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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部翔实记载长岛县地名的志书一一《长岛县地名志》同读

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长岛县位于渤海海峡，亦称庙岛群岛，是全国十二个海岛县之

一，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群岛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富庶美

丽。一代代先人在这星罗棋布的岛屿上繁衍生息，建设家园。创建

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留下了璀灿夺目的名胜古迹。’

建国以来，群岛得到了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

海岛开发建设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把过

去贫穷落后的渔村，初步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海珍品生产基地和旅

游疗养胜地。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地名是人类进行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真实

见证，是文化进步、政区沿革的可靠记录和研究历史的窗1：／。多年

来，县地名工作者为了拯救和继承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努力

工作，贡献了聪明才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过大量的搜集、整

理和辑存，圆满地完成了《长岛县地名志》编纂工作。

这部书集历史性，知识性，专业性于一体，资料比较全面丰

富，以记录地名为主，幕及历史、地理，语言等多种知识，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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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长岛县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实，反映了地名的主要信息，是

一部了解长岛地理特征、历史状况、自然风貌和正确运用地名的工

具书，也是经济、外事、公安、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出版、

新闻、测绘、科技等部门必备的地名资料。同时，《长岛县地名

志》也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它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可说是一门必修的教科书。

预祝这部地名志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占‘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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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各类地名。

二、本志的宗旨是坚持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和地方性相统

一，推行标准化地名的使用，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三、本志结构为首述长岛县概况；中记城区名称，乡(镇)、

村名称，行政、事业、企业名称，台、站名称，海域建筑名称，名

胜古迹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历史、注销地名；后附地名考略、

地名工作大事记和附录、附图。

四，本志各类地名按章、节横向分类，采用条目式排列记述。．

每条地名的基本内容为规范化汉字书写和汉语拼音书写，类别，方。

位，归属，地名的由来、含义和演变；有选择地适当反映其自然、

经济、历史，文化等特征；部分类别的地名综述与分述相结合，以

避免和减少重复。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书面语，力求内容准确、文字简练、详略

得当、表达清楚，一般不作修饰。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委员会等三

个单位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

分)》拼写。

六、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中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从民国元

年(1912年-)起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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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数字书写皆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颁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下限断至1987年底，个别地名下延至1988年公布之

日。

九、本志的地名资料来自地名、岛礁普查和地名补调，相关资

料来自县统计局和主管单位，部分数据取自有关海图，地形图和

《航海指南》，使用时皆不注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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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长‘ 岛 县

]





．位于山东省东北部，渤海海峡偏南五分之三海域中的庙岛群岛

东经120。387—120。587。北与辽宁省老铁山对峙，南与蓬莱相望。

向近乎南北，断层规模较小，岩浆活动微弱。岛陆地貌以剥蚀山丘 ．

．3鼋



和海岸地貌为主要特征，山丘多与地层走向一致。较大岛上多山

丘，山丘间有少量平缓地片；较小岛则多为露海孤丘；另有数个由

岩石构成的小岛。北部诸岛，水深滩窄，岸坡陡峭；’南部诸岛，滩宽

坡缓，连岛沙坝、沙嘴较为发育。全县岛岸线长+146．41公里，较大

港湾28处，主要礁石80余个。主要山丘65座，山体坡度一般在15。一

30。，最高峰海拔202．8米，丘陵地面积47．3平方公里，占岛陆总

面积的90．4％。县内的土壤主要为棕壤、褐土、潮土三个类型。棕

壤面积约30．4平方公里，占岛陆总面积的57．3％，主要分布在丘岭

山坡的上部，立地坡度一般大于15。；‘褐土面积约22．2平方公里，占

岛陆总面积的41．8％，主要分布在丘岭中下部的山麓地带，立地坡度

5。一10^；潮土面积约0．5平方公里，占岛陆总面积的0．9％，主要分

布在岭间谷地和海滨地带，地势平坦，立地坡度一般在3。左右。‘县

境海域被诸岛分割形成13条水道，z平均水深约24米，最深处达86

米。海底地势呈北东向倾斜。长山水道以南，地形基本平坦，深度

小且变化少，多在20米以内。长山水道以北，地形复杂，各岛间均

有水深40一60米的北西向深槽。‘海底地质，’除局部裸露石英岩质岩

石外，大部为沙砾和软泥质地c；’

长岛县属亚洲东部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大陆度为52．3％。

因受冷暖空气交替的影响，‘加之海水的调温作用，四季气温变化和

缓，年较差小，具有冬暖夏凉，气候湿润，润而不潮等特点。一般

春季多风，气温回升晚；‘夏季雨量集中，气候凉爽；秋季干燥，降

温缓慢；⋯冬季多大风和寒潮，气候寒冷。全县多年平均气温11．9。C，

最高午平均12．一8 C，最低年平均10．7。C，月平均气温8月最高为

24．5。C，1月最低为一1．6。C。极端最高气温为36．5。C，发生在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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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30日--31日，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3．3。C，发生在1970年1月4

日。县境是有名的风道，春季多蒙古气旋大风，春夏之交多江淮气

旋大风，夏末秋初常受台风影响，秋冬两季经常出现寒潮大风。全

县年日照总时数多年平均为2542／J、时，日照百分率为58％。年平均

太阳总辐量为123千卡／平方厘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65．2毫米己

最多年份是1973年，降水量达881．4毫米；最少年份是1965年， 降

水量仅282．3毫米；年降水日数平均为80天；四季降水不均，多年

平均春季降水占总量的14％，夏季降水占总量的59％，秋季降水

占总量的22％，冬季降水占总量的5％。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7％，‘

其中7—8月最大为85％，12月最小为604。多年平均霜日为121．1

天，平均初霜日为12月1日，终霜日为3月31日。多年平均结冰日为

127．8天，平均始于11月21日，终于3月21日。长岛县寤然灾害主要

为风灾，对渔、农各业均有很大威胁，其它如旱灾、流灾，冰灾等亦

时有发生。

海水表层温度年平均11．5。C，月平均8月最高为22．1。C， 2月

最低为2．5 oC。海水表层含盐度多年平均为31．3‰，具有冬高夏低

的特点，2月最高平均为31．82‰，8月最低平均为30．49‰。因受

渤海沿岸流低盐水的影响，．砣矶岛以南海区的含盐度略低于砣矶岛

以北海区。海水透明度表现为夏季高，冬季低，北部高，南部低，

一般砣矶岛以北海区夏季可达5—8米，冬季在2—4米之问；砣矶岛

以南海区夏季为3—5米，冬季仅1米左右。海域潮汐属正规半日潮，

潮流有北进南出的规律。年平均雾日为28天，多为平流雾和辅射

雾。

自然资源主要有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水资源包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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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淡水两部分。长岛县四面环海，浅海水域达2400平方公里。据

调查，按现有技术能力适宜人工养殖的海域面积达6万亩。浅海海

底宜养面积也很大，．40米等深线以内岩礁、砾石底质面积约3万亩，

5—20米水深的宜养泥沙底质面积约10万亩。淡水资源比较贫乏，总

体属贫水区。由于海岛坡陡岸峭，径流入海速度快，入渗时间短，

使地表水拦蓄困难，地下蕴藏量少。因降水形成的地表水年平均总

量约为2735万立方米，年平均河川径流量389万立方米，拦蓄可供

利用的约15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146万立方米，可利用量121万立

方米，合计水资源可利用量136万立方米，，人均占有35立方米。农林

牧可利用土地面积64822亩，．占岛陆总面积的80．6％。其中，可耕

地12260亩，园地709亩，林地19421亩，疏林草地21124亩，未利用

土地14123亩。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海洋生物达284种，其中动物

164种，藻类120种，有对虾、鲅鱼等30多种经济鱼虾，海参、海胆、

鲍鱼、扇贝等海珍品亦有相当资源量。另外，海域中有大量的浮游

生物，已鉴定出52属105种，年平均浮游生物量高达288．7万个／立方

米，初级生产力较高，为发展人工养殖提供丰富的基础饵料。陆地

生物资源亦非常丰富，植物类计有180余种，动物类计有280余种。

另外，野生中药材资源达295科，723种。

长岛县经济历来以海洋渔业为主体，历史上北五岛以单一海洋

捕捞为业，南五岛则渔农结合。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贯彻“一养二捕三加工”的方针，在

发展捕捞业的同时，重点发展海水养殖业，形成以养捕并重，工业，

农副业、商业一齐上的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

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7462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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