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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我县

为藏族人民聚居，历史悠久，藏语地名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珏要的

调查研究，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有讹传、重名、音译不准、用字不当、一地多名、一名多

写、序数命名，政治术语命名，以及图实不符、错位，错字等混乱现象。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黟期间，大搞“一片红’’，许多能反映当地历史、地理、风土、习惯的地名，被任意更

改，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

困难。

为了达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我们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和省、

州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予1984年6月至1985年3月，对全县地名

进行了普查。这次普查，是以1。lO万地形图(1971年版)为依据，结合本县实际情况，采

取“一定，二改，三增、四删矽的办法进行的。“一定刀图实一致的246条， “二改黟图实

不符、错位、错字的598条， “三增"有地名未进入地图的136条， “四删"地图上有标注而

不复存在或失去作用的30条。地名普查的“图、表、卡、文"四项成果资料，业经省、州检

查验收合格。

《甘孜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整理的。书中缩制了1 t 50万全县地

图，图中标注了乡以上行政区划和部份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附有《甘孜镇示意

图》。全书收录了村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和部份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

工建筑物、名胜古迹地名980条，概况材料52篇，以及州、县通告和地名笔画索引等材料4

份。所引用的数据，除面积、土壤、气候是摘自县农业区划的以外，均为县统计局1983年的

年报数。汉语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藏语地名除了用藏文记载外，还按“藏语地名用汉语拼

音字母音译转写法"的规定，作了转写。每条地名都在“备注栏"内有所说明。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甘孜县地名时，无论藏文、汉文和拼音字母，一律以本《地名

录》为准。

甘孜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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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县概况

甘孜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雅砻江上游。东与炉霍县交界，西与德格县

相依，南与新龙县、白玉县接壤，北与石渠县、色达县毗邻。面积7364平方公里。辖6个

区，1个镇，25个乡。人口51781人，其中藏族49042人，汉族2699人，回、彝、壮，羌族

40人。县人民政府驻甘孜镇，北纬31。377，东经99。597，海拔3400米，距州政府康定385公

里。

一，历 史 沿 革

甘孜县为藏族人民聚居，历史悠久。东汉为白狼夷地，唐属吐蕃，元置朵甘思。据有关

资料记载，朵甘思是甘孜的古称， “朵刀指石头， “甘思"为白色。这与当地藏族人民关于

“甘孜由来刀的传说基本一致。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五世达赖派其弟子霍·曲吉·

昂翁彭错(甘孜人)到霍尔地区修建十三座黄教寺庙时，把第一座黄教寺庙的寺址选在有

白色石头地方，并择定吉日举行奠基典礼，建成后命名“甘孜矽，藏语为。洁白美丽"

之意。

甘孜属霍尔地区。明末清初，青海和硕特部(霍尔)人进入后，是为甘孜有土司之始。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置霍尔麻书、霍尔孔萨为安抚司，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

年)封霍尔孑L萨为安抚司，霍尔麻书、霍尔向日、霍尔朱倭、霍尔东谷为长官司。清同治元

年(公元1862年)置麻书讯。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改流，遂将霍尔孔萨，霍尔麻书、霍尔自日、霍尔朱倭、霍

尔东谷五土司辖地归并，设置甘孜委员，属边北道邓柯府。1912年改为甘孜州，属康安道。

1913年建甘孜县，沿用至今。1914年属川边特别行政区，1925年属西康屯垦使，1939年属西

康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为专员公署治地。

甘孜县1950年4月和平解放，1951年3月成立县人民政府，设3个区，11个乡，属西康

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同年10月撤销西康省后，一直属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

甘孜县行政区划有过四次变动。1956年民主改革时，设5个区，1个镇，32个乡。1959

年将廖西乡划给白玉县后，设6个区，1个镇，28个乡。1960年合并为2个人民公社，2个

区，10个大队，7个分社，7个公社，1个镇。1962年改为6个区，1个镇，25个公社，成

为现建制。

甘孜县行政区划名称有过三次变动。1978年，改城关区为雅砻区，朱倭公社为来马公

社，牧业乡为下雄乡，呷加公社为茶扎公社，章龙公社为大德公社，丈多公社为卡龙公社。

1983年基层普选时，改公社为乡，生产大队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为村民小组。1984年地名

普查时，改大塘坝区为达通玛区，城关镇为甘孜镇，泥巴沟乡为泥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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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 然 条 件

甘孜县地处横断山脉东北边缘，是丘原向山原过渡地带，属青藏高原的一部份。

主要山脉由西北向东南走向。洛戈山斜穿中部，主蜂甲布拉，海拔4789．9米，当地人民

称它为山中之王。沙鲁里山屹立西南，大雪山贡呷日，海拔5688米，是全县最高峰，终年白

雪皑皑，蔚为壮观。牟尼茫起山盘绕东北，神山奶龙，海拔4610米，传说是观音菩萨、文殊

菩萨，金钢手菩萨在藏历鸡年聚会众神的地方，藏族人民十分信仰。

雅砻江、达曲，泥曲三条主要河流，顺其山脉走向流经县境，与50多条支流纵横交错，

组成树枝状水系。河流总长565公里，集水面积8400平方公里，流域面积4694平方公里，水

能理论蕴藏量53．7r5万千瓦。

全县有丘状高原、高山宽谷、高山峡谷三种地形。丘状高原是纯牧区，分布在达通玛区

和下雄乡一带，面积357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8．5％。高山宽谷是农区，系绒坝岔区、生

康区．雅砻区、拖坝区一带，面积2348．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1．9％。高山峡谷是半农半

牧区，指东谷区、扎科乡一带，面积144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9．6％。

地质岩层以三迭纪朱倭组和新都桥组的灰黑色粉砂质板岩最广，次为上三迭纪雅砻江组

和杂骨脑组，二迭纪和其他时期形成的岩层也有一定的分布。土壤以高山革甸土最多，占总

面积的57％，亚高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山地褐土、山地棕壤和冲积土，分别占总面积的

28％，6．5％、5．4％、2．1％和0．2％。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海拔3600米以下多为栽培植物，

3600米至3800米为灌木丛林，3800米至4700米是草甸，4700米至5100米是流石滩植被，

5100米以上则寸草不生。

县境属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具有四季不分明，气温低，雨量少，风沙大，空气干燥，

日照时数长，无霜期短，春早，冰雹、积雪等自然灾害频繁的特点。全县分高山寒温带，高

山亚寒带，高山寒带，高山永冻带四类气候区。年均气温5．6℃，比同纬度的马尔康低2℃，

一月均温一4．4℃，七月均温14．4℃，年降水量636．5毫米，年蒸发量1654．7毫米，蒸发量大

于降水量2．9倍，大气压500毫米，含氧量67％，年均日照2640．84,时，无霜期35天至75天，

冬季长达6个月以上，等于或大于8级大风100天左右，低温霜冰、冰雹、干旱，瀑雨等，

几乎连年并发或交替出现，每年11月至3月的积雪，常常造成交通阻塞和牲畜的冻饿死亡。

三、经济状况

甘孜县地域辽阔，资源丰富。198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642．22万元，人平317．17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1505．4万元，占91．7％，工业总产值136．82万元，占8‘．3％。

1．农业l全县有耕地19．2万亩，牧地927．8万亩，林地81万亩。其中，常年播种面积14

万亩，能利用草场面积808万亩，有森林面积16．2万亩，覆盖率为1．4％。耕地由山地褐土和

冲积土组成，不过酸过碱。粮食作物一年一熟，主产青稞，小麦、豌豆，县城附近种植蔬

菜，其中莲花白，萝卜、洋芋、莴笋的产量较高。由高山草甸和亚高山草甸组成的天然草

场，豆科牧草、莎草科牧草以及杂类草中的菊科、蔷薇科、龙胆科、玄参科、蓼科等，耐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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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嗜口性好，营养价值高。主要牲畜是牦牛，犏牛，黄牛、山羊，绵羊，马、驴，猪和

鸡也有饲养。森林分布在泥曲和雅砻江上游地区，优势树种有云杉，大果园柏，方枝柏、桦

木。以云杉为最，蓄积量150．3万立方米，占各树种蓄积量的84．6％。野生动物有獐、鹿、

熊、黄羊等20个品种，名贵药材有虫草、贝母、蓁芄、大黄、雪莲花等16个品种。矿产资源

底子不清，只知黄金、铅、硫磺、石灰石，花岗石的储量丰富。建国后，农业生产条件明显

改善。1983年统计：全县已兴修水利工程31处，主干渠长135公里，年引水量1．05万立米，

有效灌溉面积3万亩。已兴修小型电站14处，装机16台，容量1635千瓦，其中农村电站10

处，装机11台，容量510千瓦。拥有拖拉机231台，柴油机162台，电动机180台，机耕面积达

16．1万亩。建设草库仑2015亩，退耕还牧面积8540亩，灭鼠面积20．8万亩。天然更新林地

1000亩，人工更新林地650亩，育苗524亩，成片造林3150亩，零星植树115．5万株，封山育林

8万亩。有乡镇企业26个，采金点30个，商品粮基地8个。1983年，粮食总产量3343万斤，

比1950年的848万斤增长2．9倍，各类牲畜存栏310031头(只)，比1950年的112653头(只)增

殖1．8倍，其中，牛191742头，羊93037只，马16013匹，猪9239头，多种经营产值258．92万

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5．8％，人平50．02元。

2．工商业，明末清初，甘孜已形成“茶马互市"大驿站，但工商业一直不发达。据《冯

云仙甘孜调查表》和《任乃强康区甘孜视查报告》记载： “甘孜为北路大埠，故工业较他县

发达，其最著者如佛像之制造及绘画，均精致绝伦，次为制毯子，又次为制红牛皮，其他如

银铁木工，皆操之于汉人，⋯⋯新工业则全无”、“现因川藏交通，移于北道，甘孜(商

埠)日益发达也，计查有陕商八家、川商七家、西宁商一家、藏商一家、喇嘛寺商七家，土

司商七家。矽建国后，全县工商业有较大发展。县城是甘孜自治州北路贸易中心，计有国

营农机厂，木材砖瓦厂、水电厂、水泥厂、自来水厂、县车队、粮食加工厂、副食品加工

厂，以及集体性质的建筑公司，黄金生产社、铁器社、缝纫社、理发社、印刷社等企事业单

位14个。县农机厂生产的藏式宝鼎炉，价廉物美，畅销县内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

贸市场更加繁荣。1983年进城摆滩漫店经商的集体和个人，共415户，成交额26．6万元，比

1982年增长21．9％，税收额3．3万元，比1982年增长86％。农村牧区，区区有商店，乡乡有

贸易小组或代销点。城南乡和城北乡的第三产业、东谷区红牛皮和藏族手饰加工，以及达通

玛区的干酪素生产等，都具有朝气勃勃的生命力。1984年新办的泥柯林场，已投入生产。

3．交通：甘孜县建国前虽有一条公路，但不通车，人行和运输都靠畜力代步。1954年川

藏公路通车后，特别是甘新(甘孜县至新龙县)、甘自(甘孜县至白玉县)、甘达(甘孜县

城至达通玛区)、洛东(洛戈梁子至东谷区)四条公路通车后，改变了交通条件。公路总长

318公里，6个区通公路，25个乡中有20个乡通公路，211个村中有140个村通公路。1983年

统计，从事工副业生产的大型拖拉机12台，手扶式拖拉机53台，汽车2辆，人力畜力架车

42辆，有利于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与此同时，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区区有邮电

所，乡乡有电话装置，县里各单位都安上了自动电话。

四、文教卫 生 事业

I．文化事业l县城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体育馆、广播站和录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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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差转台，六个区都有电影队，拖坝等区还建立了文化站。近年来，金县体育，文娱活动开

展较好，曾受到省，州人民政府的多次表扬。

2．教育事业；全县1949年仅有小学3所，学生lOO人左右。1983年有中学1所、小学26

所，学校数比1949年增长8倍。由党和政府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格勒同志，小时候

是甘孜县第二完全小学和甘孜县民族中学的学生。此外，甘孜州藏文师范学校也设在甘孜

县。 ·

3．卫生事业；1949年，甘孜县只有卫生院一所，院长兼医生1人。1983年，全县有县级

医院3所，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各1个，以及兽医站，畜科所等单位。区、乡有医院(所)

18个。甘孜县人民医院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北路重点医院，设有儿。内、外、五官、口腔、妇

女、中医7个临床科和药剂、检验、放射、病理、心电、超声、治疗7个医技室，共有医师

19人，医士57人。

五，名胜古迹

格达活佛纪念堂s位于甘孜县城西部生康区生康乡境内，距县城15公里。1983年始建，

在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白日寺内。“纪念堂"由全国佛教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扑初题

词，堂内陈列了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留下的珍贵文物、格达活佛生平事迹，以及朱德总司令

之夫人康克清的贺信等，1985年开始展出。

县境内有开放寺庙35座。其中以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修建的甘孜寺、大金寺、自

H寺的历史悠久。

位于甘孜县城东北部东谷区四通达乡境内的奶龙，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北路的大神山，距

县城60公里，有洛东公路连通。

“旭日里刀，藏语为“富绕的坝子’’，位于甘孜县城东南，是全县藏，汉等各族人民欢

度迎秋节的地方，故有“甘孜公园黟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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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1≮濑’鳓’习甲蜘’夭q烈日删
气1弋’斟暮羽’善只’冀’jii’再ai’奄￡’暑ai’气1弋’田富司’e5’末日1羽’弋<’琴只’¨t

t

思冈’9’S目’9￡’芒≈’气只’多1’百’目l苔芸’蜀茂’琴气’霉气’5’1呵斛’两气’舍E’『 1弋’

芒q’憩’目1’硼呵’善￡’气c’f 恿日’是’枣’气iil’菅只’1 琴弋’多目『’≮c’气￡’气q冈”

粤冈’善式’f 9E’芒斛’≈’毒l天’g冈’气只’1两弋’习弋’善只’日6羽’气￡’羽’司岙硼羽’，，t

R自川’罚气l 园’蓿气’鸯’两’詈’qq’硼7364阂气’r-．．1’未气f 产只≈’c1萝1翻’≈”¨

否q’§1’气c’f 两af’日1舍c1 1只’歹弋’霉『 暂只’霉’币’霉’日6q’西与’r4’气式’『

1 983两茂’两’硼黾1’童’自’团只穰’51 781两气’舍式’I 专茂’a『式’e5’瓮1羽’嗣¨t，

49042气￡’I 雹’衾1≈’胬’2699乏茂’末1斛f 与9斛’瓮1斛『 暂￡’瓮目I≈『

为式’瓮日l翻f 目S’气9’皋1翻I 弩S’6’末日1翻’≮c1捌’胬’40罚气’r．j’羔气f葺≮’

胬’气司乓捌’封气’玎lg只’日6R’甏气’9气’驾冈’气1弋’司毒翻’岗气’q只’f 9￡’q’R自气’

訇日|’31。37·气￡’f 1弋’9’目}g￡’自1’99。59，日弋’丕1q’罚气『 固’司苦-·，’

《囤’冈翻’硼珂’岙与’窝’3400两气’r．j’气￡’『 思冈’封气’19<’勺’1可≈’粤阀’气天”，

硼专’冈捌’雪≮’习目I’鸯’目’385罚气’r-A’寒气fl

1舍1 两’霪闷1R自冈’客困f

气1弋’5I暮斛’冈’司’1q’“专’气1弋，，茸弋’奄<’l 是E’雹冈’天日≈’尸￡’q≈’

封气’两’气只’珂弋(誊’两’1 662两)鲁’冈茂’翌’自<’霉’q茂’搿日’司’嗲弋’嚣≈’善’<1”

气日只’粤可’篝目I≈’9翻’专’气1弋’萄’酒气’q茂’两只’1q茂’珂1’乏’气≈刁i
7

q’R专日圈’，·，

辱

，理fzE矬Br



磷日ql 目习tq斛’富羽’目司只’窀日l’爿弋’R鲁ai’口气冈≈’呵≈’两<’日l耷’R气冀’日茂”·

翻《气-萄’目冈’日’硼’茸气f 气坼气’目’R专’啊<’气只’砑弋’日多日’珂ai’日≈’“气1弋””

碉言q，，萄捌’目茂’两只’日哆日l翻f 芎可’夸E’5’气1弋’鼋￡’司善剞’司百『I 目1气””

暂冈·目Iq可’q1’芎I 是<’雹冈’天日翻’『目式’对翻’封气’蠲’气￡’砑天(1662两)琴弋”

菁铡’毒’￡日I’气日￡’g ai’苦寻’9≈’气气’g目l斛’日茂’气声『af’霉’日§’4l≈田’日竭￡’爿日列f

日口tq斛’葛对’q习￡’q1’q弋’R套气’日气司捌’气剞’两￡’目I窀’R专只’q茂’觏《丐’研’两冈’

善2sI’气可耳’目’参式’r-4’q对1’雩’气可可’r-．,I’1剞弋’q’日耷互镧’习弋’气可ai’日’R专’网E”’

气E’珂弋’日哆日’珂呵’目穰’“弄l弋’R鲁ai，，弓斛’目茂’两只’日哆目|斛f 写己l’夸<’S’嚣l弋”

高q·目习c’砑弋’两c’clq’R气’R专c’日茂’翻7日I aiq’茸弋’≮lI

气1弋’司毒翻’芎’翟弋’嚣s’氛茂’产<翻’目I可1鹤’≈’丕’囱呵’耷式’f <气1弋”

硼暮剜·善只’q’两’固到’专q’蜀天>冈羽I 盒￡’固冈’天日铡’懋￡’自只’封气’两’51””

目天(蓉’两1728蕊)琴弋’司’君弋’气￡’尸式’1翻天’硼ai’善’我’日§1铡f 丕呵’g<”

封气’两’芸’日5可’q弋(叠’两1792两)琴弋’尸互’1羽弋’硎呵’趸’两茂’可’1气斛’日研羽”

目-气c，f 嗲天’硼’君弋’气只’f 嗲弋’亏’嗲弋f 琴弋’自’瓮I ．琴天’琴￡’产目I”’’

目6≈t习c’呵可’两茂’币’1 ai穰’日碍翻I靖ai’翌￡’封气’两’1≈司’日弋(誊’两’1911两)

懋冈’气砑ai’日善翻’刁i列’委可’R产天’气巧气’瓮1羽’日两翻’日茂’冈司’91≈’R专1斟’q”’

气c·司蔷EqI 呵E’1≈冈’马g’我’管茂’司工R’产c穰’因’自冈’3镧’q工’气1天’硼言鹤’

固t罚ai’1翻式’R91羽’气<’} 嗣习R’5l岙斛翻’9￡’重气’R气可’严目I’封≮’目Ig式’与}”

产式q’憩’1可1羽’目’9≈I 自再’呵’封￡i’砑’气冀’酉天’(1912两)气1天’列专≈””

熙冈’口菩日l斛’q<’尸硼≈’明可’重气’S’目l芗目l≈’目’9铡I 自气’坼’封气’两’目|萝捌’日弋

(鸯’两’19113两)气1弋’困毒jsI’善E’日§1穰『 胬ai’币’封￡i’两’1憩硼’日天(§’两，

1914两)我’再ai’司目R’罚击围斛’气＆1翻’日铡冈’羽’芦式鹌’≈’c1萝1捌’目’气置’I 嗣可’

巧·14两天(1925两)≈羽’尸司≈’萝可’户可’马茂’产￡羽’≈’1可1羽f 胬可’币’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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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雪￡i’两i(1939两)肆捌’严司翻’q￡’毒ai’日§目lq’善斛l寸羽’尸硼翻’qg’磊气’硼只。

日q’目茂’封ai’R皇ai’穹’q日’q’思冈’5’玎l芗1≈’q’气：’珂ai’罚ai’3￡’霉s’自’『珂E翻”

日I萝目l斛’捌’丕’囱可’r-．I’暮气II

气1弋’胡言翻’善<’号1950两弋’q’q茂’日舍只≈’R暂冈’珂q’r4’杀气f

目舍式斛’R蜀冈’珂口|’司弋’1可￡’q日羽’秀≈’习l≈硼’气只’1E’日歪’c1舍目l’1≈，’R专1羽’

9羽’罚气’r-．I’气<’I q≈’户硼羽’奄￡’岙ai’莳气’瓮寻’弋式’萝<’暂式斛’9’芦只捌’翌”¨

115fclq’司’气式’f 1955两茂’蜀’3 q天’日斛’尸司剞’q式’磊呵’气弋’司彳’酉气’盒1q’

弋丘’琴c’思冈’9’芦c司’总’1可clqI 两’专茂’罚’10 r-．1弋’对羽’尸司q’窀≮’磊ai””

蜀气’r-．I’q吾q’af铡’日寻工’目’再可’窀￡’磊ai’气1弋’司茸剞’珂气’瓮c1≈’弋￡’蓼￡’思冈’9’

产c捌’憩’目I可1羽’两气’r4’乏与f

封气’气口只’R蔷1羽’镯日翻f

1斛天’R91q’g羽l 1

§1’气式’I 蜀ai’目l舍1

1956蔺天’气硼<翻’1苫’日苫翻’日霉弋’9镧’事”．．

秀翻’霉’百￡’l 自气’1舍1 1￡’萄’玎I芗翻’日6羽’

959两弋’封气’R髻ai’羽’产<≈’商1捌’窝c1’9气’5≈’否鹌”’

1￡’事弋’日5气’日6捌’q坼?’日’孟气『 1960两弋’萄’

气司只翻’3￡’马’6气’S’墓弋’日茂’爿日羽’憩’习￡’弓’1萝铡’气≮’I §’盂ai’日§f

悉翻’目l芗斛I 网ai’冈c1’弓’日尊’日q’日6剞’固’窝冈’是’日弓只’1 1962翁弋’自⋯’

气翻甚鹤’3￡’弓’气1’蜀天’亘与’5镧’秀剞’§1’气￡’f 亩ai’1舍1 习式’弓’事式’霉’

日6翻’日|多ai’R户冈’9翻’弓’与’穹茂’窝1’目Iq’丕1剞『 1984两天’羽’萄<’两只≈～”

舟日’乏’q口’日寸弋’9气’司日≈I 善<’q’研日剞’§1’面茂’&’气司<烈’R写≈’萄f苦1≈’

叠可’重ai’冈≈’憩’罚可’写呵’尸<’暂羽’誉目I≈’蜀c翻’日耷’q茂7珂1’暂羽’R丕司’兽<’毒≈’

耷5’毒ai’气￡’思冈’胬’气铡￡羽’窝气’19<’冈’琴可’两只’鲁冈’ai斛’善玎l’司丕可’珂弋’q弋’’

日重气f “3E’弓，’专“1只’’冈’日孽弋I “嗣’习式’目’秀q，’专“局’习<’两’奄≈，’气<’l

“同气’可可’自ai，，专“气1弋’5I专剜’亩ai’’l “奢’司’q<，’专“萝’芦1’q<”日6≈’≈“

日墅弋f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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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多目I 式气。恩气1q。曷’意气『

气丌7弋’5l暮斛’善￡’芎’R自气’1苔气’宝’萤与’孕’1弋’9冀’芒羽’憩’击1斛’丙≮”-

舍只’『 硼嚣’珂气’司’5I葛茂’恕日7丕’舍1’岗ai’目’交气『I 专￡’ai￡’q’瓮’重气’c叮孑’·

墨ai’芎硼对’二{冈’毒ai’§日’9<’芒斛’ai穰’1弋’琴’芒斛’慧’季目I穰’q’羔气『 冈硼’暂<”

瓮’莳’气孕冈’呵斛’R自气’雪日I’9羽’寸式’f 盒’言’司珂’可羽’雹冈’巧’冈’号’雹’硼苦·芒q’

冈翻’司珂’岙气’爵’4789．9函与’琴日穰『 酉气’瓮碍『村’两’气51只羽’芎司剞’9≈’瓮’喜’’

ai只’与}’固冈’砑’耷铡’R葺气’习’交气I 弓’gs’目’瓮’要气’琴’恿日’孕’季1斛’憩’R9￡’

童天’冈<斜’寸只’『 目I芸羽’衾’蠢ai’萄’1式捌’气1弋’譬’酉’固’硼蓦’芒≈’冈镧’5l珂’岙气’

葑’5688罚气’琴日斛’善≮’涓<对’孕’舌≈’田珂茂’盒’言’岗ai’q<’『 两’亏目I’目弋’t，，

目1只铡’与1天’两式’两式’丕1羽’湄气’目≈’日董气’多困捌’q呵’乏’磊『 两’萝’硼E’蓦镧”·

瓮’莳’1天’9c’芒q’憩’R再1’R自冈’孕斛’目}可斜’qc’衾’言’目1羽’q’6气’1再q’瓮’，，

固’网蔷t芒≈’冈羽’司珂’岙气’窝’461b罚气’rd’羔气f 掣’彭呵’弋镧’日I茸目|≈’孕斛’9’tt

两弋’穹’苇斟剞’R5≈’呵≈’驽’孕气’5I《气’q度’1 ai铡’瓮’置气’暑对’严’重ai’5’蔺气”¨

琴q斛I 酉气’宝1羽’萄’气司只≈’9斛7目『ai斛’瓮’专弋’55’习剞’予’蚕￡’9气’r-4’交气f

爰’妻气’丕目I羽’百冈’冈’日要呵’ai≈’善￡’s}’产弋’留日I’日耍气’日茂’多1’京’气￡’I 固’，

雹『 芗’秀’司6镧’孬’葺’1蔷’毒ai’1≈司’气式’总目I’奄’霉’日§’雩目I’苔硼’R自气’19只’

罾冈’日弋’穹弋’暂ai’匀E’硼耳’冈目}’亨’目茂’秀’重气’击目7羽’蔺百’司’羔气ff

譬’司’习E’占|’羽’司珂’气￡’『 皋’5I珂ai’巧’气只’g<’19E’硼只≈’珂『 瓮’

5I珂可’巧’气￡’暂日I’≮《’日6翻’羽’日日’末日I剞’目I翘司’丕日I捌’蠲气l 瓮’硼’习￡’唧’q’

司珂’专’图’习c’司’气<’q弋’季日l羽’q只’q’翊’丕’冈’茸弋’日’羔气『 固’厚呵’§’两’粤’

日q’硼’3574躅气’舍c’R萄目I’思冈’两百’r4’暮气f 衾’司珂气’巧’气E’g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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