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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旗四十五周年之际，为了满足全旗各级干部、群众在工作、生

产实践中运用；为了向社会各界所有研究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及经济

建设的专家、友人提供依据，我们经过三年时间的调查、复核、整理，编

辑出．版《达茂联合旗地名志》，这是我旗继《达茂联合旗志》之后又一文

化里程碑。

本志主要内容是对本旗所属地名的用字、读音及诠释(来源、含意、

变迁，地理实体位置)进行规范化、标准化。

本志从历史现状出发，本着利于民族团结、符合当地群众愿望、利

于国际交往、利于全旗各项事业发展的原则，以本旗1962年第一次地

名普查汇总、1975年第二次地名普查的1713条地名、1 982年第三次地

名普查的2057条地名为依据，根据内蒙古人民政府《地名管理规定》各

项条款，对全旗1632条地名进行了记录。对于蒙古语地名，我们以蒙古

族语言标准音为基础，以蒙古语标准口语为主，用蒙古文字书面语与口

语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音译。对现行蒙古语地名译音失真，但习惯沿用时

间较长的汉字名称则不再更改，也不调整用字。

本志所用数据截止1996年底，由各苏木、乡提供。

由于畜牧业生产自身特点原因，本旗各苏木所属浩特乌素还有一

部分有冬夏营盘之分，因此，其中，有部分浩特乌素未注其生产状况。

浩特乌素名重名较多，有其历史原因，本志未作更名，望读者在运．

用时注意。

本志是《达茂联合旗志》姊妹篇，互为补充。旨在真实记录地名，反

映本旗历史与现状，反映本旗人文地理，反映本旗一个历史时期发展过

程，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但由于历史资料短缺，难免不有

遗漏、短缺、错误，难以达到上述愿望，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达茂联合旗地名志》编委会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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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茂联合旗概况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以下简称达茂联合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北部，地处东经109。16’～111。257，北纬41。207～42。40。东与四子王旗

相接，西与乌拉特中旗毗连，南与固阳县、武川县相邻，北与蒙古国接

壤，国境线88．6公里。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位于自治区首府呼和浩

特市西北167公里，西南经固阳县至包头市区160公里，1995年底，全

旗人口11．2万人，有蒙、汉、回、满、朝鲜、达斡尔、藏、苗、土9个民族。

全旗统辖11个苏木、9个乡、1个镇、2个牧场，93个行政村(嘎查)，8

个居民委员会。．

一、历史沿革

达茂联合旗历史悠久。旗地，春秋战国时属林胡、楼烦。秦汉时为

匈奴游牧聚居地。南北朝属怀朔镇，鲜卑族居住。隋唐东突厥族居住。

辽金隶西京道(路)东胜州，丰州北境。元朝属汪古部赵王管辖。明朝属

土默特阿拉坦汗领地。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茂明安部由车根

率千户归附后金，并由呼伦贝尔西迁，游牧于艾不盖河源，称茂明安部。

清J顿治十年(公元1653年)本塔尔率部归清，清王朝赐牧塔尔浑河畔，

始称喀尔喀右翼旗，后改称达尔罕贝勒旗。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两

旗受绥远特别区都统节制。1949年9月19日两旗解放，达尔罕旗于

1950年5月1日建立人民政权，茂明安旗于1950年6月1日建立人民

政权，隶属乌兰察布盟辖。1 952年调整区划，两旗合并为达茂联合旗。

1996年元月，本旗划归包头市辖。

二、自然条件

达茂联合旗地处大青山西北内蒙古高原地带，地势南高北低，缓缓

向北倾斜。西部属丘陵区，中西部有低山陡坡，北部属高平原台地；间有、

开阔原野，平均海拔1376米。境内最高点为哈布特盖吉苏敖包，海拔

1846米，最低点为腾格淖尔，海拔1058米。地域东西最长宽度为150



公里，南北最大长度为1 60公里，总面积181 77平方公里。全旗地处温

带，属大陆性干旱气候。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短促凉
爽。年平均气温3．4，C，一月平均气温一15．9℃，极端最低气温一

41．1℃；7月平均气温20．5℃，极端最高气温38．6，C。年无霜期106

天，年平均降水量255．6毫米左右。全旗水城面积20335公顷。

三、经济状况

达茂联合旗地域辽阔，蕴育着丰富的资源宝藏。矿产资源种类多、

分布广、储量大，已知矿点、矿床、矿化点126处，探明的有稀土、金、铂、

铁、铬、锰、铜、褐煤、萤石、石墨、石膏、大理石、石英：礓石、佛石、水晶石

等32种。动植物资源丰富，境内栖息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禽类达28
种。野生药材品种多达20余种。

达茂联合旗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边境牧业旗，草场面积1 6574

平方公里，优良牧草繁多，主要畜种有羊、马、牛、驼等，特别是味美可

口，肉毛俱佳的羊已达百万只以上，是自治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

一。全旗现有耕地面积120万亩，农作物主要有小麦、莜麦、养麦、马铃

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籽、胡麻等。

达茂联合旗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形成以矿山企业为骨

干，其他小型企业为补充的矿产开发加工工业体系。1996年，全旗主要

矿产品产量铁精粉35万吨、黄金1．3万两、稀土精粉1．4万吨、铜精粉

1500吨．。
’

1 996年全旗工农牧业总产值4．49亿元。其中完成工业总产值

3．06亿元，农牧业总产值1．43亿元，农牧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111元

和2119元。财政收入3542万元，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8200万元。

经济的发展，促进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

全旗公路通车里程346．3公里，4000门数字程控电话已并入国

内、国际长途直拨网，并开通了移动电话。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已在全旗

范围内普遍开展。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也在不断壮大。
、

四、名胜古迹及纪念地

达茂旗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塞外古刹百灵庙和希拉穆仁庙吸

引着大批观光览胜的中外游人；牧区天然公园吉穆斯泰(译为“花果
2



山")风光独具，置身其中其情可寄；此外还有元代汪古部首领府邸遗址

和古长城遗址；有古村落遗址和栩栩如生的岩画多处，各族人民用自己

的劳动创造出的灿烂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

．达茂联合旗的土地蕴育着无比的生机，未来的岁月必将更加兴旺

发达。 ．

3

彳



百灵庙镇概况

：墓委蚕蠹磐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政府驻

地百灵庙镇，是大青山西北高原上

的新兴草原城镇，是内蒙古驰名中

外的边境要塞，因建有“贝勒庙”(百

灵庙)而得名。百灵庙镇地处北纬

40。40’，东经110。28’，北接巴音敖包

苏木，东邻都荣敖包苏木，西、南与

红格尔特拉种羊场交界。总面积69

平方公里。

百灵庙镇四面环山，俗称“九龙

口”的九条山沟倾泻的洪水注入艾

不盖河，形成一条银带，环绕本镇，

向北流往腾格淖尔。平均海拔1376

米，年均降水量257毫米，年湿润度

为O．24，无霜期105天，年大风日数68天，年日照时数3172小时，年蒸

发量2752毫米，平均气温3．4℃。

1955年12月15日成立百灵庙镇人民政府。1995年底，全镇有

6365户、22282人。百灵庙镇辖8个街道1个村。镇内建有彩色电视差

转台、体育场、电影院、礼堂等文化体育设施。有卫生学校、教师进修学

校、党校各1所，中学3所、小学3所、幼儿园2所，其中蒙古族中学、小

学、幼儿园各1所。驻镇党、政、军、企事业、工商、供销、交通邮电、文卫

等直属科局单位61个、二级单位93个。

1951年秋，达尔罕旗建立人民政权，政府机关迁驻百灵庙。1952年

秋，达尔罕旗与茂明安旗合并。几十年来，百灵庙地区一直是中共达茂

联合旗委员会、旗人大常委会、旗人民政府、旗政协委员会、旗纪律检查

委员会、旗人民武装部的机关驻地。

历史上百灵庙也是漠南通往漠北、新疆、甘州、涂州等地的交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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