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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与各方面的努力下，《海淀区地名志》问世了．这部由北京市地名

志编纂委员会领导、由区规划局具体组织编辑的地名专业志书的出版，既是我区。四化”建

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硕果，是服务当代，造福后人的大好事，值得，

庆贺。借此机会，谨代表海淀区政府向致力于本志编辑工作的一切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

的感谢!

从元初王恽《中堂事纪》中载有。海淀”这一地名起，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了，劳动生息在

这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以其惊人的智慧，不断地为这一地区谱写出新的篇章。时至

今日，海淀区已成为首都著名的科研，文教、旅游区和全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以及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之一．

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人们生产、生活集团化、社会化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交

往的日趋频繁，地名的使用也Ft益广泛，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国内到国外，从

经济、文化建设到国防，外交、公安、邮电、新闻，出版、测绘、旅游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与

地名息息相关．为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城市科学管理的需要，按照中国地名委员会，市地名

办公室的要求，编写《海淀区地名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势在必行。

《海淀区地名志》是我区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地名为内容的志书，它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本区地名的标准称谓、读音，位置，归属、名称由来、含义、演变和现状以及与其相关的政

治、经济、文化、地理和市井概貌等，是一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具有一定思想性、科学性、

知识性、实用性的地名专著，从中可以领略到我区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折射出改革开放带来

的繁荣景象．它的出版，促进了国家统一部署的地名资料更新、地名档案建设等工作的顺

利完成，也必将为我区各行各业的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资料与历史的借鉴，成

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对加强我区与外界的交流，建设文

明城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并为我区地方史志的编写打下坚实的

基础．

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标准名称，具

有法定性质。今后各单位、各部门，使用海淀区地名，应以本志为准，如因新建、改建或其

他原因，需要命名、更名时，应按国务院，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按照程序、权限办理报批手

续，经批准，方为有效．

《海淀区地名志》的出版，是海淀区地名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掀开了我区地名工

作新的一页．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我区地名工作的领导，把地名管理工作纳入城市管理工

作的轨道，仍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区长胡昭广

一九九二年八月



出版说明

《海淀区地名志》是在1990年地名资料更新基础上，遵照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部

署，以各类个体地名为条目，文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编辑而成．它纵叙历史，横述现状，

融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是一部为全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地名专著。

本志共收入标准名称1054条，其中政区聚落地名509条，自然地名63条，水利和交

通地名117条，文化地名213条，各类公司、工厂及商业服务单位名称152条．配有地图

40幅，示意图16幅，彩色及黑白照片等400余幅．

1．本志按<q匕京市地名志编纂方案》同类地名为篇，共分七篇：第一篇为政区聚落地

名篇，包括海淀区及其区划中的17个街道办事处和11个乡政区聚落；第二篇为自然地名

篇，选收境域内的山脉、山峰及水系；第三篇为经济地名篇，选收境内有关水渠、水库及主

要公路、桥梁、铁路和火车站；第四篇为文化地名篇，选收重要纪念地，名胜古迹及科研、学

校和卫生、文化、体育设施(就本区而言，。北大’、。清华”以及科学院很多研究所，无疑是中

外知名的地名，且几乎占本区的。半壁河山”，有鉴于此，难于放在附篇，经反复斟酌，收入

文化地名篇)；第五篇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选收各类高新技术的科研、生产、销售经

营地；第六篇为附篇，选收中央、市及区属有代表性的各公司、工厂和商业服务单位；第七

篇为附录，选录中央，北京市和海淀区有关地名工作的法规和文件，以及研究海淀区的地

名文章、诗词等。为方便查阅，还附有《地名汉字笔画索引》和《地名汉语拼音索引》．

2．每篇地名的排列，各因其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方法．政区聚落，按区，街道办事

处和乡的习惯顺序排列，其所辖居住区，自然村以及自然地名、交通设施均按地域依北，

西、东、南方位排列；其余各篇先依编纂方案分类，类下不便用方位的按首字笔画，画数相

同的按起笔笔形。横、竖、撇、点、折”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字数少的在前．

3．本志条目方位，海淀区条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定位，其它条目以颐和园

佛香阁为地理中心点．

4．本志断限时间，上溯不限，下限截止于1990年底．有重要意义的新变化，补充至

1991年9月。

5．1949年后的各项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本志所用各街道、乡及企

事业单位的占地面积、人口等数字，以各单位所报数为依据；如人口数字为1990年底户籍

人口，另用其它数字则在释文中加以说明。

6．本志历史纪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

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其后只书写公元纪年。

7．本志所用。1949年后”系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时期．

8．本志所列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雯臻
渺篡篝箬
爹．⋯
季籍薹

瓣差
戋花7荽攀

青辛|l 范 ：

弓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

海淀区在北京市的位置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海淀区规划管理局

地名志撰写组编绘1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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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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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沿革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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