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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反映客观地理实体的名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必不可缺少的工

具，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

地发展与改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地名称呼中常常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给地名带来了不

少问题。如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健康，用字不当’有的藏语译音不准，音混，

字误，有的地图上和实地地名不一致，错位、错字，错名，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认，有的

还带侮辱、歧视性含义，不利于民族团结等等。建立人民公社后，大部份生产队又以序数命

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大搞地名“一片红"，使地名更加混乱。凡此种种，由于地名不

标准化，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甘孜州

的有关规定，我县从1984年4月开始至1985年4月，用1-107i军用地图(1971年出版)为基础，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地名普查工作。这次普查了行政区划名23条，居民点、自然村名267条，

自然地理实体304条，企事业单位及人工建筑名49条，名胜古迹12条，其它名162条，新命名l

条，总共普查817条地名。总的地名中：属新增加地名168条，改错297条，纠正错位l条。全部

资料于1985年5月经省、州验收合格。在普查四项成果的基础上，又经反复补充、核对，修

改，编成((雅江县地名录》，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藏文，音译转写，对地名的来源，

含义也作了简要说明。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以1983年底县统计局的年报为准，人口为1982年

普查人口统计数；其余有关数据为各业务部门提供。

今后，各单位和个人使用雅江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雅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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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与木里藏族自治县接壤。地跨北纬29。037—30。30，，东径
100。197—1010267．总面积7681．5平方公里，耕地占o．67。70，林地占
41．56％，草地占43．18％，其它占地14．59％。县辖曲喀，祝桑，孜河，俄

洛，扎麦5个区，17个乡，79个村民委员会，138个村民小组。1982年人口

34，512人，其中农牧业人口29439人，其它人口5073人。主要为藏族，另

有少数汉族，回族，蒙古族。 r

县人民政府驻地本达宗，距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147公里。北

纬30。027，东经i01。007。海拔2632米。

一。历 史沿 革

雅江古名“中渡一，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设治后初称。河口

县一，藏语谓打亚曲喀”，藏文多1可1， “河口”之意。 民国三年(公

元1914年)改名雅江县，因位于雅砻江边而得名。

东汉时为白狼国地。隋为附国地。唐、宋属吐蕃，元属陕西行省，

明属四川。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置呷拉、亚曲喀土百户。之

后，置八角楼、尼马中、八衣绒、夺雅中等土百户；康熙五十八年(公

元1719年)在雅砻江境内设渡口，驻兵镇守，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公元

1730一一1735年)置德靖营于河口。 乾隆年间设置中渡汛。宣统三年

q．＼6



<公元1911年)“改土归流"时东划明正土司所属之尼马宗，八衣绒、

白孜等地，西划理圹崇喜土司属地置治，定名为河口县， 属康定府。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名雅江县， 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十四年

(公元1925年)属西康屯垦使署。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属西康省

第一行政督察区。1950年至1955年属西康省康定藏族自治区。1955年

属西康省康定藏族自治州。 同年十月西康省撤销，属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至今。1958年理圹县之德差乡、新龙县之普巴绒乡划归雅江

县。1978年7月撤销乾宁县建制时，将其扎麦区两乡(木绒、瓦多)划

归雅江县。 ，

· 一

二、自 然 条 件

雅江县地处川西北山原，横断山脉地带，地形比较复杂。地势北

高南低， 兼有山原， 极高山、平坝地貌。在全县总面积中：山原占

92．5％，极高山占5％， 平坝占2．5％。除境内西南部及县城以西是极

高山外，其余均为山原地貌。大部份地区在海拔3000米以上， 山脊超

过4000米。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达35座。境内最低处牙衣河乡之布

林永河口，海拔2266米； 最高处八衣绒之努其巴山峰海拔5252米。山

体与峡谷并列，山体高大峻拔，纵横交错，走向由北向南。这是本县

地形的特点。 ‘，

全县地貌大致可分为三类：①雅砻江、鲜水河、霍曲河一带河流

深切，地表较破碎，起伏较大，为深切割的山原， 但其分水岭地带仍

保留有较宽的平坦顶面。地势由北向南倾斜，谷底海拔从2760米(应

龙)降到2266米(布林永河口)，河谷狭窄、裸崖分布广，河流比降

大，有的地方河岸即山脚，无河滩；海拔3000米以下的地带是主要粮

食产区；2700米一一4000米的沟谷阴坡有丰富的森林资源。②东北部
·，’



和西北部(红龙、柯拉、德差、祝桑、西俄洛等地)，地表比较完整、

平坦、开阔，呈波浪状起伏，其间散布有相对高度在5000米以下的残

山与丘陵。河道迂回，切割较浅，沿河有阶地、平坝断续分布， 属浅

切割山原。海拔在3000一一3500米地带是境内麦类作物区；海拔4000'

一一4500米之间连绵起伏的低山、丘陵、宽谷和盆地构成的波浪起伏

的高原面，是境内主要牧业生产区域． ③县境南部的山原面上是极高

山，海拔在5000一一5252米之间。山势峻拔，坡面陡峭， 山顶上较平

缓地段散布有古冰川作用造成的湖泊。总之，雅江地貌的特点是：格

架明显，类形多样，自然景观垂直变化．这为本县林，牧、农综合发

展提供了自然条件。

主要河流有雅砻江、鲜水河、霍曲河。雅砻江从西北部入境， 向

东南至两河口折向南流，纵贯全境，流长227公里，平均流量为每秒

653立方米．霍曲河从西北缘入境，流经柯拉、德差，在格其卡附近汇

入雅砻江，流长110公里。鲜水河从北部入境，经瓦多在两河口汇入雅

砻江，流长24．9公里．此三河皆下切较深，河床狭窄，水力资源丰富，

极有利用价值。

雅江属高原季风气候，寒冷干燥，日照充分，昼夜温差大， 四季

不分明。但由于各地高差悬殊大， 气候差异随之也很大， 呈明显的立

体气候。2266一一2500米为山地暖温带；2500一一3000米为山地温

带；3000一一3500米为高山寒温带；3500一一4200米为高山亚寒带；

4200一一4700米为高山寒带；4700米以上为寒冻冰雪带．据资料记

载，海拔每升高1000米， 温度降低6。C， 确是一山有四季， 高低定温

兰在。

其气候可细分为：①海拔3000米以下地区(以县城一带为代表)，

气候温暖，年均温11。C，1月均温1．4。C， 7月均温18。C。 极端最高温
·3’



35．9。C，极端最低温一15．9。C．无霜期188天．，年日照2319小时。年

降水量650毫米，多集中于6一一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78％。旱、涝、雹

是主要自然灾害。②3000米以上地区热量不足(塔子坝，祝桑等于或

大于5度积温为1584．9。C，1296。C)，气温低， 四季不分明。红龙、

柯拉、祝桑等乡无夏季，冬季漫长，无霜期短，年日照2624z]、时，昼

夜温差大，一年中雨、雪日多，天气多变．

三、经济概况

一 1983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为897万元，人平260．16元。其中：农业

总产值610万元。668％；工业总产值287万元，占32％．。，’

农业：雅江处于康南门户，地型多样，为林、牧、农综合发展创

造了有利条件，潜力很大，前途广阔。全县总面积按7681．5平方公里

折算，折合11，590，830亩。耕地47，711亩；林地(含宜林地)4817，220

亩，其中森林179．7万亩，复盖率为36．7％；宜牧地5004，480亩；其它

地1，691，805亩。全县有农业机械4538．7马力。水渠128条，总长363．8

公里，有效灌溉面积9，078亩。机耕760亩，机械脱粒29，508亩。农村

小水电站17处，其中县办电力站一座， 乡办电站三座， 队办电站十三

座，装机容量420千瓦。农村用电47万度．大小拖拉机111部，

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主要产地是低山河谷地带，次为半高山地

区．主产玉米、小麦、青稞，洋芋次之。1983年粮食产量为1340万斤，

比1949年增49．85％，亩产267斤，人平产粮579斤，人平分配455斤。

总收入610万元，人平分配180元。经济作物有桃、核桃、萍果、’花椒、

青菌、木耳等。珍贵动物有鹿、獐、盘羊等。 名贵中药材有麝香、鹿

茸、虫草，贝母、知母、大黄、黄芪等． 据商业部门统计，黄芪年收

购量达450，000斤，虫草1020斤，麝香972两，贝母2284斤。除黄金外，
·二l‘



现已知而尚未开发的矿藏有云母、硫磺、绿柱石等。

境内森林资源丰富，是一大优势。木材蓄积量2737．7万立方米(人

平790立方米)。其中仅杉林821．31万立方米，松林1095万立方米，杂

木120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有冷杉、云杉、高山松、桦木等。为了发挥

林业优势，于1980年建立了林工商联合企业，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

方针，实行造林、育林、采伐、．加工和销售一条龙，经济效益显著。

四年中林工商兴办苗圃八处(96．5亩)，1983年出苗40余万株，造林

抚育面积为采伐面积的10倍。生产火烧木36，941立方米，总收入216．5

万元，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48．9％，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

牧业也是一大优势。从事牧业生产的有红龙、柯拉、德差、祝桑、

西俄洛五个乡。半高山地区牧业也较发达，农区普遍有高山小块牧场。

1983年全县有各类牲畜198，753头(只)，比1949年增33．82％，畜产品主

要有酥油、奶渣、牛羊皮、毛等。主要牧区牧业总产值达888，662元，

牧民人平148．3 0元。

工业、交通、邮电：解放前仅有妇女手中编织毡袜、毡子、毡带

的手工业，工业上是一片空白。1983年已有农机具、缝纫、电力、砖

瓦、木材加工等地方工业。 “下渡电站”(250千瓦)正在修建。 “铁

泉电站”(640千瓦)也已动工修建．这两座电站建成后将摘掉无电县

的帽子。

交通：解放前交通闭塞，行路艰难，雅砻江两岸“崖辟峻峭、猿

猱不通”。而今，除川藏公路从东向西横贯县境外，雅(江)道(孚)公路

从北部出境，雅(江)新(龙)公路从西部出境，雅(江)洼(里)公路通至霍

曲河口，牛(西卡)西(俄洛)公路、祝(桑)呷(衣拿托)公路已

通车，共长388公里。此外，建林区公路六条，共长71公里。农村机耕

道十一条，共长135公里。现有四个区九个乡通车。全县拥有汽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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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客车一辆，其它车19辆，货物周转量177．8万吨公里．

邮电：解放前全县仅一邮政代办所，通讯极端困难。现在全县有

邮电局(所)6个，邮路总长1440公里，农村邮路总长782公里，农话

电话杆路长311．3公里，县城电话杆路长1．6公里，农话线对公里484．3。

县内五个区都通电话，17个乡中有15个乡已通电话。

商业：解放前无市场。1983年全县有20个商业网点，大多数分布

在农村牧区。商业职工有197人。此外，八角楼、呷拉、瓦多三乡设有

不同形式的经销公司。1983年仅商业部门社会零售额达515．1万元，收

购额达123万元，实现利N 30．5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现建立了本达

宗市场一个，方便了县城人民群众。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解放前金县仅有小学三所，学生不到一百．县城有一医疗

单位，规模狭小，设备简陋， 医务人员才二名。 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

发展迅速．1983年全县已有小学30所，中学一所，戴帽初中一所， 乡

中心小学13所。在校中、小学生1658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824人)，

教职：E．305人。此外，还办有教师进修班，幼儿园。

卫生：1983年有县级医院一所， 区级卫生院五所， 乡级卫生所17

所。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个。县医院有病床50张， 中、西、藏医

医务人员50人。 另外， 在曲喀区的江然村和扎麦区的幸福村设有麻疯

医所各一个。

文化事业：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视差转台各一个。

县城有电影院一个，农牧区电影队五个，乡办电影队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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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 胜 古迹

县城东一公里处的箭杆山雄伟壮丽，绝壁悬崖，高耸入云．卧龙

寺河蜿蜓而下，流水潺潺，两岸灌木丛生，风光幽雅。自古以来人们

多登此山烧柏枝祷祝，饱览自然风光．箭杆山麓有一久享盛名的。铁

泉”．对岸有清宣统年间所书雠驯虎渡、四野清风”、 “鱼通锁

钥”石刻；给箭杆山增添了光彩，使游人倍增情趣。据化验， 。铁

泉”水含有极其：丰富的亚铁离子，对缺铁性贫血病是一种良好的滋补

药物，可降低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

境内之呷拉乡有石棺墓，于1981年11月发掘八座，有文物1l件已

送四川省博物馆保存，据考证，石棺的发现为石棺葬文化研究提供了

新的资料。墓葬的营建者，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居住在我县的氏羌系

统的土著居民之文化遗迹．当时，他们依山傍水而居，以狩猎、务农

为主。

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为军事需要曾建“平西桥一，后被陈步三

毁，残留的一座桥墩，至今座落在雅砻江大桥东岸。





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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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达
占
不

本达宗位于雅江县境中部，是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现已形成街区，命名为“解放街’’，

面积约0．24平方公里。共749户，4，411人。属曲喀区河口乡管辖。

本达宗，藏语地名，意为“兄弟村"。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置河口县，属崇喜土

司管辖。1953年县政府驻地从河东城厢村迁到本达宗村，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

中心。

本达宗东邻雅砻江，聚落在梯状呈长方形的缓坡阶地上，海拔2632米，气候温和，年均

气温ll℃，年降水量724．5毫米，无霜期188天。

交通：是雅(江)道(孚)、雅(江)洼(里)和川藏南线三条公路的交接处。境内设

有县汽车队和康定汽车运输公司雅江车站，交通方便。

工业：解放前只有零星的妇女手中编织，工业上是一片空白。现有农机具、缝纫，电力、

砖瓦、木材生产等地方工业。年工业总值为286．78万元。

商业：现有国营、集体、个体商业，本达宗市场繁荣。

文教卫生：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境内设有雅江县中学校，在校学生360人，教

职工49人。本达宗小学是省的重点小学，有学生284人，教职工41人。甘孜州林业工程处子

弟学校有学生195人，教职130人。有电影队，影剧院各一个，甘孜州林业工程处电影院一

个，另有电视录像差转台，文化馆、书店、广播站、群众文化生活丰富。有县办医院一个，

病床50张，医务人员64人，甘孜州林业工程处职工医院一所，县办妇幼保健站、防疫站等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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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民族文字 音译转写

雅江县

本达宗

争1’置’鼍E

g可’蜀’萄E·7

Nyqu Xian

Bundachong

备 注

位于甘孜州南部．地处雅砻江畔得名，(宣统设河口
县、民国改雅江县)，辖5区，，7乡．

驻本达宗自然村得名．雅江县人民政府驻地，有749户．
‘．4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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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喀区概况

曲喀区位于雅江县城北，雅(江)道(孚)公路14公里处。东与康定县塔公，营关两区

交界，西与理塘，新龙县及俄洛区相邻，南与祝桑区毗邻，北与扎麦区相连。面积1784．13平

方公里。辖呷拉，河口、八角楼，普巴绒4乡，22个村，49个自然村。共1514户，9170人，

其中藏族9002人，汉族168人。1976年曲喀区公所迁驻呷拉村。

曲喀，藏语名称，意为“河口移，因1976年以前区公所驻地(今城厢)处卧龙河流入雅

砻江的汇合口，故名。清朝时所辖之八角楼，呷拉，河口三乡的雅砻江以东，部份属康定明

正土司’河口、呷拉两乡之雅砻江以西，部份属理塘崇喜土司。普巴绒乡属新龙工布郎吉土

司下瞻杜呷土千户(1958年划归雅江县)。民国年间建置一区，下设3个村。1958年民主改革

后建立曲喀区公所。1960年2月试建人民公社更名为城关区人民公社。1961年又恢复区公所。

1968年“文革"中改为曲喀区革委。1982年又复名曲喀区公所。

该区地形分为高山，半高山和河谷地。雅砻江纵贯其境，将该区分为东西两半。境内崇

山峻岭，沟谷纵横，森林密布，溪水潺潺。最高海拔于普巴绒乡境内为4762米，最低海拔在

河1：1乡境内雅砻江边为2550米，相对高差2212米。地势总趋势为西北高，正南低’东西高，

中部低。区所在海拔2640米，年平均气温10．8℃，无霜期180天，年平均降水量740毫米。全

区立体气侯差异较大。

全区有耕地13996亩，大部份分布在河谷地带。农作物以玉米为主，其次有青稞，麦子、

洋芋，豆类等。半高山地区主产麦子，青稞。经济作物有各种蔬菜。经济林木有核桃，苹

果、桃，梨等。该区水利条件较好，有水浇地4407亩，占耕地面积的31．49％。近几年来，因

推广了杂交玉米雅单6号、雅杂2号等优良品种，粮食产量不断上升，最高的1981年达621．8万

斤。1983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38-09％。该区有草场466，455亩，从事纯牧业生产的村一个，

全区1983年底有各类牲畜31，678头(只)。森林资源丰富是该区的一大优势。境内有两个国营

林场，河口√＼角楼、呷拉三乡还有乡办林场各一个。1983年生产木材3600立方米，产值45万

元。此外还有集体砖瓦厂等企业。农民拥有汽车一部，中小型拖拉机78台。乡办电站两个，

村办电站8个，装机总容量为239千瓦。全区1983年创产值223·77万元，人平分配23 O元，居

全县之首。

全区交通较为方便。川藏、雅新，雅洼，雅道公路干线纵横贯穿全境，4tr乡全部通车，

大部份村能通小型拖拉机。4个乡均有商业网点。

教育卫生事业也有所发展。现有中、小学12所，在校学生725人，有公，民办教师106

人。乡办电影队一个。卫生院(所)5个，医务人员12人。

境内有虫草，贝母、麝香、鹿茸、青杠茵等土特产，亨有盛名并畅销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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