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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变更较大。郫县是四

个县，地名繁多i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有的古今迥异；有的名

健康，有的以序数命名，有的同名或一地多名，有的错字、错名，特别

间又大搞地名“一片红”等，凡此种种，都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遵照国务院《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

的指示精神，从一九八O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每一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沿革，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并本着尊重

定，反映地理特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就等原则，对地名进行了

理工作。对全县以序数命名的大队都重新命了名，对在地区内重名的公

行署批准后也更了名I全县各社、镇、大队的标准名称，已由县人民政

开展上述工作后，我们制成了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

又进一步充实，考证，提炼，核实，最后汇编成《四川省郫县地名录》。经省、市地名办公

室审查合格后送印。

本书辑录了我县的行政区划及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

迹等各类地名共1175条。并在每条地名后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考栏内对现用地名的名称，

来历，含义、概况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书所引用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数字，均来自县统计局一九八一年年报和其它有

关专业部门提供的资料，人口数和户数则取的是一九A-"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

今后，各单位和个人如使用郫县地名，应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编篡地名录是一项基础工作，其意义深远，要求严格，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

强，虽是一代人作，却为百代人用，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所以此书虽经多次修改，错误，

疏漏仍然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郫县地名办公室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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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概 况

郫县位于成都平原中部，东与成都市金牛区和新都县接壤，南与温江县为邻，西同灌县

交界，北与彭县毗连。地处东经103。437--104。037，北纬30。437--30。587。面积432．31平

方公里。1982年有居民97，570p，392，994J＼．(其中，男194，444人，女198，5509k．)，汉族

为主，还有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回、藏、满、羌、彝、蒙古、朝鲜等少数民族。现辖8

个镇、20个公社，263个大队、1936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郫筒镇，东距成都市22公里。

(一)历史沿革

郫县古名郫邑，昔为古蜀国国都，历史悠久。据旧志记载，早在三千年前，蜀王鱼凫氏

就从瞿上徙都至郫邑。《蜀王·本纪》说：“杜宇⋯⋯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华阳

国志·蜀志》载： “杜宇称帝，号日望帝，更名‘蒲卑～。他教民务农，治理水患，发展农

业，逐步形成后来“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的天府之国。

郫县建县在秦灭蜀国后不久，郫县之名，就是因“蒲卑之邑"而来。据《史记·秦本

纪》记载，惠文君后九年，遣司马错伐蜀，灭蜀后推行郡县制，境内始置县，属蜀郡。秦惠

文王后元九年，为公元前316年。此后，虽经历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县境的分合变化，但

县的建制和县名迄今近二千三百年，都没有变动。

郫县故城在沱江北。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遣张仪、张若筑郫城(今郫

筒镇)，周回七里，高六丈，略小于成都城。

郫县在秦代属蜀郡，西汉属益州蜀郡；王莽时改蜀郡为导江郡，郫县属导江郡。东汉，

三国蜀汉和西晋，皆仍属益州蜀郡。成汉时(公元303年)，李雄据郫，称大都督益州牧；

翌年，即永宁元年(公元304年)克成都，始移都成都。东晋，郫县仍为益州蜀郡领县，历

南朝的宋、齐、梁不改。北周属益州，为总督府辖县。隋属蜀郡，唐属剑南道益州，五代前

后蜀属成都府。宋，郫县属成都府路管辖。元属四川行省成都路，明、清俱属成都腑。中华

民国三年(1914年)，为四川省西川道辖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四川省第一行政

督察区辖县。1949年12月28日郫县解放以后，隶属于川西行政公署温江专区，1953年恢复四

川省建制后，仍为温江专区(后改称地区)辖县。1958年十一月，祟宁县撤销并入郫县。

1959年夏，郫县与灌县曾一度合署办公。1983年温江地区与成都市合并后，郫县隶属于成都

市。

随着历史的更替，郫县辖区范围几经分合，其主要变化情况如下：

从汉到清的区域变迁，按照《元和郡县志》、《大清一统志》和有关史籍的地理志综

析，汉郫县西部，从三国时起，分绵魇、郫、江源三县地置都安县，即今灌县前身，属汶山

(1’＼C：，
|



帝天和三年(568生F)废都安县并入郫县。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盂F)又废汶山县

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于灌I=I镇置盘龙县，武德二年(619盔F)改称导江县，明

改称灌县。

郫县东南部，从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分郫县南境，江源东境，置蜀郡，即温江县

前身。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又撤郡并入郫县I文帝仁寿三年(603年)再分置万春县，

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再并入郫县。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又置万春县，唐太宗贞观元

年(627年)改称温江县。

汉郫县北部，《四川地名考释》说“秦以天彭门北瞿上山地属郫县"。后周划沱江北的

郫县地为新置九陇县的一部分，今属彭县。

汉郫县的西北部，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分“九陇，导江、郫三县地"置唐昌

县，则天后长寿二年(693年)改唐昌为周昌。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又复称唐昌。宋太祖

开宝四年(671年)更名永昌，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改永昌称崇宁。明太祖洪武十年

(1377年)，并崇宁入灌县，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崇宁。清康熙元年(1662年)，并

崇宁入郫县，雍正七年(1729年)复置崇宁。

汉郫县东部，在唐则天后垂拱二年(686年)曾建置犀浦县，取李冰昔日所造石犀得名。

(见《水经注·江水》)至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废县，改县城为镇入郫县。犀浦县共

存在386年。

中华民国时期，郫县的区域没有什么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撤销成都县

时，将它原属的安靖、仁义、金泉，清溪，万福五乡划入郫县。1956年又将金泉、清溪乡和

万福乡的部份村全部划归成都市金牛区。

1958年11月撤销崇宁县时，将全县一镇十乡全部并入郫县。1959年7月，又将其中的丰

乐、桂花、庆兴、君平四乡划归彭县管辖。

郫县原来的区域。在蜀汉时开始分为都安，在西魏时又分为温江，后周时更分为九陇，

唐时再分为唐昌的部份或大部份地区，以后又几经分合，形成了现在的区域。

县内行政区划：汉代分为乡、亭、里三级。宋代为乡、里。明代为里，甲。清代前期为

村、甲，末期为团、甲、牌。光绪年问改村甲为团甲。全县由七村十二村甲改建为48团，团

下设甲，甲下为牌，大约沿甲到1900年前后。光绪末年在团甲之上增设一镇三乡。民国初，

沿用清末一镇三乡。民国九年(1920年)四川军阀割据，在防区内推行区，乡，保，甲制。

全县划为一区、一镇、三乡，下属48保。民国十九年(1930年)缩小区乡范围，增加区乡数

日，改划全县为10区，109乡。民国24年(1935年)推行联保制。全县划为13个联保，3 1 3

保，保下设甲。民国29年(1940年)，全县又重新整编保甲，划全县为3区、2镇、1 0乡。

乡、镇下为保甲，全县313个保，2945个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划全县为2区、2镇、

19乡，乡、镇下仍为保甲。全县共276保，2979甲。

郫县于1949年12月28 Fi宣告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来，县以下机构设置常有变

动。解放初，县人民政府对旧乡保人员采取暂时控制使用办法，原有乡、镇、保甲暂时维持

不动。1950年秋，全县各乡先后成立乡农民协会，保成立农协分会，下设农协小组，取代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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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政权；同年十月下旬，废保甲制度，建立乡村人民政府。1952年土地改革后，整顿调整了

乡、村政权，划全县为2镇，24乡。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实行政社合一，取消了乡人民委

员会，全县划为2镇，21人民公社，公社下设生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再下为生产队。此后，

社队规模常有变化，1962年为4镇，19人民公社。1980年重新建立县、镇、乡人民政府，大

队下设生产队的编制。当年，全县为3镇，20公社，256大队，1931生产队。到1981年底，全

县县以下区划基本保持不变。

注：1985年安德、团结、三道堰，花园场乡均由乡改成镇的建置。

(=)自然条件

郫县地处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地势自西北微向东南倾斜。地质上经历过次冰期、间冰期

的更迭变迁。除横亘于县西北边缘、面积仅4平方公里的横山子为冰渍台地外，其余均为岷

江冲洪积平原，海拨在507—630米之间。海拨最高处是横山子，为653米；最低处是县东部

的雍家渡，为508米。平原占全县总面积的98．89％，土壤都为灰色水稻土，多数是油沙田，

能保温、保肥，土质肥沃，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加上农田基本都能自流灌溉，无早涝之

虑，所以本县自古就有“膏腴，，之称，是形成“银郫县”的得天独厚的优裕条件。横山子的

土壤为黄色粘土，不到耕地面积的l％，产量较低。

本县河流均属岷江水系都江堰内江灌溉系统的分支，内江四大干渠蒲阳河、柏条河，走

马河，江安河都流经我县，入境后或分或合，构成了县内的蒲阳河、柏条河、毗河、府河，

走马河、清水河、徐堰河、江安河等8条干渠和锦水河、沱江河两条分干渠，和一条东风总

干渠。干渠和分干渠之下，又分为201条支渠、斗渠，2719条农渠和无数的毛渠和排水沟，形

成密如蛛网的排灌体系。于渠在县境内共长1 5 8公里，加上支渠，斗渠和农渠，总共长

1，712．25公里。

本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8℃I一月平均气温5．2℃，七月平均

气温25．2℃；极端最高气温为40．4℃，极端最低气温一5．2℃，县境西北部平均气温较东南部

低0．5℃。年平均无霜期280天。年平均降雨量971．8毫米，降雨多集中在五至九月。占全年

降雨量的80％以上。一般夏季多暴雨，秋季多阴雨，冬季干燥少雪。年平均日照为1300．1小

时，全年太阳总幅射能为92．3千米／厘米2。

(三)经济概况

1981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产值20，642万元，比1949年的4，068万元增长了4．07倍。

农业：全县现有耕地430，766亩，水田占绝大多数。有各型拖拉机1，746台，计33，384马

力，动力排灌机械1，443台，17，483马力，配套机引农具1，177(台)件，各种农用机械4，778

件。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小麦、玉米次之’经济作物有油菜、大麻、烟叶、蚕桑、大蒜、

川芎等，畜牧业以毛猪为主。1981年农副业总产值为12，552万元，比1949年增长1．45倍。其

中，农业8，559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的68．19％，林业183万元．占1．46％，畜牧业3，042万

元厶占24．24％，副业760万元，占6．05％，渔业为7万元，占o．06％。粮食总产43，57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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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比1949年增长1．25倍。其中．水稻种植面积401，941亩，总产32，046万斤，亩产797斤，

小麦187，346亩，总产10，239万斤，亩产547斤，玉米11，507亩，总产509万斤，亩产442斤。

油菜播种115，092亩，总产314，2万斤，亩产273斤，大麻1，525亩，总产17．2万斤，亩产113

斤，药材291亩，总产6．34万斤；大蒜2107亩，总产145．64万斤；蚕茧为1，994担，毛猪圈存

311，729头，出肥28万头；养蜂14，000群，家禽、畜72万只。社员人平集体收入230元，人平集

体分配135．7元(其中人平分现金36元；实物折价99．7元)；人平分粮617．4斤。

工业；解放前仅有几家私营酱园，两个锅厂和一些小手工业生产作坊，且技术落后，设

备简陋，产量极低。全县仅有的一个38千伏安的小型火电厂，其所发之电极弱，连少数户的照

明也不能保证。解放后本县工业发展迅速，现已拥有农机修造、机械、电焊机、商机、化

肥、化工、水泥，煤炭、水电、印刷、机砖、建筑、粮油加工、食品酿造、被服、刺绣、制

鞋等二百七十多个工业企业(其中县属全民所有制企业45个)。省属四川电器厂、地震仪器

厂、饲料厂和地区建筑公司也在本县境内。1981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8，090万元(不包括

省、地属企业)比1949年增长26．3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0．73％

上升到46．67％。

交通：解放前仅有过境的成灌公路和郫温简易公路，共长37公里，能通汽车，但路面、

路基质量均差。解放后，交通事业迅速发展。成灌公路和郫温路早已改造成平坦宽阔的柏油

路，以县城为中心通往邻县和各公社(镇)的公路与各公社，大队之间的机耕道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全县各大队基本上可通货运汽车。柏油路面于线公路达78．5公里。邮电通讯面貌

也大大改观，邮政线路和电信线路都比1949年增加一倍以上。

商业：1981年，全县共有各种商业网点993个，职工4，223人，还有84个代购代销点，个

体商业户也不断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296万元，为1950年的9 0倍。出现了市场繁

荣，购销两旺的兴旺景象。

(四)文教卫生

文化：在县文化馆和唐昌分馆协助下，公社办有文化站14个，开展了以馆、站为中心的

文化活动。县城内有川剧院、电影院，各社镇有影剧两用的礼堂；电影放映单位达26个。县

广播站已架通了县城至公社、大队的广播线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线广播网。收音机较为

普及，电视机也逐步深入城乡。县新华书店在三镇都设有门市，1981年发行各类图书219万

多册。图书馆藏有图书六万多册，杂志一百多种。县城内有业余体校、灯光球场、游泳池各

一个。

教育：1949年，全县仅有幼儿园2所，入学幼儿约230人：小学152所，学生22，932人，

初中3所，学生668人；共有中小学教IJ币629人。1981年，已有幼儿园11所，入园幼儿1，854

人；小学237所，学生57，537人，教职12，038人，中学35所(完中5所)，学生18，820人，教

职-1"_1，382人。县还办有教师进修校和卫校各一所。成都农机学院和省旅游校、省政法干校

也在本县境内。

卫生：解放前除县卫生院外，只在当时的区所在地有卫生院，其余为个人开业的药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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