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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变易。由于历史

的更替，民族的变迁，地名不断地发展，变化，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一地多
“。

名，一名多写，用字生僻、不当或含义不健康，错音，错字，或以顺序命名等，特别是

在“文化大革命黟中，大搞地名搿一片红黟，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给四化建设和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许多不便。
“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 。

政府以及渡口市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我们自1980年12月至1981年3月，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接着以一年时间对普查资料作了标准化处理。本着尊重历史，保

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原则，对重名，序数命

名的大队进行更名，命名。同时以1：5万地形图(1964——1977年版)为基础，普查了

全县范围内地名1385条，删掉失去作用的地名103条，纠正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

地名96条，新增地名617条。通过这次地名普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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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地形图，地名卡片，地名成果表，地名概况)经市、

省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基本合格，已按规定上交。

本地名录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及驻地。自然树，自然地理实体，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等地名1282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

对地名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注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除人口和耕地面积为1982年统计数外，其余数据均为1980年县

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数。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盐边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盐边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lk--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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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边县概况

盐边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角，为渡口市辖县。东经101。497——lOl。087，北纬26。39’

——27。27，。东至雅砻江与米易县隔江相望，南同渡口市仁和区相连，西和云南省华

坪、宁蒗县接壤，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毗邻。总面积2762．73平方公里。全县

辖1个镇、26个公社(其中汉族公社15个，民族公社11个)，138个大队：2个居委会和

673个生产队。1982年总人口123356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5人。境内居住有汉，

彝、傈僳、苗、傣、回，白，藏，满等18种民族，其中汉族94306人，占总人数的76．57％，

各少数民族29050人，占23．43％。县人民政府驻县境中部的三源河畔健康镇，海拔1140

米，距渡口市60公里。 e．

一，历史沿革

盐边县开发甚早，从嫩鱼公社出土的石碑，石斧等文物证明，在新石器时期盐边已

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夏禹时盐边属梁州之地。周秦为笮地。汉武帝元鼎六(公元前

111)年置大笮县，属越嵩郡。东汉末省大笮县隶定笮县。唐高宗永徽三(公元652)年

置昌明县。唐肃宗至德二(公元757)年没于吐蕃，懿宗咸通三(公元861)年为南诏蒙

氏据，废昌明县置香城郡于盐源，盐边为香城郡地。宋时香城郡属大理国地方政权管

辖，更名贺头旬。元初为落兰部，元世祖至元十四(公元1277)年立盐井管民千户，辖

盐源，盐边地；至元十七(公元1280)年置润盐州，后改为柏兴府润盐县辖地。明太祖

洪武二十六(公元1393)年盐边为盐井卫辖地，明永乐元(公元1403)年置马喇长官司

于惠民，隶盐井卫。清雍正六‘(公元1728)年，改盐井卫为盐源县，属四川宁远府。‘嘉

庆二十二(公元1817)年置盐边巡检司，宣统元(公元1909)年升为盐边厅，设通判，

直属宁远府。民国=(1913)年改厅为县，因地处盐源之边，故名盐边。民国二十四

(1935)年隶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1939)年改属西康省第三行政督

察区。‘ ．

盐边县1950年3月21日解放，属西康省西昌专区。1965年将同德、民政、银江、务

本四个公社划归渡口市金江区。1978年10月盐边县划入渡口市为市辖县。

二，自然条件

盐边县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支系，锦屏山脉南缘盐边台穹活动带。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地貌为攀西裂谷深切割浸剥蚀中山类型，境内峰峦绵延，山高谷深，河流交

错，形成河谷低山、中山和高山区域山间谷地，构成农耕区。全县有耕地毛面积18．88



万亩(田6．38万亩，地12．5万亩)占全县面积414万亩的4．56％，林地260万亩，占62．8％

草地107万亩占25．85％，水域22万亩占5．31％，交通，房屋占地和难用地16．3万亩，占

3．93％o土壤依次分布为海拔976--1300米多为赤红壤、1300--2100米为山地红壤，黄

壤，2100--2900米为黄棕壤，2900——3400米为灰棕壤，3400米为以上为高山草甸土和
裸岩·

境内地势高差悬殊，形成垂直立体气候，全县一般海拔高度为1000--3000米，北部

最高点柏林山穿洞子海拔4196米，南部最低点雅砻江出口附近的金河乡老鸦岩脚976米，

高低相差3200米。由于海拔高差，境内形成若干小区域气候带，热量垂直差异十分明

显。从海拔976米的河谷低山到3500米的高山，年均温由20．1℃降到6．2℃，稳定通过

lO℃的积温由7024．4℃，降到1304℃，持续时间由337天降到109天，减少228天，平均

霜期也由56天增加到221天。气候带分区为，海拔1350米以下为南亚热带，1350--1750 一

米为中亚热带，1750一·2050米为北亚热带，2050——2450为南温带，2450——3300米
为中温带，3300米以上为北温带。以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是盐边气候的主要特

征。冬暖、春温高，夏秋凉、干雨季分明是盐边气候的一般特征。全年日照时数为2373．7
’

小时，日照率为54％。县城健康镇海拔1140米，年均温19．2℃，年降水量1100毫米，一

月最低温1℃，五月最高温41．2℃，这样的垂直立体气候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

三、经济概况

解放前盐边因地处边隅，交通闭塞，

生活困苦。解放后，各族人民自力更生，

断改善。

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发展缓慢，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不

农业。盐边县农业生产在河谷及低，中山区主产水稻，玉米、小麦及薯类、杂粮、高

山区生产洋竽、养子、燕麦等。1982年全县耕地面积为135782亩，粮食总产量达9868万

斤，比1949年增长2．5倍。主要经济作物有甘蔗，烟叶、麻类，油料，家种中药材，蚕

茧、茶叶，花椒，油桐。全县有果园19．28亩，盛产亚热带水果香蕉，番木瓜，芒果等。

另产柑桔，苹果，梨，挑，李，樱挑、枇杷等水果，总产量已达300余万斤。 一

水利·全县有大小江河支流810条，长达5公里以上的有87条，属长江上游雅砻江

水系。县内三源河，藤桥河、红果河，力马河，金河等较大河流为雅砻江右岸一级支 ▲

流，尤以三源河为全县众流归之横贯县境中部的主河，长达94公里，流域面积3040平方

公里。有保灌千亩以上主堰7条，蓄水100万立方以上水库3座，全县历年兴修水利工程

总引蓄水3．49万立方，灌溉面积6．44万亩，保灌面积5．82万亩，为1949年2．1万亩的两

倍。境内水能发电蕴藏量26万碰，已装机发电0．44万珏。雅砻江是盐边与米易县的界

河，从县境东侧由北向南流长70公里注入金沙江。雅砻江二滩，位于金河公社头滩与三

滩之间，国家已确定将建设发电300万豇的二滩水电站。

林业t全县有林地260万亩，森林复盖率为55．54％。木材蓄积量1930万立方米，人

平木材蓄积量170立方米，是我国亚热带西部常绿阔叶林区。以60年代开始已先后采伐

400多万立方用于渡口建设。林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仅中药材就有400多种，年收

2



购药材25万公斤，年采松脂约1000吨，供县松香厂生产松节油和松香；野生动物有小熊

猫，獐，鹿，羚，豹，熊，狐，水獭、穿山甲等。近年来林业产值已达200多万元，约占

农业总产值的10％。

牧业I全县有宜牧草坡和灌丛草场107万亩。1982年牛28663头，马1448匹，羊

144518头。生猪发展较快，1982年存栏数已达75461头。

商业。解放前，盐边交通闭塞，商业极不发达。解放后先后建立了贸易公司和供销

合作社。195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50万元，‘1982年达到1432万元，比1951年增长28倍。

商业职工也由1951年的几十人，’增加到1982年的1008人。商业机构的254个网点遍布全

县乡抟

矿产。初步查明，全县矿产资源有19个矿种65个矿点，其中仅煤就有12处，储量

2．6亿吨，铁10处，162万吨，锰5处，20万吨，重晶石1处，30万吨，铜镍2处，5万

吨。现年产原煤20万吨，铁矿石2000吨，锰矿石1000吨，重晶石500吨。比外还有铜、铅

锌，沙金，铝土，石棉，云母，石墨，大理石，天然油石，石灰石，石英石等矿藏资源

待开发利用。

工业。解放前，盐边只有少数个体手工业作坊，生产土纸、土布，土陶、竹笠，竹

木农具等。解放后，。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建有水电，煤炭、农机，农具，造纸，水

泥，印刷，采矿，松香和粮油加工等厂矿，1982年工业总产值918．5万元，比1949年增

长33．4倍。

交通：解放前，盐边交通仅靠东驿道通德昌，南驿道通会理，路仅三尺，崎岖难行，

人背马驼运输艰难。解放后，1982年修通了东北到德昌的盐德公路，南到渡口市乌盐公

路，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县内已有乡村公路15条，长266公里，汽车通23个乡，并

有6个乡通了公共汽车。随着交通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提高，1982年全县拥有各

类拖拉机399台，机耕面积达19286亩。

四，文教，卫生事业

盐边解放前，仅有中学1所，学生40人，小学49所(包括私塾)，入学儿童仅占学

龄儿童的11％。解放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82年有中学“所，小学219所，有教职

工1176人，学生20009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88．7％。解放前盐边没有文化设施，解放

后，从1951年起相继建立起文化馆、电影院、书店，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等文化机构25个。

解放前盐边没有医疗卫生机构，各族人民缺医少药，患病求治无门。解放后，先后

建立了县人民医院、县血吸虫防治站、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麻疯病康复院、皮肤

病防治站，1982年有病床321张，基层有卫生机构29个，医务人员482个，做到了公社有

医院，大队有医疗站。

五，名胜古迹和旅游风光

被誉为宝山秀水的盐边，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垂直的多元气候，独特的山水洞景，

．3



珍贵的奇花异树，优美的民族风情，构成了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

盐边县境东部的鳅鱼场，是西汉大笮县旧址，当地出土的石磷，石斧，证明新石器

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秦汉被发左衽的笮都人已在此生居繁衍。县城附近出土的青铜

剑，渔门公社发现的石棺墓，为汉唐以来三源河的开发提供了佐证。境内保留的清初土

司阿懿墓和大石房葛氏土司衙门，：为研究明清以来盐边各族政治，经济的发展，甚有价

值。县境西部四川岩子蠛岩矗立，鬼斧神功，宛若琼楼玉宇横空出世。 ．

，县城东400米处的犀牛山和山下的月亮坪，构成“犀牛望月矽的自然景观，山南建

有盐边县烈士陵园，绿荫深处，掩映曲栏亭台，朝花荷池环绕烈士丰碑，园内林木葱

笼，四季花香，到此瞻仰小憩的游人，络绎不绝。

被称为盐边南大门的冷水管丫口，海拔2400米，乘车到此群峰尽收眼底。西侧有株

1500余年的古桦椴树，高23．5米，围径9米，占地1．2亩，枝繁叶茂，20公里内举目可 ．

见。成片的杜鹃花和品种稀有的山茶花，以及夫妻树，令人赏心悦耳，叹为观止。

重峦耸翠，高指宵汉的盐边群山，各具特色。气势雄伟的柏林山，终年云缠雾绕，

为盐边县第一高峰。建有电视差转台的光头山，三主峰蜿蜒聚会，势若三龙奇宝。龙头
。

山主峰突起，形似巨龙昂首。五爪山五峰如指，斜对巨龙。长方形的轿顶山顶端重叠园

堡，形神似轿轿顶日出，蔚为奇观。宝石山怪石林立，箭竹丛生，小熊猫在此生聚。黑

山，林茂草丰，牛羊兴旺。青山，四季常绿，溶岩溶洞密布，山泉瀑布多处，．大自然在

众多的山水闯安排了许多绝妙的山水洞景，管河公社仙人洞，江西公社的双狮洞，青龙

洞，均为可容万人的溶洞，洞内晶莹光洁的石钟乳，天然生成石龙，石凤，石莲，石花

等千姿百态的佳景。此外，尚有温泉多处和鱼洞，小石林，天生桥，瀑布以及九道竹林

野生动植物群落。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被誉为渡口市最美的风景区。



行政区划、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ZIRANCUN

●



健康镇概况

健康镇位于盐边县中部，距渡13市炳草岗60公里。东接西牛山垭13，南靠营盘山脚

下，西与双坪为界，北邻大宝顶山脚的三源河畔。东经101。307，北纬26。547。全镇面

积为1．5平方公里，居住1171户(其中l农业13户)，人!：：15195人， (其中s农业人口

37人)，以汉族为主，有少数回，纳西，彝等民族。

健康镇地势南高北低逐渐倾斜，平均海拔为1132米，属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19．2

℃，最冷月为元月1℃，最热月为五月41．2℃，年降水量为1100毫米，雨量集中在6，

7，8月，形成千湿两季。

‘健康镇清代时期叫阿所拉，当时属盐源县的一部分，嘉庆=十二(公元1817)年置

盐边巡检司，清末宣统元(公元1909)年改巡检司为盐边厅，设通判，民国二(公元

1913)年改厅为县，属建昌道。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设康健镇，取为祝愿人民身

体健康之意。1950年盐边解放后，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0年改名城关镇，

1981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辖2个居委会，县人民政府驻西街。

全镇有三街七路，其中最大的为西街，东街，建设东、西路位于镇东西和南面，北

街从南至北穿镇而过，西街在镇中心处形成口T彦字路口，习惯称作新街日。镇北街为

主要商业街道，搿T黟字路口一段为农付产品市场，盐边大桥北面为建设北路。厂矿有

县农具厂，县酒厂，造纸厂，印刷厂，食品厂等。盐边大桥位于镇北、大宝顶山脚下，

纵跨三源河。镇东的犀牛山脚，建有烈士陵园，园内风景优美，是游览胜地。

健康镇在解放前，文化，卫生，教育事业较为落后，有1所中学，没有医疗机构。

解放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新建高，初中学1所，小学2所，有教师79

人，学生1949人，幼儿园1所，入托幼JLl98人，幼儿教师13人。医疗机构4所，其最大

的县人民医院，有医务人员108人，病床100张。有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站，电视差

转台，电影院等文化设施。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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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音

盐边县· YiAnbian XiAn

健康锭 JiankAng Zhen

．健康 JiAnkAng

西街XT Jie

，东街Dong Jie

北街 Bei Jie

团结路 Tuanji否LO

民主路 Mfnzhfi Ld

，水井路 ShuljTn0 La
f

友爱路 Y6u’Ai L0

建设东路 Jianshe Dongld

建设西路 J7anshe XTld

备 注

盐边善历史上属盐源善的一部分．称山后．清嘉庆二十
二年开始政府治理．尘统元年置盐边厅．设通判。套
&1913年始置盐边善．治袭王令。其意为盐源之边．
文石盐边县．

1943年命名健康镶．
，

暴镇．盐边昙政府驻地．以祝露人氏身体健康之意命
名．健康公社，西牛大队驻地．

／

19T2年双方位命名．
‘’

‘

1972年以方位令名．

此街相对民主路而言．在祀面．19T'-平命名为拈街． ·

诧路直通健康公社团结大队．致名．

站路驻有善人氏检察院和法院．故名．

此路有水井．我名．

站珞通往健康公社友爱生产队．馥名．

弛路固新建和方位连名．

诧路因新建和方位致名．

建设北路 J7anSh6 B6ild 在县城北端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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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人民公社概况：
f ’

，- 一

一
’

健康人民公社地处三源河两岸，盐边城周围，东起力马公社，西至渔门公社，南连

高坪公社冷水箐山脚，北至新坪公社黑泥田，总面积为138．29平方公里。公社驻健康镇，

故名健康人民公社。 。?i。． ： ：
t_

该社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短，年平均气温在19．2℃，年降水量1100毫米。

健康公社，解放前属伪健康区，下设5个保，1951年成立联合乡政府，辖5个农协

分会，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改为健康人民公社，现有8个大队，37个生产队，有1774

户，8617人，有汉，回，。纳西，彝，傈僳等民族。

现有耕地面积8148亩，主要分布在三源河两岸，因日照长，有水利保证，农作物长

势好，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等，全年粮食总产量达614．85万斤。有森林面积约2500

亩，境内有煤矿和石灰石矿。 7，t‘1

1956年由渔门、健康公社共同投资修建了长30多华里的联合大堰，灌溉面积5494

亩，1964年又修建岩都大堰长13华里，可灌面积为600亩，现又与力马公社联合创办了

沙坝铁矿。 ⋯，。， ，-

“

解放前仅健康镇有学校，解放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到1981年，已有中

小学15所(含民办)，在校学生1376人；教师78人。有卫生院1所，病床10张，医务人

员26人，各大队均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交通运输发达，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已

通公路，多数生产队通了电，安装了有线广播·



现 名

健康公社

西牛大队

月亮坪

坪湾

双坪

早谷

小箐

垭口大队

西牛

狮子

柏林大队

中村

上村

下村

岩1郏大队

大田

岩榔

坡脚

淘水大队

瓦厂

河 口

淘水

8

汉语拼音

Jiankang Gongshe

XTniG DaduT

备

解放前叫健康区．1958年成立健

根据。犀牛山”致名．现习惯写
亩．1595人．

Yu61i2tngpfng 此地原有一小形土堡如园月．故

Pfngwan

ShuangpTng

Zaog已

Xi吞oqTng
●

Yak6u DAduT

XTniO

ShTzi

Bailin Dadui

Zhongcon

Sh angcOn

XTAcon

YAnl矗ng DAduir

D／Ltian

Yanlang

Pojao

TaoshuT Dadu．r

Wach百ng

H6k6u

TaoshuT

椎据月亮坪湾湾故名．

大小两坪联在一起而得名．

根据水稻成熟早。_改名．1

有一小箐沟．美名．

位于狮子山和犀牛山之问的垭口．坟名．耕地646亩．
532人．

因有4犀牛山”而得名．现习惯写。西牛”沿用。垭口
大队驻地．

根据费子山．我名．

此危柏树多．成林．而得名．耕地856亩．1025人．

位于三瀑河中游．故名．柏林大队驻地．

位予三泺河上游．故名．

位于三源河下游．致名．

此地山峰岩石多．敞名．耕地T09亩．6,t2A．．1

目有大田．故名．岩砩大队驻地．

此地山峰岩石多．故名．

在山坡的脚下．故名．

因兜地敏水．淘水种地而得名．耕地786亩．769A．．

t有一瓦厂．故名．淘水大队驻地．

位于淘水河沟口．故名．

目缺水．淘水种癌．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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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音

甫垭

朵古大队

朵古

碾房

红花

蜜腊

杉木湾

团 田

龙洞湾

西番

凹路

二坪

沙地

岔河大队

岔河

杜家村

玉龙

龙塘

=湾

倒开门

火 口

N磊nyA．‘

Du69西DaduT

Du69百
‘

Nianfang

H6nghua

Mila

Sh百nmdwan

Tuantian

备

因解被前谩卡．称卡房垭口．故名．】

驻朵古村．故名．耕地1757亩．IT92A,．

注

传说解放前有．：种臌赛病．纠此地找药吃后．病扰会
好．故名．。躲腱”习惯写。朵古”沿用．。朵古大队
驻地．

有一水碾房碾米而得名．
f

她地种过中药材l‘花．故名．

当|乇蜜蜂多．蜂能产蜜和黄腊。故名．

杉树多．故名．

毙地有一块较大的团田．故名．

Longdonowltn 因有一山采水而得名．

XTfan

AolO

壹rpi．no

Shadi'

ChAh6 DaduT

Chah6

Ddjiacon

Yalono

Longt磊no

宦rwAn

Daokaim否n

Hu6k6u

因居住过西番族．故名．

试地坑四不平．故名．

有两个坪予．致名．

目有,IlL：k．--．块沙土．故名．

固驻岔河材．强名．耕,地943亩．1070：．．

两条河的岔口．故名．岔河大队驻地．

因早年有姓杜的在此居住而得名．

有玉龙庙。故名．

传说此塘有龙而得名．

此地都是沟沟湾湾的．故名．

因有一石门拳外开。故名．

根据山迎戈口．故名．

9



现 名

团结大队

团结。

，友爱

大湾

小湾

东风

IO

汉语拼音

．Tuanji6 Daj clul

Tu磊nji6

Y6ttsai

Dawan

Xiaowan

Dongfeng

备

因有三个像僳族队合并成立大队．取氏
地995亩，1192人．

团结大队与王地．

台团结友爱之意．

因山湾大而名．

目山湾小得名．

成立公社时取名东风．现沿用．



新坪人民公社概况

新坪人民公社位予盐边北部。东与龙胜，鳅鱼两公社接壤，西与岩门，永兴公社交

界，南同健康公社相连，北邻国胜，红宝公社。总面积为118．19多平方公里。公社驻新

联。
． ．

本社地势北高南低，呈长方形，东西宽8公里，南北长为16公里。东西之间有新坪

河，发源于盐水河，由北向南流入三源河。全年平均气温18．5"C，最低气温12月至元

月，最高气温5月至7月，年降水量约为1250毫米。

解放前原名荜苴芦，属武胜乡，划区时属一区。解放后，因该乡面貌焕然一新，更

名新坪乡。1958年成立新坪人民公社。辖8个大队，43个生产队，2008户，9659人。有

汉，回，蒙，苗，彝等民族。‘

全社耕地面积7959亩，亩产由原来的400斤，提高到现在800 900斤，主产水稻，

小麦、玉米等。森林面积3000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山脉之中。新修的新坪和新健两

堰，长15公里，宽1米，基本解决了全社农业生产用水问题。

1976年兴建了娘子军水泥大桥和小坪。自力更生一大桥，对发展交道运输起蓟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公社建有农具修配厂一个，50砝水电站一座。公社和各大队都成立了付

业专业队，全社六个大队的所辖生产队均有拖拉机。

1981年全社已有中，小学11所(包括民办)，有教师96名，学生1966人，有卫生院

l所，病床lO张，医务人员20人，各大队均有合作医疗站，‘全社户户有电灯，家家有广

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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