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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兰县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8年11月一1990年8月)

主任青亥(蒙古族)

副主任段亨利 毛鹏呜 I丁 尕I(蒙古族) 陈志刚

委员(g-姓氏笔划为序)

l才根J(蒙古族) 王武魁王化民 尹达

巴玛仁增(蒙古族) 祁有华(藏族) 朱均

多 果(藏族) 达木登(蒙古族) 杨德护杨生秀(女)

宋之运贡保(藏族) 张杰飞 吴金莲(女)

阿尼子(蒙古族) 李配书 汪 秀(藏族) 李志刚

邹明焕严明贤 时培学l朋 毛』(藏族)

金才喜I罗布腾l(蒙古族) 项谦(藏族) 贺锦亮

贾永兴(藏族) 梁 良 梁义贤 韩国珍(撒拉族)

蒲果(藏族) 薛存善(藏族) 薛传法

办公室主任I罗布腾l(蒙古族)

第二届(1990年8月一1993年7月)

主任青亥(蒙古族)

副主任张智芳王学良臣二习(蒙古族)
王武魁陈志刚 李东亮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万玛加(藏族)匿二因(蒙古族) 王化民尹达



毛占彪车延琴(女) 冯展恒冬碧(蒙古族、女)

旦正才让(藏族) 朱援朝刘万顺刘志强

达木登(蒙古族) 多 果(藏族) 李清勋 李配书

李应业 李志刚 张杰飞 苏玉英(藏族、女)

纳哲来(蒙古族) 吴守国 阿尼子(蒙古族)

汪 秀(藏族) 宋之运吴金莲(女) 张继光

贡保(藏族) 拉玛太(藏族) I罗布腾I(蒙古族)

姜健钟世恩 胡子亭I唐寅升l 崔泰升

梁 良 梁义贤 龚 尕(蒙古族) 韩国珍(撒拉族)

道尔吉(蒙古族) 路青 蒲 果(藏族) 潘文华

潘志宏 薛存善(藏族) 薛传法

办公室主任l罗布腾l(蒙古族)姜健

主编王武魁 ，

副主编 王学良 巴生祥(藏族) 苏明允 梁 良

编辑I罗布腾J(蒙古族) l康振雄I姜健

工作人员 陈 蓉(女) 李淑丽(女)

第三届(1993年8月一1998年4月)

主任青亥(蒙古族)

副主任 高恩船李世平周格尔加(蒙古族)

王武魁顾学臣 薛存善(藏族)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才 科(藏族) 才仁道力玛(蒙古族、女) 马建业

卞建新王化民尹达仁谦(藏族) 贡保(藏族)

卢东升叶旦杰(藏族) 旦正多杰(藏族)

旦正才让(藏族) 尕洛生(蒙古族) 孙冠义

达木登(蒙古族) 刘志怀成红钢(蒙古族)

刘万顺 苏玉英(藏族、女) 何先令l李德斌l

张忠权杨纪林 汪 秀(藏族) 吴金莲(女) 张学福



沈寿成杨 太(藏族) 纳哲来(蒙古族) 张延光

孟 克(蒙古族) 贺锦亮 钟世恩 胡子亭 姜健

钱志坚赵生奎 梁 良 龚 尕(蒙古族) 倪文恒

梁义贤路青解金龙路海玲(女) 颜振海

潘志宏 薛传法

办公室主任姜健

主编王武魁

副主编梁 良孙冠义

编辑姜健葛传海

工作人员 李淑丽(女) 金雪英(女)

第四届(1998年4月—2000年12月)

主任向齐普(蒙古族)1998．4—1999．12

焦 巴(蒙古族)2000．1—-2000．12

副主任赵双勤 李青基杨纪林蔡拜(蒙古族) 王武魁

薛存善(藏族)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志怀 坚 强(蒙古族) 余国礼 姜健 梁 良

路海玲(女)

办公室主任姜健

主编王武魁

副主编梁良

编辑姜健葛传海

工作人员周永庆高红霞(女) 才其格(蒙古族、女)

尕桑吉(藏族、女) 韩

终审《都兰县志》单位海西蒙古族

终审《都兰县志》人员刘跃进三

才仁道尔吉

童智渊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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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都兰县委、都兰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州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的精心指导下，《都兰县志》经县志编委会全体成员和修志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历十二载春秋，数易其稿，完成了都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

书。立志书传，惠及子孙，功莫大焉，善莫大焉。谨此，致以修志者们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都兰县志》以其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史实，上溯远古，下载当代，浓

缩了都兰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o著名的诺木洪文化遗址、

唐代吐蕃古墓葬群、巴哈莫力岩画、香日德古城遗址⋯⋯，一页页记载，如

一面面镜子，反射了历史上这里群雄逐鹿的硝烟和曾经拥有的辉煌，印证了

一代又一代都兰人在这块土地上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沉

痛的教训。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吟唱着我们的先民用生

命和智慧谱写的壮歌，都足以使我们后来者为之感慨、为之震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都兰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风

沙，拓荒地，开矿藏，牧牛羊，艰苦创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

科学务实”的柴达木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强化农牧基础，加

快资源开发，扩大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县政治稳

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向小康迈进。

中共十五大为新时期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加快西部地区开发

的战略为振兴都兰提供了机遇，110输电线路建成通电、国道109线扩建和

全县各族人民的良好精神状态，为都兰在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我们新一代都兰人，要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



五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意识、争先创新意

，为都兰振兴，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谱写

再续流芳千古的新志。

中共都兰县委书记 高恩船

200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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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木洪文化的宏伟画卷，记载着都兰县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2800多

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被称之为“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的险恶环

境中奋勇搏击，繁衍生息。

都兰县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端，古南丝绸之路自东至西横贯全境。境

内分布的规模不一的古代墓葬，印证着先民们顽强跋涉的足迹。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勤劳勇敢的都兰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写下了为生存而抗争，为发展

而开拓的悲壮史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都兰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平弭匪患，铲除封建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他们以

柴达木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科学务实”的创业精神，克服

重重困难，垦耕地，牧牛羊，建工厂，掘矿藏，办医院，修学堂，取得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兰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富民政策的指引

下，踔厉奋发，一面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一面大力发展平等、团结、互

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全县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呈现了有史以来的繁荣景象o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o我们的先民们世世代代耕耘在这块土地

上，他们既饱偿过奋斗的艰辛和失败的痛苦，也享有过成功的喜悦与收获的

甘甜。从这部县志中，既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跨越历史时空，在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中付出的摩顶放踵、血渍汗浸的代价，也可以了解这片土地从原

始、蛮荒到牛羊肥壮、五谷溢香的共和国盛世走过的历程o《都兰县志》的

问世，不但记述了前人在开发建设都兰中永世不泯的光辉业绩，也为后来者

研究、发掘本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翔实而又珍贵的

历史资料；对于启迪后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深化认识县情，把握都兰在

各个历史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促进我们工作的科学

化、规范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在年轻一代中开展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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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育，国情、县情教育提供了内容丰富、思想健康的教科书o

《都兰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研究本县的人文地理、经济状况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本着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扬糠存米的原则，几经锤炼，屡易其稿，经13年辛勤

编纂，终于在2000年陆续完成志稿。诚望这部具有存史资治、教育感化作

用的方志能够在促进全县各民族团结和都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发皇

遗泽、继武前贤的作用。我们作为高原先民的后裔，在都兰人民的养育、栽

培下成长起来的蒙古族干部，能够亲眼目睹《都兰县志》的问世，深深感到

无限的欣慰与自豪。

都兰是一个大县、老县，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步履缓慢，财力不

济，文化落后，人才匮乏，史料亡佚，给编写县志带来了诸多不便。然而编

纂人员筚路蓝缕，史海勾沉，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在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为县志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项巨大

的既是社会工程又是系统工程的建设中，省、州有关领导悉心指点，修志专

家、学者们鼎力襄助，这部地方志中渗透了他们的心血，深感情厚难酬，谨

此表达由衷的谢意!

由于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原因，都兰县的经济、文化仍很落后，但我们赖

以生存的这块土地是肥沃、富饶的，她原始而不蛮荒，古老而不贫瘠，那千

姿百态的草原，充实、富有的山川，浩瀚神奇的大漠，碧透青翠的绿洲，正

敞开胸怀向天下有识之士招手。我们坚信，只要全县各族人民戮力同心，在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不断开拓进取，一个文明、富裕、繁荣、

昌盛的新都兰就一定能够出现在高原上。值此县志出版之际，心潮激荡，浮

想联翩，谨以为序。

都兰县人民政府县长 焦 巴

都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 青亥

2000年12月18日



凡 例

’

一、《都兰县志》取事主要自1930年建县始，部分内容追溯到周秦时

期，下限至1990年，个别事物延伸至1992年o ．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组成。

三、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朝代(国号)年号纪

年(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的办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元

纪年的办法。

四、本志中的行政区和机关名称均系当时的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一般都用现行标准地名。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之以图表，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记叙文，引文使用

原文，文言文未作注释。

六、本志人物传略以正面人物为主，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

录都兰籍的已故知名人士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英烈，对都兰籍的副县级及其以

上职级干部，荣获省级及其以上领导机关授予的先进个人、劳动模范，以及

取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或其他人物，有的以事系人，有的列

表记述o
‘

七、本志对设在境内的国营农(牧)场等驻县单位，均另立章节记述。

对其经济、文教、卫生、科技等情况，只作简要叙述。

八、本志使用的数据均以都兰县统计局或各单位调查核实的数据为准，

再缺者，亦用经过鉴定的数据。 ．

九、本志中的计量单位均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计量单位，个别地方亦采

用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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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都兰(蒙古语，汉语意译为“温暖”)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柴达木盆地

的东南隅，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辖区。其东面与共和县、兴海县毗

邻，南部与曲麻莱县、玛多县接壤，西边与格尔木市连结，北临德令哈市，

东北连乌兰县，西北邻大柴旦行政区。全县总面积49733平方公里。该县东

部的哇洪山、鄂拉山和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及布青山绵延横亘，平均海拔

4000米；北部、中部与西部多系沙漠、丘陵、沼泽、山间小盆地和平坦地

带，平均海拔3100米，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县境深居大陆腹地，

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寒冷期长，干旱少雨，风狂沙多，四季不分明，昼夜

温差大，年均大风日数10～52天，年均日照时数2903--3253小时，年均日

照率66％～73％；年均气温一2．5℃～5．1℃，气温年较差为23．9℃～

29．7℃，年均降水量37．9--296毫米。境内全年日照时间较长，光源充足，

适宜农作物生长，夏季清爽宜人，无酷暑炎热。

都兰境内遍布内陆河流、湖泊，有主要河流8条、湖泊3个，香日德河

的水利资源都十分可观。土地资源的主体为天然草场，其面积为3189．82万

亩，多系干荒漠类草场和高寒草原类草场；境内有耕地28．90万亩(其中国

营农牧场17．04万亩)o森林资源总面积100．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1．4％o

以灌木林为主体，其次是圆柏林。境内草山、荒漠、林带、沼泽地带中生长

着黄芪、枸杞、大黄等药用野生植物，同时也栖息着白唇鹿、麝、雪豹、岩

羊、黑颈鹤、雪鸡等30余种野生珍禽异兽。境内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

主要有铁、铅、锌、金、硅灰石、玉石等，其中部分矿藏储量大，品位高，

富有开采价值。

都兰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察汗乌苏镇(蒙古语，汉语意译为“白水河”)，

是一个新兴的草原城镇，座落于青藏公路428公里(国道109线2386公里)

处，面积111．96平方公里，人口1．59万人o．40年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镇容镇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街道宽敞平坦，大小楼房耸立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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