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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出版说明

《中吕少数民族自法地方提况且书 i>， 是菌家民委民族问

题五种品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的《民族揭题五种且书》之

一，是在各有关地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由各自治地方分到编

写的。

我国是一令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 J1i 史

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缔造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行民族区域言:台，是我知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

政策。白治区、自治判、自治县〈旗〉的建立，实现了各少数

畏族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物上的民主权利，体现了各民族平等

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三十多年来，各民族自治地方在

党和政肃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巨犬的成就。

为了介结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情混，宣传党和国家的民

族政策，便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特编辑出版《中虽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溉况丛书》。主要内容包括军各自治地方的

行政区划、自然资旗、民族分布、历史发展、政权建设、社会

变革、经济文化以及名胜古迹、宗教信仰、风俗习赞等。本

《丛书》的出且是，对于各民族之间的互扭了解，互相学习，进

一步增强吴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自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录

前雪

第4章自然概貌.... ••• .....……)…. ••• ••• ...…..... .... ...……. ( 1 ) 

第一节地形地搜.................………………………. ( 1 ) 

第二节气候气象……... ••• ..…………………………. ( 3 ) 

第三节 植被与牧草... .... ..……………………. . .• •.• ....ζ6 ) 

第四节外i府重镇一一大武........…………….. .... ."" ..…. ( 9 ) 

第二章 "神山神水"宝地方..... .". ..………….. .... ••. ..…. ( 12 ) 

第一节黄河源头无限风光... .....………………………. ( 13 ) 

第二节雄伟壮观的商尼玛掰……………………………( 16 ) 

第三节神秘瑰嚣的年保页什则…………………………( 18 ) 

第四节 北国江南一一班玛仁玉…………………………( 24 ) 

第五节富饶的自然资摞………...... a "" ""………………. (28) 

第三章开拓窝嚣的优秀民族.... ..... ..…. ... ... •.. ..... .... ...…. ( 32 ) 

第一节历史沿革民族源流………………………..…. ( 32 ) 

第二节传说、族谱中三果洛的形或….... .... .."…. '" ••. ••• (39) 

第三节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 ... .......…. (43) 

第四节 红军长在播下革命火种…………………'" ..•... (49) 

第四章 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 ...... '" ( 52 ) 

第一节畜牧业经济…....... ..…. .... .•• ....………………. (5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社会生产关系…... •••••• •••••• •••••• ••• ••• ••• ••• ••• "( 56 ) 

第三节政治制虔…... ••• ••• ~.. ..…·………........……. (66) 

第吕节武装甜蜜...... ..……. . .. ••• ..…. .............."... (69) 

第五章文化、艺术、宗教、习俗"". ... .•. "".... .•. .…….. ( 73 ) 

第一节文化艺术………………………... "". ..………. (73) 

第二节宗教………….". ••• ..…….........……………. ( 81 ) 

第三节习俗风尚....... ..……... •.• ..…………………. (85) 

第六章党的光辉普照果洛草原……. . . . " . . . . . . . . • . . ..……( 94) 

第一节果洛的解放……... ..• ..……………….... ...•.. (94) 

第二节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 99 ) 

第七章伟大的社会变革.". ".. ..……·…………... ... ... ( 104 ) 

第一节民主改革.... ......……………………………( 104 ) 

第二节平息叛乱……………………………………( 107) 

第八章经济建设的成就…………... ... -. .…. ..• ...……〈囚的

第一节支展中的畜牧业……………………………( 109 ) 

第二节多种经营与土特产品……………….." ".. ..…. ( 116 ) 

第三节新兴的工矿交通事业…………………………( 120 ) 

第吕节财政金融事业... ".. ..………………. •......•. (128) 

第五节爵销商旺的民族粮贾…………………………( 131 ) 

第六节初具撰模的邮电、气象事业…………………( 135 ) 

第九章发展中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事业……( 139) 

第一节飞速发展的员族教育…………………………( 139 ) 

第二节民族文化和艺术……………... ••. ."………. (142) 

第三节突飞猛进的医疗卫生事业……... ••.•.••.. ••. ••• ••. ( 146 ) 



第四节科技研究的春天…" …... ••• ...……………( 150) 

第于章乳盟的人民民主政权…………………... •.• ••• ( 153 ) 

第一节雪山芳草... •.. ..….-………………………..( 153 ) 

第二节民族宗教统一战线…………………………( 156) 

第三节草原民兵... .....…………·…………………( 159 ) 

第四节果洛的新兴域镇 ……………………………( 160) 

结束语烛烂辉煌的前景... ... ... •.. ... ... .~.. .….. .•. ••. •.• ( 162 ) 

后记……………... .......................………….......... ( 164) 



前言

果洛藏族自治判住于我省东南部，东 i插甘声音，南接 E直到，

东酋长约四百五十公里，南北宽约二百五十公里。境自群峰耸

列 ， ì胡治繁多，著名的黄河贯穿其中，全失i 平均海拨四千米以

上。气候寒冷，具有气温低、光辐射强、日温差大等典型的高原

夫险是气候特点。但是商量充滞，年平均降雨量为自百至五百

毫米，素有"北方气候南方雨"之谚。

自治州内以畜牧生为主。草原百亨、约为一万零一千一百万

言，占全姆总百积的 89%。适宜发展艳牛、绵羊、马匹等畜

类，是青海省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盛产患茸、扉香、犬黄、

冬虫草等各类名贵药材。藏寐、家畜和野生动物皮毛及乳路制

品也较驰名。

分l 内的主体民族是藏族。藏族人民勤劳勇敢，纯朴镖悍，

富有光荣的反暴斗争传统。他们为开招黄河漂头，维护祖犀统

一，发展这里的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苦，历代统活 E丹:及出于民族和阶级的偏见，对果洛以

支居住在河源的藏族人民一直持歧视态度，加之;I;'l 内气侯严

寒，山 }I! 险境，地伊人稀，交通腥塞，济史上一向被认为是"神

秘之迪"或"不毛之区"，汉文史料中极少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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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于1952年开始在

果洛开展工作，住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

《共同钢领》裁定的方针政策，逐步加以贯彻和实站。经过多

年的努力，成功地消除了历史上遗窜下来的民羔隔阂和歧视，

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沽，完成了 E毛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

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

果洛JH建政以来的三十年，是各族人民在中嚣共产党领导

下团结、进步、发展、繁荣、兴旺的三十年。虽然由于我们工

作中的某些失误，议及林菇、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嚣的干拉硬

坏，整个历程不无坎坷，然而从主流和全局来看，果洛毕竟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趋成就，确确实实

是空前的 o 特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果:各各族人束在

党的领导下，提乱反正，奋发 E 强，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各项

社会主义建设事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叶窍。

展望未来，展现在果洛各族人民前面的是更加美丽壮阔的

姑走前程!

我们编写这本《果洛葳族自沽JI']就况)) ，旨在向全吕各族

人民比较系统地简略分结果洛的民族源流、历史沿革、自然凡

巍、乡土人情、社会变迁以及建攻三十多年来的伟大成茬，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飞跃发展形势，以便进一步

增强全国各族人束之前的相互了解和团结，激发热爱祖国、

朵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热 2情，增强革命信心，提高贯窃执行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埠，为开创新局面，实现寇

的宏伟 gji示雨不 2陆地努力 i



第一幸

自然概貌

果洛藏族自治安1'1位于青海省的东南部，西邻玉树藏族主治

州，西北和北部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接壤，东北与海南藏

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相邻，东部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黯)1[省阿瑛藏族在治扑I ßlrl连， 1苦而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紧紧扛lt茧，恙面积为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三点六平去公里，占青
海省总理权的10.2%。启治州首府驻大武，共辖玛沁、玛多、

甘德、达 2、班玛、久治六个县，四十九个公社，一个国营牧

场，一百四十二个生产大队，五百七十五个生产队。现有各族

人民十万三千七百零八人，其中藏族约占87.99%0

第一节地 7草地貌

自治州i境内雪峰耸立，江河纵横，湖泊繁多，景色壮丽。

由脉主要有昆仑山泵的巴颜喀拉出支脉，著名的黄部就发摞于

其西北的卡1:-;曲一带〈玉树知i 曲麻莱县境内)， Nl!玛多甚撞约

四十余公里。己颜嘻拉ùl绵亘全州南部，阿尼玛姆雪白〈又名

大积石Ùl )远远予全如i正北，年保页什则山〈又名果洛山〉耸

立于全州的东南部，山势均j王国北、东南走向，西北高而东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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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白山之间多有.f!( 注河曲，并有小块平坦草地、洁泽地与少

量的沙漠地，共约一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约占全州总面积的

20%。到内西北部海拔在西千五百米至五千米之间，地形起伏

不大，比高多在五百米至一千米，援度较缓s 东南部海拔在三

千五百米至四千米之间，但地形起伏大，一般比高在一千至二

千一百米，坡度四十五至五十度，最大八十度以上，整个地彭

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黄河之源地区的大边构造单元属巴颜喀拉禧皱带，构造线

均作西北一一东南走向，地辑轮廓明显地受构造控制。果洛总

的地貌特征是在高原面上一系列近于平行的低由与宽谷、河湖

盆地梧闰排列。低出多属禧皱断层山，相对高度一般在三千米

左右，保留着两级夷平ïRî:高的一级在四千九百至五千米，已

不完整，超过五千米的山峰可见古冰川地貌，如冻斗、角峰

等z 另一级海拔高度约在四千六百至四千七百米，保存比较完

整，分布也较普遍。在这些能缓丘陵、低出的事端，山坡广泛

发育着各种类型的冰缘地貌，如冰融j资攻，散型石条、冰流

舌、热溶湖塘等等。河源地区占优势的地貌类型是宽谷和河湖

盆地，它们多为黯陷作用所影成，大体可分为两类z 一类是第

三纪的沉积盆地，更新世期闰受新的构造运动影响，发生继承

娃断陷商成 z另一类系更新世的断揭湖盆。在上述断陷盆地的边

缘多保留着湖成阶地或发育成了出前台地和洪~R扇，在盆地的

低处还分布有残留的溺洁。在按海囚千五百米以上多为石质山

地，表面为黑灰色钙士、黑挖土、抄壤土与沙砾土质覆盖，

般厚度为五十厘米，最深达一米以上。

2 



汩源地魏发育过程十分活跃，内力过程主要是强裂的地壳

隆起和下降，外力过程主要是寒冻冰缘作用和流本作用。内外

力过程相互锚约，塑造着这个地区的地毅形态，

:梅内平坦草原地较多，大多数为中等起伏的草滩边，面积

约为二千零四十四平方公里，地质坚硬，草木植物稀疏，密度

较小F 沙漠戈壁撞甚少，约九百四十平方公里，均为固定沙

苦苦F 沼泽地多分布于达日、玛多两县，面军只约为四百一十八平

方公里，多属湿溜泽，夏秋雨季，人畜往往有陷入的危险。

第二节气候气象

果洛藏族皇治州的气候，具有显著的严寒、气握f霞、光辐射

强、日温差大等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点。由于全州地势较

高，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易受北方和西北方的寒就影响，

E照时间长，降雨〈雪〉量较多，蒸发量大，多碎性大风，按

气象标准划分，只分干季〈十月至四耳〉和雨季〈五月至九月)，

没有夏季。当地人民习惯把三、四、五月称为春季，六、七、

λ月称为麦季，九、十月称为秩季，十一、十二、元、二月称

为冬季。全年没有绝对无霜扇，夏季多富暴雨、冰雹、雪霞，

降水急骤猛黯 z秋季雨雪稀少s冬春雨季多大风雪，干燥黯寒，

很容易形成风雪灾害。

河源地区，强烈培受大尺度地貌带状分异的影蹄，东西的

积石山阻挡了东南湿暖气菌的西避，西南的巳颜略拉出路又削

弱了溯谷地北上的西南季风，才已有布尔汉布达自肆作肆瘁，捂

3 



本区与干旱的荒渎地区隔开。另一方面由于地势高亢，所以气

候蛊得特别寒冷，全年平均气温约为一 4'C，.年平均降水量，

年平均相对温度，均呈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鄂霞、扎

跋草草区的气候特点是，寒冻季节长，温差大，气候变化急剧，

多风雪。据玛多县气象资料z 多年极端量提气温为- 48.1 'C 

( 1978年元月3 日) ，极端最高温度是1978年7月 14E 的22 't J 

a 温差7月份较其他月份为小， 12月份最大，平均18巳至28 't，

一年中无霜期只有二至三天F 年平均薛水量为299.4毫米，其中

国体〈雪、雹、霞等〉降水约占2/3，降雨期集中在七、八、九三

个月， 丽且还经常以暴雨形式出现， 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

年平均蒸发量为1 ， 260.5毫米，相当于降雨量的四倍还强，因

商各个湖泊水量主要依靠各部来径流补给。另外，该地区气候

的另一特点是风大，因为海拔高，接近高空盛流西风，边面受

高空风速影响颇大，一年之中多西北风或西风，风力以二至三月

最大，最大风速可达每秒三十米，梧当于九、十级，七八级大

只是经常性的。每天中午过后最易刮风，锋晚风停，艇有规律，

性。

但是，在地势较僚的东南部班玛、久治县境时内，年平均

气温为0.3.-.....2.6t; 州中恕的大武、吉迈、吉德等地，年平均

气溢为- 28 t.-..... - 0.3 't。全分i最冷在每年的元另份，班玛、

久治平均气温为一 10.6 t.-..... - 7.7 t:，大武、吉迈平均气渥为

- 12.8 t.-.....12.2 它，中必站〈郎玛沁县优云公社，下同〉、玛

多平均气温为- 17.3 它 .-.....-16.5t ，玛多最冷可达一 48.1 t:。

全州气温月平均四月份上升到O t:以上，十月份下辞到O "C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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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芋，久治、班玛地区气温回升比中心站、玛多约早一今

月。最大日差在十二丹份，其佳为31.2t，夏季臼差较小。一

年四季凡晴天夜晚都有霜冻，冬季冻土一般在1.2米以上，最岸

可达二米。每年五月括以后化冻，河流、湖泊十一月份开始结

泳，翌年三月以后解冻。夏季-8 之内，常常出现四季气温，

早晚常在零度以下，多数地区丑云叩开J，往往是雨雪冰雹交

加，气温急剧下择，故有"立方气候南方雨"之说。九月中下

句开始降雪，天气转冷。十月份以后开始有来自西北方的寒流

侵袭，日平均气温下降因度以上，往往伴有七至十级偏西大

风。

呆洛如j内气压较憬，年平均气压为608~663.5毫巴之间。

最假的是河琼玛多地区，年平均为608毫已。每年八、九月最

高，元、二月份最f匠，年差植为10.8宅，己，年差随海按高度递

增市增加。 B差，冬季九时最高，十四时最低p 夏季八时最

高，十九时最低。 B差垣为2.1毫已。由于空气稀薄，缺氧，

挠水、煮饭水温达不到沸点〈摄民100度) ，一般85 "C 左右即

可沸腾。

呆洛乡1'1 N:有名的风雪高寒地区，丽旦风多阵发性，冬春雨

季尤为厉害，但夏秋两季风力较小，一般每天上午和傍晓以后

风力较弱，中、下午风大。风力平均四至七级，最大十级。风向

多西北风，夏秋鹊商出现东南风。平均风速为1.8~2.5米/秒，

最大风速20米/秒。久治、班玛地区二、三月份风力较大，最

大六级以上，七、八月伤风力较小，一般国级左右重大武、吉

迈元至四Jj份风大，最大七级以上，可达到九、十级，七JilJ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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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风小，一般五级左右z 中心站、玛多二至五月份风大，最

大八级以上，六、七月份风小，一般六级以下n 每遥风季来

i函，常常出现尘土扬主lt、普天昏地的景象，倍传"一阵狂风难

辨昏与昼"之叹也。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由于风雪肆虐，

天寒地冻，交通要道花石峡、中心站、尼卓玛山等处公路往往

封冻闭塞，为害非浅。

果洛因受地形地势影碗，梧对形成三个降水地区。东南较

温润的班玛、久治等地年平均降水量655.8--759.8毫米，年薛

水吕数达170--173天F 西北部的中心站、玛多地区平均降水量

306毫米，年降水日数120天左右望中部大武、吉迈、甘德地

区，年平均降水量474--..， 540.9毫米，年降水 E 数达118.........162

天。六至九月份，冰雹多，雪霞多，但强度不太大，一般直径

为一厘米，最大可达2.........3厘米。自最大降水量为49.6毫米。州

内年平均降雪白数在59.........152天，降雪 E数最少是班玛县， 只

有59天，最多的是吉迈，达到152天，积雪白数在43--114天，

积雪深度可达0.5--2米。

果洛州的年日照时数;较大，由东南向西北，目照时数递

增，最多是玛多县，达2802.5小时。 E EZ时数长，紫外线较

强，对人畜体质有一定的影嚼。云层较低(特别是夏季的对流

云层较多，友展旺盛) ，高空风大，能见度较差。

第三节植被与牧草

果洛:Ni为丘IJ在草原，多为革旬植襟，如j东南部间生部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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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森林和灌木丛。其垂直分布一般在4， 500米以下的山地及河

谷地带， 4 ， 500米以上多为石山，植被稀疏。

玛多去河据地区处于高出草甸带向高山草原带的过渡位

置，可以窃显地看出两条生态界线z 一条大致沿34 0 30H N 东

西伸展，位于己颜喀拉出主脉的:11:;饵，它是温湿的高山革甸与

干寒的高山革甸地区的分界线z 另一条界线是高山草原与干寒

高出草甸地区的分界线，大致沿玛多的鄂陵、扎棱盆地北缘由

西北延伸到约古宗列盆地北缘的低出.这条界线北倒，可以看

到干旱的草原植被沿谷地向南伸入的情况。其植被水平分异和

垂直分异是叠却在一起的，植被类型随地势起伐的变化也较费

显。河谷、盆地相对比较干暖，高原窗上和山l歪风大、寒冷，

黯载于暖，阴坡冷湿。在出原夷平面上，出坡上普遍发育着碎

石援、 "石海野、石条带的石成土壤。植被主要是垫状点地

梅、垫状蚤缀等，与多种凤毛菊呈镶嵌状稀疏分布。王陵缓拨

下部发育着源流扇的水成土壤上，主要是垂头菊为主的处于演

替阶段的群落。盆地、河谷低洼娃永冻土分布的地段，分布着

棋到民毒草为代表的沼泽化革甸。商洪我扇和湾流阶地水成土

壤上，分布着含蜜花黄英、甘肃拉豆、早熟禾、紫花针茅、鼓

碱草、黯冠革和矮毒草的草原先草甸。在一些盐湖周围的盐成

土壤上，姆分布着碱蓬、海韭菜、剪刀股等盐生植物。这些植

物一般含盐充足，营养丰富，牛羊马匹食后最易上膜催狸。因

此，果洛各地敦民以及邻近的甘南、)11北的某些群众每年夏秋季

节，多有驱赶畜群，爬出涉水，远道专程来哈姜盐边附近放牧

的。同时，这也是玛多县牛羊较其也各县特别JJE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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