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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文件
盈政发[2001)第156号

关于颁发《盈江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标准化，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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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县地处边疆，又属少数

民族地区，民族语地名占百分之五十四。由于历史原因，地名语别众多，译音不准，含义不

清，甚至出现一些地方一地多名，一名多用的现状，·特别是“文革”期间受。一片红”的影

响，地名的混乱现象尤为突出。为了理顺和弄清我县每条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使之更

加标准化、规范化，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以及<云南省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细则》为准则，按德宏州第五次地名

工作会议的要求，一九九一年九月，以原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地名补

查和资料更新工作。经过实地调查和史料考证，对原普查中确定的2022条地名作了补查更

新。补查结果全县共有各类地名2156条。新增116条，并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报请县人

大常委会审核确定后，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编纂了<盈江县地名志》。这

是我县地名普查和资料更新工作的成果和结晶，是我县地名的百科全书和供研究科学使用的

工具书，是用地名典籍的形式为我们提供比较准确的、完整的地名资料书，是进行爱国主义

和民族团结教育的教材。本志书主要内容有标准地名2156条，盈江县地图、盈江县概况等

多篇文字资料，反映盈江县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边境口岸、市镇建设、自然风光、风土

民情、名胜古迹的照片若干幅，全书共计约76万字，并附有多篇附录，现已编撰完稿，经

省、州有关部门审批验收合格，内部出版发行。

今后，凡印鉴、行文、书写、制图、通讯、称呼等使用本地名时，均以<盈江县地名

志>中的标准地名为准。若有新增地名和需要更名的，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报请审批。新涉及

的原名、又名、别名、旧名、曾用名等，只作研究地名渊源及演变时参考，不作标准地名使

用。

盈江县人民政府

二oo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f

盈江县《地名志》

编纂委员会成员和编辑人员名单

编委会主任：金德祥(县委副书记、县长)

编委会副主任：王兴才(县委副书记)

何方(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刘振川(县人大副主任)
、 早明亮(原县政府副县长)

熊林祥(县政协副主席)

编委会成员：段永祥(政府办主任)

徐开云(民政局局长)

王澄生(财政局局长)

陈虎(城建局局长)

侯佰楼(交通局局长)

龚自春(公安局政委)

龚永强(林业局局长)

胡志强(水利局局长)

刀保向(地名办主任)

编纂人员：

主 编：刀保向(助理编辑、地名办主任)

副 主 编：张叶青

张再国(原地名办主任)

编

编

龚洁汉(编辑、原地名工作者)

辑：刀保向(兼)

务：张叶青(科员)

孟红英(原地名办工作人员)



盈江县地名委员会领导成员

主任委员：谭新贵(县政府副县长)

副主任委员：段永祥(县政府办主任)

寸待能(县民政局局长)

成 员：王澄生(县财政局局长)

陈虎(县城建局局长)

胡志强(县水利局局长)

龚永强(县林业局局长)

侯佰楼(县交通局局长)

刘江南(县公安局局长)

李庆华(县人武部部长)

张建平(武警边防大队大队长)

龚旭海(县民宗局局长)

。徐全英(县档案局局长)

刘昌生(国营盈江农场场长)

．李凯贤(公路养护段段长)

刀保向(地名办主任)



凡 例

———————————————————————————————11。。1

一、条目

1．本志条目使用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

《简化字总表>和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字形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2．条目名称后加注的汉语拼音是该条目汉字的标准读音。

二、编排

3．本志包括卷首，正文和附录三大部份。

4．本志各类地名按行政归属的框架，以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以东至西的顺序

编排。词目中均以直线为距离。

5．本志采用词典叙述式，词耳和释文用同号印刷，词目用黑体字与释文区别。

7．附录中的《民族语地名译音对照表：》、<地名命名、更名表》、<行政区划一览表》、

《行政区划统计表》可以正文互为补充。、

8．为便于查阅、利用，各类地名均按1987年农村体制改革后的行政区划编排。

三、查找方法

8．附录中的<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查阅条目使用。

9．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表中找到条目名称，即可在相应

的页码中找到所需要的条目释文。

四、其它

10．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均以1995年年报数据为准。(个别数字用1996年)

11．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系根据国家计量局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宣传手册》。如米、

吨等；书中数字除序数、约数外，绝对数字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

12．关于年代记载，清朝以前使用帝王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一般使用公元纪

年，个别难确定的年代，则用清初、明未、或明国初年、建国后等称谓。

14．由于历史原因，书中所述自然实体，不作为划分山界的唯一依据。



序言(一)

原中共盈江县委书记杨俊忠

盈江县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地名正

是盈江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盈江县地名志>这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地名专著今矢正式出版问世．

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全体普查、补查、编

纂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它的出版对于巩固边防，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更好地发挥

我县的区位优势，推动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修志本身就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改

革开放不断深入，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全面发展的今天，县委、县政府对修志工作是十分重视

的。<盈江地名志>从着手工作到出版，历时七年，全体工作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几易其稿，

善始善终全书共收集各种地名2156条，七十六万字，真实地反映我县所有地名的特征，其

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资料可靠，记述准确，结构合理，图文并茂，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色。

我们要把修志的成果运用于实际工作，使<盈江县地名志>发挥应有的作用。

～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言(二)
原盈江县人民政府县长克明亮

地名是人类为了便于识别和相互交往，而有指称地表某一地理实体的称谓，是社会的产

物、历史的产物，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命名、更名，始终都受到社会历史时代的

制约，因此，在一些地名中存在有损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妨碍民族团结，带有侮辱劳动

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译名不当等问题，应予以

纠正。《盈江县地名志)是用地名典籍的形式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它既是“四化”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地名研究，学术交流和编写其它志书的重要资料。它在记载地名这个

人类活动重要方面，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对实施地名管理、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和对人

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都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它的出版对继承和发展祖国悠久历史，璀灿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名遗产，起到了承前启后

的作用，并惠及子孙后代j

～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1--_-●------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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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在社会交往和生产活动中“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对具有特定方

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予共同约定的语言，文字代号”。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工具，与社会活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活动息息相关。科学准确的地名资

料，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盈江县地名志》是1981年至1996年地名普查和资料更新工作的成果，是继承和发扬

我县悠久历史，灿烂民族文化与地名遗产的归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为准则。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编辑的。为

使本志书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促进我县经济腾飞，使其更富于科学性，提高使

用价值，我们采用词典的形式编辑出版此志书。

地名普查和“补更”工作，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

省、州地名委员会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县直各有关单位、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以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提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准确的地名资料对维护国家尊

严和领土完整、利于内外交往，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发挥我县区位优势，加速四个现代化建

设，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事、民族、交通、

邮电、城建、公安、文教、科研、新闻、测绘、旅游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依

据。

根据《补更实施细则》我们在1：5、1：9万地图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细致的补查和更

新，对全县2156条地名中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地、一名多译以及来历含义不清，用字不当

等不利因素的地名，经过核实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更改。对于相当数量的地名因沿用时间长，

译写形成习惯的．为保持其稳定性，一般不作改动。本着以上原则。对全县各类地名作了标

准化，规范化处理，基本结束了以我县地名混乱现象，使我县地名工作走上了正轨。本志共

收录盈江县各类地名2156条，其中行政区划地名1203条，企事业单位45条，国营农场35

条，人工建筑80条，名胜古迹9条，自然地理实体634条，地片115条，国界桩35条。在

上述条目中有汉语地名994条，傣语地名750条，景颇语地名333条，傈僳语地名7l条．

混合语地名6条，德昂语地名2条。

在编纂本志时，我们遵循详今略古，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

济建设广泛的需要为宗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精心剪裁，

合理布局，做到存真求实，资料准确，内容充实，特点突出，言简意明，文图兼有，体例实

用，查阅方便，具有客观性，实用性和一定的科学性。

本志约76万字，由刀保向编纂，张再国、龚洁汉、张叶青助编，寸时旭提供图片，‘云

南省第三测绘大队制图。在编纂本志的过程中，曾得到省、州地名委员会的关心和支持，得

到原从事地名普查工作的龚洁汉、刀先廷、龚元政的大力协助；对于地名工作予以热情帮助

的盈江农场、公路管理总段、弄璋糖厂、平原糖厂、广播电视局、原经营管理站、统计局、．

教委、卫生局及各有关单位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志书的编辑出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盈江大好形势

的反映，是在经济建设中我们编纂人员奉献给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份薄礼。
’

本书完稿后。经地名委员会审定，报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人大常委会批准，省、州主管

部门复审认可出版。书中标准化、‘-j霓范化处理过的现行地名。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任何单

位和个人使用本县地名名称时，都应以此志书为准。今后，对原有地名的更名或新地名的命

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编纂出版地名志书，是一项趣工作，由于条件差、时间紧、任务重、经验不足、水平有
限，错讹之处，再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盈江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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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概况

盈江县概况

盈江县位于云南省西部，隶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北纬24‘247—25‘20’，东经97。

31’------98。15’。县城小平原(别名象城)东距省会昆明864公里(公路里程)，南距州府芒

市257公里(公路里程)，东与腾冲县毗邻；东南和梁河县相连；南和陇川县接壤；西和西

北与缅甸交界。从北部野牛坡5号界桩起至南部古里卡双尖山39号界桩止，计有35棵国界

桩；国境线长214．6公里，以大盈江流经境内得名。

西汉为益州郡古乘象国“滇越”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为永昌郡“滇越”

所辖；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属永昌郡哀牢县；南朝属永昌郡西城县；唐初为腾越软化

府辖。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南诏于旧城设押西城，隶属永昌节度软化府。宋(大

理)属腾越府乞兰部。元初属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辖镇西路。至元十二年(1275

年)，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32年)，改镇西府。永乐元年(1403年)，置

干崖长官司；正统九年(1444年)，升宣抚司，直隶云南布政司。天顺二年(1458年)刀思

忠为干崖副使管盏达地。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置盏达副宣抚司；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盏达第十九任土司刀思必治被朝庭定罪处死，其子思鸿升因系．“罪人之子，不得承

袭”，由刀安善、思必发代办至宣统二年(1910年)，盏达副宣抚使停袭。民国元年(1912

年)。国民政府于干崖、盏达各设弹压委员一职，民国二年(1913年)改行政委员，设行政

公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设盈江、莲山设治局，属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所辖。

1950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盈江旧城，5月15日，分别进驻土司驻地新

城、小平原；盈江、莲山和平解放。随军进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山边防司令部暨保山专员

公署盈江莲山代表团，分别到两地开展工作。盈江代表团驻新城，莲山代表团驻小平原召

胜。1950年6月，两地分别成立各民族行政委员会。7月．莲山代表团改为云南省保山专员

公署莲山工作团。11月盈江代表团改为云南省保山专员公署盈江代表团。．1951年12月12

El，成立盈江县各民族联合政府。1952．．年1月，成立莲山县各民族联合政府。1958年10

月，盈、莲两县合并为盈江县至今。

全县总面积4，429平方公里，约占德宏州总面积的38．42％；辖3个镇，16个乡(其

中1个民族乡)，99个行政村(办事处)，1，032个自然村，1，150个生产合作社。有48，

401户．247。077人，其中农村人1：3 223，72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5．8人。盈江是一

个多民族的县，计有25种民族，主要是汉族99，521人，傣族91，669人，景颇族37，

545人，傈僳族15，102人，阿昌族584人，德昂族395人，少数民族人口为147，556人，

占总人口的59．720,6。盈江县地处喜马拉雅山南延横断山脉的西南端，为高黎贡山南延支

系西南余脉构成的山区地势。地势构成为中、低山与宽谷洼地交错相间，东北高，西南低，

最高点支那的大雪山，最高海拔3，404．6米；亦称“德宏之巅”。最低点西南部那邦的羯

羊河与拉咱河交汇处，海拔210米；最大高差3，194．6米。山脉、河流基本上是东北至西

南走向；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5％，有大小坝子10个，面积约95．77万亩，占总面积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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