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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兰政发E1991]22号

★

关于颁发《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村公所、办事处、县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对具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地名是否标准化、规范化，

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建设，关系到国际交往、领土主权和民

族团结等大事。我县疆域较大、历史悠久、建制多变，民族迁徙和杂居，地名的产生和

演变较为复杂，一地多名，一名多写，译音不准，含意不妥等现象普遍存在。特别在“文

革"期间大搞“一片红”，许多地名被任意更改，造成了地名的更加混乱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为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澄清我县地名的混

乱现象，使地名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准

确，翔实的地名文献资料，在各级政府的关心、。敦促下，经过认真细致的地名普查工

作，将全县所有地名的来历及含意进行了反复查核，并作了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

编纂了《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经审定，现予颁发。

今后，在书写使用地名时，一律以此志所载的标准名称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

得随意更改。若需更改的，要经县地名办公室审定，并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此通知不另行文)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箭 吉刖 声

地名，是人们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不断给山河，村庄或地域命的名称，是人们借以区别

千百万山河．村庄或地域的特殊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标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地

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如何?是直接关系民族团结、祖国建设．国际交往，领土主权等的

一件大事。我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虽有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但因开发较迟，民族杂居，

迁徙频繁，建制变更，特别是“文革”动乱而造成的地名混乱和书写不统一的现象比较普

遍，有史以来，这种现象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已编纂完毕，并经审定后出版了。它是“盛世修志”

的生动反映，是兰坪16万各族人民在四化征途中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礼品。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1981年，‘在国

务I躲省．州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地名办公室，．

从县直各机关单位抽调了3l位同志，成立了一支普查队伍，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全面

的，深入细致的地名普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按要求胜利完成了普查和内业工作，基

本摸清了我县现有地名的来历，语别，含意及其历史演变，建制沿革等情况。并按照国务院

《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反复调查核实，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一地多名，一名

多写、用字不当，含意不好等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避免了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

造成的地名混乱现象。

本志共录地名l 408条，按性质分类为行政区划113条(县l条、乡镇8条，村公所办事处104

条)；自然村822条(包括废村40条)；企事业单位57条；人工建筑96条；自然地理实体319条

和名胜古迹1条。每条地名都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所处方位，语别，含意译释和名称来

历等顺序，词条式地列述。行政区划有简单概况，自然村和企事业单位则因篇幅所限而只简

述1988年统计的户数和人口。自然地理实体条目中，有部份山，箐及河流名称因多种原因无

法弄清来历，就不牵强记释。

本志各类地名的编排，以乡，镇为单位，除先排县驻地乡镇，乡镇又先排驻地村或办事

处，其余村寨完全按从北到南，自西向东的顺序编排。县以省会定位，乡镇以县驻地定位，

村、办事处以乡镇驻地定位，其它地名则不受区划约束，一律按从北到南，自西向东的顺序

编排，以临近的村或办事处驻地定位。 ．

本志附印有l：15万《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图》l张，古地图一张，并选录了

反映本县山川地貌，自然生态以及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和风情习俗等照片15张，作为地名和地

理实体相互映衬的直观呈现。 ；

为使用和查找地名的方便，本志还附有两套索引，即“首字音序索引”和“首字笔画索

引”。
‘

·
‘

地名普查结束后，由于县驻地迁移和各种原因，地名志的编纂曾一度中断，到1986年2

月才重新组织力量编纂。《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文、图，表、卡四

项成果的结晶，在此，我们对参与普查的全体同志和省地名办周仲廉同志，州地名办和福龙



同志以及关心、指导、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志书，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又由于我县文史资料缺乏，加上我们水平有

限，所以尽管多方努力，．也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错误缺点肯定不少，恳请批评指正。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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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目

凡 ．例

1．本志共搜集兰坪县各类地名l 408条，其中县1条，乡5条，镇3条，村公所，办事

处104条，自然村782条(包括片村)，名胜古迹l条，企事业单位57条，人工建筑96条，自

然地理实体319条，废村40条。

2．本县系多民族地区，民族语地名506条。其中自语271条，普米语13条，傈僳语215

条，怒语7条。

3．本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而不是普查资料的堆砌、照抄和照转。

4．本志地名使用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字体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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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条目名称后加注的汉语拼音是该条目汉字的标准音，标准音和方言有差异的加注同

音汉字。
“

=，编排髓找方法
6．本志包括卷首，正文，附录三大部份。

7．本志条目按行政区划的乡镇、村公所及办事处．自然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

人工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的顺序排列。

8．本志采用词条叙述式。词目和释文用同号字印刷，词目用黑体字与释文区别。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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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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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页码内查到所需的条目。

三、其它

11．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均为1988年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r

． 12．由于我县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语言差别较大，。为了保持语言差异和地名的习

惯称谓，尚存部份含意相同而用字各异的条目。

13．我县地处边远高寒山区，·居住分散，住户常有搬迁，故作片村处理的条目较多．并保

留了废村地名列于各乡镇自然村后。

14．县城驻地原在拉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于1985年8月份将县城迁至现在的金顶镇

江头河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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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概况l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概况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辖。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距省会昆明640公

里。东接丽江、剑川，南邻云龙，西靠福贡，碧江、泸水，北至维西。总面积4 325平方公

里。县人民政府1950年从金顶街迁进拉井街。1985年8月5日又迁驻金顶镇江头河办事处。

全县辖五乡三镇，104个村公所，力萼处和一个自然镇(新县城驻地)，781个自然村(包括
片村)33 190户，164 24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 212户，9 673人。有白、普米、傈僳、汉、

彝、怒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3．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人。 ．

据《新纂云南通志》载兰坪从西汉到初唐属益州郡比苏县，南诏蒙氏时属剑川节度，大

理国归谋统府，曾设兰溪郡、隶大理。据《元史》，《明史》、《清史稿》地理志载：元宪宗四年

(1254年)隶茶罕章管民宫，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为州。因地处兰沧水之东称，兰州”

州府驻白地坪，隶荤江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属丽江府，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

土知府，所属州县并入。兰州从此成为丽江县之一部。曾设弹压委员于石登村，1913年划出

丽江县之一部(eP上兰、通甸，山后、江东、江西等五里及顺化半里设为一县。取所属上兰

与白地坪两区各一字为名称“兰坪”县政府驻白地坪。民国初年成立怒俅殖边署，驻地营盘，

兰坪县长兼殖边署主任吾1932年该三处成立设治局，殖边署遂撤销。
’

清代兰坪建治为五里半，六汛、二十四塘，1913年建县后划为上兰，通甸、山后、江东、

江西，东新化、西新化、顺化等七里。1915年设县佐于石登。1931年改为六个区：第一区辖

白地坪、喇井；第二区辖上兰、通甸；第三区辖营盘十三村；第四区辖石登所属江东西二里

下段；第五区辖维登所属江东西二里上段；第六区辖兔峨土司界。1936年调整为六区二十四

个乡镇：第一区为永兴镇、文兴乡，琅井镇、‘喇井乡，区驻地永兴镇；第二区为通甸镇、乐

天镇、安乐乡，兴仁乡，区驻地为通甸镇；第三区为武愍镇、武定乡，文明乡、大鹏乡，区

驻地为武愍镇；第四区为石登乡、集凤乡、烟川乡i中排乡，．区驻地为石登乡；第五区为维

登乡、富川乡、碧玉乡、高山乡，区驻地为维登乡；第六区为兔峨镇、鹏池乡，凤毛乡、怒

地乡，区驻地为兔峨镇。1940年12月又改为金顶镇，通顺镇，上兰乡。营盘镇，石宝乡、中

排乡，维登乡、高山乡、兔峨镇等十一个乡镇98保959甲。1949年5月lO日兰坪解放，全县先

后建立了11个区，属滇西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1950年全县又划为4区12乡：第一区为金顶、

拉井、营盘；第二区为通甸，上兰、兴仁；第三区为石登、中排、维登、碧玉河，高山乡；

第四区为兔峨。1953年改划为六区10片：第一区金顶；第二区为通甸、上兰；第三区为石登、

中排、维登；第四区为拉井、营盘；第五区为河西；．第六区为兔峨。并将所属六区怒地乡划

给碧江县。1954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兰坪县划归怒江州。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

时又将上兰划给剑川县。1959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又将利苴乡划给丽江县。1965年12月

又将维登公社划给维西县。1958年成立了八个人民公社。1961年至1962年改为1jB个公社。

1963年合并为9个公社。1965至1982年为8个公社。1983年体制改革时又将社队改为区乡政

权。1987年又将区改为乡、镇：乡改为村公所、办事处。
’



2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 ．．

．一本县地处云岭横断山脉中部纵谷区。山脉南北走向，西部碧罗雪山，中部玉坪山，东部

盐路山和拉巴山。澜沧江由北向南奔流于碧罗雪山与玉坪山之间，贯穿全境约120公里；通甸

河由南向北折西穿过玉坪山与拉巴山之间；i比江河由北向南穿过玉坪山与盐路山之间，将全

县切割为一谷，两槽地，四条山脉的褶皱地形。全县属高海拔山区县，山区面积占9i．6％，

其中高寒山区占29．4％，山区占47．8％，半山区占19．4％，高寒小坝及河川面积只占8．4％。

境内最高的碧罗雪山老窝峰海拔4 435米，最低的南部小河沟下的澜沧江边海拔1 360米，平

均高差3 075．4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户居住在海拔2 000米以上的地带，县城驻地江头河’

海拔2 400米。坡度一般为10至20度。

本县地质构造复杂，位于康滇地轴及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断裂带。属兰坪一

思茅坳陷带，活动比较活跃，地震烈度为七度区。有七处温泉，其中六处分布在通甸河两

岸，水温在45至60度之间。山头季节性积雪，水源较为丰富，但多处在高山陡坡和峭壁深壑

问，水流湍急，水利资源丰富，有待开发利用。地层为第四系，第三系、白垩系、侏罗系，

三叠系、二叠系和石炭系。主要岩层为冲积，洪积、坡积、残积、冰川沉积层砂岩，砾岩，

泥岩、页岩、石灰岩、砂泥岩夹膏盐等多种岩层。

主要土壤为紫色土，其次有棕色森林土、石质土和山地草甸土。主要矿藏有铅、锌，食

盐、铜、铁、灰锑，水银、石膏等：其中维大弄铅锌矿为我国已发现的大型铅锌矿床。

本县属低温型山区气候，主要受印度洋季风和青藏高原气团的影响，加上高山深谷，多

变地形的支配，各地差异很大，立体气候特点较明显。其基本特点是低温、干湿分明，且干、

季时间较长。随着地形的变化，气候各异。地处澜沧江峡谷的兔峨、营盘，石登、中排四个

乡镇，气候温热，年平均气温16℃，雨水较少，冬春和初夏常有旱象；中部的拉井、河西两

个乡镇，气候温凉，年平均气温13℃，雨量中常；东部的通甸、金顶两个乡镇气候寒冷，年平

均气温9℃，霜期长，由于周围雪帮山和老君山的冷空气影响，夏末秋初多雨，常有冰雹。

全县平均气温11．2℃，年平均霜期168天，平均地面温度13．7℃。年平均降水量1 015．5毫米，

集中在每年的六至九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8％。平均日照时数l 994．14"时。平均相对温度

74％，平均水气压10．1毫巴，平均气压767．5毫巴，平均蒸发量1 577．2毫米。平均风速1．3

米／秒。灾害性天气有旱、涝、冰雹、大风、虫害，水土流失等。

本县森林以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为主；特别以松杉等针叶林为典型。重要用材林有云南

松、冷杉，云杉、铁杉、华山松、高山松，落叶松j红桦栎类。以分布在海拔l 700米至3 000

米一带的云南松居优势，约占总蓄积的60％。森林面积2 749 272亩，覆盖率为42．4％。革山

荒坡面积1 056 999亩，占总面积的16．29％。无法利用的陡坡岩壁和积雪面积481 437亩，占7

7．42％。根据1988年统计数字，全县共有经济林木471 01 9株。主要有：核桃、漆树，花椒、

木瓜，油桐、苹果等。

在以上的深山密林里栖息着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有虎、豹、熊、马鹿、獐子，金狗(小

熊猫)，水獭、偏头鱼、雕；雉类有雪鸡、箐鸡、山鸡，鹦鹉：画眉；还有兰花、天女花等。

全县总面积为6 487 500亩，耕地面积375 494亩，占总面积的5．79％，其中旱地面积

324 354亩，占耕地面积86．4％，水田有51 14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3．6％。1988年粮食总产

量为9183万斤。
’

■潘鬻缀毽罐，



．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概况3

解放以来新开了水田8 526亩，梯地31 613亩，坡地152 894亩，共扩大耕地面积190 033

亩。新修和整修了中小型水利工程380件，水库水塘蓄水量54万立方米，沟渠34条，有效灌溉

面积82 249亩。建立了小水电站16座，总装机容量5 298千豇。 ·

由于相对高差大，气候复杂，适宜各种经济作物和自然土特产的生长。主要有大麻、辣

子，芝麻、苏麻、油菜．芸豆，草烟：木耳，香菌、松茸，羊肚菌、秦归、黄连，贝母，木

香，天麻，秦艽，珠子参、法罗海、何首乌、麝香、虎骨，熊胆，獭骨，猴骨、蝉蜕，蝉花，

桑膘蛸、竹苓，茯苓，雷丸、五味子，乌梅、竹菌等上百种。其中秦归远近驰名，行销省内

外。

我县历史上就有采矿业，早在唐代就有制盐记载，明，清以来，就在来龙、玉龙、回龙、

富龙．兴隆，下甸等地开采过铜、银，铅，盐等矿；但到解放前，除盐井外都已停闭。兰坪

是滇西北主要产盐之地，分布广，开采历史悠久，据《云南通志》和《云南盐务纪要》等记

载：唐代云南六井中的丽江井就在本县金顶区境内，先后有老姆井、下、温、上四井；清雍

正二年(1724年)开采日期井；道光初年(1821年)．又开采喇鸡呜井及高山井。现除拉井外

其余六井已于1953年停办。拉井盐矿储量2 000万吨，品位高、质量好，史称喇鸡井所产之盐

为最佳最美而味厚。1983年7月5日全国井矿盐质量检查中心站食盐检测分析结果，矿石品

位70一80％。食盐品位为：锅盐98．3％，筒盐98．4％，锅筒盐质鞋居全国第一。1988年全县

采矿，冶炼、木材采伐，农机修配、副食、综合加工等7个厂矿及手工业加工22个单位，工

业总产值5 28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2％。

本县由于山高坡大，谷深水险，解放前全靠爬山过溜，人背马驮，交通运输十分不便。

建国后修筑了乡村公路，新修和整修乡村驿道1 200多公里，新建了人马呆桥7座。在沧江上

还新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相形公路拱桥。基本改变了交通运输十分不便的状况。

．解放前商业亦很落后，只有外来零星商贩和部份乡村集市贸易，有些地方还处于以物易

物的状态：1952年建立了9个贸易网点，到1988年商业、饮食、转运等服务行业已发展到90

多个。

解放前有小学17所，教职员工51人，在校学生l 020人。1951年建立了初中1所，完小8

所，初小135所，教职员工209人，在校学生6 282人。1988年有中学9所，完小421所，中小

学教职员工1 138人，在校学生25 709人。全县有电影放映、电视、广播、文化馆(站)、图

书馆、新华书店等69个单位。解放前只有一个中草药铺和个别民间医师。1988年有卫生机构

26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374人。病床309张，乡村医务人员254人。

兰坪县是古生物活动地曾多次发现龙骨架，还发现一颗剑齿象门牙。1984年又在马鞍山

发现新石器。明代建筑的有通甸龙虎坎的金光塔，中排烟川的木瓜寺，其它多为清代和民国

期间建造，现除金顶龙凤山的金鸡寺尚存部份残殿阁外，其余已全部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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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金顶镇5

金顶镇概况

金顶镇公所(Jindlng Zhen96ngsu6)位于兰坪县东南部的批江河，金坪河汇流处，距县政

府驻地约4公里。辖12个力喜处；83个自然村。全镇总面积约405．44平方公里。东与剑川县‘

毗连，南与云龙县接壤，西连兔峨、拉井，北接通甸。海拔在2 000米至4 295米之间。?比江

河与金坪河自北向南于金顶街南汇流约20公里后于金鸡山下流入云龙县境，将全镇划为y形

分为东西两半，东面为盐路山脉，西面是玉坪山脉。有8个办事处，聚居于两山脉之间的条

形小槽地里，其余4个分布在两山脉的山区、半山区。镇公所驻金顶街，所以得名。

金顶镇在1913年前属丽江县，为山后里。建县初称东新化里，为县府驻地。1919年为第

一区，1936年称永兴镇文兴乡，1940年称金鼎镇，解放初期曾与营盘、拉井合并为一个区。

1953年为第一区，1958年公社化后为金顶公社，1964年至1966年与通甸、拉井合并为一个区。

“文革”期间曾更名“红星公社”但未被公认。1983年改公社为区，1987年恢复现名。

金顶镇共3 891户，21 173人(包括非农业人口)，有自、普米、傈僳，汉、彝五种民族。

耕地面积30 329亩，其中水田4 944亩，占耕地面积的17．3％。干地23 610N，人均耕地

1．34亩。林地238 755亩，荒山草坡238 875亩。 ，

一

有霜期175天左右，历年最高气温为31．7℃，最低气温达零下10．2℃，平均气温11．2℃；

历年最多降水量1 327毫米，最少降水量713毫米，平均降水量在l 010毫米左右，夏秋多雨，

冬春常旱。东北面的雪帮山积雪时间较长，对全镇气候影响较大。夏秋季节常有风、雹、洪

等灾害。解放以来，先后开挖了4 392亩梯地，修筑了两条水沟，并在经常泛滥的}比江河两岸 ．

修筑了3．5公里石堤，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1988年的粮食产量达912万斤。

境内各种矿藏较多，如铅，盐、汞等特别是维大弄(又名凤凰山)铅锌矿床，含有多种

金属元素，储量丰富。

交通事业发展较快，除个别村外，绝大部分村已通公路。

乡镇企业有采矿、冶炼、砖瓦、基建、加工，运输等，1988年工业产值1 690．7万元，约，

占总产值的82％以上。

商业除中心商店外，各办事处均设有购销店。1988年全镇销售额为404．91万元，农产品

采购额为13．3l万元。
‘

． 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前只有12所私塾和1所省立小学，教师20人，学生360多人。到1988

年，全镇有1所初中，39所完小，在校学生3 282人，入学率占适龄人数的96．4％。文化方面

有广播站、电影队和文化站。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快，1988年有1所卫生院，医务人员24人，

病床30张。12个办事处设有医疗点，先后培训了22个乡村医生和27个接生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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