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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交通志》，集区域性、资料性、科学性、思想

‘· 性于一体，较详实地记载了阿坝地区从雅片战争以来交通事业变迁’

的历史。这对于了解和探讨民族地区交通发展历史，进一步发展雪山

草地的交通事业，将是一个促进。

l’ 阿坝州，地处川西北高原，是通向大西北的要塞。既是红军长征I嚣徽善躲裟蕊黧戮言
厂 史。早在大禹治水时，就开辟了岷江道，勤劳聪慧的藏羌各族人民，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谱写了阿坝州交通发展的历史。但是，由于政治、经

济和社会的原因，使这一地区交通发展十分缓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l 成立之前，阿坝地区不仅没有公路，就连一条象样的马车道都没有。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翻身农奴用自己勤劳的

I- 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建国初期，国家为了帮助兄弟民族地区，投

l u 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开始修筑阿坝州的第一条公路——灌茂

1．、 公路。从此，揭开了阿坝州交通发展的新篇章。《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I 州交通志》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载阿坝地区交通事业的过去与现

【 在、经验与教训的历史，为阿坝州的经济发展作了一件有益的事。

l 在典籍中，未曾发现有专著记载阿坝地区的交通发展历史。在改

革开放的盛世之年，在值阿坝州建州四十周年之际，《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交通志》一书的编纂，结束了本州交通无专志的历史．它不仅

对发展阿坝州交通事业，而且对促进民族经济的腾飞，都将发挥积极

作用。

1992年3月于马尔康

7



前 言

1上·

日IJ
—JL▲

口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交通志》，从1989年8月开始搜集资料，

经编写组同志的共同努力，现编纂完毕，正式付印。

方志编修工作，是一项巨大浩繁的文化基础设施工程，是关系子

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忠于历史，准确如实．是编修志书的起码要求。如

果离开了实事求是，深入实际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是修不出合格志

书的。我们在编修交通志过程中．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尊重客观史实、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了解了部分知情人士。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阿坝州的交通发展，在历

史上既无专志记载；也无详细资料全面论述，而且散存的零星资料也

大部散失。特别是民国34年(1935)前的有关档案、历史资料，在当

时专员督察公署所在地的茂县发生大火灾中，焚烧殆尽。加之。文化

大革命”中材料的散失，部分资料现已无法搜集。本着对历史和人民

负责的精神，谨将本志作为内部书籍刊印。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阿坝州交通系统各级领导和广大职

工的关心、支持，得到了阿坝州志办公室的大力指导。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

由于主客观原因，本志书难免有缺漏或不完善的地方，竭诚欢迎

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

、 1992年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 例
一、原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交通志》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广征博

采，求实存真。力图如实地全面记述阿坝地区交通运输发展的本来面

貌及交通事业的兴衰得失，以起“资政、存史、教育”作用。

本志书包括三编。即：管理、道路设旎、运输编，编下设章、节、目，

共16．5万字。本志书在反映阿坝州交通运输全貌的同时，重点记述

了道路、桥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

二、断限：上限原则上为1840年11：限为1990年．

三、体裁：根据史料情况，记、述、图、表、录分别撰用，相得益彰。

四、语体标点：本志书采用语体文，按照1986年10月发表的《简

化字总表》和1988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公

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用字；标点符号按《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

表》使用。
’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按照《中国历年纪元表》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人物：人物未立专章，对阿坝州交通事业有特殊贡献和影响

较大的人物，结合叙事记物分别予以记述。 ‘

七、计量：根据《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统计数

字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在古道的建国前部分及群运的人背畜

驮部分采用华制，其余均用公制。

八、图片：除署名照片外，其余未署名部分系搜集整理的资料图

片。 一

九、为了节省文字，记述简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或“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新中国”；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简称“阿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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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位于四川I西北部，青藏

高原南缘，岷江、大渡河上游。东径101。至104．5。。北纬3l。至3，l。。

东达绵阳，以北川为界；东南临成都。与都江堰市相接；东北与平武、

甘肃文县相交错；南通雅安，与宝兴毗邻；西、西南与甘孜藏族自治州

紧邻；西北至黄河，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隔河相望；北界甘肃，与

甘南藏族自治州接壤。全州南北长约414公里，东西宽约360公里。

幅员面积8．3万平方公里，居住着藏、羌、回、汉为主的十多个民族，

76万人。境内群山丛错，有远近闻名的巴郎山、鹧鸪山、丫口山、夹金

山、四姑娘山等山脉，从南至北耸峙，峰峦迭障．西北为广袤的大草

原，地势平坦，系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整个自治州地形呈西北向东南

倾斜之势。全州最低海拔820米，最高海拔5600余米，平均海拔

3000米左右。气温差异较大，最高气温摄氏25。左右，最低气温零下

346。

州内河流、湖泊较多，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境内

黄河、白河、岷江、白龙江、金沙江等江河纵横，河流密布，网织其间，

水流湍急，难以行舟。地质结构和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多

种岩层互相交错，属山岳峡谷地和高原草坝区。东南部位于龙门山脉

断裂活动带，东北位于朗木寺断裂活动带，地震频繁，泥石流较多。这

些，给道路的修筑和维修保养带来了很大困难。

阿坝地区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境内勤劳、聪慧、勇武的各族人

民，素有治山治水的优良传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生产力低下，

凿山开路、跨水架桥至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与大自然抗争，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开辟了闻名遐迩的早期蜀道。公元前277年蜀郡太守

李冰考察岷江水情时，整治过岷江道。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汶山

郡于茂县，扩建过岷江道。初唐，藏王松赞干布经阿坝、阿木柯河至黄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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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关东进。为跨越岷江等河流．蜀羌人民在发明“溜索”的基础上，又

创造性地建造了藤(竹)索桥。境内有被外国人称誉的太平桥，被阿坝

州政府列为重点保护文物的小金三关铁索桥等索桥。也有大量以木

材为建筑材料建造的偏桥、廊桥、伸臂桥、架桥等，各具特色。但是，畦j

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原因．阿坝地区交通运输发展十分缓慢。直

到建国前夕，阿坝地区不仅没有公路，而且连一条象样的人畜力车道

都未修筑。运输全靠人背畜驮。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事业。在国家

经济十分困难的建国初期，就调集大批军、民工，开始修筑阿坝地区

第一条公路——灌茂公路。经过军民工的艰苦努力，打通了拦路虎老

母孔，跨越了空气稀薄的鹧鸪山，征服了人迹罕至的沼泽地，于1955

年建成了长506公里的成(都)阿(坝)公路。以后，陆续修建了龙(日

坝)郎(木寺)、威(州)凤(仪)、刷(经寺)马(尔康)、可(尔因)壤(塘)等

公路。至1958年，全州已建成公路1596公里，有各种机动车210

辆。并成立了阿坝州第一个交通专业运输企业——阿坝州第一汽车

运输公司。1965年，阿坝州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小金县通了

汽车，全州5l％的乡通了公路，公路发展到2491公里。1979年12

月，全国公路普查统计，全州公路里程已达4395公里，其中，等级公

路共1626．5公里；全州220个乡中有194个通了公路。建成公路桥

梁566座／11908米，其中永久式桥303座／7313．8米，消灭了汽车

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阿坝州交通事

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90年底，全州公路发展到4886公里，实现了

区区通汽车，96％的乡通了公路。建成公路桥梁678座／14159米，其

中，永久式桥梁513座／10235米。桥梁建设方面，不仅速度快，数量

多，种类全，质量日臻上乘，而且造型和施工工艺多姿多彩。从木石、

铁木到钢筋混泥土结构，从单孔到多孔，从小孔径到大孔径，无论在

梁式、拱式、悬索式体系中，均有相当成就。尤其是转体桥设计和施工

工艺，在省内外居领先地位。全州有各种民用汽车5490辆，进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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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及旅客运输，由过去的人背畜驮、骑马乘骄变成了今天的汽车运

载。促进了阿坝州经济发展和城乡人民生产水平的提高，生活的改

善。现在，一条条公路网织在雪山草地，一座座桥梁飞跨在峡谷山涧，

一辆辆汽车穿梭在银线彩虹间。

建国40年来，阿坝州交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宝贵经

验。但也曾受到过‘‘左”的影响，经历了曲折道路，也有过失误。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使阿坝交通受到一定影响。实践证明：发展阿坝交

通事业，必须坚持从州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

的发展，依赖于交通事业的发展，交通事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制

约。要彻底改变阿坝州落后的经济面貌，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就必

须优先大力发展交通事业。

阿坝州，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红军长征途中，在雪山草地创建

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播下了革命火种。阿坝州，不仅有历史

的丰碑，还有世人称誉的大自然景观：有被誉为珍稀动物博物馆、珍

稀动物大熊猫繁衍栖息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有盛夏花的海洋、隆冬的

银装素裹、遍地是牛羊的大草原；有鳞次栉比、玲珑多姿、琼浆满溢、

被誉为人间瑶池的黄龙景观；更有晶莹碧透、千层碧水、被誉为童话

世界的九寨沟风光。还有待开发的、可与黄果树瀑布媲美的后寺沟瀑

布；地下溶洞瀑布、地面石林成荫、奇特无比的卡龙沟等等。多姿的自

然景观强烈地吸引着中外游客。在交通已成为国家的命脉、社会进步

的标志、人类文明的窗口的今天，大力迅速发展交通事业，已成为阿

坝州藏羌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引起了各级、各部门的极大重视。目

前，虽然阿坝州的交通较内地落后，道路交通基础设旌较差，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这个全州经济

工作的薄弱环节，一定能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改观。

迫古观今，成绩喜人；展望未来，前程似锦。阿坝州各族人民正乘

改革的春风，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奋力拼搏，谱写着阿坝州交通发展

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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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公路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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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交通厅郭洪喜『『长{右后五】．在阿柏!州穑亳

E在拇拨近4000来的尕h台遒班【人留膨。

阿坝州政济主席木纯i郎<后左三J．枯矗粮、棉，

工代嗽修建公髓丁程时．在工地与_|襄塘县筑砧指捧部领甘



澎，
“615”洪灾发生后．阿埙州交通局局长阿村嗣

赶赴现场察看灾情．组织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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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班俭潘养路段上磨遭班
舌世界九寨内之路(厅晓



秋冬之交的梦笔山道路

(刘朝富摄)

985年毒．里水县动员上万名群众及机关于部授劳加宽改造茂黑路





拱交通部科技进步奖的盘川曾述转体斜张大桥

E在转体台拢的理县杂各脑大桥 (刘朝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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