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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甸县人民政府文件
甸政发(1983)第72

关于颁发中甸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乡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长期生活实践中按需要创造出来的，是人们生产、生

活，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领土完

整，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系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基础

薄弱，为适应四化建设发展形势，搞好地名普查工作，实现地名标准

化显然十分必要。

为改变我县地名存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民族语地名译音不

准，用字不妥等混乱状况及更改个别含义不好的地名，根据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及省、州

有关规定，以1：5万和1：10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自1981年9月起组

织力量对我县十二个区(镇)全部地名进行普查清理。经多方查找资

料，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调查核实，审定了我县标准地名，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决定颁发施行。

今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厂、矿、商店，学校，

集体单位，城乡人民等在公私信函，统计报表，文件资料及一切交往

中，凡是使用各类地名时，均需采用此地名志颁发的标准地名，凡与

标准地名不符的地名，一律禁止使用。需要更改和新命名的地名，须

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有效。希切实遵照执行。

中旬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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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 士
刖 雷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约

定形成的，是人们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搞好

地名标准化及规范化，对国际交往，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加强

四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自1981年9月开始至1982年底结束·金部工作

自始至终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省，州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及省，州有关规定进行的，也是我

县有史以来笫一次对地名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1：5万和1"10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我县的

2301条地名的历史沿革，含义和地理概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经多方查

找资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反复印证核实，对各类地名进行了规范

化，标准化处理，把我县地名存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民族

语地名译音不准，用字不妥等混乱状况作了规范化处理，删去不复存

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增加了图上没有而实地存在并起地名作用的地

名。地名普查的成果经省，州地名办公室检查验收后，符合地名规范

化，标准化的要求。

今后为了给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提供准确的

地名信息，我们编纂了这本有文，图，表，照片四大内容的《中旬县地

名志》·本志辑录了金县乡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等地名共2262条，并在我县地名图上标注了

辑录的全部地名。其中行政区划地名69条，居民点(自然村、片村，

农点，牧点)1486条，街道，巷、居民区j4条，人工建筑物69条，名胜古

迹，纪念地、游览地16条，、自然地理实体496条，地片57条。由于我县

是以藏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民族语地名占的比例重，本志录取的

2262条地名中，民族语地名有1738条，占总地名的76％。‘其中藏语地

名1376条，纳西语地名341条，傈僳语地名28条，彝语地名20条。在民族

语地名中‘，藏语地名占79％．：藏语地名的拼音，规定按民族文字用拉

萨语音转写。藏语地名的译写规范化和音译转写是一个量大而复杂的

工作，．方言与拉萨读音的差异，方言与土语的差异很大，4地名的词语

中土语又占相当的比例。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在民族语地名译写规

范化方面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除请有关方面和专家核正外，还恳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
，

，我们在编写时，‘除依据云南省《地名志》编写意见外，还参考其它

县的经验。吸取了云南省笫三次地名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尽量能反映

本地特点为原则，重点反映地名的现状。本地名志采用表列式，其内

容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民族文字，语另1j，简注。简注有地名的类

别、地理概貌、名称的来历含义等。有文字概况24份，1。25万中旬县

标准地名图一幅，各类照片29张。本志附录地名命名，更名表；地

名普查工作总结；中甸县建国以来政区沿革；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汉

语拼音首字音序索引。 ；

+本地名志引用的数据，工农牧付方面均为1982年底县统计局年

报，．人口数乡以上政区均用1982年笫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自然村的

人口数为地名普查时数据。、。尼西区江东乡地名资料按德钦县转来原件



载入。本志所写距离除注有公路距离外，都为直线距离。本志所涉及

的农，牧点所有权，区乡界线是从各区、乡普查地名时归类编写的，并

非法定的所有权及划界依据。

本志藏语地名的音译转写承国家测绘局科研所地名室武振华、吴

郁芬二同志协助，对地名普查中给于支持和帮助的州政协，县政协，

县人大、县统计局、县农业局、县畜牧局，县档案馆，各区，乡政府

等单位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县地名领导小组成员：知诗定主、和立中、周继禹、赵加林、

阿荣华．．普光显，匿翌。

参加地名普查的有：和立中、松秀青、彭建全，杨红春、何世

昌、余在宣、廖春荣、和荣光。

主编本志的松秀青、彭建全。图片摄影周迁铎。何世昌同志参加

了初稿编写．

中旬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



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

迪庆藏族自治州在云南省西北部。西北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

为邻，北面及东面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西面与怒江州交

界，南面与丽江地区相连。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州人民政府驻中

甸县中心镇长征路，距省城昆明市的公路里程为720公里。’ ．7

“迪庆一系藏语，意为“极乐，太平静。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迪庆象征着繁荣，幸福，’安定的社会环

境，代表着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心愿。一九五七年成立j

自治州时，经国务院批准，命名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一。‘ ?’‘’．2

据史料记载：迪庆州秦汉属牦牛羌；三国，晋，南北朝分属越篙郡，’

吐谷浑、宝髻，党项；隋属南宁州；唐初属吐蕃铁桥节地；唐南诏为剑

川节度地；’宋属大理国善巨郡；元属云南行省丽江路宣抚司(中旬为

宣政院直辖地)；明属丽江府(维西刺合庄司直属云南都司)；清属

云南丽江府，设中旬厅、维西厅(辖德钦)；民国属腾越道，1913年设中旬

县、维西县(辖阿敦子行政委员会，即德钦)，腾越道废，1935年属云南

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 948年属云南省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设中旬县，维西县，阿敦子设治局(即德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1950年属丽江专区，设中旬县，维西县，德钦藏族自治区(1 956年

改为德钦县)；1957年9月13日成立迪庚藏族自治州，属丽江地区代管，’

设德钦县，中旬县、维西县及奔子栏办事处(1959年并入德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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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与丽江地区分开，由省直辖。

迪庆州辖中旬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有27个区，3个镇，

176个乡，2293个自然村·51751户(城镇5837户)，总人口276612人

(城镇人口27815人)。有藏，’傈傈，汉，纳西、彝，白，回、怒、普

米，独龙等民族．其中藏族90850人，傈僳族78794人，汉族50885人，

纳西族34124人，其它民族20735人。

全州地形近似肺状。地处滇西北横断山纵谷地带的北部，系青藏高

原的南延部份。地势北高南低，高山峻岭和深邃峡谷相向并列，南北纵

贯。不少雪峰耸立于雪线以上，为我省最高最冷的地区。西部为怒山山

脉，其北面称梅里雪山，位于滇藏交界处；怒山以东为澜沧江，澜沧江以

东为云岭，云岭以东为金沙江，金沙江以东为云岭支脉中旬雪山．有冲

江河，东旺河，翁水河，永春河、腊普．河，洛爪河、珠巴龙河、阿东河等主

要河流76条，均属澜沧江及金沙江水源，两大江自北而南平行流经全

州。澜沧江由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进入德钦县佛山区，流经维西县维

登区进入怒江州兰坪县境。金沙江由芒康县徐中区进入德钦县羊拉区，

流经中旬县金江区三水平处折向东北，形成著名的长江第一湾；穿越

中旬哈巴雪山和丽江玉龙雪山之间的深谷，形成世界著名的虎跳峡，在

长20公里的地段内落差达1 79米，两岸雪山对峙，江面峡窄，水流湍急，

险滩礁石交错。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云南省副省长张冲同志，生前十分

关心虎跳峡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曾十次亲临现场视察。其逝世后，有

关部门遵照遗嘱，将他的骨灰于1 980年1 1月23日撤在虎跳峡中。金沙江

流经洛吉区进入丽江地区境。州内最高点为太子雪山，主峰卡格薄，。

高6740米，最低点为中旬县洛吉区与四川省木里县交界的金沙江出境

处，海拔1 503米。
1



全州属高山地区，由于地壳的隆升和金沙江，澜沧江水系的切割，

形成多层性切割高原特点，有着复杂的地貌结构。不仅海拔高差大。而

且河川的纵横深切。从高6740米的卡格薄峰到海拔2020米的澜沧江边，

在14公里的水平距离上，垂直高差达4720米，一般的高差均在3000米至

4000米。这种奇有的地形特征是造成气候垂直变异的主要原因。“一山

分四季，隔山不同天，望天一条线，看地一条沟”，这就是对我州立体气

候和地形特点的最好说明。境内地形、气候和植物生长大体有以下三

个层次：

一、高寒地区：海拔在2800米一6740米，占总面积的32·5％，地貌

主要特征是高山、中高山及高坝形态。

其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无农户居住，终年皆寒，空气稀薄，光照

强烈，气温日变化大，积雪达六个月以上。往上海拔更高的地区，是高

山流石滩，冰荒漠，直到雪山冰漠带，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不少现代冰

川，如太子雪山上的斯恰冰川，明永恰冰川即是典型代表。该地区的气

候属高山苔原型及雪山冰漠型，植被矫小葡伏，呈莲座状。除少数地方

生长小杜鹃、刺柏、山杨柳外，地表多为高山蒿草草地，苔鲜和地衣，大

部份地带为荒山秃岭，有的终年积雪。比较著名的雪山有，梅里、太子、

察里、甲午、闰子、白芒、巴拉格宗、哈巴、迪龙、大雪山、牙岗、天宝、石

卡等十三座。土壤为高山砂砾土及高山冰沼土。是夏季牧牦牛的地方。

其海拔在4000米以下的地区为高寒山区及高寒坝区，除中高山形

态外，在众多的山原中分布有较多的大小不等的高原平坝及高山湖泊，

其中以中旬县的大、小中旬坝区，属都海、碧塔海、纳帕海最为著名。

该地区属北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4·7。C一5．4。C，≥lo oC积温

644．7。C一1392．8。C，年降水量617．6～6617毫米，全年日照1986．7一

：：“1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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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8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70一7l％，霜期160．9—165．4天，一月

份平均气温一3．0。C～一3．7。C，七月份平均气温1 1．7。C～1 3．2。C，

积雪2—4个月。为州内重要的农牧林区。植被为冷杉、红杉、云杉、

混生高山栎类及桦类。有广阔的高山草旬草场，亚高山(林间)草甸

草场，沼泽草旬草场。土壤为棕壤、暗针叶林土及草旬土。主要农作

物为青稞、洋芋，次之小麦、荞子、蔓菁，一年一熟。

二、山区：海拔2200米--2800米，占总面积的48．3％。

该地区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比较大，山高谷深坡陡，土地不连成

片，多为梯田坡地。属中温带季风气候，以维西县城所在地为例，海

拔2326米，年平均气温1 1．3。C，≥1 0。C积温3079．5。C，年降水量957．5

毫米，金年日照2071．3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70％，霜期112．2天。

植被为云南松、栎类、杜鹃及混交林，在维西县境内还生长着名贵及

稀有的琪桐(鸽子花)和各种兰花，在德钦县境内生长有珍贵树种i兰

沧黄杉。土壤为红壤、棕壤及棕色暗针叶林土。主产包谷、小麦，次

子荞子、洋芋、青稞，少数地区产稻谷，农作物多二年三熟，有的可

一年两熟。为山地灌木灌丛草甸草场。属我州畜牧业重点区。

． 三、河谷地区：海拔1503米一2200米，占总面积的19．2％。地处
金沙江、澜沧江及其水系沿岸，水滨山脚为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和面积

较小的冲积河漫滩，冲积锥，除部份土地平坦外，大部份为梯田台地。

该区气候炎热，四季分明，属南温带及北亚热带季风气候。金沙江澜沧

江上游及北部河谷地区气候干燥，雨量较少；金沙江、澜沧江下游及南

部河谷地区，春秋温暖，夏季炎热，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 2．7。C一

15．7。C，霜期90—loo天，年降水量715．5～1000毫米，全年日照1733．7

～21 ootb时，≥1 0。C积温3700--4805。C，相对湿度70％。农作物一年



两熟，是我州粮食主产区。主产稻谷、小麦、蚕豆、碗豆。植被为云南松，

常绿灌木林及混交林。为山地河谷杂草草场。土壤为棕壤和水稻土。

州内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因受自然灾害而减产，常见的

自然灾害有干旱、霜冻、低温、洪涝和冰雹。中旬县地处下关一剑

川一中旬地震带的北端，曾于1933年6月7日发生6．25级地震一次，

1961年6月27日发生6级地震一次，1966年9y]28日发生6．4级地震一次。

全州森林面积1400万亩(不含疏林地)，森林复盖率为37．54叻，

森林蓄积量为1 6472万立方米。林区分部集中，木材粗大标直，木质

坚硬细腻，是极好的建筑用材，供应省内外。82年采伐量为30万立方

米，占全省采伐量的五分之一，是我省主要林区之一。 。

迪庆州境内草场广阔，牧草资源丰富，草山草坡面积为654．5万

亩，占总面积的18．83％，是我省畜牧业重点区。主要家畜家禽有：牦

牛、犏牛、黄牛、马、驴、猪、山羊、绵羊、鸡。1982年生猪存栏数为217159

头，大牲畜存栏数为183123头，山绵羊存栏数为320298头，按总人口

平均，每人2．7头。
’

．

迪庆州境内除产麝香、熊胆、鹿茸、虫草、天麻等名贵药材外，还有

胡黄莲、藏菖蒲、雪莲、竹茵、当归、贝母等300多种中药材。．1 982年种

植中药材8706亩。20多年来已提供给国家2400多万斤各类中药材。

， 金州总耕地面积为586757亩，占土地面积的1．6％，按农业人口

平均，每人2．35亩。耕地主要分部在河谷地区和缓坡地上，其中旱地

526633亩，水田60l 24亩。主要靠自流灌溉，有效灌溉面积l 42200亩。

1982年粮食总产18020．17万斤。年产包谷6685．97万斤，单产279斤；

年产稻谷2196。69页斤，单产501斤；．年产心菱2541．12页R，?卑产181

斤，年产青稞1705．93万斤，单产115斤；年产大豆416．6l万斤，单产

}0



298斤。农业总产值6389．8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6．5％。其中农

业产值3409．31万元，林业产值779．71万元，畜牧业产值1 600．49万

元，付业产值600．1 4万元。

迪庆州工业基础薄弱，皮革，毛纺，制陶、木碗等具民族特色的轻手

工业有一定地位。民族产品木碗．．藏靴等远销西藏、四川、青海等藏区。

解放后，相继建立了森工、电力、缝纫，机修、农机修造、矿藏开采、水

泥、食品加工等工业。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321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的33．5％。新中国成立后，商业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城镇到农村

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商业网点，购销两旺。现有商业机构424个，

职：Y_．2399人，1 982年国内销售总额为441 277元。

境内矿藏种类繁多，现已查明的有石棉、钨、石膏、大理石、锑、铁、

铜、水银、金、银、铅等。金、银、铅、铜、铁等早在明清时代就已开采冶

炼，现存废矿遗址较多。中甸县的钨矿、德钦县的石棉矿、维西县的

石膏矿储量最大，现已初具开采规模。其余矿产有待进一步普查，以

便开发利用。

全州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水电事业发展很快，现有电站1 01个，

装机119台，容量18831．54千瓦，27个区，152个乡通了电。

解放前及解放初，迪庆州交通运输落后，全靠人背马驮。从一九

五六年开始修筑公路以来，到现在滇藏、中(甸)乡(城)、白(汉

埸)维(西)等公路干线贯穿全州，境内公路全长1 586公里。其中，国

道392公里，省道222公里，县区道372公里，25个区，67个乡通了公

路。现有大型汽车741辆，大客车6辆，小汽车121辆。各种轮式拖拉

机315辆，手扶拖拉机712辆，摩托车54辆。

新中国成立以来，迪庆州的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 951



年仅有小学136所，学生6574人，教职工197人；初中1所，学生84人，

教职：129人。1982年已发展到中等专业学校4所，在校学生2410人，教职

工104人，其中教师49人；完全中学5所，在校学生866人，初中i0所，

在校学生4137人，中学教职32560人，其中教师374人；小学860所，

在校学生29735人，教职ZE2526人，其中教师2375人；入学率74．4％，

其中农村为72．3％，城镇为98．8％。现有群众艺术馆1个，县级文化馆

3个，图书馆3个，工人俱乐部3个，电视台3个，广播站I1个(城镇4

个，区级7个)，区文化站28个，县级电影院5个，电影队58个。

1982年全州有卫生机构58个，县级医院4个，区卫生所(院)26

个，防疫站4个，妇幼保健站3个，卫生学校1所，病床655张；卫生机

构人员899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760人，乡村医生21 8人。计划生育

率为42．6％，具有民族特点的藏医藏药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迪庆州境内有白茫雪山，哈巴雪山、碧塔海、纳帕海等四个省级自

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古木参天，风景秀丽。除有多种动植物及矿藏资源

外，还有小熊猫、马鹿、金丝猴、黑颈鹤等珍贵的稀有动物，堪称寒温带

搿动植物王国”。境内著名的风景区有三坝区的白水台，大中旬区的天

生桥、碧塔海，佛山区的太子雪山。主要的文物古迹及遗址有大中旬区

的松赞林寺、承恩寺，中心镇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奔子栏区的东竹林

寺，升平镇的百转经，德钦林寺，康普区的寿国寺，塔城区的哥灯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祖师洞以及五境区的吐蕃铁桥及铁桥东城遗址。

1 936年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于四月二

十五日渡过金沙江进入中旬，五月七日离开中旬，途经中旬1 3天，行

程400多公里，并在中心镇休整5天。向各族群众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贺龙同志还向松赞林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原件保存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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