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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各种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是交通运输体系中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面上运输的优势，是其它运输方式所不能代替

的。公路四通八达，连接成网，汽车分散经营，机动灵活，因

而公路运输不仅是唯一可以满足供需间直达运输的面的运输体

系，而且还为其它运输方式承担必不可少的集散作用。公路运

输越发达，其它运输方式就越能得到充分的货源补给，也得到

发展。因此，公路运输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社会进步

的重要标志，它与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民富裕患患相

关。

辽宁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

古以来就与中原及海外往来密切。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由辽阳经朝阳去北京而达中原的无终

古道。至西汉时则又形成以辽阳为中心，西通北京、中原的平冈、

卢龙古道，东达朝鲜，南至旅顺过海达山东，北至吉林的古道。

隋朝的柳城道、唐代的营州道都是西通中原，北抵吉、黑两省

的干线道路。至唐代，辽宁地区的道路因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

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以辽阳为中心，西通中原，东至朝鲜，

南抵旅顺渡海达山东，北通吉、黑两省，东北达集安通朝鲜，

西北至内蒙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辽、金、元时期根据其建都位

置的不同，道路的走向有所改变。辽代建都内蒙，辽宁的主要干

线均通向内蒙。金代建都于黑龙江，辽宁地区的傍海道、南北干

线以及西部道路均通向黑龙江。明代又形成以辽阳和开原为中

心的道路网．并有通往奴儿干都司的水陆交通线。清朝形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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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为中心以御道，驿道为骨干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民

图时期由于汽车的出现，使道路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近代

公路。萨硬辽宁在远古就有人类活动，并与中原保持密切的联

系。古代道路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而发生，发展和变迁，并在

各历史时期对促进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是祖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有钢都鞍

山、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机械工业基地沈阳，以及重要

输出港口大连，丹东，营口等，又是海边防之前哨。随着国民

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进行经济改

革的大好形势下，辽宁省的公路事业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至1985年末全省公路里程达33，006千米，为建国前的4．18倍。

以沈阳为中心，干线为骨架遍布全省城镇乡村的公路网基本形

成。公路密度百平方公里为22．6千米，全省全部乡和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村通了公路；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86．5％，居全国

第六位，从省会到各市，各市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通了黑色

路面。“公路通，百业兴”，由于公路的发展，对“振兴辽宁、

服务金国”，对辽宁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均起

到一定的作用。当然，公路发展本身也是曲折的，有其迅速发

展的光辉历史，也有惨遭破坏的坎坷历程，有其兴旺发达之因，

也有其衰落凋零之源。为记其发展、衰落之事实，并查其因，

溯其源，为今后我省公路之发展提供一些资料，丙编写了这本

《辽宁公路志》。

“辽宁公路志》记载了辽宁省五千多年来公路事业的兴

起、变迁与发展的史实，在编写过程中力求资料翔实，记述准

确，并本着“略古详今” “古为今用7的原则，尽量突出辽宁

地方、当代、和公路专业的特点，以期尽可能达到地方性、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奉书属专业志，采用“横排竖写” 。pJ,事分类”的志体。

辽宁历代地方典籍虽多，但有关公路志的专著殊不多见，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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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本求源” “贯通古今打，使本书成为独立完整的完善体

系，本书的每一门类从有历史记载之时起做为本门类的上限，

面下限则统一截止至1985年底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辽宁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出版

社的专家和全省各市县公路部门和同行的大力协助，我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本书在体裁、分类、归属、论述以

及文字修辞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欠妥、遗漏之处，希望各位

读者和专家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王焕荣

1987年lO月于沈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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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记述的范围和时限

《辽宁公路志》是本省第一部公路专业志，重点记述当代

公路、桥梁建设和养护管理，并根据纵不断线的原则，兼及古

代的陆路交通。上起先秦，下迄1985年，个别重大事件涉及

1986年以后。记述的区域范围以现时行政区划为准。

编排方法

本志按横排公路建设订类。竖写公路建设史实的方法进行

编排。要求结论性的现状概括，必须建立在充分地具体实事的

叙述之上。其结构形式按编、章，节等层次编排，做到设类准

确、领属得当。其编排顺序则按照事物的内部发展逻辑规律，

先路桥后管理次及其它。

本志体裁顺序按图(照片)，述、记、志、表、录等六种形

式排列，照片放在正文之前；各表穿插于各章、节正文之后。

历史记年及其它

历史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

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记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记述，本志统简称为新

中国成立前或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前

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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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以编年为主，但干线公路建设往往从始建到竣

工相延数年，为保存事物的完整性，所以辅以纪事本末体。同

时“大事记”是全志的“经”线，因此对每一条目不仅要高变

概括出它的主要内容，还要体现出它的前后发展轨迹。

语言文字及专业术语的运用

本志用现行语体文编写，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

发的《简化字总表)>为准，计量单位以国际通用的计量单位为

准，纪年、数字、百分比、比例等均用阿拉伯数字，序数、不

定数、固定词组中的数字，均用汉字数字。专业术语和习惯雨

语(简称)，尽量使用大家都能明白的名称。简称在第一次出

现时，一律使用全弥或注明全弦，对跨省公路冠以省、县名称、

古地名一般用古称括号内注以今名，为行文方便有时用今名括

号内注以lH称或标以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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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总 纲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辽宁地理概貌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的南部，西南与河北交界，西北与内

蒙相接，北邻吉林，南临大海，东南与朝鲜人民共和国隔鸭绿江

相望。全省面积为14．57|万平方公里，人口3，686．2万(1985年统

计)，。省内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是关内通往东北地区的战略要地。

辽宁西部和东部为山区，中部为平原。西部有自西南向东

北延伸的努鲁儿虎山和松岭两条山脉，走向与辽东湾西海岸平

行。在松岭南麓与西海岸之间形成天然的辽西走廊，是辽宁通

关内的重要交通孔道。著名的医巫闯山横亘于义县、北镇之间．

自北向南延伸。东部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千山山脉自东北向

西南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南端。中部为辽河冲积平原，土壤肥

沃，适于耕耘。

辽宁河流纵横交错，主要可分为大凌河、辽河、鸭绿江三

大永系及沿海河流四部分。辽河纵贯辽宁中部，南入渤海湾，

是古代中原通黑龙江流域的重要运输渠道。大凌河谷是古代辽

宁与中原交通往来的最早通道，在现代交通网中仍占重要地位。

鸭绿江现为中朝界河，水利资源丰富。沿海河流有六股河、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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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洋河等。全省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南绕辽东半岛，西至

绥中万家屯，长达两千一百七十八公里，是我国重要渔场和盐

场所在地。港口城市大连、营口和丹东，是东北地区的对外门

户，是东北通往中原和世界各地的水陆交通枢纽。

辽宁地区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夏季最高气温为三

十六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为零下二十八摄氏度，大地冻结深

度0．8至1．2米。全年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为封冻区，春季道路

翻浆现象严重。辽宁降水分布不均匀，东部山区平均年降水

量为e00"-'900毫米，中’帑平原与辽东半岛为450"-'600毫米，

西部半干旱区在450毫米以下，而且降水多集中在七√＼．九三

个月。全年平均气候干燥，特别是朝阳、阜新地区经常受干早

威胁。全省河流除大凌河、辽河、浑河、太子河、大洋河、浑

江等少数大河下游常年有水外，大多数河流均属季节性河流。

夏季汛期山洪爆发，洪水漫溢，各河流量骤增。汛期过后流量逐

渐减少，水位下降，西部山区有些河流甚至干涸见底。由于辽

宁地理、气候、水文等特点，给辽宁省公路和桥梁的建设、养

护、管理与发展带来诸多不便，对我省公路现代化的进程也有

很大影响。

第二节 辽宁建置沿革

辽宁地区的行政建置始于战国时期。燕昭王十二年(公元

前300年)，在今辽宁境内设辽西郡、辽东郡与右北平郡一部

分，初建地方行政机构。

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辽宁属辽东、辽西两

郡。

西汉沿袭秦制，仍设辽东，辽西两郡，属幽州管辖。汉武

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10年)，又在今丹东、抚顺以东设玄菟

郡。汉武帝为加强地方政权，在郡下设县．辽宁开始实行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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