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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山是中国的一座名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阻挡了腾格里沙

漠的东移和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是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对银川平原的

_
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o ．．

贺兰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它茂密的森林植被以及赖以生存的野

生动物资源，是宁夏一所天然的资源宝库o

． 宁夏贺兰山管理机构成立于1950年2月1日，迄今已有五十个春

。 秋。半个世纪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林业厅的

； 直接领导下，经过几代干部职工的艰辛努力，各项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取得

- 了五十年无森林火灾的显著成绩，多次受到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表彰
‘

奖励，业绩可歌可泣o

<宁夏贺兰山林业志>以比较详实的资料系统地反映了宁夏贺兰山林
“

区保护和建设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记录了宁夏贺兰山的干部职工艰苦创业

的历程；真实地叙述了护林防火，依法保护林区动植物资源，打击各种违法

q， 犯罪活动和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等方面所开展的有效工作；首次系统地将

： 收到的资料编写成册，向世人展示出贺兰山林业发展的一段历史进程，为

今后全区林业生产、科研、教学、资源管理与长期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

。， 据o ．． 。

1
．

，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

一九九九年九月

孙鸟毫。



凡 例

一、<宁夏贺兰山林业志>是一部反映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林业经营、保护、利用方面的专业志。上限自1944年，下限至1999年7

月，资料以档案记载为主，以只碑资料为辅。在占有详实历史资料的基础

上，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o ’．一

二、本书由序；凡例；引言；综述；大事记；贺兰山概况篇；保护、发展篇；

科教、宣传篇；管理篇；附录组成。采用横排类另Ij，纵述事实，按篇、章、节的

、 层次排列，并照应前后之间的逻辑关系o

、=三、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都用阿拉伯数字表 ?

●

不o ．

·

四、书中的度量衡单位，均按<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表述。各历史时期的

地理名称、单位名称、官职均以当．时习惯称谓为准o
‘

五、书中的数据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1997)，有的是经过统计计算

的；森林资源资料来源于<贺兰山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报告>或最新公开出版 ，

的文献；其它资料来源于档案文件。
‘

六、<宁夏贺兰山林业志>以大量详实的资料反映了宁夏贺兰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状况，力求全面、准确、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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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西汉时贺兰山叫“卑移山”o“贺兰山”一名，初见于公元636年成书的

<随书>卷七十四<赵仲卿传>：“开皇三年(583年)，赵仲卿攻打突厥，而出

贺兰山o"据此，贺兰山作为山名大约已有1400多年历史o、为何称作：‘贺兰

山”今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一是(晋书>，一是<通典>o辑于64d年的<晋

书>解释为：西晋前，贺兰山边远地区为鲜卑族、匈奴势力范围，至晋武帝时

即恩准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在太康年间(始于280年)，属匈奴族19个部落

之一的“贺兰部落"，被准人居北山东麓和附近地区，此山便以“贺兰山"称

之。撰于801年的唐书<通典>中，却有不同的解释：贺兰峰峦苍劲，青白斑

杂，远望如驳马(驳马意即杂色的马)，突厥语称“驳马"为“曷拉"，“贺兰"即

“曷拉"的汉语音译，故贺兰山因此得名。成书于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 ．

称贺兰山：“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谓贺兰"，与<通典>释义

大体相同。清<读史方舆记要>变袭上说，谓：“贺兰山在宁夏卫西60公里。

其山盘距数百里，上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o

自古以来，贺兰山一直是我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边关重塞，为兵家必

争之地。贺兰山南北两端渐缓，中部高耸宽阔，为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贺

兰山的屏蔽作用对于银川平原成为“塞上江南"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这主

要表现在：贺兰山对银川平原气候条件的改善，导致气温增高，有利于植被

生长。贺兰山山体高出银川平原1000—2500米，对来自西方或西北方的冷

空气会产生阻挡作用，从而减缓西北寒流东侵的强度。同时，由于空气从山

上向下滑行时，会产生增温的“焚风效应”o这些因素促使银川平原的气温

相对有所增高o’
’‘

’

‘贺兰山林区是宁夏三大林区之一，对水源涵养改善局部地区的气候条

件起到了良好作用。贺兰山以西是腾格里沙漠，以东是毛乌素沙漠，以北为

乌兰布和沙漠，从宏观看，实际上贺兰是这三大沙漠的分界线。在沙漠环抱

的严峻环境下，贺兰山中段(包括内蒙古境内)竟发育有总面积为2．1l万

公顷的天然森林植被，成为我国风沙干旱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地带，



真是不可多得。通过多学科的综合考察，除山体的机械作用外，贺兰山天然

和人工森林植被的存在，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对涵养水源，防止水

土流失、改善局部地区的气候条件，都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贺兰山森林茂密

地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比山下银川平原地区多l倍。植被繁衍的

沟道、谷地，流水侵蚀相对轻微，含沙量少，年降水量分配和径流量都较均

匀，流水相对充沛。这对消减洪水灾害更为明显。

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羌、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少数

民族先后在贺兰山生息繁衍，他们和汉族人民辛勤劳动、和睦相处，为发展

华夏文化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o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自然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承受能

力的认识不足，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极大的主观盲目性，无序的砍伐林

木，采挖药材、放牧割草、猎捕野生动物，致使贺兰山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

坏，生物种类日益减少，水土流失与洪水暴发不断加剧，自然环境日趋恶

化，影响到银川平原工农业的发展o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和重视贺兰山保护工作o 1950年宁夏人

民政府通令贺兰山、罗山天然林保育暂行办法，指出：禁牧、禁伐、禁猎o

1956年全国第一届人大通过竺可桢、陈焕镛等科学家的提案，划定了315

个自然保护区，贺兰山名列其中o 1982年7月1日，宁夏四届人大第四次

会议，通过<宁夏天然林区管理保护办法>，把贺兰山划定为区级自然保护

区o 1983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新疆会议通过并报请国务院批准：把贺兰山划

为全国54个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o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宁夏贺兰山自

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o 1990年8月，林业部批准<贺兰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设计任务书>，确定了保护区的经营范围：南起永宁县境内的三

关，北止石嘴山市境内的苦水沟，东起山麓，西止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分水

岭，总面积为15．78万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3．57万公顷，实验区面积

1．66万公顷，植被恢复区面积9．62万公顷，森林公园面积O．93万公顷。

自1950年2月1日贺兰山林区管理所(简称林管所)成立至1999年7

月底，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机构名称变更过五次，隶属

关系改换过6次，中段部分山林权属改变过一次。历届管理机构始终坚持



“封山育林"方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真贯彻执行林业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制，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积极开展对外学习和交

流，使贺兰山的森林植被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恢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2月原则通过了<森林

法(试行)>，1984年9月正式通过了<森林法>o 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林

业部公布<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o 1988年11月通过

<野生动物保护法>o．

1982年7月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天然林区管

理办法>，1994年lO月国务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o 1990年9月公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实施办法>o宁夏区政府1982年5月给贺

兰山颁发<林权证>，1990年11月发布<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管理细则>，1991年重新颁发了<国有林地林权证>，更加明确了贺兰山自

然保护区的所有权、使用权、保护区类型和性质，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和管理，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证。同时也给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注入了活力，使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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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阿拉善高原和银川平原之间，地处

北纬38027’一39030’。东经1050207—10604l’之间。南北长1lO公里，东西

宽20一40公里。北至苦水沟，南到三关口，西以分水岭为界，东与银川平原

相连。海拨2000—3000米，最高峰(沙锅洲)高达3556．1米，总面积15．78

万公顷，本辖区跨越银川、石嘴山两市o

目前，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设：办公室、业务科、计

财科、公安分局、宁夏绿世界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下设8个分公司、宁夏大

自然旅行社)，基层设3个管理站(马莲Izi、苏峪口、大水沟)，3个公安派出

所(马莲口、苏峪口、大水沟)，18个护林点，3个治安室(甘沟、大武口、汝箕

沟)，2个木材检查检疫站(汝箕沟、石炭并)，全局编制200人。

贺兰山为一地垒式山地，地层发育齐全，地质基础是由一系列南北向

的复式或单式褶皱及压性断裂带构成的经向物造体系。贺兰山山体雄伟高

大，地理位置特殊，条件复杂。在山前地带和山沟低地分布着冲刷洪积物、

风积物和山麓堆积物o

贺兰山深居内陆，具典型大陆性气候特征。全年干旱少雨，寒暑变化剧

烈，日照长，无霜期短，降水量显著垂直分布，且集中6—8月，多风，风速较

大，山体上部尤为显著o’

贺兰山(东坡)水径流量为7120万立米，径流系数为O．12一O．15，暴

雨常发生在7、8月间，洪水大面积发生次数较少，历时短，涨落急剧。近年

各山口水量有显著下降趋势。

贺兰山东坡主要土壤类型为粗骨土、山地灰钙土、山地灰褐土、山地草

甸土。

据资料记载，四、五千年前，贺兰山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植被。根据陈加

良对贺兰山森林遗迹的发掘研究，表明贺兰山4000年来，森林垂直分布下

限上升300米。在汉代，贺兰山多次发生火灾，造成森林植被破坏。宋、西

夏时期，贺兰山森林受到损伤；明代筑长城、建营房、樵采放牧、采伐，森林



植被再遭劫难；晚清社会动乱，战争频繁，烧砍林木，失于管理；民国时期，

破坏依旧。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专门管理机构，颁布管理

办法，实行封山育林政策，采取得力措施，使森林植被得到有效的恢复和保

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强化资源保护，国家和自治区颁布了一系

列的林业法律、法规和条例，为保护区管理、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和

保证，为保护区的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几代职工的艰苦努力下，贺兰山

林区历经50年的保护、管理工作，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50年无森林火灾。先后受到国家、自治区有关部

门的多次表彰和奖励。近年来，自然保护区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得

到改善，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职工队伍稳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局

，上下团结一致，为早IEI实现“山安、局兴、职工富”的目标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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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0年 ．

9月宁夏省林务局冯钟粒、陈桂象赵缵统、张守先、董日乾等5人进
行贺兰山森林调查，历时40余日o

1941年

9月20日<贺兰山森林调查报告>出版。

IO月22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甘、宁、青造林视察团一行来宁夏视

察。宁夏农林局派新城林场场长陪同考察贺兰山天然林o

1942年

本年宁夏省农林局制定<公私树木保护办法>lO条呈准省国民政府

公布实施o

1945年

+7月国民政府农林部派农业考察团来宁。对贺兰山天然林进行调

查，负责人为王战，省农林处派技正安得顺及技士郭日异陪同。考察工作于

12月lO日结束o

本年十一军炮兵团在贺-址thd,滚钟口进行山地试验造林，计植榆、

梓、杨、柳等O．3万余株，修剪移植原有林木8．9万余株o

1950年

2月1日贺兰山林区管理所成立，郭日异任主任o

3月5日贺兰山林区管理所召集各山头、山口排头、砍手(伐木户)、

脚户及附近区乡政府、群众代表和全所干部会议，成立森林保护委员会，郭

·3·



日舁为主任委员，夏永、赵生春等七人为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取消山头制，

建立分段管理制，前山划分为七段，每段由群众推选段长1人，并制定护林

公约o

11月9日宁夏省人民政府颁布<宁夏省贺兰山、罗山天然林保育暂

行办法>，通令各地遵照执行。暂行办法中规定：贺兰山东坡划为封山育林

区。非经贺兰山林区管理所批准，人、畜一律不准人山，禁止一切砍伐、放

牧、开垦等危害森林的行为o

1951年

3月8日宁夏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春季农林生产的宣传要点>o指

出：保护天然林一，发展人工造林，实行山林管理，严禁烧山和滥伐，发展防

沙、护岸固堤林，公有荒山荒地鼓励群众承领造林，造林后林权归造林者所

有o

。 6月6—11日宁夏省建设厅召开林业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会议认

为贺兰山等地已停止大量砍伐破坏o

8月宁夏省公安厅派遣转业军人王占元任贺兰山林区管理所林警

大队长，林警队由部分转业军人组成，负责林区治安o

1952年

2月15日宁夏省人民政府决定：发动群众护林防火，开展造林育苗

运动o ．

3月宁夏省建设厅任陈法尧为贺兰山林区管理所主任，．负责生产、

业务等工作o

1953年

’3月宁夏省农业厅发出<关于开展春季植树造林的批示>，其中明确

要求贺兰山应注意预防火灾。_：

5月宁夏省农业厅召开会议，研究森林抚育更新工作。要求天然林

区固定作业区，逐渐清除林地的枯朽梢枝，纠正清好不清坏的偏向，同时搞



好抚育试验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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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

6月4日宁夏省畜牧厅向省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贺兰山林牧勘察报

告，要求开放封山育林区o ‘．．

6月24日省人民政府批复：从国家建设和农业生产的长远利益出发，

应继续封山育林，不开放，今后畜牧业发展应根据草原条件，有计划地进

行。 · ? 一 一
6月17日省人民政府公布<宁夏省林木管理暂行办法>，共16条；

1950年公布的(宁夏省保育林木暂行办法>、<宁夏贺兰山l、罗山天然林保
育办法>同时作废o ，

10月10日农林牧水交接工作委员会确定，宁夏省农林厅撤销后，贺

兰山林区管理所(干部18人，林警14人)划归银川专署领导o

’1955午 ，

3月24日为通过森林抚育解决移民盖房所需椽材，银川专署林业局
’

长梅白逵到贺兰山进行摸底调查。在苏峪口红石峡林区选青海云杉O．07

公顷作每木测量，共154株，根据生长情况，应疏伐6株，其中，可作椽材的

只有3株，在标准地中直径8厘米勉强做椽材的青海云杉，树龄为56年o

·本年惠农县106人进入贺兰山林区，乱砍滥伐矿柱材1505棵，燃烧

．柴45．4公斤，烧木炭485公斤。银川专区公署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处

．理，惠农县领导公开作检讨，有关领导受到处分o

。 1956年

1月7日贺兰山林区管理所改为贺兰山森林经营管理所，交贺兰县

领导o

5月甘肃省林业局林野调查队对贺兰山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森林

资源清查，调查后建议经营管理的目标不是获得木材，而是造成有利于育

林的条件，林分疏密度很小，不能进行采伐，三关口到汝箕沟以南应大力造

林，汝箕沟以北加强封山育林，适当解决牧草问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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