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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社会交往的工具。它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国际交

往，民族团结，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实现地名标准化，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的一项基础工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新龙县部分地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一名多写，音译不准，含义

不确，或歧视兄弟民族，有的图实不符，地图与地名实体错位、错字、错名，难免贻误工

作，给人民生活也带来不便。为此，我们于1984年4至9月，根据((全国地名普查的若干规

定》和省、州人民政府的要求，参照一比十万地形图为基础，以l：40万地形图对全县1174

条地名进行了普查工作，并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纠正错字、错音、错位293条，更命3条，新命名14条，调整地名辖属关系337条。所得

表，卡、图、文四项成果，业经省、州地名领导小组验收合格。1985年9月，我们在综合地

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纂写成《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地名录》，以应社会的广泛需

要。

本书内容共收录新龙县主要地名1147条。其中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地名665条，自然地理

实体地名374条，企事业单位地名30条，人工建筑地名36条，名胜古迹、纪念地名42条。汉

语地名．按普通话语音拼写，藏语地名皆注民族文字，并按《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

写法》加以转写。其地名由来、含义皆有简明的注释。乡以上政区和其他重要地名还有概况

说明材料51篇，全县行政区划图、县城街道图各1幅，反映地名实体风光的照片12幅。此

外，附录政府有关文告3份，本县地名首字笔划索引1套。

本书所引人口数为1982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村组建置、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数据，

取材于本县1983年统计年报，余皆由有关主管部门提供。

本书是新龙县目前最全面、系统、准确的地名资料，是各级政府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

名标准化的一本法定的地名工具书。

今后任阿单位和个人引用新龙县地名均应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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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龙县位于zt)lI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东经1 00。187_1 00 7 5 2，；

北纬30。567—3 1。3 17。东与炉霍县和道孚县毗邻；‘南与理塘县，雅江

县接壤；西与白玉县相接；西北与德格县为邻，北以卡洼洛日山与甘孜

县分界。南北长．东西窄。辖4个区，24个乡，92个村。+总面积8，672平

方公里。总人口38，371人。其中：藏族3 1，388人，汉族6，971人，彝：

羌。维吾尔、高山等民族12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0．226人。

县人民政府驻如龙，东经1 00。1 97，北纬30。567。海拔高度3050米；‘

距康定城西北475公里。
‘。

一．历史沿革 、
、

。

。

新龙县藏名梁茹，意为森林间的河谷。相传元初当地喇嘛喜绕降泽

观见元世祖忽必烈时，施展法力将一铁矛打成疙瘩，因而受到世祖赏识，

封为土司，故称瞻堆(藏语译音，意为将铁打成疙瘩的)土司。其地亦自
。 此得名瞻堆。明洪武六年(公元1 373年)封当地头人五土司，分辖上、

中，下瞻堆。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置五品按抚司于此。雍正

六年至乾隆十年(公元1728—1745年)又先后分授上瞻为茹长官司，
下瞻为按抚司，中瞻为长官司。故其地又有“三瞻”之称。清道光28

年起至同治四年(1848—1865年)三瞻之地尽为中瞻堆土酋贡布郎加
控制。同治四年(1 865年)为西藏所踞。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边

务大臣赵尔丰率纣松林驱藏，暑三瞻为白玉州管辖。宣统三年(1 91 1年

。≮乞



甜改土归流”，置河东、河西、上占、下占等四大东本(即四大千户)

于此，同年六月又置瞻堆委员治，隶于川边经略使署。辛亥革命后，1 91 3

年拟置怀柔县于此，未果。民国五年(1 9 1 6年)八月一日始于境内置

县，命名瞻化，有“汉化三瞻”之意。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团结政

策，195 1年取缔了歧视兄弟民族的“瞻化“之名，并以县城地形如龙头

藏语昔称Ⅳ主母主搿(意为雌龙)，解放后改称“主沙主”(意为新

龙)，赋膏龙获新生一之义，故更名新龙县。辖境置县以后，曾先后隶于

邓柯府，川边镇守使署．J11边屯垦使署、西康政务委员会。1 93 1年一

度属西藏地方政府，次年复属西康政务委员会。西康建省后，属西康省

第四行政督察区。1950午后，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 955年后属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

二，自然条件

新龙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属川西山原和横断山地的接触

带。境内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以山原为主。北部为

海拔4800一5400米的高山和极高山，(占全县总面积的l 4％)。最高峰：日

巴乡的卡洼洛日大雪山，海拔5995米，终年积雪，有现代冰川发育。最低

点在南部子拖西乡的当巴村，海拔2760米。县境中部因雅砻江纵贯南 ：

北，形成深切割山原；东部和西部由于切割较浅，呈波状起伏，平坦辽阔

的山原地貌(占全县总面积的76％)。雅砻江两岸有狭小平坝断续分布

(占金县总面积的IO?o)，是县内主要的农耕集中地。

河流属雅砻江水系。雅砻江北至甘孜县入境，南出雅江县，经流长

175公里，于境内先后纳阿色沟、麦柯、如地柯，玻璃沟、切衣沟、甲

拉西沟、霍曲，呷拉沟，尤拉西沟、子拖西沟、拉曲、麦曲等17条支



流。年均水量约25．57"fL立方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不含雅砻江)

达549，543千瓦，可开发量为21 0，336千瓦。已建成小型电站lo座，装机

容量589千瓦，利用率仅达0．28％，大量水利资源当待开发。

气候属北温带高山气候，垂直分异明显，含山地温带、山地寒带，

高山亚寒带，高山冰冻带等四种气候。常呈高处降雪、低处降雨的

殊观，一般山顶寒冷、山麓则较暖和。故居民聚落多分布在山麓河谷。

全县年均气温7．4。C，最冷月(1月．1 2月)极端低温零下19．2。C，最热

月(7月)极端高温33．2。C。无霜期1 02天。年均日照为21 56小时。年

降水量600一700毫米，雨量少而不均。时有旱涝、冰雹，霜冻、山
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

境内地质p2=迭系灰岩为主。土壤类型有山地棕白土，山地棕壤，

山地棕色灰化土，高山草甸土等。山原，河谷地带以山地棕壤和褐色

土为主，中低山地以红砂土为主。海拔3000米以下的山沟狭地，多为夹

沙砾石，土层脊薄，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主要为

牧业草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5％)。海拔3500一4000米的山坡、峡谷
地带，原始森林和混交林呈连续流状和块状分布，(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28％)，是县内林业的主产区。主要树种有鳞皮冷杉。川西云杉、鳞皮

云杉、黄果冷杉、高山松，高山栎等，尤以盛产鳞皮云杉著称。野生资

源也极为丰富，已达批量生产和有条件形成商品生产的有虫草、知贝

母、黄芪，羌活、牛黄，雪莲花、独一味、麝香、鹿茸，豹骨，水獭

肝。秦艽．党参．熊胆等30余种。主要矿藏有石灰石，辉锑矿．水晶

石等。雅砻江两岸和拉日马、甲斯孔、麦柯一带沙金矿藏丰富，全国闻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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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经济状O一-L一’=工，)r 7叭

新龙县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1983年全县国民生产总产值达1389

万元(不含州企业)。

林业：是本县经济的主要部门。林业用地4，200，000亩，占全县

总面积的28％，森林复被率占1 0．1％；总盖度为25．8％。现有森林面积

167，330亩，活立木总蓄积量388万立方米，其中：有林地乔木林蓄积

3，1 53立方米。成熟林占森林的89％，有林地平均每公顷储积372立方

米。，据统计1972年一1 982年共采伐圆木I，289，328万立方米，其中：

森工局占85．4％，地方占14．5 qo。森工总产值为471 1．1 2万元；地方总

产值为478．72万元。1 983年全县林业总产值为96．46万元。

农业：现有耕地面积54，845亩，(全县农业人平2．06亩)，其中：水

地5，400亩，t9．8％，山地占90．2qo。1983年农业总产值251．99万元。粮

食总产1，363万斤，为1950年的4．1倍。人平有粮426斤，人平收入200元。

粮食作物以青稞，小麦，洋芋为主。一年一熟，耕地少、坡地多，常受旱

涝影响。兴修水利66座(水渠长95公里)，新增灌溉面积9，145亩，使生

产有较大发展。

．’ 牧业：有纯牧业乡两个，是本县主要牧场。其余乡均为半农半牧。、

全县草原面积共达849，146亩。1983年各种畜牲存栏数：227，153头

(只)，(其中；牛124，545头，马7，943匹，羊93，469只，猪1，1 89头)，比

1950年增长3．5倍，户平牧畜40共(只)。牧业总产值为726．34万元，人

平240．4元。 ．

工业：建国前，仅有藏毯编织，缝纫，木，铁等家庭手工业。建国

后，地方工业已有较大发展。现有发电、农机修理，建材预制，食品加



工，酿造等工业企业等1 2个，职工1，562)k。1983年工业总产值为3 1 37'

元。(不合森工)。 -
。

、

乡村企业：有建材，种植，养殖、农商、木材，发电、运输，黄金生

产，药材等多种经营。1 983年底已有乡村企业22个，共收入6 1．55万元。

此外还有：运输专业户1382，拥有大型拖拉机25台，手扶式拖拉机101

台，汽车15辆；养殖专业户497户，共养牛20，ooo爹；头，建材专业户43

户，兴办砖瓦厂33个，石灰厂1 3个；农村商业专业户22个，共有资金

6 0，000元。经济林木发展也很迅速，现有苹果树24，000株，花椒苗1 2，000

棵。

交通运输：建国前，无公路，全靠人背畜驮。建国后交通运输发展

较快。1 969年修筑了甘(孜)、．新(龙)，公路，全长1 00公里。 后又新

修了雅(江)，新(龙)公路，全长192公里，将于1 986年底通车。区．乡

公路可达拉日马、吾西，雄龙西、博孜，通宵等地，全长87公里。此外

还有林区公路70公里，横跨雅砻江铁索桥10座，钢筋混凝公路大桥2座

(各净跨80米、宽6米)，全县大小汽车85辆，县汽车队1个，公路道班

1 5个。

商业：建国后成立了民族贸易公司，商业粮食工作有较大发展。

区，乡共有商业网点47个。1 98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595．1万元，比

1976年净增212万元。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建国前，全县仅有小学5所，教师9人，学生215人。1958

年起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现有完全中学1所，小学49所，幼儿园1

所，在校学生1，650人，教职．T-2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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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现有文化馆，文化站，、新华书店，有线广播和电视录

像差转，卫星地面接收站，电影院各一个，电影队2 1个(其中民办公助8

个)。

卫生事业：建国后，发展较快。现有县人民医院，林业职工医院，

县妇幼保健站，县防疫站和区，乡卫生院(所)等l 6个，医务人员共

1 1 4人，病床44张。在计划生育指导下，1 98 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

1 1．29‰。

五，名胜古迹

一是位于谷日乡境内的战国一秦汉石棺葬墓群，共有9个石棺墓
葬，已出土的文物有：头盖骨，双耳罐，铜剑等，对研究本县古代历史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7 7

二是子拖西乡境内的八角碉楼和古碉楼：据《定瞻厅志略》载，是

为瞻堆十二景之首，誉称+“高碉限目。”

此外，还有依西寺，嘎绒寺，土木寺，瓦秋寺等古寺庙。瓦秋寺收

藏的钵教经典《甘珠尔》，是一部较为完善的极为珍贵的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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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芎气’暮气’1’1气剁’葱阀’斟气气’qg斟t

多目l’≮只’善只’号’jlI’雨刁i’q只’毒气’气1天’5I毒羽’酉气’瓮1斛’弋c’季￡’思冈’怠’气目斛’

季c1捌’翌’1气q’躅气f q’严硼翻’气’1弋’9’19c’自日11 0 0。1 8 7——1 0 0。5 2
7

日天’气<’9二’q’R自气’茸1 3：0’5 6 7——3 1。3 1 7日天’冈’丕1羽’罚气I

1弋’季c1捌’≈’目c1’R苛i’吾只’气c’弓s’善E’1萝翊’气气’R§冈’罚气’q’气c’雩’百1翻⋯

翌’两’习<’专c’气只’多1’秀’专只’1萝羽’气E’翌’R亩冈’马翻’罚气I 要日’季1q””’

≈’气日冈’粤冈’专只’气c’R吾冈’羽翌气’罚气f 9c’恿日’季￡1翻’枣’气司’善c’气E’翻’

蠢雪冈’日f 9<’气q’尸’日’g式’末翻’气1天’列专羽’专c’气c’R亩冈’硐岙硼铡’马羽’’

蠲气f 琴’9c’目天’固E’习1’瓮E’司’气c’『 1天’恿日’日天’忽’专目l’日I 专只’

产工斛’1嗲目I斛’日茂’雹q’4气工’f 1<’2 4 f 萄只’日’9 2司6 q’卤气’q”’

末气I 叠茂’雹’再气’叠’两’粤’日q’碉’8 67 2躅气’q’专气f 萄’习c斛’萼硼””’

R葺天’3 8 3 7 1罚气’qf 专瓮’气E’茸气1衾c1斛’自’团c羽’3 1 3 8 8气只’I

雪’爰1q’目’团Eq’6 9 7 l调气I 1q ai’‘x1只’气9q’气E『 丕R只f 恐’，’

习弋f 1蔑’弓气’日6羽’9’自’拿1翻’萄’团E羽’1 2卤气f 胬’母只斛’R5翻’墨气’

鸯’闰’骂’日q’专弋’自’目只闷’0．2 2 6苔列’冈斛’萄气’日’暮气『

专只’自’气列只翻’封气’19E’卤气’翻’气’譬’气c’冈’fij气’日’气<’『 捌’尸硼剞’

茸c1’墨气’专’1弋’9’1思只’訇1 1 0 0。1 9’气工’9只’卸’R自5 V自1’3 0。5 6 7囱气”"，

qcf 雹’羽嚣茂’芒斛’冈斛’列珂’墨气’蚕’3 0 5 o岗’翻天’丕1剞’罚气f 气弋’”’-

硼专’萄E’廖弋’9’恿目’9只’司弋’气￡’雹c’习1’叠’自4 7 5罚气’日’i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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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善气’酉冈’罚气I 是E’歹蔑’币E’两’事弋’日雪气’气翻’葛工’訇’商’日q’目式’(叠’两”

1 84 8两’气铡’1 8 6 5两茂’日弋’)宫1羽’羽5气’1≈硼’9’翻’五’墨E’硼’冒1q’硐S气”

日天’列茂’弓S’是S’硐币ai’萄’芎列’雹冈’9’冈1’5’气日只’日寻E’日’交气I 葛<’訇’两’

日窀’目弋’(塾’蠲’1 8 6 5两’)茸气’皙工羽’皂’气日c’5’1可c1翻f

1 E’珥冈’商’萄’司q’r--J K’(塾’两’l 9 0 8两)列习R’到丕斛斛’专巧’目l事弋’萄ai’毒气’莒”t

四’日再’q捌’暮1翻’气气’气巧刁i’商’总<’目工’自气’气q’青气’冈’日6R’萼气’壹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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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1。ai q’粤1嗣’硼S气+目f惑嗣÷专’气目冈’粤向‘熙冈’龟’气日只’5’目I可1网’q度’苯1一”，

嗣丕ai’R币气’舍只’l 碍可’珂只’两’1憩刮’日弋’(塾’两’1 9 1 1两’)“币<’列羽”?”

日两翻’目茂’气萄气’卣翻’气日式’舅弋’喜气’日茂’冈硼’91剞u’问目I’两气’5’q穹弋’气翻”””

琴天’乏c’5<’琴弋’鼍冈f 多c1’弩气I 多1’弱气’日蚕q’琴只’气商气’是ai’萄’

目q’(5气’墨工’弩E’薹11’磊’日窀)≈’气’1弋’R91翻’q’气c’R亩冈’商’专茂’嗣’日””¨

§cll’目天’tr,l工’窘c11羽’斛S气’懋’面气’宅’币’1气翻’日两翻’q￡’I 雨气’q气’舍气⋯¨

歹s’马’雹s’嗣’产只斛’思’1可1羽I 暑亡1羽’嗣c1’两茂’1剞弋7司善’毒翊’憩’塾’两””，
1 9 1 3两弋’翻’气’冈’可羽’§日’q气’R≤1羽’舍翻’马≈’雩c’R专1斛’萄气’q 7羔气f

嗣气’币’两’型’q茂’(叠’两’1 9 1 6两)嗣’目’日莒气’司茂’葛羽’1舍1’琴气’c1窜’ai捌’q”’

气弋’葺E’气芒q’≈’目§1翻’气斛’专c’爵|’萄c’冈’固’萄工’苔ai’罗’竭羽’日弓1羽I

司多1q’胬E’p管口1斛’列5气’1憩硼’气’固’§’R是弋训’奄捌’日茂’坼’专气嗡气f

写E’彳’玎I翻天’日’气g’日季羽’气2sI’日寻￡’胬’衾1≈’斛迢气’窝同’9’封气’s镧’冈1’两ai”-

5’司穹天’鸟￡I 1 9 5 1两弋’翘ai’曷’胬’宝c1羽’冈’硼酉只’雹皇’萤气’q茂“苔巧’罗’’碣图’

到茂’日哆目I翻’萄只’专’胬’气币q’r-．．I’日葺≈’日’嗣’岙气’专E’q’茸只’您冈’羽’气9日翻’气””

R弓E1’R币’穹天’囱气’穹日斛’琶ai’到茂’5斛’翌’．看气’爿气’5’“R习日1’萄’，’弓翻’日亨1翻『

司舍E剞’R蜀冈’日多工’气翻’日寻c’“R目1’1q弋，’弓≈’萄工’1鹤天’r-,I’目可1斛’r-．I’专气f

目c’专’“R弓1’冈’1翻天’零斛’葛日，，日茂’币’专ai’函气’q斛’莒’胬只’5’q气’恩只’q气”¨

竭翻’自只’1斛天’日可1斛’9斟’日’暮气『 q’丕’专’葶E’R91羽’气斛’日寻c’罂’9”’

S翻’母’R气气’产1’趸’气E’商气’目气’訇气’翌s’导’想sI 再气’q巧’气气’户气’马”¨

惠sI q羽’1日硼翻’封气’专气’懋’蠲气’擘巧’尸只’日6斟’色’产文≈’≈’1丐1捌’季式’f

l 93 1商弋’S闷’q日母’驾日1’冈’百气’斟’日1气zSI’窝气’日19互’q’产只斛’3’1号1司f

两’气茂’皂’两’镯弋’冈E’qq’I目硼q’§气’写气’懋’躅气’弓气’尸工’q’芦二羽’憩’1可1捌’r-,I’

暮气I ≈翻’|日刚翻’5’宜只’羞气’R91镧’苣羽’嗣圈’尸羽q’竭只’泰ai’封气’专气’穹””



囱气f 固’硼蓄茂’芒翻’冈q’列葛’岙气’訇’2 7 6 0 6"zq’冈斛’萄气I 簧c’产工图’气息坍

菩1羽’思’多1’悉’1苔E’蠲羽7雩’9E’R自气’19￡’S’哥冈’日翻’1苦气’R亩1’51’萄茂’

瓮’习c’5’宅弋’q’暮气f 1天’Sq’暂1斛’g’1苦气’R亩1’歪c’q气’舍只’自”””’

卤日冈’穹天’q’日日’产气’琴硼斛’商’萄气’日f 羽’q专’巧’莒7舌’日茂’衾’习式’翊’善羽’

(善c’雨cq’电’鸯茂’莒’再气’9 7日雪’丕77 6昌气’罚气)9 c1’百’1苔工’商’R司硼’目I琴翻’

冈’习’专玎『’巧茂’日专’习只’气’列岙硼羽’交’司岙硼翻’末弋’厚日’罚气(专工’罚E翻’皂’叠茂’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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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气’色’日雪’丕’l o茸ai’罚气)专’气’善￡’产c斟’孕’萄’q式’g羽’斛’1苦’葺’囱气I
一

一再’为’专’多1’雹’日I舌只’聋茂’雹’雪气’冈’1丐1翻’目f 多1’百’1苔E’蠲’9￡、

’气捌’气1弋’羽毒羽’簧工’q’羽’产只≈’气斟’R日目l 每’气羽’多1’雹’善E’冈‘0q日1

1R日日’墨气’塾’菌l 7 5岗气{ 善式’芦c zsI’巧c’R日日’目茂’雹’商’黾’研’1氯天’gEiI

萄’芦玎l ≮1斛’弩E’产玎I 习式’衾只’gE’日I 嚣翻’粤冈’目式’f 固’弋”。

1芊I羽’恩E’目I 1只’雹1 气c1R’冈’gc’I 罚只捌’列’1q羽’留工’目I

拿’葛日l’clq剞’g工’f 哥’雹’目6羽’9’雹’冈1’日豆’目5气’卤气l 蠲’交弋’丕”’

琴碉’R日日’丕气’葑’S工’是弋’莒’气qcq’骂’日窀’2 5’5 7舌列’囱气l 雹’习1捌’鹤鹤。

31翻’(多目I’雹’1苔只’萄’《气’萄气)面目l’西气’12l 5 4 9，5 4 3蔷嗣’R专气’弓日’日’寒气1

日l圈天’萄冈’宫气’蔷目l’目茂’岙气’击气’四’2 1 0，3 3 60j51 秀’蔷1’雹E’日’斛”””

匿目I捌’日§’孑嗣’日§1母’罚气f 窝1’踅天’9q’目瓮’R窘冈’Ri与天’气翻’日丐气””’I

目茂’暂1’迥目l镧’孕’习只斛’岙气’击气’四589囱气’目’气只’I 自气’蚕气’马鹤’罨气””

日誊’a60．2 8斛’日1丐1翻’萄气l 雹’声气’珂ai’思只翻’g气’≈铡’嚣1斛’日斛’气’忑c?

R茸天’毒气’1翻天’自冈’孕气’羞1目’囱气I

多1’暮式’鼍式’q’1气硼’1q翻’气’焉’思州’马式’硼茂’爰’列珂茂’1气硐’1q翻’憩”””

目I可1捌’日I c1 ai硐’1q 2Sl’R是天’每c1’训芒气’1翻冈’毒’日翻’瓮’思冈’9’着’日茂’q。

怒冈’气￡’瓮’思冈’营’团<’c天’盂’日茂’翻’思冈『 瓮’引葛茂’司c’目茂’翻’思冈l ‘．

瓮’鼬葛茂’气墨’丕1翻’q茂’lsI’思冈’日苓斛’1气硼’1芊I翻’哥’尸’日驾’罚气I 5捌”?”?

重气’5’目’斛葛’斛天’1日?日’R日日’目’气E’，’气列R’捌天’击天’目’R日q’q茂’舟气’蓦q”’
硼瑟气’目’暮气I 嗣阀’盂’文’5l币’烈’1气列’1q zsl’图E’日’气E’衾’R气日翻’冈”””j?

目I气碉’1q羽’§c’苔羽’蓦刁i’蠲’囱气’目捌『 懋冈’萄’瑟’列￡’磊’目斛’皋。R气日q’g工”

19式’固弋’料日’翊 F罚气翻’冈肾交茂’丕’伊蓦气’岙气7·40C畸⋯
q只f 岙羽’团￡’目茂’S斛’暮气(嗣’目’气E’萄’气只’禺’日’日§’1萝翻’日)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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