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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矿产资源需

求量处于增长时期，需求的量大、矿种多 。 掌握全国的所有矿产的家底，是国家与人民十分需

要的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 60 多年的历程中，地质工作者已为国家发现了 172 种矿产，其中 159

种矿产已获得资源储量，矿床、矿点等各类矿产地已达 20 多万处，积累了丰富的矿产地质资料，

广大的矿产地质工作者为国家所需，迫切真诚地期望早日进行覆盖全国全部矿产信息的汇总，

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 今日终于得到国家的支持，得以实施，并且经过江西省的试点，在该省、

以杨明桂先生为首的研编组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矿产地质志省级第一卷 《 中国矿产地质志·江

西卷》率先正式出版，供全国使用，这是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工作史上的新起点。

新中国第一部 《 中国矿产地质志~ ，汇总广大地质矿产工作者为因为民找矿的成果，汇集全

国查获的全部矿产资源及其开采利用的状况，分析资源前景，并对找矿过程中获得的丰富的找

矿经验和成矿规律认识进行阶段性的总结 。 这将是我国迄今为止矿产资源文集大全，将为全国

及各省、自治区、市政府矿产资源规划、部署、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为全国人民提供祖国矿产

资源的现有家底及开发前景，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科学研究及地矿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料。

一百多年前， 1906 年满清皇朝光绪年间，顾琅、周树人(鲁迅)先生合著 《 中国矿产志》

出版，附中国矿产一览表、地质时代一览表和中国矿产全国图 。 满清政府甚为重视，列为国民

必读。 这是我国第一本 《 中国矿产志~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该书共列出 10 个金属矿产(金、

银、铜、铁、锡、铅、水银、辰砂、梯、住矿)， 20 个非金属矿产，全国共列出 1203 个矿产地。

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马良先生为之作序，序言中说"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慨祖国地大物

博之无稽麦著中国矿产志一册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自

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当时该志书是为国民知道国家的矿产，去开采致富，

达到强国的目标。 弹指一挥间，一百多年过去，天翻地覆，时代变了，祖国的盛世来临，现代

化、和平民主的强大祖国就在面前。 新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产地质志亦将面目一新，但研编的目

标是一致的，都是为民、为国，为民所知，为民致富，为国所知，为国强大。 我们是继承前人

事业、继续往前走!

本次研编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日俱增，欣欣向荣，需

要矿产资源，需要全国摸清矿产资源家底。 新中国成立以来60 多年矿产勘查与开发得到大发展，

取得了丰硕的找矿成果和海量的矿产地质勘查、开发和科研资料。 因土资源部近八年来组织完

成了三大全国性矿情调查工作:矿业权核实、 28 个矿种资源现状利用调查和 25 个矿种资源潜力

坪价。 开展中国矿产地质与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究、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得到了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领导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部门及矿产地质领域专家、



学者们的大力支持。 社会需要，政府重视，研编条件具备，是本项工作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与

重要保证。

研编工作的策划，充分吸取了历来志书编慕的精髓，广泛听取并吸纳矿产资源领域各部门

专家、领导意见，并进行了重要研编内容的工作试点 。 确定本矿产地质专业性志书采用"以述

为主，述论结合"的原则，实现叙实性与学术性结合，矿产叙述必实，规律论述有据，做到资

料真实、全面、最新、可查，文字论述简练易懂、图文并茂，研编技术统一要求，研编工作统

一部署，研编组织有编篡专家队伍，亦广邀各方专家共同参与，集思广益。 论述部分广纳有据

论点，广迎百花，力争创新亮点，并为后人创新搭建平台 。 通过共同努力，使研编工作有序

进行。

本次研编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各省、区、市矿产地质志;全国矿产总志;全国区域成矿规

律研究 。 每一部分都有书、图、数据库及普及本。 各省、区、市矿产地质志包含本地区所有矿

产资源 。 全国矿产总志包含各主要矿产的矿产志及全国矿产汇总。 全国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包含

各主要成矿区带成矿规律研究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汇总。 整个研编工作自 2014 年开始至

2020 年完成。 研编期间，研编成果实施边完成、边出版、边使用，使研编成果及时向社会提供，

逐步积累，最终完成。

本项研编工作，意义重大，但任务繁重，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科研、 教育领域各个

部门各方专家 。 我们认为，只有共同参与，同心合作、政府支持才能胜利完成此项工作。 我们

衷心希望并坚信，参与工作的全体同仁为实现此国家重大目标，在政府与矿产资源工作有关部

门与广大同仁专家支持下，一定会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共同奋斗，在 2020 年提交一份世纪性

的矿产志书大成果。

2014 年门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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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改革开放以来，巾罔经济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地质又进入一个"大调查"的新高潮 。 盛世

修志，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下， {中国矿产地质志》 的研编工作全面展开。 江两省率先完成

了 《中国矿产地质志 · 江西卷》 。 正如该卷主编杨明桂(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前任总工程师)所总结

的:江西省近年来之所以连续取得了大湖塘和朱溪这两个超百万吨级鸽矿(世界最大)的找矿突破，跟编篡

矿产志过程中"控掘"老资料密不可分。 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矿产潜力可以继续挖掘呢?

一 、 编篡之缘起

中国矿产资源丰富，人所共知;中国人口众多，也是众所周知。 但这两个事实，不一定人人了然于心，尤

其是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矿产资源人均占有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事实更不是世所共知的。 在一部分

人超然享受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丰厚利益的同时，另外一部分人苦于缺水而不得不背井离乡……

在中国，鲁迅先生被排列在中国近代作家的第一位，并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是众所周知

的。 然而，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中罔最早完成的两篇重要文献一一 《中国地质略论》 和 《 中国矿产志》 一一

却也是鲁迅先生所写所篡!

正如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采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

要好一些。 "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鲁迅在 1898 年( 17 

岁)由浙江绍兴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次年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风气，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

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并与顾琅同窗，成为这个学堂最早的学生之一。 1903 年 8 月， 23 岁的鲁迅以"索子"

为笔名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上发表了他的首篇地质学论文 《中国地质略论~ 0 1906 年鲁迅先生又和顾琅先生

(芮石臣)同篡了《中国矿产志~ ，并于 1906 年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 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良，即当时著名的

爱国老人马湘伯为此书作序，称赞该书"用心至深，积虑至切"指出鲁迅与顾琅合著此书"使我国民深悉罔

产之所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 。 清政府农工商部也给

予此书很高的评价和认可，通令矿务、商务界购阅，学部则批准将此书作为中学堂的参考书，且"国民必

读" 。 这使得 《中国矿产志》出版当年即增订再版，并在短短的 8 个月内，连续出版了 3 次，可见其在当时影

响力之大。 正如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所言吾既述地质之分布，地形之发育，连类而之矿藏，不觉生敬

爱忧惧种种心，掷笔大叹，思吾故国，如何如何。 ……救之奈何?……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侨固犹是中国之主

人，……况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不然，则吾将忧服箱受策之

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 。 因此，连续编著 《中国地质概论》 和 《 中国矿产志~ (相当于"地

质志"和"矿产志" ) ，远非一个职业作家的"业余爱好而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文学家之一的鲁迅先

生忧国忧民之具体体现!

1986 年 3 月 19 日，我国颁布了第一部《矿产资源法~ (1 996 年 8 月 29 日颁布修正版) 0 {矿产资源、法》

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糠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

坏矿产资源。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 这不能仅仅停留于官样文章。 如何合理保护、勘

查开发矿产资源、?首先在建章立册。 中国古代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系列重大发明户口制度"就是其中

之一。 户口制度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传承不息、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具体体现。 那

皿



么，中国的矿产资源到底有多少，具体在哪里，也迫切需要建立一本中国矿产资源的"户口本分门别类，

蟆清家底，无论是对于矿政管理还是资源保护都是不无禅益的。 在编篡《中国矿产地质志》 的过程巾，首先

编写一册 《矿产地名录》显然是必要的，不但可以作为一部工具书查阅，也可以作为矿产资源的一个"户口

本"来管理。

二、范围之界定

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少，比如，什么是"矿产地"?这就是第一道难题。 查 2005 年

出版的《地球科学大辞典~，竟无"矿产地"之解释。 再查美国的《经济矿床学》、前苏联的《矿床地质学》

和我国通用的《矿床学》教科书，均没有给"矿产地"下一个严格的定义。 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在本次

矿产地质志的研编过程中一方面离不开对"矿产地"的梳理，另一方面也的确难以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定义。 因此，本《名录》暂时把"矿产地"界定为"产出有矿产资源的地点这一地点的范围大小是随着

矿种的变化而变化的，大到上百平方千米的油田，小到几平方米的矿点露头，都可以，但应有实实在在的矿

石、矿化体、矿体存在或曾经存在。 因此，本次收入的矿产地未包括仅仅根据物化探、遥感异常罔出而缺乏地

质资料的"矿产地即单纯的异常暂时不算作矿产地，待验证之后证明的确是由于矿石、矿化体、矿体的存

在而引起时再行补录。

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社会发展，行政区划变动甚快、较大，如"复县金刚石"闻名天下，但

"复县"已改为"瓦房店市而瓦房店市作为县级市又隶属于辽宁大连市。 为了便于使用，本次编篡过程巾，

以 2013 年 12 月底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政府门户网公布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

划简册 2014~ 一书巾的行政区划为准，对各矿产地进行了梳理，放弃旧名，更以新名，并尽量对可能产生歧

义的地名在新名之后以括弧内注明旧名的方式来表达，既力求准确、规范，也便于在使用既往资料的过程 '1'

X才照 。

三、资料之颤别

第二道难题，自然就是选择哪些矿产地收入。 对于纷繁复杂的资料(既有来源渠道的不同，又有繁简程度

的不同，更有年代新旧的差异) ，如何虹别，颇伤脑筋，极费工夫，一矿多名与异矿同名的现象屡见不鲜。 更

兼巾国的矿产资源具有共伴生的复杂性，往往一个矿床共伴生有多种矿产资源，在按照不同矿种统计的资料

巾，往往列在不同的矿产地名录之下，因此，在本《名录》确定将"矿产地"自然属性作为第一标准的前提

下，原本分散于不同行业部门的资料就需要重新梳理、归井，还其矿产地的本来面目 。

对于矿产地名称，在"全国矿业权实地核查"项目中，往往采用 x x 核查矿区"或 x x 核查区"的

名称，本目录一般直接略去"核查矿区"几个字，如"山东安丘市锁头山铁矿核查矿区"简化为"山东安丘

市锁头山铁矿" 。 对于在老矿区深部、边部、外围设立勘查区(包括普查区、详查区和勘探区) ， 一般归入到

原有矿产地，除非勘查结果表明发现了独立的矿床并已经独立命名上储量表。 如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乡关

上大揭盖外围金矿"归入到"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乡关上大揭盖金矿" 。 不同来源的资料，实属同一矿区者，

进行合井，如，北京市延庆县的岔道铅矿实际上就是岔道铅钵矿，因此，删除岔道铅矿而保留岔道铅饵矿。 同

理湖北阳新县张家湾铜矿"与"湖北阳新县的赵家湾铜矿 11 矿带"合井，保留前一名称，删去后者。 对于

同一矿区或者工作区， J泉先以不同名称或者不问编号分别命名 、 而经过勘查之后实属同一个矿床的不同矿产地

(包括矿体、矿段)宜尽可能合井，但对于沉积岩型矿床，如果需要特别强调不同层位或者不同矿种时，可以

保留原先的矿产地名称。

对于煤矿，暂时保留"煤矿"和"井田"并存的用法，待进一步梳理。 如，福建省的大吉煤矿大吉井田 、

大吉煤矿小古井田等，暂时不合并为"大吉煤矿" 。

通过近 10 年的搜集、整理和不断补充(最新的资料搜集至同土资源部 2014 年 8 月 22 日发布 、 刊登于

2014 年 9 月 4 日中国国土资源报的 {2014 年 2 季度国土资源报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成果信息表~ )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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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产地质与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究(中同矿产地质志n 项目启动以来，得到了各省级项目组的大力协

助，通过编制各省矿产地一览表，再一次fi旧录新，使得《中国矿产地名录》得以面世。 在欣喜之余，也应

该看到，在今天的中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矿产地被发现，这是同家资源家底不断充实的具体表现，目前的

《中国矿产地名录》自然需要不断补充，不断续写，因此不可能等到资料搜集完备才出版。 因此，错漏之处在

所难免，期望在《中同矿产地质与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究(中国矿产地质志n 项目完成之时或在以后的适

当时间再向版"修订本"、"增补本" 。

四、编排之方式

如何编辑，按照省份，按照矿种，还是按照规模大小抑或工业用途?这是第三道难题，因为不同的读者可

能有不同的倾向，地方行政主管期望一目了然地把握本地区的资源家底，而工业部门的领导希望一目了然地把

握某一矿种的空间分布，难以兼顾。 权衡再三，本着"读得懂，查得到，用得上"的原则，本《中国矿产地

名录》删繁就简，采取了先空间后矿种的传统做法，即先分省后分矿种、同一矿种再战照拼音排序的方式来辑

录，一方面取法于顾琅和鲁迅的《中罔矿产志》及章鸿钊的《古矿录}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现代计算机的排序

技术，法古不泥古，传统与新技术珠联璧合。

《中同矿产志》全书以文言文写成，包括导言和本言两篇共 22 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地质和矿业概况，对全

同 18 个省数十种矿产的储量、质量及分布，分别作了介绍。 书中还附有《巾同地相图上《中国矿产全图》、

《中同各省矿产一览表》、《地质时代一览表》等图表。 该书本育的编篡方式是先省后矿种，如第五章为"直隶

省矿产下分第一节金属矿、第二节…… 。 在第一节巾又按金矿、银矿、铜矿、铁矿、水晶等矿种分别叙述。

在金矿一段中，先列出存在金矿的主要地区有"顺天府房山县宝金山、 )1顶天府密云县、永平府迁安县宽河川、

顺天府大兴县……然后写道"有注矿产，惟在热河者，有都统寿荫之覆奏，可得其概。 虽诚忘不可知，

今姑再录之。 略谓金厂沟梁，以光绪十八年始。 矿石坚致，日获金五四十两。 双山子金矿，日获二三十两。 利

益殊丰。 宽沟等处，虽兴业垂二三十年，然拮据甚。 土槽子，遍山线，……" 。 其中所述的金厂沟梁、双山子

金矿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在生产，而土槽子金矿具体在哪里呢?

1953 年， 章鸿钊先生遗著《古矿录》出版。 该书也是分省记录的，如第一卷涵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第二卷涵盖浙江和福建，等等。 每省先列出"矿石种类再分别按照古书的不同摘录，如《汉书地理志》

"东海郡下到有铁官……"， ~后汉书郡同志} "东海郡胸有铁。 彭城有铁。 ……"， ~宋史地理志} "徐州利国

监主铁冶"……这些资料暗示今天位于江苏徐州的利国铁矿有可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开发历史。

上述无论是鲁迅先生的著录方式还是章鸿钊先生的著录方式均各有千秋，但都离不开地点和矿种两大信

息， 11[1构成一个矿产地的基本要素，在于其所在的具体位置和矿产资源的种类。 至于其开采年份、矿床类型和

规模，可以认为是其次的。 因此，矿产地名录也采取了"空间+矿种"的著录方式，但鉴于目前的矿产地在

数量上已非 110 年和 60 年前所能比，为便于查阅，在分省编录的基础上，再细化到地厅级行政区域(地级市、

地区、州、盟) ，每个地厅级行政区域内再按照矿种排序，相同的矿种之下再按照县级行政区域排序，即"省

级→地厅级行政区→矿种→县级行政区" 。 所有的不同级别的行政区的排序方式均按照其第一个汉字的拼音顺

序排列，类似于查字典的办法;矿种则先金属后非金属，金属以英文字母表示、排序(如 Ag 、 Au~ ……) , 

非金属以汉字排序(即按照拼音顺序) 。 这样，本矿产地名录的第一章就是安徽，第二章才是北京， 最后一章

则是浙江。 安徽省的第一部分是"安庆市"而不是"合肥市"也是因为"安"字的拼音顺序排列在前。

五、使用之范畴

据朱训等在 1999 年出版的《中同矿情》之统计，中国古代金、银、铜、铁、锡、专丹、隶、铸 8 种金属矿

产的采矿区在先秦时期有 112 处，汉代 103 处，隋唐 280 处，北宋 218 处，元代 147 处，明代 420 处，清代

417 处，合计 1697 处 。 但这 1697 处采矿区，有些无疑是持续性的 。 到 1996 年，中国已经找到 168 种矿产，探

明储量的矿产从 1949 年的 2 种增加到 153 种，发现的矿产地有 20 多万处。 但这 20 万究竟是哪 20 万处，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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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谁，并无公开的名单。 再到 2012 年底，全同设置采矿权 96952 个(登记面积 10. 29 万 km2 ) ，探矿权 32899

个(登记面积 69.62 万 km2 ) 。 诚然，这 129851 处有矿、曾经有矿或疑似有矿的"矿权地块"并不等同于矿产

地，更不等同于矿床，一个矿床由若干家企业分割开采的现象屡见不鲜。 好在，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全国矿产

资源潜力评价"、"全国矿业权实地核查"和"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三项国情调查，为矿产地的梳理

提供了新的契机。 本《名录》也是基于对上述三项调查成果梳理之后重新厘定的名录，尽量规避了一矿多证

产生的误解，但因地质资料的欠缺又无法一一实地查勘，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矿多名、异矿同名乃至于重复

收录的现象。 因此，本《名录》首先是在各省级项目组汇交的 6 万余处矿产地的基础上，经过瓢别和核校，修

改了一些地名错误(如内蒙古乌海市渤海湾区"应该是"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 ) ，并合并了一些因为分

矿种等原因而重复分列的 1360 处矿产地，又新增加了 lO566 处，合计约 7 万处。 这约 7 万处体现的是具有矿

床地质内涵的具体矿产地，而不是工作区区块、矿业权设置及物化探异常意义上的"地点"或"地块" 。

六、必要之说明

除前述有关资料"ft别、编排原则、著录方式等方面之解释外，补充几点说明:

1.资料除来自于各省级矿产地质志研编组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全国矿业权实地核查"等项

目成果及各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等所编制的矿产地一览表之外，还参考了《中国石油地质志》、《中国煤炭志》、

《 中国矿床发现史》等大型志书;

2. 本名录分序号、主矿种和矿产地名称三列，以无框表格方式编排。 对于编号，每个省独立给号、顺序

编排，在数据库中每一处矿产地均只有唯一的一个编号，但有时候出现序号不连续的情况。 这是因为重复者已

被删除或者在修改、编辑过程中发现其行政区划位置改变而"移位"之故，为不影响其唯一性且与数据库对

应，未进行重新排序，以免错乱。 对于主矿种，一般指的是最重要的矿种或者矿产资源的类别，可能与矿产地

名称中所述的矿种不一致。 对于矿产地名称，储量表或其他资料可能以矿业公司或者自然人来命名，本名录据

相关资料尽量统一到符合"地名+矿种"的原则，但个别尚难以更改;

3. 限于篇幅和时间紧迫，本名录未系统给出矿产地的规模大小、成因类型、地质特征等其他信息，以至

于可能出现个别重复出现的现象，但重复者不见得是同一处矿产地;

4. 对于跨县甚至跨省的矿产地(尤其是煤矿、油田)以及一些地理位置未查明的矿产地，本名录暂时放

在各省最后的"其他"或"其他地区

5. 对于复杂多金属矿产地往往因为矿种完整性不一，对于非金属尤其是建材类的矿产地往往因其空间范

围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难免出现一矿多名、同名异矿、异名同矿等复杂现象，当读者发现问题时，请不吝

指教，便于修正。

值得指出的是，在已发现的 "20 多万处"矿产地中，经过不同程度勘查(普查及以上)的只占1/10 ，还

有 90% 的矿产地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地质工作。 因此， ~中国矿产地质志·矿产地名录卷》虽为发韧，不免挂一

漏万，期冀抛砖引玉，谱录前贤，后记新秀，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基础而永远传承。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中国之矿产资源自然也是中华民族所有!

轩在一 Z会严
2014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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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 …………………………………………………………………………………………… (107 ) 

陇南市 ………………………………………........………………………………………………………. ( 107 ) 

平凉市 ……………………...……………………………………………………………………………… (109 ) 



庆阳市 ………………………………..........................…………………………………………·…… (1 IO) 
天水市 .......…………………………………………………………………………..……………………( 110) 

武威市 ………………………………………………………………………………………………………( 111 ) 

张掖市 ………………………………………………………………………………………………………( 1 口)

广东省………………………………………………………………………………………………............... (117) 

潮州市 ………………………………………….........……………………………………..………………( 117) 

东莞市 ………………………………………………………………………………………………………( 118) 
佛山市 …........………………………………………………………·…………………………………… (118 ) 

广州市 ……………………………………………………………………………………………........…. (119) 

河源市 ……………………………………………………………………………………………………… (120 ) 

惠州市 ……………………………………........………………………………………………………….. (122) 

江川市 ………………………………………………………………………………………………………( 124) 

揭阳市 ………………………………………………………………………………………………………(127 ) 

茂名市 ……………………………………………………………………………………………………… (128) 
梅州市 ………………………………………………………………………………………………………( 130) 

清远市 …………………………………......………………………………·……………………………. (135) 

汕头市 ………………………………………………………………………………………………………( 139) 

汕尾市 ………………………………………………………………………………………………………(1到)

韶关市 ………………………………………………………………………………………………………( 140) 

深圳市 …………………………………………….......………………………………………………….. (1的)

阳江市 ………………………………………………………………………………………………………( 1 的)

云浮市 ………………………………………………………………………………........………………. (147) 

湛江市 …........……·……………………………………………….......……………….......…………. (149) 

嘻庆市 ……………........…….........………………………………………………………………….... (150) 

中山市 ……………………………………………………………………........…………………·………(153 ) 

珠海市 ……………………………………......…….................................………......…………… (153) 

其他………………………………………………………………………………………………………( 153) 

广百壮族自锚区………………………………………………………………………………………………(156)

百色市 ………………………........…………………………….........…………........….......…·…… (156) 

北海市 ……………………………………………………………………………………………………… (159) 

崇左市 ………………………………........………………….................................................... (160) 

防城港市 ……………………………………………………………………………………………………(161 ) 

贵港市 ………………………………………………………………………………………………………( 161 ) 

桂林市 ………………………………………………………………………………………………………( 1 的)

河池市 …………………………………………………·………………………………………………….. (167) 

贺州市 ……………………………………………………………………………………………………… (17 1 ) 

来宾市 ……........…………………·…........……………………………………………………………. (173) 

柳州市 ……………………………………………………………………………………………………… (175 ) 

南宁市 ………………………………………......………………………………………………………… (177 ) 

钦州市 …………………………………………........…………………………………………………·… (180) 
梧州市 …………………………........……………………………………………………………·………(1 81) 

玉林市 ……………………………………………………………………………………………………… (184 ) 

其他……………………………………………………………………………·……………………….. (186) 

K 



贵川省……………………………………………………………………………………………...... ............ (187) 

安顺市 …………………………………………........………….........…………………………·………( 187) 

毕节市 ………………………………………………………………………………………………………( 189) 

贵阳市 ……………………………………………........……………………………·…………………… (193 ) 

六盘水市 ……………………………………………………………………………………………………(196) 

黔东南州 ……………………………………........…….........…..................………….........……. (198) 

黔南州 ………………………………........…………………….........…………………………………. (201) 

黔西南州 ……………………........….........………….........…………..................….........……. (207) 

铜仁市 ……………………………………………………………………………………………………… (209) 

遵义市 ……………………………………………………………………………………………………..叫到 1 ) 

海甫省……………………………………………………………………………………………….......…….. (221) 

河北省…………………………………………………………………………………………………………... (226) 

保定市 、 沧州市 ………………………………….......…................……………….........…………. (226) 

承德市 ........................………………………………………………………………………………..川 227)

郎嘟市 …………………………........….........…·………...................................................… (231) 

衡水市、廊坊市 …………………………………………………………………………………………..仆233)

秦皇岛市 .................…….........……………·……………………………........…….........………. (233) 

石家庄市 …·……………………………………………………………………………………………….. (234) 

唐山市 ……………………………………………………………………………………........…………. (236) 

邢台市 .................…………·………………………………………………........……………………. (239) 

张家口市 …………………………………………………………………………………………………… (240) 

河肃省……..……………………………………………………………………………………………………川243)

安阳市 ………………........……………………..........………………………………………………·… (243 ) 

鹤壁市 ……………………………………………………………………………………………………… (243) 

焦作市 ……………………………………………………………………………………………………… (244) 

洛阳市 ………………………………………........………………………….........…….........………. (245) 

南阳市 ……………………………………………………………………………………………………… (248) 

平顶山市 ……………………………………........………………………………………………………. (252) 

横阳市 …........……………….........................….......……….............…...............…......…. (255) 

三门峡市 …………….......………………….......…….........…………………….........…………·… (255 ) 

商丘市 …·…………………………………………………………………………………………………·川258)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仆258 ) 

新乡市 …………………........…………………·……………………................…………………….. (259) 

信阳市 ……………………………………………………………………………………………………..川259)

许昌市 ……………………........………·………………………………………………………………… (262) 

郑州市 ……………………………………………………………………………………………………… (263) 

驻马店市 …………………………………........………………….........………………………………. (265) 

黑龙辽省……………………………………......………………………………….......…………………….. (267) 

X 

大庆市 ……………………………………………………………………………………………………… (267) 

大兴安岭地区 ……………………………………………………………………………………………… (267 ) 



哈尔滨市 ………………….......………………………………………………………………………….. (271) 

鹤岗市 …………….......…………………………….......…………………………………·…………… (272) 

黑河市 ……………………………………………………………………………………………………… (273 ) 

鸡西市 ……………………………………………………………………………………………………… (277) 

佳木斯市 …………………………………………………………………………………………………… (278) 

牡丹江市 ……......……..............………......…………………………………………………......... (279) 

七台河市 …………………………………………………………………………………………………… (282) 

齐齐哈尔市 ………………………………………........…………………………………………………. (282) 

双鸭山市 ………………........……………………………………………………………………………. (283) 

绥化市 ……………………………………………………………………………………………………… (284) 
伊春市 ……..……………......………..............…...................………........……......….......…. (284) 

湖北省…………………………………………………………………………………………………………… (287)

鄂州市 ……………………………………………………………………………………………………… (287)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 (287) 
黄冈市 …………........……………………·………………………........……………..................…. (289) 

黄石市 …………………...............……………………………………………………………………… (289) 

荆门市 …………………………………………………………........……………………………………. (292) 

荆州市 ……………………………………………..…………........….........…….........………........ (292) 

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 (293) 

十堪市 ………………………………………………………………........………………………………. (293) 

随州市 ……………………………………………….........…………........……………………………. (295) 

武汉市 …………·………………………………………………………………………………………….. (295) 

戚宁市 ……………………………………………………........…..................…..........…........…. (295) 

襄阳市 ……………………………………………………………………………………………………… (296) 

孝感市 ..............…·……………………………………………………………………………………… (297) 

宜昌市 ……………………………………………………………………………..............……………. (298) 

其他…………………………………………………………………….......…......……..…..... ..….. (301) 

湖甫省….........................................................……………………………………………………… (302)

常德市 ……..………………………………………………………….............…......…………......... (302) 

梆州市 ……………………………………………………………………………………………………… (303) 

衡阳市 ………………………………………………………………………………………………......... (弛的

怀化市 ………………………………………………………………………………………………………(弛的

委底市 ……………·……………………………………………………………………………………….. (307) 

邵阳市 ………………………………………………………………………………………………......… (309) 

湘潭市 ……………………………………………………………………….......………...... .…………. (31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外| ………………………………………………………........……………………. (川的

益阳市 ……………….......……………………………………………………………………………….. (311) 

永州市 …………………………………………........………………….........………….........……·… (3]2) 

岳阳市 ……………………….........……………………........……………………………..…........…. (313) 

张家界市 …………………………………………………………………………………………………… (3 l3 ) 

长沙市 ………........….........…………………………........……………..…………………………… (314 ) 

株洲可7 …………………………………………………………………........……………………………. (3]5) 

泪



吉林省…………………………………………………………………………………………… .... . . ........… (3川

自城市 ……………………………………………………………………………………………………… (317 ) 
白山市 ............................................................................... . ................. . ........... ..…… (3 17 ) 

吉林市 ……………………………………………………………………………………………………… (320) 

辽源市 …………………………………………………….......………….........……………………….. (325) 

四平市 …………………………………………………………………………………………………….. (327) 

松原市 ……........ .. . ..……………………........………………………………………………………… (328) 

通化市 ……………………………………………………………………………………………………… (328)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 (331) 

氏春市 ……………………........………………………………………….........………………………. (335) 

其他……..……………………………………………………………………………………………… (337 ) 

辽苏省……………………………………………………………………………………………... ... ............ (338) 

常州市 …........….........…………………….......……………………………………………………..寸 338)

淮安市 ……………………………………………………………………………………………………… (338) 

连云港市 ….......…………………………………………..……………………………………………… (339 ) 

南京市 …………......…………….......…......…...................…..……….................…...... . . ....... (340) 

南通市 ……..…………………………………………………………………………..................………. (342) 

苏州市 ……………………………………………………………………………………………………… (342) 

泰州市 ……………………………………………………………………………………………………… (343 ) 

无锡市 ………........……………………………………………………………………………………… (343 ) 

宿迁市 ……………·……………………………………………………………………………………….. (344) 

徐州市 …………………………………………………………………………………………………….. (344) 

盐城市 …………………………………………………………………………......…….........………… (347 ) 

扬州市 …........………………………………………………………………………·…………………… (347 ) 

镇江市 …·…............…......……........……………………………………………......……………… (348) 

江百省…………………………........……...............….......…·…..........…........…...... .. ......…………. (350) 

抚州市 ……………………………………………………………………………………………………..寸元的

赣州市 ………………………………………………………………………………………………………(元。

吉安市 ……………………………………………………………………………………………………… (357 ) 

景德镇市 ……………………………………………………………………………………...........………. (359) 

九江市 ……………………........…………·…….......……..…........…......................….........….. (360) 

南昌市 ……........……………………………………………………………………………………·…… (362 ) 

萍乡市 ……………………………........……………........……………………………. .……………… (362) 

上饶市 ........................................................................………………………………………………… (363 ) 

新余市 …·………………………………………………………………………………………….......… (366 ) 

宜春市 ……………………………………………………………………………………………………… (366) 

鹰潭市 ……………………………………………………………………………………………………… (369) 

辽宁省…………………………………………………………………………………………………………… (370)

鞍山市 ………………………........……………………………………………………………………… (370) 

本溪市 ……………………………………….........……·….......………......…………………........….. (373) 

朝阳市 …….......…………........……………………………………………………………·……………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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