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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对各类地

物、地貌共同约定的标志和代号，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工作、学习、社会交往的必不可少的

工具。它随着社会的各种因素不断发展演变，因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生产生活

条件、语言特点及不同的风俗习惯而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认真研究地名的社会性，指

称性、区域性等属性，并逐步实现地名标准化，对于行政管理、新闻、邮电、交通、公安，

外事、军事、文化艺术以及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交往，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研究

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都是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本县地名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名本身的多变性，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字、

一名多释、音释不准，用!#不当，含义不清、称谓不健康等问题。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本县

地名普查工作，从1981年6月下旬开始至1982年1月下旬，历经7个月的努力，按照-L级对地名

普查的要求，完成了任务，清除了地名{；写和称谓的混乱现象，对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在

此基础上，为使地名酱查成果发生实效，向社会各方面提供地名资料，统一地名称谓，便利

使用，并给予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地名财富，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8月成立了佛坪县地名志编

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专人，本着“为历史负责，为后代负责，为四化建设负责"的宗

旨，编辑了这本《佛坪县地名志》。

《佛坪县地名志》的编辑过程中，，在省、地地名办的具体指导和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

下，对地名普查资料，再次核对，数易其稿，力求具有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达到内存

翔实，图文并茂，方便使用。

《佛坪县地名志》共约16万多字，收录地名772条，其中村民委员会以上行政区划78条，

自然村39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等名称32条，人工建筑17条，自然地理实体197

条，废村、片村、地片45条，新命名11条。根据本县实际需要，我们对58条县级党政企事

业单位名称也编入这本地名志中，这些虽不反映地名，但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特予收进。

本志附有照片17张，地名图14张及汉语拼音、笔画索引表，地名普查简况等资料。

《佛坪县地名志》按照“志录兼收’’的体例，对县，乡概况，地名释义，突出地理地

貌，并对物产及工农业生产现状作了概括介绍；并录有《地名传说故事》5篇，这是人们利

用地名表达爱憎与追求，虽无历史资料可考，但流传广泛，经久不衰，有所教益。

《佛坪县地名志》内的数字以1987年年报数字为准。地名条目中的“×××村”，均为

乡人民政府所属的村民委员会，条目中的地名与乡人民政府相对位置公里数为最捷近的路程

数。山沟的位置公里数为乡人民政府到该山沟中部的路程数；山的位置公里数为乡人民政府

驻地到该处的路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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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县人民政府

关于颁发《佛坪县地名志》的

通 知

《佛坪县地名志》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并报请省地名办公室审定，现予印刷内部发

行。

《佛坪县地名志》是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根据一九八二年地名

普查成果编篡成我县首部标准地名工具书，它将为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

众生活服务，并在全县行政，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军事，民政、城乡建设等方面起到

地名标准规范化的作用。今后，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使用本县地名时，一律

以本志为准，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经地名管理部门和民政局审批后，方能生效。

特此通知。

佛坪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抄报：地区行署，地区民政局

抄送。县委，人大．政协、纪委、人武部、法检院，档(二)

参件文府政民人县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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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县概况

佛坪县地处汉中地区东北部，秦岭中段南坡山峦腹地。县城袁家庄距西安212公里(水平

距离150公里)。地理座标：东径107。41 7一108。lo 7，北纬33。167—33045 7。北部以秦岭主脊

与周至县、太白县为界，东与宁陕县相邻，西南与洋县，石泉县接壤。全县总面积为1279平

方公里，南北最大距离54公里，东西最大距离50公里。1987年全县有10乡1镇，59个村民委

员会，1个居民委员会，270个村民小组。全县8340户(其中：非农业1909户)，34237人。

除回族15人外，均系汉族。男18944人，女15293人。农业人口29084人，农业劳力8584人，

城镇人口5153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7人。

本县山峦重叠，秦岭主脊横亘本县北部，全县处于秦岭深山区。除秦岭主脊为东西走向

外，支脉呈南北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光秃山2904米，山问谷地多在600米至1200

米之间，大河坝谷地最低为海拔515米。县境内主要河流有椒溪、蒲河、金水。椒溪发源于

龙草坪北庙予，由北而南，纵贯全县，在三河口处和蒲河，汶水汇流，至大河坝出境入石泉

县子午河，境内流长80．5公里。三河皆由北南流，比降大，急流量小，境内多南北走向的山

谷。．海拔1200米以下的谷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2％，为本县主要农耕地区。北部高山地区

以石渣土为主，土层浅薄，中部以黄土、死黄泥为主，南部低山为黄红沙土，土质粘重。龙

草坪有温泉一处，水温31℃。

县内大部地区气候温暖，但地区差异较大。北部高山气候阴湿寒冷，南部低山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1．5℃，1月平均气温一o．2℃，7月平均气温22．4。，极端最

高气温36．4℃，极端最低气温一12．9℃，早霜始于11月上旬，晚霜终于翌年3月下旬，无霜

期200天左右。年日照1783小时，年降水量约936．3毫米，60％集中子7、8、9月。

本县多种经营生产条件极佳，农副土特产资源丰富。森林面积161万亩，草场面积21万

亩，植被复盖面82．3％，天然林面积约占82．2％。主要树种为油松、华山松、铁杉，冷杉，

桦，栎、漆树。高山林内生长大量箭竹，还有杜鹃等植物。省龙草坪林业局为陕西用材林基

地之一。县内中药材品种繁多，主要是：山萸肉(枣皮)、天麻，党参、细辛，黄柏、五

味，乌药等。佛坪山萸肉，天华山党参，其质特优，闻名省内外。木材、生漆，蜂蜜，木

耳，花椒，核桃、中华猕猴桃等，资源丰富。境内有珍稀动物大熊猫、金丝猴、羚牛，还有

虎，豹、豺、狼、青羊、黑熊，野猪、鹿、麝、血雉、锦鸡，大鲵等野生动物。1979年国家

林业部在本县岳坝地区建立“佛坪自然保护区夥，主要从事大熊猫繁育，保护和自然生态研

究。矿产资源有石墨、刚玉、云母等。

1981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林区县，年出境木材loooo立方米左右。

林副产值占农业总产值40％左右。农业总产值1011万元，工业总产值766万元。

解放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解放后，发展较快。现有耕地45000

亩，占总面积2．4％，其中水田12000亩，水浇地500亩。农作物以玉米，水稻、小麦，黄豆，

洋芋为主，高山种有荞麦。河川沿岸稻麦两熟，复种指数为35％。1970年以来，修建水库6

座，容水量102万立方米，水电站2l座，装机容量为902豇。全县粮食产量一般在900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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