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大同市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力城市之一素有“中国雕塑之都” 之称； 

大同市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力城市之一素有“凤凰城” 之称； 

大同市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力城市之一素有“中国煤都”之称； 

大同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首批）；   

大同被誉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大同被誉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大同被誉为国家旅游名片；    

1984 年国务院批准大同为全国 13 个较大的市之一； 

大同市是国家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云冈石窟被评为“中国最具人气十大风景名胜区；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三大九龙壁”之一，是中国龙壁之最； 

大同华严寺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之一； 

善化寺，华严寺同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同鼓楼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武灵王墓山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同市享有“佛国龙城”之美誉； 

左云县市全国优质动力煤之乡；   

左云——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塞上小康第一村——上张家坟村；  

左云——小杂粮品种最多的地区；    

左云粘土质量最优；   

左云高岭土品质全国稀有；   

左云耐火材料产量居华北首位； 

左云是全国最大的烟煤质活性炭基地。 

2001年 1 月，云冈石窟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区（点）；   

2001年 12 月，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2002年 1 月，云冈石窟被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山西省“十佳文明景区”；    

2002年 9 月，云冈石窟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旅



 

游局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2002年 12 月，云冈石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物系统先

进集体”；    

2004年 2 月，云冈石窟被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 2002—2003 年度山西省文明

景区；    

2005 年，云冈石窟被大同市政府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工作单位；   

2006年 3 月，云冈石窟研究院被山西省人事局、山西省档案局评为“十五”期间全省

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2006年 5 月，被中国新闻社评价中心评为“中国最具人气十大风景名胜区”；   

2006年 6 月，云冈石窟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山西省文物保护模范单位”；  

2006年 8 月，云冈石窟被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评为“市级文明单位标兵”；    

2006年 9 月，云冈石窟被首届中国旅游胜地品牌推广峰会评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地

方”；  

2006年 10 月，云冈石窟被中国旅游电视协会评为“2006 年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2006 年，大同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为云冈石窟记消防安全“集体一等功”；  

2007年 1 月，云冈石窟被亚太旅游协会等多家单位评为“中国魅力景区”；  

2007年 4 月，云冈石窟被全国民族文化旅游十大品牌组委会评为“2006 年度全国民族

文化旅游十大品牌五十强”；  

2007年 5月 8 日，云冈石窟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为全国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2007年 6月 11 日，云冈石窟被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报社等多家单位评为“大同市十

大城市名片”首位；  

2007年 11 月，云冈石窟被中国旅游论坛组委会授予“中国优秀旅游景区”。  

 

第二章 大同概述 

大同城区地图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东经 112 ° 

15—114 ° 15′ ，北纬 39 ° 00′—40 ° 30′ ，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铁路的

交点，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东邻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与山西省朔州市相接、南

靠山西省忻州市。总面积为 14176 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9.1%。总人口约 321 万（2009

年）人口密度为 226 人/平方千米，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华北地区较有影响力城市之一素



 

有“中国雕塑之都”，“凤凰城”和“中国煤都”之称。 

中文名称： 大同市  

别名： 煤都、凤凰城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山西省  

下辖地区： 5 区 7 县  

电话区号： 0352  

邮政区码： 037000  

地理位置： 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中心  

面积： 14176 平方公里  

人口： 321万人(2009)  

 著名景点： 云冈石窟、雁塔等  

机场： 大同倍加造机场  

火车站： 大同火车站  

车牌代码： 晋 B  

坐标： 北纬 40 度，东经 113 度  

代码： 140200  

市树： 油松  

市花： 波斯菊  

简称： 云  

旧称：平城，云中，辽代根据《礼运-大同》篇称为大同，并一直沿用至今。 

行政 

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山西    

行政级别：地级市 较大的市 （国务院 1984 年批准的第一批全国 13 个较大的城市之一，

有地方立法权）特大城市   

设市：1949年 5 月 1 日  

现任：市委书记 丰立祥   

现任：市长 耿彦波   

市辖区： 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大同市新的市辖区规划为平城区、御东区、

口泉区、新荣区）  



 

市辖县： 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 

人口 

总人口（2009）321 万人   

市区人口（2009）153 万人   

市区非农业人口（2004）114.13 万人 

面积 

总面积 14176 平方千米   

市区 2080 平方千米;    

建成区（2006） 89 平方千米; 

气候 

大同市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且寒冷干燥，夏季短暂且温热多雨，春秋凉爽，温

差较大。年均气温 5.5℃，极端最高气温 37.7℃，极端最低气温－29.1℃；年平均降雨量在

400 毫米；无霜期 100—156 天。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地名由来 

大同是指古代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 

悠久历史 

大同自古为军事重镇和战略重地，是兵家必争之地：“三面临边，最号要害。东连上谷，

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曾发生上千次大小战事。

大同境东的马铺山是汉代刘邦与匈奴奋战七昼夜的战场；金沙滩（今属山西朔州市界）是杨

家将血浴沙场的故址。大同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北方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城市之一，素有“三

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   

石器时代 在大同地区发现位于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发现许家窑人遗址。据专家考

证，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后裔，约在 10 万年前西徙时，遇大同湖阻隔，远在 10 万年前，在

大同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   



 

雁北“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大同领导组”，管辖雁北 10 县，分第十、十一两个专署。1947

年军政分家改为“八、十、十一”三个专署，大同为“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同县

下辖 5 个区、7 个乡、70 个治村。“雁北专员公署”、“雁北防卫司令部”驻在大同城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5 月 1 日，大同和平解放，这座塞上古城从此获得了新生。析

大同县，置大同市，隶属察哈尔省。全市划为 5 个区。1952 年 11 月，察哈尔省撤销，大同

划归山西省为山西省省辖市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和新兴的工业城市。1982年 2月 16 日被

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1984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十三个较大城市之一。

1993 年的 7月，原雁北行署撤销，原雁北地区所属部分县，划归大同市。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凤凰坠翅  

古时，有只凤凰从大同上空飞过，却被人用箭射断一只翅膀。凤凰飞走了，那只翅膀落

在地上幻化了一座城池，也就是大同城。后来，人们在凤凰坠翅之处建了一座庙宇，并将落

过凤翅的那块大石头供在里面，名为凤凰庙。后来，凤凰庙坍塌，人们又在原址建了寺院，

名为兴国寺。兴国寺，原在西关，后来被人们挪至南关。寺院，座西面东，层层筑寺。正殿

两层，上供无上至尊佛，下层却只有三座窑屋。后来，僧人为了体现“龙凤呈祥”，还在山

门两侧建了两座龙壁。  

到了明朝，徐达大将军督造新的大同城池，得知这一传说，恐怕断翅凤凰回来报复，就

将大同城址往北迁移了很远距离，再派人将那块落过凤翅的大石头，挪运到了新城的大十字

街一个院内，门外还立起了四根象征凤尾的旗杆。谁知，那只长好翅膀的凤凰真得飞了回来，

它看到大十字街那四根旗杆后，便翩翩落在了那块大石头上。原本，凤凰回来是想报复，可

它看到徐大将军督建的大同城池竟然仿照了它的影象，城池很象凤凰单展翅形状——南关为

凤头，东关为凤凰左翅，北关为凤尾，却惟独没了西关。凤凰看了，叹息一声，便飞走了 

 

仿古石雕 

仿古石雕所用石料为大理石。根据明朝正德年间《丸同府志·土产》记载：“花斑石，

蔚州及属县出。”当时蔚州属县为广灵县、灵丘县、广昌（可河北沫源）县，在此三县的大

山中，盛产花斑色大理石，尤其是广灵的千夫山和灵丘的太白巍山最为有名。根据地质专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元节 

时间：农历七月十五日 

介绍：又称为“鬼节”。大部分家庭，在“中元节”来临之际，要蒸制各种造型的馒头、

面塑，大部分农民要在这个时节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对故人示以祭奠，这种风俗，已经

延续几千年。 

生旺火  

时间：春节 

介绍：每逢春节除夕晚上，家家户户院落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成一个塔状，名曰旺火，

以图吉利，祝贺全年兴旺之意。等到午夜十二点，鞭炮齐鸣之时，将旺火点燃。点燃后，火

苗从无数小孔中喷出，状若浮图，既御寒，又壮观。大人孩子们围起一圈，有的做游戏，有

的放鞭炮，男女老少都要来烤火，以图“旺气冲天”。通常谁家的火堆大，着的旺，谁家的

旺气也大。 

第五章 旅游景点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

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大同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石雕艺术的代表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 16

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大小窟龛 252 个，造像 5 万 1 千余尊，代表了公元 5至 6 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

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石窟简介 

中文名称：云冈石窟   

英文名称：Yungang Grottoes   

云冈石窟于 2001 年 12 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 252 个，造像 51000 余尊，

代表了公元 5 世纪至 6 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

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年一遇，下游河道为 20年一遇，设计汛限水位 956m，是一座式业与城市用水、防洪、灌溉

及养鱼综合利用多年调节的大（Ⅱ）型水库。   

历史运用    

除险加固前册田水库属重点病险库，下地低水位运用。1960 年至 1970年水库月平均水

位在 943—944m 之间；1970 年至 1976年因大坝加高，水库为滞洪运用；1976 年后，因大坝

质量有问题，没有高水位运用，一般蓄水位在 950m左右，短时最高曾达 953m。除险加固后，

水库防洪标准提高，近年逐步提高水位运用，1995 年 9 月 30 日，水库水位达 956.08m，为

历史最高洪水位，1995年 10 月 22日，库水位为 956.52m，为历史最高库水位。   

水库的工程观测项目有：浸润线、坝基扬压力、大坝绕渗、沉陷及水平位移、防渗墙应

力应变观测等。    

水库 1995 年高水位运行以来，清泉洞渗流量稳定为 29 升每秒，坝体浸润线及渗水正常。

主坝下游渗流量 26 升每秒，主坝实测浸润线低于设计浸润线。加固前南副坝当库水位 953m

时，下游渗水严重，加固后水位 956m 以上时未发现渗水，砼防渗墙效果显著。  

从变形资料看，坝体沉陷趋于稳定，水库建库至今累计最大沉降量 254.67 毫米，累计

水平位移量 57mm（桩号 0+557）。    

水库自投入运用以来，曾拦蓄 1967年 8 月 6 日一次最大洪水，入库洪峰 2850 m3/t，

相当频率 10%，一日洪量为 1.081 亿 m3，三日洪量为 1.756 亿 m3，五日洪量为 2.13 亿 m3。

水库运行 30多年以来，已淤积 2.17亿 m3，为减轻官厅水库的淤积和京津地区的防洪安全

起到了显著作用。   

除险加固后，水库年可向大同市和大同二电厂供水 5000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 20 万亩，

每年可捕成鱼 50—70 万斤，占大同市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大同有煤炭、水泥石灰岩、石墨、熔剂白云岩、高岭岩、金云母、玄武岩、大理岩、耐

火粘土等矿产资源。  

煤炭资源：大同市坐落在大同煤田的东北部，其煤炭资源属于地质概念的“大同煤田”

的一部分。大同市含煤地层为侏罗纪大同组，石炭系太原组、山西组。侏罗纪大同组含煤面

积全市达 540 平方公里，保有储量 58.7 亿吨，累计探明储量 65.5 亿吨，现在大规模开采的

产要是这一部分。对石炭系煤，大部分只作了普查工作，勘探程度不高，累计探明储量为

117 亿吨。该煤种灰分较高，质量远不如侏罗纪系煤，属气煤类。大同煤田地理位置为东经



 

113゜7′左右，北纬约 40゜4′，地跨大同、右玉、平鲁、左云、朔州等市县，大致为一长

方形、走向东北至西南，长 85 公里、宽 30 公里，总面积为 1827 平方公里，煤炭总储量 718

亿吨。其中，大同市境内占有含煤面积 632 平方公里，累计探明储量 376 亿吨。   

石墨资源：该矿产埋藏于前古生代的集宁群地层中，属沉积变质型，全省唯此，分布在

市区北部的宏赐堡、六亩地两处。它们属于同一成矿带，总探明储量石墨矿石 5162.3 万吨，

内含石墨 224.7 万吨。其中，宏赐堡表内保有储量石墨矿石 3913.3 万吨，内含石墨 163 万

吨，平均含碳量 3%-4%，高则超过 10%。六亩地表内保有储量石墨矿石 1248.4 万吨，内含石

墨 61.7 万吨，平均含碳量 4.9%。它们均为富矿型。  

水泥石灰岩资源：主要产于上寒武系的海相地层中，总储量为 21517.6 万吨，主要分布

于七峰山矿区与狼儿沟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现已大规模开采。  

熔剂石灰岩资源：储存于中、上寒武统地层中，属层状海相沉积矿床，累计探明储量

7019.2 万吨，分布于口泉西部地区。   

熔剂白云岩资源：主要产于下奥陶统地层中，层位稳定，规模大，质量好，多为二级品。

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极利于露天开采。累计探明储量 5353 万吨。   

高岭岩资源：储存于石炭二迭纪的煤系地层之中，与煤共生。本市的高岭岩储量大、层

位稳定、杂质少，是陶瓷生产的优质添加原料。目前，勘探程度很低，只作为煤矿的伴生矿

来开采。    

玄武岩产于晚第三系地层之中，探明储量为 17424.35 万立方米，其中孤山区有 644.3

万立方米，寺儿梁区有 16780 万立方米。  

森林资源：到解放前，全市森林覆盖率仅有 2.5%。解放后，经积极的人工营造，林业

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大同市共有森林 42 万亩，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采凉山区，其它地

区也有零散分布，均为人工森林，但大同市仍是一个少林地区。  

草地资源：全市牧坡草地的面积共有 480331 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5.3%，约为耕

地面积的一半。其中，面积在 300亩以上的大片牧坡草地约 269875 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 8.6%；面积在 300 亩以下的零星小块草地（指在农耕区村边、地边、水边、路边的四边

草地）共有 210456 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6.7%。大片草地主要分布在山区及部分河滩处，

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大同道士口的羊名气较大，因它所吃的草中含有许多药材，

所以羊肉肥嫩且无膻味。野生植物资源：大同市属于干草原的植被类型，因此植物种类比较

少，但是野生植物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大量的禾本科、豆科草类是发展畜牧业的优质牧草，

麻黄、甘草等野生药材植物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山区还生长着许多可供观赏的野生花卉植

物，如石竹、山丹、飞燕草、野菊、紫菀、唐松草、黄刺玫等。大量分布着的胡颓子科野生



 

灌木枣沙棘，不仅是沙荒造林的先锋灌木，而且在其桔黄色小珍珠似的果实中含有 250 种天

然化合物。它的形态特征、生理活性和应用价值均与低海拔地区的植物有明显差异，且很少

受环境污染。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素被称作“维生素 C 之王”的猕猴两至三倍，最高可达到

1900 毫克/100 克。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就把沙棘作为一种重要的藏药来治疗冠状动脉硬

化性心脏病、皮炎、褥疮、角膜炎、妇科白斑病等。后来又发现沙棘中所含的各种活性成份

能有效地防止失重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且是良好的皮肤营养品，具有明显的抗辐射作用，故

从沙棘中提制的汁、油、精，已在国外掺入宇航员的食品中，还将它作为高级化妆品的营养

添加剂。   

除以上的野生植物资源外，大同还有一部分野生动物资源。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密集和

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野生动物或迁徙或减少，特别是珍稀动物越来越少了。据调查，大同

市陆栖脊椎动物约有一百多种，其中鸟类约 70种，兽类约 24 种。数量较多、经济价值较大

的有黄鼬、草兔等；数量较少、经济价值较大的有石貂、狼、狐狸、狗獾等；数量较多但个

体经济价值不大的有石鸡、野鸽、麻雀和各种野鼠；具有开发利用前途而尚未被重视的动物

有鼢鼠及多种鸡禽、鸟类等。  

水资源：大同市的本地水资源总量为 1.42 亿平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111 立方米，

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9%左右，水资源十分贫乏。市现在的用水状况是：工业与生活用水占

80%，农业用水占 20%。虽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 67.5%，但年缺水量仍为 2000 多万立方

米。为此，“七五”期间先后改造、新建节水工程 135 项，年节水能力达 2900 万吨。“七五”

的 5 年，全市计划取水 58740 万吨，实际用水 52682 万吨，共节水 6058 万吨，相当于市自

来水公司一年的供水量。万元产值取水量由 1985年的 297 吨下降到 1990年的 210 吨，下降

29.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已经由 1985 年的 58.1%提高到 1990 年的 71.3%。大同市采取节

流与开源并重的方针，在强化节水意识，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重复利用率的基础上，进行了引

册田水库和黄河水济市的工作，以最终解决“水荒”问题。 

经济发展 

大同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建国初

期，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宋庆龄、叶剑英、彭真、李先念、邓颖超、薄一波等

到近年来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同视察。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大同以它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旅游优势和在中西部地区的区

位优势、交通优势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新机遇。  

资源丰富 大同市矿产资源丰富，除煤炭以外，主要矿藏有铜、铁、金、银、铝、锌等

金属矿物和石墨、磷、长石、云母、石灰石、珍珠岩、大理石、花岗石、玄武石、沸石等非



 

金属矿物。大同可望成为资源相对贫乏的沿海及渤海经济圈的矿产品原料基地。  

煤 炭 “大同煤田”含煤面积 926平方公里，探测总储量 718 亿吨。侏罗纪煤素以低

硫、低磷、低灰份、高热值的“三低一高”闻名于世，是优质动力煤和化工原料煤。得天独

厚的煤炭资源优势，使大同市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被誉为中国“煤都”。大同市年产

原煤 8000 万吨，支持着全国 5 大火力电网、3 大港口、6 大城市的煤气发生炉以及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2800多家大中型企业，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并远销欧、亚、

美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七章 美食特产 

羊毛地毯 

羊毛地毯是我国正宗出口的工艺品，生产历史悠久，织造风格独特，在国际市场上享有

盛誉。根据专家勘测，我国青海省曾经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毛毯残片，8 字形的“扭麻花”

编结法已经和现在的编结法很相似。大同地区的毛织地毯，远在春秋战国赵武灵王设郡之时

就已经开始生产，东汉时期已经具有很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能够用红、褐、紫、绿等各种颜

色织出各种花纹图案。解放以后，大同、山阴、浑源等地都建立地毯厂，若论其毛质优良、

做工精细、图案新颖、色泽调和、经久耐用，则以大同县地毯厂为最。大同县地毯厂建于

1970 年，是专门生产出口地毯的厂家。生产高级纯毛 90 道机拉洗手工栽绒地毯，产品设计

精致，四角对称，分为大边、中边、小边，中间图案常为山水风景、奇花异草、松鹤延年、

五幅捧寿、福禄祯祥、吉祥如意等。如今该厂生产床毯、炕毯、地毯、沙发毯、汽车座毯等

一系列产品，通过纺线、染色、织毯、平整、剪花、洗光等工序，均能保质保量经久耐用，

具有用着舒适、隔潮保温、除邪去寒、冬暖夏凉、有利健康等特点，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艺

术欣赏价值。因此，它不仅在全国各地受到欢迎，而且畅销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和港

澳地区。 

大同铜火锅  

大同的铜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早在北魏时期，就享有盛名。历史上有“五台山上拜

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大同铜器已有 25 大系列，235 个品种，458 个花色，主要有铜火

锅、酒具、宫廷餐具、铜牌匾等唐宋以来，大同的铜器已畅销全国。明清时期，大同的铸铜、

制铜等工艺品已相当繁盛，当时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已达数十处，均系子承父业，世代相传，



 

上各类的一种饭，那就是“粉浆”。这是我县居民的土叫法，这种饭食的学名是“豆汁”，京

剧《豆汁记》即由此得名。最好的粉浆用磨扁豆粉淘下之粉浆，加小米熬成和子饭状的稀食，

炝素油、“斋斋面”（一种野生调味），调盐而喝，非常美味可口。尤其是喝粉浆，再泡食《异

香居》的糖麻花，则更是锦上添花了。 

第八章 名校展示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大同大学是经 200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由原雁北师范学院、大同医

学专科学校、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四校合并成立的新兴多科性大学。   

学校坐落于大同市御东区兴云街北侧，占地面积为 2500 亩，建筑面积为近 72 万平方米，新

校区四大主体建筑：新教学主楼、科技实验楼、新图书馆、体育馆于 2008 年 7 月底全部竣

工并投入使用。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9700 万元，图书馆藏书 200 余万册。学校下设政法、

文史、外语、艺术、体育、工学、医学、农学、商学、数学与计算机、化学与化工、物理与

电子科学技术、教育科学与技术、继续教育等 15 个学院、开设本科专业 35 个，全日制本专

科在校生 2.2 万人。 

 [英]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学校代码 10120 

校训：爱教、勤学、求实、创新    

学校所在地：山西省大同市御东区兴云街 、文瀛湖畔 

学校概况 

山西大同大学是 2006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由原雁北师范学院、大同医学

专科学校、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四校合并成立的多科性大学。   新

成立的山西大同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煤海之乡大同，占地面积 2400 亩，建筑面积近

70 万平方米，新校区四大主体建筑：新教学主楼、科技实验楼、新图书馆、体育馆现已竣

工并投入使用。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9636 万元，图书馆藏书 180 余万册。下设政法、文

史、外国语、艺术、工学、医学、农学等 16 个学院，开设本科专业 35个，全日制本专科在

校生 2.2 万人。   

发展中的山西大同大学，是一所办学条件较好、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且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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