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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一， 杜肇昆

盂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类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

富饶的土地E了。春秋时期白狄人于兹建立仇国。从隋开皇十六年置县起，到现在已有

—千四百个年头了。千百年来，世代劳动人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在这片古老而文明的

土地E辛勤耕耘，创造出子许多可歌可泣的奇迹伟业，实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域。

盂县，矿产品种繁多，资源储量丰富，是发展经济、、致富—方的天然宝库。对盂县

矽．产赖隧寻迹勘探，古已有之，尤以今朝为最。战国时成书的《山海经》记日’：“白马-
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多赤铜矽。从清代后期起，不少中外地质工作者，曾莅临盂

县作实地考察和勘探，如丁文江、彭培雷、王日伦、杨杰、候德封、薄治宗，以及德人

李磊‘霍芬、美国人维里斯、日本人志井田功等都曾做了不少地质调查。建国之后由于党

和政府对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极为重视，许多部门和单位派人来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地质

勘测工作。．现已查明，‘有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4 0余种，遍布境内各地。对某些矿种

的开采历史已十分久远”．据史料记载，采煤、炼铁业始于南北朝，在唐宋已初具规模，

；马且清时达爹4鼎盛时期，故有．一∥煤海铁乡静和“日井斗金≯。之称誉；砖瓦生产也詹—俐I从

来间断的传统行业，泰砖瓦的韵残块碎片时有发现，说明其生产已有至少两千年的历史

了-；陶瓷业始于宋代，历经元j‘明、清、民国直至今天，基本未间断过；用石灰岩烧制．

+．石灰，在明代的《孟县志》，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境内北部地区的宝石，在清代就被开采，

利用等等，可见，盂县不只矿产丰富，开采历史也十分悠久，确实是—个地下宝藏富饶
的地方6 ，， ：、

‘编写出版：《盂县她质碇謦志》，对科学、合理她开发和利用地下矿产资源，。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蔫燕赫泅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本志共设
六章=斗四节一百余个条目，·约五十万字，分为概述、地质特征、矿产总论、矿产各论、
水赛源及开发建议几个部分，其中矿产各论为重点内容，大体占了二分之一的篇幅，．除

一一文睾述录外，还配有各种图表若干幅，以方便于读者研究探索。
本志从资料搜集、文字编撰、图表绘制到初稿脱手，历时—年2．A。在实际工作中，

省2 l·6地质队、县经委、矿产局、水利局、、煤管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本志即将付梓之际，我高兴地向参加此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全体同

志，-致以由衰的谢意，并向—切给予我们热情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人士，表示衷心
的感谢。

，限于资料不全，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之处，诚恳地

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作迸一步的修改补充?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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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合概述

第一节位置交通’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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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盂县在春秋时为仇犹国，汉朝属上爱县，北魏属石爱县。隋开皇十六

。年(公元5 9 6年)．置原仇县，-以有劂L山(今县城北的高城山)．故名。、．大业=年．(公一．．
元6 o 6年)改名为盂县，因县城附近四周高!．中间低，其形状如盂盆故名一’ ‘√一，

．．盂县位于山西省东部，属阳泉市管辖。，县境东临太行山，’与河北省的平山i．井陉两
县接壤；北倚牛道岭，与五台、定襄两县为邻；西靠两岭山，与阳曲县形成天然界线；南，“

有方山、．双鹤山r与寿阳县、平定县和阳泉市相交。交通位置图见图1～l。

全县平面外形轮廓，’略似一粗而短的“十”字，东西长度略比南北宽度为大。其地．

理坐标，南北界于北纬j 7。5 6’，4．5”～3 8。3 l-3 5”．之间，一宽约6 4公里；．

东西界于东经J 1f2
o

5 4 7，4 6’一l’l j一4 9
7

4．5’之间，’长约8 0公里。全

县面积2 5 2 2．‘0 4。平方公里。县城位于境内的南部， 其中心点地理坐标约为北纬’
．3’8。?0 5

7

0 5。，，东经l l 3。2 4 7．1’4-。。．

县内交通，以县城为中心，有公路通往各乡、镇及诸多村庄。公路总长7 4 0公里，

其中公路干线3 5 3公里，余为县级公路。全县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行政村可通汽车。．-．．

对外公路。由县城向西，．经东梁至阳曲县城．(即黄寨，位于北同蒲铁路线匕)．7 6公里；j．-、

由此道至省会太原，：‘全程l 0 8公里。，西南至寿两}县城4 3公里。东南至石太铁路线L

。的阳泉市4，0公里。·’北至五台县城1．7 0．公里。向东经东木口至河北省石家庄市l 5+6。

公里，去首都北京4 5 0公里o 7．‘‘． ．、一

第二节。自然地理

盂县处于山西东部山区的中北段，’．即五台山东南缘、：太行山中段西麓系舟山脉呈西

南～东北向，斜贯西部。全县四面环山，：境内山峦起状。总的地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

海拔高度—般为9 o o～}．5 o o米。内部白马山东西横亘j管头山_七东山南北纵列，

并夹有盂城、西烟、苌池等处的山间盆地：最高峰位于西潘乡冷冻尖，海拔2 0 l’8米j

最低处海拔j 9 0米，位于阎家庄附近同河北省交界的滹沱河河谷中。

境内河流皆属滹沱河水系。‘主要河流，北部有滹沱河，自定襄县岭子底村附近入境

后由西向东穿越县境北部，．经庄里一御枣口一活川．口1，于阎家庄：天河北省。其支流主要

有龙华河、乌河，由南向北注入滹沱河。．其次有檀山沟河等支流。．南部主要河流有罗河j

冷泉河、香河、‘秀水河j招山河、阴山河，从各方汇入温河，然后由西北而南东流经平

定县的娘子关，迸河北省注入滹沱河。县东部的东庄头附近尚有黑砚水河，由南而北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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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河北汇入滹沱河。
。

境内的主要山问盆地，南部有盂县盆地，位于管头山以东、原仇山以南的县城周围

一带地区。其范围，：{匕边从山脚下的东寨i降香坪、杏村—线起算；南边到拦掌、路家

村、清城一带；西至下曹、西白水、狐城山；东达牛村、温池，大致呈_多边形。南北
平均宽约8。孓公里，东西长约l 2公里，总面积约l 0 2平方公里。盆地内部海拔高程

—般介于9 0 0～1 0 0’0米之间。，蟾宫墙系盆地内的一小高地，海拔不下l 0 2 4米。

罗河、冷泉河、香河、秀水河、招山河、阴山河等水，流经盆地，先后汇合于盆地南缘

的温池，进入温河。该处是盆地的泄水缺口。．

在盂城盆地的西北面，横隔着狐城山、高城山及孤山之后，有“苌池川"盆地。该

盆地呈西北一东南向长条状展布，西北端延至千佛山与藏山之间。总长1 4公里。■l殳
宽度l 2 0 O～2 0 0 0米，一’平均约l 7 0．0米。总面积约2 4平方公里。盆地内部海

拔高程一般也介于9 0 0与l 0 0 0米之间。苌池村附近周围是盆地内的分水岭，其北

面的径流归入龙华河，而南边的径流经由罗河或冷泉河穿向盂城盆地。
盂县西部有西烟盆地，位于管头山与两岭山之间。该盆地以西烟为中心，北以天圣

阁、河岗头、岭南为界，南经东梁，超过县界，直达阳曲县的河村；西起青龙坡、王甫
庄、魏家沟一带，东至小山子、小枣、小湖附近。南北长度在盂县境内约1 9公里；东

西宽度j．5～9．0公里；平均约6．．j公里。总面积在县内约l l 8平方公里。盆地

内部高程，’、一般介于1 l 8 5～l 2 5 0米之间。．乌河由南向北流经其中。这些盆地虽

然规模不大，但黄土发育，是区内最大的农业耕作区。 ：

本区地貌形态类型，除少数山问盆地、河流谷地属低山类型外，大部份属中山类型：．

即总体而言，应属低山一中山类型范围。按地貌成因类型可分如下四种： 。．_’‘

l、剥蚀构造地形：主要分布于车轮、兴道、上朴头村以北的龙华河、‘滹沱河及乌
河下段沿岸。其基岩由前寒武系变质岩所组成。绝对标高l 0 O 0．～l 8 0 0米，切割

深度一般约为2 0 0～5 0 0米。山脊多呈锯齿状，山顶为尖顶状或园顶状。河谷横断

面多呈“V”字型。

2、侵蚀溶蚀构造地形：位于车轮、兴道、上朴村以南及盂城、西烟盆地周围。由

寒武、奥陶系碳酸盐岩及少许石英岩状砂岩组成d呈平缓、开阔的背i向斜褶曲，并有

一些正、逆断层。山脊呈锯齿状，山顶多呈尖顶状；，山坡呈gt榭iX。山谷横断面多呈较
宽广的“V’’字型。地表岩溶景观并不发育。

“

j、构造剥蚀侵蚀地形：2流水侵蚀是此类地貌的主导营力，风化剥蚀作用亦有明显

表现，局部地段还受断裂构造的影响。．分布于盂城盆地东、南及西南边，由石炭、二迭
系地层所组成。一般海拔标高8 0 0～l 4 0 0米，浅～中等切割。．山脊呈线状起伏，

山顶平坦，山坡呈凸坡状。中等切割区的河谷横断面呈“V”字型，浅切割区多呈底部
较宽的“V"字型。

4、侵蚀堆积地形：有河谷阶地、黄土丘陵及山间盆地三争钲类型。河谷阶地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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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滹沱河、温河及其较大的支流沿岸。其中以不对称的一级阶地为主，二元结构明显。

黄土丘陵区分布于基岩山区与河谷盆地之间，宽2～4公里。、侵蚀冲沟颇为发育，呈树‘
枝状，中等切割i向源侵蚀已达基岩面上。冲沟横断面常呈“V字型。盆地内地势较为

平坦，冲沟不太发育，一般切割深度在5～l o米之内。边山沟口常发育有规模不等的
洪积扇。

、 · 3

；．‘

，

二、气候特征

盂县在山西省气候区划上，主要处于“暖温带晋东北轻半干旱地区’’中的一系舟山

与寿阳盆地气候区”内。而盂城盆地及其东面和南面!烬刚分地方跨入“阳泉盆地气候区”
内，(见l 9 8。4年编的《山西省自然地图集》)。

全境地区内陆，大陆J陛气候明显，受季风影响，—年四季分明，冬春受西北干冷气

流控制，少雨，多西北风。夏秋受太平洋暖湿气流控制，降雨集中，多东南风。 ．．

据盂县气象站统计资料，年平均气温8．7
o

C，气温的年较差(即最冷月与最热月
的平均气温之差)很大。一月份最冷，平均一6．6。C七月份最热，平均2 j．1。。C。

极端最低气温-21．6。C(1 9 6 4年2月l 2日)极端最高气温3 7．4
o

C．(1 9 6，【

年6月l 0日)。无霜期平均l 7 4．6天／．年。最大冻土深度8 8公分。

年平均降水量5，8 5．9毫米。年最多降水量8 l 7．6毫米’(1 9 6 4年)；年最

少降水量3 0 2．6毫米(1 9 7 2年)。最多降水月份七、八月，最少降水月份l 2

月。 ．

年平均风速2．8米／秒，最多风向为西北风。最大风速2 0．7米／秒．(1‘9 7 7

年)o大风日数2 0．8次／年，最多j 6次r／年，，最少6次／年。 一 ．，

据县内各气象站资料，境内多年平均降水量5 5 5．，l，毫米，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在
5 0 0～5 5 0毫米之间，少数地区可达到6 0．0毫米以上。降水量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

1、降水量由东向西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例如县区东部的东木口站多年平均降
水量5 0 1．6毫米，．西部的西烟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17 0．5毫米，中部的下王站降
水量达6 l 8．9毫米，居全县之首。 一’

2、降水量的年内分配不均匀，夏秋季节的1 6～9月份，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永量的
7 0～8 0％。

3、降水量年际变化相当悬殊，极值比可相差，5 f爵之多。以西烟站为例，年最大降
水量为8 l 6．7毫米，为该蛄均值4 6 2．3毫米的1．．7 7倍；最小仅为J 4 5 j 3毫
米，为其均值的j 1．4％；极值比可达5．6。此外，一年际变化的另—特点是降水量的
枯、丰年份连续出现。

全县陆面蒸发量为l 8 8 8毫米，水面蒸发量多年平均值为l l 5 7毫米。
三、土壤

+‘

据l 9 8 9年国土规划土地现状利用面积调查资料，盂县总面积j．7 8 3 0 6 0．1

—3一



亩(相当于2 5 2 2．0 4平方公里)。此数字比以往(1984年)统计的3 6 9 2 9 1 3亩
(2 4 6 1．9 4平方公里)稍多9 0 l 4 7．1亩(6 0．1 0平方公里)。

按新的统计，其中用于农林牧的土地占全县面积的4 3．7 8％。但全县土壤面积

未详。据l 9 8 4年资料，全县土壤覆盖的面积为，．2 9 o 2 7 2 8亩．(1 9 j 5．1 5平

方公里)占全县土地面积的7 6．7 3％。。‘孟翼土地利用分类见表l～l。．

盂县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填毒i嚷(；1989：年统计)
表l·1

‘。’j+、’ 。’p·

土地 换算成孚’一 ‘_?-。j．冶，，。j≯毪计、；：。，．： 囊吾、?-。分_比r
、 ，’0，

亩 数 ?注+
利用种类 方公里数 +一赢一二j 屯．-K．m2 ．’(％)．

一

j／
'l‘

耕地 540929．2， 360．r62 ‘-
^‘

’141．30

一 ．：、· 。r：4-
k

～
、

●～ 4
。

、

园地 14971．．8 、9．98． r‘·：：．
。’

?，，‘，，，‘f-钆二：’； 。0．40 7

【、二一：≥二_：o& ≮豫≥一．
林地 1007787．．2 ：67t：：86’． ，16弱坞垂。l、奢； 撇009ji‘ 、：26：j奄垂’； ：43．：钧i ～

_一

．、’．‘‘·

：2。：1。、?r一-

二≯，1．套：、≯
，．：。．‘c， ，01’：j

‘、★-
‘ 。’

一●

～ ：。
。’

．”。．’．‘j。j?·。‘ j‘：2i，—国；?2 j ：． ‘． ‘：； ’’。牧草地 92448．9
。

61．63
1j

一一。一j：；■、。
’一。 ’、，f“? ≯，，。：j：．。’ ，·．。。，r．1fj-9

·f-、．
、 ．j．⋯～+，‘．

一‘·
：：‘二·．

’

．‘：。j居民点及 ．·、o：苓≮。≮：t 一‘．7’i’’

工矿用地 91308．1． ∞．、87 -二I‘2；氆t．、 ：乒·：．’：
． -oXl■t‘ ：．：r．：j‘，t一一 ，+ ●

、、，．·：00》!： ，j，+一‘：。 7一‘ ) +’

‘|√t‘t．一．；、h二
交通用地 ’‘20596．2-

、

13．．73、t 、，一．一：≥t-、’?，一 、i．’ ； ，·、
o-?蝌 j一·? 、·

一。一
。，

’÷ ’；f ：n、l’ ．．

v
。，■

’．一 、’’：P．

水域、 44839．々 ．29．89 一2l嘲幺6：．oj i +：1417．95 1．i97， j56．忽2，
’、

E．

一．，、～。一： ：未利用

土地 1970182．5 。1313．46 ·1

+‘

．．j 52．．08·

合计 3783060．1 2522．04 3783060．，1 2522．04 100；00 100．。00

盂县全县的土壤，多数是土体较厚，顶地适中，通透良好，含矿物养分，供肥性能



较好，而且面积大，类型多，适于多数作物生长和发展农林牧等多种经营。缺陷方面i

一是自然土壤薄层型辅耕地漏砂型占到土壤面积的三分{之一；．二是沟深坡陡，i水±誓茸失．
严重酌七壤也占到三分之÷。耕种土壤养分状况总的概念是有机质表面看好象较高，一．实i_。
为贫乏，主要是因为经常使用煤渣肥和风化移胡阜，士壤是碳份积累太多遣嘞假象船钾冀
元素较为充裕，氮元素含量较低，J速效磷_严=重缺乏，氨磷比伽蓝氇宦失调咛，氮磷比≯汀善：7．：，
比一的面积占到百分之九十五点春，+，’多数在七比曩左右。．．一．一．：。 一。：¨，：?-．·，

．?+是髫爨茹旃t菇；』；毒：京!j芯洪jj毒蘸赫。熬誉‘’发生在盂县的主要自然灾害”，有早≥2．雹i?霜、j风i洪，’淫雨＼i瘸虫害、寸}电震≯．j水土．i∞
流失、河床淤积、滑坡、芏壤沙化及盐碱化等。 ’、 ．于：。山i’一≯这些灾害，特别是与气象有关的灾害，，在境内时常爹肄奠：j卿—枣臣感毫gl罗瞧，然
灾害大事记的统计；气象方面的灾害，：较大者不下=十多起，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年前+一i
要发生一次。当然有些灾害波及面不_一定都是全县性的∥但也是此起缮拣的6：绘受灾坶_j
区直接造成财产以至性命的损失气， _÷：． √。一 ．jjj ．：一．寸；翟．惋 o：沁叮o j，：

l、”旱灾
。 “‘一

，。≮． ，， o—i：巧_?：!j√章；?}≯。·蕙誓
旱灾是盂县的主要灾害之一，自古以来，就有“十年九旱"的说法。．据光舞氛《最县

志》．{B载，，自届忸峭笔阆?大粤旱謇劲丁_薅j二季馋莩F等．(#蛹：岛，÷菪鸲纂；
明代永乐十三年(1 4 l 5’年)?；。戍化=年”(1 4 6 6j．年)．；’!嘉靖三十九年’(1，．％氮．毗辫
年)；万历三十七年(1 6 0 9年)；清代康熙四年(1’6 6．5：年)；三十六年：．(：L 6 9．7

年)；乾隆二十四年(1．7 5 9年)；道光十三年．’(-1．8，j圣年)!。十四年，二光绪哩年
(1 8，7 8年)、。自此以后的民国九年．(、：l 9 2 o’年)，以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l 9去与，5彤i

年、、1 9 6 2年、，1．9．7 2年、．1 9 7 5年、’l～8 5年”也发生了较严重的旱灾．(春_

旱、夏旱或秋旱)·。 一．
+

．．， ，一 ：“ ：．，．，，．-，， ，；

2、雹灾r，．．． ．‘√：。，，．、， √．．．：一．
孟县地处晋中东山地区一雹灾在全省中属于较严重的地区之_=。此种灾害多发生在-，

夏秋两季。据光绪《盂县志》记载，大的雹灾有如下数次：元代致和元年(公元1．．．3，2，8。

年)五月；至顺二年(1 j’j l：年)‘六月；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 6 0 6牟)十二月初

六；清代光绪三年(1 8 7 7年)三月，。。 。 o’．．
+’

另据农业部门l 9 6 8年至l 9 7 8年降雹成灾资料统计，l，1年共发生大小雹灾
8 2次，平均每年不下7．4次。总计受灾面积l 3 9万亩，蒯2 0 8 3个，：等于

全县总耕地面积受灾两遍，所有村庄四次受灾，灾情尤以l 9 7 6年9月．2 7日，城关、

牛村等2 0个公社所遭受的灾害最为严重。

3、霜冻 ’～， o、。

解放后霜冻灾隋较重者有两起：1 9 5 7年4月9日至l 0日，春寒，城关积雪

2 2．2毫米，北部地区3 l万株花椒树受冻减产，l 9 7 4年9月1．5日～l 8日，

连续三天低温，秋霜冻，全县除7个乡未受灾外，受灾村达3 0 8个，面积l 7万亩，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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