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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物以传略、简介、表录等形式记载，正面记述。生不：

传。简介人物为党政军界正地厅级及以上人物、国务院表彰的劳j

模范、学术界部分正高级职称人物。表录人物为党政军界副地厅l

， 人物、学术界高级职称人物和省部级英模人物、先进工作者。入j

人物以武威籍(民勤、古浪、天祝县和凉州区出生)为主。

九、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文献。当代资料，i

从档案部门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社会调查获得。出现资j

不一致者，经考证核定后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部：

资料和数据参考、引用了新编的各县市志的有关内容。为节省{

幅，所用资料和数据，未一一注明出处。

十、本志在征集资料时，个别部门、单位及行业，未按要求提{

资料，加之编者掌握资料有限，致使部分内容特别是人物收录记i

不全，有待以后修订时补充。

十一、本志以武威市现行行政区域为主，在记述历代内容时

适当记述当时行政区域内的事物。

十二、本志的注释，采用脚注或括号注，当页编码，当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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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 合

第一节自然环境

一、地质

天祝县境内山地统属祁连Ili系，在古生代为祁连地槽向东延

伸的海侵地带，沉积了中奥陶纪、志留纪的灰色和绿色岩系数加

里东运动和海西运动对本地f×：影响极大，特别是海西运动中海侵

退却，造成r祁连雏形一在强烈的帮锻、断层过程中，伴之以猛烈的

火山运动，大量的岩浆或浸入或溢出，质地槽内长期沉积的岩层被

挤压而形成了复杂的祁连山褶皱系经过石灰纪、二叠纪的多次海

进海退和褶皱断层’LLI地隆起，⋯问也出现了如金强河盆地、松山

盆地、安远盆地、寨子滩盆地等断陷盆地，在山前坳陷地带堆积了

海相和陆相沉积，形成_r中生代煤系地层，到燕山运动，原来的地

层褶皱再褶皱，使祁连山断块l-_；rt‘为高大的山脉

1．地层

天祝县地层发育比较齐会．『i订震旦系、震旦系、寒武系、奥陶

系、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_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第四



2．构造

天祝在地质构造r孔7÷fi城祁连馏皱系，n1四-11"向力i西向的折

转带上根据乍叫光的饭块学说．这一地区，，是阿拉⋯古陆块前澍

祁连il J目梁弧凹萁的一酃分，处仡扳块与地槽的接触带卜

岔龇疋^争一

加系



^

爿：．．蠢荔； 龠r—j||!：皇、． 圈

2地貌类型

西北部高山高原区 金强河上游以北的冷』亡岭、卜沣掌、瞄脐

』1I、I响水顶、代乾山、。丙公I卜1，前}，地终高峻，海拔多在4000米以

f：．111峰则只订4100米一4847水，卡¨埘『螽发不太砬酱，呈现}}：地势

J卧耐上f：【荡，气势雄伟fJ9高原特色，是肯藏I岛原的尔北边缘，_i线以

f：，广竹，着现代冰川，冰-i资源卜南，以F洼掌为极高点，发源r许

多向叫周分流的放射状河流，河流切割111地．形成n乍多深邃的峡

谷．山间符地和用淘的高原h水棼F荚，足优良牧场

西南部高山峡谷区金慢河(包括金强河备)以南的吗牙‘i

I JJ、7I：台岭、桌子IfI、二’莨I”·带．海拔在3000米以L，山脉呈现}fli

，IL 东南走向，在。5牙。0IfI与}’r海省仙密大¨I、青t汕々之间的阿

北 东南走阳的大通河．，5牙。雪fIj’』酋公山之川的金强河III地

岭芥紧密卡|i同，高IJI‘j深貉商蘑悬殊，1 J1坡陡峭，尤其屿纤雪IjI轴

部为。陀质较脆的深层行灰}÷辛句成，JII地海拔特高，‘i候酷寒，冻裂

风化r分强烈，形成丫l【I峰峻峭，壁Z万仞，嶙峋崎岖的景象古人

柯涛f1：“r5街天成银作骨’，龙鳞¨移㈠i为胎”河谷由西北部的

3000米左右向东南下降至2000米以下大通河和金强；uI阴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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