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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 说 明

地名是人类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

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都有直接的影

响。因此开展地名普查，逐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军区黔发(1 9 8 0)3 6号文件精

神，我县于今年六月开展地名普查。为进一步巩固地名普查的成果，搞

好地名的日常管理，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写《安顺县地名录》这对于我县

地名的统一称呼和书写是必要的o

《安顺县地名录》共22 1 9条，分作公社地名图、公社概况、和地名

表三部份。地名表包括全县所有自然村寨；主要山峰，洞穴、河流、

水库，大型桥梁和农、林、牧、茶场，部份厂矿企事业称谓等，根据《规

定》这次普查对部份中央、省和地区的企事业单位没有普查和登记。因

此在编写公社概况时，公社的总人口数和自然村人口数不尽一致。在使

用时应都视为有效参考资料。其次对一些古遗址遗迹没有作为专题考

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第二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精神，这次所定的地

名都为当地群众所习惯，与普查前相比，只对·小部分地名进行调整与

更改。凡列入地名录的地名，各区、社都进行了核实并经安顺县人民政府

审查批准，都应是标准地名。今后使用安顺县地名一律以此为准。凡因

特殊原因需要更改或新建村、寨等的命名，都要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方能有效。

我县是全省地名普查的试点，在普查与编写地名录的整个过程中，

省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志自始至终都参加工作与指导，各地、J+l、市

和安N,77署所属各县均派有代表参加这次试点会议，并给予大力的支持

与帮助。但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包罗内容很多。，限于时间匆促和编

汇人员的经验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 安顺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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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县概况’

安顺县位于云贵高原东部，苗岭山脉的中段，东经105。497至1060
21 7，北纬25。56 7至26。26’之间。东西宽四十五公里，南北长五十六公

里。四周与平坝、普定、镇宁、紫云’：长顺等县接壤。安顺市街在其

中。县境多属高原丘陵地带，唯有南部的鸡场、新场为山区。起伏连绵

的丘陵，形成若干个大小不同的山间盆地和峡长谷地，当地人称为坝

子。平均海拔高程1300一一1400公尺。最高点是跳蹬场公社(与普定县

交界处)的石人大坡，海拔高1700余公尺。三股水公社的岩窝坡与之相

对，为南部最高点，海拔1678．7公尺。九龙山隆起于中部(夏官、陇灰等

公社交界处，海拔1603．4公尺)，是县内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

岭。东北部的长院河(平坝县境为穿洞河，出境处1350公尺)和东部的邢江

河(平坝为羊昌河，出境处1260公尺)。分别流经塘官公社、旧州公社、黄

腊公社入平坝县境内，归入乌江。西南部的堵鱼河(出境处1 100公尺)，

罗补董河(出境处1140公尺)，蒙渡河(在杨武公社落入洞中，入洞处

1170公尺)等分别流向镇宁、j紫云汇入盘江。

县内灰色和云白色的石灰岩山峰耸立，溶洞甚多，形成许多优美动

人的峰林和洞穴。如安顺城东头铺公社核桃寨的螺丝山，石螺夹在石

中，偶敲破石，石螺进出，形状毕肖。旧州公社的华严洞，可容万人，

上垂岩乳，状似飞云，旁列石钟、石鼓，石象。洞西有小洞，中盘石

龙，鳞爪宛然。城西南马头公社石头寨大队的天生桥，高五、六十公尺，

宽三、四十公尺。桥壁银白色，桥顶悬挂奇异的钟乳。桥下潺潺流水，

过了天生桥又潜入洞中。更为壮观的是该公社龙潭大队的洞中瀑布，在

洞里看，天开一窍，水由数十公尺的高空倾泻而下，似如倾盆倒玉，珠

滚玉奔，飞沫反涌，确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

势。瀑布上端是洞中湖泊，．可以划船，是一个天然的游览胜境。

最底处是平地场公社的三岔河畔，拔海高程是1080公尺。

全县l黾e5多平方公里，36．8J／余人，居住着汉、苗，布依，仡佬、
回等民族。终年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14．3度，一月平均4．8度，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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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2 1．7度。霜冻期较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安顺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以前为群爿叮国夜郎地，战国时为夜郎国
地，泰时夜郎县。汉时为犍为谈指县地，晋为群舸谈指县，宋、齐、梁

为宁州夜郎郡谈指县。隋置宾化，唐置望江，宋改为普宁州，元代置普

定县，后改为普定府，大德七年改为普定路，今县地为习安州。明代洪武

十八年改为安顺州，城址在现今的旧州。万历三十九年升安顺州为安顺

军民府，清季为安顺府，今县地为知府亲辖地和普定县地。民国三年改

为安顺县。

解放后安顺为专区和县所在地，一九五八年撤销安顺县改设安顺

市；一九六四年撤销安顺市复为安顺县，六六年市、县分治，将原城关

区设作安顺市。原县辖八个区，四十五个公社。县的党政机关设在安顺

市区。一九七九年又将么铺区(辖三个公社)，华严区华严公社和头铺

公社的四个大队划归安顺市。现辖七个区，四十一个公社，三百五十七个

生产大队，一千三百六十一个自然村o
t‘

一九三五年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境内双堡、鸡场两区，曾驻营鸡

场、老鸡场、连石堡、花寨、小底西等地，开仓济贫，镇压恶霸地主，宣传

党的政策，使当地群众受到革命教育，至今在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许多

生动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红军当年留在三股水公社小底西村前石岩上

的标语：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部队"。群众迄今一直完整地保留着，虽

然经历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现在还清晰在目o

、 解放前，安顺是个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的地方，长期受着反动统治

阶级的践踏，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阶级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端贫困的

生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安顺全县得到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

三十多年来的黑暗统治。一九五。年县召开首届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作

出了“征粮、支援前线"的决议。同时建立了宁谷、千峰、碧波、永

靖，清白和云华、武林、金华，五权等十六个乡人民政府，五二年又先后

建立八十一个乡人民政府。五七年全县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建立816个高

级社。五八年县行政建制变更，改为安顺市。十二月成立市区、j二铺、华

严、旧州、双堡、新场、鸡场、蔡官、杨家桥等九个人民公社。六二年调整为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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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个公社，六三年为五十八个公社，六六年为四十五个公社o．

解放三十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艰苦奋斗，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工农业总产值比初解放的1949年(包括安顺市)增加2．6倍o

农业方面：全县有耕地面积38万多亩，其中水田24万亩，旱地14万

亩，·九七八年全县粮食总产二亿三千四百一十七万斤。比一九四九年

增长一点零六倍；油菜籽、油桐、油茶都有较快的发展和增长。

林茶生产：我县共有宜林荒山面积七十六万亩，到现在为止，林业

面积已达四十八万亩，占宜林荒山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八，森林复盖率占

百分之二十点四。茶叶生产，到目前为止，茶园面积由解放初期的八千亩

增加到三万五千亩，已列入全国重点产茶县之一。

畜牧生产：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高了畜产品的收购价格，

恢复了正当的集市贸易，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发展畜牧业的

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县畜牧业的发展，七九年底有大牲畜391 17头，

生猪存栏数为84259头o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四十一个公社都兴办‘J，不同类型的

企业。公社、大队两级共办养殖、种植、建筑、加工，采矿等企业九百

三十七个，为发展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

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水利，电力、交通，农

机．．广播等方面已经发生崭新的变化。全县兴建电灌站、蓄水，引水、

水轮泵和提灌等各类水N．_T-程一千一百八十七处，蓄水总量三千三百零

二万方，有效灌溉面积一十七万多亩，占稻田面积的68％o在国家支援

下，建成高压线路六百九十公里，低压线路二千七百三十九公里，四十

一个公社，三百三十九个大队通了电。各种农机具一千四百四十七台，

机耕面积五万七千余亩o

工业生产日新月异，主要工业有化肥、农机修造，广播器材，茶

叶、食品加工和印刷等。县化肥厂自七六年投产以来，为农业提供化肥

二万三千七百多吨。

交通较为方便，现已社社通公路，90％的生产大队可通汽车。农村

通车里程八百五十多公里。安轿铁路经蔡官、跳蹬场，一直至白坟公社。’



县内煤源丰富，各区都有煤矿和小煤窑。省属轿子山煤矿就在我县

白坟公社境内。

文教卫生发展迅速，历史上给安顺留下来的文卫事业，是一个烂摊

子，仅有几所破破烂烂的学校，到解放前夕，已基本处于仃办状态。现已

实现区有高中，社有初中，队有小学。中等专业学校一所(县师范)。

高，初中学生21058人，’小学939所，在校学生66 106人。

医院八所，防疫站、保健站、公社卫生所等医疗机构57个，病床

450张，医护人员606人，生产大队已实行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

396人。

广播事业：四十一个公社都建了广播站，一百二十个大队建了广播
c±?垒。

名胜古迹有夏官公社的清凉洞，据明时天启二年牟应绶作的黔书山

川志载有清凉洞碑记说：“此洞本系汉末荒服，孟获屯兵积粮处也。原

名粮仓洞，山麓有旧城垣，故址存焉。宋南渡后，柴氏大乱黔疆，孟氏

殆尽，适有阿达卜寨苗翕朵克率部乘机追逼，孟氏至群河江畔，无桥可

渡。急欲投江，遇钱塘江雷峰寺游方二僧(一名慧光，一名慧明)相

救，遂归原洞，并清回地二百余亩，伐木建造洞中殴陛，时南宋宁宗开禧三

年丁已"o现洞中庙已毁，基石尚存。飞虹山，在头铺公社，据安顺府

志记载说，此地明建文帝南流澳黔时，常上此山，在此盘桓，并有诗三

首。现庙已毁o

建文帝说“南来瘴岭干层迥，北望关门万里遥o"昔日瘴岭的安

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朝着四个现代

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t纛簟髻i．0，

．。赫文^翱譬强艘霹卜h鼎垮，^湛疆露器墨幕，磕壁羁灌—霹

．、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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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垫街公社概况

公社位于安顺县北部，距城30余公里，总面积为20平方公里，东接

平坝县，南靠塘官公社，北与平坝架布公社相邻，西抵普定、织金两

县。全社8个大队，28个自然村，47个生产队，1246户，5744人，聚居

汉、苗。回三族。总耕地面积5447亩，田占66．2 OA，主要种植水稻、玉米、

大豆、小麦等，年产量309万斤。海拔最高1647米，平均1300--1400米，

平均气温14。左右，最高28。，最低零下3度，降雨量350一500毫米，无

霜期245天。 一
’ 。

， ＆

水利工程方面，修建有冼马塘，柏杨林两个较大水库，总容量共达“

二十二万方，并装有电灌站两个，高坡冲，梭罗冲两个小型水库都可自

流灌溉，全社水田有效灌溉面积达70％。公社办有林场、茶场、煤厂各

一个，包括各大队工、付业总产值年达30余万元。

全社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小学8所，初中一所，入学儿

童1800余人。除公社卫生所外，各大队都有赤脚医生，担负各村社员的

医疗防疫工作。小璺亍公社人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向着幸福和富

裕的道路迈进1

7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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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小鱼街大队

小璺街

小牛场

花红树

陇巴大队’

陇 巴

冲头地

白 脸岩

：下盐泡井

中盐泡井

上盐泡井

格来月大队

老 房

新 房

红 ·岩

对 门寨

关口 上
。 坝 道

尾巴寨大队

尾巴察

浪竹坝大队 ，

浪竹坝

浪竹门口
王 家寨

小大寨

鸡场大寨大队

鸡场大寨

五斗种

沙锅厂大队

沙锅厂

梭 罗 冲

谷登坝大队

谷登坝

下对门

上对门

半 璺
～6～

小
汉语

街公社
拼音

Xi点otatljie DtLdui

Xiaotlanji e

Xillon inchllng

HuAh6ng sh讧

L6ngba DAdlu

L6ngba

Chong toudi。

BAil iArlytt，a

X iayanpaojIng

Zh6,lgyarlp／L0 jI ng’。

Shalagy／LnptL0jIng

GeI矗lyue Dadul

LAofAng

XInf鱼ng

H6ngy&n

Duim6nzhA i

Guank6tt s laAng

BAdA0

V旷ei‘，Azhai Dadul

WeibAzhai

LaagzhdbA Dadul

LAngzhnba

LaIIgzhdmenk6U

WtLng j iAzhanl

X iAodlLzhA i

Jiclaa,lgdaLzhA i DILdui

JIch矗ngd自Lzhal

W,',dcsuzla6,19

ShaLgttOclaitng D矗dul

Shaguocha丑g

SuoluOelaonz

Gddettgb自t Dadttl

GddetlgbA

XiAdUlmen

Sh女,lagdnimen

BAntttn

人口

1127

850

262

15

699

232

184

38

103

64

78

840

82

56

220

63

118

30l

512

512

578

217

124

153

8●

1095

1072

23

195

11‘

81

1577

167

84

188

238

名表
东径

106 0027

106102
7

106。027

106。017

106 0027

106 0027

106。02
7

106。037

106。027

106。09-7

1060027

1060017

106 0007

106。017

106000’

106。007

106。01t

106。01’

106。027

106。027

106。09．’

106。027

106。027

106 0037

106 0037

1060017

106。017

106。017

106。017

106。01’

1060017

106。001

106000t

106。01’

106。007

106。017

北纬

26。9．4
7

26。9．47

26。24，

9．60247

26。257

26。25
7

26。257

26。25
7

26。257

9．6 025
7

26。257

26。257

26 025
7

26。257

26。24，

26。247

26。24，

26。25
7

26。247

9．6。9．47

26。247

26。247

26。25，

26。25'

26。257

26 0247

26。24‘

26。247

26。9-47

26。247

26。23'

26。23，

26。23

26。23

26。23

26。24

备 注

公社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j
i

毒
孽

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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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场公社概况

平地场公社，位于安顺县东北角，距城25公里，东连小璺亍，西接

白坟，南抵塘官、蔡官屯等公社，北邻普定、织金、平坝三县，后绕三

岔河，前对金银岭，属苗岭山脉轿子山分支，山峰有犁头坡，尖山坡。

果者河、沙坝河汇交三岔河。三岔河畔，为全县最底点(拔海高1080公

尺)。地下煤矿丰富，多为无烟煤o
‘ 一“

全社一tz个大队，69个生产队，61个自然村，汉、苗，回三族杂居，

共1449户，707 1人，分散居住在3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的山区中。耕地

面积4864亩，其中田3937亩，地927亩，其余尽属荒山，大部分是

贫脊的梯田梯地。每年雨量为300一350毫米，无霜期245天，平均气温在

17。左右，海拔1400余米。主产水稻、苞谷。另外还有洋芋和杂粮等。

由于全社山高坡陡，故风大、雾多，雨少，并常有山洪与干旱交相为

害，解放前经常出现“三年种两无收”的惨状。

解放后，平地场人民结束了穷困苦难的生活o 1951年建立乡政权，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粮食产量逐年倍增，人民生活逐步提高。55年扩大

乡行政区域，合并鼠场、大坡两个乡为箐脚乡，迁驻平地场，人民公社

化时改为蔡官公社箐脚管理区，后改为平地场公社。

平地场公社人民在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三十年来，兴修了

大小山塘水渠百余处，受益面积二千多亩，修建了较大的后坝水库，奶子

山水库，共蓄水65万立方。77年又改建了石龙过江，和沙坝河两处的湾曲

河道，使连年成灾的洪水，得到畅流。并修改崎堰村道，原来61个村寨

的羊肠小道，现已改修成便道的有44个村，大队均可通车。运煤、送肥、

运粮均较方便。现在这个山高坡陡的山区已发生了惊人变化，粮食年产

量为360万斤，比解放初增产3倍。

平地场多系土山，宜林荒山15000多亩，57年建立平地场林场，种

杉树10万株o 73年又在奶子山等六个大队开办了林场，现共造林一万亩

以上。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69年供电以后，打米，．抽
F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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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均用机器。公社有完小一所，还有民办高中班，26个自然村均办有小

学，全社入学儿童2000名，占适龄数的80％以上。

平地场解放前是一个灌木丛生的荒山野坝，：野兽成群的地方，解放

后建成公社驻地，’为全社政治，经济、文化’中j心。附近名山“张山屯一，
传系明太祖征南时，张、陈等六姓人共建，可容一百多户人，有寺庙

。名Ⅲ迎龙寺，，：，。，‘庙房七问，现仍住有和尚两名；风景优美，’’气候凉爽，林
茂树密，，异乌飞鸣，：亦避署佳地，：如稍培建，可为游览之地o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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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平地场

鼠场大队

大 寨

曾 子坡

小 寨

大偏地

白果寨

对 门 山

水淹丫口

大 冲

老察地

大荒地大队

大坡脚

， 大坟坝

刀 鞘

’牛角 寨

石牛角

水塔坡大队
’

水塔坡

张山莹

黄泥地
， 杜奶桥

大石地

瓜偏 岩

严 家 寨

果 者

长 坡

杜公院

老羊目

大平寨

焦家，寨

可瓦大队

可 瓦

岩 脚

平地场
汉语拼音

P 1 ngdteh_iing

，Sh,lchang Dadui

DazhAi

Zengztpo、、

Xiaozhai

Dltpiaadt

Baigu6zhai

Ddlmel3． Sh矗11

ShtlIyany最kou

Dachong

LAOZhAidl

Dahuangdl Dadui

Dapojiao

Dafenba

Daoqia0

Ni矗jiaozhai

Shinidji鱼o

ShuIt2tpo‘Dadui

SlattttapO

ZlalLngshantnn

HujLrtgnIdi‘

Dnnaiqiao

Dashldt

GUapianyan

YAniiazlatLi
”

Gttcsz he

ChtL,agpo

Dthgongy utL n

LAoytLngtian

Daplngzhai

jiaojiAzh&I

KewA DAdul

Kew／L

Y矗n jigLO

公社
人口

120

地名表
民族 东经

汉。105。597

971汉苗

414汉苗

117 苗

68 汉

34 汉

259． 汉

18 汉

10 汉

22汉苗

’36 苗

770汉苗

215汉苗

5 汉

233汉茁

119 苗

198 汉

1064汉苗回

33 汉

2 汉

179 汉

20 汉

120 回

134汉回

48 汉

157 汉

179汉苗

36 汉

‘2I 汉

53 汉

82汉苗

1150汉苗
101 汉
115 汉

105。587

1059597

105。597

105。597

105。597

105。597

105。597

1050597

105。597

105。587

105。58t

105。587

105。581

105。587

105。587

105。58t

105。59t

105。59t

105。597

105。597

106。00’

106。007

106。OO，

106。591

105。597

105。1597

105·597

105。597

105。597

1050597

106。00t

106。007

105‘591

北纬

26。23t

26。257

26。247

26。247

26。257

26。257

26。257

260257

26。257

26。267

26。267

26。247

26。247

260247

26024，

26。241

26。247

26。2,1’

26。247

26。247

26。24’

26。247

26。247

26。247

26。2,1’

26。247

26。247

26。247

26。247

26。247

26。247

26。237

260237

26。237

备 注

公社驻地一个
生产队(单独)

’-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大队驻地

～参～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人口 民族 束经 北纬 鲁
i’户

坡上 田PoshangtiAn 113

老鼠大田LAoshod&tiba I 52

高· 坡GaoP6 296

大 坡DaPo 。
352

对 门Dulmen 7

平地头Pf ngdltOu I 4

药寨大队 Yaozhbi Dadu 1 1027

大寨头DAzhaitou 88

大地头Dadi tOu 88

沙帽山ShAmAo Sh An 46

毛栗坡Naoli po ’86

箐 脚QingjiAo 371

自果寨BaiguOzhai 84

旧 院jidyuAn 116

油榨房Y6uzhafAng 71

关 口 Guank6u 77

张家寨大队 Zhangjiazhai DaduI 635

张家寨Zhangjiazhai 90

煤炭窑MeitAnyao 108

河底下HediXiA 215

老猫洞Laomaod6ng 56

新 寨Xl nzhai 35

三岔地SAncbdi 131

奶子山大队 Naizishan Dadul 1281

奶子山Naizlshan 164

自岩脚BAiyAn jiao、 70

小 坡Xiaopo · 16

。樊家庄Fanjiazhuang 165

胡家寨HnjiazhAi 247

法 笮Fazha 108

罗家寨Lu6jiazh奄i 149

大地窝Dadl wo i 156

新 寨XI nzh鱼i ‘11I

漆 房Qi fang 95

—、，10,--,

105。597 26。23／

106。007 26。23p

106。007 26。23p

106。007 26。237

105。59’ 26。237

106·007 26。237

105·597 26。237

105。597 26。237 大队驻地

105。597 26。237

105。59’ 26。237

105。597 26。237，

105。597 26。247

1054 59‘ 26。24l

105。597 26。237

105。597 26。237

105。587 269237

105。597 26。237

105。59’26。237大队驻地

105。57’ 26。237

105。58’ 26。237

105。587 26。237

105。597 264237

105。587 26。227

105。597 26。227

105。597 26。227 大队驻地

105。59’ 26·227

105。59’ 26。227

105。587 26。227

105。587 26。227 ，，

105。587 26。237

105。587 26。227

105。587 26。227

105。587 26。227

105。587 2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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