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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塘，定乡改为乡城，瞻化改为新龙。1〜7 月，各县和部分区召开了县、区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先后在康定（1 月）、丹巴、乾宁、道孚、甘孜、炉 

霍、雅江、理塘、义敦、巴 塘 （以上9 县 3 月）、九龙、新 龙 （以上2 县 4 月）、邓柯、德 

格 （以上2 县 5 月）、稻城、乡 城 （以上2 县 6 月）、白玉、石渠、得 荣 （以上 3 县 7 

月）19县建立县级人民政府，并建立同样性质的47个区级人民政府。在泸定和康定折多 

山以东的民族杂居区建立乡人民政府；在折多山以西的藏族聚居区有重点地建立乡生产 

治安委员会和村治安小组，作为基层政权的过渡组织。同年，撤销金汤设治局，并入康 

定县。

1 9 5 2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设南路（康南）和北路（康北）办事处。南路 

办事处驻理塘，辖理塘、巴塘、义敦、乡城、稻城、得荣6 县；北路办事处驻甘孜，辖 

甘孜、炉霍、新龙、邓柯、德格、白玉、石渠 7 县；设南路、•北路办事处的同时，中共 

康定地委又分别设立南路、北路工作委员会。南北路办事处和工委均于1958年撤销。

1952年 11月，泸定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2月 

1 5 日，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正式建置的色达，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色达办事处，同时，建 

立中共色达工作委员会。

1955年 3 月，根 据 《宪法》关于民族自治地区区、州、县\乡四级政权建制的规定， 

改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后又将州、县人民政府改称州、县人民委员会。 

10月 1 日，西康省并入四川省，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沪定县 

划属雅安专区（1956年 10月又划回）。11月 9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色达县人民政府。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州、县成立革命委员会。

1978年 7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于 1979年 1 月 1 日撤销义敦、乾宁、邓柯 3 县建 

制。3 县所属区、乡分别划入巴塘、道孚、石渠、理塘、雅江、德格等6 县。

1980年，州、县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州、县人民政府。

第 三 节 区 、乡 （镇）建置

对于区乡（镇)建置，始于民国时期，健全于解放后的民主改革阶段，在 1978年推行改 

革开放之后，逐步加以完善。1990年底，全州 1 8个县中，辖区 7 9个、乡 3 2 6个、镇 1 6个。、

康定县

解放前置有1 区 （木雅）2 镇 （东城、西城）7 乡 （营官、塔公、古瓦、阿太、瓦斯、 

孔玉、鱼通）。解放后基本废置重建。1951年撤销东城镇和西城镇置城关区，同时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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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居民委员会（后合并为4 个），将远近郊村寨置城郊乡、雅拉乡、榆林乡施以行政管理； 

原设置的瓦斯乡划城关区隶属；同年撤销金汤设治局并入康定县后，置金汤区和汤坝、新 

$ 、捧塔 3 个乡。1952年将孔玉乡和鱼通乡改置为孔玉区和鱼通区，置舍联、时济、前

麦崩 4 乡；并重新置木雅区。1954年将营官、塔公、古瓦、阿太 4 乡改置为东俄洛、 

瓦泽、呻巴、沙德、甲根坝、六巴、普沙绒、拉龙、龙古等9 个乡。1956年孔玉区民改 

建政中，撤销阿斗沟生产治安委员会置民改乡和太平乡；折多山以西民主改革建政阶段， 

撤销木雅区，将其辖区一分为三，置营官区、沙德区和塔公区，并置朋布西乡和吉居乡。

19巧年试办人民公社，将城郊、雅拉、榆 林 3 个乡以乡为单位建为公社；而金汤区 

则以区建为朝阳人民公社，所辖汤坝、新和、捧 塔 3 个乡分别建为大队。同时置城关镇 

隶城关区。1959年撤销朝阳公社，3 个大队恢复以乡建为公社。1960年撤销瓦斯乡，1962 

年复置。1963年汤坝乡更名为三合乡。1965年城关镇从城关区析出由县直接领导。

1966年 “四清”运动后期，将营官区更名为战斗区，沙德区更名为东红区，塔公区 

更名为前进区，孔玉区更名为红锋区，金汤区更名为永红区；东俄洛乡建为东风公社，瓦 

泽乡建为东方公社，呷巴乡建为建设公社，甲根坝乡建为先锋公社，朋布西乡建为前卫 

公社，瓦斯乡建为红阳公社，舍联乡建为红专公社，时济乡建为红旗公社，前溪乡建为 

红光公社，麦崩乡建为红星公社，民改乡建为长征公社，太平乡建为战旗公社，新和乡 

建为永红公社，三合乡建为长红公社，捧塔乡建为继红公社；原已建的榆林公社更名为 

团结公社；同时建拉弄、龙古、沙德、六巴 4 个公社，将普沙绒乡一分为二，建为普沙 

绒、吉居两个公社。次年拉弄公社更名为胜利公社，龙古公社更名为光明公社，沙德公 

社更名为东红公社，六巴公社更名为向阳公社，普沙绒公社更名为跃进公社，吉居公社 

更名为工农公社。1975年，这些更名公社全部恢复更改前的名称。

1984年政社分设，全部公社都恢复乡建置。1985年城关镇更名为炉城镇。

1990年底，全县辖炉城、鱼通、金汤、孔玉、营官、沙德、塔公 7 个区和炉城镇；区 

以下辖城郊、瓦斯、东俄洛、龙古、拉弄、太平、民改、新和、榆林、雅拉、舍联、时 

济、前溪、麦崩、三合、金汤、捧塔、吉居、六巴、沙德、普沙绒、瓦泽、呷巴、甲根 

坝、朋布西、塔公、孔玉等27个乡。

泸定县

解放前置有2 区 （二区、三区）1 镇 （河东）1 1乡 （得妥、新兴、磨西、德威、加 

郡、兴隆、杵坭、冷碛、河西、烹坝、岚安）。

解放后1951年土地改革建政阶段复置一区并维持二、三区建置，废河东镇置桥头乡， 

将原1 1乡改置为岚安、烹埂、瓦容、海子、咱里、田坝、杵垢、德威、新民、冷碛、化林、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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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加郡、新兴、磨西、蔡阳、共和、得妥、湾东、新华等2 1乡。1956年撤销新民乡并入冷 

碛乡，撤销都公乡和化林乡并入兴隆乡，撤销新华乡和湾东乡并入得妥乡，撤销共和乡和 

蔡阳乡并入磨西乡，撤销海子乡并入田坝乡，撤销咱里乡和瓦窑乡并入桥头乡。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除撤销一区、二区、三区建置，将兴隆乡和得妥乡以乡建 

为公社外，将冷碛乡与杵坭乡合建为二郎山公社，新兴乡与磨西乡合建为磨西公社，桥 

头乡与田坝乡合建为泸桥公社，加郡乡与德威乡合建为德威公社；同时将岚安乡建为长 

征公社，烹坝乡建为国庆公社。1961年又将田坝生产大队从泸桥公社析出置田坝公社； 

1962年将新兴生产大队从磨西公社析出置新兴公社，加郡生产大队从德威公社析出置加 

郡分社，杵坭生产大队从二郎山公社析出置杵坭公社。同年二郎山公社更名为冷碛公社， 

国庆公社更名为烹坝公社，长征公社更名岚安公社。1964年恢复三个区建置，一区更名 

为泸桥区，二区更名为冷碛区，三区更名为磨西区。1966年从泸桥公社划出城区部分置 

城关镇。1978年城关镇更名为泸桥镇。

1984年政社分设时，12个公社均恢复原乡建置。次年撤销泸桥乡并入泸桥镇；撤销 

冷碛乡置冷碛镇。

1990年底，全县辖2 区 （冷碛、磨西区）2 镇 （泸桥、冷碛镇）1 0乡 （兴隆、磨西、 

岚安、烹坝、田坝、杵坭、加郡、德威、新兴、得妥乡）。

丹巴县

解放前置有6 个区(一、二、三、四、五、六区）1镇(章谷）14乡 （中路、东谷、格宗、梭坡、 

岳扎、三岔、上宅垄、下宅垄、巴旺、巴底、革什扎、丹东、牦牛、瑞宇）。解放后于1951年废旧 

有区及牦牛、瑞宇两个乡，置川口、小金、金 川 3 个区和原有1 2乡 1 镇。

1 9 5 6年春，州选择丹巴开展民主改革试点，建政阶段在原 1 2 乡 1 镇基础上,撤销章 

古镇置城厢乡；将三岔、上宅垄、下宅垄 3 个乡合并置太平乡；将下宅垄乡所辖腊月山 

3 个村、三岔乡所辖喇嘛寺 3 个村、火龙沟 4 个村、关州 2 个村划出置喇嘛寺乡。1957年 

又置大桑区和边耳、水子两个乡。1959年将边耳乡的沙冲村划属乾宁县辖。

I 960年试办人民公社中，将川口区建为大渡河人民公社，所辖城厢、水子、中路、东 

谷、梭坡 5 个乡分别建为该公社的管理区；同时将革什扎、格宗两个乡也各建为公社；将 

巴旺乡甲居、喀卡、聂呷等5 个村建为巴旺公社，光都、燕尔岩、德洛等12个村建为金 

川公社。1962年撤销喇嘛寺乡，另置半扇门乡。1966年全县实现公社化，除撤销大渡河 

公社，把 5 个管理区分别建为5 个公社，并维持革什扎、格宗、金 川 3 个公社建置。对 

未建公社的丹东、边耳、岳扎、半扇门、太平桥、巴底等6 个乡以乡分别建为公社。在 

建 该 6 个公社时，将岳扎乡建为永红公社，半扇门乡建为长征公社，太平桥乡建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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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巴底乡建为向阳公社，丹东乡建为东风公社，边耳乡建为红旗公社。同时将革什 

扎公社更名为红光公社，梭坡公社更名为东方红公社，中路公社更名为双胜公社。1970 

年在县级机关驻地重新设置城镇，1980年更名为城关镇。

1984年政社分设时，所有公社均恢复了乡建置，已更名的也恢复了原有乡名。但金 

川乡更名为巴旺乡；巴旺公社更名为聂呷乡。1985年将城关镇更名为章谷镇。

1990年底，全县辖4 区(金川、小金、川口、大桑区）1镇 (章谷镇）15乡 （城厢、水子、东 

谷、梭坡、格宗、中路、革什扎、边耳、丹东、巴旺、聂呷、巴底、半扇门、岳扎、太平桥乡）。

道孚县

解放前置有霍尔喀、鱼科两个乡。解放后废旧有乡于1951年 置 一 区 （城关）、二区 

(玉科）。

1956年农区实施民主改革，建政阶段一区置城关、格西、葛卡、麻孜、孔色、瓦日、 

木茹、下甲 8 个乡；1958年新龙县将甲斯孔乡划属道孚县，更名为上甲乡；1959年牧区 

民改中，将二区更名为玉科区，同时置银恩、甲宗、维它、七美 4 个乡。

1960年试办人民公社时，将一区建为鲜水公社，所辖 9 个乡分别建为公社管理区。后 

又将瓦日、木茹、上甲、下甲管理区析出，建为瓦日人民公社，恢复一区建置，更名为 

尼措区；撤销区一级的瓦日公社置瓦日区。两区原以乡建的9 个管理区，分别建为 9 个 

公社。1965年又将玉科区所辖4 个乡以乡建为公社。1980年将城关公社更名为鲜水公社。

1978年撤销乾宁县建置，将其所辖协德区及八美、协德、龙灯、色卡、沙 冲 5 个公社； 

扎坝区及其亚卓、红顶、仲尼、扎拖、下拖 5 个公社划属道孚县。解放前乾宁县曾置有 

龙灯、上渣、中渣、下渣、色卡等6 个乡，解放后废乡置惠远区（后更名为协德区）和 

二区。1956年民主改革中置惠远、色卡、亚卓、红顶、仲尼、扎拖、下 拖 7 个乡；1959 

年丹巴县将沙冲村划归乾宁后，置为沙冲乡；次年又将色卡乡所辖拉日、然哥、夏普隆、 

挪鸟托、柯尔卡牧业点划出置龙灯乡。1960年 9 个乡均以乡建为公社。1966年惠远公社 

更名为东风公社，扎拖公社更名为更生公社，下拖公社更名为自力公社，红顶公社更名 

为红星公社，仲尼公社更名为长征公社，亚卓公社更名为文胜公社。1973年将惠远公社 

置为八美公社和协德公社。1978年对已更名的6 个公社，全部恢复建公社时的原名。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恢复乡建置，次年撤销鲜水乡置鲜水镇。

1990年底，全县辖5 区 （尼措、瓦日、扎坝、玉科、八美区）1 镇 （鲜水镇）2 2 乡 

(八美、格西、麻孜、孔色、葛卡、亚卓、仲尼、红顶、扎坝、下拖、瓦日、木茹、上甲、 

下甲、甲宗、七美、银恩、维它、龙灯、协德、色卡、沙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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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县

解放前置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崇德等5 个乡。解放初期维持旧建置。

1956年实施民主改革，建政阶段废原乡名，置城关、大河边、三垭、湾坝4 个区和 

城关、乃渠、三岩龙、八窝龙、汤古、乌拉溪、烟袋、魁多、子耳、三垭、俄尔、小金、 

朵洛、踏卡、湾坝、洪坝16个乡。同时置八窝龙乡上团分乡和汤古乡斜卡分乡。

1973年首批将乃渠、乌拉溪、三垭、俄尔、小金、朵洛、湾坝等7个乡以乡建为公 

社；次年又将汤古、城关、三岩龙、八窝龙、烟袋、魁多、子耳、踏卡、洪坝、上团、斜 

卡等11个乡以乡建为公社。

1983年政社分设，18个人民公社都恢复原乡建置。次年将城关乡更名为呼尔乡；将 

湾坝彡改置为湾坝彝族自治乡，三垭乡改置为三垭彝族自治乡，俄尔乡改置为俄尔彝族 

自治乡，踏卡乡改置为踏卡彝族自治乡，朵洛乡改置为朵洛彝族自治乡，子•耳乡改置为 

子耳彝族自治乡，小金乡改置为小金彝族自治乡。1985年撤销呷尔乡置呷尔镇。

1990年底，全县辖4 区 （呷尔、大河边、三垭、湾坝区）1镇 （呷尔镇）1 7乡 （乃 

渠、汤古、三岩龙、八窝龙、上团、斜卡、烟袋、魁多、洪坝、乌拉溪乡和子耳、三垭、 

俄尔、湾坝、小金、朵洛、踏卡彝族乡）。

雅江县

解放前置有一、二、三、四 4 个区，无乡建置。

1956年和 1958年实施民主改革。在 1956年民改试点中，置城关区和河口乡、八角 

楼乡；1958年民改建政阶段又置祝桑、孜河、俄洛3 个区和团结、祝桑、米龙、八衣绒、 

西俄洛、麻郎错、波斯河、恶古、德差、牙衣河、红龙、柯拉等12个乡，并将城关区更 

名为曲喀区。同年新龙县将普巴绒乡划属雅江。

1960年试建人民公社时，以曲喀区、祝桑区的区为单位建立两个公社，所辖乡建为 

大队：曲喀区更名为城关人民公社，辖团结、河口、八角楼大队；祝桑人民公社辖祝桑、 

米龙、八衣绒大队。1973年整建人民公社时，撤销城关、祝桑公社恢复两个区建置，所 

辖大队建为6 个公社外，以乡新建普巴绒、德差、牙衣河等3 个公社；次年又建波斯t可、 

恶古、西俄洛、麻郎错、柯拉等5个公社；1976年建红龙公社。1979年团结公社复名为 

呷拉公社。 、

1978年撤销乾宁县时，将木绒和瓦多两个公社划属雅江县。该两个公社均于1956年 

民改时置木绒乡和瓦多乡。1966年曾将木绒公社更名为红日公社，1979年恢复原社名； 

瓦多公社曾更名为东升公社，1983年恢复原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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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和更名前的原乡名。

1985年撤销河口乡置河口镇。1988年撤销曲喀区。

1990年底，全县辖4 区 （扎麦、祝桑、孜河、俄洛区）1镇 （河口镇）16乡 （呷拉、 

八角楼、普巴绒、祝桑、米龙、八衣绒、波斯河、恶古、牙依河、西俄洛、麻郎错、德 

差、红龙、柯拉、瓦多、木绒乡）。

甘孜县

解放前置有3 个区11个乡。解放初期维持旧有建置。

1956年农区实施民主改革，建政阶段置孔萨、麻书、白日、绒坝岔、东谷等5 个区 

和城关镇，同时置城南、城北、绒岔、汤麦、色西底、夺拖、柯则、白日、生康、南多、 

贡隆、扎科、阿然隆、朱倭、鲁须、阿都、纳洼、昔色、青沙、卡攻、浪子、麻美、仁 

果、如西、普玉隆、斯俄、吉绒、棒多、东谷、夺多、上泥巴沟、下泥巴沟等32个乡。 

1959年对所置区乡作了较大调整：撤销汤麦乡并入色西底乡，撤销麻美乡并入仁果乡，撤 

销白日乡并入生康乡，撤销青沙乡、阿然隆乡并入昔色乡，撤销浪子乡并入卡攻乡，撤 

销吉绒乡并入斯俄乡，撤销鲁须乡并入侏倭乡，撤销纳洼乡并入阿都乡；将棒多乡和东 

谷乡合并，更名为四通达乡；上泥巴沟乡与下泥巴沟乡合并，更名为泥巴沟乡，后又更 

名为泥柯乡；划出如西乡的部分并入普玉隆乡，更名为拖坝乡，如西乡更名为庭卡乡；夺 

拖乡更名为呷拉乡。同年牧区实行民主改革，除在拖坝区置牧业乡外，在达通玛牧区置 

大塘坝区和一、二、三、四乡。

1960〜1962年公社化期间，将大塘坝区的一乡建为呼加公社，二乡建为章龙公社，三 

乡建为丈多公社，四乡建为扎拉公社。在农区将孔萨区与麻书区合并，建雅砻江人民公 

社；白日区与绒坝岔区合并，建绒坝岔联合人民公社；将侏倭乡和阿都乡合并，建为绒 

坝岔联合人民公社侏倭分社。将城关镇所辖的城南、城北、绒岔3 个乡划雅砻江人民公 

社各建为生产大队后，城关镇即由区级镇改为乡级镇。在东谷区，将四通达乡、夺多乡、 

泥巴沟乡以乡建为3 个人民公社。1962年整建社大划小时，撤销雅砻江人民公社改置为 

城关区，撤销绒坝岔联合人民公社，改置为生康、拖坝、绒坝岔3个区。同时建城南、城 

北、绒岔、色西底、呼拉、柯则、拖琐、斯俄、庭卡、牧业、生康、南多、贡隆、扎科、 

侏倭、昔色、卡攻、仁果等18个公社，实现全县公社化。1978年将城关区更名为雅砻区; 

朱倭公社更名为来马公社，牧业公社更名为下雄公社，呷加公社更名为茶扎公社，章龙 

公社更名为大德公社，丈多公社更名为卡龙公社，扎拉公社更名为査龙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大塘坝区更名为达通玛区。城关镇更名 

为甘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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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底，全县辖6 区 （雅砻、生康、拖坝、绒坝岔、东谷、达通玛区）1镇 （甘 

孜镇）2 2乡 （柯则、呼拉、色西底、来马、昔色、卡攻、仁果、拖坝、斯俄、庭卡、下 

雄、四通达、泥柯、夺多、生康、贡隆、扎科、南多、査龙、茶扎、大德、卡龙乡）。

炉看县

解放前置有东区、中区、西区和罗宗角特乡。解放后废除旧置，于 1952年重新设置 

为新都区、虾拉沱区、朱倭区。

1956年农区实施民主改革，在建政阶段置城关、泥巴、雅德、旦都、斯木、宜木、仁 

达、朱倭、充古等9 个乡。1958年新龙县将易日沟乡划属炉霍。1959年县对区划作了个 

别调整，置卡娘乡和更知乡。1960年牧区完成民主改革后，置罗柯马区和宗麦、宗塔、罗 

柯马乡；同年又将罗柯马乡分置为上罗柯马乡和下罗柯马乡。

1961年试建人民公社时，将充古乡建为充古公社。1964年又将农业区的城关、泥巴、 

雅德、旦都、斯木、宜木、仁达、朱倭等8 个乡以乡建为公社。1966年牧业区的宗麦、宗 

塔、上罗柯马、下罗柯马、更知、卡娘等6个乡亦以乡建为公社。1968年更知公社更名 

为胜利公社；1982年城关公社更名为老街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和原乡名。同时撤销新都区，将老街乡的 

新都、益娘两村析出置新都镇。

1990年底，全县辖3 区 （虾拉沱、朱倭、罗柯马区）1镇 （新都镇）16乡 （老街、斯 

木、宜木、仁达、泥巴、雅德、旦都、洛秋、朱倭、充古、更知、卡娘、宗塔、宗麦、上 

罗柯马、下罗柯马乡）。

徳格县

解放前置有扎柯、玉隆、麦宿、八乌、更柯、龚白、银汪卡、竹马等8 个乡。解放 

初期维持旧建置，于 1951年置东、南、西、北 4 个区。

1956年实施民主改革，建政阶段将东区更名为玉隆区，南区更名为麦宿区，西区更 

名为龚垭区，北区更名为柯洛洞区。区以下置上麦宿、中麦宿、下麦宿、八邦、龚垭、更 

庆、汪布顶、白垭、柯洛洞、卡松渡、俄南、竹庆、玉隆、中扎柯、窝公、马尼干戈、上 

然姑等17个乡。1960年又置错阿乡。

公社化时期：1960年试建人民公社时，将更庆乡和汪布顶乡合建为更庆人民公社，次 

年撤销仍复置为两个乡；1966年将竹庆乡和窝公乡分别以乡建为公社；1973〜1975年， 

八邦、龚垭、更庆、汪布顶、白垭、柯洛洞、卡松渡、俄南、玉隆、中扎柯、上麦宿、中 

麦宿、下麦宿、马尼干戈、上然姑、错阿等16个乡均以乡建为人民公社。1979年上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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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更名为普马公社，中麦宿公社更名为达马公社，下麦宿公社更名为岳巴公社。

1978年撤销邓柯县建置，该县所辖温拖区及其浪多、温拖、年古3 个公社；阿须区 

及其阿须、打滚、亚丁、所巴4 个公社；麻嗅区及其所辖俄支公社划属德格。该 8 个公 

社都是在1958〜1959年民主改革中置的乡，1968年建温拖公社；1973年建俄支、年古、 

浪多公社；1974年建阿须、打滚、亚丁、所巴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和原乡名。1985年撤销麻嘎区；在县级机 

关驻地增设更庆镇，原更庆乡更名为八里达乡。

1990年底，全县辖6 区 （麦宿、龚垭、柯洛洞、玉隆、温拖、阿须区）1 镇 （更庆 

镇）2 6乡 （八里达、达马、普马、岳巴、八邦、龚垭、白垭、汪布顶、柯洛洞、卡松渡、 

俄南、竹庆、俄支、马尼干戈、玉隆、错阿、中扎柯、上然姑、窝公、温拖、年古、浪 

多、阿须、打滚、亚丁、所巴乡）。

白玉县

解放前置有百彰、雍泰、禾嘉、登胜、玉马、三岩等6 个乡，均有名无实。解放后 

于 1951年置一区、二区、三区。

1956年在农区实施民主改革，次年建政阶段置白玉、章都、河坡、热加、登龙、赠 

科等 6 个乡；将一区更名为白玉区，二区更名为河坡区，三区更名为盖玉区。1958年置 

麻绒、盖玉、山岩、沙马等4 个乡。1959年牧区民主改革后置昌台区和安孜、阿察、麻 

邛、纳塔、辽西等5 个乡。

公社化时期：1966年在白玉乡和安孜乡试建人民公社，曾将白玉乡改建为建设、向 

阳、跃进 3 个人民公社，安孜乡建为先锋人民公社。次年，更改了全部区的名称，白玉 

区更名为红星区，盖玉区更名为朝阳区，昌台区更名为红原区，河坡区更名为永胜区。整 

建社中，1973年将永胜区所辖的4 个乡以乡建为4 个人民公社：河坡乡建为赤旗公社，热 

加乡建为劲松公社，赠科乡建为星火公社，登龙乡建为赤卫公社。1974年续建朝阳、红 

卫、红原 3 个区所辖各乡为人民公社：盖玉乡建为金桥公社，沙马乡建为沙马公社，山 

岩乡建为红岩公社，章都乡建为立新公社，麻绒乡建为前进公社，安孜乡建为先锋公社， 

阿察乡建为反修公社，麻邛乡建为胜利公社，纳塔乡建为红星公社，辽西乡建为团结公 

社。1979年，这些更名的区和公社，全部恢复民改建置时的区名和更名前的原公社名称， 

只向阳公社更名为金沙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恢复乡的建置。

1990年底，全县辖4 区（昌台、白玉、河坡、盖玉区）17乡（建设、金沙、绒盖、章都、麻 

绒、河坡、热加、登龙、赠科、阿察、麻邛、辽西、纳塔、安孜、盖玉、沙马、山岩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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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县

解放前虽设置有五个区（一、二、三、四、五区），但有名无实，所有牛场都是部落 

头人和寺庙统治。解放初期维持旧制，1959年民主改革建政阶段始设东区、西区和中区， 

置吓扎、起坞、宜牛、蒙宜、菊母、温波、瓦须、长沙干马、阿日扎、长须干马、长沙 

贡马、瓦土、俄多马、德荣马、格孟、呷衣等16个乡。

1974年除将阿日扎、宜牛两个乡改建为宜牛、新荣、阿日扎3 个人民公社；温波、长 

须贡马两个乡改建为温波、长须干马、长须贡马3 个人民公社；俄多马乡建为红旗人民 

公社，瓦土乡建为团结人民公社，吓扎乡建为向阳人民公社外，其余均以乡按乡名分别 

建为人民公社。

1978年撤销邓柯县时，将所辖奔达区及其真达、奔达、正科3 个公社和麻嘎区的麻 

呼公社，洛须区及其所辖的洛须公社划属石渠县，该 5 个公社都是1958〜1959年民改时 

置的乡，1974年又以乡建为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都恢复乡的建置，红旗、团结、向阳3个公社恢复更名 

前的原乡名。1985年将县级机关驻地尼呷集市置为尼呷镇。

1990年底，全县辖4 区 （洛须、中区、东区、西区）1镇 （尼呷镇）2 2乡 （洛须、瓦 

土、虾扎、起坞、宜牛、新荣、蒙宜、温波、瓦须、长须干马、长须贡马、阿日扎、长 

沙干马、长沙贡马、真达、奔达、正科、麻呷、俄多马、德荣马、格孟、呷衣乡）。

新龙县

解放前置有上瞻、下瞻、河东、河西4 个区和城厢镇及大盖、吴日马、热鲁、雄龙 

西、通宵、朱倭、曲衣7 个乡。解放初期维持旧置。

1956〜1958年实施民主改革，建政阶段除仍置上占、下占、河东、河西4 个区外，对 

乡的设置重新规划建立。1956年置沙堆、日巴、大盖、切衣、桑朗、绕鲁、色威、甲孜、 

谷日、甲斯孔、普巴绒、城关、上午日马、下午日马、中午日马、甲拉西、易日沟等17 

个乡；1957年置尤拉西、子拖西、麻西、甲西洛日、洛古、朱倭、通宵、麻日、博孜、雄 

龙西等10个乡；1958年置皮擦、拉日马两个乡。1958年 10月将甲斯孔乡划属道孚县， 

普巴绒乡划属雅江县，易日沟乡划属炉霍县。1959年将上午日马与城关乡合并，更名为 

团结乡；将古鲁、皮擦、措日3个牛场置为友谊乡。1960年将>麻西乡和甲西洛日乡合并， 

更名为和平乡；切衣乡和桑朗乡合并，更名为乐安乡。

1973〜1975年公社化时期，全县24个乡均以乡建为人民公社。1978年将下午日>马 

公社更名为蔓青公社；朱倭公社更名为博美公社。1979年将团结公社更名为吾西公丰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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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1985年撤销吾西乡置如龙镇。

199G年底，全县辖 4 区 （上占、河东、下占、河西区）1 镇 （如龙镇）2 3 乡 （吴亚、 

日巴、谷日、甲孜、蔓青、博孜、绕鲁、色威、甲拉西、博美、通宵、友谊、皮擦、麻 

日、雄龙西、沙堆、大盖、乐安、尤拉西、子拖西、和平、洛古、拉日马乡）。

色达县

解放前未建置。

解放后于1959年民主改革建政阶段置城关、色曲、泥曲 3 个区和城关、洛若、年龙、 

霍西、大则、大章、亚龙、塔子、克果、康勒、然充、普 吾 12个乡。1960年阿坝州壤塘 

县色尔坝区及所辖翁达、杨各、甲学、歌乐沱、旭 日 5 个乡划属色达县；色达县将杜柯 

地区划属壤塘县。色尔坝区及所辖5 个乡都是1958年由绰斯甲县（后撤并给壤塘县）实 

施民改时置的乡。

1969年在普吾乡和霍西乡进行组建人民公社试点，将普吾乡建为向阳公社，霍西乡 

建为霍西公社。紧接于1970年建城关公社、洛若公社；1974年将翁达、杨各、甲学、歌 

乐沱、旭日、塔子、大章、大则等8 个乡以乡建为公社；1975年又建康勒、克果、亚龙 

3 个公社，实现全县农牧区公社化。1978年城关区更名为色塘区。1980年城关公社更名 

为色柯公社，向阳公社更名为银朵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都恢复乡建置，银朵公社恢复乡建置时更乡名为泥朵乡。 

次年撤销翁达乡建翁达镇。

1990年底，全县辖4 区(色塘、色曲、泥曲、色尔坝区M 镇 (翁达镇）16乡 （色柯、洛若、 

霍西、年龙、大则、塔子、大章、亚龙、克果、泥朵、然充、康勒、旭日、歌乐沱、甲学、杨各乡）。

理塘县

解放前置有1 镇 （弘佛镇）5 乡 （木拉、濯桑、拉波、穹霞、噶洼）2 牧 场 （毛垭、 

曲登）。解放后废旧置，于 1951年重新置为城区、下坝、曲登、拉波、呷洼、木拉、濯 

桑、毛垭等8 个区和喇嘛垭、君坝两个直属乡。

1958〜1959年实施民主改革时，除将喇嘛垭乡划属义敦县辖外，将曲登区改置为乡， 

隶毛垭区。建政阶段置团结、建设、雄坝、甲洼、藏坝、格木、上木拉、中木拉、下木 

拉、拉波、卡拉、麦洼、德巫、呼柯、线琐、觉吾、亚火、邓波、莫现、桑多、村戈、奔 

戈、禾尼、曲登等24个乡。之后撤销卡拉乡并入觉吾乡；1962年撤销桑多乡并入君坝乡， 

1964年又从君坝乡析出复置，更名为哈衣乡。

1966年试建人民公社，将团结乡和建设乡合建为红旗公社，甲洼乡建为甲洼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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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M 〜1975年对其余乡分3 批以乡为单位分别建为公社，实现全县公社化，其中：1973 

年建奔戈、村戈、曲登、禾尼4 个公社；1974年建雄坝、藏坝、格木、君坝、哈衣、呷 

柯、绒坝、觉吾、亚火、邓波、莫坝11个公社，• 1975年建麦洼、拉波、上木拉、中木拉、 

下木拉、德巫6 个公社。

1978年撤销义敦县时，所辖热柯区及其永红、东方红、格则3 个公社划属理塘。该 

3 个公社都是1958年民改中置的乡，1974年建为人民公社。同年城区更名为君坝区。1979 

年红旗公社更名为高城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原更名的永红公社恢复喇嘛垭乡乡名，东 

方红公社恢复章纳乡乡名。1985年将邓波乡划属稻城县。1987年撤销高城乡置高城镇。

1 9 9 0年 底 ，全 县 辖 8 区 (下 琐 、君 坝 、拉 波 、毛 垭 、热 柯 、嘎 洼 、木 拉 、濯 桑 区 ）1镇 (高 城  

镇 )2 4 乡 （亚 火 、哈 衣 、中 木 拉 、格 则 、绒 坝 、嘎 柯 、藏 坝 、雄 坝 、君 坝 、觉 吾 、莫 坝 、奔 戈 、村 戈 、 

禾 尼 、曲 登 、喇 嘛 垭 、章 纳 、甲 洼 、格 木 、上 木 拉 、下 木 拉 、拉 波 、麦 洼 、德 巫 乡 ）。

巴 塘

解放前置有4 区(东、南、西、北区)1镇(同化镇)7乡（中和、民德、永安、新民、怀远、长 

平、靖北乡）。解放后废旧置，1950年 10月置中区，1951年 7 月置东区、南区、西区和北区。

1957〜1958年民主改革中，撤销西区，置前进、团结、竹巴龙、亚日贡、多差、中 

咱、茨巫、白松、苏哇龙、昌波、中心绒、地巫、贡波、拉哇、甲英、党村、莫多、松 

多、波戈溪等19个乡。1959年撤销多差乡，所辖村分别划属中咱乡和亚日贡乡；将中区 

更名为城关区，东区更名为中咱区，南区更名为中心绒区，北区更名为雅哇区。

I 960年试办人民公社，将城关区建为城关人民公社，所辖前进、团结、竹巴龙3 个 

乡建为公社的3 个管理区。次年整风整社中，撤销城关公社恢复城关区及前进、团结、竹 

巴龙 3 个乡建置。1972年州在前进、团结、拉哇 3 个乡再次进行建立公社试点，并分别 

以乡建为公社。1973年中咱、苏哇龙、党村、莫多、松多、波戈溪、竹巴龙等7个乡，I 974 

年白松、茨巫、亚日贡、中心绒、昌波、地巫、贡波等7 个乡， 1975年甲英乡，均以乡 

建为人民公社，全县实现公社化。

1978年撤销义敦县建置，所辖濯拉区及其沙溪、茶洛、列衣、德达4 个公社及热柯 

区的波密公社划属巴塘。该 5 个公社都是1958年民改中置的乡，1973 年建为人民公社：

1979年城关区复名中区。

1984年政社分设，23个公社均恢复乡的建置。中区又更名为夏邛区。1兆5 年撤销团 

结乡和前进乡置巴仲镇，后更名为夏邛镇。

1990年底，全县辖5 区 （措拉、夏邛、中心绒、雅洼、中咱区）1镇 （夏邛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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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茶洛、沙溪、竹巴龙、拉哇、波密、中心绒、地巫、苏哇龙、昌波、中咱、亚日贡、 

莫多、甲英、松多、党巴、波戈溪， 列衣、德达、白松、茨巫、贡波乡）。

乡城县

解放前置有5 个 区 （东、南、西、北、中区），无乡建置，这些区都有名无实。解放 

后 于 1951年重新置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1957年一区更名为刀学区，二区 

更名为墨学区，三区更名为青学区，四区更名为热洞松区，五区更名为学竹区。

1958年民主改革建政阶段置沙贡、水洼、尼斯、桑披、青德、青麦、然乌、洞松、热 

打、正斗、定波、白依等12个乡。

1960年试办人民公社，将青学区和热洞松区合并，建为卫星公社，青德乡和青麦乡建 

为公社管理区;次年整风整社中，撤销卫星公社恢复区建置时，更名为黑达区。青德、青麦 

两个管理区和然乌、洞松两个乡以乡为单位分别建为人民公社。1966年 ，青德公社更名为 

卫东公社，青麦公社更名为跃进公社，然乌公社更名为反修公社，洞松公社更名为反帝公 

社 ，定波乡更名为解放乡。1970年沙贡、水洼、尼斯、桑披、热打、正斗、解放、白依等8 个乡 

亦 以 乡 为 单 位 建 为 人 民 公 1973年沙贡公社更名为上游公社，水洼公社更名为红卫公 

社。次年热打公社更名为红旗公社，正斗公社更名为前进公社，白依公社更名为战斗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和更名前的乡名。1989年撤销墨学区。

1990年底，全县辖3 区 （刀学、黑达、学竹区）1 2乡 （桑披、沙贡、水洼、尼斯、 

青德、青麦、然乌、洞松、热打、正斗、定波、白依乡）。

稻城县

解放前置有稻坝、贡噶岭两个区，解放初期维持旧置。

1957年在茹布开展民主改革试点，建政阶段置解放乡。次年全县完成民主改革后，仍 

置贡岭、稻坝两个区，并置省母、桑堆、傍河、民主、巨龙、赤土、木拉、日瓦、蒙自、东义等1〇 

个乡。1963年将东义乡改置为东义区，将吉尔同、呷拉两个高级农业社置为吉呼乡；各瓦、 

卡斯两个高级农业社置为各卡乡；俄眉、牙垭、同顶3 个高级农业社置为俄牙同乡。

1973〜1974年先后 4 批 将 13个乡以乡为单位分别建为人民公社，其中解放乡更名 

建为茹布公社，民主乡更名建为色拉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所有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和更名前的乡名。1985年理塘县邓波乡划 

属稻城县。同年将县级机关驻地金珠集市置金珠镇。

1990年底，全县辖3 区 （稻坝、贡岭、东义区）1 镇 （金珠镇）1 4乡 （茹布、桑堆、 

省母、傍河、色拉、巨龙、邓波、木拉、赤土、日瓦、蒙自、各卡、吉呷、俄牙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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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荣县

解放前无区乡建置。

解放后于1958年实施民主改革，建政阶段置城区、古学区、日雨区和松麦、奔都、 

斯闸、日主、子庚、古学、日龙、劳动、曲雅贡等9个乡。

1973〜1974年公社化时，将 9个乡均以乡为单位建为人民公社。其中斯闸乡建为前 

进公社，奔都乡建为民主公社，松麦乡建为团结公社，子庚乡建为东风公社，曲雅贡乡 

建为解放公社。

1984年政社分设，9个公社均恢复乡建置和原乡名。但原日主乡更名为八日乡；劳 

动乡更名为徐龙乡。

1990年底，全县辖3 区 （奔都、日雨、古学区）9 乡 （松麦、斯闸、奔都、八日、日 

龙、徐龙、曲雅贡、古学、子庚乡）。

甘孜州各县所辖区、乡 （镇）建置变化情况统计表

县 名 \建 置

]:950.；
择放f

3
I)

19J
(解

〜1952 
〖放初期）

1956〜1959 
(民改建政） (政1

1983
之前） 1990

区 乡 镇 区 乡 镇 区 公社 乡 镇 区 镇 公社 区 乡 镇
康定 1 7 2 5 10 7 6 18 1 7 1 24 7 24 1

泸定 2 11 1 3 22 3 12 1 3 1 12 2 10 2

丹巴 6 14 1 3 12 1 4 14 4 1 15 4 15 1

道孚 2 2 2 13 5 23 5 22 1

九龙 5 5 4 18 4 18 4 17 1

雅江 4 4 4 15 5 17 4 16 1

甘孜 3 11 3 11 6 26 1 6 1 25 6 22 1
炉霍 3 1 3 4 16 4 16 3 16 1
德格 8 4 4 17 7 26 6 26 1

白玉 6 3 4 15 4 17 4 17

石渠 5 3 16 4 23 4 22 1

新龙 4 7 1 4 7 1 4 26 4 24 4 23 1

色达 3 12 4 17 4 16 1

乡城 5 5 5 12 4 12 3 12

稻城 2 2 11 3 13 3 14 1

得荣 3 9 3 9 3 9

理塘 5 1 8 2 8 22 8 26 8 24 1
巴塘 4 7 1 5 4 18 5 23 5 21 1
义敦 5 5 2 8

乾宁 6 2 3 9

邓柯 4 4 3 13

合计 39 99 7 r 63 69 2 82 18 308 3 84 4 340 79 326 16

1 .  金汤设治局于1951年撤销，该局1950年 3 月解放时只辖一个乡，本表已统入康
具 ^

2. 1978年°7月撤销义敦、乾宁、邓柯三县，其所辖区、乡分别并入巴塘、理塘、道 

孚、雅江、石渠、德格等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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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然环境篇

第 一 章 地 质

第一节地质构造

一 、 地质构造单元

甘孜州地跨扬子准地台、巴颜喀拉一昆仑地槽褶皱系和“三江”地槽褶皱系三个一 

级地质构造单元，是宏大的欧亚古陆和岗瓦纳古陆之间的古特提斯洋分布区。由四个不 

同性质的地块拼接而成，从东向西是康滇地轴、雅江冒地槽、义敦印支优地槽和“三 

江”地槽，其中为后龙门山一金河断裂、理塘一甘孜断裂和金沙江断裂分割。

“三江”褶 皱 系 仅跨其最东的一个三级构造单位，即江达一巴塘华西力优地槽褶皱 

带中的金沙江褶皱带。该带紧邻日雨一里甫断裂的复杂构造带，由一系列近南北向的断 

裂和强烈变形的下二叠统和更老的海相火山一碎屑岩组成褶皱基底，上覆有上二叠统至 

中三叠统的磨拉石一中酸性火山岩建造。并有蛇绿混杂岩分布，具强烈的热力变质，有 

时可见混合岩化。其地质特征显示安第斯型陆缘山弧或安第斯型地槽经改造的特点。

松 潘 一 甘 孜 褶 皱 系 州境中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属之。有古生代地层出露地段，均有 

较强烈的基性火山活动。印支期以前，处于地槽环境，从沉积建造及碳酸盐岩石的发育 

程度由西向东为一地背斜带和一地向斜带，大体界线在甘孜一理塘一木里一带。三叠纪 

时期，构造分化较明显，以甘孜一理塘断裂为界，其东表现为冒地槽性质，沉积了巨厚 

的复理石；西部则演化为优地槽，基性一中酸性火山岩十分发育。印支运动及其后的构 

造变形，形成若干复向斜、复背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