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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县地名志
YUHUANXl AN D IM I NGZH I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浙江省玉环县地名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前 言

《玉环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详细介绍县内地名的资料书。它的

出版有助于人们比较正确地掌握、运用我县现行的标准地名，而且，

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我县的地理特征、历史面貌、经济概况。这对于

我县的各项行政管理工作，对于各部门的业务活动，对于人民群众的

社会交往都是有益的。 ．

《玉环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我县的

地名普查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八O年十二月
开始至一九八二年十月结束。在普查过程中，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

干规定》，整理了地名成果表，填写了地名卡片，编写了地名的概况

资料，并标绘了地名图；同时，对“十年动乱一时期中被改乱了的地名

和规定范围内的重复地名，均作了必要的命名、更名处理，履行了法

定手续，使现行的标准地名基本上达到含义健康、语音准确、书写规
范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浙江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志编

写提纲》的要求，经过考证、核实、修改、补充，始编纂成书。
《玉环县地名志》是按照“以文为主，文图并茂，志，录兼收疗的规

定要求编排的。其内容范围，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根据我县的特
点而编写的。全书共二十多万字，有地名图33幅，照片40张。收录

范围包括全县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和居民点、重要企事业单位、人工建

筑物和名胜古迹，以及自然地理实体等一千五百多条现行标准地名，

并表示出各类地名的来历、更替、含义，以及地理位置、行政归属、

标准书写、准确读音和别名、曾用名；对于重要地名，还适当反映了

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概况。

为了做好地名来历、更替、含义的考证，以及地名概况资料的整

理工作，我们查阅了《太平寰宇记》、《浙江通志》、《永嘉郡记》、《温

州府志》，《台州府志》、《永乐乐清县志》、《太平县志》、《雍正玉环

志》、《光绪玉环厅志》等史籍和民国时期的地图，还进行了实地核查，



地名资料的准确可靠。

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疏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不

玉环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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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玉环县地名志》共分五编：第一编为《县况综述》，第二编为《行政区划
及居民点》，第三编为《重要企事业单位》，第四编为《人工建筑物和名胜

古迹》，第五编为‘自然地理实体》。最后并有《附录》。

二，第一编以《玉环县概况>为主，并附‘玉环县地名图》等，其余篇目的安

排，我们力求反映本县由海岛和半岛组成，富有“鱼盐之利一，向有。文

旦之乡，之称等特点。

三、第二编分为两章g第一章为《建制镇》，第二章为<乡》。每个镇、乡中都

列有志、图、录。

四，第三编为《重要企事业单位>。此编收录占有独立方位，含有地名意义的

重要企事业单位。因本志的主要任务是记述地名，所以对其他不含地名意

义的重要企事业单位均不列入。

五，第四编为《人工建筑物和名胜古迹》，分为两章。第一章为《人工建筑物》善

第二章为‘名胜古迹>。

六．第五编为‘自然地理实体》，收录我县重要的岛屿，海洋、港湾、半岛，

山河等。

七、《附录》有三：一是《地名史料选辑》，有利读者查考地名的来历、含义及

更替，二是《地名文件汇编》，帮助读者了解有关地名处理的政策，三是

‘地名索引》，便于读者查找地名。

八、本志编排顺序，先镇后乡。乡则按照《玉环县地名图》从左到右，从上到

下的顺序编排。一个乡(镇)的排列，先驻地以及所在行政村，其余村的

编排顺序同上。其他地名，按类集中编排。

九、本志所收录的镇、乡、居、行政村等地名，均以政社分设后到1984年底
止，经县批准的行政区划单位为准。未经县批准，或在1984年以后经县

批准建立的，均不列入。

十，行政村的内容，主要记述名称的来历，更替及含义，村民委员会驻地，

户数及人口，经济特征和生产资料等。

十一、自然村的内容，如系乡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的驻地}主要记述名称

的来历、更替，含义和户数，人口、地理位置、地形类别(如平原、山

区，半山区)等。其他自然村仅记录其名称。

十二、本志所引用的数据，大多以本县1983年底的统计数字为准，但具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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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限的例外。全县及各乡镇陆地面积的数据，系县农村区划办公室于

1985年提供的。

、本志所列的两地距离是指直线距离。

，本志所列山峰的海拔，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本志所录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国家测绘局颁发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拼
。目
吖0

十六、本志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线，一般均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的依据。

十七，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地名，各部门、各行业使用地名

时，均应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要作个别更动时，要按地名命名，更

名的审批权限，履行法定手续，方能生效。，



；}；＼’
第 一 编

县 况综 述

’7



， I一

’r

m，
0、．



玉环县概况

地理位置玉环县(YOhu6n XlOn)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东濒披山洋；南临洞头洋与洞头

县隔海相望，西濒乐清湾，遥望乐清县，北以楚门半岛与温岭县接壤。全境由玉环，鸡山、

披山、大鹿、茅埏等55个岛屿和楚门半岛组成，其中有人定居的岛屿13个，玉环岛为主

岛。全县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阔约30公里，陆地面积360．56平方公里，海涂面积112．85

平方公里。这种海陆相兼的地理位置，给本县发展多种经济和海上交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行政区域及人口全县分设玉城，楚门、陈屿、坎门4个区I辖城关，楚门，坎门、清

港，陈屿5个建制镇，24个乡，36个居，301个行政村，979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地城

关镇，位于玉环岛东北部，距台州地区行政公署驻地临海城关镇85公里，距省城杭州250公

里。全县有88，779户，343，54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7，460)。人口密度高，每平方公里达

953人。系汉族聚居区，仅有回、高山、苗，土等8个少数民族50多人。

玉环在清雍正年间建厅设治时，仅有二万多人口，当时居民多由太平(温岭)，乐清、永

嘉，平阳等县及福建省迁入，祖籍不同，语言各异，其中玉环岛居民多操福建话，平阳话，

温州话，楚门半岛居民多操太平话(即温岭话)。他们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共同开发玉环。

县名来历玉环县因辖地玉环岛得名。玉环岛又称玉环山。据‘太平寰宇记》载：。上有流

水，洁白如玉，因以为名修。玉环山古称榴屿，又有木榴山、木溜山、木履山、木陋屿，尘

屿、木屿、女山、地肺山和地肺山等别称(见<永嘉郡记》、‘太平寰宇记'，‘玉环厅志')。关

于榴屿何时改名玉环，尚无定论，但<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初期，可见至迟在那时就已改

名玉环。

建置沿革玉环县在夏、商、周时，据《禹贡’九州之说，当为。扬州之域一。唐以前隶属

不一，自武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复置乐成县后，遂属温州乐成县。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公

元908年)，吴越王钱锣避梁太祖朱温父亲朱诚名讳，改乐成为乐清，今玉环县境仍为所属，历

宋，元不变。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因倭寇扰边，朝廷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要地，于漩

江之北玉环乡楚门老岸筑城设所，而徙港南玉环山之民于内地。成化十二年(1476年)划乐清

下山六都地隶台州府太平县(今温岭)，大致上，今玉环县境分属乐清，太平两县。据雍正

‘玉环志》载，以桃花岭脚之溪河为界，。乐南、太北一。清初，郑成功据台湾抗清，顺治十八年

(1661年)，清政府。撤边海三十里，而空其地”，玉环再次遭到迁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郑成功孙郑克块降清，台湾入清版图后，玉环岛始逐渐展复。雍正六年(1728年)，为加强沿

海防务，浙江巡抚李卫题请展复玉环山，置温台玉环厅，由同知、参将驻防，并分太平二十

四、五、六三都原玉环乡地入玉环厅，以水道近瓯江、隶温州府。民国元年(1912年)，因府、

州、厅制已废，改称玉环县，隶属瓯海道。1927年又废道制，直属浙江省。1932年，本省

建立行政督察区制，本县属第十县政督察区。此后屡有变更，1935年后又属第八(永嘉)行

政督察区，1948年春又属第五行政督察区。1949年解放后，玉环县属温州专区。1953年6

月，洞头，三盘、大门诸岛划出另立洞头县。1958年6月，撤销洞头县，归并玉环县。

一5一

磐．
J



1959年4月，撤销玉环县，原洞头县所属地划入温州市，原玉环县所属地并入温岭县，仍属

温州专区。1962年4月复置玉环县，属台州专区，辖地即今之县境，沿袭至今。

地形玉环县岛屿星罗棋布，其中玉环岛(面积173平方公里)为浙江省第二大岛，原以

漩门港与楚门半岛一水相隔，1977年漩门港大坝筑成以后，已与大陆一线相连，为进一步建

设玉环提供了有利条件·

玉环县属低山丘陵地带，境内群山环抱，岗峦起伏。滨海地区地势低平。全境低山，丘

陵占47％，山间小盆地及沿海小平原约占45％，余为水域。楚门半岛北部与温岭县交界处

的大雷山，系北雁荡山余脉，主峰大雷头海拔443米，为全县最高峰。田螺山、古城头山绵

亘于玉环岛上。山体系侏罗纪火山喷出岩构成，以酸，中性酸的熔结凝灰岩，凝灰岩为主。

河流以玉环岛上的城坎河、天开河、庆澜河，西青大塘河，长屿塘河及楚门半岛上的同善塘

河、徐都塘河、芳杜塘河等为著。因受地形的影响，流程短，流量少，且多独流入海，虽无内

河舟楫之利，但也少内涝之害。解放以后，全县修筑了芳杜，小间、龙溪、玉潭和双庙等

水库，蓄水量都在一百万立方米以上。平原地区的农田灌溉称便。本县海岸线曲折，长达

297公里。海涂广阔，面积达112．8辱平方公里。解放以后，围海造田，改造自然，新建海塘

48条，主要有解放塘，幸福塘、人民塘、蛘坑塘、苔山塘、楚南塘、楚北塘和长屿塘等，围

垦面积合计4万多亩，扩大了农、盐业生产的基地。

气候玉环县地处亚热带大陆东岸，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因受周围海洋的影响，

气温变化和缓，温和湿润，夏少酷暑，冬稀严寒。据1957年至1980年的气象记录，年平均

气温摄氏16．9度，极端最高气温摄氏34．7度，极端最低气温摄氏一5．4度。全年无霜期长

达300天左右，作物生长期长，积温可以满足一年三熟的需要。降水充沛，年平均降水量

1315．5毫米。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够均匀，一般年景，降水大多集中四至六月份，以春雨、梅

雨为主。进入盛夏的七√＼月份，因为梅雨期已过，雨带北移，晴热少雨，常有伏早，影响晚

稻大量府水的需要。此际适值台风季节，台风雨有利于解除旱象。但强台风侵袭时，常引起

海塘堤坝及房屋倒塌，农作物遭到摧残。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群众进行抗台斗争，大大减

轻了台风的灾害。

自然资源玉环县边缘的海洋，多是深度不超过200米的浅海区，又是台湾暖流和东海

沿岸流(寒流)交汇的区域，吸引鱼群回游，因此，渔业资源丰富。海洋化学资源也较丰富，

海水中含有大量氯，钠、镁，溴，碘等化学元素可资利用，对制盐工业来说，更是取之不竭

的资源。水资源方面，由于河流短促，河床又浅，地表水尚不敷需用，但地下水资源较为丰

富。土地资源方面，低山丘陵为红壤，谷口地段多潮土，沿海平原多水稻土，滨海平原多盐

土。耕地面积仅有142，068亩，占全县陆地面积(不包括海涂)的26％，其中水田83，010亩，

旱地59，058亩。全县人均耕地仅有0．41亩。因此，珍惜每一寸土地是全县人民必须关心的

大事。森林资源比较贫乏，属于少林县份。森林面积17．87j"亩，且多栽植薪炭林，这同今后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很不相称。因此，人工造林，扩大森林资源，是全县人民的一项重要任

务。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也较少，解放后曾一度开采过的有龙湾黄铁矿和披山铅锌矿，此外，还

有桐丽乡都墩的石英矿和硬锰矿。古城乡白沙岙的玉米砂，里黄乡里岙的海沙，楚门镇龙王

村和城关镇打石仓的白石矿出产的石板，都是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我县沿海大陆架的石油

资源正由石油工业部海洋地质局第一调查大队进行勘探中。潮汐资源丰富，海山乡已建成小

型潮汐发电站一座。现据初步考察，乐清湾平均潮差在4．2米以上，潮汐资源可供装机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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