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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志》

（江苏卷第1部分）

《江苏标准地名志》第1部分
厚重历史

自然山水

人文特色

经济社会

突出江苏特色

映射江苏发展成绩



◼深入贯彻民政厅相关要求

◼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准确把握地名工作现状、问题与诉求，围绕社会需求，设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规
划目标。充分考虑典、志的权威性、科学性，加强统筹协调，完善配套政策。

◼协调推进成果编纂各项工作

充分利用“二普”的成果以及各地市的资料储备，继续沿用形成的“初审结构、复审
语法、三审渊源、终审系统”、“校错字、校错样、校错史、校规范”的“四审四校
”规则。通过客观细致的需求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计划。

严格把控进度，既保证成果符合出版规范和写作要求，又要保证成果的权威性和可靠
性。将典、志同步推进，内部各部分联合推动，保证编纂进度，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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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构建规范框架格式体系，修正基本内容

2.2全面开展典志审校编纂，逐条规范校核

2.3反复论证词条汇总上报，按时保质成稿

在国家典、志基础上，结合江苏省情，形成江苏特色的规范框架体系，对采词规则、

撰写要求进行明确。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全省的工作进行培训指导。

按照“四审四校”规则，逐条审定所有词条。力求其语言要准确、精炼、简洁，突出

江苏省的人文历史、现实发展的总体特色。

将所有规范和整理好的词条汇总，将初稿中的一些问题抽出来进行研讨、论证，改

进和修缮，形成终稿，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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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果在“二普”基础上：

◼一方面，补充2015~2018年新增的各级条目，

◼另一方面，将未入选国家标准地名志的词条增补，

所有政区地名、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2018

年12月31日为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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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

2020年6月底

2020年3月底

2020年1月底

2019年底
方案下发、培训学习

词目表汇集

释文初稿

释文定稿

第1部分出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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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词实行总量控制，采用“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式，

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

5.1采词规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采词必须采用标准名称或法定简称 特殊读音，务必注明

（3）政区•居民点类地名采词说明及具体要求

（1）政区地名采词以2018年12月31日为截止日期。

（2）以《江苏省行政区划简册（2018）》为依据，省级地名1个，设区

市地名13个，县级地名96个全收，含55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19个县。



选收的唯一标准为强调的地名文化属性，有“故事”可写。

注意事项：（1）以上各类地名，要求适当配备地图和照片。要求：县级及以上地名，需配备地图和

照片。其中，市级及以上行政区划地图由编辑部负责。（2）采词工作完成后向编辑部提交符合排序

要求的词目表。

乡级及以下地名选收

其中以下几类为采词重点。

①地级、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街道）全收。

②全国和省市级重点镇全收（标准时点存在的）。

③国家级和省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全收。

④中国和江苏省传统村落全收。

⑤省级和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全收。

⑥其他重要地名选收。仅收设区市（包括市辖区）的重要区片名。凡是同政区地名同

名的居民点（聚落）地名不再单独收词，相关内容在政区地名条目中予以反映。



精准采词，规范标准，科学分类，合理排序。

（1）综述性的“江苏省”条放在本卷的最前面。

（2）市级、县级条目依据《江苏省行政区划简册（2018）》

的先后顺序编排。

（4）重复采词的不同类别乡（镇）排序采取“优先”原则排

序。比如：某地名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同时又是驻地镇，其排序

应依据“优先”原则排在“驻地镇”的位置上。并在词目表备注栏

中标明“驻地镇、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等字样进行说明。

（3）乡（镇）、街道、居民点类地名等分别置于各自上一级

行政单位词目之下。具体排序可依据如下顺序编排：县（市）-驻

地镇（街道）-全国重点镇-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市级

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江苏省传统村落-市级传统村落。



注意事项：

①词目单以EXCEL表格形式编制，分类进行编排。区县及以上的地名，按照《江苏

省行政区划简册（2018）》规定的顺序排列。

②以市级为单位提交词目单。词目单需有电子版一份。

③EXCEL表格形式的词目单，基本格式如下：
序号 标准地名 地名类别 行政区划代码 拟配地图或照片说明 备注

××× 省

××× 设区市

××× 市辖区

××× 区政府驻地

××× 区片

××× 县级市

××× 县级市政府驻地 是否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 县

××× 县政府驻地

××× 全国重点镇 是否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 江苏省传统村落

××× 市级传统村落

备注栏中填写是否存在交叉现象，比如既是全国重点镇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总体要求：以考证地名由来为核心，强调内容资料详实、准确，利用资

料要“引经据典”，注意同地名词典区分，挖掘地名文化内涵，尤其是突

出地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具体承载，彰显

地名应用亮点。

◼一是主题“专注”，集中体现地名自身的内涵与外延，突出所承载的地域文化；

◼二是取材“详实”，着重阐释地名来历、含义，贵在引经据典、兼收并蓄；

◼三是文化“创新”，汇集地名的社会应用形式，彰显其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特点：



对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集中概括，也是随后阐述地名文化的铺垫

地理实体概貌

◼1.本地名的简称、别称、誉称等；

◼2.概括语：从古今各方面衡量，本地名最具代表性的信息；

◼3.地理方位：一般兼顾在行政区域的部位、与地理标志景观的

相对位置；

◼4.个性信息：按山水、政区、聚落等不同类别“宏观”简述，写

什么要像什么。



◼是地名学与地方志相结合的产物，既要符合地名学的

要求，也要满足地方志的体例。

◼而地名志应该说就是将地名学研究成果按照地方志的体

例进行编写而成的专业志书，属于地方志的一种。

◼要体现地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反映地名文化

的“自身”部分的内容，包括地名的来历、含义与演变。

具体内容表述，全文应以标准名称在先，简称、别名、誉称等在后；叙述要求言之有

据，引经据典在先，传说推测在后；诸说兼容时，公认度高者在先，其他说法在后；

历史上的讹误，也应客观记述。

地名沿革与由来



作为国家“地名志”的延伸、创新内容，主要体现地名文化

的“社会应用”部分，即以地名阐释、代表、承载的社会

现象。

地名文化承载

叙述时，可先有整体的一般概括，再特别凸显地名与各种社会现象(人物、
事件、组织、产品、文艺等)“捆绑”、固化为冠名词组，在世代相传中
既不能省略也难以改变的地名文化景观。



1.江苏省条目（3000—5000字）

①地理实体概貌包括：简称、别称、誉称等，概括语，地理方

位，个性信息等内容。

②地名沿革与由来包括：地名的来历、含义与演变（字、音、

词、通名等）。

③地名概况综述包括：地名异名、别称等的产生、出处，地名

特点，地名产生背景，地名与自然，地名文化分析等。

④地名文化应用包括：记述地名阐释、附着、承载的社会现象。



2.地级条目（1500—2000字）

◼“南京”作为省会城市，且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按照省级条目分段叙述。

◼一般的地级市条目，如确无多少资料可写，不分段叙述亦可。
玉溪市（Yùxī Shì）

云南省地级市。位于云南省中部。东北和北面与昆明市相接，东南和南面与红河哈尼族彝族州相邻，西南和西面连普洱市，西北靠楚雄
彝族自治州。面积15285平方千米（其中市辖区面积1854平方千米）。人口235万（市辖区人口71万）。辖红塔、江川2区，澄江、通海、华
宁、易门4县，峨山彝族、新平彝族傣族、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3自治县。市人民政府驻红塔区。地处滇中湖盆高原中部，玉溪河及其支流流
经境内。有它克村、海门村、河西村等14个中国传统村落；通海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等×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等×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玉溪市，以境内河流得名。因境内有似玉带之大河，河水澄清如碧玉，故名。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玉溪桥，在州治西城
乡。所跨之溪，其水萦带，苍碧如玉，因以桥名。”《大清一统志•澂江府》：大溪河“一名玉溪河。源出夹雄山，自州东北绕州西南，过

罗么、奇梨二溪。”另外，云南档案馆《伪民政厅各县县名更改》案卷载：“玉溪县之玉溪二字，因境内有玉溪河，河水环绕如玉带，故定
名曰玉溪。”

东晋置新兴县，南朝梁废。唐南诏时为温富州。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置休纳县，十三年改新兴州。1913年改新兴县，随即因与广东
省新兴县同名，改称修纳县。1916年改名“玉溪”，沿用至今。民国《续修玉溪县志稿》：“玉溪为境内最大河流，可以概括全县。”1929

年直属云南省。1950年为玉溪专区驻地。1970年属玉溪地区。1983年改设玉溪市，属玉溪地区，为地区行署驻地。1997年撤销玉溪地区和县
级玉溪市，设立地级玉溪市。

玉溪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境内居住着哈尼、彝族、回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因此地名命名方面的民族特征比较明显。①境内政区地名
重要特点之一是专名具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如：峨山彝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等命名。②政区地
名专名得名多与境内山、水等地理实体相关。如：江川区得名于星云湖（即今抚仙湖），澄江县得名于古湖水澂江，通海县得名于县北三里
之通海湖，华宁县得名以华盖山为境内主山，山上有宁寿寺为县中名胜，后取县境主山“华盖山”“宁寿寺”二名首字为名。

玉溪素有“云烟之乡、花灯之乡、聂耳故乡、高原水乡”之美誉。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烟草会议上，玉溪烟叶在评比中
名列全国第一，玉溪由此赢得“云烟之乡”的美誉，当地有知名的“玉溪”牌香烟。作为花灯之乡，玉溪花灯是在明代江南军民移居玉溪后
逐渐形成的一种主要的地方剧种，这种民歌演唱与当地土主神祭祀结合成为当地“社火”活动的主要内容。玉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
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的故乡，2006年位于玉溪市城区的聂耳文化广场建成。1972年发掘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牛虎铜案等一批珍品，古墓
群为战国至东汉初期的墓葬。1992年第二次发掘并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84年发现的帽天山古生物化石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活化石”之称——关索戏。有“神秘哀牢山，风情花腰傣”云南旅游小镇之称的“戛洒”。有晶莹璀璨的明珠“抚仙
湖”。多年来，形成“玉汝于成，溪达四海”的玉溪精神。

玉溪精神：××，××××××××××××××××××××××××××××××××××××。

城市定位，区位，接
壤，面积，人口，管
辖，驻地，自然区位，
特色村镇

名称由来，历史记载

地名沿革，注意与行
政区划调整区别

地方特色，如无可不
写

地名社会应用及简单
介绍



1、南京市（Nánjīng Shì）
简称“宁”，别称“金陵”。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长江下游，东与扬州市、

镇江市、常州市接壤，南与安徽省宣城市、马鞍山市毗邻，西与安徽省马鞍山市、滁州市相连，
北与安徽省滁州市接界。面积6587.02平方千米，户籍人口648.72万人。辖玄武、秦淮、建邺、鼓
楼、浦口、栖霞、雨花台、江宁、六合、高淳、溧水11个市辖区；下设17个镇，83个街道……

简称“宁”。因历代多次为江宁府驻地而得名，乃“外江无事，宁静若此”之意。
别称“金陵”。南宋《景定建康志》卷二十“楚金陵邑城”条引旧志即云：“（楚）威王灭越，私吴越
之富，擅江海之利，置金陵邑于石头。”因邑相当于后来的县，故金陵邑乃今南京市主城政区建置
之始，且亦为南京别称“金陵”之源。
《南京简志》载：“1368年2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8月，以应天改为南京”。清初改应天府
为江宁府，属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属江苏省。 …… 1930年改称南京直辖市，又称“首都
市”。
194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辖。1952年改江苏省辖市-南京市。 …… 2013年撤并秦
淮、白下区，设秦淮区；撤并鼓楼、下关区，设鼓楼区；溧水、高淳县撤县，设溧水区、高淳区。

从地名专名来看，辖区内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地名有以下特征：①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如玄武区、
秦淮区、雨花台区、栖霞区、溧水区、六合区、浦口区…… 。②以辖区内著名的地名派生命名。
如新街口街道、锁金村街道、五老村街道、双闸街道……等。③以辖区内的道路命名。如洪武路
街道、大光路街道……等。④以名胜古迹命名。如玄武门街道、夫子庙街道、朝天宫街道、孝陵
卫街道……等。⑤以美愿吉祥词语命名。如康安里、康居里、康美里……等。⑥以姓氏命名。如
苏家桥（自然村）、梁塘（自然村）、柴家营（自然村） ……等。⑦以移植地名命名。如天津新
村、西康新村等。⑧其他命名原则的还有以数字、植物、 ……等。
以正名“南京”冠名的有：南京条约（江宁条约）、 ……等。
南京条约……

南京大屠杀事件……

南京云锦……

南京长江大桥……

……

城市定位，区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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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县级条目（1000—1500字）

◼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三类条目。

◼数量较多，可写内容丰富，是地名
志撰写条目的重点和难点。

◼深入挖掘资料，切实考证地名争议，
还原地名来源的真实面貌。

◼对学术上确实存在争议、一时无法
定论的地名，要实事求是地叙述。



4.乡级及以下条目（500—800字）

◼乡级及以下条目包括驻地镇、全

国重点镇、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

家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

其他重要乡镇。

◼此类条目占比最多，资料情况比

较复杂，可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原则，不必严格强调字数限制。

◼关键是要把该地名的起源与来历

讲清楚，把该地名的重要特点及所

反映的文化现象挖掘出来!



5.区片名（200—300字）

◼由于收词限制，除非历史久远、影响较大，可单独从严收条。

◼区片的形成历史很重要，考证清楚很有意义。

◼重要的区片，可写的内容很多，除基本情况外，要突出重点。

◼概括语，大致位置，地名来历，文化承载等。

39、南京1912街区（Nánjīng 1912 Jiēqū）
区片名。位于玄武区南部。泛指东至南京总统府、
西至太平北路、南至长江路、北至长江后街路口附
近地区。是南京地区以民国文化为建筑特点的商业
建筑群，该街区由21幢民国风格建筑及共和、博爱、
新世纪、太平洋4个街心广场组成的时尚商业休闲
街区。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为纪念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先生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终结
中国千年帝制而得名。2004年，将围绕“总统府”呈
“L”型的区域建设成一个既有文化品位又有历史底
蕴的休闲消费场所。日均客流量超过1.5万余人，重
大节假日客流量达到5万多人，全年客流量达700万，
成为南京一条著名的休闲商业街区和品牌街区。

33、新街口（Xīnjiēkǒu）
区片名。位于南京市市区中部，跨秦淮区、玄武区、鼓楼区。泛指以以新街口广场为中心，以孙中山先生铜像
为标志，东至洪武北路、洪武路，南至石鼓路、淮海路，西至慈悲社一线，北至华侨路、长江路等合围区域。
清朝同治年间，新街口地名出现，它最初是指糖坊桥至明瓦廊之间的一条狭长的街道。1910年《陆师学堂新测
金陵省城全图》标示，已有新街口地名。1928年以前，新街口是一片老式街区。1927年至1937年的“黄金十年”，
实施《首都计划》，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决定对新街口进行拓宽改造，首次把新街口规划为商业区。
1930年11月12日，工程于孙中山先生64周年诞辰日开工，至1931年1月20日完工，历时3个多月。这是南京市内
街道上的第一个广场，故称第一广场，又称新街口广场。1942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76周年纪念日前夕，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笼络民心，粉饰太平，把自1929年起一直安放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的孙中山先生
铜像移放到新街口广场中央。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新街口地区已成为南京的交通、金融、商业中心。中山路、
中山东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汉中路四条干道汇聚于此，新街口成为当时首都南京的核心。1949年4月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同年7月6日下午17点30分，在新街口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随后在经历了批购、
经销、公私合营和大炼钢铁的时代，新街口初步形成了整齐划一的营业格局，迅速发展为南京市重要的商业金
融中心。



1.一般规格

◼《江苏省标准地名志》释文一律采用新字形，并严格
遵守2013年6月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使用

的8105个规范字，涉及表外字的，一律不得类推简化。

◼各地市级编写组为唯一交稿单位。交稿为电子稿，并
附与正文完全一致的目录。目录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排序。

◼编写释文所依据的资料，一般应提供“资料来源”，注
明详细出处，以便核对。

◼撰稿人、市级编写组负责人均应在稿纸右下角指定处

签名，以示负责。



2.汉语拼音标注和音译转写

1.汉语地名的拼写方法，以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于1984年12月25日联合颁布的（84）

中地字第17号文件《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

语地名部分）》的规定为准。

2.按照标准地名的北京普通话发音进行拼写和标调，不得

按方言拼写和标调。例如：河北唐山乐亭县，普通话读

音为Lè，当地方言读为Lào。

3.地名中汉字的读音尤其是特殊读音要注明，并按国家有
关部门规定办理。

4.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语地名（蒙、维、藏３种民族语

言）需按规定进行音译转写。



3.纪年
1．中华民国以前部分采用皇帝纪年（标明朝代时不加“代”或“朝”

字），并括注公元纪年，不加“公元”二字。公元前的年号，只在年号

后括注“前×年”。

2．同一条目释文中起止年代跨越公元前至公元后的世纪、年代或年

份的，则要分别写明。

3．释文中出现中华民国以前的中国王朝纪年，一般形式为“朝代＋年

号＋ × 年”，年号前不加皇帝庙号。如：“唐贞观元年”，不作“唐太

宗贞观元年”。

4．条目释文中的朝代、以朝代命名的时代，一般不括注起止年代。

如“唐代”、“北宋时期”、“南北朝时期”等。

5．“年代”的用法一律以0—9为一个年代。“世纪”的用法一律以1—

100为一个世纪。不得使用类似1980年代的用法。



4.古旧地名括注

1．古今政区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政区变动较大，对古旧地名括注

今地名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古今地名沿革变化。鉴于《江苏省

标准地名志》有关条目的历史沿革中，涉及古旧地名较多，可

酌情加注今地名。具体如下：

（1）古今地名完全相同的，不注今地名。如：原籍江苏宝应。

（2）古今地名完全不同的，注明省、县；必要时标明方位或治

所。

（3）古今县名相同而所属行政区划已有变动的，注明今属行政

区划。

（4）古今省名相同而县市名已有变动的，注明今县市名。

2. 今地名以江苏省民政厅编《2018年江苏省行政区划简册》准。



5.书证与引文

1．引用著名历史典籍，如十三经、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

只标书名即可，引用地方志需标出编纂的朝代和年号以示区分。

书名相同的古籍可添加作者名等信息以避免混淆。引用古籍要使

用权威、通行的版本。

2．引用古籍，要注意引文资料的核对，并注意引文资料的完整

性。

3．引用文字，应力求简明易懂，过分冗长的不用。



6.数字用法

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1 年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2011）

1．数据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主，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辅。
2．汉数字的使用：
（1）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
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示例：“一天”、“星期三”。
（2）相邻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如“十六七吨”不能写成
“十六、七吨”。…….
3．阿拉伯数字的使用：
（1）表示数量。示例：共计53312人、2.34亿，但不得写成“2亿3
千4百万”。（2）含计量单位，或表示小数、倍数等数字。示例：
“2.5”“3倍。……



7.量和单位

1．量和单位的使用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位》（GB3100-3102-93）为准，一

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惯用的市制、英制计量

单位一律废止。引文中原计量单位保持不变。

2．用波浪线连接的数值范围，如果数字后的单位如为倍数“万

”“亿”和百分号、角度的度等时，应用“2万～3万”“20%～30%”。

3．行文中的计量单位一般使用国际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表述，对

尚未收入国家标准的单位符号应尊重行业习惯用法。



8.标点符号

（一）书名号
（1）书名（包括篇名、卷名）、报刊名、文件名及其他文化产品（影视、戏剧、乐

曲、诗歌、舞蹈、绘画、书法、雕塑等）的名称用书名号。非文化产品的名称（如奖

项名、展览名、集会名等）不能用书名号。

（2）书名号里的名称要和实际名称完全相符。书名号不能用于省称，如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省称为“刑事诉讼法”，就不能加书名号。书名号里的名称也不

能加字，如不能将《求是》杂志写成《求是杂志》。

（3）书名号里还要加书名号时，先用双书名号，再用单书名号。如《〈共产党人〉

发刊词》。

（4）书名和篇名、词牌名和词名等合用一个书名号时，中间加间隔号。如：

《楚辞·天问》《呐喊·阿Ｑ正传》《沁园春·雪》



◼（1）标有引号、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若有其他成分

插在并列的引号或书名号之间（如引号之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

◼（2）容易引起误解的并列词语之间宜用顿号。如： “历史、地理”“

香蕉、苹果”（“历史地理”、“香蕉苹果”都有另外的含义）之类。

⚫ 一般的不用，如“动植物”“大专院校”“前后两次”“明清之际

”“中朝友谊”等。

⚫ 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如：“三四千年”“

十二三种”等。

◼（3）不带括号、圆圈的汉字数字以及表序次的干支之后宜用顿号。数

字已加括号、圆圈的，其后不用顿号；并列几个这样的序码时也不用顿号。

（二）顿号



（三）逗号、分号

（四）句号

一般用于完整句子的末尾，表示陈述语气。有时也表示较为缓和的祈使

语气和感叹语气。如：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引用古书例证，应在引号内完整引文的末尾用句号。如：

《史记•吕不韦传》：“不韦家僮万人。”

逗号表示释义进行中的较小的停顿，此时尚未构成一个独立的意思。普

通语词条目的释文中，分号表示释义进行中的较大的停顿，此时已构成

一个独立的意思；多用于两个并列的意义有细微差别的子义项。另外，

下按语的“按”字后使用逗号，并列的自造例之间使用分号。



（五）引号

（1）必须加引号的地方不能遗漏引号，如“文化大革命”；又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的“总统”“行政院”“中央研究院”等。

（2）引号里面还要用引号时，先用双引号，再用单引号；单引号里还要

用引号时，再用双引号。

（3）如果引文被独立使用（不是释文中一句话的组成部分），其末尾是

句号，则句号置于下引号之前；如果末尾是逗号，不能将逗号改为句号

而置于下引号之前，只能不用逗号而在下引号之后（如有引文出处，则

在引文出处的括号之后）加句号。

例如：

郭象主张万物“块然而自生”（《庄子注》）。



（1）括注一般用圆括号（），如“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

括注中需要再括注的，宜先用圆括号（），再用六角括号〔〕，

如“白衣大食（首都科尔多瓦〔在西班牙〕）”。

（2）引文中补出词语用六角括号〔〕，如“〔粤地〕处近海，多

……”。

（3）引文后注明出处的括号，应与后引号紧接；如果引文后面

要加标点，应将标点加在括号之后。如：“制天命而用之”（《荀

子·天论》），就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

（六）括号



（七）间隔号

（八）连接号

（1）半字线：用于连接相关词语，如“秦岭–淮河以北地区”。

（2）—字线：用于连接地名或方位名词，表示起止或走向，如“北京—

上海直达快车”“西北—东南走向”；表示时间的起止，如“1949—1999”；

（3）浪纹线：用于连接两个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表数值的范围，如

“150～200米”。

用月日简称来表示事件、节日等的词语，凡涉及一月、十一月、十二月的，

应用间隔号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并加引号，以避免歧义。

如“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涉及其他月份的不加间隔号和引号。

如五四运动、九一三事件、七七事变。



9.配图

1.《江苏省标准地名志》附有彩色插页和正文插图需要各

编纂单位提供。

◼行政区划地图由各编纂单位提供。

◼彩色插页置于各分册之前，一般每册8—12面。

◼正文插图随文字一起提供，一般每市10—15幅，由各编纂单

位选取本市具有代表性的插图，正确标注图名。

◼插图能够满足随文条目的内容需要，图片质量好。



2.配图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3.配图须同条目内容相符合。

4.原则上一幅图片只能用于一个条目。

5.图片不应存在版权争议。

◼贯彻党和国家现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法必依，维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尊严、主权和利益，慎重对待民族、宗教及涉外问题等。

◼选配图片内容必须健康向上，美观大方，体现当地特色或标志，能够作

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向广大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