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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地名也不断发展

与演变。由于历史朝代的更迭，或为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地名也不断变换更替，给地名带

来了很多问题。我县地名，有的重名，有的含意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

记，有的实体消失，名存实亡，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错音、错字，

错名。加之全县大部分生产大队是以序数为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

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一九八一年，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

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

作。通过群众议论，上下联系，于群结合，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慎重对待，认真核

实资料，使我县地名基本上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为了使地名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重

要工具，成为探索人类古代历史、文化、语言等社会人文现象和历史地理及其他自然现象发

展变化的可靠证物，为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将全

县的地名普查成果汇编成《德阳县地名录》，供各单位参考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地各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0万的全县地

图，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及其驻地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文字概

况材料47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

单位，人工建筑等共2，628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拚音。并在备注栏内，对地名的来历

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均为一九八。年实数。数字来源于一九八。年县统计局年报和有

关专业部门提供的材料。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德阳县地名时，一律以《德阳县地名录》为准。

德阳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七月



德阳县概况

德阳县位于成都平原北部边缘，绵阳地区西南部。东南与中江县接壤，西南与温江地区

广汉县相邻，西靠绵竹县，东北与绵阳市毗连，北与安县连接。地理位置在东经104。157

——104。427，北纬3l。027——3l。267之间。县境方圆，东北多丘，西南为坝。面积1097平

方公里，全县共辖4个镇，34个公社，364个大队，2，625个生产队。一九八。年底有入口

67．2万人(男35．03万人，女32．17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78．1％，其中农业人口

55．05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55．64％，非农业人口12．15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

194．32％。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58人。主要是汉族，另有回、满、锡伯，布依，蒙，

壮，羌等十九个民族。 ．

县人民政府驻地旌阳镇，位于成都市以．=ltTo公里处，地理座标东经104。237、北纬

3l。087，海拔500米。

(一)历史沿革

在绵阳地区内，历史上有三处地方名为德阳。据《蜀志》载： “张飞自江州而上，定巴

西德阳”。这里所说的德阳，系指今遂宁县东南的龙风场，即三国蜀汉后主延熙时分原广汉

郡，置东广汉郡所属之德阳，亦称古德阳，这是其一I蜀汉初，分广汉郡，置梓桐郡之汉德

阳县，后废为亭，称德阳亭，其地在今江油县马角坝。《三国志·邓艾传》云t “从阴平由

斜径经汉德阳亭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即指其地，这是其二，其三为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

六二。年)分雒置德阳县，即今德阳县。

在秦代以前，德阳未建县。据《禹贡》所记，其地属梁州，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

三一六年)灭蜀，开郡县之制，地属蜀郡。《汉书地理志》载：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二。

一年)分巴、蜀二郡，置广汉郡，并置绵竹县(治地在今黄许镇)"，德阳地属绵竹县。

<旧唐书·地理志》记“德阳，后周废县，唐武德三年(公元六二O年)分雒置。”《新唐

书·地理志》载。“德阳紧，武德三年析雒置，有鹿头关’’。是称德阳县之始，隶属汉州。，

(一说，唐高祖武德三年，为纪念西晋太康初旌阳县令许逊为官廉洁，有德于民，诏改德

阳)。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升为德州。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年)复改

为县。清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将罗江县并入德阳县。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

年)，又恢复罗江县。清初德阳隶属成都府。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改属直隶绵州

(今绵阳)。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改属西川道。民国廿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

隶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建国以后，隶属于川西行署，绵阳专区。一九五三年撤销西南军政

委员会和川东，川西，川南、JIi；1匕四个行政区，成立四川省，德阳仍隶属绵阳专区。一九五

九年又将罗江县并入德阳县。 、

l＼7



(二)自然条件

德阳县地处川西平原北部边沿地带。 ’． 。、

位于龙门山前三断裂带边缘和龙泉山断裂北端之间的夹角处。属地震烈度六度区，历史

上无大震。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四年、一九八。年先后分别在柏隆公社，罗江公社、文星公

社发生过3．5级，’2．8级，2．2级地震。一九七五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地震会议上公布，根

据美国卫星照片，从绵竹穿过德阳孝泉到大邑之间，有一条隐伏断裂带。县内地层多为第四

系全新统和更新统之冲积物及堆积物和白垩系下统沉积物，并有少许侏罗系蓬莱镇组沉积物

在白马关出露。 ．

县境西北高，东南低，．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倾斜度比降3‰，最高点新中公社马鞍山，

海拔764米，最低点通江公社金锣桥，海拔457米，中心点是东泰公社，海拔550米。全县丘

陵约占三分之二，平坝约占三分之一，自然状况大体是“六丘、一水、三分坝”。

境内土壤以水积土为主，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7．6％。全县土壤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①

全新统近代河流冲积物形成的冲积性水积土和少数河流冲积土，主要分布于绵远河与石亭江

之间的城区、孝泉、黄许平坝地区的公社，这类土壤酸硷度中至弱硷性。质地沙粘适中，矿

物养分丰富，熟化度高，宜种范围广，主产粮、油、甘蔗等。②第四系全新统和更新统冲积

物及堆积物发育的黄壤性水积土及少数黄壤，黄壤性水积土分为再积黄泥水积土、姜石黄泥

水积土、老冲积黄泥水积土，主要分布在罗江、金山，略坪浅丘地区的公社。除老冲积黄泥

是微酸性外，其余多为中性，土层深厚，土质粘重难耕，主产粮，油。姜石黄泥土出产生

姜、辣椒。③白垩系下统沉积物形成的紫色性水积土和紫色土，主要分布在寿丰、鄢家和金

山丘陵地区的公社，此类土壤呈中性至微硷性，富含钙质，肥力不高，薄土、瘦土多，冲刷

大，保水保肥力弱，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花生、棉花等，适宜种植果树和桑

树，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和林业。

本县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热，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6．1℃，

最冷月(一月)平均5．1℃，最热月(七月)平均25．6℃。无霜期平均为277天。近两年平均

降雨量678．2毫米，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五至九月。年平均日照1268．64'时。因此，一般年成

是冬春干旱，夏季洪涝，秋雨连绵。间有大风、寒潮、冰雹等灾害。

县境内有历史河道三条：一是石亭江，发源于茂汶县九顶山，流经县境西南部，与绵

竹、什邡，广汉三县交界，县境内长约30公里，宽约400米，平均流量24．1m3／s,二是绵远

河，发源于茂汶县九顶山老鹰窝梁子东南大小盐井附近，由北向南横穿县境中部，县境内长

约46公里，宽约300米，平均流量15．8m。／s，三是凯江，由泞水、温水相汇而成流经县境东北

部，境内称罗纹江。长约43．5公里，宽约200米，平均流量26．99m。／s。泞水发源于安县高

川坪，与茂汶，绵竹交界的观音梁子胡子顶南麓，潞水发源安县西北麓。三条河道均属季节
性河流。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26，099万元：(不包括地属以上企业)，人平421元，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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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业总产值14，655万元，占56％，工业总产值11，444万元，占44％。

农业。现有耕地79．6万亩，其中集体耕地72．56万亩(农业入口平均1．3亩)。田53．70

万亩，占耕地的67．6％，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68．1％)，其次是小麦、大

麦、玉米，红苕。经济作物以油菜为主，其次是甘蔗、花生、棉花、水果、茶、桑等。

解放前，我县是缺水地区，有三分之二的田地无水源灌溉，只有一些小民堰和堰塘，为

了囤水栽秧，冬水田达21．7万多亩，因此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大兴水利，引都江堰之水为源，初步治理了“两江一河"(石亭江、凯江、绵远河)，沿河

筑坝，修渠引水灌田’新修了人民渠干渠(即4、5、6、7期工程)，新建和改建了支渠

28条，斗、农、毛渠l，164条，新建了数以百计的单位工程，引水上山，直灌北部和东部所

有丘陵地区，同时还新建了小型水库38座，塘堰3，000多口。使渠、堰、库、塘配套成龙，

形成了长藤结瓜，瓜藤相连的灌溉网，使全县引、蓄、提水总量由原来的2．32亿立方米，增

加到5．13亿立方米’使水稻面积由39万亩，增加到5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近60万亩；使原

来只能种一季水稻的20多万亩冬水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变成了两季田。在大兴水利的同

时，还不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办农机事业，全县已拥有各型拖拉机1，784台，计58，822

马力，机耕面积已占43．4％，加之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因而解放以来，我县农业生产尽管经

历了几起几落，但总的情况仍然是好的。粮食总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21，429万斤增加到一九

八。年的67，427万斤，增长了2．15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1，216斤，全年农业总产值达

14，655万元(其中：农业11，163万元，林业78万元，牧业2，067万元，副业1，317万元，渔业

30万元)。一九八。年种水稻49．73万亩，亩产923斤’小麦24．65万亩，亩产420斤’油菜

12．66万亩，亩产276斤，生猪存栏46．56万头，出肥24万头；养蚕7，700张，产茧3，650担，

养鱼苗1，100万尾，成鲜105万斤。一九八。年粮食征、超、议购18，817万斤，社员人平分粮

679斤；集体农副业总收A．13，909万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收入254元，其中分配给社员的

8，493万元，人平分配155．19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队企业也蓬勃兴起，到一九八。

年总产值为4，64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1．7％。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大办沼

气，全县已建沼气池46，364口。县园艺场还利用沼气发电，抽水，几年来，已有60多个国家

来此进行参观、考察。

工业：解放前，全县只有几家生产酱油、米、面、油、酒、果汁牛肉，豆鸡，土布，服装，

鞋帽、农具和印刷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八。年县属企业有105个

(其中全民所有制31个，集体所有制74个)社办工业企业191个，包括肥料、机械、五金、

建筑、制糖、食品、轻纺，化工等行业，总产值达ll，444万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为2，671

万元，主要产品产量为：合成氨11，471耐g，碳氨2．3万吨，水泥2．2万吨，机砖2亿多块，发

电量709万度，饮料酒1，826吨，酱油1，814吨(其中精酿酱油130吨)，棉布4，932万米，丝

织品61．42万米，布鞋40．4万双，机制白糖2，526吨，天府花生475吨，机制纸200吨，冻兔

387吨，油漆121吨，各型电动机3，922台(计39，592碰)，裘皮1．4万张。

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央、省、地相继在我县建立了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

电工机械厂、九五厂(黄许机砖厂)，耐火材料厂、玻纤厂等12个大、中型工业企业。

本县土特产比较丰富。德阳酱油、罗江豆鸡、孝泉果汁牛肉、德阳潮扇等独特传统产品，

已有百年左右的生产历史，在省内外颇负盛名。天府花生、嘉陵花生，真丝双绉、真丝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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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冻兔、包蛋等名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很广。这些产品，对换取外汇，繁荣市场起

较大作用，特别是德阳“精酿酱油”、“天府花生”具有较大的潜在竞争能力。

“精酿酱油刀原名“特等白窝油矽，又名“蛾眉牌天府老抽王"，创自清代同治年问，

已有百余年传统酿造历史。该酱油质素高，味道好，色泽鲜，营养丰富，是具有独特风味的

烹调佳品，兼之久存不腐，质优价廉，实为赠送亲友的佳品。它不仅在省内外久享盛誉，而

且在东南亚地区试销中亦博得好评。一九七九年被四川省商业局评为优质产品，名列第一．

“天府花生"已有15年生产历史，系选用优良品种经特种工艺焙制而成，具有颗粒均

匀，果仁饱满，营养丰富，食之脆酥香溢等特点。深受中外消费者欢迎，远销港澳，进入国

际市场。

交通：解放前仅有川陕公路和德(阳)绵(竹)公路经过县境，全长73公里。解放后，

扩建了川陕公路和德绵公路，新修了孝(泉)黄(许)、德(阳)中(江)、罗(江)中

(江)、罗(江)安(县)公路和厂区专用公路计309．2公里，其中油路，水泥路124．7公

里，修建了公路桥梁64座，长1，444．7米。社社都通汽车，各大队都有机耕道，加之宝成铁

路和德天铁路纵横县境。历经七个车站，这就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铁

路网。目前全县各公社共拥有货运汽车191辆；县有专业运输公司，有客运汽车22辆，货运

汽车37辆。各镇建有运输社。一九八。年全县完成客运量90．9万人次，客运周转量l，874万

人公里，货运量67，484吨，货运周转量480万吨公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的繁荣。

商业。我县是国家商品粮油基地之一，每年可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8，000万斤，食用油

1，000万斤。其它农副产品商品量也较大。近年来商业形势发展很好，商业网点大量增加，

集市贸易生气蓬勃，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一九八。年全县有各种商业和饮食服务机构813

个，经营和服务人员6，932入，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4，461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解放前(包括原罗江县)，全县仅有初中2所，中师1所，共有学生465入，教

职：：12111人，有小学358所，学生12，843人，教职工966人，有幼儿园1所，在园幼JL60人，

教师3人。解放后，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底全县有完中1所，初中10所，在校

学生24，040人(其中小学附设初中班学生15，922人)，教职ZEl，284人(其中小学附设初中

班教师712人)，有小学407所，在校学生92，705人，教职工3，130人，有幼儿园、3所，在园

幼JLl，373人(其中小学附设幼儿班幼JL545入)，教职160人。一九八。年为一九四九年学

校数的1．44倍，在校学生数的8．83倍，教职工数的4．14倍。

此外，县内还有电视大学管理站1处，中专2所，中师1所，技工校8所，子弟中学8

所，子弟小学10所，护士班1个。

文化：县城设有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视差转台、少年之

家、游泳池、灯光球场、业余体校和电影院、影剧院、川剧团等。各公享}都有广播放大站和

f包影队，有12个公社还建电了文化站。此外，县内中央厂矿一般都没有电影院，’并对外营

业。群众文化生活较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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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解放前(包括原罗江县)仅有简陋的卫生院2所，病床ll张，医护人员16人。解

放后，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县、区、公社(镇)医院已发展到43所，病床1，285

张，医护人员1，343人，大队合作医疗站发展到362个，卫生人员829人， 县城内还设有血防

站、妇幼保健站、防疫站、卫生进修学校。

本县属血吸虫病流行区，一九七。年普查， 有螺面积达682万平方米， 血吸虫病患者

57，312人，到一九八。年底已灭螺602万平方米，治疗好血吸虫病员51，207人， 取得了很大

成绩。 ．

计划生育方面，由于狠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节育措施的落实，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九八O年人口出生率降到9．78‰，死亡率降到6．78‰，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七。年的

24．49‰下降到3‰，一胎率上升到77．3％，计划生育率达到81．93％，有17，832个家庭领取

了独生子女光荣证，领证率达85．99％。我县巳进入按计划发展人口的新阶段，曾多次被

省、地评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县。

(五)名胜古迹

县内有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2处，即上庸长阙(汉阙)和庞统祠墓(白马关)。有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2处，即德阳文庙和舍利塔(详见名胜古迹概况)。此外，城北五里堆有三国

秦宓墓(文革期间已毁)，城北12公里黄许镇西北(即今黄许机制砖瓦厂处)，为古绵竹城遗

址；县城以西20公里的孝泉镇有姜孝祠(现为孝泉师范学校校址)，据传在明朝万历年间，有

一按察副使为表彰东汉--FJ三孝(即姜诗、庞氏、安安)捐资修建，县城以北35公里的文星

公社，有李家花园(醒园)遗址，为李调元故居，前面泞水河一带，盛产有名的“罗江鳜

(桂)鱼"，据传系李调元从江苏省带回繁殖于此的，城东玉皇观，为明代县令樊鼎遇重

建，清朝改建，庙内曾塑有李冰及许真君像，为德阳八景之一的“东山叠翠"．解放后，于

一九六四年新建有东湖水库，更添景色，现已规划为风景游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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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

全县交通比较方便，社社都通汽
车，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物
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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