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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赋予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实体的指位名称，是人类社会交往中不

可缺少的工具，也是重要的信息载体。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的

增多，生产、生活的日趋集团化、社会化，地名的使用范围也日益广泛，使用频

率日趋提高。城市管理、新闻出版、交通、邮政通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均与地

名息息相关：编纂出版地名志书，不但是人们进一步了解地名信息的需要，同时

在推行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加强地名管理，将地名学研究引向深入等方面也具

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部地名专业志书，它不但有现实意义，也为后人留下一部了

解、研究北京地名及北京史地民俗的重要史料。因此，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在北

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市地名办公室编纂了这套我市历史上第一

部大型地名专业志书。

本书是《--11二京市地名志》总卷的一部分，是在东部远郊区五部分卷的基础上，

精选条目，，修改、编纂而成。全书以县为单元，选收政区、聚落、街巷地名1553

条，地名图11幅，彩色照片53帧，黑白照片74帧。本书按照编纂方案的统一要

求，一地一说；记述了地名的标准名称、标准读音、地理位置、行政辖属、名称

来历、含义，更替及地名所指代地域的自然、历史、经济、文化、交通等相关信

息。以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为原则，力求资料翔实，言简意赅。

由于地名学是--f]新兴的边缘学科，释文内容比较广泛，虽经反复审改，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热切期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更正。

《北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199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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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卷是在本市东部远郊县五部分卷的基础上精选、编纂而成的地名专业志

书。共选收政区、聚落、街巷地名1553条，并将五县全部地名(政区、聚落、街

巷)以附表形式表示概况。

2．本卷收录地名的范围：①、乡、镇以上政区名。②、大、中型住宅区名。

③、路段较长，知名度较高、文化内涵丰富的街巷、胡同名。④、乡驻地及重要

村落名。

3．以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述而不论为基本编纂原则。除反映地

名的标准名称、标准读音、位置、名称含义及演变等信息外，还对地名指代地域

的自然、历史、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相关信息进行扼要记述。 ，

4．由于各县截稿时间不同，本卷使用的各类统计数字年限有所不同。其中密

云、平谷为1988年统计资料；顺义、通县为1989年统计资料；怀柔为1990年统

计资料。非以上年限的统计数字，均明确标明年份。本卷所列数字不作统计依据。

5．地名读音的拼写方法，以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

绘局联合发布的(84)中地字第17号文件(《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汉语部分)》)为准。

6．历史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表示，清代以前(含清代)，用帝王纪年加括

公元纪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民国纪年加括

公元纪年。

7．1949年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8．专业术语按专业主管部门规定使用。

9．凡保密单位及具有保密性质的内容均未收入。

10．本卷附图的行政区划界线均参照北京市测绘院地形图所标界限转绘，不



界依据。 ．

．本卷地名以政区带聚落的顺序排列。政区的排列以国家行政区划编码为

落按先北后南，先西后东的顺序排列。

．为便于读者查阅，除编排目录外，还设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汉语拼音索

字笔画索引按地名首字笔画数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一I．J、

排列；首字相同的条目，按第二字笔画和起笔笔形排列，以下类推。汉语

引，按地名字头的汉语拼音、声调排列；音调相同的字，以汉字笔画、笔

则同上)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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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潭自然风燎廖

通县西海子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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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北周占塔～燃灯绑舍利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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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古北口畅令公庙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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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水库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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