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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行署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邵武县地名

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

取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基层，调查核实，考

的原则，对我县地名逐条进行审定。确定可以继续使用的地

名，纠正1 t 5万地形图上错标的地名，更改含义不妥和不

命名，增补了l；5万图上遗漏的地名。同时，对地名的生

僻，方言用字进行调查处理，而为广大群众所惯用：通俗易懂、含义合适的地名不予更动，

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 ·。

《邵武县地名录》不仅准确而又集中地反映了我县地名状况，结束了长期以来地名混乱
f

的现象，而且充实了我县的地名史料，为编纂地方志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对于提高我县行政

管理水平，促进本县的四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本地名录中的地名，从国家

文字改革的方向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出发，均标注汉语拼音，又结合我县实情，绘制了县，社

(镇)地名图，进一步提高了地名录实用价值，必将为繁荣我县的旅游、外贸以及邮电通讯

等事业起积极作用。 ．‘

本地名录中的地名是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地名时，都必须以此

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改和增补新地名，必须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规定，

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批准后方为有效。

’《邵武县地名录》共汇集各类地名3701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1565条，行政、企事

业单位269条，人工建筑264条，纪念地．名胜古迹52条，自然地理实体1430条，但监非我县

地名全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地名也会发生变化，今后，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予以补

充。 ，

‘

’

邵武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 ．

、

●



说 ．明

一，地名录内容；按省，地区地名办公室的有关规定，以各类地名为正文，汇入县政区

图、城区图，公社地名图，各项概况、更名命名文件，地名方言生僻字处理意见以及名胜古

迹照片等。

二，地名的分类。1．行政区划，居民点，2．行政、企事业单位，8．自然地理实

体，4，人工建筑，5．纪念地、名胜古迹。
‘

三，地名的选取。所有的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独立存在的监起地名作用的行政，企

事业单位名称，县内较重要的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因我县地处闽北山区，居民点较稀

疏，有相当部分的山地，所以山名普查得较多。人工建筑物等类的录取线；．水库蓄水量lo万

方以上，电站装机容量20千瓦以上’除有一定价值的古桥外，桥梁以通汽车为准(桥类备注

栏中的代号，如翌等!水泥，表示该桥长256米，宽7米，载重尾14吨，钢筋混凝土结构)。

四．排列顺序。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由全县统一分山，峰、河、谷、关隘等小类按音序编

排，其余地名以社镇为单位编排。跨越社(镇)县的公路按起点站所在的社镇分别归入。。

五、交界山名的表示；社镇间及与邻县的交界山名，．在“所在社(镇)’’栏中注出社镇名

和县名。

六．曾用名和别名的区分。在“别名(曾用名)"栏中，带括号者为曾用名，不带括号者

为别名。 j

七、关于行政区划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问题。在这次地名普查进行规范化处理工作中，

重点是更改容易引起混乱的公社名称。我县大队与驻地不一致的有五十多处，为了加强行政

管理．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对其中十二个容易引起混乱而群众也要求更改的地名作了适当的

调整。

八、关于异字同音的地名：从标准汉字书写方面来说，这种情况不属于重名范畴，我们

只改了极个别容易混淆且群众又迫切要求更名的地名，可改可不改的不作更动，以保持地名

的稳定性，防止更名面过宽而造成新的混乱。

九，地名的汉字书写：《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的方言，生僻字，根据

≮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试行)》中的原则进行处理，简化汉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

化部联合印发的《印刷通用汉字>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编印的《简化总表》为准。

十．地名的汉语拼音。按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

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城市街道名称拼写规则(草案)》，参照福建省

地名学研究会制定的．‘关于地名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规则>拼写。
’

●

十一，资料截止日期：有关数据均以一九八O年底为限。名称，区划截止一九八一年八

月一日止。’
’

’。’‘

十二，各公社地名图，统一使用昭阳镇地名图图例；本书所用的温度数，一律为摄氏温度．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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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武 县 概 况

●

邵武县地处福建省西北部，闽江支流——富屯溪中上游，位子北纬26度55分——27度

35分，东经117度02分——117度52分之间。东北邻建阳县，东南连顺昌县，南接将乐、泰宁

县，西与江西省黎川县毗邻，西北与光泽县交界。境内东西宽1 15公里，南北长120公里，总

面积2836．73平方公里。全县共有1个镇，14个公社，132个生产大队，1229个生产队，1279

个自然村，51531户，25362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1587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有回，畲等

9个少数民族5006人，约占总人口的2％。 ’．

据出土文物考证，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古越族定居。公元220年前后，

经济，文化有所发展，汉时建东越鸟坂城池，为闽越王无诸御汉六城之一。吴永安三年(公

元260年)，由建安郡置昭武镇，寻升为昭武县，意即地处武夷山之南，县治设在富屯溪北

面的北平山(今故县街)附近。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惠帝因避其祖父司马昭之“昭，，

字讳，遂改为邵武，后称邵阳，一度复称昭武，另有樵川，樵阳诸称。宋太平兴国四年(公

元979年)，置邵武军，筑土城于紫云溪(今富屯溪)南，即今县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

改为邵武路，辖领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明、清两代均设府治。民国二年．(公元

19J3年)废府治立为县，邵武属建安道。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隶属第九行政督

察公署。次年裁并，由第三行政督察公署管辖。解放初属建阳专区，1956年并入南平专区，

现属建阳地区。

．，早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邵武领导人民开展减租反霸斗争。1931年，中央红军三军

团三次由赣入我县金坑，1932年10月红一军团解放邵武县城。此后，在我县先后设立过中共

邵光县委，邵武县委、东方县委、，闽东北分区、闽中特委，福建省委等党的领导机关和同级

苏维埃政府。1938年设立邵武中心县委，领导邻近四个县的革命斗争，并在我县农村建立了

四个区委，四十多个支部，以及大批革命基点村和游击活动区，发展党员四百多人。t949年，

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福建，5月19日邵武解放，建立了邵武县人民政府。

， 县境内地势大致由西南和东北向中部河谷倾斜，山地属武夷山脉，万山耸拔扬举，山峦

重迭，蜿蜒起伏。其势峥嵘峻峭，如鹤冲天，为闽北咽喉，是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故有

“八闽屏障，，．。铁邵式”，。铁城”之称。最高点为大埠岗公社的撒网山，海拔1523．9米。岩

体多为花岗岩，中部地区分布有片岩，页岩，千枚岩。主要河流富屯溪，分别于我县桂林公

社盖竹大队的叶竹山北坡和光泽县北部司前一带发源，集纳光泽县境内诸溪之流折回我县境

内，由西北直贯东南、出卫闽公社入顺昌县，全长99公里。有支流21条，分流1 4条，总长

8辱7公里。河谷地带分布断续狭长小平原及串珠状河谷盆地，以城区盆地为最大。境内山地

以红壤为主，局部山区还分布着黄壤。河谷小平原及城区盆地等种植地多砂土和紫色土，屡

经耕作改良，，土质松软并富肥力。． 、

全境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山区多雾障。越冬期短，夏季较长，三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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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寒，三伏无酷热。年平均气温17．7℃，极端最高气温40．4℃，最低一7．9℃，一月份平均

气温6．7℃，七月份27℃，平均气压99．26毫巴。年平均降雨量1770毫米，最多年份2403毫米，

最少年份1231毫米，雨日集中在4至6月，三个月降雨量约占全年52呖。平均日照率39％。

无霜期264天。城关地区富屯溪历史最高洪水位为黄海高程192．6米，最低184．8米。主导风

向西北，频率为11叻，静风频率为52％。

邵武的工业都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现拥有森工、轻纺，化肥，机械电力，冶炼，采

煤，造纸，建材，丝绸，皮革，食品加工，轮胎制遣、汽车修理，粮油加工等140多个工矿

企业单位。1980年工业总产值13225．84万元(其中县属工业4320．8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70．9％。境内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已发现矿产388处，主要是煤，铁，钨，硫铁，莹石．

石灰岩，瓷土等。

境内物产丰富，主要生产稻谷、毛竹、木材，还有香菇，笋干，油茶，茶叶，柑桔，药

材(使君子、薏米)等。全县总耕地35万多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323600亩，1980年农业总

产值5476．74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29．1呖。1980年粮食总产量26892．7万斤，亩产829斤，

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1635万斤，毛竹160万根；为福建省粮食．毛竹生产基地县之一。1980年

全县生产木材14．4万立方米，产香菇99担，笋干2474担，油茶7545担，茶叶6992担，柑桔

5986担，使君子20担。其中油茶，茶叶，柑桔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田水利建设自合作

化以来有了较快发展，到1980年底，全县共有水利设施3275处，蓄水工程52处，其中蓄水一

百万方以上的水库5座，有效灌溉面积27万多亩，旱涝保收田18万多亩。农业机械化水平逐

年提高，1980年底全县拥有各种拖拉机1894台，共21 097匹马力，实际机耕面积23万多亩，化

．肥施用量每亩达162斤。现有农村水电站2 1-5个，总装机容量6440千瓦，全年农村用电28293

万度。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贸易市场日趋繁荣。1980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7264．79万元，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2949．1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607．97万元，银行储蓄额2482．4万元，比解

放初期都有较大增长。

全县交通发达，鹰厦铁路沿富屯溪北岸贯穿全境，长达103公里，设有10个车站，1980年

客运量63．sT人次，货运吞吐量101万多吨。公路通车里程853公里，其中干线88公里，全县

80％的大队通了汽车。富屯溪通航75公里j现有各种机动车辆3057辆，机航船10艘。

邵武县的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很大发展。1949年全县只有中小学53所，学生

5057人，教职工153人。1980年有中小学684所，学生58938人，教职_T_．3273人，分别比解放

初期增t0至19倍。全县现有电影队(院)56个，各种放映机79部，1980年观众达1500多万人

次。解放初期全县只有一个公立医疗机构，20张病床，6个医务人员，1980年有81个医疗机

构，861张病床，1223名医务人员。

邵武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山城，名胜古迹很多，较大的古建筑物达数十处。现存有宝严

寺，灵杰塔，李患定公祠，沧浪阁，越王台，南源寺(地处城郊公社高南大队，建于宋太平

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清真寺(旧名清净寺，地处昭阳镇和平巷)，还有宋，元，明时

代古寺，铸铜币厂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处。1951年，为了纪念在革命战争中牺

牲的革命烈士，在故县林场后山坡，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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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武县地名办公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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邴武县地名办公室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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