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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 
taking cultural landscap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rth Korea (today 
called a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nature and humanities landscape and condi-
tions, aiming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North Korea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xploring cultural landscape spatial distribution 
regularity of the North Korea place names. This study selected 12,012 North Korea place names, 
whose geographical general name part include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level “li” and above in 
administrative place name, to classify types of place name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uses the nuc-
lear density analysis, surface analysis (elevation, gradient, slope direction, etc.), the buffer analy-
sis, and superimposed analysis tools of Arc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latform, in order 
to explore spati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names in North Korea at the tim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tural place names are far more than the cul-
tural place name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mation 
of place names; The number of will place names is the greatest in Humanity place names, which 
reflects the North Korean people’s yearning for good life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In general, the distribution of place names in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at the lower elevation, 
namely 0 - 300 m, which is livable with good slope angle and slope direction,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of water system and road.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names in North 
Korea is not equa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orth Korean place nam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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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及地缘关系，以分析地名文化景观为切入点，探寻朝鲜(今称，即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然与人文方面的风貌与状况，旨在揭示朝鲜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探寻朝鲜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的规律。本研究选取了12,012个通名部分含行政区划级别里及以上

的朝鲜行政地名，对朝鲜地名进行地名类型分类。基于此，使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中的核密度分

析、表面分析(高程、坡度、坡向等)、缓冲区分析、叠置分析等工具，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地名文

化景观的分布进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地名远多于人文地名，充分折射出自然环境深刻作用于地

名的形成；人文地名中意愿地名占比居首位，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朝鲜人民对美好安定生活的向

往。总体上看，朝鲜地名的分布集中于高程较低即0~300 m之间，坡度、坡向宜居，位于水系、道路附

近的地区。此外，宏观上朝鲜地名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微观上朝鲜地名空间分布的特征与各类地

名空间分布的特征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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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25 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发表《景观的形态》一书，以研究文化景观开宗立派，标志着西方文化

地理学，也是现代文化地理学的形成[1]。由此至今的近百年间，作为文化地理学传统研究范式中的一大

主题，文化景观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地名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

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2]。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不断

演进的，它不仅能反映特定空间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反映着特定空间的人文地理环境，揭示当地的历史

发展过程。 
传统的地名研究多采用定性描述方法，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地名渊源的解读、地名类型的划分、

地名命名原则和地名沿革的探求。现代的地名研究则广泛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诸如数理统计、GIS 技术等现代科学方法在地名研究中的应用，推动了现代地名研究的发展，地名的计

量化研究逐步成为地名学研究的热门趋势。研究内容上也突破了传统的内容形式，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地

名空间分布、地名演化过程以及地名文化景观等内容上。如王彬、司徒尚纪利用 GIS 技术，建立广东地

名元数据库，较全面的分析了广东地名文化景观特征[3]；陈晨、修春亮等利用 GIS 中基于核密度估计法

的空间平滑法，丰富了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方法，也较科学的反映出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并对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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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深入分析[4]；宋晓英、李文娟运用数据库模型对蔚县聚落地名数据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根据地

名由来及其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分类统计，分析蔚县地名景观特征[5]；康雷在对河北省所有县级地名从

区域分布角度分析地名的命名类型，同时利用 SPSS 对各类地名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6]。此外，在

研究内容上，孟庆玲利用地名重心曲线对朝鲜地名形成背景与空间分布进行分析[7]。朴汉培利用空间分

析方法选取了康熙年间至建国前时期延边州的地名文化景观进行系统研究[8]。针对朝鲜地名文化景观空

间分布的研究少之又少，除上文提到的孟庆玲利用地名重心曲线进行分析外，并无其他人以此主题进行

研究。 
本研究在对朝鲜地名进行分类统计的基础上，依托 GIS 平台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全境的 12 012

个地名进行空间分析，旨在揭示朝鲜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寻朝鲜地名文化景观

空间分布的规律。在近代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期间，日本侵略者对朝鲜进行了土地调查，由此而得的地形

图所包含的地名信息，其准度与丰度是其它相关资料无可比拟的。故此，本研究选取 1914~1918 年这一

时期，即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地名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完整的地名信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准

确的数据源，将一定程度上还原百年前朝鲜自然、人文方面的风貌与状况，开拓国内地名文化景观研究

的深度与广度，弥补朝鲜研究在文化地理领域的空白，为研究朝鲜的其它学科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2.1. 研究区概况 

朝鲜位于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俄罗斯、韩国接壤。朝鲜半岛三面沿海，西临黄海、朝鲜湾，东

临日本海，南临东海[9]。朝鲜国土面积 12.054 万 km2。境内多山，占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 80%，地势东

高西低，北高南低。河网稠密。朝鲜历史悠久，距今 60~40 万年前即有人类居住。原始社会后，先后经

古朝鲜、辰国、高句丽、新罗、高丽、李朝等政权，政权更替频繁。自 1592 年始，屡遭日本侵入，至

1910 年，被完全占领。解放后，1948 年 9 月 9 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定都平壤[10]。 
依照百年前朝鲜的行政区划，结合本研究中地名的分类情况，研究区共含咸镜北道(今罗先市、咸镜

北道)、咸镜南道(今两江道、咸镜南道)、平安北道(今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今南浦市、平壤市、

平安南道)、黄海道(今黄海南道、黄海北道)、江原道(原江原道)等六道。研究区示意如图 1。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涉及的数据，包括百年前朝鲜的地名信息和朝鲜的水系、交通、土地利用信息，均来源于由日

本殖民统治朝鲜时期日本人对朝鲜第三次土地调查(1914~1918 年)而得的 345 幅地形图(比例尺为 1:5 万)；
涉及的百年前朝鲜的高程、坡度、坡向信息，来源于朝鲜 DEM 影像(分辨率为 30 m)。 

本研究选取了百年前朝鲜行政级别里(等同于中国行政级别村一级)及以上的行政地名，共12,012个，

首先对 12,012 个朝鲜地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再利用 ArcGIS 平台的核密度分析、表面分析(高程、

坡度、坡向等)、缓冲区分析、叠置分析等工具，对朝鲜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以探求朝鲜

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针对朝鲜地名的研究方法与前人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利用核密度分析、

表面分析等方法进行了研究，从地理空间角度对朝鲜地名进行研究。 

3. 朝鲜地名的统计分析 

本研究选取通名部分含行政区划级别里及以上的朝鲜行政地名，根据地名中专名部分的命名来源及

专名部分反映的朝鲜自然、人文景观特征，并结合现行的地名分类体系，对朝鲜地名进行地名类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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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图 

 
本研究将选取的 12 012 个地名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进一步分为山系地名、水系地

名、平原地名、海岸地名、数字地名、方位地名、其它等七类，人文地名进一步分为经济地名、交通地

名、军事地名、文化地名、意愿地名、姓氏地名、其它等七类。朝鲜地名分类统计如表 1。 
由表 1 可知，朝鲜自然地名为 8724 个，人文地名有 3288 个，自然地名占据主导位置，自然地名的

比重为 72.63%，远高于当时的人文地名(27.37%)。在自然地名中，以山、峰、谷、巌、斗、垈、洞等命

名的山系地名为 3096 个，占比 25.77%。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朝鲜境内山地众多，朝鲜人民多以

山命名当时的聚落，便于识记聚落的地理位置；其次是具有指向作用的方位地名为 2028 个，占比为 16.88%，

地名具有指向性，方位地名数量较多也充分反映出人类居住对空间方位的依赖性；再次，以湖、滩、水、

塘、源、渊等字命名的水系地名为 1855 个，占比 15.69%。这主要也是由于朝鲜境内河网稠密，朝鲜人

民的居住选址也多近水源，便于开展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敬畏，才多以附近水系命名。以上

这些自然地名均反映出朝鲜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即朝鲜境内多山，平原较少，河网稠密，自然地理实

体众多，以山、水命名地名数量因此而多，地形地势的复杂，致使指示空间位置的方位地名数量也居多。

此外，因朝鲜境内自然地理实体众多，使其自然风貌的形成具有坚实基础，同时百年前朝鲜尚不发达的

生产力致使人类对自然多感知、少改造，这样的自然观无疑对朝鲜地名命名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人文地名中，以安、康、和、顺、兴、新等命名的意愿地名数量居于首位，为 1029 个，占比 8.57%，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朝鲜政局动荡不安，朝鲜人民对政局稳定，生活安定的美好意愿与向往；

以院、津、橋、岐等命名的交通地名数量其次，为 663 个，占比 5.52%，这一占比折射出朝鲜人民基于

朝鲜境内山水众多的地理特征及地名的区域性与指代性，在朝鲜人民定居选址过程中，将交通作为衡量

该地是否适合居住的重要指标。以仓、社、館、馬等命名的经济地名为 466 个，占比 3.88%，说明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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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of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1. 朝鲜地名分类统计 

类型 高频用字 统计总数(个) 占百分比(%) 

自 
然 
地 
名 

山系地名 山、峰、谷、巌、斗、垈、洞等 3096 25.77 

水系地名 湖、滩、水、塘、源、渊等 1885 15.69 

平原地名 平、坪、野、伐、火、原等 556 4.63 

海岸地名 岛、海、洲、浪、灣、潮等 599 4.99 

数字地名 一、二、三、四、五、八、九等 376 3.13 

方位地名 上、下、外、南、北、东、西等 2028 16.88 

其他  184 1.53 

合计 8724 72.63 

人 
文 
地 
名 

经济地名 仓、社、館、馬等 466 3.88 

交通地名 院、津、橋、岐等 663 5.52 

军事地名 城、堡、謍、鎭、武等 464 3.86 

文化地名 寺、亭、墓、碑、堂等 247 2.06 

意愿地名 安、康、和、顺、兴、新等 1029 8.57 

姓氏地名 金、李、朴、崔、郑、姜等 208 1.73 

其他  211 1.76 

合计 3288 27.37 

总计 12,012 100.00 

 
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朝鲜，经济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制约，经济发展具有落后性，同时频繁的战争也压制了

经济的发展；军事地名中多以城、堡、謍、鎭、武等字命名，数量为 464 个，占比 3.86%，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朝鲜政权更替频繁，在位当权者为防御国内外的军事活动而建立的具有军事防御色彩的聚落地。 

4. 朝鲜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4.1. 核密度分析 

基于对朝鲜地名位置信息的统计和对 ArcGIS 中的核密度分析等工具的使用，用以分析朝鲜各类地名

的密度分布状况。 
由图 2 可知，朝鲜地名密度总体分布趋势是东部少，西部多，南部多，北部少。地名密度的分布与

朝鲜总体地势分布相关，朝鲜地势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说明地名的分布程度与地势成反比，地势较

为低平的地区更容易形成聚落与地名。 
在自然地名方面，其密度的分布特征与朝鲜的自然环境特征也密切相关，由图 3 可知，自然地名主

要集中在黄海道、平安南道与咸镜南道南部，这主要是因为黄海道、平安南道、咸镜南道自然地理实体

众多，在黄海道、平安南道、咸镜南道南部分布有较平缓的地形地貌，如载宁平原、平壤平原，低平的

地势利于人类在此定居，由此聚落形成，地名也随之增多。其次，黄海道、平安南道河网稠密，更利于

人类生产生活。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该区域人类聚落和地名的形成，自然地理实体众多也使得自

然地名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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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lace-name in North Korea 
图 2. 朝鲜地名核密度分布 

 

 
Figure 3.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place-name in North 
Korea 
图 3. 朝鲜自然地名核密度分布 

 
在人文地名方面，其密度的分布特征受朝鲜的人文环境影响，由图 4 可知，人文地名主要集中在黄

海道、平安南道和咸镜南道南部，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公元 427 年，高句丽长

寿王迁都至位于平安南道的平壤；公元 918 年，泰封国将领王建夺得王位，创高丽，定都位于黄海道的

开城[11]。以上地区多为国家的政权中心，某一政权的都城往往是其辖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此

政治、经济、人文文化交流频繁并向外扩散，对人类聚落集中在此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黄海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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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human place-name in North 
Korea 
图 4. 朝鲜人文地名核密度分布 

 
安南道、咸镜南道拥有朝鲜境内多个重要的交通港口城市，如黄海道的沙里院是道内的铁路枢纽；平安

南道的南浦是朝鲜西海岸的交通要冲；位于咸镜南道的咸兴是道内高原与滨海地区的交通要冲；位于咸

镜南道的兴南与新浦是道内的港口城市，发达便捷的交通条件利于聚落的形成，从而影响地名的分布。 

4.2. 高程分析 

高程的选择是人类聚落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作为地形分析中重要的评价因子项。人类对于

居住地高程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是有一定要求和规律的，居住地选择过高的高程对开展生产生活有诸

多不便，如气候气温过低，交通不便捷通达等；而居住地选择过低的高程，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

如洪水等。因此，人类的聚落选址多集中在平原、丘陵等海拔高程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形

地貌气候适宜、便于作物生产、便于发展交通，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 
由表 2 可知，朝鲜地名的高程分布特征与朝鲜地形地貌特征关系密切。自然地名与人文地名在高程

分布规律上相近，从整体里看，朝鲜地名集中分布于高程 0~300 m之间，数量有 8 873个，总占比为 74.05%，

并在高程 100 m 以内的地区最为集中，数量有 6334 个，比重为 52.81%，这充分说明了低平地势对地名

形成与分布的重要作用，平缓的地势便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此外，地名分布在 300 m 以上的

高程均占比小，其中占比最大的地名分布于高程 900 m 以上的地区，原因在于朝鲜境内多山脉、高原分

布，诸如白头山脉、咸镜山脉、狼林山脉、白茂高原、盖马高原、赴战高原等，高原分布较多，受限于

当时的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朝鲜人民在海拔高程 900 m 以上的地区只能顺应自然而生存，地名也随之分

布较多。 

4.3. 坡度分析 

某一地区人类生产、生活的稳定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坡度的大小。坡度影响着地表的物质

流动与能量交换的规模和强度，是制约土地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较高的坡度不利于建筑物的布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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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in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2. 朝鲜地名高程分布 

高程(m)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总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100 4659 53.40 1 675 50.94 6334 52.81 

>100~200 1222 14.02 472 14.36 1694 14.10 

>200~300 609 6.98 248 7.54 857 7.13 

>300~400 522 5.98 187 5.69 709 5.90 

>400~500 320 3.67 145 4.40 465 3.87 

>500~600 224 2.57 83 2.52 307 2.56 

>600~700 173 1.98 61 1.86 234 1.95 

>700~800 142 1.63 66 2.01 208 1.73 

>800~900 125 1.43 61 1.86 186 1.55 

>900 728 8.34 290 8.82 1018 8.47 

合计 8724 100.00 3288 100.00 12,012 100.00 

 
的发展，因而不利于人类的生活的进行，不利于人口的聚集。由表 3 可知，朝鲜地名总体的坡度分布特

征与各类地名的坡度分布特征相近，具体体现为，朝鲜地名坡度分布于 0˚~12˚之间的有 8140 个，占 67.77%，

说明坡度位于 0˚~12˚之间较适宜地名的形成，即适宜人类居住。其中，在 0˚~9˚间，自然地名 5001 个，

占自然地名总比为 58.36%，人文地名 1870 个，占人文地名总比为 56.87%。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的集中

程度均在 0˚~9˚间，反映出 0˚~9˚为朝鲜人民聚落选址的最优坡度范围，即适宜人类开展生产的坡度范围。 

4.4. 坡向分析 

某一地区适宜坡向的选择是该地区人类生产、生活在采光取暖方面的保障。坡向是指地表的倾斜方

向，关系到地表能获得的日照的多少，良好的日照条件对作物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便于人类的发

展。排水良好，坐南朝北的区域方位是聚落选址的最优方案。由表 4 可知，朝鲜地名的坡向分布特征与

各类地名所在地的坡向分布特征相近，具体体现为，朝鲜地名在南向、西南向以及东南向分布较多，自

然地名数量依次为 1509 个、1323 个以及 927 个；人文地名数量依次为 544 个、509 个以及 365 个。总体

上看，朝鲜地名的平均坡向值为 184.47˚(南向)，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所在地的平均坡向值亦在 170~200˚
之间(南向)。说明朝鲜地名的分布均集中于坡向为南、西南，即日照条件良好的地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

力下，向阳的坡向更有利于人类取暖以及作物的生长。 

4.5. 缓冲区分析 

由表 5，表 6 可知，朝鲜地名的水系、交通缓冲区分布特征与各类地名的水系、交通缓冲区分布特

征相近，具体体现为，朝鲜地名的分布均集中于距离 1400 m 以内的水系、交通缓冲区，即位于水系、道

路附近的地区。朝鲜地名数量上的增幅，在距离为 200 m 的水系、交通缓冲区内最大，在距离 600 m 以

外的水系、交通缓冲区内越来越小，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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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stribution of slope in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3. 朝鲜地名坡度分布 

坡度(˚)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总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3 2108 24.16 732 22.26 2 840 23.64 

>3~6 1836 21.05 698 21.23 2 534 21.10 

>6~9 1147 13.15 440 13.38 1 587 13.21 

>9~12 865 9.92 314 9.55 1 179 9.82 

>12~15 605 6.93 248 7.54 853 7.10 

>15~18 530 6.08 205 6.23 735 6.12 

>18~21 411 4.71 177 5.38 588 4.90 

>21~24 320 3.67 147 4.47 467 3.88 

>24~27 256 2.93 101 3.07 357 2.97 

>27 646 7.40 226 6.87 872 7.26 

合计 8724 100.00 3288 100.00 12,012 100.00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aspect in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4. 朝鲜地名坡向分布 

坡向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总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平地 166 1.90 63 01.92 229 1.91 

北 1149 13.17 447 13.59 1 596 13.29 

东北 905 10.37 346 10.52 1251 10.41 

东 710 8.14 254 7.73 964 8.03 

东南 927 10.63 365 11.10 1292 10.76 

南 1509 17.30 544 16.55 2053 17.09 

西南 1323 15.17 509 15.48 1832 15.25 

西 927 10.63 326 9.91 1253 10.43 

西北 1108 12.70 434 13.20 1542 12.84 

合计 8724 100.00 3288 100.00 12,012 100.00 

均值 184.23(南) 183.67(南) 184.47(南) 

4.6. 朝鲜地名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分析 

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名的分布。由表 7 可知，朝鲜地名的分布均集中于

其它草地(含荒漠地、退耕地、未开垦地)、针叶树林、阔叶树林、农耕地等四种类型，其他草地有 3443
个，占总比的 28.66%；针叶树林有 2742 个，占总比的 22.83%；阔叶树林有 1886 个，占总比的 15.7%；

农耕地有 1572 个，占总比 13.09%。影响朝鲜地名土地利用类型分布这一特征的因素在于：其它草地、

针叶树林、阔叶树林、农耕地的面积之于朝鲜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较大。寒温带针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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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Distribution of Water buffer in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5. 朝鲜地名水系缓冲区分布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总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200 1750 20.06 679 20.64 2429 20.22 

400 3300 37.82 1278 38.88 4578 38.11 

600 4697 53.84 1840 55.95 6537 54.42 

800 5592 64.10 2166 65.86 7758 64.58 

1000 6253 71.67 2367 72.00 8620 71.76 

1200 6690 76.68 2533 77.05 9223 76.78 

1400 6994 80.17 2647 80.51 9641 80.26 

>1400 1730 19.83 641 19.49 2371 19.74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Traffic buffer in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6. 朝鲜地名交通缓冲区分布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总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200 2838 32.53 1091 33.19 3930 32.71 

400 4425 50.72 1690 51.39 6114 50.90 

600 5669 64.98 2125 64.64 7794 64.89 

800 6294 72.15 2342 71.22 8636 71.89 

1000 6616 75.83 2467 75.02 9082 75.61 

1200 6859 78.62 2542 77.30 9400 78.26 

1400 7034 80.63 2596 78.95 9630 80.17 

>1400 1690 19.37 692 21.05 2382 19.83 

合计 8724 100.00 3288 100.00 12,012 100.00 

 
是朝鲜植被带中的典型植物，遍布朝鲜全境，地名分布也无可避免这两类土地利用类型。在农业社会，

人类聚落形成、分布于农耕地中，便于人类开展农耕作业，维持生产生活，实属正常。其他草地的占比

最大，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如荒漠地和未开垦地，退耕地这一类型主要是由于甲申政变(1884 年)
后，众多朝鲜农民不堪日本侵入者的经济掠夺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停止务农，致使荒废土地的面积

大大增加，导致位于其它草地的朝鲜地名在总占比上超过位于农耕地的朝鲜地名。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朝鲜全境 12,012 个地名的分类统计分析和基于 GIS 技术的空间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客观

反映出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下，特殊的自然和文化条件下衍生朝鲜独特的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结果如下所述： 
影响朝鲜地名空间分布的因素可分为两方面：自然方面，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矿产、植

被等因素；人文方面，包括历史文化、交通等因素。朝鲜地名中，自然地名远多于人文地名，较之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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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type in North Korea Place-name 
表 7. 朝鲜地名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自然地名 人文地名 总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农耕地 1151 13.19 421 12.80 1572 13.09 

居住地 134 1.53 61 1.86 195 1.62 

针叶树林 2001 22.94 741 22.54 2742 22.83 

阔叶树林 1341 15.37 545 16.58 1886 15.70 

内陆湿地 83 0.96 31 0.94 114 0.95 

其它裸地 17 0.20 8 0.24 25 0.21 

其它草地 2509 28.76 932 28.41 3443 28.66 

果园 4 0.05 2 0.06 6 0.05 

沿岸湿地 16 0.19 0 0.00 16 0.13 

海洋 15 0.17 11 0.33 26 0.22 

盐田 2 0.02 1 0.03 3 0.02 

常绿乔木 664 7.61 258 7.85 922 7.68 

内陆水 94 1.07 33 1.00 127 1.06 

其它 693 7.94 242 7.36 935 7.78 

合计 8724 100.00 3288 100.00 12,012 100.00 

 
类型地名，自然地名中的山系地名、方位地名、水系地名，说明自然地理环境深刻作用于人类聚落及地

名的形成；人文地名中的意愿地名、交通地名数量占优，说明当时朝鲜人民对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居

住选址符合人类居住规律(选择交通位置优越的位置)。空间分布上看，朝鲜地名分布均集中于高程较低(高
程 300 m 以内)、适宜居住(坡度 0˚~9˚)、日照条件良好(坡向南、西南向)、位于水系、道路附近(600 m 以

外缓冲区增幅小，距离衰减)的地区。朝鲜地名分布地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有：其它草地、针叶树林、

阔叶树林、农耕地，以上四类土地利用类型符合朝鲜当时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背景，人类聚落及地名

的形成也多分布于以上四类土地利用类型。此外，宏观上朝鲜地名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微观上朝

鲜地名空间分布的特征与各类地名空间分布的特征相一致。 
未来的研究方向，鉴于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紧密的地缘关系，加之朝鲜地名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独

特性，可将东北地区的地名与朝鲜的地名进行比较研究，探寻朝鲜半岛地名文化景观的独特性，丰富朝

鲜在地名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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