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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地名是沟通人们联系，交往、工作和科够F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

一。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密

切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变化和发鼹，并成为今天一份可贵的

文化遗产，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与更替，不可避免地也遗留下来了一些问题。如有的

名称相同，不便区分，有的称写相异，一名多写， 有的图上地名与实地不符， 或错字，错

音、错位。加之“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以破四旧为由，乱改地名，造成了地名的混乱状况。

为适应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地名必须统一，实现地名标准化和规范

化，为四化建设提哄准确的地名资料，如果地名不统一，存在混乱情况，就会给军事，外

交、．新闻、出版、交通、邮电、测绘、文教、乃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地有关文件精神，本市从1981年

3月开始至1981年12月底止，以9个月的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名称相

同的地名和以序数命名的大队，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反映历史和地理特征的

原则，进行了新的更名和命名，对称写相异，一名多写的地名作了纠正，对错字，错音、错

位，错名的地名作了更正，对新增大队和大队驻地及自然村等地名，也进行了定位和标注，

初步实现了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基本改变了本市地名的混乱状况。

为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概况，地名

卡片，地名成果表)资料的基础上，汇编成《泸州市地名录》。地各泵是地名普查的丰硕成

果，是几下年来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的总结，是国家一切工作使用地名的依据。本地名录的

主要内容有； 1；10万的全市地图， 图上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部分企事业单

位，自然地理实体等地名I录用各类地名概况材料52篇’辑录了全市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

及其驻地，自然村、街，路，巷，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地

名共计542条。对每条地名力|l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

了扼要说明， 今后各单位在使用泸州市地名时均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但不以此作为划界依

据。 ，

本地名录引用的各种数字，截至1980年底为止。生产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数为1981年普

查实数。

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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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概况
，

¨

泸州市位于四川南部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东西北与泸县接壤，南与纳溪县毗连。地理

座标为东经105020’'--'105032’，北纬28。46’"-'2805．7’。总面积144平方公里， 自西汉(公

元前206A-．公元25年)到南齐(公元479"-'502年)，泸州称江阳(水的北面叫阳。泸州地处

长江北岸)、据市志载“梁武帝大同(公元535"-'546年)中置州。尝徒治马湖江口，马湖江

即泸水(金沙江)下游。其水色黑，遥取泸水为名，故名泸州”。泸州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素有“铁打泸州，，和“川南重镇，，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地。解放前泸州系泸县县

城，解放后于1950年建市。当时辖城关(无区建制，分南北城镇公所)和市郊3个区(辖6镇

39乡)，全市共辖4 7，乡镇。后经多次调整和变动。至1980年共辖8个公社55个大队，437个生

产队，3『个镇和3个街道办事处，68个居民委员会。共有人口29．1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66

万人、非农业人口20．50万人，人口密度为2025人／平方公里。绝大多数是汉族，也有少量满、

蒙、回，藏，彝、壮、侗、自、土家，布衣，朝鲜、哈尼等民族。

泸州市人民政府驻泸州。

(一)历史沿革

泸州市汉代为江阳县治，属犍为郡。三国蜀汉以后为江阳郡治，江阳郡属益州，下辖江

阳县、符县、江安县。此建置沿至南齐，无大变化，梁设置泸州为9-1'1治，泸州辖-_郡(即江

阳郡)；三县即江阳县，汉安县、绵水县。此建置沿至北周， 无大更改。 隋改泸9-H为泸川

郡、改江阳县为泸川县，为泸川郡治。泸川郡辖泸川县、富世县，江安县、合江县，绵水县。

唐复改泸川郡为泸州，为泸州州治。泸州辖泸川县，富义县，江安县、合江县，绵水县。五

代前后蜀地方政区建置，一切遵循唐制，州县之名，亦如唐旧，泸州仍为州治。宋末改泸州

为江安州，属潼川路。辖泸川县，江安县，合汪县、纳溪县i元再改为泸州，并废泸川县入

泸州。属重庆路，辖江安县、合江县i纳溪县。明将泸州改属四川行省。后又直隶布政司，

辖江安县，纳溪县、合江县。清代泸州为道，州治。属川南永宁道。泸州仍辖江安，纳溪、

合江三县。1913年泸州改称泸县。属永宁道，仍为永宁道治和泸县县治，并与江安，纳溪，

合江三县脱离。1935年泸县属第七行政督察区。解放后1950年于泸县析出设立泸州市，属川

南行署，并为行署所在地。1953年属泸州专区辖市，并为专员公署所在地，1959年随泸州专

区撤销，，划入宜宾专区至今。

(二)自然条件
’

本市地处巨型新华夏构造体系一级沉降带一一四川沉降盆地的南缘。沿长江由西南向东

北形成一狭长地带。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升高。最低点在罗汉公社的龙溪河口。 海拔223

米，最高点是忠义公社与泸县接壤处的南寿山，海拔508米，最大相对高差285米。据现有地

震资料记载，尚未发生过以泸州市为震中的地震。受雷波、马边及云南盐津一带地震影响烈度

为6度，整个地形由丘陵、平坝、河流所组成，平均海拔280米，河流两岸属丘陵地，占总面积

77．66％。平均海拔300米·出露岩层主要是侏罗系沙溪庙组紫色砂页岩，表层为棕紫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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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少量第四系黄色考冲积场， 表面为黄壤土， 适合高梁、玉米、红薯、小麦，水稻、豆

类、荔枝、甘蔗、松树的生产。沿长江、沱江边有7块江水冲积而成的平坝， 属第四系新冲

积场，占总面积9．27％。平均海拨250米， 表层为灰棕色冲积土， 土壤肥沃， 特别适宜水

稻，小麦，油菜、蔬菜、桂元、甘蔗的生长。本市河流较多，均属长江水系。干流长江，由

西南向东北横贯全境，自安富入境至罗汉公社龙溪河口出境，流经长度为36．5公里，两侧支

流依地势倾斜由南、北两岸注入长江，北岸最大支流为沱江，其次是龙溪河，南岸最大支流

为永宁河。沱江从龙店溪入境至城区管驿咀注入长江，流程7．5公里。 永宁河和龙溪河分别

在南北两岸的安富镇及罗汉公社注入长江，河流占总面积13．07％，平均海拔230米，均属常

年河，无冰期，水力资源丰富，为灌溉和航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沿江两岸还分布有砂金、

河沙，卵石、条石等自然资源&砂金由社队企业局组织农民小规模开采，1980年产砂金500克，

河沙，卵石、条石，是天然的建筑材料，现已广泛开采和应用。

本市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多雨。全年无霜期350天。解放30年来，

最高气温40．3℃，最低气温一1．1℃，年均气温18℃，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7．7℃，七月(最

热月)平均气温27．3℃，年均降水量1142．3毫米，其中；5～lo月904．40毫米，占全年降水量

的79．16％，11月～4月238．10毫米。占全年降水最的20．84％。年平均晴日193天，雨日172

天，雨日最多年是1954年，多达196天，雨日最少年是1960年，只有149天，由于降水量和晴

雨天气分配不均，常年5～9月往往会出现低温阴雨天气，对农作物的生长有一定的影响。

6月中旬～8月下旬常常又会发生干旱，干旱中尤以伏旱为霞，据统计，30年来就曾发生伏旱

17次，其中，严重伏旱6次。伏旱大多与高温并存，对中稻的抽穗扬花和晚稻的栽插有严重

的影响。高温和干旱又常引起大风，如1963年和1964年，就曾连续发生过礴次大的风灾，特

剐是1964年6月16日l时40分发生的那一次风灾，最大风速达40米／秒，并降小冰雹和暴雨，

林木、果树大量折倒。高梁、玉米等农作物大批倒伏，并吹坏民房15354问，其中；倒塌882

间，死伤148人，其中l死亡15人， 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三)经济

198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6945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7433万元，占97．1％，农业总

产值2025万元，占2．9％)是1949年760万元的91．39倍。

工业。 解放前泸州是一个手工业城市， 1949年仅有4056)j个体手工业和20家私营小企

业。以酿酒、铁锅、梳篦、纸伞、竹制品等生产为主，鳃放后30年来由于国家基建投资和省

外一些大型企业迁来本市，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980年计有中央，省、地企业18个市直属企

业103个，街道和农村工业94个，大集体五七工厂18个， 共有职工5．34万人。(其中：全民

企业63个，职工3．51万人，集体企业170个，职工1．83万人)。1980年全市工业总产位6743口

万元，(其中l全民企业61320万元，占90．93％，集体企业6107万元，占9．06％，另有个体6万

元，按轻霍工业划分’轻工业产值6350万元，占9．42％’重工业产值61083万元，占90．58％。

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省，地企业产值55191万元，占81．85％，市属企业产值12241万元，

占18．15％)。．L七,1949年增长113倍，平均每年递增lO．5％(其中：市属工业每年递增lo％)，

发展最快的是化学工业，增长822倍，这是由于邻近的纳溪县、泸县、合江县等地区，自1956

年以来就大量开发天然气，为本市化学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原料和能源条件。1964年后，国家

先后在市境内建成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火炬化工厂等大型化工企业。其次是机械工业，增

长355倍。这是由于从北京、抚顺迁来了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厂和基建投资扩建了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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