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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世世代代撰修《方志》。 《方

志》，不论是《史记》，还是《县志》，无不以《地名志》为重要内容

的。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十分重视史部地理和疆域区划史料的搜

集。今天，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帮助大家了解黄龙县

地名历史状况其变化沿革，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这部《地名

志》。

《黄龙县地名志》是一部记载黄龙县现代地名以及依附于该地名有

关信息的工具书。全书采用辞条形式，收录了全县140l条标准地名。对

这些地名的名称来历，历史沿革，地理方位、行政隶属、简单概况、汉

字标准书写形式以及正确读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遵照《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我们对全县的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改

变了以往在地名上存在的混乱状况。今后，在使用我县有关地名时，都

应以标准地名为准。

本书中的标准地名图，是以总参测绘局绘制的l：5万地形图为基

础，参照陕西省测绘局1971年编印的l：125000行政区划图，以阐明标

准地名为目的而设计绘制的，所以在地物之间的距离以及行政区划的疆

界上都不太精确，不能作为测量和划界的依据。本书中的统计数字，凡

是没有特别加注的都是摘自黄龙县统计局编印的《黄龙县一九八O年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o

黄龙县的地名普查和地名志的编纂工作一直受到县委，县人民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全体地名普查工作队队员、吃苦耐劳、爬山涉

水为地名标准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省、地两级

地名委员会的同志多次亲临指导，兄弟省、市的同行又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县档案馆、统计局等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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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黄龙县地名志》编委会领导成员如下：

主任：饶元清

付主任：杨向华和启孝

委 员：王文耀王武英。孙明安刘长印 刘再时刘志臣

刘志泉刘前裕张允忠张宗洲 张振华李成杰

李毓秀吴俊赵永贵高有法畅文胜薛斌学

《黄龙县地名志))编辑部成员：

主 编：黄龙县民政局

图片摄影：李忠祥。王 峰 雷耀刚 吕增武 吴俊

校 对：齐鸿浩 ．

标准地名图绘制：吴俊

由于编辑人员专业水平有限，资料收集得不全，所以在标准化处理和

编写过程中有不少错误，垦切地希望同志们提出改进意见。

《黄龙县地名志》编辑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井 m6 麻 桥

m 九 m百 马 q『n 秦

酒 qing 青

jo 车
m6i 梅 清

jl=J 潦 煤 q o 曲

m色ng 孟 屈

K mi 米 麴
miao 庙 qu6n 泉

k石ng 康 mo 木

苜 R

L 穆
ren 任

I石 拉． N

16ng 狼 S

lao 老 n6n 南
㈦ 雷 ni6n 碾 San 二

If 梨 ning 宁 sang 桑

li 李 niI=I 牛 sh石 沙
№n 莲 n6ng 农 sh百on 陕

∞ng 梁 sho i 晒

凉 P sh石n 山

||n 林 shon 汕

№9 灵 p6 n 盘 shdng 上

陵 P鬯ng 彭 sh石。 烧

IiI=l 刘 pi石n 偏 sh色 社

I；a 柳 P湎。 漂 sh百n 申

IiI=I 六 pfng 坪 深

16n9 龙 p6 坡 sh鬯n 神

Il=l 炉 pl=I 菩 sh芒n 沈

芦 p已 普 sh色ng 圣

Ia 鲁 shi 狮

II=I 路 ． Q shf 石

lu6n 乱 十

lu6 罗 qi 七 shi 史

骡 qf 齐 shI=I ．熟

lu6 洛 棋 shu石n9 双

骆 旗 shui 水

qi6n 前 sI 寺

M qi6ng 强 四

qi60 乔 s6ng 松

·8·





汉字笔画索引

一，本索引以笔画笔顺为序。检索时，先看首字的笔画，首字相同再看第二宇的笔

画，以此类推。

二、同画数的字按笔顺笔形排列。笔顺按习惯一般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笔形分五
种、次序是横[-]、竖[I]、撇[J]、点[、]、折[’]。例如：“于、上’’两字都是三

画，。t于’’字起笔是“J，就在三画[—]类里查；“上"字起笔是“I’’，即在三画
[I]类里查。再如“肖、吴”两字都是七画而且起笔都是“I"但“肖"的第二笔是

“、，，故在[I、]类中查；“吴’’字的第二笔是“1’’故排在“肖’恬面，在[I一7]

类中查。
三、横(—)竖(1)撇(J)点(、)折(')以外的笔形按下面的办法处理：

1． (／)作[-]处理。例如“土、 亍、马、鱼"中的“／"都作[-]

处理。 ，

2．捺(L)作[、]处理。例如： “木、 文、飞"中的“＼、一，弋"

都作点(、]处理。

3．笔画曲折的如“J、I，、＼、L、飞、勺”，等都作拆(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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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王坡村 (68) 五姓村 (118) 中国共产党

王家山 (60) 五姓村大队 (118) 黄龙县委员会 (121)

王家山 (64) 五驮沟 (144) 贝

王家沟 (61) 太 贝坡 (28)

王家店 (24) 太平村 (22) 贝坡大队 (27)

王家店大队 (23) 太平梁 (93) 牛
’

王家峁 (35) 太平梁 (108) 牛毛堙睑 (117)

王家咀 (80) 太平原 (117) 牛头包 (82)

王湾 (78) 太地原 (113) 牛舌头沟 (83)

太地原大队 (112) 牛角梁 (52)

井儿村 井 (87) 车 牛家沟 (144)

井家泉 (48) 车马塔 (儿2) 牛堡泉 (48)

瓦 长

天不尽 天 (82) 瓦子河 (113) 长石头 (30)

天井原 (106) 瓦子街 (103) 长石头大队 (30)

天井槐 (45) 瓦子街大队 (102) 长虫沟 (142)

瓦子街公社 (102) 长安梁 (53)

无量山 无 (136) 瓦子街林场 (127) 长沟 (91)

瓦子街烈士陵园 (133) 长村 (90)

云里府 云 (30) 瓦子街道班 (130) 长村大队 (90)

瓦片子 (45) 长线沟 (73)

木瓜树峁 木 (54) 瓦片沟 (21) 长线沟 (140)

木耳坪 (63) 瓦片沟 (137) 长线沟里 (73)

木耳坪大队 (63) 瓦瓮河 (27) 长家圪台 (86)

木吕村 (32) 瓦瓮河大队 (27) 化

木昌桥 (32) 瓦盆窑 (100) 化塔 (79)

木昌桥大队 (31) 瓦盆窑 (儿2) 分

瓦盆窑 (120) 分界 (100)

五门口 五 (95) 瓦窑 (90) 分界 (105)

五角山 (74) 中 分界大队 (100)

五角山 (134) 中士原 (29) 分界沟 (145)

五角树 (85) 中山渠 (93) 公

五里店 (112) 中咀子 (57) 公路管理段

五县庄 (99) 中林户 (33) 小寺庄工区 (123)

五里庙 (38) 中窑科 (31) 公寨 (20)

五虎塔 (29) 中埂脸 (51) 公寨大队 (20)

五村 (23) 公寨沟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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