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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灵武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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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行政区划

灵武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东南方向，地处黄河上游，银川平原与鄂

尔多斯台地结合部。灵武市东与盐池县相连，南与吴忠市利通区、同心县接

壤，西傍黄河，与永宁县隔河相望，北与银川市兴庆区、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相

邻。西部川区，沃野阡陌、鱼跃粮丰；东部山区既有广袤无垠的草原，又有黄沙

漫漫的荒漠丘陵。全市辖区总面积 4639平方千米，总人口 23万，全市辖 6个

镇（东塔镇、郝家桥镇、崇兴镇、宁东镇、马家滩镇、临河镇），2个乡（梧桐树乡、

白土岗乡），1个农场（灵武农场）。

第二节 历史沿革

战国时期为秦北地郡辖地，秦统一全国后，置富平县（今灵武市西南），灵

武属其管辖。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 191年）置灵州（因其地处河之州，“随水

上下，未尝沦没”，故名），此乃该地最早的行政区设置。北魏太延三年（437年）

在今市境置薄骨律镇。孝昌二年（526年）又改薄骨律镇为灵州，北周时改置回

乐县。隋大业三年（607年）为灵武郡治。唐武德元年（618年）再为灵州治，唐

太宗李世民为修民族和好曾亲临此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肃宗李亨于 756

年即位于此，遂升为大都督府。宋咸平五年（1002年），地入党项，县废，改称西

平府。1038年西夏建国，一度为西夏国临时国都。元仍为灵州治，属甘肃省宁

夏府路管辖。设置灵州守御千户所，属陕西布政使司所辖。清雍正二年（1724

年）改置灵州，属甘肃省宁夏府。民国 2年（1913年）废州置灵武县，属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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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道（即宁夏道）。1929年朔方道改建为宁夏省。1945年宁夏省建行政督察

专员区，灵武县属第一督察专员区，不久，此区撤销，仍属宁夏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省于 1954年建立河东回族自治区，灵武即

属河东回族自治区。同年秋，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宁夏省河东回族自治

区改为甘肃省河东回族自治区。1955年河东回族自治区改称吴忠回族自治

州。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吴忠回族自治区随即撤销，灵武县直属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197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南地区建立，灵武县归其管辖。

1996年 5月 20日经国务院批准，灵武撤县设市（县级），仍属银南地区。

1996年 9月 16日，灵武市正式挂牌办公。1998年，灵武市由地级吴忠市代管①。

2002 年 10 月 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宁政发〔2002〕92 号）批

准：将灵武市由吴忠市代管变更为由银川市代管。

第三节 自然地理环境

灵武市自然地形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东部山区和西部川区，平均海

拔在 1107米~1647米。东部山区属鄂尔多斯台地，包括丘陵、沙漠，占全市总

面积的 89%；丘陵地带地形开阔，是天然牧场，占山区面积的 22%。川区系黄

河冲积而成，占全市总面积的 11%，是全市的粮食主要产地。

灵武岩画主要分布在灵武东部山区的丘陵之中。这些丘陵主要由固定和

半固定的低山、沙漠低山和缓坡 3种类型构成（见图 1）。

一、低山丘陵

主要分布在引黄灌溉区平原的东侧，平均海拔在 1400米左右。呈南北走

向，长约 47千米，宽约 38千米，大河子沟自东向西，将低山丘陵分割成南北两

①冯茂.宁夏现代政区变迁沿革.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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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北段为马鞍山主峰，高达 1512米；南段有旗眼山、面子山。山地母质为基

岩风化后的残积物，风蚀严重，土层较薄，含石砾较多。

二、沙漠低山丘陵

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台地剥蚀丘陵上，位于毛乌素沙地的南缘，东起盐

池县境内的宝塔村，西至引黄灌溉区的边缘，向南延伸到长流水沟，呈带状分

布，东西长约 40千米，南北宽约 10千米，中部突起的猪头岭海拔 1435米，将

沙漠分为东西两部分。

三、缓坡丘陵

该类型为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剥蚀丘陵，海拔在 1300米~1400 米，由东

南向西北平缓倾斜，相对高差 50米左右，坡度小于 10°。缓坡丘陵地区母质由

第四纪洪积冲积物组成，地面切割严重，水土流失造成的冲沟较多，较有名的

大河子沟、边沟和沙沟都是冲刷而成。

图 1 灵武东山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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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气候

灵武市地处中国中温带大陆内部，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冬春

长、夏秋短，冷热悬殊，雨雪稀少，气候干燥，日照充足，风大沙多。全年日照时

数 4434.7小时，平均每天 12.1小时。7月最长，每天日照 14.5 小时；12 月最

短，每天日照 9.5小时。日照时数川区平均每年为 3012.5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67.9%；山区平均每年为 2775.3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62.3%。气温特点是年平

均气温川区略高于山区，山川均为 7 月最热，1 月最冷。气温绝对最高为

41.4℃（1995年 4月 17日），最低为-28℃（1954年 12月 28日），气温日较差最

高达 33.1℃（1995年 4月 17日），无霜期多年平均为 157天。年平均降水量

192.9毫米,年最大降水量 352.4毫米，年最小降水量 80.4毫米,一日最大降水

量 95.4毫米；年蒸发量 1762.9毫米。年平均风速 2.6米/秒，最大风速 21.0米/秒，

年最多风向北风，年平均大风日数 8.7天，年最多大风日数 27天。年平均沙尘

暴日数 3天，年最多沙尘暴日数 7天。最大积雪深度 13厘米，年最大冻土深

度 109厘米。

灵武东山岩画 LINGWUDONGSHANY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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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灵武东山山名的由来

灵武东山位于灵武市临河镇以东 2千米处，因为它在银川平原黄河以东，

所以银川人称之为东山。居住在附近的本地人则不称呼山名，而是以山水沟

作为地名，如一道沟、二道沟、三道沟、马鞍山沟、大河子沟等，其中二道沟还

被作为行政村的地名使用。东山实际是马鞍山、猪头岭、面子山和杨家窑山的

统称（见图 2）。自北而南，马鞍山弧立分布于北，猪头岭、面子山、杨家窑山断

续相连于南，马鞍山与猪头岭被大河子沟分隔。东山总体北西走向，南北长 55

千米，东西宽 10 千米～14 千米，平均海拔在 1236 米～1452 米，属于灵盐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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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低山和缓坡类型的丘陵构成，属于鄂尔多斯台地的一部分。丘陵并不是

很高。岭低脊宽，坡度比较缓和，相对高度不超过 200米。山坡高低起伏，山丘

连绵，沟谷纵横，岗坳交错，此起彼伏，迂回曲折，但视野开阔，是古代先民狩

猎和栖息的理想之地。

第二节 灵武东山古代文化遗址分布

灵武古称灵州，地处宁夏中部的黄河东岸，北与内蒙古接壤，是塞上边陲

重地。古灵州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封建王朝以及西夏王朝在黄河流域北部边塞

的军事重镇，也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其周围富集的诸多文物古

迹，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古韵。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古老，从 3万年前旧石器时

代晚期的“水洞沟人”在灵武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开始至西汉惠帝四

年（公元前 191年）置灵州县、北魏置薄骨律镇、北周设灵州、隋设灵武郡到唐

太宗灵州勒石、唐肃宗灵州登基、西夏李元昊建都、清康熙灵州渡黄河平定葛

尔丹叛乱等铸就了灵武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灵武是众

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相互吸收，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结构，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和名胜古迹。如远古人

类活动场所遗址有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三道沟新石器文化遗址、鸳鸯湖

新石器文化遗址、红柳巷人类居住遗址、六墩子遗址和马跑泉居住遗址等；古

城遗存有磁窑堡城址、红山堡城址、清水营城址、石沟驿城址等；古墓葬遗存

有横城汉墓群、怀远将军郭氏墓区、清雍正王公墓、清乾隆梁公墓等；还有古

窑址如磁窑堡瓷窑址、石沟驿瓷窑址、回民巷瓷窑址以及马鞍山甘露寺、明长

城、镇河塔等。这些饱含着古灵州厚重的历史文物遗迹，既是古灵州历史文化

源远流长的佐证，也是灵武与古灵州历史文脉相续传承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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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武东山岩画 LINGWUDONGSHANYANHUA

一、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位于灵武市临河镇横山堡村西，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处边沟两岸，遗址群总面积约 5平方千米，1923～2003年已

发现 11个地点。其中第 1、2、7、8地点进行过局部发掘。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等数万件，时代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 30000～5900

年）。除 11个地点外，遗址周围数公里范围内的地表也散布有大量的石制品和新

石器时代陶片（见图 3）。

图 3 水洞沟遗址（1980年发掘的第 1地点坑位）

二、施家窑遗址

施家窑遗址位于灵武市临河镇施家窑村西 1千米，旧石器时代。遗址紧

靠水洞沟遗址第 1地点东南 9千米～10千米一带的边沟两岸。分布范围东西

900米、南北 500米。2002年发现，遗址群分为四个地点，均未经过发掘。暴露

遗物以石制品为主，部分地点还伴出哺乳动物化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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