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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为区别不同的地理位置、范围和地貌特征而共同

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地名

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统一，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关系到冬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各部门的工作。因此，系统地整理和记录各类地名资

料，尽快改变地名上长期以来的混乱状况，逐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 、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安播部署，黔话县人民政

府于一九八一年春成立了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了地名普查工作试点。各区

(镇)也相应建立了地名普查机构。从五月开始，全县开展了广泛认真的地名普查工作。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从事地名普查工作的同志搜集，考证、整理了大量的地名条目和文字资料。这

批资料，经毕节地区于·九八二年十月组织检查验收，质量符合上级有关地名普查的文件规

定，结束了地名普查工作。

为了巩固我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发挥地名为矗四化一建设服务，为群众生产、生活服

务的积极作用，根据贵州省地名领导小组(1981)第007号文件的基本要求和规格，我们依据

地名普查的资料整理编纂了《贵州省黔西县地名录》。

这本地名录是记录我县地名的工具书。分文字材料，地名图、地名表及照片四个部分，共

收录地名5729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836条I企事业单位名称52条，片村，自然村名称4413

条，主要山峰、洞穴，河流地片名称313条，街，巷、路名称25条，名胜古迹名称20条，水

库、沟渠名称4l条，井，泉、’桥梁、渡口名称29条，县、乡(镇)地名图9l幅，文字概况材

料108份，照片十余帧。

所收录的地名，都是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省政府黔发(1980)192号文件精

神，经过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后形成的。为了避免发生新的混乱，各行各业在使用本县地名

时，一律以此为准，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随意更改。今后确需更改的地名，必须按照规定

报批。

在地名普查和编纂地名录的工作中，得到了省、地地名办的热情指导，得到了县人武

部、民政局，水电局，建设局、区划办，财政局，档案局，省地质测绘队、文化局，计委、统

计局、民委、区，乡(镇)和对地名工作有研究的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

致谢l

地名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又是一项新工作。抽参加普

查，编纂的同志都未受过专业训练，而是边学边干，摸索进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况且编

纂地名录的同志是在繁冗的本职工作之余进行的。本书的缺点错误难免，望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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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流水急湍，境内山峦起伏，乎川网布，岩溶发育。全县平均海拔1200米。最高峰在西北

边的金坡乡，名“八抱山”，海拔1821．2米，最低点是东边管口乡的野济河口，海拔704．4

米。县城中心海拔1219．8米。全县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占总面积的15．38％，丘陵占

77．6l％，洼地占6．35％，水面占O．55％。洞穴较多，较大者有化竹乡的“保护洞一，箐口

乡的矗刺猪洞"，金坡乡的“大坑洞"、凤凰乡的“穿洞一等。．

’全县属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县城年均气温13．3摄氏度，最冷为元月，平均3．3度I最’

热为七月，平均23度，极端最高35．4度，极端最低零下10．4度。年平均降雨量l006毫米，全

年日照为1348．9小对，无霜朔264天。囚地势地貌的影响，小气候差异明显，春旱、倒春寒，

冰雹，夏早、秋锦雨，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常有出现。

t河流属乌江水系。界河有凹水河，六冲河、鸭池河，自西绕南转东沿边界流去，段长

i64．9公里。境内较大河流有皮家河，乌渡河，谓河等十余条，总长246．5公里。河床坡度

大，流水急，蕴藏着丰富的水力。出露的地下暗流103处，年总量2．5l亿立方米，可供开发

利用。 ；

．

在岩溶剥夷面保存较完整的沙窝、雨朵，林泉等区，有大小岩溶湖102个，总面积2500

余亩，最大的在100亩左右，是省内岩溶湖较密集的地区之一。

全县有效耕地179余万丈量亩(77．6万习惯亩)，其中水田24万丈量亩(15．4万习惯亩)。

土壤类有五个l石灰土遍及全县，占总土地面积40．6％，黄壤也遍及全县，占34．6％，紫

色土成带状零星分布在东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占11．7r％，水稻土主要分布在城关、凤

凰、金碧，寄种，雨朵，谷里、甘棠、中坪，洪水，白泥、凹水等岩溶洼地和河谷阶地，

占B．4％，潮土不多，分布在河谷阶地。耕作制度，一年二熟。粮食作物有玉米、稻谷、麦

类、大豆、杂粮I经济作物有烤烟叶、油菜籽等。

植被属石灰岩山常绿栎林、常绿落叶混交林及马尾松林，代表植被为石灰岩常绿阔叶

林、次生藤刺灌丛和禾本草，厥类为主的山地革坡，还有次生的马尾松林及常绿阔叶混交林，

森林和灌木复盖丛率为8．87％。在金坡、纸厂以及沙窝，新仁、素朴、协和、中坪等地，或成

片或零星地生长有天然的大小杜鹃林带。尤以金坡，纸厂等乡的天然杜鹃林带面积大而稠密，

已列为自然保护区，与大方县的普底等地连接，称“百里杜鹃一。在这些森林和灌木林中，

生长有许多野生动物和植物。动物中有不少珍禽异兽；植物中有五蓓子、天麻，香菇，竹荪、

黑木耳等。刺梨生长较广，是酿制饮料的宝贵原料。

矿产资源，主要有无烟煤、高岭土、锰、硫铁矿，汞、石膏，重晶石等。无烟煤，分布

于47个乡镇，总储量八亿吨左右。发热量6500大卡／克——8000大卡／克。锰矿储量200万吨左

右。高岭土，储量2亿吨左右。 ．r

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黔西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经历了曲折道路，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1984年全县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6亿元，为解放时的49倍多。

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耕制和结构改革，实行科学种植管理，提高机械化

和半机械化水平，农业开始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工商综合发展的方

向转变，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84年粮食总产

近三亿斤．比49年增长1．75倍。油菜籽产量近2000万斤，比49年增长8．63倍。烤烟叶产量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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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比49年增长2000余倍。烟叶色泽，油分，内质皆好，产量高，黔西是全国烤烟基地县之

一。油菜籽出油率高，也较有名。大豆中的绿兰紫豆含蛋白质高达47．43％，居贵州省之首。

全县办国营林场一个，集体林场48个，林地和荒山实行承包责任制，促进了林业发展。

现有用材林30余万亩，优质品种有云南松，马尾松、华山松，葵花松，杉木，柏木等，活

立木蓄积量34万立方米。葵花松为稀有特产。经济林主要有油桐，漆，茶，核桃、板栗，杜

仲，棕树等。现有油桐120余万株，产量260余万斤，是全省基地县之一。漆树15万株，年产

5万多斤，是全国生漆基地县之一。茶叶面积三万多亩，年产lo万余斤，化竹茶曾是清代的贡

品。水果有柑桔，苏李等，产于素朴，鸭池河一带，香甜可口，省内有名o

1984年生猪存栏达20．1万头，是49年的2．3倍。大牲畜存栏9．4万头，是49年的2．22倍。

黔西马(又称水西马)，体质坚强，精悍灵活，能拉善驮，耐力好，素有“爬山虎黟之称，

是古水西向中央王朝进贡的方物之一，至今仍畅销省外。黔西黄毛猪，耐粗食，适应性强，

皮薄，肉嫩，味美，省内有名。全县有草山草场50余万亩，200亩连片草场25个，l000亩以

上连片草场5个，这是发展大牲畜的基地． ． ．

全县共修水利工程983处，总库容3230万立方米，灌面12万多亩。其中蓄水量10万方以上

的水库37处。较大的附廓水库蓄水1200余万方，有引水渠3条，总长106公里，设计灌面4

万亩。已建成水电站12座，装机77处，发电总量9235千瓦。在建的石板塘电站，装机发电能力

6400千瓦。乡镇企业从无到有，已初步形成了采矿、建材、建筑，运输、加工，养殖，商业服

务等新的产业结构。1984年完成总产值1166万元，比78年增长3．64倍。 ：

工交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解放前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解放以来，陆续发展了电力，

化工，采煤，农机、建筑建材、烟叶复烤，酿酒，印刷，鞋革、缝纫，织带、土纸、土陶、食

品、五金修理，粮油加工等工业企业。84年工业总产值2900多万元，比49年增长27倍。交通

运输，解放前仅有清毕路过境，段长76公里，行驶的车辆极少，运输多靠人背马驮。现在整修

加宽了清毕路，铺上了柏油。修了黔西到毗邻县和到各区乡的公路共735公里。有客货汽车

200余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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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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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是黔西县党政军机关驻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于东经106。017，

北纬27。Ol，。东与双马，南与凤凰，西与幸福，北与黎明等乡接壤，总面积lO．18平方公里，

耕地3500习惯亩，田土各半，主产稻谷、蔬菜，玉米。现辖8个街道居委会，23条街巷路，

4个行政村，19个自然村，38个村民小组，现有7850户，32471人(农业人口7504人)。汉族

人口占96．7％，．余为彝、布依，苗，仡佬，回，满，壮，侗，黎，京等少数民族。镇人民政

府驻县西路“8号。
’

这里属丘陵地形，街道在群山环抱之中，东，南，西是田坝，北为山地。西门河在田坝

中两绕迥龙，‘故又有靠水绕迥龙流太极"之说。九座狮子山分布在城内外，城池如含苞欲放的

莲花，故有“九狮闹莲"之称。全镇海拔1213米至1330米，最高峰名东山，海拔1330米。年

均气温13．8摄氏度，最热月均23度，最冷月均3．3度，最高极温35．4度，最低极温零下10．4

·度。年降雨量1005毫米。无霜期264天。

这里开发较早。秦代以前为三苗，鬼方，样柯，卢国、夜郎地。汉为鳖县地。南北朝时

为昆明彝族卢鹿部属地。唐代属龚州，宋为罗氏鬼国地。元属亦溪不薛和顺元路。明代属水

西。清代先后为黔西府署，州署驻地。民国二年以来为黔西县政府驻地。这里在唐代前就形

成居民点和彝族卢鹿部的统治点，彝语名“默果作一，“孤著’’、‘‘过仲刀，汉语称“郭

张’’。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此筑城，城墙周围九里三分，高一丈八尺，设东南西北四

仃。因位于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之西，取名“水西城’’。清初吴三桂平水西后，以其方位在贵

州之西，奏请清王朝批准，改名黔西。民国初为黔西县中一区第一联保，1932年建镇时，因

这里历来是关隘设卡之地，分别建立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四镇。1941年将四镇并为二

镇，称城东镇和城西镇。1945年两镇合并称城关镇。解放后沿用城关镇名，隶属一区。1950

年一区改称城关区。．1952年7月，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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