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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上应标注的藏南重要地名———巴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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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藏南地名———“巴昔卡”进行了研究与考证。介绍了巴昔卡作为中国“雨都”和雅鲁藏布大峡谷末端
的基本情况，并根据汉藏语系中的珞巴语的特点，将“巴昔卡”的珞巴语含义推测为“雅鲁藏布江边”；强调了在《中

国地图》上标注藏南地名点“巴昔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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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中国地图》藏南地名补白研
究
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８日在白宫的“地图室”会见了达赖，
我国藏南地区被印度所占的领土问题又成为全中国

人民关注的焦点。白宫的地图室位于白宫西翼底

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曾在这里察看地

图分析战局。１９９４年对地图室进行了装修，美国总

统时而在这里接受采访和会客。奥巴马２００９年１

月就职大典宣读誓词过程中出现小差错，首席大法

官在地图室重新为他举行了就职宣誓，由此可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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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室的特殊意义。

奥巴马在地图室会见达赖，正好说明了地图在

宣示国家主权方面的重要性。作者不久前研究了

《中国地图》上藏南地区内的地名空白问题，采用综

合编绘的方法，将《中国地图》藏南地区东段内的图

上地名点，由原来的９个增加到３６个，意在填补“中
国地图上的空白”［１－３］（图１）。

图１　标注３６个地名点的中国藏南地区东段
Ｆｉｇ．１　３６ｎａｍｅｓ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ｏｎｔｈｅ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

　　文献［１］所增加的２７个地名点分别是：鲁巴、
曲那门、塔库姆、尼克特、巴里金、胡巴、瓦宗、伦卡、

埃打让、培洛根、加士岗、旁金、巴昔卡、野如、营五、

拉曼、都登、埃洛莫、尼杂木哈特、恩多林、钦邦、基

明、娃买、卡多、惹英、布瑞尼、因通埃坡。关于藏南

地区的地图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藏南地名经

过长期延续，无不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渊源。所以，对

增补的地名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本文的研

究对象就是这２７个地名中的一个，藏南明珠———巴
昔卡（Ｐａｓｉｇｈａｔ）。

２　中国的“雨都”
巴昔卡位于西藏自治区墨脱县、东经９５°１９′北

纬２８°０５′的雅鲁藏布江下游西岸，海拔１５２ｍ。这
里森林覆盖率达９０％以上，是中国三大林区之西南
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昔卡森林茂密，四季常青，

物产丰饶，各种热带植物生长茂盛，藤本植物交织缠

绕，满山遍野的野芭蕉林、野柠檬林、香蕉、甘蔗、棕

榈等热带植物。除宜种植热带经济作物，还可播种

农作物，一年三熟。热带雨林中栖息着孟加拉虎、犀

鸟、太阳鸟、蟒蛇、孔雀等上千种珍禽异兽，构成一幅

美丽的热带风光。巴昔卡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海拔

高程低，属于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受印度洋西南

季风的影响，降雨量大，水热条件优越。热带海洋暖

湿空气，经雅鲁藏布江河谷向西藏高原流动时，首先

进入巴昔卡区域，形成了该地区终年温暖，雨量充沛

的特色。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

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温暖而多雨，是世界上

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巴昔卡平均年降水量高达

４５００ｍｍ，被称作中国的“雨都”。
巴昔卡虽被印度侵占，但我国水文气象系统顽

强地坚守着主权意识，一直没有停止发布这些地区

的降水数据，始终把资料来源与国内各水文气象站

同样对待。我们可以从中国水利国际合作与科技网

上看到这样的表述：“墨脱县戴林２２年平均年降水
量为５３７１ｍｍ，巴昔卡３５年平均年降水量为４４９４
ｍｍ、１９５４年达７５９１ｍｍ，为我国降水量最大地区之
一”。

３　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末端
我国科学家从１９７３年起到１９９４年，经过长达

２１年的科学探险、考察和论证，终于认定雅鲁藏布
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这是二十世纪末重大的

地理发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将这一
世界最大峡谷定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４］。雅鲁

藏布大峡谷的入口处在米林县的派镇，而末端就是

墨脱县的巴昔卡（图２）。
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长５０４．６ｋｍ，平均深度２２６８

ｍ，最深处达６００９ｍ。中国科学探险家协会的《世
界最大峡谷及其命名》中这样写到：“中国政府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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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来就把巴昔卡定位在中印国境线上，此不容置

疑和来不得半点含糊。我们世界最大峡谷的长度，

其末端止于国境线的巴昔卡，除了它绝对的真实性

和科学性之外，是充分考虑到它的作为中国神圣领

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５］。

图２　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卫星遥感图
Ｆｉｇ．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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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巴昔卡”珞巴语含义推测
“巴昔卡”为汉字译写的珞巴语地名。珞巴语

（Ｌｈｏｂ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属汉藏语系，语支未定，主要分布
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洛渝地

区。珞巴语词汇以多音节词占优势，尤以双音节词

居多，单音节词较少。合成词除由两个词根构成的

外，还有一部分是由词根加前加成分构成。有一定

数量的藏语借词，也有少数汉语借词，汉语借词多是

通过藏语吸收的［６］。

“珞巴”意即居住在珞渝地方的人。珞巴族内

部部落很多，各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史料记载，

自公元七世纪起，珞渝地区即归入吐蕃王朝建制，此

后即一直在西藏地方政府统管之下。珞渝地区在喜

玛拉雅山东段的主脉南侧，向南延伸至印度阿萨姆

平原与北面广大山区的衔接线。珞渝位于北纬２７°
至３０°之间的低纬度地区，属亚热带和准热带气候，
常年多雨，温和湿润。因海拔相差悬殊，气温变化很

大。雅鲁藏布江在藏区自西向东流经千里后，经过

大拐弯至墨脱东北急折向南，在巴昔卡附近流入印

度。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巴昔卡”这三个汉字

译写的珞巴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卡”

在藏语地名中是很常见的、一般出现在地名的末字，

如墨竹工卡、大竹卡、罗布林卡等。所以，我们推测，

“巴昔卡”应该是受藏语地名影响的珞巴语地名。

无独有偶，靠近西藏的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孜

州的西北部，距康定６９６ｋｍ，距成都１０５４ｋｍ。这
里的平均海拔为４２５０ｍ，比拉萨还要高６００多米。
石渠的藏语名为“扎溪卡”，意思是“雅砻江边”，图

３是石渠县与雅砻江的相对位置。

图３　石渠县与雅砻江的相对位置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ｈｉｑ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Ｙａ

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由图１与图３的比较可见，石渠与雅砻江的相
对位置和巴昔卡与雅鲁藏布江的相对位置很相似，

都是在江的西侧，又都是由南北方向的江流，而“扎

溪卡”按照语音也可叫“扎昔卡”。

“扎昔卡”和“巴昔卡”，一字之差，又同属汉藏

语系。于是我们推测：既然“扎昔卡”的意思是“雅

砻江边”，那么“巴昔卡”的意思应该是“雅鲁藏布江

边”。

５　结语
国境线上的巴昔卡守望着滚滚南流的雅鲁藏布

江，是世界最大峡谷的忠诚卫士，尽管已被印度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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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但永远也无法改变巴昔卡是中国的“雨都”、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珞巴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

的故乡、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钢铁事实。在《中国地

图》上标注巴昔卡这个重要地名，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藏南地区主权的庄严宣示，也是对达赖的卖国

行径和美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霸权主义的有力回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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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帐号。分配给无线用户的内部 ＩＰ地址也可以根
据需要采用动态分配和静态指定方式，这样做到了

ＩＰ地址、ＩＭＳＩ、无线接入帐号三者的唯一确定性，实
现了从物理层到网络层的统一。

４　湖北省地震网络 ＶＰＤＮ平台建设
的成效
湖北省地震网络ＶＰＤＮ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地震

台网建设的数字化、无线化，大大降低了建设成本，

由于实现了多种观测设备的统一接入管理，可以对

各种观测设备进行远程的监控管理，因而大大降低

了对地震设备的维护成本。远端观测设备的监控管

理方便快捷。观测数据的实时性上报，保证了地震

预报的及时性，提高了预测效率。针对地震设备布

设环境的恶劣性，无线 ＶＰＤＮ平台的建设可以满足
野外无人职守观测环境的需求。专网接入方式可以

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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