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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工作背景情况

编纂省级词典是我省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

于积累保存地名文献、传承地名文化、规范地名管理，促进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交流交往，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挥“资治、

惠民、教化、存史”作用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各

地要切实增强做好编纂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 国家级词典（江苏卷）第1部分已基本通过，省级词典应
强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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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词典（江苏卷）第1部分已基本通过，省级词典应强力
推进

5月省级方案商定思路 → 6-8月省级方案修改 → 9月省级方案报厅领导→  12月省级方案下发并培训



PART 01/工作背景情况

①出版一部资料新颖，突出地名的基本要素、突出地名的文化属性、突

出地名指代地理实体基本特征的地名工具书，体现时代性和科学性。

在采词和释文上，特别是地名的现状，是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以国家级词

典为母版，同时融入更多省级和地方特色资料，资料时限为2018年12月31日。这部词典运用最

新的地名学研究成果，展现了地名文化的丰富内涵，汇集了最新的地名信息。词典的出版对地

名学的深入研究与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省级词典编纂应凸显“四性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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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编纂出版一部我省至今规模最大的地名工具书（收词最多，信息量大，

内容最广泛），彰显群众性。

按照词典总体设计书的要求，这部词典预计收入词条1.5万条左右，字数300万字左右。内

容涵盖8个部分（1 政区、居民点、城镇交通，2 自然地理实体，3 交通运输设施，4 科教文卫

体等事业单位，5 名胜古迹与纪念地，6 农业与水利设施，7 工矿企业，8 服务业）。这八个部

分中，分量最重、词条最多的当数第一部分，词条数约6000条，字数在180万字左右（上交国

典第一部分词条4200多条，113万字）。词典的丰富内容，不仅与群众的生活关系密切，将会

给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带来更大的便利；更能够帮助群众了解我们的国家，也是一部

很好的爱国主义的教科书。

◼ 省级词典编纂应凸显“四性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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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编辑出版一部内容权威、地名标准的工具书，体现权威性和标准化。

这部词典的权威性，体现在词典编纂的全过程是在民政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采用权威

普查更新资料，由国家级出版机构精心编纂与出版。而地名的标准化是体现在符合国家《地名

管理条例》的要求。1979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在第一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地名的

读音和书写要符合正音正字的规定，含义健康，不重名，命名、更名履行法定的批准手续，这

就是地名标准化。”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中，又把“标准地名”定义为“凡

符合《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专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

编纂《标准地名词典》就是按照上述文件的规定要求，把标准地名收入词典之中，并配以科学

的释文，从而使这本辞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名国家标准的工具书。

◼ 省级词典编纂应凸显“四性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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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词典编纂出版总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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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要有合格的稿件，稿件

内容要有准确、翔实的资

料；

二要有稳定的编写团队，

踏实工作并具有一定水平

的编写人员；

三要有必要的工作经费支

持。





PART 02/编纂细则说明

◼ 采词规则

◼ 释文规则

◼ 词目排序规则

◼ 其他项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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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1. 体现标准化原则

2. 各市采词数量无控制数

3. 严格按采词条件采收

词典第一部分词条包括三种类型

1. 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类地名

2. 居民点类地名

3. 城镇交通运输类地名

简化为两类：

1.行政区域类词目

2.非行政区域类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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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行政区域地名包括：

✓省（江苏省）

✓设区市（13个地级市）

✓市辖区（55个）

✓县级市（22个）

✓县（19个）

✓街道（491个）

✓镇（723个）

✓乡（44个）

✓以及各级行政区域的人民政府驻地名

全部收入

⚫ 省会以及设区市、市辖区、县级
市、县的人民政府驻地名，按照
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行政区划
简册（2018）》采收。驻地名均
独立设条。街道是派出机构，无
驻地，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不收。
设区市人民政府驻地应为该市的
某一辖区（不标明具体街路）。

⚫ 市辖区、县级市和县人民政府驻
地有街道或镇。

⚫ 镇乡人民政府驻地为自然村或道
路名，如××村或××路××号

⚫ 不收村（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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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

区片、开发区、广场、住宅区、社区、居民点（自然村）、城镇街巷、

城市道路、有轨交通线路、城镇桥梁、城市立交桥、城市市区的铁路车

站和公路长途汽车站，地域名和旧地名。精选收入

☆以下情况的词条不收：

各级党政机构（如××委员会、××政府、××部、××局、××办事处）一律不收。

电车、汽车、地铁等各类公共交通车站名，各类停车场名，一律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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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①区片。指非居住类的综合发展的城市区域。是多年形成、至今仍在使用的

名称。如：如：南京市的新街口、夫子庙等，北京市的中关村、东单、西单、

公主坟等。

②开发区。包括工业区、保税（港）区、科技园区、商务区、新区等，必须

是经国家、省、市级政府正式批准、已经建成的新经济区域。但“一名多地”

的新型开发区（如“中关村科技园区”）不收。镇、乡不收该级别开发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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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③广场。指县级及以上城市城区及县城范围内，具有地名意义，且面积较大，

又有特点的重要空旷地块。设区市城市城区符合上述条件的全部收入；县级

市城区和县城，最多可以收入2个。如鼓楼广场可以收入。有的大型建筑叫

“XX广场”，一般性的广场不收。

④住宅区。是指改革开放后新建的，2018年底已达到集中居住5000户或1.5

万人以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且连片建设的新型居住区。（凡达到上述标准

的住宅区，均在县级及以上行政辖区内排序。）镇、乡不收住宅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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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⑤社区。指已建立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居住区域。

只收获得中央、省市文明委评定的全国、省、

设区市级文明社区和文明单位的社区，其他的

社区一律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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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⑥居民点（自然村）。收入三类，一是经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或省级相应单

位批准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全收，或经设区市相关部门批准

的“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可收。二是经中央或地方文明委批准的“文

明村”；三是选收具有明显特点的非镇、乡人民政府驻地的居民点（自然

村），如：人口数量多，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名人故里，重要的少数民族

聚居地，古建筑群，交通要口，物资集散地，红色村落，著名土特产品产地

等，全省平均每镇原则不超过3个（严格控制）。一般性自然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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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⑦城镇街巷。指至少在县域行政区域范围内有知名度的特色街巷，非主干道。

如商业一条街，文化街，小吃一条街，名人故居等。一般街巷不收。

⑧城市道路。参考《国典》提交材料，补充2015-2018年新增的城市主干道。

⑨有轨交通线路。指的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线路，全收。

今年几个地方开通地铁：常州一号线，徐州一号线等，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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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⑩城镇桥梁。指的是县级以上城市城区或县域范围内，具备交通功能的桥梁。

大江大河上的桥梁，有的虽在城区，但其作用更为广泛，留在第三部分（交

通运输设施）选收。一些桥梁已成为旅游景点，在第五部分（名胜古迹和纪

念地）选收。

⑪城市立交桥。城市中两层以上立交桥。城区外的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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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词规则
非行政区域地名包括（14类）：（精选收入）

⑫城市市区的铁路车站和公路长途汽车站。指位于县级及以上城市城区及县

城范围内的铁路客运车站和公路长途客运汽车站。不收入城区以外地区的车

站。在本部分中只设词目，释文写成“见交通运输设施部分×××站”（统称

“见条”）。具体内容在“交通运输设施（第三部分）”的同样词条中表述。

⑬地域名。指目前尚在使用的跨市、跨县的大片地域名，如：淮海。

⑭旧地名。指的是1949年以来曾经使用而现已废置的区、县以上的政区名

和少量有影响的、重要的旧镇名。如:（南京市白下区、江浦县等）。用代

号或通名命名的旧地名（如第二区、郊区、城关镇等）一律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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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 内容要齐全

◆ 资料要翔实准确

◆ 行文要规范

◆ 表述要精练

◆ 严格按照撰写内容和叙述顺序编写

体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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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 释文内容要以稳定的地名信息为主体。要重视和加强地名文化

的内容，抓住地名要素、历史沿革和现状特点3个方面，集中揭

示地名的属性和特征。

①地名要素（包括地理位置，名称的含义、来历、沿革，特殊的字形、
发音，雅称、别名等方面情况）。“地名来历”要写清楚，要分清是史
书记载的，还是民间传说的。对地级市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如果确有出
处，应注明原始的文献。对无文献可考者，在释文中也要区别真伪或民
间的俗语，应标明“相传”等类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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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 释文内容要以稳定的地名信息为主体。要重视和加强地名文化的

内容，抓住地名要素、历史沿革和现状特点3个方面，集中揭示地

名的属性和特征。

②历史沿革要特别注意，把握好繁简程度。省级地名历史沿革可细些；市、
县地名的历史沿革不宜过细，以现地域为限，主要写明历史上同一级相对
应政区的名称演变、政区置废分合、治所迁徙等变化情况，可从建立同级
相应政权写起。市辖区、镇、乡的沿革，一般只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变化
情况。少数有着悠久历史的镇，亦可适当追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沿革。写
历史沿革，年代要准确，文字要概括，条理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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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 释文内容要以稳定的地名信息为主体。要重视和加强地名文化的内

容，抓住地名要素、历史沿革和现状特点3个方面，集中揭示地名的

属性和特征。

③释文以反映现状为主（2018年12月31日的状况），不分析原因。现状特点包括四个方
面：①自然特点，含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资源等实际状况，不写所属地形区
与气候区，不写地质基础、成因和演变过程。土壤状况只在省条中写，区、县及镇、乡、
居民点条均不写。②社会文化特点，含文化遗产、重要的名胜古迹和纪念地以及科研、教
育、文艺、卫生、体育状况。省条只写数量，市县条可写出重要单位的名称。变化迅速、
且无特色的聚落形态可不写；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写具有全国意义和已定论的事
和人。③经济特点，只写稳定的经济结构、主要的产业状况，不写开发史、经济发展史，
省条不写具体的企业单位名称，特别重要的、知名的企业可在市县条中写。④交通特点，
包括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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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词条：基本情况、历史沿革、地名综述、现状特点

1.江苏省条。内容包括：全省基本情况，历史沿革，地名综述和现状特点

（自然、社会文化、经济、交通）四个方面。分4个自然段阐述。总字数

3000—5000字。由省级编写组来完成。

2.设区市条。内容包括：简称、别名、归属、经纬跨度、位置（市在江苏的

XX部位）、面积、人口、民族、辖区，市人民政府驻地。历史沿革。地名

含义、来历、演变。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特点，交通状况。功能分区（写

功能分区时，结合介绍该区的社会文化特点和经济特点）、交通状况。字数

不超过1500-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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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3.市辖区条。内容包括：归属、位置（在市区的某方位）、面积、人口、民

族、辖区（所辖街道、镇、乡，只写具体数量，不写名称），驻地，历史沿

革（从新中国成立后写起，注明资料来源），地名含义、来历，自然、社会

文化、市容建筑与布局、经济特点，交通状况。字数1000—1500字。

4.县级市条。内容包括：归属、经纬度（以人民政府驻地经纬度表示，点位，

不用跨度）、位置（在地级市境的某方位）、面积、人口、民族、辖区（所

辖街道、镇、乡只写具体数量，不写名称），驻地，历史沿革，地名含义、

来历、演变，市区城建历史、市容建筑和布局特色，自然、社会文化、经济

特点，交通状况。字数1000—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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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5.县条。内容包括：别名、归属、经纬度（以人民政府驻地经纬度表示，不

用跨度）、位置（在地级市境的某方位）、面积、人口、民族、辖区（所

辖镇、乡，只写数量，不写名称）、驻地，历史沿革，地名含义、来历、

演变，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特点，交通状况。字数 1000—1500 字。

6.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条，县级市人民政府驻地条，县人民政府驻地条。市

辖区人民政府驻地应为街道；县级市和县人民政府驻地主要是街道和镇。其

撰写内容、叙述顺序和控制字数，按各类词条要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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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7.街道条。内容包括：归属、位置（在市辖区或县级市市区、县城的某方

位）、面积、人口、民族，城建历史，地名含义、来历，自然特点、社会

文化特点、市容特点、经济特点、交通状况。字数不超过 300 字。

8.镇条、乡条、民族乡条。内容包括：归属、位置（在县级市或县境的某方

位）、面积、人口、民族（民族乡要写出该民族的人口数或所占比例），辖

区（只写数量），驻地，历史沿革（概述），地名含义、来历，自然特点、

社会文化特点、重要建筑物和重要名胜古迹、经济特点、交通状况。字数

200—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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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9.住宅区条。内容包括：位置（在属地的某方位）、人口，占地面积，地名

含义、来历，建立时间，建筑规模与交通状况。字数 150—200 字。

10.社区条。内容包括：归属、位置（在市辖区的某方位）、面积、人口，

地名含义、来历、建成时间，建筑和人文特点，交通状况，何年获得荣誉。

字数 100—150 字。



PART 02/编纂细则说明

◼ 释文规则

11.居民点（自然村）条。内容包括：类别（若为镇、乡人民政府驻地，要

写明），位置（在县驻地 XX 镇 XX 方向 XX 公里，直线距离），归属，人

口、民族（汉族村不写），地名含义、来历（明显以姓氏命名的村镇可不

写），具有明显分布特征的聚落形态，文化特点，重要建筑物和重要名胜古

迹，经济特点（侧重于经济地位和稳定性强的乡镇企业，土特产品），交通

状况。字数 100—150 字。

12.区片条。内容包括：位置（在地级市市区的某部位）、范围（泛指某一

无明显边界的地区），形成历史、地名来历，社会文化、经济特点，交通状

况。字数 150—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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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13.开发区条。内容包括：位置（在属地的某方位）、范围、占地面积，地

名来历、批准时间、批准级别（国家级或省级），规模与特点，现有主要企

事业，交通状况。字数 200—300字。

14.城镇广场条。内容包括：位置（在属地的某方位），面积，建筑历史，

地名含义、来历，社会文化特点，周围市容特点（包括重要建筑物），交通

状况。字数一般 200字左右，有特殊意义的广场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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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15.城市道路条。指城区（含县、镇）主干道。内容包括：位置（在城区的

某部位），起迄点（与××路、街相接），主要相交街路，长度、宽度（包

括快慢车道与人行道）、路面性质，建筑历史，地名来历、含义，社会文化

特点，两侧市容特点（包括重要建筑物），交通状况。字数一般 200字左右。

16.城镇街巷条。指有影响的特色街巷。内容包括：位置（在属地的某部

位），长度、宽度、路面性质，地名来历、含义，街巷特色与形成历史，与

外部沟通的交通状况。字数一般100字左右。

17.有轨交通线路条。内容包括：位置（在市区某部位），起迄点，途经车

站名称，长度，建筑历史，功能作用，站台文化特点。字数150—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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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规则

18.城镇桥梁条、城市立交桥条。内容包括：位置（在属地的某方位）、规

模（桥梁为长度、宽度、跨度；立交桥为占地面积），形成历史，地名含义、

来历，建筑结构特点，功能作用。字数 100—200 字。

19.地域名条。内容包括：位置、范围、名称由来，特点，交通状况。字数

100 —150字。（可参照《地名大词典》写法。）

20.旧地名条。内容包括：隶属关系，设置时间，撤销时间。字数 50—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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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对词目表的要求是：采词准确，地名标准，分类科学，排序合理。

1.政区词条：省条-省会条-地级条（按《江苏省行政区划简册（2018）》）。

区、县级条目，必先分类，同一类中按行政区划代码排。街道、镇、乡不能

混排，也必先分类，同一类中按行政区划代码排。

2.  跨两个同级行政区域以上的非政区条目，一定要排在上一级行政区域条目

之后。即：地级市条后面，先排跨市辖区的区片、城市道路、有轨交通线路

条，然后是市辖区条。市辖区条和县级市条后面，先排跨街道、镇、乡的开

发区、广场、大型居民区、城镇街巷、城镇桥梁、城市立交桥、城市交通枢

纽、铁路车站、公路长途汽车站等条目，然后是街道、镇、乡条。县条后面，

先排城镇桥梁、铁路车站、公路长途汽车站等条目，然后是街道、镇、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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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对词目表的要求是：采词准确，地名标准，分类科学，排序合理。

3.要按照词目排序规则进行排列。数条道路或街巷同时排列时，先东西向（由

北向南），后南北向（由西向东）。

4.为保证词条排序不出错误，每一个词条必须有一个代号，不得重复。词条代

号由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拼音符号混合组成，有6位、9位、12位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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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首先，将街道、镇、乡及非行政区域地名类别，分别以不同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词目类别代号（与国家保持统一）

A  街道（办事处）条 L  城镇街巷条

B  镇条 M  有轨交通线路条

C  乡条 N  城镇桥梁条

D  区片条 P  城市立交桥条

E  开发区条 Q  城市交通枢纽条

F  广场条 R  铁路车站条

G  大型居民区条 S  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H  居民点（自然村）条 T  地域名条

I   住宅区条 U  旧地名条

J   社区条 Z  省会条

K  城市道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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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词目表省级总表，由省级编写组汇总各市数据后编排

序 号 词目名称 类别 行政区划代码 备 注
320000 江苏省 省条

说明：总表除省条、省会条外，
只列出地级市条、市辖区条、
县级市条、县条4类词目。最后
列出T地域名条和U旧地名条。

320000-Z01 南京 省会条
320100 南京市 地级市条
…… …… ……

320200 无锡市 地级市条
320211 滨湖区 市辖区条
…… …… ……

320281 江阴市 县级市条
…… …… ……

320321 丰县 县条
…… …… ……

××× 地级市条
……

320000-T01 ××× 地域名条
……

320000-U01 ××× 旧地名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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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词目排序分表（1）地级市表，由市级编写组汇总

序号 词目名称 类别 备注
320100 南京市 地级市条

320100-D01 新街口 区片条 跨区地面
……

320100-K01 幕府东路 城市道路条 跨区地名、主干道
……

320100-M01 南京地铁1号线 有轨交通线路条 跨区地名
……

320102 玄武区 市人民政府驻地条 区条
……

说明：在地级市条后面，先排跨区地名，依次为D区片条、K城市道路条和M有轨交通线路
条……，最后排市人民政府驻地条（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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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词目排序分表（2）市辖区表，由市级编写组汇总

说明：在市辖区条的后面，先排区境和跨
街道的词目，依次为：E开发区、F广场、
L城镇街巷、N城镇桥梁、P城市立交桥、
Q城市交通枢纽、R铁路车站、S公路长途
汽车站条。然后排街道条，区驻地街道排
第一个。街道后面，排本街道属地的I住宅
区条、J社区条和L城镇街巷条。街道条排
完后。排镇条，包括镇属地的L城镇街巷
条和H居民点（自然村）条，镇人民政府
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镇
条排完后，最后排乡条，包括乡属地的H

居民点（自然村）条，乡人民政府驻地
（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

序 号 词目名称 类别 行政区划代码 备注
320102 玄武区 市辖区条
320102-E01 ××× 开发区条 区境
320102-F01 ××× 广场条 区境
320102-L01 ××× 城镇街巷条 跨街道

……

320102-N01 ××× 城镇桥梁条 区境
320102-P01 ××× 城市立交桥条 区境
320102-Q01 ××× 城市交通枢纽条 区境
320102-R01 ××× 铁路车站条 区境
320102-S01 ××× 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区境
320102-A01 ××街道 区人民政府驻地条 街道（办事处）
320102-A01-I01 ××× 住宅区条
320102-A01-J01 ××× 社区条
320102-A01-L01 ××× 城镇街巷条

……

320102-A02 ××街道 街道条
……

320102-B01 ××镇 镇条
320102-B01-L01 ××× 城镇街巷条
320102-B01-H01 ××× 镇人民政府驻地 居民点（自然村）
320102-B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102-B01-H03 ××× ×××
320102-B02 ××镇 镇条

……

320102-C01 ××乡 乡条
320102-C01-H01 ××× 乡人民政府驻地条 居民点（自然村）
320102-C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102-C01-H03 ××× ×××
320102-C02 ××乡 乡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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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词目排序分表（3）县级市表，由县级市编写，市级汇总

说明：在县级市条的后面，先排市境和跨街
道的词目，依次为：E开发区、F广场、L城
镇街巷、N城镇桥梁、P城市立交桥、Q城市
交通枢纽、R铁路车站、S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然后排街道条，市驻地街道排第一个。街道
后面，排本街道属地的I住宅区条、J社区条
和L城镇街巷条。街道条排完后，排镇条，包
括镇属地的L城镇街巷条和H居民点（自然村）
条，镇人民政府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
点之首。镇条排完后，最后排乡条，包括乡
属地的H居民点（自然村）条，乡人民政府驻
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

序 号 词目名称 类别 行政区划代码 备 注
320281 江阴市 县级市条
320281-E01 ××× 开发区条 市境
320281-F01 ××× 广场条 市境
320281-G01 ××× 大型居民区条 跨街道

……

320281-L01 ××× 城镇街巷条 跨街道
……

320281-N01 ××× 城镇桥梁条 市境
320281-P01 ××× 城市立交桥条 市境
320281-Q01 ××× 城市交通枢纽条 市境
320281-R01 ××× 铁路车站条 市境
320281-S01 ××× 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市境
320281-A01 ××街道 市人民政府驻地条 街道（办事处）
320281-A01-I01 ××× 住宅区条
320281-A01-J01 ××× 社区条
320281-A01-L01 ××× 城镇街巷条

……

320281-A02 ××街道 街道条
……

320281-B01 ××镇 镇条
320281-B01-L01 ××× 城镇街巷条
320281-B01-H01 ××× 镇人民政府驻地条 居民点（自然村）
320281-B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281-B01-H03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281-B02 ××镇 镇条

……

320281-C01 ××乡 乡条
320281-C01-H01 ××× 乡人民政府驻地条 居民点（自然村）
320281-C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281-C01-H03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281-C02 ××乡 乡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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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词目排序分表（4）县表，由县编写，市级汇总

说明：在县条的后面，先排县境的词目，依
次为： N城镇桥梁、R 铁路车站、S公路长途
汽车站条。然后排街道条，县驻地街道排第
一个。街道后面，排本街道属地的I住宅区条、
J社区条和L城镇街巷条。街道条排完后。排
镇条，包括镇属地的L城镇街巷条和H居民点
（自然村）条，镇人民政府驻地（自然村）
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镇条排完后，最后排乡
条，包括乡属地的H居民点（自然村）条，乡
人民政府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

序 号 词目名称 类别 行政区划代码 备注
320321 丰县 县条
320321-N01 ××× 城镇桥梁条 县境
320321-R01 ××× 铁路车站条 县境
320321-S01 ××× 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县境
320321-A01 ××街道 县人民政府驻地条 街道（办事处）
320321-A01-I01 ××× 住宅区条
320321-A01-J01 ××× 社区条
320321-A01-L01 ××× 城镇街巷条

……

320321-A02 ××街道 街道条
……

320321-B01 ××镇 镇条
320321-B01-L01 ××× 城镇街巷条
320321-B01-H01 ××× 镇人民政府驻地条 居民点（自然村）
320321-B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321-B01-H03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321-B02 ××镇 镇条

……

320321-C01 ××乡 乡条
320321-C01-H01 ××× 乡人民政府驻地条 居民点（自然村）
320321-C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321-C01-H03 ××× 居民点（自然村）条
320321-C02 ××乡 乡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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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目排序规则

1. 根据上面的材料，先按分表把词目次序排好并编好序号，各设区市汇

总上报省级编写组。

2. 词条代号在词目表和释文上必须同时出现，同一词条在这2处的代号必

须完全一致。

3. 要求穿节前（1月底）前完成，并报省级编写组审核。附一份说明，包

括各类总数以及存在问题。词目表定下后，不要轻易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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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规则

1. 写历史沿革要把握好繁简适度，年代要准确，文字要概括，条理要清晰。正文写

完后，要以括号注明资料来源：地名大词典，其他公开出版物（如：《政区大典》、

XX 杂志 XX 期），网络资料，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能直接粘贴百度百科等资料。

2. 现状特点指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和交通四个方面的

基本情况，只写事实，不论述原因。大条（省、设区市条）可稍细。统计资料尽可

能引用公开资料。资料不全请政府相关部门提供。

3. 各级行政区域的人口数的采集，按国家各级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数字。设区市要

写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市辖区、县级市、县及镇乡、社区、自然村人口，均只写

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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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规则

4. 人口、面积的计量单位必须规范、统一。各种单位一律以汉字书写。各级政区

的人口写约数，以万人为单位，小数点后一位；居民点以 100 人为单位，四舍五

入。如 2536 人写为 2500 人，2556 人写为2600 人。各级政区的面积写整数，单位

为平方千米。其他项目面积单位：建筑物占地面积 1 公顷以上者以公顷表示，不

足 1 公顷的以平方米表示。建筑面积以平方米表示。农场、牧场、林场和灌区、

蓄洪区的面积等以公顷表示。农业种植面积 1 公顷以上者以公顷表示，1 公顷以下

者以亩表示。

5. 我国历代纪年均须换算成公元纪年（在括号中表示），不加“公元”“年”字

样。“民国”纪年力求以公元纪年表示，1949 年后的公元纪年不加“公元”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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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规则

6. 民族，指原住民族和居住人数多的民族。可按人数多少用全称写出主要民族，

不写有××个民族，不用“少数”二字。县、乡要写出主要民族人口数或所占比例。

7. 国家（省或市）批准公布的名城、名村、名镇、古都、经济特区、开发区等，

必须写明批准级别和批准年份。

8. 公路国道一律以线路编号为标准名称，如“321 国道”。省道用全称或简称表示

均可，如“省道 133”。居民点（自然村）的公路交通信息，统一表述为“高速公

路”、“公路”、“简易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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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规则

9. 除国家规定的必须用汉字书写的数字（如清光绪三十二年、五年计划、七八个）

外，其他数字均应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10. 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位、汉语拼音、少

数民族语音音译转写等使用方法使用。

11. 在文字表述上务求精炼，简明扼要，不用文言文，也避免口语化，更不能用网

络语言。



PART 02/编纂细则说明

◼ 关于省厅《通知》的一些说明

1. P7 对释文规则进行了补充，强化说明释文要围绕“地名要素、历史沿革和现状特点”三方面来写。

2. P8表中设区市的字数应为1500-200字，市辖区应为1000-1500字。

3. P10，1省条中补充省会条，Z聚落条，2设区市中相应的Z聚落条去掉。疑问？聚落不在14小类中，

“镇江”是不是不在镇江市条目中？但第10页“2.设区市条——政区条，Z 聚落条......”设区市中又有聚

落条“Z”，前后矛盾？

4. 疑问？旧地名：区划调整后，被合并的乡、镇名称是否要收？或者“乡”改镇过程中，同时被更名，

这洋的乡名是否要收？地域名“U”、旧地名“T”如何归属？是全放在省条？设区市条？还是在县级政

区？在设区市、市辖区、县级市、县的说明中都没有提到“U”和“T”。回答：旧地名是1949年以来曾

经使用而现已废置的区、县以上的政区名和少量有影响的、重要的旧镇名，一般性的不收。U和T

只放在省条中。



PART 02/编纂细则说明

◼ 关于省厅《通知》的一些说明

1. 疑问？P10-P11中没有道路条，说明中也没有。回答：道路条解释中已说明，在设区市词条中已

有，市辖区中不再涉及。

2. 疑问？“镇乡人民政府驻地为自然村或道路名，如××村或××路××号，不收村（居）委会。”这里

是不是“不写村（居）委会”？回答：是。

3. 疑问？其他规则第8条：公路国道一律以线路编号为标准名称，如“321国道”。省道用全称或简称表示均可，

如“省道133”。居民点（自然村）的公路交通信息，统一表述为“高速公路”、“公路”、“简易公路”。跟国典要

求不一致，国典要求用汉字表示。回答：国典中要求一致，国家所给样条中亦是如此。





PART 03/编纂的步骤与方法

◼ 做好采词工作，编好词目表

采词工作培训后就可立即进行。

首先，按照《国典》第一部分上交成果，按照新的采词规则增补新的

词目，尤其是不适合在《国典》中收录的。

其次，在采词工作完成后，按照《标准地名词典》词目排序规则进行

词目排序。



PART 03/编纂的步骤与方法

◼ 安排人员做好释文撰写

及时对《国典》原有词条进行修改。要尽可能利用原有文稿基础，可参考不

可照抄。资料核实与更新（尤其是时间节点数据）；删除不必要内容；文字

修饰精炼。不存在版权问题，但内容不能完全一样，资料信息内容不能对立。

◼ 各地市做好各自的审稿统稿工作

重点关注内容是否完整、资料是否更新、信息是否正确等。





PART 04/几点需交代的问题

◼ 认真学习编纂细则，吃透要求，避免返工

各地市要组织专业人员开展采词和释文撰写工作

◼ 严控时间节点，保证全省整体工作进度

省级培训已经滞后，各地市要严把时间点，按要求递交各类成果

◼ 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开展各自的词典编纂

形成一系列地名成果转化工作



PART 04/几点需交代的问题

◼ 在省级词典编纂过程中，还要
及时回应国典前期的撰写和采
词工作。针对所提意见及时反
馈修改！

◼ 适时修改国典（1）部分工作
（等反馈意见），督促地方开展
国典词条（2-8部分）初稿的编
纂，组织进行审校工作。

◼ 有其他困难及时沟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