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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武威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遵循国务院《地方志工

作条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全面真实地反映武威市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准确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各行

各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人民群众热爱祖国、

建设家乡的热情，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本志断限年代，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2006年底。

部分图片和内容有所突破。

三、本志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谋篇布局，详今略古，

横排纵述。结构层次分为卷、章、节、目、项五层，部分项下设子项。

四、本志中述、志、记、传、图、表、录、考等多种体裁并用，以志

为主。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

五、历史地名、计量单位、机构、官职等称谓，均依历史习惯。古

地名首次出现时在其后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历史纪年、各朝代年号

用汉字表示，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公元前者加

“前”，公元后者不加“公元”。中华民国时期的年号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

六、数字用法，执行国家标准GB／T15835--1995(出版物

字用法的规定》。

七、本志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指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不使用“建国前、后”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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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综述蓉

第一章综述

第一节市情概况

一、自然概况

武威市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东靠白银市、兰州市，

南邻青海省，西与张掖市、金昌市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北

长326公里，东西宽204公里，总面积33238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7．4％。2006年底，常住人口189．52万人，居住着汉、藏、土．满、回漾
古等25"t、民族。辖凉州区和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

武威地势南高北低，相对高差3854米，形成明显的三个地理带：

南部祁连山区约9000平方公里，海拔2000米～4874米，高

寒阴湿，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4000米以下有森林、草原覆盖，年

降水量310毫米一522毫米之间，平均气温O℃以下，无明显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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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以乌鞘岭为分水

岭，形成黄河流域和

石羊河流域两个水

系，黄河流域的大通

河、金强河缺少调蓄

工程，河水绝大部分

流出境外．境内主要

利用的是石羊河流

域的西营河、南营

河、杂木河、黄羊河、

^，

第．尊综 述J氅太．

露瑟诵醒囊强

大靖河、古浪河的水资源一这6条河年径流量总计l 1．438亿立方

米，是武威绿洲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天祝藏族自治县全部和古浪

县南部山区属于这个区域，249万亩天然森林生长在连绵起伏的大

山、沟谷里，森林覆盖率26．5％，是甘肃省平均植被的4倍。

中部绿洲灌溉区近9000平方公里，海拔1300米～2100

米。属温带干旱区，冬春季多风，夏季炎热。蛏夜温差大：年日照

3000小时，降水量102毫米～200毫米，蒸发量2000毫米以上。凉

州区和古浪县大部分属这个区域，位于石羊河流域中下游，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是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地区。

北部干旱区约1．5万平方公里，海拔1020米～1800米，位于

腾格里沙漠西部和巴丹吉林沙漠南部边缘地带，“十地九沙、非灌不

殖”。民勤县大部分属这个区域，年均日照3028小时，年均气温

7．7cc，昼夜温差15．2℃，8级以上大风年均27．8天，沙尘暴年均

37．3

季短

雨稀

以上

武

域

通

．厶

夏降米

流一一一一一一卜俐一就瓣涨枷_藿龌觞吐躬羽．．．磐8耽溺捌黥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综舟卷

域7．72亿、I办米，黄河流域4．11亿立方水年蔼i水艟为24 95亿

立方米，属资源喇缺水和水质，州缺水地区尤j e是石t河流域人均

水资源不足600 j，方米．足令甫平均水平的l／2．足命罔平均水‘F

的l／3．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t

武威是金|1fj最要的粮油牲地之 ．也足伞省瓜果蔬荣稍I肉类

生J“魑地农裔土特广：品I-雷，有农作物tl^种资源400多种．林木

，钻种资源79利t，畜禽册，种26种，小药材250多利，小麦、土水、谷

子、洋乒产量高，质蹬好瓜果、大麻．油菜．甜菜、黑瓜子、自瓜子、

无壳瓜子，辣椒等㈣2}i商，远销同内外九壳瓜f、天祝自牦牛为

世界仅=_f『蔬菜4i仪。16种繁多，广：醚蚵!{：，Ⅲ|jl销If；|硐绗覆J“i11．Eg-lL

』i钳．j巫出【I到许多旧家熙造葡萄种{f【J；有天然优势，川1引1土界

薯彩葡萄产地法阳的波尔多州娩火境内祁连l|I北坡，约打32万

lif水源林．79万l订火然牧场11f供放牧野乍功物仃鹿、狠、孤程、黄

羊．爵’f_等

在漫K的地质发腱th⋯F经过多次地质构造运动．武戚形成

r7i和J的成矿条件，蕴藏看较为#富的矿产资源 发现矿产9大

类，3l利，，约11“：省已发现矿J“的23吼，发现多类矿产点160余



处，探明储量的矿种

15种天祝县境煤、

石膏、石灰石、磷、重

晶石储量分别为4．2

亿吨、1．2亿吨、2．3

亿万吨、212万吨秆】

12万吨古浪县境石

灰石储星达4．5亿

吨．碳酸钙含量99％

第·章综 述

以上，是全省境内品位最高的石灰石二民勤境内煤储镫丰富，初步

探明达4亿吨以上，此外，还有镍、石油等】0多种矿藏，储量尚待

勘察，

武威复杂的地质地貌，多变的气候，悬殊的温差，加J-．日益减

少的自然植被，造成了这一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和灾害种类繁多其

中最易发生而日．涉及面最大的足旱灾，风灾的最大受害地区是民

勤县、凉州区，古浪县也常受其害。农作物病虫害威胁虽不及以上

几种灾害，但受灾比较普遍，而且几乎每年都不同程度的发生，根

据地质结构分析，以占浪县城为中心是河西走廊的地震活跃点，因

此，历史上古浪在地震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波及邻近区域。

二、历史概况

武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代中国两北地区的政治、军

事、文化、经济中心之一，是中原与西域经济交流的都会，是“天马

之乡、五凉古都、西夏辅郡、佛教圣地”：远在五千多年前，武威已有

止、

陂

迎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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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凉州为其一

兀料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痫暇。奸{_{lJ奴，河曲

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元鼎二年(前115)后置：武威、洒泉、张掖、敦煌

pq榔为!J&爪犬汉帝【于j的武功军威，在原休屠12领地设武威郡，武

威由此得名东汉末献帝It·f，先将河西四郡分出．设雍州；后撤销。日

隶校埘及凉州．将其郡国并入雍州，“冉二辅距pq域皆属雍州” t

闭时魂文帝黄李：J．J元年(220 J，筲不从雍州分Ⅲ一部分复置凉州，州

冶由冀县f今H‘谷县J迂至姑臧县f今武威市J．辖武威等七郡，这足

凉州州治没在武威的

开始，东酱十六日H{，

武威为“五凉”巾fm

凉、后凉、南凉、北凉

四凉建都之地，Jb达

138年

隋初，废武威郡，

置凉卅IJ总管府后又

废总管府，复置武威

，卜 郴犬业{‘二年(617)七月，武威部鹰扬府司吗李轨举兵反隋，f‘i领

河四，建大凉囡．定1If|5姑臧，建冗安乐胛|1l-It．3凉州是河西行府，建
”足 制名称经过多次变易贞观／i年f627)，唐分全国为十一道．凉州属陇

。I{j 右道武德二年(619)，嚣凉州总管府{==年f624)，改为都督咐灭

宦元年(742)，改凉州为武戚郡二乾元jt]41：(758)，又改武威郡为凉
“’

州公冗764年，武威被叶薷占据五代、北宋改置西凉府西夏时

重要城市，称为“辅郡”，统治占领】95年公元1226年

F国成吉思汗攻取了西凉府 1242年以后，蒙占汗国皂帝

第三个儿子闹端歼府西凉．镇守；“I酮 1272年．11必帖木

府城北筑新城，置永昌路，赐名“永昌时”凉州玎塔寺是

领袖萨迦·班智达(萨班)与蒙元代表、两路车统帅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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