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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昌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地区，地名由来、变换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时代更替、

民族变迁，行政区划分，并、撤、建等等原因，使我县地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一地多名或

一名多写，有的字、名生僻，难写难记，有的传讹写错，改变了原有含义，有的用字不当，

含义不佳，甚至带有民族岐视或侮辱劳动人民的色彩，有的错位、错音、错字，还有相当数

量的大队以序数命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

混乱，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为了提供一套完整，准确的地名资料，供读者参阅，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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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在凉山州地名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从1981年4月开始，以8个月的

时间，完成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并在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成了《西昌县地名录》o

本地名录中所列地名，均己在地名普查中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书中辑录有·

1。300000的全县地名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县、区、社，

镇、山脉、河流及其它概况材料48篇，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

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及革命纪念地等类地名共1693条。每条地名都加注了汉语

拼音，并在“备注"中对地名的由来、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对彝语地名，注有民族文字，

书中地名凡既非汉语，又非彝语，或虽有民族文字，但未注明含义的，均为语种不清的地

名，有待今后深考。

本地名录中所引用的各种数字，均为政府统计部门与有关专业部门1980年底的年报统计

数。

《西昌县地名录》出版后，即为国家一切工作使用我县地名的法定依据，今后，无论单

位或个人，在书写，使用我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西昌县地名领导小组

咄八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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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北纬27。327—28。107，东

经101。477—102。237。东邻喜德、昭觉，南接jt}格、德昌，西隔雅砻江

与盐源相望，北至黄土坡同冕宁分界。全县总面积2439．5平方公里。辖

6区、1镇、32个公社、170个大队。1980年全县总人口为249，055人(含

非农业入口9，067人)，其中：彝族39，488人，回族8，668人，藏族479

人，僳僳、纳西，侗、壮、自、苗等民族249人，其余均为汉族。回、

汉族聚居区(安宁河河谷地带)，平均每平方公里247人；彝、藏族聚

居区(牦牛山、螺髻山区)，平均每平方公里24人。

县人民政府驻西吕市区。海拔1560米，距成都557公里。

西昌县历史悠久，古称邛都，清时以治地rc位在川西”而得名(见

((县名今释》)。境内礼州公社陈远屯新石器时期遗址f『{-『：陶器证明：

0 f j、

一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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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三干四百年前已有人类居住。先秦时期，属“西南夷"，是“自滇

以北’’部落中之“最大”者， “皆塍结耕田，有邑聚"(见《史记·西

南夷列传》)，说明开拓甚早。行政建置，始于汉代，历史上多为上一

级行政区越商郡、稻州、建昌路、宁远府等的驻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邛都县，属越寓郡。十六国齐，

属越信獠郡。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置越篙县，为严州州治。

隋初，属西宁州，后州名数易，治仍越诺。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

属瓷州；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地归蒙诏(大理国)，属建昌府。元

至元中，改称建安州，属建昌路。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建

昌卫，属云南布政司，寻隶四川行都司。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

始置西昌县，属宁远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裁西昌县并入宁远

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去府复县，属建昌道。民国十六年(公

元1927年)，废建昌道，西昌县直隶四川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

年)，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川

康分治，属西康省。

1950年3月26日，西昌解放，西昌县属西康省西昌专区。1955年，

随川康合省，复隶四川，仍属西昌专区o 1978年10月，西昌专区撤销，

改隶于凉山彝族自治州。1979年，划出城关镇及西郊、红旗、高枧、马

道等公社，析置西昌市，县内行政区划调整如今。

西昌县地处安宁河中上游，横断山脉南段西缘。四周群山环绕，中为

安宁河河谷平原及邛海湖滨平原，海拔1500米以上。地势北高南低，东

西山地相峙，渐向安宁河岸倾斜。地形以中山为主，间有河谷平坝，分布

于安宁河及其主要支流河谷中，多呈河流阶地，河谷盆地或山麓冲积洪

I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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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扇。全县平坝面积占总面积的16．75％，为全州之冠。。山岳概为大雪

山系南延支脉，分布于安宁河两侧：西侧牦牛山(南段称磨盘山)，自

北而南纵贯全境，为雅砻江与安宁河之分水岭，大部山体在海拔2000—

3000米之间；东侧螺髻山(南、北段在邛海之南接合，称大箐梁子)，‘

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山体浑厚，树茂林深，草场宽阔，原始生态保存

完好。全县最高点，螺髻山高峰摆摆顶山，海拔4182米；最低点，荞地

公社桐子林，海拔1260米，相对高差2917米。

大地构造属康滇地轴北段，地质构造主要呈南北向。分布有元古代

岩浆杂岩，变质岩，上古生代及中生代变质岩、基性一酸性岩浆岩、灰

岩、煤系地层及红层。安宁河断裂以东为中生代红层所踞。安宁河谷内

有深厚的第四系沙砾沉积。土壤分布：平坝河谷地带，多为红黄冲积土

和紫色土，丘陵、缓坡地带多为红黄壤，山区多为黄棕壤，棕壤及山地

草旬土。

西昌县地居安宁河地震带上，属地震裂度9度区。安宁河断裂和则

木河断裂交汇于市郊西侧；金河一箐河断裂纵贯县西。地震强度大，

频率低，强震往往孤立出现，存在百年左右的地震活动周期。历史上曾

出现西汉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的6—7级地震；晋太康三年(公

元282年)的6级地震；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6．5级地震；明嘉靖

十五年(公元1536年)的7．7级地震，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的6．7

级地震和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的7．5级地震等6次强烈地震，至

今已有130年未出现强震，故应有所警惕。

安宁河、雅砻江为境内主要河流，属金沙江水系。安宁河北自冕宁

入境，流经县内4个区，17个公社，南入德昌县。过境流长82公里，年

平均流量1300秒立方米，干流与沿岸渠堰贯通构成全县坝区自流灌溉

网，是安宁河谷地带农业用水的主要来源口河床宽度，中部大于南北，

(5)



最大宽度在西乡一太和之间，约18至20公里，最小宽度在月华一礼州、

黄联一黄水之间，约4至6公里。此叶状范围为全流域内最大的宽敞河

谷，两岸第四纪复盖物宽而且厚，为全州著名的产粮区。雅砻江纵贯县

境西部，为西昌与盐源两县界河，过境流长90公里，全部流经峡谷之

中，河床低，缓坡少，水流急、流量大，较难用于灌溉，但动力资源极

为丰富。

县府驻地东南5里有邛海，为断陷湖，是县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

湖，水面31平方公里，最大水深30米以上，环海60华里，常年蓄水3亿

立方米，为丰富的渔业及其它水产资源和工农业水利资源。湖西北为海

河，与安宁河贯通，是湖水外泄的唯一通道，也是我县九屯堰的起水

口，经西昌市红旗、马道两社流入我县经久公社，仅在我县境内即灌溉

万亩以上田地。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有夏秋多雨，冬春多风，日温差大，年温差

小．少冰雪，多日照等特点。年平均温度为17．1。C，最冷月平均气温

9．6。C，最热月平均气温22．9。C，极端最高气温39．7。C，极端最低气

温零下5。C。无霜期280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431．4小时，日照率

55％o由于地势高低悬殊，垂直变化显著，致使平坝、山区气候各异。

安宁河、雅砻江自北向南，温暖气流易于北进，西、北、东高山环抱，

减弱了冷空气的袭击，故河谷坝区气候温和，冷热适度，冬暖夏凉，有

“四季无寒暑"之称。山区则风寒水冷．霜多雪厚，气候高寒。

雨量丰富，但极不均匀。全年降水总量为1013．1毫米，多集中降在

6—9月，量达767．3毫米，占全年降水总量的75．7％，而10—5月的

降水总量只有245．8毫米，仅占全年降水总量的24．26％。全年水面总蒸

发量为1264．2毫米，陆面蒸发量为948．2毫米，11月至5月的蒸发量大

于降水量数倍，故而形成规律性的严重干旱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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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至翌年4月为风季，以南风和北风为主，南风最多。年平

均风速1．9米／秒。冬春风大，平均风速7．1米／秒；夏季风小，平均风

速1．3NI．5米／秒。瞬时风速曾达31．6米／秒。

建国三十二年来，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相应改善。1979年县，市分治时，工业总产值达2511．72万元，

比1950年增长13倍；农业总产值为5724万元，比1950年增长4．6倍。1980

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5240万元，数字虽然减小，但按县、市分治后的

基数计算，比率仍有增长o

西昌县地域广阔，土质肥沃，自然条件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农作

物多一年两熟，粮食作物，平坝以水稻为主，小麦、豆类次之，山区

以玉米为主，荞麦、洋芋次之。经济作物以油菜为主，花生、烟草次

之。全县有耕地372，150亩(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55亩)占总面积的

10．17％，其中：水田252，648亩，分布在安宁河沿岸、邛海湖滨及山间

河谷地带，土质多为红黄冲积土；旱地119，502亩，多分布在丘陵、缓

山坡，土质多为红黄壤。农田水利设施逐年增加，1980年共有渠堰206

条(内有灌溉万亩以上农田的大堰9条)，总一长：445公里，中小水库11

座，山平塘223口，电力提灌站46处，引、蓄、提水总量16，435万立方

米，控灌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6％。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24，748

万斤，人平生产粮食1013斤，人平贡献贸易粮(大米)341斤，人平分粮

621斤，均居全州首位。按县，市分治后的基数，粮食增长率为2．5％。

全县有天然草场、改良草场219，853亩，是发展畜牧事业极为有利的条

件，目前尚未充分利用。畜牧业，平坝以毛猪、水牛为主，山区以牛

(牦牛、黄牛)，羊(绵羊，山羊)为主，马骡次之。1980年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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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羊四大牲畜年底圈存数为23．6万头，LLl950年增长1．8倍。畜禽

中，建昌马，建昌鸭，安宁河水牛驰名省内外，是今后发展的重点。

1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4558万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7％。其中：农

业3639万元，林业85万元，牧业559万元，副业266万元，渔业9万元。

社员人平收入165元，分配现金101元。

森林、矿藏资源比较丰富。全县有森林1，546，470亩，覆盖率占总

面积的42．26％，其中：用材林811，950亩(含飞播林174，000亩)，灌

木林地733，875亩，农田房舍四旁植树及防风林645亩。针叶林占90％以

上，树种多为云南松，用材林蓄积量440万立方米。设有木材公司、苗种

站，林场、飞机造林站各1个，林业经营所8个，从事经营和采伐，平

均每年为国家建设提供各类木材7000立方米。经济林木以油橄榄及桑、

蜡，果树居多，水果以苹果、梨，桃，石榴的发展较快。白蜡，生漆，

花椒，板栗、核桃、香菌、木耳、松香、箭竹等土特产，麝香、茯苓、

党参、柴胡，荆芥、川乌，草乌等中药材，亦多出产在林区及山地。稀

珍动物有小熊猫、野牛，岩羊，产于银厂、白马两社的原始森林中。矿

藏以铁的储量最大，白云石、大理石次之。铜、银，锡，铅、锌，硫磺

等，历史上均曾开采，但藏量不大。

1949年，西昌除少数手工工业和商业稍有基础外，基本没有现代工

业，1950年，工业总产值才194．17万元。解放后，工矿企业逐渐兴建，

到1979年，农机、砖瓦、化肥、水泥，电机、钢铁．．机床制造以及陶

瓷、造纸、肥皂，皮革，食品、酿造、榨糖、印刷等工矿企业已有一定

基础，县、市分治后，1980年全县仍有工业企业60个，农机．．化工，电

力，电池、水泥，砖瓦，食品加工、玻璃、造纸，印刷等厂仍在逐步完

善和扩大。

解放前，西昌只有乐山一西昌一云南祥云的一条时断时通的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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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城乡交通，特别是农村和山区交通十分闭塞，运输全靠人力畜

力。解放后，改造、扩建了勾通四川、云南两省的川滇公路；修通了西

昌到州内各县的公路网；建成了市区通向各区、社的公路，新筑、整修

了村堡之间的乡村公路。1980年，全县已建成国养公路(包括县道)11

条，总长223公里，农村机耕道500公里。除1个边远民族公社外，全县

所有区、社和平坝的大队都通汽车o 1970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纵贯

县境82公里；1975年，新修的西宁机场正式通航，大大缩短了西昌同外

地交往的时间距离，整个交通运输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

国民经济的发展，社员、职工收入增加，城乡购买力提高，促进了

市场繁荣。1980年，全县已有各类商业和饮食服务机构(包括农村各种

商业网点)477个，经营管理及服务人员2092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4856万元。

四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文化设施有藏书16万册的县图书馆1个，

县、社文化馆、站5个，县、社电影院3个，社办电影放映队23个，

县、社广播站24个。教有机构有中学15所，小学266所，幼儿园1所，

计民族地区121所，汉族地区161所，总共282所，比1950年增长1．4倍。

在校学生47，490人，教职T_2，23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89．27％(汉族

地区95．01％；民族地区47．79％)o卫生事业，现有县、区、社医院，

防疫站、血防站、保健站等医疗卫生机构60个，床位493张，大队医疗

站、点140个，全县共有医务人员925人，基本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状

况。过去，我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从1958年开始，先后进行过3次大

规模普查，原有25个公社，114个大队流行血吸虫病，钉螺面积17，121，714

平方米，血吸虫病患者47，735人∥经收院治疗和深入病区防治，钉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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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已缩／j、60％，病人减少到12，224人，下降了74．4％。计划生育，1980

年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5．43‰下降至ilJl7．6‰，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

年的26．78‰下降到9．1‰，群众的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均在逐年提高。

五

邛海、泸山是近郊旅游区，素有“川南胜境”之称。树木葱郁，水面

辽阔，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早在晋代就是以清、。幽、丽、雅闻名的风

景区。唐时始建寺庙，历代续有修茸，后来多被毁坏，+‘现尚存庙宇10余

座，汉唐古柏数株。古人曾将泸山，邛海风光归纳为“泸峰春晓”．．

“碧波朝阳"， “古寺晚钟"、“邛池夜月”、“螺岭积雪”、 “龙行甘

雨”等邛都八景六名胜。1978年辟为公园后，开始修复和扩建，在唐代

建筑“光福寺"内，陈列有全州出土文物；在“蒙段祠”内，集有清雍

正十年(公元1732年)至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西昌地震有关震情

震害的石碑、坊150余通，是全国少有的地震碑群。山下邛海公园，备

有小艇，供游客巡湖之用。附近有航海俱乐部，烈士陵园及医院、招待

所等，是旅游、疗养的极好境地。
二’

县南37公里西溪公社境内，有“仙人洞"，危崖狭径，长达10余公

里。洞中多石钟乳，莹然如玉，叩之有声，或呈宫殿庭院形状，或具山

川人物轮廓。或似花鸟虫鱼，伏灵奔兽，色彩斑斓，姿态万千，令人猎

奇不厌，心旷神怡。洞深处有伏流，使人如闻波啸涛吼，声震心弦。清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有人在洞中竖碑，上刻“幽深奇险”四

字，是“仙人洞"景色的极好概括。

县东南螺髻山，干峰叠翠，万派环宗，山势雄奇，胜境遍布，‘是得

天独厚的自然风景区。山上奇峰峭立，岩穴幽深，松杉翳曰，杜鹃似

海；温泉瀑布，气势磅礴，各色海子，’灿如明珠。气候差异大， “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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