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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与变化。由于历史交替，地名

亦随之出现增减与变化，兼之，长期以来未作科学的规范处理，以致存在许多问题，特另哆是十

年动乱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一，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因而和沿用多年的地名脱节，重名和

以序数命名的较多，再加之有的地名没有标上地图，错位，错名、错字和带侮辱性地名等均

有。对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国际交流和人民日常生活都带来混乱和不便。为适应四化需

要，急需普查整顿。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按照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以及规定的审批程

序，将我县境内地名2．573条进行了普查。对大队，街道和自然村中的重名和以序数命名以及

带侮辱性的地名进行了重新命名。经县人民政府报县人大常委会审议，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对全县区、公社，镇、大队、街道居委会和自然村的名称发布了布告。批准更改了26个公社，

2个镇，629个大队、2个城镇街道的名称，。并新增城镇街道名称6条，废除了早巳不复存在

的地名3条，改正了地名错位和错字65条，错名31条，错字39条。并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上

报四川省、绵阳地区地名领导小组审核验收。

现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射洪县地名录’，参照了l，50000地形详

图，缩制成1 t 150000的全县地图’标注了县内10个区，42个集镇，75个公社，630个大队，及

1，661个自然村，9个自然实体，23个人工建筑物，51个企事业单位，3个名胜古迹和68条街

巷等2，573条，收集了各种概况材料101篇。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

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工农业、文卫数字，均为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数，其余为有关部

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业单位或个人凡使用地名，亦或是以地名命名单位、车站，码

头以及商品商标等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射洪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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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洪 县 概 况

射洪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东南与西充、蓬溪县为界，东北与盐亭，西充县毗邻，西

北与三台县接壤，西南靠蓬溪县。县境南北距58．5公里，东西距46公里，总面积l，41 6平方公

里。一九八。年总户口217，000户，总人口905，147人，其中农业人口203，119户，851，075人，

非农业人口13，881户，54，072人，比一九四九年的总人口647，i70人增长39％。主要是汉族，另

有回族、藏族、苗、壮等11个少数民族共儿4人。共辖10个区、75个公社、630个大队，6，697

个生产队，1个区级镇、12个居委会，一个社级镇、6个居委会。

县人民政府驻太和镇，位于成都以东绵璧公路儿5公里处，东径105。23t，北纬30。52’。

(一)建置沿革

射洪县历史悠久。

汉为都县、广汉县地。梁于县境南置通泉县，并置广汉县，属西宕渠郡，以通泉县为郡

治。西魏改通泉县为涌泉县，为新州涌泉县治，恭帝时，又于旧县城，今金华镇置射江县，与

广汉县均属新州昌城郡。北周因之，改涌泉县为通井县，始改射江县为射洪县，因县城今金华

镇当梓潼河入涪江口，蜀人称江口为洪名射洪县至今。隋改广汉县为光汉县，旋省入通井县又

称通泉县，属梓州新城郡。唐射洪，通泉二县均属梓州。宋属潼川州。元因之，至元二十年

(1283)省通泉县入射洪县。明洪武十年(1377)并射洪县入盐亭县，十三年(1380)复置

射洪县，属潼川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属潼川府。

民国三年(19j4)潼川府废，射洪县隶嘉陵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属四川省第十二行

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遂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射洪解放后属川北行署遂宁专区。一九五三年J1131：行署撤销，并入四

川省，射洪仍属遂宁专区。一九五八年遂宁专区撤销，改属绵阳地区。

县属金家公社、涪西公社一九五六年十月从三台划入。伏河公社一九五五年划归盐亭，一

九五六年重划入射洪。

射洪县人民政府原驻金华镇，一九五O年元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十余日即迁驻新的驻地太

和镇。一九五四年普选，改为射洪县人民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九月改为射洪县革命委员会。一

九八O年恢复为射洪县人民政府。

(二)自然条件

本县地跨涪江两岸，属丘陵低山区，山浅坡缓，岭梁延伸，起伏相逐，水系对称，沟谷开

阔，地势北高南低，最高处是县东北仁和公社三堆山，海拔685米，最低处是县南柳树公社与

蓬溪县交界处涪江枯水江面，海拔300米。由于地质构造和岩性差异，境内地貌大致可分为三

部分：

一，东南浅丘陵区，山顶多弧丘形，沟谷宽阔而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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