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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巍政发(1984)19l号

☆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公所、乡(镇)人民政府、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关系到国家

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的一项大事。

我县多民族聚居，历史上民族迁徙演变情况复杂，许多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很

大，以致出瑰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音译不准以及含义不好等情况。随着

四化建设的发展，搞好地名普查清理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必要。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的规定，

我县于1981年12月开始，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反复核实，查考有关资料，

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确定了我县标准地名，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予以颁发使用。今后

在称呼书写使用地名时，应按照此次确定的标准地名，不得随意更改。凡更改地名和新

命名的地名，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公元198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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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地名的称呼书写是否达到

标准化、规范化，地名的管理使用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国防、

外事、交通，邮电、新闻出版、测绘、科研以及工农业等各个方面，也关系到人民生活

和日常交往。因此，它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地名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于1981年12月开始，至1983年6月结束。根据国务院(1979)305

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普查中，对全县1715条地名进行了反复核调，除删去废

村废庙69条外，实有地名1646条，已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基本上结束了我县地名

中的混乱现象。在此基础上，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对全部地

名普查成果，再度进行核实整理，编纂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地名志》。

本志所列地名，较普查成果略有增删，共计1627条，均按性质分类。顺序一般按照

行政区划，由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列。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先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巍城镇

及巍宝区。各类地名的主要项目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简注。志录所用数据：人口

及族别，系根据1982年7月1日人口普查统计数，其它系根据1981年统计年报数。

本志用词条式编列。行政区划和居民点的词条计1286条。其中县的词条I条，区的

7条，镇的1条，乡的77条，区辖镇的l条，‘街道办事处2条，农村办事处2条，街道

的词条24条，巷的16条，自然村的1135条，自然镇的l条，农点的l条，及片村的18条。

片村是若干小村的总名，不列入自然村统计。

独立存在的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计35条，包括厂、场、站、渡口，道班、

学校、医院等。

人工建筑物类计105条，包括lO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60个，桥33座，电站4座，抽

水站2座，沟渠6条。

古迹及游览地23条。

自然地理实体计165条，包括山103，山口10、山洞5、河35，箐7．泉3，地片

2。

历史地名13条，包括巍山县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名称7条，重要历史地名6条，

简注内容有。名称起用年代、语别、名称来历含义及演变、区划范围、民族分布以及所

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简况。

我县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语地名共262条，占全部地名的16％，其中彝语地名

260条，白语地名2条。彝语地名中，音译不准、书写混乱的情况较多，但因已长期沿

用，为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除个别有明显错讹及用字生僻不当的加以改动外，其余不



作更动。

本志附有1：10万的县地图l张，是在核查修正l：5万地形图的基础上编绘的，作为

本志内的标准地名图。此外并附有照片42幅，作为对我县地形、地物与地名意义的直观

反映，有助于了解我县的历史概貌和民族特色。

本志附录部分有：地名注释，注明厂，官厂、旗厂、官庄等名称的由来。《全县人口

及民族分布情况统计表》，详列全县各区乡人口及民族分布情况。《新命名、更名地名表》、

《新旧名称对照表》．《民族语地名一览表》，列示全部民族语地名的音译、意译。《地名首字

笔画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可据笔画或音序查找地名。

本志是在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编纂的，办公室由张嘉禹、杨仲同志先后兼任主

任。赵堪同同志为责任编辑。参加编纂人员：王丽珠、方嗣光、艾汝龙、李景白、苏静仙、

苏瑞森、陈家瑜，陈廷俊、赵堪同、赵钟义、郭乃刚等同志。参加民族语地名研究整理

的有鲁兴泰、茶辉和、宋思敬、杨茂宇、李家顺、毕从高、只朝相、字德珍，字 异、

鲁兴科，马国清、字文俊、李德荣、茶德升等同志。图片摄影：县文化馆赵家彬同志。

县地名办公室赵钟义同志。

编纂本志时，县统计科、水利局给予了支持配合，并承徐 克、陈赓雅、李筱圃、

黄丽天、朱家修等同志赐予指正，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本志在内容、译写和编排核对中难免有缺点或错误，恳请批评

指正。

巍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 198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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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概况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在云南省西部，属大理白族自治州所辖，东界弥渡县，东南界

南涧县，西南与凤庆县相连，西与漾濞、昌宁两县接壤，北邻大理市，总面积2，266平

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巍山城。全县分为7个区1个镇，镇下属2个街道办事处，2个

农村办事处。区下属1个镇，77个乡，共1，135个自然村， 1个自然镇。

巍山县古为《禹贡》梁州徼外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邪龙县属益州

郡，东汉属永昌郡。蜀汉属云南郡。晋属宁州郡。南朝时属云南郡。唐贞观二十三年

(649)云南国诏张乐进求让位细奴逻，改国号大蒙国，自称奇王。“蒙”为乌蛮大姓。当

时，洱海地区分为六个诏，巍山为蒙舍诏及蒙离诏所在地。永徽四年(65 3)，高宗封细

奴逻为巍州刺史，蒙舍诏又称巍州，属姚州都督府。开元二十五年(737)，唐封阁逻凤

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蒙舍又称阳瓜州。开元二十六年(738)，皮逻阁统一

六诏，建立南诏国，开元二十九年(741)，迁都太和城，玄宗加封皮逻阁为特进云南

王。德宗兴元元年(784)，南诏设十睑，巍山为蒙舍睑。天复二年(902)，南诏国灭

亡，蒙舍属大长和国。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属大天兴国。天成三年(928)，属大

义宁国。后晋天福元年(93 6)，大义宁国灭亡，巍山属大理国为阳瓜郡。宋政和七年

(1117)，徽宗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改阳瓜郡为开南县。元宪宗三年(理宗宝佑元年一

1253)，改置蒙舍千户所，属大理路。至元十一年(1274)，改为蒙化府，至元十四年

(1277)，升为路。至元二十年(1283)，改为蒙化州。至治元年(1321)，英宗封段功

世袭蒙化土知州。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攻克大理，蒙化仍为州。洪武十七年

(1384)，授土司左禾为土州判。正统十三年(1448)，蒙化升为府，授左伽为土知府，

加设流官通判。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印归流官通判掌。神宗万历年间(1573～

1619)，改流通判为同知，掌府印。清顺治十六年(1659)，蒙化仍置为府。雍正七年(1729)，

裁楚雄府的定边县(今南涧县)归蒙化府，设立南涧巡检司。乾隆三十六年(1771)，改

蒙化府为蒙化直隶厅。民国三年(1914)，改为蒙化县。1949年解放，1950年1月蒙化县

人民政府成立，1954年蒙化县改名巍山县，因境内巍宝山是南诏发祥地，故以山命名。

1956年11月，巍山县划分为巍山彝族自治县和永建回族自治县。1959年巍山，永建两县

合并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1961年划出南区成立南涧彝族自治县。

据1982年7月1 B人口普查统计，全县人口45，688户，245，443人，其中汉族144，935

人，占总人口数的59．1％，彝族77，773人，占总人口数的31．7％，回族16，684人，占总人口‘

数的6．8％，白族4，536人，占总人口数的1．81％，苗族1，069人，占总人口数的0．4％，傈

僳族307人，占总人口数的0．14％，其他少数民族13 9人，占总人口数的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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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最早的土著居民是属于氏羌族群的昆明夷，即现在彝族的先民。巍山彝语属汉

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全县各地方言均有差异。彝族人民解放前深受压迫和剥削；经

济文化落后，解放后作为国家的主人，民族地区生产不断发展，生活有了改善。巍山回

族居住在永建区一带，全县有大，小22个回族聚居的村庄，是云南省回族居住较为集中

的地区之一。巍山有回族始于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从中亚、西亚来的回回军，回回

工匠开始进入大理、巍山一带。明、清两代续有回族迁入。清咸丰六年(1856)回族杜

文秀在巍山大围埂、小围埂起义，建立了大理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满清的统治。

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贯彻党的各项民族政策，1981年以来，各机关单位正，副职领导

中，少数民族干部占32．7％，全县职工总数中，少数民族占27．9％。此外，还选送了大

量少数民族职工到各级党校、干校：专业学校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业务水

平。

位于云岭两大分支哀牢山和无量山交汇处，境内山脉从定西岭到三台坡丫口子分为

东西两大部分，东山高大峻峭，·自北向南延伸到南涧境内。主要山峰有巍宝山、文华山，

蒙舍山、打雀山等。西山重叠连绵，主要山峰有紫金山、五仙庙大顶子、小鸡足山、笔

架山、天宝山等。全县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山多坝少。县城附近丛山环抱，形成

一长形坝子。东西宽约4公里，南北长约40公里，面积约为16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

积的7．3％，海拔在l，670一l，850米之间。漾江沿岸是河谷地区，面积约为110平方

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海拔在l，500米以下。此外是山区和半山区，面积约为

l，93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7．7％，海拔在l，700—2，200米之间。全县最高点

在巍山、弥渡、南涧三县的交界处，海拔为3，03 7米，最低点在青华区漾江乡，海拔

l，146米。全县平均海拔为1，700米左右。

巍山县是元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江河分为两个水系，即西河水系和漾江

水系。西河古称阳瓜江，为红河(元江)的发源地和上游。自北向南，纵贯全境，有支

流40条，是坝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漾江又称黑惠江，是过境江，巍山地区有5条较

大的支流汇入该江，水利动力资源丰富，但水低田高，利用率低。 、

地处北亚热带，‘属高原山地季风气候，除少数高寒山区和河谷地带外，绝大部分地

区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近二十四年统计，年积温平均5，694．3℃。年平均气

温15．6℃，七月份平均温度21．2℃，一月份平均温度8℃。全年无霜期坝区约280天，

河谷区约‘300天，山区半山区约230天。全年降雨量平均为804．7毫米，干湿季明显，

六至十月平均为646．7毫米，占全年总降雨量的80％，其他月份降雨量占总降雨量的

20％，降雨量偏少。干旱历来是本县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县志上有“旱常八、九；而涝

百无一，二”的记载。近年自然水减少，旱象周期缩短，五十年代为十年一遇，而七十

年代已为五年一遇。局部地区还有霜冻、风灾、洪灾、雹灾等自然灾害。

境内生态环境复杂，自然资源丰富，盛产木材。除云南松、华山松等用材林外，还

有红椿、香樟、扁柏、圆柏等名贵木材。经济林木主要有核桃，竹类、果树、桉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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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据记载有70多种，其中麂、野猪、穿山甲、雉、锦鸡较多。还有白鹇，孔雀、

豹、鹿、獐、熊等稀有珍贵动物，但已濒临绝迹。巍山还盛产药材，动物类药材有麝香、

甲壳，寸蛇、水蜈蚣、熊胆等几十种。矿物类药有礞石等多种。植物类药有刺黄连、龙

胆草，防风，黄芩、沙参等百余种；并有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此外，还有鸡宗、松

茸(大脚菇)．木耳，香菌、芸豆等土特产。矿产资源有铁，汞，锑砂，石磺，石膏、煤

等。

巍山县是本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受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影响较大，劳动人民积累

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解放后，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民

经济也不断发展。解放初期工农业总产值约为l，000万元，1981年达到4，751万元，是

解放初期的四倍多。全县以农业为主，共有耕地255，077亩。其中水田137，370亩，旱

地117，707亩。粮食作物大春以水稻、包谷为主，小春以小麦、蚕豆为主。全县粮食总

产量1951年为7，415万斤，平均亩产203斤，1981年粮食播种面积418，2ll亩，总产量

达到1．25亿斤，亩产达到300斤。其中稻谷播种面积132，226亩，总产7，055．96万斤。

包谷播种面积89，065亩，总产2，132．21万斤。小麦播种89，963亩，总产1，469．37万斤。

蚕豆播种76，718亩，总产l，496．74万斤。

全县森林面积，据1974年森工部门调查，林业用地247．51万亩，有林地72．62万亩。

1951年至1981年，全县共造林63万亩。其中用材林36．44万亩，经济林26．56万亩。1964

年至1981年四旁植树6，433．23万株，但因多年过量采伐和重造轻管，致使森林覆盖面积

下降。贯彻森林法后有了转机。1981年全县造林达到13，558亩。主要林产品每年约产木

材l万立方米，竹子25万根，水果100万斤，核桃60万斤，橡子l万斤，松脂2万斤，

棕片5万斤。 ．

畜牧业解放初有大牲畜4万头，羊2万只，生猪3万头。1981年有大牲畜7万头，

羊5万只，生猪9万头。畜牧业收入达到700万元。副业方面：1981年种植烤烟、土烟、

辣子、大麻、红花等经济作物13，000亩，种植油菜5，900亩。并有养蚕、养蜂，养兔等

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副业总收入达到300万元。
、

工业：解放初期仅有少数手工业，现已有电力、矿业、水泥、机械、陶瓷，食品．

缝纫、制药，爆竹等工业企业44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5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9个。

工业总产值达到890万元。

解放以来，全县建成中型水库(福庆水库)1个，小(一)型水库5个，小(二)

型水库54个，小库塘2，677件，机井92眼，机电抽水站72座，总控制水量达到8，416万

立方米。其中库塘蓄水5，129万立方米，为解放初期的38倍，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1．2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43．6％。

解放前县内无公路，解放后开始修建，现有公路226公里，7区1镇40个乡都通了

公路。主要线路有下南公路，由下关经巍山至南涧。县城到各区都有定期来往班车。林

业部门还修通了巍山到漾濞县的林区公路。1969年架通高压电线，现有3．5万伏高压线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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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34公里，l万伏高压线路19公里。全县4个区，48个乡通了电。

解放以来，教育，文化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50年全县有中学2所，学生616人，

有小学365所，学生19，208人。1981年有中学7所，学生6，941人，教职工360人。小

学377所，学生34，368人，教职工l，14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民族教育

得到重视，在三个彝族居住的山区和回族居住的永建区设立了四所中学，近二百所小学；

并开办了供给助学金的民族小学和中学民族班。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2．5％。

解放前有文化馆1个，解放以来先后建立了县文化馆，县图书馆、区文化站、县新华书

店、大仓书店、县文艺宣传队、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县电影院及县电影流动放映队3

个，各区电影队8个，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和民族民间文艺日趋繁荣。

卫生事业：到1981年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24个，病床425张，卫生技术人员425人。

乡村医生203人，卫生员l，016人，’接生员877人。巍山县是血吸虫病严重疫区，1956

年开始防治工作，到1980年止，共医治血吸虫病人5万，占总患病人数的79％。灭螺面

积占有螺面积的83．1％。

计划生育：19 81年入口自然增长率为10．8‰，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下

降1．89‰。

巍山县是南诏发祥地，名胜古迹较多。县城东南面的巍宝山，是南诏开国君主细奴

逻耕牧之地。山上现有殿宇十余处，是我省道教名山，也是全县著名风景区。庙街区云

碧乡的龙于山，有蒙舍诏金殿遗址，尚有宫殿基石、砖瓦等物。县城东三公里的圆觉

寺，玄龙寺是县内游览胜地。县城北门城楼建于明初，巍峨壮观，是云南省现存的几座

古城楼之一。永建区回辉登的清真寺，建筑格式独特，高大雄伟，富有民族风格。县城

内大公园占地50余亩，建筑古雅，花木繁多，是全县各族人民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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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城镇概况

巍城镇在县境东部，镇人民政府驻日升街，四周均与巍宝区相连，面积约4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1700米。年平均温度15．6℃。地形东高西低，城东约两公里到达东山，城

西约一公里到达西河。东山诸箐水汇集而成的东河，经城南流入西河。镇辖范围为巍山

城区，故名。
。

解放前称文华镇，解放后分为群力，为民两镇，1953年合并称蒙城镇。1954年蒙化

县改名巍山县，蒙城镇改名巍城镇，同年改镇公所为镇人民政府，1960年改镇人民政府

为镇人民公社，1965年恢复为镇人民政府，1969年改为镇革命委员会，1981年仍改为镇

人民政府至今。原辖四个居民委员会，1984年2月将原巍宝公社东外、群力两个生产大

队并入城镇，现全镇辖2个街道办事外，2个农村办事处，街22条，路2条，巷16条，

自然村5个。全镇人口3，341户，14，245人，有彝、回，汉，白等14个民族。

巍山县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城为四方形，每边长约一里。以星拱楼(中

鼓楼)为中心，建东，南、西、北四条街道，分别直达各城门，呈十字形。1937年拆除

北城墙，在北城楼两侧修新东，新西二街，市中心始移至北城楼四周。其它三面城墙，

解放后市镇建设时拆除。现镇内从南城门起，向北直达小河桥，有南街，北街、日升街，

月华街、文明街五条街相接，纵贯全镇南北。全长l-692米，宽5一lo米，90％以上的商

业、服务性行业门市部及小摊点就在这条主干街道上。围绕北门城楼的四方街和新东、

新西两街相接，横贯全镇东西，全长803米，宽12米，设有印刷厂，招待所，银行，百

货公司门市部、汽车站等21个企事业单位，其中百货公司门市部大楼为镇内新建的较大

建筑物之一。

解放前，这里交通闭塞，货运全赖人挑马驮。解放后兴建了下南公路、以及通往青

华、五印、马鞍山等区的公路，都以巍城镇为起止点，开有定期班车，交通已较便利。

该镇是巍山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委

员会，县属各委、办，局以及巍宝区公所等党，政、工、．群机关共35个都设于镇内。

巍城镇为工商业集镇，除东外、群力两个农村办事处以农为主外，其它居民均以轻

手工业及商业为主。手工业生产的电光爆竹、彩绘竹帘，扎花布、各色蜡烛，各色蜜饯、

卜酱豆等较为驰名。1981年镇内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8个，集体办厂社19个，总产值

约为775万元。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12个，集体所有制商业、服务行业2个，设有国营

及集体经营门市部96个，个体经营工商业户134户；并有小五金，小土杂、小食品摊点

上百处。小食品种类繁多，其中扒肉饵丝别具风味，为远近来客所称赞。每月逢五、逢

十为街期，赶街的各族群众将及万人。1981年镇内全民所有制商业，国内纯购进总额为

l，432万元，国内纯销售总额为2，455万元。镇内商品零售额约为66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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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初，镇内有中学1所，在校学生约650人，小学3所，

在校学生约．700人。现有完中1所，小学2所，幼儿园2所，1981年在校高中生511人，

初中生l，188人，教职工109人，小学生l，690人，教职工4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7．4％。此外，县委党校，教师进修学校，商业职工学校等教育单位，文化馆，电影发

行放映公司，电影院、新华书店，县文艺宣传队，广播站等文化宣传单位也设在镇内。

解放初，镇内卫生单位仅有县医院及集体办联合诊所。现有中西医院、防疫、血防、妇

幼保健、药检等县区级卫生单位7个，病床167张，卫生技术人员145人，城镇卫生所

l所，卫生技术人员20人。镇人民政府设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指导全镇清洁卫生

工作。

巍城镇是在蒙化老城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古城风貌，别具一格。居民喜种花卉，小

庭院清幽静雅。镇内明、清古建筑较多，一部分至今保存完好。北门城楼庄严雄伟，楼

前小公园花放异彩，树添绿荫，内设茶亭石桌，是居民小憩之地。大公园坐落城西，占

地50余亩。东部是明伦堂，尊经阁等古代建筑，西部是电影院、体育场、工人俱乐部等

活动场所；园内还有银杏、红白绛桃以及四时花卉上百种，是居民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

地点。城东灵应山玄珠山上的圆觉寺、玄龙寺，双塔佛庙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景色宜

人。明代谪滇诗人杨慎曾在此住过，有诗词楹联遗留至今，是城镇近郊的主要风景区。

现为大理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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