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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抖郡fq摸索出再生稻种值经验，提高了水稻

产量。图为西郭公社社员在为再生稻施接生肥

铜梁丝厂所产生丝远销日本，瑞士。图为铜

梁丝厂缫丝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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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坑水电站

桥 亭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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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在土桥公社出土的商代方鼎

一九七六年兴修西郎水库挖掘出二万年前的古人头

化石、石器等，专家认为代表了一新的区域性文化，被

中国科学院命名为“铜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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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岳茶场茶园一瞥

质地优良的铜粱锦橙



邱少一i纪念碑

西温泉游泳池



开面为(5×8．2)米，离地高30*的石英电子塔钟耸立在县城巴川镇中心



西泉造纸厂

铜梁绸厂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受到外商好

评。图为职工在严格检验产品质量



“铜粱龙灯”工艺精湛、盛名国内

培江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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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与改

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

的含义不健康，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认难记，有的与图上名称不符，或错位、错

字，错名，也有相当一部分生产大队以序数为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黟时期，大搞地名

“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

便。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遵照国务院(1 9 7 9)3 0 5号文件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及永川地区行署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至一九八一年五月

止，以7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

映地理特征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简明确切、易写、易读、易记的原则，对全县重名的

l 2个公社及2 O 4个生产大队，进行了调整，重新命了名，以1 s 5万地形图(一九

六。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内地名2，4 2 7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5 6 8

条，删去了已不存在的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5 3条，新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及其驻地名

l，O 8 3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成果

表，地名卡片，地名图、地名概况)，经省，地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所形成的地名普查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县

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演变过程。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

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铜梁县地名

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及群众的需求。

《铜梁县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l：5万地形图，缩制成l：8万的全

县地图，标注了全部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搜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

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7 9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

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和名胜古迹等地名3，5 9 O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

语拼音，并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等作了简易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为一九七九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数，人口为公安

部门一九七九年统计年报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一九八。年地名普查实数，其余为

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铜梁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本地名录不作为划界标

准。

． 铜梁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



铜梁县概况

铜梁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东南靠璧山县，南连永川县，西南与大足县相接，西北邻

潼南县，东北界合川县。面积l，3 7 9平方公里。北纬2 9。3 l 7～3 0。o 5 7，东经

1 0 5。4 6，～1 o 6。1 6 7。从县城东南去重庆市1 0 3公里，西去成都市3 4 5公里。

驻地巴川(原名城关)镇。辖l O个区、3个镇、6 O个公社、5 7 4个生产大队、4，2 3 8

个生产队、l 3个居民委员会。共有1 7 0，o 9 6户，7 3 5，l 8 1人(其中非农业人

口4 6，6 9 1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7 3．2％，其中男3 7 7，6 5 2人，女3 5 7，5 2 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 3 3人。多为汉族。

一、历史沿革

铜梁，夏禹时属梁州之域，周为巴国之地。周武王克商，以宗予封于巴，赐爵“子"，

称为巴子国。秦并天下，废封建，行郡县，于旧巴国地设巴郡，并置垫江县(合州)。齐梁

间，于垫江置东宕渠郡，县改为宕渠县，西魏置合州，郡复称垫江郡，县改为石镜县。隋初

废郡。武周长安四年(公元7 O 4年)，设置铜梁县。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 3 5年)，分

铜梁之东、石镜之南两县地，设置巴川县。铜梁、巴川均属合州。乾元元年(公元7 5 8年)，

分巴川县设置大足县。北宋熙宁四年(公元l O 7 1年)，废赤水县(县治今合川万寿公

社)并入铜梁。熙宁七年(公元l 0 7 4年)，又复置赤水县。元至元十七年(公元l 2 8 O

年)撤巴川县并入铜梁，迁县治于铜梁旧址(今巴川镇)，仍属合州。明天顺年问筑石城

墙。成化十七年(公元l 4 8 1年)划铜梁之西北，遂宁之南两县地，设置安居县，直属重

庆府。清康熙元年(公元1 6 6 2年)，铜梁、安居二县并入合州。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l 7 2 2年)复置铜梁，废安居县并入铜梁县。民国二年裁府，隶属川东道。民国二十三

年裁道，直属四川省政府。民国二十四年，省设置行政督察区，铜梁隶属第三行政督察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解放，隶属四川省璧山专区。一九五一年改为江津专区。一九A．--年

改为永川地区。

据《合州志》记载，楚灭巴后，封庶子濮江之南，号铜梁侯。另据《铜梁县志》记载，县

东7 0里，合川县南5里，嘉陵江南岸，有“小铜梁山’’。山岭平整，屹若玉屏，石梁横

亘，斜阳辉映，其色如铜，因而得名。侯因山命名，县域因早年属侯封境，因此得名铜梁
县。

1、f lf



解放前后均辖4 4个乡、镇。一九五。年初全县设置了6个区。同年增设为8个区、

4 4个乡，镇。一九五二年增设为l 1个区、4 6个乡，镇。一九五三年将第六区(板桥

区)划归永川县。一九五四年为1 1个区、9 7个乡，镇。一九五五年并为7个区、5 8个

乡、镇。一九六一年又扩为1 O个区、6 O个公社、3个镇至今。

二、自然条件

铜梁县地处盆中丘陵与盆东平行岭谷的交接地带。因两山地的顶部有石灰岩出露，经流

水侵蚀和溶蚀而形成“一山、二岭，一槽”和“一山、三岭，二槽’’地貌。河流的切割．形成

由西南向东北一狭长丘陵低山形，从东南向西北逐步开阔。构成低山槽谷、山麓深丘，单斜

深丘，馒头状中丘、方山中丘、缓丘宽谷、浅丘、浅丘带坝、平状高丘、台阶地，丘间又有

老冲沟纵横，多水稻田等。土壤多为棕紫泥、红棕紫泥、灰棕紫泥、暗紫泥、冷沙黄泥、矿

子黄泥和新老冲积土壤。涪江及其支流沿岸一带有小坝断续分布，这一带j▲质较肥沃，宜以

粮为主，多种经营，两山则以经济林木为主，经粮结合。西温泉山的燃灯舷县内最高点，
海拔为8 8 6米，人和场是县内最低点，海拔为1 8 5米。丘顶海拔一般均为2 2 O～3 2 O

米。相对高度多在2 0～6 O米之间。全县幅员面积1，3 7 9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地(中、浅、

深、缓丘)占8 2．5％，低山、槽谷、丘间槽谷占1 6．5％，高台、河谷阶地约占1％。

主要山脉有东山(又名毓青山，西温泉山)，西山(又名巴岳山)，六赢山。均为岷山

山系。东南走向有白马岭至德阳县北为鹿头山，再东南行走至永川，大足两县间分三派支脉

入县东南境。层层折皱，如梯如屏。居东南者名东山，次日西山，近县城者为六赢山。东山

斜亘东南境与西山对峙，在县境内长约5 5．6公里，宽约5公里。西温泉山与永川、璧山县

界岭分治。在山的中段有“汤峡口"峡谷，是绵(阳)璧(山)公路的要隘。附近有一岩洞，

常年都有温泉水长流，其温度为3 5。C，建有游泳池，因位子重庆之西，故名“西温泉”。

游泳池两旁山问竹木青翠，夏秋气候凉爽，是人们避暑佳地，堪与南泉、北泉相媲美。也是

由重庆到大足参观宝顶石刻的国际、国内旅游者中途休息地。西山斜亘，西南与东山对峙，

相距约为2 O公里，南北长约3 O公里，宽约3公里，香炉峰之巅是最高点，海拔772．5米。

山的北端即“巴岳山"，山顶有巴岳茶场，种茶1，O 5 O亩，年产茶8 O 0多担。据《铜

梁县志》记载：明宣德年问(公元1 4 3 O年左右)就开始种茶，距今有5 5 O余年的历

史。当时所产的靠云雾茶’’，专供蜀王府。现所产名茶“高香红碎茶"畅销美国，荷兰。两

山蕴藏有煤矿、铁矿(鸡窝矿)、天青石和凝水石(白石)等矿藏。树木有马尾松、杉、柏、

青相，樟、楠，竹类等。

河流有一江、两溪、三河，均属涪江水系，流经全县8 4％的公社。涪江发源于氓山南

麓松潘县境，经县北缘高楼公社入境，向东南经安居镇出境，过铜溪镇达合J『|县汇入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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