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

K．瞄



四JII省平昌县地备录
sIeHuANsHEN6声I“6cHAN6×lA心DIMINBLU

四川省平昌县地名领导小组 编印

·

一九八四年五月 ．一j



中共平昌县委办公大楼

平昌县人大常委会平昌县人民政府



平昌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图为一九三三年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今江口镇文化街所留下的石刻标语

专7

建于县城北华严庵下的刘伯坚烈士纪念碑



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图为密植桑园‘

。。 、

膏 !

悬 一

4j毫—嗲

平昌酒厂部分产品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平昌县城新平街一侧

科学种田夺高产．图为泻巴公社星光大队稻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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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县风滩水电站，装机容量6400千瓦，年发电2670万度

我县主要水利工程之一一友谊水库



友谊水库倒虹管

位于平昌县城的平昌大桥，横跨巴河，全长310米



孤老不孤，圉为南风乡敬老院

部分老人在看电视节目的情景

镇龙关红军石刻标语I魏传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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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国内外社会交往的工具。它与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

随着各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在地名中音混，字错，错缸、名重的现象较为严重，给四

化建设和人民的交往带来极大的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

政府、达县地区行政公署有关指示稽冲，为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

务，我县于l 9 8 0年6月建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全县范蚓内进行了近一年

时间的地名普查，对国家侧绘总局(1955—1960年)出版的l：5万地形图(平昌县部分)

上的3110条地名定人定点地逐条核实。经过查阅《二十四史》，《巴中县志》、《达县县

志》，《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夔州府志》、《平昌局志》、《四川省古今地名

释》和全县有关碑文，古迹等历史记载300余件，走访群众干余人次，按规定共核调了3867

条地名，纠正了原图上错字的地名447条，错音的地名128条，错位的地名17条，删去消失地

名68条，新增加大队(村)名称及日常使用地名757条，使现用的3800条地名基本上达到了

标准化，规范化。

在达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对公社以上行政区划，重要的人工建筑、自然地理

实体、革命文物、名胜古迹编写了概况，完成了图，表，卡、文四项成果资料，并在此基础

上编辑了《四川省平昌县地名录》(以下简称地名录)。

本地名录收集了各类地名概况80篇，辑录了各类地名3800条，并对每条地名的形、音、

义进行了简要的备注，绘制了l：22万《平昌县地图》，图上标注了大队(柑)以上行政单

位名称和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及人工建筑名称，编写了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及平昌县历史沿

革简表、行政区划表I收集了反映我县工农业生产建设新貌和自然风光等照片17幅。

本地名录中引用的数据，为县统计局，公安局一九八O年底年报统计数和有关专业部门

提供的资料。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我县地名及汉语拼音时，未经批准更改一律以本地名

录为准。

平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五月



平昌县概况

平昌县位子四川省东北部，北纬310151--3l 053，，东径106。50，一107。35 7。东与宣汉、

万源县接壤，南与达县，渠县相邻，西与营山、仪陇、巴中县毗连，北与巴中、通江县抵

界，面积2，229．12平方公里，合3，343，680市亩。现辖10个区，1个镇，60个公社，476个大

队，3，991个生产队，23个农科站，6个茶林场。1980年底，有157，153户，714,026人，其

中，男358，017人，女356，009人。农业入口690，224人，非农业人口23，802人。除回、彝，

满，壮、傈傈，白，羌等族12人外，余均系汉族。县人民政府驻江口镇，北纬31 033 7，东

径107。051。东距达县市127公里(公路里程)。

(一)历吏沿革

平昌置县，历史悠久，夏属梁州，周为雍州之地，周武王克殷，封姬娃子巴，属巴子

国。秦汉属宕渠县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置平州县，以县界平州水(通江河与

澌滩河汇流之下)为名，属梁州之巴西郡。南朝宋齐时，因战乱，郡县荒废，属梁州归化郡

(为獠户所置)。梁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于今江口镇复置平州县，属巴州之遂宁郡，魏因

之，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改名同昌县，郡仍置，属万州。隋开皇三年(公元533年)

罢万州，属巴州，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为归仁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巴州，隶

属清化郡。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属万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属巴州。五代袭旧

治。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归仁县省入曾口县。南宋淳裙五年(1245年)置小宁州

(治今县境东荔枝乡小宁城)，属保宁府。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省，属广元路保宁府阆中

县，明、清属巴州，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设江口镇巡检署，嘉庆二年(1797年)毁，八年

(1803年)巡检韦暹重建，道光三年(1823年)载，移至镇龙关，设江口分州。民国二年

(1913年)设巴中县江口分县。1 9 3 3年红军入川，废江口分县，建江口县苏维埃政府，

属川陕省，在今县境庆设14个区、e5个乡，27￡个村苏维埃、2，758个十家代表，1 9 3 5年

红军北山后，仍属巴中县。1 9 4 6年(民国35年)从巴中县划出16个乡，1个镇，共51个

场，并将达县的白衣、涵水、西兴三乡和通江县的澌滩乡划入，组成平昌设治局(取故县

“平州、同昌一首尾二字得名)，下辖20个乡，1个镇，55个场。1 9 4 8年1 2月1日正

式成立平昌县，辖4个区，25个乡(镇)，属四川省第十五行政督察区达县专区。

1 9 4 9年冬解放，平昌县属川北行署达县专区。1 9 5 0年6月全县设8个区，49个

乡。1 9 5 1年设11个区，82个乡。1 9 5 3年将仪陇县的响滩，南风、望崇、黑水乡划归

平昌县，全县设11个区，102个乡， 2个镇。1 9 5 5年撤第十区(驷马)，改1 1区(得

胜)为第十区。l 9 5 6年撒城郊区，全县设9个区，1个镇，52个乡，同年又将达县元石

多划入平昌县。l 9 5 7年增设为59个乡9 l 9 5 8年改乡为公社，实行政社合一。1961

．1 b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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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城郊区，将红旗公社分为城东，城西两社。l 9 7 8年改城关公社为江口镇，至此

全县共设10个区，60个公社，1个镇。

(二)自然条件

平昌县地处大巴山孤形构造与川东新华夏系仪陇一巴中莲花状构造的复合部位，构造形

迹总的以褶皱为主，地势东北向西南倾斜。地层主要为第三纪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遂宁组

和白垩系下统剑门关组、苍溪组、白龙组沉积物，出露岩层，以灰色砂、砾岩、夹泥岩和紫红色

砂、泥岩、粉砂岩为主。地质构造虽复杂而集中，但由于砂、泥岩分布近子水平，岩层多系砂、

泥岩交互层，故裂隙一般不发育。由于构造线展向呈微环形排列，故县境四面多山，经流水

切割，形成台状，桌状、方山式低山。

山地主要盘踞在县境东、北部的镇龙、笔山、云台、得胜区，占总面积的31．5％，属大

巴山外弧褶皱带，为川北台陷通江台凹背斜构造。由百丈岩向斜、双山子，社口河背斜等形

成的沟谷深邃，山岭陡峻，一般海拔800米左右，超出海拔I，000米的山峰有圆顶子、银子

岩、鸡公寨等。最高的山是镇龙区内的贾口山，海拔i，338．8米，相对高程100一600米，岩

层倾角5。一10。一45。。丘陵主要分布在县境中部及西南部，约占总面积的64．7％I深丘约

占总面积的48．64％，处川北台陷，川中台拱过渡带。属仪陇一巴中莲花状构造，主要由侏罗

系上统蓬莱镇组和自垩系下统剑门关组棕红色泥岩，砂，页岩组成。褶皱平缓，由西向东有

响滩、江口向斜，坦溪口、兰草背斜，一般海拔400—600米，超出海拔800米以上山峰，县

境中部有黑马山，高庙山、大寨山、望京山，猫儿寨、云顶山，最高峰红云台982米，西南

部有凉云台、高阳山、铁顶寨等，相对离差50一200米，岩层倾角3。一6。，且沟谷纵横，又

有水利之便，为县内主要耕作地带，但西兴、响滩，云台、自衣区的部分地区，由于侵蚀切

割强裂，地形破碎，多为垄岗脊梁和阶梯状台梁，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薄士和红石骨子土

多(约占总面积的33．6％)，保水保肥力弱，给农作物生长带来极大威胁。平坝只占总面积的

3．8％，零星分布在沿河两岸，一般海拔300米左右(最低点白衣公社黄梅溪海拔276米)，

为县内粮、油早熟、高产、稳产区。

境内河流属渠江水系，呈树技：吠分布，以巴河，通江河为主干，其余40余条溪河均汇入

干流，总流长747公里，流域面积l，670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漉深500毫米，径流总量11．5亿

立方米；水力蕴藏量15．6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6．87万千瓦， 已开发装机容量10，855千

瓦。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11条：自巴中县入境的巴河、自西北向东南流经澌岸，

兰草等公社至江口镇汇通江河南流经泻巴、自衣等公社至黄梅溪入达县境，流长79公里，河床

均宽约200米，最大洪水流量2．6万立方米／秒，最小流量10．4立方米／秒，年平均流量285

立方米／秒，航运可达巴中、南江县，待风滩电站大坝船匝建成，顺流之下可达重庆，通江

河由北向南流至县境纳澌滩河，又南流经澌滩，云台公社绕剪刀垭，过荔枝公社至江口镇注

入巴河，流长47公里，河均宽约180米，年均流量184．4立方米／秒，最大洪水流量2．23万立方

米／秒，最小流量6立方米／秒，常年可通木船，发源于巴中、仪陇县的响滩河，自西向东流

入响滩公社至两河口纳岳家水经磴子公社至潆溪河汇涵水溪至大河嘴注入巴河，流长43．8公

里，发源子万源县北长石公社的澌滩河，经县境东北镇龙区的民兴、镇龙公社至喜神公社社口

河汇喜神水经通江县铁佛区，西南流至县境澌滩公社注入通江河，总流长129．5公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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