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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人民政府文件
腾政发(1982)84号

关于颁发腾冲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公社(镇)、大队、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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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 民族团结和国际交

往的大事。我县地处边疆，地名的准确尤为重要。过去， 由于对此认

识不足，出现了不少一地多名、多名一地、一名多写、 一名多译、音

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再加上“文革’’中受极左路线干扰， 使地

名混乱。

根据国务院[19793 305号文件精神，我县在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

工作中，对全县四千二百四十八个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核调。 经过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反复调查、考证有关资料， 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提

出了我县的标准地名，经省、地地名办公室检查验收后， 继而编篡出

体现地名普查成果的《腾冲县地名志》，县委、县人民政府、 县人大

常委审批定稿后，上报省、地审定认可，现予颁发施行。今后在书写

使用中，均应以此志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名者， 须报请县

人民政府批准。

一九A-：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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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我县地处边疆，搞好地名标准化和民族语地名译写规范化，对

于国际交往、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加强边疆四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次地名普查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省、地地名办公室的指导下，根据国务院

[1979]305号文件和上级有关规定进行的，是我县有史以来对地名的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

普查工作从一九八O年十月底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结束，以1：5万地形图(一九

六四年版)为基础，对我县图上的3538个地名的历史沿革、含义和地理概况进行了深入调

查，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认真查阅了史料，在反复印证核调的基础上，对地名进

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受极左思潮影响乱定的地名

改正过来，把书写，读音混乱的地名修正过来，把县内重名的大队名调整过来，对少数民族

地名中一名多译，译音不准，用字不妥等问题作了规范处理。普查后实有地名4248个，比原

有地名增加710个，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了原有地名4220个，删去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

名8个，已查清或基本查清来历含义的4176个，验证了沿用现名的3822个。基本上达到了地

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

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为了给使用单位和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依据，我们编写了这本有文、图，表、

照片四大内容的《腾冲县地名志》，本地名志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

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4248条。参虽1：5万地形图，缩

制成1：15万的全县地图，标注了所辑录的全部地名，其中县1条，镇1条，公社20条，大

队242条，自然村(包括牧点，片村)2483条，街道办事处6条，街巷，居民区32条，企业、

事业、行政单位30条，专业部门106条，人工建筑物149条，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72条，

自然地理实体828条，地片145条，农点15条，其他136条。民族语地名131条，傣语118条，景

颇语10条，傈僳语2条，回语1条，在简注中注明语别，汉语地名不再注明。并在简注栏内，

对现用地名的来源、含义等作了说明。撰写文字概况48份。为了方便查阅，本地名志将所有

地名，按首字笔划做了索引。当然这不是腾冲县地名的全貌，并且可能在含义等方面还有不

够确切甚至失实的地方，有的地名在用字上还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有的还欠审慎，恳请

各行各业给予批评指正，有待今后补充完善。

本地名志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人口为

当年县和各公社、大队掌握的统计数，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数，为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腾冲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志为准。

这次地名普查受到了全县各公社，镇和各级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各公社抽调了专人，县

武装部、宣传部、经委，公安局，民政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教育局、文化馆、图

书馆都抽调了有关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由付县长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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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林同志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人员有。许根庭、陈绍尧、陈进、刘春明、杨世伟、

陆汉自、杨达杰，贾业、赵月高，常安柱，刘富学、张竹邦。编篡本地名志的为刘富学、张

竹邦。提供照片的单位有云南画报社，还有阳举文、寸守汇、董云生、段亚东、沈大权、张

孝仲、段智助。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地名志编篡中多次得到省，地地名办公室的指导和支持，云南省新华印刷厂在承担印

刷中，积极配合，在此表示感谢。

2

腾冲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jk-年八月



腾冲县概况

腾冲县位于云南省西部。东接保山，南靠龙陵，梁河，西连盈江，北依泸

水，西北与缅甸为邻。县城距云南省会昆明市750公里。县人民政府驻腾冲城关

镇。全县20个公社，1个镇，242个大队，2598个生产队，2483个自然村，总面

积5693平方公里，总人口461476人，84414户，其中傣族9413人，1436户，傈僳

族7471人，1217户，回族5083人，992户，佤族1648人，339户，白族937人，114

户，阿昌族569人，95户，纳西族69人，18P，汉族436048人，80189户，其他238

人。全县国境线长151．18公里，古永、瑞滇、明光三个公社与缅甸接壤。

据元史，明史、大清一统志及地方志地理志载，腾冲在西汉时被称为滇越，

汉武帝曾派张骞“取道于此，以远通大夏”，张骞说： “昆之西千余里有乘象

国，名日越赕，即滇越也”。汉武帝置益州郡县24，滇越在所辖中。东汉属永昌

郡，范史称， “传之为哀牢"。并说“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其富盛如

此，惟腾越足以当之，盖越之名称，以产地升越，如荆楚之为州，以产荆楚而得

其名也刀。这是对“越”含意的一种解释。有的史学家认为， “越”是古代分布

在我国南方的一个族群，称为“百越"。随唐时置羁縻郡，两宋时“越赕之地几

不能名刀。 “赕"唐书作“啖”，元史作“赕”或“啖”， “谓蒙氏立国有十脸

⋯⋯唐书谓夷语赕若州”。南昭“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遂有其

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夷居之，改腾冲府，则是腾冲之名起自白蛮矣黟。腾冲

一名正式起用在蒙诏时，为公元780年左右。唐代贾耽考入天竺道云： “一路自

诸葛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 《蛮书》作“藤充”，这是腾冲读音出现的最初写

法。

“元宪宗三年(1253年)府酋高救内附，至元十一年(1274年)改藤越州，又

立藤越县，十四年(1277年)改腾冲府”，置顺江州和腾越、越甸，古勇三县，

“二十五年(1288年)罢州县府如故”(见元史地理志)，属大理路。明洪武33

年(1400年)改为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宣德五年(1430年)置腾冲州，

正统十年(1445年)筑腾冲城，改守御千户所为指挥使司，宏治二年(1489年)

设金腾兵备道，‘嘉靖元年(1522年)复置腾越州，十年(1531年)改腾冲卫。清

顺治十六年(1659年)仍为州，以守备领腾冲卫事，乾隆四十年(1775年)置腾

越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改腾越厅，直隶迤西巡道，道光三年(1823年)

改为永昌府分防同知。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腾冲府，二年(1913年)改为腾

冲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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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与“藤"的转化透露了该名的含意，明末徐霞客经过实地调查，指出

“以地多藤，元名藤州"，乾隆《腾越州志》卷三也说： “藤则细者可以为绳，

大者为杖，凡百器皿皆可以为，而腾越所独名州，则以此焉”。冲的含意大体是

两个。一是腾冲为滇西门户，是通往印缅交通的要冲；一是江河山溪之意。从历

史角度看，前者较有道理。

“腾居天末，地广土肥⋯⋯十八省之人云集，诚福地也"“山JiI限隔，险呃

悬绝⋯⋯甲于西陲，实出入要害地”(《腾越厅志》)。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

决定了在边防上的重要地位，自明洪武设千户兵防御以来，历代都设有重要军事

设施，较突出的有，明初设马面、古勇、勐连、合泽四古关， “明正统年间设立

安边”，明万历22年(1594年)设八关九隘，即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

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古勇隘、明光隘、滇滩隘、止那隘、马

面隘、大塘隘、坝竹隘、石婆坡隘、杉木笼隘、并设屯田。清道光三年建碉53座，

堡24座，以练兵屯之，以后发展为18练22屯甸80卡。为巩固边防，明清时在少数

民族地区设置土司，明代辖“三宣”，即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清代管

辖有南甸、干崖、盏达、陇川、勐卯和从陇川分出的户撤、腊撤“七土司”。还

设过“滇滩巡检司”、 “瓦甸长官司”。

民国初腾冲辖18练，后为5区及城堡镇。1935年在盈江、陇川，连山、梁河

成立设治局。

1949年底腾冲解放，为保山专区腾冲县，辖lo个区，1953年划出盏西区，1956

年腾冲县属德宏州，1958年梁河县并腾冲县，1961年划出梁河县，1964年腾冲县

划属保山专区。

1960年经中缅两国勘界，腾冲段界桩有12颗，自尖高山1号起向南的玉泉香

山口2号，茨桐地垭口3号，黑泥塘山口4号；向北的长地方山口2号，水城山

口3号，班瓦山口4号，上姊妹山5号，派赖山口6号，茨竹地山口7号，龙大

河头山顶8号，分水岭山口9号。中型3颗，小型9颗。

解放后，建立了区乡政权，建立了党团组织，1953年全县广泛组织互助组，

1954年创办合作社，1956年发展到1057个，其中高级社7个，1958年成立人民公

社34个，1963年为157个，分14个区，1969年为21个公社。

腾冲县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偏西处峡谷区，山脉走向东部高黎贡山为南北向，

西北高梁贡山、尖高山、狼牙山，姊妹山为东北——西南走向，向西南急剧降

低。整个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侧高，中间低，呈现一向西南开口的马蹄形。东

部高黎贡山与西部诸大山之间，为伊洛瓦底江最东的支流源头所在地，龙川江、

大盈江、槟榔江及其支流多沿断裂带发源，县内总产水量81．26亿立方，江河依

山顺流，将高原面切割成高、中、低山山地与中低山相间分布的许多河谷地带与

坝子，共24个，万亩以上坝子6个。全县山地多，约占80％以上，平坝和缓坡丘



脖
冲

陵不及20％。境内最高的高黎贡山大脑子海拔3780．2米，最低的南部速庆江边930

米，高差达2850米，海拔在1000--3700米问，县城为1640米。 ’

腾冲地壳运动活跃，地震频繁，自1502年以来，5级以上地震有71次。火山

多次喷发，有明显的火山锥达-20个，打鹰山、石头山、大小黑空山都是经过多次

喷发的火山，腾冲坝子处于年青的火山群的怀抱之中。全县地热资源引人注目，

各种汽泉、热泉、温泉群共80多处，温度在90℃以上的10个，热泉以“一泓热

海”的硫磺塘、攀枝花硝塘、轮马石花洞、瑞滇、大塘、胆扎为突出，为此有

“tl然博物馆刀之称。

全县属亚热带山区气候，由南向北，热量下降，具有两头温度不稳，中间温

度不足的特点，古永，瑞滇、明光、云华具有明显的温带特征，龙川江，盈江河

谷具有亚热带性质。马蹄形使孟加拉湾西南暖湿气流，在境内被迫上升而致雨，

造成腾冲多雨的气候，每年一月最冷平均气温为一4．2℃，8月最热平均气温为

19．6℃，年降雨量1425毫米，降雨3—5日气温下降5—6度，有“四季无寒

暑，一雨便成冬”之说。全县灾害性天气有早、涝、水稻冷害、冰雹，大风，霜

冻等。

全县约有高等植物两千种以上，被称为“天然植物园”里的一座花园，基本

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中以常绿栎类林为典型，反映了本地区高海拔与低纬度

相结合的特点。重要经济林、用材林有红花油茶、香果、核桃以及秋木、秃杉、

华山松等。森林面积295万亩，复盖率(不包括疏林、灌木林)34．6％。草场总

面积2081150亩。分布最多为黄壤，丘陵河谷区多为黄红壤、红壤。

工交企业有冶金，电力、机械、建材，纺织，食品、皮革、造纸、五金等108

个单位，传统手工艺有玉雕，藤器、小篾帽、宣纸等。县、镇办2个制药厂，年

产值540万元。工业总产值达3125．57Y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4％，比1949年增

15倍。

全县耕地总面积1377878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6％，其中水田633775亩，旱

地744103亩，经济林233647亩，荒山1594005亩，水面37174亩，其它408562亩。

稻谷播种面积(1980年)387332亩，产量23203万斤，小麦153196亩，产量

3399万斤，包谷110109亩3703万斤，荞68711亩，1061万斤，粮食总产32569万

斤，比解放初翻了一番多。茶叶产量130万斤，，草烟24万斤，林业产值372万元，

牧业1635万元，农业总产值9171万元。有社队企业709个，8640人，总产值769万

元。此外，尚有饵丝、棕片等土特产。全县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980年从集体分得

粮食567斤，币84元。

解放后已修建蓄水、引水，提水等水利工程2303件，水库坝塘蓄水2000多万

方，沟渠1706条，全长2962公里，全县水利化程度为41．5％，有效灌溉面积326871

亩。修建一千珏以上水电站2个，农村小水电站98个，总装机容量10958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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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拖拉机250台，手扶拖拉机1355台。全县通车里程达978公里，民用汽车237

辆，18个公社通常年汽车，其余3个公社76％的大队，54％的生产队旱季可通汽

车。
’

全县有中学23所，师范1所，小学656所，教师3694人，在校学生87104人，有

电影院、剧团、文化馆、书店等55个，文化单位179人，县直各单位有技术人员

678人。卫生事业机构78个，床位751张，医务人员801人，大队医务人员561人。

全县在外华侨约15000多人，侨居缅甸、泰国、印度、马来亚、印尼、美国、

英国等12个国家。

古迹有护珠寺、云峰寺、龙光台、元龙阁、和顺图书馆等，风景区有叠水河

瀑布，文物有侯班钟， “大神威”铜炮及古书，古字，古画、古钱等。纪念地有

烈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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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雕l孔雀戏花

未 雕

玉雕。长尾鸟

精a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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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五株钱

瀚

明代著名将领邓子龙手书对联 邓子龙提“剑扫风烟”。

“风散圣花香，月针诗梦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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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XINGZHENGQUHUAHEJUMINDI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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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概 况

城关镇位于腾冲县中南部，是邻近中缅边境的重要集镇。为腾冲县人民政府驻地、位处

腾冲坝子西北部，平面形状似蝴蝶。东接洞山、小西公社，南连和顺、洞山公社，西邻和顺、

中和公社，北与小西公社接壤。总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东西，南北最长5公里，城镇面积

约为4平方公里。

城关镇因地处县城而得名。据《腾越州志》载。早在明永乐9年(1411年)这里就筑有

土城。正统十年(1445年，兵部侍郎侯班改筑砖城，当时动用南征将士15000人，建成一座

“周七里三分，高二丈五尺一的城垣，经屡次修复，成了西南的一个重要集镇，徐霞客称。

“此城又迤西所无一，最后毁于1944年日军侵略战争中。

腾冲城为历代州，厅，县制所驻地，据访问及有关史料载，清代为过来凤里，清道光年

间辖四，五保街，东西二街，清乾隆时为腾越镇，民国设城保镇，辖12保，城内4保，城外

8保。解放后为腾冲县第一区所辖，下设6个街道委员会。1953年——1958年先后为城关

区、城保镇、城关大队，1959年——1961年为城关区，1969年——1975年为城关公社，1976

年为城关镇至今。现全镇辖二个大队，13个自然村，10条街24条巷，共5955户，18762人，多

为汉族，其中回族217户，745人，非农业人口12936人。

1949年底解放后，经过几次规化，镇内建设逐步恢复并有发展。由南至北约一公里长的

凤山南路、二街、五街为10至18公尺的柏油路面，是镇内主要商业街道及市场，县银行，邮

电局、贸易公司，百货公司、文化馆，五交化公司，国营饭店，影剧院，新华书店，城关派

出所分别驻街道两旁。东西数条横街，．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区。镇内五日一

集，入市约二万人左右，居民普遍点上了电灯，用上自来水。

镇内有县直单位80多个，镇办企事业近年来蓬勃发展，有农具厂、建装队，农机站、制药厂，

化工厂，南山茶厂，畜牧场、车辆修理厂，综合厂，兽医站，医院、服装厂、物资站等19个，

街道工业有电器，铁杂、磨玉、饵丝、饮食、服装等，职工共达1639人。工业产值(1980年)

511万元，副业产值135万元，社队企业产值40万元。东方红制药厂生产各种中成药蜜丸，片

剂、酊剂共35种，年产值160多万元，畅销省内外，尤以人参再造丸称著。

大沙河自东向西流去，经本镇长4公里、两岸平整，耕地面积552．5亩，林地5000亩左

右。境内最高的擂鼓顶海拔1945米，最低的饮马水河海拔1632米，镇内海拔1640米，年平均

气温14．7。c。最高气温30．50c，最低零下4．20c。年降雨量为1425毫米，年平均霜期126天

(11月至来年3月)。

农业生产以稻谷、小麦、包谷：蔬菜为主。水稻面积3727亩，产量(1980年)3438961斤，

小麦3200亩，产量1395321斤。包谷1200亩，962413斤。蔬菜95亩，产量10万斤。每年交售

公余粮750908斤。经济作物有茶叶，年产7176斤。有大，中，小型拖拉机35台，农业机械总

动力达2684．2马力。交通便利，为腾冲至保山至芒市、腾冲至盈江的枢纽，公路通往各公社。

职工平均收入(1980年)544元，社员平均收入187元，分给社员123元，粮食每人66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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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现有归桥27户，66人，侨眷239户、999人，在外华侨239户、879人，侨居国有

甸、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等。代表人物有前任云南省副省长、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王少岩，省政协常委王昭明和华侨伍集成、伍体贤等。

城关镇解放前，有中学二所，小学六所，‘教职员工140多人，学生2000多人。现有2所

学，7所小学，在校中小学生达6000多人，教职员工300多人。解放前有药店15铺，医生

人，现全镇有医院5所，医务人员67人，1980年全镇人I=i增长率为千分之三。

来风山为腾冲城的天然屏障，风景优美，有“晴岚玉带”之称。供全镇饮用的观音塘

水清冽，有“玉泉月夜一之称。 “龙洞垂帘”的叠水河瀑布，与附近的龙光台、墓园一起

合成了腾冲的风景区。

城关镇开发较早，文物灿烂，民间保存有古字、古画、古钱，有宋代文天祥手迹，元

赵孟烦的鞍马图，管仲姬的竹石图，明代方孝孺的行书直幅、山水轴，顾见龙的仕女图，

三峰的龙蛇体，清代郑板桥的墨竹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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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坝派P-泉的亚热带风光。

风景幽美

的东方红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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