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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一、县政府办公大楼





【驾四、垣曲县革命烈l二纪念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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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一九四二年抗日县政府驻地遗址一望仙



图六，垣曲县火车站



阁七、气象站工作人员正进行观测



冬I八、位干洗西_}口『滋峪河汇台处的七六水电站



H九、宋家湾夫桥



用。

这是一种稀有生物，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见于记载的，仅有我国广东和日本某地。我

县铜矿峪的白涧河和马家河、落凹、河底河等地都有，以马家河为最，为保护稀有动物，

这里建有娃娃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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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冬{{．一，灵芝草

灵芝草形状奇异，似革非草，似花非花，

根据“术革纲目》记载：灵芝草分为黑、F{、

I|前， 我县所发现的有n、黄、紫三种。

无枝无叶，酷似人形，五官俱全，帽缨皆备。

青、黄、赤、紫等六种，最珍贵的是白灵芝。

灵芝草是一种滋补品，它的功能【Jr使人身强力

壮，延年益寿，但不象“自蛇传"中所说的能够起死回生：



图十二、术耳

垣曲的木耳．片大肉肥．色泽鲜艳，味茭可口．町与猴头、燕窝、金针、海参等并肩媲

廷我县的术耳产地很多．木耳河所产的木耳最为有名。术耳河位于望仙乡．由北向南，长达

P余华里．沿河两岸，森林茂密．多产木耳。木耳的生身t·母亲”是栎树，夏秋之间．这里

雨量多．温度高，古老的栎树经受雨淋返潮，从它的皮缝里生长出一种菌物来，就是术耳。



猴头，肉肥味美，营养丰岱．址一种珍贵的食品，驰私全国．称为挥在深闰人术识的山

珍、猴头是一种菌类植物，猴头菌的抱千着生在古老的铄树L，成熟后“r传播到对面的树木

I：，孢f通过树木协口侵入心材部分．荫丝在酶的作用卜分解前术材细胞壁的术豢，随心材

发暗，出现海绵状和黄色菌丝体充满的小孔。一对雌雄遥望的猴头使出现了。因猴头开始很

象蘑菇．随后生黄毛，象猴子的头，故得此名。大的有半斤重，一般都在二、三两左右，我

县的皂姑幔有“猴头山”之称。此外，在流流山、南门头等地都有。七、八月足采集时间．

每年约采二、三百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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