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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工具。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在省、州部署下

1984年5月起至12月止，在全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1：10万地形图为基础，

内地名共764条，删去不复存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5条；正字，正音、正位的地名

增地名140条。经核定上成果表地名759条，完成了图、表、卡、文四项地名成果

达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现将地名普查主要成果编辑成《四川省甘孜藏族

县地名录》，以供广大使用单位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10万地形图缩制成1：35万全县地

汉文字概况材料37篇，辑录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

胜古迹等地名759条。地名表现名多系藏语译音，以民族文字含义及其来历作了

音译转写栏，属藏语地名的，则按《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转写，

的，则为汉语拼音。附录中有州县地名命名、更名文件3份，稻城县地名首字笔

等。

本地名录引用的各种数据，均为1983年统计资料，由县统计局和有关部门提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稻城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稻城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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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概况

稻城县位于四川省西南缘，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东南与木里县

接壤，西界乡城县，并与云南省中旬县毗邻，北连理塘县。地跨北纬

27。587--29。307，东经99。587—100。367。南北长174公里，东西宽63

公里，面积6481．5平方公里，呈长条形。辖金珠(集市)1个，稻坝、

贡岭、东义3个区，13个乡，35个村民委员会，134个村民小组，253个

自然村。1983年总户数为4127户，总人口23464人．其中：男11372

人，女12092人；农业人口21229人，非农业人口2235人。藏族占

94％，另有汉、纳西、回、彝等民族。

县人民政府驻金珠，藏语日暑Eq’R萄州译音，意为解放。位于县北，地理

座标北纬29。027，东经100。177，海拔3740．5米。是甘孜州第四高城。

一、历史沿革

稻城古名“稻坝"，系藏语R|i日．日译音，“稻”R气日为边，即沟尾的

意思，是山谷夹溪的地方。 “稻坝"意为山谷沟口宽阔之地。

东汉为白狼羌地，唐属吐蕃，元属吐蕃等路宣慰司，明属朵甘都

司，清属里塘土司。

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里塘土司归附。雍正七年(公元

1729年)授宣抚司，辖里塘、乡城、稻坝、贡噶岭地，地方千余里。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 “改土归流"，设稻坝委员。光绪三

十三年(公元1907年)，奏设“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宣统三年



(公元1911年)，正式核准置“稻成县”，隶康定府； “贡噶岭"设

县丞，属稻成县。《四川历代政区今释》群初名稻县，后衍为稻成县"。

《西康图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因在此试行种稻，故改

名稻成县，预祝其成功之意”。民国二年(4A元1913年)，拟升“贡噶

县"，未成，废入稻成县；属边东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属

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属西康屯垦使行署。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西康省成立，改名“稻城县"，属西

康省第五行政督察区。1950年，属西康省康定专区。

解放后，1950年12月，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属西康省

藏族自治州；同年10月，西康省撤销，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县

名沿用至今。

1957年民主改革试点，建解放乡；1958年全县“民改"，置稻

坝、贡岭2个区，共辖11个乡。1963年东义乡从贡岭区划出，设东义

区，置各卡、吉呷、俄牙同3个乡。1973年至1975年相继改乡制建公

社。 “文化大革命"县、区、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1981年实行

直接选举制度，设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和区

公所。1984年公社复为乡。

二、自然条件

稻城县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南缘。属横断山系的贡嘎

雪山和海子山，座落南北，约占全县面积三分之一。地形，北高南低，

西高东低，群山起伏，重峦叠嶂，逶迤莽苍。

地势，自北西而东南，山脊河谷相间，天然划分成三个类型区。北

部高原宽谷区，海子山骈稻城河，海拔3600--5020米，高差1420米；丘



状，冰蚀岩盆和断陷盆地遍于夷平面上；草原辽阔，是发展畜牧业的良

好基地。中部山原区，波瓦山骈赤土河；南部高山狭谷区，俄初山骈

东义河，海拔一般比高为2000米左右，溪流发达，森林茂密，宜于经

济林木的发展。全县最高峰为南部的贡嘎雪山萨内日，海拔6032米，

次为央迈勇和夏诺多季，海拔各5958米；山峰鼎峙，云冠雪笠，驰名．

藏区。最低处为东义区南部色空村，海拔2000米，高差达4032米。雪

线为5200米左右。

县城以北的海子山，界于理、乡、稻三县之间，是青藏高原最大

的古冰体遗迹，即“稻城古冰帽"。南北长轴93公里，东西走向47公

里，面积达3287平方公里。在我县境占135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5020

米，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海子山草原辽阔，冰蚀地形十分发育，冰蚀

岩盆，星罗棋布，共有海子1145个，规模和数量都是我国独一无二的。

全县水系纵横。境内三大河流为稻城河、赤土河、东义河，支流

巨龙河、俄初河等，均汇木里县水洛河注入金沙江，属金沙江水系。

稻城河，源于海子山西南麓，河叉发育，阶地宽广，流长104公里，

年径流量16．4亿立方米。赤土河，源于波瓦山西北麓， 流长121公

里，年径流量3．3t7,立方米。东义河，源于俄初山南麓，流长111公

里，年径流量5．3t5立方米。全县河流天然落差大，电力蕴藏量达22．6

万千瓦，待开发利用·

地热资源丰富，出露点有20余处。县城东南3公里“茹布查卡"

(查合温泉)，水温68。C，属高温蒸气泉；流量81．025升／秒，昼夜交

流量达7000立方米，可建装机容量2000千瓦以上的地热电站。该处泉

水，无沉积物，不合硫，有微量伽玛射线，为村民世代饮用，并能浸

泡治病，驰名州内外。是我县得天独厚的自然财富，可综合开发利用。



雪、洪、涝、风等。

野生动物，有鹿、獐、麂、兔、小熊猫、白唇鹿、羚羊、弥猴、

狐、猞猁、水獭、旱獭、野羊、野猪、狼、熊、豹和白马鸡、贝母



鸡、．水鸭、黄鸭、野鸽、’鹦鹉等飞禽走兽。

三、经济状况

稻城县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纵观全境，雪山高峻，冰川晶

‘莹，河谷深邃，草原广阔，森林葱郁，景色自然，壮丽奇特。

解放前，，处于封建农奴社会，生产落后，交通闭塞，民不聊生。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广大藏族农牧民翻身得解放，生产建

设发展很快，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以牧为主，牧林农结合，多种经

营，全面发展”，已成为加速我县“四化”建设发展的生产方针。

， 1983年，全县遭受特大旱灾，旱象持续94天，粮食减产49．14．

工农业生产总值684．13万元，比1982年减少14％。其中：牧林农副业

产值为610．53万元，占89％；工业产值为73．6万元，占1l％。

牧业：全县草地面积566．aT亩，占总面积的58．3％，载畜量可达

364683个羊单位，是我县的天然宝库。牧草，有高山蒿草、草地早熟

禾、四川蒿草、珠牙蓼、园惠蓼等。海拔和气候呈明显差异，均有冬、

夏牧场之允198；年各类牲畜存栏110597头(只)，比1982年减5．5％，

但比1959年增1．5倍。其中：牛55045头，羊35166只，马3573匹，猪

16813头。农业人平5．2头。年产值361．71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一半以上。

林业：全县有林地面积312．2万亩(森林面积99．8万亩)，占总

面积的32．1％，树种主要有杉、松、桦、’青棚。木材蓄积量1309万立

方米，农业人平616立方米。年产值13．98万元，占总产值的2。04％。

农业：有耕地毛面积66086亩(净面积56087亩)，占总面积的0，68

％，主产青稞、小麦、玉米、大麦，洋芋、豆类次之。1983年粮食总



9．1％，比19三9年减9。74，年产值141．64万元，

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筑渠466条，长646．7公

。亩；改土5千余亩；改进耕作方法，推广良种，

生显著变化。全县建有农用小水电40处，装机

量364．577度；大小拖拉机111部，其他农用机

潜力大。经济作物，有油菜、海椒、大蒜等。

“稻城海椒”，种植面积700余亩，年产干海椒5万多斤，畅销川藏沿

线。经济林木，共有76176株，其中：果树53190株，苹果占9150株，

年产10余万斤，品种以“金冠”最优，喻为佳品；经济林22986株，漆

树占3389株。土特产，有虫草、贝母、知母、鹿茸、麝香、熊胆、黄

芪、大黄、茯芩、丹皮、黄连素、青桐菌(又名松茸)、蜂蜜等．

1983年黄芪生产达40余万斤，质优名贵，远销全国。年产值93．2万

元，占总产值的13．62％。

除牧林农占地面积外，其他面积还有86．6万亩，占总面积的8。92

％，对牧林农工商的发展具有较大潜力。

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现有电厂、农机厂、林场、汽车队，

食品酿造、粮油加工、建筑、缝纫等行业，职工157人。年产值73．6

万元，比1982年增加48％，占总产值的ll％。

1976年兴办县林场，实行“造多于伐，综合利用”的方针，已营

造林地1124亩，采伐木材12190立方米。1983年产值28万元，为我县

重要企业收入之一。

乡村企业正在兴起，年产值14万元。民族手工艺品，以阿西陶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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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花酥油茶壶、俄初篾制酥油盒、。日东铜箍嵌花浆桶、赤土木碗、

碗等家用器皿，著称康区。

交通：解放前只有驿道，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解放后，交通逐

改善，1962年理(稻)乡公路和桑稻公路相继修建，境长90公里，

至稻城，人们欢欣鼓舞。我县1965年修建稻(城)东(义区)公路

全长198公里，纵贯全境；接着修通支线10条，140公里。全县公路

长428公里．实现乡乡通车，1977年省授予“稻城县筑路先进集体"

出席了全国武汉公路工作会议。现拥有载重货车16辆，客车i辆，

他汽车9辆。交通较为方便。

邮电：县区邮电局、所4个，职工54人。有电话杆线301公里，

实现区区乡乡通电话。邮路总长310公里，全县邮路较好。

商业：解放前，系以物易物状态。解放后，城乡经济不断扩大

民族贸易日趋繁荣。全县商业网点共27个，职212174人。1983年社

商品零售总额319万元，比1965年增长2．8倍；市场收购总值92万元

比1965年增长3．2倍。金融业，有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基层营业

及信用社遍于区乡，共有机构18个，职21276人；1983年城乡人民储

比1959年增加4．3倍。

全县近年在“八一"节民族“赛马"会上，举办物资交流会，市

场开始活跃，县城“金珠”已逐渐成为全县民族贸易中心。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清末在雄登寺办学有教师1人，学生10余人。民国时期，

在县政府内设小学1所，学生10多人，由政府科员兼任教师。解放后，

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现有高完中学1所，8个班，学生229人，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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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人。区乡小学15所，学生1127人，教05137入；乡村民办小学40所，

学生648人，教师47人。县级幼儿园1所，@)L36人，教师3人；师训

班和干部文化补>--j班各l所，学员36人，教师8人。

文化事业：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影剧院、工会俱乐部、广播

站、录像电视台和民族“赛马场"各一个；区乡有电影队15个。广播

站4个。为丰富文化生活发挥了作用。

卫生事业；解放后，民族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建有县人民医院，

医务人员44人，。病床25张，医疗设备较为完善。区乡设卫生院(所)

11所，医务人员61人，病床26张。县防疫站、保健站、计划生育等机

构相继建立，医务人员17人；198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

文物古迹：雄登寺、奔波寺、扎郎寺、热乌寺、日依寺、贡嘎郎

吉岭寺、曲岭寺、贡嘎冲古寺，分别建于宋、元、明、清时期。近年

信教群众，每逢寺日，朝拜盛行。

贡嘎郎吉岭寺，保存有五世达赖赠铜质兰弥勒佛”像一尊，距今已

300多年历史。雄登寺存有九世班禅赠檀香木“释迦牟尼”佛像一尊。

扎郎寺存有铜质“释迦牟尼”佛像、长寿佛像、铜塔各一尊，壁画、

雕刻等，有500多年历史。奔波寺存有“都松钦巴黟佛像一尊，系南宋

高宗时文物。日依寺有壁画。历史悠久，为我县文物古迹。

1936年红军长征，二方面军六军团第十七师王震政委率部，途经

稻城北上抗日。

1982年地质学家杨联康，在海子山中部(理乡公路)75公里道班

附近发掘“恐龙牙齿”化石一只，在海子山东麓发掘“桉树"化石一

枝。波瓦山北坡发现有“树叶"化石。具有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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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气司’q’暮气’1’1气斟’专网7斟气气’司g斟1

R气日’r,l’葺<’茸’目’再气’qE’岙呵’琴’趸日’季目I斛’孕’司习R’铡墨硼对’气R’气1弋”¨·

司暮斛’葺气7瓮1囤’弋皇’琴只’思冈7@7琴’季目『羽’冈’击1q’罚与『呵天’雩’尊目『≈’翅’g’两’善只’

气E’司’因岙硼镧’R苕冈嗡气’目’5皇’I 5日’季1≈’≈’击’自只’葺式’气式’司习R’司岙5Iq’’

R萄冈’卤气’司’司’司气f 懋气’刁i ai’q只’岙己i’9’固捌’气硼’善只’气只’司习R’R自冈’日’气只’『

马只7季目I≈’≈’两’习式’葺只’气只’R吾冈’司是气’日’囱气f 9≮’q’R自气’茸目『’2 7。5 8
7

——2 9 03 o 7日天’5只’1弋’孕’19￡’訇1’9 9 05 8 7——1 0 o 03 6 r_日弋’S 7目|可q’¨-

西气I琴’气只’马E’日弋’瓮<’墨气’营’两’1 7 4匹i5 1 1弋’气c’恿日’日弋’碣工’岙气’营’

两’63两气’日’寒气l 雹’再气’蚕’两’马’目q’硼’§目『’弩芸’日q’日雹’雹’1s目I’气只’团<≈’

雹E’管’罚气f 羽’气9司翻7詈’气弋’6可’衾式’商t囱ai’q’气只’弓茂’芦式q’3’目I可目I捌’目茂’

目舍式斛7R萄冈’(卷E’R 5斛)1蔷1’气只’『 R气日’q『 1￡斛’自只’f 琴式’目|事ai’

日6讨’百斛’1≈硼’气互’f呵乓’1 3 f季乓’胬’懋’罚巧’g可’尸乓’3 5 f暂乓’嗣，苦’奄葺’

1 3 4f 天E’9￡’蜀<’瑟’2 5 3日6斛’罚气’r-4’寒气『 1 9 8 3西天’叠茂’55 V墨只t
电 蟹 一

4 1 2 7丙气’r-4’气c’f萤茂’嗣’团<q’2 3 4 6 40j9 1 专茂’ai≮’2li’1 1 3 7 2气只’2Ii，

1 2 0 9 2函气’日『 qE’冈斛’自’团式斛’2 1 2 2 9气只’冒E’冈翻’萄气’日茂’＆’团c斛’--t’’

2 2 3 5罚气’r4’专气f 商气’宝1斛’司雹’a5’9 4茸ai’阂气『 专7两气’雹’瓮1捌’气c’f

R巨仁’末1≈『 哆度’皋1斛『 气9铡’瓮目}图’日6 2sI’罚气’q’羔气『

看<’萄’气司c翻’封气’19只’茸气7斛’写’勾3￡翻’R再冈’羽弋’囱ai『 善c’q’8E，ttt，

萼目l≈’≈’c1 ai翻’两气’r-4’交气f斛’尸司≈’皂’自目I’悉气’专’9<’q’R自气’訇目7’2 9。0 2
7，

气只’1天’9’19E’訇1’1 0 0。1 7 7囱ai『芎’硼瑟茂，芒翻’冈捌’硼珂’岙气’窝’13司’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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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5 a『’日莒’日碍’日§’气只’田c司’百只’管’罚气’日，客气f 气1弋，司专≈，珂气-末日『斛．弋R，。

蓼乓’思冈’9’萄式’目’田珂7日’卿只’日碍’q，fij可I

气气’茸l 岗’每镧’9’饵自冈，号斟f

“R气司’目’’芎’目『afR’天日≈’孕’自c’两a『『 R气日，司，萄q r日，号-捌·目7再姆，R号．盒．

园E’爿E’目7可R’q’硼习R’气￡’司专’尸田母’奄只’6 ai r9 r对弋-丕目『镧-两气，司茂t≮ai，囱百『

R气目’习’写’日7可R’乏只’罗气’雹冈’弋日q’5目’≈’气目日’日田r丕R只，q-产只捌-想，”t，
日7多目7鹤’q’气只’『 习式’雪叫’天日q’爿日≈’迢S’珂气’9’产<羽，憩r目7罗目7≈r目f 两ai，，-tt

固冈’弋目捌’铆司≈’昱g’酉气’日6斜’gs’碍ai’自’对’产只村’憩，目『可目『q r目『 目只r面日””t，

天日q’q日翻’司彳’尸铡冈’孕’硼乓R’产c捌’≈’目『萝日7村t目f 是乓，固冈，弋qq r科目对，目，，，，

习乓’恐冈’9’R币’气蜀ai’产E捌’憩’日7可口I≈，日·『

墨￡’尸<’曰7西7乓’日5呵’冈’(蚕’两’1 7 1 8两．)『 两’习E’恐冈r9 rR币-气巧aft奇fE，
R5气’af乓’目『丐目7坍’囱af『 恐只7亩≮’面’qS af’爿司捌’(营’两’1 72 9蠲、)两，习只，姆q，

9’R奇『’气砑可’冈’目1气’翌冈’气萄af’岙ai 79’奇『’目『可q，目7 ai式，雩『 两，习毒t气只，『 丕，

自￡’f R气日’目f 目7只q’气1弋’萄乓’目6q’≈7丕’自’气日弋’弩只’写日l’5硼’弓}’专茂，

气司c’莨目『’是’目『萝目『羽’q’暮气『1<’g斛’肖’珂’目7芗母’铡司≈’(彗r两-1 9 O 6两、{l|冈t
9’昱S’jil茂’冈司’g日『q’自’气彳羽’司’日葺斛-气羽，坼≮，司对-日搿q，日茂，气巧呵，萄q，：。．，，，

气日E誊弋’营气’霪茂’冈硼’g目7q’日§目7≈’再捌’R气目’司’懋’躅可·日帮羽，目q目『，9对『坼只r

g坍’两’莳’目79田’冈’(晷’自’1 9 0 7两)‘t尺气目’q育，，气<，“目『只捌t气1弋，萄只tq ai，，

1q弋7R专目『羽’9翎『 莓ai’窘式’呵c’硼茂’两’目『总硼’目弋’(蓉’西’1 9 1 1两)气芒捌，≈，
禹目『’司击ai’R币气’气四7R与日7q’q ai’日7羽弋’Rg目7q’9翻’日’气￡，葺￡，专，气天，司丐·蓦茂t

产只斛’≈’目『可习『剞’目『 “日『皇≈7气1弋7萄R，’q可’l量I可’Rg目『q-弓『 R气日tq-q再·

q’产式q’g’日『嗲目『羽’目『 《对’筒呵’雪冈’弋日q 7瓮围’是E’勺’封气，思冈，冈-专￡-捌￡·q，

目7q冈’日呵气》可<’日呵气’百一’亨“珂目『’司茂’胬c’R气司’q af’茸弋’善q，≈，R气q，目·，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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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碣翻’R是式’q，’『 《≈斛’尸硼捌’铡’冈’气E’珂’R币气》刁i互’日呵气’琶冈’亨“1式’

9斛’两’翁’目『≈羽’冈’(蛰’两’1 9 0 7两)翻’丕’专’目I弋’R目q’R专日斛’霉茂’瑟气’穹”¨tt’
9捌’目q’R气日t日tq ai’(稻成县)茸弋’ai羽’嗣只’日多目『翻’目’写’R习图’R专目"⋯
R骂q’日茂’萄气’R5 ai’通’日茂’彳气’fij气’’『萄气’币’两’目I梦蕊’日天’(萝’两’1 9 1 3两)
“目Ic翻’气1弋’q气，，’Rg目『剞’舍羽’9闼’雹式’R专目『铡’硼’3司’呵羽’R气q’r-．I’q气’9”·-t

产只斛’翌’R弓目I 一

萄ai’币’两’目『芗≈’目弋’(萤’酉’1 9 1 3面)司习R’田岙困羽’呵天’冈司’9’产<翻’≈””

目I可目『翻’习『自ai’币’两’目|憩硼’目弋’(营’两’1 9 1 4两)对’再气’硼习’R’硼岙司斛’9””’
气自1捌’日翻q’封气’R昌ai’圈’思州’9’芦c翻’≈’1可目I斛’日『 自ai’币’两’日适’日碍(碧”-
两’1 9 2 5两)侧目q’q翻7尸硼斛’气硼目I’菩气’斛’萄目『’封气’冈铡’严只’q’产￡镧’憩”"¨""

目『可1斛’日f萄呵’币’两’事弋’日固气’冈’(萝’两’1 9 3 6两)q斛’尸司羽’冒c’赛可’气芒≈’
憩’日菩目Iq’ai≈“R气q’q’q ai’’耷冈’胬只’日可1羽’日’气<’I q镧’尸硼斛’q<’毒ai’封气’

只鲁ai’穹’鼋q’捌’恩冈’翻c’管’目茂’产cq’憩’1可1斟f 1 9 5 o两弋’q≈’尸硼捌’翕E””

毒ai’气弋’硼专’萄气’雹q’皂’产c羽’≈’目『可clq’r-,I’客气f

日3只鹤’R萄日’日多只’董捌『 1 9 5 o两茂’局’日’目歪’1萝翻’日天f q图’『习困铡’窀只’

毒可’蜀气’瓮目I捌’弋只’琴只’斛’思冈’9’芦<q’憩’1可目I剞’日f 1 9 5 5两弋’q铡’严羽斛””

qc’毒ai’葺气’衾目l捌’弋c’蕈只’您冈’9’产E圈’≈’1可1斛’rd’气c’两’专茂’禺’日’日§’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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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琴只’思冈’9’产E斛’翌’1可1q’司『 气’穹’日弋’冈RE’天只’R暮日I翻’≈’日q目I’可斛’

R气日’r-．,I’葺只’碣斛’胬只’日歹1羽’日’寒气『

1 9 5 7两弋’气硼只斛’1苫’日苦斛’舅弋’瑟气’穹’固气’铡q圈’日舍式≈’R萄冈’1只’t”’tt

日《目7q’目’号工’『 1 9 5 8两天’簧￡’西式斛’冈’气铡<≈’1苦’日苫羽’舅弋’9 zsI’日铡『

R气q’r4’气只’目1只羽’嗣只’再镧’1爹翻’日专￡1羽’日『 专茂’产E捌’翌’1只’日歪’1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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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 9 63两天’琴E’目7萝ai’q只’专’目|E捌’萄只’雹q’aiE 7气翻’爸弋’固’雩『

琴￡7目『萝ai’雹q’目『对天’R91刘’8捌’两气’rd’气只’专茂’产c闼’≈’1’丕’气只’『奄’气1弋I

R币’四目『’习c’目6翻’1E’目『≈司’目『丐目I铡’司f 1 9 73两’气圈’1 9 75两’日弋，琶ai’善≈’

翟’呵￡’冈铡’g目『羽’自￡i’日’日吾斛’ai铡’3只’弓’Rg目『斛’rd’交气『“末目I’目『可捌’1斛弋’’，

日暮7岙呵7萄茂，，’爿日≈7≈’善只’气<’f悉羽f 3<’弓’日6对’o,I“1翻弋’目善’{2|’罚气’

弓可’尸只’’Rg目『斛’日’暮气『1 9 8 1两弋’习气’1茂’R专硼’勾两茂’冈硼’91捌’冈c1’两气’

司琴天’ai羽’葺式，自’气硼￡捌’硼丑≈’萄，誉目7羽’是ai’9’耍ai’冈翎’{笔|’罚可’穹气’尸只’目『捌天’-

R专1对’3对’事『 善≮，葑’气两只q’封气’日『g≮’气<’雹羽’3c’≈芪’司舅弋’5’封弋’珂I≮’

9≈’目’寒气f 1 9 8 4两弋’3只’弓’自气’r-．I’日葺翻’气N’1E’冈￡’g弋’目I≈天’R匿日I对’

9坍’r4’羔气f

1多镧7q『 气气’恩气’昌’意气f

R气日’q’看只’气’R自气’雪目『’衾’霉气’固’呵弋’芒捌’寻弋’气E’f 硼苦t葺气’q’硼珂茂·’

1弋’弩茂’硼习天’目『可斛’卤气’司’羔气f R自气’霉目『’瓮’雪气’芦E翻’孕’目7只斛’气1弋’瓮，--·，

气<’司苦’田式’爿<’专『专<’唧’琴’9只7孽qT村7≈’丕1斛7罚气『 专’专<7勺’莒’酉ai 79”·，

1≈硼’丕’目I蓄目『’苔司’茸刁i’罚气『 图’气9日捌’弓’马只’司珂’琴’气司R’气E’f 恿日’硼珂’··

1弋’气困R’囱呵’q<l 瓮’瑟日7斛’R马弋’司芒ai’目『 瓮’珂目l’采’宫目7’目茂’多司q’日毒气l

R再1’R牙冈7R酋冈’日度7司岙天’君目『’q ai’是’毒『

斟’目日’丕1q’毒冈’专’9c’恿q’ai翻’1天’琴’冈’尸’1多气’司茂，末’雹<’q弋f 弋<i’

粤E’唧捌’羽’气9司斛’哥’尸’目7≈因’气壹’日’9’日’暮气I 9只’重气’斛’硼珂’≈’闲<翻’日茂，f

q’总冈’岗ai『司誉’司<’捌<’三}’R气司’恿’气<’R亩冈’q乓’『 雹’司苦t芒坍’冈q’司珂’?’，t

墨气’贫’3 60 o——5 0 2 oq弋’询气『司珂7气硐茂’弓’目1’气’窝’1 42 ofil气f末-司’·-

习式’q’q’气9日斛’岗气『 R腰目7’翌目I’日茂’罨’目l可￡翻’气E’丕气’专日’孕’目『茸只’羽’专’翻，

币气’自日’芒q’珂目『’专司’3呵’阿日’罚气『 专’习乓’需’毒’日’专’芎’萼习『图’冈捌’彳乓’R函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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