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紧接着，中央召开扶贫

工作会议，并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全国范围内确

定了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予以重点帮扶，

并确定了一个部委定点联系一个片区的工作机制。同时强调全党全社会要深刻认识

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更

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

2020 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滇西边境山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该区域国土面积 20.9

万平方千米，包括云南省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 10 州市的集中连片 61 个特殊困难县市区。滇西边境山

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区域内居住着多个特有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是

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是长江、澜沧江、怒江水源保护地和我国重要

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中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言，地位极为特殊十

分重要。片区内包含 48 个民族区域自治县、22 个边境县、4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集贫困、边疆、民族、山区为一体，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中边境县数量和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片区，扶

贫开发与区域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教育部作为定点联系滇西边境片区的单位，高度重视滇西山区的区域发展和扶

贫开发工作。教育部领导多次带队深入边境山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深入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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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总体方案》。该方案对滇

西边境山区资源丰富而教育落后这一点状况，围绕重点解决素质型贫困这一难题，

着力探索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片区区域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将滇西边境

山区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开发扶贫示范区。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

总体方案》，教育部及时制定了支持滇西边境山区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计

划；组建了滇西产业—教育联盟，成立了云南校企合作促进会；开通了滇西开发网；

实施了滇西 10 州市干部挂职联系制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滇西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滇

西边境山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综合性机构。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滇西边境山区的

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更好地服务于滇西边境山区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工作，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

滇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要求，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

对滇西边境山区进行更大规模和更为全面的调查研究。“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就

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系包含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澜沧县、

江城县、孟连县、西盟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腾冲市、龙陵县、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瑞丽市、福贡县、泸水县、贡山县、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等 22 个边境

县市分卷。各卷主要内容有地方社会与文化、经济与特色产业开发、资源环境与特

色能源开发、教育发展、沿边开放开发等，目的是全面反映滇西边境县市情况，宣

传和介绍滇西，探索滇西边境县市发展路子，为国家扶贫开发和决策咨询服务。

本书系研究项目是在教育部、云南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扶贫办的关心下

开展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滇西边境各县市县委县政府及教育部滇西挂职干部的大

力支持，经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推介，列入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在此，谨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滇西边境山区

的发展一定会取得辉煌成绩，滇西边境山区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我们也将不断努

力，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服务于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有更多的成果反映滇西

边境山区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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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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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山脉

第一章　
地缘与区位

西盟佤族自治县是全国两个佤族自治县

之一，地处云南省普洱市西南部，位于东经

99°18′～ 99°43′、北纬 22°25′～ 22°57′，属

北回归线之内的亚热带。东、东北、东南环

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南与孟连傣族拉祜族

佤族自治县接壤，西、西北与缅甸毗邻，国

境线长 89.33千米。东西横距约 40 千米，南

北纵距 60 千米，总面积 1353.57 平方千米。

县城位于勐梭镇勐梭龙潭湖畔，海拔 1155 米。

“西盟”一词源于拉祜族“西密”之译音。

拉祜族称金子为“西”，称地方为“密”， “西密” 

译意为产金子的地方。傣族称西盟为“勐坎”，

傣语称地方为“勐”，称金子为“坎” ，译意

亦为产金子的地方。

第一节    自然地理区位

一、地形  

西盟地处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为怒山

余脉所控制地带，山脉（地）由高原切割而

成，属横断山脉纵谷区，上部还保留有起伏

和缓的平坦地面，由于山地多为石灰岩组成，

顶部发育有岩溶地貌。县境地形东北高而西

南低。海拔相对高差达 1868.9米，山脉倾斜

坡度一般在 18 ～ 30 度之间。境内山脉为南

北走向，山河相间，纵列分布。山脉从东至

西可分为三支：

东部为盘龙山山脉，地处县境东北部，

主要山峰有冈窝少山（海拔 2126.8米）、哦

闷的科山（海拔 2236.2米）、大黑山 ( 海拔

2458.9 米 )、哈朵柯山（海拔 2182.7 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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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大山

楷山（海拔 2041 米）、考底山（海拔 2087.9

米）、兑本山（海拔 2079 米）、梭么底科山（海

拔 1594.7 米）、波拉锡山（海拔 2247 米）、

班母梁子（海拔 1480 米）、邦松梁子（海拔

2117 米）、大黑山（海拔 2158.3 米）、大黄

山（海拔 2099.5 米）、火烧山（海拔 1568.5 米）、

班弄梁子（海拔 1502.3米）、盘龙梁子（海

拔 1654.7 米）、龙潭西山（海拔 1738.2 米），

它们构成与澜沧县的界山。

中部为拉斯龙山脉，地处县境中部，主

要山峰有土邦美山（海拔 2078 米）、考翁山（海

拔 2147.3 米）、宾来劳山（海拔 1567.7 米）、

土昂洛山（海拔 1820 米）、土丫考山（海拔

2108 米）、土朋伐山（海拔 2123 米）、宾伐

山（海拔 2114.9 米）、土克压山（广山）（海

拔 2220.1 米）、三棵树（海拔 2064.4 米）、

拉斯陇梁子（海拔 1912.4 米），它们构成县

内库杏河与新厂河、南康河的分水岭。

西部为西盟山山脉，地处县境西部，主

要山峰有永东山（海拔 1887 米）、土埂堵山

（海拔 2142 米）、土龙弄山（海拔 2120 米）、

大马散后山（海拔 2140.6米）、大黑山（海

拔 2130 米）、佛殿山（海拔 2132.9 米）、商

烟街山（海拔 1976.6 米）、莫哈贺山（睡大佛）

（海拔 1906 米）、倮铁科山（野牛山）（海

拔 2191.3 米）、南堆山（海拔 1968.4 米），

它们构成新厂河、南康河与南弄河、南锡河

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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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  

全境属亚热带，其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海

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山区地形复杂，

气候垂直差异明显，海拔每升高 100 米，年

平均气温降低 0.53℃，其中，600 ～ 1400 米

平均降低 0.38℃，1400 ～ 2200 米平均降低

0.69℃。据西盟县气象站测定，年平均气温

15.3℃，1月最低气温 1.3℃，7月最高气温

28.9℃，无霜期 319天。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西盟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南前缘，距印度

洋孟加拉湾 800 千米，迎风坡受孟加拉湾西

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易成云致雨。降水量大

体随山势自北向南递减，西南面多于东南面，

南北差异在 1000 毫米以上，高海拔山区的西

南面比东南面年降水量偏多 500 毫米，海拔

每升高 100 米，年降水量增加 85.1毫米，最

大降水高度多数出现在海拔 1900 米左右的西

南面，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2758 毫米左右，为

云南省降雨之冠，降雨量最多的 1991年达

3426.7 毫米，最少的 1978 年为 2041.4 毫米。

雨季和旱季分明，每年 5 月至 10 月为雨季，

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90％，其他月份为旱

季。太阳年辐射总量为 131.8 千卡 / 平方厘米，

比同高度的昆明多 8.3 千卡 / 平方厘米，比同

纬度的思茅多 19.3千卡 / 平方厘米。全年以

西风为主，年平均风速 2.5 米 / 秒，旱季风速大，

平均 3.7 米 / 秒。

◎佤山的雾

◎佤山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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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系  

境内河流均属怒江水系，大小河流共有

98 条，主干河流依山势由北向南流，注入南

卡江。主要河流有库杏河、南卡江、新厂河、

南康河、南锡河、勐梭河等。

1. 库杏河　

发源于中缅交界的土邦美山、冈窝少山

等山，由北向南流至中课、勐梭两乡（镇）

交界处，有勐梭河从西来汇，再向西流至中课、

勐梭、力所三乡 ( 镇 ) 交界处与新厂河汇入南

康河。有大小支流 30 余条，全长 36.5 千米，

流域面积 200 多平方千米，河床平均宽度为

21.3 米。

2. 南卡江　

其上游从南康河与南锡河汇合处起，至

格浪秧河入口处止，为县境河段；下段为中

缅两国界河，由此向南经翁嘎科镇流入孟连，

注入萨尔温江。较大的支流有南康河、南锡

河、南丙河、各弄星河、各浪搞河、格浪秧河。

境内长 12.5 千米，流域面积约 180 平方千米，

河床平均宽度 27.3 米。

3. 新厂河　

上游称格浪窝弄河，为中缅界河，由西

北向东南流经新厂、勐卡镇、中课、力所四

乡（镇）交界处汇入南康河。较大的支流有

格浪弄窝河、土来勒姆河、代格拉河、格浪

埂堵河、永哈拉河、哈密篝、南卡搞河、各

弄各那河、班哲河，全长约 27 千米，流域面

积约 190 平方千米，河床平均宽度 25 米。

4. 南康河　

从库杏河与新厂河交汇处起至与南锡河

的汇合处止。由北向西南流，流经力所、勐梭、

翁嘎科三乡 ( 镇 )，汇入南卡江。较大的支流

有王拱河、南布河、南岳河、竹鲁河、三岔

河、永哈大篝、王亢大篝、库杏河、新厂河，

全长 26.3千米，流域面积 508 平方千米，河

床平均宽度 25 米。

5. 南锡河　

发源于缅甸境内，属中缅界河，从 183

号界桩起，流经岳宋、力所两乡西侧边界，

至翁嘎科交界处，有南康河从东来汇，向南

注 入 南 卡 江 。较 大 的 支 流 有 5 条 ，全 长 约

21.3千米，流域面积 110平方千米，河床平

均宽度 21.4 米。

6. 勐梭河　

发源于班母山，由东南向西北纵贯勐梭

镇北部，汇入库杏河，较大的支流有博含河、

东梭河、东郎河、东归河，全长 13.5 千米，

流域面积约146平方千米，河床平均宽度15米。

四、行政区划  

2004 年以前西盟县辖新厂乡、莫窝乡、

力所乡、岳宋乡、中课乡、翁嘎科乡、西盟

镇、勐梭镇，共 6 乡 2 镇，2005年年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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