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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和省、州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八一年七月

开始，至一九]k---年六月止，以一年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以

序数命名，重名和含义不健康的1个区、9个公社、95个大队名称，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

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重新命了新名。同时以l：5万

地无图(一九六七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1774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

的地名110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等地名417条，共527条，新增地名502条。基本上达

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

地名概况)，经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后，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

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我们汇编成了((雷波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

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

本地名录根据省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1：20万的全县地图，

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

况材料共67篇I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

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1664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和彝族文字(属彝汉杂居地

区地名在内)，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户数、人口、面积等均为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统计

年报数，其余为各有关专业部f1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

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雷波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雷波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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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波县概况

雷波县位于四川省南部边缘，金沙江北岸，属凉山彝族自治州。

北接马边，东邻屏山，西以黄茅埂与美姑县为界，南隔金沙江与云南

永善相望，介于北纬27。49 7—28。38 7，东经103。1 0 7—52 7之间。辖1 O个

区，49个公社，276个大队，1 405个生产队。一九八O年全县共有

35823户、179，976人，其中：农业32，731户(人民公社32，708户)，农

业人口1 64，060人(人民公社1 57，595人)；在总人口中，汉族1 00，829

人，占56．1％，彝族78，531人，占43．56％，苗族等其他民族616人，占

0．34％，是一个彝、汉、苗等民族杂居的县。全县总面积2，916平方公

里，合4，374，000亩，每平方公里只有61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县。
7

县人民政府设雷波。

一、历史沿革

雷波，古为西南夷地的一部份。商周及秦时期，就有少数民族散

居。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l 35年)通西南夷以后，在雷波境内始有

建置，设螳琅县(Eli现雷波县之黄琅区)，属犍为郡，雷波为螳琅县

地。蜀汉时，螳琅县改为马湖县，属越蓓}郡。唐宋及五代时期，改为

马湖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又改为马湖路。明洪武四年

(公元1371年)马湖总管安济(彝族)归附，遂改路为府，府治在现在

的屏山县，下设雷波、泥溪、平夷、蛮夷、沐川五个长官司，本县即

雷波司属地。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以雷波民少，省为雷波

，乡，属屏山管。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土知府安鳌(彝族)有罪，

被革除，设流官，在县境属地黄琅设宁戌巡检司，继改为黄琅巡检司。

·2。



清康熙初年，雷波土酋(即彝族土司)投诚归顺，清朝政府封雷波土酋

杨喇哇为长官司。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雷波长官司杨明义(杨喇哇

的后代)与云南米贴夷妇陆氏共同作乱，不服清政府管辖，四川提督黄

廷桂统兵剿平之后，又改土归流，设雷波卫，由江西卢陵人胡漪任雷波

卫守备。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改卫为厅，设通判，属叙州府，由

河南监生杨道国任雷波厅通判。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始称为县，设

知事公署，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改组为县政府，原属川南道，后属

乐山专员公署。县以下设区、乡。清朝中叶以来，雷波疆域，上至羿子

村(即卡哈洛区)，下抵大岩洞(今柑子公社境内)，东至罗山溪，北至

大院子。但由于反动派实行民族歧视，制造民族纠纷，民国时期县政所

及实际只有城厢、汶水、黄琅、永盛、乌角、五官等地，多数彝族聚居

地区都由彝族家支头人各自统属。

一九五O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团解放雷波，同年八月一日

成立雷波县人民政府，属乐山地区，一九五四年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

一九五五年底汉区实行土地改革，一九五六年初彝族地区实行民主改

革，平息叛乱。

一九五七年民改和平叛胜利结束，赓即开展合作化运动，一九五八

年汉区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彝区建立乡联社，一九六二年整风整社中

撤社还乡，一九六四年又试办南田、海湾两个公社，一九六八年到一九

六九年县、区、乡、社先后建立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二年在整建社运动

中，全县各乡均组建为人民公社，一九八O年通过直接选举，县恢复为

人民政府，公社改为公社管委会。西宁公社原属屏山县，一九五六年划

归雷波。瓦岗、莫红、卡啥洛三个区原属瓦岗县，一九六O年撤销瓦岗

县划归雷波。

·3·



关于雷波的得名，据《雷波厅志》云：“在城西参府后，有园形如规，

潴水清澈，四时不消。旧志雷波荡在参府署后，夏月震雷，发生电光与光

波之激射，奇景壮观，彝众见之呼为‘么簸’，转音即雷波二字。嚣又据彝众

言传，雷波凼侧有三个大石，形似“锅桩一夜间震雷时，池面波光(么簸)

映大石，彝语称“嘎尔么簸"简称“么簸”转音即雷波。至今仍称雷波。

二、自然条件

雷波属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折皱地带，境内山峦重叠，溪河密

布，西是黄茅埂，从北到南直到龙头山断层，把大小凉山明显分开；

北部茶条山(现名涡补祖插)由西向东，是小凉山的主脉；中部有锦

屏山、分水岭、钻天坡等山峰，均为黄茅埂的分支余脉。境内除金沙江

外，还有溜筒河、西宁河、西苏角河，以及豆沙溪、罗山溪、油房沟等

上百条的山溪小沟，把全县切割成若干沟谷和台地，构成了小凉山的高

山峡谷地形。海拔最高是瓦岗狮子LI．X顶峰4076米，最低是柑子公社的大

岩洞325米。龙头山至抓抓岩，水平距离不N15公里，但海拔高度相差

3200多米，真乃山高沟深，起伏很大。

因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全县气候条件也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四种

类型： 一

、1．金沙江沿岸，海拔400一1000米，为低山河谷地区，根据相邻同

类地区云南永善县气象站(站址海拔877．2米)资料，本区年平均气温

16．6。C，年降雨量676．9毫米，全年日照1258．7小时，极端最高气温

3 4．6。C，极端最低气温一4．9。C，无霜期311天，≥10。C积温5200度，

本地区冬暖夏热，雨量较少，气候干燥，常受干旱的威胁，群众说： “十

年九旱"，属干热气候，农业生产极不稳定，但甘蔗，花生、芝麻、桐

榷、柑桔，生长较好，是县内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主要产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海拔1000一1800米，为半山缓坡台地。据雷波气象站(站址海拔

1474．9米)资料，本区年平均气温12．1。C，一月份平均气温1．6。C，七

月份平均气温21．5。C，极端最低气温一9．1。C，极端最高气温33．7。C，

全年日照1225．3d,时。≥10。C，积温3392．5。C，无霜期273天，年降

雨量863．6毫米，降雨集中，夏秋降水占90％左右，形成冬干、春旱、秋

涝，夏多灾的气候特点。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多种作物的

生长，农业生产较县内其他地方稳定，是全县的粮食主产区。

3．海拔1800米以上，属高山地区，气温低，日照少，无霜期短，据

谷堆气象哨(海拔2200米)短时观察记载，本区年平均温度7．8。C，极

端最低气温一30。C，极端最高气温31。C，无霜期190天，全年日照711

小时，年降雨量1400毫米，是高寒气候，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但有广阔

的草场和大片的原始森林，是全县农牧业生产的主要地区。

4．西宁、马湖等地地势较低，又处于东南暖流的迎风面，因而雨雾

多，日照少，湿度大，属温暖多湿气候，据西宁气象站(站址海拔853．9

米)资料，本区年平均温度14．7。C，极端最高气温35．5。C，极端最低

气温一4．2。C，全年日照921．8d,时，无霜期320天，≥10。C，积温

4596．1 9C，年降雨量1427．1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86％。本区除适宜

于多种作物生长外，森林茂密，茶丛遍生，是全县主要茶林产区。

以上四区各具特色，对农业生产各有利弊。一九八O年县委根据因

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原则，对

全县农业生产进行了区划，初步确定低山河谷地区主要发展经济作物

和经济林木；半山地区主要发展粮食生产；高寒地区主要发展林牧业

生产；西宁、马湖等地主要发展茶叶和林业。同时各地均应以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绝不放松粮食生产，这样就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自然

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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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根据山区的特点发展山区经济。

全县地质构造以古生代岩层为主，也有部份太古代和中生代的岩

层，主要岩石有：石灰岩、玄武岩、灰褐色沙岩、页岩、板岩、片麻岩

等，由于多数岩层质地坚硬，风化缓慢，不少地方岩石裸露，山岗高耸，

巍峨挺秀，宏伟壮观，显示了小凉山的山势特色。县境东部处于马边

地震带上，曾多次发生地震，据雷波厅志记载： 搿宋代宁宗嘉定九年

(即公元1216年)，东西两川地大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三点，雷波、永善等地发生7．1级地震，震中

在渡口和云南省永善县团结乡一带。本县内房屋倒塌1558间，死亡116

人，受伤200多人，中央委派以商业部范子瑜部长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

前来灾区慰问，送来大批物资和经费，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县内土壤资源与气候变化，生物分布相适应，反映出土壤的多种多

样，据一九八O年土壤普查，全县土壤大体可分九个土类(即高山草甸

土、暗棕壤、黄棕壤、黄壤、红壤、褐土、紫色土、冲积土、水稻土)，

十六个亚类，二十三个土属，五十二个土种。在农业土壤中以黄泥土、

大泥土、粉沙黄泥土、石砾土、扁沙土、紫色大土、铁贡石土、死黄

泥、红黄泥土等为主，约占耕地的70％。土壤的垂直分布明显。在各

类土壤中粘土居多，沙土、壤土较少；中性和微酸性土居多，碱性土较

少；不少地方土中石块较多，有“三个石头一把土，只见石头不见土努

之说。近十多年来，由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加之耕作不当，土

壤肥力有下降的趋势，有待采取相应的改良措施加以解决。

本县森林较多夕以亚热带阔叶林为主，高山暗针叶林次之。据一九

七五年森林资源普查，全县森林复盖面积1，872，000亩，占总面积的

42．7％，其中：有林地面积1，168，545亩，占总面积的26．4％。木材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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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积量为2，441．5万立方米，其中：针叶林材积488万立方米，占

20．01％，阔叶林材积1，953万立方米，占79．99％。针叶林主要分布在

龙头山、黄茅埂一带的阴坡面，海拔2400--3700米之间，主要树种有冷

杉、云杉，铁杉、高山柏等；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西宁、黄琅等地，

主要树种有：扁刺栲、粗穗石砾、全包石砾、木荷、‘赛楠、大叶楠、香

樟、漆树、椴树、鹅耳枥、桦木、棋桐等，分布在海拔800--2400米之

间；低山河谷和其他地方以散生经济林为主，散生用材林次之，主要树

种有油桐、乌桕、核桃、‘板栗、花椒，杨树、柳树、：。才占木、青裥，广叶

杉等。森林中除有大量的竹木蓄积外，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野生

药材上就有天麻、黄连、贝母、虫草．．黄柏等数十种；野生动物有野
’

猪、老熊、猴子、豹子、獐子、鹿子等几十种，还有世界珍稀动物大熊

猫、小熊猫、扭角羚等。

全县荒山草坡面积1，1 37，000亩，占总面积的25．9％，牧草种类很

多，生长良好，黄茅埂有成片的草场，是很好的春夏牧场，河谷地区

也有小片的草坡，是很好的冬季牧场，：全县发展畜牧业生产有良好的

条件。 +‘

县内主要矿产有磷、铁、硫、煤，铜，铅、锌、金，铝、石膏等，

上田坝区牛牛寨和马颈子区五宝山的磷矿，据省地质540队、109队的

勘测、钻探，两地磷矿含量高，品质优，易开采，蕴藏量约24，000万

吨，其它矿产的蕴藏量是：铁152万吨，铜12000万吨，铅8000万吨，

铝土矿300万吨，但由于矿床分散，交通不便，开采和冶炼技术较差，

除煤炭以外，其它矿产都很少开采。

三、经济概况 。’

一九八O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755万元(未包括省州属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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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产值)人平167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237万元，比一九五O年的

318万元增长6倍，，比一九五七年的847万元增长1．6倍；工业总产值518

万元，比一九五O年的4．61万元增长了一百多倍，比一九五七年的

83．6万元，增长5倍多。

农业：本县是农业县。全县有常耕地面积250，111亩(包括人民公社

集体耕地240，442亩，雷马屏茶场耕地17，669亩)占总面积的5．9％，

其中：旱地230，311亩，稻田27，800亩(包括茶场的稻田4，800亩)，在

旱地中坡地占90％以上。解放前，由于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

生产极为落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粮食亩产很低·解放后，在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兴建了马湖引水灌溉工程，兴田大堰、永盛大堰，雷池大堰、杉

树倒虹管等大小水利工程三百多项。加上原有水利设施全县现有大小

引水堰沟448条，总长约1000公里；自然水库两座(马湖二落水湖)；

山平塘5口，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二万多亩增加到66，400多亩，其中：

保证灌溉面积53，200亩。建造梯田梯土37，000多亩，稻田面积由解

放初期的5，200亩，增加到27，800亩。同时利用山溪河流落差修建了

大小水电站153座，有机组156台，装机容量2，850．5千瓦，绝大部份

公社有了电力，有10％左右的社员点上了电灯·，小电站又是小加工

站，全县共安装了打米机、磨粉机、粉碎机等各种加工机具934台；

备社队还拥有各种类型的拖拉机232台，共计3，645马力。随着生产条

件的改变和农业机械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

九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曾达到9，131万斤(未包括省州单位产量，以下同)，

比一九五。年的1，884万斤，增长3．84倍，比一九五七年的4，505．4万

斤增长10．2％。一九八O年因受严重旱灾的影响，粮食总产只有



76，332，730斤，比一九五。年增长3．05倍，比一九五七年增长69．4％。

在粮食生产中以玉米、水稻、+洋芋，小麦为主。’玉米面积常年保持在

16万亩左右，占粮食作物面积22万亩的72％，产量约占60％，因此粮

食生产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玉米生产的好坏。水稻、洋芋的产量也在二

千万斤以上，它们生长的好坏对粮食生产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九八。

年全县四种牲畜总头数215，929头，比一九五。年的356，1头，增长5．06

倍，比一九五七年的102，061头，增长111％。在牧业生产中以猪羊为

主，牛马次之，羊群占总畜量的一半以上，猪只占40％左右，人们肉食

以猪肉为主。解放后林业、副业、渔业和多种经营也有了不同程度的

发展。西宁红茶、黄琅春笋，金河芋角、雷波大红袍花椒等土特产品

在省内市场享有盛名。 ：
，

·

工业：解放前除有零星的个体手工业外，其它工业一无所有。解

放后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现在境内除省州属森工、制茶工业外，县办

工业有农机修造，电力、肥皂、印刷，粮食和食品加工、煤炭，采矿，

木材加工等。近几年来社队企业发展较快，一九八O年社队企业总收

入达到649，147元，其中：公社企业收入297，276元，大队企业收入

351，871元。

交通：过去山路崎岖，羊肠小道，物资运输全靠人背马驮，交通十

分困难。现在全县已有宜西、雷山、雷卡‘雷黄、沙马、雷永等公路，

通车里程389公里，有8个区，占80％；24个公社，占48．9％；96个大

队，占34．9％通了汽车，还有不少的大队、生产队修筑了机耕道，可

以通行机动车和人力车、马车等。金沙江虽然河床狭窄，水急滩多，但

经初步整治，洪水季节已经可以通航到油房沟，一九八一年县工交部

门造置了一艘500马力的小型客货轮，全县航道运输，将逐步开展起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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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教卫生事业

解放前，除县城有一所几十人的初级中学和杂居区有．几所小学

外，彝族聚居区根本没有学校，也无医生，长期受毕摩，署妮的愚弄

和欺骗。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突飞猛进，一九八。年底全县有小学

269所，初中7所，高中3所；小学教职工1，060人，中学教职工400人；

在校学生24，443人，其中：高中生714人，初中生3，781人，小学生

19，938人，城区和西宁等地还设有幼儿园。医疗卫生，县有医院，防疫

站、妇幼保健站；区有卫生院，公社有卫生所，有的大队办有医疗站，

有的集镇还有联合诊所，共有病床478张，国家有医疗卫生人员510人，

基本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o：文化事业，县有新华书店、文化馆，

图书馆、电影院，广播站、电视差转站；区社共有26个电影队，36个

广播站；，西宁也设有新华书店和文化站·．群众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改

美， ． 。
．

口。

五、名胜古迹 ’

雷波，山川秀丽，风景优美，前人曾这样描绘雷波“水绕山环，

形如飞凤，地险路折，势若蟠龙，。境内除有锦屏耸翠，龙洞飞泉，

佛洞垂珠等十景外，马湖风光颇有特色。马湖，在黄琅南一公里，是全

省四大天然湖泊之一。湖面10，500亩，水深70米，蓄水约三亿立方米，

系古代地震而成的天然湖泊，现仍保存600多米的天然堆石坝，从始到

今坝体稳固，水位均衡，湖面高程1，100米，是一高山淡水湖。不仅湖

光山色诱人，而且在水利和地质科学上也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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