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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县自西魏置县起，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地名历史悠久，命名更名变化无

常，重名、多名现象不断，这给各方面工作都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为了配合全国地名

普查工作，确定我县标准地名，我县建立了地名普查小组，其工作一直受到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经一年多的努力工作，为地名标准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

此基础上，我们编写了这本《延长县地名志》。

，本志是一部记录延长县现代地名及依附于该地名的有关信息的一部t具书。全书采

用词条形式，收录了全县1396条标准地名。对这些地名的名称来历，历史沿革，地理方

位和现状，行政隶属、简单概况、汉字标准书写形式及正确读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介

绍儿但其中有些地名来历既无可靠的历史资料，又无法进行准确的考证，因而未作解
释。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的暂行规定》，我们对全县地名都作了标准化处理，基本

改变了以往在地名上存在的混乱状况。今后在使用我县有关地名时，均应以此为准。我

们编写地名志也是为了适应现代新闻、邮电、交通、公安、外事、民政，军事、行政管

理和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交需要，以帮助大家了解延长县地名的历史状况及变化沿革。

本志中的标准地图是以总参测绘局绘制的1 t 5万地形图为基础，以阐明标准地名为

目的绘制的，所以在地物之间的距离以及行政区划上都不大精确，不能作为测最和划界

的依据。本志申所用数字，均来自1987年县统计局的汇总资料及各乡镇年报掌握的资

料。

由于编辑人员专业水平有限，资料收集不全，在标准化处理和编写过程中难免会出

现不少错误，恳请同志们提出改进意见。

<延长县地名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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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概况

延长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 地处东径】09。417—110。307与北纬36。167—360417之

间。南临宜川，北接延川，西与延安市毗邻，东隔黄河与山西大宁、永和、吉县遥望，县

政府驻地城关镇南距省会西安280公里(实际距离455公里)，西距延安47公里(实际

距离75公里)，延长县东西长约67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总面积2363．56平方公里，大部

共有居民28328户(农业户23752户)，计124442人(农业人口112683人)，绝大部

分是汉族，有回、维等民族48人。下辖城关、郑庄、郭旗，黑家堡、七里村、刘家河、

安沟、张家滩、交口、安河、罗子山、南河沟、赵家河、雷赤等14个乡镇，283个村民委员

会，776个村民小组，813个自然村。

延长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原地支离破碎，川道

狭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拔600—1100米，南部童湾是全县最高点(海拔

1391米)，东部黄河谷地是全县最低点(海拨488米)。延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县，注入

黄河，其谷地较为平坦，占全县总面积的1．8％I其余广大地区，丘陵沟壑交错分布(相

对高度loO一200米)，东部黄河沿岸流水切蚀严重，形成峡谷和峁状丘陵地形。主要河
流有黄河、延河等。黄河在境内流长44公里，河床平均比降2％，两岸均为岩石陡壁，

仅有人行小道。马头关、八面窑、凉水岸为通往山西的主要渡口。延河在境内流长

114公里，阎家滩站年平均流量9．2m3／秒，正常年景最大流量为2010 nl 3／秒，1977年延

河暴涨成灾时最大流量达8322 1213／秒，最小流量0．019 m 3／秒。另有安河、 雷多河、

交口河亦流入黄河，其它无名有名河流均为延河支流。

延长县属暖温带，年平均气温lo℃，一月平均气温一5．6℃，七月份平沟气温23．2℃，

极端最高气温达33．6℃，极端最低气温一22．2℃，积温3405℃，年日照2465小时。年降水量

566毫米，七至九月占全年降水量的60％，早霜始于十月中旬，晚霜终于四月上旬， 无

霜期186天，灾害性天气有，冬舂少雨雪，多西北风，往往造成大旱，夏季多雷雨， 有

时伴以冰雹，造成灾害。

全县森林等自然资源比较贫乏。其林地12万亩，成材林很少。主要分布在延河以南

的郑庄、郭旗、雷赤等乡镇。树种以刺槐、白杨、柏树为主。近年来经济林有较大发

展，主要有苹果、红枣、梨。 “延长大黄梨黟个大，味美，易储存，年产25万公斤，是

我省梨的集中产地之一。有煤矿一处，储量不大，仅能供应城镇居民烤火之用，工业用

煤还需外调。药材资源较为丰富，有80余个品种，以生地、酸枣仁、甘草、柴胡、远志

等为主。还有野兔、野鸡，狍子等野生动物。
延长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总产值3333万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6．5％，工业

总产值1986年为1060．7J／元。主要工业部门有：煤炭、农业机械制造、水泥加工、烟

草，食品加工、石油等工业。除煤矿、水泥厂在石马科、郑庄外，其它工业都集中在延

长县城。农业生产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比较落后。1986年全县有耕地274．8040k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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