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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地名，即一个地方的称谓或代号，它是

地名已成为各行各业进行交往的必要手段，

关，而且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

地多名、一名多写较为普遍1名不符实、大量重名的情况甚为严重；用字不当，含义不好

的仍然存在；还有用字生僻，难写难记⋯⋯等等。这都给人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极

大不便。特别是“十年浩劫”中， “革命化”地名到处泛滥，更给地名造成极大混乱。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快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进程，给四化建设提供准确的

地名资料。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省人民政府(1980)89号文件，内江地区行署

(1980)148号文件的精神，我县于1981年四月开始进行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层层建立领导

班子，组识专业普查队伍，培训业务骨干，以1：50000地形图(1960年版)为基础，以实

地考察为依据，按照“定”，“改”、“增”、“删”、“查”五字工作方法，经过十六个月的工作，

查清了县境内地形图上的地名2534条，删去不复存在的地名100条，纠正了错位地名25条，

错字地名606条，错音地名365条，新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驻地名和其他地名1221条。

经报请地区行署批准，对全县96个公社中，在地区内重名的33个公社，更改了23个，给全

县797个大队中，用序号命名和同名、同音的528个重新命了新名。通过这一系列工作，使

我县地名基本上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成

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后，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在省

地，县的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具体帮助下，工作比较细致，考证较为深入，资料比较

系统，整个成果资料经过多次校核和审定，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按照上级规定，我们汇

编了《四川省简阳县地名录》一书，提供给需要的单位和个人使用，使地名成果资料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川省简阳县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并参照简阳县1：90000地形图，

缩制成1：20万全县地名图，图上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收录了公社以上行政区

划、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概况130份；辑录了各类地名3655条，每条地名

都加注了汉语拼音，备注栏内叙述了地名的来历、含义和其他有关情况；编制了3655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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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名的汉字笔划索引，以利于使用时查技。书中引用的工业、农业的有关数据均以县统

计局1980年底的资料为准。工业：县的数字包括县级和省、地级厂矿的总产值在内；区的

数字大于公社的合计，是因区级工业总产值在内。有关水利电力的数据，主要以水电部门

提供的数据为准。区，社，队为1981年普查实数，其他数据由有关部门提供，注明年度，

如户数、人口，为1982年普查数。

《四川省简阳县地名录》反映了地名普查的丰硕成果，它辑录了我县民间几千年来积

累的地名遗产，结束了历史遗留的地名混乱状况，是我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具体体现，

是地名的法定依据。今后，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简阳县地名时，应以此书为准。

(2)

简阳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2年9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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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合作社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和《简阳县解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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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批示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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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全国政协岳性席刘

澜涛同志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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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县概况

简阳县位于内江地区西北部，川中盆地西部边缘，东邻乐至，南界资阳，西接仁寿、

双流，北靠金堂、成都市郊区。距成都七十公里，去内江141公里。县境起东经104。11’

34∥至104。53 736扩，北纬30。4 728∥至30。39 70∥，南北长63．3公里，东西阔68．3公里，水平投

影面积2187．765平方公里，折合3281648亩。1982年，全县行政区划计11个区，96个公

社，5个公社级镇，799个大队，25个居委会，6975个生产队。当年人口普查，全县共308584

户，1290328人，其中男性668897人，女性621431人。全县城镇人口计20452户，86114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97人。总人口中，汉族占99．98％，满、回，藏等18个少数民

族共289人，占0．02％。县治所在地简城镇，居绛溪与沱江汇合处。

， 一、历 史 沿 革

简阳县古为蜀国地，秦时属蜀郡。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置牛稗县(县治

今简阳县城的绛溪北岸)，以牛辑水得名(注一)，属犍为郡(郡治今宜宾市)。南朝宋

(公元420--479年)称辑县，隶益州蜀郡(郡治今成都)。南齐(480—502年)复名
牛稗，仍隶益州蜀郡。西魏恭帝二年弋公元555年)改牛稗县为阳安县，并置武康郡(郡，

县治今简城镇郊)，以阳安山得名(注二)。同时析牛辑县、广都县地置婆闰，阳安、婆闰

均属益州武康郡；并置和仁郡及所辖贵平县(郡、县治今镇金公社)。北周孝闵帝元年

(公元557年)置资州于阳安县城。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徒州址于资阳县城j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武康郡，阳安、婆闰两县改属益州。开皇十八年(598年)

移婆闰县治于赖黎池，并改名为平泉县。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置简州，以境内有赖

简池得名(注三)(州治今简城镇绛溪北岸)，辖阳安、平泉、金水(今金堂县淮口镇一

带)三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简州属剑南道。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徙贵

平县治禄川(今仁寿县境)。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简州为阳安郡。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阳安郡复改为简州。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简州下置阳安郡，辖阳安、平泉、金

水三县。乾德五年(967年)，以金水县置怀安军，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并贵平镇

地入平泉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二十二年(128311285年)并阳安，废平泉，省资
阳，撤灵泉(治今成都市龙泉驿)等县入简州，属成都路。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

降简州为简县。同年分简县地复置资阳县，属成都路；洪武十年(1377年)撤销并入简

县，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复置。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升简县为简州(注

四)辖资阳县。次年简州增辖乐至县。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乐至县复归潼川府。清

为简州，属川西道成都府。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年)资阳县复归资州。
+’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州为县，摘取简州和阳安之首字，命名简阳县，属川西

。 l ·



十四年(1935年)，属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治资中)。1950年，

属川南行署内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内江市)。1953年撤销川南区属四川省内江行政专员

公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1959年将简阳县所辖的龙泉区8个公社划归成都市。1976年X

将简阳县所辖的洛带区9个公社划归成都市。．
’

二、自 然 条 件

简阳县地处龙泉山东麓，川中盆地西部边缘，沱江由北向南贯穿中部。

地貌：全县按大地貌形态，可分低山(即龙泉山区)、丘陵、河流冲积坝三种地区，以

丘陵为主，约占百分之九十。丘陵地区按习惯和农业生产状况，可分沱东，沱西两大片，山

坡多台阶状、龙岗状，自然形成槽平地、台地、坡地三种类型，海拔400一550米。县西北

角龙泉山，岗峦重叠，峰岭雄峙，丹景山，狮子岩，石棺材、牛心山、石碑垭、长松寺、

太平观、四方山等山峰海拔840一1059米，为川西平原的东方屏嶂，自古有“天府雄州，

东方门户”之称。河流冲积坝分布在沱江及其支流沿岸，海拔略低于400米。全县96个公

社，沱东丘陵区40个，沱西丘陵区48个，低山区8个；河流冲积坝由于零星分散无一完整

公社，分属于四个区，十三个公社的四十一个大队。

河流：县境内河流最大的是沱江，其他小溪河均属沱江水系。沱西有绛溪、赤水、录

川，资溪，沱东有环溪、索溪等。沱江由金堂入境，从北向南纵贯三星、养马，红塔、平泉

四个区流入资阳，长84．9公里，可通航运；环溪从县东北入境，经云龙，禾丰，平泉三个

区入资阳注入沱江，长46．84}里；索溪从东部入境，流经云龙、禾丰两区注入环溪，长23．4

公里；绛溪从仁寿入境，由西至东蜿蜒迂迥，流经三岔、贾家、石板、红塔四个区，在简城

注入沱江，长63．5公里；赤水河从西北入境，流经养马、红塔两个区汇入绛溪，长约20公

里。另有小溪32条，总长约500公里。沱江洪峰流量为7500立方米／秒，枯水季节流量为50

立方米／秒。环溪、索溪，绛溪，赤水河洪峰流量均在1000立方米／秒以上，常年枯水期流

量为0．2立方米／秒左右，特别干旱年也曾断流。

土壤：全县土壤，由紫色岩形成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又以蓬莱镇组发育的棕紫

泥最多，由城墙岩群发育的黄红紫泥次之。按其发生特征、形态特征和生产性能，可分为

紫色土、黄壤土、冲积土、水稻土四个土类，七个亚类，十六个土属，八十个土种。

全县土壤发育浅，母质特性强，碳酸盐含量普遍而稳定，盐基含量丰富，有机质和氮

素含量偏低，有效磷缺乏，钾素含量较高。旱地滤水耐涝，适宜种植粮、油、1棉和其他经

济作物，稻田理化性能优良，肥力较高，适宜水旱两熟。

气候：县境内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其特点是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

期长，四季分明，基本上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据1953年至1980年气象资料记载：年平均

气温17．1℃，最热月(七月)平均26．5℃，最冷月(元月)平均6．3℃，无霜期300天左右，

年平均降雨量882．9毫米。但雨量分布不均，集中在夏、秋两季，冬春多干旱，又常出现伏

旱，秋多绵雨。局部地区偶有暴雨、冰雹、大风等灾害。

森林：历史上林木茂密，建国初有林面积65万亩，成片森林30万亩。后日益减少，1980

年有林面积为28．9万亩。树种有柏、桤，桉，干丈，松，榆、青榈等98种，并有楠木、红

豆、紫檀等珍贵树种。近年又引进滇柏，水杉、外国松、百花桐等速生优质树种。经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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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以柑、桔、橙、梨、苹、桃、李为大宗。1980年森林复盖率为4．6％。

矿藏：境内五指公社三大湾有石油，新星公社有草皮煤，但无开发价值。红塔和贾家

区有盐，明代即进行开采，盐井达200余口，运销成都、内江，建国后已停止开采。

三、经济概况

简阳县是全省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县之一。建国以来，经过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进行了大量的农业基本建设，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工业生产初具规模，农业生产发

展较快，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8966万元(不包括省、’地企

业)，其中：工业总产值1488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4％；农业总产值34085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6％。社员人均纯收入达162元(包括自营部份)。

农业：1980年，全县农业人口1，198，286人，耕地面积1，585，380亩，人平1．19亩，

耕地中，稻田432，000亩，占耕地面积的27．25％。主产稻、麦、玉米、薯类、豆类等粮食

和棉、蔗、油料，烟叶等经济作物，还盛产红花、海椒、蕃茄、药材等土特产品，水果以

柑桔为大宗，兼产梨、苹、桃、李，棉花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前列。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

107800万斤，比1949年增长209．7％，其中水稻总产40186万斤，占粮食总产的37．3％；小麦

总产18181万斤，占粮食总产的16．9％；玉米总产22099万斤，占粮食总产的20．5％；薯类总

产27334万斤，占粮食总产的25．3％。主要经济作物棉花，栽培历史悠久，清乾隆时就已大量

种植，上市量很可观。建国以后，面积日益扩大，产量逐步提高。六十年代中期，面积曾达

五十多万亩，总产超过4300万斤，亩产曾创90斤的纪录。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原

因，产量逐渐下降。1980年，种植棉花44万亩，总产2269万斤，为1949年的-407％；油菜总

产3128万斤，为．1949年的804万；糖蔗总产8．85万吨，在比1949年面积4．2万亩减二万亩的情

况下，产量持平。畜牧业方面，1980年底生猪圈存量102万头，出栏肥猪47万头，山羊圈

存20万头。全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1108万斤，食油1206万斤，山羊板皮17万张，干海椒

3400担，蚕茧5000担，红花14．96万斤。

水利：1980年，全县有各类水利工程9246处，其中，龙泉山大型引水工程一处，大、

中、小型水库97座，石河堰684节，山平塘7824口，电灌站409处，蓄、引、提能力51710万

立方，灌溉面积107万亩，占总耕地的67．7％。全县地区间不平衡，沱西丘陵区自“打通龙

泉山，引来岷江水”后，新建了张家岩、三岔、石盘三座大、中型水库，蓄水3．28亿立方

米，新修南北干渠、支渠340公里，95％的耕地有水利灌溉。沱东丘陵区径流量少，无骨

干水利工程，农业用水不能满足需要，还有少量旱片死角，天旱时人畜饮水都有困难。

龙泉山区由于条件限制，水利建设差，水资源利用率低，灌溉面积小。

电力：1950年时，全县仅有煤气发电机一台，装机容量14千瓦。以后，水电建设发展

很快，’现有11万伏变电站一座，水力发电站17处，装机29台，容量10183千瓦。架设高压

输电线路680公里。全县96个公社，530个大队，1700个生产队用上了电。七十年代初开始

使用沼气，至1980年止，共建沼气池18万口，其中三结合沼气池2．6万口，修建沼气发电

站6个，装机容量31千瓦。

农机：农机事业自1956年创办第一个拖拉机站起，到1980年，区?社和绝大部份大队

建有衣机站，有大、中型拖拉机470台；手扶拖拉机2632台；提灌动力机4258台，57260-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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