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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西省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太原市（5 处）

童子寺遗址

时代：北齐至唐

地址：太原市晋源区

保护范围：东至东侧山谷，南至龙山石窟旅游公路，西至西

侧山脊，北至北侧山脊。

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与龙山石窟建设控制地带一致。

蒙山开化寺遗址

时代：北齐

地址：太原市晋源区

保护范围：连理塔片区以连理塔南塔西南角坐标（纬度

37.776653，经度 112.439648，高度 980.19）为基点，向南、东、

北延伸至平台边缘为界，向西延伸至山脊为界。大佛阁片区以大

佛佛首为基点，向北延伸 15 米，向东、西、南延伸至佛阁与岩体

相接处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连理塔片区以保护范围边界为起点向外延伸

20 米；大佛阁片区以保护范围边界为起点向外延伸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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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督军府旧址

时代：1916—1937 年

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

保护范围：

1.督军府旧址片区：东至东围墙及原省委办公楼东侧 3m 处，

南至大门南侧台基以南 5m，西至 9 号楼、11 号楼以西 10m 及小自

省堂西台基以西 20m，北至北围墙。保护对象包括门楼、9 号楼、

10 号楼、11 号楼、12 号楼、八角楼、角房、渊谊堂、2 号楼、3

号楼、5 号楼、小自省堂、梅山钟楼和梅山上石刻、东花园建筑群

和原省委办公楼，总占地面积约 5.1 公顷（50650.34 ㎡）。

2.玉堂春片区：东至东侧道路东界，南至大门南侧台基以南

5m，西至西围墙，北至二堂北侧台基以北 5m。保护对象包括大门、

大堂、连廊和二堂等，总占地面积约 0.21 公顷（2147.42 ㎡）。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新道街道路西沿及省实验小学西围墙，

南至三晋文哲壁南侧道路南沿及府东街北侧人行道南沿，西至解

放路人行道路西沿(保持原位不变)，北至西北角院北围墙，总占

地面积约 10.9 公顷（109042.4 ㎡）。

高君宇故居

时代：1896—1912 年

地址：太原市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

保护范围：原高家大院现存的房屋，包括高君宇纪念馆及东

西两旁住宅。其东、北各向外延伸 20 米，南侧随南侧道路外缘，

西向外延伸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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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20 米至陶洼

沟，南向外延伸至 1186.4 等高线，西向外延伸 100 米至李家湾，

北向外延伸 85 米至高家崖(乡村道路)。

阳曲轩辕庙

时代：明清

地址：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西殿村

保护范围：东至东配殿后墙外 10 米，南至山门后墙外 5 米，

西至西配殿后墙外 5 米，北至正殿后墙外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60 米至乡村道

路，南向外延伸 40 米至乡村道路，西向外延伸 70 米至乡村道路，

北向外延伸 90 米至农田外道路边缘。

大同市（3 处）

沙岭墓群

时代：北魏

地址：大同市平城区

保护范围：至保护围墙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文兴路西侧边界，南从保护围墙向外延 5

米，西与保护范围重合，北从保护围墙向外延 10 米。

平城兴国寺

时代：明

地址：大同市平城区兴国寺街永兴里小区

保护范围：以兴国寺现有围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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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5 米，南向外

延伸 23 米，西向外延伸 14 米，北向外延伸 30 米。

大同鼓楼

时代：明

地址：大同市平城区永泰街与鼓楼东西街交汇处

保护范围：以鼓楼外花坛外缘为界，界内为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西、南、北各 25 米。

朔州市（2 处）

峙峪遗址

时代：旧石器时代

地址：朔州市朔城区

保护范围：至峙峪遗址保护性围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东墙外 440 米处的沟边，南至排水渠南

边界，西至围墙西 310 米处山脊，北至围墙北边界北侧 360 米处

道路。

右玉宝宁寺

时代：明

地址：朔州市右玉县右卫镇右玉中学内

保护范围：东自大雄宝殿东山墙外扩 105 米至西学巷东沿，

南自前殿前檐墙外扩 107 米至扶贫路北沿，西自大雄宝殿西山墙

外扩 125 米至右玉中学西墙外自然道路西沿，北自大雄宝殿后檐

墙外扩 6 米至右玉中学北墙外自然道路北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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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23 米至自然

道路东沿，南向外延伸 12 米至扶贫路南沿，西向外延伸 98 米至

右卫镇北街西沿，北向外延伸 42 米至自然道路北沿。

忻州市（12 处）

留晖洪福寺

时代：明清

地址：忻州市定襄县南王乡留晖村

保护范围：东、南、西均以围墙为界，北至正殿后墙基向外

延伸 8 米的空地。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忻宏公路东沿距围墙 15 米，南至学校院

墙距围墙约 50 米，西至新街（旗杆街）距围墙约 50 米，北至戏

台距正殿后墙约 70 米。

繁峙琉璃塔

时代：明

地址：忻州市繁峙县岩头乡庄子村

保护范围：东、西、北以围墙为界，南以塔基座南沿外扩 72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西、北外扩 70 米，南

外扩 220 米。

静乐文庙

时代：明至民国

地址：忻州市静乐县城鼓楼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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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以静乐文庙东、南、西、北围墙为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以静乐文庙东、西、北围墙为界，各向外自

然延伸至崖底；南以静乐文庙儒门为界，向外自然延伸 28 米。

静居寺石窟

时代：唐

地址：忻州市静乐县丰润村南山崖下

保护范围：东至距石窟约 55 米的 550 平临高速西沿，南依

第九窟南窟壁南扩 50 米，西至距石窟约 55 米的宁白线西沿，北

依静居寺北墙北扩 5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距石窟 55 米的 550 平临高速东沿，南

依保护范围外扩 60 米，西依保护范围外扩 110 米，北依保护范

围外扩 60 米。（保护范围外 200 米之内不准放炮炸石）

汾阳宫遗址

时代：隋

地址：忻州市宁武县

保护范围：以保护性围墙各外延 2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北侧围墙外延 100 米，南侧围墙外

延 200 米。

五台山南山寺

时代：明至民国

地址：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南 2 公里山腰间

保护范围：东至东围墙以外 50 米，南至水泥路距围墙约 50

米，西至水泥路距围墙约 30 米，北至水泥路距山门约 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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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东围墙以外 100 米，南至南围墙以外 100

米，西至西围墙以外 80 米，北至北围墙以外 130 米。

五台山尊胜寺

时代：民国

地址：忻州市五台县茹村乡北湾子村

保护范围：以寺院围墙为界，东、南各向外延伸 10 米，西向

外延伸 55 米，北自万藏塔基座向外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至约 136 米山崖底，南

至约 280 米山崖底，西至约 125 米山崖底，北至约 80 米山崖底。

金岗库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时代：1938 年

地址：忻州市五台县五台山金岗库乡金岗库村

保护范围：东至水泥路东沿距旧址大门约 29 米，南至水泥路

小巷南沿距南围墙约 20 米，西至山脚距后围墙约 20 米，北至水

泥路小巷北沿距围墙约 17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扩约 39 米至村边道路西

沿，南扩约 87 米至村中民居后檐墙，西扩约 50 米至山脚，北扩

约 76 米至村边道路南沿。

忻口战役遗址

时代：1937 年

地址：忻州市忻府区高城乡忻口村

保护范围：

1.红崖沟窑洞（15 孔）：东自第一孔窑洞（第一号）洞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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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至最后一孔窑洞（第二个第八号）洞口向东延伸 50 米，南自

最后一孔窑洞（第二个第八号）洞口向南延伸 50 米，西自每孔窑

洞洞口向西延伸 50 米，北自第一孔窑洞（第一号）洞口向北延伸

50 米。

2.后沟内窑洞（32 孔）：东至沟内入口大门，南自最后一孔

窑洞（第二十号）洞口向南延伸 50 米，西自山体向外延伸 50 米，

北自山体向外延伸 50 米。

建设控制地带：

1.红崖沟窑洞（15 孔）：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南、西、北

各向外延伸 100 米。

2.后沟内窑洞（32 孔）：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25 米

至 108 国道西侧，南、西、北向外各延伸 100 米。

原平普济桥

时代：金

地址：忻州市原平市崞阳镇小关村

保护范围：东至河心距桥基 50 米，南至城墙距引桥护墙南端

约 100 米，西至河心距桥基 50 米，北至民居区距引桥护墙北端约

5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河心距桥基 100 米，南至古树距城墙约

150 米，西至河心距桥基 100 米，北至民居区距引桥护墙北端约

100 米。

崞阳文庙

时代：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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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忻州市原平市崞阳镇文庙街

保护范围：东至城墙，其余三面均以围墙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外扩 25 米至村中道路，

南外扩 35 米，西外扩 50 米至村中道路，北外扩 38 米。

阳武朱氏牌楼

时代:清

地址：忻州市原平市阳武村

朱氏牌楼（主坊）

保护范围：分别以牌楼的四边为界，东向外延伸 9.5 米，南

向外延伸 21 米，西向外延伸 14 米，北向外延伸 17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外扩 47 米，南外扩 29

米，西外扩 38 米，北外扩 36 米。

朱氏牌楼（配坊）

保护范围：以围墙为界，四面向外各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围墙为界，四面向外各延伸 50 米。

吕梁市（13 处）

大武鼓楼

时代：明

地址：吕梁市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二村

保护范围：自鼓楼四边檐下起，东、南、西、北各向外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南、西、北各向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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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50 米。

于成龙故居

时代：清

地址：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

保护范围：东至一宅东围墙外 5 米，南至一宅南围墙外 76 米

以故居院墙为界，西至三宅西房后墙外 7 米，北至一宅北房后墙

外 4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58 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125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90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57 米。

峪口圣母庙

时代：元至清

地址：吕梁市汾阳市峪口村中部

保护范围:东以现围墙为界，南至围墙外6米以道路南侧为界，

西至围墙外 4 米以路南民宅后墙为界，北至现围墙外 3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80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97米，

西至保护范围外 67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74 米。

汾阳关帝庙

时代：明

地址：吕梁市汾阳市文峰街道鼓楼南社区庙前街 4 号

保护范围：东至东配殿后墙外 25 米，南至山门台明外 9 米以

庙前街南侧为界，西至西配殿后墙外 10 米，北至后殿后墙外 3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33 米以武家巷东侧为界，南

至保护范围外 65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40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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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汾阳后土圣母庙

时代：明至民国

地址： 吕梁市汾阳市栗家庄乡田村

保护范围：东以现围墙为界，南至围墙外 20 米，西至围墙外

3 米，北至北围墙外 7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83 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55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90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45 米。

竖石佛摩崖造像

时代：北齐至唐

地址：吕梁市交城县岭底乡竖石佛村南约 500 米路西南山坡。

保护范围：以围墙或基座底边外 70 米划定为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线外 130 米划定为建设控制地带。

山神峪千佛洞石窟

时代：元、清

地址：吕梁市交口县石口乡山神峪村北约 500 米 209 国道旁

保护范围：东至东跨院围墙外 60 米，南至山门外 20 米（209

国道北缘），西至西跨院围墙外 85 米，北至九间楼外 18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至保护范围外 100 米，

南至保护范围外 85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100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80 米。

临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指挥部旧址

时代：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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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吕梁市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槐树街

保护范围：依旧址围墙为界，东向外延伸 23 米，南向外延伸

5 米，西向外延伸 5 米，北向外延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依旧址围墙为界，东向外延伸 45 米，南向外

延伸 30 米，西向外延伸 10 米，北向外延伸 10 米。

临县中央后委机关旧址

时代：1947-1948 年

地址：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沙垣村

保护范围：依旧址围墙为界，东、南、西、北各向外延伸 5

米，相邻院落以院墙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依旧址围墙为界，东、南、西、北各向外延

伸至相邻村落道路。

碧村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地址：吕梁市兴县

保护范围：东至和尚沟，南至蔚汾河北岸，西到蔚汾河东岸

及其入黄河口处，北至猫儿沟及黄河南岸。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大和尚沟，南至蔚汾河南岸，西至蔚汾

河西岸及其入黄河口处，北至格杈决沟及黄河南岸。

胡家沟砖塔

时代：明

地址：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胡家沟村南 500 米

保护范围：以塔为中心，向东延伸 50 米，向南延伸 45 米（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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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线北缘），向西延伸 37 米（晋绥中学东墙），向北延伸 6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向东延伸 100 米，向南延

伸至忻黑线南缘 10 米，向西延伸至晋绥中学边墙，向北延伸至蔚

汾河。

晋绥日报社旧址

时代：1940-1949 年

地址：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高家村

保护范围：

1.印刷厂旧址:以印刷厂旧址院墙为界，西至相邻居民宅西

墙，南至村主路北侧，东至村小路，北至相邻居民宅南墙。

2.采买供给部旧址:以采买供给部旧址院墙为界，东至相邻居

民宅西墙，南至村路边，西至相邻居民宅东墙，北至村主路南侧。

3.编辑部旧址:以编辑部旧址院墙为界，东至村路边,南达村

主路北侧,西至相邻居民宅东墙,北至相邻居民宅南墙。

4.采访通讯部、总编室旧址:以采访通讯部、总编室旧址院墙

为界,东至村路边,南达相邻居民宅北墙,西至村路边,北至北山沟

底。

建设控制地带：以整体保护范围为界，各向外延伸，东至印

子洼到 313 省道，南至 313 省道北侧路边缘，西至麦塔沟到 313

省道，北至北山沟底。

北坡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旧址

时代：1942-1949 年

地址：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北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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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东以旧址东门为界至坪盘上村路西侧路牙，南以

旧址南墙为界至忻黑线北侧路牙，西以旧址西墙为界至深沟沟底，

北以旧址北窑墙为界至捣钟梁。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至苛大线西侧路沿线，

南至忻黑线北侧路牙，西至深沟沟底，北至坪盘上和捣钟梁往北

200 米。

晋中市（4 处）

长则普明寺

时代：明清

地址：晋中市平遥县襄垣乡长则村

保护范围：东至寺院东围墙，南至天王殿南侧中华街道路南

沿，西至寺院西围墙，北至寺院北围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胜利街东沿为界，南至中华街南沿及其延

长线，西至寺院西围墙向西外扩30米与西北乡村自然路北沿相交，

北至朝阳街北沿与西北乡村自然路北沿相交。

梁村洪福寺

时代：元至清

地址：晋中市祁县古县镇梁村

保护范围：洪福寺四周围墙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9 米至村路东

沿，南向外延伸 52 米至民居院落边界线，西向外延伸 38 米至第

二列民居院落边界线，北至洪福寺北墙外村路北侧第一列院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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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处。

祁县镇河楼

时代：明

地址：晋中市祁县贾令镇贾令村

保护范围：以镇河楼建筑四界为起点，东向外延伸 9 米，南

向外延伸 18 米至民居院落后墙处，西向外延伸 5 米至村路西沿，

北向外延伸 19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79 米至民居院

落边界处，南向外延伸 69 米至民居院落边界处，西向外延伸 84

米至民居院落边界处，北向外延伸 66 米至第四列院落后墙处。

昔阳离相寺

时代：宋至清

地址：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川口村

保护范围：东自东配殿后檐墙向东延伸 17 米，南自天王殿前

檐墙向南延伸 12 米至村路南沿，西自西配殿后檐墙向西延伸 13

米至村路东沿，北自大殿后檐墙向北延伸18米至民居院落后墙处。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至保护范围外 40 米，南

至保护范围外 31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45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50

米。

阳泉市（3 处）

平定马齿岩寺

时代：金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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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阳泉市平定县东回镇马山村

保护范围：东以马齿岩寺大雄宝殿东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50

米；南以马齿岩寺天王殿南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50 米；西以马齿

岩寺大雄宝殿西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30 米；北以马齿岩寺大雄宝

殿北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38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220 米，南向

外延伸 95 米，西向外延伸 100 米，北向外延伸 100 米。

盂北泰山庙

时代：元至清

地址：阳泉市盂县盂北村

保护范围：以盂北泰山庙围墙为界，东向外延伸 30 米，南向

外延伸 15 米，西向外延伸 9 米（西侧道路西边缘），北向外延伸

3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50 米，南向外

延伸 27 米，北向外延伸 45 米，西同保护范围。

西关三圣寺大殿

时代：明

地址：阳泉市盂县县政府后院

保护范围：东以三圣寺正殿东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南

以三圣寺正殿前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2 米；西以三圣寺正殿西山

墙为界,向外延伸 5 米；北以三圣寺正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8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80 米(钟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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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缘)，南向外延伸 18 米，西向外延伸 45 米(红楼巷东缘)，北

向外延伸 25 米(城隍庙巷南缘)。

长治市（7 处）

潦河头关帝庙

时代：元至清

地址：长治市潞城区黄牛蹄乡潦河头村

保护范围：东以关帝庙北院大殿东耳房东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20 米，南以关帝庙南院山门前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5 米，西以关帝

庙北院大殿西耳房西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20 米，北以关帝庙北院大

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80 米至东山

脚下，南向外延伸 53 米至乡道，西向外延伸 83 米至村中道路，

北向外延伸 108 米至村中道路。

西社卫公庙

时代：元至清

地址：长治市平顺县北社乡西社村

保护范围：以院墙为界，东、南、西、北各向外延伸 5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40 米至高速

公路护坡，南向外延伸 200 米至村道路，西向外延伸 120 米至村

东道路，北向外延伸 190 米。

西下庄昭泽王庙

时代：元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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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治市黎城县吴家庄生态保护区西下庄村

保护范围：东以东廊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8 米；南至西

厢房南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20 米；西以西厢房后檐墙为界，向外

延伸 10 米；北以正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00 米至村中

道路，南向外延伸 72 米至村中道路，西向外延伸 100 米至山脚，

北向外延伸 67 米至村中道路。

上党西岩寺塔

时代：唐

地址：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桑梓一村

保护范围：东、西、南、北各至院墙。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39 米，南向外

延伸 55 米，西向外延伸 50 米，北向外延伸 52 米。

上党长春玉皇庙

时代：北宋至清

地址：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长春村

保护范围：东以大佛殿东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7 米；南以山

门前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35 米；西以西耳殿西山墙为界，向外延

仲 8 米；北以大佛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38 米，南向外

延伸 73 米，西向外延伸 53 米，北向外延伸 54 米。

长子文庙大成殿

时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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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治市长子县城东大街北侧

保护范围：以大成殿为界，东向外延伸 10 米，南向外延伸 30

米至院门前，西向外延伸 16 米至西侧小巷边，北向外延伸 25 米

至办公建筑后墙。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92 米，南向外

延伸 35 米至东大街南沿，西向外延伸 68 米，北向外延伸 65 米。

武乡福源院

时代：元至清

地址：长治市武乡县故城镇北良村

保护范围：东以东配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5 米：南以东

配殿南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8 米；西以众神殿西山墙为界，向外

延仲 10 米；北以佛殿楼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24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71 米，南向外

延伸 51 米，西向外延伸 29 米，北向外延伸 41 米。

晋城市（7 处）

高平铁佛寺

时代：明清

地址：晋城市高平市米山镇米西村

保护范围：东至东厢房东墙，南至院墙外 3 米,西至西厢房西

墙外 2 米，北至正殿墙外 1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45 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11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18 米，北同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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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东清化寺

时代：元至清

地址：晋城市高平市神农镇团东村

保护范围：东至东院墙外 3 米，南至院墙外 31 米，西至西院

墙外 5 米，北至院墙外 10 米 753 县道北侧。

建设控制地带：东保护范围外 20 米，南同保护范围，西至保

护范围外 28 米，北同保护范围。

阳城寿圣寺及琉璃塔

时代：明清

地址：晋城市阳城县芹池镇阳陵村

保护范围：东至院墙外 30 米，南至院墙外 22 米,西至院墙外

30 米，北至院墙外 3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100 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22

米村内道路,西至保护范围外 100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100 米。

阳城文庙

时代：明清

地址：晋城市阳城县县城

保护范围：东至院墙外 5 米，南至古城墙,西至院墙外 10 米，

北至凤凰东街北侧。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22 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10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34 米，北同保护范围。

泽州崇寿寺

时代：北宋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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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西郜村

保护范围：东至东院墙，南自南院墙以南 10 米，西至西院墙，

北至北院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 18 米，南至保护范围外 40

米，西至保护范围外 16 米，北至保护范围外 30 米。

田庄全神庙

时代：元至清

地址：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田庄村

保护范围：东以东配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7 米；南以钟

楼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4 米；西以西配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6 米；北以正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38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40 米，南向外

延伸 32 米，西向外延伸 30 米，北向外延伸 20 米。

怀覃会馆

时代：清

地址：晋城市城区南街街道办事处驿后社区东巷 309 号

保护范围：东至大殿东耳房东山墙外 10 米，南至东、西厢房

南山墙外 20 米，西至西大殿西山墙外 10 米，北至大殿后檐墙外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同保护范围，南至保护范围外 12 米，西至

保护范围外 30 米，北同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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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11 处）

霍州祝圣寺

时代：元至清

地址：临汾市霍州市鼓楼街道办事处后塞居委会前进街城关

粮站院内

保护范围：东、西、北以东配殿、西配殿、地藏殿后墙为界，

南至距大雄宝殿 30 米工厂用房。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40 米，南、西、

北各向外延伸 20 米，全部避开周边建筑。

霍州鼓楼

时代：明清

地址：临汾市霍州市鼓楼街道办事处西街居委会市区内十字

街中心

保护范围：以霍州鼓楼中心为圆心，以半径为 16 米作圆，界

线至鼓楼四周石板护栏。

建设控制地带：以鼓楼为中心，东距鼓楼 77 米，南距鼓楼 87

米，西距鼓楼 73 米，北距鼓楼 142 米，全部避开周边建筑。

曲沃薛家大院

时代：清

地址：临汾市曲沃县乐昌镇西南街村

保护范围：以围墙外侧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薛家大院 40 米处道路西侧，南至正门以

南 16 米建筑北侧，西至大和南路东侧，北至距薛家大院 10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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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南侧。

小李村太岳行署旧址

时代：1942-1944 年

地址：临汾市安泽县

保护范围：

1.太岳行署旧址：北至墙外 3 米坎下，东至窑面以东 10 米，

南至墙外邻院北墙，西至墙外 3 米，面积 2605 平方米。

2.行政干校旧址：北至院墙外 3 米，东至墙外 1 米，南至墙

外 7 米坎下，西至路边 5 米坎下，面积约 912 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太岳行署旧址北 22 米土坎下，东、南至

S326 道路西侧，西至行政干校以西 65 米乡下。

营里千佛洞石窟

时代：北齐至唐

地址：临汾市乡宁县营里村

保护范围：东至千佛洞外墙，南至千佛洞山门外 6 米处，西

至千佛洞窑面 17 米处，北至外墙 2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鄂河西岸道路的西沿，南至 S233 道路，

西至千佛洞窑面西侧 85 米处道路西沿，北至六角亭外檐 5 米处。

热留关帝庙

时代：明清

地址：临汾市古县古阳镇热留村

保护范围：东距东院墙 3.5 米，南距山门 6 米，西距西院墙 3

米，北距北院墙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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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至乡镇公路西沿，南侧

外扩 66 米，西侧外扩 35 米至乡道，北侧外扩 52 米。

挂甲山摩崖造像

时代：北朝至明

地址：临汾市吉县吉昌镇桥南村

保护范围：北、西、东以佛阁寺院墙为界，南至山崖后 20 米

山路处。

建设控制地带：西、南至坤柔圣母庙南侧 20 米山路，长 544

米，东至粮站西侧墙外皮，长 494 米，北至 309 国道长 118 米。

陶寺北墓地

时代：东周

地址：临汾市襄汾县

保护范围：东至冲沟西边界，南至陶寺乡北侧东西向道路，

西至临襄线东边界，北至王云村南 120 米处东西向道路。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冲沟西 600 米处村庄道路，南至陶云线，

西至临襄线西 120 米处南北向村庄道路，北至王云村东西向入村

道路。

大河口遗址

时代：西周至春秋

地址：临汾市翼城县

保护范围：东至 331 省道西侧，南至 331 省道北侧，西至大

河口村西台地西部边缘，北至台地边缘。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南卫村西部、坪曲线南部二级台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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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沿线—高家村西北部二级台地东部机耕路沿线—高家村西部

边缘沿线，南至翟家桥河南岸，西至长峰工农商实业有限公司西

部道路，北至北冶村与冶中村东南部道路南侧沿线—神坂坡村西

北部台地边缘排水沟沿线。

南梁古城遗址

时代：周

地址：临汾市翼城县

保护范围：东至南梁镇西侧，南至东槐线南 435 米处地坎，

西至东槐线西 100 米处排水沟，北至故城水库南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下涧峡村中道路，南至西尹村东侧东西向

道路，西至西尹村西侧南北向道路，北至故城水库北界。

苇沟-北寿城遗址

时代：周

地址：临汾市翼城县

保护范围：

1.重点保护区：东至东寿城兴隆红瓦厂东侧南北向道路和东

寿城小学东侧小路，南至东寿城铁厂西侧东西向道路，西至唐霸

大道路东，北至北外环路南。

2.一般保护区：东至凤架坡东侧沟壑边缘，东南至东寿城兴

隆红瓦厂东侧南北向道路和东寿城小学东侧小路，南至东寿城到

北寿城村庄道路，西至老君沟村西约 900 米村庄道路，北至唐兴

镇镇界。

建设控制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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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临么线西边线约 150 米，南至翼城

县清华园中学南侧道路，西至封壁村至南官庄村路，北至保护范

围北侧外扩约 600 米。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临么线西边线，南至侯月铁路，西

至封壁村西约 650 米绵山路，北至郑庄村主干道（保护范围北侧

约 1100 米），包括绵山。

运城市（12 处）

北辛舍利塔

时代：明

地址：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北辛村旧村

保护范围：以北辛舍利塔塔基为界，向东、南、西、北延伸

2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90 米，南向外

延伸 35 米至村路，西向外延伸 45 米至台地边界，北向外延伸 15

米至台地边界。

墙下关帝庙

时代：明清

地址：运城市夏县裴介镇墙下村

保护范围：东以大殿东耳房东山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到民居

墙体，南以舞楼墙基为界向外延伸 5 米，西以大殿西二耳房西山

墙为界向外延伸16米到村路，北以大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5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54 米至村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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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向外延伸 60 米至村中道路，西向外延伸 41 米至村中道路，

北向外延伸 57 米至村中道路。

东姚温牌坊

时代：明清

地址：运城市永济市城西街道办事处东姚温村

保护范围：东自砖牌坊东檐下向东 100 米，西自石牌坊西檐

下向西 100 米，南、北自砖、石牌坊中轴线向南、北各 10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100 米，南向

外延伸 140 米，西向外延伸 93 米，北向外延伸 150 米。

永济扁鹊庙

时代：明

地址：运城市永济市虞乡镇洗马村北

保护范围：

1.扁鹊庙：自大殿东山墙起向东 57 米,自大殿西山墙起向西

57 米,自大殿后檐下向北 103 米，自大殿前檐下向南 60 米至 521

国道北侧;

2.扁鹊墓：自扁鹊墓中心点向东 12 米，向西 12 米，向北 20

米，向南 80 米至 521 国道北侧。

建设控制地带：自大殿东山墙起向东 82 米至道路东侧，自扁

鹊墓中心点向西 127 米至道路西侧，自大殿前檐下向南 105 米，

自大殿后檐下向北 157 米。

董村戏台

时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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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运城市永济市卿头镇董村

保护范围：东自戏台东檐下向东 18 米，南自戏台南檐下向南

12 米，西自戏台西檐下向西 45 米，北自戏台北檐下向北 9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60 米，南向外

延伸 106 米，西向外延伸 90 米，北向外延伸 45 米。

普救寺塔

时代：明

地址：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仁和堡自然村西南部

保护范围：自普救寺砖塔起，向东 80 米，向南 90 米，向西

55 米,向北 5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85 米至道路，

南向外延伸至南侧 852 县道，西向外延伸 210 米至运文线，北向

外延伸 80 米。

栖岩寺塔林

时代：唐至清

地址：运城市永济市韩阳镇下寺村

保护范围：自塔群边界分别向东、南、西、北外扩 100 米。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向东、南、西、北分别外扩 100

米。

永济万固寺

时代：明

地址：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鹿峪村

保护范围：东至山脊，南至南侧公路，西、北至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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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以万固寺塔基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各延

伸 500 米、400 米、550 米、220 米。

新绛寿圣寺大殿

时代：元

地址：运城市新绛县泽掌镇北苏村

保护范围：东自大殿东山墙起向东约 17 米至村中道路东沿，

南自大殿后檐下向南约 78 米至村中道路南沿，西自大殿西山墙起

向西约 29 米至村中道路西沿，北自大殿前檐下向北约 40 米至民

居北墙根。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扩约 258 米至村中道路

西沿，南扩约 223 米至村中道路北沿，西扩约 302 米至村中道路

东沿，北扩约 290 米至村中道路南沿。

解州同善义仓

时代：清

地址：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解州村

保护范围：东以东仓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南以南

仓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20 米；西以西仓房后檐墙为界，向外

延伸 13 米至相邻院落西墙；北以北仓房后檐墙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向外延伸 75 米至粮站，

南向外延伸 40 米至关公街北侧第一横向巷子，西向外延伸 67 米

至文昌巷，北向外延伸 40 米至国税所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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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双碑楼

时代:清

地址：运城市河津市小梁乡西梁村

保护范围：以牌楼中心点为界，向东延伸 12 米至东侧民居西

院墙，向南延伸 15 米至村主干道南侧路沿，向西延伸 15 米至西

侧民居西院墙，向北延伸 10 米至北边围墙。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东、西各向外延伸 20 米，

南、北各向外延伸 25 米。

解梁故城遗址

时代：东周

地址：运城市永济市

保护范围：东至东城墙墙体中心向东 200 米，南至南城墙墙

基中心向南 200 米，西至西城墙墙基中心向西 200 米，北至北城

墙墙体中心向北 200 米。

建设控制地带：同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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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西省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城合并公布项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长城新广武村段(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时代：北齐、明

地址：朔州市山阴县

保护范围：墙体墙基址外缘为基线向两边各扩50米作为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界外扩 500 米作为边界（新广

武南内 1 边长城自保护范围边界外扩 20 米作为边界）。

长城荷叶坪-王家岔段(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

城)

时代：北齐、明

地址：忻州市岢岚县

保护范围：以长城墙体的敌台、马面、关堡和相关遗存的墙

基外缘为基线向两侧各扩 50 米作为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界外扩 500 米作为边界。

长城竹帛口段(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时代：北齐、明

地址：忻州市繁峙县

保护范围：向西南延伸至 108 国道交汇处，向东北顺山梁自

然延伸至韩家庄村东北 3 千米的山顶。长城墙体墙基外缘为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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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侧各扩 10 米作为边界，敌台的墙基外缘为基线向四周各扩 10

米作为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界外扩 200 米作为边界。

长城阳方口段(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时代：北齐、明

地址：忻州市宁武县

保护范围：烽火台的墙基外缘为基线向四周各扩 50 米作为边

界。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界外扩 500 米作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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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西省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云冈石窟合并公布项目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吴官屯石窟（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

时代：北魏

地址：大同市云冈区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与云冈石窟相同。

鲁班窑石窟（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

时代：北魏

地址：大同市云冈区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与云冈石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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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西省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城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平城遗址按五个核心片区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总

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

一、城址保护区(约 2 平方公里)

保护范围：

1.宫城城址：以北小城墙体本体内外两侧各外延 12 米形成的

环形区域。

2.外城城址：以主城城墙本体向外延伸 58 米至护城河外边挡

墙，内侧至城墙内环路城墙侧路沿。

3.操场城一号北魏宫殿遗址：遗址本体外扩10米以内的区域。

4.操场城三号北魏宫殿遗址：遗址本体外扩10米以内的区域。

5.操场城北魏仓储遗址：遗址本体外扩 10 米以内的区域。

6.北魏塔基遗址：遗址本体外扩 10 米以内的区域。

建设控制地带：

1.宫城城址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延伸15米形成的环形区域。

2.外城城址外侧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延伸，东至御河西路西

侧路沿，南至北都街北侧路沿，西至魏都大道东侧路沿，北至平

城街南侧路沿；外城城址内侧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延伸至城墙内

环路内侧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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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场城一号北魏宫殿遗址、操场城三号北魏宫殿遗址、操

场城北魏仓储遗址和北魏塔基遗址等四处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同保

护范围。

二、明堂保护区（约 0.3 平方公里）

保护范围：现明堂遗址环形水道外扩 10 米内的区域。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柳泉南街，南至南环路，西至友谊街，

北至柳泉街。

三、北苑墙遗址（约 0.2 平方公里）

保护范围：遗址本体外扩 12 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扩 15 米。

四、大道坛庙（约 0.002 公里）

保护范围：遗址本体外扩 12 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扩 15 米。

五、古城村墙址（约 0.0015 公里）

保护范围：遗址本体外扩 12 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扩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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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山西省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的要求，为加强我省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特划

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具体规定如下：

一、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

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山西省人民

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

二、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报经

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三、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

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四、建设控制地带可根据具体情况划分为一类和二类。 一

类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文物环境及景观而设置的非建设地带，该

地带内只准进行绿化和修筑消防通道，不得建设任何建（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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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已有建筑或构筑物，应评估其是否具有保护价值后再确定

是否拆迁；限期拆迁确有困难的，必须经过改造方可利用，并逐

步创造条件予以拆迁。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为允许新建高度为 9 米

以下的建设地带，其新建筑的风格、形式、体量、色调都必须与

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建筑设计方案（含文物影响评估报告）须

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五、涉及地下矿藏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下保护范围

为：以地上建设控制地带外围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

最深点，呈坡形线划定。在地下保护范围内禁止开采活动。

六、位于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涉及有建设需求的保护措施除遵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范围相关管理规定外，还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

农田的管控要求和用地政策。

七、在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传统村落内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实施相关建设工程，

除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外，还要符合所在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传

统村落的保护要求，做好统筹衔接。

八、对于已公布保护规划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保护利用管理规定均按照保护规

划执行。

九、山西省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的管理规定由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

工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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