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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人类的安全和生存。实

践科学发展观，发展绿色经济，解决人、自然因素(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的协

调、和谐发展，已成历史潮流、必然导向。

绿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实践越来越显示——林业在实现绿色

农业中起主导作用。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既关连社会绿色经济的实现，又

关连人类的安全和生存。

古人云：“盛世修志”o太原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林业局根据林

业部的要求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安排，于20世纪80年代后，断续地组织5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专家进行《太原林业志》的调查研究与编写，经过20

多个春秋，问世。

<太原林业志》的问世，为后世留下了一卷在历史长河中渐进发展的太原

林业史料。它为林业的施政、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献；并使人们了解太原

林业，深化林业认识，陶冶爱林之情操，激扬发展林业之宏图壮志。无疑对太

原创新发展模式，推进绿色转型，建设新型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特色文化名

城、现代宜居城市起到重要作用。

自序

2009年8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太原(市·地区)位于山西高原中部，地处北纬37。27’～38。25’，东经

111。30’～113。097，面积6988姘，包括杏花岭区、小店区、晋源区、万柏林区、
尖草坪区、迎泽区、清徐县、娄烦县、阳曲县、古交市10个区(县、市)o

太原市是山西省政府所在地，为山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

通、信息中心，是山西省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特大中心城市，人口

302万o

《太原林业志》是在太原市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由太原市林业局主持，张云

峰高级工程师、阎晋青总工主持业务技术工作，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工

程技术人员，从1884年至2008年调研、编著成的o

《太原林业志》详今略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林业事业，从林业机

构，采种育苗至植树造林，以及森林类型，树木物种类型，森林的生态地理分

布，森林的演替，森林保护，林业教育及林业科学研究，林业政策等，进行了较

详的记述、论述。

写作中，在以林业志格调写作的基础上，在理论方面进行阐述，力求寓森

林学于林业志之中，并尽力突出太原林业志的特点。

山西大学上官铁梁、凌元洁、张峰教授、李本良、余湘芸副教授，山西师范

大学杨仙臣、毕润成教授，山西农业大学方牟德、肖扬教授及张勉副教授，运城
师专藤崇德副孝嫩，山西林业学院梁和印副教授，山西生物研究所刘天慰、岳
建英研究员、李才贵、赵邑、博福明副研究员，山西林科院钟静辉高级工程师，

太原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王金潮、任金旺、田双保及工程师李天珍、周建成、杨

建明、张进宝、高德雨、刘元平、卢合义、董巨义、张晓星、张素珍、魏并生、韩日

有、张淑珍、杨淑萍、董志、宋志伟、王志燕以及周建平、丁莉，市属县(区)林业

局工程技术人员张秉钧、孙灵芝、陈旭、折茂德、王天宇、王毓秀、孙长青、李生

芳、武仅福等，参加了《太原林业志》的野外调查与研究。

太原市科委、农委、地方志办公室及各区(县、市)林业局、地方志办公室对

<太原林业志》的调查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意。

张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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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太原(市·地区)的生态环境

太原(市·地区)包括小店、晋源、迎泽、万柏林、尖草坪、杏花岭6个区和清徐县、阳曲

县、娄烦县和古交市4个县(市)。位于山西高源的中部，黄河一级支流——汾河中上游地

带。地处北纬37。37’一38。257，东经111。30’～113。097，域土面积6900．35km2。现有耕地

23．7万hm2，森林灌丛15．4万hm2(含经济林，主要是果园1．5万hm2)，草地

16．1万hm2，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62万解，交通用地0．74万耐，水域用地1．87万11r乎，尚
未利用地5．49万hm2。总人口302万。太原是山西省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交通、信

息中心，是山西省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特大中心城市。

林业的发展、森林树木的生存进化，受制于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及其历史演变。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太原地区的气候冷热交替、地貌景观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变化。中生代侏

罗纪(始于距今1．8亿年)后，随着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强烈作用，地壳上升和下

陷，地貌变态，森林树木生死存灰。第三纪渐新世以前(距今2700万年以前)，气候暖湿，

属于亚热带气候，除有原始古老的森林树木物种外，还有不少亚热带物种；第三纪末上新

世时(距今1000万～250万年)，太原地区的古地貌已接近于现代。第四纪(距今250万

年)后，经过20多次冷期和暖期回旋交替，第四纪全新世初期阶段(距今1．1万～O．8万

年)，太原地区又趋暖湿，年均温度比现在约高3。C～5。C，雨量调匀，水环境好，暖温性森

林树木物种种类增多，以乔木为主体的天然森林树木又一次达到繁茂的高峰；同时(距今

l万年前至旧石器时代)，太原人的祖先出现在林海中，进人人类干预森林树木的历史时

代。距今8000年以前直至现代，气候又趋于冬季寒冷、夏季雨量集中或冬季寒冷干燥、夏

季炎热多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致使森林树木种类相应发生变化，一些喜温暖湿润类型

的森林树木，让位于耐寒冷干燥类型的森林树木；一些寒冷带的科属成分，在山地逐渐增

多，在低山、丘陵地区，出现不少耐旱物种；在平原、河谷地带，出现不少耐盐碱物种。

第一节地貌特征

境内地貌形态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盆地、谷地均有分布。山地4528km2，占总

面积的“．79％；丘陵904姘，占总面积的12．94％；平原1093h12，占总面积的15．64％；
盆地279km2，占总面积的3．99％；谷地184km2，占总面积的2．63％。境内地势起伏较

大，高低悬殊，位于境西北娄烦县的赫赫岩最高，海拔2708m，南部清徐县西青堆的汾河漫

滩最低，海拔760m，高差1948m。

市境东、西、北三面群山合抱，中南部为汾河河谷平原，整个地势北高南低，呈簸箕形。

东部山地包括系舟山及其向西南延伸的余脉太原东山。系舟山是由寒武、奥陶系灰

岩组成的向斜构造，西北侧山势陡峻，沟谷深切，以断层崖与忻州盆地相接；东南侧山势稍

缓。山体走向北东—南西，海拔1800～2000m，相对高差1‰左右。主峰柳林尖山
· l 。



太原林业志

2101m，为东部山地的最高峰。太原东山主要由含煤的砂页岩构成，海拔1000～1500恤．

相对高差500～800m，为剥蚀、侵蚀中山，主峰罕山海拔1591m。东部山地以低中山和黄

土丘陵相接，其间分布有构造形成的间山盆地。

西部山地为吕梁山东冀，统称西山，包括云中山南端、太原西山和关帝山东段。云中

山南端系指西山汾河以北的地区，山地大部分由奥陶系灰岩组成，海拔一般为1600～

1700m，相对高差800～1000m。太原西山主要由石灰系、二迭系的砂页岩及灰岩构成，海

拔1400～1800m，相对高差500～800m，为剥蚀、侵蚀中山。关帝山东段为穹形构造隆起

区，由古老的变质岩、中古生代砂页岩、灰岩及侵入的岩浆岩组成，海拔1600～2200m，相

对高差多在1000m以上，受河流侵蚀作用的影响，西部山地汾河及其支流局部地段分布

有面积不等的问山盆地和宽谷。此外，本区的西北部还分布有部分梁状黄土丘陵。

北部山地是太行山、吕梁山延伸的交接地带，为太原、忻州的界山，山体大多低矮，海

拔一般在1400m左右，由奥陶系灰岩组成，其问的石岭关与天门关号称北门锁钥，古为兵

家必争之地。

中南部河谷平原属于晋中盆地(亦称太原盆地)北端，由冲积平原和冲洪积倾斜平原

组成，海拔高度在800恤左右，太原市城区坐落其间。河谷平原东西两侧分别以太谷、交

城大断裂与山地或丘陵相接；西侧山前断层三角面及冲洪积扇较为发育。汾河出西山峡

谷后，自北向南纵贯冲积平原，沿岸发育有二至三级堆积阶地，地势平坦开阔。河谷平原

的北部为纵贯全市中部的断陷沉降带中相对降起部分，是由黄土堆积覆盖形成的黄土源，

海拔900～1100m。

第二节气候特征

在全国气候区划中，太原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

一、热量

(一)气温

海拔900m以下的平川地区，全年平均气温9．c～10．c，1月均温一5．8．C～8．c，7月

均温23．c～24．2．c，极端最高气温39．4。C极端最低气温一25．7。C，≥0’C积温3839℃～

4132．C，≥10．c积温3297。C～3757℃，无霜期156天～182天；海拔900～1500m的黄土

丘陵区域，全年平均气温6。C～9。C，1月均温一7．2．C～一9．84C，7月均温19．4’C一

23．2．c，极端最高气温36．5．c，极端最低气温一28．C，≥O．c积温2787．c一3775．c，≥lO℃

积温2373．c～3293℃无霜期129～165天；海拔1500～1800m的土石山区域(含局部丘

陵地貌)，1月均温一9．8．C～13．6．C，7月均温15．7。C一19。C，全年平均气温2。C一6．C，极

端最高气温30．c，极端最低气温一30．c，≥O．C积温2158℃一2787．C，≥10．C积温1622．c～

2373℃，无霜期116～135天，全地区相对高差760～2708m，海拔每抬高100|rIl，全年平均

气温约降低0．6．C，≥10．C积温减少150．C～180．c，无霜期减少5～6天。

·2·



第一章太原(市·地区)的生态环境

(二)日 照

太原是日照时间长、强度大和太阳辐射比较丰富的—个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2560～

2856小时，日照百分率在60％以上。由于晴天多，降水较少，大气稀薄，太阳年辐射总值

较好，132．39千卡“厘米)2。丰富的光能资源，对于提高森林树木物种生物量无疑起着

巨大作用。

太原地区全年日照的时空变化大。一年中，以1月份的日照百分率最高，一般可达

63％一78％，而7～8月份虽然白天时间长，但正是雨季，日照百分率却只在50％左右，日

照的地区差异也较明显．一般山区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都比平源地区多。

裹1．2．1太原各地月平均日照时数(小时)

＼月
l 2 3 4 5 6 7 8 9 lO 1l 12 全牟

地岔＼
娄烦县 238．9 214．4 238．5 239．1 298．5 295．3 2二挖．7 224．8 213．1 230．8 202．5 206．3 2824．9

阳曲县 208．O 195．5 228．2 226．4 273．5 272．7 236．2 229．6 213．3 223．0 195．1 198．6 2700．1

小店区 196．O 188．2 223．4 231．1 274．O 274．9 240．2 230．0 216．6 224．4 186．3 187．O 2672．1

清徐县 192．O 182．6 212．6 212．6 266．7 263．8 227．4 222．9 192．6 211．O 185．4 186．5 2560．1

表1．二2太原各地月平均日照百分率(％)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卑地点＼
娄烦县 78 70 65 60 68 67 50 54 57 68 68 70 65

阳曲县 68 “ 62 57 62 62 53 53 57 65 65 67 61

小店区 64 62 60 59 62 62 54 55 59 65 62 63 61

清徐县 63 60 58 55 61 60 5l 53 52 61 6l 63 58

裹1．2．3太原太阳辐射月平均总量(千卡／趸米2l

＼月 l 2 3 4 5 6 7 8 9 lO 1l 12 全=年
地庶＼
小马村 7．02 7．98 11．45 12．86 16．03 16．04 14．25 13．31 10．92 9．45 6．83 6．25 132．39

二、降水与湿度

太原地区的降水主要受海洋性东南季风的支配，因此，随着太平洋东南季风的爆发及

向本区逐渐侵入，雨季随即到来。全区年平均降水量511．5mm，6～9月份的降水量占全年

降水量的60％以上。冬春雨季的降水量极少，河谷沟壑地带，降水量最少，仅为3加～

350lrIlm，平原川地销多，约为380—420|TIIm；海拔1400lrIl以上的山区，降水量在500mm以

上；最大降水量区域(海拔1600mm的古交市梅洞沟)的降水量为624．5mm。全年相对湿

度54％一61％，湿润系数0。60～0．95；4～5月份相对湿度最低，为40％～50％；8月份上

对湿度最高，为70％以上。

此外，有些地区冰雹灾害时有发生。据太原盆地30年记录，全年降雹日数47天，多

发生在4～10月问，以6～7月日数最多，占全年总日数的55．3％。这类天气对森林树木
·3·



太原林业志

特别是对栽培树木的生长发育、分布均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太原地区各气候要素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并沿着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发生的

规律的序列变化。我们知道，各气候要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它们对森林树

木的生长和分布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首推水热两个因子。前

面叙述反映出太原各地的水热因素的结合及其气候特征的差异性。

以太原各地的水热配合关系及气候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它们在地域上有一

定的差异，但从整体来看，属于暖温性半湿润气候类型，各地的降水曲线基本上都是单峰

型，多雨期与高温期一致，这样有利于森林树木的生长发育。同时，各地上述水热条件的

不同结合状况，对森林树木的分布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节土壤特征

太原的土壤在暖温带的季风气候条件和各种森林树木类型以及其他有关因素的长期

作用下，形成各种类型的土壤。森林树木与土壤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历史产物。在一

定的土壤上分布着与之相适应的森林树木，土壤则为森林树木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森林树

木从土壤中吸收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养分和水分。各种森林树木参与土壤的形成过程，并

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土壤类型。当然，成土过程还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气候、

地形、基岩、母质、地球化学和水文条件等都对土壤性质具有重要影响。

在太原地区的生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水平地带性土壤为褐土，其成土母质多为黄土

性物质。但由于成土环境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土壤分布和发育趋势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主

要表现为垂直变化和局部性变化。

褐土是太原的曲型地带性土壤类型，它是由太原处于我国亚热带森林气候和温带草

原气候及沿海湿润区向内陆干旱区过度的生物气候性质所决定的。褐土为太原的主要地

带性土壤，也是森林树木利用较为思想的土壤。它广泛分布予二级阶地以上的各级阶地、

丘陵和中山区。由于褐土分布区比较温暖多雨，昼夜温差比草原地带小，化学分化强烈，

土壤中矿质养分丰富，土体中一般均有粘粒移动现象和淀积现象。褐土既与棕壤一样具

有一个棕色或棕褐色表层，与栗钙土一样在剖面下部具有一个明显的碳酸钙淀积层。与

两者不同的是，心土层有一个中壤至重壤的粘化层。分布在太原地区的褐土，因受降水量

的制约，淋溶作用较弱，因此粘化作用不明显，粘化层色浅而薄。此外，土壤剖面上部为腐

殖质层，它是组成褐土的主要部分，在剖面底部(接近母质层)还有钙积层的明显存在。土

壤腐殖质含量较丰富。总贮量300～400吨／公顷，表层有机质含量5％～10％左右。全

剖面呈微碱或碱性反应，pH值为7．3～8．4。碳酸盐淋溶不完全，剖面上层也常有碳酸钙

反应。由于水热条件、植被类型、地形的差异，加之土体发育程序的不同，褐土可分为淋溶

褐土、山地褐土、褐土性土和淡褐土等亚类。

除上述地带性土壤外，太原地区还分布了一些隐域性土壤，它们是受局部水热条件和

地质条件的影响而发育形成的。常见的有分布在河流沿岸的河漫地上和山前洼地一带的

沼泽土和草甸土。前者多见于地势低洼、季节性积水或地下水达于地表的地方，属水成型

土壤；后者多分布在河流两岸高漫滩和一级阶地上，受地下水位升降变化的影响，心土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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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太原(市·地区)的生态环境

低层产生锈纹锈斑，属半水成型土壤。在地下水达到临界深度以上、蒸发强度大和水质矿

化度高的地段，则形成盐渍化土壤。

在太原各山地，由于海拔高度的变化和受生物气候等成土因素的影响，土壤的垂直分

布发生有规律的变化。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在基带土壤为褐土的山地，垂直带谱自

上而下是：海拔2600m以上为山地草甸土，海拔2100一2600m为山地棕壤，海拔1750～

2100lIIl为淋溶褐土，海拔1100～1750m为山地褐土。

综上所述，太原土壤的水平分布规律和发育趋势以及垂直分布规律和发育趋势如下。

水平分布(由高地向低地)规律是：

淡龇一草甸褐土<鋈裟纛土>沼泽土
垂直分布(由高海拔向低海拔)规律是：

山地草甸土<山地棕壤 ，>山地淋溶褐土——
、山地生草棕壤，

’

山地褐土——褐土性土——淡褐土

第四节水文特征

地表水系的分布是由地貌结构和大气降水状况决定的。太原的地表水主要有河流

水、湖泊水和水库水等。

太原的河流按照流向水系和河川径流的循环形成，分别属于黄河水系和海河水系。

汾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纵贯太原的长度为140公里，太原段是汾河的中上游，两岸多发

育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和阶地，或形成冲积平源。太原境内流人汾河的支流发育较密集，呈

网络交错，主要有涧河，大川河、凌井河、屯兰河、原平川河、杨兴河等45条内源河，另外还

有岚河、干河、潇河、象峪河、乌马河等5条由外境流经太原注入汾河的外源河。

属于海河水系的支流有温川河、乌河、箭杆河等7条，都在阳曲县境内，它们首先流入

滹沱河，最后注入海河。

上述这些河流，大部分为间歇性河流、河滩和干河床，多成为草甸、盐化草甸和盐生植

被的生境。

太原的天然湖泊有晋阳湖，清徐的东湖、清泉湖的清泉西湖，在晋祠及市内各公园还

有大小不等的人工湖。水库也是太原地表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

水量的有25座，其中汾河水库最大，总库容7亿立方米，流域面积39741平方公里。上述

水库、湖泊周围的浅水处、低湿滩地和盐化低地，为水生物种、沼泽物种及盐生物种等隐域

性物种的分布和生长、发育提供了优越的生境条件。

地下水的分布随地层及气候区域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太原地区是由断块隆起山地

和断陷盆地组成的特殊水文地质单元。北部以前震旦系、变质岩系和塞武地质层为界，西

部边界大体与地表分水岭一致，受弧堰山山字型构造的控制。根据地下水的贮存条件、分

布规律、循环条件和水化学特征，可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碎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碎屑岩
·5·



太原林业志

类裂隙水和基岩裂隙水四大类型。

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太原盆地内，含水层为第四系冲积洪积成因的砂卵、砂

砾石和砂层，具有较丰富的潜水层和承压水层分布，其矿化度一般不高，水质较好，是太原

的主要供水水源。

碎屑岩类裂隙孔隙水，主要分布在太原的东西山，含水层为石炭。二迭系碎屑岩系，经

多次构造变动，裂隙较为发育，聚水条件较差，单位涌水量一般为0．0l～0．2升缈·米。
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的主要含水岩层为寒武、奥陶系灰岩、白云质灰岩、泥灰岩和

白云岩，主要分布在太原盆地的边山区，如兰村、晋祠、平泉、梁泉、洞儿沟等地，大都是这

种地下水汇流后的天然排泄点。

基岩裂隙水是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以山区裂隙小泉排出，在太原分布甚少，多

见于西北部山区。 ．

总之，太原的地下水受地质构造复杂性和地形条件多样性的影响，具有含水层不稳

定、地下水的区域间差异较大、地下水位深(除湖盆与河流附近之外)的特点。

第五节社会环境

太原地区是人类活动对土地和森林树木开发利用较早的区域。旧石器时代，太原人

的祖先就在这里刀耕火种，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从事畜牧、种植和渔猎。周代，太原就

已发展成为—个农业和经济发达、人烟比较稠密的区域。历史上，太原又是兵家力争之地

的古战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官僚军阀的掠夺、战争的破坏，加上人类垦殖、生活、生产

活动等，破坏了以森林树木为主体的原始植被，消灭了大量植物，而原始森林类型绝迹，天

然次生森林的面积也所剩不多，所剩无几，导致了水土流失严重，气候性自然灾害频繁，生

态系统恶性循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民经过50多年的艰苦奋

斗，已将太原建设成为一个以煤炭、冶金、化工工业为主体的颇具规模的煤炭能源重化工

城市，全市人民的生活得到温饱，以森林树木为主体的植被的恢复和建设也有了较大进

展，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不到5％提高到20．1％。

当前，太原正在建设成为国家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的中心城市，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如人口问题、土地问

题、水问题，以及城市噪音、土壤、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制

约着社会经济持续和谐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响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需

要加强对林业的研究，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进行林业建

设，尽快地将太原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和新型的社会主义煤炭能源重化工城市，尽快地

建设成为二个小康社会和富裕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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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史时期的太原森林

在地史时期的不同地质年代，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条件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

气候曾有多次冷暖与干湿的变化，尤其是在第三纪和第四纪出现多次的冰川期与间冰期，

太原受到深刻影响。所以在不同的地质年代，太原的森林，无论是其种类组成抑或生态结

构，都有所不同。

中生代白垩纪时期(距今1．3～O．7亿年)，地面气候变暖，被子植物迅速发展。木兰

科、杨柳科、壳斗科等已有广泛分布，同时还分布着丰富的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这时期

发展的树木种类和森林类型都属于亚热带与温带乔木。至第三纪，出现了明显的地带性

气候与森林类型，今日太原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可能当时即已形成。

据研究，距今1000—250万年的第三纪末上新世时，太原的古地貌已接近于现代，那

时太原盆地湖沼水域较广，呈现山青水秀，森林繁茂的自然景观。高中山分布着以云杉为

主的阴暗针叶林；低中山和丘陵区广布着栎林和松林，也有榆、槭、柳、豆科和蔷徽科等多

种乔灌木；平川盆地则以落叶阔叶乔木为主，间有灌草生长；湖沼滨畔多生着喜温柳属植

物及草本植物。

至第四纪初期(更新世)地面曾经历了数次冰川，北半球高纬及中纬地区广泛被冰川

覆盖，太原的亚热带植物成分基本上没有残留。至第四纪晚更新世，因干燥度继续增大，

耐阴湿的云杉林逐渐向松林演替，丘陵山地主要是以松类为主的森林群落，盆地则以柳类

等阔叶树为主，另外还有部分草本植物群落。

到第四纪全新世，气候又趋于转暖，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C，人类的祖先已在太

原有所活动。那时气候温暖，雨量调匀，太原地区以乔木为主的天然植被又一次达到繁茂

的高峰。森林植被的变迁，开始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 ．

二、夏商及其以前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以前)

据考古发现，大约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蛤时代中晚期，太原地区已有原始人群在

茫茫林海中过着采伐渔猎的原始生活。直到距今约三千余年的商朝末年，太原地区仍是

寥寥人类，茫茫林海。

三、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1年)

约在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子成王封弟叔虞于唐(翼

城)①，其子变父因唐地II缶晋水，改国名为“晋”，即我省简称晋缘由。

春秋(公元前700～公元前476年)，晋国逐渐强盛起来。到晋平公时，晋国领土才扩

展到太原地区。盆地中大肆砍伐林木，开拓农田。到春秋末时，平川盆地以森林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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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被大量减少，但因各城邑的农田并未连成一片，仍有部分乔木存在，天然灌草植被

还不少。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进人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从此山西亦称“三

晋”。此期间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二百多年中，本区一直为赵国所占据。晋阳城

成为赵国初期的首都，并开始成为北方重镇之一。由于铁器的使用。垦殖业又有所发展。

除原有的城邑外，盆地中又增筑晋阳一个城邑和狼盂(黄寨)一个县邑(大盂属狼盂县管

辖)。平川区乔林为主体的天然植被基于被垦为农田。但丘陵山区以乔林为主体的天然

植被，仍然保持完好，遍布而茂密。

四、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316年)

秦国享国短暂，对本构森林植被影响不大。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而建立汉朝。

西汉文、景诸帝采取与民休养生息，大力提倡农耕的政策，再加上长期安定之局面，出

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开明盛世一文景之冶，人口大增。到西汉末的元始二年(公元2
年)，现太原市范围有十多万人。汉朝以农立国，铁制犁耧等农具和代田法普通推广，生产

力大大提高，故大驰山泽之禁，“伐木而种谷，焚菜而种粟”，毁林毁草，垦荒种粮，且“田中

不得有树，用妨五谷”④。

西汉时平川盆地已全部垦为农田。边山丘陵也有部分被垦为农田。因为西汉时太原

的养马事业开始发达起来，“太原郡有养马官”④。西山的边山丘陵多数成为水草丰美的

草坡，后来牧马业进一步发展，开始向山右沿河的丘陵区延伸。古交附近沿河的丘陵区的

桥林植被开始向灌草植被演替。那时本区的山上，除了少数变为灌草植被外，绝大部分仍

是以乔为主体的森林植被。

东汉末年，匈奴势力南侵；特别是西晋末年，并州大部分土地被匈奴所占据，人民大都

逃亡。据《晋书·刘混传》载：“并土饥荒，余户不满两万，寇赋纵横，荆棘丛林”。即平川盆

地的农田大多荒芜长成灌丛；山上已又自然恢复成为松杂丛林为主的天然植被；后山区的

森林则更茂密。

五、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316～581年)

西晋末，进入“五胡乱华”的16国时期。战祸频繁，人民花亡流离，并州盆地多变成榇

莽灌丛或草场。总的来看，天然植被扩展，大约森林覆盖率近60％。

北魏实行汉化政策，提倡农桑，此时平川盆地除一些涧壑还有点杂林外，多又复垦为

农田。东魏北齐时推行类似北魏的政策，农耕业还主要限于平川盆地。

本时期东山丘陵区还有不少乔林，灌草植被繁茂，山上的乔林基本连片。

西山区的马场已由汉朝时的盆地边山，进而沿汾河河谷延伸到古交附近，北齐时在古

交“置牧官～。从河口至古交的低阜丘陵，北朝时已由森林植被演变为繁茂的草坡，水草
丰美。

总之，本期末时，平川盆地绝大部分垦为农田，东山丘陵区灌草繁茂，山上乔林连绵不

绝。西山从河口至古交沿汾河两岸的低阜丘陵，多为灌草植被。低山近山为茂密的杂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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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远山高山为针叶林。森林植被约占全市面积的一半或稍多，农作植被约百分之十强，

繁茂的灌草约占三分之一或稍少，余为湖沼河流等。

六、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l～979年)

公元581年，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虽然由于农耕业的发展；大造宫殿、寺庙、开辟山

区驰道等，对天然乔灌植被破坏较为严重，但因享国短暂，对本区森林变迁的影响还不十

分显著。

乘隋末农民大起义之际，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出兵长安，于公元618年称帝，是为唐

朝。经贞观之治后，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更加强盛的时代——贞观、开元盛世，人口

增多，经济繁荣。到开元年间，本区的人口增至33～34万人，每个劳力耕种的田亩很广。

但那时山区人口稀少，河川两岸，山间小盆地，以及低阜丘陵已足垦耕，尚不至垦耕山上的

森林。

唐朝时饲养军马之风盛行，娄烦县是唐王朝的重要养马基地，素有“娄烦骏马甲天下”

之誉称。大量养马，使森林进一步向高山退缩，远山区的低阜丘陵已多数演替为丰美的草

场。

唐中期后战争较多，加之烧瓷冶炼业的进一步发展等，均显著地影响着本区森林植被

的变迁。

朱温于公元907年灭唐称帝，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太原先后为后晋、后唐、后汉、北汉

的发迹之地，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灭北汉为止，其间小王朝迭更，战祸频繁，森林的破坏也

较严重。

本期的植被情况大体为：

平川盆地已全成为人工栽培植被，并延伸到盆地边缘的部分丘陵，以及古交以下汾河

两岸和大支流两岸的低阜谷地。

东山区的前山丘陵，有的已辟为农田，有的成为繁茂的苇草植被，但也残留一些疏杂

桥林。前山区，林相甚好，还能取到许多栋梁之材，这是因为那里还没有如今的太原城，东

山系晋阳城的荒僻远郊之故。

西山区晋祠附近边山上．唐初时仍林相尚好。

经唐朝的采伐和破坏，前山区毗邻盆地的低山上巨木良材减少。直至本期末的北汉

广运二年(公元9r75年)，<新建天龙广福楼碑记>，仍描述天龙寺附近是“群山邃谷，延序萦

拥，苍岸峭然，怪石灵泉，薜萝荫乳窦以夏寒，⋯⋯，涧流清jI比，自激清音，蔓草艽春⋯⋯一

舍之远，群木荫翳”@。说明直到本期末时，除边山外，低中山上还基本是森林遍布景观；

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松柏林木，林问某些空地，灌草植被茂盛。

古交区沿河两岸的谷地和低阜丘陵已有所垦拓，有的变为农作值被。但因人口不多，

耕垦规模不大，所以低阜丘陵上仍有部分森林，山上基本上仍为森林所覆盖。

娄烦县的沿河两岸、山问盆地，以及部分低阜丘陵，为全国著名的牧场，水草丰美。直

到唐后期的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才开始设天池县，说明草场已有部分被农作植被所替

代，成为以灌草为主，草林田相间之景观，但山上基本还是乔林遍布。

总之，本期森林植被变化比较明显，到本期末时，平川盆地、山问盆地和沿河阶地，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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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少的低阜丘陵，已以农田为主；一些低阜丘陵—一尤其是娄烦境内的低阜丘陵，已成

为繁茂的草灌。除山麓外，绝大多数山坡以乔林为主的天然植被覆盖j大约乔林覆盖率

仍在三分之一以上；草灌植被也约占三分之一；以农田为主的农作植被约占五分之一；余

为水域、建筑物、道路等无植被之地。

七、北宋金元时期(公元978～1368年)

本期近四百年中，太原地区天然森林植被摧残严重，林分质量显著降低，开始感到森

林资源贫乏；丰美的草坡已退缩退化，也已感到牧草资源不足。其主要原因是：

(1)宋金时人口突增，到北宋末的崇宁元年(1102年)，现今太原市范围内人口增至60

余万。

金朝的本区远离前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今太原市境内人口增至65万人。

宋金时增加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平川和山谷之耕地深感不足，大量向山坡扩拓耕地。

北宋中期韩琦知太原府时，已因耕地紧张而提倡火葬。

人口巨增，不但在太原山区大量坡耕，而且还在汾河上游大肆开垦山荒。因之，一向

安澜的汾河，到宋中期已经是“汾水屡涨”、“汾决徒城”，不得不筑堤设防。

(2)连续的“驰山禁”和乱烧乱砍滥伐严重。金末元初时，蒙古兵到处烧杀虏掠。元朝

立国后，统治者为了缓和予盾，连续大弛山泽之禁，“听民采捕”，允许人民入山垦荒。

(3)驻军和战争的破坏。北宋时，木区距辽国和西夏不远，常驻有重兵，并设戌兵分驻

各山间隘口，加之宋末金初的大战和元末大混战等，皆对本区的森林植被摧毁剧烈。

还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以前本区池泽较多，许多山涧，清溪长流，由于大肆摧残森林植

被，气候变干，泉池枯竭，许多常年有水的溪流多变成间歇性河流或枯竭。加之土壤变得

瘠薄，故水生、湿生植被，以及某些喜高度湿润肥沃的植物大为减少，甚至有的绝灭。例

如，晋祠南五里的王郭村，春秋时曾有一大泽，元朝时已淹淤而柘竭；太原城北30里的阳

曲泽，元朝时也干枯无存；娄烦县天池店附近，唐时存在一个较大的高山湖泊，明清之际也

千枯无存；唐时太原府贡孟县出产之人参⑥。到金朝时已无人参可贡，因为失去赖以生存

的高度湿润肥沃的森林环境而绝灭。唐宋时本区边山山麓竹类较多，金朝时仍还不少，还

有些梅花。如：西山罗汉寺附近，北宋时系“阴森小经千重竹”回；金朝时晋祠附近是“小桥

流水竹箫深，竹里人家一径深⋯⋯梅花疏淡月笼阴”@；金朝时黄寨北的蔡村一带，尚有大
片竹林，是“水连深竹边”的景象⑨。到元朝时除晋祠还有点栽培竹丝外，竹类在本区已经

绝少了。

总之，本期近四百年中，太原地区天然乔灌植被的变化十分明显。森林急剧减少，质

量显著降低；草坡退化，矮化变劣；湿生性植物减少，多演变成旱生性植物。浅山低山区已

开始出现大片童山，深山区的乔林和灌草也遭到严重破坏。往昔丰美的草坡大为减少，而

不宜大量养马了，只有交通不便，偏远陡峻的高山上，还保存一些较大片的以乔林为主，质

量较好的天然植被。大体上乔林所占面积已降到五分之一以下，农作植被上升到五分之

一以上，余多为荒榛灌草和少量无植被的面积。

八、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

本期的五百多年中，剧烈摧毁森林植被，不但使乔林趋于殆尽而终至接近消亡，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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