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慵
曲声辛笋毒乏二t；

咿l弋淞

浠’县

016966
_-————————一

地多最

灌县地名领导小组编



四川省灌县地名录
8 I CHUANSHENG G UAN×IAND I M I NGLU

灌县地名领导小组编



四川省灌县地名录

(内部资料)

四川省灌县地名领导小组编

四川省灌县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1／16开本

插页5 地图1 字教180000

印数3000 1983年出版

H

_

鬯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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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指出l “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际

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

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做好"。为了加强对地名

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我们遵照国务院的有关指示，在四川省人民

政府和温江地区行政公署的统一部署下，于一九八。年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进

行地名普查，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五个多月。在此期间，我们以国家

测绘总局115万地形图(灌县部份)为基础，实地核对，共普查了灌县县境内的地名2280

条。经过普查，纠正了原图错位的10条，错字，错音的136条，删去了不复存在和已失去

作用的地名177条，新增加了地名501条。对重名和以序数命名的公社、大队重新命名。

地名普查成果业经上级检查验收，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根据全国地名工作座谈会关于“已经结束地名普查的县(市)，应着手把普查的资

料编辑成册"的要求，我们将普查成果汇编成《灌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

需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中的《灌县地图》，主要依据国家测绘总局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绘制

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核对我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缩制成二十万分之一的灌县地图，

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自然实体等地名。

本地名录辑录亍地名普查中整理的((灌县概况》及其它地名概况共47篇。其中工农

业及财贸等方面的数字，系一九七九年县统计部门年报数， (县工农业总产值按一九八

。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口系公安部门一九七九年统计年报数，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

供，全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

本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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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等地名共2070条。均加注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地名的

方位、名称来源及含义等作了简明备注。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灌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灌县地名领导小组



i、『n

、 一?歹一
一 ⋯

、 HSa2 I娃培岩

灌县行政区划图 )，一二矗j竺爹≮L?
“”

蜮焱t警。÷t⋯法／ 灌口镇略图

0。器糕|』|』毫∥√笋<戳j&。j‘j≮j√

一
≯荔
一

＼，～．㈨ ，』

∥j““鬈≤《：趣^。2‘噔一b— j，i≮。^t l，，

图 例

辞ttillilliliiil——俄肇
。 公仕鼬 j}量

。j泓驻地∥j￡三= 河蠢，illll

．-一一薯■ ‘ m■

一⋯ §＆■

1：200000

l口rf，‘



i

：{

d

I

灌县、概 况

． 灌县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北部。县境西北与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接壤，东与彭

县毗连，东南与郫县、温江县连界，南与崇庆县为邻。地跨东经103。257～103。477，与

北纬30。451"---31。22 7。南北长约68公里，东西宽约为34公里，全县面积1211．19平方公

里。因地处都江堰灌溉工程渠首，故名灌县。一九七九年底全县共有107，360户，人口

47．9万，比一九四九年增长57．6％。其中：男24．5万，女23．4万。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

里397人(其中坝区756人，山区61人)。民族主要为汉族，并有回族等兄弟民族。现

辖3个镇，27个人民公社，336个生产大队，2341个生产队。县治在灌口，位于成都西北

55公里，东经103。377，北纬30。59 7，海拔高度722米。

(一)历史沿革

灌县古为蜀国地。秦时隶于蜀郡的郫县，北部为湔氐道。汉为郫、绵磊、江原三县

地。蜀汉于导江铺鼹都安县，于灌口置湔县。晋宋时称漫官县。北周天和三年(公元五

六八年)都安县并入郫县，别于灌口置汶山县。隋初废汶山县，以其地归郫县。唐武德元

年(公元六--／k年)于灌口置盘龙县，后改称导江县，移治所于导江铺。贞观七年(公

元六三三年)改为灌宁县，别于灌口置镇静军，管四乡。垂拱二年(公元六八六年)恢

复导江县，属彭州。南齐永明初于江原县地置齐基县。北周天和四年改齐基县为清城县

(县治在今徐渡公社杜家墩子)。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O年)改清城县为青城县，属

蜀州。五代孟蜀时改镇静军为灌州，辖导江、青城二县。宋乾德四年(公元九六六年)改

灌州为永安军。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改为永康军，辖导江、青城二县。熙宁五

年废军为寨，导江县属彭州，青城县属蜀川。熙宁九年改寨为军，仍辖导江、青城二

县。元代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年)因青城、导江二县户少，去县合为灌州，属成

都路。明洪武中改称灌县，属成都府。清代沿袭此制。民国三年灌县属西川道。民国二

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属四川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灌县解放后

属温江专区。一九五二年将原属汶川县的龙溪乡划归灌县。一九五七年将原属灌县的漩

口乡、水磨乡划归汶川县。一九五八年底灌县太平公社(今青城公社)曾一度划归成都

市金牛区，一九六。年重归灌县。

北宋淳化四年(公元九九三年)青城县王小波、李顺率众起义，提出“均贫富"的

口号，席卷两川，并在成都建立大蜀农民政权。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张

献忠所建大西农民政权在灌县青城山等处留有遗迹。清末兰朝鼎、李永和农民起义军也

曾在灌县屯驻。辛亥革命时，县人张捷先参加同盟会任保路同志军西路军大统领，率众

英勇奋战。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灌县地下党组织在县内坚持革命斗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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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

本县地处成都平原与川西北山区两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呈阶梯状，兼有山地、丘陵和平原。最高处为虹口公社光光山，海拔4582米，最低

处为沿江公社清凉大队三滴水，海拔592米。灌县山脉在地质构造上属于龙门山构造带。

地震烈度为七度区。在地貌上以岷江为界：河东诸山属龙门山脉，河西诸山属邛崃山

脉。矿产有煤、铁、石灰石、石英、砂金、铝土等。平坝以宝瓶I=l(海拔722米)为顶

点，向东南呈扇形展开，平均坡降为5．08‰。在全县总面积中-山丘面积占65．79％，平

原占34．21％。

全县林用地面积833371市亩，现有林面积380530亩，占宜林地总面积的45．7％o森

林复盖率22．9％。多为常绿阔叶林和针阔叶混生林。全县中华弥猴桃野生资源较丰富。

全县土壤：平坝为冲积平原水稻土区，丘陵多为黄壤紫色土区，中山为冷沙黄泥、矿子

黄泥，高山多为暗棕壤、灰化土、草甸土。本县属岷江水系，岷江千流由西北至东南纵

贯全县，将县境分为河东、河西两大地域。都江堰灌渠密布，自流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

的86．9％。可供开发的水力资源共有22．77万千瓦。目前县内已建水力发电站238座，全县 ·

总装机容量共2．46万千瓦。本县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5．2℃o一

月份平均气温4．6％3，七月份平均气温24．7℃。极端气温最高为34℃，最低为一5℃。无霜

期269天。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0％。年平均降雨量1243．8毫米，80％集中在五至九月

(冬千、春旱，夏多暴雨、秋天阴雨连绵)。最多风向频率为西北风。年平均风速为

1．3米／秒。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049tb时。

(三)经济概况
●

一九七九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426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442元‘不包

括省地企业人口)。现分述如下；

农业：一九七九年有耕地48．4万亩(按农业人口38．8万人计算：人平耕地1．23亩，

劳平耕地3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65％)其次是小麦、玉米等。

经济作物有油菜、大麻、桑蚕、土菸、茶叶、生漆，棕片等。药材以川芎为大宗，兼有

泽泻、红梅、丹皮、黄柏、苡仁、厚朴等。其中川芎为全国主产县。青城茶也久负盛名。 ．

县内有四川省中药材公司养鹿场。畜牧业主要有毛猪，山羊等。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平坝彻底规划治理lEt渠系，’改造低产田。在山丘地区

修建水库和电力提灌站，共新增灌溉面积1．37万亩。一九七九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3143万

元， (其中：农业8111万元，林业874万元，牧业2064万元，付业2085万元，渔业9万元)。

一九七九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3．67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80．9％。每个农业劳动力平

均产粮2200斤，农业人口平均占有粮食946斤。全县水稻34．9万亩，亩产694斤，小麦

15．4万亩，亩产430斤，玉米8．8万亩，亩产474斤，油菜6．8万亩，亩产179斤，大麻0．7

万亩，亩产109斤；川芎1．5万亩，亩产175斤。一九七九年产细茶1261担，产蚕茧3139

担。一九七九年毛猪出肥数17．4万头，年底存栏数34．95万头。山羊一九七九年年底数1．4



万头。一九七九年粮食征购(原粮)8088万斤，超购617万斤，社员人平分粮522斤，集体

农付业总收入7310万元，社员人平分配收入106．6元，其中现金27．1元。社队企业总产值

218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6．6％。到一九七九年全县有拖拉机1664台，农机总动力34462

马力。至一九七九年底，全县共有产气使用的沼气池3．61万口。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石器、玉器、土碗、饭锅、制茶，小煤窑和小农具等小手工

业生产。解放后工业生产发展较快，现已拥有省、地、县办的机床制造、农机制造、汽

车配件，彩印、化肥、建筑材料、纺织、地毯、制革、造纸、缫丝、玉雕、陶瓷、粮油

加工和食品酿造等行业。计有省属厂矿6个，地属厂矿5个，县属国营厂矿25个，集体

厂矿252个。其中宁江机床厂和木工机床厂的机床，都江地毯厂的地毯和灌县制革厂的皮

手套均远销国外。一九七九年县办工业总产值达6285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8．3倍。一

九七九年县办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原煤79192吨，发电量1960万度，碳氨24983吨，水泥

26451吨，机制纸4084吨，红钒钠245吨，男工地毯5259平方米，皮革3．43万张．饮料酒

853吨(其中茅梨酒146吨)。

交通：解放前仅有成灌公路灌县段和简易公路共51公里。解放后新建成阿公路灌县

段17公里，改道新修16公里，县社新修公路158公里，一九七九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306

公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5倍。各社镇均有公路相通。全县共有汽车1260辆(县属259辆)。

解放后新修成汶铁路，灌县境内共长11公里。每天有列车开往宝成线清白江站。

商业：本县地处成都平原进入阿坝州的咽喉要道。历史上一直是山货药材和茶叶等

物资的集散地，商务较繁荣。一九七九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8，674万元。每年举办

“清明"物资交流大会。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一九四九年全县有小学167所，在校学生16500人，初级中学3所，在校

学生620人。一九七九年已发展到小学337所，在校学生73298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3．4

倍，小学入学率96．6％。中学发展至J]44所，在校学生28862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45．6

倍。此外，县内还有省和地区办的中等专业学校6所，一九七九年在校学生3368人，中等

技工学校5所，一九七九年在校学生820人。

文化事业：有县文化馆、新华书店、文物保管所、电影公司、川剧团、少年宫，工

人俱乐部、青城山管理所各1个。城内有影剧院6所(县办3所，其余厂办)。电视转

播台1座。县广播事业管理局已在全县基本建成有线广播网。目前全县已有公社宣传文

化站12个，公社电影放映队23个。体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有业余体校1所。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县卫生院和红十字会医院各1所，病床共6张，医务人员14

人。二一九七九年县、区，公社(镇)医院已发展到42所，病床共891张，医务人员1043入。

大队合作医疗站199个。还有县卫生防疫站、县血防站和县妇幼保健站。



(五)名胜古迹

县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江堰。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城山天师

洞。此外，还有上清宫、建福宫、长生宫、园明宫、玉清官，普照寺、灵岩寺，般若

寺，上皇观及奎光塔等名胜古迹。灌县有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幽美的自然风光和著

名的文物古迹，现巳成为四川省旅游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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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口镇概况

灌口镇位于岷江中游，成都平原西部，距成都55公里，西连崇山峻岭，东接千里平

川，是成都平原进入川西北高原的咽喉重镇。据《舆地记胜》载：南北朝后魏时始置灌

口镇。北周时系汶山县治所在地。唐武德年间为盘龙县治所在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永康军设军治于此。明，清迄今均为县治所在地。都江堰渠首工程和内江主要灌溉河

——蒲阳河，柏条河，江安河、走马河的分流节制闸均处于本镇，为内江灌渠进水口，

故名灌口，古代亦称堰口。民国时期，灌口以蒲阳河为界，划分为志城、新民两镇。解

放初合并为城关区，--：，L五六年四月更名为城关镇，一九五八年四月更名为灌口镇。

灌口镇海拔722米。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7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6．8平方公里(有22

条大街，13条小街)。气候温和(年平均15．2℃)，雨量多(年平均降雨量1250毫米)，

湿度大(相对湿度在80％以上)。全镇共有14个居民委员会，4个蔬菜生产大队，人口

60126人(其中农业人口4703人)，主要为汉族，有少数回族。

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玉器、石器、制茶，饭锅和小农具等小手工业生产。解放后

工业生产发展较快，拥有省，地，县办的机床制造、农机制造、汽车配件、彩印、化肥、

建筑材料、纺织、针织、地毯、缫丝、造纸、制革、玉雕、陶瓷、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

行业。其中宁江机床厂和木工机床厂生产的机床、灌县地毯厂生产的地毯均远销国外。

镇办工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创办，现已发展到有水泥制品厂、石灰厂、针织厂、五金工具

厂、童装厂、安澜香厂、印刷厂及其它企业115个单位，有职-K3153人。一九七九年全镇

工业总产值425万元，加上服务行业收入共为505万元。

商业贸易繁荣，为本县和阿坝州对外物资交流的集散地。一年一度的灌县“清明"

物资交流火会均在本镇举行。

交通方面：解放前仅有成灌公路。现增建灌阿、灌崇、灌彭等公路，每天有班车通

成都，汶川、崇庆，彭县、温江等市、县及本县各主要社、镇。

市政建设近年来迅速发展，一九七九年已成立自来水公司。

农业生产：有耕地面积2592亩，以生产蔬菜为主，农，工、商、付综合发展。一九

七九年总产值达85．7万元(其中蔬菜产值57．7万元)。粮食总产67．8万斤，平均亩产

1742斤，毛猪年底圈存数3915头。人平纯收入140余元。

文教事业：解放前只有县立初级中学2所，学生约500人。现在全镇共有中学6所(其

中县办2所，镇办1所、厂办3所)，加上小学的初中班共有学生5217人。此外省办林

业学校，水利电力学校、轻工业学校、地区卫生学校和宁江厂、都机厂、省水利局及省

汽车运输汶川公司的技工学校均处于本镇。幼儿教育方面，全镇现有幼儿园19所(其中

县、镇各办1所，其它为厂、校自办)，入学幼儿共1672人。图书馆l所。影剧院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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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办2所，其余属厂矿自办)。电视转播台1座。

卫生事业：解放前全镇只有红十字会医院和县卫生院各1所，共有病床6张，医务

人员14人。现有中、西医院8所(其中县办2所，镇办1所，厂矿职工医院5所)，共

有病床350张，医务人员300人。

驰名中外的都江堰、二王庙、伏龙观及索侨，现为全国重点义物保护单位。它与离

堆公园和养鹿场均为中外游人经常游览之地。为了适应旅游事业发股的需要，镇办有观

风楼宾馆接待游客。

灌口镇建设路



现 名

灌县

灌口

灌口镇

幸福路

．·陈家巷

大观街

幸福巷

瑞莲街

井福街

文庙街

汉语拼誊

GUan Xi矗n

Guankbu

G Uank6u Zhen

Xingfft Ln

Chinjia Xiang

D aguan Jie

Xingffl XiAng

Rullian了ie

Jingf ez Jie

WenmiAO Jie

向阳坡街X iangy鑫ngpo“e

鲁 殪

位于成都平原西吾l‘，岷江至此始灌平陆故名．面积
1211．2平方公里，人口47．9万．

集镇．地处都江堰渠首．故名灌口．面积6．8平方公里．
灌县县政府、灌口镇驻地．

因驻灌口故名。现辖14+-居委会。●个蔬幕大队。人口
60l 26／、-．．曾名城关镇。 ．

东起蒲柏桥。西接向阳坡街。-9769束，宽25米． 原名
东大街．一九五八年后始改今名．

位于幸福路东段北们，与五桂桥街相连。920s Jg． 宽
1．5来．曾名保卫巷．

幸福路中段北侧，至杨柳河边，长387米。宽6采。清代
行台驻此．故名大官街．后演化为大观街。曾名胜利街。

位于幸福路中段北侧。原名商业场．长1249，宽2米·

县府左侧至北街口，长302米，宽6米。清代此街有水
塘．内开并蒂莲，立坊喜称“瑞莲”。曾名东方缸街·

位于幸福路西段北俐至书院街．长320米，宽1 5米．清
代此街有一井，水多，质好，故名。曾名虹旗路。

位于幸福路西段北侧至文庙山街．长420米．宽6米．因
原有文庙得名。曾名红卫兵街．

从幸福路西端顺山坡至西门．长1 30米。原名城隍坡t因
此坡向阳．改为今￡．

文庙山街 Wenmiaoshan Jie 从文庙街口西行上山，长275米，宽5米·因山得名·

书院街

北街

白果巷

Shnyuan Jie

B ei Jie

B aigu6 Xiang

杨柳河边Yan01 i曲色bian

曾家巷

马家巷

梨园巷

Z en9jia Xian0

Maj ia X iang

Liyuan Xiang

五桂桥街Waouiqiao Jie

建设路

外北街

Jianshe Ln

Wai B eijie

从文庙街口东抵北街，长275米．宽7米。因此街旧有
“灵岩书院”得名。曹名红旗路。

从书院街口至建设路北段，长1 94米，宽1 5米。地处城北
故名。曾名主‘旗路．

北至杨柳河边．南至五桂桥街，长205米．宽1．2米。固巷
内大白果埘得名．曾名斗争巷．

北起建设路化嚣．南连白是巷．固河岸多臆杨柳得名。
长230米．宽lo米．柳河宾馆驻此．

从幸福路中段北侧至五桂桥街．长200米，宽2米．目多
曾娃聚居得名．曾名人氏巷．

位于五桂桥街北侧．因多马姓聚居得名．长140米，宽2
米．曾名人氏巷。

位于建设路中段西绷．因原有梨园得名．曾名人民巷。

从建设路南段西侧抵大观街，长308米，宽2至7尺．因
原有五桂桥碍名．曾名虹星街．

从蒲柏桥头往北至彩FpF。长l 409爿：-．宽25米。霄名朱
紫街．猪市街．

位于北街与建设路十字口东侧，地处北门外故名．长
250米，宽3米．曾名缸旗路．

灌口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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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蒲阳路

汉语拼音

Pfty&ng Ld

工农兵街GOngnOngbIng Jie

桓侯街

翻身巷

紫东街

HuanhOu Jie

Fanshen X iAng

Z Idong J ie

米市坝街Mishib鱼Jie

玉带桥街Yadaiqiao Jie

太平街

南街

西街

宝瓶巷

顺城街

新埝坎

公园路

天乙街

T AiPi ng Jie

N An jie

Xi J ie

备 注

从建设路中段东王县物资局，长1574米．宽20米．因路
通蒲阳镇而得名．

位于建设路市场以东．长625米，宽5米．系新建居民
点．工农住户较多．原名报恩寺河坝。

位于城东，从紫东街牝侧至翻身巷口，长?l 5米． 宽6
米．因旧有桓候(张飞)盾故名。又名张爷庙衙．

位于城东，桓侯街东侗。解放前此巷穷户较多；解放后
喜庆翻身，故名。曾名牦牛巷。

从幸福路口东至米市坝．
命名．长555米．宽7米．

因位于城东，取“紫气东来”
曾名解放路．

位于城东．从玉带桥头至工农兵街．长387米．宽5米．
原系米市故名。曾名解放路横街．

从城东玉带桥至灌县茶厂．长400米．宽12米。曾名解放
路．

从蒲柏桥头至观风搂，长1 520米．宽30米。因位于原太
平桥侧故名。曾名东风路。

从幸福路西段南侧至南桥，长216米．宽1 I米。曾占革命
路．

从南衍右侧至西门长395米，宽4米。曾名团结街．

B aoping Xiang 从南桥头西侧至宝瓶口．长390米．曾名反修巷。

S hnncheng Jie

XinniAnkAn

GOngyu&n Ln

T ianyi J ie

龙角车街Lbngjiaoche Jie

河街子

红专街

福兴街

解放大队

He J iezi

HOn9zhuan J ie

Fnxing Jie

Jiefang D adui

金家磨子Jill J iambzi

朱家院子 Z huj iayuanzi

羊叉坝 Y angchaba

从蒲柏桥北头顺城墙至南街，长460米．宽3米．其中蒲
柏桥至三泊洞段．曾名半边街，上段叉名立新街．

从江安河闸南头沿内江河坎到南桥头．长460来。曾名河
边街．

从天乙街口至离堆公园，长480米，宽13米．

从走马桥南头至塔子坝，长450米．宽13米。因旧有天师
庙得名．曾名东风路。

从城南走马桥向东长415米。宽3米。因原有龙角车提水
得名。曾名走马桥横街。

从西fl外至二王庙．沿河的山问小道，长1公里．

位于城南天乙街口西侧，长200米．宽2米。因系大跃进
时新建．以叉妻‘叉专取名．曾名豆茅坊．

从南桥南头至都江机辕厂宿舍，长520米．宽7米．曾名
复兴街．

位!墨城东塑．平埙。1012A．．617亩地．主产蔬菜．力
庆贺解放而得名．

位于城东玉带坪至胥家场岔路左闸1公里处。解放大队
驻地．

该地地形如羊角又而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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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建设大队

易家湾

汉语拼音

jiAn she Dadui

Y ijiawaIi

董家院子Dbogj iayuanz

离堆大队Lidui DAdu

现凤大队 G uanfeng Dadu

现风楼

翔风矫

梁水井

X iangfengqiao

L iangshuijing

吕 注

葺毒曩釜轰蠢善．建三≯较琴翟苒窖?7亩垲-主产蔬筚
fi于城东北．蒲阳路南’*．

蔬a革．f-城．南离堆套日附近’平授·623人-95亩地·
主产

兰；耋豪?睬现成梅一带·平坝·2踮4^·1369亩地

凳菱釜妻，莩瓮美褰妥善，关风接·建樯椿·。吃寿甩皿

}说站地一口古井为梁姓所掘

都江地毯厂出口的“男工地毯”

灌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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