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甘肃省志第一卜卷军事志(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固



甘肃省志
第 十 卷

暮票喜兰妄量喜茎嘉詈景羞编纂甘肃省军区军事志领导小组

甘肃人民／=LI版社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孙英、省&宋照肃视察省军区

省军区司令员赵拴龙、政委李统厚、副司令员方吉祚听取军志办1：作汇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绮

玲主持《甘肃省志·军事志》终

审会议

省军区司令员赵挣龙、政

委李统厚、副司令员方吉柞、

剐政委杨耀春．参谋艮徐珠

宝、副参谋K常晓乱审查《汁

肃省志·军事志》

副省}乏李重庵听取《甘肃

省志·军事志》编纂L作汇报



I

原西北军区办公楼

[j．吐1

口

刳
肃
省
军
区

领
导
机
荚
驻
地



驻甘部队剪影

坦克部队在沙漠地带演练作战

步
t亡

某
m；
野
营
挖
约：

炮兵部队实弹演练

√√√√

航空兵编队低空E行训练



下卷目录

，

·军事志·

第四篇军事组织⋯⋯⋯⋯⋯⋯⋯⋯⋯⋯⋯(815)

第一章秦国及秦汉时期的军事组织
·⋯··⋯⋯················⋯······⋯⋯··(816)

第一节秦国军队⋯⋯⋯⋯⋯⋯⋯⋯⋯(816)

第二节秦朝军队⋯⋯⋯⋯⋯⋯⋯⋯⋯(817)

第三节西汉军事组织⋯⋯⋯⋯⋯⋯⋯(817)

第四节隗嚣割据武装⋯⋯⋯⋯⋯⋯⋯(825)

第五节东汉军事组织⋯⋯⋯⋯⋯⋯⋯(826)

第六节匈奴兵和西羌兵⋯⋯⋯⋯⋯⋯(833)

第二章三国、西晋时期的军事组织



第一节曹魏军⋯⋯⋯⋯⋯⋯⋯⋯⋯⋯(835)

、．第二节蜀汉军⋯⋯⋯⋯⋯⋯⋯⋯⋯⋯(838)

第三节西晋军⋯⋯⋯⋯⋯⋯⋯⋯⋯⋯(839)

第三章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

军事组织⋯⋯⋯⋯⋯⋯⋯⋯⋯⋯(843)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东晋、前赵、后赵军队⋯⋯(843)

前秦军⋯⋯⋯⋯⋯⋯⋯⋯⋯”(845)

后秦、西秦、赫连夏、吐谷

浑诸国军队⋯⋯⋯⋯⋯⋯⋯⋯(847)

“五凉"诸国军队⋯⋯⋯⋯(851)

陇南五国军队⋯⋯⋯⋯⋯⋯⋯(854)

南朝诸国入陇军队⋯⋯⋯⋯(856)

北魏军⋯⋯⋯⋯⋯⋯⋯⋯⋯⋯(857)

西魏军⋯⋯⋯⋯⋯⋯⋯⋯⋯⋯(862)

北周军⋯⋯⋯⋯⋯⋯⋯⋯⋯⋯(863)

第四章隋、唐、五代时期的军事组织

···········-···················⋯···········(865)

第一节隋代军事组织⋯⋯⋯⋯⋯⋯⋯(865)

第二节薛举和李轨的割据武装⋯⋯(870)

第三节唐代军事组织⋯⋯⋯⋯⋯⋯⋯(870)

第四节吐蕃在甘军队⋯⋯⋯⋯⋯⋯⋯(888)

第五节岐王、五代、前后蜀诸军
。’． ····························-·············(890)

第六节河西三政权军队⋯⋯⋯⋯⋯(892)

第五章宋、夏、金时期的军事组织
·············································(896)



王鲞垦丞

第一节宋代军事组织⋯⋯⋯⋯·00 O(896)

第二节西夏军⋯⋯⋯⋯⋯⋯⋯⋯⋯⋯(907)

第三节入陇金军⋯⋯⋯⋯⋯⋯⋯⋯⋯(910)

第六章蒙古军及元军⋯⋯⋯⋯⋯⋯⋯⋯(914)

第一节入甘蒙古军及归附军⋯⋯⋯(914)

第二节元代在河西、陇右的军事

组织⋯⋯⋯⋯⋯⋯⋯⋯⋯⋯⋯(917)

第七章明代军事组织⋯⋯⋯⋯⋯⋯⋯⋯(927)

第一节明初西路军⋯⋯⋯⋯⋯⋯⋯⋯(927)

第二节都司、卫、所⋯⋯⋯⋯⋯⋯⋯(928)

第三节边防镇戍部队⋯⋯⋯⋯⋯⋯⋯(935)

第四节驻甘其他军事机构和部队
··········································(938)

第八章清代军事组织⋯⋯⋯⋯⋯⋯⋯⋯(941)

第一节驻甘八旗兵⋯⋯⋯⋯⋯⋯⋯⋯(941)

第二节清初甘肃卫所O·O Q D 0 0 O g OO O gB@OI O IQQ(942)

第三节陕甘总督署⋯⋯⋯⋯⋯⋯⋯⋯(945)

第四节甘肃巡抚衙门O D O O O O 06 O O O O 900 0·B O O 0(946)

第五节甘肃绿营兵⋯⋯⋯⋯⋯⋯⋯⋯(947)

第六节入甘外省军⋯⋯⋯⋯⋯⋯⋯⋯(962)

第七节其他部队和军事机构⋯⋯⋯(966)

第八节外调甘军⋯⋯⋯⋯⋯⋯⋯⋯⋯(969)

第九节甘肃土司兵⋯⋯⋯⋯⋯⋯⋯⋯(974)

第十节清末甘肃新军⋯⋯⋯⋯⋯⋯⋯(975)

第九章民国军事组织⋯⋯⋯⋯⋯⋯⋯⋯(978)

第一节甘肃临时军政府⋯⋯⋯⋯⋯⋯(978)



王鲞旦垂
’

第二节北洋军在甘肃的军事组织
··········································(979)

第三节 国民军时期甘肃的军事

，组织⋯⋯⋯⋯⋯⋯⋯⋯⋯⋯⋯(993)

第四节陕军驻甘时期的军事

组织⋯⋯⋯⋯⋯⋯⋯⋯⋯⋯⋯(1007)

第五节西北“剿总"⋯⋯⋯⋯⋯⋯(1011)

第六节甘肃绥靖公署及其所属

部队⋯⋯⋯⋯⋯⋯⋯⋯⋯⋯⋯(1012)

第七节天水行营⋯⋯⋯⋯⋯⋯⋯⋯(1025)
。， 第八节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

在甘部队⋯⋯⋯⋯⋯⋯⋯⋯(1025)

第九节西北行营——西北行辕

及其所属单位⋯⋯⋯⋯⋯⋯(1038)

第十节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其

在甘部队⋯一⋯⋯⋯⋯⋯⋯(1041)

附表1 民国时期甘肃军事首脑人物

简表··ll-0 0·6111·⋯⋯⋯⋯⋯⋯⋯(1073)

附表2国民党驻甘肃军事领导机构 ．

沿革简表411··OIII·O··⋯⋯⋯⋯⋯⋯(1076)

第十章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甘

军事组织⋯⋯⋯⋯⋯⋯⋯⋯⋯⋯(1078)

第一节三十年代初甘肃的几支

红军游击队⋯⋯⋯⋯⋯⋯⋯(1078)

第二节陕甘边红军游击队⋯⋯⋯⋯(1080)

第三节主力红军长征到甘肃后的

， 军事组织⋯⋯⋯⋯⋯⋯⋯⋯(1090)

!生：∑戮瑟荔琵懑囫翟翟豳



第四节抗战时期八路军在甘肃的

军事组织⋯⋯⋯⋯⋯⋯⋯⋯⋯(1108)

第五节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及其在甘部队⋯⋯⋯⋯⋯⋯(1118)

附表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各部队序列表

··········································(1129)

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军事组织⋯⋯⋯⋯⋯⋯⋯⋯⋯(1148)

第一节西北军区——兰州军区⋯⋯(1148)
附表西北军区、兰州军区领导干部

任职简表⋯⋯⋯⋯⋯⋯⋯⋯⋯⋯(1149)

第二节甘肃省军区及其所属各

部队⋯⋯⋯⋯⋯⋯⋯⋯⋯⋯⋯(1155)

附表1 甘肃省军区领导干部任职简表

···················-···················(1159)

附表2甘肃省军区领导机关沿革简表

’·······································(1164)

附表3甘肃省县、市、区人民武装部

沿革简表⋯⋯⋯⋯⋯⋯⋯⋯⋯(1175)

第三节驻甘野战部队⋯⋯⋯⋯⋯⋯(1185)

第四节驻甘军队学校⋯⋯⋯⋯⋯⋯(1189)

第五节驻甘军队医院⋯⋯⋯⋯⋯⋯(1192)

第六节驻甘其他部队⋯⋯⋯⋯⋯⋯(1196)

第七节甘肃省公安、武警部队⋯⋯(1199)

第八节驻甘军垦部队⋯⋯⋯⋯⋯⋯(1208)

第五篇军事训练⋯⋯⋯⋯⋯⋯⋯⋯⋯⋯⋯(1215)

第一章古代军事训练⋯⋯⋯⋯⋯⋯⋯(1216)

翳翟图圈琵缀黧譬黧翌 ：互：



第一节训练的组织领导⋯⋯⋯⋯⋯(1216)

第二节士卒训练的主要课目⋯⋯⋯(1218)

第三节将领的兵法理论学习··0 o o 000(1221)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军事训练⋯⋯⋯⋯(1222)

第一节西北军的训练⋯⋯⋯⋯⋯⋯(1222)

第二节 “青马"部队的训练⋯⋯⋯(1223)

第三节中央军的军事训练⋯⋯⋯⋯(1224)

第四节驻甘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

····⋯⋯···⋯⋯··⋯⋯⋯·········(1225)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甘

部队的军事训练⋯⋯⋯⋯⋯⋯(122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正规化训练⋯⋯⋯⋯⋯⋯⋯(1228)

群众性练兵活动⋯⋯⋯⋯⋯(1232)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

动Il练⋯⋯⋯⋯⋯⋯⋯⋯⋯⋯⋯(1235)

军事训练的深化改革⋯⋯⋯(1238)

驻甘空军训练ol o o ol g o o e o o Oio o ol(1244)

驻甘军队学校训练⋯⋯⋯⋯(1247)

第六篇政治工作⋯⋯⋯⋯⋯⋯⋯⋯⋯⋯⋯(1251)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民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1252)

编设政工机构⋯⋯⋯⋯⋯⋯(1252)

在军队各级建立国民党、

三青团组织⋯⋯⋯⋯⋯⋯⋯(1253)

任用亲信掌握军队⋯⋯⋯⋯(1254)

开展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控制
·······································(】256)



第五节设立特务机构控制军队⋯⋯(1259)

第二章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政治

工作⋯⋯⋯⋯⋯⋯⋯⋯⋯⋯⋯⋯(1261)

第一节建立健全政治工作领导体制
·······································(1261)

第二节进行革命思想教育⋯⋯⋯⋯(1264)

第三节建设干部队伍⋯⋯⋯⋯⋯⋯(1269)

第四节动员群众⋯⋯⋯⋯⋯⋯⋯⋯⋯(1273)

第五节贯彻执行民族政策⋯⋯⋯⋯(1284)

第六节瓦解敌军与联络工作⋯⋯⋯(1288)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军队

政治工作⋯⋯⋯⋯⋯⋯⋯⋯⋯⋯(1294)

第一节组织工作⋯⋯⋯⋯⋯⋯⋯⋯⋯(1294)

附表1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军区历届委员会

负责人简表⋯⋯⋯⋯⋯⋯⋯⋯(1295)

附表2甘肃省军区先进单位简表⋯⋯(1310)

附表3甘肃省军区英模人物简表⋯⋯(1312)

第二节干部工作⋯⋯⋯⋯⋯⋯⋯⋯⋯(1314)

第三节宣传教育工作⋯⋯⋯⋯⋯⋯(1318)

第四节保卫工作⋯⋯⋯⋯⋯⋯⋯⋯⋯(1333)

第五节军事检察和军事审判工作
·······································(1335)

第六节群众工作⋯⋯⋯⋯⋯⋯⋯⋯⋯(1337)

第七篇后勤保障⋯⋯⋯··?⋯⋯⋯⋯⋯⋯⋯．(1347)

第一章秦代至清代的军队后勤保障
····⋯·······················⋯⋯·····。(1348)

瑟溺囫翟囝琵露琵琵笼芝 ：z：



．第一节粮秣⋯⋯⋯⋯⋯⋯⋯⋯⋯⋯。(1348)

第二节屯田⋯⋯⋯⋯⋯⋯⋯⋯⋯⋯⋯(1358)

第三节俸饷⋯⋯⋯⋯⋯⋯⋯⋯⋯⋯⋯(1378)

第四节1军服⋯⋯⋯⋯⋯⋯⋯⋯⋯⋯⋯(1387)

第五节兵器⋯⋯⋯⋯⋯⋯⋯⋯⋯⋯⋯(1390)

第六节军马⋯⋯⋯⋯⋯⋯⋯⋯⋯⋯⋯(1401)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军队后勤保障⋯(1410)

第一节粮草⋯⋯⋯⋯⋯⋯⋯⋯⋯⋯⋯(1410)

第二节薪饷⋯⋯⋯⋯⋯⋯⋯⋯⋯⋯⋯(1412)

第三节军服⋯⋯⋯⋯⋯⋯⋯⋯⋯⋯⋯(1428)

第四节武器⋯⋯⋯⋯⋯⋯⋯⋯⋯⋯⋯(1429)

第五节军马⋯⋯⋯⋯⋯⋯⋯⋯⋯⋯⋯(1434)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

军队的后勤保障⋯⋯⋯⋯⋯⋯(1436)

第一节打土豪，筹集粮款⋯⋯⋯⋯(1436)

第二节缴获敌人的装备物资⋯⋯⋯(1438)

第三节建立军工生产⋯⋯⋯⋯⋯⋯(1441)

第四节开展生产自给运动⋯⋯⋯⋯(1443)

第五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1448)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军队

-+后勤保障⋯⋯⋯⋯⋯⋯⋯⋯⋯⋯(1453)

第一节财务⋯⋯⋯⋯⋯⋯⋯⋯⋯⋯⋯(1453)

第二节军需供给⋯⋯⋯⋯⋯⋯⋯⋯(1460)

第三节军械⋯⋯⋯⋯⋯⋯⋯⋯⋯⋯⋯(1463)

第四节运输⋯-⋯⋯⋯⋯⋯⋯⋯⋯⋯。(1465)

第五节医疗卫生⋯⋯⋯⋯⋯⋯⋯⋯(1467)



第六节营房⋯⋯⋯⋯⋯⋯⋯⋯⋯⋯⋯(1469)

第八篇民众武装⋯⋯⋯⋯⋯⋯⋯⋯⋯⋯⋯(1471)

第一章秦代至清代的民众武装··0 06 m(1472)

．， 第一节秦代的民军⋯⋯⋯⋯⋯⋯⋯(1472)

第二节西汉的乡兵⋯⋯⋯⋯⋯⋯⋯(1472)

第三节东汉、三国时期的坞堡

武装⋯⋯⋯⋯⋯⋯⋯⋯⋯⋯⋯(1473)

第四节两晋时期的私家武装

(私兵) ⋯⋯⋯⋯⋯⋯⋯⋯⋯(1474)

第五节北朝及隋代的乡兵(乡团)
·······································(1474)

第六节唐代的团结兵(团练)⋯⋯(1475)

第七节 “五代”的乡兵⋯⋯⋯⋯⋯(1476)

第八节宋代的民众武装⋯⋯⋯⋯⋯(1477)

第九节明代的民众武装⋯⋯⋯⋯⋯(1482)

第十节清代的民众武装⋯⋯⋯⋯⋯(1483)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民众武装⋯⋯⋯⋯(1491)

第一节民团⋯⋯⋯⋯⋯⋯⋯⋯⋯·_”(1491)

’第二节国民兵团⋯⋯⋯⋯⋯⋯⋯⋯⋯(1497)

第三节民众自卫队⋯⋯⋯⋯⋯⋯⋯(1500)

第三章陇东根据地的革命群众武装

组织⋯⋯⋯⋯⋯⋯⋯⋯⋯⋯⋯⋯(1502)

第一节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军

(队)7⋯⋯⋯⋯⋯⋯⋯⋯⋯⋯(1502)

第二节抗战时期的民众抗日自卫军
·······································(1504)

麓澄盈翟琵戮露瑟瑟凌窆 一 ：旦：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1507)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兵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附表1

附表2

························000···············(1514)

有重点地建立民兵组织⋯(1514)

实行普遍民兵制⋯⋯⋯⋯⋯(1525)

大办民兵师⋯·ooo 000 0·o o oo 000(1533)

民兵工作“三落实"1tO D O@@0 0(1541)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兵

工作⋯⋯O Q 0 01 0 0 5 0 000 O$e g·!OI O Q·e 00 5(154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民兵工作⋯⋯⋯⋯⋯⋯⋯⋯(1551)

民兵工作的深化改革⋯⋯⋯(1561)
甘肃省民兵工作先进单位简表

················⋯········⋯····⋯··(1565)

甘肃省民兵英模人物简表⋯⋯(1567)

第九篇兵役制度⋯⋯⋯⋯⋯⋯⋯⋯⋯⋯⋯(1571)

第一章秦代至清代的兵役⋯⋯⋯⋯”(1572)

第一节秦代的征兵制006 0 60 0-0 0 0 0 000 0 00(1572)

第二节西汉兵役⋯⋯⋯⋯⋯⋯⋯⋯(1Y72)

第三节东汉的募兵制-@DI J．(1575)

第四节秦汉时期的“羌胡’’兵役。
’

···⋯·⋯······⋯·················⋯(1576)

第五节三国时期的世兵制⋯⋯⋯⋯(1576)

第六节西晋兵役⋯⋯⋯⋯⋯⋯⋯⋯(1577)

第七节十六国时期的兵役⋯⋯⋯⋯(1578)

第八节北魏兵役⋯⋯⋯⋯⋯⋯⋯⋯(1580)

：2Q：．要缀蓬溢鍪琵缀溺爱凰



E鲞旦茎

第九节西魏、北周的府兵制O·i OOO O OB(1581)

第十节隋代的府兵制⋯⋯⋯⋯⋯⋯(1582)

第十一节唐代兵役⋯⋯⋯⋯⋯⋯⋯(1583)

第十二节．吐谷浑、吐蕃的举族为兵
····································(1585)

第十三节五代的强迫兵役⋯⋯⋯⋯(1586)

第十四节宋代的募兵制⋯⋯⋯⋯⋯(1587)

第十五节西夏的全民皆兵制⋯⋯⋯(1589)

第十六节金代的“壮者皆兵”和

征发汉人为兵⋯⋯⋯⋯⋯(1589)

第十七节元代兵役⋯⋯⋯⋯⋯⋯⋯(1591)

第十八节明代的卫所兵制00@··0 0 0(1592)

第十九节清代兵役⋯⋯⋯⋯⋯⋯⋯(1593)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兵役⋯⋯⋯⋯⋯⋯(1596)

第一节民国初年全盘收编清军⋯⋯(1596)

第二节地方军阀和国民军的募兵

活动⋯⋯⋯⋯⋯⋯⋯⋯⋯⋯⋯(1596)

第三节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实

行征兵制⋯⋯⋯⋯⋯⋯⋯⋯⋯(1597)

第四节招募“知识青年’’从军⋯⋯(1600)

第五节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

军的志愿兵制⋯⋯⋯⋯⋯⋯(1600)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兵役

制度⋯⋯⋯⋯⋯⋯⋯⋯⋯⋯⋯⋯(1602)

第一节志愿兵役制⋯⋯⋯⋯⋯⋯⋯(1602)

●

●

瑟瑟溺囝豳囫露琵翟溺窆 ：星星：

7



第二节义务兵役制⋯⋯⋯⋯⋯⋯⋯(1605)

第三节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

．-。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

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1612)

第十篇军事人物．．．⋯⋯⋯⋯⋯⋯⋯⋯⋯⋯(1619)

第一章古代军事人物⋯⋯⋯⋯⋯⋯⋯(1620)

第一节两汉时期将领⋯⋯⋯⋯⋯⋯(1620)

李广⋯⋯⋯⋯⋯⋯⋯⋯⋯⋯⋯⋯⋯·j·(1620)

李蔡⋯⋯⋯⋯⋯⋯⋯⋯⋯．．．⋯⋯⋯⋯(1621)

公孙贺⋯⋯⋯⋯⋯⋯⋯⋯⋯⋯⋯⋯⋯⋯(1621)

李息⋯⋯⋯⋯⋯⋯⋯⋯⋯⋯⋯⋯⋯⋯(1621)

赵充国⋯⋯⋯⋯⋯⋯⋯⋯⋯⋯⋯⋯⋯⋯(1622)

傅介子⋯⋯⋯⋯⋯⋯⋯⋯⋯·g·Stu d O⋯⋯(1623)

甘延寿⋯．．⋯⋯⋯⋯⋯⋯⋯⋯⋯⋯⋯⋯·(1623)

辛庆忌⋯⋯⋯⋯⋯⋯⋯⋯⋯⋯⋯⋯⋯⋯(1624)

梁懂⋯⋯⋯⋯⋯⋯⋯⋯⋯⋯⋯⋯⋯⋯(1624)

皇甫规⋯⋯⋯⋯⋯⋯⋯⋯⋯⋯⋯⋯⋯⋯(1625)

段颠⋯⋯⋯⋯⋯⋯⋯⋯⋯⋯⋯⋯⋯⋯(1626)

张奂”“””⋯⋯··”⋯”⋯”““””⋯”·(1627)

皇甫嵩⋯⋯⋯⋯⋯⋯⋯⋯⋯⋯⋯⋯⋯⋯(1627)

第二节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
． 朝时期将领··@O D$·a o·g o o 0 0 oo 6 000(1628)

张绣⋯⋯⋯⋯⋯⋯⋯⋯⋯⋯⋯⋯⋯⋯(1628)

姜维⋯⋯⋯⋯⋯⋯⋯⋯⋯⋯⋯⋯⋯⋯(1628)

索靖⋯⋯⋯⋯⋯⋯⋯⋯⋯⋯⋯⋯⋯⋯(1629) ，

张轨”一一”⋯”⋯”⋯⋯”“⋯“⋯⋯⋯(1630) ．

j量星：∑缀瑟瑟翟琵缓隧嚣蛋



杨难敌⋯⋯⋯⋯⋯⋯⋯⋯⋯⋯⋯⋯⋯⋯

苻坚⋯⋯⋯⋯⋯⋯⋯⋯⋯⋯⋯⋯⋯⋯

乞伏国仁⋯⋯⋯⋯⋯⋯⋯⋯⋯⋯⋯⋯⋯

姚苌⋯⋯⋯⋯⋯⋯⋯⋯⋯⋯⋯⋯⋯⋯

吕 光⋯⋯⋯⋯⋯⋯⋯”“⋯”⋯⋯⋯⋯

秃发乌孤⋯⋯⋯⋯⋯⋯⋯⋯⋯⋯⋯⋯⋯

李罱⋯⋯⋯⋯⋯⋯⋯一⋯．．”⋯⋯⋯⋯

沮渠蒙逊⋯⋯⋯⋯⋯⋯⋯⋯⋯⋯⋯⋯⋯

垣护之⋯⋯⋯⋯⋯⋯⋯⋯⋯⋯⋯⋯⋯⋯

韩茂⋯⋯⋯⋯⋯⋯⋯⋯⋯⋯⋯⋯⋯⋯

源贺⋯⋯⋯I Q D 0 0 0 0··Q m0⋯⋯⋯⋯一⋯⋯

．． 杨公则i o 0 a00 OBO OO O⋯⋯⋯⋯⋯⋯⋯⋯⋯⋯

杨大眼⋯⋯⋯⋯⋯⋯⋯⋯⋯⋯⋯⋯⋯⋯

赵贵”．．“”””⋯“”⋯．．””⋯“⋯”⋯·

李贤⋯⋯⋯⋯⋯⋯⋯⋯⋯⋯⋯⋯⋯⋯

段韶⋯⋯⋯⋯⋯⋯⋯⋯⋯⋯⋯⋯⋯⋯

刘雄···⋯⋯⋯⋯⋯·”““⋯”““”””“

王杰⋯⋯⋯⋯⋯⋯⋯⋯⋯⋯⋯⋯⋯⋯

辛威⋯⋯⋯⋯⋯⋯⋯⋯⋯⋯⋯”“”⋯

第三节隋唐时期将领⋯⋯⋯⋯⋯⋯

梁睿”⋯”⋯“⋯⋯⋯⋯⋯⋯⋯”“⋯”

姚辩⋯⋯⋯⋯⋯⋯⋯⋯⋯⋯⋯⋯⋯⋯

王仁恭⋯⋯⋯⋯⋯⋯⋯⋯⋯⋯⋯⋯⋯⋯

李渊⋯⋯⋯⋯⋯⋯⋯⋯⋯⋯⋯⋯⋯⋯

李世民⋯⋯⋯⋯⋯⋯⋯⋯⋯⋯⋯⋯⋯⋯

薛万均⋯⋯⋯⋯⋯D0 0 00 0 0·0⋯⋯⋯⋯⋯⋯

李大亮⋯⋯⋯⋯⋯⋯⋯⋯·00 0 0 0⋯⋯⋯⋯

薛万彻⋯⋯⋯⋯⋯⋯⋯⋯⋯⋯⋯⋯⋯⋯

郭知运⋯⋯⋯⋯⋯⋯⋯⋯⋯⋯⋯⋯⋯⋯

下卷目录

(1630)

(1631)

(1631)

(1632)

(1632)

(1632)

(1633)

(1633)

(1633)

(1634)

(1634)

(1634)

(1634)

(1635)

(1635)

(1635)

(1636)

(1636)

(1636)

(1637)

(1637)

(1637)

(1637)

(1638)

(1638)

(1640)

(1640)

(1641)

(1641)



工鲞垦量

李抱玉⋯⋯⋯⋯⋯⋯⋯⋯⋯⋯⋯⋯⋯⋯

李晟⋯⋯⋯·⋯··⋯⋯⋯⋯⋯⋯⋯⋯⋯

李抱真⋯⋯⋯⋯⋯⋯⋯⋯⋯⋯⋯⋯⋯⋯

浑 碱⋯⋯⋯⋯⋯⋯⋯⋯⋯⋯⋯⋯⋯⋯

李恕·””·⋯⋯⋯⋯⋯⋯”·⋯⋯⋯···⋯

乌重胤⋯⋯⋯⋯⋯⋯⋯⋯⋯⋯⋯⋯⋯⋯

张议潮⋯⋯⋯⋯⋯⋯⋯⋯⋯⋯⋯⋯⋯⋯

第四节宋金时期将领⋯⋯⋯⋯⋯⋯
李彦仙⋯⋯⋯⋯⋯⋯⋯⋯⋯⋯⋯⋯⋯⋯

吴玢⋯⋯⋯⋯⋯⋯⋯⋯⋯⋯⋯⋯⋯⋯

王庶⋯⋯⋯⋯⋯⋯⋯⋯⋯⋯⋯⋯⋯⋯

王’德⋯⋯⋯⋯⋯⋯⋯⋯⋯⋯⋯⋯⋯⋯

杨政⋯⋯⋯⋯⋯⋯⋯⋯⋯⋯⋯⋯⋯⋯

刘铸⋯⋯⋯⋯⋯⋯⋯⋯···⋯⋯···⋯⋯

吴磷⋯⋯⋯⋯⋯⋯⋯⋯⋯⋯⋯⋯O 0 0 000

吴挺⋯⋯⋯⋯⋯⋯⋯⋯⋯⋯⋯⋯⋯⋯

郭嘏蟆⋯⋯⋯⋯⋯⋯⋯⋯⋯⋯⋯⋯⋯⋯

曹友闻⋯⋯⋯⋯⋯⋯⋯⋯⋯⋯⋯⋯⋯⋯

马 暨⋯⋯⋯⋯⋯⋯⋯⋯⋯⋯⋯⋯⋯⋯

第五节元明清时期将领⋯⋯⋯⋯⋯
汪世显⋯⋯⋯⋯⋯⋯⋯⋯⋯⋯⋯⋯⋯⋯

赵阿哥潘⋯⋯⋯⋯⋯⋯⋯⋯⋯⋯⋯⋯⋯

汪良臣⋯⋯⋯⋯⋯⋯⋯⋯⋯⋯⋯⋯⋯⋯

野蒲·昂吉儿⋯⋯⋯⋯⋯⋯⋯⋯⋯⋯⋯

汪惟正⋯⋯⋯⋯⋯⋯⋯⋯⋯⋯⋯⋯⋯⋯

毛 忠⋯⋯⋯⋯⋯⋯⋯⋯⋯⋯⋯⋯⋯⋯

王骇⋯⋯⋯⋯⋯⋯⋯⋯⋯⋯⋯⋯⋯⋯

鲁鉴“⋯⋯⋯··“⋯⋯⋯·⋯一····“⋯⋯

(1641)

(1642)

(1642)

(1643)

(1644)

(1644)

(1645)

(1645)

(1645)

(1646)

(1647)

(1648)
务

(1648)

(1649)

(1650)

(1651)

(1651)

(1652)

(1652)

(1653)

(1653)

(1653)

(1653)

(1654)

(1654)

(1655)

(1655)

(1656)



互鲞旦垂

彭泽⋯⋯⋯⋯⋯⋯⋯⋯⋯⋯，．．⋯⋯⋯(1656)

达云··⋯一一一⋯一⋯⋯”⋯”一”．．⋯⋯·(1657)

王允中⋯⋯⋯⋯⋯⋯⋯⋯⋯⋯⋯⋯⋯⋯(1657)

赵率教⋯⋯⋯⋯⋯⋯⋯⋯⋯⋯⋯⋯⋯⋯(1658)

王进宝⋯⋯⋯⋯⋯⋯⋯⋯⋯⋯⋯⋯⋯⋯(1658)

岳升龙⋯⋯⋯⋯⋯⋯⋯⋯⋯⋯⋯⋯⋯⋯(1659)

岳钟琪⋯⋯⋯⋯⋯⋯⋯⋯⋯⋯⋯⋯⋯⋯(1659)

唐希顺⋯⋯⋯⋯⋯⋯⋯⋯⋯⋯⋯⋯⋯⋯(1660)

潘育龙⋯⋯⋯⋯⋯⋯⋯⋯⋯⋯⋯⋯⋯⋯(1660)

阎相师⋯⋯⋯⋯⋯⋯⋯⋯⋯⋯⋯⋯⋯⋯(1660)

第二章近现代军事人物⋯⋯⋯⋯⋯⋯(1662)

第一节清末将领⋯⋯⋯⋯⋯⋯⋯⋯⋯(1662)
朱贵⋯⋯⋯⋯⋯⋯⋯⋯⋯⋯e·O·．O a·O OOe(1662)

董福祥⋯⋯⋯⋯⋯⋯⋯⋯⋯⋯⋯⋯⋯⋯(1663)
· 马福禄⋯⋯⋯⋯⋯⋯⋯⋯⋯⋯⋯⋯⋯⋯(1664)

张俊“⋯“⋯⋯“⋯⋯⋯⋯一⋯”⋯”⋯(1665)

张进昌⋯⋯⋯⋯⋯⋯⋯⋯⋯⋯⋯⋯⋯⋯(1666)

金造一··”··⋯··”⋯·”⋯·⋯⋯”⋯⋯⋯(1666)

第二节民国时期将领⋯⋯⋯⋯⋯⋯(1667)
周务学⋯⋯⋯⋯⋯⋯⋯⋯⋯⋯⋯⋯⋯⋯(1667)

张澍⋯⋯⋯⋯⋯⋯⋯⋯⋯⋯⋯⋯⋯⋯(1668)

胡文斗⋯⋯⋯⋯⋯⋯⋯⋯⋯⋯⋯⋯⋯⋯(1668)

马麒⋯⋯⋯⋯⋯⋯⋯⋯⋯⋯⋯⋯⋯⋯(1669)

马福祥⋯⋯⋯o⋯⋯⋯⋯⋯⋯⋯⋯⋯⋯(1670)

刘希曾⋯⋯⋯⋯⋯⋯⋯⋯⋯⋯⋯⋯⋯⋯(1670)

包述优⋯⋯⋯⋯⋯⋯⋯⋯⋯⋯⋯⋯⋯⋯(1671)

马麟⋯⋯⋯⋯⋯⋯⋯⋯⋯⋯⋯⋯⋯⋯(1671)

马腾蛟⋯⋯⋯⋯⋯⋯⋯⋯⋯⋯⋯⋯⋯⋯(1672)



下卷目录

马彪

史鼎新

马世杰

杜垫

马鸿宾

裴建准

魏绍武

杨子恒

鲁大昌

邓宝珊

马鸿逵

马全良

李翰园

马步芳

马步青

李振西

俞方皋

王治岐

马光天

马光宗

卢忠良

李树正

马步銮

马呈祥

马继援

第三节

刘志丹

谢子长

重要革命英烈O O Q lie u 0 0 0 QIblll l a e OlO

‘。”⋯⋯‘。’‘一．．．⋯⋯“⋯⋯⋯⋯”‘‘

●●●●●●●●●●●●●●●●●●●●●●●●●●●●●●●●●●●●●●●●●●

(1672)

(1673)

(1674)

(1674)

(1675)

(1675)

(1676)

(1676)

(1677)

(1677)

(1679)

(1680)

(1680)

(1681)

(1682

(1682

(1683

(1683

(1684

(1685

1685

1686

1686

1686

1687

1687

1687

1688



窦时寻

梁干丞

梅生贵

柴宗孔

吴焕先

蔡威

董振堂

罗南辉

杨克明

李屏仁

孙玉清

陈海松

陈伯稚

曾日三

熊厚发

郑义斋

李彩云

葛霁云

张有财

毛振华

何万祥

吴朝怀

谢太平

王正怀

吕文光

常祥考

武治安

吴生华

王学礼

(1689)

(1689)

(1690)

(1690)

(1691)

(1691)

(1691)

(1693)

(1693)

(1694)

(1694)

(1694)

(1695)

(1696)

(1696)

(1697)

(1697)

(1698)

(1699)

(1700)

(1700)

(1701)

(1702)

(1702)

(1703)

(1703)

(1704)

(1704)

(1705)

黧滋盈圆琵黝鬣鍪翟黧芝 ：兰z：



．至鲞垦壅

徐怀义⋯⋯⋯⋯⋯⋯⋯⋯⋯⋯⋯⋯⋯⋯

．曹德荣⋯⋯⋯⋯⋯⋯⋯⋯⋯⋯⋯⋯⋯⋯

李应般⋯⋯⋯⋯⋯⋯⋯⋯⋯⋯⋯⋯⋯⋯

宁良仓⋯⋯⋯⋯⋯⋯⋯⋯⋯⋯⋯⋯⋯⋯

王俊才⋯⋯⋯⋯⋯⋯⋯⋯⋯⋯⋯⋯⋯⋯

第四节参加宁都起义的甘肃籍

红军指战员⋯．．．⋯⋯⋯⋯⋯

宁都起义的甘肃籍红军指战员简表⋯⋯

郭如岳⋯⋯⋯⋯⋯⋯⋯⋯⋯⋯⋯⋯⋯⋯

第三章当代军事人物⋯⋯⋯⋯⋯⋯⋯

第一节西北军区领导干部⋯⋯⋯⋯

贺 龙⋯⋯⋯⋯⋯⋯⋯⋯⋯⋯⋯⋯⋯⋯

彭德怀⋯⋯⋯⋯⋯⋯⋯⋯⋯⋯⋯⋯⋯⋯

习仲勋⋯⋯⋯⋯⋯⋯⋯⋯⋯⋯⋯⋯⋯⋯

王维舟⋯⋯⋯⋯⋯⋯⋯⋯⋯⋯⋯⋯⋯⋯

赵寿山⋯⋯⋯⋯⋯⋯⋯⋯⋯⋯⋯⋯⋯⋯

李卓然⋯⋯⋯⋯⋯⋯⋯⋯⋯⋯⋯⋯⋯⋯

甘泗淇⋯⋯⋯⋯⋯⋯⋯⋯⋯⋯⋯⋯⋯⋯

彭绍辉⋯⋯⋯⋯⋯⋯⋯⋯⋯⋯⋯⋯⋯⋯

张宗逊⋯⋯⋯⋯⋯⋯⋯⋯⋯⋯⋯⋯⋯⋯

阎揆要⋯⋯⋯⋯⋯⋯⋯⋯⋯⋯⋯⋯⋯⋯

郭炳坤⋯⋯⋯⋯⋯⋯⋯⋯⋯⋯⋯⋯⋯⋯

颜金生⋯⋯⋯⋯⋯⋯⋯⋯⋯⋯⋯⋯⋯⋯

张开基⋯⋯⋯⋯⋯⋯⋯⋯⋯⋯⋯⋯⋯⋯

黎化南⋯⋯⋯⋯⋯⋯⋯⋯⋯⋯⋯⋯⋯⋯

刘海滨⋯⋯⋯⋯⋯⋯⋯⋯⋯⋯⋯⋯⋯⋯

吴习智⋯⋯⋯⋯⋯⋯⋯⋯⋯⋯⋯⋯⋯⋯

第二节兰州军区领导干部⋯⋯⋯⋯⋯⋯

(1705)

(1706)

(1706)

(1707)

(1707)

(1708)

(1708)

(1716)

(1718)

(1718

(1718

(1720

(1722

(1723

(1724

(1725

(1726

(1726

(1727

(1728

(1729

(1729

(1730

(1730

(1731

(1731

(1732



张达志

冼恒汉

皮定钧

萧华

韩先楚

韩练成

郭鹏

康健民

高维嵩

杨嘉瑞

梁仁芥

徐国珍

李书茂

胡炳云

李樾

王庆生

卜占亚

李虎

吴华夺

刘建功

刘 凌

钱锡侯

马友里

王德

郭辅周

于厚德

刘瑞方

张子珍

(1732)

(1732)

(1733)

(1734)

(1735)

(1736)

(1736)

(1737)

(1737)

(1738)

(1739)

(1739)

(1740)

(1741)

(1741)

(1742)

(1742)

(1743)

(1743)

(1744)

(1744)

(1745)

(1745)

(1746)

(1746)

(1746)

(1747)

(1747)



一 董明端

齐涛

董央中

李援

江波

一夏耀堂

一黄曹龙’其冒死

余致泉

孙长兴

高林

史可全

孙炳先

裴罗克

吴恒声

张贤良

慕生忠

石进元

周建华
’， 武翕

．薛 峰

王韬

‘李贤一千互q

，第三节

许光达

王世泰

、朱明

张文舟

王再兴

●●●●●●川川●●●●●●⋯●●●●●●●●●●●●●●●●●●●●●

●●●●●●●●●●●●●●●●●●●●●●●●●●●●●●●■●●●●●●●●●●

●⋯⋯●●⋯●●●●⋯●●⋯●●●●⋯●●●●●⋯●●●

●●●●-●●⋯●●●●●●⋯●●●●●●●●●●●●●●●●●川●●●

’甘肃省军区领导干部⋯⋯⋯

●●●●●●●●●●■●●●●●●·●·●●●●●●●·●●●·-●·●··-●·●

■●●●●●●●。●●●●●●●●●●●●●●●●●●●●●●●●●●●●●●●●●●

●●●●●●●●●●●●●●●●●●●●●●●●●●●●●●●●●●●●●●●●●●

(1748)

(1748)

(1749)

(1749)

(1750)

(1750)

(1751)

(1751)

(1752)

(175z)

(1753)

(1753)

(1754)

(1754)

(1755)

(1755)

(1756)

(1756

(1756

(1757

(1757

(1757

(1758

(1758

(1759

(1759

(1760

(1761



周祥初
， 侯世奎

何远平

张仲良

任谦

曹光芝

孙润华

高济洧

李政平

龙炳初

千 比

张西鼎

张忠

朱声达

陈钧

王恩舟

张凤飞

李唯之

孙立明

梁仁芥

储仕明

程建家

徐国珍

。胡定发

．胡正平

王海山

廖政武

姚树荫

许 昌

(1761)

(1762)

(1762)

(1763)

(1763)

(1764)

(1764)

(1764)

(1765)

(1765)

(1766)

(1766)

(1767)

(1767)

(1768)

(1768)

(1769)

(1769)

(1770)

(1770)

(1770)

(1771)

(1771)

(1771)

(1772)

(1773)

(1773)

(1773)

(1774)

厂之



张介民

第四节

朱辉照

高锦纯

孙超群

黄忠学

王国瑞

魏宏武

于连和

魏新民

郭时胜

王晨光

彭思忠

高东生

陈克功

吕明诰

方升普

李道之

范振江

魏志明

云甫

龙治国

宋映

刘忠惠

姚长川

陈士榘

孙继先

李福泽

··········⋯···-·····-·⋯·⋯········-··(1774)

驻甘部队军级以上干部⋯(1775)

⋯·⋯···································(1775)

(1776)

(1776)

(1777)

(1777)

(1778)

(1778)

(1778)

(1779)

(1779)

1779

1780

1780

··········································(1781)

1781)

1782)

1782)

1783)

1783)

1784)

1784)

1784)

1785)

1785)

1786)

1786)



徐 明

第五节

侯世奎

康健民

靳虎

徐国珍

张明远

黄德魁

鲁瑞林

李化民

刘懋功

黄正清

边金山

邢肇棠

马悖靖

周祥初

千一比

谭有福

苏德林

任谦

高平

蒋云台

侯小风

徐承俊

裴罗克

石中玉

吴公平

马俊成

··········································(1 787)

甘肃籍军级以上干部⋯⋯⋯(1787)
⋯⋯⋯⋯··⋯⋯·0 0@⋯⋯⋯⋯moll⋯(1787)

．．⋯⋯．··．⋯······Oil··⋯··g o·⋯⋯⋯(1787)

．．．．．．．．·．···．·····⋯···········⋯···-··(1787)

．．．···．·．⋯⋯⋯⋯⋯·⋯⋯⋯⋯··⋯(1788)

·．．·······-·······························(1 788)

··········································(1788)

·．·．··0 0·······00·············～··········(1789)

···．⋯⋯·········⋯········⋯⋯······(1790)

···．···．···························i······(1790)

··········································(1791)

······························-···········(1791)

··········································(1792)

·······⋯······⋯······-··········⋯···(1792)

··········································(1793)

．·．．．．·······························Oil···(1793)

．．····．··················⋯··············(1793)

··········································(1793)

．．·-···⋯·················⋯·⋯········(1793)

····⋯············⋯···········⋯······(1793)

．．．···．········-··························(1794)

．．．．．．·．．·································(1794)

．．．．⋯·⋯····⋯·····⋯⋯·⋯⋯⋯···(1795)

．．．．．．······························ill····(1795)

····················-·····················(1795)

··········································(1796)

．········⋯·······⋯···⋯⋯···⋯⋯··(1796)

◇



梁骥⋯⋯⋯⋯⋯⋯⋯⋯⋯⋯⋯⋯⋯⋯

赵安泰⋯⋯⋯⋯⋯⋯⋯⋯⋯⋯⋯⋯⋯⋯

第六节甘肃籍英模人物⋯⋯⋯⋯⋯
王殿斌⋯⋯⋯⋯⋯⋯⋯⋯⋯⋯⋯⋯⋯⋯

聂世孝⋯⋯⋯⋯⋯⋯⋯⋯⋯⋯⋯⋯⋯⋯

李志明⋯．．⋯⋯⋯⋯⋯⋯⋯⋯⋯⋯⋯⋯·

，马如华⋯⋯⋯⋯⋯⋯⋯⋯⋯⋯⋯⋯⋯⋯

赵德荣00 0 000 0 00 BqO⋯⋯⋯⋯⋯⋯⋯⋯⋯⋯

石秀山⋯⋯⋯⋯⋯⋯⋯⋯⋯⋯⋯⋯⋯⋯

张志远⋯⋯⋯⋯⋯⋯⋯⋯⋯⋯⋯⋯⋯⋯

田占德⋯⋯⋯⋯⋯⋯⋯⋯⋯⋯⋯⋯⋯⋯

师学久⋯⋯⋯⋯⋯⋯⋯⋯⋯⋯⋯⋯⋯⋯

麻维华⋯⋯⋯⋯⋯⋯⋯⋯⋯⋯⋯⋯⋯⋯

(1796)

(1797)

(1798)

(1798)

(1799)

(1799)

(1800)

(1801)

(1802)

(1802)

(1803)

(1803)

(1804)

杜根德⋯⋯⋯⋯⋯⋯⋯⋯⋯⋯⋯⋯⋯⋯(1804)

董振明⋯⋯⋯⋯⋯⋯⋯⋯⋯⋯⋯⋯⋯⋯(1805)

顾元勋⋯⋯⋯⋯⋯⋯⋯⋯⋯⋯⋯⋯⋯⋯(1805)

张志洪⋯⋯⋯⋯⋯⋯⋯⋯⋯⋯⋯⋯⋯⋯(1806)

王忠信⋯⋯⋯⋯⋯⋯⋯⋯⋯⋯⋯⋯⋯⋯(1806)

刘华林⋯⋯⋯⋯⋯⋯⋯⋯⋯⋯⋯⋯⋯⋯(1807)

孔庆荣⋯⋯⋯⋯⋯⋯⋯⋯⋯⋯⋯⋯⋯⋯(1807)

姚显儒⋯⋯⋯⋯⋯⋯⋯⋯⋯⋯⋯⋯⋯⋯(1807)

下卷主要参考书籍与资料目录⋯⋯⋯⋯(1809)

后'己”“””⋯”一””””””“一一““”””⋯⋯”(1815)


	封面
	甘肃省志 第十卷 军事志(下)
	图片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录英、省长宋照肃视察省军区
	省军区司令员赵拴龙、政委李统厚、副司令员方吉祚听取军志办工作汇报
	省军区司令员赵拴龙、政委李统厚、副司令员方吉祚、副政委杨耀春、参谋长徐珠宝、副参谋长常晓乱审查《甘肃省志·军事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绮玲持《甘肃省志·军事志》终审会议
	副省长李重庵听取《甘肃省志·军事志》编纂工作汇报
	原西北军区办公楼
	甘肃省军区领导机关驻地
	炮兵部队实弹演练
	坦克部队在沙漠地带演练作战
	航空兵编队低空飞行训练
	步兵某部野营拉练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