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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齐齐哈尔市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有关地

名工作的文件精神，以全市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经过深入考证，加工

整理，反复修订，经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本录以较为简明的文字，记述了齐齐哈尔市各类标准地名的规范

书写形式、读音以及历史和现状，反映了齐齐哈尔市的历史、地理、民

族、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状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国内外交往使

用标准地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本录正文采用条目分述的形式和文表兼用、穿插有序的体例。主

要内容有各类标准地名2，149条，其中行政区4,175条，街巷I，205条，村

屯483条，重要企事业单位46条，名胜古迹、游览地、纪念地18条，台、站、

场268条，人工建筑物35条，自然地理实体19条；地名概况71篇；市、区

地名图8幅(图中所标市、区、乡界线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依

据)；彩色照片62幅。卷尾附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标准地名汉语拼

音索引，新旧街巷名称对照表，古今村屯名称对照表，主要参考资料。

本录所引各类统计数字，除注明年份外，下限均为1982年末。

本录是一部齐齐哈尔市地名工具书，所载各类地名均为标准名

称。

本录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黑龙江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和本市各区，

各部门及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齐齐哈尔市地名录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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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剃·居民地齐齐哈尔市概况

齐齐哈尔市概况

齐齐哈尔市是一个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是黑龙江

省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是全国较大城市之一。

【地理位置】 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嫩江中游，东经

123。33，至124。28’，北纬47 4007至47。527。东与富裕县、林甸县毗邻，

西与龙江县接壤，南与泰来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衔接，北与甘

南县相连。总面积4，365平方公里。

【历史沿革】 据《龙江县志》记载，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

政府移吉林水师驻齐齐哈尔(现齐齐哈屯)。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定齐齐哈尔为水师营制，隶属黑龙江将军衙门。1684年(清康熙二十

三年)于齐齐哈尔设火器营。又据《黑龙江外纪》和《东北舆图集》

(清光绪十九年版)记载，1691年(清康熙三十年)黑龙江将军萨布

素与宁古塔将军佟宝共议在嫩江西岸的齐齐哈尔建城，后因-9黑龙江

将军衙门所在地墨尔根(今嫩江县城)隔嫩江交通不便，遂将城改建

于嫩江东岸的卜奎(又称卜魁，今建华区管辖内)。共设内外二城，仍

沿用齐齐哈尔为名。内城。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具雉堞之观’’，又称

木城。外城“因沙阜高下，甓以土垡，方十里一，又称土城。1806年

(清嘉庆十一年)木城焚毁。1882年(清光绪八年)沿原木城址建砖

城。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黑龙江

副都统和黑龙江将军先后由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盛京通志》称

当时的齐齐哈尔是“巨野为襟，长江作带，近怀属国，远镇边羌，扼四



行政区划·居民地齐齐哈尔市概况

达之要冲，为诸城之都会也”，即是黑龙江政治、

事重镇。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齐齐哈尔

(民国二年)改为黑龙江省治，设护军使兼民政

府和龙江县政府所在地。1931年1 1月日本帝国主

立龙江省公署。1936年齐齐哈尔设市治，仍为省公署驻地。1945年8

月苏联红军进驻齐齐哈尔市。同年1 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

卫军进驻齐齐哈尔市，24日成立齐齐哈尔市政府。l 2月暂时撤离。’

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齐齐哈尔市。同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再

度解放齐齐哈尔市。此后，齐齐哈尔市曾为嫩江省、黑嫩省、黑龙江

省政府所在地。1954年黑龙江省与松江省合并j省会设在哈尔滨市，

齐齐哈尔市改为省辖市。1958年6月齐齐哈尔市划归嫩江专员公署。

。1960年4月嫩江专员公署撤销，其所属各县划归齐齐哈尔市。1961年

9月重设嫩江专员公署，齐齐哈尔市归嫩江专员公署领导。1 962年9月

齐齐哈尔市复为省辖市。

，一齐齐哈尔”，一说是达斡尔语“奇察哈里”的音转，为“边城”或“天

然牧场’’之意；又说为蒙古语膏边地一之意。齐齐哈尔市因建城于b

奎，故又有“b奎”之称。。b奎”为达斡尔语或蒙古语“布固”的音转，

即搿大力士一：膏摔跤场”、“吉祥一之意；也有说是蒙古语靠孛苦”、

搿布呼"的音转，即“有鹿”之意。

【自然条件】 齐齐哈尔市地势平坦，除碾子山区处于大兴安岭前

沿低山丘陵地带外，其余均为嫩江波状起伏平原。地势由北向南缓缓

倾斜，海拔最高169．8米、最低139．2米。地质构造属于新华夏系第二沉

降带和第三隆起带的交接处，嫩江大断裂纵贯平原全境。由于嫩江及其

支流冲击，地势低洼，广布泡沼，形成漫滩地，堆积了深厚的第四纪疏



行政区划．居民地齐齐哈尔市概况

松物质。平原上多风积沙丘和碟形洼地。地貌类型分为低山丘陵、一

级阶地、高漫滩、低漫滩和闭流洼地五种。 ．

齐齐哈尔市的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3．2℃，

气温较低的一月份平均为一19．4℃，气温较高的七月份平均为22．8℃，

极端低温一39．5℃(1 951年1月8日)，极端高温40．1℃(1980年6

月26日)。无霜期136天左右。平均年降水量415．5毫米，其中六、七、

八月份降水量304．7毫米，为全年降水量的69．5％。平均年日照2，867小

时，积温2，712．5℃。五级以上大风每年约75．4天，多发生在四，五月份．

齐齐哈尔市自然资源丰富。全市有耕地148万亩，苇塘30多万亩，

草原2002万亩，自然水面26万亩(其中江河水面17万亩)。嫩江是齐

齐哈尔市的最大河流，从北向南贯穿全境。境内的嫩江支流主要有雅

鲁河、音河、阿伦河、二沟河、库勒河等。野生动物有几百种，其中
· 禽类主要有鹤、白鹳、天鹅、鸳鸯等；兽类主要有麝鼠、野兔、黄鼬、

艾虎、狼、狐狸等；鱼类主要有鲤、鲫、鲭、草，鳜、鲢鱼等。野生

植物种类繁多，其中药材植物年产量300多吨，主要有苍术、防风、远

志、柴胡、党参、黄芪等。石油、石英砂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及砂石

等天然建筑材料贮量大，开采方便。

‘【行政区划】 齐齐哈尔市辖龙沙、建华、铁锋、富拉尔基、昂昂

溪、碾子山、梅里斯7个区。全市共有44个街道办事处、727个居民委

员会和21个乡、199个村、284个自然屯。

，【人口和民族】 齐齐哈尔市总人口1，224，082人(其中农业人口

276，66 1人)。总户数289，492户。有汉、满、蒙古、回、达斡尔、朝．

鲜、鄂温克、鄂伦春、锡伯、柯尔克孜、壮、苗、土家、4侗、瑶、水，

羌、维吾尔、布依、彝、’白、傣、纳西、赫哲、俄罗斯25个民族。汉

]f11f1__f



·行政区划·居民地并并哈尔市概况

族占总人口的93．93％，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07％。齐齐哈尔市是达

斡尔族聚居地之一，共有24，345人，占全国达斡尔族人口的25．89％。

t【经济状况】 齐齐哈尔市在解放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消费城市。

以工业为例，全市只有一些榨油、酿酒、粮食加工和铁，木、皮等手工

’业作坊。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现已发展成为以机械

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成为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

心和交通枢纽。

。、全市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69个(其中中央及省属36个)，集体

所有制工业企业610个，‘共有职_7227万人。还有个体工业户675个。第一

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齐齐哈尔车辆工厂、富拉尔基发电总厂，齐

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是国家大型骨干企业。1982年全市

工业总产值219，316万元，比1949年增长69倍。工业产品主要有钢，钢

材、矿山和冶金机械设备、重型金属切削机床、重型锻压设备、锅炉、

焦炭、水泥、电石、烧碱、新闻纸、棉纱、肥皂、砂糖，冰刀，塑料

等720多；种。获国家银牌产品称号的有黑龙江牌高级速滑冰刀、大规格

特殊冲钢、 “5930”产品。获部优质产品称号的有香格里奶糖、雪花

奶糖等6种。获省优质产品称号的有史国公酒、38毫米节距农用滚子

输送链、螺钉自动冷镦机、动物蛋白、鹤乡牌啤酒等56种。

“．‘全市共有耕地148万亩，其中菜田14．8万亩。近郊以生产蔬菜为

主，远郊以生产粮食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大豆、高梁、谷子、

小麦、水稻等。蔬菜主要有白菜、萝卜、辣椒、茄子、黄瓜、豆角、

马铃薯等。1982年粮豆总产15，687万斤，蔬菜总产53，228万斤。蔬菜

基本实现了自给。全市大牲畜存栏66，018头(匹)，其中马30，590匹、

黄牛23，363头、奶牛9，365头。全年生猪出栏5．2万头，生产商品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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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万厅、商品鱼21 0万斤、鲜奶4，340万斤。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251，831马力，拖拉机2，131台，大型农机具2，285台(件)。机耕面积

621，897亩，占耕地面积的42％。全市有农田堤坝1 3条(总长207公里)，

10万亩以上灌区9处，小型泵站62处，机电井5．，005眼，有效灌溉面积

335，572亩。菜田基本实现了水利化。

全市共有商业、．服务业网点4，1 13个，职2"_43，743人．还有个体商

业、服务业5，922户。1 982年商品销售总额70，145万元，比1949年增长

40多倍。商品购入总额86，042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千倍。外贸出口商

品收购总值6，1 1 0万元，出口产品不断增加。-

【城市建设】 解放前，齐齐哈尔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解放

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

大发展，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1984年市区住宅建筑面积达1，357万

平方米。仅1979年至1984年的6年问，住宅竣工面积就达230多万平方

米∥一批造型美观、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正在形成。近几年来，还新建

了齐齐哈尔站、新华书店．艺术剧院、图书馆、人工制冷冰场、鹤城

体育场等较大的公用设施，翻建了西虹桥、迎宾桥。全市有水源地13

处，比解放前增加2倍多j日生产能力9万吨，比解放前增长lo倍；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77％，比解放前增长2倍。城市下水管道达12 1公里。市

区道路总长407公里，比解放前增长1 9．7倍，其中高级路面73公里，比

解放前增长4．8倍。城市的环境综合治理有了较大突破。城市绿化面

积达到2，085公顷，绿化复盖率10．1％。工厂、企业、机关、部队、学校正

向着花园化发展。还新开辟了明月岛游览区．对污染严重的烟尘、污

水和有毒有害气体进行了治理。

【交通运输】 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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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哈尔站是平齐线、齐北线、滨洲线铁路枢纽站，东到哈尔滨，西达

满州里，南通北京、大连、南京，呼和浩特，北抵加格达奇、古莲。每

天到发37对旅客列车，日均到发、+中转客流量3万多人，日均货流量装

70车、卸350车。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经由昂昂溪站。三间房站是

大型编组站。
。

明一海公路从齐齐哈尔市通过。市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区及周围各

县有齐一乌、齐一昂、齐一查、齐一富、富一昂、富一碾、碾一景等

10条公路相通，全长297．4公里。．1982年公路货运周转量6，641万吨公

里，比1949年增长55．8／t。

全市有30条公共交通线路，近200台汽车、电车，运营长度922公

里，年客运量5，709万人次。市郊各线汽车当日可往返各乡及附近县

城。‘

．水上运输便利，每年5至10月可沿嫩江上溯嫩江县，下达哈尔滨市。

【文教卫生】 解放前，齐齐哈尔市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十分落

后。以教育为例，全市仅有中小学校41所，学生20，548入。建国以后，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

展。1982年全市有大学4所，在校学生4，543人，教职：E3，063人；中

等专业学校5所，在校学生1，402人，教职2：703人；普通中学1 07所，在

校学生90，738入，教职3：8，358人；小学326所，在校学生1 38，074人，教

职工6，944人；幼儿园40所，在托幼JL9，038人，教职工1，712人；农

业、职业中学9所，在校学生4，840人，教职工562人。还有职工大学1 4

所，在校学生2，221人。参加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职工117，983人．

全市的体育活动，特别是冰上运动蓬勃发展。现有专业体育运动

员95人、教练员17人，少年业余体校12所。有些项目在全国比赛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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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成绩。1如齐齐哈尔冰球队曾多次获全国冰球甲级赛冠军，并先后

赴苏联、瑞典，．挪威、芬兰、加拿大、联邦德国、波兰等国家进行比

赛、考察，交流经验。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

全市有各种卫生医疗机构333个，病床7，335张，医护人员10，339

入，还有195所农村卫生所。医疗单位总数比解放前增长75．4倍，医

护人员总数增长106倍。‘有些医院可进行多科及疑难病症医疗。妇幼保

健工作有了很大加强，新生儿的破伤风、产妇的产褥热等疾病基本被

消灭．在育龄夫妇中提倡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88‰。

． 全市有科研机构23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1，368人。报社、电台，+

电视台各1个，京剧、评剧、话剧、马戏等专业剧团6个，文化馆7个，

艺术馆1个，农村文化站21个，图书馆235个，，电影放映单位228个，

大型体育场1个，人工制冷冰场1个。

【名胜古迹l 清真寺和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万善寺、大乘寺、寿公祠、关帝庙等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龙沙公园是黑龙江省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园。扎龙自

．然保护区是我国较大的水禽鸟类保护区，齐齐哈尔市因此有。鹤的故

乡一之称。还有明月岛、红岸公园、石碑山公园。纪念地有齐齐哈尔革

命烈士陵园、苏军烈士陵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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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汉语拼音 类别 曾用名
’

备注

齐齐哈尔’Qlqih石r

齐齐哈尔市Qlqlhar Shl

嫩江地区Nenjifing Dlqa

龙沙区Longsha Qn

江岸街道Jidn9’On Jiedao

办事处Banshieha

五龙街道

办事处

彩虹街道

办事处

正阳街道

办事处

Wfilon9 Jiedao

Banshlcha
‘

C／’ihong Jiedoo

Banshichn

Zhengyfng Jiedao

Banshichd

湖滨街道Habin Jiedao

办事处B／’nshleha

民航街道Minhfing Jiedfio

办事处Bilnshicha

安顺街道Anshan Jiedfio

办事处Banshicha

铁南街道Ti6n6n Jiedao

办事处BOnshieha

龙沙乡L6ngshO Xiong

大民乡Damin Xifing

城市

市

地区

区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乡

乡

三 区

永定区

龙沙公社

葫芦头街道办事

处‘

江岸‘分社

永安街道办事处

五龙分社

’彩虹分社

，

，

“三八一街道办

事处

正阳分社

湖滨分社

东风公社

龙沙公社

大民管理区

大民公社

驻地·南市郊

驻地·大民屯‘



办事处Banshichn

建设街道Jianshe JiCdao

办事处Banshichn

建华乡Jianhufi Xi百ng

铗锋区Tiefeng Qn

龙华街道

办事处

站前街道

办事处

通东街道

办事处

光荣街道

办事处

一、、

L6nghu6 Jiedao

Banshlchfl

Zhanqi6n Jiedao

Banshlchd

Tongdong Jiedao

Banshlchd

Guangr6ng Jiedao

Banshlchn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乡

区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联合乡 驻地。王屯

建华公社

六 区

，铁东区

铁锋公社

龙华分社

＼＼
站前分社

通东分社

光荣分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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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浦街道

办事处

北局宅街道

办事处

曙光街道

办事处

东湖街道

办事处

新工地街道

办事处

N6npo JiedOo

BOnshicha

Beijdzh6i Jiedao

BOnshichO

Shoguang JiedOo

BOashicha

Dongha JiedOo

BOnshichO

Xin96ngdl Jiedao

BOnshlcho

铁锋乡Tiefeng Xiong

边屯乡Bionton Xiong

富拉尔基区Folorji Qa

红岸街道
7

办事处

兴隆街道

办事处

沿江街道

办事处

铁北街道

办事处

北兴街道

办事处

红宝石街道

办事‘处

H6rig’On liedOo

BOn shicho

Xingl6n9 JiedOo

BOn shichO．
‘

YOnjiOn9 JiedOo

BOnshicht＆

Tieb邑i JiedOo
·

BOnshicho

Beixing JiedOo

BOnshtchO

Hongb石osh!JiedOo

BOnshicho

类别 ．。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乡

乡

区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街道办

事处

曾用名’ 备

南浦分社

春光管理区

铁锋公社

边屯公社

龙江县一区

红岸公社

红岸分社．

沿江分社

铁北分社

北兴分社‘

红宝石分社

驻地；红旗路

南侧

驻地，边屯

幸福街道Xtngffl JiedOo 街道办
j

’，

办事处BOnshicho 事处 ：‘
●-__I●一I I---_●___-_●-I-●-___●-_l-_●__-I--l_-●_●I__-_I__Il-__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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