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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列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

不断发展变化。由于各个时期的变换更替．我县地名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

写’有的含义不好；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认，有的是地图上的地名和实地地名错位，错

字、错名’还有部份重名公社和重名大队。这样，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

了很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1981年6Y]开始，至1982年元月止，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4个序数命名的区，8个重名公社和60个重名大

队，本着名从主人，遵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原

则，重新命名或更名。同时以l：5万地形图(1966年～1969年版)为基础，全县普查地名

1934条，删去不复存在和失去作用的地名22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615条．占原

地图上地名的31．8％。新增大队等地名298条。实际普查成果为1912条。基本上达刭了地名

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

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己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比较细

致，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果资料具有参考的价值。在省，地，州地名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汇编成《马边县地名录》，以满足

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我县地名录的汇编，是我县这次地名普查的成果，是我县从古至今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

的总结，是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部门需要

一个县的完整、准确的地名资料，是国家编全国地名录和地图及地名大辞典等的重要资料，是

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水平的重要档案，是使用地名的依据。今后。单泣和个人在使用马边县地

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l：20万全县地图，标注

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少数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

料共39篇，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付，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

人工建筑等共1912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

等作了简要地说明。还对全部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地名，彝语地名，按其音译转写法进行了

彝文转写。
’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工农业生产方面的。财贸方面的，以及区、公社、大队，生产队

数和户数人口的，均为县统计局1980年统计年报，其余的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马边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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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边县，概、况

(一)概 述

马边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和乐山地区南面的小凉山区。地理位置北纬

28。25'一一29。04'、东径103。147一一103。497之问。东北与屏山县毗邻，南与雷波县连界．

西南与美姑县，西北与峨边县，东北与沐川县相连。东西最宽处58公里，南北最长处60．5公

里，总面积2382．93平方公里。

据1980年统计，全县总人lql43392人，主要是汉、彝、苗等民族，其中：汉族96459人，

占67．3％，彝族45964人，占32．1％，苗族893人，占0．53％，回族28人、壮族3人，共占

O．02％。现辖6个区，1个镇，28个公社，5个衡遭居民委员会和202个大队，1208个生产队。

彝族聚屠的区和公社有：三河口区，大院子区和苏坝区的沙腔，烟峰、袁家溪三个公社。除

砖踅坝区的老河坝公社外．其余各公社都有彝族聚居或散居的大队和生产队。苗族主要聚居于

_『!茭坝区民主公社的大谷溪、小谷溪、瓜瓢埂等处。网族主要屠住于下溪区的雪13山公社．县

人民政府驻地民建镇新建街，北纬28。507、东径103。327，海拔542米。

(二)历史沿革

据《禹贡》记载，马边古为梁州之域。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西南夷"，

置犍为郡．马边属犍为郡南安、焚道二县地。蜀汉时属马湖、新遭二县地。唐宋属马湖部，

隶戎州。北宋英宗二年(公元1065年)在今县城处建赖因寨．寨属为县。元属叙南宣抚司马

湖路沐川长官司。明改马湖路为马沏府。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在赖因乡筑安边城，行政上置同知署，军事上设营伍，称

马边营。“马边"一名由此而始。

马边这一名称的来源含义，昔日说法不一：曰马湖(雷波县黄螂的马沏)之边得名，日

马湖江(即金沙江)之边得名。此两说，从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有失考究，勿能断定。因为马

边这个名称是明朝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在赖因乡(即今县城所在地)筑城置同知署时

开始产生的。而当时马边同知署及其属地直接归马沏r仔管辖，又处马湖府的边远地带，故崇

祯五年(公元1632年)钦差守备四川马边营等处地方体统都指挥张颐南撰文说。 “马边于属

为边徼之末’’，又一说，马边为马澳府安边同知署之辖地。以上两说，其意相似。有马湖府

之边的含义，以此得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废马湖府，马边同知署同时撤销，留马边营及新乡镇归屏山县

管辖，隶叙州府。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将马边从屏山县划出，置马边厅，设通判，



直隶叙州府。

民国三年(公元191 4年)改马边厅为马边县，归赢定府管辖。民国二十四年(公元

1935年)属四川省笫五行政督察区(即乐lIl专区)。

1949年12月16N，由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川西南军区游击队马边纵队摧毁了国民党县政

权，和平解放了马边，成立临时人民政r苻。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马边，正式建

立了马边县人民政府，由川南行政公署任命张绍先为县长，受乐山专区领孕。3月，土匪武

装暴乱，经上级指示，马边党，攻，。军机关向乐山、犍为作战略上的暂时撤退。8月，彻底

消灭了土匪武装，马边县人民政府返网马边全面开展工作。

1955年底，马边县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由乐：U专区代管至今。’’

解放后，马边部份区，社(乡)予属有些变化：’永红公社(乡)原属屏lll县辖地；1954年

划交马边县大院子区管辖I原属沭川县的荣丁，光荣、群众、三和、平等、石梁6乡，1955年底

划归马边县的一区(即今张坝区)和五区(即今下溪区)管辖；马边原辖的瓦侯区及其下属

， 的5个乡，于195 8年划交洪溪县，后又随洪溪县并入美姑县；1970年，平等公社又从马边县

划j!：j{，归峨边县管辖。
’ -

，

’

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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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自 然条 件．．．⋯‘ 。．

J‘。 ¨'’‘'l_’ ，

i
．

；

，’马边地处小凉山区，属四JIl盆地西南边缘与云贵高原地带的横断山昧。地势四高东低，

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峰峦叠嶂，山势险峻，切割甚烈，沟深谷獬，平坝甚少。全境呈高，

中、低山及河谷冲积地貌，有大小山峰1985个。县内海拔1700一一4042米的著名山峰有横梁

山，大红岩、黄茅埂、大风顶，鸡公山，药子山、大花埂等。主要山峰雄踞四壁：东为横梁

山、五指山，南为茶条山，西为黄茅埂、鸡公山，：陀为药子山、大花埂。七座大Ⅲ构成县的

界山。境内最高处为黄茅埂主峰大风顶海拔40 42米，最低处为石粱公社雷打石海拔448米，

相对高差3594米。全县可分三个地貌区：海拔在15 oo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区： 占总面积的

12．68,04；海拔在1500---3500米的中山区，占总面积的82．62％，海拔在3500米以上的高山

区，占总面积的1．06％。

‘马边河为县内最大河流，发源于大、小凉山分界的黄茅埂山脉东麓，其源名瓦侯河，于马边

县城西南22公面处河口与大院子河汇合，由西南至东北纵贯全县，将本县分为西北、东南两

大地域，然后向东注入岷江。全县大、小溪涧河流226条，呈羽状分布，除中都河(昔称黑水

河)，马脑河注入金沙江外，≥乓余汇入马边河。水利、动力资源丰富，宜灌、宜渔，宜电。

马边地处低纬度，以亚热带季风性气侯为主。低山河谷地区，全年平均日照为92 6．8小

时，仅占可照时数的22％，是全国少日照区之一。年均气温为16．9。C，‘1月平均气温为

7．3。C，7月平均气温为25．5。C。极端最高气温为一一4。C。无霜平均为320天。年降雪日

4．8天。年降水量1093毫米，但在时空上分布不均，西南部大于东北部，夏秋季更大于冬春

季，具有冬干，春早，夏涝的特点。由于县内地势高溉悬殊较大，呈明显的立体型气候：‘夏

凉多寒高山多雨区，宜林，宜牧，温凉湿润半山区，’宜茶、药、果、杂’温热湿润河谷区，

宜农j。这种多样性立体型气候，为全面发展农、林、牧、付、渔、茶，药、，果、杂提供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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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孵自然条件。县内妻要灾害性天气有低温，绵阿，大风、千早、暴雨、冰雹，雷击等，优

以低温，t暴雨：秋绵雨：‘大风较为严重，给农业生产带来不稳定性。： +， ?、一!。

地质构造属于断裂、褶雏为主的宽阔破碎带，具有发生中强地震的条件。继i936年发生

6．75级强烈地震后j 197-i年又发生了5．8铲韵破坏性地震，是国家对地震活动的重点监视区

之。。4，．f -。：，i_’‘?“JI。～， ，“ ，’ ·；’

。

．

一

：～j地层厚度为35000045000米。主要地层为二迭系、，三迭系、自垩系的沙岩，灰岩及页岩。。

矿藏资源较多：有锕、j铁、铝、铅i’锰、铝等金属矿；有磷和重晶石、云石．’白云石等非金

属矿；部份地方还有自煤分布o“其中，尤以磷矿的储量为大．远景储量24亿吨0 4：：

全县总面积3574395亩，其中：农耕地占12．5％j森林覆盖面积占47．66％，草山、草坡

占25．79％，水面占0．95％，其它占13．1％；土壤以黄壤、．棕壤为主。’ ．c
7 ’一

’一县境内共有森林覆盖面积1697820亩，活立木积蓄量1986．18万立方米。所产木材，畅销

省内各地，甚趸远销省外。由于境内河谷受岷江和金沙江及!王j地由下而上高度的影响，形成

。了大面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温带、寒带的针叶林及灌丛和高山草甸。本县与峨边、雷波：

县相连的森林区，为我国面积较大，保护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景观的地区。

野生动物丰富，属国家保护的动物类别是：一类有大熊猫、羚羊、鬣羚，二类有小熊猫、

水獭，岩羊、虎、血雅、绿尾红雉、灰斑角雉；三类有斑羚，金猫、云豹，猕猴，穿山甲，

毛冠鹿，林麝i·水鹿、‘红腹锦鸡。。1975年国务院批准设置了专门管理机构，．、建立了：马边大风

顶自然保护区：!?：，一‘j．：～ 。’．ji．
’

’

_．‘． ’．一．：“ ’一．，’：：；
’

土产资源聿富，各区，1公社都产茶叶，其中司芰坝区的“日芟茶舻尤为著名j从前曾．作过

“贡品黟。全县现有茶园t700余亩，年产粗细茶叶9000多担，笋干为本县传统土产一肉，质

淳：憾脆的i璺白鸡池笋"：比较有名：．蘑芋、木耳、五槽子、丫板蒜0核桃、酸梅、：；土漆等出产
均多。中药材十分丰富，药用植物180种，其中珍贵药材有朱砂连、黄连，天麻。虫草：、：辛

荑花等。‘珍贵的动物中药材有麝香，，虎骨，熊胆、瞻蛇、水獭肝等。在海拔800一,V500米之间

的低山地带，．广产露申华猕猴桃≯l被誉为佳品。 ， ¨：：．t”。．”j．‘一：：j·，÷；-：蠢一

i：·；‘马边河及主要支流≯鱼产丰富，’’似细鳞鱼为主0其中珍稀鱼类有大鲵(娃娃鱼)·近年

来支援外贸，外事工作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口．7：’+‘!

净■■：’：i；。 ，o：一 ：j j、一 ，

‘’

一
． 0．。：’ji∥‘：·．；¨．

，'+；：．t．1， ：f。，． ．·

-

。

，f f，．．。⋯

：：≥?’‘。一：’’_-，：．7；’．(四)经济，概况’． j：。，．：I一1：：?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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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县现有耕地252671宙，其中早地224205亩，占84．74％。粮食生产以玉米：水稻

为主，其次足小麦，豆类、薯类，，养子。经济作物有茶叶、油料，蚕桑，中药材、甘蔗，果

树，土菸等。家禽家畜饲养有猪，’牛j。羊i鸡、鸭、鹅。解放前，生产落后，耕作粗放，粮食

严重不足。解放后，改革生产制度，改进耕作方法，农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变。1980年同

i949年相比：先后兴修小型渠埝970条，山平塘120日，有效灌概面积由两万亩增加到5．4万亩，

水力发电从无到有，现有小型水力发电站123座，‘装机容量2540千瓦，每个公社都有电站。

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半数以上的农户都用电灯照明；粮食总产量由2710万斤增加到8826．01万

斥，增长7"3．26倍；生猪年底存栏数由27334头增加列75 367头，增长了1．79倍，牛年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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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数由5900头增加列15752头，增长了l·16倍；

T4．13倍，茶叶产量由1s50担增加到9300担，

总产值为111．05万元。’

羊年底存栏数由11850只增加刭60874只，增长

增长了4倍。全县社，队企业有133个，1980年

工业。解放前，只有少数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小型地方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现有水力

发电，农机修造、粮油加工，小水泥，小煤窑、造纸印刷、伐木、木材加工等地方工业企业．

本县生产的水轮机、打米机，粉碎机、印刷机，除供应县内需要外，还外销宜宾，乐山，雅

安、凉山等地。1980年．工业总产笸为543．87万元，比1949年增长27倍。

交通：解放前，县内没有公路，交通闭塞，物资交流全靠人力肩挑背驮。解放后，先后

修通了马边连接沐川的公路和县城通往司芰坝区，苏坝区、三河口区，下溪区的公路，县内通

车里程138公里。全县已有5个区，13个公社通汽车。 ， √

商业：解放以来，我县商业有了很大发展，现有商业网点215个，1980年购销总额为1911万

元，比1919年的15．9万元增长119倍。财政收入，1980年为136．5万元，比1950年的7．79万元

增‘g；16．5倍。1
’

+。

．’
，

，(五)文教卫生
-_

，

+‘教育事业方面；1949年全县只有23所小学，学生1400余人，初中1所，学生80余人，

中小学教职工77人，绝大多数适龄儿童不能入学。解放以来，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现共有

小学361所，在校学生18863人，教师630人，初中2所、完中5所。计有在校高，初中学生

4037人，教职1210人，县教师进修学校l所，教职123人，城乡幼儿园5所，入园幼儿

600余人。1981年同1949年相比l学校所数增14．38倍，教职工增长了lO．42倍，在校学生增长

T14．50倍。
：

’ 一

文化事业方面：解放前，马边文化事业极其落后。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现有电影公司

和9个县，社电影放映队，有县文化馆，县新华书店和21个图书发行网点，每个公社都建立

了有线广播站，形成了以县站为中心的有线广播网，近年来。电视事业发展较快，城乡均可

就地收看电视。

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马边医药条件极差，城乡群众就医困难。解放后，医药卫生事

业迅速发展，全县现已有县，区，社医药卫生单位3 4个，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麻疯病防治

站各l所，共有医药卫生人员403人，病床238张，另外还有73个大队医疗站。医疗卫生人

员73人。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群众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 一．

． 。⋯ j． (六)革’命纪念地 ．

为了纪念解放马边和平息反动彝族奴隶主判乱而英勇牺牲的烈士，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

伟绩，1956年，马边县人民委员会在县城南较场坝建成“烈士墓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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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盼’自然条件。‘其内童要灾害件天气有低温、绵阿、大风、’干旱，’暴雨，冰雹：雷击等，‘优

以低温，r暴雨?秋绵雨y大风较为严重，’给农业生产带来不稳定性。” ： ?

地质构造属于断裂、褶雏为主的宽阔破碎带，具有发生中强地震的条件，继1936年发生

8：穸5级强烈地震后，‘1971擘又发生75：8铲的破坏性地震，是国家对地震活动的重点监视区
之二≥’ 一：∥i一，o，r’，：．‘’。⋯。

。 ；’．，．一
．

-。?，地层厚度为35000～45000米。主要地层为二迭系，．兰迭系j白垩系的沙岩、灰岩及页岩。

矿藏资源较多：有铜j一铁、、铝i’铅：’锰、铝等金属矿；有磷和重晶石、云石、自云石等非金

属矿；部份地方还有自煤分布。其中，尤以磷矿的储量为大．远景储量24亿吨。’．．．4一

·一：逢县总面积357通395亩，·其中；农耕地占12．5％j森林覆盖面积占47．66％，’草山：草坡

占25．79％，水面占0．95％，其它占13．1％。‘土壤以黄壤、。棕壤为主： 。

。‘
，

⋯县境内共有森林覆盖面积1697820亩，活立木积蓄量1986．18万立方米。所产木材，畅销

省内各地，‘。甚至遗销省外。由于境内河谷受岷汪和金沙江及l卫地由下而上高度的影响l形成

了大面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温带，寒带的针叶林及灌丛和高山荜甸。本县与峨边j雷波=

县相连的森林区，为我国面积较大、保护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景观的地区。

野生动物丰富，属国家保护的动物类别是：一类有大熊猫、羚羊、鬣羚，二类有小熊猫、

水獭、岩羊、虎，血雉，绿尾红雉、灰斑角雉，兰类有斑羚，金猫，云豹、猕猴、穿山甲、

毛冠鹿，林麝鼍．水鹿、。红睃锦鸡。1975年国务院批准设置了专门管理机构，：?建立了马边大风

顶自然保护区o，■F．‘哮“_” ：¨：i，， j‘．
’ ·。

+··7覃÷，：-．，，。?

土产资源串富，各区、公社都产茶叶，；其中可茭坝区的“日乏茶黟尤为著名i一从前曾作过

，“贡品黟；、全县现有茶园1700余亩；年产粗细茶#9000多担。笋干为本县传统土产气’肉一质

厚、娥脆缒j擘自鸡池笋班．比较有名o．蘑芋百7木耳，五碚子，板栗，；核桃、酸梅j士漆等出产
均多。中药材十分丰富，药用植物180种，其中珍贵药材有朱砂连，黄连、天麻。：虫草～辛

黄花等。珍贵的动物中药材有麝香，虎哥，熊腿，瞻蛇、水獭肝等。在海拔800_1600米之间

的低由地带。：广产露中华猕猴桃黟，：被誉为佳品。． 1，一：‘， ．一’j；一一。j：专 !。

j jj马边河及主要支流，鱼产丰富，、以细鳞鱼为主。其中珍稀鱼类有大鲵(娃娃鱼>，·近年

来支援外贸、外事工作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q÷。．靠一．。

j■oi、4：。0，=’：'“·’“．r。^ ’：4，(四)经‘济概况⋯一1_-’～：·j‘0‘：’4
．．：一；．，jf：．÷f。，，·?一“。 =-， ?：‘：’ 。

’‘

J‘”i’7一。 ¨
，：?

：‘一
：

J。’-．
； ．! ·： ’一 · ．_ ·

农业；全县现有耕地252671亩，其中毕地224205亩，占84．74％。粮食生产以玉米，水稻

为主，其次屉小麦、豆类、薯类，。荞子。经济作物有茶叶，油料，蚕桑，中药材、甘蔗，果

树，土菸等。家禽家畜饲养有猪、牛，i，羊，‘鸡、鸭、鹅。’解放前，生产落后，耕作粗放，粮食

严重不足。解放后，改革生产制度，改进耕作方法，农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变。1980年同

1．94§年相比’：‘‘-先后兴修小型渠埝970条，山平塘120口，有效灌概面积由两万亩增加到5．4万亩；

水力发电从无到有，现有小型水力发电站123座：、装机容量2540千瓦，每个公社都有电站，

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半数以上的农户都用电灯照明；粮食总产量由2710万斤增加到8826．01万

斤，增长T3．26倍，生猪年底存栏数由27334头增加到75367头，增长了1．79倍，牛年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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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方面。1949年全县只有23所小学，学生1400余人，初中l所，学生80余人，

中小学教职T-77人，绝大多数适龄儿童不能入学。解放以来，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现共有

小学361所，在校学生18863人，教师630人，初中2所、完中5所，计有在校高，初中学生

4037A，教职"1"-210人，县教师进修学校l所，教职工23人，城乡幼儿园5所，入园幼儿

600余人。1981年同1949年相比l学校所数增14．38倍，教职工增长了10．42倍，在校学生增长，

了14．50倍。

文化事业方面。解放前，马边文化事业极其落后。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现有电影公司

和9个县，社电影放映队，有县文化馆，县新华书店和21个图书发行网点；每个公社都建立

?有线广播站，形成了以县站为中心的有线广播网，近年来。电视事业发展较快，城乡均可

就地l孜看电视。

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马边医药条件极差，城乡群众就医困难。解放后，医药卫生事。

业迅速发展，全县现已有县，区，社医药卫生单位34个，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麻疯病防治

站各l所，共有医药卫生人员403人，病床238张，另外还有73个大队医疗站．医疗卫生人

员73人。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群众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 (六)革命纪念地。
●

为了纪念解放马边和平息反动彝族奴隶主判乱面英勇牺牲的烈士．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

伟绩，1956年，马边县人民委员会在县城南较场坝建成“烈士墓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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