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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思想性，

名专著和地名工具书。它是全体编纂工作者和地名普查

本志编纂出版，将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

文教、新闻、出版，测绘、地质、气象、城建，旅游，

们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

定的语言代号；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

产。它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地应用着。因此，做好地名的

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国际交往

民族团结和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大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

作。
，

●

’根据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我县从1980年12月

下旬在全县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历时21个月，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获取了

大量的可贵资料，按国务院《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实施细则》，对各类地名作了标准化、

规范化的处理。经曲靖地区、省验收合格正式启用。从而清除了过去带有侮辱人 一

民、妨碍民族团结，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字多译、音译不准、用字生僻等问

题。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调查、验证和核实，按照省．市编纂《地名志》的要，

求，撰写《路南彝族自治县地名志》。

本志编纂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以适应社会需要为主旨，力求达

到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资料可靠、突出特点，记述准确、结构得当、词汇简洁，

文字流畅、文图并茂、照片精良、查用方便。本志以叙述地名为主，着重概述了

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位置、历史、现状和与地名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

资源，交通、风物等情况。特别对我县自然风景资源，不仅作了文字介绍，同时

辅之图片说明。充分反映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 j
，



， 本志编纂，是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县委书记李嘉富和县长

毕品文对编、修作了指示。人大，政协的钟辅朝．许谫等领导参加了修改工作并

提出极宝贵的意见。

本志编纂工作，曾得到省、市地名办公室，县民政局，统计局，水电局、林

业局．工交局、文教局，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侯兴福，云南省保险公司侯荣森，云南省师范大学杨立德、寻甸县

地名办公室马存福的热情帮助，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队鼎力印制，在此一并致

谢。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难免，

恳请批评指正o

路南彝族自治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一、本志载录地名1232条，其中政区地名102条，自然村地名387条，区片、

片村，居民点地名16条，街、路、巷地名14条，农．林点地名8条，企事业单位

地名30条，人工建筑物地名99条，名胜古迹，纪念地地名29条，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537条，废弃地名10条。全书约21万字。 ．

二、本志条目按行政区划和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和

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的顺序分类集中排列，其中各类条目自西向东，由北向南

编排。

三，本志条目的方位、距离，乡(镇)以县确定方位，办事处、自然村以乡

(镇)确定方位，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以

县城和所在乡(镇)，村确定方位。自然地理实体用直线距离，其余用公路里程。’

四、本志所用数据系1985年县统计局核定的年末统计数，其中文教，卫生为

1986年，行政区划为1988年区乡体制改革后数据。 一

五，本志汉字以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准，汉语拼音

以《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拼写，彝语地名为汉字译

写。
●

一 六、县地图根据197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绘制的l：5万地形图作编绘

原图，不作定界依据，其中编绘原图路南县乍龙新村误绘入弥勒县，弥勒县小松

棵误绘入路南县，在编绘中作了更正。

七，本志载录生僻字音义注释。步【su6一音索】一地名和姓氏用字，路美邑。

乡步卜所办事处。岁K，珙【96ng一音汞】一古矿字。炉碘洞在鹿阜镇上蒲草村东南

2公里。 7．

八、本志年代记载。1912年以前为帝王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后为公

元纪年。考证不清的用帝王年号，明末、清初，民国。

九、本志录取地名，除文字说明外，附县地图1幅，历史沿革图3幅，照片

40幅，部分汉，彝语地名对照表，行政区划历史沿革表，县城至各乡、村的道路

里程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地名首字汉语拼音音序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音

序表，以供查找。

十，本志属内部资料，请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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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Lan6n 4一丫i面Zi小ixian，GO iku白n9】
‘

在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东接泸西县、陆良县，南连弥勒县，西邻宜良县，北抵

陆良县，宜良县。总面积1719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10人。县人民政府驻鹿阜镇双龙山，距

昆明122公里。海拔1688米。辖8乡2镇，90个办事处，1个居民委员会，387个自然村，357，

个村委会，3个居民区，2个区片，485个农业合作社。37316户，188914人，其中农业人口

179026人。有汉，彝，苗、壮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58397人，占总人口的30．91％，彝

族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8．7％。

路南名，据传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并落蒙部(路南)、罗伽(激江)，末迷(曲靖)为中

路三万户府时，疑在“中路”之南得名。路南彝名“鲁乃”，“鲁”即石头，“乃”即黑色，意

为长满黑石头的地方。又据路南彝名“路甸”或“里底”，“路”，“里”为城，“甸”、“底”为

平坝或宽平之地。引为地方。广义为爨(Cuan)氏落蒙部居住的坝子或地方，狭义为城。据《路

南州志》卷三载：“唐，昆州地彝名路甸，天宝末为黑爨蛮落蒙部所据，筑城日撤吕号落蒙

部”。“黑爨蛮落蒙部”即今彝族祖先之一部落。“撤吕”疑为彝族支系的撒尼人，“撒吕城”

即今之路南城。又一说指小古城o
‘。

路南地区，汉为同并县，属群舸郡。三国蜀汉为同并县，属建宁郡。晋为冷丘县，属建．

宁郡。南朝复为同并县，属建平郡。唐为泉麻县?属南宁州。南诏属河阳郡。大理时为落蒙

部，属河阳郡。元改落蒙部为路南州领邑市，弥沙二县，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弥沙县

入邑市县，属激江路。明仍为路南州领邑市县，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省邑市县入路南州。

明，清均隶激江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称路南县，隶滇中道，后废道直隶于省。民国

三十七年(1948年)属云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属宜良专区。1954年属曲靖专区。

1956年12月成立路南彝族自治县。1958年并入宜良县。1964年恢复路南彝族自治县，仍属曲

靖专区。1983年10月经国务院(83)国函字第189号文批准，由曲靖地区划归昆明市。

路南县属滇东高原南部，地势起伏平缓，切割轻微，由东向西倾斜呈阶梯状，山脉河流

由北向南展布。最低点巴江河谷(大叠水)，海拔1500米。最高处老圭山巅，海拔2601米。县

境中部九蟠山纵贯其间，东、西有圭山，大佛山南北蜿蜒，长达60余公里，．南、北边沿丘岗

横亘，宽40余公里。西部为盆地，俗称路南坝子，镶嵌在西陲的大佛山和中部的九蟠山间，

其间又有丘岗切割成板桥，鹿阜、螺蛳塘等大小坝子，其地势由南向北逐渐上升，形成四面

环山起伏和缓的浅丘区。盆地以东之九蟠山，主峰文笔山，海拔2203米，延至老圭山问的维

～～则，圭山，亩竹箐乡，习称圭山地区；漏斗，落水洞坍塌较多。山峦叠障，石峰林立，松，一

奎木覆盖，一眼望去似茫茫一片青纱岭。境内大部分为石灰岩覆盖，由于各种内力，外力的
’作用，形成典型的岩溶地貌，到处可见形态万状的奇峰异石、岩溶洼地、峰林、孤峰、石芽。尤以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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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乃古石林，石芽高达40—50米，是国内外罕见的高芽(石林)分布区。此外还有许多岩溶洞

穴、泉，湖，其中以芝云洞，奇风洞、黑龙潭(年产水量l亿立方米)，月湖、长湖风景尤佳。

河流属珠江水系，南盘江流域。境内有巴江．南盘江j普拉河、大可河4条主要河流，

月湖，长湖、圆湖等大小天然湖泊83个，黑龙潭，自龙潭，疯龙潭等大小龙潭、泉眼54个，

地下暗河9条。巴江为县内最大河流，发源于山神庙峰汇交九蟠山的黑龙潭，由北向南纵贯

盆地，在与宜良县交界的山地间形成著名的大叠水瀑布(落差87．8米)，后于宜良县禄丰村汇

入南盘江，全长74公里，县境内流程48．2公里，径流面积705．6平方公里，年有水量6．46亿立

方米，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水源。南盘江源于沾益马雄山，经县境北部边缘夹谷地段入宜

良县，县内流程15．5公里，年产水量2．7亿立方米。普拉河源于师宗县经泸西县入县境，上段

为雨尾河，汪家河，下段为普拉河，流经县境东部的圭山东麓，经弥勒县汇入南盘江，‘县内

流程34．8公里，年产水量6．8亿立方米。大可河源于弥勒县，自南向北流经大可，板桥二乡入

巴江，县内流程35．5公里，为农田的灌溉水源。 t‘ ÷，’

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的特点。一月均温8．20C，七月均温

20．6℃，年均温15．6℃。年降水量994毫米。无霜期252天，日照数2319小时。主要气候灾害

有干旱，低温和局部洪涝，冰雹。石灰岩区地表迳流缺少。土壤大部分属红壤。

林业：森林主要分布于圭山，九蟠山和大佛山一带。圭山一带为天然林，多为华山松，

九蟠山和大佛山多为飞播及人工造林的云南松．华山松。成林面积571458亩，疏林面积426725

亩，灌木林面积203875亩。林业用地144万亩，占总面积的55．7％。森林覆盖率30．12％．主

要用材林有云南松，其次为华山松．栎类、桤木，杉，桉树、圆柏。 ’。

矿藏资源：有煤，铁，铜，铅．锌，硫磺和优质石灰石。，煤炭分布县境东部边缘一带，

有省、县，乡采煤厂及个体联营煤厂。圭山煤矿煤质尤佳，蕴藏量约4千万吨，为省内优质

煤产区之一。铁矿多分布于东、北及东南，初探储量900万吨，近年来多处开采，年产量7800

余吨。铜矿星罗棋布，清乾隆，嘉庆年间，路南铜厂达四十八厂，矿业盛极一时。

水利，电业：全县有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10座，小(二)型水库及塘、坝202件，

蓄水量6895万立方米。提水站232站，水闸6件，开凿黑龙潭水库东、西手渠56公里。总控水

量8796万立方米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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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骡，尤以奶山羊为省生产基地之一。县种羊场1977年建场以来，向县内外提供种羊400

余只。1985年拿县生猪76417头，山羊84721只，绵羊57船只，黄牛14697头，水牛17132头，

马，驴、骡21634匝。产值1581万元。成为县的一大主要商品。农民有养羊的丰富经验和煮

制乳饼的传统工艺。

工业，交通：工业有煤炭，水电，水泥，印刷、棉絮，农机修造，塑料编织、烟叶复烤，

服装加工，粮油加工，食品加工，卤腐加工等13个国营企业，lO个集体企业，从业人员1840

余人，固定资金188．83万元，年产值2563．4万元。县城位于交通要冲，昆明至那发，江底公

路穿越县境。县乡公路543公里，除盘江办事处外，各办事处均有公路通县，乡。邮电通讯遍

布城乡，县、乡及石林电讯网路与国内外声息相通。

财贸、金融：路南昔日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业集中在几个贸易点，商品交易只是

粮食和土特产品。日用工业品匮乏，市场萧条。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有了较快发展：
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80年增长122．2％，平均每年递增13．3％。金融机构27个，城乡储

蓄2291．8万元，比1978年增4．3倍，人均存款104．19元，比1978年增94．19元。 。

文教、卫生：中学由解放前的1所发展为完全中学2所，普通中学6所，圭山民族职业

中学1所，农业中学1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中学教职工335人。小学304所，教师1390人，

小学教育普及率97．7％。幼儿园(班)223班，教师211人，入园儿童5314人。有文化馆．图书

馆，文艺宣传队、新华书店各1个，乡镇文化站10个，电影公司1个，电影院2座，电影放

映队41个，乡村广播站．室132个，广播网络764公里。已建广播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县

乡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14个全民所有制医疗机构，集体，厂矿和个体29个，病

床369张，国家医务人员367人，乡村医务人员471人。

旅游业：路南地处典型岩溶区，地貌奇特，雄伟，壮观、秀丽，．是旅游胜地。现已开放

的有路南石林，乃古石林、芝云洞，大叠水瀑布等景点。总面积58．65平方公里，景区绿化

12％，铺设游路13公里。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百万余人次。计划开发的还有山，水，石，溶

洞、湖泊等景点。

土特产品有：路南卤腐．乳饼，民族刺绣。出口产品有烤烟、辣椒．大麻，杂豆等。

重要纪念地有：清咸丰年间彝民起义地维则独石山赵发营盘遗址，清咸丰彝民起义记乍龙彝

文摩崖，明嘉靖三十五年(1557年)建文庙及蜿蜒九蟠山问长达31公里的古石城埂，有碑刻，

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革命遗址等15处县级文物保护点。解放战争时期路南是滇桂黔边

区纵队重要游击根据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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