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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政区图’’中至南辖区内，． “翠坪移应改为鼻翠屏"。

l 4 4页倒数第九行，。花岗岩石斜”应改为。花岗岩石料。。

1 7 4页 至南公社地名图中， 。翠坪黟应改为。翠屏，，。

l 9 3页东溪公社地名图中，东溪大队驻地。(黄家墩)"应

改为鼻(黄泥墩)"。
。‘ ”

3 2 8页第=条地名。翠坪山"应改为“翠屏山"。 。4

3 9 3页第五条地名。剪溪畈’’释文中，。在河湾埠西南’’，

应改为鼻在河湾埠东南弦。 ，

3 9 7页第八条地名。马源溪’’应改为叠大源溪夥。

3 9 7页末条地名。浦刀字前应加●鼻马矽字，即“马浦，，．

’ 。

与。大源溪力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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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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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后，以普查成果为基础资料编

纂出版的。共收录县、公社、镇、大队、居委会、自然村、街巷、专

业部门、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及地理实体等地名4349条；编绘全县政

区图、地势图及社、镇地名图4l幅；复制古图3幅；摄制照片137张，

是我县有史以来收录最多、图文并茂的一本地名资料书：在编纂过程

中，对所收地名的读音、书写作了技术性处理，基本上解决了地名的

混乱状况，实现了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对所收地名撰写了相

应释文，力求纵贯历史，明察现状。 ，

《桐庐县地名志》是我县一本标准化的地名典籍。它的出版，将使

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我县现行标准地名时有据可循；并可较为准确地

了解我县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和探索我县

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本志地名的编排，分“政区、居民点’’、“专业部门’’、“名胜古迹’’、

“人工建筑’’及“地理实体力等五大类。、其中政区(公社、镇、大队、居委

会)及居民点(自然村、街巷)以公社、镇为单位集中，地名图列于前，

“概况’’后即以大队、自然村按隶属关系依次排列，并采用不同字体印

刷，以资区别。其它各类地名均以同类集中编排。地理实体中之山、

峰、岭、谷，系按富春江东及分水江南、北三片分类排列。河流的．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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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支流采用不同字体印刷及低格排列，以明主次。专业部门以有地

名意义或历史较久者入志，水库收录蓄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者，桥梁

亦只收录部分，余均从略。末后载以《附录》，作辅佐资料。

列入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在使用地名时，应以此为

准。‘如因特殊原因需作个别更动者，则须按地名审批权限上报批准，方

能生效。
．

本志地名的汉语拼音，系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

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本志涉及的各种数字中，主要统计数，除注明年限者外，均按1980

年年报数；约数，泛指近年来一般预测数；里程按直线距离计算；河

流长度则按实际流长o ·

本志地图，系根据总参测绘局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基本资料编绘。

其中对县界中的二处错误及改道河流、新筑公路及渠道等，作了订正

补充。《地名图》中公社、镇的界线，系参照1977年12月彩印的《桐庐

县地图》，并对照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以山脊线及河流划界的原则绘

成，对各社、镇总面积作了相应调整，但不涉及插花山、地等所有制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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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概况

桐庐县建制于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年)。据(<方舆胜览》载：“昔有

人采药结庐桐木下，指桐为姓，故山名桐君，县名桐庐。力置县后，

除隋开皇九年(589年)废桐庐入钱塘县达十三年外，建制迄未变，县名

亦始终如一。 。

桐庐县地处浙江省西北部、钱塘江中游。县境东接浦江、诸暨，南

连建德，西邻淳安、临安，．北界富阳b总面积1825平方公里，其中山

216．5万亩，占79％；耕地24．82万亩，占9％；水面及其它占12％；称

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全县总人口344527，汉族居多，畲族3207人，还

有少数回、满、蒙、‘壮、苗、佤、黎、高山、土家、布依等族。县人民

政府驻桐庐镇。辖3个镇、’35个公社、18个居委会、404个农业大队、
2个渔业队。 ．。

全境略呈斜长方形，东西长约77公里，南北宽约55公里。在大地

构造上，位于江南古陆之南部边缘与钱塘江凹陷北侧交接地带。地层

变动大，岩性分布零乱，以沉积岩(砂岩、页岩、灰岩)为最普遍。全

境地势，西北和东南均向富春江沿岸降低。以丘陵山区为主，平原稀

少，仅见于富春江与分水江两岸。因山体绵亘及河流切割，全县大致

可分五个地形区：， ．

一、东南部中山丘陵区：龙门山崛起于富春江东岸，主峰牛背脊

之观音尖，海拔1246．5米，为全县最高峰。这一地区山势峻峭，坡度

在40。一50。以上，相对高度800—900米。雾泥岗、东坞尖、朝明山、南

角顶诸峰，海拔均在900米以上。

二、西南部低山丘陵区：山势高峻，为昱岭山延伸部分，相对高

度500一600米。大岩山、钟峰山、。狮子山、太阳山诸峰，海拔亦在900
米左右。

’

三、北部低山丘陵区：山势较低，坡度缓和，为天目山延伸部分，

相对高度400一500米。马鞍石、黄泥尖、鸡笼山、月亮山诸峰，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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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600米左右。

四、富春江沿岸平原区：包括沿江泛滥平原及低缓起伏的丘陵。东

岸面积较宽。相对高度在30一40米以下。 ’

五、分水江河谷平原区：为分水江冲积形成的零星平原；宽狭

不一。

因地形地势比较复杂，母质植被分布不同及气候的差异，故土壤

种类繁多，其分布规律是：水平分布均以河溪为中心向山脚推移，土

壤呈带状规律演变过渡，并从水平分布向垂直分布过渡。总的说，富

春江沿岸冲积平原及分水江河谷平原的土壤，其母质是河流泛滥冲积

物，主要是沙土；山弄田、梯田的土壤，其母质为坡积物和原积物，主

要是黄泥土。细分之，则有闭沙土、半沙土、泥质土、青死土、黄泥

土、石沙土(山底层；向垂直分布过渡)、扁沙土(山中层)、乌沙土(山

顶层)。其中以半沙土为全县最好土壤，泥质带沙，宜种植稻麦三熟制；

泥质土为仅次于半沙土的较好土壤，分布面较广；山地黄泥土呈中性

或酸性反映，肥力一般，部分土质疏散，可种植玉米、薯类及栽茶树、

果树、毛竹；石沙土、扁沙土多砾石，土壤贫瘠，酸碱度为中性反映，

宜封山育林，营造薪炭林及栽松、杉等；乌沙土质地疏松，团粒结构

一般较好，肥力大，但分布位置最高，以封山育林及栽松、杉、竹等

为宜。
．

境内主要河流有富春江和分水江。富春江在桐庐境内河段别名桐

江，长33公里，南起七里泷，流经八社二镇，北过横山埠入富阳县境。

两岸锦峰秀岭，云浮翠峦，一江春水，流似碧玉，南朝吴均称“奇山异

水，天下独绝’’，历来为游览胜地。分水江别名天目溪、横港，从九排

岭入境，长53公里，由西北向东南曲折流经十社二镇，于桐庐镇注入

富春江。两江共纳溪流30余条，较著者有芦茨溪、清渚港、剪溪、大

源溪、应家溪、后溪、前溪、毕源溪、夏塘溪、漕源溪、琴溪、龙伏溪、

1日县溪、双溪等。属钱塘江水系。因河溪纵横，水流湍急，水能潜力

较大，除富春江电站外，可开发水能达38015冠，1981年已建成小水电

76处，装机容量16068冠。

县境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7℃

(一月平均温度4．2℃，七月29．09℃)，历年最低气温一9．5℃(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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