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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沟通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如果一地多名，重名，含义

不健康，称呼书写不统一，不标准化、规范化，就不能很好沟通人们的联系，为四化建

设服务。由于历史发展的变换更替，给我县遗留上述问题不少。根据国务院、省，市人

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1981年成立了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各区、社、镇亦成立了

相应的机构，开展全县地名普查工作。通过深入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查阅历史档

案资料，古迹碑记，进行定，改，增，删：(1)校正了1960年版l：5万地形图上标注全

县所有的3514条地名中的错位lo条，错字l104条，错音532条，删去了有名无实的68

条，增加了1610条，其中增加行政区划名956条，行政区划驻地名612条，专业部门地

名24条，人工建筑10条，名胜古迹l条，其他7条，(2)对我县在市内重名公社6

个，县内重名大队318个，完成了命名，更名工作，(3)新制了我县两路，水土，洛碛、

鱼嘴、静观5个镇的地名图，(4)查实了全县5056条地名，其中县l条，区13条，镇

5条，公社77条，大队860条，集镇52条，大队以上行政区划驻地及自然村3263条， 自

然地理实体7条，专业部门地名24条，人工建筑10条，名胜古迹1条，路、街、巷39

条，其他704条，(5)地名普查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

况)资料，已按规定上交。基本搞清了现有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使每一地名的

读音和书写符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正音正字的规定，命名更名履行了法

定手续，为我县地名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为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现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

《江北县地名录》，以满足使用单位需要。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江北县地名时，一律

以本地名录为准。

本地名录：地图，系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lo万的全县图，图上标注了全

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和部分自然村名称；文字概况系搜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

况材料115份，地名，系搜集地名成果表上所列全县所有的地名5056条，并对每

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及简要说明其名称的来历含义等；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为

1980年县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数，人口为县公安局1980年的年报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

队数为1981年地名普查统计的实数。

江北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I『『I‘7[1‘o‘‘If【‘}l



江北县概况

江北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东与长寿县为邻，东北与邻水县接界，东南隔长江与巴

县相望，南与江北区毗连，西南以嘉陵江与沙坪坝区分界，西北与合川县，北碚区接

壤，北邻华蓥山主峰与岳池，邻水两县连界。地理座标：北纬29。34’～30。07’，东经106。

27’～116。58’。辖13个区，5个镇，77个人民公社，860个生产大队，6606个生产队。总

面积1944．23平方公里，总人口969429人(其中农业人口908485人，占总人口的93．7叻)。

主要为汉族，另有回、壮、侗，满，蒙，彝，瑶，藏，布依、朝鲜、土家等十四个少数

民族132人。县人民政府驻两路镇。距重庆市治20公里。

(一)历 史 沿革

江北县因地处长江、嘉陵江以北，故名。

据《江北厅志》，《巴县志》及《重庆地理沿革简志》记载，江北县东周为巴国领

域，秦、汉至西晋属巴郡江州县地，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在县境置枳县，县治在

今洛碛镇。北周武成三年(公元561年)撤并枳县、垫江县，改置巴县，历隋、唐以迄清

初，俱为巴县地，其间明代至清初为巴县之江北镇，清初一度为江北里，仍习称江北

镇。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重庆府以同知一员，设理民府于重庆城白象街，署理

江北镇政务，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理民府由自象街迁至江北城，正式建置江北厅。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巴县义里、礼里及仁里六甲划入江北厅。隶川东道重庆府，

辖三个里52个场镇。民国二年(1913年)全国废府设县，改为江北县，辖境如厅，隶四川

省川东道，1935年隶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1949年解放后，隶川东行署璧山专区(后

改为江津专区、永川地区。)1976年划入重庆市。

全县行政区划，曾有多次变更，县治也几经迁移。1921年县治江北城一带改属重庆商

务督办管辖；1933年将溉澜溪江北城，刘家台，相国寺等地划归重庆市；1936年原北碚乡

村建设实验区，将文星、黄葛、二岩、东阳等乡镇划归；1940年将寸滩、头塘，观音桥，石

马河一带乡镇划归重庆市，县治迁至两路镇。1944年以两路镇驻地狭小而迁大竹林(今

大石公社驻地)，1950年再迁唐家沱，次年迁水土沱(今水土镇)，1954年将土主，清

平，石家三乡划归合川县，大田乡划归北碚区，1966年又迁驻两路镇至今。

(二)自 然 条 件

江北县地处华蓥山主峰南坡，长江和嘉陵江北岸之间的三角地带，属川东平行岭谷

区。地势北高南低，最高点海拔1460米，在秦家公社华蓥大队东北与岳池县接界处，最

低点海拔约159米，在沙地公社幸福大队东与长寿县接界的小溪入长江处。全境四座低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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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呈北东——南西走向，纵贯全境，将全县分隔为山丘相间的地貌景观。一为西部边

缘的华蓥山主脉之观音峡低山，与北碚区，合川县接壤，名日西山，海拔一般500～900

米，个别山峰海拔looo米，地形呈。一山三岭两槽”形态。=为华蓥山脉分支的龙王

洞低山，又名东山，分布在县境中部偏西，海拔一般亦为500～900米，呈。一山一

岭。形态。三为县境中部偏东之早土低山，属宣汉——重庆褶皱带南延部分，海拔一般

500～850米，呈。一山两岭一槽”形态。四为东部边境之张关山，其北段与长寿县接

壤，海拔一般500～800米，个别山峰海拔looO米，呈。一山三岭两槽”形态。县境

中部丘陵区，在茨竹——兴隆一带，因受两翼河流切割侵蚀，形成倒置低山，海拔一般600

～750米之间．全境平均海拔530米．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4％，山麓丘陵与谷地丘陵

约占66呖．丘陵地中低山高丘错列，其中深丘占丘陵面积39％，浅丘占27％．丘陵地海拔多

在25D～450米之间，长江，嘉陵江沿江河谷海拔一般100～200米之间，分布在四条平行低

山的谷地内。长江与嘉陵江俱在东南和西南边境(界河)，长江段4l公里，流经鱼嘴、

洛碛等社，镇，嘉陵江段34公里，流经水土镇、悦来、礼嘉，大石等公社。另以东部的

御临河(即大洪河)为最大，发源于大竹县，经邻水、长寿县进入县境，由北向南流经统

景，石船，龙兴，鱼嘴，洛碛五个区，到太洪岗汇入长江，境内流长92．8公里，为通航河流。

西部较大河流有二：一为源出华整山主峰南麓之黑水滩河，由西部东北向西南蜿蜒流经

柳荫、静观，复兴三个区，到狮子口流入嘉陵江，全长65．05公里；一为源出华蓥山主峰

东侧之后河(《江北厅志》名后河溪)，由东北向西南流经茨竹，兴隆，木耳、复兴等

区地境，至清溪口注入嘉陵江，长度55公里。此两河水浅多滩，均无舟楫之利。

全县森林总面积40万市亩，其中成林面积仅1900市亩，新造经济林5927市亩，主要

树种有马尾松，柏、杉和竹类等，俱势布于各山岭斜面上段和高丘上，以北部山区居

多。县内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1960年至1980年总积温21年的平均值

6264．4℃，年平均气温17．1℃，一月平均气温6．3℃，七月平均气温27．4℃。年平均降水

量1150．7毫米，多集中在五至九月。年无霜期260天左右，南部和丘陵地则长达300天以

上，少有严重霜冻。年平均日照约1410／小时。主要特点是北部较寒冷，南部较温暖。

农事季节和农作物生长期，北部比南部偏迟20至30天左右l七月至八月内常有19～56天

伏早，九至十月有3～17天的秋绵雨，夏季局部深丘和靠山社，队有冰雹、暴雨，大风

等灾害性气候。

自然资源方面：主要为煤，天然气、硫磺、石膏等矿藏，地下水较丰富，野生动植

物也有一定数量。煤矿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中部，其中东山中段有优质煤一处，已开发多

年，另有七个较大煤点，亦在常年采掘之中。硫磺矿亦分布在北部山区，开发规模甚

小。天然气分布全境，含硫量低，正在开发。石膏矿分布在中部，龙王洞附近有特大隐

伏石膏矿床一处，质优量稳，储量在20亿吨左右，尚未开发。地下水已查明可建地下水

库库址八处，已于1972年建成蓄水量134D万立方米的海底沟地下水库一座，位于龙王公

社东山背斜西侧，引水工程业已完成，可灌复兴、柳荫两区三万余亩农田。野生动物以

黄鼠狼，草兔、猸子(鱼鳅猫)较多，年可获毛皮约两千张。次为青獾、香狸、貉，

麂、西狐。御临河上游，有珍贵毛皮动物水獭。野生植物中，有弥猴桃、黄柏皮和稀有

的宜昌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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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概况

江北县为农业县，粮食作物以稻谷，小麦，玉米，红苕(甘薯)为主，多种经营以

生猪，油菜、水果、蚕桑为主。1949年饵放前夕工农业总产值为6244万元，人平

仅90元；解放后国民经济逐年发展，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9740万元，人平204元。

农业：现有耕地892574亩(农业人口平均每人0．98亩)，田、土各半，常年冬水田

20万余市亩。田内主要是种植麦，稻或油菜、稻谷两熟。土内主要是豆、麦，玉米、

红苕等。大春作物产量通常占全年总产的80％左右，水稻产量又占大春总产的50％

左右。

解放前，全县水利设施很少，少量堰塘年久失修。建国后，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

田基本建设迅速发展，到1980年已建成水库97座，其中中型两座，可蓄水2176万立方

米，尚有一座可蓄水3600万立方米的两岔水库(中型)已接近竣工。全县引水渠已建成

222条，并有山平塘5856口，石河堰157遭，江河固定提灌机组55处(4647ll玉)，1980年

止，拥有提灌机组295台，功能1．24万豇，有效灌溉面积达28．45万市亩，旱涝保收面积

达9．4万亩，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

建国以来，全县农业有较大的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已达6．44亿斤，比1949年3．23亿

斤增长近一倍；平均亩产719斤，比1949年亩产284斤增长近两倍。人平生产粮食708斤。

1980年种水稻42．7万亩，亩产605斤，小麦31．1万亩，亩产298斤，玉米32．3万亩，亩产

494斤，红苕32．8万亩，亩产278斤。生猪年底出肥36．2万头，存栏数51．3万头。水果

9．6万担(其中柑桔7．5万担)，蚕茧3．16万担；茶叶年产o．2万担，油菜2．97万亩，

亩产110斤，总产326．7万斤。1980年集体农、副业总产值1．03亿元，人平产值114元，

社员人平分粮502斤，人平分配收入77元。三十多年来，全县农业生产发展几经起伏，

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的状况主要是粮食生产发展较快。其他林、牧、副、渔业，也有

发展，但总的是不平衡。突出的薄弱环节是林业，占幅员一半以上的荒坡、草山、林地，水

面等资源利用不够充分，商品性生产发展差，1980年粮食商品率为15％，区际商品率为

3．6％。1980年农副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为69．75％，林业为1．23％，牧业为23．32％，

副业为5．6l％，渔业为0．09％。1980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2858．2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20．4％。
‘

工业：本县工业基础薄弱，解放前仅有榨油、酿酒，铸锅、炼磺，砖瓦、土陶、土

碗等小厂，小煤窑。规模较大的只有一个私营煤矿(江合公司)和一个属于旧资源委员

会所辖的铁厂。解放后工业发展迅速，现已有县属国营厂矿24个，集体厂矿和社办企业790

个。1980年县属工业总产值2875万元，比1949年的502万元增长达4．7倍。县属工业主要

产品年产量为：原煤15万吨，焦煤3．46万吨，化肥l万吨，水泥1．39万吨，饮料酒o．2l

万吨，生铁0．44万吨，机制纸419吨，中小铁农具7．1万件。县内还有省、市属厂矿10

个，其中市属西南合成制药厂(在洛碛镇)为西南地区磺胺药物基地，产品远销西欧、

北美、亚州各国。

交通：解放前仅有一条经过县境的汉渝公路(境内74公里)，和一条供运煤的1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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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铁路。解放以来，陆续兴建了县，区、社问公路96条，总长602．32公里。1980年全县

公路通车里程已有676．37公里，比鳃放前增长8倍，77个公社中已有73个公社通公路。

长江与嘉陵江均有短途江轮与县内轮驳船、机动船、木船，往来运输，水陆交通较方

便。

商业：解放前民不聊生，商业萧条。建国后，随着生产发展，市场日趋繁荣。1980

年全县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达10843万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554万元。促进了城乡

物资交流。近年来恢复和发展了著名土特产品的生产和外销。六十年代以来曾被评为省

内优质产品的。渝北酒”和。静观醋”，大量供应外地，早于涪陵榨菜外销京沪的。洛

碛榨菜”，1980年已向日本和东南亚出口300吨I锦橙、脐橙、无核桔的优良品种，1980

年已向香港，苏联出口500吨。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1949年解放时，有小学333所，中学5所(内有中师l所，完中3所，，

教师954人，在校学生1．46万人。解放后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1980年底，有小学804

所，中学99所，中师l所，教师6765人，比解放前增长6倍。在校学生21．8万余人，比

解放前增长14倍，小学入学率达到96．9％。

文化事业：县城内设有文化馆、图书室、新华书店、川剧团、广播站、电影院与剧场

各一个。公社、镇共有广播站77个，有线广播线路近5千公里，各镇、社电影院和剧场

共有8座，公社文化站lO个，公社电影队78个，开展了文艺自办广播节目，巡回放映电

影和演出川剧，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

体育事业：县城建有可容五千观众的灯光球场一座，城乡各级学校均有不同规模的

运动场。城区设有业余体校，经常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1959年曾被评为先进体育县，

当年出席全国群英会，获得国务院奖状。近年武术和田径运动较为突出，1980年重庆

市少年武术比赛获得少年组团体第一名，省武术比赛第二名，并有一名队员参加国家武

术代表团出访欧洲四国，获得国际好评，1981年在全省田径运动会中获得两枚金

牌。

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县仅有三个医疗单位，560个卫生技术人员(内有中医师443

人)。1980年有县医院一所，区医院11所，公社卫生院75所，妇幼保健站一所，卫生

防疫站一所，卫生技术人员1462人，病床共882张。还有大队合作医疗站801个，赤脚

医生达1763人，平均每个大队2人。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已有较大成效，1980年人口

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4．5‰，计划生育率达到84．8％。

(五)名 胜古迹

县内名胜古迹有以下六处：

一，东晋——北周枳县城遗址，在县城东南洛碛镇唐草坝。二，南宋所建石塔，浮屠

七级，旁有6米铁塔，在县城西北静观镇2．5公里塔坪寺内。三、抗元古堡多功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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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寺)，<江北厅志>载，宋末筑城，与合川钓鱼城为姊妹城，坚持抗击元军入侵数

十年，现存遗址城垣，宋代题刻，在县城西南翠云公社境内。四、元末明复。永昌陵’，

疑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夏国皇帝明玉珍陵墓，在县城西南大石公社境内。五，温塘峡

(东温泉)，《江北厅志》载，为渝北十最之一，’高峡曲流，奇洞温泉，景色迷人，在县城

东北统景公社西侧。六、静观花园，建园百年，驰名远近，在静观镇北端，附近有王朴

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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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县城两路镇一景



嘉 陵 晚 霞

静观花园，已有二百余年历史，引有美，日等国花种，品种

繁多．造型美观，产品畅销国内外。

圈为老园艺师与徒工精心培育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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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温塘峡^习称东泉河一峡景，早年为渝北十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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