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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赴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与变

化。我县地名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加上长期未作科学的规范处理，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重

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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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有少数已不复存在，失去作用；还有部份大队以序数命

名；部分新增的地名也没有标上。这种状况对国家四化建设和群众生活都带来很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九七九年《关于地名命名、夏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

精神，我县从1981年4月开始，至1981年12月底止，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地名普查工作。本

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采取实事

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按照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以及规定的审批程序，重新

命了部份新名。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xFJ3日印发了《关于公布全县各区、公耻、镇、大队、’

街道标准名称的布告》，其中更改了4个区(恢复原名1个)、20个公社(恢复原名4个)1T3个

大队的行政区划名称。通过普查，垒县共整理审定出标准地名3318条，在原有1：5万地形图

(1958年至1965年版)的基础上，删去不复存在的地名24条，改正了错位、错名、错字、错菅

135条，共159条，占图上原有地名3342条的4．8％；新增大队等地名333条，占图上地名9．9％。

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文字概现)，‘经绵阳地区地名

办公室检查验收，认为基本符合要求，已按规定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建国以来第一灰。I作比较细致、深入，资料此较齐全、系统；

墼个成果资料，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灰校核、审查，是具有—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

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

关怀和支持下，在县级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

川省梓潼县地名录》，j≥【满足广大使用者的需要。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1：5万地形图，缩制成I：17万的《梓潼县地

图》，标注了全部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主要河流、山脉等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

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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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拚昔，并在备注栏内，对

现用地名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有关工农业生产、人口等数据，均为县统计局1980年统计年报数，其余

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梓潼县地名，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 地名I作涉及面广，政治胜，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本地名

录辑录的地名，倚不能完夸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来源含义和更替考证，以及概

况说明，也可能有贻误的地方。单位或个人在使甩时发现新的问题，可向县地名办公室反

映，以便在必要时按法定程序，再次补充修订。

样灌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九月

，{tf



梓潼县概况

梓潼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地区西北部，川陕公路纵贯南北。县境东北部与剑阁县为界，西

北部与江油县毗连，东南与南部，盐亭县相望，西南部与绵阳市、三台县为邻。地理座标在

东径104。57，一105。27’，北纬31。25’--31。547之间。面积1439平方公里。全县1980年底有人
口359448人，比1949年增长82．4％，农业人口占垒县总人口的9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48人。民族主要为汉族，有少数回族。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位于绵阳市东北面56公里。

垒县辖6个区，33个人民公j吐，325个生产大队，2118个生产队，—个续(城关镇、辖7个

居民委员会)。1981年L2月经省、地批准，将自强公社和马迎公社部分地区合并，新成立了二洞

公社。至此，全县共有34个公社，327个生产大队，2222个生产队。其区、社隶属关系是：潼江区

辖潼江，青龙、宏仁、长卿、东石、三泉六个公j吐；观义区辖观义、双峰、玛瑙、交泰、石牛五个公

j吐；自强区辖自强，马迎、马鸣、建兴、二洞五个公社；许州区辖许州、仙峰、双板、小

垭、演武、河心、豢龙七个公j吐；黎雅区辖黎雅、白云、金龙埸、队龙、石古，仙鹃六个公

肚；金宝区辖金宝、宝石、定远、大新、文兴五个公社。

一、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蜀为梁州之域，境内巴、蜀=国监立。

梓潼为蜀国领地。《华阳国志》载，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秦惠王许嫁五女于

蜀，蜀王遗五丁迎之，迎到梓潼。其时，梓潼已为蜀国东北要隘(与蜀国世代为仇的巴国，

后期定都阅中)。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8年)，秦惠王遣司马错灭巴，蜀后，桴潼为蜀

郡领地。汉高帝刘帮灭秦，楚建汉后，於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分巴(郡)割蜀(郡)於梓淹筐

广汉郡(见《汉书》及《四川郡县志》)、分领什祁、新都、雒县(令广汉)，白水(今青

川)、葭萌(今广元及陕西宁强)、郭县(令三台)、刚匿道(今平武)等十一县。汉武帝元

鼎元年(公元前116年)置梓潼县。(县治在今北门外连枝坝)，隶属广汉郡，(郡治在今

梓潼牟家坝)。西汉末，王莽篡汉，建新王朝，(公元9--23年)，改“梓潼”为“子同”。

公元24—36年，公孙遗据蜀，国号“大成”，改广汉郡(郡治今梓潼东门外五里牟家坝)为

“就都”。东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阴平羌反，广汉郡治迁徙涪县(今绵阳市)。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割梓潼酉北鼍德阳县(今江油马角坝，东汉末德阳县迁趁宁，

改置德阳亭，隶属梓潼县)。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定蜀，称益州，建安

=十二年(公元217年)，刘备分广汉郡置梓潼郡(郡治在今梓潼东门外牟家坝)，分梓潼

县北部地区置剑阁县(今剑阁剑门乡)。梓潼郡分瓴梓潼、涪县(今绵阳市)、汉寿(令广

元及陕西宁强)、白水(令青川)、剑阁等七县，西晋因之。晋武帝司马炎秦始皇二年(公

元266年)，分梓潼县北部置武连县(今剑阁武连)，叉割西北地区置万安县(县治在今梓

潼仙峰乡)，韭将梓潼郡从盆州划出，隶属梁州(州治在令陕西汉中市)。晋惠帝大安三年

(公元304年)，李雄定鼎成都，称“成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李雄迁巴西(令阅

中)，梓潼=郡治于涪缄县(今绵阳市)，称“巴西梓潼郡”，梓潼仍蓬县。东晋永和四年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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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48年)，盆州剌史周抚，分梓潼西北全门(今江淮雁门)、百顷(令梓潼许州)、

长平(令江油文胜)三镇七乡置北阴罕郡(郡治令江油河口乡与百胜乡之阴平坝)。南北朝

时期的刘宋，叉割梓潼东部(今剑阁元山，开封等地)置华阳县(县治在今剑阁王河乡)，梓

潼仍鼍县。南齐、梁皆相沿之。梁天缢四年(公元505年)，北魏遣倚书刑恋，统军王足破梁

州，子晋寿(令广元昭化)置东益州，于梓潼置梓潼郡，隶属东盆州。西魏废帝二年(公元

553年)遣大将军尉迟遛伐蜀，破之，分巴西梓潼郡于梓潼置潼川郡(叉称潼州郡，郡治今

梓潼连枝坝)，于石牛堡蓬安寿县(县治今梓潼石牛乡)，隶属潼川郡，北周因之。隋文帝

开皇三年(公元5 8 3年)罢潼川郡，移安寿县于潼川郡治所(今梓潼连枝坝)。隋

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叉将安寿县还名梓潼县。唐分全国为寸道，梓潼县隶属剑南道

普安郡(郡治今剑阁城关)。五代之前蜀，后唐相沿之。两宋时期(965—1279年)梓潼县

属东川利州路(治地绵谷，今广元)隆庆府(令剑阁)。元初，阴平县毁于战火，其辖地划

入梓潼，梓潼隶属广元路保宁府(今阅中)、剑州(令剑阁)。明洪武六年(1373)年撤销江

油县建置，江油辖地饼入梓潼。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江油县。崇祯十年(1637年)李

自成克梓潼，以梓潼为老营，分兵三路攻绵州、潼川、江油。祟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

率军入梓潼与明十三省大军会战，大败明统军猛如虎的十三省大军和四川巡抚邵捷瘩的涪江

防线。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再灰率军至梓潼建太庙。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

清军入川灭“大西”农民政权，梓潼仍置县，属川北道保宁府。雍正五年(1727年)梓潼县

从川北道保宁府划出，隶于川西道成都府绵州。乾隆二十年(1755年)分绵州东北二乡(今

绵阳市朝其、柏林、太平、凤凰，中心，街子、玉河、刘家、徐家等乡)入桴潼割地。咸丰

五年(1855年)，东北二乡又还隶绵州。中华民国元年至十七年(1912年一1928年)，梓潼

县隶属西川道(道治成都)。民国十七年(1928年)取消道的建罾，实行“防区制”，梓潼

县为川军二十九军(田颂尧)防区。民国=十四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二梯队

进入梓潼，在梓潼县城和复兴鳆(今许州)分别建置梓潼、百顷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机构。。

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1934--1949年)．梓潼县隶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治绵

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2月20日梓淹解放，仍避县。隶属川西行暑区

绵阳专区。1953年恢复四川省的建厘。梓潼县政区亦有所变动，梓潼县之第三区：重华、文

胜(今百胜)、青龙(今马角)、青寿(今青林、厚坝)等乡划属江油县。江油县之大

安(今自强)，小垭、双板、黎雅、仙鹅、向阳(今白云)、金龙埸及剑阁县之马迎、仁和

(令金宝)，大兴，文星、宝石、：洞等乡划属梓潼县。梓潼仍属绵阳专区。

梓潼之名，秦汉时因有梓潼水横贯全境，故有此名。明清时叉褒其词日： “东倚梓林，

西枕潼水”，而名梓潼。或传吾，禹帝于尼陈山伐梓，其神化为童子，因而以为县名。(见

《舆地纪胜》186卷)。

梓潼地处川西北盈周山区，境内丘陵纵横，素有“团团万岭，如龙如蛇”之说，古蜀国

开国以来，梓潼即为通往中原的要冲，东有金牛道。西有金谷路，今

有要道穿越其境。《赘治通篮》称“梓潼失，成都危”，故历代视梓

=、自然条件

本县北靠龙门山区(或剑门山区)，南临川中盆地，潼江河由北

北高，西南低，形成由北向南的条状岭谷地形。相对高差在100米至2

为东西两个部分，潼江以东为深丘和低山区，约占总面积60％，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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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连绵，坡度较大．天皇山，龙台山、失峰山、寨子山，林竹山，双包山、七曲山等都集中

分布在这一带地区，位于马迎，马鸣两个公社交界处的旺瓢山，海拔高达911．6米，是县内

最高峰；潼江以西为浅丘和深丘区，坡度平缓，河谷两岸多形成阶梯状古地，现大都开垦为

梯田。从县北端的开化堰以下沿潼江两岸，多呈串珠状联结的冲积平坝，以中坝子，百顷

坝，楼子坝，西坝、东坝、魏家坝、自家坝、童家坝等为最著名，形成了本县主要的水稻产

区。

县境内的河流主要是潼江河(又名梓潼河)，发源于江油白阳洞，全长296公里，属涪

江水系。由北向南纵贯垒县3个区，13个公j吐，经交泰公社出县境至盐亭。再经射洪注入涪

江。潼江河在县境内长达100公里，河面开阔，一般在120至180米之间。水量较丰沛，但属

季节J陛河，年均径流20·93亿立方米，平时最小流量仅1·27立方／秒，汛期最大约69005坦Y
／秒，洪枯悬殊，故无航运价值。其它各小河星树枝状排列于潼江河两岸，其中主要有金天

河、双板河、石鸡河、马鸣河，石牛河、太平河、宝石河等，这些小河大多数源于县境内，

共同特点是河床低，．落差大，洪枯流量悬殊，其水源对农田灌溉十分有利。

本县具有亚热带气候的特征，气候温和，雨量较多，平均无霜期264天，年平均气温

16．5’C，极端最高气温为38．9。C，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6．7。C，活动积温为5210。C。年平

降均雨量902．4毫米，5--10月雨量占89％，11FJ一4月雨量占“％。主要灾害性天气是干

P，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冬干、春旱、夏旱和伏旱，此外，还有秋淋、冰雹、大风等，1981

年T月9日至13日，垒县共降雨304．了毫米，其中12日20时至13日20时，降雨达222．7毫米，

潼江水位猛升到9．5米，最高水位达到海拔475．76米，超过1945年最高水位0．06米，是本县

历史上罕见的一灰特大暴雨，并由此而造成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

县内的土壤主要是由白犟系砂泥岩母质发育的土壤，有泥土、紫黄泥土、石骨子土、牛沙

牛泥土，约占总耕地面积的60‰其灰还有新冲积母质发育的土壤，有绵沙土，紫泥土，沙
土，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5％；另外还有老冲积黄壤母质发育的土壤，如黄泥土、夹石黄泥土，

姜石黄壤土，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

本县森林集中分布在低山区的部分公础，森林复盖卒7．2‰树种主要有柏树、桤木，

马尾松等。位于县城以北十五公里处的国营林埸是建国后新建的，面积13000亩。其中新造

人工幼林11400亩。目前，全埸有四分之一的面积已进入抚育间伐利用期．预计一九九O年

可开始闻伐。几年来由于植树造林工作普遍开展，不少j吐队成效显著，其中三泉、建兴公祜

已成为垒县的缘化公：i畦。

三、经济概况

本县属农业县，国民经济总收入主要来自农业。1980年，垒县工农业总产值12513．2万元，

(按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其中农业总产值达10051．2万元，占80．32％，全县人平产值

293·7元。

农业：现有耕地面积为539459亩，其中田230112亩，地309347亩。主要粮食生产有水

稻，小麦，玉米，红苕。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花生：红麻，蚕茧、水果等。此外，养猪，

牛、羊等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渔业发展也有了新的起步。梓潼县由于历史_EJJ(旱灾害频

繁，远在二百多年前，劳动人民为了抗御自然灾害，就在县最北端60华里处的双板高寨和县

西北5华里的龙口两处，分别修建了唯一的小型水利工程开化堰、宏仁堰，引潼江水灌田

3000亩左右，因IEl社会根本不重视农业，仅有的两处水利工程也年久失修被废弃—边。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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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彻底改变农业落后状况，实现农田稳产高产、旱涝保收f

垒县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在平坝地区积极规划治理旧渠系，改造低产田，在

深丘和山地区大力修建水库、塘堰和提灌站。这样，·一方面使古老的宏仁堰、开化堰焕然一

新，另—方面垒县叉新修了水库160座，lII平塘9639口，石河堰103道，提灌站90处，I程总

蓄水量达到13601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可达24．46万亩，保证灌溉面积18．25万亩，其中

有11．89万亩农田能旱涝保收。座落在县西北许州公社蒙古梁右侧的东方红水库，是本县规

模最大的水利工程，这座水库从19T1年底动工修建，历时五年时间建成，积雨面积为53．2平

方公里，总库容量1951万立方米，总干渠5条长60余公里，支渠31条长180公里，可使3个

区、13个公J让、48个大队、311个生产队同时受益，灌面3·96万亩。由于狠抓了水利设施，

不仅大大增强了抗旱能力，而且也推动了全县改良土壤，平整土地，造田造地，大积大造肥

料等项建设，为全县农业增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80年垒县粮食总产量达32354万厅，

创造了历史上最好水平，此一九四九年增长2．46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949厅。1980年

全县种水稻19．9万亩，亩产8C8厅；小麦21．3万亩，亩产253斤；油菜3．9万亩，亩产168斤；

花生2．3万亩，亩产148斤；棉花5．7万亩，亩产79斤；生猪存栏数21．2万关，出肥12．3yj头；

粮贪征购3840．1万斤，议购1509万斤。j吐员人平分粮648厅，蚕桑、水果、渔业等都有不同程

度的发展，1980年蚕茧产量9990市担。与此同时，农村杜队企业也发展较快，1980年底统计，

企业单位有625个，总产值704．91万元。

工业：建国前，本县只有零星的小手工业。建国后，工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发

展较快，目前，工业企业主要有机砖厂、农机修造厂、酒厂、酿造厂，糖果厂，粮油加

工厂、布鞋厂、服装厂、印刷厂等。机砖厂年产红砖1300万块，农机修造厂已具有生产粉

碎机、空气锤、喷灌机及以大修各类公路车辆的能力。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2462万元，

比1979年增长16％。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品不仅数量增加，而且产品质量也逐

步提高。久负盛名的传统产品“梓潼酥饼”和“梓潼千佛大曲”，分别被坪为省、市优质产

品，畅销省内外。此外，县办的设计年生产能力为合成氨5000吨，农用氨水25290吨盼氮肥

厂、，年产硬质纤维板2000立方米的纤维板厂和纸厂已投入生产。

交通：县内交通主要是公路。建国前，只有川陕公路途经县境的石牛罗汉桥至演武埸一

段、长41公里。建国后，公路交通发展很快，新修了县城到各区，耻的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达

431．2公里，其中省道IT9．3公里，县道84．2公里，专用道46公里，主要社道121．7公里，垒

县各区、j吐均通公路，大队基本都有机耕道，全县已基本形成了公路交通网。1980年全县共

有各类汽车146辆，客运量525700人次，货运周转量2940500P屯公里。同时，本县与临近的

绵阳、江油，剑阁、盐亭等县市都有班车运行。由于交通便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

城乡市埸的繁荣。昔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状现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本县邮电事业

发展迅速，全县有5个邮电支局，3个自办邮电所，26个公社邮电代办所，各区、j吐和部分

大队均有邮路和电话线路，邮电网路基本普及垒县。

．商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增产增收，进—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网

点普迈增加，集市贸易生气蓬勃，市埸购销额大幅度上升，垒县有各种商业及饮食服务机构

(包括农村各类商业网点和个体商业)872个，经营和服务人品3530人。1980年农付产品采

购总额3684万元，此—九七九年增长IT．96％．1980年商品销售总额5331万元，此—九七九

年增长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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