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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颁发《泸水县地名志》的通知

(不另发文)

各区(镇)、乡(镇)，县属各委、办、局： 一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我县于1980年开始，对全县地名作了一

次全面的普查。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反复调查，反复核实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县标准地

名，并编纂了《泸水县地名志》，经研究决定，现予颁布施行。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它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

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行政管理，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

常生活，必须严肃对待。我县地处边疆山区，过去交通阻塞，文化落后，缺乏地名史料·．

记载。多民族共居，语音差异，用字不同，因此，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混乱状况较为

普遍。经过地名普查，对我县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编纂成本志。它将对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尊严，加强政权建设和巩固边防，增强民族团结和提高工作效

率，加速四化建设起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是地名普查工作的重要成果。今后使用地

名，—律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无论绘制地图、书写文件、新闻报道等一律按本《地名志》标准名称用字书写。

。二、无论是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村)及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均不得随意更改。

三、今后需要更改或新命名的地名，必须遵照国务院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布

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报批手续，经上级政府批准，方得命名或更名。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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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到一九

八五年四月完成图、文，表、卡四项普查成果任务，结束了全县的地名普查工作。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省委、省政府的安排，一九八。年下半年成立了

县地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一九Jk--年又进一步充实调整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

员。先后抽调50多人，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以1：5万地形图上的地名与实地地名

一一进行核对，弄清了变化情况。采取召开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等形式

了解地名的来历含义。按《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及有关规定，组织人员对普

查资料进行整理，对漏查和含义不清的地名进行补查。为弄清县名和区名的来历含义及

沿革，还查阅了《泸水志》’档案资料，先后派人到省图书馆、保山，腾冲等地查阅历史

资料。在资料整理中，对全县一地多名、一名多写、译音不准、用字不规范及含义不健

康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状况。

在完成地名普查四项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

要求和规定，编纂的《泸水县地名志》，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名

普查成果的结晶。

《泸水县地名志》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共录取了1043条地名，包括县名1条，

区名7条，镇名2条，乡名50条，自然村名551条，废村8条，片村3条，地片5条，

农点8条，企事业单位35条，人工建筑物55条，自然地理实体318条。还录取了泸水县

地名图、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泸水县地名志’’的通知》的文件，编纂了州县概况和

区(镇)，乡概况，照片，汉语拼音，傈僳语拼音，笔画和音序索引。这部志书是内容详

实的资料书，工具书。它的出版将给我县政治、经济、文化、民政、邮电、公安、军事、

外事、交通、新闻、测绘等部门及人民的日常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本志中，人口、土地面积数字均以地名实地普查时的数字为依据，其余数字均依县

统计局一九A--年底的统计数字。

行政区编排从北至南、由西向东排列；自然村以乡为单位，自然地理实体以区为单

位，按在图幅上纬差一分，自上而下，从左到右集中排列，自然村与乡，乡与区的距离

以步行距离估计，区与县、县与省会距离以实际公路里程计。

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与当地读音不同的字，在简注中注上当地的习惯读音。

地名普查及《地名志》编写工作由县地名领导小组组织，办公室实施，一县地名领导

小组组长：刘佐熙(副县长)，副组长：李春惠(民政局长)、杨树繁(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办公室设在民政局。主任：李春惠(兼)，副主任：和祥德。

《泸水县地名志》的编写工作由副县长欧志明主持指导。

(／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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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地名普查及资料整理的主要工作人员：

李春惠，和祥德，欧志明，杨树繁、I祝华生l、和尉祥、张继华。
参加《泸水县地名志》编纂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杨树繁。

编 辑：I尹自中l、何杞、李文华、茶跃周。
笔画，音序索引：何杞一李文华。

汉语拼音：何杞。
。

傈僳语拼音：李文华。
‘

摄 影：欧志明、茶跃周、李文华、向志姜，苏月何、龙泽民、李道生、

段汝田、密荣志。

制 图：马仰巨。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州地名办具体帮助指导，县林业局、农业局、农业区划

办公室、水电局、统计局及各区区公所等单位和离、退休干部杨润根、相君漠同志的大

力支持帮助，一并致谢。

《泸水县地名志》的编纂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加上我们水平低，没有经验，书中难

免有错误，恳请批评指正。

· 2 ·

泸水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概况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东与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地区、大理白族

自治州接壤，南与保山地区相连，西与缅甸联邦交界，北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毗邻。

辖泸水，碧江、福贡、兰坪四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面积14703平方公里，人口

36．6万人(1982年数)，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1．8％。主要少数民族有傈僳、白，怒、普

米、独龙、纳西、藏、傣、景颇等族，其中傈僳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50．99％。各族

先民在此地生息久远，至今尚存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汉分属越寓、益州二郡，唐宋属南

诏、大理地方政权，元、明、清分属丽江、大理、保山各治所。清代，北部小块地区曾

一度分属西藏南部察瓦隆土司，南部先后置六库、老窝、鲁掌、登埂，卯照、练地，兔

峨等土司。1912年，北部和中部驻菖蒲桶、上帕、知子罗三个殖边队治理，南部设泸水

行政委员；1913年，东部设兰坪县。1916年，三个殖边队驻地分设行政委员。，1928至

1932年，四个行政委员驻地分设贡山，康乐(1936年改为福贡)、碧江、泸水设治局，兰

坪亦称县。此间除泸水属腾冲辖外，其他均属丽江辖。1949年碧江、福贡、贡山、兰坪

和平解放，属丽江专署；1950年1月泸水相继和平解放，属保山专署。均行县制。1954

年8月23日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四县建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1957年1月析丽江专

署属县兰坪并入，并改称自治区为自治州。州名“怒江”源于水名，因自治州主体民族

于怒江流域居多而得。经考证，水名“怒江”。汉代称“周水”、唐代始称“怒江”，因该水

流经怒族住地而名。州府原驻碧江县知子罗，1973年8月1日迁驻泸水县六库镇。据方

志载，明万历年间云龙州段氏于此设防，清乾隆封土司，先后世袭三百多年。建国初期，

各族群众移居六库，相继垦植和建设，州府迁驻后，建设速度加快，现已初具规模，成

为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本州地处滇西横断山纵谷北段。全境狭长，东西最宽为80多公里，南北最长为318．5

公里。境内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等四列山脉由北而南，连绵不断，

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奔流其间，形成山川相间，山高坡陡，大峡纵贯，小峡羽列的复

杂地形，其中怒江大峡谷的高深、纵长尤为称著。山坡陡度一般为40度以上，江河两岸

有小型冲积扇和冲积堆，山头有大小不等的高山湖。地势北高南低，南部江边海拔720

米，北部高黎贡山的嘎娃嘎普峰海拔5128米，高差悬殊4408米。气候为典型的立体气

候，随着海拔的升降，兼有从南亚热带至苔原型各种气候类型。南部河谷(六库)一月

均温13．9℃，七月均温25．5℃，年均温20．9℃，极端最高气温达41．9。C；半山和北部河

谷(各县城)一月均温4．9"C—10．3℃，七月均温17．9℃一23．5℃，年均温11．2℃一

16．9℃；高山有数月至终年积雪。雨水由于受印度洋季风和西藏高原冷空气的影响，雨

季长，雨量多。尤其在北部，每年二至十月为雨季，贡山县城年降水量为1667．4毫米，

· 3 ·



最多年达2000毫米以上。南部雨季来迟三个月，年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1979年10月初，

全州降水量猛增，超过历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出现一次全州性罕见的洪灾。本州地质结构

复杂，因地处横断山北部褶皱部位和欧亚与印度板块缝合线上，地质结构活动频繁，不

同地质年代的岩系分布广泛。西部时断时续分布有大理石、片麻岩、片岩、板岩、变质

岩等，东部相互错落分布有砂岩、紫色砂贡岩、灰岩、变质岩等。南部泸水一带火层岩

活动较强，常见有感地震发生。由于岩系复杂，矿藏丰富，据勘探，有铅锌、铜、锡、

锑、银、汞，铁、盐、云母、铍、多色水晶、电气石、黄玉、红柱石、芙蓉石、重晶石、

萤石，软玉，各色大理石等。其中铅锌矿藏量最丰，列居全国之曹盐矿品位高，驰名滇西；
彩花和汉白玉大理石露天分布百余里，藏量和色泽称著云南。本州河流分属三大水系，

怒江水系干流过境长316公里，澜沧江水系干流过境长13凇里，独龙江和小江为缅甸境
内恩梅开江的支流，过境长分别为80和1讼里。几条大江的支流较大的有58条，上游植
被保存完好，又有雪水供给，水源充足，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土壤垂直分布，较低

处一般为红壤、黄壤，较高处为棕壤和棕色针叶林土。植被由下而上为绿色阔叶林．落

叶阀叶林和针叶林带，较高处为高山草地，森林复盖率为34．64％。原始森林较多，木

材积储量为9410万立方米。植物沿河谷和山坡上溯生长，兼有热带至寒带的众多种属，

有很多名贵珍稀林木，药材和观赏花木。如有原始秃杉林、珙桐、树蕨、桫椤、贡山三

尖杉、野茶树、董棕、鹅掌楸、澜沧黄杉、大树杜鹃、粗榧、云南山茶、杜仲、香木莲、

云南黄莲、见血封喉和多种兰花等。森林中栖息着多种珍禽异兽，如有蜂猴、白头叶猴、

滇金丝猴、龟纹豹，金钱豹、虎、野牛，羚羊、红腹角雉、白尾雉、梢虹雉、白鹇、绿

孔雀，黑麂、蟒蛇、原鸡、小熊猫、水鹿、水獭等。今泸水西部和腾冲交界地区列为高

黎贡山自然保护区。

本州是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州。解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州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

展不平衡，除东部及南部一些地方具有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外，大部分地区保留着较多

的原始公社制成分，．耕作技术粗放，刀耕火种比较突出，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疾

苦。解放后f党和政府根据各民族的实际，分另IJ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政策进行社会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农业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得到了初步改变，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逐步发展。本州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交通不便，加上历史上长期刀耕火种，对

生态平衡破坏较大。根据本州的自然条件，逐步调整了产业结构，采取以生态平衡为前

提，以种植业、养殖业为基础，矿业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使工农业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541万元，比1953年增长4．94倍。随着工农

业的发展，各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相应得到了显著改善。

农业本州可耕地较少，主要分布在河谷的冲积扇、冲积堆和较缓的山坡上，占总

面积的3．40％，共74．4万多亩。其中旱地52．3万多亩，保水田和雷响田10．8万多亩，轮

歇地7．5万多亩。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养子、豌豆，蚕豆、马铃薯等，其中

玉米占主要地位。1984年粮食总产18878万斤，比1953年增长1．57倍。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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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立体分布。有甘蔗、油菜、大麻、烟叶、砂仁、咖啡、紫胶，

芒果、茶叶、生漆、油桐、核桃、木耳、香菌、黄莲、贝母、木香、当归等。其中黄莲

和生漆是本州驰名的传统产品，油桐发展很快，已成为个别县农付业的骨干彦品。

畜牧业主要采取小群分散的方式放牧和饲养。1984年的存栏数有大牲畜lo．2万多头，生猪24．6万多头，羊子17．6万多只。与195掀．，。大壮均长1．5倍，生猪增长
2倍，羊子增长2．4倍。本州存有珍稀种属宽额牛(又称独龙牛)，体大肉细，是发展菜

牛的良种。

农业机械从无到有，1984年有农用汽车48辆，大中型拖拉机192台，手扶拖拉机384

台，排灌机械38台，各种农具2703台，农用机械总动力为27489马力。

工交解放前除兰坪县有私营简陋的拉井盐场外，小手工业尚未和农业分家，没有

公路，三条大江上只有一道铁链便桥，人们过江靠溜索，到边远村寨还要登木梯。经过

三十多年的建设，工业已初具民族地方工业体系的雏型，交通运输业也有较大的改善。

现有地方性小厂矿企业铅锌、锡、锑、钨、煤、大理石、盐等采矿，冶炼、加工厂，有

农机修造、汽车修配、砖瓦，陶瓷、水泥、‘制糖、造纸，森工、建筑、皮革、缝纫等厂、

场，共187个。水电站有49个，装机82台，总装机容量为12514珏，年发电量1973度。

交通运输业是开发本州的重要事业。主要公路有瓦(窑)一贡(山)公路、六(库)一

东(风桥)公路、跃(进桥)一片(马)公路、甸(南)一六(库)公路等。州境内公

路总长883．5公里，全州76．7％的区(镇)通汽车。州内运输机构主要有六库汽车运输

总站、州运输公司和各县车队，有货、客车670多辆，有6个汽车站和1个客运站。州

内三条大江上先后建成钢筋水泥桥1座，公路吊桥5座，人马吊桥23座，江便桥26座，

钢溜索48道。乡村驿道修筑了6389公里，通达二百多个乡，占全州总乡数的79．3％o

商业解放前商品经济落后，全州仅有三、四个集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用品主要

采用以物易物的初级交换方式获取。有的内地商贩以一口锅换一锅黄莲、一个鸡蛋换一

颗针的极不等价的方式重利盘剥。解放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1984年全州国营商业网点有3009个，社会商品零售额达5834万元，比1953年增长38．7倍；

农付产品的收购额达1547万元，比1953年增长37．6倍。农村集市发展到38个，活跃了农

村经济，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科教文卫解放前全州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只有小学61所，

大多数分布在东部汉、白族地区；只有2名医务人员，为政府官员治病。广大各族人民

群众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缺医少药，没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经过三十几年的建设，

到1984年，全州有完全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初级中学、职业中学32所，小学1108所，

在校学生共5．7万多人；有电影放映和管理、艺术团体、文物管理、报刊出版、群众文

化馆，站、图书发行等文化事业机构252个；有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等各种设施20座；

有医疗、防疫、保健、药检等医疗卫生机构122个，病床1100多张；有农业科学、林业

科学，农技、气象、畜牧兽医等研究、防治所、站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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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亚哈巴：亚哈巴意即石月亮，山名。此山在福贡县利沙底区内高黎贡山东

侧，系岩峰，峰上自然形成一个巨型孔洞。洞呈椭圆形，高约55米，宽约45米，海拔

3362米，伟然耸立于群山之巅，近观如天门，远望如皓月，更有云遮雾帐之中的神奇。

金鸡寺：在兰坪县城南的金鸡山上，清同治始建，有观音阁、凌云寺、神龙殿、三清阁、

玉皇阁、三清官等。殿宇凌空，右径通幽，又传有龙形凤迹、金鸡忽现的神话。片马人

民抗英纪念碑：在泸水县片马区。1911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片马地区，激起全国人

民愤怒声讨，片马各族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奋起抗战，谱写保卫祖国边疆的壮丽诗

篇。史称“片马事件”。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规定片马归还我国，今于此建立纪念碑，碑

名“片马人民抗英纪念碑”系胡耀帮同志题。

撰稿：段伶．(怒江州语委)

鬟潮瓣湖漱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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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办人员在工作

县人民政府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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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水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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