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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国土资源，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自然

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搜集、整理国土资源资料，是进行国土

开发、利用与整治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为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以

及从事经济、计划、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研究制定发展战略，

提供可靠依据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白银市国土资源》资料的编写工作，就是在力图体现上述任

务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进行的。全书共分三篇二十章，第一篇自然资

源；第二篇经济资源；第三篇社会资源。本资料注重对资源现状的

描述，力求能够反映客观实际。对历史沿革只作简要回顾，对未来

只作粗略展望。文中引用各种数据，大多数是以1989年度的统计资料

为主要基础，某些方面因近几年未作调查统计而只能采用前几年的

资料。

《白银市国土资源》资料由市经计委综合处组织有关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人员和各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辛

勤劳动，完成了初稿。经编辑人员的反复改稿、校核、整理、汇编

而成。本资料具有综合性、广泛性，系统性、专业性和可靠性。

国土工作是一项新工作，由于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综合性

强、资料不全，加之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或错误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白银市经济计戈1l委员会综合处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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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是随着新中国诞生，由国家根据资源与电力区位效益，

在荒无人烟的半荒漠地区，通过人工外力推动形成的基地型城

市。

白银市始建于1958年7月，1963年12月撤销。1985年5月14日

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地级市。因历史上采矿繁盛时期曾名“白银

厂肘而取名“白银"o，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甘肃省中北部，位于北纬35。337—

37。387，东经103。337--105。347，东西长383公里，南北宽143公里，总

面积21158．7平方公里。占甘肃省总面积的4．4％。东和北与宁夏，

内蒙接壤，西北同武威地区相连，东南靠平凉与定西地区，西南与

兰州市毗邻，’距离兰州市区只有90公里。

白银市属腾格里沙漠和祁连山余脉到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

势南部和东部高、并向北部和西部倾斜。海拔平均高度1398--2012

米。会宁南部为高于2000米的华家岭东延黄土梁脊，东部为主峰可

达2858米的崛蜈山(南沟大顶)；南部在黄河以西过渡为1500--1750

米的剥蚀高原，西南部可上升N2500米；黄河及其支流下切为

1300--1500米的谷地，在高原上耸立着一些高度不等的断块山地，主

要为位于靖远东南的崛蜈山主峰，靖远县中北部的哈思山主峰3017

米，松山主峰2679米，水泉尖山2280米，山掌2479米，黄家1．b2665

米，以及位于景泰县中部的寿鹿山主峰3321米，米家Lb2304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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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北部的昌林山主峰2954米。

白银市属大陆性气候，处于暖温带与中温带的过渡地区，为季

风气候的边缘带，干旱多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6—9。C，极端最高37．4。C，极端最低零下27．3。C，降水稀少，年

均降水量为184．9-435．4毫米，蒸发量为1657．1—3038．5毫米。

全年无霜期136—14l天，年平均风速1．2--3．5米／秒，年日照时数

为2520一2726小时之间。

黄河蜿蜒于市内山地丘陵之间，自东南而西二|L214公里过境而

去。计有祖历河、沙河等分支水系，会宁南部有属于黄河最大分支

渭河水系上游的侯川河、响河等六条支流。黄河是主要过境水源，

多年平均流量为1040立方米／秒，年均径流总量为327．5亿立方米。流

域面积14710平方公里。成为金市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水分条件。

1989年底全市现有总户数28．92万户，总人口139．58万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26．14万人，农业人口iI．3．44万人；市区人口35．07万

人(白银、平川区)，三县104．51万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65．97人。乡镇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共达50．6万人，占全市农村

总人口的44．6％o

白银市现辖二区：白银区、平川区，三县：会宁、靖远、景泰。

全市共有71个建制乡、5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123个居民委员

会，730个村民委员会，4775个村民小组。

白银市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兼顾多种经营，现有耕地面积

451．8万亩，草地面积992．1万亩，分别占总土地面积14％和3l％；

森林面积118．3万亩，森林覆盖率3．7％；自然森林6万多亩，宜林

地面积311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387．1万亩，其中粮食324．2万亩，占



84％o

白银市生产的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大麦、莜麦、荞麦、黄

豆、扁豆为主。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莱、黑瓜籽、西瓜、白兰瓜，

苹果、冬果梨、杏等。野生植物发菜和畜产品滩羊皮是受国内外欢

迎的出口产品。麦秸和胡麻杆是造纸和亚麻工业的好原料。

白银市地处甘肃中部地区，干旱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一直

困扰着农业的稳定发展。为此，国家将白银列为“三西”农田水利重

点投资区。在国家扶持下，水利建设初步形成以高扬程灌溉为主，

大、中、小型水利工程1733处，其中机灌、库灌、自流灌为辅助农业

水利网络，农业生产基本条件逐年有所改善。已建成万亩以上高扬

程电灌区1 2处，万亩以上自流灌区8处，千亩至万亩的电灌、机

灌，自流灌区8处，兴建水库20座，库容354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面积达到107万亩。保灌面积达N92．1万亩。农业生产条件的显著

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9年农业总产值24877．5

万元，粮食总产量31．4258万吨，乡镇企业总产值达3．1054，fL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332元。

白银市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开采历史悠久。从金城设置的县志

推断，金矿开采始于汉朝或者更早。据史书记载，明朝洪武年间，

有过大规模的采金活动，曾有搿日出斗金"之说。现已开采或发现

的金属矿产有铜、铝、锌、金、银、锰，非金属矿产有石灰石、石

膏、煤、芒硝、沸石、麦饭石等28种。铜，铅，锌，金、银，煤，

石膏、石灰石等已被大规模开采利用，煤炭保有储量在1521L吨，

石膏储量1000多万吨，石灰石储量1亿多吨。

白银市交通便利。境内有兰包，白宝两条铁路，全长32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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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29个车站分布在铁路沿线。公路总长2337．12公里，其中等级

公路1855公里，等外公路482．12公里。有国道2条，328．05公里，

省道3条，406．86公里，县乡道路48条，1602．21公里，形成了纵横

交错的公路网，全市农村90％的村通了汽车，75％的乡镇通了客运

班车。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相继在白银投资兴建了白银有色

金属公司、银光化学材料厂、西北铜加工厂、甘肃稀土公司、靖远矿

务局、针布厂，针织厂、棉纺厂、长通电缆厂等一大批骨干企

业，形成了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主体，煤炭、化工、建材、纺织等加

工工业为辅，具有相当基础的工业结构。全市现有工业企业350

个，其中：大型企业3个，中型企业9个，小型企业338个，职工总

数12．27万人，固定资产原值28．7亿元。主要工业产品品种有电解

铜、铅、锌、金、银，电线电缆、硫酸、化肥，水泥、棉纱、纺织品

等129种，先后有47种产品分别获得国家、部、省级优质产品称

号。198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4．5608亿元。30多年来，白银

已为国家生产电解铜91．8万吨，铅、锌15．79万吨，累计向国家

上缴利税38．36亿元。

全市有中等专业学校2所，农业职业中学19所，成人中等专

业学校5所，成人高等学校2所，电大分校1所，职工培训中心

3所，普通中学131所，小学1712所。1989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

幼儿园48所，入园幼儿8370人。全市有各类技术人员16122人，其中

自然科学界为10085人，社会科学界为6037人。有独立科研机构4

个，厂属科研机构6个。全市有各类文化事业机构221个，其中电

影放映机构157个，艺术事业机构5个，公共图书馆4个，群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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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机构55个。有红军会师楼，明代长城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

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个。全市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21．个，各

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5753人，病床3714张，初步形成市、县，乡

(镇、街)三级医疗、防疫保健卫生网络。

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建设相应发展。市区建成面积31．2

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8．6平方公里，仓库用地3．66平方公里，房

屋建筑面积511．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234万平方米。建成城市主次

干道17条、总长177．2公里，道路路面面积129．3万平方米。敷设供

水主干道25．4公里。有自来水厂l座C企业所有)，年供水能力4900

万吨。市政园林绿地面积875．7公顷。建成公园五座，人工湖3个。

全市商业、供销、饮食服务网点6340个，从业人员18178人，1989年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5ta元。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白银投资总计达27亿元，又兴建

一批有色、化工、电力等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全部建成后，白银市

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和甘肃省主要的电力、煤炭工

业基地。到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7ta元，平均每年增长

7．54％，市属工农业总产值预计达到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l 1．84％。其中。农业产值预计达到2．6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3．8％，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4．3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9．17％o

有效灌溉面积可达3,18．7万公顷，粮食总产量预计达到3．3亿公

斤，乡镇企业产值预计达N3．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

350元。

工业在加快现有技术改造的同时，利用白银的资源优势，有计

划地兴建有色金属加工，化工，电力，亚麻纺织、肟装、食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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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一批企业，使白银工业有新的发展。

城市建设方面以加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造老区，积极开发

西区为目标，重点建设道路、住宅、邮电通讯、生活服务，文化娱

乐等基础设施，搞好绿化，增强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和吸引力。

总之，白银市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发达的能

源、原材料工业，雄厚的科技力量，这是金市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

基础。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奋斗，

明天的白银将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环境优美，生活方便

的现代化城市，也必将对甘肃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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