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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星球地图出版

社、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本标准起草人：刘连安、高钰、赵琪、纪元、王敏、申怡、李红、刘晨、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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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实体通名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对中国地理实体通名进行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６１５９—２０１２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ＧＢ１７７３３—２００８　地名　标志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１９７６年６月国家测绘总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会、国家测绘局发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地理实体　ɡ犲狅ɡ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犳犲犪狋狌狉犲

地球或其他星球表面的地形实体。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６３３．１—２０１３，定义２．１。

３．２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狊狆犲犾犾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狆犺狅狀犲狋犻犮犪犾狆犺犪犫犲狋

使用汉语拼音字母进行拼写的方法。

３．３　

地名　ɡ犲狅ɡ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对各个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２００８，定义２．１。

３．４　

地名通名　ɡ犲狀犲狉犻犮狋犲狉犿狅犳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通名

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２００８，定义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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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地名专名　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狋犲狉犿狅犳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专名

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词。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２００８，定义２．２。

３．６　

专名化的通名　ɡ犲狀犲狉犻犮狋犲狉犿狌狊犲犱犪狊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狋犲狉犿

转化为专名组成部分的地名通名。

　　注：改写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２００８，定义２．４。

３．７　

自然村镇　狏犻犾犾犪ɡ犲狊犪狀犱狋狅狑狀狊犺犻狆狊

通常为一个或多个家族聚居的居民点。

３．８　

聚落　狊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狊

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

３．９　

地名标志　狊犻ɡ狀狊狅犳ɡ犲狅ɡ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标示地名及相关信息的设施。

　　注：改写ＧＢ１７７３３—２００８，定义３．２。

４　总则

４．１　中国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应以《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作

为统一规范。常用人文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见附录Ａ。常用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

音字母拼写形式见附录Ｂ。

４．２　中国地理实体通名中的异读字应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读音拼写。

４．３　已制定出音译转写法和译音规则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通名应按照《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

母音译转写法》和相关译音规则转写。

５　细则

５．１　汉语地名通名

５．１．１　通名三个汉字以内，汉语拼音应连写，首字母应大写。

示例１：洞 Ｄòｎɡ

示例２：公园 Ｇōｎɡｙｕáｎ

示例３：体育场 Ｔǐｙùｃｈǎｎɡ

５．１．２　通名四个汉字以上，应按词或语节（词语内部由语音停顿而划分成的片段）分写，不能按词或语

节划分的，应全都连写。

示例１：海底平原 ＨǎｉｄǐＰíｎɡｙｕáｎ

示例２：特别行政区 ＴèｂｉéＸíｎɡｚｈèｎɡｑū

示例３：输变电站Ｓｈūｂｉàｎｄｉàｎｚｈàｎ

５．１．３　地名通名的修饰、限定成分，如是单音节，应与通名连写，首字母大写。

示例１：新
獉
河 Ｘīｎｈ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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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２：左
獉
路Ｚｕǒｌù

示例３：南
獉
大街 Ｎáｎｄàｊｉē

５．２　少数民族语言地名通名

５．２．１　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等有相应音译转写法和译音规则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通名应按译写

规则进行译写。

５．２．２　汉字译名是音译的，应根据《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和相关译音规则进行

转写。

示例１：加帕藏布
獉獉

ＧｙɑｐɑＺɑｎɡｂｏ

示例２：奈明乌拉
獉獉

ＮɑｉｍｉｎＵｌ

示例３：艾肯达坂
獉獉

ＥｋｉｎＤɑｂɑｎ

５．２．３　汉字译名是意译的，应根据汉字汉语拼音拼写。

示例１：阿尔泰山
獉
ＡｌｔɑｙＳｈāｎ

示例２：塔里木河
獉
ＴɑｒｉｍＨé

示例３：阿尔山温泉
獉獉

ＡｒｘɑｎＷēｎｑｕáｎ

５．２．４　汉字译名是音译后又重复意译的，音译的部分，应根据《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

法》和相关译音规则进行转写，意译的部分，应根据汉字汉语拼音拼写。

示例１：雅鲁藏布江
獉獉獉

ＹａｒｌｕｎɡＺɑｎɡｂｏＪｉāｎɡ

示例２：莫钦乌拉山
獉獉獉

ＭｏｑｉｎＵｌＳｈāｎ

示例３：阿依格尔布拉克泉
獉獉獉獉

ＡｙɡｉｒＢｕｌɑｋＱｕáｎ

５．２．５　尚未制定音译转写法和译音规则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通名，应暂按国家通用语言的相应名

称，用汉语拼音注音。

示例１：定
獉
吞 Ｄìｎɡｔūｎ

示例２：阿那乌
獉
?ｎàｗū

示例３：自巴
獉
Ｚìｂā

５．３　特殊情况

５．３．１　凡以ａ，ｏ，ｅ开头的非第一音节。在ａ，ｏ，ｅ前宜用隔音符号“’”隔开。（见《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

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第１１条）

示例１：关隘 Ｇｕāｎ’àｉ

示例２：山坳Ｓｈāｎ’àｏ

５．３．２　地名通名已专名化的，不应按照通名方式处理。

示例１：石家庄
獉
市ＳｈíｊｉāｚｈｕāｎɡＳｈì

示例２：渤海
獉
湾ＢóｈǎｉＷāｎ

５．３．３　自然村镇、聚落名称不区分地名专名和地名通名，各音节应连写。

示例１：周口店Ｚｈōｕｋǒｕｄｉàｎ

示例２：江镇Ｊｉāｎɡｚｈèｎ

示例３：五道口 Ｗǔｄàｏｋǒｕ

５．３．４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地理实体通名宜用汉语拼音拼写，视情况可在汉语

拼音后括注惯用旧拼法。

示例１：士林区ＳｈìｌíｎＱū（Ｓｈｉｌ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示例２：黄泥洲 ＨｕáｎɡｎíＺｈōｕ（ＷｏｎɡＮａｉＣｈａｕ）

５．４　声调规则

５．４．１　用于地名标志时应符合ＧＢ１７７３３—２００８中５．２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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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用于其他场合，宜标注声调；标注声调时，应根据普通话读音用汉语拼音标注。

示例１：华远街 ＨｕáｙｕǎｎＪｉē

示例２：羊肉胡同 ＹáｎɡｒòｕＨúｔｏｎɡ

５．５　移行规则

５．５．１　在书写中如需移行，应以音节为单位，上行末尾应加短横。（见《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

则（汉语地名部分）》第１３条）

示例：ＳｈｕǐɡｕāｎＨúｔｏｎɡ（水关胡同）移作“……ＳｈｕǐɡｕāｎＨú

ｔｏｎɡ”（水关胡同）

不能移作“……ＳｈｕǐɡｕāｎＨúｔｏ

ｎɡ”（水关胡同）

５．５．２　音节前有隔音符号，移行时，应去掉隔音符号，加连接号。（见ＧＢ／Ｔ１６１５９—２０１２，６．６．２）

示例：Ｓｈāｎ’àｏ（山坳）移作 “……Ｓｈāｎ

àｏ”（山坳）

不能移作“……Ｓｈāｎ’

àｏ”（山坳）

４

犌犅／犜３８２０７—２０１９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常用人文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

　　常用人文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见表Ａ．１。

表犃．１　常用人文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庵 ?ｎ 公司 Ｇōｎɡｓī

碑 Ｂēｉ 工业区 Ｇōｎɡｙèｑū

泵站 Ｂèｎɡｚｈàｎ 公园 Ｇōｎɡｙｕáｎ

边境检查站 ＢｉāｎｊìｎɡＪｉǎｎｃｈáｚｈàｎ 古城 Ｇǔｃｈéｎɡ

边贸区 Ｂｉāｎｍàｏｑū 古寨 Ｇǔｚｈàｉ

泊地 Ｂóｄì 古战场 Ｇǔｚｈàｎｃｈǎｎɡ

博物馆 Ｂóｗùɡｕǎｎ 管道 Ｇｕǎｎｄàｏ

长途汽车站 ＣｈáｎɡｔúＱìｃｈēｚｈàｎ 管站 Ｇｕǎｎｚｈàｎ

车站 Ｃｈēｚｈàｎ 观 Ｇｕàｎ

城堡 Ｃｈéｎɡｂǎｏ 灌溉渠 Ｇｕàｎɡàｉｑú

城楼 Ｃｈéｎɡｌóｕ 灌区 Ｇｕàｎｑū

船闸 Ｃｈｕáｎｚｈá 广场 Ｇｕǎｎɡｃｈǎｎɡ

祠 Ｃí 海堤 Ｈǎｉｄī

村 Ｃūｎ 海港 Ｈǎｉɡǎｎɡ

大街 Ｄàｊｉē 海塘 Ｈǎｉｔáｎɡ

导航台 Ｄǎｏｈáｎɡｔáｉ 涵洞 Ｈáｎｄòｎɡ

灯塔 Ｄēｎɡｔǎ 河堤 Ｈéｄī

地区 Ｄìｑū 河港 Ｈéɡǎｎɡ

渡槽 Ｄùｃáｏ 湖堤 Ｈúｄī

渡口 Ｄùｋǒｕ 胡同 Ｈúｔｏｎɡ

发电站 Ｆāｄｉàｎｚｈàｎ 环岛 Ｈｕáｎｄǎｏ

风景名胜区 ＦēｎɡｊǐｎɡＭíｎɡｓｈèｎɡｑū 火车站 Ｈｕǒｃｈēｚｈàｎ

服务区 Ｆúｗùｑū 机场 Ｊīｃｈǎｎɡ

服务站 Ｆúｗùｚｈàｎ 集 Ｊí

港 Ｇǎｎɡ 集团 Ｊíｔｕáｎ

港池 Ｇǎｎɡｃｈí 纪念碑 Ｊìｎｉàｎｂēｉ

港区 Ｇǎｎɡｑū 纪念地 Ｊìｎｉàｎｄì

宫 Ｇōｎɡ 纪念馆 Ｊìｎｉàｎɡｕǎｎ

工厂 Ｇōｎɡｃｈǎｎɡ 纪念堂 Ｊìｎｉàｎｔáｎɡ

公共汽车站 ＧōｎɡɡòｎɡＱìｃｈēｚｈàｎ 加油站 Ｊｉāｙóｕｚｈàｎ

工矿点 Ｇōｎɡｋｕàｎɡｄｉǎｎ 检查站 Ｊｉǎｎｃｈáｚｈàｎ

公路 Ｇōｎɡｌù 教堂 Ｊｉàｏｔáｎ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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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街 Ｊｉē 人工湖 Ｒéｎɡōｎɡｈú

旧址 Ｊｉùｚｈǐ 省 Ｓｈěｎɡ

军事管理区 ＪūｎｓｈìＧｕǎｎｌǐｑū 市 Ｓｈì

军事禁区 ＪūｎｓｈìＪìｎｑū 试验区 Ｓｈìｙàｎｑū

军事区 Ｊūｎｓｈìｑū 收费站 Ｓｈōｕｆèｉｚｈàｎ

开发区 Ｋāｉｆāｑū 输变电站 Ｓｈūｂｉàｎｄｉàｎｚｈàｎ

口岸 Ｋǒｕ’àｎ 输气管道 ＳｈūｑìＧｕǎｎｄàｏ

矿区 Ｋｕàｎɡｑū 水坝 Ｓｈｕǐｂà

里 Ｌǐ 水库 Ｓｈｕǐｋù

林场 Ｌíｎｃｈǎｎɡ 寺 Ｓì

林区 Ｌíｎｑū 隧道 Ｓｕìｄàｏ

陵园 Ｌíｎɡｙｕáｎ 苏木ａ Ｓｕｍ

楼 Ｌóｕ 塔 Ｔǎ

路 Ｌù 台 Ｔáｉ

码头 Ｍǎｔóｕ 塘 Ｔáｎɡ

锚地 Ｍáｏｄì 特别行政区 ＴèｂｉéＸíｎɡｚｈèｎɡｑū

贸易区 Ｍàｏｙìｑū 特区 Ｔèｑū

煤田 Ｍéｉｔｉáｎ 体育场 Ｔǐｙùｃｈǎｎɡ

盟 Ｍéｎɡ 铁路 Ｔｉěｌù

庙 Ｍｉàｏ 亭 Ｔíｎɡ

民族乡 Ｍíｎｚúｘｉāｎɡ 停车场 Ｔíｎɡｃｈēｃｈǎｎɡ

牧场 Ｍùｃｈǎｎɡ 通信基站 ＴōｎɡｘìｎＪīｚｈàｎ

牧区 Ｍùｑū 屯 Ｔúｎ

农场 Ｎóｎɡｃｈǎｎɡ 卫星地面接收站
ＷèｉｘīｎɡＤìｍｉàｎ

Ｊｉēｓｈōｕｚｈàｎ

农区 Ｎóｎɡｑū 县 Ｘｉàｎ

弄 Ｌòｎɡ 乡 Ｘｉāｎɡ

排灌站 Ｐáｉɡｕàｎｚｈàｎ 巷 Ｘｉàｎɡ

排水沟 Ｐáｉｓｈｕǐɡōｕ 小街 Ｘｉǎｏｊｉē

排水管道 ＰáｉｓｈｕǐＧｕǎｎｄàｏ 小巷 Ｘｉǎｏｘｉàｎɡ

排污管道 ＰáｉｗūＧｕǎｎｄàｏ 泄洪区 Ｘｉèｈóｎɡｑū

旗 Ｑí 蓄洪区 Ｘùｈóｎɡｑū

桥 Ｑｉáｏ 研究所 Ｙáｎｊｉūｓｕǒ

清真寺 Ｑīｎɡｚｈēｎｓì 研究院 Ｙáｎｊｉūｙｕàｎ

区 Ｑū 医院 Ｙīｙｕà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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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遗址 Ｙíｚｈǐ 庄 Ｚｈｕāｎɡ

油田 Ｙóｕｔｉáｎ 自然保护区 ＺìｒáｎＢǎｏｈùｑū

渔场 Ｙúｃｈǎｎɡ 自由贸易区 ＺìｙóｕＭàｏｙìｑū

渔区 Ｙúｑū 自治旗 Ｚìｚｈìｑí

运河 Ｙùｎｈé 自治区 Ｚìｚｈìｑū

闸坝 Ｚｈáｂà 自治县 Ｚìｚｈìｘｉàｎ

镇 Ｚｈèｎ 自治州 Ｚìｚｈìｚｈōｕ

　　
ａ 蒙古语地名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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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常用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

　　常用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见表Ｂ．１。

表犅．１　常用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暗礁 ?ｎｊｉāｏ 戈壁 Ｇēｂì

暗沙 ?ｎｓｈā 郭勒ｎ Ｇｏｌ

暗滩 ?ｎｔāｎ 谷地 Ｇǔｄì

阿什马克ａ Ａｘｍɑｋ 关隘 Ｇｕāｎ’àｉ

巴布曲ｂ Ｂɑｂｑｕ 古格德ｏ Ｇｕɡｅｄ

半岛 Ｂàｎｄǎｏ 哈德，哈达ｐ Ｈɑｄ

边滩 Ｂｉāｎｔāｎ 海 Ｈǎｉ

布拉格ｃ Ｂｕｌɑɡ 海槽 Ｈǎｉｃáｏ

布拉克ｄ Ｂｕｌɑｋ 海底高原 ＨǎｉｄǐＧāｏｙｕáｎ

茶卡ｅ Ｃɑｋɑ 海底扇 Ｈǎｉｄǐｓｈàｎ

草原 Ｃǎｏｙｕáｎ 海底峡谷 ＨǎｉｄǐＸｉáɡǔ

次乌ｆ Ｃｉｕ 海沟 Ｈǎｉɡōｕ

错ｇ Ｃｏ 海岭 Ｈǎｉｌǐｎɡ

丛林 Ｃóｎɡｌíｎ 海隆 Ｈǎｉｌóｎɡ

达巴ｈ Ｄɑｂɑ 海盆 Ｈǎｉｐéｎ

达坂ｉ Ｄɑｂɑｎ 海丘 Ｈǎｉｑｉū

达赖ｊ Ｄɑｌɑｉ 海山 Ｈǎｉｓｈāｎ

大陆架 Ｄàｌùｊｉà 海台 Ｈǎｉｔáｉ

大陆坡 Ｄàｌùｐō 海湾 Ｈǎｉｗāｎ

岛 Ｄǎｏ 海峡 Ｈǎｉｘｉá

达坡ｋ Ｄɑｗɑｎ 海渊 Ｈǎｉｙｕāｎ

达里亚ｌ Ｄｅｒｙɑ 河岛 Ｈéｄǎｏ

低地 Ｄīｄì 河谷 Ｈéɡǔ

淀 Ｄｉàｎ 河口 Ｈéｋǒｕ

洞 Ｄòｎɡ 河滩 Ｈéｔāｎ

陡崖 Ｄǒｕｙá 河湾 Ｈéｗāｎ

峰 Ｆēｎɡ 黑腊ｑ Ｈｉｒɑ

岗ｍ Ｇɑｎｇ 湖岛 Ｈúｄǎｏ

港湾 Ｇǎｎɡｗāｎ 湖泊 Ｈúｐō

高原 Ｇāｏｙｕáｎ 火山 Ｈｕǒｓｈ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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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伊迪尔ｒ Ｉｄｉｒ 沙漠 Ｓｈāｍò

江尕勒ｓ Ｊɑｎɡɡɑｌ 沙洲 Ｓｈāｚｈōｕ

矶 Ｊī 山 Ｓｈāｎ

江心洲 Ｊｉāｎɡｘīｎｚｈōｕ 山地 Ｓｈāｎｄì

礁 Ｊｉāｏ 山顶 Ｓｈāｎｄǐｎɡ

阶地 Ｊｉēｄì 山峰 Ｓｈāｎｆēｎɡ

界 Ｊｉè 山谷 Ｓｈāｎɡǔ

岗日ｔ Ｋɑｎɡｒｉ 山口 Ｓｈāｎｋǒｕ

库勒ｕ Ｋｏｌ 山梁 Ｓｈāｎｌｉáｎɡ

拉ｖ Ｌɑ 山麓 Ｓｈāｎｌù

拉隆ｗ Ｌɑｌｕｎɡ 山脉 Ｓｈāｎｍàｉ

墚 Ｌｉáｎɡ 山坡 Ｓｈāｎｐō

列岛 Ｌｉèｄǎｏ 山系 Ｓｈāｎｘì

流域 Ｌｉúｙù 山崖 Ｓｈāｎｙá

绿洲 Ｌǜｚｈōｕ 湿地 Ｓｈīｄì

峁 Ｍǎｏ 水道 Ｓｈｕǐｄàｏ

诺尔ｘ Ｎｕｒ 苏ｄｄ Ｓｕ

淖尔ｙ Ｎｕｕｒ 塔格ｅｅ Ｔɑɡ

奥依曼ｚ Ｏｙｍɑｎ 台地 Ｔáｉｄì

泡子 Ｐāｏｚｉ 苔原 Ｔáｉｙｕáｎ

盆地 Ｐéｎｄì 塔拉ｆｆ Ｔɑｌ

平原 Ｐíｎɡｙｕáｎ 滩 Ｔāｎ

瀑布 Ｐùｂù 滩涂 Ｔāｎｔú

浅滩 Ｑｉǎｎｔāｎ 天生桥 Ｔｉāｎｓｈēｎɡｑｉáｏ

丘陵 Ｑｉūｌíｎɡ 乌拉ｇｇ Ｕｌ

曲ａａ Ｑｕ 洼地 Ｗāｄì

泉 Ｑｕáｎ 湖 Ｘìｈú

群岛 Ｑúｎｄǎｏ 峡谷 Ｘｉáɡǔ

群礁 Ｑúｎｊｉāｏ 垭口 Ｙāｋǒｕ

日ｂｂ Ｒｉ 亚ｈｈ Ｙａｒ

三角洲 Ｓāｎｊｉǎｏｚｈōｕ 洋 Ｙáｎɡ

萨依ｃｃ Ｓɑｙ 塬 Ｙｕáｎ

森林 Ｓēｎｌíｎ 藏布ｉｉ Ｚɑｎɡｂｏ

沙地 Ｓｈāｄì 沼泽 Ｚｈǎｏｚ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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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中文书写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洲 Ｚｈōｕ

　　
ａ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ｂ 藏语地名通名。

ｃ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ｄ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ｅ 藏语地名通名。

ｆ 藏语地名通名。

ｇ 藏语地名通名。

ｈ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ｉ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ｊ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ｋ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ｌ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ｍ 藏语地名通名。

ｎ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ｏ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ｐ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ｑ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ｒ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ｓ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ｔ 藏语地名通名。

ｕ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ｖ 藏语地名通名。

ｗ 藏语地名通名。

ｘ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ｙ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ｚ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ａａ 藏语地名通名。

ｂｂ 藏语地名通名。

ｃｃ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ｄｄ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ｅｅ 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ｆｆ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ｇｇ 蒙古语地名通名。

ｈｈ维吾尔语地名通名。

ｉｉ 藏语地名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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