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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对地球上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

的语言文字代号。．当人类最初从事生产劳动时就有了地名，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类活动的增加，．不仅通都大邑、名城巨郡俱有称谓，就

是荒山鄙野、低丘小溪也无不各有其名。地名是国内各族人民友好

往来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

存在的问题处理是否恰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

通、‘测绘、文教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有影响。．
j

地名志，是地方志的一种，它是专门记载有关地名资料的工具

书。《盐池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 979)3 0 5号文件精神，

由县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以县地名办公室为工作班子，在地名普查

的基础上，又经过走访调查，查阅史料，实地考证，广泛听取各方

面意见之后着手编写的。编纂本志的目的，意在使人们“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一正确的使用地名。编写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坚持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遵循去伪存真，详

近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对每条地

名的来历、沿革及其含义和所处地理位置概况，都进行了认真的考

证和核对。采用谨记事实，秉笔直书的方法，力求做到摒弃浮文、

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褒贬于事实之中。

《盐池县地名志》包括图、文、录、照片四部分内容。图，有

标准地名图、历史地图等；文，有盐池县概况，历代建置沿

革，历史地名稽考，各公社、镇、场、 (厂、矿)站等概况， 古



迹、古遗址的文字记载，附记等；录，即地名录；以及有关照片

等。全书共收进地名六百九十三条。．其中，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

五百六十八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二十七条，人工建筑物名称二十一

条j。台、场(厂、矿)、站名称三十一条，明代以前的历史地名四

十六条。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均持慎重态度，对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不

予更改，特别是广大群众用惯了的地名，均未轻易变更。

、’。《盐池县地名志》是经本县人民政府审定和批准的，凡已列

入的地名都是标准地名。今后，使用本县地名均应以此为准。如有

特殊原因改动某一个地名时，需报经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方为

有效。文中所引各类数据均按一九八一年统计年报为准。图中的界

线不作行政区划依据。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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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党政机关驻地



盐池县概况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东靠陕西省定边县，南依甘

肃省环县，西和本区同心、灵武县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

前旗毗邻：在东经1 06。30 730盯一一1 07。41 7，北纬37。04r一一38。l 0
7

之间。南北长约一百一十公里，东西宽约六十六公里，总面积七千一

百三十平方公里。版图呈羊皮状。一九一三年设盐池县，以境内有天

然盐湖而得名。县政府驻地花马池(今盐池县城)，位于县境北部，

距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百七十公里。现辖十五个人民公社、

一个镇，农村有九十六个大队，八百八十三个生产队，五百六十八

个自然村，城镇有五个居民委员会。一九八一年底全县人口十一万

六千七百九十三人，其中县城七千三百零三人。绝大多数是汉族，

回、蒙等少数民族三千一百三十一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八。 。

本县地处鄂尔多斯台地斜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

低，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绝对高差六百四十一米。明显分为黄土丘

陵和鄂尔多斯缓坡丘陵两大地貌单元。以惠安堡公社的郝记台、狼

布掌和大水坑公社的牛皮沟、马儿沟、观音峁以及红井子公社的李

伏渠、后台为界线，。以南为黄土丘陵区，面积约一千三百九十二平

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九点五。以北是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

面积约五千八百三十八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点五。南

部，由于长期农耕和沉积的疏松基质，水土流失严重。山峦起伏，沟

壑纵横，形成丘陵、梁、峁、沟、畔等相间的特殊地貌。海拔高度一般

在一千八百米左右，陈家山最高为一千九百五十一点五米。中北部



还有孤立的黄土分布，以王乐井公社的东部和城郊公社的西部面积

较大。北部，地势平缓起伏，由侵蚀高丘陵，缓坡丘陵、丘问平地．

沙丘、湖泊洼地等地貌单元组成。以侵蚀高丘陵为主，构成了南北

向和东西向两条分水岭。从大水坑公社的西梁，经马鞍山、石板梁

至青山公社的青山村，再沿城郊公社的红沟梁，直达内蒙古鄂托克

前旗，为南北向分水岭。。由红沟梁往西，经佟家山、牛家山、鸦儿

沟至西狼洞沟，为东西向分水岭。这两条分水岭形成一定范围的小

气候。海拔高度一般在一千四百米至一千六百米之间，王乐井公社

的牛家山最高，为一千六百九十七点四米，北大池南缘最低一千二

百九十七米。由于干旱、风蚀、垦荒等多种原因，．造成了沙漠化面

积的不断扩大，风沙地貌十分发育，．沙漠化地已成为县内主要地貌

类型之一。沙地以平沙地和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有的地方连绵

成带。面积约一千八百八十三平方公里，、占北部地区的百分之二十

六点四。

‘全县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7．6。C，一月份平均气温

一9。C，七月份平均气温22．2。C。绝对最低气温一2 9．6。C，绝对

最高气温35．2。C。平均日温差l 2一l 4。C，最高可达28．5。C。

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之说。四季气温特点是，

冬寒长，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气候干燥i日照充足，光能和

热量资源丰富。年均日照为二千八百七十五点八小时，年均幅射热

量140一1 60大卡／厘米2。无霜期短而多变，年均无霜期一百四十天。

左右，绝对无霜期为一百--十天。干旱少雨，蒸发强烈，年均降水

量三百毫米左右，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百

分之六十至七十，冬春少雨雪，仅占年降水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均蒸发量二千一百二十三点八毫米，约为降水量的七倍。沙大风多，。

风速较大，主风方向为西风。三、四月份风速最大，九、十月份风

速最小。历年平均≥5米／秒风速的次数为三百二十三点三次，年

均≥八级风的日数为二十三点五天， ．、

土壤，除南部山区为黑垆土外，其余均为灰钙土，此外，尚有

较多的沙丘和零星盐土分布。本县水资源贫乏，储存地下水的水文

地质条件较差，．黄土中含水量很少，第四纪地层埋藏水短缺，不构

成连续含水层。还由于降水少，蒸发量大，地下水缺乏补给来源．

浅层水分布较广，但涌水量小，且不稳定，多为2l o一300吨／日。

马儿庄、惠安堡一带地下水含氟量高，水质差，矿化度高，大都不

宜饮用。境内无大河流，山水河，苦水河、萌城河均系时令性河流。

流水冲沟分属黄河和内陆两大水系，约有二十多条，。多数无常年流

水，经常有水且水质较好的有二道沟、猫头梁、郝家台、红山沟，·．

营盘台等处，但水量不大。湖泊，除惠安堡盐湖外，原有的哈巴

湖、海子湖等诸湖，多因沙埋而干涸，变成了沙丘或碱滩。

自然灾害主要是干旱、霜冻、风沙、水蚀等。 。

盐池自然资源丰富，有石油、煤、石膏、天然盐湖等多种矿藏。

土特产有驰名中外的滩羊二毛裘皮，具有毛色洁白，弯曲整齐，花

穗美观，轻柔保暧，久穿不毡的特点。有药中之王甘草，还有麻黄、

苦豆子等中草药。素有“盐池三件宝，成盐皮毛甜干草"之称。许

多物产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大量出口。 ‘

盐池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游牧散居，繁衍

生息。自秦汉以来到明王朝末年，盐池地处边防要塞，有“平固门

户，环庆襟喉”之说。历代在此屯垦实边，皆因。地利宜耕牧一，



以养殖业为主，发展农牧业生产。但是，由于受气候等条件的制约，

农业生产不仅具有我国旱作农业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有独特之处。农

作物以生长期短、耐旱、耐瘠、抗逆力强的糜子，荞麦、 山芋为

主，兼以小麦、谷子等。油料以麻籽为主，附之以葫麻、芸芥。全县耕

地面积九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亩，一九八一年粮食产量七千零五万

斤。盐池地域辽阔，人烟稀散，每平方公里拥有十六点七二人。广

阔的天然草原是这里最根本的财富。野生植物有三百余种、可作牧

草的就有一百多种。特别是豆科，禾本科中的一些牧草，营养价值

很高，其中一些中草药和成草，适宜发展以滩羊为主的畜牧业。据

《花马池志》记载，历史上盐池就是“以畜牧业者多于耕种”的地

区。一九八一年底，羊只存栏四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二只，大家畜三

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头。农牧业总产值二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元。本

县缺乏天然林木，植被稀疏。近年来人工造林，‘星罗棋布，已成为

点点沙漠绿洲。境内驻有三北林业局宁夏盐池机械化林场，分布在

十一个公社，成林面积七万九千亩；社队及个人造林的成林面积十

三万二千三百三十八亩。零星植树四十一万六千A-if／k．十一株。盐

池自古有“谋生易”的说法，这里可农、可牧、可付。药用植物遍

地皆是，可谓得天独厚。农村家庭付业主要是挖甘草、养羊j养

猪、养蜂等。社队企业主要是果树栽培，家畜养殖、农付业加工、

采矿、建筑材料制作、农机修造等。一九八一年社队企业收入二十

六万九千六百元。农业机械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发展迅速。一九A--年

全县有大中型拖拉机237台／12769马力；小型拖拉机691台／8146

马力；米面加工机一千二百三十九台；农用柴油机205台／343 1·5

马力；电动机1 93台／e383．5-5 2；农用汽车66辆／6570马力。农



。业机械总动力四万二千三百四十七点八马力。
。

一

．工业交通。二九四一年前，工业，是空白，7是年，．在开展大生

；产运动中办起了盐池历史上第一家工厂一一元华工厂，生产粗毛织

品，支援解放区。到_二九八一年全县工矿企业发展到四十一个，其

‘冲国营九个，：集体八个，t社办工业二十四个。年产原煤二万六千五

百六十五吨，原盐一千七百八十三吨，地毯三千一百三十平方米，

白皮裁制二万五千÷百二十二件。工业产值(按八零年不变价计

算)八百八十五万元。大水坑、红井子、’鸦儿沟三个公社境内出产

石油，。系中央企业，年产原油三十多万吨。近年来交通运输也有了较

’大的发展。叶军公路自西向东贯穿全境，甜惠路、盐大路、．大麻路、

盐王路等十三条农村公路，、总长四千七百六十七公里。‘’从县城到

各公社都有公路和简易公路相通。银川、灵武、吴忠到县城，：县城

到大水坑每日都有班车往返，县城到麻黄山、，后洼也有班车运行。

全县有汽车二百五十辆。 ，。 ’二一

，、盐池县经济贸易处在由自给、半自给向一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

县城和大水坑是全县经济的中心，分别设有三级批发站。百货、五

金、食品、．粮食以及银行信贷，，，网点布局基本合理，．国营、．。集体、

个体经济并存j各公社均有供销合作社，并设有十-4"分销店和五

十九个代购代销店，方便了群众。‘

文化教育。据《花马池志》记载，盐池历史上向无学舍，清时

设初等小学一处，学生十五名。民国年间，县城也仅有一所官办高

等小学，在校学生二十多人。全县现有中学十九所，学生四千一百

五十三人；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内设师范班)，学生四十一人；小

学四百四十所．在校学生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五人。教职员工一千三



百零五人，其中民办教师四百七十九人。县城设有文化馆、 图书

馆、电影院、秦剧团：广播站。十三个公社设有文化站，各公社、

厂(场)站共有二十一个电影放映队，部分村庄通了广播。近年来

科学技术队伍不断扩大，全县有工程师二十四名，其中：农艺师五

人，畜牧师七人，兽医师五人，工程师(制药、水利、林业、无线

电)七人。另外还有会计师1人，统计师1人，水利技师1人。助

理工程师，包括农艺、畜牧、兽医、林业、水电、建筑、农机等四

十一名。各业技术员二十九名。技术推广成果有：滩羊生产。三高一

快”(总增高、．质量高、商品率高、-周转快)；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

意见；滩羊生态地理特征及其进一步发展问题；植物资源调查报告

．及盐池种子植物名录；科学技术管理总结，以及甘草霜、苦豆硷的

制取等科研成果。 ，_．j ·、”，，。、‘

、

．

』|_一九四九年前盐池没有医院；建国初期也仅有一名目家医务人

员。现在全县设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县医院两个、中心医

院一所、公社卫生院十四所，有病床二百一十三张j国家医务人员

二百六十人。大队合作医疗站八十个，乡村医生一百五十人，赤脚

医生四十五人。大部分生产队有卫生保健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初步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

此外，全县有十六个畜牧兽医站、九十五名畜牧兽N-r_作者，

为盐池县畜牧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



． 、历代建置沿革， ，

’’

远古时期
毫阜

．(公老鬯1世纪前)

远古时期的盐池地方，气候温和，野草丛生，林木葱茏，湖水

丰盈。犀牛、野驴、羚羊、驼乌以及鱼类等，在这一带大量生存繁

殖。

于今约四、五千年之前，盐池县境内已有人类居住，并开始用

新的磨制方法制造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开始使用烧制陶器。巳经

掌握了一定的耕牧和渔猎技术，这说明盐池一带'-3时的生产和文化

也是较发达的。

夏、商、西周时期

6(公元前2 l世纪一一公元前7 7 0年)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一一夏朝。

夏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历时四百余年(公元前2 1世纪

一一前l 7世纪)，’其活动中心在令黄河下游地区。盐池县一带，

当时为荤粥(音熏育)之地。 7

公元前十世纪，汤灭夏，建立商朝。商统治的地区比夏时大的

多，商的影响传播也更远。今盐池一带属鬼方之地，居住着羌族等

游牧部落。羌族成为商朝西北边防的最大威胁。商朝建立后，与鬼

方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史书记载，商代武丁时期，曾对鬼方大规

模用兵，战争进行了三年才取得胜利①。大约在这个时期，商的势



力已达盐池一带。

约在公元前1 0 2 7年，。周武王联合诸侯国灭商，建立周朝，

史称西周。其中心在今陕西渭水流域。盐池县属俨狁，亦称戎或西

戎之地。

·'

1春秋战国时期 、

7

(公元前7 7 0一一前2 2 1年)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诸侯争霸，战争不息。各诸侯自立为

王，因而称“东周列国”。1列国战争中，位于西方的秦国日趋发展

起来，成为强国。秦的西北部居住着西戎，西戎部族分为许多支，

盐池境内居住着晌衍戎族、，大约在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 2 3

年)“霸西戎”②，盐池地区就已置于秦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战国时期，秦国一面对东方诸国作战，一面对其后方一一西

戎之地用兵，不断加强其西部边境的统治。公元前4 4 4年， 秦

“伐义渠，虏其王”③。公元前3 2 8年，秦惠文王“纳上郡十五

县”④，今盐池县以东地区为其所有。公元前3 2 0年，秦惠文王

曾到昀衍戎厝住的地区巡游，并由此而北达黄河。秦惠文王在今盐

池等河套地区巡游时，当地的晌衍戎族还献给他一头五足牛⑤。其

时，晌衍戎地已为秦国所控制，昀衍戎部族亦臣服于秦国。。
●

●

秦朝时期
●

(公元前2 2 1年一一前2 0 6年)

公元前2 2 1年，秦始皇赢政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一一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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