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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

系统地全面地了解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是
。

‘：

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州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山川多姿，雨量

充沛，。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自然地理，颇具特色。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史料筒略，资源不清，因而开掘缓慢，致使丰富

的天然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由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环境，是

人类活动的舞台，是生物繁衍的场所，是社会发展的基地。只有对它

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进行开发利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地理志》广泛采集了古今有关资

料，将本州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汇集成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我州

的历史演变及自然地理特征。它对我州各级领导机关因地制宜地制订

经济振兴计划、对州内外研究黔南的地理特点，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

的依据。州内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可将它作为本州地理

方面的工具书而用之；各级各类学校，可将它作为地理方面的乡土教

材而读之；有志于研究黔南的人士，亦可将它作为黔南州地理方面的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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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阅之。

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继承中

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组织力量，抓紧时机，运用新观点、新

新方法，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举目四顾，大江南北．．长城内

海各地，山区草原，盛世修志的春天已经到来!社会主义新方

祖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宝库，更加瑰丽多彩!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地理志》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

。它将作为一件薄礼，奉献给黔南各族人民以及关心黔南的州

导和各界人士。这件乡土气息浓郁的土特产品，将会对黔南山

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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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编史修志是我们中华文明古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在社会发展的各

项事业中，了解昨天和前天所走过的历程，对于怎样迈稳今天和明天

的步伐，肯定是非常有用的；在振兴经济的征途中，了解我们所处的

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对于如何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促使本地区的

经济腾飞，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我州在建州前的千百年间，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因而

史料零星，残缺不全。历史借鉴的缺乏，现实依据的不足，对我州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影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志·地理志》的问世，对我州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利用，对自然

环境的改造和美化，对“资治、存史、教化"，都将产生积极的作

用。可以说，‘这本志书的出版，是我州历史进程中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情。

在编纂这本志书的过程中，很多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不少科技

人员，特别是专家学者，给了热情的支持，提供了资料，撰写了稿

件，作出了贡献，在此深表敬谢!

这本志书，仅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若干分志中成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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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一本。由于经验不足，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编印装订方面，难

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各方面的人士多提意见；希望我州的史

志工作者吸取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为更好地完成《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志》这项艰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而奋斗l

黔删一H长罗年义
一九八六年七月



写说 明

一、本志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以下简称《黔南州

志》)的第二个分志。它是在中共黔南州委和州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由州史志编纂委员会主持，州史志办公室负责编写的。

二、本志立足为黔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编写中，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注意体现“三性"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突出地方特点，为州内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实行科学央策和为

各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研究黔南提供可靠依据。 ．

，三、按照《黔南州志》的总体设计和具体分工，本志主要记述黔

南州的历史地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和自然地理，侧重反映这个自

然环境的构成条件和变化状况；关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产建设

的成就，另有专志记载。此不赘述。

四、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和贵

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贵州地方志编写行文的参考意见》

的要求及《黔南州志》的统一版式，本志为十六开本，横排印刷。全

部精装，以便保存。

五、本志由一述和十一章组成，多数章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Z∥



容较多，故设子目。

本志以文，图、表为表述形式，文体主要为语体文、记述

中夹有少许解说词句。每章的标题下设有三、五百字的无题

括本章的基本内容。图、表分别插入各章。

本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从

无一部全州性的完整志书。为全面、系统地理顺和保存史

关情况(如建置沿革和人口)，尽量追溯到有信史之时，上

限不限；下限则止于1985年底，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

八、对历史纪年，地名均用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为便于查

考，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年代，均取双重记法，即在注明当时

当地习惯称呼时，在其年代后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代；古地名注明今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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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黔南布依族苗族治自州(以下简称黔南州或本州)，位于贵州省中南部，地处东经106。12
7

至108‘18 7，北纬25。04，至27。29’之间。东西跨经度2。06 7，直线距离207．9公里。南北跨纬

度2。257，直线距离269．4公里。州境最南端距北回归线(北纬23。2 7r 7)．1。37 7。州内南部的

荔波县距海岸(广西防城港)390公里，是贵州省距海最近的地方。全州总面积为26197平方

公里(3929万亩)，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5％。

本州东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相连，南部和西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河池，百色地区

为界，西与本省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接壤，北面和西北面与遵义地区及贵阳

市为邻。地形北部较为狭窄，到中南部后逐渐向东西方向扩展，地域轮廓呈凸字形。

黔南州辖地历史源远流长。据《后汉书，南蛮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及

《贵州古代史》(周春元，王燕玉等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l 9 8 2年第一版)考定，早在

殷，周时期，本j14境内就已有了许多部族活动，并分属于群柯、夜郎等方国，秦汉时期，

州境为象郡，群柯郡所属的且兰，毋敛等县，唐朝以后，中央封建王朝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统治，唐，宋、元、明时期在州境内设立了羁縻府i州、县、峒、卫、所I-元、明时期曾建立土司制

度，明，清时代实行过』土流并治’’和“改土归流’’政策。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建置沿革的特

点。为了突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同时为了保存为数不多阿史料，本志对本州的建置沿

革，尽量贯古通今，对古代部份，亦作了必要的记载d

黔南州现辖独山、平塘、荔波、福泉，瓮安，贵定，，龙里、惠水，‘长顺、罗甸等十县和

三都水族自治县及都匀市，共计5 8个区，l 2个区级镇、4 1 7个乡，l 4个民族乡和

3 3个乡级镇。对所辖的1 2个县，市，本志分别将其名称由来、位置，面积、建置沿革、

人口(包括民族构成)、地形、气候、物产，交通和名胜等方面的概况作了记载，向时列了

区，乡、镇名，以供查阅。 一

本州的4 6个城镇，均为各级地方政权机关住地，既是一个行政区域内的政治活动中

心，也是一个自然地域内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从现状看，4 6个城镇可分为五种类型，

即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工矿密集型，交通枢纽型，物资集散型和文化娱乐型。本着突

出特点的原则，对各城镇分别进行了记述。
。

本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1 9 8 5年底止，共有3 O 4 6 2 2 7人，其中，少数民族

1 5 5 0 3 1 0人，占总人口的50．9％，汉族l 4 9 5 9 l 7人，占49．1％。各民族人民对开

发黔南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人口也逐步有了增长。。但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本州人口资料残缺不全。l 9 4 9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黔南州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后，人民政府注意了人口资料统计，逐年有了记载。本志除逐

年记载人口数字外，还分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和民族结构予以记述。，

八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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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本州辖地经历了数亿年的沧桑巨变。大约在六亿年前，黔南州辖

境位于“原始江南古陆"的西南边缘以及“滇黔古陆"的“黔中半岛"前缘。这个地区相对

缓漫下沉，长期处于海水淹没之中，地质学上习惯称为“黔南凹陷”地区。到一亿八千万年

前后，海水向北、西方向迁移，本州的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又形成一片大陆，仅中西部(今

龙里、惠水，长顺一带)仍处于海水淹没中。直到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黟后期，

州境才全部上升为陆地。后来，又受“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这块陆地又逐步抬升，才形

成了现今的云贵高原的组成部份。

黔南的地质构造，由于受到造山运动及凹陷趋势的影响，海相沉积(主要是生物沉积、

化学沉积和机械沉积)多，厚度大，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平行的，排列整齐有序的、平缓宽

大的背斜和陡峻狭长的向斜相间的隔槽式褶皱，褶皱方向基本为南北向。州境处于一个完整

的地质构造单元之中。特别是晚元古代形成地台基底后，多次接受海相沉积，形成了地层发

育齐全，层次完美，厚度大、化石丰富的特点，成为全国标准地层之一，从最古老的晚元古

代的板溪群、震旦系到古生代的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以至中生代的

三叠系和新生代的第三系均有出露。长顺县睦化一带的泥盆系——石炭系界线层型剖面，世界

罕见，巳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震旦系地层中，有丰富的磷矿，寒武系中有汞、铅、金

等矿藏，泥盆系中有铁、水晶，锑，汞等矿，石炭系中则有丰富的煤矿，二叠系中藏有铁矿和
煤矿。 ‘、

本州处于云贵高原东南部边缘的斜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多样复杂，

山地、丘陵、盆地(俗称坝子)和河谷相互交错。高山，峡谷和丘陵占全州总面积的97％

以上，山问盆地占2％。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1500市亩)的坝子有65个。最大的惠水县涟

江大坝，面积42平方公里，6万余亩。还有小面积高山平台式的高原面，如都匀市郊的螺丝

壳，平塘县的西关和龙里县的中排，民主等地，远看高耸入云，与天相接，登临山顶则地面

坦荡，别具一格。

本州河流侵蚀切割强烈，峡谷较多，特别是河流中下游，地形比较破碎，地下岩溶发

育，阴河，溶洞既多且奇，有单层溶洞，也有双层和多层溶洞，有水平溶洞也有倾斜溶洞和

朝天溶洞，有干洞还有水洞。形态多姿，各具特色。地面上的峰丛、峰林、槽谷，洼地、

天生桥等分布普遍。地貌类型之多，规模密度之大，均为全省之冠。

本州处于副热带，属东亚季风区．由于距海洋较近，每年大部份时间受海洋暖湿气流的

影响，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特征。来自西伯利亚的冷干气流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

流常在本州空间相遇，势均力敌，形成“准静止锋黟而导致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日照稀

少。而且，在季风影响下，本州雨热同季。夏季为雨季，雨季降水量常为全年总降水量的四

分之三以上，夏季日照率常为35——45％，是全年积温最多的季节。同时，由于地形复

杂，高低起伏较大，气候的垂直变化因而也较明显，小气候亦多，既有寒冷绵长的高寒山

地，也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丘陵坝区，还有常年无霜的“天然温室"一～红水河，都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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