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n一*“2，?婶桫““鞭“翟1⋯。妊“
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二。五

金霸杆《!晰t{哂妙t

017021

一—————cr一

絮喀《融t惫嗨霸艘赙畸啼错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
SICHUANSHENGABAZANGZUZIZHIZHOU

壤塘县地名录
RANGTANG×IANDlMINGLU

壤塘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莲偻足蹬瓣露*墼r『l蛏



县级机关力’八人

搂一f}j

行精神文明的日益发展，壤塘县文化事业不錾况程

H加深受人民欢迎的县文化瞎一角。

誓断

儡；|iii肾|InF P黧
_
黧

儡r；一”r霉。霉， 嘲
■，

m
·广·，量、一·’戛一·3l I

—一 州．、．．．I一．．1甑群咖



参加草地磷rj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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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人工培植天然牛黄试验获得成功。图为箭牧

师周开文等科研人员进行取黄手术。

代藏族医务人n往茁壮成长。旧为县防疫站藏族版生在进行化验。



河曲畔的村寨和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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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我县系藏族聚居

区。解放前一无建制，二无县制，特别是地方语言文字的差异，造

成过去地名繁杂、紊乱的现象。有的因人而异，有的因事而变，用

名不统一，用字不规范，重名、漏名较多，有的一名多写，有的以

序数命名大队，尤其在“文革十年” “左’’的思想影响下搞的靠一

片红"，给地名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我们遵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规定。从一九八一年六月开始在

全县进行地名普查工作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历时一年半时间．，业

已全面结束。对全县地名，本着尊重历史，名从主人的原则，以

1：1 o万地形图(一九六九年一一一九七一年版)为基础，进行了

实地查对，增注459条地名，删去了已不存在或失去意义的地名14

条，还校正了重名、错位、错字、错名、错音。基本符合标准化，

规范化的要求．

在地名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我们编辑了《壤塘县地名录》。本

地名录，参照1：l o万地形图，编制有全县地图；编入了全县大队

以上行政区划和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

共计1，065条地名；收集并撰写了地名概况22篇。对各条地名书写

了民族文字及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作了简要说明。

今后，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本县地名时，一律以此为准。

壤塘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壤塘县概况

’壤塘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西部，地跨东经100。3 1／一

101。294／，北纬3 1。298—32。417。北邻青海省班玛县。南与金川县

毗连；东及东北与马尔康、阿坝两县接壤。西和西南与甘孜州色

达、炉霍、道孚县为邻，总面积6，600平方公里，境内主要河流为杜

柯河和则曲河。森林和草原、耕地交错分布，青山绿水，村寨点缀

其间。壤塘县是藏族居住区，辖3区l镇， 1个国营牧场，1 o个公

社，58个生产大队，109个农业生产队。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

全县5，922户，28，16 5人。其中：藏族2 1，759人，彝族4人，土家族

2人，高山族1人，羌族139k，朝鲜族1人，回族53人，汉族6，206

人。境内驻有州属壤塘林业局及观音桥林业局501、506两个林场。

县治壤柯镇。海拔3，320米。

一、历史沿革

壤塘县系解放后设立的新县。一九五三年进军壤塘，并成立壤

塘行政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经国务院第八十一次会议

通过，将原绰斯甲县属的色尔坝区、上寨区，杜柯区和部分属阿坝

县的南木达区合并设立的。一九六。年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又将色尔坝区划给甘孜州色达县。本县在历史上未曾有过统一的政

权体制，色尔坝区和上寨区，据《明史》和《清史稿》记载： “绰

斯甲布，秦汉时代，早为羌人生息的地方，后为蜀郡之西域，属安

多地区三十六番诸部落之一。”



红军长征过境之前，住在麦桑的封建农(it)奴主杨俊扎西是

这里的大土官。他们除了直接统辖着这里的十几个藏民部落之外，

还以“拴头”、亲属’’等形式，韶抚和支配着墨洼、安斗、壤塘以

及贾诺、绒挖等地的一些部落。

其余地区均在“以教代政”势力的统治下，由生生灭灭大小部

落分辖占据。

解放前夕的壤塘，指的是中壤塘一带，由撮尔机、藏洼，藏尔

底，泽不机四个寺院和部落经管。中壤塘寨子以上的麻苗、 卜尔

渣、仁朋、茫尔盖，则为青海俄洛下属的阿石穷部落管辖的四个

部落，再以上的查卡又属松岗土司茸岗甲尔吾管辖，其于地区，均

属阿西部落管辖。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民主改革前夕。上寨区属

绰斯甲土官统治的四大区域之一．

一九五八年建县时，壤塘行政委员会驻地南木达，一九六O年

迁壤柯镇至今。

壤塘，译意为“财神的坝子’’，相传在现在壤塘寨寺院背后有

座山，山象菩萨，这种菩萨藏语叫做“藏跋拉”，译意为“财

神”，山前面有个坝子，藏语叫“塘’’， “壤塘”由此得名。

二、自然条件

’地质构造和地形

．壤塘县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属于中生代褶皱带，多为三迭系的

泥灰岩夹砂砾岩，。偶夹火山岩及灰岩海相地层，处于鲜水河地震带

东北侧，地形以丘状高原为主，相间河谷平地和高山，山峦重叠，

海拔4，500米以上山峰60多座，杜苟拉甲格iN,0峰海拔5，178米，为县

内第一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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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主要分为两个片区。一个是县境中南部的杜柯河流域，山

脉成西北一东南走向，高原受到浸蚀破坏，河谷深切，山谷的相对

高度为1，000—1，500米，登高所见，呈起伏平缓的高山高原；另一

个是县境北面的则曲河流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河谷开阔，

水势平缓。丘陵起伏．丘顶浑圆，为丘状高原，丘谷相对高度

200—400米，是川西草地的一部分。两个片区都有小面积的高山湖

泊(即“海子’’)。

县境内溪涧纵横，属长江流域大渡河水系上游支流。主要河流

有杜柯河、jrl4曲河。杜柯河发源于班玛县的倒尔娘山麓以北，经色

达由西北向东南流经我县上杜柯、岗木达、吾伊三个公社到两河口

与色曲河汇合，再经我县石里、蒲西两个公社，流经金川、马尔康

县境，到可尔因汇入大金川河。县境流长1 80公里，旁侧支流有宗

科。‘色曲、日科等40余条，最大流量1 85立方米／秒，最枯流量7．5

立方米／秒，是境内流送木材的干道。该河上游水流平缓，下游坡

岸陡峭，水流湍急，多暗礁，雨季洪水挟带大量泥沙。冬季上游冰

冻时间长，l 2—1月河水结冰，水流平缓背阴处，冰层厚达50一100

厘米。则曲河发源于中壤塘玉青卡南侧玉青错隆向西北流经我县国

营牧场、中壤塘、尕多、南木达、茸木达到青地多尔拉汇入阿坝境

内的麻尔柯河。境内流长100公里，上游河谷宽浅，水势平缓，最

大流量94立方米／秒，最枯流量3立方米／秒。

壤塘县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冬季干燥、寒冷，长冬无夏，春秋

短促，昼夜温差大。从河谷到高山气候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多小区

域气候，则曲河一带和上杜柯为高山草原气候区；杜柯河流域为山

地气候和山地森林气候混合区。年平均气温分布为南高北低相差约

2～8。C，县城驻地壤柯镇。年平均气温4．8
o

C；七月平均气温

(3)



。13．2 9C，最高29．4。C，元月平均气温一5。C，最低一23．4。C；年平

均降雨量为763．1毫米，中部偏多，南北略少；北部无霜期短，仅

25天左右，南部无霜期也只有100—120天，初雪最早可出现在9月

中旬，终雪最迟在5月上句。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方，则全年霜雪

不断。杜柯河流域海拔高差大，雨量充沛，气候较温湿、则曲河流域

山势平缓，河谷宽坦，日照长，冬季严寒多大风，属典型的高原性

气候。

壤塘地形复杂，形成两个主要的土壤植被分布区，杜柯河流域

随海拔差异呈明显变化，从低到高依次为山地棕褐土，山地棕壤土

山地棕色灰化土，高山草甸土等。典型植被以亚高山常绿针叶林的

云冷杉和混交林为主，间有青桐。桦林和白杨。海拔3，300一4，400

米为高山灌木草甸。4，400一5，000米有石滩植被分布。河谷地带为栽

培植被集中区。则曲河流域的土壤类型，主要是亚高山、高山和高

山灌木丛草甸土，其次为山地棕壤土和少量的沼泽土，局部山脊系

高山寒漠土，植被以亚高山草甸为主，其次为亚高山灌丛。亚高山

常绿针叶林在沟谷阴坡亦有块状分布，主要有云杉和冷杉。

三、自然资源

杜柯河流域和则曲河下游高山峡谷有大片原始森林，面积173

万亩，木材总积蓄量为3，460万立方米；亚高山和高山草地面积约

645万亩，是典型的高半山牧场，水草丰茂，宜于发展以牦牛为主

的畜牧业生产；中草药材资源丰富，盛产贝母、大黄、甘松、羌

活、秦艽、赤芍等；野生动物品种繁多，列入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

有：獐、鹿、白唇鹿、扭角羚、盘羊、山驴、白马鸡、贝母鸡、黑

颈鹤等，矿产资源有黄金、银、锂辉石、水晶石、硫铁、锡、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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