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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记载，失于管理，致使我县地名十分混乱，一部分地名随着历史朝代的

更迭而覆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地名更加混乱，给四化建设、行政管理和人民群众

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和省，州有关文件精神，我们从1984年4月开始，以1：10万地形图为基础，

对图上所有的地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地考查，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的稳定，反映地

理特征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易读，易写，简明确切的原则，确定了地名361条注。其中，

纠正错位，错字、错音，错名104条，删去原有地名1条，新增地名148条，业经得荣县人大

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地名普查成果(地图，地名成果、地名卡片和地名概况)上报州，

省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为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

((得荣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需要。

本((地名录》参照l：lo万地形图缩制成l：20万的全县地图，标注了行政村以上的行政

区划地名，对部分自然村和自然地理实体也尽力作了标注j编入了地名概况材料29篇，行政

区划，自然地理实体、自然村等各类地名361条。在行政区划地名表中，凡属行政村者，因

其同时也是自然村，故只列了自然村，行政村未再单列。并分别使用了藏汉两种文字。藏语

地名按《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进行转写，汉语地名按普通话语音拼写。并在

备注栏中对地名的来源和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数据，工农业生产方面，以i983年县统计局的年报为准，其他数

据，来源于有关业务部门。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得荣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得荣县地名普杰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四月

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上报州．省后．根据城镇建法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又于1986年4月19日批准了关于县城两条街
道的命名，现实有地名363条．。



得荣县概况

得荣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隅，甘孜藏族自治州南端。地跨东径99。077

一一99。347，北纬28。107一一28。587。总面积1，852平方公里。东南与

云南省中旬县接壤，西与云南省德钦县隔江相望，北与乡城、巴塘县

毗邻．南北长，东西窄。现辖3个区，9个乡，81个行政村，169个自

然村。共有2，379户(其中非农业299户)，总人口为14，162人(其中

藏族13，359人，汉、回、满、蒙、彝、傣、纳西等族803人)。县人

民政府设在松麦。

一、历史沿革

得荣，藏名．曾译得隆。因地处狭谷地带的农区而得名。东汉时

为白狼夷地，唐属吐蕃，明属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清雍正七年(1729)

属巴塘宣抚使司。清宣统三年(1911)二月，改土归流，置得荣设治

委员，首任委员李克谦。县治设卡龚村(后迁松麦)。同年六月，设

东、西、南、北、中五路保，划87村，分别由保正和村长管理。民国

二年(1913)，属边西道。民国三年(1 914)，属川边特别行政区。

民国十七年(1928)，属西康建省委员会。民国二十八年(1 939)，

西康省正式成立，属西康省第五行政督察区。建国后(1950)，属西

康藏族自治区。1 951年7月24日，在巴塘县召开了得荣县的各界代表

会议，成立了得荣县第一届人民政府。县治仍设松麦。并设卡龚，奔

都、八日、日雨、古学五个区。1 955年10月，西康省撤消后，改西康



藏族自治区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属甘孜州理塘办事处。

1 958年，直属甘孜州。并于同年12月，重划区域，设城区、日雨区、

古学区和团结、民主、前进、日主、日龙、劳动、解放、子庚、古学

九个乡。1973一一1974年，先后改乡为人民公社。1984年，县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决定，恢复乡的建制，并将前进公社更名斯闸乡、民主公

社更名为奔都乡、解放公社更名为曲雅贡乡、东风公社更名为子庚

乡、．团结公社更名为松麦乡。继续保留三个区的建制。古学区公所由

古学村迁往扎兰通，古学乡人民政府由比拥村迁往古学村，在本次普

查中，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又将城关区更名为奔都区、劳动乡

更名为徐龙乡、日主乡更名为八日乡。

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军团长征中由云南省属地嘎郎村横

渡岗曲进入得荣县境时，在子庚乡的扎纳亚卡与伏击红军的土匪武装

进行了一场激战后，途经甲学、阿洛共等村，抵达县城松麦。后取道

巴塘县的茨巫、中咱继续北上。 ．

二、自然条件

本县地处横断山系北段，金沙江夹谷地带、沙鲁里山西支余脉从

南入境。境内山峦重叠，峡谷深邃，高山占全县总面积的96％，极高

山占3％，平坝仅占1％。山地多呈东西横重，南北纵列。北部嘎金雪

山海拔4，920米，东往亚山海拔4，769米，西部扎格山海拔4，456米。

极高山雄峙东南边缘，海拔4，900一一5，599米，相对高差3，609米，

岭谷高差2，ooo一一3，000米之间。岭谷起伏急剧。山峰林立。谷地狭

窄，～般在200一一300米之问，最窄处仅50米左右。 “抬头一线天，

低头见深渊”就是这种断裂地带地形的写照。

·2·



1境内主要河流五条。均属金沙江水系。金沙江从北向南，切过县

境西部和西南部边缘，流经徐龙、日龙、曲雅贡、子庚等乡。境内流

长104．4公里。

， 定曲(又称索麦河、松麦河)源于理塘哈日拉山，流经乡城、巴

塘入得荣，在奔都与玛曲汇合后向南流去，到古学清宗共又与许曲汇

合，南流注入金沙江。境内流长70公里。玛曲源于乡城县北部杂因

果，经乡城入得荣，在奔都与定曲汇合，境内流长1 6公里。许曲源于

理塘克日则洼，经乡城、中旬入得荣，在清宗共与定曲汇合，境内流

长22公里。岗曲源于云南省中旬县大雪山，经翁水，、拉格拉，切过东

南县境，经子实及云南属地嘎郎村入金沙江，境内流长1 4公里。条条

河流，水流湍急，落差大，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据调查，境内河流

(金沙江除外)，．电力理论蕴藏量为48．02万千瓦。 ．

境内湖泊(俗称海子)9个，最大的有古学乡的次仁错(面积

131，250平方米)和子庚乡的错拉错(面积77，000平方米)。均分布

在海拔4，ooo一一5，000米的山顶。总面积384，686平方米。储水量

0．0953亿立方米。是调节山溪泉水洪枯流量的天然储水库。

境内气候，按地理地带性划分，属亚热带；按中国气候区划分，

属高原气候区。即康滇气候区。而得荣局部的气候条件，则由于受西

风环流的南支急流和印度洋气候控制，以及青藏高原和境内重重高山

屏障的作用，太平洋气候影响极小，大陆性气候特点显明。加之人们

对森林滥砍乱伐、乱开荞地等，加剧了气候的恶性循环，从而构成了

降雨量少，云层不多，日照充足(据城关地区的实地记录，全年日照

时数达2，900／1、时)，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气候类形多样，垂直变化显著等特点。具体可分三个气候区：



亚热带或暖温带气候区，包括海拔2，700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区，

如：冻谷、松麦、奔都、学巴、俄木学、阿洛共、得木同等地，年均温14—

16．5。C。1983年极端最高气温36。C(7YJ)，极端最低气温一8．9。C(1

月)。其中，元月份最高气温22。C，最低气温一8．9。C，月均一2．9。C

--11．1。C。7月份最高气温36。C，最低气温8．4。C，月均19．2。C一

31．5。C。大于或等于10。C积温3800一一4500。C，无霜期170一一245

天，年降水量308一一336．5毫米。

寒温带气候区，包括海拔2，700米一一4，250米地区，如：浪中、

日堆、左贡、奔珠、子庚、让古等地，年均温4．5。C一一8．86C，大

于或等于10。C积温931一一2，496．3。C，无霜期126一一170天，年降

水308一一510．6毫米。

亚寒带气候区，包括海拔4，2 50米以上地区，如：日主共、比拥

同、扎也雄等地，年均温在4。C以下，最冷月均温一9．1。C，最热月均

温在7．1。C，无霜期120天左右，年降水317一一510．6毫米。

境内气候，随海拔高低各异。每升高100米，气温相对降低

0．6。C．

．自然资源：全县森林面积3 54，946亩，覆盖率为12．7％，主要有

松、杉、桦等，有天然牧草和多种灌丛，野生药材有黄连，丹皮、虫

草、贝母等，野生动物有熊、豹、獐、羚羊、盘羊、野猪、马鸡、

豺、狼等；水生动物有多种鱼类和水獭等．

境内矿藏以金为主，另有钨、水晶、石绵．．银、铜，锡、铅、铬等。

三、经济状况

得荣经济以农为主，农、林、牧、副相结合，全面发展。1983每，



工农业总产值344．7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1 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的90％，人均产值243元。农业产值中，包括林业41万元，牧业88万

元，副业87万元。

农业：1983年共有耕地20，851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o．0070易，

人均耕地1．5亩。在总耕地面积中，坡度在30度以上的有4，389亩，占

总耕地面积的21％。

海拔2，700米以下，属两熟地区，是粮食的主要产区。小春，以

麦类作物为主，大春，以玉米、青稞、荞子为主。海拔2，700一4，200

米，属一熟地区，以青稞、荞子为主．

经济作物有花生、海椒等；经济林木有核桃、桔子、桃子、梨、

苹果、柿子、石榴等。核桃是本县的一大优势，年产十余万斤，曾远

销上海。

一 水利设施：全县利用山溪泉水和定曲、玛曲、许曲等河水，修筑

水渠175条，总长299公里。总引水量5．4立方米／秒，总灌溉面积1 0，229

亩，保灌面积2，598亩。

农业机械：1983年全县农村有中、小型拖拉机56台，各种脱粒机

94部，电动机11部，机动喷雾器30台。由于机耕面积少，拖拉机主要

从事于运输事业。

林业：全县共有林用地1 20万亩。由于降水量小、水源缺乏，

植树造林十分困难。近年来，虽多次进行高山植树试验，但成效甚

微。

牧业：本县牧业，始终从属于农业，带有副业性质。全县现有草

场127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45％。1983年存栏牲畜62，484头(其

中六牲畜13，905头，羊40，723只，生猪7，856头)，畜均5．7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但由于草场分散、牧草稀少，远不敷需用。’这种矛盾，在冬春两季尤

为突出。

副业：以户经营为主。收入来源有挖金、采药、采菌子、打猎、

捕鱼，竹编，土陶以及出售农副产品、家禽和禽蛋等。人均收入69元

左右，高者达111元，低者仅有28元。

工业：建国前只有少量的金属器皿加工、手工编织、土陶等个体

手工业；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办起了国营

鱼根电站(总装机容量600千瓦)、国营综合林场、 国营农机厂以及

乡镇企业所属的缝纫、食品加工、挖金、砖瓦、石灰、木材加工等企

业，总产值34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

交通：建国前，县境内外山路崎岖，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建国后，

平整了部分山路，兴修了桥梁，并于1965年在定曲与许曲的汇合处建

成了一座大型铁索吊桥一一劳幼桥，改变了南北交通闭塞的状况。

1979年10}2 1日，乡、得公路初通(全长162公里，1984年7}2 1日正式

验收通车)后，交通运输大为改观，结束了长期以来人背畜驮的历史

局面。县城至伏龙桥公路，全长78公里(经过境内两个区，4个乡)，

1986年年底即可全线初通。

邮电事业从无到有。现有局、所4处。邮路总长142公里。电报，

长话各两路。市话话机56部。农话线路铁线155对公里，电话话机35

部。邮班由原来的l o_l 5天一次，改为现在的3天一次。

四，文教卫生

文化事业：县文化馆现拥有各类图书2万册，各种乐器、服装、

舞台设施等价值2万余元，馆舍建筑面积714平方米。并于1983年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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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都乡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乡文化站。新华书店，现库存图书l万7千余

册，建筑面积621平方米。电影公司下设9个区乡电影队，并在县城建

．起了一座初具规模的电影放映点，结束了放露天电影的落后局面。广

播线路已架通了7个乡，并于1982年10月1日开始，播放录相电视。

1986年2月8日，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建成，县城人民可以直接收看中

央电视台当天播出的电视节目了!

．教育事业：建国前，全县仅有一所县立小学。教师1人，学生极不

稳定，上课时断时续。建国后，于1951年秋，即创办了正规小学一一

城关小学。三十五年来，已拥有小学33所，在校学生720余人。1977

年创建中学，并于1982年开设民族班，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现有

在校学生198人(其中民族班19人)。几年来，共为大、中专学校输

送学生77人(其中大专19人)。现有机关幼儿园～所，幼AAo人。全

县中、小学教师174人。

卫生事业从无到有。1983年金县有院、所、站11所。计：县医院

1所，区卫生院3所，乡卫生所5所，县防疫站1所，妇拗保健站1所。

共有病床61张，救护车2辆，中、西医务人员81人。

计划生育工作，也于1982年正式开展。1983年出生率221‰，净

增率为9．5‰。．

五、名胜古迹

本县名胜古迹，有龙绒寺、翁佳寺、兴艾寺．得炯寺和县城西北

部的烈士陵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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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瓮1铡’气只’哆茂’瓮1qf 硼可’毛’衾1q『 翁目I’皋1翻『 气9羽’末目『图f

哆茂’末目IqfR巨￡’盒1斛’jlil斛’8 0 3萄’团仨斛’R5翻’*气)蕈工’萄’气司只斛’訇气’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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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坼村’af羽’暂只’气蜀ai’孕q’专’气司’9≈『两呵’币’两’目7萝羽’目’(君’两1 9 l 3两)
冈’惠日’冈硼’硼目R’硼岙铡q’冈’口f丐1 q’q’气只+f萄气’彳’1翌嗣’目茂(§’两1 9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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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只’琴只’皙只翻’皂’思只≈’憩’1可1羽f l 9 5 l两茂’司’7塞斛’2 4萝气’R日R’习c’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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葑目7’日’司芒呵『 马茸’雪目y捌’气1弋’毒丐’目『c zsI’瓮’号’雪’硼瑟茂’芒斛’冈冈’硼珂’岙气’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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