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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张北县地名资料汇编》。这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是全

排，附在县《汇编》之后。本书经县人民政府领导审核定

稿，今后，凡使用张北县地名及有关资料，均应以本书为、

准。如需更改或补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应当指出，由于本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为蒙民游

牧区，人烟稀少，无定居点，虽然大部分村庄在满清后期或

民国初年建立，但由于文化落后，可供考证的资料贫乏，加

之编纂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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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东西100公里，南北64公里，总面积4i8s平方公里。

现辖1个镇、20个公社，5个居民委员会，363个大队，

张北县人民政府 l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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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个自然村。总人口334423人，其中蒙、

5038人，占总人口的王．39％，其余为汉族。

张北镇，距省会石家庄北偏东354公里。

本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古长城(--

南、南、东部有垄状山脉分布，沟岭相连，

二_1800米：俗称坝头，古长城和烽火台沿坝

沟(俗称黑风口)山势险要，自古为边防重

是张家日通往坝上和内蒙古数县(旗)的交

皮岭海拔2128米，为坝头群峰之首。西部的

延30余里，海拔1460米。全县山地面积约12

总面积的30％左右。坝头以北渐低，呈现典

观，较为宽广平坦，平均海拔．1．300---1．400米左右。西部的安

周里淖一带地势最低，海拔王300米。

全县有河流2S条，总长793公里，占地面积达24400多

亩，大部为季节性内陆河，源予南部坝头，向北注入淖泊、

水库之中。其中主要的有。安固里河，源于坝头山区，向北

注入黄盖淖水库。上游主要支流有东洋河、玻璃彩河、李家

营河、群马河、马连渠河，长达33公里，系县内河道较长，

流域面积最大之河流。大河，发源于尚义缸房厂，从大河公

社西南部山区入境，向北汇集了泉水和山间溪流，注入海流

图水库，出库后向西北(称三台河)注入安固里淖，全长约

33．6公里。黑水河，发源于黄盖淖水库，向西注入安固里

淖，全长约36公里，是全县唯一的东西走向的河流。

全县有大、小淖泊(湖)5王个，共有水面!O万亩，蓄水

量为4亿立方米。除公淖外，均为咸水淖。其中较大的有

安固里淖(古称鸳鸯泺)，对口淖、张飞淖，三盖淖。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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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淖，水面7万余亩，注入河流主要有黑水河、三台河、十

大股河。 ，、

全县属大陆性气候。严寒多风，十年九旱。据1956年以来

二十三年资料统计，年均气温2．8。C，最冷月(一)平均气温

一】5．6。C，最热月(七)平均气温】_8．4。C，积温J．983。C，电

于日夜温差大，故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之说，年均降水量397毫米左右，70％集中于6—8月份，

且分布不均，南部坝头偏多，中部偏少，蒸发量大，约为降

水量的4—5倍；无霜期1．06天，7级以上大风，每年58天

左右，最多9l天。当地流传民谣有： “冬季自毛风，春季大

黄风，立夏不起尘，起风埋死人"。干旱、风沙和霜冻是全

县主要灾害性天气。

经济以农为主，兼工、牧、林、副业。1980年全县总

收入／．063．8万元，其中工业收入1768．8万元，占总收入盼

43．S％。全县耕地面积208．3Z；亩，占总面积的36．5％，其

中粮食作物面积．1．75．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4％。蔓949年全

县粮食总产73z'．6万斤，平均亩产ss斤。解放以来，修建了黄

盖淖、海流图、大营滩、海子洼、小二台等17座中，小型水

库，74座坑塘，66个蓄水池，91个扬水站(点)，打机井、大口

井2．t00多眼，挖水泉270多处，修渠2300多公里，可灌溉土地

13万亩。全县现有拖拉抛96台，引擎17500马力。农村米面加
工，排灌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输达到半机械化，部分土地

的耕种、收获达到机械化。．t978--．t980年粮食产量每年平均

达到j7303万斤。主要作物有莜麦、小麦、马铃薯(当地称

山药)，有少量谷黍和豆类。J．978--1980年，这三种作物的

年均播种面积和产量是：莜麦889300亩，产量9228．9万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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