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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在不断的发展与改

变。丹巴县的地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混淆不清，有的用字

不当，含义不明，有的传讹、写错，改变了原有的意义，有的图上名称与实地名称不符，或

错位、错音，错字等，给四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向国家提供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遵照

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州有关文件精神，在州，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我

们从1984年4月开始到1985年3月底止，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以1比10万地形图(1971年

版)为基础，共核调地名903条。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反映地理特征，尊重

历史，尊重兄弟民族，保持地名稳定的原则，对部份地名作了调整或重新命名，删去了不复存

在及失去意义的29条，新增了地名229条，更名20条，纠正了错字，错音、错位的131条，基

本上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我们按规定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

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上报并经州，省予以验收。为了应用地名成果，发挥它在国

防建设，经济建设及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活等方面应有的作用，我们汇编了《丹巴县地名

录))，作为各级政府管理地名，推行地名标准化的工具书，提供给各个部门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比10万地形图缩制成1比30万全县地图，标注了

全县村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重要自然村名及县城平面图。根据地名普查形成的文字概况4l篇，

辑录了全县标准地名874条(其中：村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等地名436条，自然

地理实体28l条，企事业单位38条，人工建筑26条，名胜古迹5条，其他地名88条)，对上述

地名中的汉语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藏语地名，按藏文进行音译转写。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

大部份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配了插图16幅。在篇末附录了有关通告，文件

和材料2份及本地名录首字笔画检索表。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摘自县统计局1983年统计年报数，概况材料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乡、镇名称经州政府批准。村、自然村名等均履行了法定手续。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丹巴

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丹巴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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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巴 县 况

丹巴县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东部，大渡河上游。地跨北纬30。297至

3 1。297，东经10 1。1 77至1 02。1 27。东与阿坝州小金县接壤，东南和南

部与康定县交界，西与道孚县毗邻，北面和东北面与阿坝州金川县相

连。面积5649平方公里。县境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约10人。全县辖川口、金川、大桑、小金4个区．1个镇，1 5个乡，

112个村，276个自然村。属藏汉等民族杂居区，以藏族为主。1983年全

县共102 1 7户，575 11人，其中：藏族31070人，占总人口的56．25％，

汉族24949人，羌族1 121人，其他民族371人。

县人民政府驻章谷镇，位于大金川河南岸，依山傍水。南经瓦

(斯沟)丹(巴)公路距甘孜州府康定1 37公里。东经小(金)丹(巴)公路至

省会成都368公里。地理座标东经101。527、北纬30。527，海拔1864米。

一、历史沿革

县境原为大、小金川之地。据史书记载，大渡河上游一带，汉代

属西羌领地，隋为嘉良夷地，唐王朝兴盛时期，西羌为吐蕃侵据，县

境属吐蕃辖地。《新唐书·南蛮传》载： “雅州西五百里外有诺祚

三恭曜川，金川等十三个部落，皆羁糜州也”，唐置羁糜金川州． 属

剑南道节度使管辖，辖地约当今大、小金川流域一带。

《新唐书·列传》称： “又有白兰羌，吐蕃为之丁零，左属党项，



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胜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党项，是汉朝

西羌的别种，古属羌人的一支，其驻地分布在四川西北部和西藏东部。

今本县之党岭，相传土民自党项迁来，故称其山为党岭山。

元朝强盛时期．征服吐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设吐

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今甘孜、阿坝两州大部份地区。

明时，哈伊拉木内附封为金川寺演化禅师，世领其地(辖今大、小

金川流域一带)。明清更迭之际，金川脱离明朝统治。

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金川首领嘉纳巴向清王朝投诚授演化

禅师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其庶孙莎罗奔，从岳钟琪征

西藏、羊峒有功，雍正元年(公7L1723年)：授金川安抚司职。莎罗奔自

号“大金川”，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于是就有大、小金川之分。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泽旺意废，并

攻打邻近土司。于是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和乾隆三十六年(公

元177 1年)。清廷两次发动金川战役，史称乾隆王打金川。乾隆四十

一年(公元1776年)，莎罗奔侄孙索洛木率众投降，金川平定。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

诺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裁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改为懋功屯

务厅，下设懋功屯、抚边屯、绥靖屯、崇化屯、章谷屯(即丹巴县的前

身)，设屯安营。

乾隆置章谷屯，宣统三年(公元1911#-)改流归道坞委员管理·

民国二年(公元19 l3年)始设县治。取三土司(丹东、巴底，巴旺)首

字为名，故名丹巴。民国十五年(1926年)正式设县并三土司，二十四村

及上、下宅龙领地为丹巴行政区划。原上、下宅龙守备、千总领地，是

清乾隆年间屯兵驻地，当时分为三街，六屯、九营、十二甲，现属小金



属川

丹巴旧称“诺米章谷”，藏语意为“山岩上的城”。民国初年，隶

属川边特区，县内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为六个区。民国二十四年(1 935年)

为西康屯垦区所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党建立西康省。丹巴

县隶属于康属(相当于专区)辖区。1940年， 国民党施行保甲制度，

把全县划为十二个乡，一个镇，五十一保。1949年12月西柬省通电起

义，1950年4月解放大军直抵丹巴，丹巴获得解放。

195 1年，建立丹巴县人民政府，归西康藏族自治区管辖。下设川口，

金川、小金三个区公所，1 2个乡人民政府和1个镇公所。1 955年秋，四川。

西康两省合并，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更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1 957年，县

内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改划金川区为金川、大桑两个区。全县由原来

三个区、十二个乡、一个镇，调整为四个区、十五个乡、一个镇。

二、自然条件

丹巴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大雪山脉东麓，邛崃山脉西坡，大

渡河上游。大地构造属松潘一甘孜地槽褶皱系(I级)内的后龙门山冒

地槽褶皱带(Ⅱ级)之次级单元一丹巴褶皱束(Ⅳ)和金汤弧形褶断

束(Ⅳ)。构造十分复杂，岩浆活动频繁，变质作用强烈。总体构造’

形态为腹背斜，由一系列平行排列的线状褶皱组成。山体岩石以铁铝

榴石角闪岩相和绿片岩相为主，次为辉石一角闪岩。

境内属岷山、邛崃山高山区，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川西高

山峡谷的一部份，具有明显的分异性，鲜明的对照性和普遍的多层性

等特点．境内山脉受大地构造带的控制，多为近南北走向，如党岭山、．



各尔沟f-j g梁子、周日山、白菩萨山、白呷山，次为北北西向(各裕

山、拉尖山、高顶梁子，万年雪梁子、大炮山)，北北东向(墨尔多山、

狮子山)，东西转向北西向(莫日山、斯达纳山)。山脉走向控制着河

流走向。山、河走向趋于一致。县内地势高差悬殊，谷底和llJ顶高差

一般为2000至3000米以上。东南角大渡河谷底海拔为1700米，而南端

海子山峰高达5820米，高差悬殊4120米。农耕地主要分布在沿河两岸

阶地和支流汇合处的洪积堆积扇形地，以及分水岭两侧剥蚀面上， 多

为山地褐色土，次为灰褐土，山地棕壤、潮土，比较肥沃，宜于农业

生产。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西北向东南倾斜。高山对峙，

峰峦重叠，峡谷深邃，山势雄伟壮观，少数山峰终年白雪皑皑。

境内水系呈辐合状分布，大金川、小金川、革什扎河、东谷河在

县城附近汇合，汇合后始称大渡河。大渡河自北西转向东南流入康定县

境，流长33公里。大金川流长43公里。各条河流两岸支流甚多，溪沟

纵横，河床比降大，水流湍急，瀑布众多。有陡水岩瀑布、关州瀑布、

青杠林瀑布等。高山湖泊星罗棋布。全县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理论

蕴藏量达369．8万千瓦。境内四条大河都可流放木材，其大渡河是川西

林区流放木材的主河道。夏秋洪水季节最大流量达4260立方米／秒，

冬季枯水季节最小流量为971立方米／秒。水势因河床变化而异，有的河

段奔腾呼啸，。波涛翻滚，白浪滔天；有的河段比较平缓，可通皮船、

小木船，也可架设浮桥。历史上藏族人民雅称大渡河为“白岩棉耿”

(本地藏语意为银河)。晴朗天气，从高处眺望，碧波白浪，宛如银带

一般。

丹巴属于青藏高原型季风气候，气候带谱齐全，以北亚热带为基

带，以河谷到山顶垂直变化十分明显，为农、林、牧、副业生产的综



合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气候条件。县城属北亚热带半干旱气候。四季分

明，年均气温14．2。C，年际变化小，日差较大，最冷月(一月)均温为

4．4。C，最热月(八月)均温为22．4。C极端最高气温39。C，极端最低气温

一10．6。C。太阳辐射强烈，年总辐射量为1 24千卡／平方厘米．日照充足，

平均日照为21 06．9小时。无霜期266天。干湿季明显，平均降水量600．1

毫米，5—1 o月为湿季，降水量为全年总量的90．6％，1 1月至次年4月

为干季，降水量仅占全年的9．4％。干季相对湿度小，空气干燥。对流

强烈，多大风，最大风速34米／秒，年均大风日数为93天．全县自

然灾害频繁，主要是冬干春旱，夏伏旱，洪、涝、冰雹、大风、霜冻

等，对农、牧、林业生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经济状况一’==【仃r 7I^叫。

解放前全县处于半农奴半封建社会，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压迫，生产

力低下，广种薄收，边远山区刀耕火种。牧业生产也相当落后。 1956

年民主改革以后，相继走上合作化道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

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改革耕

作技术，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产量逐年上升。

农业：共有农牧业人口43168人，耕地面积80394亩，其中农村耕

地80029亩，农业人口平均耕地1．8 1亩，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半山地带

(海拔1700--2600米)的有48289亩，亚高山地带(海拔2600--3500

米)，占32105亩。农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其次是青稞．．马铃薯、豌

豆、葫豆等。1983年粮食总产量达3570万斤，农民人平827斤．农业

总产值达到1355万元，比1950年增长5．7倍，平均每年递增5．6％，农

牧民人平纯收入达到209．37元。

1 960年以来水利电力事业发展较快，现已建成中、小型水电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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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装机33台，容量5270．5千瓦。建成一万伏高压线路274．5公里。全

县兴修水沟、水渠共226条，总长451公里。兴修水塘、水池60口，总

引、蓄、、、提水量1057．72m3，利用自流灌溉和电力提灌面积达3 1 748亩，

占耕地面积的39．5％。

林业：县境内森林资源丰富，林地覆盖面积为392 3566亩，占总面

积的46．3％，树木种类以冷杉、云杉为主。其次是红杉、铁杉、红桦

和高山松。经济林木大多分布在河谷和半山一带。用材林大多分布在

亚高山和高山一带。甘孜州丹巴林业局和县林业局，共建立了1 14伐木

场地，现已大量采伐。最高年采伐量12．28万立方米。每年夏秋两季刹

用河道运送木材，最高年流送量11．9万立方米。为了发展林业，培育

树苗，现已开辟了1 0个育苗基地，面积达144亩。金县封山育林面积

达60000亩。盛产苹果、梨子、花椒、核桃、石榴等，品质优良，远销

内地。近几年来经济林木发展较快，县境内果园星罗棋布，生产初具规

模：全县有各类果树78 0000株，果园1 3 36亩，年产水果约1 00万斤，价

值20万元。梭坡石榴皮薄、色艳、颗粒大，果汁多，含糖高，其味香

甜可口，清代曾列为贡品。丹东香菇是著名的特产，以香醇、色白、

味浓、肉细嫩而著称。

丹巴是盛产药材之地，虫草、贝母、天麻、羌活、大黄、 当归、

党参、丹皮都大量出产。远在清康熙年间，就有陕西等省的人来此收

集药材。稀有珍贵药物鹿茸、麝香、熊掌、豹骨架也有出产。丹巴鹦

鹉畅销国内外，羽毛翠绿艳丽，体态灵巧，一岁多的鹦鹉就能学会很

多句人语，是传播友谊的珍禽。

工业：解放前只有几家铸造小农具和酿酒的个体手工业户。解放

后工业发展很快．兴办了农机修造、开采云母、印刷、电力、砖瓦、



伐木，建材、缝纫、粮食加工，汽车修理等26个县办和乡办企业，职工

569人，1983年工业总产值达256．22万元。 ．

县内驻有四川省丹巴云母矿、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四O二地质队、

甘孜州丹巴林业局、丹巴水运处等省州属企事业单位。

矿产：丹巴云母驰名中外、储藏量大，尤以白云母为最佳，能够耐

1 oooC。的高温。沿大、小金川和革什扎河两侧山区都有出产。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云母需求量日益增多，丹巴云母矿已先后建立了

八个矿山工区，大量开采云母，不断改造设备，采用机械生产，最高

年产量达2384吨，价值1024．5Y元。铂镍、铅锌、大理石、水晶石、

兰晶石、绿柱石等，藏量也较丰富，有的现已少量开采。

牧业：金县共有草场面积2972519亩，高山以放牧牦牛、犏牛、绵

羊为主。农区畜牧业以养猪、养牛、养羊为主。1983年全县共有牲畜

1 3 3703头(只、匹)，其中牛47770头，羊52440只，马1 7 58匹，猪3 1 7 35

头。牲畜总数比解放时(1 950年)增长1．22倍，年均递增2．3％。畜产

品以毛皮为主，畅销内外。

交通：丹巴是甘孜州通往阿坝州的要道之一。解放前交通闭塞，

只有崎岖小道，货物运输全靠人背、马驮，与内地交往必须走栈道，

过偏桥、翻雪山。解放后公路交通发展很快。以县城为中心，八(八

美)丹、刷(刷金寺)丹、瓦(瓦斯沟)丹、小(小金)丹、索(索断桥)

党(党岭)公路纵贯丹巴全境，可谓四通八达。前四条公路都可直达内

地。随着矿山公路和乡村公路的修建，基本上做到了乡乡通公路，村村

有大道。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369公里，形成了公路交通网，以1983年

计算，共有汽车154辆，大型和小型拖拉机225台，年运输量达32980吨，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物资交流，加速了经济建设的步伐。



四、文教卫生事业

解放前教育事业非常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学差制，进行奴

化教育，全县虽办有六所小学，但空有其名，教师和学生寥寥无几，

有的学校既无教师教书，也无学生入学。解放后，教育事业得到迅速

发展。据八三年统计，金县有3所完中，7所初级中学，I所农业中学，

3所戴帽初中班，73所小学(包括云母矿、丹巴林业局、四0二地质队

7所在内)，有教师70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73．25％，各校校舍大有

改观，省重点小学丹巴城小，新建了教师宿舍大楼和教学大楼，师生

都用上了舒适美观的楼房。 ．

文化设施：设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广播站、电视差

转台、县工会俱乐部、云母矿和丹巴林业局职工俱乐部、中路乡和巴

底乡文化站。全县有25个电影放映队(包括民办和厂矿)，3个藏戏

队，活跃了LlJ区文化生活，改变了城乡人民的精神面貌，促进了五讲

． 四美活动的开展。

卫生事业：旧社会全县只有两家简陋的中药铺，两个看病的中草

药医生，完全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现在设有县医院、县中医院(集

体办)、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3个厂矿职工医院，19个卫生所，

共有医护人员397人，设有病床225张。1957年以前只能对一般常见病、

多发病进行诊断治疗。近几年来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和妇幼保健工作，

有效地控制了我县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基本上消灭了“天花”、 “霍

乱”等烈性传染病。并且还开展了上腹部手术及部份胸外科手术，很

多重危病人都能得到及时的抢救。



孟、文物古迹

中国工农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于1935年1o月

留驻丹巴，时间长达十一个月之久。这段时间在各地留下石刻标语等

珍贵的革命文物。

古遗址：从县城溯东谷河上行，约40公里的牦牛村，相传为古之

牦牛国所属之地，牦牛部落活动的地区，古时曾有诗记之：

百里浮沉过，古址号牦牛。

不见昔时人，仅为溪水流。

途荒籍牧野，荆棘伏田畴。

在望天山月，云深另一丘。

牦牛村东面的邓巴附近，曾挖出石磴、石柱，这证明历史上曾有

过较大的建筑，是否是牦牛国所辖地区的遗址，尚待考证。

古迹：位于县城东北面的墨尔多山，是康巴地区的名山，矗立着

高耸入云的山峰，丛林莽莽、岳苍山翠、古木参天，山腰石笋嵯峨，

奇丽壮观，藏族人民视此山为圣地。中路乡的里然龙寺和巴旺乡的松

安寺历史悠久，建筑宏丽，寺内楼台鳞角，詹牙高琢，金顶耀眼，为

我县的古建筑，“文革”期间曾遭破坏，现定为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

正在修复中。

中路乡和梭坡乡的古堡石碉，巍峨雄壮，是历史上藏族人民伟大

的建筑、技艺的结晶，距今已有四、五百年之久，大多数石碉尚完整无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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