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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蕨自治县

地备志
(秘密资料)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元政发(1983) 75号

关于颁布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规定》，

我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县现行的地名进行了命名，更名、

译写规范、正音正字处理和整理了标准地名和地名资料，编辑了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志》，经政府审核认可，现予颁

布施行。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本县地名均以《地名志》的书写为准，

不得随意更改。需要命名、更名或作其他改变的地名应报县人民政

府批准o，

地名资料不得引用于公开发表，若确属需要，应经地名办公室
同意o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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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

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遵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

工作试行细则》的规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

作。从1981年5月至1982年8月历时1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图、，

文，表，卡四项成果。接着又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

见》的要求，于上报“成果黟中抽选了大部分适合地方需要的资

料，以半年多的时间编制了l比75000《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地图》(挂图)，编纂了《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志》o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基础，整个工作大体经历了

组织准备，业务培训，实地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等过程。采

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的办法·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用8个

月的时间搞完了外业普查，用12个月的时间，作了深入细致的补调

和内业整理。译写了民族语地名(后文有简介)，进行了规范化处

理(包括汉语地名和民族语地名)，确定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

(即含义健康，读音和书写符合汉字正音正字的规定)o对需要更改

的地名，通过协商讨论，按照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履行了

法定的批准手续。

地名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地名的称谓和

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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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

等各项工作都有影响。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

作。通过地名普查，为中央、省编纂地名词典、标注全国全省地

建立各级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为各行各业提供了统一的标

地名。《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志》的出版，给我县自

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现状描绘了一个基本的概貌。从

个侧面发掘和继承了祖国的文化遗产，结束了长期以来地名混乱

书写不统·的状况。

本《地名志》收集列入的标准地名共1302条，其中县，区，一

，镇，居委会行政区划88条，街道、巷20条，自然村640条，独立

在的企事业单位24条，农场居民点63条，其他专业部门使用的名

26条，片村，地片63条，农点，牧点，林场46条，人工建筑物121，

，自然地理实体205条，古迹6条。编入县、区，农场等文字概

材料38份，县古今地图5幅，分区地图11幅，照片54张：

在地名资料中，除按规定收集的内容外，我们又在“自然村黟

内增加收集了“耕地"，矗出产黟，“街期，，，“历史事件”和

住居民点企事业单位名称力，(不包括小学校)等一些资料。

在外业普查工作中，承各区办公室，民政助理员，乡文书和干

群众协助收集和提供情况，在内业整理和编纂《地名志》工作

，承李文云，张文光，王玉春，马友良，郑凤康、陈晓庭、魏成龙等同

抽核了地名资料。还有孔祥祯，朱学俊等同志也参加了抽核，承杨

禄，陶炎成同志提供了历史，地貌等方面的资料，承王国祥同志

上报的1 ELsoooo地形图标注了县，区的大部分地界和倒虹吸等

分地名并协助做了其他一些工作，承谢尔其同志给测算了分区土

面积，张业海同志给标注了土壤资料，张跃明，赵之瑞同志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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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料；还有统计局，水电局，林业局、交通

站，档案馆，文化馆，图书馆，地震办，科办和

位哈尼，彝，傣族的一些同志都给予了积极热情

在此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人力和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

正·

元江哈尼族彝族

地名普查领导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

1，本《地名志》共列入各种资料4万2千多条，这是一本供

。各部门使用的地名工具书。‘在资料中，凡是有争议的人工建筑物，

自然地理实体，如山、‘河，水库，电站等，不论其编排在那一个行

政区内，均不作为所有权的依据o
’

2，《地名志》资料截止时间，按规定为1980年底，因当年受灾

严重不能反映正常情况，有的也使用了1981年的生产数据，在《地

名志》付印时正赶上机构改革工作结束，故又将涉及“公社‘’大

队”的行政区划名称改为“区=．乡，，，其他资料仍未变动o‘’

8，非独立存在的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

地理实体以及装机容量20危以下的电站，--蓄水10万立方公尺以下的

水库；’均按规定未列入地名收集整理。 一+一 - j

4、甲行政区划位于乙行政区划内的自然村，农点，建筑物，．

企事业单位等，其地名资料仍编入甲行政区划内；如洼垤区的南巴

‘冲道班，座落在龙潭区范围内，而资料仍编排在洼垤区内o

5，地名用字按规定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

准o

6、地名资料顺序按地图经纬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排列o

． 7，方位距离以步行估算，非直线距离o

8，地名地理座标未编入，若需要时可查档案资料。

’9，地名分类中的“地片黟，指山区或坝区的野外，非自然

村，但有地名意义的小地域o

台



10，为便于了解，我们把1 M3／秒以下的流量按当地习惯写成

“车夥，“一车"等于0．01Ma／秒，例如32车即o．32M3／秒。

11，地名来历含义，只解释主地名，不解释派生地名o

12、《地名志》资料的来源，除普查成果以外，参考材料主要

有l《新纂云南通志》、《元江志稿》，《元江府志》、《元江州

志》，《中国历史地图集》、《元史》，《明史》、《清史稿》，

《．中国西南古代民族》、《云南民族》、《云南概况》、《云南之

战》，《中国地名大词典》、《新平县志》、《地名集刊》、《辞

海》，《中国分省地图》，《云南省地图》，《元江县地图》，

《元江县森林分布图》，《元江县水电站规划图》，《中国地理常

识问答》、《初中、高中地理教科书》，《识图用图手册》o

13，《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均以地名

第一字的笔划和地名首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地名首字笔划相

同或首字拼音字母音节，声调相同的地名，按地名字数多少排列，

重地名加所在乡名称或地名性质区别I《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左边

为地名，右边为检索页码o《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左边为地名汉语

拼音。中间为地名，右边为检索页码o， 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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