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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赋予地表某一地理实体的专有名

称。地名志是记叙地名的方位、起源、含义与演变，旁及与地名有关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书籍。编写地名志，

加强地名的统一管理，既关系到人民日常的劳动和生活，关系到国家

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也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具有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三门县地名志》的编纂，是遵照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及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 983]1
5 6

号《关于加速进行我国沿海岛礁地名普查及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指示

精神，通过l 981年对全县地名普查和l 984年沿海岛礁普查工作，在整

理出地名普查图、文、表、卡四项成果的基础．t，再经反复考证、核

对、充实，提高后进行的。金志共收录了行政区划、居民点和专业部

门，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等各类标准地

名2608条，约67万字，地图5 1幅，照片94幅，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

的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典籍。所列的地名，基本上达到了含义健康、读

音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围不重名的要求。它在记载地名这个人

类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对实施地名管

理，搜集、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至关

重要的。既是党、政、军机关和经济建设部门所必备的工具书，又可

供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及科研等单位收藏参考。

《三门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的地名管理向标准化、规



范化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对我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我县由于建县时间较晚，我们搜集的资料不多，加上编写水平有

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三门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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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吐

一、本志所列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具有法定性。各部门、

各行业使用地名时，应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作个别变动时，应

按地名管理审批权限上报批准，方能生效。

二、本志所用标准地名用字，均采用国家确定的规范字。简化汉

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1955年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

整理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 964年编印的《简化总表》和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联合印发到省级出版印刷单位的《印刷通用汉

字字形表》为准。

三、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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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中地字第l7号文件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

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拼写。

四、本志按全县综述、行政区划、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地理实体、

海域地名、名胜古迹、附录、文件汇编、地名索引十个篇目顺序编排。

五、本志采用条目释文式编纂。。编排顺序按地名图自北至南、?由

西向东，以县、镇、区、乡为单位进行编排。镇，区、乡先排驻地所

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其余行政村和自然村的编排顺序同上。其他地名

按同类集中编排。

六、本志文中龅政府、工委、公社、革委会，管委会、初级社、

高级社，系人民政府、工作委员会、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管理委

员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简称。

七、本志计量单位，除引文及重量个别采用-市制外，均采用国务

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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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l 959年6月25日发布的《统一公制计量单位中文名称方案》的计量

单位．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历史上的朝代帝王纪年均加公元纪年于

括号内．

九，本志使用高程(海拔)，均采用l 956年黄海高程系。

十、本志除《交通概况》中里程系计票里程外，余均系直线距

离．座标原点选在县城海游居民点平面图形的中心。

十一、本志采用八方位制，即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

南、西北八个方位。以东，南、西．北四基线为角的一边，凡角度小

于22。30’的，算作东、南，西、北方位；凡角度大于22。30’，但小于

67。30’的，算作东北、东南、西南、西北方位。每个方位均有4 5度。

座标原点选在县城海游居民点平面图’形的中心。

十二、本志各项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1 983年年末统计数据为准
7

(个别注明年限者例外)．人口数以1 982年7月1日全国第三次人口

普查数为准。行政村不含集体户人口．行政区划面积，以1 971年版

l：5万地形图方格割补法计算。

十三、本志地名图中的镇、乡行政区划界线，。未经实测，不作为

划界依据。

十四、本志的参考文献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民国《台州

府志》、光绪《宁海县志》、民国《临海县志》、民国《南田县志》、

民国《三门年鉴》及各地《宗谱》和《中国航路指南》、 《浙江省沿

海港址概况》等。

十五、个别方言地名，另行注释。详见《方言地名音义集注》。

十六、六敖乡南野村之礁石、白岩系属台州新凤企业公司，本志

只计自然村数，不另列目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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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辨发供

p三门酿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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