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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季遵糍

十年笔辫，一勰残书。毙京公路志丛书鹣毒叛，是北京公

路建设历程中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假得从事北京公路建设、设

计、科研、养护和管理的同志们高兴的事情。

二l艺京历史悠久，文化娥烂，是畿界有名的文纯城市，·扶秦

修驰道始，北京就有道路建设的记载。其后，驿站道路不断发

聪，至辽、金以来，北京成究五朝骞都，官玛大道通往全匡各

地。历代帝王为通达政令，运输粮饷，对道路建设甚为蘑视，各

种史书都设专章以记述。然尚无一部专门记载北京历代道路建

设的专韭恚书。本熬书按照贯遘古今、吉为今用的原则，集历

代北京道路建设的主要史实于一册。为关心和研究北京公路建

设蘑史的人士提供淹读之便。芄其一。t

中华人民共和图建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

心，公路建设就更为重要。1949年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公

里公路，就像苦难酶中匿大邋一样，疮痍瀵西，几乎没有一条

究好通畅的道路。公路职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艰苦奋斗，恢

复交遥，探证了首都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帮南毛大军鳃效全书

豳，以后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下，公路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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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飞跃。如采以尾等隧裁裙城，1958年公路里程势1328公

里，至1990年为9647．71公里，增加了6．26倍；离级、次糍

缀鼹蘧1961年144公受，1990年5057公羹，增热了3莲镶。桥

梁全部永久化I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管理法规日臻完善。四十

余年，为公路建设积累了攀塞经验，是我蜩建设孛的宝贵豺鬻。

今魏浚编纂，避免资料流失。此其二。

本丛书以马剡主义蕞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溅唯物主义

藕历史难耨主义的立场、溉熹褒方法，实事求是建遴行避述。对

中华人聪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记述，以中图共产党十一届三申

全会以来魄路线、方针帮黢策秀准绳。主浆追溅事韭之发蟪，下

限断至1990年12月31篡。按照公路事监酶性质横分怒类，褥

按时序纵述史实，述丽不论，寓褒贬于资料的记述之中。为嵇

方入士了解研究：{艺衷公路建设静魇变提供萋醚资辩，鸯各级镆

导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此其三。

孛隧古代道路戆建设，凝绪着茏数劳动人民翡才餐秘盎浮。

赫赣寨橇。c”字形防浪堤；琉璃河桥联结桥石的。镊锭季鼙”；

《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的

声沟轿，都反映宙蔽桥梁建蒺技艺之高超。窘最大诗天李鸯程

《蜀道难》中有这样诗句，“地崩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糟

钩连”。诲入措焉一个享枣谜传说，说臻吉栈遂酶修通，蕴含着许

多悲壮酶敞事。霹骂迂在紊枣褫察了秦j艺方壹遭之詹，对这矮

题大工程耗费的入力财力，愤慨指出，‘‘蒙恬之罪寅诛”。可见

我纛热祖先，势了古我遵鼹戆謦建，俸凄藏犬_{委牲釉贾黎。在

醋本侵华期间，鼹有无数劳动人民被迫修建“警备路”、“封锁

海”，惨瑟子敌人懿裁刀巍棍棒之下。廷痰嵇遭有一个皇骨累豢

的“万人境”，就是敌人罪行酶铁涯。。
· 中华人民共栩国成巅后，北京公路建设职工成为睡家主人，

淡投大热耩，在淫家久力财力都极其艰苦魏条停下，霹广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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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一莛裁复澄路，建设薪貉，敢鬻了辉煌疲藏。骞赫瓣恚强势

饺怨，奋¨斗·终生I有的同志鞠躬尽瘁，死而腊已；有的在施工

审幂搴糕拣。奉熬警懿是黻，黯琵卷是令安慰，对生饕是拿繁

励，也为入民群众和青年掇供社会擞义、爱湖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基础教材。此其四。

本瑟书共卡一麓，一蓉多万字。是在交遽帮耪赘突逶嚣鞭

蜉的关怀下完成的，得到榭关史卷部门的帮助和描蜉。早谯

1982年交透罄组织壤写公黯吏舞始，爨市公鼹警理处貔接谖专

人参加资料牧集和编写工俸。1987年公路管璨处成或史志办公

爨。各县、区也程1982年斌相继成立史志编霹小组戏办公室，

编写整理了大量资瓣。赛豳，悔柔、密云、瓣头鸯、燕庚等其、

隧先后出版了公路史。这些置作都为举丛书的编写创娥了条件。

1991年={芝寨声缓绞逡方恚编写王雩彗，我耱在竞袁蘧方悫酶公路

黛通志静有关章节编写后，黻专监恚盼形式编写了这密丛书。许

多编写人员为收集资料跑隧书馆、档案馆，～连数月。收集数

卡万字懿窳奏粪鹗，寓舞鬻恚鸯菝对史实，蹒懿了诲多路线黧

桥梁，订最了许多错误资料。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积劳成疾而兴．

擞。特别戆监务部瓣爨许多热心公路事监辫赣雾久±，鸯本豢

的编写律糯很大黉献。因此，本丛书的出版，是公路战线全体

职工、科技人员、粥退体老同志和各界热心人士共同势动的成

聚，是一瑗瀑基辩系凌王撵。魏葵嚣。

为了研究北京公路建设历史的总体面貌和便于了解某一地

城公路建设羼史鲶详缨婕况，奉丛书设基卷鹚按匿城粼分戆分

卷。葱卷弧记述主瓣干线公路历史和全市往酌公路建设的举攒

为主，分凇则较详细地记述该区域内的公路建设的厉史。虽备

赣穗耋，毽零霹避免萁孛多骞重复之娃。鑫予编写入爨謇手苯

一，汇集资料详略槲异，故疏漏谬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赐教。

懿壤者以实事求是靛糖弹，在重视史实粒基璐上，文风淹黎严
3



谨、朴实、力戒浮词、套话，仍不失为一部反映北京公路建设

历史酶可读酶资料著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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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丛书是一部综合古今的公路专业志书，以“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为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公路发展的史实。上限

据实上溯，下限断于1990年12月31日，个别事项记载可涉及

至1991年。
‘

二、本丛书记述的地域，无论古今均以1990年北京行政区

域为准，在记述中也交代了当时的归属。

三、本丛书设总卷和分卷。总卷以国家干线公路、市级干

线公路和全市性的重大事项为主，’分卷以各县(区)区域内的

公路和事项为主，各有侧重并独立成书。

四、本丛书各卷按公路业务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分章、节、

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 + ：

五、本丛书各卷以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

图表及黑白照片插入有关章节，彩照置于各卷之首。 。

六、历史纪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其后括

以换算的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只书。前××年”。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

(二)不用交代不清的时间概念，如“最近”、“不久以前一、

“后来”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写为“建国前

(后)”，应写作“新中国成立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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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记事：

(一)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二)古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一年之中每事自为起迄。+

(三)在一定时间(年、月、日)内有几件事平行发展，彼

此无交叉或交叉不多者，则按一事一记原则，分别记述，自为

起迄。第一事记时(年、月)，其后则记“是年”、“是月”。

(四)各历史朝代的地名均书当时名称，并括注今名。
， (五)度、量均按当时历史习惯名称及书写方式，并括注换

算成现今的数字和单位。表示近代、现代道路桥梁等的度、量，

均采用公制，用汉语表示，如公里、米、厘米等。

(六)桥梁设计荷载标准简写为“汽一××，挂一××．×或

拖一×××”。记载路线地段使用地名，如用公路里程表示，写

为“桩号××+×××——××+×××”。

(七)公路工程专用术语，应用规范术语，不用俗称。但书

中出现较多者可用简称，如“多蜡沥青表面处治”，可称“渣油

表处”等。 、

。
’

八、机构名称在各卷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以后使

用的简称。如北京市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公路处)。

， 九、路线名称按交通部和北京市的命名，不自立名目。标

题及各卷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并括注以后使用的简称。如国

家干线公路(以下简称国道)，京沈(阳)公路北京段不称京密

公路。但在记述中用当时习惯称谓。’

，十，本丛书各卷注释均采用章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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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卢尔燕

昌平之名，始于西汉。自古以来，昌平就是出入关内外的

畿辅重镇，也足蓟城通向西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交流的交通要冲。元代大都(今北京市)为囤都，帝王经

昌平、关沟去塞外。明帝朱棣建南陵于昌平境内，修筑了“京

陵御道”。清代康熙皇帝拓宽居南关一带关隘，至清末(1907

年)世界汽车比赛在北京举行，便能通行汽车。民国时期(1934

年)京张公路昌平段基本形成简易公路。抗日战争时期，南口

至八达岭改建，路宽5米。总之，为了汉蒙民族的交往，为了

军事上的需要，都曾推进了昌平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主义建设，昌平开始有了现代公路。特别是中固共产党的f一

届三巾全会以后，在干线县级公路的改造、提高和地方道路的

修建方面，公路四通八达，全县公路网已基本形成。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建

设有中困特色的社会主义形势下，用记实的方法，记述了昌平

县公路发展的历程和成就，以存史资治。在编写过程中，编写

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辛勤的汗水。尽管书中还存在着一些

不足之处，但毕竟是史志工作者刻苦努力的成果。我以无比兴

奋的心情看到《昌平公路志》出版问世，必将起到“承前启

后”的作用。在全县人民和公路战线同志们的绺续努力下，一

定把昌平的公路交通建设得更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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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昌平县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温榆河上游，长城以南。北与

怀柔、延庆相接；东与顺义相邻；南与门头沟、海淀、朝阳三

区接壤；西与河北省怀来县毗邻。距北京市城区34公里。地处

东经115。50’一116。307，北纬40。02’一40。24’。全县总面积1352

平方公里。耕地47．27万亩。总人口409389人。

本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成缓坡倾斜地带。西部山区通

称西山，为太行山余脉；北部、东北部称军都山，属燕山支脉；

其余为平原。山区半山区海拔400—800米，最高山峰1439．8米，

平原多在40米，最低27米。山区半山区占全县总面积59。2％。

昌平境内河流有南沙河、北沙河、东沙河、蔺沟等支流汇合

成温榆河，均为常年河；还有横贯东西的京密引水渠，流经县境

内35．5公里，为人工河。

本县气候属温暖带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夏季

炎热多雨，多东南风；冬季寒冷干燥，多西北风。年平均降水

量576．6毫米，1949年以来最大降水量为1002毫米(1956年)，

最小降水量为347．6毫米(1965年)。年平均气温11．8。C，极

端最高气温为40．3℃(1961年6月10日)，极端最低气温为

一19．6。C(1969年Z月24日)。无霜期203天。

本县自然资源丰富。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皋品盛产柿

子、板栗、苹果、核桃、梨、桃等。矿产已探明的有22种金属、

非金属矿藏，主要有金、钒、钛、铁、铜、铅、锌、石棉、天

然油石等。近年来，城乡企业发展迅速，名胜古迹遍及全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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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文物古迹70处，其中国家级3处；

市级3处；县级64处。已开发的有明十三陵、小汤山温泉、居

庸关云台、十三陵水库、国际友谊林、北京国际高尔夫球场、九

龙游乐宫等。

昌平县历史悠久，古为幽、燕之地，西汉置军都、昌平二

县，属上谷郡。东汉属广阳郡。东魏时军都县入昌平县，后置

广武、沃野等县。隋朝称昌平县，属幽州。后唐改称燕平县，晋

复称昌平县。辽、金属析津府。元属大兴府。明先属北平府，后

属顺天府，明正德八年(1513年)升为昌平州，领顺义、怀柔、

密云三县。清仍称昌平州，领县改隶顺天府。民国初复称昌平

县，属京兆区，民国17年(1928年)属河北省。1948年12月

12日解放，称昌顺县，属察哈尔省。1949年4月，复称昌平县，

属河北省。1956年2月划入北京市，改称昌平区。1960年1月，

复称昌平县至今。

现辖11个镇，22个乡，1个区，3个街道办事处，有320

个行政村。县政府驻昌平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力量，曾大规模修筑

驰道。昌平西北军都山有一条天然通道，古称关沟，是沟通燕

山南北的主要通道，北上可达蒙古草原及宁夏等地，南接华北

平原，关沟地处雄关古道之中，历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初期，

对北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关沟亦是蓟城(今北京)通往匈奴

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辽、

宋、金各代，此路有了很大发展。元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

修建站赤道路，帝王每年由大都去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

旗东)避暑，时称“京开御道”。明建帝陵于天寿山，由德胜门

至明陵称“京陵御道”。清代沿用了明代道路，并进行了整修。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公路发展不大，日本侵华时期，为了巩

固其统治，在昌平大修“警备路”、“惠民壕”。1945年后，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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