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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祖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丰繁的地名遗产。作

为民族灿烂文化的一部份，数千年来，地名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不断发展和变

化。由于失于管理，缺乏记载，我县地名因此存在重名或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

用字不当，图实不符，错字、错位等问题，尤其在“文革矽中乱改地名的混乱，更增加了地名

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省，州有关指示精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的1 t 10万航测地形图，于1984年4月至10月对我县501条地名进行了普查核实，纠正了错音

错字，错位的94条，从图上删去不复存在的25条，新增加地名86条，经州，县批准更名命名

的地名9条，最后经核定上成果表的地名共562条，其中行政区划和自然村225条，企事业单

位11条，自然地理实体204条，牧场，点(主要指冬春季)90条，人工建筑及园陵名胜23条，

其它地名9条。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

需要和群众要求，我们特汇编成((乡城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中共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概况材料33篇，辑录了全县乡以上行政区划

单位和村及其驻地，重要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业单位等地名562条，并附图片张。对

所辑录的每条地名都用藏文、汉文书写，藏语地名按藏语音译转写法进行转写，汉语地名加

注汉语拼音。同时对每条地名的来源及其含义，都作了筒要说明，以供使用。

本《地名录》中所引用的工农业生产数据是一九八三年统计年报，人口数为一九八二年

七月一日的实际人口。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今

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乡城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乡城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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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概况

。乡城县地处四川省西南边陲，东-9稻县接壤，南和云南省中旬县毗

邻，西靠巴塘、得荣，北连理塘。地跨东经99。227～100。047北纬28337

～29。397，面积5007．78平方公里。

225个自然村。现有人口22，725人，

全县共辖4个区，12个乡，48个村，

其中男11，154人，女11，571人，农

业人口20，156人，藏族占92，65％，汉族占7．29％，其余尚有回、彝、

白，土等民族，仅占0．06％，每平方公里4．5人。

7乡城因地形而得名，藏语名叫“卡称”，其含义为串珠。由于境

内有硕曲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如象一根丝线，把座落在沿河两岸相

对称的农庄村寨连在一起，犹似串珠。乡城是“卡称”的汉语音译。

县人民政府驻乡城，海拔2865米，地理座标东经99。487，北纬28。567．

一、历 史 沿 革

乡城古为白狠羌地，唐属吐蕃，元属吐蕃等路宣慰司，明属朵甘都司

地，清属理塘土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桑披寺僧侣作乱，清王朝派

遣边务大臣赵尔丰讨平后于次年改流，拟设县治。 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正式置定乡县，取其平定乡城之意，隶属巴安府。民国三年

(1914)裁府川边特别行政区，五年属川边道，十四年属西康屯垦使行

署，十六年属西康政务委员会。民国二十八年(1989年)’西康建省属第

五行政督察区，195 0年解放，同年12月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1年改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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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乡城县，1955年川康两县合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

二．自 然 条件
。

●

乡城县地处横断山脉的中北段，沙鲁里山系南端，境内群峰突起，

山势连绵，陡峭险峻。依山势走向，硕曲、定曲、玛衣三条河流中北

而纵南贯全境。把全县地貌切割为三、四山、六面坡。定曲河以西及

其上游和玛衣、硕曲河以东广大地区为山原地形，约占总面积的68％，

中部和南部主要为高山峡谷地带，占29％，平坝分布零散，仅占3％。北

部最高的结略峰海拔5336米，南部最低点仲达河谷海拔2560米，相对高

差悬殊，构成北高南低的波地倾斜面。本县属于川滇南北径向构造，

为玉树优地槽褶皱带，地层多为出露的三迭系约占总面积的85％以上，

志留系、二迭系、第三系在西部和北东边缘亦有出露，第四系堆积物

沿主要河流零星分布，主要岩层有砂岩、结晶灰岩、板岩、白云岩，．

石英岩、花岗岩，砾岩等，地质构造复杂，是多金属成矿区。近年据

地质部门初步勘查，已发现小型矿床、矿点和矿化点41处，主要有

锡、钨、锰、锌、锰、铜等，目前绒叟锡矿已行开采。

各河流上游地带，由于冰川作用剥蚀夷平，形成缓谷山原，一般

在3500米以上，地形坦阔，为我县主要牧地。硕曲河从东北入境，经

县城南流入云南，境内流长121公里，河床深切，险滩栉比水流湍急，

比降7‰。多礁石，不利于引灌与行舟．，但富于水力资源，目前县办硕

曲河水电站已动工修建，装机容量960千瓦，预计86年可峻工投产，玛

衣河源于县境北部，向南纵贯中部地区后折向西南流入得荣县境，境

内流长123公里，河床浅切，水流平稳，利于引灌和发电，沿河修建有

东均、热打、白依等电站。定曲河从西北入境。向南流进巴塘县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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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境内流长56公里，河床浅切，亦利于引灌。在各河流中盛产裂

腹鱼类，肉嫩味美，为本地上等佳肴f县境南部则深坡陡，地表破碎

崎岖，沿河谷均可见五级阶地，组成冰川——冲积平原。其中以硕曲

河东的三级阶地最为发育，如水洼、尼斯丁、青德．亚金等平坝、土

质肥沃，己成为我县粮食主要产地、亚金地段可见形成阶地达七级之

多，反映出新构造运动在地该区较为强烈，也说明珊代河床是在冰川

——冰水堆积的基础上改雏而成。由于本县地处康藏高原南端，属季

风高原型气候，因此具有立体气候十分明显，昼夜温差大，雨量少而

集中，干湿季分明，干燥度大的特点。。县城地处硕曲河中游，气候温

和，年平均气温lo．7摄氏度，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最冷

月(1月)平均气温1．9摄氏度。年降水量447．4毫米，集中6—9月，年日

照2066．64,时；无霜期163天。全县依海拔高程划分为如下气候带，海

拔5000米以上为冻原带常年积雪区，4200—5000米为高山寒带，

3800一4200米为高山亚寒带，3500--'3800米为高半山寒温带，3200米

一35 oo米为半山温带，3200米以下为河谷暖温带。

农作物生长及其种收季节也因受上述气候垂直分布的影响而有所

异，沿玛衣河流域及县境内的所有山坡旱地为一年一熟，硕曲、定曲

河上游地段为两年三熟，中下游地区为一年两熟主要粮食作物有： 大

麦、小麦、青稞．玉米，养子等，其次，也出产油菜、蔬菜及豆类等

经济作物。农业气象灾害主要有春、夏、旱、伏旱、洪灾、冰雹、霜

冻、低温连阴雨(雪)等。在高山沟壑海拔3200--4400米地段， 有森

林面积129。4万亩，复盖面达17．24，木材积蓄量2256万立方米，主要

有各种杉、松、桦、栎等，采伐潜力很大，在这山高林密的天然环境

中，也成了各种鸟兽的栖身繁衍之地，有熊、豹、白唇鹿、马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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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獐、麂、狼狐、猞猁，飞鼠，猕猴、水拗。旱獭和锦鸡，贝母鸡、

白马鸡、鹦鹉等飞禽走兽。同时还盛产鹿茸．麝香、虫草、贝母，知

母、黄莲等名贵药材，以及青杠菌，猴头、牛肝菌、花椒、苹果、核

桃、雪梨，密桃等土特产品，有的还畅销国内外。
一

三、经济状况

乡城是高原山区的一个边远小县。在旧社会，交通闭塞，文化落

后，在农奴制度的残酷剥肖0压榨下，使得本来就已极端贫困的藏族，人．

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里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所医院，没有一

家商店。没有工业。没有旅馆和其他服务行业，可以说仍处于单一的

农牧业自然经济。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为彻底改

变这一落后面貌，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措施，使本

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县已有中(云南省中旬县)乡

(城)、理(塘)乡、乡得(荣)三条主要公路干线外，加上林区、

矿山、区乡简易公路四条，境内现有公路总长3 05公里，使四个区、十

个乡都通了汽车，从而大大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促进了全县各项事

业的发展，1983年金县工农业总产值891．84万元，比1952年增长4．6

倍，人平393元，其中农业总产值747．73万元，工业总产值144．11万

元，秀了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群众温饱，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采取引

进良种，改革耕作制度，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利用山溪水源，

共新建和扩修灌溉渠道137条，总长482公里，使有效灌面达到25600亩。

占总辑地39598．34亩的64．65％，同时还建成农村小型水电站12座，总

装机容量812千瓦，不仅解决农村照明用电，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也起了

§39营eg≥&



。键进作用。?8≥年我县遭遇特大旱灾，．一粮食总产量1§7b赢斤毒：二比客2咩减

21．26％，但仍比52年增长1．1倍，人平有粮680斤。目前全县拥确裕种

型号拖拉机99台，1747马力，机动脱粒机266台，农村产品加工机械1l

台，使全县麦类作物的脱粒问题得到解决，全县共有各类草地278亩，

少数因缺水而不能发挥作用，加之夏秋草场利用不充分，冬春草场严

重缺乏，产草量低，草值低劣，牲畜发展受到限制，83年全县共有各类牲

畜89916头，其中，牛42272头，马1909匹，骡235匹，驴173头，羊

23263只，猪20506头。比58年38884头增长1．3倍。

随着交通运输，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等事

业也从无到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中。更有了新

的飞跃。、现已建有农机修配、采矿，酿造、汽车运输、木材加工、粮

加工、砖瓦、电力、自来水、建筑，缝纫等工矿企业，商业网点13处。

布满各区、乡、县城私人开办的饮食等服务行业发展N li户，市场繁

荣，经济活跃，83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97．8万元，充分显示

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全县有完中一所。学生424人，各种小学25所，学生1416人。在校

学生占学龄儿童的37％。教职工达到221人。在我县高中毕业学生中，

有21人升入大专院校，其中有留学生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学任教者

一入，这不仅为四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改善了本县社会文化知

识结构。同时还建有文化馆、站、广播、电影、录象电视、书店、体

育场等设施，进一步丰富了全县人民的精神生活。

医疗卫生方面，不仅县城建立了医院、藏医院、防疫站、妇幼保

健站等机构，各区、乡也都相继设有医院．卫生院，除拥有相当数量

的医疗器械设备外。还设有病床89张，共有医护人员139人，其中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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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56呖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条倬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也有显

著的增强·

毳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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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圈s’誉罨’司’罨q斟’司誉斟’1

aS"自只’簧只’气’两’雨ai’qE’毒气’9’琴’惠目’9’硼习R’恩冈’51气斛’罚气’f

呵天’写’R气日’r-4’菅只’气只’翻’司岙硼翻’R耆冈’日’气工’『 雩’皋7想ai’ai气’qE””¨

磊ai’宅’斟’气占I’看只’气E’R自冈’日’f 恿日’皋’RqR’马c’善式’气只’窜’忑只’蕈只”’

气只’R亩冈’日’f ，9式’专’两’习c’章只7气只’R雷同7日’f 斛’丕’磊’百E’号’1天’

9’19只’茸1’9 9 02 2 7——1 0 o 004 7囱气’I 9只’q’R自气’自1’2 8。3 3
7

～2 9。3 9 7囱V 1．固’西ai’聿’窘’目’骂’q冒5 0 0 7 2 3罚引专只两只斛’冈⋯’

再ai’誓斛’悉羽’4’气式’q互’1 2封气’R髻气’萄只’枣4 8’弋c’是式’萄式瑟’2 2 5罚气’司’f

气’蔺气’萄’团E翻’2 2 7 2 5罚气’f 专茂’气式’冈’萄’1 1 1 o 4 5 E’萄1 1 5 7 1

罚气’『 驾只’冈捌’目’团E斛’2 o 1 5 6 7’葺气’瓮1捌’9 2 6 5％舍气’q’f 固’譬1铡

6．2 9％茸气’日’『 气’9<斛’jjI茂’瓮1铡’5只’气9铡’是1翻’f 日茂’瓮1翻’f

昱s’皋1铡’日6捌’罚气’0 0 6％苔硼’令ai’日’f 鸯’两’詈’日q’羔’冈’自’团式翻”"”’

4．5’苔硐’目1气斛’罚气’f

击’自只’专’旨气’镯气’踊可’目’f 币’芎气’芎’自只’硼’写天’岗可’I 斛’产<斛’

气只’耳天’雹’气’弩工’翌气’1舍1’q斛’硼只R’芦只斛’岗式斛’菅1翻’孕’19只’5’日固羽”¨

罚气q茂’百茂’耍气’固’日弩羽’日6斛’9’窀只’毒气’萄E’蓄’斛多硼’S 7R寄冈’亨’窝工’铡”“，

R5’司茂’剞’气§日斛’冈’萄c’目哆1羽’r-4’暮气’f 葺工’自’气胡式斛’封气’19只’q’ft

聋气’懋冈’气’91’自<’气斛’f 雹’硼瑟茂’芒剜’冈q’列珂’墨气’塾’自’2 8 6 5气只’羽”

|日硼斛’9’丐1羽’日币气’专’呵天’宅’clg只’茸1’9 9。4 8”f 9只’q’R自气’茸1”
·7·



智’2 8。5 6’囱≮’引

5E’砑’f 两’萤斛’R自冈’瓮嗣’f
髫

岙’茸冀’芎’习『可R’天日≈’5≈’憩’R日冈’目’习<7五R乓7卸7鹤7目f ai对’呙气’r4’f

习式’固冈’式日q’5≈’憩’葺气’皂羽’气日c’日’I 罚ai’固冈’天日坍’5翻’憩’珂气’¨""p

日6锶7可ai 7茂7两’冈’气日<’日7f &≮’雹冈’天日斛’5网’≈’硼专’尸硼蠲’是1’两’§’¨"”

气日只’日’f 是只7雹冈’弋日q+5剞’翘’两’习只’气巧气’9 zsI’气日只’日’f 1<’，¨

g’3 2两天’(1 9 0 6)司剞列’R自冈’气币ai’色’习’r4’奢气’R恩c1’是E’目’『 是式’”

固冈’天日羽’孕目’硼习R’§E’萄刁i’岙气’四日’两弋’善只’1号c’气zsl’每E’R暮1q’憩’-’t·-，，

1可≮’日茂’9’两天’R寒1斛’91羽’q蔷翊’芟天’9 zsI’气剞’善只’R蔷1羽’委’日茸’q’f
3 4两天’(1 9 0 8)气芒斛’≈’专只’q只’暮只’R专1翊’r-,I’f aS"自只’目专’R号目Iq’，

9捌’目茂’写ai’弩<’囱气’q’『 Rq
R’闭气’善s’气q式’日’f 胬式’奇|7 3蠲弋”，’

(1 9 1 4)吞s’思’日g’9司’气铡’蓐气’列习R’气胬1镧’z：l斛o,I’封气’R鲁ai’翻’思冈”’．"-，
气日只’日’f 5’两弋’蓐气’烈习R’多莨’气日只’q 7l 1 4蠲天’q捌’I司列捌’气硼1’

誓气’羽’蓠1’气日只’R暮气’§1’唧翊’气日式’q’f 1 6蠲弋’{1翻’尸硼斛’封气’0,1悉1’懋’

罚气’写气’产工’q捌’气日只’q’『 胬式’币’2 8商弋’(1 9 3 9)q斛’尸斛捌’q式’磊al’

R91斛’气捌’网式’型’司茂’封气’R髻气’穹’q目’翊’思冈’电鹤’气目c’司’f 1 9 5 0

两式’日舍乓翻’R暂冈’1可只’善羽’q羽’户斟翻’q互’毒气’气弋’硼专’珂ai’雹捌’翌’气日E r日’I

写天’蠲茂’禺’1 2’目’=}I剞’尸硼列’q只7岙气’葺气’末目f斛’弋只’琴只’聋只斛’气司只’q’l
1 9 5 1’两弋’翟弋’胬式’丕’自式’暮c’蠲天’日l《’9鹤’q’1 1 9 5 5两弋’厨气，尸到瑚tt，

q只’意巧7日I梦翊’目’訇冈’9镧’ai翻’jll’蓐q ai’羞巧’气天’占I专’葺气’瓮习l羽’弋E’琴工’思冈’，t

9羽’气日只’日’I 1 9 5 8两’ai斛’日寻只’气1弋’胡言斛’莳气’瓮目1捌’弋只’暂E””¨，，，

思冈9翻’气日式 罚气’『

·8‘



1今镧’q’f 气气’氧气’甸’罨’意气’l

丕’自只’誉只’专’R自气’霉气’9’气目羽’马E’气只’捌’§冈’两’衾’霉气’@’琴’季玎I斛’≈”
目I ai捌’罚气’司’f 司’产只斛’巧只’5’瓮’恙1斛’'鹭只q’斛葛ai’r-I’f 瓮’葺”””，

目I舍目I’冈斛’1舍1’R萄冈’日’气c’1硼E’1司式’闪气’fij ai f 瓮’芒捌’季1羽’冈’弓气””

ai羽’可天悉’5只’日专’悉I 气5l弋’雹’雹’日1≈硼’商’气’剞’芦式翻’两<翻’≈’9c’巧翻”

琴’目天’5’19只’5’耍气’气捌’善式’罚工捌’孕’q’气9日翻’弩’固只’恩1’1≈硼’气只’瓮’菁’

日q’f 冈’芒羽’§目I’毫’1苫气’日’暮气’f 日专’忑茂’恿司’暂目『≈’气E’恿’弩气’f

气硼天’雹’气只’可弋’雹茂’1天’季1翻’憩’雹’磊茂’羽’丕’专’瓮’习暑’q’捌’q日’囱ai’目天’斛’

蘑ai’罚式圈’ai c’q’6 8％苔列’葛日’r-4’f 日弋’气式’琴’ai羽’衾’日’气只’慰只’忍1””

雩’2 9％葛日’日’f 习式’q’国日’琴只羽’专’珂弋’8’囱ai’r4’雩’3％列’可1’葛q”””

萄气’l 9置’季1羽’皂’毒’斛葛’日茂’日量气’1气斛’瓮’气’雹’硼瑟茂’芒斛’冈碍’硼葛””

岙气’塾’自’53 3 6罚气’日’气只’琴’尊1捌’9’磊’气铡茂’善式’5I气R’慰式’q’黾’固’列誉茂”

芒捌’冈礴’硼葛’岙气’塾’臼’2 5 6 o两ai’I 硼葛’气硐气’日弩斛’日6斛7皂’弓’日1’拳气’

商’罚气’r4’气羽’9只’硼珂’琴’气硼茂’西’函日斛’色’气龟日斛’穹天’9’迢天’1iiI目I’丕1捌”””

躅气’目’I 式只’簧只’专’再气’亏ai’琴’9c’R萄’雪c1捌’皂’丕1铡7毒一’冈’号1斛’r41

恐羽’雹玎|’自1斛’曼天’斛’辽弋’旁日’瓮斛’6气’囱气’司’气E’I 捌’瓮硼’胡c’岙’日””’

ai翻’硼芒ai’日茂’习只斛’1≈列’日茂’专’雹’酉可’8 5％闪羽’击气’囱ai’r-I’l R专气”’

日q玎l’末硼’气式’訇c斛’1芗羽’目茂’瓮碉’蜀式斛’1翌硼’q茂’末硼’苇斛铡’恿日’季目l捌””t

气c’马式’q式’翻’硼岙列羽’≈’硼芒气’罚气’f 霸c斟’目q’目茂’譬因’专’雹’葺’日I苔”¨

葺’固气’专’丕1羽’罚气’司’I 马玎|7q’丕日l翻’瓮胡’1孑7珂’专’9’专’气式’f g刁i’

訇1’习斟’专’f 专’自日I 写式’蔷弋’气1弋’巧’I 气1式’币c’目1’专I

R目≈’专’f 专’枣1’日6斛’两aif 羽’1芊l≈’丕1翻’毒冈’哥’51只’气<’鬯1捌”
·9·



衾1斛’智’硼E’

葛1’硼’罟气’q

苔铡’季气’q’l

萄只7售1斛f

卸’1多天’思冈’闪工’翻ai’l 事’丕弋’斟’1q捌’f 枣’尸1’鸯l捌”’

日’9镧’善铡’1亨天’恩只’气只’f 1亨天’1可≈’恿c’团羽’尸1’4 1””

j 1苦’商’茸’11R’专’气置’慰sI

习只斛’冈’罚1捌’q’囱ai’f

1弓天’尸’藿1’1专气’9气’罚气’目’交气’I

雹’霆ai’萄I萄’秀’硼岙列翊’R9气’瓮’气E’事’日’f

童气’宅≈’日刮气’专’习

日’叠’目’3 3 0 o硼羽’

q’事’f q ai’窘1捌’I

目1’翟’日司只’慧只捌’11R’专茂．’”

R图1’园E’唧’5斛’日’写茂”’

冈’萄气’5’日菁’刁iq’恩式’琴气’盒’习式’5’是弋’日’I 目冈’拳”

击气’1气斛’躅气’I

司’天<’簧只’q’1苦’蠢茂’R萄1’翊7囱≮’l

斛’气9日斟’五1斛’《冈’硐E翻’黾只’岙””

可天’雹’1弋’9只’气斛’硼式R’芦工鹤’≈’

R专冈’目’f 善￡’硐尸天’琴’雪1羽’翌’重气’气7恕气

产只翻’ai<’雹气’岙气’叠’简7 1 2 1荫气’I §’重目1’

蚕ai’孕’习因’q’1舍1’善斛71萝羽’硼辽气’两再’日’f

罚气’日’I

毒1捌’q’f

团<翻7 9 6

日’f

’气ai’S’R司日7司’I 斛””’

q’1多只’司司’q’硐只’萝气’1日一”

悉’茸’51’5’耄目|’q’f

o西ai’目’罚气’司7f瑟气’舍斛’9斛’冈’8 6两弋’网’冈

气列弋’否’专’簧E’q’斛’产工羽’孕’9只’5’R是只’日’f

『旨工圈’日天’霉气’专’琴’§日’是’枣’≮只’暮<’气只’雹目I’日If

岙气’塾’两’1 2 3罚气’f

§气’萤气’罚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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鸯I’气日冈’1憩硼’芦E翻’≈’重1’qI ≈’产工羽’巧只’霉气’岙气’萤’两’4 60扣i’l

秀’霉1’羽’c呵多式’§式’日’童刁i’9翻’雹’5只翻’ai翻’q只’尸天’玎|可式’日’冈’司ai’恿羽’罚j”
t-．1"f 雹’葺’《’25i茂’气￡’阀’萄气’1翻’多’衾目I zsl’R珂天’意气’珂ai’r4’f 1”“”

￡1铡天’q￡’暂’日’q硼’日’I 斛7丕’专’1’q’g冈’是式’6气’9’司羽’目习只岗ai’I

善只’爵I’斛’产<斛’孕’琴’尊目l斛’皋’慰式’目’1事式’司日’蠲’气式’冈’1司弋’囱可’目’1

捌’芒翻’§1’雹1’五目l捌’日’气式’产气’嗣’琴硼’q’I g只’q’雹气’专’衾硼’管茂’q铡’瓮铡”

穹弋’q’丕日1圈’百冈’硼葛E’黑日～r-．I f R母目I’园c卜一勺气’1西目l’习只’磊ai’5””⋯

R骂日’日’I 专茂’气置’可天’雹’1弋’9’R图硼’冈’瓮列’1≈铡’目茂’镯q’衾硼’斟’哆””

6￡’硼芒气’1：1” 1斛天’目’气只’式冈’1萄’1 自c’弩气’自只’斟气’翁1剞””””

日专’习’捌’思冈’羽’固’1冀气’商’专弋’天E’善式’q’R习’瓮1羽’葛ai’斛’1苦’齑’岗气’l

明1’R警ai’翘’R舟耳I’园只’卸’铡斛’瓮硼’羽’皋硼’日茂’日5 ai’蔷翻’硼珂式’昱日’日I

哥目’1q’1斜弋’日茂’R习冈’琴气’专’斛71 ai斛’R气天’岙’与1囱ai’司’雩’司瑟气’想日’q”’

胡’胃气’1，气’铡日斛’9’雹茂’霆1w专’R阿1’园掣～R厚1’雹茂’碧E’1蛹1’q’
两工’目I耷’珂目l’R萄’R霉天’9捌’气鹤’骂羽’日’暮气’l 天式’善只’专’|日列剞’茸气’斛”?’

葛1’黾’琴’季1羽’≈’c1刁i斛’蔺气’目茂’毒气’怠斛’斛’珂1’唧’5捌’惑只’气9司羽’6气”””’?

1巧斛’clq斛’芦只铡’≈’目I可1翻’r-．I’I 专’亏ai’冈式斛’1寻1翻’1气司’clq羽’多””’

5≮’目I zsI冈’西弋’目嚣气’日’l 爹气’引岙巧’写气’岙气’皂’多’q1’磊’日’气只’五弋’丕气’

笔工’闪式’1舍1’馨气’铡碉’函气’9’5司’塞1羽’1斛冈’习1’蔷气’I 爿铡’岙气’毒”’

日茂’舟气’嚣斛’日6躅’卤气’日’f 簧E’躅E铡’翌’园’列瑟茂’芒斛’冈斛’斛孓’笛气’冈’

事ai’ai目’1刁i硼’1q斛’9’岙气’气9’日’鱼’耍f 雹’翻瑟茂’芒翻’列斛’引珂j丕气’萤’

目’5 0 0 o硼铡’丕气’专’两’R芦弋1只翻’气1弋’孕’R舟1’习c’zsI’思冈’囱ai’q’气<’f

塾’目’4 2 0 o～4 o 0 o日天’写’瓮’茸’铡珂ai’2li茂’团式’s天’羞’日茂w怒冈’翼刊

窘’目’3 2 0 o～4 2 o o q弋’瓮’葺’硼珂气’蠲茂’团c’日茂w思冈’囱刊 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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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0 o——3 2 0 o q天’皋’萄皂’硐珂ai’蠲茂’团只’5’弩斛双’日茂’羽’思列’囱ai’l

塾’自’3 4 o o一3 2 o o目天’瓮’9茂’蓦’日茂w思冈’囱呐’目’3 2 0 0硼气’丕◆

芎’蓦茂’翻’熙冈’囱气’目’I

窀只’冈村’两’可1’枣’封E’气工’两’号1’R专日斟’尊’气只’g气’目’气’玎『呵列’日f≈斛”

5式l雹c’卸斛’皂气’9斟’圈气7到天’罚气’日’l 两’恿茂’霉1’s冈’气式’簧式’q¨””

碉cR’芦E羽’ai工’卸’冈’芒翻’孕’司列’窀E’亏嗣捌’蠲’交7c1舍1’蓊气’气式’I

雹’气￡’日专’奄茂’弩气’霉气’孕’羽’思冈’芎’两’1爹斛’度’冈’1≈铡’翦气’q’I

．可弋’

日天’

雪气’气式’羁气’专’两’交’1萝q’羁巧’贫气’目’f R习’置耳I翻’两’可1’目I苦’齑’气斛”

萄’目’气只’萄’f ai捌’硐’萄斛’两’可1 7f 目’萄’1 专’ai斛’目气’气c’藿’

岙冈’f 1E’目’豸气’司6羽’气目冈’R季天’两嗡’可1’葛气’r-．I’f 菅只’羽|日式”

可天’雹茂’日式’委气’5’丕1司’罚气’f 1 ai司’1日翻’焉’日’f 两茂’丕’琴硼’’”

蓦’哿只’专’弓’爹茂’团￡翻’1 o．7罚气’f 蓦’富’q茂’局’日’(7目f)西’琴铡’蓦¨”’

团置’专’弓’导茂’图只镧’1 2．7罚气’l 目式’磊茂’禺’日’(1 r4)丕’琴翻’蓦’团只’气”

弓’g茂’图式翻’1，9罚气’I 两茂’丕天’雹’R日日’岙气’写’琴’甍气’4 4 7．4专’囝’日’

6——9日天’掣坍’罚气’目’I 两’1舍1’q’梦’硼’2lil’耍’专’恿’岙气’7 0 6 6．6

罚气’翻气’胬’固1’q茂’5捌’专’梦aI’1 63囱气’f q式’冈翻’c1 ai司’1q斛’怠’1百气’

季ai’1苔’磊’日’专’气9气’1’气只’气9天’|日茂’习气’琴气’i 墨’5镧’孕’习可’目’I

雹’两1’毒I’目『百气’季ai’f 对天’目’『 斛气’雹c叮’目’『 蓦气’墨气’气列R’’j’

日’气式’爹气’穹天’1气司’訇日’日茂’西式7雹’(严’日’)目弓翻’罚气’I 皋’葺’铡葛刁i”

蠲’气E’留只’目’固’硼嚣茂’芒斟’冈斛”硼葛’岙气’塾’目’3 2 0 o一44 0 or4r,’旷

翻’硼为硼斛’冈’q只’气1铡’固’固’再ai’萄式’目’1 2 9’4罚气’1|日’户日捌’9’固’再ai’写’。

1 2、2％’q只’丕’1萄1’R茸目I’q’岙气’号’萄气’固’气日式翻’恕’日q’自’2 2 4 6罚气’I

1蔷7苒’皋’习只’日只’气工’q只’穹1’日’f
’

自天’q瓦’翁1q’鸳’嚣1翻’罚气’目’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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