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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森林资源丰富．这是君坝乡然木何参天的杉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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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工具。随着我国“四化一建设的发

展，国际交往，国家政权建设均需要准确的地名。为满足各部门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特

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印了本地名录。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四川省人民政府(1980)89号文件精神，在甘孜

藏族自治州地名领导小组指导下。于1984年3月至同年11月，以9个月的时间，对全县的地名

进行了普查。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

原则。以1：10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986条地名进行了普查。其中删去不复存在的地

名31条，纠正了错音、错字、错名、错位地名的274条，新增地名224条，对含意不健康的居

民点一条进行了更名。基本上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我们按规定将地名普查的四项

成果(地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上报，经州，省检查认为合格予以验收。

在此基础上，我们编成《理塘县地名录》。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的成果，也是我

县自古至今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的总结。从而结束了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状况。

本地名录参照l：10万地形图，缩制成1：50万理塘县地图。标注了全部区，乡行政区划

地名和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58篇，(其中理塘县概况以藏，

汉两文字印行)。辑录全县乡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

等地名95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民族文字(藏文)按音译转写法转写。

本地名录用的数据，人口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其余均为1983年县统计局的

年报数。

今后凡是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理塘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理塘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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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概况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沙鲁里

东，雅砻江支流无量河(理塘河)上中游。东毗雅江、木理；南邻

城、乡城；西接巴塘、白玉；北与新龙县交界。面积15337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为东经99。197一一100。567，北纬28。577一一30。437。全

7902户，41530人。其串藏族39378人，汉族2174人，还有回、纳西

羌、彝等民族。藏族占总人口94．82％。辖8个区，26个乡，114个村

275个自然村。县治驻高城。地理座标：东经100。167，北纬29。597

海拔4187米。离州府驻地康定284公里。

一、历 史 沿 革

理塘县隋属利豆，唐属吐蕃。元属陕西行省，元至元十五年(

元1278年)置李唐州①，后设奔不儿亦思刚招讨使司，至元二十

年(公元1288年)，设钱粮总管府。明置襄塘宣抚司，后为扎思东思

麻千户所。明末清初青海顾实汗属地，设襄塘营官。清康熙四十八年

(公元1709年)设正副营官。康熙五十七年(1718)内土fj，属四川省。

雍正七年(1729)置襄塘正副宣抚司，属打箭炉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于此立粮务委员。裹塘土司制度始于元，至清而兴。．清光绪三十

二年(公元1 906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改土归流，置顺化县。光

绪三十四年(公元1 908年)拟升襄化厅，设同知。宣统三年(公元19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自 然 条件

理塘县地处横断山脉东南部，沙鲁里山脉由西北向东南伸廷，地

势虽高，但顶部平坦。形成四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带。扎噶山属大雪山

支脉，横贯木拉、拉波两区，向木里、稻城县方面廷伸，形成3500至

4000米的山原和高山峡谷地带，两者构成全县山脉纵横，诸峰重叠。

地势高、气候严寒的特点。县西南角的格聂神山为全县最高峰，海拔

6204米。县东北角雅砻江边呷柯乡扎拖村最低，海拔2800米。

我县水系大致可分：北部为雅砻江中部地段，流经县境92公里，



矿产资源：全县经考察黄金产地分部在理塘河、拉波河、禾曲河

·3·



畜折价私养，草场固定到户放牧，重视了科学养畜，大力进行疫病防

治工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县各类牲畜302867头(只)，

比1950年增长41．62％。其中：牛165748头，马1 5420匹，羊1 12393头，

猪9306头。

林业：全县森林面积204万亩，占总面积的8．87％。木材积蓄量达

3945万立方米。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呷洼、君坝、下坝三个区。南部的

木拉、拉波、热柯、濯桑四区及中部的村戈乡。1977年开始建立县林

场，现有卧龙溪、呷柯、君坝三个采伐点。同时进行迹地更新，育林

植树。树种主要有冷杉、云杉、高山松、高山柏、红桦、青杠等。

水电：境内有理塘河、希曲河等主要分支溪河达25条， 多数河流



积水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电力理论蕴藏量为80万千瓦。现有农

村小水电站15处，装机容量600千瓦。卧龙溪水电站设有三台机组，装

机容量1890千瓦，1984年动工兴建，1986年竣工投产。

工业：解放前仅有铁、木、泥、银等个体手工业。现有火电厂、

农机厂、木材加工厂及县合作联合社(包括建筑、缝纫、砖瓦)。黄

金生产由农牧民个体开采，1982年生产黄金达1276两，名列全省前茅。

工业总产值达104万元。 ·

交通：我县是康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川藏公路南线的必经之

地。旧社会驿道靠牛马和人力运输。解放后，公路建设迅速发展，境

内有省道公路240公里，县道公路450公里。县汽车队有载重汽车11辆，

其他机关单位有大小车35辆，农村还有手扶拖拉机等交通工具。

商业：国营商业1983年销售额达451．8万元，采购额达170．4万元。 ＼

大宗中药材为黄芪、大黄，次为虫草、知母、贝母、麝香、党参，蓁

艽、芜活等。黄芪常年产量为80一一1 oo万斤。1 983最高收购黄芪172万 ．．

斤。收购虫草年最高达4650斤。理塘县是康南贸易中心，历史上是藏

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当地群众向有经商习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城乡市场欣欣向荣。国营商业购销两旺，个体工商户有如雨后春

笋．蓬勃发展，市场贸易日趋繁荣。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解放前，全县仅有小学一所。解放后，教育事业有很

大发展，全县有中学一所，教职员=1249人，在校学生330人。全县有小

学62所(民办学校在内)，教职_．72266人，在校小学生2661人。

文化事业：县内设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管理站、电影院、



区有电影队，高城乡、中木拉乡有文化科普站。这些

化活动，电影队在各乡巡回放映。县广播电视局自办

还可收看卫星转播电视。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县诊疗所～个，医务人员3人，广大藏

族群众缺医少药，在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仅1948年就被天花、霍乱

夺走了500多人的生命。解放后，卫生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全县有四个

王生机构(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藏医院)。8个区和17个乡

均设有卫生院，所。全县有医务人员1 52人，医生23人， 卫生技术员

109人。基本上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伤寒、白喉等

季节性传染病也得到了控制。

体育事业；县有广场一个，水泥兰球场五个。经常开展田径、摔

跤，登山等活动j藏族人民能骑善射，以高城乡为中心每年举行一次

全县“八·一”赛马会，同时进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各民族问的

物资交易会，真是热闹非凡。

五、名胜古迹

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已建寺四百多年，历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最大

的黄教寺庙。在“文革”中曾遭破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

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寺庙修复一新。

甲洼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肖克、王震同志率领

红军与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部会师甲洼乡之旧址。

系魂湖：在帽合山的东侧，又名五色海。风景十分优美·

毛垭温泉：水温30～一60。C，含钙、钾、镁和碳多种微量元素，

有益于人体健康又可供牲畜饮用。近年用于地震监测．是一个风

·6·



值的地方。建有洗澡间14问。节假日前去沐浴者川

①注释：李唐、襄塘、理化、理塘均为藏语译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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