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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 图为胡耀邦总书记观看白玉县出土的巨型金块。

图为白玉县恐龙沟挖出的巨型金块，长235毫米，

宽125毫米，厚38毫米，重4200克。 摄影：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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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在十分广泛的领域内为我

们蓄藏着人类历史沿革，演择，变迁的宝贵信息。有效地开发、研究，处理这些信息，对于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经济振兴，民族团结和丰富人民日常生活与交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
、

白玉辖境历史悠久。在这块。吉祥盛德嚣(藏文含义)土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在两千多年

历史演变、民族融合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丰富的地名。但是，长期以来因缺乏必要的收集，

整理和记载，造成了我县地名的混乱：绝大部份地名用藏语命名，时间久远，解释各异，汉

语译音，多不准确，用字不尽相同，致使一些地名出现重名或一名多写，一些地名含义不确

切或有民族偏见，地图上有的地名与实地错位、错字、错音。特别是“文革修期间，许多反

映当地地理历史，风土人情，民间传说，为群众长期使用的地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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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常生活与交往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府，州府

有关文件精神，从1984年4月到1985年4月，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这次普查是以1：10万

地图(1967—1971年临时版)为基础，对县境内741条地名(包括新增地名128条)进行了

核调。删去不复存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10条。纠正了错音，错字、错名的地名325条，其中

经县府批准更名的36条。顺利地完成了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四项成果

资料。在州，省组织验收合格的基础上，为使这些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们特汇编成《(白玉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10万地形图，缩制成1；40万全县地图，标注

了村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地名，绘制了县城主要街道示意图，汇集了地名普查

中形成的各类概况材料49篇，辑录了全县村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

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等地名731条。对汉语地名(右下角注{l}符号)在。音译转写修栏内加

注了汉语拼音。藏语地名加注了民族文字，还同时按《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进行了音译转写。并在备注栏里对现用地名名称来源、含义作了简要说明。部份文内配有照

片25幅。附录部份，收集了有关通告，文件和材料4份，以及首字笔画索引。

本地名录引用的各种数字均是1983年底的数字。人口，户数和工业，农牧业生产等方面

数据为县统计局提供，其余为各有关专业部门提供。乡、村和自然村数为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对地名名称，音译转写和民族文字的使用和书写，均应以本地名录为

难。

白玉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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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玉 县 概 况
，

o

白玉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东距州府康定622公里。

地跨北纬30。247至31。40 7与东经98。367至99。567之间。东靠新龙县。

南接巴圹、理圹县。西隔金沙江与西藏自治区的江达、贡觉县相望。

北与德格，甘孜县毗邻。辖4个区，17个乡、66个村。总面积10，591

平方公里。一九八三年计有7，066户，35，729人。其中藏族32，845人，

汉族2，855人。还有彝、回，羌等民族29人。县人民政府驻麻通集市，

位于北纬3．1。l 27，东经98。49 7．海拔3，030米。 ，

(一)历史沿革

白玉， 系藏语译音。白一吉祥盛德，玉—～地域地方。 当地藏

族认为该处四周地形组成了吉祥的图案，盛德的处所，故取“吉祥盛

德的地方’’之意而命名。 ’

白玉辖境历史悠久。西汉以前，本地为血缘骨系部落。’东汉为白

狼夷地。隋为附国地，曾慕义内附。隋末唐初，吐蕃继续向东发展，

附国为其所灭，遂属其统治。唐末，吐蕃势力崩溃，本地复为部落。

北宋中期为格萨尔王征服，属林(又名岭)国辖地。元代推行土司制

度，置亦司马儿干万户府于扎马(今沙马)，属朵甘思招讨使司。明

代进一步推行土司制度，在昌台置万户府，在麻绒置千户府，属朵甘

卫行都指挥使司。以后，德格土司势力逐步扩张，先后吞并了本地土

司辖地，到清代白玉全境即为德格土司所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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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将德格土司辖地分为5个部份，其

南面的部份即白玉。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置麻陇设治委员，不久

改置白玉设治委员。宣统二年(公元1 910年)改置白玉州，先属登科

府，后改属巴安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置白玉县，属边北

道。民国三年至七年(公元1 914年——1918年)属川边特别行政区，

本县所属波罗在此期间划归了同普(今江达县的波罗区)。川藏边务

之争的“民七事件’’发生后，白玉划为西藏管辖，历时14年。民国廿

一年(公元1932年)十月，川藏在岗拖订立了《岗拖和约》，确定以

金沙江为界。据此，把本县在江西的昌洛、习西、克弱、胆巴等村划

给贡觉县；山岩在江东的色巴、巴巴，劣巴等村划给本县。白玉属西康省

政务委员会。民国廿八年(公元1939年)属西康省第四行政督察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西康省宣布起义，本县原政府等待接管。一

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接管工作组到达白玉，本县获得解放，属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一九五五年，四川、西康合省后，属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一九五九年调整了行政区划，将古洛划回新龙县，原属甘

孜县的辽西划归本县，昌台下属地方划为阿察、麻邛，辽西、纳塔、

安孜五乡，在夺科设立区治。一九六六年兴办人民公社时，又将原白

玉乡划为建设、金沙、绒盖三个公社。由此形成本县现辖建制。

本县系藏族聚居区。白玉藏族与甘孜州藏族相同，自称为“博”，

也叫“康巴"。汉代以前，史书记载称“羌"。唐代吐蕃统治本地，

宏扬佛法，创立寺庙，藏系佛教随政治力量深入人心，并施行语言、

文字、风俗的同化，历时约300年，遂融合为“博’’。吐蕃崩溃后，

因藏系佛教的维系，本地仍与吐蕃一致。元代有蒙古族进入本地， 清

初有蒙古部落迁入昌台，因受本地宗教、文化熏陶，亦融合于博族之



中。清末至民国，有个别经商，挖金、做工的汉族在本县落户。解放

后，因工作所需，调入了部份汉、回，彝，羌等族干部和职工。

白玉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农奴社会，

曾多次进行过反封建王朝、反土司头人剥削压迫的英勇斗争。清末，

赵尔丰派协统刘赞廷三攻山岩，两次未克；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

年)，山岩600多农奴，组织暴动，武装抗差，沉重打击了德格土司

的反动统治。

一九三六年，由贺龙同志率红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于藏历四月从

巴圹进入白玉县所属的门嘎，瓦西，经盖玉、大一西，到达康翁寺

后，又分兵两路：一路由亚达、洞中，翻越4，902米的恶热山顶到达边

坝；一路经大一西，翻越4，921米的麦拉山至绒盖。两路部队汇聚于白

玉县城后，又由县城到嘎拖寺，经河坡、热加、赠科到达甘孜，历时

月余。红军路过之处，纪律严明，在嘎拖寺驻扎时，不慎失火烧房一

间，领导亲手调查处理，赔偿损失50个银元，深受群众称赞，也得到

各寺庙的大力资助。康翁寺热情照料了红军留下的两名伤员，嘎拖寺

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援，为红军长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自然条件

白玉县地处昆伦——秦岭地槽褶皱区中的德格——稻城优地槽褶

皱带的中段。其褶皱具有明显的方向性：辽西乡——金沙乡以北构成线

方向为北西——南东；辽西乡——金沙乡以南构成线方向为北北西

南南东。形成地势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地质构造复杂。地层从古生

界的寒武系至新生界的第四系， 除缺失侏罗系、白垩系外，其余各系

均有出露，提供了有利的成矿条件。 白玉县矿藏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种类多，有铁、锰、铬，铜、铅、锡、钨、钼、锌、金、银，汞、

砷、硫、重晶石、褐煤、泥炭、石棉、菱镁岩、蛇纹岩、石灰岩．．耐火粘土，

建筑沙等。二是储量富，现已发现矿床、矿点及矿化点66处，其中金

属矿床6处，矿点10处，非金属矿床5处。如麻邛乡的含金富银多金

属矿床，经初步计算，其伴生金储量可达22吨，银4000吨，铜、铅．．

锌364万吨，还有其他10多种有用原素，总价值在100亿元以上，被誉

为全国多金属矿中的三大明珠之冠。三是品位高，平均铜达1．48％，

铅达3．03％，锌达7．96％，极有开采价值。

白玉县地貌类型多样。西面是金沙江； 东面是沙鲁里山系。东部

山峦起伏，海拔4，ooo——5，000米，高差1，000米左右，属高山中切割

区。其特征为：古夷平面保存完整，连片分布，构成起伏和缓的高原

面。高原面上河流切割较浅，谷坡和缓，谷底宽平，河漫滩较大，土

质较厚，宜牧草生长，是县内的主要牧业基地。西部地势陡峻，海拔

3．000——5，000米，高差为2，000米左右，属深切割区。其特征为：坡

、谷深，河流切割深度大，相对高差悬殊，宜以林为主， 多种经

营。在全县的总面积中，极高点占13％，高山占35％，宽谷及阶地占

7％，山原和丘原占45％。从植被和土壤上讲，大致分为三个种类：

沿河谷地区为旱生灌丛，其下发育着山地褐土，呈微碱性至中性；半

山地区为针叶混交林， 再上为亚高山针叶林， 其下发育着山地棕壤，

呈微酸性； 高山地区为亚高山草甸和高山草甸， 相应土壤系亚高山草

甸土与高山草旬土，呈中性。

县内水系发达，沟河纵横。气势磅礴之金沙江经德格县的白垭乡在

丁都桥注入县境，流长138公里。其主要支流有三：一是赠曲(上段

称昌曲，下段称真曲)，源于巴圹、理圹、白玉交界处之麻贡嘎冰川东



缘，由南往北经纳塔、阿察、辽西、赠科4乡转向西流，再经热加、，

河坡两乡至格学注入金沙江，金长180．8公里。二是偶曲(上段称麻

曲，下段称欧曲)，沿于巴圹、白玉交界处之麻贡嘎冰川北缘，由若

曲、格曲、麻曲三条小河在麻绒乡汇成。由东向西经章都、绒盖、白

玉县城至金沙乡注入金沙江，金长1 20．7公里。三是降曲，沿于巴

圹、白玉交界处之麻贡嘎冰川南麓，由南东向西北流，经沙马、盖玉

后向西注入金沙江，全长39．8公里。各曲又溪流遍布，径流总量为

36．37亿立方米，且水势急湍，蕴有124万千瓦的水力资源。

白玉县属大陆性季风高原性气候。具有气候寒冷，干湿季分明、

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温随着地势高度增加而递减等特点。 日照

时数在1，87638 2，600／J',时之间，光合有效幅射≥65．524千卡／cm2年。

积温在200。C——2，900。C之间。年均气温7．7。C。最冷为一月，月均温

一1．6。C，最低极值一19．2。C；最热为七月，月均温1 5．8。C，最高极

值39．40。C。无霜期130天。年降水量600毫米，多集中在6——9月份。

但由于地形，地势不同，各地垂直的差异，使水热分布不均，又从低

到高形成了四个气候带。即：半干旱河谷温带(海拔2，640——3，250

米)；山地凉温带(海拔3，250——3，750米)；高山亚寒带(海拔3，750

——4，300米)和高山寒带(海拔4，300米以上)。全县灾害性天气是

旱、雪、霜、雹等。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三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340．44万元。人平375元。其中农

业总产值1118．15万元， 占83．4％。工业总产值222．29万元，占

16．6％。全县存贷总额10，458，398元，其中存款8，332，700元，人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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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 业 ／

全县总面积1 5，886，500亩。其中林地面积4，433，889亩， (森林

1，882，140亩，疏林120，690亩，灌木林2，153，109亩，矮林277，950

亩)，占27．91％；草地面积10，353，31 1亩(可利用面积8，751，963

亩)，占65．17％；农耕毛面积93，080亩，占o．59％；河流水面107，277

茸，占0．68％；道路及建筑用地21，068亩， 占0．13％；岩滩裸露地

877，875亩，占5．53％。

本县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畜牧业重点

是营殖牛、羊、马，其次有藏猪；粮食作物以青稞、小麦为主，其次

是豆类、荞子。林以杉、松为主，其次是柏树、青杠。山河盛产各种

珍稀野生动物，属于国家一类保护的有白唇鹿、牛羚、黑颈鹤等；属

于国家二类保护的有白马鸡、盘羊、毛冠鹿、雪豹、贝母鸡、藏雪

鸡等；属于国家三类保护的有猕猴，短尾猴、水獭、猞猁、云豹、林

麝、白臀鹿、马麝、岩羊等。此外，各类野生药材有640余种之多，

以虫草，贝母、麝香、鹿茸、黄茂等质佳量多，闻名州内外。

一九五八年民主改革以前， 本县属于封建农奴社会，耕作原始，

水平低下。民主改革以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民族地方生产，崎
年拨了大量的农牧事业经费。从抓灌溉系统入手，新建了小型水渠305

条，山平圹13处。又建成了较大型的赠科翻身渠(投资100．5万元，

有效灌溉面积18，010亩)。在解决草原，农地水源的基础上，还抓了

良种的推广、牲畜的防病治虫、林业的护林防火、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从而走上了综合发展的道路。一九八三年全县牲畜存栏总数达

243，033头(只、匹)，比一九五八年增长1．47倍。其中：牛136，018



头，羊96，823只，马7，816匹，猪2，106头。出栏总数达8％。一九八三年全

县共有耕地面积69，345亩，农作物播种面积57，858亩，总产10，376，277

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1．09倍。林业是一大优势，是西南高山原始林区

的重要组成部份，蓄积达39，647，862立方米。一九八三年全县农业总产

值达到1，118．15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2．1倍。其中：农业产值195．83

万元，付业产值15．63万元，牧业产值785．89元万，付业产值1 20．8万元。

二、工 业

民主改革前本县只有一些个体民族小手工业。民主改革后，地方

工业有了发展。现已有煤炭，电力、机械、采矿、砖瓦、食品加工等

行业。计煤矿1个，水电厂(站)16座，农机厂1个，挖金专业队8

个，砖瓦厂12个，粮油及食品加工厂各1个。一九八三年工业总产值

达222．29万元，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为：原煤2，800吨，焦煤350吨，

发电量80万度，黄金367．21两，砖125万块，瓦90万匹。

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白玉藏刀，是民族传统手工业产品的一束鲜

花，它造型精美，色彩古朴，驰誉全川，畅销国内外， 一九八三年产

值达22万元。

三，交 通

民主改革前，本县交通十分闭塞，无一公路可通。民主改革后，

交通事业有所发展。先是开辟了白玉至岗拖的金沙江航道(金长74公
里)，继又修建了通向邻县的甘孜——白玉公路(全长228公里)。还

新建了白玉——河坡(金长36．4公里)、昌台——辽西(全长27公

里)、昌台——纳塔(全长24公里)，昌台一麻邛(全长17公里)
等区乡公路。除成立了县车队和省运输公司汽车站外， 县直单位大部

有了汽车，各乡普遍有了拖拉机。计有各型汽车78辆，拖拉机50台。



与此同时， 邮电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现区区有邮电所， 乡乡有

邮递员。13个乡安了电话装置。这些都对加快工农业生产的步伐和城

乡物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四)文教卫生事业

一、文化事业 l

县内有县文化馆(内设图书阅览室)、新华书店、 电影公司、广 i

播电视录象站、文化茶园各1个。区乡电影队10个，区文化站3个。初

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有线广播网。体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县内 {

有了体育场、乒乓室。各区也自力更生兴建了一些体育设施，开展各

种民族体育活动。

二、教育事业

一九五二年金县仅有1个小学班，有教职工3人，学生27人。一九

八三年已发展到42所小学，有教职_7=166人，学生1，532人。中学教育

从无到有，现有初中l所(5个班)，并附设高中班两个，有教职工3 9

人，学生230人。此外，还抓了职工业余教育，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

三、卫生事业 l

一九五四年方建全县第一所医院，且规模狭小，设备简陋。但到 i

一九八三年卫生事业已发展为县、区有医院，。乡有卫生所，一些村还 t

有医疗站。计有病床55张。医务人员121人。县城还设有防疫站、妇幼+
；

保健站，并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使计划生育工作有
哥

了进展。一九八三年人口出生率降至20．4‰，净增率降至14．4‰。
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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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胜古迹

境内有三座开放寺庙： 一为建于唐代的嘎拖寺，二为建于康熙年

间的白玉寺，三为建于乾隆年问的安章寺。历史悠久， 文物珍稀，影

响深远，驰誉中外。还有滴水岩、东热扎嘎等地， 山水秀丽，风光幽

雅，奇禽珍兽，乌语花香，实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旅游胜地。

境内还有县革命公墓I座和区革命烈士陵园3座， 安葬着平叛时牺

牲的3529部队指战员及地方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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