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 离 省答 辫 褥
YUNNAN SHENG

穗名蠢
D{MiNGZ融；

，- 1、

j≮g玲
， i” f、参9，一

≥j i．，．囊囊∥。。涤
～。 ＼

。．?7 j。≮＼
童 ∑飞’＼
《≯弓万 j

b‰-

，一 ，

翟黪冀．
二。y”，；

j

k譬

鼢海丢瓜表囊彦纺



穹
i

女

南 省

勐海县地名志

(秘密资料)

勐海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四年八月

，岁

；≯。*§，

i”、
}

游_

“·

i—d一
洲o

m

4“



J
窖

●

‘，

#U

勐海县人民政府文件
海政发(84)58号

关于颁布本县标准地名的通知(不另行文)

各区，镇，乡、机关，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用以识别地物、地貌的形状和特征而共同约定的名称，

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喜。我县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

语地名约占百分之七十七，语别众多，音译混乱。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地名不断变

更，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等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文革”期间，地名大批变动，进一

步加剧了地名的混乱状况。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的精神和省、州关于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我县在

一九八一年八月至一九八三年四月期间，对县内地名进行了实地普查和史料考证，并在

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1651条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我县标准

地名，经县人大常委会核准，并报省、州地名领导机关认可，现在颁布使用。标准地名详

见《勐海县地名志》。

今后在书写使用地名时，一律以《勐海县地名志》所辑录的标准地名为准，不许任

何单位，任何个人随意更改。需更名、命名者，按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的规定报

批。

勐海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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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和人类的生产，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长河

中，地名随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不断地演化、变更，使一些地名出现重名、多名，

书写混乱等现象。我县地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语地名众多，译写用字长期未作统一规

定，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等现象尤为突出-地名的这种混乱状况既不利于四化建设，文

不便于人民群众间的通讯交往。

为了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的精神和省，州

人民政府关于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在一九八一年八月至一九八三年四月期间开展了地

名普查工作。这次普查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十三个区、一个镇以及黎明

农工商联合公司的1810条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历史沿革、地理概貌及图上点位作了全

面的调查核实，对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作了史料考证。本着尊重历史，服从稳定，群众

讨论，上级审批的原则，对地名书写用字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基本解决了一地多

名、一名多写、用字不当等问题。并将各类地名填表列卡归档。这次标准化地名的确

定，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名的混乱状况，而且对国际交往、国防建设、民族团结和四

化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为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以经上级地名领导机关验收合格的

成果资料为基础，编纂了《勐海县地名志))提供各单位、部门及广大干部群众使用。本

志共辑录地名1651条(行政区划名称115条，街、路、巷名称15条，自然村名称737条，

农、牧点名称43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109条，建筑物名称78条，古迹名称8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44条，保留片村名称6条，自然保护区名称1条)，概况22篇，勐

海县地图一幅，地名景观照片27幅。附有“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

引》。在所辑地名中，民族语地名约占百分之七十七。

志内所载资料虽来自民间，但经反复调查核实，多方征求意见，并请有关人士审阅

修改，同时还作了必要的史料考证。辑录要素有据，文字简明通俗，各条地名均注有汉

语拼音，傣语地名均加注傣文，简便适用。

所辑民族语地名均采用音译，在尊重当地用字习惯的前提下，尽可能坚持同音同意

同译。如：根据傣语读音，将村、山、水，平坝等的音译用字分别统一定为曼，广，

南、勐等，根据哈尼语读音，将山、棚房等的音译用字分别统一为各脚，雅航等。对个

别尚不习惯同音同意同译的用字，均维持原状。又如傣语的。long”(意为大)，为尊

重各地用字习惯选用了“弄’’、“窀"=字，。bang"(意为棚房或休息地)，选用了

“邦”、“班”二字。有些地名的标准用字虽然音译不准，但早已约定俗成，为尊重当地

习惯，均未作更改。为便于掌握读音，现将志书内一些常用字的民族语音用汉语拼音加

注说明：勐(men9)、曼(man)、竞(15ng)、浓(nuang)，派(fad，班(bang)、蚌(bon9)、

京(jing)、点(diS)、乐(1uan9)、帕(pA)，囡(nuai)，其余看些音译不准的用字，则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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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加注于该字旁。
一

志内引用的工农业生产数字，系县统计局一九八二年年报数(不含黎明公司)，人

口数为一九／k-"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其余数据为有关单位提供。

《勐海县地图》上的县界，参照有关地图绘制，不作划界依据。

本志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初定稿，一九A．I匹1年六月按政、社分设体制改革后的新区划

又作了调整修改。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州地名办公室指导，并得到当地驻军、黎明

农工商联合公司及其他有关单位和各区、镇、乡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加之查阅史料不多，缺点、错误难免，恳请批评指

正。

《勐海县地名志》编纂人员，蔡忠民、杨胜能、黄正、万世珍、蔡鹏顺、段精德、

岩香兰、马忠映、康朗庄、杨丙申、魏勇、吴萍、赵宏安。

‘ 2

勐海县人民政府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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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一中教学楼

勐海县人民医院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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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概况

勐海县位子云南省西南部。东连景洪县，东北邻恩茅县，西北接澜沧县，西和南与缅

甸交界，国境线长146公里。总面积5511平方公里。辖1个镇、13个区，4个区辖镇、

96个乡，15条街(路、巷)、737个村。县内驻有黎明农工商联合公司和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一九／k'-"年全县41862户，235016人(非农业人口15855人)，其中傣

族87236人、哈尼族49500人、汉族40738人、拉祜族26564人、布朗族22993人，彝族

3694人、回族1452人、佤族1035人、白族447人，壮、苗、景颇、傈僳、布衣，蒙古、

纳西、侗、瑶、基诺、满等民族506人，未识别民族851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2．7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2．6人。县政府驻象山镇景管路。

勐海，系西双版纳傣语。勐。意为平坝或区域，海t意为厉害或恶。勐海t意为厉害

之人居住、管辖的平坝或区域。传说勐海古名勐咳(had，意为失犬的平坝，景洪阿腊

维王到此狩猎时，猎犬丢失坝中得名。后来，居住在坝中的傣、哈尼两部族首领发生争

斗，傣族首领岩海(had征服了哈尼族首领岛白，把该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地，遂将勐咳

(hai)改称为勐海(hai)，使其含义变为厉害之人居住或管辖的平坝。封建领主以

“勐"为封地单位，分封其后裔食邑，使“勐"具有平坝或区域的含义。

据史书载，勐海在东汉时当属永昌郡。唐(南诏)时当为银生节度地。后晋(大理)

时为彻里地。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叭真入主勐泐后，今勐海县域为勐海、勐遮，

景真、勐混、打洛、勐阿、勐往、勐满八个土司地，属景龙金殿国。元属彻里军民总管

府。明、清属车里宣慰司。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划十二版纳时，勐海、景真，

勐阿为一版纳。一九一三年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时属第三区行政分局(先驻勐混，后移

勐海)，领勐海、勐混、打洛三土司地。一九二七年设县时改勐海为佛海，称佛海县。

据<伪云南省民政厅普思沿边各区改设县治专卷>第166页载：“佛海县：以普思沿边第

三区改，有著名之山，名日苏佛山，故改名佛海县’’。一九五。年佛海县解放，仍称佛

海县，属宁洱专区(次年改普洱专区)。一九五三年成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一九五

六年改州)废县重划十二版纳时，改称版纳勐海，并将原车里县的勐宋、南糯山，原澜

沧县的勐阿、勐康、勐往划归版纳勐海管辖。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版纳合并为五个县

级版纳时，仍称版纳勐海。一九五八年七月五个县级版纳改为三个县时，称勐海县，其

区域包括原版纳勐海、勐遮、勐混、勐阿、西定以及格朗和、布朗山两自治区。至今区

划仍旧。

本县地处横断山系纵谷区的南段、怒山山地的余脉，位于腾冲——龙陵——澜沧地

震骷的南端，属地震裂度七度监视区。历史上曾发生过5．￡级地震两次，7级地震一次。

县境东西最大宽度77公里，南北最大长度115公里。县内地形特点是中部平外围高，最

高点在县境东北部的滑竹梁子，高程2429米，最低点在县境西南部的南桔河与南览河交

汇处，高程535米．地势较平坦的中部和河谷地区，分布着勐遮，勐海，勐混、勐阿等

、／‘aT-_p}t：t-‘itmpEr



一万亩以上的坝子9个，总面积约五十万亩，高程650—1180米。其中勐遮坝子二十兰

万亩，是西双版纳州最大的平坝。平坝地区多为水稻土，百分之九十五的水田分布在各平

坝问，是水稻主产区。平坝周围多是缓坡丘陵，相对高度50一200米，土质多为砖红壤，

适宜茶树、樟树生长，是茶叶主产区o，缓坡丘陵外，是沟谷纵横的中山山地，耸立着大

黑山、小黑山，老苗地，马鹿洞大梁子、路南山，帕滇梁子、纳卡山，邦南后山、庄前

山、龙洞山，仙人脚、邦敢山、欧毕各脚等29座2000米以上的山梁。山地土壤多为红壤

和黄壤，植被以阔叶林为主。据一九七四年统计，全县有林面积182万亩，森林覆盖率

仅23％，木材蓄积量1461万立方米。用材林主要分布在勐阿、布朗山等区。在曼搞自然

保护区内，长有三尖杉、百日青、阿丁枫、黑黄檀等稀有树种。山林中有野牛、虎、豹、

熊、鹿予猴、蟒、孔雀、野天鹅等珍贵动物。

河流属澜沧江水系，澜沧江在县境东北部流过，境内主要支流有流沙河、南果河、

南览河。流沙河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流经勐遮、勐混、勐海三个坝子后在景洪县境

交入澜沧江。南果河源予澜沧县的怕凉山东北从本县北部流过，在勐阿境内一段称南朗

河，过天生桥后称南果河。此河段坡度陡，落差大，十余公里的距离就有四百多米的落

差，水力资源丰富，适宜梯级开发。南览河由澜沧县流入，在县境西部自北向南沿中缅

边界流过，在县境南部流入缅甸。本县大小河流均无航运价值。

气候属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带。年平均气温16．5—21．6摄氏度，一月份平均气温

11．6—15．5度，七月份平均气温18．5—25．O度，极端最高气温30．5—39．5度，极端最低

气温0．O一零下5．8度，霜期30一40天，大于或等于lo摄氏度的年积温5344--7768度，年

日照时数1782--2323／J、时。年平均降雨量1260一1965毫米；百分之八十的雨量集中在五

至十月，年蒸发量1409—1815毫米，雾日110一130天，主要出现在九月至次年二月。年

最多风向为西风，风季出现在三至五月，午后常有六至八级大风。每年出现一、=次冰

霉。

勐海、勐满、勐混，布朗山、勐往等区均有温泉冒出点。、勐满南蚌水温90摄氏度，

勐混曼召温泉、勐阿街温泉水温都在70度以上。勐往，勐阿、西定、勐混等地有铁，独

居石、磷、锡、煤矿资源。煤矿已在开采。
’

勐海是一个以产粮食、茶叶为主的农业县。一九／k-"年耕地面积58万亩，茶园11．4

万亩，蔗园1090亩。粮食作物以稻谷为主，玉米其次，兼种小麦，高梁、薯类，经济作

物以茶叶为主，兼作甘蔗、橡胶、樟脑、棉花、花生，芝麻、药材、水果。

解放以来，先后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一千多件，灌溉面积16万亩。一九八。年全县

各型拖拉机306台，农机总动力40840马力。一九]k-年粮食总产量1．86{L斤(不含黎明

公司，下同)，甘蔗1224吨，生猪存栏9万头，水牛3．7万头，黄牛4．1万头，马1858

匹，产鲜鱼189吨。

’勐海有悠久的种茶历史。南糯山上有栽培型大茶树一：株，称“茶树王黟，树龄在

八百年以上，巴达区境内的小黑山上还有树龄约一千七百年的野生大茶树。勐海是普洱

茶产地之一，该茶久已驰名国内，畅销国际市场。解放后，十四个区(镇)都种品质优

良的云南大叶茶种，一九／k--"年全县产茶3．4万担，茶叶生产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工业。四十年代初，勐海曾办过一个茶厂、一个纱厂。茶厂解放前停办，纱厂煲Ⅱ一



直未投产。现在的勐海茶厂有七百多职工，二百多台(套)机械设备，年加工能力五万

担，所产南糯白毫是全国名茶之一。县办工业有农机修造、粮油加工、农具、成衣，制

鞋、建材，精制樟脑、陶器、印刷、木器、民族饰品等，并有装机容量6千千瓦的宾房

电站1座，农村小水电站6座。一九八二年工业总产值1598万元。县内还有日处理甘蔗

500吨的黎明糖厂。

一九五四年，昆明——打洛、勐海——双江两条省属公路干线先后通车，县内里

程168公里。县城至各区均有公路相通，有6个区通行客运班车。一九A--"年有两个专

业运输车队，拥有客车5辆，载重汽车112辆，货运量达1．25万吨，周转量369万吨公

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一‘

县城有国营百货、贸易，五交化、医药，农资、饮食服务等公司，区有供销社，乡有

购销店，城乡均有集体、个体户经营的商业点。集市贸易生气蓬勃，市场活跃。一九八

二年社会商品零售额3579万元，比一九七六年的1880万元增长79．7％。

文教卫生：解放前，有一所简易师范学校，四所小学。解放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很快。一九jk--"年有小学341所，在校学生15927人，教职工118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58％。

教师进修学校1所，在校学员81人，教职工20人。中学7所，在校学生2260人，教职工

205人。幼儿园1所。电影院2个，农村电影放映队11个，新华书店3个。还有电视录

相重放台，广播站、文化馆(站)等设施。

解放前，勐海是瘴疠之区，缺医少药，疟疾发病率很高。解放后，设立了卫生医疗

机构，认真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基本上消灭了疟疾，控制了传染病

的流行，各族人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一九A----年有县医院1个、病床100张，医护人

员143人，设备较完善，可透视拍片，可作上下腹部手术。有区中心医院2个，卫生所

10个。还有县皮防站、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检所等机构，乡有合作医疗站。县、区

两级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专管计划生育工作，一九A---年垒县人日出生率控制在

15．98％o。

名胜古迹：有位于勐遮区境内的景真八角亭，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曼垒塔，塔冈

南也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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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镇概况

象山镇位于县境东部，四周为勐海区境。总面积4．68平方公里。辖街、路、巷11

条，自然村3个，2909户，13605人，其中汉族7962人，傣族2375人!哈尼、回、拉祜

等族3254人，未识别民族14人。

象山镇依镇中象山得名。此山上有榕树生形若象，故名象山。一九二七年设佛海县

时设区，称象山区，一九五三年建州后隶版纳勐海。一九五八年改为象山公社，隶勐海

县。一九五九年改为象山镇，隶跃进公社，一九六三年改隶勐海县。一九六六年改为东风

镇，一九六九年改为东风大队，隶东风公社。一九七五年从勐海公社划出复设象山镇，

隶勐海县。一九八四年由乡级镇升为区级镇。

一百多年前，此地无街无巷，只有景奄、曼嘎两个自然村，二十世纪初，人口逐渐

增多，设集互市形成一街，即今老街，之后，内地商贾陆续云集于此兴办茶庄，开设店

铺，增辟了大同、佛照、自由等街巷。一九五。年解放后，新建和扩建了象山新街，景

管路、新茶路、保健路，新影巷等街、路、巷，建成了现今的城镇规模。象山新街是镇

内主要街道，银行、邮电局、粮食局、工交局、工商局、物资局、客运站、供销社，商

业局、百货公司、贸易公司、五交化公司、医药公司、饮食服务公司、饭店、旅馆，电

影院、新华书店、医院等单位驻于此街。景管路驻有中共勐海县委会、勐海县人民政府

及公安、检察、法院、县一中等单位。保健路驻有卫生局，防疫站、保健站、招待所。

勐海茶厂驻新茶路。镇政府驻曼兴路。其他街，路、巷多为居民区和机关职工住宅

区。

象山镇是县治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昆洛公路穿

镇而过，每天有通往景洪、思茅、昆明、澜沧、盂连、西盟等县城的客运班车经过，同时

该镇又是佛双公路、海往公路、勐宋公路、格朗和公路的起点，形成了通往各区、乡镇

的公路网，交通较方便。

农业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一九八二年有耕地2593亩(含景窀、曼往)，其中水稻田

2294亩，产粮食149．4J／斤；蔬菜地299亩，产蔬菜135万斤，茶园1360亩，产茶叶498

担，农付业产值74万元。企业有加工厂、砖瓦厂，一九A--年产值22．7万元。其它还有基

建、运输、饮食等行业。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初期有县办的初级师范1所，2个班；小学1所，5个班。一

九A-"年有中学1所，其中高中6个班，学生276人，初中17个班，学生824人，教职工

83人，教师进修学校1所，学员81人，教职工20人，小学3所，38个班，学生1476人，

教职工116人。医疗卫生方面有县医院和镇卫生所，病床100张，医务人员155人，并有县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检所等机构设于镇境内。

7



勐海县Mgngh2ii Xian n98qs)铷nn∞ge(傣)勐l平坝或区域；海I厉害。勐海

县。厉害之人居住、管辖的平坝或区域县，勐海县因县政府驻勐海坝得名。位于云南省

西南部，耕地579458亩，41862户，235016人。

景管路JInggu百n Ltz G0909904s(傣)景；城，管l郊。景管路：城郊路，因路经景管

(寨)得名。勐海县政府驻地。东西走向，东起配电所，西止糕点厂，长1000米，宽15米。

象山镇Xiangshan Zh6n镇址在象山脚下，以山得名。位于勐海县中部偏东。耕

地2593亩，2909户，13605人，汉，傣、回、晗尼，拉祜等族相居。

曼兴路 Manxin9 Ln G。qo。gec『)e8(傣)曼l寨I兴(Hin)·石头。曼兴路·

石头寨路，因通往曼兴(寨)得名。象山镇政府驻地。南北走向，南起回族食馆，北止昆

洛公路785里程桩，长750米，宽15米。

兴园路Xingyuan Ln G09￡∞S9卫Su。ge∞eS(傣)兴(Hin)l石头。兴园路l

石头寨公园路，因通向曼兴公园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北走向，南起勐海一

中，北止新民路，长800米，宽3．5米。

新民路Xinmtn Ln因是居民新迁居住，故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北，东西走

向，东起兴园路，西止老街，长800米，宽3．5米，驻有县二小、酱菜厂等单位。

象山新街Xiangshan Xinji邑系象山镇新建街道，故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西南，

南北走向，南起农机修造厂，北止回族食馆，长950米，宽24米，驻有工交局、邮电局，

百货公司、新华书店、银行、卫生院、电影院、粮食局等单位，是勐海县城的主要街道。

老街 Laoj艳 此街是原有旧街，故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南北走向，

南起景管路，北止景窀路，长425米，宽6米，象山镇卫生所在此街北端。

景‘鸢路Jtnglon9 LQ Gogn99￡c99(傣)景l城，窀I大。景窀路l大城路，因

路经景窀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南北走向，南起县委会，北止回族食馆，长

750米，宽6米。

‘～南海路Nanhai Ln GoqS譬es)刘(傣)南，水，海t人名，指岩海。南海路，通向岩

海之河的路。因通往南海河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南北走向，南起南海河，

北止县委会，长300米，宽3．8米。

保健路Baojian L乜因经保健站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东西走向，东

起县托儿所，西止电影院，长261米，宽12米，驻保健站、电影公司等单位。

新茶路XInch磊Ln因通往茶厂新址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南北走向，

南起勐海茶厂，北止景管路，长360米，宽10米，驻有县一中及勐海茶厂等单位。

新影巷XinyIng Xiang因通往新电影院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南北走

向，南起电影院，北止景管路，长215米，宽8米，机关住宅区。

菜园新村Caiyuan Xincfln系菜农新建之村，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南，村头驻

有水电局、林业局等单位。

曼往Manwang ooSe9zs (傣)曼l寨；往(euah)l土堆。曼往l土堆寨。

因寨坐落于土丘上得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西南城郊，13户，73人，汉族。

景毫 Jtnglong 099E；c口9 (傣)景；城；竞：大。景窀t大城。原是勐海土司居

住地，寨大，故名。位于象山镇政府驻地东北，273户，1385人，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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