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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

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

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地名

准，名不符实，也有的是地图上

社后，大部分生产大队以序数命

名，搞地名‘‘一片红，，，使地名

活，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C1979)30

下旬开始，至1982年1月止，以

县11个重名或错字错音的公社，

能反映出地理特征以及适应社会

万地形图(1967—1968年版)为

用的地名83条。纠正了错位，错

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果，进行了反复补充、修改，核对，经省、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它与整个社会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地名普查工作是解放以来的首次，加之我县属新建县，无

县志可考，对历史沿革部分进行了多次调查和修改，两次经州审定，其他各项工作也比较深

入、细致，资料符合要求，基本做到了“准确、齐全、一致，清楚’’的要求，是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的基础材料，基本上可提供国家使用。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将全县普查的四项成果汇编成《布拖县地名录>，为四化

建设和提供有关单位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6万的全县地名图，标注

(1 )

U



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重点自然村名，收集了地名普查成果中形成各种概况共

62篇；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

筑等地名共1073条。对每条地名进行了彝，汉文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
● ～

含义等也作了简要说明。 ’· ’．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均I敖1980年县统计局的年报为准，人口数为公

安局1980年统计年报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数在普查中，I以1980年底数为准，其余有关

数据为业务部门所提供。
1‘

今后，各单位和个人使用布拖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2)

布拖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



一-’．一布．1拖．县 概：．况 ～：．．一。

： ．’ j．

．’

布拖县位于凉山州的东部，地处北纬27。167--270557，东经102043，7，

--1030037，县城海拔2460米，总面积1688平方公里。北与昭觉相邻，～

从西至南以乌科、吉留秀梁子为分水岭，与普格，宁南交界，东南以西÷

溪河‘‘金沙江为界，与金阳县，云南省巧家县大寨公社隔江相望。，因地!

处布特甲谷故名布拖县，县治在特木里。境内从西北向东南形成倾斜‘

面，山脉纵横，小溪交错，2既有3891米的崇山峻岭，也有540米的深沟

河谷，’80％的起伏山地，海拔高度均在2000米以上，地势较平的有布，‘

拖、西溪河、拖觉三个坝子。县辖布拖，拖觉、交际河、西溪河、衣某

等五个区，40个人民公社，187个大队，1257个生产队。’1980年底全县

共有25933个农业户；总人口115407人，I：[',1957年增长50．3％。其中。卜

农业人口107035人，占92．7％，比1957年增长39．4％，非农业人口8372

人，占7．2％。布拖历为彝族聚居区，彝族105447人，占91．5％，汉族

占8．3％，苗，回，藏、’番、壮等民族占0．2％。 ·r i t．

，。 ．．，，， 历 史沿革

’布拖县古称基那布特， “布"是指刺猬，‘“特哆是松树。相传很久

以前一个名蚪阿基拉波的黑彝率领阿基部族翻山越岭来到有刺猬的松树

坝子居住，。故称。“基那布特"。i又因地势平坦，亦名布特甲谷o『宣统元

年，地属西昌管辖，遂为布拖，沿用至今。 (注一) i

．。：‘jj’

布拖昔为土司属地，‘是大凉山彝族聚居的腹心部分，历史悠久。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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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两汉时期到公元479年至550年的齐梁时代，

布拖，昭觉，金阳、美姑地属越西郡管辖。公元618年至959年唐代到公

元1271年至1367年元朝时期，布拖均系阿都部地管辖。在元朝时候称布

拖为里州，州治设在特木里。’(注二)明代时期布拖属碧合(今昭觉所

辖)。明朝末年战争四起，安学成(首任县长)的16代祖先安坤带兵百万

在滇，黔，川一带与吴三桂打仗，安坤被打败后，逃进凉山，入赘沙马

家，沙马家在明朝时为凉山较大的土司，安坤入赘后，继承了沙马家的

官爵和产业，统治地区很广，有瓦岗、美姑，昭觉、布拖和金阳、普格

等县的部分地区，都属于沙马家管辖，土司衙门设在古尼拉达(-4-昭觉

县境内)o 。
、·

安家从清朝以来，一直世袭沙马土司，后来又继承了都家土司。清

朝初年改土归流，在乾隆30年(即公元1765年)，御封凉山四大土司

(即安家、阿都正、阿都付、杨家)，都家管辖的地区有普格县，布拖

县和金阳县部分地区，土司衙门设西洛(今普格县西洛区)，从末末乌

乌起到解放时安家止，沙马家和都家各传了七代。 (注三)

宣统元年(即1909年)，布拖隶属西昌管辖，东抵龙头山，与雷波接

界，县属普格之北，遂于布拖坝与昭觉接界。宣统3年(即1911年)昭觉

设县，布拖属昭觉所辖，管到阿米山梁及布拖坝以东数百里之地o(注四)

解放前布拖坝四周住了出名的内外八支，亦有19个家支，一千多

户。都家土司占有的土地以普格为最多，布拖只有坝子。布拖坝尤以吉

狄家势力较强，因此地气候高寒，土地贫瘠，农业产量低劣，历代统治

者向称不毛之地，因而此地保持着一定的氏族关系。1936年都帝成土司

被国民党杀害后，由沙马土司安树德继承都家，后由安学成继承安树德

直至解放o(it五)
。

根根阿木阿古叙述：大约三百年前，在布拖坝子上，组织了以赤黑

(4)

q，¨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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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安家，锅庄娃子的反对压迫和携卖自己的子女的斗争。从这以

后，大规模的奴隶暴动虽未发生过，可是分散、自发的奴隶反抗斗争仍

有发生。(注六)

解放后，1953年初建立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布拖办事

处，1955年成立布拖县人民委员会，随同西康省并人四川省，1959年并

入普格县，县治设布拖，1962年与普格分县，仍为布拖县至今。

二， 自然条件

布拖地处川滇边区大凉山上，属云贵高原的北面。县境内山脉纵

横，小溪交错，主要山脉有乌科，吉留秀，阿布测鲁，日补够物等四大

山梁。最高峰阿布测鲁山，海拔3891米，西溪河，泥洛依达(泥姑河)与

金沙江汇合处，海拔最低，仅有540米。在地质构造上，属雷马，安宁

河大断裂带之间，地处四开，’布拖至宁南的断裂带上，地震烈度为八度

区，布拖为破碎的陷落盆地。地质层较为复杂，地层以第四系为主，计

有：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石碳二迭系，兰迭系

及侏罗系等。矿产有褐煤、有烟煤、无烟煤，黄铁矿，赤铁矿，铅矿，

磷矿等，尤以铅矿特别丰富，金属储量在20万吨以上。建筑材料有砂

岩，石灰岩，石膏，白云岩等∥本县地形复杂，其中海拔2500米以上高

寒山区约占55％，2000至[2500米地区约占34％，1500至2000米约占8％，

1500米以下的深沟河谷地区约占3％。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有利

于农，林，牧，副多种经营的发展。全县现有森林面积499967亩(其中

原有森林27万亩，人工造林和飞播林22万多亩)，森林覆盖度19．7％，

蓄材量138万立方米，有杉，桦，山白果等优质木材。较集中的林区有

拉达、吉留秀、浪珠、地洛等地。

全县地形以中山和山原为主，中山分布在交际河与泥洛依达(泥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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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间以及与宁南县接界地带。山原顶面开阔平缓；丘陵残山多呈浑

园状，起伏不大，相对高差500—600米，沟溪蜿蜒，水草丰茂，有利于

畜牧业的发展。现有草场面积108万亩左右，牧地较成片的有乌科、乐

安、觉撒，洛古，包谷坪、瓦都等地。全县耕地23．5万亩，．布拖、拖

觉二西溪河三坝总面积130余平方公里，是重要的农业区。土壤类型以

山地黄壤土为主，兼有山地草甸土、紫色士，燥红土等约占70％以上。

有机质含量低呈酸性，氮、磷、钾三要素缺乏，需注意改良利用。沿交

际河，西溪河，金沙江一带为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主产地。高山面积不

大，山峦峻峭。，森林茂密，集中分布在与普格县接壤的吉留秀一带。

河流属金沙江水系，西溪河从昭觉入境南流。，成为与金阳县的天然分

界，过境约80公里，交际河流长约40公里，境内还有吉额依达河、泥洛

依达(泥姑河)，日沟依达等。金沙江仅有19公里河道绕过东南边境。

这些河流具有落差大，流速快，流量随季节变化大的特点，水力资源较

为丰富，。可供开发的水力资源约630万千瓦．(不包括金沙江)0目前县内

已有小型水力发电站60座，总装机容量共1858千瓦o 1980年底有沟渠，

堰共164条，灌溉面积15900亩(其中灌溉200亩以上的沟渠堰有12条，

·流长84．5公里，5．4个流量，’灌溉面积8609亩)．o ， 一，(．

．． 布拖属大陆性高原气候，气候分布呈立体型，根据农业气候区划分

为：：I金河于热气候，低山河谷气候、半山温湿气候．、半山冷湿气侯、．高

!山潮湿气候等五个类型。布拖的气候规律是：冬千、春旱、夏涝孓秋

雨，雨量集中，分布不均，、干湿季节明显的特点。年平均降雨量都集中

在5至10月份o_年平均温度10．1度，1月平均温度1．3度，7月平均温度

‘17．3度，历年最高温度30．3度，’年最低温度零下25．2度，无霜i期平均

189天，年El照时数1971tJ',时，年平均相对湿度75．％，年平均蒸发量1752

毫米，年平均风速2．1米／秒。自然灾害频繁，常见的有低温、绵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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雹、干旱，霜冻等灾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2

三、 经济概况
‘

、· · ，-

，，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国民经济调整，全县工农业生产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116．59万元。现分述如下i

农业：现有耕地面积23．5049万亩(按农业人口平均2．2亩)，．其

中：土231，614亩，田3435亩。粮食作物以洋芋、玉米、荞子三大作物

为主，占粮食总产的85％，其次有水稻、燕麦、小麦以及其它杂粮。多

种经营项目较多，前景广阔。经济作物有甜菜、黄豆，花生_甘蔗、．芝

麻．．大麻，海椒、土烟等。水果有苹果、柑桔、梨子等，布拖“红苹’’在

港澳市场曾受外商欢迎。中药材品种甚多，计有：附子、半夏，．贝母、

天麻、当归等，近年来还试种了云南三七和东北人参。经济林木和林副

产品种类繁多，诸如油桐，生漆，黄连素，香樟油，蜡虫，花椒．．五倍

子，黑木耳等。畜牧业主要有猪、牛卜羊、马四种牲畜。民改后，在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改田改土45063

．亩，改造低产地7885亩，新修沟渠堰引水总量达746万立方米，排涝面

积9300亩，治理河道约20公里。近几年来，由于认真贯彻山区生产方

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狠抓良种推广，改进栽培技术，增

施磷肥，实行科学种田，加强植物保护，提高复种指数等生产措施，．使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o 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达7350万斤，ELl957年

，2659万斤，增长1．76倍，人平产粮687斤，人平分粮514斤。1980年农业

总产值1847万元(其中：农业1145万元，林业28万元，牧业418万元，副业

256万元)，’}L1957年456万元增长2．5倍，社员人平分配收入69．21元。

1980年末猪、牛、羊、马四种牲畜共有212816头(其中：牛17863头，山

羊45967只，绵羊92078只，猪54375头，马2529匹，骡，驴4匹)，比195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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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2．1倍。全县以牧为主的公社10个，大队31个，生产队276个。r，

工业交通：民改前县内没有工厂，仅有个体小手工业者。民改后工业

发展较快，现有机制甜菜糖厂，铅矿、电厂、农机厂，皮革厂，五金修

配：厂～缝纫、建筑、粮油加工、食品酿造，药材加工等。企业数由195。

年的一个上升蛰J1980年的11个，增长10倍。其中：州县合办厂矿1个，

集体企业5个。布拖民族皮革厂的皮鞋远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

地o 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205．41万元，比1957年增长683．7倍o 1980年

工业年产量：铁矿石481吨，铅矿石6286吨，发电量400万度，食糖468

吨，原煤1974吨，黄金O．5公斤。制革61297张，其中：牛皮16619张，

山羊皮27931张，绵羊皮16747张。酿酒92吨。电话线总长度由1957年的

148公里，上升盈j1980年的609公里，增长3．11倍，农村线路从无到有，

现有通话区，社53条线路，总长度362对公里。

民改前县内交通闭塞，只有几条通向各区的崎岖驿道，运输十分困

难6民改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山区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公路交通事业。1958年修起了州到县的公路，

1972年实现了区区通车。1980年全县通车里程349公里，40个公社已通

车34个，占85％o 1980年底全县共有汽车80辆，拖拉机150台，机耕道

50余公里，并建立了县汽车队和专业运输队。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促进

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o ；．；i 一一

，财政贸易：民改前全县无一座商店，商品靠人背马驮，人们的基本

生活用品，采取以物易物交换，‘原始的贸易束博了经济的发展。民改

后，商业贸易发展迅速，现在建起了贸易、食品、土产、农资、石油，

糖烟酒、蔬菜、饮食服务等八个公司，五个区营业部，22个购销组，19

个代销店，共有商业人员638人o 1980年商品零售总额达至1]914．18万元，

比1957年的165．9万元增长4．5倍。财政收入由1957年9．1万元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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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50．79万元，增长4．6倍，工商税收由1957年的4．6万元，上升

至4j1980年的57．48万元，增长11．5倍。

四， 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1957年全县仅有小学2所，在校学生125人。1965年建立

中学1所，在校学生96人。1980年小学发展到182所，在校学生12819人，

1：L1957年增长101．6倍，学龄儿童率达76．8％，中学发展N3所，其中：

完中1所，初中2所，在校学生2423人，比1965年增长24．2倍。教师由

1957年的4人，上升到1980年的1052人，增长262倍。县内还有州办中等

师范学校1所，1980年在校学生750人，建校以来毕业生达1230人，为凉

山地区培养了教师，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化事业：1980年全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县电影公司、县广播

站等。有电视差转台2座。1980年底全县已有区、公社电影放映队8个，

区文化站1个，区广播站4个，公社广播站8个。体育事业也有较大的发

展，县上有业余体校l所，设有灯光球场、田径场各1个。

卫生事业：民改前无一所医院，1957年仅有县医院l所，病床15张，

医务人员27人，其中彝族6人。1980年县，区，公社医院已发展到46所，

比1957年增长45倍；病床262张，E?,1957年增)J1]247张，医务人员333人，

其中彝族126入，[#,1957年增长11．3倍。此外，还有卫生防疫站、县妇

幼保健站、皮防站等。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79年的26．64‰下降到19．67‰o

(本文引用数据摘自1980年报和收集1980年各业务部门综合而

来)。。



(注一)据《西昌县志》第一卷记载，“遂于布拖"。李仕安查看

《西昌县志》后，手抄本一书，关于布拖名称的介绍， “基那布特”，

“布特甲谷”都是布拖的名称。彝族人民世代相传，故无异议，遂为布

拖o

(注二)据《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各县沿革简表)和

《罗罗斯史料辑考》(古今地名对照表)两书记载，从两汉时期开始，

经三国，两晋，宋(刘、宋)时期，布拖均属越西郡管辖，布拖为阿都

部地。两宋到元朝时期属大理沙麻部地所辖，元朝时候称布拖为里州，

布拖属阿都部地。此段经历朝代较多，仅以两书记载为据，尚待进一步

考证o

(注三)据《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及布拖县首任县长安学

成在建县时的报告记录，明代时期布拖属碧舍所辖(今昭觉县)，布拖

为沙马土司部地。安坤入赘后，多数书提的安坤入赘，有的提安岗，有

分歧，待考。从明朝末到1935年，安家一直世袭沙马土司，1936年都家

土司被杀后，又继承了都家土司的产业和官爵，直到解放前为止。此朝

人在，亦有记录，无大疑。

(注四)据《西昌县志》第一卷记载。

(注五)据全国人大常委驻布拖调查组1958年记录。

(注六)据《凉山彝族社会的飞跃》，《凉山奴隶社会》两书的叙

述，以及彝族人民世传，赤黑的反抗斗争其事无疑。



现 名 汉语拼音 民族文宇

布拖县

布拖

普提上街

普提下街

特觉上街

特觉下街

嘎子路

Bttttto XiAn 五羽撑

Bfttuo 工萄

Pctti Sh／mgjie 且卓jIf￡

PntI Xiajie 且{!撑$

Tejtte Shangjie弭#JIf$

Tejue Xiajtte 越#撑$

Gazi La 鬈黎国

以前一

特．后

原称基

所，特

意为解

意为解

意为松

南．

意为松

北．

意为中

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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