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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陶乐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87)32号文件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以

1980年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三度寒署、四订篇目，三易其稿撰写而

成。共收录县、乡、镇、行政村及农、林、牧场、水利、交通地名340条、‘

自然地理实体和历史地名、古迹名称80条。 +_：■

陶乐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境内有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

期的“细石器文化”遗迹。秦汉时期在本县境南部曾修筑浑怀障；北，a

魏又置历城；北周置历城郡建安县；隋置广润和灵武县。五代之后本

县境地为游牧区，明代为割据区．清乾隆五十年(1 785年)以后境地

有了定居居民，开始了引黄灌溉，发展农业，民国时期农业经济有了

发展。建国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地名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

件．

陶乐县地名是自秦汉以来，．经漫长的历史发展，因人因事结合地

理环境及自然风貌孕育而产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名的发展并不

·平衡，许多地名程度不同地带有封建色彩和称谓上不统二的弊端，给日

常使用带来诸多不便。为此，纂修一部富有时代特点，反映地方特色

的地名志是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陶乐县地名志》是以马歹l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经过实事求是的深入调查，严肃考证而修成的一部

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地名工具书。在具体记述中略古详
1



今，因而反映了时代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本志是陶乐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地名志书，它的问世必将起Ⅳ继承

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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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志以纪实为主，时间的上限始于公元前221年，下限止于

1985年．

二、地名记述以1 959年F五九”协议①调整后的行政区划为依

据，凡地名与协议有关联者皆从实录之，余不及叙。

三、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一律用汉字；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在括号内注明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采用公历．

四、地名涉及数字，除引文、序数使用汉字外，余一律用阿拉伯

数字．

五、本志所依资料除本具档案馆馆藏，实地调查而得者外，主要有

《明史》、《清实录》、《蒙古游牧记》、．《绥远通志稿》、《鄂尔

多斯史志研究文稿》、《嘉靖宁夏新志》、《平箩纪略》，《灵州志

迹》、7《宁夏历史地理资料》等。+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凡不加“公”者，皆为市制．．

①指195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所发东段划界工作组关于鄂托克旗和陶乐、灵武，

盐池等县划界工作的报告》，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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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陶乐县综述

第一节概 况’

陶乐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角。东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

盟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南以明长城为界与本区灵武县接壤，西濒黄

河，总面积1048万平方公里，由鄂尔多斯台地和黄河冲积平原两大地貌

单元构成。全县辖1镇5乡，7场(含农业科所属2场)、27个行政村。金县

4077户(农村户2877户)，总人口19132人(农业人口16532人，占总

人口的85％)，有汉，回、满、蒙古等民族，回族占总人口的9．7％．

陶乐地处鄂尔多斯台地西i南边缘、黄河东岸，地形狭长，总面

积中台地占45％，冲积平原占48．6％，水域占6．4％，全境由东向西倾

斜，地势平坦，地形开阔，土壤类型多。台地内充填着厚厚的沉积物；

冲积平原属享甸灌淤冲积土壤。台地植被种类多；有沙蒿、沙米、刺

蓬、红砂珍珠、旱芦苇、冬青，花棒等，花棒不仅耐寒、产量高，且

是营养价值较高的稀有牧草，加上台地有许多天然湖泊和良泉，是宜
’

牧良地。冲积平原土壤母质主要有黄河冲积物、风积物、洪积物和灌

水淤积物，土质肥沃，宜农宜林．黄河水源不仅为农田灌溉提供方

便，且是发展水产业的有利条件，不利因素是地理环境特殊，属干

旱半荒漠草原，春寒长，夏热短，少雨雪，气候干燥，冬春季多风。

县境地貌类型多样，东部属鄂尔多斯台地，西部是黄河冲积平原．

全县有川地68．76万亩，台地63．4万亩，水域9万亩。川地中有营林

地、人工草地7．6万亩，有宜农、宜林荒地约20万亩，即将开发的头道

墩、t月牙湖吊庄扬黄灌区土地近1 o万亩，还有可供放牧的天然草场80

余万亩．全县已有水产养殖面积600余亩。

Ⅵ-—广
厂

‘’



境地土特产品丰富。中药材有甘草、

产量为著。经济作物中的红黑瓜籽种植历

销东南亚。 ，

j

j

历史上的陶乐，境界远比今日广阔，清末民初行政区划多次调整，

1 959年作了较大的调整，按。五九协议”调整形成今日境界。清代之

前，因社会长期动荡不宁，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更迭在本地区争

雄逐鹿。因此，长期以游牧经济为主。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

．境地有了定居居民从事农业。历经清末民国时期“放荒招垦”，农业

居民骤增，初步形成农牧经济，但发展缓慢。至1 949年底，全县有定

居居民400 o余人，耕地1．2万亩，粮食总产量仅有百余万斤，大牲畜2400

余头，．羊只存栏7400余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搞

活经济的方针给本地区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

项事业迅速发展，1985年社会总产值达到2277万元，其中工农业总产

值1 582万元，商业、饮食业总产值246万元，全县入均收入614元。

陶乐县是个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业综合发展的半农半

牧县，1 985年农业总产值达至4 1 3 1 2万元，占社会总产值的70％，比1 949

年增长24倍，比1 984年增长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全县开展了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

基本建设，共兴建填方扬水干渠17条，总长138公里；排水沟16条，总

长108公里。修建电力扬水站、电力排水站28座，总装机容量2．4万千

瓦，有效灌溉面积8．85万亩，年排水量1 800万立方米，‘已建成沟渠成

网、配套、通畅的排灌系统．

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糜谷、高梁、杂豆次之。经济作物有胡麻、

红黑瓜籽、甜菜及蔬菜。

畜牧业以羊、驼为主，兼牧牛、马、驴、骡．1 9 85年末，大牲畜

存栏60 54头，其中，骆驼1 81 7峰，居全区之首，羊只存栏40985只，’平

均每户1 3只．1 984年底从山东引进的小尾寒羊已在境地安家落户，饲

2



养户占总农248％，1 985年饲养量达5370只，平均每户1．6只，生猪年

末存栏5740头。

金县有国营林场两个，集体林场1个。全县植树造林近万亩，实现

了农田园林化，森林覆盖率为全县总面积的1％，有苹果、李、桃、梨、

葡萄等果园1300余亩。

乡镇企业有蔬菜脱水、建材、采矿、针织、商业、服务等门类。

1985年总产值39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2％，养殖水面491亩，年产

水产品18．4万公厅。

工业是在1949年以前就有的手工作坊和小煤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全县有工业企业18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个，集体所有制

的1 4个(县办4个，乡办1 o个)。按行业分为煤炭、建材、化工、农机

修理、服装、印刷、家俱、日用五金制品、食品加工、粮油加工等。

县境有南至灵武县横城渡口、西至平罗县城关镇、北至石嘴山渡

口的公路干线三条，在境内长105公里，以城关镇为中心，有公路沟通南

北各乡、场、站。有公路运输企业1个，全县拥有民运汽车1 12辆，有

驳轮3艘、拖轮3艘，有民运渡口6处。1 985年完成货运量3．75万吨，客

运5万人次。

本县有邮电局、所各1处，境内电信线路总长1 6 3公里，已形成网

络。1985年平均每5．7人订报1份，平均每4．6人订阅1份杂志，创本

县历史最高水平。．
’

1950年至1985年的36年中，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800万元。其中，用

于工农业848万元，占总投资的30．2％，用于手工业201万元，占7．1％，

用于交通，邮电44 1万元，占1 5．7％，用于文教卫生308万元，占1 1％，

用于商业1 94万元，占6．9％，用于城镇建设及其他建设的投资808万元，

占29．1％。 1980年至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1805万元，平均每年投资

300万元。

民N 30年(1941年)置县前后，始有两家私办商行，购销皮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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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菜等农副土特产品。1950年设立第一家国营贸易公司门市部(隶省

北贸易支公司)，1951年又建立县供销合作社，商业逐步发展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国营商业为主，开放农贸市场，恢复供

销合作社的民办性质，已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为主，集

体商业个体商业并存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

的社会主义市场，出现了市场物资丰富、购销活跃、繁荣兴旺的大好

形势。

本县的学校教育始于民Neo年(1931年-)。到1949年全县共有小

学6所，在校学生206入，占总人口的5．1％，学校设备简陋，教学质

量差。1 949年以后，教学条件不断改善，普及率、升学率和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教育落后的局面有所改变。1 985年全县有中学4所，其中完

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3所，设高中教学班6个，初中教学班28个，在校

学生1350人，教职员工126人。全县有小学20所，教职员工123人，在

校学生3599人，入学率为学龄儿童的98．3％。1 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

来，共有470人考入大中专学校。马太沟乡、陶乐县农场基本普及初

等教育，全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随着县、乡、村三级文化网的建立，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日趋丰

富。全县有电影院、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工人俱

乐部、．青少年活动站、灯光球场等文化单位和活动场所24处，实现了

乡有文化站、电影队、广播站，村有文化室。在金区比赛中，共创6

个体育项目的区级记录。1 980年以来，县自行车男女队曾连续三年

夺魁，自行车女队曾获得自治区冠军杯，男队曾获得亚军杯，，为全县

人民争得了廉誉。

30多年来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相继建立了医院、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医疗卫生单位。农村和场矿建立了卫生院、卫生

所，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初步得到改变。1 985年全县有医疗卫生单位

12个、病床54张、。医务人员87人，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千分
4



之十二^
。 一 一，

科技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军_1985年底全县有科学技术协会

14个，有各类科技人员377人，占金县职工总数的21．6％。其中，中级

科技人员24人。被县以上认定的科技成果52项。 ．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5

年全县职工年平均工资960元，比1 978年增长60％；农村人均年纯收入

442元，城乡储蓄人均存款293元。据1 985年抽样调查，每百户拥有电视

接收机46台(彩色电视接收机占22％)、。收录机1 7台、洗衣机10台。·

农村人均住房1 8平方米。人民生活用水也有很大改善。城关镇建百米以

上深井3眼，水塔2座，铺设供水管道1 2公里，居民供水全部入室。1 985年

投资96万元，由城关镇向马太沟、五堆子两个乡的居民点铺设供水管

道总长38公里，将自来水供入两乡村队。使两乡人畜饮水得到改善，

结束了两乡居民常期饮用高氟水的历史。

第二节历史沿革

陶乐县历史悠久。据文物普查，县境南的冰沟、高仁镇乡的泉子

湾，县境北部的陈家湾子、察罕埂等地段都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细

石器文化”遗迹。这些文化遗迹表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

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境地更迭

游牧的民族有羌、林胡、煦衍戎、匈奴等，他们过着逐水草而迁徙

的游牧生活。秦统一六国后，在“长安之北、广六七百里一，置北地

郡，是时境地属北地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3年)，秦将蒙恬北逐

匈奴，在县境南“垒石为城，城河上为塞”修筑军事城障“浑怀障”

(见《汉书·地理志》)。’西汉(前206年=z8年)“复缮秦时蒙恬所

为塞”，并有北地郡富平县设都尉治浑怀障。东汉时期(公元9年至220

年)．初期是更始政权属地，但领治不久，因全国范围内出现群雄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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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混乱局面，沦为群雄更迭割据区。两晋十六国时期(265年至420

年)，为匈奴族、鲜卑族游牧区。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建立大夏国后，

境地为大夏辖。南北朝时期(420年至581年)，北魏在县境南浑怀障

故址置历城，北周建历城郡建安县，郡县均治历城。隋代(5 81年至6 1 8

年)初期为灵武郡(又称灵州)建安县，开皇三年(5 84年)改建安为

广润，仁寿元年(60 1年)又改广润为灵武。唐代(6 1 8年至907年)初为

灵州辖，天宝元年(742年)改灵武郡怀远县辖。五代十国时期(907

年至975年)县境地为灵盐节度使辖。宋置灵州，成平五年(1002年)

“继迁大集藩部、对灵州展开猛烈攻势。灵州粮空饷尽，孤城陷落，

逐为继迁所有”(见《绥远通志稿》)。继迁得灵州，遂改灵州为西

平府，次年都于此。宋天喜四年(1020年)改唐置怀远为兴州府，并

作为新都，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

称西夏。是时，境地为夏置灵州辖。西夏在省嵬山(即今红崖子乡红

崖子山)下设省嵬城。

元代(1 206年--1 36 8年)为甘肃省宁夏府路辖区。明初至明中期

为明置东胜卫辖，此时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鄂尔多斯部落续居于此，

地区遂以鄂尔多斯相称，或以地理特征称鄂尔多斯台地或高原。

清初至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为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辖，称之

为察罕托护地。乾隆五十年后为汉蒙分管，旗、县分治。平罗县辖

“内”五堆子，长1 8里，宽4里。鄂托克旗辖拼夷”五堆子。清代境地经

济有所发展，是今定居居民开元和引黄灌溉发展农业的开端时期，由

传统单一畜牧经济发展为农牧经济。

民国初期沿清制不变，民国18年(1929年)设立宁夏省陶乐设治

局，民国1 9年(1 930年)绥远置沃野设治局，民国26年(1 937年)宁夏

复设陶乐设治局，民国30年(1 941年)由局升为县，县治高仁镇。

1949年lO}2 15日陶乐县人民政府成立，属宁夏省辖，1954年lO}2宁

夏省建制撤销，改由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辖。195 8年lO}2隶宁夏回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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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辖，1972年3月银北地区成立，陶乐县为银北地区辖，1 975年1 1月

石嘴山市成立，为石嘴山市辖。1 953年县治迁址马太沟(今城关镇)·

第三节陶乐县地名总述

一、地名的产生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对地球上具有特定方位、特

定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的语言文字代号。

人类自出现于地球之时，就不断地和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在

斗争中求得生存，并繁衍生息，又随着人类生产斗争、生活范围不断

扩大，地域不断拓展，为标明其活动范围、地点，这就产生了必须互

相指明地理位置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互相明了、共同约定的语言代

号，这种语言代号就叫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活动的增加，

不仅通都大邑，名城巨郡均有称谓，就是荒山僻野，低丘小溪也都无

不各有其名．故说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

陶乐县地名的产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般是先有自然地理景观

名、军事设施名，民族聚落名，然后才有村民聚落名，人工建筑和人

文地名。村民聚落名一般由点到面、先小后大，先筒后繁、先俗后雅。

但纵观全部地名，它们的产生不外两个方面，即与当地的地形，地貌

甚至地质土壤这些自然条件相关联，二是溯源于当时的人事演变、思

想信仰、生产方式等。按地名类型考察有以下规律：

(一)行政、科学文化、商业贸易及经济地名，大都产生在地理

环境及自然条件较好、人口密集的地方，如全县党政，企事业单位、

科学文化单位、重点学校，交通邮电部门，百分之九十以上分布在城

关镇； 。

(二)聚落地名大多分布在水利条件好，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荆

的地方。全县村民聚落27个，全部建在川地平原，‘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7



则多出现在台地和沙地；

(三)县办牧场、各乡牧业队分布在东部台地、沙地近草近水的

地方，林场、农场、苗木场分布在县境平原川地上；

(，四)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振兴、多渠道

经济发展、农贸市场开放，城关镇出现了不少新地名。

二、陶乐县地名的演变

早在春秋时，境地是戎狄族游牧的地方，战国时属煦衍戎境。秦

昭襄王时设置煦衍县，属北地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

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见《资治通鉴》243页)，并在黄

河两岸修筑了军事防御壁垒，叫做障、亭、塞。

浑怀障是县境出现的最早的地名，是自然地貌和人工建筑物相结

合的军事设施名，曾为秦以后的一些朝代所利用，并曾一度是郡县的

治所。
．

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修筑浑怀障至唐武德五年(622年，》

历经八百余年，几易其名，但它作为郡县治所，在北周和隋代自然有

居民生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水经注》所述，早在南北朝北魏

太和初年(477年)，山东的移民就曾移居于此。反映出境地在秦汉、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仅是军事要地，而且有居民繁衍。

由于历史原因，县境虽早有地名，但其发展并不平衡。自唐武德

五年(622年)至清乾隆五十年(1 785年)的千余年问，除大范围有地

理称谓，民族聚落称谓，军事建筑称谓而外，基本未出现村民聚落名

和人文地名。这是因为五代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先后放牧于此，境

地属于游牧民族流动的场所，有时是一个民族，有时又是几个民族在

这里活动，杂居相处。他们有时归附于中原王朝，有时自己独立建立

政权，但他们都与中原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对中原王朝来说，境地是防止游牧民族进犯和力图控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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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要冲地区。一旦民族关系紧张，这里就是兵戎相见的战场。

在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如此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境地地名畸形发

展。当政局稳定，境地经济繁荣，地名形成的较多；当民族关系紧张、战

事频仍，以军事建筑命名的地名特多，其它地名则甚少。如宋(960年

至1234年)，明(1368年至1661年)时期，境地的政局不稳，争夺激

烈，此时期以军事建筑出现的地名为多。如宋咸平时期(998年至1003

年)，西夏主李德明在境地北部建防御军城“省嵬城”，后依省嵬城

出现了。省嵬山”。

明代初，境地以大范围称“河套地’’。《明史》载： “三面大河

环之所谓河套也”。清代杨江解释说： “河以套名，主形胜也、譬河以

绳，所套之地是也”。明中期(十五世纪)，由于境地政局变化，一方

面明王朝欲据河套为己有，另一方面漠北的蒙古民族时有集结南下，这

时明王朝和蒙古民族围绕“守套"、。弃套”展开激烈争夺。明王朝于

成化十年(1474年)筑灵武横城至花马池的长360里的长城一道(这

道长城即今陶乐和灵武之分界线，史称明长城)。明王朝又于嘉靖十五

年(1 536年)在陶乐境内由北向南修筑长堤一道，并附设了许多陪

设工程，此时期境地又产生许多新地名，如县境北的石墩、蛋墩(长堤

墩堠，在红崖子乡境)．、县境南的头道墩、二道墩、三四道墩、哨墩子

以及大十里牌、小十里牌、红墩子、红墩墩子等。今县名“陶乐”，

改称之前的“套虏一一及鄂尔多斯台地地名，也产生于这个时期。

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至今是地名稳定发展的时期，首先在

境地产生的新地名是五堆子，接着因分界又产生“内一、 搿夷一五堆

子，曹家渠、鹰湾(今称沟湾子)，马太沟、红崖子、湖庙滩、察罕扦

护．、铁面乌苏、贼子湖(1 988年改为栽苇湖)。

民国初期，，因为搿放荒招垦”，“屯垦实边"，邻区邻县的大批移

民入迁，加之引黄灌溉，农业开拓发展，又产生了许多新地名，如今高仁

镇乡前称的高家疙瘩(后改高仁镇村)、白家台子、上下八顷；六顷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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