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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盐源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9797 305号文件精神和四川省

地名领导小组《关于编辑市、县地名录的意见》，在凉山州人民政府的

统一部署和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辑的。

本录是一本了解、查找及校核县境内地名的工具书，是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和加强地名科学管理的基础。它将提供给公安、邮电，交

通，旅游，测绘、工商贸易、城镇规划等各部门使用，为政治、经济，

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录共收入了我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地理实

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2233条，重要地名概况59篇，行政区

划图1幅，各类照片21幅。此外，对各类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对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地名，还翻写了彝文，并在备注栏对地名的方位，名称来

源及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录所引用的行政区划数，人口数，均根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资

料汇编数字o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盐源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录为准。

编辑地名录工作是初步尝试，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错漏难免。敬

请读者指正。

盐源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二月

1



霪 ?-一 盐源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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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管辖，更名为贺头旬。元统一西南地区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年)，立盐井管民干户，十七年(公元1280年)，置闰盐州。二十

七年(公元1290年)，改闰盐县，并置柏兴府，隶罗罗蒙庆宣慰司。明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废府置盐井卫。清雍正六年(公元

1728年)，改盐井卫为盐源县。因境内盐井地区产盐，食盐生产已有

2000年的历史，县因此得名。属宁远府。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

隶四川第十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转属西康省，

盐源县属第三行政督察区所辖。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秋，盐源县驻地由

卫城徒今盐井。属西康省西昌地区。一九五五年十月西康省撤销并入四

川省。盐源县仍属西昌地区管辖。一九六四年一月，改置为盐源彝族自

治县。一九七八年，随着西昌地区建制的撤销，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

遂复称盐源县至今o

(二) 自然条件

县境内地质构造复杂。褐皱断裂发育，伴之有多期岩浆活动，基本

上属金沙江褐皱系。由于新构造运动较为明显，大体经历了三次夷平和

五次间歇性抬升，故伴之有断裂的挽近活动及地震。据《盐源县志》记

载：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盐井发生了较大地震。此后，先后发

生了11次有感地震。一九七六年，盐塘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轻度地

震则常年不断。地层除白垩系外，自震旦系至第四系均有出露。主要岩

层有石灰岩、砂岩，页岩、砾岩、板岩．．玄武岩等。主要矿藏有煤，

铁、铜、金、兰石棉、盐卤等17种。尤其铁、煤、盐藏量大，品位高，

具有工业开采价值。

境内地形复杂，是一个以山高、坡陡、谷深、盆地居中为其总特征

的山区县。一般海拔2500--3500米，高山脊为3000--4000米。北部火

山主峰么罗杠子高达4393米。东南角的藤桥河被雅砻江深切军．1060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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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分为两大类型。中部是一个断陷盆地(包括盆地北缘中山部分)，

占全县总面积的15％，海拔2300--2700米，地势平缓，土层深厚，垦殖

历史悠久，以红壤、潮土、褐红壤为主。系本县重要产粮区，宜于发展

苹果。其余四周均为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高山地区，占全县总面积的

85％，海拔2800--4000米。以高山灌丛草甸土、褐红壤为主，农耕地多

布在中山和山间洼地。山区草场宽阔，草质优良，为牧业发展提供了

优越条件。森林资源丰富，是我省重要林区之一。境内主要山脉有柏林

山、火炉山、马扎山。北部火炉山为北北东向的锦屏山之余脉，与扎拉

山、喇嘛山、跑马梁子等条型山地构成盐源典型的山字型构造。主要河

流有盐源河、小金河、平川河、树瓦河汇入雅砻江，雅砻江由北急转向

东，形成与木里、西昌、德昌、米易县t佝天然界限。诸水系的发育受构

造控制而环绕本县。盐源河构成奇特的“X”状向心水系，其支流多具

有源近流少，旱季断流，暴雨陡涨的特点。处县境西北角的泸沽湖，为

典型的高原断陷湖泊，与云南省宁蒗县共辖，湖面海拔2685米，湖水面

积50．8平方公里。

境内地势高差悬殊，气候垂直变化很大，于湿季分明，年温差小，

日温差大。冬春干旱，基本无雨，多风，日照长；夏秋多雨，常发生冰

雹，易出现低温。年平均气温12。C，最冷月(1月)平均5．1。C，最低

温度零下9．7。C，最热月(7月)平均18．1。C，最高温度32．5。C，全年

无霜期201天。年平均桕对温度为60％。年平均降水量735毫米(85％以

上雨量集中在7—9月份降落)。年平均蒸发量2407毫米。最多风向为

西南风，频率14％。

(三) 经济概况

盐源解放前，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解放后各族人民安定团结，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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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济建设有更大的发展。一九八。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达4906万

元，人平212元，比解放初期增长了7倍多。其中农业总产值按现行价

计算为428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工业总产值626万元，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13％。

农业：现有耕地面积574276亩(其中集体耕地480962亩)，占全县

总面积4．2％。人平耕地2。6亩。有水田115809亩，旱地458467亩，分别

占耕地面积的20％和80％。在种植业中以粮为主，除少数干热河谷地区

外，均是一年一熟。常年单产在200多斤。盆地农业区农耕地173881亩，

占耕地30％，以水稻、玉米、小麦为主；高山中山林牧区有耕地295795

亩，以洋芋、玉米，杂粮为主，单产更低。雅砻江河谷地区农耕地104600

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和亚热带经济作物。在粮食作物中，水稻、

玉米、洋芋主要作物均占播种面积20％左右，其产量分别占总产量的

41．8％、21．3％和14．6％。经济作物有白瓜子、向日葵、苹果、花椒、

核桃、油桐等。山区还产药材、木耳，蜂糖。

解放前，盐源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过去刀耕火种时代，广大山

区人民“背水要出村，吃水要瓢分。∥连人畜吃水都非常困难，更谈不

上农田灌溉了。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兴修了水利、水

电工程，先后建成水库60座、山平塘261处，总蓄水量达4130万立方米，

建成梅雨大堰、．“921”大堰、干塘大堰等引水渠1147条，年引水总

量5736万立方米。引蓄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17．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

29．6％。对洪水危害威胁较大的盐源河、树瓦河、岔秋河等修建防洪堤

96道，共长6890米，增强了沿河一带抗洪能力。与此同时，建成水电站

124处，装机容量3810千瓦，年发电量达614万度，其中农村用电量达97

万度。还建成沿海公社堤灌站和棉桠、碧基、大林等严重缺水地区人畜

饮水池61个。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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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抓了改土造田、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生产

方针、发展农机事业等增产措施。全年有各类型拖拉机410台，动力

机械761台，农机总动力21434．8马力，机耕面积17万亩，基本上实现了

加工、运输、脱粒半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一九八O年全年粮

食总产量达到15846万斤，比一九五。年增长1．6倍，人平生产粮食734

斤，超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1121万斤的7％。农副业总收入2157万

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分配收入68．77元。社队企业总产值lOG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4．2％o

林业：贯彻了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大力进行荒山绿化和迹地更

新，飞机造林和入工造林110万亩，盆缘荒山基本绿化，幼树株高现已

2．5—8米，每公顷6000一7000株，是可贵的后继森林资源。全县林业

用地762万亩，占总面积60．7％，木材蓄积量2557万立方米，近十余年

来为国家提供原木约3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34％。目前正组建年产

3000m5000吨的松香厂，今后可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轻化工业原料。

牧业：由于有344万亩草质优良的天然草场，为发展牧业生产提供了

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近年来，又明确了以牧为主和半农半牧的区社，

落实了牧业生产责任制，建设草场，‘育种改良，疫病防治，使牧业生产

发展很快。一九八。年全县各类牲畜存栏数达55．26万头，比一九五。

年纯增3．8倍，平均每年纯增12．5％，人平由0．93头，发展到2．5头。

以牧为主的大林、草坪、香房等公社人平超过4头。生猪亦有大幅度

增长，由解放初期的2．5万头，增长到14．5万头，纯增4．8倍，平均每年

纯增16％。户平由0．97头，发展到2．91头，有12个公社饲养量超过了一

人一猪。一九八。年四大牲畜出栏率14．7％，为国家提供商品畜2．2万

头，其中生猪1．3万头。

盐源盆地具有发展苹果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自一九五九年引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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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来，长势良好。县示范农场一株19年生的金冠，单产高达1558斤。

经20年来的发展，除县办园艺场定植苹果4．8万株，面积3200亩，以“三

红一冠”作外销基地外，盆地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建立了100株以

上的小型园艺场500多个。一九八。年全县产苹果112万斤。一九七八年

以来已进入了广交会，颇受欢迎。苹果生产有着广阔的前景。

盐源白瓜子，是我国传统出口商品，具有双边、光滑、皮薄、子粒

饱满、色泽洁白、外形美观的特点，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很高。在国内

外深受欢迎，远销东南亚，为节日、宴会珍品。二十多年来发展较快。‘

由一九五七年套种面积1597亩，产量1．6万斤，发展到一九八O年套种

面积63500多亩，总产达31万斤。十五年来共出口白瓜子266万斤，为国

家发展外贸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工业：解放前，仅有66条半灶的盐灶房一处，为直桶铁锅直接煎卤

制盐的落后的个体手工业。解放后，工业生产发展较快。现已有州．．县

兴办的盐厂、铁矿、煤矿、农机修造、水泥、砖瓦、松香、森工、电

厂、食品酿造等行业。计有州属厂矿1个，县属全民厂矿12个，集体厂

矿44个。一九八。年，县办工业总产值达626万元。主要工业产品有年

产4000吨的食盐，60000吨的富铁矿，30000吨的煤矿，50000立方米的

木材。

本县的盐岩开采历史悠久，储量丰富。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

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中国，并以元世祖忽必烈钓特使

身份出巡到凉山西昌一带，在《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对盐源产盐

作了专门记述，介绍到全世界。近年来，制盐的半机械化生产代替了手

工操作，建成了年产4000吨的真空制盐车间。现已探明的盐岩厚度540

米，含氯化纳90％以上，生产前景大有可为。

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筹建的平川铁矿，--Jf『,jkQ年八月正式建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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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现已年产铁矿石6万吨，含铁量55％，采剥比例为1：0．8，采掘方‘

便。已探明储量为3500万吨。是全省的小富铁矿山之一。目前平川铁矿

正在进一步调整。今后，扩大平川铁矿年产60万吨的生产能力，是完全

可能实现的。

交通：解放前的盐源，山重水隔，交通闭塞，县境内外，仅凭马帮

驿道进出西昌。150公里途程要走6天时间，经6个码头，16道哨卡。民

间谚语说： “好船难渡打冲河，好马难过小高山”。行路之难如上青天。

1959年西(昌)盐(源)公路通车。继后，又修通了与木里县连接的公路，改

变了盐源交通闭塞的局面。现除沟通区、社、队的驿道和机耕道不计外，

境内公路已有省道1条，计127公里；县道5条，计264公里；专用道3

条，计59公里。全县主要区社，已能通汽车。此外，高山峡谷间修起了

较大型桥梁18座。其中金河大桥横跨雅砻江上，尤为壮观。交通条件的

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的繁荣。邮

电，由解放初期的电报局1个，邮政代办所1个，发展到一九八。年有

县邮电局1个，支局11个，邮政代办所1个。县、区、社之间均通电
!王 ．．⋯
1古o ’¨

商业：解放前，仅有行商小贩入境，用针线布匹等换取当地的土特

产品。解放后，商业开始繁荣，一九八。年，全县有各种商业和饮食服

务机构(包括农村各类商业网点)71个，经营和服务人员508人，商品

零售额达1712万元，比粉碎“四人帮”前的一九七六年净增1094万元，

即增加了1．8倍。生产工具和日用百货的销售、土特产的收购，日益改

变着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四) 文教卫生

教育：解放初期全县仅有小学18所，初中1所，学生635人，教师3R

人。三十多年来，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一九八。年全县有小学435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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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8636人；初中10所，学生6654人，完中4所，学生1‘154入。。教师共迭

1046人，比解放初的一九五O年增加了29倍。此外，州、，县还分别举办

各行业培训班，为各行业培训了众多人才。解放前从未上学读书的少数

民族青少年儿童，沐浴着人民教育事业的阳光，他们之中不少人已受到

高等教育，一批少数民族教师登上了讲台。“刻木记事刀的时代已一去

不复返了。

文化设施：现有电影院、文化馆各1个，公社文化站6个，县新华书

店1个，县城及公社、大队电影放映单位13个。

1951年在卫城修建的为剿匪而壮烈牺牲的烈士陵园，红墙绿树，丰

碑耸立。每逢节假日，人们在这里缅怀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境内

的公母山，深林幽谷，奇峰拔地，挺立如笋，景象奇兀，是群众喜爱的

游览胜地。

卫生。解放前毫无卫生设备，巫师、鬼神愚弄和毒害着山区人民群

众。解放后，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一九八O年，有县、区、社医院(包

括专治麻疯病的康复院)55所，有病床225张，医务人员489人，大队合作

医疗站142个，赤脚医生246人。近年来，还分别对各种流行病进行了普

查，防病治病，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计划生育方面：一九八。年人口出生率比一九七O年下降16．97％o

实行绝育、节育的人数占育龄夫妇的37．4％。有55个家庭领取了独

生子女光荣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一九七。年相比，已由36．1‰降

为19．13‰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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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县城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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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地域辽阔．森林资源丰富．是全省重要林区之

图为飞播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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