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发江苏省标准地名录 

编撰大纲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江苏省标准地名录编撰大纲》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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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标准地名录编撰大纲 
 

江苏省标准地名录系列，属于“江苏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成果集”工程丛书之一。为确保省、市、县三级地名录在样式设

计、编撰体例、内容结构、印刷规格等统一规范，在《江苏省地

名录编纂指导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名称 

以“行政区划名称+标准地名录”格式命名。省录名称为：江

苏省标准地名录；设区市录名称为：江苏省××市标准地名录；县

（市区）录名称为：江苏省××县（市）标准地名录、江苏省××

市××区标准地名录，如江苏省泗洪县标准地名录、江苏省句容市

标准地名录、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标准地名录。 

二、开本、封面设计 

《江苏省标准地名录》开本为 A4。封面 157 克铜版四色印

刷、覆雅膜、烫红，精装壳面 3 毫米纸板，前后环衬采用 250 克

艺术纸。封面为本级行政区划轮廓图居中，封底下半部分为最能

反映本地地名特色并经淡化处理的标志性图片（参见样图附件

一）。 

内页采用 80 克本白双胶黑白印刷，锁线精装。 

尺寸：成品尺寸 210 毫米 x285 毫米；制作尺寸：215 毫米×295



毫米； 

版芯尺寸：176 毫米×235 毫米；页面上下边距设计 2.50 厘

米、左右边距设计 1.8 厘米。 

三、内容 

分图表、编委人员、前言、凡例、目录、主体、索引、后记

等八部分。具体说明如下： 

图表：江苏省及各级行政区划图、行政区划简表、代表性照

片（政府单位、街巷、商业区、企业、开发区、院校、文化遗产

等），需一一对应附上照片文字说明。 

编委人员：主编、副主编、编撰人员、专家顾问。 

前言：简要准确地表述地名录编撰的目的与意义。 

凡例：文字描述地名录收录的词条类别、数目、编排顺序、

词目概略等。 

目录：按照地名普查要求的 12 大类词目并结合本地实际进

行编排。 

主体：主要分以下三部分 

      1.江苏省、各设区市、市辖区、县（市）等概况 

      2.辖区范围内 12 类地名基本情况 

      3.国家、省、市、县（市）有关地名法规文件 

索引：先后分汉字笔画索引、汉字拼音音序编排索引。 

后记：文字说明编纂出版的经过。 



四、正文内容设计 

（一）行政区划图：采用平铺图，A3 大小的拉页地图。省

录收江苏省和 13 个设区市行政区划图；市录收本级和所辖县（市

区）行政区划图；县（市区）录收本级行政区划图和所辖乡镇、

街道地名图。地图需统一式样和规格，标注审图号。 

（二）概况：行政区域+概况，即为 XXX 概况，如省级为“江

苏省概况”，市级为“XX 市概况”，县级为“XX 县（市区）概况”，

乡镇（街道）为“XX 乡镇（街道）概况”。主要内容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词典》行政区域类词条内容，省级原则上

5000 字，设区市原则上 2000 字，县（市区）原则上 1500 字，

乡镇（街道）原则上 500 字。 

（三）地名基本情况采用表格为主，着重反映地名重要要素。 

  



表一： 

标准地名 汉语拼音 备注 

花红园社区 Huāhónɡyuán 

Shèqū 

位于梅园新村街道中部、玄武区政府所在地。始建于 2000 年，以境
内花红园居民区得名。2005 年 4 月，文德里社区并入。占地面积 0.2
平方千米，有 2830 户、7792人。驻文德里 76-1号。 

沈 阳 村 Shěnyánɡcūn 明初曾设五军都督府、三十二卫指挥司，此村近沈阳卫一营地，1927
年在原卫的遗址建村，村以卫名。 

过 街 村 Guòjiēcūn 民初有小街，街口两侧屋宇搭草棚子相连，遮阳挡雨，人称过街蓬子，
后成村，村名过街蓬，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过街村。 

兰 园 社 区 Lányuán Shèqū 位于梅园新村街道北部。1955 年始建，以境内有兰园得名。占地面
积 0.4 平方千米，有 2609 户，6495 人。驻演武新村 58 号 102 室。 

玉 林 山 庄 Y ù l í n Sh ā n 

zhuānɡ 

1999 年 3 月因此处一带自然环境优美，在南朝曾是皇家林园上林苑一
部分，故以“御”字谐音为“玉”字，加林园的“林”字与通名“山
庄”二字组合命名。 

天 然 居 Tiānrán Jū 1999 年 7 月因其地自然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在此建新型住宅区，非
常适合人居住，故寓天然宜居之义，取“天然”、“居”三字组合命名。 

南 京 站 Nánjīnɡ Zhàn 在南京玄武区，上海铁路局直属站，客货运一等站。前身为沪宁线上
的四等站和平门站，1964年开始扩建，1967 年重新设计，1968 年建成，
10 月与南京长江大桥同时启用。2002 年在原址上改建，2005 年建成。
2004 年原南京西站撤销，并入南京站。 

浮 桥 Fú  Qiáo 在南京玄武区，纵跨杨吴城濠，民国《秦淮志》载：“旧红板桥，明初
马皇后置仓于此，以瞻养监生之妻”。传桥毁，原以船筏接连两岸，加
板通行，故称浮桥。 

聚 宝 山 Jùbǎo Shān 在南京玄武区，清同治《上江志》载称仓山。后因山上可开取石料、
硫矿等，土质较肥，树木茂盛，更名聚宝山。西南—东北走向，山体
呈椭圆形，长 0.7公里，宽 0.5公里，由石灰岩构成，海拔 124.3 米。 

运 粮 河 Yùnliánɡ Hé 明朝朱元璋为从东郊运粮至城内军用，特开此河，故名。此河市玄武
区与江宁县的界河，从区界东南端向西流经区境约 1910 米，河北堤是
区内历年防洪重点地段。1999年，将堤岸加宽、加高，堤、路两用。 

 

  



五、时间安排 

1、2020 年 3 月，下发江苏省标准地名录编纂大纲。包括收

录地名的内容、范围，地名录的编辑格式，图文编辑，封面设计、

包装等。 

2、2020 年 4 月，完成省录词条采集审定工作。 

3、2020 年 5 月－9 月，完成省录释文撰写和修改完善工作，

形成送审稿。 

4、2020 年 10 月－12 月，省录经审核通过后印刷成书。 

5、各地要统筹安排省、市、县三级地名录编撰，认真做好

词条采集、释文撰写、统稿审核工作，配合省厅完成省录编撰任

务。同时，制定本级地名录编撰计划，确保 2021 年 3 月前完成

印刷工作。 

六、注意事项 

1．标准名称是指符合《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并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专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一是地名用字读

音要规范，二是地名词语结构要规范，前不增定语，后不带补语。

以通过国家数据验收的数据为准。 

2．汉语拼音是指标准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标明音调，并

按照地名的专名，通名拼写要求正确分写。 

3．表一中，标题行标准名称、汉语拼音为宋体五号字加粗，

其对应的内容村（居）类词条为黑体五号，村（居）下属居民点



及其他各类词条为仿宋五号字；汉语拼音为宋体五号字加粗，其

对应的内容为宋体小五号字；备注为宋体 5 号字加粗，对应的内

容为宋体五号字，撰写为“位置+内容”，位置表述方式：省录为

××市××县（市区），市录为××县（市区）××乡镇（街道），

县录为××乡镇（街道）。内容：参考《江苏省地名录编纂指导

规则》，同时包括来历含义、历史沿革，原则上 100 字以内。 

4．《江苏省标准地名录》系列丛书为内部使用，不公开发行。

各地负责本级地名录的撰写、审稿和印刷，可以根据《江苏省地

名录编撰指导规则》收词指导范围，参照省级编排指导目录，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增加行政区划演变、政区沿革、已消亡地名等

情况。各地根据内容多少，可适当分上下册装订。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