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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繁衍。兼之，民族不

同，语种不一，音译变异，致使有的地名用字不当，有的含义不佳，有的名字生僻，有的

翻译不准，有的地图与实地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或错字，或错音，或错名。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中，不少为群众熟悉的地名，由于被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被随意更改，使地名

产生前所未有的混乱。凡此等等，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

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

八一年七月中旬开始至一九八二年八月为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于全

县123个以序数命名的大队，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重新命名。同时以1：5万地形图(1968——1971年版)为

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l，666条。删去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118条，纠正了错

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438条，共计556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

求。

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使地名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

务，我们在全县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纂成《冕宁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

和干部群众的需要。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绘制成1：30万全县地图。标

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概况资料，

辑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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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等地名1，666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部分地名加注了彝族文字，并在备注

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来源及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均为一九八一年的数字，入口、户数和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数

据，为县统计部门一九八一年年报，其余为有关业务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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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冕宁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2



冕．宁县概况

一、概 况

冕宁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北部，东径1 o l。387至102。257，北

纬28。027至29。027之间。东邻越西、喜德，南接西昌、盐源，西连木

里、九龙，北与石棉交界。面积4，420平方公里。辖5个区、2个镇、

47个公社(其中彝族聚居公社26个)、230个大队、1349个生产队。全

县人口242，191人，其中农业人口218，9 13人，非农业人口23，278人。

总人口中汉族17 1，311人，占70．8％，彝族66，900人，占27．5％，藏族

3，654人，占1．5％，还有回：苗、蒙、壮、布依族等民族。

县人民政府驻城厢镇，南距州政府西昌市85公里，地理位置东径

102。107，北纬28。33 7，海拔1，780米。

历史沿革

冕宁县秦汉以前无文字记载可考。据近年来在三分屯和文家屯出

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推断，至迟在四千多年前已有人类生患繁

衍。从一九七五年发掘的三块石大石墓残留纺织物及其他文物判断，

大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公元前475至公元前24年)，这里的居民已进

入农耕社会。至于与中央政权发生关系，则始于秦。公元前285年，秦

蜀郡守张若“取笮及江南地，建郡县，秦亡而罢。"汉武帝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遣司马相如“通西南夷”， “桥孙水以通邛笮"。此

处所指的“邛笮，，即包括了冕宁县。元鼎六年(公元前11 1年)汉置

越鸯郡，下设15县，台登、即在冕宁辖境。东汉仍置台登。蜀汉，两

晋仍之。齐、梁台登废，入越篙僚郡。北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568

年)复设台登县，并为白沙郡治。随大业初废郡，台登入越鸯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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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为月边州，属中都督府。武德元年(公元6 18年)改越崭郡为

嵩州，下属台登县。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后属土蕃。贞元五年

(公元789年)又属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 1年)南诏入裔州，越

年唐徙驾州治台登。公元862年南诏改鸯州为建昌府，徙乌、白二部实

之，以乌部长守台登，后渐盛，自称落兰部或称罗洛。唐末五代冕宁

仍为台登地，北有保塞城属台登，台登属裔州。

宋统一中国后，太祖以玉斧划界，大渡河以南多属大理。冕宁北

部为保塞部人居地，羁糜于宋之黎州，称浪稽州、诺笮州；南部为落

兰部人居地，属大理之建昌府。

元在今凉山地区设置“罗罗司宣慰司，，．，隶属云南行省。居台登

附近的落兰部酋长蒲德遣其侄建蒂内附。建蒂继叛，杀蒲德，自为酋

长，并有渚郡。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抚平之，设千户；十

三年(公元1 276年)升万户，十五年(公元l，278年)．置泸沽县，属

礼州。元初内附之冕宁北部置苏州，隶建昌路。州治拟为今冕宁北部

之宁源公社。

明初仍置泸沽县。洪武二十七年(公元l 394年)废。

武洪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北部仍置苏州卫，属四川都司。二

十五年(公元1392年)废州，升军民指挥使司，改隶四川行都司。二

十七年(公元1，3 94年)改称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移至今城厢镇，

并筑土城。领守卫冕山桥后千户所。

．清雍正六年(公元1 728年)裁卫，设置冕宁县。 “冕宁"因县东

有山如冕和境内有安宁河得名。县治在今城乡镇，属宁远府。

民国后仍置冕宁县，为宁远五属之一，初属建昌道。民国二十四

年(公元1935年)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一九三八年划出靖远

以东归宁东设治局，一九三九年随宁属划归西康省，并于拖乌建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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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政治指导区。一九四五年划出泸宁区置泸宁设治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冕宁于一九五。年三月二

十九日解放，属西昌专区。一九五一年将冕山、靖远两乡以东地区划

归凉山州喜德县。一九五二年撤销泸宁设治局，合盐源县的瓜别区建

立金矿县，县府驻里庄。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撒销，改隶四川省。一九

六。年金矿县撒销，泸宁仍归冕宁，分建泸宁、里庄两个区和泸

’沽、拖乌、巨龙共五个区，城厢、泸沽两个镇，47个公社组成今冕宁

县疆域。一九七九年搬销西昌专区建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

、 二、自然条件

地形：冕宁居横断山脉东侧，大雪山自北而南，入境后分为三列

山系：东小相岭，中牦牛山，西锦屏山，并列向南，地势逐渐降低；

考宁河贯流小相岭与牦牛山之间，雅砻江深切于牦牛山与锦屏山之

间；构成北高南低，三山两水并列相间之势。最高点在北部的则尔山

顶海拔为5，299米，最低点为雅砻江与大水沟交汇处，海拔1，330米，

相对高差3，969米，高低悬殊，起伏极大。按地形特征分为三区：

北部高山原区：即拖乌区，面积l 27 T．8平方公里。有4，ooo米以上

的山峰1 25座，山脊都在3500米至4000米之间，山间谷地略呈小盆地

状，南垭河源的冶勒坝子，安宁河上游的黄家坝，大盐井、曹古脚

坝、苏州坝等谷地属之。雪峰环峙，林海浩瀚，草地广袤，具有高山

原风光。

东南部中山宽谷区：包括城厢，巨龙、泸洁三区，面积l 8 1 9．6平

方公里。相岭山南下分支为马鞍山、伏龙山的山脊降至3000米以下，

其西坡向安宁河倾斜，因新构造的作用，构成一列并行低山；自城厢

的象山南延至巨龙为木梳山，至漫水湾为大菁山，海拔都在2，000米以

下。牦牛山自二脚依西峰以南，山脊下降至3，000米以下，向东分支为



回龙山、黄草梁，笔架山、轿顶山等；与安宁河的相对高差都在5 oo

至1，ooo米之间，分别以坡积、洪积，台阶地、平坝等形式，沿伸至安

宁河岸，构成安宁河河谷平原。本县的耕地、村、镇主要分布于此。

南部高山深谷区：包括泸宁、里庄、两区。面积为l328．6平方公

里，锦屏山险峰突兀，谷壁峻峭，最高峰三堂山海拔4，488米，其下大

水沟口汇雅砻江处，水面海拔l，330米，相对高差3，328米，构成少有

的深山峡谷地势。。

冕宁地处群山之中，基本地形为山地，按垂直划分：海拔3，500米

至4，000米以上的高山占总面积的l 5．9％；1，500米至3，500米的中低

山占总面积的76．3％；散布在l，550米至2，607米的河谷，盆地中射平

地占4．6％；l，330至1，640米的峡谷占3．2％。

地质：冕宁位于“康滇地轴，，北段， “杨子淮地台"与“甘孜地

槽"结合部。按地质结构可分为三带。甲、小相岭地台隆起带，主要

为震旦系“登相营群"浅变质岩系，震旦系中酸系火山岩及花岗岩侵

入体。矿产有铁、钨、锡、铅、锌、水晶、石灰石，滑石，高岭土

等。乙、安宁河裂谷带，系指安宁河和马头山两断裂之间南北向的峡

长地区。裂谷演化具漫长的历史，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形成一

条重要的矿带，钛磁铁矿、石榴石，刚玉带；稀土，放射性矿带；

铜、锌、铅钼及脉型金矿带。丙、锦屏山折皱带，系指雅砻江弯道两

岸地区，主要为上古生界及三迭系区域浅变质岩系，主要矿产有三迭

系绿片岩中脉金及沙金矿带；有色金属矿带；大理石，石灰石矿带

等。

根据历史地震资料统计，冕宁境内曾发生过中强地震多次，近期有

9

有一九一三年小盐井6级地震及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石龙6}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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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值得注意的是，近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与安宁河深断裂交汇部位，

很大可能是孕震和发震的区段；这些部位的泸沽、石龙，小盐井、拖

乌等地，未来可能发生中强及破坏性地震。

气候：冕宁气候类型多，有从亚热带到终年积雪的垂直变化，有

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年温差较小，日温差大等季风高原型气候

特点；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甚分明等低纬度亚热带西段共有的特

点。

按垂直变化分为四个气候带：一、高山寒带，4，ooo米以上的山

脊，山峰，年平均温度O。c以下，阴山全年积雪，冬季雪深可达三

米。’阳山九月积雪，次年四、五月解冻，夏季亦可飞雪。二、亚寒带

山地，海拔2，5 l o米至4，ooo米，平均温度在8。c以下，冬长夏短，

多云雾。三、温带低山河谷区，海拔1 550至2，500米，年平均温度9

～1 5。c。四、亚热带峡谷区，海拔l，330至l，640米，年平均气温

1 7．4。C。

气温：地区差别大，年平均气温，拖乌8．9。c，长年无夏，城厢

14。c，复兴1 4．7。c，里庄l7．4。c。一月均温5．6。c，七月均温2 1。c，

极端最高温度34．8。c，极端最低气温一1 o．7。C，水稻播种期出现低于

1 o。C的低温频率为75％，抽穗扬花期低于l 8。c的低温频率为50％。

降水量：本县降水量北多南少，山谷多，河谷少；蒸发量南大北

小，显现出北部高山拦阻湿风和森林覆盖率高所产生的特征。北部团

结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522毫米。中部城关站为1，083毫米，南部漫

水湾站983毫米，西部泸宁站920毫米。

城厢每年降雨日数为1 30至1 40天，明显的分为干湿二季，雨季开

始时间多年平均为六月一日，结束时间十月二十六日，降雨9 1 2毫米，

占全年降水量的84．4％、最多月降雨量达408毫米。雨季气候特点：
7



日照少，湿度大，日温差小， 多冰雹、雷电，洪、涝灾害集中。干季

开始于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时间长约七个月，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68

毫米，只占年降雨量的15．5％，干季最迟延续到六月二十七日，三年

出现一次春旱。

日照时数：多年平均2，044小时，最多年2，254小时，最少年l，830

小时。

无霜期最少年l98天，最多年252天。

冰雹：冕宁地处康藏高原边缘．河谷南北走向，境内地形复杂，

地面受热不均匀，容易产生上升气流。上空有西南气流从印度洋带来

水气容易形成降冰雹的电雨云，加之海拔高，冰雹下降距离短，着地

机会多，因而降雹频繁，年平均降雹数l 9次。降雹最集中的时段，三

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占年降雹的56％，降雹最多的月份五月，月平均

降雹三天。雹粒最大直径，可靠记录为3．9公分。冰雹多发生在大小春

成熟期及收割季节，危害严重。

三、经济概况‘一、·^‘■_，●’l●，LUo

一九八一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6，384万元，人平262．5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为5，244万元，占82．1％，工业总产值l，l40万元，占

17．9％。金县现有耕地面积30．5万．亩，其中：水田14．9万亩，旱地

1 5．6万亩．农业人口平均有耕地1．3亩。j九八一年粮食种植面积

39．3万亩，总产量18，l 39万斤。是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三倍。单产为

462斤，全县人平有粮食745斤。

农业：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粮食作物有

显著的增长。一九八一年达到历史较高水平。水稻种植14．5万亩，单

产718斤，总产10，536万斤，比一九四九年面积增加20％，单产增长11 o

呖，总产增长l 54％。小麦种植面积为7．25万亩，总产2，201万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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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面积增加1 6．5％，总产增长108倍。玉米比一九四九年面积

增加1．5倍，总产增长19倍。洋芋增产50％。大麦、养子略有增长。

豌豆，葫豆、黄豆、燕麦等大致维持原有水平。高梁、红豆，绿豆等

杂粮则临近消失。

主要增产措施之一是兴修水利。解放后累计建成渠道533处，(灌

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有红旗堰、跃进堰二处)，灌溉面积为147，500

亩；电力提灌站57处，装机3，95l危，灌面12，500亩；水库，山平塘，

喷灌等小型灌溉措施，灌面4，800亩。有效灌溉面积l 6．5万亩。比一九

四九年增加一倍。其次是选用良种：水稻主要推广台北8号系的粳型

稻，现己种植面积达80％。小麦经过五十年代推广2419，六十年代推

广阿波，七十年代推广662，八十年代推广739—3、7 6—4等，不断替

换，全部淘汰了本地品种，有力地克服了品种退化，抗锈力差的弱

点。玉米，近几年来大力推广杂交品种，深受农民欢迎。一九七四年起

推广洋芋实生薯栽培法，对防止薯种退化，增加单产起了重要作用。

其他如多蘖壮秧，合理密植等措施，都起了增产作用。

经济作物以油菜、蚕桑为主，其次是大麻、土烟、甘蔗，花生，

新推广的茶，药材等，尚在试种阶段。
‘

蚕桑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l 522～l 565年)传入我县安宁河地

区，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洪雅人迁入泸宁，从事蚕桑业。以

后逐步发展，到清中叶至民国初年，在安宁河、雅砻江沿岸进入发展

盛期，每年初夏丝会、虫会并称，长期是农村重要副业。民国初年冕

宁盛种鸦片烟，转移了农民栽桑养蚕的精力。加之，军阀混战交通阻

滞，缫大车丝的技术逐步落后于内地丝厂。因而外销减少，价格下

降，生丝生产逐渐衰败，桑园亦趋消失。临解放时、蚕桑生产衰败不

堪，年产丝仅在500担。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蚕桑生产，建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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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缫丝技术，以及引进优良蚕种，推种良桑等。至一九五九年严丝

1，249担，为一九四九年的2．45倍。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O年的“大跃

进刀， “反右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中，毁桑严

重，至一九六九年产茧下降到362担。三中全会以后，蚕桑又恢复了生

机，至一九八一年产茧1，01 o担，全县有桑树400万株、为解放初期的

四倍。

水利资源及开发：冕宁县集雨面积大，植被良好，雨量充沛，水

量丰富．径流变差系数小，含沙量低，落差集中，形成丰富的水能资

．根据县境内四个基本水文站的实测资料及州局编制的径流深等值

线图量算结果，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为478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43．8

万千瓦，占理论蕴藏量的30．1％；其中已开发量42，770千瓦，占可开

发量的2．9％。按流域分区情况如下：

1．安宁河干流，理论蕴藏量为21．1 3万千瓦，可开发量为l 2．1万

千瓦，占理论蕴藏的5 7．3％，已开发量3，700千瓦，占可开发量的3．1

％；流域中的1 o条l 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共有理论蕴藏量25．4万千

瓦，可开发量2．7万千瓦，占理论蕴藏量的lo．6％，已开发320千瓦，

占可开发量的1．2％。 一

’

2．雅砻江干流过境段117公里，理论蕴藏量4l 4．5万千瓦，可开

发量120万千瓦，占理论蕴藏量的29％；两条较大支流的理论蕴藏量

共7．67万千瓦，可开发量为6．8万千瓦，占理论蕴藏量的88．9％，已开

发3．75万千瓦，占可开发量的55％。

3．南垭河，在县境内河段的理论蕴藏量9．8万千瓦，可开发量

为2．18万千瓦，占理论蕴藏量的24．5％。

从资源数量，工程规模及开发的可能性来分级，雅砻江干流为大

型工程，属部管的国家资源；南垭河及安宁河上游的大桥水库为中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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