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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同印象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中国大古都之一、国家新能源
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性交通枢
纽城市、中国雕塑之都、中国十佳运动休
闲城市。大同有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
窟群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
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有我国唯一的高空
绝壁建筑悬空寺；有我国现存最完整的
辽金寺院善化寺；有我国建筑最早、规模
最大、保存最好的九龙壁。大同的戏剧

“耍孩儿”“罗罗腔”以及广灵的染色剪纸
等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同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是物
产丰富的资源型城市。拥有极为丰富
的煤炭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被誉为“中国煤都”。大同草地面积广
阔,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多,有黑鹳、天
鹅等 2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为什么大同如此优越？除了历史
文化因素外，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
质背景息息相关。

例如，大同市云州区是闻名全国的
“黄花之乡”，有 600 多年的黄花种植史，
这里盛产的黄花品相好、质量优，与云
州区所处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连续
几十万年的火山喷发，在这里形成了富
锌富硒的火山土，所以才能孕育出品相
好、质量优的“大同黄花”。“遍地黄花是
金针”与大同火山密切相关。

2.大同地理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北部,受燕
山运动影响,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
陵、盆地、平川兼备。桑干河自西向东横
贯全境,形成南北高,中间低,两山夹一川
的槽型盆地，面积 5000余平方公里。

大同盆地西北部的界山属阴山山脉
和吕梁山脉,主要有双山、二郎山、云门
山、采凉山、雷公山等。东南部属太行山
脉,主要有恒山、太白山、六棱山等。境内
最高点位于阳高县六棱山西黄羊尖，海
拔 2420 米。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尚有
一些山间盆地,总面积 500多平方公里。

全市平均海拔在 1000～1500 米之
间，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昼
夜温差大,多年平均气温 6.6℃，夏季凉
爽，是北京周边难得的避暑胜地。

3.大同地史

研究人类社会，离不开历史。同样的
道理，研究地球，离不开地球史。地球的年
龄为46亿年，大同地区的地球史要从距今
25亿年前讲起。根据最新的区域地质调
查资料，大同境内最古老的岩石是新太古
代的变质岩，主要分布在大同市阳高县，年
龄值超过了 25亿年。随着地质研究的深

入和测试手段的不断进步，大同地区有可
能找到距今30亿年甚至更老的岩石。

大同境内的太古代的变质岩已经发
现了 100 多年。1862 年至 1865 年，美国
地质学家庞佩利（Pumpelly）到大同、阳
高、丰镇、天镇、张家口等地考察时，首先
在桑干河流域发现了这套古老的岩石并
发表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庞佩利的这次
考察也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篇，因
此，大同和张家口境内的太古代变质岩
可以认为是中国境内最早被现代地质学
家研究报道的岩石。根据矿物构成和岩
石的结构构造、形成条件的不同，可进一
步分为多种岩石类型，如片麻岩、变粒岩
和大理岩等。这些变质岩年龄很大，但
质地普遍比较坚硬，纹理丰富，经常用做
建筑和装饰材料，农村许多生产工具也
常用变质岩来加工。同时，这套古老的
岩石也是重要的含矿层，代表性的矿产
有黄金和石墨等，大同市弘锡堡石墨矿
就是产在古老变质岩中的典型矿床。

大同境内的变质岩最初多都被认
为是太古代形成的，最近几年，地质学
家发现部分变质岩是在距今 20 亿至 18
亿年的早元古代形成的。

与古老的变质岩几乎同时存在的还
有岩浆侵入冷凝后形成的古老的花岗岩，
地质上称为五台期花岗岩，名称源于著名
的五台山。太古代的变质岩形成后，普遍
被北偏西方向排列的古老的辉绿岩脉穿
插。辉绿岩脉间距一般数百米，宽数米至
数十米（个别达百余米），延伸一般在 3～
5 公里或更长。抗风化强者呈墙状突出
地表（成为名符其实的“岩墙”），弱者则被
风化成两壁陡立的直线形凹坑或凹槽。

在距今 18 亿年左右的中元古代，华
北地台（亦称为华北古板块或华北克拉
通）形成。距今 16 亿年左右，包括大同
在内的华北进入一个长时期比较稳定
且缓慢、持续沉降的浅海环境，地质学
家称为华北—辽西陆表海，一直维持到
距今 8 亿年左右的新元古代，连续沉积
了一套以石英砂岩和白云岩为主的海
相地层，现在主要分布在大同盆地以东
的山地，六棱山主峰黄羊尖就位于中元
古代的地层之上。这套海相地层可进
一步分为三个组：下部的（较老的）称为
高于庄组，中间面积和厚度最大的是雾
迷山组，之后是新元古代景儿峪组。

中元古代时的海洋中已经有大量的
藻类，它们生长过程中吸附海水中的矿
物质并形成极细但形态各异的纹层，叠
层石中的纹理都是这些藻类的遗迹。中
元古代的岩石在后期的岩浆和构造作用
影响下，可形成重要的矿产（如灵丘的
金、银、锰矿）。雾迷山组之上是新元古
代的景儿峪组砾岩、砂岩，含赤铁矿。

新元古代景儿峪组形成之后（距今
约 8 亿年），华北抬升成陆，此后 2 亿多

年，经历了长期的风化剥蚀。
在距今 5.2 亿年左右的寒武纪，华

北重新被海洋覆盖，沉积了较厚的以石
灰岩为主的海相岩石。根据现有资料，
大同地区被海洋覆盖的时间略晚，从寒
武纪的馒头期（距今约 5.1 亿年）被海洋
覆盖，至距今 4.6 亿年（地质上的奥陶纪
马家沟期）结束时，华北再次抬升成陆
地。这段时间形成的地层在朔州以西、
浑源、恒山、广灵、灵丘等地都有出露，许
多著名风景区的成景岩石，如恒山、悬空
寺、觉山寺等，都是由寒武纪或奥陶纪的
岩石构成。大同境内许多水泥厂的原料
也来自于这套地层。除石灰岩外，这套
地层中还有白云岩和石膏等。

奥陶纪马家沟期（距今 4.6 亿年）之
后，华北整体抬升成陆，一直持续至距今3
亿年左右的石炭纪晚期，持续时间长达
1.6亿年。长时间的风化剥蚀，在奥陶纪
马家沟石灰岩的侵蚀面上形成了广泛分
布的古喀斯特和红土一钙红土风化壳，为
晚古生代海陆交互相的煤(含油页岩及煤
成气)、硫、铁、铝土矿、粘土矿等矿产的形
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山西铁矿和孝义等地
的铝土矿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在距今 3.6 亿年左右，地球进入一
个 特 殊 的 时 期 ，空 气 中 氧 气 的 含 量 奇
高，北半球陆生植物极其繁盛，并且持
续了 6000 多万年。所以，这一时期形成
的地层中含有极为丰富的煤炭，“石炭
纪”因此得名。据有关资料，石炭纪的
煤炭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 50%以上，但
成煤过程并不是完全同时的。

相比于北美洲，华北板块是在石炭
纪接近尾声时（距今约 3 亿年前）才开始
成煤的。具体到山西省来讲，从南到北
的成煤期也有明显的差异。在晋城有 6
个成煤期，阳泉有 4 个，而到了大同只有
1 个。煤层厚度和品质也有明显的不
同。但是，每个煤层之上，都有一层海
相的石灰岩。说明煤的形成与海平面
的脉动性升降有重要的关系。

对于大同来说，另一个特别值得特别重
视的地史时期是中生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

侏罗纪时，华北又进入了一个非同寻
常的缤纷时代。大量的植物、动物生活在
若干山间盆地中。所以，这个时代又成为
地史中一个重要的成煤期。大同晋华宫
煤矿的煤层就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因为
大同地区最为典型，被称为大同组。

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地壳运动，地质学家称其为燕山

运动。燕山运动期也是山西全境构造
运动最活跃的时期，现今山西省地质构
造 的 格 架 和 基 础 就 形 成 于 这 个 时 期 。
山西境内大部分为隆起区，岩浆侵入和
火山喷发活动强烈，地震频发。多种矿
产的形成与这个时期的岩浆和火山活
动相关。浑源、天镇、阳高、恒山、灵丘、
广灵等地都有这个时期的火山岩和次
火山岩。侏罗纪时期在云冈等地沉积
的砂岩层厚、坚硬，纹理丰富，云冈石窟
就雕凿于此，因此称为石佛砂岩。

石佛砂岩下面有 3~4 米厚紫红色砂
岩和粉砂质泥岩，其中保留了 1.6亿年前
至少一次 7 级左右的古地震形成的砂
柱。它们是在强烈的地震作用下，松散的
砂层发生液化并向上强烈涌动时，保留在
管状通道内的砂、泥固结成后形成的。经
过亿万年的苍桑巨变，掩埋在地下的大量
砂岩柱被剥蚀出来，成为举世罕见的古地
震景观，也是燕山运动的直接证据，与石
佛砂岩大量精美的雕刻组合在一起，成为
人文和自然科学素质教育的绝佳场所。

从侏罗纪到白垩纪，左云、天镇等
地的盆地是恐龙的乐园。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左云和天镇等地发掘出大
量恐龙化石。

距今 6 千万年左右，印度板块向北
漂移并与欧亚大陆碰撞，持续而强大的
挤压作用造成青藏高原的整体隆升和喜
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地质学家称这个时
期为喜马拉雅运动期，简称喜山期、或称
为喜山运动等。这个过程波及全球，山
西也不例外。受喜山运动的影响，山西
又一次进入了构造活跃期，主要表现为
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升降和不同地块的掀
斜，并伴有较强烈的玄武岩喷溢。

上新世中晚期（距今 530万年左右），
山西的北部以及中部和东南部的地下玄
武岩沿着深大断裂分多次溢出或喷出地
表，形成大面积的玄武岩山地或台地。

4.大同湖

喜马拉雅运动期间，在秦岭和燕山
之间形成了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盆地，西
南端为渭河盆地，向北东方向依次为运
城盆地、临汾盆地、太谷盆地（太原盆
地）、忻县—定襄盆地、大同盆地、阳原
盆地、延庆—怀来盆地。它们共同构成
了沿渭河—汾河—桑干河谷地分布的
一条长度达 1200 公里的 S 型裂谷系，即
地学文献中所指的渭—延裂谷或汾—
渭 裂 谷（喜 山 运 动 前 ，还 没 有 大 同 盆

地）。从岩浆运动的角度上讲，渭—延
裂谷是华北板块下部地幔物质对流和
上涌的结果（也有少数研究人员认为，
大同盆地形成于更早的白垩纪末期）。

大同盆地与河北省境内的阳原盆
地直接相连，因此，地质、地貌文献中经
常将大同盆地与阳原盆地共同论述，统
称为大同—阳原盆地（还包括一些小的
山间盆地），总面积近 10000 平方公里。
大同—阳原盆地的最主要的形成期始
于距今 200~300万年的第四纪。

盆地以及周边山区的雨水日积月累
而成湖，因此大同盆地大部分时间是被水
覆盖的湖泊，亦即文献中常提到的“大同
湖”或“大同古湖”。正因如此，大同盆地和
大同湖有时表示的范围和含义差不多。大
同古湖周围的山体遭受风化剥蚀，泥沙、砾
石被地表水带到湖里并—层层沉淀，逐渐
形成了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厚的泥沙层。

大同古湖存续期间，也是全球性气候
发生频繁的冷暖剧变时期。断裂和地下
岩浆活动直接导致大面积的火山喷发。
从距今 90万年开始到距今 9万年期间，多
次的火山喷发在大同盆地中形成了由 30
多个火山构成的大同火山群。沉积到湖
底的火山物质以及最近十几万年间风力
从西北携带的尘土的参与，使得大同—泥
河湾盆地的沉积物变得异常复杂。

5.桑干河

大约两三万年前，受地壳运动和地表
气候环境的影响，大同古湖巨量的湖水突
然消失，湖底数百米厚的松散沉积物还没
来得及固结成岩石，就迅速暴露在地表。

在地表水流的侵蚀和风化作用下发
生强烈的淋蚀，地面出现许多纵横交错
的冲沟（水土流失）。逐渐在平缓的湖底
地形上形成了千沟万壑，最终形成一条
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横贯大同
—泥河湾盆地的水系，这就是桑干河。
因此，在大同—泥河湾盆地，经常见到大
小不同的沟壑，沿桑干河主河道和重要
的支流河道则发育成大而深的峡谷，桑
干河大峡谷和乌龙峡谷就是在水流长期
侵蚀下形成的。

大同盆地流失的泥土砂石，被源源
不断的桑干河水输送到现在的京津冀
平原地区，对华北平原的形成特别是北
京的地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城整
体就位于巨大的永定河冲积扇上，这就
是 永 定 河 被 誉 为 北 京 的 母 亲 河 的 原
因。坐落在永定河冲积扇边缘的北京
城下，一定就有来自大同湖、甚至来自
大同土林的泥沙。因此，桑干河成了大
同和北京之间名符其实的纽带。

6.大同土林

大同古湖的湖水退却后，在现在的
杜庄村石板沟，原本比较平坦的湖相沉

积物被地表水流侵蚀、切割成一块块城
堡状、—条条城墙状的地貌，进而又被侵
蚀风化成柱状和锥状土柱，大量土柱集
中出现，被形象地称为土林。所以，土林
是由众多尚未完全固结成岩的土状沉积
物在地表流水的侵蚀作用下形成的一系
列塔状、锥状、城堡状地貌的总称。

土林地貌极易受到破坏，只有在干旱
或半干旱且物质成分恰到好处的地区才能
较长时间存在。因此，全国范围内成规模
的土林地貌极为稀少。大同土林是华北地
区的唯一代表。又因为它位于黄土高原，
因此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魔鬼城”。

“土柱”“土城”周围因侵蚀崩落的
松散泥沙，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崩积裙”
和 众 多 精 彩 的 沉 积 学 景 观 ，如 微 型 的

“洪积扇”“落水洞”“地下暗河”“天生
桥”等等。是观察水土流失过程和沉积
作用过程的绝佳场所，所以土林景区又
被称为天然的“沉积学实验室”。

7.新的重大科学发现地

大同古湖中大量第四纪河湖相地
层里面埋藏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但
这些化石首先发现于河北省阳原县的
泥 河 湾 。 1924 年 ，阳 原 县 的 泥 河 湾 以

“泥河湾动物群”和“泥河湾层”出现在
地学文献中，从此，原本名不见经传的
泥河湾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
地质学和古哺乳动物学的科学代名词，
大 同 — 阳 原 盆 地 又 被 称 为 泥 河 湾 盆
地。又因为流经大同—阳原盆地最主
要的河流为桑干河，因此，大同—阳原
盆地也称为桑干河盆地。而根据钻探
资料，桑干河盆地中，大同境内的沉积
时间比阳原更早、更深，大同境内的湖
相地层中完全有可能有更重要的发现！

8.地热资源

受深部岩浆运动和断裂活动的影
响 ，特 别 是 盆 地 内 的 断 层 差 异 活 动 影
响，大同盆地内常有一些上升的断块，
形成隆起的地垒或断块山地，例如大同
盆地内的砂板梁地垒。

受深部岩浆作用以及盆地内部和
盆地边缘断层活动的综合影响，大同盆
地 总 体 处 于 热 流 高 值 区 ，地 温 梯 度 在
3.0～5.0℃/100m。沿盆地边缘的大断
裂带则更高。因此，大同盆地又具有良
好的地热远景，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已
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总之，大同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地质
遗迹以及与之相关的矿产资源、旅游资源，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公民素质教育方面可以
大有作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资
源，为大同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

（作者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研究员、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

沧桑大同亿万年
苏德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强国复兴

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展现我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围绕市委“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总目标，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奋力谱新篇的精神风貌，营造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大同市

委宣传部、大同日报社联合举办“喜迎二十大 礼赞新时代·奋进大同”

主题诗歌大赛。

（一）征文主题：

讴歌伟大祖国，讴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取得的辉煌成就；聚焦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疫情防控、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重大课题，反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涌现出

的典型人物与工作亮点，不断激发全市人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全

面展示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我市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喜人变化。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22 年 10月 15日。

（三）征文要求：

1、作品内容必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主题鲜明，情感真挚，

文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

2、体裁为诗歌、词作与歌词，诗歌限 70行以内。

3、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或从网上下载其他人作品冒充，一

经发现，取消其参赛资格。如涉及法律问题，由作者本人自行承担。

4、征文稿件需在截稿日期内将电子版（word 文档）以附件形式发

送至邮箱：fz80008@163.com，邮件主题设为“喜迎二十大+作品名称”，

稿件末尾标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话、个人简

介等。

（四）活动评选：

此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8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各 500 元；

三等奖 6名，奖金各 300元；

优秀奖若干名。获奖者均颁发荣誉证书。

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 大同日报社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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