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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一、《北京市十三陵林场志》于1989年编写了第一稿。为了使场

志内容更加充实，并续至1994年底，1993年4月再度组成场志编

委会。在第一稿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翻阅档案，调查访问，收集大量

可信资料，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本志稿的编纂任务。

’二、本场稿记述的时限为1962年至1994年，即建场后32年林

业建设发展历程·为了全面介绍十三陵地区林业发展历史，志稿中

增加了建场前概况一节，并附录十三陵地区历史林业资源概况，供

参考。

三、本志稿根据地方志书编写要求，按照述、记、志、传、图、表、

录几种体裁，记述了各项林业生产发展与成绩。

四、本志稿篇目结构采用编、章、节、目。度量衡计量单位大部分

采用新制，面积计量亩以上从习惯使用亩，亩以下使用平方米。

五、本志稿编写过程中，得到场领导大力支持，各科室干部职工

积极提供资料，审阅志稿，本场离退休的老同志也提供了不少宝贵

意见，谨致谢意。本志稿尚有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处，期望得到读者批

评指正·

北京市十三陵林场志编委会

199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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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一章

概述

基本情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北京市十三陵林场位于北纬40。44’，东经116’357，地处北京市西北郊昌平县境内。林

场场部设在距县城西关一公里处，距北京市区35公里。林场界内有国内外闻名的明十三

陵、十三陵水库、沟崖、居庸关等名胜，是北京市对外开放的名胜风景区之一。

十三陵林场属燕山山系低山丘陵区，东以蟒山、清凉洞分区为界．西至南口、关沟、德

胜口、麻峪房子分区，北至上口、沙岭的分水岭，南面有龙山、虎山。十三陵地区的地形由泰

陵、德胜口、老君堂三条主沟相切，形成四个不相连的丘陵山地．中心为十三陵盆地，盆地

东侧为十三陵水库。关沟林区为南口至四桥子段两侧前脸山地，集水线都与关沟相联。全

林场海拔高为68米，至954．2米，平均海拔高400米左右。以沟崖中峰最高，顶峰为954．

2米。

林区前脸山地大部分为石灰岩，长陵后山，上口北山以花岗岩为主；沙岭、锥石口附近

为砂岩；蟒山一带有鞍山岩、页岩、砾岩。坡向以阳坡，半阳坡为主，坡度在30一45度之间。

山麓地带一般在20度左右。由于长期人为影响，过渡放牧．林木破坏‘．植被稀疏，大部岩石

裸露，土层薄，一般土层30一40厘米，最厚土层在1米左右。含石砾量达40％以上。土壤

肥力差。

林区土壤属褐色土类，一般PH值呈碱性或中性反应的碳酸盐褐色土，土壤水分条件

差．属干旱类型，不利于造林成活。 一

林区气候特点是：春季干旱多风，夏季多雨，冬季寒冷下燥。全年平均气温11．8 C，最

低(一月)平均气温一4．1℃，最高月(七月)平均气温25．，7 C，全年≥o C，积温为4500 C，

≥10℃积温为4200 C，无霜期180一203天，年降水量平均为631毫米．多集中在六、七，

八三个月，占全年降水76％。

植被分布：由于自然条件差，人为活动频繁，植被恢复过程较慢，植被群落组成简单。

f、阳坡草本植物占优势灌木次之。主要有荆条、酸枣、鼠李、白草、营草、丽松等。阴坡艟物以

蚂蚱爬子、苔草、野枯草等。

森林资源：以侧柏、油f{2}为主体的种群，其中侧柏占林分面积的56．8％。

第二节 林场附近乡村社会经济状况

十三陵林场辖区内有长陵、十三陵、昌平城区、南邵、崔村、下庄、黑山寨、兴寿、上苑、

南口11个乡镇51个村庄，农村人口35207人，其中有劳力17169人。全区耕地面积共育

40609亩，平均每人1．15亩，大部分为旱地。果园面积3545．1亩。1991年农村经济收入

主要浓靠农作物flj千鲜果品，多数土地为果粮问作，果品收入约占农业咨收入的一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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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林场范围内共有大牲畜9622头(只)，其中马291头，驴744头，骡755头，羊7160只。

除役用牲畜外，牛羊都靠山地牧场放牧。

第三节 林场附近的名胜及新旅游景点

昌平县名胜古迹遍及全县各地，闻名中外的有明十三陵和与之相邻的沟崖、清凉洞和

铁壁银山．此外，建国初期修建的十三陵水库和围绕水库新建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国际

友谊林、九龙游乐宫、蟒山森林公园等旅游景区，丰富了十三陵地区的旅旃项目。关沟地区

的居庸关、云台和具有传奇色彩的七十二景，经过开发和修缮，都将成为新的旅游热线。

一，明十三陵：明代十三个皇帝陵寝的总称。陵域面积约40平方公里，埋葬着明代朱

棣等13位帝王，23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从葬宫女等。陵域南北中轴线上建

有古牌坊、大宫门、大碑楼、石象生、棂星门等。保存较好的有长陵、定陵及新修复的昭陵。

二、居庸关：位于关沟溪谷中间，跨水而筑，有南北二门，建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

年)，城周13里，墙高4丈2尺。两旁山峦重叠，林木葱郁，山花烂熳，景色瑰丽金代列为燕

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

三、云台：位于居庸关城内，原为城中过街塔底座券门——云台。建于元代至正五年

(公元1345年)。台下洞内两壁刻有四大天王浮雕坐像，并且用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维吾

尔文、西夏文、汉文雕刻经文及建塔记。

四、沟崖：位于昭陵以西德胜口村，沟崖指一条纵深15里的山沟，有大小山峰22座，

著名的有东、西、南、北、中五峰。元、明以来，建造72座庙观，有20多个景点，有飞瀑垂帘，

沟崖八景和九龙叠水等景观。玉虚观、斗姥宫镶嵌在主峰绝壁上。殿后瑶台．晴日可了望

十三陵水库。
1

五，清凉洞：位于蟒山后沟，建于明代。天然洞穴中的殿堂供有佛像。清凉洞附近有延

寿堂、娘娘殿、关公庙、吕祖阁等，皆毁于十年动乱中。

六、铁壁银山：座落在下庄乡海字村西南。建于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山麓有黑色

石崖，冬日冰雪层积，故名铁壁银山。有古庙延圣寺遗址，院内有五座密檐式实心砖墓塔，

依山还建有许多小塔。银山青松翠柏，果树连片，有说法台，茶亭等10景。

七、十三陵水库：建于．1958年，座落于十三陵盆地东南．水库大坝长627米，高29米·

坝顶上建有古典式长廊，东坝头修建了纪念碑和陈列馆，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

题词和郭7末若颂水库诗。

八、九龙宫：位于十三陵水库东南水域内。九龙宫建在原平台山圣迹亭处。水下隧道

及龙宫运用灯光、特技、电子、音响等手段，展示海底植物、水族及龙王、龙女等。

九、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十三陵水库北侧鬯面积1500亩．1986年6月建成

接待游人，球道总长6430米，设有18孔，72标杆。

十、北京国际友谊林：位于定陵南河滩，1984年美籍华人教授袁晓国女士倡导建立

的。面积1000亩，先后接待4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栽树，现已绿树成荫。

十一、蟒山公园：是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主要景区之一，位于十三陵水库东侧，山势如蟒

伏状得名。蟒山林区有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等栽植的松柏树。蟒山森林公园由林场干Ⅱ十三

陵抽水蓄能电站共建。山顶有天池、长廊和观景亭等。植物园区栽植了1 76种针阔乔、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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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十二、中国名著博览城；位于昌平镇西环岛西，建筑占地36亩。主宫荟萃了中国古典

名著《红楼梦》、《西蔚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精华，制成四宫40景。附属建筑有商

场、餐厅，集游乐、购物、美食为一体，是十三陵地区又一处旅旃热点。

十三、虎峪自然风景区及神仙洞：虎峪山峦起伏，山谷幽深，群峰、山泉、茂林、山花构

成虎峪自然风景．百仙神洞洞长1100米，雕塑各路神仙百座神态各异。

此外，在龙虎台附近正在筹建“明清北京微缩城”、“三国城”和“炎黄子孙故土园”不久

将可接待游人．

第二章林场发展历程

第一节建场前概况

昌平县十三陵地区是明代十三个皇帝、后妃陵寝所在地。建国后，党和政府为尽}欠改

变这一地区自然面貌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恢复和发展山区农业生产的同时，山区

林业建设和水利工程设施逐步展开。1953年7可北省人民政府通县专员公署决定，在昌平

县大富门成立园艺林场，到1956年共造林2148亩，开展公私合作造林，国家出种苗，农民

出劳力植树造林，林权公有，收益分成，同时政府号召群众合作造林，按照“伙造伙有”的政

策，实行“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的办法。县合作造林委员会发放“合作造林股票”，以保证农

民造林收益，林业生产发展很快。

1956年，昌平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后，为加强十三陵陵园绿化及附近荒山绿化，将十三

陵地区绿化分为陵园绿化和荒山绿化两部分，陵园绿化由市园林局负责，荒山绿化责成市

农林局营造，并扩建昭陵、北郝庄两苗圃300亩负责培育苗木。

1958年7月建成十三陵水库之后，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十三陵绿化指挥部。市商业

系统干部职工7000余人，集中在十三陵水库周围前脸山植树造林4．5万亩，市人委系统、

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分别在沙岭子、泰陵沟等地分片造林，与此同时，扩建北郝庄苗圃

达1400亩．1958年至1959年，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林学院等20多所高等院校的师

生员工，每天约有1万人来十三陵水库造林。这期间．造林总面积达6．4万亩，植树1500

万株。1959年，撤销十三陵地区绿化指挥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分片造林延续到1962

年前相继撤消。
‘

第二节建场32年历程

1962年至1994年，林场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

下，山林权属稳定，林业生产逐步发展，植树造林成果显著。1992年，十三陵林场经中央林

业部批准为北京市蟒山国家森林公园，具备了开展旅游的条件。这是对30多年林场绿化

成绩最好的评价。 ．

回顾过去．林场发展经历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1962年至1966年是林场稳定发展的五年。

1962年建场时，总面积为5．6万亩，林场建设方针为点缀十三陵风景，保持水土，延

长水库寿命。场部在北郝庄，附设东沙河分场和北郝庄苗圃。全场有干部职工86入，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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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招收北京市所属高、初中毕业生450人，到1964年全场职工已达666人。每年林场以本

场固定职工为主体进行春、雨、秋三季造林补植和冬季护林防火工作。当年秋季，林场接管

16个国家机关单位分片造林地2万亩，其中人工幼林3000亩。1965年接管了牛蹄岭等4

个林业站山场46289亩．新组建四个造林队。全场职工860人。当年林场基层生产单位有：

水库、长陵、定陵、大宫门、虎峪、牛蹄岭、清凉洞、半壁店、沟崖9个造林队和一个苗圃。

1962年至1965年，造林方式以直播油松、橡子为主。由于干旱和技术问题，保存率一

直不高．1965年，全场总面积129233亩，人工林39457亩，占总面积28％，为加快造林步

伐，在市农林局领导下，组织十三陵地区造林大会战。密云水库、永定河、门头沟、平谷四个

林场职工参加会战。全年整地1212亩，造林1372亩。幼林抚育12020亩。1966年，全年完

成造林6293亩，新育苗157亩。苗圃生产，贯彻“自采、自育、自造”方针，每年育苗面积

300余亩，年出圃苗木六、七百万株。育苗树种有松柏针叶树和以新疆核桃为主的木本粮

油树23个树种。

建场以来，为保护原有造林成果，林场十分重视护林防火工作。各造林队设专人护林，

并到林区附近社队宣传爱林护林。建场初期，存在着林牧矛盾，林粮矛盾和山林权属不清

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林业生产正常进行。

二、1967年至1976年，是林业建设道路艰难曲折的十年。

1968年7月，在文革动乱中接收八达岭林场南口、四桥子两个造林队，9月市革委会

决定，十三陵林场下放昌平县领导，南庄苗圃与林场苗圃合并，全场职工人数达到1070

人，是林场职工人数最多的一年。

林场任务是进行荒山和河滩造林，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全额拨款，即根据林场每年完

成各项林业生产任务量决定国家投资金额。“文革”以来，在人员编制和生产任务严重失调

的情况下，林场处境十分困难。1969年7月，林场革委会根据职工超编与任务不相适应的

情况，向昌平县革委会提出“林场经营改革的报告”。改革方案要求，从精减人员和开展多

种经营两方面解决存在问题。1970年至1973年，在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先后组建和兴

办养鸡场，编织组、修建队、采矿队和弹簧厂等多种经营项目，获得一定经济效益。1971年

调往南口农场四分场职工计587人，1975年又先后调往市区和县属商业系统部分职工，

1976年全场职工还有312人，基层生产单位减至三个造林队和一个苗圃。
‘

斗年动乱期间，由于领导班子瘫痪，多数职工不安心林业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有名
无实，林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数量少，质量差。据1967年至1976年林业生产统计：十年

共完成植树造林4321亩，每年平均造林面积432卣，1974年仅完成造林56亩，其他生产

项目也不景气。

十年问，盗伐国有林和放牧、樵采、开荒毁林问题时有发生。使不少天然林和人工林幼

林遭到损毁。对沟崖、关沟等地发生多起盗伐案件处理不力，毁林事件更是禁而不止。

三、1977年至1994年，是林业振兴发展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建设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调

整了林业内部关系，建立健全了各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三北”防护林体系确立和全

民义务植树运动的顺利开展，给国营林业生产带来了生机。

卜多年来，全场林业职工不足百人，下属四个造林队和苗圃，以本场职工为召干，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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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大量民工完成造林营林任务。1979年，全面发动，全年完成整地1．2万亩。1981年至

1983年连续三年，每年完成荒山造林任务4000亩以上。1981年11月，林场收归北京市林

业局领导，林场领导班子和基层生产单位均得到调整与充实．在加强林业生产规划设计和

检查验收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岗位责任制。1983年至1987年，实行荒山造林职工承包

制．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承包制充分调动了职工造林积极陛。1983年至1985年三

年完成荒山造林1．7万亩，造林保存率平均达到82．5％，这样的造林成绩是以往少见的。

1982年以来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34个系统阳单位，共栽植各

种树木834万株，造林树种有20种，其中松柏绿树占80％，阔叶树占10％．抚育野生树占

10％。经营管理实行专群结合造管护一条龙，中国人民银行等7个义务植树责任区建成相

当规模的绿化、生产、疗养三结合基地。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实施，将十三陵——南口地区纳入市、县绿化重点工程在规

划设计、生产投资和管护各环节上层层有人抓，基层有人干。近几年来前脸山绿化在树种

配置上，既讲求绿化实效，又注重美化景观，植树造林与建设风景区相结合，为开发郊野旅

游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加快十三陵、南口地区绿化进程，荒山造林一改过去栽植裸根小苗的做法，特别是

实行“工程造林”和“爆破整地造林”后，在春、雨季荒山造林，大部分使用三至五年以上大

苗，提高整地规格，引水上山，栽后保浇2--3遍透水．现在的荒山造林立竿见影．看得到．

摸得着，效果极为显著。 ， 。

1988年，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国营林场解放思想。转换机制．搞开放型大林业，林场新

领导班子，在加强党组织建设基础上，带领全场职工．坚持以林为主．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搞好搞活国营林场经济，增加林业生产活力和经i齐实力。1991年1月．市林业局审计组对

林场1988年至1990年三年经济承包责任制执行情况审计结果：三年承包各项经济指标

均超额完成。承包利润指标72．82万元，实际完成146．§万元。新上横板租赁站等6个多

种经营项目，经济效益逐年提高，新增固定资产45．6万元。

1992年，林场在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发挥优势．综合开发”的道路上，又迈出新

的一步，实现两个突破。其一是：林场藏托十三陵、八达岭两个旅旃特区的优势，抓住时机，

大胆开拓新旅游项目，兴办了集游乐、美食、购物为一体的“中国名著博览城”。开馆一年

来，游人不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为理想。其二是，十三陵林场经林业部批准为北京市

蟒山国家森林公园，具备了开展森林旅旃的条件．1993年林场、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为一

方与台胞李京燕女士为一方达成共建蟒山景区的协议，已着手遵循“蟒山国家森林公园总

体规划方案”实施工作。沟崖新景区修复与开发建设将纳入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二期工程。

蟒山景区和沟崖景区的建成开放，将为十三陵旅游特区增添新的佳境。1994年11月蟒山

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达到开放条件，对外试营业。

第三章森林资源

第一节森林资源现状

林场麓业区总面积为129159亩．森林复盖率为36％。其中林她用地面积95749．95

亩，占总面积的74．1％，非林业用地面积33409．05亩，占总面积的25．9％，在林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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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有林地面积为35963．55亩，占总面积的27．8％，其中人工林面积为31737．80亩，占

总面积的24．5％，天然林面积为4225．65亩，占总面积的3．3％，疏林地面积为6895．95

亩，占总面积的5．3％，灌木林地面积为10499．40亩，占总面积的8．I％，未成林造林地面

积27231．90亩，占总面积的21．1％，宜林地面积为14801．25亩，占总面积的11．5％，苗

圃地面积为354．90亩，占总面积的0．3％。全场活立木蓄积量为36036．946立方米，其中

林分的活立木蓄积量为34031．769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94．4％。天然林眷积量为6496．

067立方米，仅占林木总活立木蓄积量的18．0％，人工林蓄鼍为27535．729立方米，占总

蓄积量的67．4％’硫林地活立木蓄积量为1480．797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4．1％f散生木

的活立木蓄积量为139．193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0．4％；四旁树的活立木蓄积量为384．

860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1．1％。

按林龄组划分面积与蓄积量如下。

林分总面积为35963．55亩，总蓄积量为34031、769立方米。其中；幼龄林面积为

19300．50亩，蓄积量为7658．383立方米；中龄林面积为11254．80亩，蓄积量为14969．

432立方米；未成熟林面积为1236．90亩，蓄积量为1533．520立方米f成熟林面积为

4155．85亩，蓄积量为9796．650立方米；过成熟林面积为55．50亩，蓄积量为73．820立

方米。

第二节各林分区面积和主要树种分布

全场林分区是在1990年林权发证的基础上，根据山场地势和有利于造林，营林詹动，

重新区划的，共划分40多个林分区，全场人工林占绝大多部分；天然林仅分布在少数分区

在有林地中，中幼龄林的面积蓄积所占比重较大，树种以侧柏、油松为主，刺愧、黄栌次之。

侧柏面积占有林地总面积的56．8％，油松占12．3％，不少林区形成了侧柏、油松单层纯

林。原来油松刺槐、侧柏、黄栌等屁交林、刺槐、黄栌生长势逐年减弱。天然林仅有沟崖、武

空山、铁帽山、清凉洞等4个分区面积4225．65亩，占育林地总面积的3．3％。其中以沟崖

分区面积、蓄积量最多。主要树种有：侧柏、橡、栾、椴、榆、山核桃、山杏、山桃等。

林场立地类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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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类型 面积(亩) 立地类型 面积(亩)

低阴薄坚 12520．35 低阳薄坚 23097．30

低阴中松 14475．60 低阳中松 17505．60

低阴中坚 8235．00 低阳中坚 7964．55

低阴薄松 3342．90 低阳薄松 6999．60

低阴厚 83．40 低阳厚 879．15

山 沟 40．35 平原沙滩 615．60



各林分区面积统计表

分区名称 面积(亩) 分区名称 面积(亩)

侨委分区 3658．50 景陵分区 3127．50

吕西沟分区 3790．50 德陵分区 3976．95

四桥分区 2866．20 大水泉分区 4193．10

居庸关分区 1407．15 蟒山分区 6913．20

东园分区 3906．00 汗包山分区 3864．90

花园分区 3479．70 龙山分区 223I．85

南站分区 2563．35 上口分区 1621．95

虎峪分区 5292．90 上口西沟分区 1949．40

太平庄分区 6130．95 铁帽山分区 722．25

沟崖1分区 2317．80 上口东沟分区 4400．55

沟崖2分区 4047．75 珍水泉分区 3642．45

思陵分区 4841．10 半截沟分区 1387．50

虎山分区 1808．25 泰陵分区 2078．55

定陵分区 4735．20 麻峪房子分区 1635．00

德胜口分区 3853．05 清凉洞1分区 1742．10

燕子口分区 3070．95 清凉洞2分区 416．70

康陵分区 1642．80 牛蹄岭1分区 3652．65

沙岭分区 5486．40 牛蹄岭2分区 3553．05

武空山分区 4929．15 半壁店分区 2817．OO

长陵分区 4663．60 东沙河分区 260．70

附录十三陵地区历史林业资源概况
‘

昌平北部燕山余脉，群山逶迤，称军都山。历史上曾是林木苍黝、动物嘻戏，鸟语花香

的地方。公元五世纪时，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记述居庸关一带森林景观“山岫层深，侧道

褊狭，林障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合。”唐开元初年，任幽州都督张说曾：“命杼

人斩木于燕岳，使通林麓之材”说明燕山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伐木取材以开辟财政来源。十

三世纪，元伐金，成吉思汗绕道黑松林，巧取居庸关的故事，说居庸关附近“黑松林中有闻

道，骑行可一人。”看来元代居庸关崇山峻岭遍布黑松林明代中期，军都山仍为连绵不断的

林海。明成化元年(1465年)以前，“复自偏关、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到山

海关一带延袤数千里，山势高峻，林木茂密，人马不通。”嘉靖20年(1541年)，记述军都山

是“重岗复岭，蹊径狭小，林木茂密。”清代《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记载：“居庸关东去，有松

林数百里。一
7

军都山森林遭破坏是从辽金两代开始的。辽、金入主中原后，多次解除山林之禁，允许

入山樵采伐木。元朝也曾先后十余次颁布解除封山。明朝“洪武中，诏北平、山东、河西荒

问土地，听民开垦，永不起科。一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以来，修造皇宫御园，大兴土木，对

“山林丛密，取木甚易”的燕山、太行山大片森林实行掠夺性砍伐。明嘉靖时期，对军都山森

林斩伐最重。《热河志》中记载：“辽元以来，古树略尽。”《延庆州志》记载“居庸关向以林密

地荫，敌不得聘，近来樵采渐疏，往来无有阻矣。”

十三陵地区建陵前，原是一片荒山郊野。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成祖卜建山陵，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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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为天寿山，始为防卫重地。十三陵整个陵区方圆40平方公里，周围有东山口．中山口、

西山口、老君堂口、贤庄口等十个隘口，各口之间均联以墙垣．十三陵经过200年精心营

建，建筑雄伟壮丽，群山树木葱笼。顾炎武恭谒十三陵诗中称颂十三陵地区“环山数十里，

松柏参天苍。”在《昌平山水记》中记载着“大宫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昌平城

东门外有大松园，原为十三陵培育苗木之地，“方广数里，皆松桧．无一杂木⋯⋯。二百年来

遂成大树。”是明代燕平八景之一的“松盖常青。”沟崖在德胜口西．从山麓到山巅十五里，

沟沟清流环绕，处处古树苍崖。沟沟崖纪略云：“沟沟崖⋯⋯泉为绕陵而幽幽。树为禁陵而

郁郁。”是十三陵附近松柏天然林生长的佳境。弛名京师的燕平八景之一的“铁壁银山”是

十三陵东北的林木葱郁之地。银山纪略云：“银山近皇陵，故禁樵采，松不胜其柯而偃，柏拂

地而已枝，橡子落地无人收，杨柳条繁禁老秋，壁生树顶，泉流叶间。”《隆庆昌平州志》记

载：“笔架山、凤凰山、蟒山、虎峪山、照壁山、影山、小金山，以上诸山皆禁山也。”《读史方舆

纪要》载：“南至凤凰山，西至居庸关，东至苏家口。北至黄花镇皆禁樵牧，林树森列。”

十三陵是一个庞大的古典陵园，山陵营建工程之后随着就在陵园内外栽植松柏树。

《日下旧闻考》记载：“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裕陵成，栽松柏树2684株，左右成列，见碑

楼出松林中。茂陵在聚宝山，垣内外及冢上有树干余株。康陵背后五峰并列称莲花山．灌

满荫森，望不见土石。“嘉靖十九年，(1530年)在大红门以南建玉石牌坊，左右植松柏各6

行，长三里许。”《燕北游览小志》有一段描述长陵陵树的文字，“登长陵明楼．以瞰全陵，则

葱郁松柏，浓翠若滴，碧瓦白栏，闪烁眩目。”旃客置身在陵园中“聆松涛之哀怨，嗅柏氛之

幽香。”看来陵树已成为陵园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十三陵岗阜盆地上，还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十二座果园．所产干鲜果品，专供谒陵祭

祀之用。

十三陵在明代是重兵设防的皇家禁地，平民百姓不得入内．所制订的严刑峻法．尽管

保护了陵区树木，而当地人民采樵薪柴以资生计的山场也被剥夺殆尽．人民苦不堪言。明

朝法律规定：凡擅入山陵门者杖一百，进入林地拾柴拔草者，发边远充军，在陵地内剪伐树

木，取石取土者处斩。

明代灭亡后，十三陵陵树遭到严重破坏，顺治十六年(1656年)大红门内陵树90％被

砍伐。顾炎武目睹了十三陵树木被毁情形，《昌平山水记》中写道大红门内数十万株苍松翠

柏，“今翦伐尽矣。”康熙《昌平州志》载：“燕平八景之一松盖常青乃胜国时备补各陵树也，

今已砍伐无余，易以神岭千峰。”顺治十九年(1659年)颁布了禁伐陵树令。“近陵树木．多

被砍伐，向来守护不周，殊不合理，现存树木，永禁樵采。”此敕令文，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碑立于长陵宫门内东神厨碑亭内．这个诏文对保护原有树木和养

护幼树都起了一定作用。近年来新编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十九)写道：“1917年．当时

北京附近及河北、山东省有四个柏木区，它是北京北边的十三陵．河北易县的西陵，蓟县的

东陵和山东的龙山。”现在十三陵域内外生长古松柏树，不少是明代古树。也有清代封禁后

生长起来的。据十三陵特区绿化队1986年资源调查，全陵区有松柏等树4万余株．列入北

京市一级保护古树1231株，列入二级保护古树3230株。树种有车自树、油松、白皮松、橡栎、

银杏、国槐等。

8



第二编 大事记

1962年

3月，在北郝庄苗圃和大宫门工区的基础上，建立国营北京市十三陵林场．范围包括

十三陵水库周围山地和东沙河河滩，总面积5万余亩。当年又接收了十三陵地区前脸山造

林地和国家机关分片造林．建场初期有干部7人，工人79人。

1963年

与耳。建场以来，山林被毁严重，毁林事件达126起，有盗伐国有林，开荒种地毁林及

放牧毁林、毁树11万余株，损失折款3．3万余元。 。

11月，全场职工增至549人，全年共完成造林2059亩，其中山地造林1677．6亩，滩

地防护林779．4亩．平均成活率84．4％．

1964年

2月，林场制定。十三陵林场管理制度”。
7

3月，林场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其中：中专班238人，初中班66人，小学班51人．

7月．北京市第43中学生20人参加泰陵沟雨季造林．

8月，全场雨季造林共完成1361．28亩．t

10月5日，北京市第43中学师生600人，在校长的带领下来林场参加为期15天的

秋季造林和苗圃劳动。

1965年

春，昌平县林场清凉洞等四个工作站划归十三陵林场管理．山地、土地、房屋及人员全

部移交。林场组建清凉洞、牛蹄岭、半壁店、沟崖四个造林队。

4月，为加速十三陵地区绿化进程，市林业局决定组织十三陵造林大会战。总人数

1246人．密云水库、永定河、门头沟和平谷四个林场700余名职工参加会战．

7月，为落实毛泽东抓“科学实验”号召，林场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各造林队成立科

学实验小组开展活动。

9月16日、23日．两次接收北京市应届毕业生117人加入林业建设队伍。

1966年

6月，林场组建水库、大宫门、长陵、定陵、虎峪、清凉洞六个造林队和苗圃。原沟崖造

林队划归定陵造林队，原半壁店造林队划归水库造林队，原牛蹄岭造林队划归长陵造林

队．

7月，林场生产科编写印发“雨季造林技术规程”并布置雨季造林任务．

1967年

9月，林场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山林管理，制止

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 。

12月25日，昌平县革委会政治组，农林组联合发出《关子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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