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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东安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

文件精神，在全县开展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是建国以来我

县第一部较系统、较完备的地理史料。

解放以来，随着我县生产建设的发展、体制的调整、行政区划的

多次变更，部分地名逐渐消失，新的地名大量增生；也由于历史演变

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之风。因此，地名重名，名实不

符、含义不清、讹传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我县通过这次地名普查，

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标准化处理，基本

上澄清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纠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

了县范围内大队以上行政区划的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用字

不当等问题；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我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

资料。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是在省地名委员会、地区地名办的直接指导

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

相结合的方针；运用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调查与室内整

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通过普查，基本上达到了名实相符，表、

卡、图、文相应一致。

普查范围：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行政区划、自

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

单位’著名的名胜古迹等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

听取民间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充分利用典籍资料，同



实地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从而，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要求，对全县地名进

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全县更名公社1个；更名、命名大队128

个；更名居委会3个；更名林场工区3个。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

名1152条，删去地名64条，勘误地名980条。全县普查地名总计为

5251条(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4090条，自然地理实体165条，党、

政、群机关及企事业单位401条，人工建筑物581条，名胜古迹14条)。

地名录中按以上五大类全部表列化。

本地名录以区为单位，绘制新的地形图共7幅，分装在各区扉页

处；绘制I：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装订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社、镇，场

行政单位撰写概况45篇；分类概况34篇。其它各类项目，择其重要的

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基本一致。方位：县

以省境定方位，区、社以县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面积：总面积以

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亩积；山、水、田、林、路均以亩积为单

位。名称由来及含义：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

远，而又合情合理者加以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

记述两种以上说法。所引用数字：均以1980至I 981年的年报为准，基

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字用百分比。

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编纂《东安县地名录》是一项新工作，由于编辑人员不足，水平

有限，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东安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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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名生僻，方言字的处理说明

全县共普查地名5251条，其中属生僻、方言字命名的有31条，我

们主要是本着以下四个原则进行处理的：

①尊重群众历史习惯，保留原有的地名名称。例如：县政府驻地

“白牙市”名称的来历，本系根据传说：昔有一对白仙鸭飞入境内龙

溪河下栖息而得名白鸭市。但历来群众均以“牙”“鸭”谐音，省写成

“白牙市”，故今仍保留省写名称，只是在来历、含义栏内加以注释；

②以音、义相近更名。例如：大盛公社菱角大队的图上自然村名

“窗里院子”的“宫”字，我们查遍古今字典，均无此字，故只好根

据群众方言“凼”字谐音更名；

③以地名来历含义、字音相吻合为据，进行更宇不更音。例如：

易江公社叶塘大队所辖自然村“毫塔井”(图上名称)，经考证，原以

村后石岩口有一井，岩内藏有水獭(俗称：蚝獭)而得名，故今以“蚝

獭井”更村名。又如：山口铺公社鼎锅塘大队所辖自然村“进马塘”

(图上名称)，据调查，系以村旁一塘，传说昔因该村一牧马人用泥

敷母马，蒙哄其马崽与母马交配，母马洗去泥后，被马崽发觉是其

母，马崽羞愧，跳进塘内淹死(方言：浸死)而得名，故今以“进”

“浸”谐音更名“浸马塘”；

④更字不更音。如伍家桥公社大阿坪大队的“阿”字，方音念作

“h6”音，故将“阿”字改成“禾”字更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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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上游。东界零陵，1南邻广西全州，西接新宁，北

连邵阳。地处东经110。59’33’’一111。34’11”，北纬26。7’10”--26。52’30"。总

面积2，219平方公里，折合为3，328，500亩。其中水田470，929亩，旱土68，887亩，

林地1，283，901亩，荒山670，272亩，7水面257，657亩，其他576，790亩，概括为

口六山一水分半田，分半道路与庄园矽。全县辖7个区、33个公社、2个镇，2个

国营林场，504个大队、4个居委会，10个林场工区、4，428个生产队，3，311个自

然村，共108，627户，478，613人。绝大部分系汉族，有少数瑶族、回族和壮族。
‘

东安县在春秋战国时为楚南境，秦为长沙郡地，汉置东安驿，属零陵郡地，驿

址在今紫溪市镇东侧一华里的马铺塘。当时零陵在今广西兴安以北，东安地处零陵

的东边，这一带有少数民族在造反，统治者要他们安定，所以取名为“东安”。旧

志云。 口汉立东安驿，对太守治城为东，以莫瑶错秤故欲其安也"。三国时，东安属

泉嘘县也，西晋折置为应阳县，县治在今芦洪市。隋唐并为零陵县地，五代时，马

殷置东安场(船场)，宋雍熙元年，从零陵，全州各划出一半土地设置东安县，元，

叨、清不改，沿用至今。县治初设紫溪市，一九四六年迁至白牙市。‘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东安全县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和区、乡政权机构。

三十。年来，行政区划多次变更。一九四九年全县划为4个区，8个乡，一九五。

年五月划分为7个区、7 7P个乡，4个镇，一九五六年撤区后，并为29个乡、1个镇、

2个林场，一九五八年撤乡、镇，建立1 9个公社，一九六一年调整为7个区、33个

公社．2个镇、2个国营林场。

东安大部分地区为海拔200一400公尺的低山丘陵。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 》誊，，-，》，，，^!己《S掌》事，孑己《搴、事龟$，》事》，誊》芒墨墨》》于乏垂，多事》C墨墨，》嘉圭，，》》》≯

七乏乏乏乏乏乏耋毫乏毛乏乏乏毫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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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M—～—wm^—～w蚺M～h—w蝴～wi—一耋 口、狮子铺，石期市，台凡市公社，长62．7公里，于倒榨埠入零陵县境。紫水发源

毫于高挂山西麓羊禾坪，从北向南流经紫云，塘复，自沙，紫溪，茶源、都塘、荷池，

重井头圩等地，于大江口入湘江，全长96公里。芦江发源于八十四渡山，自北向南
≤流经大盛，易江，中田，新圩江，伍家桥，芦洪市、西江桥，竹木町公社，入零陵县

≥境，于高溪市小江口注入湘江，全长94公里。石期河发源于零陵县黄华岭，流经我

辜县高峰，石期市公社，长21公里，于石期市镇注入湘江。这些河流的两岸，多为沉

；积阶地。还有互不相连的孤山独岭。

毫 东安属亚热带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7．8℃，一月份平均气温6．1℃，七月份平均

气温29℃。年降雨量约为1，330．6毫米，一般是春夏多雨，秋冬干燥。全年无霜期为

294天，日照1，500至1，600小时。

境内矿藏资源丰富。据初步探明有煤，锰，铁，锑、铅，锌，钨，铀、铜，磷，

硫磺、高岭土、方解石，白云石，石灰石等2 o多种。煤矿主要分布在白沙、紫

溪市，狮子铺、井头圩，山口铺，端桥铺，鹿马桥，大水等地，大部分为含硫较高的

白煤，古往今来大量开采。锰矿分布甚广，储量较多的是大江口，塘复，竹木町一

带。钨，铀，铜等稀有金属分别储存在坝头，陶家冲、天子岭等地。白云石、石灰

石比比皆是，为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源。湘钢在东安设立了石灰石矿．已开采20

多年。

东安是一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的好地方。过去，由于腐朽的社会

制度的束缚，大好山河没利用．地下宝藏未发掘，生产落后，民不聊生。解放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山河决战，改造旧自然，

建设新东安，使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工交财文得到了全面发展。

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全县有耕地面积540，064亩，古往今来，以种植水稻为

主，辅以红薯，黄豆，小麦等杂粮作物。解放前产量甚低，每遇干旱，粮食不能自

给。解放后，大搞了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兴建各类水利、水电工程35，700多

处。其中，中型水库(河坝)5座，小(一)型水库23座，小(--)型水库199座，

山塘17，708口，小河坝I，187座，发展抽水机2，806台、25，420马力I小水电站94处，

装机115台，总容量13，574千瓦，电力排灌站162处、装机169台、5，312千瓦。这些水利

设施，在战胜干旱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全县80％的稻田实现了早涝保收。特别是

湘江电站的建成，为改变城乡面貌，发展工农业生产将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在治水

的同时，结合进行了治山、治土、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为夺取农业高产丰收创造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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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5 0 9台，各种内燃机33，441马力，对于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起了积极作

用。近年来，在科学种田方面，普遍推广良种，努力改革耕作制度，实行两熟制，

使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一九八。年，全县粮食总产达41，966万斤，为解放初期

的3．04倍，平均亩产920斤。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棉花种

植面积17，032亩，总产皮棉10，346担，比解放初期增加23倍，花生，芝麻，油菜等

油料作物20，878亩，总产量280多万斤，比解放初期增加75．6％，牲猪饲养量311，100

头(其中出栏158，432头)，比解放初期增加5．6倍，在省内享有盛名的土特产“东

安大蒜"，近年来也有了新的发展，每年种植4，000多亩，总产1，810，400斤，柑桔

是近几年新发展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30，600多亩，年产量400多万斤，被列为全

省柑桔基地之一。

森林资源不断扩大。全县有林面积96万多亩，其中人工造林52万亩，森林覆

盖率占34．16％。紫云，大庙口，川岩、端桥铺、鹿马桥，金江，新圩江，中田、

易江，大盛，南镇等11个公社和黄泥洞，大庙口两个国营林场为用材林基地，有

杉木，马尾松，阔Ⅱ1．树等用材林32万亩，石期市，大江口，台凡市，狮子铺、井头

圩，凡龙圩，竹木町，西江桥，芦洪市为经济林基地，有以油茶、果树为主的经济

林36万多亩，川岩、金江，大庙口林场、黄泥洞林场又是楠竹基地，楠竹面积14．6万

亩。其中川岩公社有楠竹5．4万多亩，素以“楠竹之乡’’闻名全省。全县木材总

储积量68万立方米，楠竹总储积量1，876万根。一九八一年产茶油142万斤。

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解放前，全县只有少量的个体手工业。解放初期，发展了

； 7个县办企业，年产值15万多元。现在已发展到43个县办企业，年产值已达2，700多7／"季
塞元，初步建成了采矿、机械、机电、原料，燃化、轻工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主毒

至要工业产品有原煤，钨砂、锰砂、农机具、水轮发电机、变压器、电焊机、[J动焊剂、 事

麦电石．水泥，碳铵，机制纸、日用瓷、泥木工具、塑料制品，针棉织品、竹藤制品堇

i等35种。电石畅销全国；菜刀，藤椅、竹椅系传统产品，物美价廉，省内驰名。社茎

妻队企业，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兴办，近年来发展很快。一九八一年企业总数达l，009季
董个，从事企业的劳力约2万人，占农村劳力的10．7％，总产值2，434万元，其中有4 事

i社2镇年产值在100万元以上。 毫

； 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全县有粮站(点)31个，商店161个，食品站34个，供主
垂销社34个，代购代销点365个。星罗棋布的商业网点，沟通了城乡贸易，有利于工未
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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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交换。一九八O年以来，社员每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8，000多万斤，棉花

990，400斤，食油205万斤，生猪75，000头，烤烟28，327担。与此同时。工业品和化

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大量下乡，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九八

一年人平纯收入96．6元。

交通运输较为方便。湘桂铁路从县境南部穿过，设有兰家村、井头圩、东安，

紫溪4个火车站。公路四通八达，总长733．2公里。有零(陵)东(安)、邵(阳>

东(安)，东(安)新(宁)、冷(水滩)芦(洪市)四条主千线和东(安)大

(庙13)、并(头圩)川(岩)，端(桥铺)竹(木町)、石(期市)狮(子铺)、紫

(溪)高(峰)等主要支线和其他短途支线。全县35个社(镇)都有客班车往来，80％

以上的大队修了机耕路。湘江常年能通10吨以上的机帆船。芦江，紫水，石期河丰水

季节，可通2—3吨木帆船。

文教卫生阔步前进。解放初期(1 9 4 9年)，全县仅有2所中学，299所小

学，有中小学生9，639人。现全县有县属中学5所，社、镇办中学36所，小学572所。

在校学生104，71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3％，为解放初期的11倍。幼儿教育，中等专

业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科技教育，体育活动都有相应发展。民间武术广为流传，

素称“武术之乡力。从县到社层层都有电影院、广播站(室)，图书馆(室)，基

本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网。县，区有医院9所．中医院l所，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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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牙。市镇
BAIYASHI ZHEN

镇人民政府驻地：莫孝曩委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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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白霆嚣牙蓬雾市莲羹镇蓬封概蓬黎况蓬
％蘅菇璇澎麓蔬再蕊矿％莉斌氐矿钨砸湔瞄，％蕊蕊矿％莉湔秭尹

白牙市镇位于紫水中游，跨龙溪河两岸。是东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相传，古时有一对白鸭飞入镇内龙溪河下，沿河两岸开设铺店，逐渐成为集市贸

易的小市镇，得名白鸭市。后因书写简便，将“鸭乃写成口牙一，故易今名。

白牙市镇子一九四九年建立。一九五九年改名为城关公社，一九六一年更名为

城关镇，一九八。年恢复白牙市镇原名。全镇辖2个居委会，2个农业大队，有

3，584户，15，121人．均系汉族。

全镇面积5平方公里，周围群山环绕。西有金鸡岭，是全镇最高点，海拔211米，顶

峰建有自动控制的电视差转台，东有老鸭山，山峰起伏，层峦叠嶂，山上石灰石较多，

今湘潭钢铁厂和县采石场正在开采利用。龙溪河自北向南从镇中穿过，把全镇分为东

西两段，河上修建有四座拱桥，将市镇连为一体。镇内建筑新颖，风景优美，景色宜人。

全镇面积7，911亩，其中水田403亩．菜地420亩，早土188亩，林地400亩，荒山

l，300亩，水面800亩，其他4，400亩。镇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农作物生长。以

种植水稻、蔬菜为主。五十年代修建r源尾坝。六十年代后期，在源尾坝旁安装了水轮

泵，水利条件大为改善。一九八。年粮食亩产1，400多斤，为解放初期的3倍。蔬菜

生产逐年发展，肉食水产，保障供应I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居民生活日益改善。

全镇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解放前，镇内既无工厂，又无机械设备，只有少量个体

手工业。解放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白牙市镇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镇。全

镇现有机械，化工，轻纺，陶瓷，皮革，塑料，食品、建筑等10多个行业，40多个

企业。主要产品有碳铵、电石，水泥，水轮发电机，焊剂粉、毛巾、布伞，皮件，

塑料玩具、竹藤制品，瓷器、饮料酒等50多种，年产值l，600多万元。其中镇办企业

14个，年产值200多万元。生产的品种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如电石、“431一焊剂

质量好，价格低，畅销全国各地，饮料酒有3个品种获得全地区优质产品奖。交

通运输方便，公路，四通八达，湘桂铁路从镇内经过，勾通了白牙市与长沙，桂林

及全国各地的联系。镇内还建有汽车站，每天有六十多次客班车开往零陵．邵阳，新

宁，道县以及全县各地，运送着成千上万的旅客。

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全镇有县办中学l所。镇办中学l所，小学2所．教

师250人．在校学生4，000多人。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

均设在镇内，有医务人员308人．病床228张，这对于控制人I：1增长，保障人民身体

奠健康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建起了文化馆，祁剧院，电影院，武术馆和业余体

蛩校·群众性的武术活动广泛开展，文化生活比较活跃。
％丽蹄菇司赢蘸一币崭面商幕布滞蕊j嗣蕊=亩弱西蹋畸雨湘宵麓翻矗葡菏t雨量而翮Ⅱ薪丽丽谛陈丽丽陈币i再而葡蹋弼丽i『：；蕊葡盛蕊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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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县l Dong’石n×Ian 478，613 ▲【龙溪居委会】L6ngxT Jow否lhui 991

人。县人民政府驻“白牙市”。春秋战国时为 人。驻“龙溪路”。1961年以驻地“龙溪路"

楚南境，秦为长沙郡地，汉置东安驿，三 简称龙溪居委会，1971年改名东风居委

国时属泉陵县地l西晋，折置为应阳县I 会，1980年恢复龙溪居委会原名。

隋，唐并为零陵县，五代时，马殷置东安 【龙溪路】L6ngxT Ld此街位于一条

场，宋雍熙元年，从零陵及全州各划出一 蜿蜒似龙的小溪河畔而得名。曾用名“生

半的土地，设置东安县，元，明，清沿用 智路。力

至今。 【金鸡路】JTnJ T Ld此街位于“金鸡

o【白牙市镇】B61y6shl'Zh誊n 15，121 岭一下，故名。

人。驻。白牙市大众路”。解放初期，命名 【建设路l Jlansh吾L0此街以1978年

为白牙市镇，1959年易名城关公社，1961 新建的沥青路得名。

年更名城关镇I 1980年恢复白牙市镇。 【龙溪东路】L6ngXT Dongld此街

【白牙市l B61y6sh'／相传昔有一对白 位于一条蜿蜒似龙的小溪东岸得名。

仙鸭飞入境内龙溪河下栖息，由此得名 【文艺路】W否nyT L0此街是县属文

矗白鸭市才。后以“鸭玎矗牙劳谐音简写 艺团体，机关单位驻地得名。

为“白牙市一。县人民政府驻地。 ▲【白牙町大队l B石ly6dTng Dadul

【大众路】DOzhSng Ld此街是白牙 618人。驻。蒋家”。1958年以所辖地片口下

市镇集市贸易中心。1958年命名为朝阳路， 白牙一简称白牙大队，1971年改名向阳大

1971年更名为大众路。镇人民政府驻地。 队，1981年以_下白牙”一片大田町著称更

▲【前进居委会】QlangJTn JowiHhuT 今名。

I，388人。驻“前进路”。1970年以驻地矗前 【蒋家】Jh6ngJI石以蒋姓居多命

进路一简称命名。 名。

【前进路】Ql OngjTn Ld 1950年为纪 【唐家l T6ngjla以唐姓集居此村得

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为中山路，1970年改 名。

为前进路。 【下白牙】XIcab61y6相传昔有一对

【东新路l DOngXTn La此路系东安 白仙鸭，有一只飞落白牙市(今县府驻

县城新建公路，故名。 地)。另一只飞落此地，故名搿下白鸭黟。

【金井路l JTnJTng La此路系白牙市 后以“鸭修、“牙弦谐音简写今名。

镇小巷，巷内有口水井，饮水人多，民众 ▲【牌楼大队l P6116u DOduT 866．K。

爱此井如金，故名。1970年改为反帝巷， 驻。龙溪路”。1958年以驻地原建有一座石

1980年恢复金井路。 牌楼(毁)而命名为牌楼大队，1964年更

【瓦厂墙l W6ch6ngt石ng 系白牙市 名新街，1975年易名向荣，1981年恢复牌

镇小巷，原巷内有I：1塘．塘上盖有瓦厂， 楼大队原名。

故名。(·今塘已填土建房)1970年改为反 【六家湾】LIdJlOwOn原以六户人家

路巷I 1980年恢复原名鼻瓦厂塘一。 建村河湾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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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溪市 区
ZIXISHI QU

区公所驻地：萘器鑫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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