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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更，给本县地名带来不少问题。有盼

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清，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民族语言，译。

音各异I有的地图与实地不相符合，或错位、错字，错音，错名’有的大队又是以序数命。

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改掉了，更增加了地名的混

乱。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0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四川省

人民政府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1981年9月起至1983年3月止，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有利民族团结，反映地理特‘

征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共计普查地名2，324条。其中新增加地名618条(含

新增加村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占26；59％，删去不复存在或失去作用的地名194条，占8．3&

％，纠正地图上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536条，占23．1％。对这些地名的来历、含

义、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准确读音、标准用字进行详细调查，反复核实，完成了本县地名

普查四项成果，已报经州，省地名领导小组验收。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22万的县地图，标注

了村以上行政区划名和部分自然村名，搜集了各种地名概况材料76篇；辑录全县行政区划，自

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等地名共2，13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

音；乡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彝语命名的地名以及彝族聚居区地名，都加注了民族文字(彝文)。

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工农业数据是1981年县统计局年报数。人口是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

数。其余为各专业部门在不同时期所提供。

本书在付印前，由于政社分设和本县行政区划的调整，使书的部分内容与现实不一致，

兹为增强本书的使用价值，特按现况作了必要的补充。

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本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实现地

名标准化，为四化建设提供了准确的地名资料，并为今后开展有关地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使用会东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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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东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东，一南隔金沙江与‘云南

省的巧家县，东川市、‘禄劝县相望；西和会理县毗邻；北同宁南县接

壤．在北纬26。127—一26。557，东经102。207——103。037之间。面积

3，227平方公里。人口297，773人(城镇人口20，854人，农村人口

276，919人)，人口蜜度每平方公里93人。有汉，彝，傈傈、布依01

苗、回、傣等民族，汉族居多。沿金沙江、够鱼河，大桥河，中心河等

流域的河谷地带，人口稠蜜；高山贫瘠地区，人口稀少。汉族蜜集河

谷平坝，彝族聚居于鲁南山上的野租区；傈傈族分布够鱼河下游两

岸；布依族沿金沙江畔居往；少数彝V傈傈，布依和其他民族散居境

内各地．辖9个区，2个镇，51个乡、74-居民委员会：318个村，+1，983

个村民小组。县人民政府驻地会东镇，北距州府西昌246公里；海拔

1，665米。 ．『．

(一)历史沿革
‘：

?

会东县于1952年7月建县，因地处会理县东部得名。辖地为原会

理县东部，即今本县碜鱼，姜州，嘎吉，大桥(除铁厂沟乡)，鲁吉

(除溜姑乡)，野租等6个区，还有云南省巧家县二区大部分， 即今

淌塘，松坪两个区和铁厂沟，溜姑两个乡。

据《会理州志》载：会理秦属邛都地。汉元鼎六年(前111)置

会无县，属越倦郡．三国蜀，郡县因之，属康降都督．西晋十六国

1＼≯



时，属益州。南北朝亦日会无。隋开皇年间属西宁州。唐上元二年(公

元675)改置会川县，属惜州．至德二年(757)为南诏政权属地。

宋时属大理地方政权．元至元九年(1272)，大理内附；十四年

(1277)立会川路，辖姜州等八州，隶罗罗斯宣慰司。明洪武初，改会

川路为会川府，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1382)由会川府改属

东川府；二十七年(1394)裁革府州县，改置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

属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清康熙元年(1662)改为会川卫军民守备，属

建昌监理厅；二十九年(1690)分卫地置会理州洽于大桥．雍正六年

(1728)裁会川卫守备，移会理州来洽，属四川省建昌道宁远府。据

《四川历代政区洽地今释》记载：民国二年(191 3)废会理州， 改为

会理县，属建昌道．据《四川省地图集》记：民国十四年(1925)，

会理县属西康屯垦区；二十四年(1935)，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

区；二十八年(1939)西康建省，会理县划属西康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会东县时，属西康省西昌专区，辖够

鱼、姜州，嘎吉，淌塘、新堵，大桥，鲁吉，松坪，野租等9个区．

1955年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撤新堵区，分别并入鳕鱼，大桥两

区。1957年撤够鱼区，设县直属工委。1959年撤淌塘区，并入嘎吉

区。1961年，撤县直属工委，恢复够鱼区；从嘎吉区划出原淌塘辖区，

恢复淌塘区。 “文化大革命”时期，专区改为地区。1979年，撤西昌

地区，会东县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1984年，政社分设时，公社改为

乡，大队改为村。同年，建会东镇和新街区。1986年建铅锌镇。

(二)自然条件

地形 会东县属横断山脉褶皱中山中切割地带，地形复杂， 山脉



纵贯，河流下切。山与河多为平行相间，由北向南走向。地势中部

高，四周低，绝大部分为中山，平坝甚少，山地约占总面积的79％。

山脉总称鲁南山，是螺髻山南延部分，纵贯县境中部，其分支东为大

黑山，西为鲁昆山。最高山峰是紧风口营盘(海拔3，331米)， 最低

是莫家院坝(640米)，一般海拔约1，700米；相对高差一般为1，000

米。金沙江沿本县南，东边界北流，县境流长163公里。此外，东有

大桥河，流长73公里；西有碜鱼河，县境流长68公里，两河均注入金

沙江。 。

地质 本县位于川、滇经向构造带中段，出露地层发达完整。自

太古代至第四纪的地层都有代表，其中震旦纪至中三迭纪主要为海相

地层。自晋宁期末开始，加里东期逐步形成的南北隆起地带，白垩纪

末发生强烈褶皱，形成复杂构造。 ，

地震 本县处于小江，则木河和安宁河断裂带之间，因此，地震

频繁．但距震中较远，强度小。

气候 本县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10C，一月份

平均气温8．1。C，七月份平均气温21．8。C；极端最高气温35．5。C，极

端最低气温一5。C，≥10。C的活动，年积温5，284．1。C。无霜期258天，

日照2，300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062．9毫米，日降水量最多达105．5毫

米，相对湿度为65％，年平均蒸发量2，000毫米．雨季一般在5——10

月，占年降水总量的93．3％，相对湿度达73．7％；旱季一般在11月至次

年4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6．7％，相对湿度58．2％。常为西南风，气

流顺山川而上，风速较大，可达八级，瞬间风速可达35．3米／秒。 “一

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干湿两分明，一雨变成冬”，是本县气候的

特征。 。



，

资源本县的河谷平坝多系水田，土地肥沃；山腰陡峻，土质瘠

薄；山顶平缓，土层较厚，多为旱地。土壤属黄红壤地带，随海拔而

异，1垂直带谱(地带性)不明显，非地带性土壤分布普遍。海拔2，500

米以上多为山地黄棕壤，沿河两岸多为中性或碱性紫色土，冲积阶地

多为紫色冲积土。海拔1，500米以下的够鱼河，大桥河下游及金沙江沿

岸，为红黄壤地区。河谷产水稻，小麦和玉米。中山产玉米，马铃薯和

豆类。高山产马铃薯，荞子和燕麦。，沿金沙江畔产甘蔗，玉米和甘薯。

林业有广阔前景，宜林的荒山，荒地很多。木本以针叶林为主，

其次是阔叶林，灌木林。草本以禾本科，莎草科为主，并有少量豆科

植物。草山，草坡面积宽阔，是发展畜牧业的宝贵资源。 高山产绵

羊、山羊和黄牛·中山产山羊和水牛。

径流量分布，基本上同降雨量分布一致。地下水仅在够鱼，普

咩，马龙，野租等地溢流。夏季河水暴涨，冬季河水枯竭，是本县河

流的普遍现象。在小岔河乡热水塘，红果乡上大龙．邱家碾子和鲁吉乡

热水塘都有温泉。

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锌，铅，钛，磷，硫磺，铜，金、银、石

英，大理石。石棉等。其中富铁矿储量大，品位高，产于满银沟，香

炉山，亮口子等地；锌．铅产于大梁子；铜产于小街、岩坝，普咩等地。

野生动物有：獐，水獭，麂、岩羊，猴，野猪，穿山甲，熊，狐，

豺，狼，豹，雉鸡，白腹锦鸡等。

花卉有世界名花之一的会东百合和我国横断山脉特有的品种白蝶
上上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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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状况

解放前，本县汉区是封建社会，彝区则是奴隶社会．黑暗、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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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制度，严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经济长期落后。山

区基本处于“刀耕火种”境地，广种薄收；河谷平坝耕作粗放，收成

也甚微。小手工业仅有织土布、编篾帽、铁木农具等小生产和一些土法

采矿，冶炼。交通闭塞，道路崎岖，运输全靠人背马驮。村民和商贩

交易鸦片，粮食，禽畜．山货、药材等土特产，或以物易物，换回食

盐、土布等生活用品和简陋的生产工具，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本县国民经济得以持续稳

步的发展。

会东县以农业为主，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6，861万元(人民币，

下同)，其中农业总产值5，705万元，占8 3．1 5％；县属工业总产值

1，1 56万元，占16．85％。每人平均产值232．85元。

农业 本县具有地面广、耕地少、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特点，对

发展多种经营有良好的条件。耕地面积361，427亩(含机关、厂矿等

单位用地)，占总面积的7．45％。其中集体耕地360，750亩(水田

97，347亩，旱地263，403亩)。农业人口每人平均耕地1．3亩。

1981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共516，381亩，其中粮食作物463，157亩

(小春作物120，033亩)；经济作物30，736亩；其他作物22，488亩。水

稻面积86，208亩，亩产721斤；玉米面积124，611亩，亩产476斤；薯类

92，335亩，亩产317斤；小麦67，667亩，亩产282斤。粮食总产量

18，913万斤，比1952年的8，028万斤增长1．36倍，平均亩产408斤。农

业人口每人平均生产粮食678斤。粮食产值3，699万元，比19 52年的

l，324万元增长1．79倍，占农业总产值的64．85％。

甘蔗总产量10，330．5万斤，比1952年的2，444万斤增长3．23倍，



平均亩产7，318斤；出糖率为12．35％。1976年开始种植烤烟，1981年

产量达165万斤，上、中等烟占总产量的56％，质量名列全省第二。

农田基本建设发展较快。现有蓄水10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利工程

1 o处，100万立方米以下的91处，塘295口。库、塘总蓄水量7，047万

立方米。有石河堰18处，沟渠781条，总长l，077公里。机电提灌站

26处。总灌面积154，8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2．8‰比1952年增加

两倍。其中保灌面积109，400亩，旱涝保收80，000亩。农业机械总动

力20，418马力，各型拖拉机192台，各型配套农用机具317部，农副

产品加工机械1，556部(台)，半机械化农具3，777部。小型水电站

1 36座，发电能力3，569千瓦；年农用电327万度。

森林面积929，285亩，森林覆盖率为19．2％。木材蓄积量约440万立

方米。飞机播种造林156，000亩，国营人工造林15，000亩， “四旁”

植树2，000，000株，另有疏残林655，471亩。年产水果30，140担，蚕

茧420担，松脂475吨，松香354吨，松节油87吨；采伐木材18，300立

方米。1981年林业产值31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43％。

畜牧业在会东县占有重要位置。有牧地813，200亩，占总面积的

16．8％。主要牲畜有猪，羊，牛，马、驴，骡等。本县半细毛羊改良

育种成绩显著。山羊是皮肉兼用型的“建昌黑山羊’’，是凉山州板

皮主产县之一。1981年，马(含骡，驴)，牛，羊，猪四大牲畜存

栏514，493头，其中生猪158，862头，羊293，921只(细毛改良羊45，749

只，半细毛改良羊22，016只)；出栏生猪61，322头，牛742头，羊12，282

只。畜产品年产量：羊毛180，900斤，蜂糖165，640斤。畜牧业产值为

1，07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8．86％。1981年全县副业产值613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10．74％。渔业产值6．7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0．12％。1981



年，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收益粮486斤，人民币71元。

工业 建县三十多年来，境内建有四川省会东铅锌矿、四川省会东

满银沟铁矿及糖厂、水泥厂、电厂、酒厂、自来水厂，农机厂等国营厂矿

以及采矿，建筑，五金，服装等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1981年县

属工业总产值1，1 56万元，其中国营工业785万元，集体工业371万元

(含乡镇企业257万元)。主要产品年产量：糖4，870吨、水泥5，160吨，

酒61 9．82吨，发电868．79万度。会东糖厂生产白糖合格率98．11％，优级

和一级糖占95．47％。大崇乡雀衣红糖历史悠久，以透黄稍红，味佳，

甜浓、水溶无杂质，且能分离而驰名川、滇两省。1985年金县生产优

质富铁矿20多万吨，销售重庆钢铁公司，大渡河钢铁厂等单位。

交通 建县后，修筑公路总长684公里。以会东镇为中心，通达

会理，宁南，巧家等县以及本县9个区，2个镇，43乡，157个村．客

运班车通渡口，会理，永郎，西昌，宁南，和境内6个区，2个镇，

19个乡。现有各型汽车1 98辆。在尚未通公路的乡，修有驿道。金沙

江沿县境16处渡口，有渡船往来，连接川，滇交通；沿江一带除险滩

地段不通航外，均有短程航运。

全县有邮路890公里，电讯线路畅通。

财贸 1981年，财政收人458．7万元，比1953年的61．8l万元增长

6．42倍；支出652．2万元，比1953年增加11倍。1 981年城镇储蓄232万

元；农村储蓄99万元，农村集体存款378万元。

建立了以国营为主导的商业各专业公司及县供销联社，区供销

社、乡供销分社。1981年社会商品零销售额2，298万元，农，副产品

收购总额889万元，集市贸易成交总额446．9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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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教卫生

解放前，本县文化落后，仅够鱼，姜州，大桥三地各有私塾一

所．缺医少药，只能靠土医草药治病。因地区性和部分人有不讲卫生

的习惯，以致疾病流行。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文教卫

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教育 1952年全县有小学22所，学生1，860人，教职工46人，其

中专任教师42人。1981年有中学9所，小学附设初中28个班，学生共

5，470人；小学434所，学生29，368人；业余小学276所，学生6，567

人，幼儿园一所，入园儿童250人。共有教职工2，053人，其中专任教

师1，839人。有教师进修学校一所。

文化’有县文化馆，文工团、体育场，业余体校，广播站，电影

发行放映公司，电影院，电视差转台，新华书店。有区电影院、电影

放映队24队，7个电视差转台(覆盖率为309)，8个农村文化站，41

个乡广播站。 一

卫生 1981年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康复院，防疫站、妇幼保

健站和卫生进修学校。有区医院11所，乡医院36所、村医疗站265所。

共有病床451张，医务人员518人(其中全民所有制449人，集体所有

制69人)。乡医疗网初步形成，麻风，疟疾，霍乱，伤寒等疾病得到

控制，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81年人口出生率降至20．2l‰，

死亡率6．26‰，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40．22‰降至13．95‰．计

划生育率为4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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