北靠合黎山、龙首山与内蒙古自治区
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毗连。

辖域东西长２１０～４６５公里，南北宽３０～１４８公
里，总面积 ４．２１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 面积的

９．２％。其中，耕地占５．１％，林地占７．１％，草地占

５２％，水域占０．９％，交通道路占１．５％，城乡建设和
居住用地占１％，盐碱地、裸土、沙漠戈壁等难利用
地占３３．６％。

地形地貌　境区自南向北分为南部祁连山山地、
中部走廊平川、北部合黎山、龙首山山地三大地形区。
南、北依山，中部狭长；两头窄小，中间开阔，形似
“奔马”。祁连山，又名南山，横亘河西走廊南部，是
我国十二大山脉之一。古代匈奴族呼天为 “祁连”，因
此得名。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阿尔金山，
东南接秦岭、六盘山。绵延一千余公里，为黄河与内
陆水系分水岭。境内祁连山为中段和东段的一部分，
长４４０公里，南北宽约２０～７５公里，面积２４５０１平方
公里，占辖区总面积的５９．３％。山地海拔３５００～５５４７
米。中部绿洲平原，亦称走廊平川，海拔１２８４～２５００
米，面积１１４４７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２７．７９％。
由张掖盆地、马营盆地和盆地南北两侧山前冲积戈壁
平原、洪积细土平原、冲积细土绿洲平原组成，并以

１．４‰的地形坡度由东向西垂降。走廊平原区地势平
坦，土质肥沃，温差变化大，光热充足，水资源丰富，
为全市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各业的理想之地。
大黄山，古称焉支山，主峰海拔３９７８米，低山丘陵海
拔２９００米，总面积２７９．５平方公里。北部山地，即龙
首山、合黎山，统称 “北山”。由东向西跨经山丹、甘
州、临泽、高台４县 （区）。面积约５３９５平方公里，
占辖区总面积的１３％。龙首山海拔２０００～３６３３米，
合黎山海拔１３５０～１８００米。南北山前分布的丘陵地带
有平易山、北大山、扬台山、小孤山等地。海拔一般
为１４００～１８００米。中部平原有１８４６平方公里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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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占辖区总面积的４．５％。其中山丹５７平方公
里，占沙漠面积的３．１％；民乐１１３平方公里，占

６．１％；甘州２３５平方公里，占１２．７％；临泽２７９平
方公里，占１５．１％；高台６８３平方公里，占３７．１％；
肃南４７９平方公里，占２５．９％。

（撰稿：张志纯　审稿：陈希圣）

自然资源

水利资源　境内河流皆为内陆河，属黑河水系，
发源于祁连山的冷龙岭、走廊南山、陶勒山、陶勒南
山等山峰。分布境内的河流有２６条，年径流量在千万
立方米以上的大河１４条，千万立方米以下的小河１２
条。

黑河流经青海省的门源、祁连２县，甘肃省的甘
州区、临泽、高台、金塔４县 （区），注入内蒙古的额
济纳旗，全长８２０公里。流域面积１４万平方公里，平
均年径流量１５．５亿立方米。马营河发源冷龙岭，上游
称白石崖河，中游称马营河，古称弱水。中、下游汇
入霍城河、大黄山泉水、寺沟河、南西草湖泉水和旧
时民乐童子坝等８条河流。流至甘州区乌江堡东北汇
入黑河，全长１７５公里，今灌地面积３１万亩。童子坝
河源于俄博岭，由２１条小河汇流，全长９５公里，年
均径流量０．７３８亿立方米，流域面积３３１平方公里，
今灌地面积１３万亩。洪水河源于冷龙岭，由２６条小
河汇入，全长８０公里，年均径流量１．３９亿立方米，
流域面积６８０平方公里，今灌地面积１８．５万亩。海潮
坝河源于野牛山与老君山之间，由６条支流汇合，全
长８２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４８８４亿立方米，流域面积

１４６平方公里，今灌地面积７．５万亩。小都麻河源于
野牛山北坡肖不德克岭，由４条支流汇成，全长４０余
公里，年均径流量１７４０万立方米，流域面积１０１平方
公里，今灌溉面积２．７５万亩。大都麻河，源于野牛山
北坡，由４条支流汇聚，全长８１公里，年均径流量

０．８７１亿立方米，流域面积２２９平方公里，今灌溉面
积９．６万亩。酥油口河，源于雪大坂，由８条支流汇
合，全长９０多公里，年均径流量０．４４８亿立方米，上
游流域面积１４７平方公里，今灌溉面积５．５万亩。大
野口河源于青大坂，上游流域面积１０４平方公里，年
均径流量０．５６４亿立方米，今灌溉面积２．９万亩。大

磁窑河源于拉哥墚，上游流域面积２２８平方公里，年
均径流量１３６０万立方米，今灌溉面积６３００亩。梨园
河源于柴诺山，由九个泉等河汇流，全长１４３公里，
年均径流量２．３亿立方米，上游流域面积２２４０平方公
里，今灌溉面积１３．２万亩。摆浪河源于天池一带，由

６条支流汇合，上游流域面积２２１平方公里，年均径
流量０．４０９亿立方米，今灌溉面积６．４万余亩。水关
河源于火石大坂，由６条支流汇合，上游流域面积

６７．３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１２６０万立方米，今灌溉
面积１．７万亩。石灰关河源于猞猁岔子山，由８条支
流汇合，上游流域面积６８．１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

１２６０万立方米，今灌溉面积１．９万亩。
区内地下水分南、北山地下水和平原地下水。南

山地下水主要分布在陶勒河谷地和皇城盆地。陶勒河
谷地地下水类型为潜水，水位埋深１．８～１２０米，含水
层厚度３５～９４米，单井涌水量４４０～２５００立方米／日，
矿化度＜０．４克／升；皇城盆地下水位埋深１～３５米，
含水层厚度１０～４５米，单井涌水量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立方
米／日，矿化度０．４～０．５克／升。北山地下水分布在合
黎、龙首山区，因受极干燥气候条件影响，地下水量
贫乏，中低山区单井出水量５０立方米／日，矿化度５
克／升；高山体 （海拔２０００米以上）单井出水量１００
立方米／日以上，矿化度３克／升。平原地下水从地表
到２００～３００米深度范围内的浅层含水层，是各盆地地
下水的主要贮存层位。南部冲积扇带地下含水层渗透
系数１００～４００米／日，单井出水量大于３０００立方米／
日，单井涌水量１０～５０升／秒·米；潜水位自南而北
由深变浅；南部山前地带埋深大于２００米，向北逐渐
变为１００～２００米、５０～１００米、小于５０米，潜水水
质好，矿化度小于１克／升。平原中、下部细土含水层
具有双层结构型，主要含水层存度多为５０～１００米，
钻孔单井涌水量５～２０升／秒·米，渗透系数５０～２００
米／日，矿化度一般小于１克／升。某些地带几十米深
的含水层被揭穿后，地下水可自流，流量为２～６升／
秒。

冰川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民乐县境海
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祁连山巅。共有冰川９８８条，面积

４２３．８４平方公里，冰储量１４．３６立方公里。其中肃南

９６５条，面积４１６．９平方公里，冰储量１４．２０立方公
里；民乐２３条，面积６．８９平方公里，冰储量０．１６立
方公里。

气候资源　张掖属大陆性温带气候。祁连山地属
高寒半干旱气候，具有光能丰富、温差大，夏季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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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冬季长而严寒，干旱少雨，且降水分布不均等
特点。光照：太阳辐射量每平方米９．４万千瓦／年以
上，仅次于全国太阳辐射最大的西藏和柴达木盆地。
一般年辐射量为每平方米１０．３万千瓦／年。浅山区一
般为每平方米９．５万千瓦／年左右，比川区减少约

５％。冬季 （１月）最少，平川区为每平方米５３００～
５４００千瓦，浅山区为每平方米５４００～５６００千瓦；夏
季 （７月）最多，平川区为每平方米１１３００千瓦～
１１７００千瓦，浅山区为每平方米１００００千瓦；秋季
（１０月），平川区为每平方米７５００千瓦，浅山区为每
平方米７２００千瓦，山区为每平方米６８００千瓦。川区
日照３０４２～３１１８小时，山区２７０２～２９５９小时。高台
县为３１１７．７小时，甘州区为３０７４小时，临泽县为

３０４２小时，山丹县为２９５９小时，民乐县为２９４０小
时，肃南县为２７０２小时。各季日照时数：春季 （４
月）２２８～２６２小时，夏季 （７月）２２２～２９３小时，秋
季 （１０月）２４３～２６９小时，冬季 （１月）２１６～２３７小
时。气温：年平均气温分布基本为自东南向西北增高，
变化范围在３．０～７．７摄氏度，其中川区的甘州、山
丹、临泽、高台为６．１～７．７摄氏度，山区的肃南、民
乐为３．０～３．７摄氏度。四季气温分布：春季 （４月）

４．７～１０．２摄氏度，夏季 （７月）１６．１～２２．３摄氏度，
秋季 （１０月）３．４～７．５摄氏度，冬季 （１月）－１１．７
～－９．１摄氏度。气温年较差山区为２６．３～２７．６摄氏
度，川区为３１．０～３１．６摄氏度，祁连山区为２３．５～
２８．１摄氏度。高台为全市气温年较差最大的地方 （３２
摄氏度），肃南则相反 （２６．３摄氏度）。气温日变化：
夏季日最高气温出现在１４～１５点，冬季出现在１３～
１４点。气温最大日较差，全市为２７．７～４４．９摄氏度。
祁连山区为２２．９～３０．５摄氏度。春季２４．６～３０．８摄
氏度，夏季１９．６～２９．２摄氏度，秋季２２．３～３５．５摄
氏度，冬季２５．０～３５．４摄氏度。四季气候：高台、临
泽、甘州等地有明显的四季，但四季分配不均匀，大
都是冬季长，夏季短，春季长于秋季。肃南、民乐、
山丹只有春季和冬季，而无真正的夏季。冬季全市一
般在１８７～２５２天。降水：年降水量分布，东南多、西
北少，山区多，川区少。变化范围约在５４．９～４３６．２
毫米之间。民乐为３３１．８毫米，高台为１０５．４毫米。
祁连山区为３４０．５～５００毫米，川区为１０５．４～１２７毫
米，浅山区为２５４～３３２毫米。四季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４～９月，占全年的８７％～９１％，其中７～９月尤为集
中，占全年的５４％～５９％。降雪：始于９月末到１１
月初，结束于次年４月中旬～５月中旬。降雪期长达

１６４～２３３天，年均降雪日数１５～４３天，祁连山区降
雪期２４８～３００天。积雪最大深度９～１８米。湿度：年
平均相对湿度：春季３５％～４７％，夏季５１％～６５％，
秋季４７％～５８％，冬季４１％～５８％。风和风能：境域
年均风速变化一般在２米／秒～３米／秒之间。春季风
速多为３米／秒以上，最大值一般出现在４月；夏季次
之，为２．５～４米／秒；冬、秋季最小。有效风能年贮
量达４００千瓦·小时／米２以上。下霜：甘州、临泽、
高台川区春季晚霜冻结束时间一般是４月下旬到５月
上旬，山丹、民乐、肃南山区在５月中、下旬。秋季
早霜冻沿山区一般在９月上旬，民乐、山丹出现在９
月中、下旬；甘州、临泽、高台出现在９月下旬至１０
月上旬。风暴：春和春夏之际多风，４～６级每月都
有，偶有８～９级大风，风夹土、沙。

土地资源　全市区域总面积４１９２４平方公里，其
中：山地 （祁连山、合黎山、龙首山、大黄山）２５８５１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６１．７％；山地中，高山２０９６２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５０％，中低山４８８９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１１．７％。走廊平原１６０７３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３８．３％；平原中，绿洲４０２７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 ９．６％，沙漠 ９８１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２．３％，戈壁１１０６５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２６．４％。

２００４年 《张掖市国土资源公报》公布：一、农用地

２７３３９９２．８３公顷 （４１００．９７万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６９．３％，其中：耕地２５２２２２．６公顷 （３７８．３４万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６．４０％；园地２７４７３．８１公顷
（４１．２１ 万 亩），占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０．７０％；林 地

３７３５１３．９２公顷 （５６０．２６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９．４７％；牧草地２０２５０５２．４２公顷 （３０３７．５７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５１．３５％；其他农用地５５７３０．０８公顷
（８３．５９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１．４１％。二、建设用
地４９９２４．０７公顷 （７４．８８万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１．３％，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４０１５８．３３公顷
（６０．２５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１．０２％；交通运输用
地６００８．６３ 公顷 （９．０２ 万 亩），占 土地 总面积的

０．１５％；水利设施用地３７５７．１１公顷 （５．６１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１０％。三、未利用地１１５９７３６．９２
公顷 （１７３９．６０万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２９．４％。
全市土地面积居全省第二位，人均耕地２．９８亩，人均
农田灌溉面积２．２２亩，人均占有土地量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未利用土地数量多、潜力大，是尚待开发利用
的目标。

辖区土地总面积６１５９．６５万亩，有２１个土类、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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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亚类、７４个土属，约９６个土种。主要土类有：灌
漠土总面积２８８．２１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７０％，
主要分布在甘州区、临泽、高台、山丹、民乐县和肃
南的平川地区；潮土面积有２６．７１万亩，占土地总面
积的０．４４％，分布在甘州区、临泽、高台县；草甸土
面积有７５．４８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１．２３％，分布在
黑河沿岸、平原洼地、湖盆低地，地下水埋深小于３
米的地方；林灌草甸土面积２７．０３万亩，占土地总面
积的０．４４％，分布在甘州、临泽、高台３县 （区）的
冲积扇缘洼地和沿河岸的低阶地上；灰棕漠土面积

５５９．１５万亩，占土地面积的９．１４％，分布在全市６县
（区）；灰漠土面积２２２．１５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３．６３％，分布在祁连山北麓、龙首山南北的丘陵和山
前洪积、冲积平原上部；灰钙土面积６３２．９８万亩，占
土地总面积的１０．３４％，分布在祁连山、龙首山、合
黎山、大黄山等山前黄土丘陵地带和山丹马营、丰城
堡、青阳口，肃南皇城等盆地、低槽地上；棕钙土面
积２８４．４２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６５％，分布在祁
连山北坡和龙首山南坡的山前丘陵及中山垂直地带上；
栗钙土面积６７８．８０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１１．０９％，
分布在海拔２４００～３２００米的祁连山、大黄山、龙首
山、冷龙岭等山前丘陵、山间丘陵盆地和祁连山区；
黑钙土面积２９．２３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４８％，集
中分布在肃南县皇城、马蹄、康乐和山丹马营南部到
民乐县南丰乡南部；黑土面积２７．６２万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０．４５％，分布在山丹县大马营盆地南部边沿到
民乐县南丰乡南部缓坡丘陵的平坦地带，肃南县皇城、
西大河水库南和康乐寺大隆等地；灰褐土面积１８０．２８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２．９５％，分布在东至冷龙岭，
西至祁丰前山一带，大黄山、龙首山也有分布；高山
土面积２０１３．１４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２．９０％，分
布在冷龙岭、大黄山及龙首山等山区海拔２９００米以上
地带；沼泽土面积 ７．７６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 的

０．１３％，散布于川区冲积细土平原地下水溢出并滞积
的地段，山丹、民乐、肃南零星分布在丘陵间沟谷洼
地上泉水露头并滞积的地段；泥炭土面积１０．４５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１７％，分布在肃南县海拔３０００米
以上的祁连山山间洼地，或高山丘陵顶部平台较低的
地段；盐土 面积 ２０８．５１ 万 亩，占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３．４１％，分布在甘州、临泽、高台及肃南县明花区等
地冲积细土平原的低平碟形洼地、河流低阶地和冲积
扇缘地带；风沙土面积５４１．３４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８．８１％，分布在甘州、临泽、高台县 （区）北部及肃

南县明花区等荒漠地区，临泽明水河、黄水沟以北高
台黑河南部，甘州区西城驿、红沙窝、九龙江、石岗
墩等绿洲边缘地区也有小片分布；龟裂土面积８．４１万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１４％，分布在肃南县明花区明
海乡西南、临泽县南板滩、甘州区平山湖以北地区，
多与灰棕漠土、风沙土形成复区；石质土面积１８０．３９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２．９５％，分布在高台、临泽县
北部的合黎山、大青山等地。

矿产资源　境内已发现的矿种有３０种，金属矿产
有铁、锰、铬、钛、铜、铅、锌、钨、钼、金、银、
汞、锑１３种；非金属矿产有萤石、芒硝、食盐、钾
盐、石英岩、白云岩、大理岩、石灰岩、石膏、硫铁
矿、花岗岩、黏土、磷、蛭石、石棉、祁连玉１６种；
能源矿产为煤。矿产地２６５处，其中黑色金属矿产地

６７处，有色金属矿产地６６处，非金属矿产地７２处，
煤产地６０处。

已探明的２６５处矿床、矿点，分布在肃南县的有

１７６处，矿种有铁、锰、铬、铜、铅、锌、钨、锑、
金、硅铁矿、石英岩、大理石、白云岩、石膏、萤石、
黏土、石棉、玉石、煤；山丹县４０处，矿种有铁、
锰、铜、金、银、石英岩、白云岩、大理石、花岗岩、
磷、黏土、煤；民乐县１９处，矿种有铬、汞、石灰
岩、煤；高台县１４处，矿种有钛铁、萤石、芒硝、
盐、钾盐、石膏、煤；甘州区９处，矿种有铁、金、
石英石、石膏、黏土、煤；临泽县７处，矿种有铁、
锰、石膏、蛭石、白云岩、煤等。

金属矿藏的铁矿５９处，大型２处，中型２处，小
型５处，其余均为矿点。累计探明储量４６１０３．２万吨，
保存 储 量 ４３３９９．７ 万 吨，尚 难 利 用 的 探 明 储 量

１０５１２．６万吨，合计总储量５６６１５．８万吨。产地分布
在肃南县的有沉积变质型铁矿、桦树沟矿区、黑沟矿
区；分布在山丹县的有黑山头铁矿、热液型铁矿、骆
驼脖子铁矿、独峰顶铁矿；分布在高台县的有岩浆型
铁矿、铬铁矿；分布在民乐县的有三岔岩铬铁矿。铜
矿已探知矿点４４处，其中小型矿床４处，储量５３００
吨。成因类型有火山热液型、热液型和硒卡岩型３种，
以火岩居多。产地分布在肃南县的九个泉铜矿、大水
沟铜矿等地。金、银矿已探知的产地６处，沙金矿５
处，脉金、银矿１处。产地分布在肃南县的洪水坝河
沟源沙金矿、山丹县的曹家口金银矿。钨矿７处，分
布在肃南县的西柳沟至西插山一带，贮量２０万吨至

５０万吨，居全国之首。
非金属矿产地分布在高台县的七坝泉萤石矿，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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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的西石门萤石矿，临泽县的正北山石膏矿、含水
石山石膏矿，肃南县的炭山子石膏矿，山丹县的悬山
石英矿，甘州区的大苦水石英砂岩矿，肃南县的酥油
口水泥石灰岩矿，民乐县的海潮坝水泥石灰岩矿，山
丹县的白石头湾水泥石灰岩矿，山丹县的瞭高山花岗
岩矿、高岭土矿。能源矿藏有煤产地６０处，多为小型
矿床和矿点，有条件进行各级储量计算的产地３７处，
储量共５５２１５．４３万吨。产地分布在山丹县的有平坡煤
田、长山子矿区、东水泉煤田、花草滩煤田、羊虎沟
煤田，肃南县九条岭煤田、灰大坂煤田。

生物资源　市内植被大体分为三个类型：
荒漠植被　有沙砾质荒漠亚型、荒漠草原亚型、

盐生荒漠草原亚型。
半荒漠草原植被类型　有半荒漠草草原、盐生半

荒漠草原。
草甸草原　有草甸草原、沼泽草甸草原、山地草

原带、山地森林草原带、高山灌丛草甸带、荒漠带、
山地森林草原带、高山灌木草甸带、高山草甸带、高
山寒漠带等。

森林。２００３年，辖区森林总面积５７６．７９万亩
（含经济林），木材总蓄积量１４１７．７万立方米。其中天
然林面积３８９．０５万亩，木材蓄积量１１３７．２３万立方
米；人工林面积１８７．７２万亩，蓄积量１９５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１０．７１％。林区主要有祁连山水源涵养林
区，面积３８５．８７万亩；中部绿洲农田保护林区，有风
沙区周边林带及防风固沙林带、绿洲区农田林带、沿
山地区农田林网。

草原。分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和半人工草地。天
然草地主要分布在肃南、山丹、民乐三县山区及沿山
地区及甘、临、高三县 （区）绿洲外围；绿洲内部也
有零星分布的沼泽草地和低湿草甸。全市草场面积

３８１９．３５万亩，其中天然草地３７８７．３５万亩，人工草
地１５万亩，半人工草地１７万亩。草原类型有：沼泽
草场类、低湿地草甸草场类、干旱荒漠草场类、山地
荒漠草场类、草原化荒漠草场类、荒漠化草原草场类、
山地草原草场类、山地草甸草原草场类、高寒草原草
场类、山地草甸草场类、高寒草甸草场类。

植物。张掖的植物达数百种。木本植物：天然林
树种有青海云杉、祁连圆柏、青杨、山杨、小叶杨、
胡杨、桦、榆等１０多种；栽培树种有二白杨、新疆
杨、北京杨、垂柳、青海柳、国柳、枫、松、柏、沙
枣等２０多种；经济林木有桃、杏、李、枣、苹果、
梨、葡萄、沙果、楸子、山楂、核桃、桑等１０多种，

达２００多个品种；天然灌木有金露梅、锦鸡儿、灰栒
子、沙棘、小檗、吉拉柳、珍珠、枸杞、沙拐枣、红
柳等５０多种。草本植物：栽培作物方面的粮食作物有
小麦、大麦、青稞、荞麦、玉米、谷子、水稻、高粱、
豌豆、蚕豆、黄豆、红豆、马铃薯等２０多种；经济作
物有西瓜、甜瓜、苦瓜、籽瓜、南瓜、北瓜、胡麻、
油菜子、葵花、甜菜、大麻、啤酒花、棉花等１０多
种；蔬菜作物有白菜、萝卜、菠菜、芹菜、甘蓝、菜
花、韭菜、大蒜、葱、洋葱、葫芦、黄瓜、辣椒、茄
子、西红柿、莴笋、豆角、芫荽等３０多种；绿肥作物
有苜蓿、苦豆子、毛苕子、箭舌豌豆、草木樨等１０多
种。野生植物方面芳香植物有野蔷薇等２５种；观赏植
物有天山花楸等４０多种；饲用植物有野豌豆等２０多
种；药用植物有大黄等８０多种；淀粉植物有珠芽蓼等

１９种；油料植物有遏蓝菜等１８种；染油植物有牻牛
苗等１６种；烤胶植物有狼毒等１２种；橡胶植物有罗
布麻等６种；菜食植物有曲荬菜等２０多种；固沙植物
有沙蓬等２０多种。各种花卉有７０多种，各种食用菌
有２０多种。

动物。家畜有黄牛、牦牛、犏牛、马、驴、骡、
骆驼、猪、山羊、绵羊、狗、兔、猫、貂等；家禽有
鸡、鸭、鹅、火鸡、鸽、鹌鹑、鹦鹉等２０多种。野生
动物志载２００多属、１２００多种。其中哺乳动物有６６
种，占全国动物总种类的１５％，占甘肃省动物总种类
的４４％。两栖、爬行类有１０多种。鱼类有２０多种。
鸟类有３９科、２０５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１７．３％，占
甘肃省鸟类总数的４６．５％。昆虫类有１３１科、７７９种。

珍稀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有雪豹、藏野驴、
白唇鹿、野牦牛、普氏原羚、金雕、白肩雕、玉带海
雕、白尾海雕、胡兀鹫、斑尾榛鸡、雉鸡、遗鸥等１３
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有马鹿、豺、藏马熊、石豹、
草原斑猫、荒漠猫、猞猁、兔狲、马麝、黄羊、藏原
羚、鹅喉羚、岩羊、盘羊、鸢、苍鹰、雀鹰、普通鹰、
草原雕、秃鹫、兀鹫、白尾鹞、白头鹞、短趾鹞、短
趾雕、猎隼、红隼、藏雪鸡、高山雪鸡、血雉、兰马
鸡、灰鹤、蓑羽鹤、雕鸮、似纹腹小鸮、短耳鸮、长
耳鸮、鬼鸮、大天鹅、小天鹅等４０余种。

（撰稿：张志纯　审稿：陈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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