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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内蒙古十通·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简称《内

蒙古自然灾害通志》)为志体o《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以

中国地方志之地方II生、资料性、民族性为宗旨，本着详今

略古、秉笔直书的原则，依据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将内蒙古地区各类自然灾害的规律，特点和历年受灾情况

收录入志。

二、《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设上、下卷。上卷志述

全区旱灾、风灾，寒潮、干热风、沙尘暴、雪灾、黑灾、

雹灾、霜冻、水灾、盐碱·涝渍灾害、病虫害、鼠害、狼

害、草害、火灾和地震的发生原因及自然规律等，并分盟

市志述：下卷以编年纪事体的形式志述2 000年来境内所

发生的灾害实例。冠以凡例、概述．殿以附录、编后。全

书前后篇汇通．上下卷呼应。

三、《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采用横分门类、纵叙事

实的方法，9横不缺大项，i纵不断主线。通篇设以卷、章、

4节、目、子目、项。全书除概述部分夹叙夹议之外，内文

皆不作任何评述．以保持入志资料的真实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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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记述体裁：述、志，表、记。

五、记述范围：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

六，记述时限：上限据实追溯，下限1998年底，个别

事物下限延至2001年8月。

七，为便于和现行行政区划接轨．历史上的古地名一律

沿用今称。如：呼和浩特市．历史上曾有云中、丰州、库库

和屯、归化、绥远、厚和豪特、归绥等称谓(或领属)．本

书则通称为呼和浩特。书载：“秦始皇赢政十七年．乌兰察

布盟南部、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盟等地大旱．民饥"

即是。对于更改后的地名．同用今称，如：原包头市郊区更

名为包头市九原区．赤峰市郊区更名为赤峰市松山区．哲里

木盟通辽市更名为通辽市科尔沁区．伊克昭盟更名为鄂尔多

斯市等。对于隶属关系发生变更的地名．如：达尔罕茂明安

联合旗原属乌兰察布盟．后划归包头市．则称为包头市达尔

罕茂明安联合旗o

八，关于赤峰、赤峰地区、赤峰市(或呼和浩特、呼和

浩特地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包头地区、包头市)的称谓．

凡是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条目，称

为赤峰或赤峰地区：其后．称赤峰市或赤峰地区。余类同。

九，因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各盟、市(旗、县)所

处地理位置相距甚远，因而，同一盟、市的不同旗、县，在

同年内可能会同时发生旱、涝等灾害．本志一并收录。另有

个别内容如火灾等，将人为造成的灾害也摘要收入。

十、纪年的标记。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为界。此前，按朝代称谓，加注公元纪年，如：民国



概述

要杀绝吗?人类为什么不去反思当年吃大锅饭

时那种粗放式的经营所带来的后果呢?为什么

不能像看管自家的牲畜那样去管护好人民公社

的羊群使其免受狼害，而一定要去杀绝狼呢!

更何况，狼和兔乃至羊，同样是动物，同是地

球村的主人，同是生物链的一环，所谓害兽、

害虫、害草，那只是按人类的需要、标准去衡

量和判定的，狼和兔并没有错，也无罪，只是

因为它扑咬牲畜，只是因为它分食牧草，就一

定要把它赶尽杀绝，这合乎科学规律吗?我们

的祖先钻木取火，保存火种，’是为生存。然而，

先人都懂得在避风、安全的地方拢起篝火，并有

留守人员照料火种。再者，如果因雷击而引起

的大火不能避免，那么，及至20世纪末，仍然

有人把吸剩的烟蒂和烧过的炉灰，扔、倒在草

原和林地，而导致一场场无情的大火，那令人

震惊的烈火，使生长几年、几十年乃至几个世

纪才能形成的原始森林毁于一旦，这难道不令

人痛心、令人深醒吗?还有那象征着吉祥与幸

福的自治区区鸟百灵，形体秀美，鸣啼悦耳，

繁息在阴山山脉及以北广袤的草原上，以捕食

昆虫为主。90年代，武川县、四子王旗的一些

农民，在每年冬天初雪后，把谷米炒熟后拌入

麻醉药，撒在雪地上让鸟觅食，继而将被麻醉

的鸟扔进开水中煺毛、开膛，然后用小四轮车

把成千上万只百灵鸟运往城市，以每只5角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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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卖给饭店当作“野味"，经过一番烹饪，

再按15元以上的价格被摆上餐桌。结果，因为

百灵鸟种群和数量的减少，促使蝗虫等虫害肆

虐。就在2000年，武川县部分乡村遭受虫灾，

使农作物产量遭到巨大损失。而呼和浩特市回

民区鸟市的百灵鸟，其身价也由每只5～10元

而增至10～20元不等。更有那淘金、挖甘草、

搂发菜和经营个体煤窑的人们，一场“发财梦”

过后，留下的是被挖断的河床、掏空的公路和

连鸟兽都不至的荒漠，还有千疮百孔的荒山秃

岭，使得本来已很脆弱的原始生态环境在短短

的几年甚至数月、数日间遭到严重破坏，每况

愈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前人淘金，后人遭

殃，只有当后辈儿孙觉得井水苦咸、风沙迷眼

时，我们才不得不反思当年那种向大自然近乎

掠夺式的索取，是那样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客观

规律，那么无知。而大自然，也终于不堪忍受这

破坏性的开采和索取，毫不客气地向人类亮出黄

牌。要知道，良好的生态环境的营造与维护，是

长期而艰苦的事业，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对

待，要有几代人上百年的辛勤劳动才能奏效。

这部《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呈现在读者

面前的，不是鲜花，不是喜讯，不是佳肴，不

是成果，是一部实实在在记述中国北方八千年

文明史辉煌后的冷静思考：过度放牧对草原植

被的危害，滥垦对土地沙化的加剧，滥猎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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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链的影响，乱砍滥伐对植物资源毁灭性的破

坏，其它还有尚无法抗拒的白灾、黑灾、水灾、

冻害、地震以及人类的不文明生产(生活)方

式所造成的灾难，都给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

和人类的安康幸福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危害。这

血和泪的教训、这惊人的损失，它会给我们启

迪。’面对现状、正视现实，记下各种灾害发生

的时间、地点和成灾原因，对于认识大自然、

建设大自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不承认无

情的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不承认残酷的

历史事实所告诫人类的真理，不是唯物主义

者，而逃避现实，更是消极主义的世界观。

《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及它的姊妹篇

《内蒙古自然资源通志》和《内蒙古旅游资源

通志》等书，还是一部环保启示录，它以触目

惊心的事实和数据告诉人类：再也不能破坏这

原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爱护这森林和草

原，爱护这山山水水，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就

是爱护我们的子孙。大干世界，一个事物的极

端往往导致另一个极端，草原沙化的背后，可

能是绿草茵茵；暴风雪过后，是鸟语花香；震

灾之后，是高楼林立；用高科技检测手段从醉

马草中提取的绿色药液，可能成为临床使用的

麻醉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去成为灾害

的气候现象和有关自然灾害因素，有的可能会

转化为自然资源。否极泰来。因之，这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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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然灾害通志》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它的将

来，会成为人类的一笔财富，一笔巨大的社会

财富，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对生态环境的建设，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体现出深厚的内涵与价

值!

沙尘暴即将过去，内蒙古的明天会更加美

好o

编者

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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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概述

内蒙古，在这块占共和国版图八分之一的

热土上，勤劳、智慧的先民们，留下众多深厚

的文化积淀。千年太久，匈奴、乌桓、鲜卑、

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的文明，

播撒在这茫茫的草原上。北魏、西夏、辽、金、

．元≮：北元、清等由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

；．权，在华夏的历史舞台上几度辉煌。秦皇汉武

的垦荒屯田，大清帝国的移民实边，走西口、

·闯关东，冀鲁京津山陕甘宁的子民，几十代人

的汗水抛洒在这大兴安岭东西、阴山南北和长

城内外。广袤的土地，养育着八方人丁，悠久

_‘‘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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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积淀，伴随着丰厚的绿色文明，使得一

方水土得以游牧、渔猎、采伐、农耕并举。

然而，近一个世纪来，因为那放缰任驰、

放镰任割的不尽合理的生产制度，加之自然

的、人为的灾害因素，导致这曾经撒满绿色文

明的内蒙古高原诸多地段的土地沙化、河流干

涸、虫害肆虐、火灾蜂起。20世纪50年代被

认为是发明和创举的烧荒垦田，猴子掰玉米式

的歇耕和轮作，致使禾草茂密、溪水潺潺、鸟

语花香、黄羊狐兔成群的草滩和草甸，退化成

空荡荡的荒丘和沙滩。每有大风，无情的沙尘

暴夹带着沙流土海，遮天蔽日地掠过人类赖以

生存的农田和草原，扑向象征着文明的城市与

工厂。应该承认，类似沙尘暴那样的灾害气象，

有许多因素是人类酿就的苦酒。狼吃羊，对牲

畜乃至农牧业生产构成危害，50,--．。70年代的

打狼运动，把草原上的狼基本赶尽杀绝，还由

此产生过说唱打狼英雄的歌曲，羊群在某种程

度上是得到安全保障。但是，狼也吃兔、吃鼠，

兔、鼠又吃草，平均十几只野兔相当于1个绵

羊单位的食草量。草原上有几千万只兔子，-没

有狼，野兔繁殖过盛，牧草被野兔分食，而且，

兔和鼠的巢穴同样构成对草原的破坏，同样影

响到羊(畜)的生存，生物链由此而遭到破坏。

于是，80年代起，又出现人类打(套)野兔

的风潮，假如有一天把狼杀绝，难道把兔子也

飞—●●●、●，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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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1929年)；清以前的朝代记年．如：清代雍正元年．按

公历推算为1723年2月5日至1724年1月25日．故记作：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1724年)。此后．按公元纪年．如1950

年、1990年。

十一、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应用，按1984年国务院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数字的使用，按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于1987年2月颁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行文用规范化现代语体

文。

十二，为确保志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内蒙古自然灾害

通志》所引用资料和数据，均出自各类志书、辞典、统计年鉴

及有关自然灾害方面的专著和国土资源等文献。书名及编者参

见附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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