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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名志》第_卷(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的出版，

是我省有史以来第一部标准化的省级地名专志，是建国近五

十年来我省地名文化建设史上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全体编 ’、

纂人员向我省地名工作开展二十年和建国五十周年献上的一

份厚礼!在此，我向该书的出版，表示热烈地祝贺!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沂源猿

人的发现，证明早在四五十万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类生存和繁

衍的摇篮。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巍巍泰山，滔滔黄河，一

望无际的平原，连绵起伏的群山，还有蜿蜒曲折的海岸港湾和

辽阔富饶的滩涂海域。勤劳勇敢的山东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

的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文化。受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

和复杂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山东的地名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

古时代，生息在这里的部族就有“东夷”，夏、商、周三代，分

属青、兖、徐三州，还有众多的方国散处其间。《禹贡》九州

中的青州和兖州，就是今天的青州市和兖州市。地名，作为地

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的载
体，既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貌，同时又

与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重要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了解了山东地名，也就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山东。山东地名众

多，覆盖率高，密度大，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系的今天，地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说明，

编辑出版地名志书十分必要，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

意义的一项工作。

叫1|／



《山东省地名志》是在全省地名普查、补查及资料更新、各

种地名资料已丰富齐全，地名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的基础上

编纂而成的。各市、地、县(市、区)民政局地名办公室的同

志，为该书提供了初稿，嗣后，’由山东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后更名为山东省地名研究所，历时五年编纂而成。它既是山东

省地名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山东地名研究到目前为止的集

大成者。因此，该书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名委员会和民政厅

的领导下，全省地名工作者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

．谨向为该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山东省地名志》全面、准确、‘科学、翔实地记载了我省

地名的历史和现状，荟苹了我省二十年来地名工作的科学成

果，共收录全省乡镇以上行政区划和重要居民地名称一万余

条，除记载地名的标准名称、汉语拼音、位置、隶属、名称由

来、含义和建置沿革等地名的基本信息外，还详细介绍了相关

的自然、经济、文化、交通等内容，具有收词量大，涵盖面广，

内容丰富，资料新颖，考释准确、精辟详细等特点，而且书中

所使用的各类地名资料，均是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使用

的，所以，该书不仅具有其系统性和科学性，而且还具有其法

定性、权威性，有较高的使用和收藏价值。

《山东省地名志》以服务于科学研究、改革开放、经济建

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需要为宗旨，向社会

各界提供标准地名和翔实的地名资料，具有资政、存史、教育

的重要功能：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社会各界了解山东，

认识山东，掌握省情、市情、县情、乡情，激发人们热爱山东，

更好地建设山东，促进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必将发挥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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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它的出版，对于发掘和弘扬山东悠久的地名文

化，促进历史文化和古今地名渊源的研究，推动山东的地名管

理、地名研究以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方志学、语言学、

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它的出版，对于促进公安、交通、通讯、城建、测绘、旅游等

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必将作出应有

的贡献。

乃’卵够
一九九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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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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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由山东省地

委员会办公室、后更名为山东省地名研究所负责编纂工作

组织领导、业务指导及审稿定稿工作。该志书根据各市

(地)、县(市、区)地名办公室同志提供的初稿，参考有关志

书、史书等编辑而成。 ·
一

、

’

! 二、本志的编纂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

事求是，准确、科学地记述我省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向社会各

界提供标准地名和翔实的地名资料，．反映地名研究的最新成
田
木o

：三、本卷共收录行政区划、居民地地名条10000余条。其

中行政区划地名(市、地区、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2710

条；重要的街道1000余条；聚落地名(居民区、区片、片村、

村庄)6000余条；地区、市以上直接管理的、具有一定规模的

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12条。。 ．

四、本卷所收录的地名，均是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

标准地名。
‘’

。五、本卷地名的排列顺序，以行政区域为单元，按现行的

行政区划排列顺序编排。各市地条均由概况和沿革两部分组

成；县(市、区)条的编写顺序一般为概况、沿革、街道、街

道办事处、镇、’乡，所收自然村(片村)条均列所属乡(镇、

街道办事处)之后。

六、本卷每条地名的志文内容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音、

地理位置、名称由来、含义和演变等要素，同时还选取了相关

_1一叶



的自然、经济、人文等信息，力求基本信息完备、准确。与地

名有关的重要人物、事件、名胜古迹、人工建筑等，凡为表征

该地名特征所需者，均有点明。

七、本卷县(市、区)以上行政区划地名的历史沿革均从

先秦时期写起，‘止于1996年12月底，主要围绕地名的起源、

演变，。详尽叙述政区的设废、析并、、升降、属辖以及境域的变

动。乡(镇、街道办事处)历史沿革一般从1 949年建国后写

起，止于1996年1 2月底，重点叙述几个重要区划变更时期的

区划变动情况。 。 ，

八、本卷乡(镇、街道办事处)以上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96

年1 2月底。。， 、一 ，+

九、本卷地名的位置指示，凡注明距“市区"或“城区"

公里数的，其“市区"或“城区’’为习惯所指的市中心；凡注

明距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驻地公里数的，为该驻地

街区几何中心。公里数均取直线距离。

十、为反映最新的行政区划和名称变更情况，本卷附录收

有1 9 96年、1998年行政区划表和1 997年、1998年行政区划

和名称变更情况，供参阅。．，
’

十一、为便于查找，’本志上、下册均设有目录，下册还设

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汉语拼音索引。

十二、本卷上册内容包括山东省概况、山东省政区沿革、

山东省地名概述和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

坊、济宁、泰安等9市；下册内容包括威海、日照、莱芜、临

沂、德州、滨州、聊城、菏泽等8市地和附录、索引。 。

编 者 。

一九九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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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概况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北纬34。257—38。23’，东经114。36’一122。43’。东临

海洋，西接大陆。东部山东半岛突出干黄海、渤海之间，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东

与日本，朝鲜、韩国隔海相望，西部内陆自北而南依次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南北

最长约420公里，东西最宽约700公里。总面积15．3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59％。

全省人口8642万，有回、满、蒙古、壮、朝鲜、茁等53个少数民族，共53万人。其中回族48万

多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90％。山东省现设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

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14个地级市和滨州、菏泽、聊城3个地区，共34个县级

市，61个县，44个市辖区，229个街道办事处，1346个镇，979个乡。省人民政府驻济南市。

山东省地域位于我国地势划分中第三阶梯的东缘。全省地势，中间高，四周低。以泰、鲁、

沂山为主体构成的泰鲁沂山地横卧鲁中，成为山东的屋脊，由屋脊向四周逐渐低下。鲁北、鲁

西为平原，构成“鲁西北平原区”；鲁中南和鲁东为山地丘陵，构成“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鲁
东丘陵区”。鲁西北平原区包括鲁西黄河冲积扇平原、鲁北黄泛平原和黄河三角洲平原。平原

地势平坦，地表起伏很小，由西南向东北微倾，海拔高度一般为50"--20米。该平原区属华北平

原的一部分，约占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鲁东丘陵区位于黄河、小清河

以南，京杭运河以东和潍河、沐河以东地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山地丘陵区除

少数山海拔超过千米外，大部分为千米以下、相对高度在200～350米问的低山丘陵。海拔千

米以上的中山全省共六座，即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徂徕山和崂山。东岳泰山海拔1，545米，

是山东省最高峰。中山山峰耸立雄伟，地貌多有悬崖峭壁、深切峡谷、急流瀑布。中山地面积约

2，80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8％。海拔500,---1000米的低山全省共33座，如尼山、抱

犊崮、孟良崮、岱崮、凤凰山、长白山、昆嵛山、牙山、艾山、大泽山、五莲山、小珠山等：低山地貌

一般为岭低、坡缓、沟多、谷宽。低山地面积约14，54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9．3％。500

米以下的丘陵地分布面广，面积约36，85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4％。丘陵地具有孤丘

缓岭、脉络不显、沟谷纵横、地形破碎等特点，在其问或其边缘多散布有山问平原(包括山前平

原和滨海平原)和山问盆地，如泰菜、新蒙、平费、汶泗、河口、湖东、沂沭，小清河、黄掖、胶莱、

日照、牟平、乳山、福山等平原和临朐、沂源、肥城、枣庄、莱阳、诸城、桃村等盆地。山问平原面

积约42，800平方公里，山间盆地面积约2，740平方公里，两者面积之和占全省总面积的

29．9％。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半岛。海岸线北起漳卫新河口，

南至绣针河口，长3024公里，大陆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1／6，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2位，

除北部渤海沿岸为泥沙质岸外，其余多为岩石岸，岸线曲折，多港湾和岛屿。沿岸有天然港湾

20余处，有近陆岛屿296个。较大的港湾有莱州湾、龙口湾、芝罘湾、威海湾．荣成湾等。较大

的著名的岛屿有庙岛群岛及南长山岛、芝罘岛、养马岛、刘公岛、田横岛、黄岛、灵山岛、日照三

岛等。其中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由18个岛屿组成。面积52．5平方公里，为山东沿海最大

的岛屿群。 ’

山东属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其特点：天气温和，热量充足，雨量集中，雨热同季，四季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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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盛行偏南风，炎热多雨；冬季多刮偏北风，寒冷干燥；春季干旱多风沙；秋季天气晴朗，云

雨少。由于受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和大气环流的影响，东西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并且东、西气候

差异大于南、北气候差异。东部受海洋气候影响，气候温湿，冬暖夏凉，变化小；西部受内陆影
响，气候干燥，冬冷夏热，降雨少，温差大。又由于受季风影响，使全省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全省年平均气温11"14℃，并且由东部沿海向西南内陆递增。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一

1～一4℃，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4,-,-27℃，极端最低气温达一2z℃，极端最高气温达43℃．全

年无霜期一般为180"--220天，鲁南、鲁西南最长，鲁北、泰沂山地、半岛内陆最短。全省各地大
于10℃的积温一般在3800"--4600℃，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的热量需要．全省平均光照时数

为2300"-'2890小时，年日照百分率为52""65％。全省年平均降水量550"--950毫米，由东南向

西北递减．鲁南，鲁东南沿海一般为800--。900毫米，鲁西北、黄河三角洲仅550毫米左右。降

水过于集中，季节分配不均，有60～70％的降水量集中于6、7、8三个月，且暴雨多，易成洪水
涝灾。降水年际差异大，多雨年与少雨年降水量可差1—3倍。

山东水系比较发达，平均河网密度为0．24公里／平方公里。长度在lo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1500余条，5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000多条，10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8条。山东的河流分属
黄河、海河、淮河三大水系及独流入海的沿海河流。黄河水系除黄河流经鲁西北平原处，因河

床高于地面，支流很少，仅右岸有玉符河及通过东平湖的大汶河和左岸的金堤河流入，流域面

积为1．3万平方公里。黄河以北鲁北平原上的诸河划属海河水系，流域面积2．9万平方公里，

从北到南主要有漳卫新河、马颊河、德惠新河、徒骇河等，属于平原性河流，由西南向东北流入

渤海，河道平直，河床宽浅，坡降小，排水不畅。鲁西南和鲁中南地区，汇入南四湖诸河及南流

诸河皆属淮河水系，流域面积共4．69万平方公里。在鲁西南平原，由西向东流入南四湖的河

流主要有赵王河、洙赵新河、万福河、东鱼河等，这些河也属平原性河流，具有鲁北平原河流的

特点。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南流河流或西流入南四湖的河流主要有沂河、沭河、西洳河、泗河

等，这些河属山地性河流，上游河谷窄、比降大、水流急，中下游流入河谷平原后，河道弯曲，河

床宽浅，雨季汛期暴涨暴落，洪枯悬殊。在鲁东丘陵及沿海，河流都独流入海，较长的有小清

河、弥河、潍河、胶莱河、大沽夹河、五龙河、大沽河等。沿海河流除上述较长的河流外，大部分
流经山地丘陵，流程短，源短流急，有雨即流，无雨即枯，季节性强．

山东湖泊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与鲁西平原之间的京杭运河一线，如南四湖、东平

湖等。另外还有沿小清河一带的湖泊，如马踏湖(麻大湖)、白云湖等．湖泊总面积1，496平方

公里，蓄水量23．5亿立方米．南四湖包括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四湖相连，面积1，

375平方公里，为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东平湖湖区面积632平方公里，为省内第二大淡水

湖。此湖原为北五湖之一，其他四湖(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马场湖)都已淤积成低浅洼地，

多已耕种，很少积水。山东湖泊，湖盆平浅，湖水不深，一般1～2米。

山东的泉水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石灰岩地区，涌水量较大者有济南的四大泉群(趵突泉群、
黑虎泉群、珍珠泉群、五龙潭泉群)，章丘明水泉群、临朐冶源泉群、泗水泉林，博山龙湾泉群和

谢家店泉群等，其中济南四大泉群涌水量最大，可达4500升／秒．其次还有莱芜的郭娘泉群、

新泰的楼德泉群、博山的城子泉群、蒙阴的柳沟泉群、滕县的蚂蚁泉群等。山东的矿泉主要集

中在鲁东火成岩地区，较著名的有青岛崂山矿泉区、威海温泉、文登七里汤、牟平龙泉汤等。这

些矿泉或温泉，都含有特殊的化学成分，具有医疗保健价值。

山东的土壤主要有棕壤、褐土，潮土、砂姜黑土、盐碱土五大类型．其中潮土面积最大，为

5．5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35．5％。潮土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黄泛平原区，在山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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