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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和国际交往服务，以及进行地名研究，加强地名管理工作创造新局面奠

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昌平县地名志》是昌平县地域开发史的真实记录，是弘扬昌平文化的宝贵教

材，也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标志。它是昌平县第一部以各类个体地名为条目

的比较规范的地名典籍，它采用一地一说的形式，介绍了地名的标准名称、标准读

音、书写形式、名称的来历、含义、更替、行政辖属、地理位置等地名学的基本内容。

并根据各类地名条目的实际情况，对自然地理、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方面的内容

进行了适当的叙述。

这部志书介绍了昌平县域内地名及与地名相关的各类信息的历史和现状，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简洁，开宗明义，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是一部珍贵

的社会历史财富。也是一部展示昌平县域内各类地名，资料比较丰富的、科学实用

的地名专业志书。

昌平县境内，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多处地方有人类居住和活

动。通过考古发掘，在雪山、漕碾、燕丹、大宝山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昌

平之称始见于西汉，寓意兴盛安定，它反映了昌平县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境内有

著名的居庸关，形势险要，是北京的西北门户。关沟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与蒙古

高原各族人民相互交往的必经之路；西北部山区有古代军事防御工程——长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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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山前与平原边沿处有元代都水监郭守敬设计开凿的白浮堰和白浮泉遗址；有

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旅游区——明十三陵。昌平山水形胜和众多的文物古迹自
古为人称道。

《昌平县地名志》凝聚着众多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在编纂过程中，得到

了北京市地名志总编辑部的具体指导，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给予了大力帮

助，县内各单位及各界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代表昌平县人民政府向他们表

账．专专畜辛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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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县地名志》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发C1989340号文件精

神，在县委、县政府、《北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市地名办公室领导下，县直机关

及各乡镇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北京市地名志》编纂方案的要求，由县地名办公室

具体负责，在1979年地名普查和1991年9月至1992年9月地名资料更新及十几

年来地名工作资料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编辑而成的。

《昌平县地名志》各类条目内容，以文字为主，辅之图、表及照片，由总篇、政区

聚落地名篇、自然地名篇、交通地名篇、水利地名篇、文化地名篇、历史地名篇、地

名诗词篇、附篇、附录等10篇组成，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

用性。

地名工作是国家行政管理和两个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昌平县

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昌平县地名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对于贯彻国务院颁发的

《地名管理条例》、《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推行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加强日常地

名管理，进行地名学研究的专业志书，是一部地方史料工具书，它将为社会各单位

提供准确、统一的地名及资料，更好地为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昌平县地名志》是昌平县地方志丛书之一，也是《北京市地名志》的分卷。志

书收录各类地名4998条，其中，政区聚落地名113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64条，

铁路名称7条，火车站名称10条，铁路桥梁名称16条，隧道名称32条；公路名称

266条，公路桥名称93条；立交桥名称13条；环岛名称7条；水库名称9条；河闸

名称5条；塘坝名称46条；水渠名称87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地名

称389条；文化体育设施名称60条；医疗设施名称11条；工矿企事业单位名称75

条；历史地名2242条。撰写各类地名释文1913篇，共180余万字。收编各类地名

图91幅，表格73份；彩色照片124帧；黑白照片426帧。

编辑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浩繁的史无前例的社会文化工程，涉及面广，学科知

识广泛，政策性、科学性强，由于编撰人员水平所限，疏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昌平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

厶¨V土日



凡 例

一、本志收编的各类地名以1982年编辑出版的《昌平县地名录》为准，行政区

划名称1982年后有调整，以县人民政府行文为准，依照编纂方案和地名类别划分

为十篇，每条地名的释文采用词典条目式进行编辑的。

二、地名称谓汉字的书写，以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新颁发的《简化字总

表》及《现代汉语词典》为准。地名的读音及拼音字母的拼写，以中国地名委员会、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198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

母拼写规则》为准，个别地名的读音与标准读音不同者，注地方语音。

三、政区聚落地名，在编排上以县乡、镇、村委会办事机关驻地名称为首，其余

条目及其它各类地名以所处地理位置先北后南、由西到东依次排列。

四、地名称谓的来历、含义及演变，确有依据的直接表述，传说不编入本志。

五、自然村内设-个或两个以上村民委员会的，以聚落称谓综合地名相关信

息成文。凡村委会辖若干个自然村的，独立成文。村委会以乡、镇为单位设“基本情

况一览表"表示。

六、本志工作用图以1982年测绘院编绘的“昌平县地图”为准，地理位置按八

方位表示，所写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七、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专名用汉字表示。

八、年代为公元纪年，清代(含)前用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志文所用“1949

年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九、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1年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

方案》为标准表述形式。

十、专业术语以各专业部门提供的资料所用的专业名称和术语为准。

十一、本志所用统计数字，均为县统计局公布数字，除标明年代外，其余均采

用1990年昌平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乡、镇基本情况一览表中的户数、人口均为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十二、跨越县境的地理实体，如山体、河流、公路、铁路等，概述全貌，重点表述

境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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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凡属保密单位或涉及保密性质的内容，本志均未收入。

十四、本志收编各类地图9l幅，其中行政区划图不作为划界的依据。

十五、本志收编资料，大多数结止到1990年底。个别条目资料延至1995年

底。照片资料结止到1997年6月。

十六、本志地名首字笔画索引，以笔画多少为序，笔画相同者按起笔一、I、

j?、顺序排列；地名汉语拼音索引，以地名首字和声调为序，首字拼音相同者按
第二字音序和声调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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