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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和改变。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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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或错名，错

位、错字；加之全县的大队都是以序数为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以破“四旧"为名，刮起

了一股乱改地名的歪风，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

来了很多不便。

为了适应四比建设的需要，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规定精神，从

一九八O年十月开始，至一九／k-年六月止，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在全县开展了地名普

查工作。以一比五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普查了县境内地名3366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

去作用的地名120条，纠正了错位，错音、错字、错名地名共601条，占图上地名的29．3％。

新增大队，自然村，人工建筑等地名1314条。同时对全县在地区内重名的23个公社和4个失

去原意的公社名称，以及655个按序数命名的大队和需重新命名的县城6条主要街遭，本着

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重新命了新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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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地名图、地名成

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按规定上交。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一比五万地形图，缩制成一比十五万的全县地

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

名概况材料共94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3203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

地名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和有关部门提供。除名胜风景

地的距离用交通里程外，其余里程皆用直线距离。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营山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营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



营山县概’况

营山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的丘陵地区，在东经106。257至106。58，与北纬30。54'至

31。247之间。北与仪陇县相连，西南与蓬安县毗邻，东北和平昌县相依，东南与渠县接壤。面

积约为l，635．63平方公里。

民国初年按规定办地方自治，全县设七个区：双河、老林、通天所属尽为山地，时人称为

“上三乡刀J城守、回龙、小桥，骆市所属半为平地，称为“下四区刀。1933年，红军曾子

县地建立县、市苏维埃和】，0个区、67个乡苏维埃。1936年改为三个区、二十蹬个乡镇，同年

又将乡镇划为三十二个联保。1941年新成立五个乡，全县共二十九个乡镇。1942年全县设五

个区署。1943年增设三元乡，共三十个乡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的行政区划复经多次调整，1952--1954年，先后将仪陇县的

文殊乡和复兴乡的三个半村，蓬安县三星乡的九个村，高峰乡的七个村，金甲乡的二个村划

归营山县；将营山县的阳通乡划给仪陇县，万寿乡的四个村划给蓬安县。面积比建国时

1，764平方公里减少133．1平方公里。辖城守，骆市，小桥，老林、消水、双河，新店、回

龙、绿水，星火等十个区，六十八个公社和一个城守镇。共655个大队，5，794个生产队。

1980年底有183，202户，768，90G人，主要为汉族，藏、回、苗、布衣、高山等少数民族仅三

十二人。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471人。营山县人民政府驻城守，距省会成都直线距离240

公里。

(二)历史沿革

据明万历和清同治《营山县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今营山县地为巴子国的属地。秦惠

文王后元五年(公元前316年)张仪，司马错亡蜀灭巴后，废巴子国改置巴郡，县地遂隶巴郡

领辖。汉承秦制推行君j县制度，于今渠县土溪公社置宕渠县，县地属其属地。梁武帝天盟六

年(公元507年)分汉宕渠县西南部地和安汉县西部地置相如县(今蓬安县)， 今营山县西

南部为相如县的属地。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相如县地置朗池县(治今营山县城守镇)，以临古朗

池为名。隶属果州(今南充市)。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朗池县改隶蓬州(州治今仪陇

县二龙公社)。同年，并朗池入相如县。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复置朗池县。宋朝大中祥符

五年(1012年)改朗池县为营山县，取治地四山环绕如营里状为名。

比唐武德四年置朗池县还早八十多年的南朝梁，在大同年问(公元535--546年)分汉宕渠

县地，于今营山县地上还建立了绥安(治今三元公社)，安固(治今安固公社)，宕渠(治今

黄渡公社)等三个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绥安县名咸安县。唐至德二年(公元

||i；；◆■y缴．，立；，i；o≮誓_，黎一。，．黪，



757年)又改名为蓬山县。宋熙宁三年(1070年)降蓬山县为镇并入营山县。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固县更名为良山县。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省宕渠县入

良山县。五年，降良山县为镇，合入伏虞县(治今仪陇县义路公社)o建炎三年(1129

年)复置良山县。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省良山县入营山县。从南朝梁到唐代在今营山县

地建立的四个县，从此归于一统。

明、清两代，县地无重大变革。唯于明末清初之际，县城既遭兵燹，又罹火灾，焚毁殆

尽，黎庶无几，顺治四年(1647年)乃迁营山县治于灵鹫寨(今灵鹫公社)，康熙六年

(1667年)才还县于今治，隶顺庆府。1914年改隶四川省嘉陵道。

1935年国民政府将四川省各县划成十八个行政督察区。营山县隶属于第十一行政督察区

(督察专员公署驻今南充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营山县隶川北行政公署南充专区。1969年隶南充地区o

(二)自然条件

营山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略向东南倾斜。中部偏南沿营山河两岸为浅丘带坝区，海

拔300米左右，最低处是鱼家滩，海拔257．4米，相对高小于100米。位子中部两侧为丘陵

区，龙顶观海拔641．4米，南面的龙王寨海拔696．3米，西边的鸡公梁海拔596．3米，琵琶寨

海拔582．2米，一般海拔300一500米，溪沟与上峰相对高差200一300米。余为低山区，东

部陈大寨海拔889米，为全县之颠。西北部猫尔山海拔758米，北部蓼叶寨海拔831米， 以及

黑马山海拔789．6米。一般海拔400一500米，相对高差300一400米。 ，

县境内出露四组地层：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分布在营山穹窿一带，属浅丘带坝地貌；

侏罗系中统遂宁组，主要分布在营山穹窿两侧，多为高丘中谷或中丘中谷地貌，侏罗系上统蓬

莱镇组，主要分布在青山、新店至二龙公社一线与消水、普岭至明德一线以北及柏坪，凉风一

带，主要为低山窄谷地貌，次为中丘中谷地貌；第四系全新统，近代河流紫积物，零星分布在

消水、仪陇、营山，流江四条河流的沿岸，形成河漫滩和一级阶地，土层深厚，矿物成分复

杂，养分量较高，但易遭洪水淹没。

营山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具有气候湿和，降水充沛，四季分明，冬暖秋短，降水集

中，多秋雨，夜雨，风力小，湿度大，日照少的气候特点。累年平均降水量1054．2毫米，最

多1412．1毫米，最少779．3毫米。旬降水量的高峰期为：五月下旬前后，六月下旬至七月上

旬和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降水量集中容易出现大雨暴雨。由于时空分布不均，四季都出现过

旱灾，就其危害程度而言，则主要是春旱，夏旱和伏旱三种，尤其是伏旱危害最大。据二十

二年的气象资料统计s春旱出现严重的五年，一般的四年，夏旱出现严重的二年，一般的六

年，伏旱出现严重的八年，一般的亦为八年，只有二年没有旱灾，具有“十年九旱力的特

征。全县无霜期为299．5天。热量足，年平均气温17．3。C，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6．10C，

最热的七、八月，平均气温27．8。Co最大风力9—10级，多为偏东风。

营山主要河流有仪陇、消水，营山三河在黄渡汇合后称流江河，向东流经渠县注入渠

江。这蝗河流落差大，陡坑多，不利航行，但易拦河筑坝，装机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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