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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和布置，以及国务院、省州各级政府对地

名普查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我们从一九八一年十月至一九八三

年四月，用一年半的时间，在金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由

于我县处于多民族杂居区，随着历史的变迁，同一地名几经变动，

或一名多用，各民族对同一地方有不同的地名和叫法，一些民族只

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一些地名只能通过音译用汉字标出，由于我

国还没有统一进行过地名普查，所以现在使用地图和实地的地名

对不上号，错位，错字、错名和错漏的地名比较多，比较混乱，很

多地名地图上没有标记，给我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造成

很多不便。 ～

根据国家地名委员会对地名处理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民族杂居

区的地名，我们本着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团结，绝大多数人习惯用

名和名从主人的原则，对全县地名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即标准名称只有一个，其余按别名处理。

我县地名普查，是以地图出版社1 9 7 0年版， l：l 0万的

军用地形图为基础，普查了全县境内九百九十九条地名，删去消失

地名十条，纠正错字三十四条，纠正错音二十三条，纠正错位四

条，共七十一条。新增行政区划二百四十一条，新增地名二百一十

七条。同时，对金县十七条以序数命名和重名进行了更名。使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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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恩桑措梯湖



蹙密的原始森林



珍珠滩瀑布的初秋



孔雀河浦的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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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录公社嫩恩桑措自然风景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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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坪县概况

南坪县位于川西北高原东北部。东与甘肃省文县，东北与甘肃省舟曲县，北与甘肃

省迭部县交界，西与四川省若尔盖县，南与四川省松潘县，平武县接壤。地理位置处于

北纬32"53'一33～41'，东径103‘7，一一104。267之间，东西长93公里，南北宽89．83公里·
总面积5289．83平方公里。全县共辖4个区，1个镇，18个公社，123个大队，169个生产队。

其中。未设生产队的大队57个，核算单位219个，1980年底的人口总数。47779人，其中

汉族35607人，藏族10854人，回族1247人，羌族63人，满族7入，状族1人，非农业人

口10158人。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位于白水江西岸，背山面7K。地理座标，北纬33‘157，东经

104、14’，海拔1406．3米。距省苻所在地成都479公里，距州政府所在地马尔康576公

里．

一、历史沿革

南坪古称羊垌(读洞)，秦属氏羌。其部族均居住芷白水江一带，故称白水羌·自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列入暇图以后，历代都有变动。三国时(公元221——

263年)，是蜀汉益州阴平郡的属地，西晋时改属秦州。东晋则沦于吐谷浑。后魏称邓

至城。据《魏书·邓至传))。邓至王像舒至者，白水羌也，常为羌豪，自称邓至王，其

子舒彭遣使内附，拜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片松县开国子，邓至王请以封爵授子彭奋，高祖

许之。后魏来年，邓至番统有其地。

西魏褒帝二年，(公元553年)，吐谷浑攻邓至羌于南坪，陷松潘。

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逐吐谷浑，讨定阴平，置宁州。

北周武帝二年，(公元562年)，字文邕夺得松潘，邓至羌拒受北周政令，与宕昌

羌联合攻洮州，字文邕怒，灭宕昌，邓至二羌，改宁州为邓州，置邓宁郡。《旧唐志》

西魏逐吐谷浑，于此置邓州及邓宁县，盖以平定邓至羌为名。同置尚安县(拟今南坪县

西北黑河公社。下同。州郡治)，同昌县(今南坪县安乐公社。下同)。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改置扶州。天和五年(公元570年)，置扶州

总管府，领邓州，邓宁郡及尚安县、同昌县，州郡治t尚安。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挟州总管府及邓宁郡，仍置扶州和邓州。开

皇七年(公元587年)，废邓州、改属挟州．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罢挟州，置同昌秕领县现今四川的有兰。尚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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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4764米，最低的柴门关，海拔1160米。高低差异很大。从构造上来看，本县处于腹背

斜上，西、南、北三面均有明显的断裂带，构造复杂，属第四纪以来晁著活动地区，地

震活动频繁而剧烈。据《南坪乡土志》记t清德宗光结五年(公元1879年)农历五月初

十至十二日地大震，月余不息，将城垛全行摇倒，留者无几。靠东城身亦崩数}丈。光

绪七年(1881年)委候补知县孙绍龙来南补修，因地震不息，不便兴工，仅赈灾民而

去。1976年8年16日晚十时与平武、松潘交界的勿角、马家发生7．2级地震以后，轻微

地震从未停过。地貌以高山为主，兼有部份山原和零散的河谷，平坝、高山，主要分布

在西北、西南部、南部与北部地区，四面群山环绕，山峦重叠，谷深流急，谷坡陡峻，

海拔都在3000——4500米之间，相对高差大于1500米，占总面积的86％，是森林的主要

生长地，山原分布在3000米左右，相对高差约800米，山顶浑园，坡度平缓，密密的灌

木，青青的牧草，肥沃的土质，是主要的畜牧区和产药区，占总面积的13．I％，平坝零星

分散于河谷，气候较温和，仅占全县总面积的0．4％，是主要的产粮区。县境内的主要

河流有白河、黑河、白水江3条·

白河。发源于弓杠岭之斗鸡台，流经塔藏，降康等公社，到黑河塘与黑河汇合，长

2

◆

●



●

●

E{

●

75公里。黑河：发源于热莫阔则之东，热莫克盖东北麓，流经玉瓦区的4个公社，在黑

河塘与白河汇合，称白水江，长138．5公里。自水江：系黑，白二河相汇而成，起于自

河公社之黑河塘，流经白河、安乐、永乐，永丰、保华，双河、郭元等公社后，从柴门

关出境，境内流长4 7公里。为嘉陵江水系，其河床狭陡，水流湍急，河宽34一一6 0

米，流量随季节变化显著。多年平均流量71．42立方米／秒，八月最大流量360立方米／秒

～月最小流量22立方米／秒。其次是汤珠河，发源于平武交界的洋洞河梁北面，流经勿角

公社，在双河公社与白水江汇合。县内沟渠纵横，星罗棋布，大小数百条。主要的有热

摩柯，绕蜡沟、九寨沟、太平沟、刀口坝正沟等。共同的特点是：水头高、流速急，落

差大，奔腾咆啸，主流向均由西北流向东南，最后汇入白河，黑河，白水江，为发展小

水电事业和农业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

主要气候特点。南坪县属川西高原气候中的暖温带接近四川盆地地区热带湿润的气

候区中的盆地西部边缘区。特点是，温和偏冷，夏短冬长，垂直差异大，气候因高度增

加而骤降，雨量少，降雨集中。雨量增加快，局部地区时常有暴雨，冰雹发生，陡降水

在20毫米以上，就可能产生山洪、泥石流。县城的降水量多年平均值(1959一一1980)

是552．9毫米，西部塔藏公社一带最多，平均值623．7毫米，东部郭元公社柴门关等地最

少，为497．O毫米，玉瓦区一带为570．O毫米。县城多年平均气温(1959——1980年)为

12．70℃，最高年平均温13．1℃，最低年平均温11．9℃，一月均温1．7℃，七月均温为

22．2℃，极端高温35．8℃，极端低温一10．3℃，活动积温为3882．2℃，全县差异大。西

北部的大录公社年均温只有5——6℃，东南的郭元公社年均温却有13——14℃，县城

的无霜期225天。而有一部份高山大队的无霜期仅有120天。高山四季均有霜冻，平均日

照时数1637．54,时。大致可分为。西北寒冷，东南温暖，高山寒冷，河坝温暖。冬干春

旱风沙大。夏秋之交常出现伏旱、冰雹、山洪、泥石流，夏季降水集中(雨季，21／5

——24／9，占全年降水量的72．3％)等特点。

三、经济概况

解放以来，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1367万元。(不包括省、

州企业)人平收入286元。其中，农业总产值987万元，占72．2％，工业总产值380万元，

占27．8％。

1．农业：解放前，南坪的农业非常落后。除沿河有部份土地种植粮食外，大部份

土地都种大烟，农民吃粮主要靠外地供应。耕作十分粗放，产量也很低，亩产不过100

斤左右。现有耕地101041亩，农业人口人平2．69亩。其中。国营单位944亩。在总耕地

面积中，有效灌面：23196亩，自流灌面18579亩，机电提灌4617亩(水田640亩在内)

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占耕地面积的43．6％，产量占总产量的61％，其次是小麦，占耕

地面积的18．8％，产量占9％，胡豆，洋芋，分别占耕地面积的13．6％，8．4％，而产

量各占10％，还播种了部份青稞、养子，高梁，燕麦、糜谷、水稻、豌豆、杂豆等粮食

作物，占播面的15．6％，占产量的lo％。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不大，仅城关附近的永

乐，永丰、安乐等公社种有少量蔬菜。各公社零星地种些油菜、荏子，但产量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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