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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阳原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八月



言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S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区地

名办公室统一部署，我县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开始地名普查工

． 作，一九八二年九月结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地名普查工作。为了使这次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文、表、

图，卡)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给各条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

资料，使之服务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生活，特编纂《阳原县地

名资料汇编》。本书是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法

定工具书；同时又是我县历史上第一代颇有价值的地名资

’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见其珍贵。

《阳原县地名资料汇编》是在地名普查资料的基础上，

又深入调查、反复考证而编纂成书的。在《重要地名概况》

中适当增加了一些篇目，这些篇目是； 《小长梁遗址概

况》、《虎头梁遗址概况》，《侯家窑遗址概况》，《桑干

县故城遗址概况》、《顺圣县故城遗址概况》、《玉皇阁概

况》、《澡洗塘温泉概况》。本书所引各类数据除教育方面

由县教育局提供外，均以县统计局一九八。年年终统计报表

为准，所有地名均为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的标

准名称。今后使用阳原县各类地名，应以本《汇编》为准，

如有更改或补充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方能生效。



《阳原县地名资料汇编》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

录为依托，力求图文并茂，志录兼备，方便实用。但由于人

员少，水平低，资料缺，难免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阳原县地名办公室



标准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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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稍营(87) 站家梁(87) 土， 洞(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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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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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营(120) 侯家庄(120) 王林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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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沟塄(121) 辛窑(121) 棘针屯(121)

凉泉沟(122) 后窑(122)

并儿沟公社⋯⋯⋯⋯⋯⋯⋯⋯⋯⋯⋯⋯⋯⋯⋯(123—129)

井儿沟(123) 土地岩(123) 大正沟，(123)

红沙岩(124) 棘针沟(124) 牛坊沟(124)

苇子水(124) 陶家窑(125) 元通寺(125)

胡家台(12s) 常家庄(126) 乱沟子(126)

周伸地(126) 团豆沟(126) 窨子沟(127)

麻地沟(127) 八马坊(127) 辛庄子(128)

上／＼角(128) 下，＼角(128)

马圈堡公社⋯⋯⋯⋯⋯⋯⋯⋯⋯⋯⋯⋯⋯⋯⋯(130一136)

榆条沟(130)

西地(131)

保伸观(132)

涧 口(133)

慕家窑(133)

贺家砦(134)

黄土梁(13S)

王家洼(136)

秦家庄(130)

石盆(131)

保辛庄(132)

焦家庄(133)

宋家庄(134)

榆林关(135)

赵家沟(136)

黄粮坡公社⋯⋯⋯⋯⋯⋯⋯⋯⋯⋯⋯⋯⋯⋯⋯(137—142)

黄粮坡(137) 一吐泉(137) 刘元庄(137)

祁红庄(138) 范家窑(138) 灰泉子(138)

桥梁水(138) 红寺(139) 王家窑(139)

石宝庄(139) 大沙沟(140) 朱家庄(140)

康家庄(140) 瓦窑(140) 水泉(141)

泥家园(141) 第四畛(141) 西目连(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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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 峪(144)吕家窑(144)宽沙河(144)

洞 嘴(144)连目村(14S)五 分(145)

三分沟(145)双 庙(146)獾子窑(146)

西坊城堡(146)冯家窑(147)西自马营(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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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庄(150)西碱沟(1S1)东碱沟(151)

南 湾(1S1)嘴儿梁(1S2)嘴儿房(1s2)

大自嘴(1S2)辛 其(153)

南辛庄公社⋯⋯⋯⋯⋯⋯⋯⋯⋯⋯⋯⋯⋯⋯⋯(1S4—159)

南辛庄(154)龙风坡(1s4)西沙庄(1S4)

刘家小堡(155)四十亩滩(15S)南沙洼(155)

芜子沟(156)破砦子(156)祁家庄(1S6)

‘北辛庄(157)稻 地(157)红崖(157)

许家营(1s7)东王家窑(158)老鱼沟(1s8)

小 关(1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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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窑(164) 官地窑(164) 弓家湾(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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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涧(16s)

下卜庄(166)

石岔沟(167)

龙马庄(168)

王家洼(169)

武家庄(170)

上卜庄(166

双条岭(166

金卜罗(167

马主部(168

圪料村(169

要家庄公社⋯⋯⋯⋯⋯⋯⋯⋯⋯⋯⋯⋯⋯⋯⋯(17l一177)

要家庄(171) 西辛庄(171) 西沟堰(171)

柳树皂(172) 南洼(172) 王府庄(172)

上圃村(173) 东蛆坡(173) 下滋铺(173)

下辛庄(174) 王贞庄(174) 头其(174)

广丰庄(17S) 毛道沟(175) 同梁堡(17S)

南房子(176) 盐圪塔(176) 小庄(176)

牛蹄庄(177) 圪塔头(177) 大盐厂(177)

东井集公社⋯⋯⋯⋯⋯⋯⋯⋯⋯⋯⋯⋯⋯⋯⋯(178—185)

东井集(178)侯家窑(178) 赵家窑(178)

漫流堡(179)和尧庄(179) 林家庄(179)

拣花堡(179)北梁(180) 南 梁(180)

上大柳树(180)咸水皂(181) 庄 洼(181)

西堰头．(181)东堰头(181) 西大柳树(182)

东大柳树(182)王汉庄(182) 西蛆坡(183)

嘴儿图(183)康石庄‘(183) 施家会(183)

小石庄(184)大石庄(184) 西福地(184)

东福地(18S)=分滩(18S)

揣骨疃公社⋯⋯⋯⋯⋯⋯⋯⋯⋯⋯⋯⋯⋯⋯⋯(186一195)

揣骨疃(186)西沟沿(186) 小辛堡(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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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圈(187)双塔(187) 南地(187)
西 庄(188)三泉(188) 永安庄(188)

耘业庄(189)小井沟(189) 香草沟(189)

落凤洼(190)南庄(190) 大水日(190)

阎家窑(190)高家窑(191) 季家窑(191)

西王家窑(191)曲长城(192) 独山堡(192)

化家岭(193)庙儿梁(193) 季家庄(193)

磁炮窑(193)高家洼(194) 柳沟寺(194)
后 沟(194)王家梁(194) 东香沟(194)

王家沟(195)小南沟(195)

东自家泉公社⋯⋯⋯⋯⋯⋯⋯⋯⋯⋯⋯⋯⋯⋯(196_203)

东自家泉(196)芦子屯(196) 双 树(196)

籍箕疃(197)西太保(197) 东太保(197)

小盐厂(198)窑儿沟(198) 西自家泉(198)

起凤坡(199)火石岭(199) 上 庄(200)

薛家庄(200)武家洼(200) 帅家梁(201)

高家梁(201)黄土坡(201) 夹石沟(201)
西 安(202)蛇腰掌(202) 松树梁(202)
西 窑(203)榆树洼(203) 偏林寺(20§)

’标准地名录

阳原县标准地名录⋯⋯⋯⋯⋯⋯⋯⋯⋯⋯⋯⋯⋯⋯f 2n≮、

行政区划地名⋯⋯⋯⋯⋯⋯⋯⋯⋯⋯⋯⋯(205—219)

居民地地名⋯⋯⋯⋯⋯⋯⋯⋯⋯⋯⋯⋯⋯(220一238)

其它地名⋯⋯⋯⋯⋯⋯⋯⋯⋯⋯⋯⋯⋯⋯(23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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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阳原县革命委员会关于

行政区划更名问题的请示⋯⋯⋯⋯⋯⋯⋯⋯⋯(251)

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行政公署

关于公社级地名命名、更名的通告⋯⋯⋯⋯⋯(252)

，阳原县革命委员会

关于公社，大队更名的通知⋯⋯⋯⋯⋯⋯⋯⋯(254)

阳原县西城镇公社革命委员会

关于地名更名问题的通知⋯⋯⋯．⋯⋯⋯⋯⋯⋯(256)

阳原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2s7)

后记．⋯⋯⋯⋯⋯⋯⋯⋯⋯⋯⋯⋯⋯⋯⋯⋯⋯⋯“(268)后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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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名概况



阳原县概况

阳原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临宣化县，南接蔚县，北

与怀安县和山西省天镇县毗邻，西、西南分别同山西省阳高

县、广灵县交界。总面积一千八百二十一平方公里。辖十九

个公社，二百九十六个大队(一九八二年为三百零三个大

队)，三百八十八个自然村。有二十四万三千六百=十五

人，其中回、满、蒙、壮等少数民族五十二人，余为汉族。

县人民政府驻地西城，位于省会石家庄北偏西二百四十公里

处。

阳原县历史悠久，今县辖区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已

有人类活动。春秋时属代国。战国时属赵国代郡，有安阳邑

(今开阳)，《史记·赵世家》：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

君。秦属代郡代县。西汉属并州刺史部(《汉书》载属幽州

刺史部)代郡(治桑干县)，置桑干、东安阳，阳原(阳水

流经之地，故名阳原)三县；东汉属幽州刺史部代郡，置桑

千、东安阳二县，阳原县省。魏、晋属代郡。北魏东、西分

属燕州昌平郡昌平县、恒州高柳郡安阳县。隋东、西分属涿

郡怀戎县、雁门郡灵丘县。唐属河东道蔚州安边县，后更名

兴唐县。辽属西京道大同府，置弘州(治今西城南关)，辖

永宁(治今西城南关)、顺圣(治旧东城)=县。金属西京

路，仍置弘州，辖襄阴(治今西城南关)、顺圣二县。元东

部为顺圣县，属上都路顺宁府(初为宣宁府，后改宣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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