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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和演变。由

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

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地名文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应不上，或错

位、错字、错名，加以全县的生产队都是以序数为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

“一片红丹，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发(1980)89号文件精神和甘

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州开展地名普查补调工作的部署，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有

关部门大力支持配合，从一九八四年四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

查补调工作。在内业整理中，对我县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完成了地名普查的图、表、卡，

文四项成果资料，并分别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和一九八五年四月经甘孜州和四川省地名办公

室检查合格，批准验收。

这次地名普查，是民改以来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

个成果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按照要

求，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地名录))一书，

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需要，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的内容，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100000地形图，编绘成l：540000石

渠县行政区划地图一幅，标注了全县自然村以上行政区划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

种文字概况材料43篇，辑录全县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

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地名3101条，并对每条藏语地名，以藏语之意简要地备注了现用地名

的来历含义等情况，选用了我县主要的土特产和名胜古迹和反映民主改革后社会主义建设成

就的插图13幅，附录了县城街道，行政村命名名称和自然村更名名称的通告，文件，以及全

县地名首字笔划索弓l表等。

本地名录引用的主要数据为一九八三年县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数或主管部门提供数，历史

裙革摘自《西康省历代政区简要》一书。

今后，单位或个人在使用石渠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地名表汉语拼音音译转写栏中，藏语地名按((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转

写，汉语地名按普通话语音拼写，并在“民族文字"栏中以“※"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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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兴旺

洛须区革命公墓

蒙沙大桥



洛须区一角

石渠县城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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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渠 县 概 况

石渠县位于四川省西北角，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北面。地处巴颜喀拉

山脚下，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一部份。地跨北纬32。197——34。207，东

经97。207——99。167之间。东接色达县和甘孜县，南靠德格县且与金沙

江为界的西藏江达县隔江相望，西连青海省的玉树县，北与青海省的

称多，玛多，达日三县为邻。辖三个纯牧区，一个半农半牧区，有23

个乡，107个村，187个自然村。一九八三年底实有12，322户，56，105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310zA)，总人口中有汉族1，318人，彝族2人， 羌

族2人，其余均为藏族。县政府驻地“尼呷”，地理座标：北纬32。587，

东经98。067，海拔4，200米以上，相距州府所在地697公里。是解放后建

政以来新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兴城镇，为金县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

中心。

石渠，系藏语“两墨’丑阀’’译音，意为所巴下色登部落的后代。名称

由来，由于系全民信教地区， 以境内最大的一座喇嘛寺，系西藏色拉

寺喇嘛呷举洛绒曲登所建的“色须”寺庙名称而得名，沿用至今。此

地群众自称为“扎曲卡瓦”，即雅砻江源头，雅砻江两岸地势平坦，

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是从事牧业生产的一块宝地。

(一)历 史 沿革

西汉以前石渠为草原游牧部落。东汉时为“羌”，东汉末期便有

氏族迁入，多与羌族融合。隋朝时曾慕义而内附为附国地。 隋未， 吐

．f一



蕃势力继续向金沙江以东发展，附国为其所灭。

唐时即属吐蕃统治。唐未，吐蕃势力崩溃， 部落复起。北宋时已

为格萨尔王的林国辖地。‘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属朵甘宣慰司。明代属

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清初，本地受辖于蒙葛结长官司(现石渠东

北，含已划给青海省的称多，香秋两村在内)。 以后， 德格土司势力

逐步扩张，逐受约于彼。一九。九年六月以前、属德格土司宣慰司管辖。

清末， 四川总督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将德格土司辖地分为五个

部分，其北面部分即为石渠。宣统元年(一九。九年)设登科府，德化

州j．白玉县‘石渠县．，同普县，由“边北道”(驻登科)统一管辖。

并在石渠设设治委员。废除土司制度以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

年)，赵尔丰、·付嵩炼上书清帝，请建西康省，设置府、厅，．州，

县。石渠县成立。民国二年(一九_三年)六月回归川边特别行政区

管辖；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属西康特区临时政务委员会；民国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属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民国二十八年(一九

三九年)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本地属西康省第二督察区， 直至解

放。建国后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九五五年西康并入四川省，属甘

孜藏族自治州．o ．

。

j )
’

．

(二)自 然 条 件．
，

石渠县全境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呈高原宽谷剥蚀地貌，’巴颜喀拉

山脉以弧形绵延于北部，主峰高5266米。金沙江北面的莫拉山脉，主

峰高5，1 18米，屹立在原面南端。两大主体山脉由西北向东南横贯全

境，原面地域辽阔，．丘顶多浑园，谷坡大多小于30。， 谷底与谷顶相

对高差一般在300米左右。谷底河流两岸多有阶地发育，浅丘宽谷，

i，·



草坝连绵。莫拉山断裂以南的金沙江经真达，奔达，正科，洛须，，麻

呷乡地境切割由西北向东南奔腾而下，地势一落千丈，相对高差1700

米左右，形成高山峡谷区，纵观石渠地貌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

基面高差620米，其特征为中山窄谷向低丘宽谷过渡，逐渐走向开阔

平坦，形成巨大的槽谷地貌。两山之间山峦起伏， 溪河纵横，也是雅

砻江主要发源地。除巴颜喀拉山北部查曲河汇入黄河水系外， 洋涌

河，麻木河，俄涌河、马木考，．翁曲河，各涌河等众多支流均发源于

原面各山，丘，谷之间，水源丰富，水质良好， 河渠迂迥，．蜿蜒回流

其间。在呷衣至长须干马乡之间注入雅砻江。河流主干总长756755公

里，水面占总面积3％左右o

由于石渠地势高亢，致使亚热带纬度的地带性气候完全为垂直气

候所代替， 气候主要受着西风寒流的影响，属独特的大陆性季风高原

气候。具有气温低，日照长，雨量集中和昼夜温差大，四季不分明，

无绝对无霜期等特点。年平均气温·1．6 o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

为一12．8。C，最热的七月份气温也仅8．7。C，极端最高气温25．5。C，

极端最低气温一45。C以下，≥i0。C的活动积温仅79．3。C，<一30。C，

月平均日数2．6天。多年平均累计雪天83；8天，大于或等于八极以上

大风日数170天。气温年和日的变化都很大，年降水量在596毫米左

右，多集中六至九月份。干湿季分明，湿季始于五月下旬至九月，气

候温和，水草丰茂，是畜牧业生产的黄金季节。旱季始于十月至次年

的五月中旬，天寒地冻，风大草枯，气候变化无常，有时还出现暴风

雪灾害。是从事畜牧业生产最困难的时期。境内三个牧区遍布高原蕈

甸，林木不能生长，耐寒农作物也不易成熟。 由于气候的垂直变化导

致了植被的垂直变化。3700米以下的金沙江河谷平坝已拓农作区，

歹夕／



370Q一3900米是针叶林。潮湿的阴山为杉林， 干燥的阳坡为柏林。1

在森林的下缘分布着亚高山灌丛和亚高山草甸，3，900米以上是高山灌

丛和高山草甸，4800米以上至雪线是高山寒漠，尽管植被类型多样，

但其基本类型都是高山蒿草草甸草地。鉴于气候所致，。植被的季节景

观十分鲜明，夏季葱绿绚丽，．冬季枯黄萧条。土壤分类及型态特征也

是多种多样，按照下垂带谱和水平镶嵌的分布特点，主要类型有高山

寒漠土类占土地总面积的7．82％；高山草旬土占总面积的72．92％；，沼

泽土占总面积的17．922／o,亚高山草甸土占总面积的0．97％；棕色针叶林

土占总面积的0．22‰褐土占总面积的0．15‰

(三)经济概况
●

全县共有土地面积25，141平方公里，除南面金沙江河谷地带有农

耕地4．85万余亩，．林地8．5万余亩外，都是草原地区。．可利用草地面

积2862．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5．91％o也是全省海拔最高面积最

大的牧业县。全县历来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因一九七八年邓柯县撤销

后并入石渠五个半农半牧乡即洛须区，才有少量农业。藏族牧民具有

悠久的养畜历史和丰富的饲养经验。 当地的主要畜种——牦牛和藏系

绵羊，具有耐高寒、习粗饲、，体型大，抓膘能力强等优良性能。：

石渠县一九五。年解放，解放前是封建农奴社会。一九五七年全

县各类牲畜总数40余万头，64％的牲畜掌握在仅占总人口5％左右的牧

主富牧阶级手中，有22％的牲畜在一般劳动人民手中，而70％以上的贫

苦牧民则仅有14％的牲畜。在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万户萧疏。到

处是一遍悲惨景象。广大牧民历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畜牧

业原始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物资经济交流以骡马帮驮运为主。经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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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与雅安，邛崃等地以物换物为多，输入以炉茶(大茶，金尖茶)，

丝绸，布匹为大宗，输出以虫草，知贝母，麝香、鹿茸，羊毛和牛皮

等为大宗，产品以自产自销为主要特点。

解放后，于一九五九年实行了民主改革，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全县广大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了国

家的主人。经济上翻了身，解放了生产力，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发

展，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期间又在中

央农业部畜牧总局及省，州支持指导下，进行了草地畜牧业现代化试

点工作，抓住畜牧业生产上“病多与草缺"的主要矛盾， 大搞草原建

设，改良草场，种植牧草，建立饲草饲料基地。到一九八三年底全县

共建成半人工草场53．57)-亩，人工草地8．4万亩，从而提高草原生产

力。普公，色须两个万亩以上的“草库伦”中，人工草场平均亩产青

草达到3000斤以上，半人工草场亩产鲜草2000斤左右，比过去成倍增

长。这些人工草场和半人工草场在近几年雪灾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与

此同时还抓了棚圈建设，畜种改良， 层层建立兽防网点， 消灭和控制

了几种危害牲畜最夭的疫病。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

党在农村牧区各项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认真执行了“以牧为

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建立和完善了各种形式的生

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项建设事业更加兴

旺发达。牲畜存栏数较民改初期增长三倍。一九八三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为2，600多万元，各类牲畜存栏904，250头，其中牛451，971头，羊

41 9，224只，马31，844匹，猪1，211头。超过全州的五分之一。粮食产量

721万余斤，人平收人212元，农业人口人平分粮500余斤。牧业人口

人平分酥油40余斤，肉食140斤。财政收入32万余元。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达871万元。购进总额280万元。主要畜产品产量：出栏牛80，821

头，肉羊50，624只，役马256匹，生产酥油2，1 51，674斤，奶渣1，969，033

斤，羊毛57万斤，牛毛绒43万斤，山羊绒100斤，牛皮5．8万张，绵羊

皮9万余张，山羊皮0．2万张，杂皮6万多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重

要工业原料。

石渠县地域辽润，资源丰富，盛产的虫草，知贝母，鹿茸，麝

香，大黄，羌活，马勃等中药材驰名中外；享有很高信誉的“石渠白

菌”，色鲜味美，营养丰富；境内的野生动物鹿子、盘羊、野马，狐

狸，獐子各地都有；还有列入国家保护的羚羊，犀牛，野牦牛，丹顶

鹤等稀有珍贵动物；水獭，旱獭资源也十分丰富，皮毛优质，是很好

的出口产品。金沙江，雅砻江以及众多支流除有丰富水力资源外，还盛

产花鱼、甲鱼、黄鱼等各种鱼类。洛须区境内盛产的“邓柯枸杞”经

有关科研单位鉴定属品位较高的宁夏构杞类，大有发展前途；具有独

特风味的野生植物“人参果”遍地皆有，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及淀粉，

蛋白质及高达70％以上的含糖量，营养极其丰富，一年可采挖两次，

是当地牧民十分喜爱的一种食物，也是人们用来招待贵客最美好的佳

肴。洛须区，东区温波，长沙干马等地蕴藏有大量的沙金。境内还有

品位较高的石膏矿，铜矿，锡矿，锂辉石以及多金属矿藏，这些都有

待开发利用。社队企业从无到有，全县先后办起各种类型的社队企业

42个，年产值达到55万余元。在中央(83)、(84)两个一号文件的

指引下，重点户、专业户尤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解放前完全是空白， 既无任何工业，又不通公

路。就连简单的砖瓦都不能生产，交通运输全靠骑马，牛驮， 十分落

后。现已办起农机修配厂一个，铁木社两个，还有缝纫，电站等企



业。在省州关怀下，从一九八一年起又在离县城七公里处海拔4，。300余

米的翁曲河上修建了装机容量为2 X 250千瓦水轮机组发电厂_座，为

埋藏式防冰冻水渠，全长5．2公里，工程之浩大，条件之艰苦，在国内

外也是比较少有的，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今年国庆节前夕， 已通

水发电落成投产。它的建成将为我县工业的发展带来新的飞跃。省管

的马石公路于·九五九年修成，南接川藏公路，．西接青海的川青公

路，全长280余公里，’是我县的交通主干道。境内还修起了乡村公路

496公里，区区通公路，，地处腹心地带的蒙沙大桥，横跨雅砻江上，

雄伟壮观i架设于一九七九年，全长106．5米，宽5米，，系钢筋片石水

泥结构，是我县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结晶， 也是我县最大的工

程之一。它勾通了东西南北，是我县重要的交通枢纽。全县现有各种大

小汽车70辆，拖拉机277台。这些都为繁荣牧区经济起到了重要作

用。与解放前相比真是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 ‘j：

‘财贸方面：‘全县设有财税局，商业局，粮食局、人民银行'j建设

银行等单位，：下设商业点40个(其中代销点20个)，信用社23个，在

边远乡还建有粮食点10个，从而基本上解决了群众卖难买难的问题。
●，

。‘

(四)文教卫生事业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前既无学校又无医疗机构，科学文化极端落

后。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后，全县各区乡都陆续办起了学校，1建

立了医疗机构。’现有县中学。所，，公办小学25所(其中寄宿制学校2

所)：县城小、起坞小学属于省重点小学，村以下办教学点1 2个，幼儿

园2所，共有教职_T．．269人’(其中民办教师41人)，学生1，860人。医疗卫

生机构除县医院外，有区卫生所4所，，乡卫生所23个，合作医疗站23



个；病床63张，医务人员173人，赤脚医生66人。县城设有文化馆，

图书室，新华书店， 电影公司，业余文艺宣传队等，并有电视差转台

一座，电影院一个，区乡放映队16个。

(五)革命文物和名胜古迹

当地风土人情，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是藏族牧民的传统节日。

它胜过新春佳节，每年七月底到八月初举行，历时八至十天左右。这

时正是草原上阳光灿烂、风和日丽、绿草茵茵、百花盛开·，牛羊成

群、马儿肥壮，风景优美的黄金季节。赛马节期间有数以万计的男女

老少，个个容光焕发，穿上节日的盛装，带上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帐

蓬，骑上膘肥高大的骏马，从各地络绎不绝地前来参加隆重的赛马

节。近年来当地政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同时举办盛大的物资交

流会， 邀请各地人员前来参加， 除了观看各地牧民中最好的骑手跑马

速赛，骑马打枪，跨障碍等各种马术表演外，还有民间藏戏，藏午，

射击，打靶、拔河、摔交，球类比赛等文娱体育活动。到处摆摊设

点，进行物资交易，有当地的牧副土特产品，工业品，日用品， 琳琅

满目，品种繁多。真是场面壮观， 声势浩大，热闹非凡。每年都吸引了

不少外地游客。

西区的色须贡巴喇嘛寺和洛须区的志玛拉空二座寺庙， 由于在宗

教界中影响颇为深广，经州批准分别于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实行

开放。县境内两座革命公墓座落在县城和洛须驻地，墓地中建有高大的

纪念塔，塔上镶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洛须区境内还有名胜古迹“照阿娜姆”石刻佛像一尊，相传文成

公主进藏路过此地亲建。石壁上刻有三个菩萨，中间大、两边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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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大的叫泽巴麦，意即长命，是管人I'．-J寿命的菩萨；右边的叫啪巴先

乃热，是念嘛哩的菩萨；左边的叫香郎多吉，是防灾害，保护平安的

菩萨。两边刻有藏经文，至今刻像线条清楚，文字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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