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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进行j吐会交往的工具，是人类j吐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随着历史的发

展和耻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发展和变化。由于历史的、j吐会的原因，对地名长期未进行过

科学的规范化处理，现有地名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如：称呼不统一，雷名，多名、—名多写，

含义不好，带有封建色彩，用字不当，地图上跟实地地名不对号，错位、错字、错名，等等；

有的嫫、区、公社在省或地区重名；93．8％的大队以序数代名。这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为此，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旧地名，确立新地名，使之规

范化和标准化，以适应国家j畦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尊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江油县从

1981年4月到1982年T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为原则，

注意反映肚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对重名的1鳆、3

个区、16个公j吐分别报省、地批准，恢复了原名或重新命名，对27个重名大队、440个以序数

命名的大队和中坝镇原以序数命名的12个居民委员会及名称混乱的街、巷，恢复了原名或重

新命名；同时，以国家测绘总局绘制和出版的1：5万地形图(1960--1968年版)为基础，

普查了县境内地名5843条，删去了不复存在和失去作用的地名139条，错字错菅地名667条，

共计831条，占图上地名的14．3％，新增地名271条，占总数的4．72％。普查的地名图、地名

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现，经地区地名办公室检查验收，基本合乎规范化、标准化要求。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灰。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特将垒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江油县地名录》。今后单位和个人使

用江油县境内地名时，应以此为准。．

本《地名录》还缩制了1：23万《江油县地图》，标洼了垒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

部分自然村地名，以及主要河流、山脉名称，收集了地名普查中撰写的各级地名概况共69篇；

辑录了叠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中坝续全部街、巷、自然地理实

体、大型人工建筑物、重要企业事业单位、主要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地名共5744条，对每

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营，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来源、含义等，尽可能作了简要说

明。此外，插彩色图15幅，附表4份。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数据，工农业生产方面来源于县统计局1980年年报表；人口方砸的为

1980年公安年报数；其余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础、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1981年地名

普查实数。

江油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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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县概况

江油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涪江上游，地处龙门山脉之东南边。东与剑阁、梓潼两县交

界，南与绵阳市，西南与安县相邻，西与北川县，西北与平武县接壤，北与青川县，东北与

广元县毗连。地域范围大致在东经104‘31’"'105。1T’，北纬31。32，"-'32。19t之问。全县总面积

2719．30平方公里。1980年底，全县人ElT5．37万人，其中：农业人E161．74万人，城绫人口13．63

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77人。居佳民族主要为汉族，还有回族等22个兄弟民族1344人，

占总人口的O．1T％。县城中坝媛，位于成都市东北，公路相距175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

104。44’，北纬31’47’，城中海拔530米。江油县辖1绫，9区，48个公被，482个大队，3361

个生产队，3了个居民委员会，6个街道办事处。

(一)历史沿革

江油县名来源子蜀汉江由戍。取“江水所由”之意。《元和郡县志》载： “后魏于此匿

江油郡，辩．立江油县以属焉。”古代“由”与“油”相通(见《中华大字典》“由”字24条注释)。

北魂宣武帝置江=油郡、县时，将江由改为江油，沿用至令。唐杜牧《通典》又称： “油江郡．

辖油江、皆川为县。”故江油又有古漓江之称。

现江油县系原江油、彰明两县于1958年T月28 El合并而成。合并时名江彰县，1959年5

月21日遵绵阳专受公署(59)民政字第069号转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江彰县改名为江油县的批

复”的通知，将江彰县复名江油县。彰明县：古为梁州之域。周为羌蜀地，属雍州。秦为蜀

郡地。汉为涪县地，属广汉郡。三国蜀汉时，改涪县属梓潼郡。晋怀帝为涪城县地。晋孝武

帝侨置汉昌县于肖莲乡。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迁汉昌县治于让水乡(今彰明公础桥院

寺附近)。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迁县城子孟津里(即原彰明县治城)，夏名为昌隆县，属

金山郡，直到北周。隋因之。唐初，昌隆县隶属绵州；唐盗宗(李隆基)先天元年(公元

712年)避玄宗讳改名昌明。五代后唐庄宗追尊献j《且国昌，避讳改昌明为彰明(公元924年)。

宋、元因之。明初撤县，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厦，仍隶绵州。明嘉靖末，改属龙安府。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撤彰明并入绵州。废县七十年后，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复泼彰明县，属绵州，两年后改隶龙安府，抖l增拨平武五坝地子彰明，直至清末。民国时，

彰明县信先后隶属于四川省第十三、十四行政督察区，即绵阳、盒{I阁专区。解放前夕，彰明

县辖3区，1绩，12乡，158保，有21588户，101856人。1949年12月24日解放，彰明县属川

西行政区绵阳专区。1952年合行署拔四川省，彰明县属四川省绵阳专区。1958年秋．与原江

油县合并前，辖3区，15乡(缜)，127村，16居民委彘会。

江油县：《禹贡》为梁州之域，周、秦属巨羌之地，汉为广汉郡刚氐道。三国蜀汉为江

由戍兼蘧广武县(治所在今平武县南坝埸北岸旧州)，属阴平郡。晋为平武县地，西魏避江

油郡；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置龙州，辖江油、平武两县。大业初(公元605年)．改州为罕

武郡，后改州为龙门郡、西龙门郡。唐武德初’名西龙门州。贞观元年为龙门州，垂拱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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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州。天宝元年，复为江油郡，至德二年升都督府，改灵应郡，乾元元年，复名龙州，属剑

南道。中和初，改名圣县。北来初，仍称龙州江油郡。政和五年，改名致州。南宋绍兴元年，

复名龙州，属利州西路。宝褚六年(公元1258年)，迁州治雍村(即今大康公社旧县坝)。

元至元=十=年，并江油入州，至正(公元1341",-'1368年)中复置江油县，治所在兴教续(即

现武都铁)，属广元路。明洪武六年，迁州治于青川，江油井入梓潼，十三年，复置江油县，

属剑州。嘉靖四十五年，江油县改属龙安府。清初袭旧制；则治年间，撤县并入平武f康熙

元年，复置江油县；雍正八年，划平武让里(今让水、大康)归江油，隶属川西松茂道；嘉

庆=十五年，属成绵龙茂道；道光初年，改归龙安府，至清末。民国时，仍名江油县，属四

川省第十四行政督察区，即剑阁专区。解放前夕，江油县辖3区、21多(镇)，293保、

40309户，2050了6人。江油县于1949年12月23日(农历各月初二)解放，属)wilt：行政区剑阁

专区，后隶广元专区。1951年底，县人民政府驻地从武都镇迁往中坝镇。1952年底，川东、

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合并为I理UI[省，广元专区并入绵阳专区，江油县亦随之隶属绵

阳专区。1953年底，江油县所属黎雅、金龙、双板、金天、大安、仙鹅、龙凤、向阳等8乡，

48村，9519卢，39424人划给榨潼县。梓潼县将所属重华区11易，53tt戈U入江油。江油县东兴

乡划归剑阁县。1954年中与1955年普选前，江油县先后两次调整了行政区划。江彰合县前，

江油辖9区，1鳆，41乡，583村。

两县合并时，名江彰县，1959年5月复名江油县。辖9个区，1个镇，43个人民公．j赴，

362个管理区，1620个生产队。1 961年，撤群和公社并入西屏公础，新设含增、城郊、金凤、

百胜、厚坝、枫顺等6个公j吐，改管理区为生产大队。垒县辖9个区，1个敛，至1980年，

区，绒肚行政区均末调整。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红30、31、4、9四个军的各一部份，北上抗日，

途经江油，打垮了驻守江、彰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部队，解放了除武都镇城内和盘江以

南的双河(今九岭公社)、复兴(今八一公社)、方水、香水四个乡以外的两县全部地域，驻留八

十多天，建立江油、彰明、济时三个县苏维埃，四个区苏维埃，35个乡镇苏维埃，179个村苏维

埃政权。红军撤离后，国民党政府随即恢复了对江油、彰明县的统治，直到1949年12月解放。

(=)自然条件

江油县呈长条形，东北——西南向平筐子I玛Jf[盆地西北部。南北长约86．6公里，东西宽约

48．4公里。西北部是山地，东南部为丘陵和河谷平坝，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

逐渐倾斜。境内最高点在枫顺公社轿子顶，主峰海拔2356米；最低处在新民公社飞凤山下的

涪江边，海拔462米。境内土地总面积407．9万亩，其中：山地173．7万亩，占42．58％；丘陵

208．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1．04％；平坝2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6．37％。县境主要的山有

云罗山、藏王寨山、吴家后山、桨山，属龙门山系。境内主要河流有涪江及其支流潼江、盘
江、让水河和嘉陵江支流青江。

江油地处龙门山构造带中南段前山褶断带上。这个褶断带从广元经江油、北川，安县、

绵竹向内江地区延伸，在江油境内有70多公里长，星东北——西南走向。断层两侧有一系列

迭瓦状仰冲或斜冲断裂和小倾角隐伏断层，约有十五公里宽。在断层而上，发现一些劈理

(入字形)，拖曳、褶曲，压性或压扭构造。在武嚣I：至安县一线以北为新构造运动强烈上升

区，表现在河谷深切．山势陡峻，地质营力以浸蚀及流水搬运为主。以南为柩列稳定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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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歇性的升降运动，表现为河流蜿蜒曲折，河谷开阔，阶地发育，山势平缓的低山区，地质

营力以剁蚀及河流沉积为主。史载，境内管发生两次里氏五级地震，裂度为6度，一次是

1879年5月12日，震中位置东经104。8’，北纬31。8‘，在石岭乡马里村}另一次是1913年

8月18日，震中位置东经104。7’，北纬31‘8’，在让水乡大湾村，裂度为6度。

江油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长秋短，气候温和，雨量比较充沛，日照克足，四季分

明。据近25年气候资料，境内七月平均气温为25．4℃，一月平均气温为4．9℃，极端最高气

温为36．7℃，最低气温为一6．8"C。常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355．6小时，年雨量平均在1142．O

毫米。1961年最高达1824．5毫米，1969年最少仅599．4毫米。无霜期平均271天，霜期二至三

个月，历年初霜期出现在12月2日前后，终霜期在3月6目前后。>0℃的积温5844．6℃。
江油县气候有利于亚热带喜温作物的生长，但经常出现干旱、塞潮、洪涝和低温连绵雨等灾

害性天气，或轻或重，有长有短，尤以干旱对农业危害最大。

在全县土地总面积中，林业用地235．85万亩。其中有林地193．52万亩，人平均近2．6亩。

釜县森林覆盖率为34％，分布不平衡，北部雁门区和马角区是24％和16％，东南部彰明区和

新安区仅3％和4％，四分之一的公社在5％以下。灌木林地为16．15万亩，多分布在海拔

1109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适宜发展林木的无林地约42．33万亩，主要分布在观雾山、藏王寨

山等大山地区。垒县非林业用地215．98万亩，其中耕地了0．35万亩，每人平均为0．93亩，草

山草玻为27．26万亩，塘库淡水面积为9．6万亩。

县境内已探明的地下矿藏主要有：石灰石及水泥粘士2．77亿吨，其中工业出量为2．17亿

吨，主要分布在马角坝、二郎庙一带。川西北石油矿区正在中坝平原开发天然气，所产天然

气已纳入国家管网，输给县内和成都市郊厂矿使用。永胜公社海棠铺一一带是很甫希望的出油

构造，国家正在继续勘探。该地区出藏大量煤层，有工业开采价值，但埋藏较深。全县山区

多处发现铁矿，分布零星。据估算，碗铁矿地质出量共约1927万吨，其中工业出量1030万

吨，主要分布在雁门山区杨家院一带。北城马鞍山、扁担梁～带有铅矿，信建厂开采冶炼。

此外，还有大理石、雾山石、页岩、玻璃用沙岩、原煤、沙金、赤铁矿等矿藏。

(兰)经济状况

江油县系农业县。1954年宝成铗路通车江油段后，国家沿铗路线逐步建立起一批大中型

工业企业，促进了地方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改变了单一农业经

济状况。现在，江油已成为四川省新兴工业区之．一。垒县工农业总产值已达7亿元，其中：

县属工农业总产值2．4亿元。‘

江油县是绵阳地区重要的产粳区之一，主产水稽、小麦，经济作物有油菜子、蔬菜、甘

蔗等，特产中药材附子。垒县耕地了1．89万亩。据1980年统计，农业产值I．67亿元，主要农

作物种植面积116万亩，粮食总产6．09亿斤。小春种植粮食作物46万亩，产量1．47亿斤，其

中：小麦30万亩，亩产401斤，主要分布在平坝和浅丘地区。大春种植粮食作物65万亩，产

量4．62亿斤；其中水稻47万亩，亩产835斤，主要分布在平坝和丘陵谷地带；玉米9．2了万亩，

亩产544斤，主要分布在山区和深丘地区。全年食用植物油总产1665．76万斤；其中油菜种植

面积8．94万亩，亩产233斤，总产1617万斤，主要分布在平坝、浅丘地区。1980年种植附予

4106亩，亩产834斤，总产量342万斤。按农业人口计算，1980年每人平均耕地1．165亩，粮食

981斤，盒油27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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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各耻队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据1975年森林责源普

查赘料，江油县有材林40．53万亩，积蓄木材1 62．5万立方米。三十年来，垒县共造林43．66

万亩，保存15．5万亩。1980年统计：全县生猪存栏35．64万关，出肥24．5万关，其中母猪2．15

万头；耕牛52433关，其中能耕牛33277头，育龄母牛14263关；家羊1．1万头，奶羊114关，

禽畜58．4万只；蜂5800桶。全县人平畜产品肉27斤，油T斤，蛋5斤，奶0．4斤。x980盔p·

垒县茶叶面积16230亩，产茶2317担，其中细茶1727担；果树207万株，总产量610万斤I栽

桑2575万株，养蚕发种7286张，产茧15．4万公厅。养殖水面5．2万亩，产成鱼约100万斤。

该县坚持依靠集体力量，因地制宜地大力兴办农田水利事业。1980年底，全县有水库155

座，共蓄水1．15亿方，保栽面积22．38万亩；大河堰29道，保栽10．6万亩I土石堰1139道，

蓄水705万方，保栽1．5万亩；机电提灌25处，装机340台，15253碰，保栽4万卣以上；还购

置水轮泵95台，柴油抽水机1321台，农用水泵1980台；原有2．3万口山湾塘、堰塘已得到整

修。由于水利设施的增加，冬水田由五十年代的18万亩减少到4．5万亩，其中圜水田11940亩，

垒县已建成高产、稳产、早涝保收农田48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近几年来，该县农机电力事业发展很快。1980年，有45个公社，317个大队，1892个生产

队通电，安装变压器603台，共52985千伏安，架设电线675公里。垒县拥有农用汽车42辆，

大中型拖拉机277台／9855马力。手扶拖拉机1953台／23738马力，大中型机引农具597台，

小型机引农具2692台，打米机786台，机动脱粒机931台，各种拖车1849辆。农机电力事业的

发展，进一步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江油是建国后新兴的工矿区，境内厂矿工业产值52853万元。中央厂矿有冶金部长城钢

厂，三机部江油305信箱，二机部江油654信箱，江油水泥厂。省属厂矿有江油发电厂、矿山

机器厂、江油钦厂、川西北石油矿区等。地属厂矿有马角磷肥厂、马角水泥厂、二郎庙化工

机械厂、涪江钢铁厂、雁门硫铁矿、龙凤玻璃厂、东兴机砖厂、江油茶厂等。县属厂矿有涪

江机械厂、氮肥厂、锅厂，瓷厂、水泥厂，印刷厂、磷肥厂、石灰石矿、电石厂、面粉厂、

自来水厂、附子加工厂、酿造厂等。此外还有二轻、街道及社办集体工业256个企业。

建国后，江油县的交通运输业发展非常迅速。宝成铁路纵贯南北，县境内有14个车站，

长111公里，经8区，1铁，15个公社。与附近各县连揍，四通八达。县内有省汽车运输公

司江油运输站，县汽车队车站，公共汽车站和县集体运输公司。各单位共有机动车3386辆，

其中：大客车71辆、大货车1177辆。运输畅通，旅游方便。近十多年来，涪江上游水小滩浅，

中坝的航运业务已停办，涪江上游林区部分木材仍由水运漂逸至江油，再转运各地。

邮电正在加快建设，各区与工矿区设有邮电支局，区社均通电话，县邮电局有12载波机

3套，邮车6辆，县城和大部份公j吐当天可看到省报。

历史上，江油县中坝镇是川西北重要的商贸集镇，清代《江油县志》称中坝为“九省通

衙”，素有“小成都”之誉。建国前．涪江上游的山货药材，成都和涪江下游地区的布疋：

食盐、糖和日用手工业品到此地集散销售，当地输出大米、菜油、附子和兰靛等土特产品，

购销总额约1700万元。现垒县已建成部门此较齐全的城乡j吐会主义商业体系，有商业、粮食、

外贸、供销、医药、盐业六大系统，二十多个行业。除国营、集体商业外，还有500多户个

体乒。198C年度，耻会零售商品总额达13865万元，购进总值8506万元，此建国前增长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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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教卫生事业

建国后，该县文教、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1949年，原江彰两县仅有中小学校44所，

教职员426人，学生约2万多人。现有中等学校23所，完全小学64所，大队小学444所，共有

公、民办教师5062人，学生130870人，为解放前的5．2倍。在文化、体育设施上，从少到多。

垒县已建起了文化馆、图书馆、李白纪念馆、文物管理所、综合体育埸、工会俱乐部、电影

公司、新华书店。各区，社办有22个文化站。全县有了9个电影放影队。大部份区乡都有影剧

埸。85％的村通有线广播。城乡有电视机7000多古。全县有医疗机构165个，病床2220张，

医务人员3151人，是解放前的6．5倍。县医院在中坝续竹市街，建筑面积共14800平方米，有

中级医务人员214人，病床300张，医疗设施比较齐全，门诊就诊年33．4万人次。还有县卫生

防疫站、血防站、妇幼卫生保健站和卫生学校。 ．

江油县过去是血吸虫病轻流行县，15个公社，2135处有钉螺，共约169万平方米。新春、

方水、小溪坝、入一等公j吐有血吸虫病，新春、方水、小溪坝公j茈是重流行区，其于10个公

j吐有螺无病。现已治好患者1097人，消灭了钉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五)革命文物与名胜古迹

1935年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途经江油，留下许多革命遗迹。现存有红军胜利纪念碑、

红军桥、江油与彰明县苏维埃遗址。在红军进驻的青林口等还有不少红军石蠡Ⅱ标语和各种文

物赘料。红军纪念碑是I召Jl[省重点保护文物。

革命烈士王右木的故居在武都。他是四川省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党团组织在

四川省最早的创建者。

唐代诗人李白的故乡在青莲公硅，史称“太白故里”，遗址有故居陇西院、李白胞妹李

月圆的故居粉竹楼、月圆坟。县境内还有大匡山、太自洞、学士渡等遗迹。 “太白故里”是

I理)11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城新建的李白纪念馆座落在昌明河畔，旁有太白公园，风景清

幽秀丽，建筑古扑典雅，为旅游胜地。

县内蜜圃山是川西北名胜之一。山上双峰耸立，铁索横空，峰顶建有鲁班殿、簧黄殿等

奇险建筑，巧夺天工，男!『有天地。云岩寺中的转轮经藏(叉名飞天藏、星辰车)是我国保存此

较完整的宋代木结构雕刻建筑，技艺精湛，全国稀有，为四川省重点保护文物。

双河公j吐牛躁石大队是清末江油国民革命先驱者林啕起义的遗址。

现大康公社旧县坝为古江油县城遗址。彰明公社北江大队桥院寺坝、青莲埸为古彰明县

城遗址。小溪坝公j吐阴平大队为古阴卒县(郡)遗址。

此外．县境内还有月爱寺‘普明寺、文峰楼和萤英塔、南雁塔等古建筑，观雾山发现的

节甲类鱼化石。佛爷洞、金光洞等古溶洞，也是江油揽胜之区，向为人们参观游览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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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江油县行政区划简表

(、截止1982年底)

江油县

(县人民政

府驻中坝)

中 坝 镁

(驻中坝人民街)

r城北街道办事处③、城中街道办事处④、

<太平街道办事处③、兰合街道办事处①、
L火车站街道办事处⑤、长钢街道办事处⑦；

膏 莲 区，青莲公社⑨、香水公耻⑨、九岭公社⑩、

(驻青莲埸)、西屏公社⑥、入一公社⑩、方水公社⑩；

武 都 区，城塘公j吐⑨，北城公融⑩，
(驻 武 都)、阳亭公社⑥、大康公社⑥；

彰 明 区，彰明公社⑨，新民公社⑨、
(驻彰明南街)、东兴公社◎、大堰公社@；

中 坝 区／金轮公社⑥、
(驻中坝油房街)、让水公被⑧、

德胜公社⑩、三合公社⑩、

河西公社⑨、含增公社⑨；

新 安 区／新安公j吐⑩、贯山公j吐⑨、石岭公社⑨、
(驻新店子)、义新公社◎，战旗公社@；

永 胜 区，双河公j吐⑩、永胜公社⑥、新凤公：i眭、⑤
(驻双河口)L新春公j吐@、新兴公社@；

重 华 区厂小溪坝公融⑨-铜星公社⑨， ⋯

≮重华公社⑧、文胜公社⑨、百胜公j赴、⑤
(驻小溪坝)＼河口公社@，东安公社⑩；

马 角 区，马角公社⑩、青林口公社⑦、明镜公社◎、
(驻马角坝)、重兴公社◎、厚坝公社⑥、云集公社⑩；

雁 门 区／雁门公j吐⑧、石元公社⑧、六合公社⑨、
(驻雁门埸)、敬元公社⑦、枫顺公社⑤。

说明：l、区镇下面括注的地名，系区公所、镁人民政府驻地。

2、括号内数字，公社后面的为所辖生产大队数，街道办事处后而的系所辖居委

会数。 ．

3、表中行政单位总计1县、1镇、g区、48公社、6街道办事处、,182生产大

队、23居民委员会(各区、公硅的埸镇居委会数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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