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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天津市地名志》丛书是天津市地名委员会主持编纂

的天津市第一部大型地名专著。它以天津市1987年地名补查

和资料更新成果为基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立足当代，鉴古察

今，记实叙事。力求在内容上既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又具有较

强的思想性和知识性。

， 二、本志是《天津市通志》的一个分志，共十九卷，每个区、

县为一分卷，市为总卷。它全面地公布市辖各类地名(包括有

地名功能的重要行政、企、事业单位等)共约4万条。每条地名

都标有汉字标准书写形式和汉语拼音罗马字母拼写，个别地

名专用字、方言用字，都作了必要的注音和释文。同时，还准确

地表述了每条地名的位置、起源、演变和有关的地理环境及历

史条件等。

三、本志按通常分类原则将所收地名划分为行政区划名

称、居民地名称、‘自然实体名称、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各专门
’

部门设施名称、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称、历史地名(包括曾用

名、旧名)、简名和别名(包括雅名、俗名)等共八大类，以及地

名大事记、地名诗词、史话、传说、地名人物志等。介于两类之

间的地名则按其主要职能归类。

四、本志地名时代上限追溯到事物开始之时，下限到成书

的前一年。有关历史的记述则划分如下几个阶段j已无文字记

载的称远古，有文字记载的并在鸦片战争前的称古代，鸦片战

％



凡例

争后至建国前的称近代，建国后的称现代。涉及到纪年时，清

代以前的用帝王纪年(即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

以后的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中采用的统计数字以市、区、县统计部门核定的

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未有的则用有关单位核实数字。计量单位

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为准，建国前的沿用旧制。

六、本志大事记是从地名工作发轫起一切重要的具有普

遍性意义的活动，在志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采用“编年体”

记述，以年、月为经，以事为纬。只记述事实、人物活动，不述个

人事迹，不加评论。

七、本志资料依据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援引资料原文采

用脚注方式，按顺序列于本条志文末尾。

八、本志涉及的各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及官职除租借地

区、日伪统治时期外，均依当时名称。

九、本志气象资料，采用国家气象局《全国气候区划》

(1978年)。，

十、本志体裁采用志、记(大事记)、图(包括照片)、表、录

一(附录)等几种形式，以志为主。

十一、各分卷按分类和分区相结合的原则编排，各卷卷末

附地名音序索引和地名首字检索表。

天津市地名志总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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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它是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

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越来

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天津市地名志·武清县卷》的编纂出版，是继1986年

《武清县地名录》出版后，我县地名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本志

记载了全县各类地名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对其位置、面积、人

口、民族、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资源、特产、工业、农

业、交通、文教、卫生等方面都作了概要的说明。内容丰富，资

料完整、准确、翔实，图文并茂。它反映了我县古老文化和悠久

历史以及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条战线所展示出的新面

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对全县经

济、文化、公安、交通、邮电、通讯、测绘、旅游、新闻出版都是不

可多得的工具书，也是对全县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

土教材。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中，让全’国乃至全世界认识武

清、了解武清，促进武清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全县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充分利用这本工具

书，了解和熟悉自己所在地区和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做好地名

管理工作，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县长：邵久武



本卷说明

本卷说明
‘

一、本卷收入武清县各类地名2 551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825
条；居民地名称1 090条I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6条；重要的行
政、事、企业单位名称211条}各专业部门的重要设施名称237条；重要
的名胜、古迹与纪念地名称10条；筒名、历史地名152条}地名诗词20
首；地名史话、传说15篇；县、镇、乡地名图35幅、历史图3幅、杨村街
道图1幅；彩色、黑白照片32巾贞。并将县政府、县建委、地名办公室历年
所形成的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统计资料附录于后，以供读者参阅。全书
约65万字。 ，

二、本卷所用资料以地名普查、补查、资料更新材料为基础，参照
1992年《武清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并对全县各乡、镇及有关单
位作了调查与核实。各村聚落面积则根据土地管理部门在地籍调查、土

地详查中提供的资料和各乡、镇上报的资料为依据。全部资料截至
1992年底。

三、各类地名的上志原则：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全上，其它则选
上具有地名意义、有较大影响的重要地名。村(居)民委员会以列表形式
分别排在各乡、镇名下。

四、各类地名的排列顺序：居民地名称按块划分、属哪个乡镇，排在
哪个乡、镇名下，片村排在所属自然村后面。河流按其流经县境的长度，
长的排在前面。公路则按其管理级别进行排列。行政区划名称、重要单
位名称及其它名称按习惯顺序排列。

五、本卷地名照片除陈则云、杜宝江先生拍摄外，余为天津市历史
博物馆和武清县志办公室提供。

六、本卷内地名图系根据天津市测绘院1981年版1：50 000地形
图和1987年版1：75 000天津市武清县地图编绘而成，仅做地名示意，
不做划界依据。

七、本卷水系地名采用大沽高程，其它地名均采用黄海高程。
八、本卷内个别行政单位的住址，将要搬迁新址的，按该单位新址

位置写入志书。
九、街道、胡同，凡一端为“水坑”、“耕地”、“空地”者，均直接写出向

某方向延长米数，未写明止点。
十、1986年出版的《武清县地名录》中有关内容，凡与本志口径不

一者，均以本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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