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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地球上各种地理实体

的不同位置、范围，’形状和特征而共同约定的名称。地名读音是否准

确，’书写是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即地名是否标准化，。对社会生

产，生活各方面都有影响1。搞好地名标准化，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

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进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我县地名普查自1982年1月开始至1984年4月结束。全部工作始

终是在省，州地名办公室的指导下和在县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的。经几次到区(镇)、乡、村核实调查，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

作了大量的资料征集工作，才得以完成。

这次地名普查，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名普查

工作试行细则，结合我县实际，对全县I，609条地名进行了清理核实，

并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对绝大多数可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

来；对十年动乱期间搞一片红而任意改动的地名更复过来；把含义不

健康不宜再用的地名，经过群众讨论，政府审批更改过来，对具有地

名意义的新居民点和建筑物予以命名，基本上结束了我县地名的混乱

现象。在核查整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再行斟酌核对，

并按省规定编纂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地名志》。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地名志》志录的I，597条地名中，其中新增加

了19个企事业单位和建筑物名称，5个自然村和一个居民委员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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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标准地名，按性质分类用表列式列出。排列顺序以镇、区、乡行

政XJi,]2-单-位，先列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地保和镇。其它区、乡按图上

位置，由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列。志录的各类地名，主要项目有：标

准名称，汉语拼音(藏语地名，按藏语音译转写法转写)、民族文

字，j语别和简注二 ，j

．’

、

． 一 一．．

1‘市政区划和居民点(含农点，-牧点)，包括县、镇、9个区、’78

个乡(1，1个民族乡)，一个镇辖居民委员会，’3条街道，9条巷路，。

980个自然村，．17个片村，35个农点， 68个牧点。简注有方位，地理

位置。人口户数、族别，来历含义简述，以及其它必须简注明白的问

题。 一．；，^_，
独立存在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3 1条，按县辖范围由北‘向

南j一自西向东不分专业依次排列。简注有驻地、建立时间、主要职

能，一隶属关系等。：
‘ 。 。

。入工建筑物类：志录了江面吊桥8‘‘座，公路桥梁1 0座，20千瓦以

上电站1 1座，20万立方米水塘1个，古迹l座：’建筑物2座，共33’

条。。简注了建造时间、性质、规模、效益及其隶属关系。’一

“志录有当地较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331条。‘计有山1 79。座，峰5’一

座：’山口11个。’江、河、沟、泉68条，箐1 2条，湖26个，1个洞，地‘

片27条，简注有所在区：乡位置，距离、’海拔、‘范围、植被；河流长

度、起止点和源头等相应的有关情况。‘
‘ 、‘ 。‘ 一。

。

维酉傈僳族自治县属多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语地名较多。7本：

志所列1，597条地名中，民族语地名(专名部份或主体部分是民族语的

混合语地名)多达1，218条，占地名总数的76：3％。其中傈僳语地名71 9

条j占地名总数的45％；纳西语地名290条：’占地名总数的1 8．1吻；

藏语地名1 78条，’占地名总数的lI．，2％；．白语地名3 l条，占地名总数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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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4％。

本志所录地名中，相当一部份是民族语的混合语

含义区分语别，在语别栏中分别注明傈僳、纳西、碱

志录所取各项数据：乡以上人口，民族数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

查数；自然村人口．民族数为1 981年终统计数据；产值、产量为1 985

年报数据；志录中所用距离为图上直线距离；附录有历史地名一览

表；命名，更名一览表；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和地名首宇音序索引。

编纂历史沿革参阅的历史资料有《云南通志》，《中国历史地图

集(云南地区)》、《丽江木氏宦谱》、《维西县志》等。

本志由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杨文山，

刘维断两位同志负责编辑。地名委员会主任先后由钱鑫、唐世华两位副

县长兼任。地名委员会副主任、地名办公室负责人杨文山撰写县、区

(镇)概况及志录条目内容；图片摄影，汉语拼音，首字笔划，音序索

引由刘维圻同志完成。并聘请离休干部和荣海、和灿斗，周中茂三位

同志作了纳西语地名矫正；傈僳语、藏语地名的民族文字书写请余和

德、余耀海和中旬县退休干部松秀清等同志协助完成。并请国家测绘

局武振华和省语委祝发青两同志作了藏文、音译转写和傈僳文订正。

先后参加本县地名普查的有杨文山，刘维忻、曹国柱、余耀清、蔡武

成、王松植，杨忠。迪庆州地名办公室七耀祖、王界荣参加了本县地
名普查和《地名志》编审。

在收集有关资料、数据过程中，承县档案馆，统计局及各有关单

位、人士给予大力协助；地名图承云南省测绘局综合大队印制，又承

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印刷厂印制志录及装帧。在此谨一并衰示感

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差错之处，希得到批评指正。
’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九月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维政发(1 984)地字01号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及《维西傈傈族自

治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乡人民政府、县直各部、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对特定范围中个体地域的指称，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产

生和形成的，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书写是否正确，含

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标准，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关系到民族团

结，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的部份地名，由于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大，出现了一些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

写，含义不好，．民族语音译不准等现象。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

极“左一思潮影响下，有些地名搞了搿一片红一，任意更改了行政区

划和自然村的名称，有的甚至录上了地图，影响了地名的历史继承性
及群众的习惯称谓，使地名造成了人为的混乱。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纠正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及有关地名普查的规定，

从1982年1月份开始， 对我县范围内的地名， 作了认真的核调和清

理。在多方面听取群众意见，查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全县1，597条

地名，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同时编纂了鬈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地名志》，编绘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地名图》，现颁发施行。今后

所有单位在使用地名中，一律以《地名志》中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
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属命名、更名的地名，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l 9 8 3年12月2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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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北角，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南部，j

总面积4，661平方公里。东北濒金沙江与中旬县隔江相望；东南与丽江．．

纳西族自治县相邻；，西以碧罗雪山为界接贡山、福贡；，南连兰坪；北，

毗德钦。自治县人民政府驻保和镇。，海拨2320米。距省城昆明414公，，。

里，距州府驻地中旬县中心镇84公里。县自两汉时为越甾郡徼外牦牛，

羌地；三国蜀汉。、两晋、宋、齐属-z-r葑郡徼外牦牛县；唐南诏时置敛‘。

寻城，属铁桥节度地，后改属剑川节度地；宋属大理国善巨郡；元朝j，

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置临西县(治所罗裒间——今小维西)，属．

丽江路巨津州，西北为吐蕃地；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午)仍为1

临西县，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设你那长官司属巨津州，仍隶丽江。

木氏土知府；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刺和庄长官司，直属云南，÷

都司；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午)吴三桂叛，以地-9达赖喇嘛，三十，’：

六年(公元1697年)收复。．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内附，属鹤庆：0

府；六年(公元1 728年)设治置通判；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 756年、)i

改属丽江府，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维酉通判改称维西抚夷通判H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改设维西厅；民国二年(公元1 913年)改称

维西县，属腾越道，道废后，．直属于省·1935年属云南省第七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1 948年属云南省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 949年5月地

下党领导农民自卫队夺取伪县武装，推翻伪政权，建立临时参议会，二．

同年7月成立后勤分部(过渡性政权)，l o月1日建立维西县人民政!



府。1950年属丽江专区；1957年属迪庆藏族自治州。1957年县辖奔子

栏区划属德钦县，‘1 958年l o月丽江县属拖隆、四保、美光三乡划属本

县。1961年10月县辖第五区苍觉、霞珠、泽通三个大队划属中旬县；
1 966年1月兰坪县属维登区划属本县。1985年6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维

西县，设立维西傈傈族自治县。以原维西县行政区域为维西傈僳族自

治县行政区域。辖九区一镇，有77个乡(1 1个民族乡)，一个区辖

镇，一个农村办事处，980个自然村。22，534户，1 1 8，229人(其中农

业人口I I 2，233人)。十五种民族。其中傈僳族63，033人，占53．31％；

汉族22，41 3人，占18．95％；维西族14，848人，占1 2．5％；白族7，539

人，占6．37％；藏族7，21 8人，‘占6．1 5％；彝族1，I 76人，占0．99％；’

普米族1，081人，占o．91％；怒族710人，占o．6％；还有独龙族94人，

回族81人，苗族23人，傣族4人，拉祜族4入，土族3人，景颇族2

人，共21 1人，占0．1 8％。
’

维西县因地理方位得名。有三种说法：(一)维西一名，渊源于

元代临西县县名。因其邻近吐蕃境，地理位置重要，故作取名依据。

含义为护卫云南西北边陲之屏障。(2)《今县释名》载：：唐以西邻

吐蕃，置临西县。请置维西厅，以故维州之西而名。维州，唐置，。因

姜维城而名。(三)《维西地志全编》释名：县属命名为维西。雍正

七年(公元1729年)改土归流，以县治地居西极，取四维之一之义，‘

命名为维西。因县古时地处西方极边之地，故有是称。

县处碧罗雪山山脉和云岭山脉之间，北高南低，境内重峦叠嶂，’

溪间纵横，山大、坡陡、箐深oc全县无坝区，仅江河两岸有少量冲积

地。绝大部份多系山地，沿江河两岸依地形分为河谷，山区和高寒山

区。’山区、高寒山区约占总面积的78吻。全县最高点查布朵嘎，海拔

4800米，最低点为碧玉河入江口，海拔1570米。东部栗地坪为永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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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保和镇牧地，海拔3300--3450米，每年冬春均有积雪，一般为二

十天左右，如遇大雪延长近两个月，交通中断。澜沧江由北向南纵贯

巴迪．叶枝．康普、白济汛、中路，维登等区，流入兰坪县境。县内

流程165公里。境内除澜沦江外较大的河流还有永春、腊普两河。永

春河东源于栗地坪．五点石，东南源于箐口塘南侧，两源于拖技附近 ．

汇合、由南向北流经永春，攀天阁两区，纳工农河、阿海洛古河至白

济汛，．．注入澜沧江。全长50公里，流域面积81 l平方公里，年均流量

15m 3／秒，1979#-洪水季节，流量达80ms／秒。腊普河南源于栗地

坪，西源于松龙贡西侧。两源于柯那汇水后，经塔城至其宗汇入金沙

江。长70公里，流域面积872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18．7m 3／秒，

1979年洪水季节最大流量达330m3／秒。境内还有其普河，吉岔河，

碧罗河(又称老厂河)，岩瓦河，阿保河、洛抓河、洛马河、洛统河、

大桥河，阿海洛古河，工农河等大小河流750余条，分别注入澜沧、金

沙两江。由于山高谷深，河流交错，水利资源丰富，为农田灌溉和水，

利水电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已利用格丁河、阿倮河、老厂河．

吉岔河，其普河，巴迪河、工农河、永春河、其宗泉水，兴建了小水

电站(厂)1 2座，总装机容量4，781千瓦。其中利用永春河水源修建了

新乐，桥头．坪子等三个电厂(站)，发电量达2，890千瓦。

县属中温带，低纬，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冬春较长，夏秋较短。年平

均气温I 1．4。C，7月平均气温l 8．4。C，1月平均气温3．7。C，乏1 o。C活动

积温为3，079．5
9

C，1 964年最多为3，373．8。C，1 976年最少为2，614、3。C，

全年霜天112．2天，年日照平均达2，071．3小时， 年均降雨量957．5毫

米，降雨量多集中在7—8月。1975年7月13日降雨量达I 27毫米，

引起山洪、’泥石流暴发。由于阴雨、9月易出现低温，，大春作物均会I^

．。

。 吣毯



受蓟低温，阴雨冻害。
： · +’

；’由于地处山区，矿藏资源较多，有锑，铅：’银、“’铁，金、‘汞、’

铜，‘锡、钨、镍、铁、大理石、石棉、云母石、萤石：石膏、褐煤，

软玉等：目前群众小型开采的有金、汞、铅、镍?‘辉锑、煤。据

1983年第二次土壤普查，全县有暗棕壤、棕壤、黄棕壤、黄壤，红壤：‘

紫色土、石灰(岩)土、‘水稻土等八类四十种。全县工业基础差，解

放前谈不上什么工业。1950年到现在有城乡厂矿企业54个。县办工业
· 有水电、陶瓷，水泥、森工、粮油加工、综合付食加工等。1985年工

业总产值达673万元。
’’ ≯ ’·j —

j县属农业经济。主要农作物有包谷、稻谷、小麦、豆类、荞类和

薯类：：耕地面积262，859亩，占总面积的3．81％。其中保水田2 78万亩，

多呈小块状分布在沿江河谷地带。旱地约占78；l；， 分布在山区和高寒

山区，块小数量多，坡度大。759的土壤缺碱；～保水，“保肥力差，“产

量不高，粮食生产尚不能自给。1985年粮食总产达6，71『9万升，哝业

总产值为2，748万元。
‘‘ ‘- 卜·j’f t一≯∥’一

：全县有林面积5j 390，503亩，森林覆盖率为58．30／0，木材储积量

为2；000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有云南松、云杉：冷杉和杂木。县内生

长珍贵树种琪桐(鸽子花)和130余种杜鹃花。+经济林木类中年产各种

干鲜水果19，421担，1985年林业总产值382万元。
‘

。

’’7

全县畜牧业生产条件较好，约有120万亩草场可供放牧。其中lo

万亩以上草场3个，万亩以上牧场17个，5，000亩以上牧点‘12个，》其

余为林间牧场。1985年底大牲畜存栏48，062头‘，‘小牲言存栏1 1 3，1 37

只，。。生猪存栏1 22；287头j畜牧业产值499万元。l¨‘¨?‘一

二’全县付业收入主要靠种植药材。‘1985年总产值为585。万元。1977



广————————————————————一 _一

， 年当归产量突破1 00万斤，列为全国当归生产重点县。此外，还有名

贵药材天麻，贝母、胡黄莲，党参，麝香等。
。

农田水利设施方面：解放后全县水利建设有所发展，至1985年底‘

共修沟渠723条，其中正常通水71 5条。此外，还先后建小水电站(厂)

28个。 其中16个已被洪水冲毁或报废， 现仅有12座仍在发挥效益。

1985年底全县10个区(镇)、59个乡，578个自然村通了电。

解放后到1985年底，全县修县内公路259公里，l o个区(镇)，

32个乡、87个自然村通车，七个区有定期支农班车往返。沿澜沧江两

岸23个乡，过去江上往来，全靠竹溜索和木槽船引渡。现在境内澜沧．

江上修有人马吊桥8座，尚需溜索滑渡的地方，更新了钢溜索。既保

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又改善了沿江两岸的交通运输，促进了物

资交流。1949年前，县城仅有一个邮政代办所，1953年始建邮电局，

至1985年底有9个邮电所，职2：89人，邮路44条，长1，084公里(单

程)，通邮区，乡达到1 00％，通邮村寨达58、8％，电报电路3条，

县内电话线路长81 l对公里。年度报刊发行量累计达955，639份。

解放后，全县教育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49年前全县仅有初

中一所，完小7所，初小93所：在校生4，200人，教职员工1 32人。至

1985年底发展到高中2所，普通中学7所，在校中学生2，556人，教职

员2：204人；全县有幼儿园一所，学生230人；民族小学一所，区、乡

完小79所、村小331所，在校生1 7，768人，教职员工1，074人，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84．7％。县城建有影剧院，容座1，074个，9个区有电影放

映队，边远山区33个乡配有巡回放映员和8．75毫米放映机。县区(镇)

建立了文化馆(站)1 1个，县城建立了工人俱乐部，设有电视差转台

和录像转播站。解放前仅县城有两家私人草药店。1952年始建县人民

医院，职工1 8人，设病床5张。现已发展到6个科室，医护人员1 00余

I!L‘『’I



人，病床100张。有防疫站、保健站．和两个麻疯防治所。区级建立

了中心医院、卫生院9所，中心医疗点3个，全县有病床190张，医

护人员273人，人民政府还成立了开展计划生育的专职机构。

解放后城镇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县人民政府驻地保和镇仅1976—

1985年建钢筋混泥土结构房屋面积30，900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面积

20，200平方米；公共娱乐场所面积5，088．26平方米；民房建筑面积

1 0，000平方米，改善了职工，居民住宅条件。镇内三条主要街道，巷路

大部份铺设了水泥路面长约2400米，宽16米。‘城镇饮水设施亦有相应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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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及居民点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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