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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单位：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是按照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关于编纂<地名志>

的要求，在地名普查、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成果的基础上，对各类地名作了标

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编纂而成的一部地名工具书，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并报上

级部门认可。现颁布施行o ．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今后在公务活动和社会交

往中，凡涉及使用我县境内地名时，一律以本志书的称谓为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更改。如确需要更名和新命名的地名，必须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峨山彝族自治县

历届地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一九八。年

组长：施致宽

副组长：柏映春李万富

成 员：匪翌 赵宗会 方向廷 施加洪
，，

一九八八年

主家富

普建忠方加友

一九九一年

鲁瑞云董绍光普家保李发锦

普云明

公室设在民政局，办公室由方加友、李学金、杨

办公室主任，李学金任副主任。

一九九五年

合丽娟普自祥普家保李发锦



邱兴明施洪友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政局，方加友任办公室主任，杨秀宏
任副主任。

一九九五年五月

主任：陈爱军 ’．

副主任：陈川铭 郑 淳 ，．

成员：普昌文董云勇 钱国珠 申从德，乔ff-qj
瓦庆超张为呈殷子华

主 任：

副主任：

成员：

一九九九年九月

杨正亮 。

普昌文郑淳
陈川铭

合丽娟

董云勇

朱洪文

钱国珠

柏云会

施忠和

向 伟

龙家兰

殷子华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政局，由殷子华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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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

约定的语言代号；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产物。它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被

广泛的应用着。做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命名、更名工作，提高地名的应

用和管理水平，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大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

科学性很强的工作。

峨山古称螬峨。是滇中地区的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自元初建立嶝峨

州(公元1276年)，寻降为县(公元1289年)，历经明、清、民国，对全县各类

地名均未作过全面规范。除乡镇一级行政区划的用名固定外，村寨山河等地名

的称呼和书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性。特别是少数民族语地名的音译书写就

更为突出，可谓五花At-I，莫衷一是。

1980年，中共峨山县委i县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务院，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成立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在地区地名普查试点工

作组的指导下，组织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900余条地

名的地理位置、名称来历、含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查。对照地貌特征，

结合群众习惯称谓i提出标准地名883条。纠正了一批“文革”期间随意更改的

地名，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的·音多译等进行了规范。

1981年编辑出版了<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录>o

1988年，中共峨山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成立“峨山彝族自治

县地名委员会”并在县民政局内设立地名办公室。与此同时成立<地名志>编

纂机构，以<地名录>为基础，根据地名普查资料编写<地名志>。于1991年完

成第一稿，邀请领导和有关人士进行审议。根据审议提出的意见进行核实修改。

接着按上级指示进行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后又再次修改。在两次修改过程中，

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以及已出版的有关专业志书进行核实和补充。

尚存疑难之处反复进行访问和实地踏勘。于1997年成书，送请有关领导审核后，

正式出版。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是一部以记述全县现有各类地名的地理位置、语

别、来源及其含义为主兼及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族风

，俗习惯的综合性资料书。全书约计46万字。列载县内各类标准地名1 230条。其

中政区、居民点名655条，企事业单位101条，人工建筑124条，自然实体342

条，名胜古迹8条。在标准地名总数中有汉语地名781条，彝语地名397条，哈

尼语地名26条，傣语地名26条。它不仅是全县各类地名的规范也是全县各地基

本情况的综合反映。 。、4

：

，

本志以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

等文件为依据，坚持以地名为轴，内涵为本，外延有界，术语确切的编写原则。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旨。力求达到观点正确、资料可靠、

内容翔实、记述准确、结构得当、言简意明、查阅方便。客观性、准确性、科

学性、实用性统一。

峨山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有彝、汉、哈尼、傣等多种民族语

地名。只彝族在古代又分为黑彝、自彝、山苏等几种，山苏语和一般的彝语就

大不相同。加之民族语音的演变，民族的迁徙，同二民族方言区有差异，’居住

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或是受历史上汉译演变的影响等种种原因。使地名释

义产生很大的差异，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地名的释义，虽经访问、座谈、

考查仍存分歧。本志仅选择其中的一种解释(个别的取两种)，极少数地名虽经

考查仍弄不清楚的暂作存疑。
。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实记述本县各类地名。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坚持以地名为轴，内涵为本，外延有界的编纂原则。主要记述本

县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来历、含义、方位、特征、历史演变，延及与地名有

关的其它方面，如人口、民族、土地、社会经济等状况，以及水利、电力、交

通、文教、卫生等设施，也作必要的简要记述。

三、本志设卷首、正文、附录三个部分，卷首含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的通知>，历届地名委员会及本志编辑人员名录，前

言、凡例、地图、照片；正文含概况和全县各类地名，分设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五个大类；附录含中央和省

有关地名管理的文件、条例、规定，本志的各种参阅对照表及查阅索引。正文

地名采用词条式编排，全志列载各类地名共1 230条。

四、本志资料来源，以地名普查、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为依据，并参考各

有关部门的详查资料，档案资料和已编辑出版的专业志书i古籍文献。各种数

据以县统计局<一九九七年统计年鉴>和县农经站1997年各项分类统计为依据，

乡(镇)、行政村人口和性别、民族分类数参照公安局统计数，亦参考各有关专

业志书。各乡(镇)土地面积以县林业局1987年<林业区划>为依据。

五、本志汉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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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少数民族语地名用近音汉字译写。数字使用，按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口
1 o

六、本志政区地图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绘制的1：5万地形图绘制，

历史地图根据古籍和档案存卷地图复制，均只作示意，不作界定。

七、地名词目中各企事业及行政单位的占地面积数字，不作土地产权依据。

自然实体类的面积和长度，系参照1：5万地图估算，非实地测量数。



八、本志中有部分少数民族语地名，因几村同名，历史上即将民族语名前

冠以汉语大、小、上、下或在民族语后加上汉语上寨、中寨、下寨、新寨、旧

寨加以区分，虽为两语兼用，本志仍认定为少数民族语地名。

九、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不限，按占有资料追溯，各种数计下限至199"／年。

政区设置沿至1998年。

十、本志镇辖行政村的办事机构统一称办事处，乡辖行政村的办事机构统

一称村公所。

十一、本志属内部资料，请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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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概况

最全山嚷

一九四五年时的峨山县城图(柏廷茂供稿)

峨山彝族自治县概况
峨山彝族自治县，在云南省中部。东经101。52’一102。37’．北纬24001’一240

32’之间。东接红塔区，东南与通海县交界，南与石屏县接壤，西南与新平彝族

傣族自治县山水相连，西北与双柏县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县相通，东北与晋宁

县毗邻。总面积1 972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双江镇，距玉溪市人民政府驻地

红塔区州城镇24．7公里，距省会昆明市110公里。辖双江、小街、甸中、化念、

塔匐5镇和岔河、富良棚、大龙潭3乡，73个行政村，533个自然村。境内驻有

3个省、市属单位，即：化念农场、八二0地质队和塔甸煤矿。1997年末全县总

人t]'37 540户，143 053人，其中男72 709人，女70 344人，每平方公里72人。其

中农业户30 159户，117 376人；彝族75 193人，占总人口的52．56％；汉族53 183

人，占37．18％；哈尼族9 068人，占6．34％；回族4 709人，占3．29％；白、傣、

门∥1厶



2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

蒙、苗、壮等其他少数民族900人，占0．63％o

峨山旧名昭峨，据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唐时为螬猊蛮所居，名嶝峨

部，阿焚蛮酋逐螬猊据其地”o<清史稿>载：“东北熠山，其后峨山，县以此为

名”o又据<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疆域资料>载：“峨山高耸县治之北，势

甚巍峨，峨者大也，是以山为峨名之由来，昭山在峨山之下，有螬猊人居焉，

以人名山，是为螬山命名之由来。元时建县于昭山之阳，北有峨山为其屏障，

熠峨连用，为螬峨命名之由来”。民国18年(1929年)峨山人徐为光(任省民

政厅厅长)认为“熠峨”与“习恶”谐音，殊不雅训，根据乡绅要求，签呈省

政府将“熠峨”改为“峨山”。省政府于同年10月8日115次会议决议呈经中央

核准，于民国19年(1930年)1月1日始更名为峨山县。

峨山历史悠久，据塔甸老龙洞出土的旧石器时期人类下颌骨及石器、骨器、

动物骨骼化石，证明距今约1_2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据史籍记载，峨山

地域在先秦时期属古滇国辖地，汉属益州郡俞元县地。三国时期益州郡划设建

宁郡，峨山属建宁郡俞元县地。隋属南宁州总管府。唐初属南宁州绛县地，后

属南诏通海都督府。宋大理国时期属秀山郡。元宪宗六年(1256年)置熠峨千

户，隶阿焚万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置熠峨州，隶临安路；二十

六年(1289年)改置熠峨县，隶临安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仍置螬峨县，

隶临安府。清沿明制。民国建立后仍名熠峨县。民国2年(1913年)裁府设道，

隶蒙自道。民国18年(1929年)废道制，直隶云南省政府。民国19年(1930

年)更名为峨山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49年10月24日在甸中成立

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1950年2月2日县临时人民政府由甸中迁回县城。1951

年5月12日成立峨山民族自治县，1954年6月18日改称峨山县彝族自治区o

1956年1月17日改称峨山彝族自治县，

年隶玉溪市。

隶玉溪专区。1971年隶玉溪地区。1998

峨山属高原地貌形态，地形东部狭长，西部较宽。境内海拔2000米以上的

高山有60多座，较大的有高鲁山、大西山、总果山、大黑山、火石头山等。地

势东北高、西南低。东部因受曲江(县境称猊江)切割，形成西北至东南走向

的山地与谷地相间的地貌形态。中部的岔河、塔甸、富良棚等乡属岩溶比较发

育的石灰岩地区，群山起伏，溶洞、洼地较多，有地下沟、河分布，地面水源

较缺。西部和北部，山高坡陡，箐深谷狭，地形破碎。全县平均海拔169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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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点为北部甸中镇镜湖行政村的火石头山，海拔2583．7米，最低点在西部绿

汁江边的丫勒，海拔820米。
’

境内河流分属红河、珠江两大水系。分水岭由高鲁山沿峨山、红塔区界人

岔河乡境，经黄草岭而南至厂上李家山，南入石屏县。分水岭以东为珠江水系，

以西为红河水系。珠江水系较长的河流有猊江及其支流绿冲河、练江、舍郎河、

石邑河、莫车河等。猊江源于江川县九溪乡兽头山谷，流经红塔区境东风水库，

沿李棋、春和、大营街、洛河南下到矣都可进入峨山县境内，再经双江、小街

流出通海县高大后汇入建水县的曲江。最大洪峰流量．275立方米／秒，旱季流量

0．15立方米／秒，年平均流量8．79立方米／秒。，是峨山工农业生产生活受益最大

的河流。练江源于石屏县哨冲乡通龙黑村，经大、小练庄人峨山县境，再经富

泉向东逶迤，在大白邑村前与猊江汇合。最大洪峰流量为133立方米／秒，枯水

年常出现断流D多年平均径流量为0．27亿立方米。红河水系的河流有化念河、，

亚尼河、绿汁江及其支流三乡河等，均流人新平县境汇入元江。由于山河纵横，

形成境内河谷、山间坝子较多。较长的河谷有绿汁江河谷、亚尼河谷、岔河河

谷、罗里河谷、绿冲河河谷、宝泉河谷、富泉河谷、河外河谷等，其长度均在

10公里以上。万亩以上的山间坝子有双江、小街、甸中、化念坝等。河谷坝子

各乡镇都有大小不等的分布o

峨山地层出露比较齐全，从最新的第四系到古老的昆阳群地层均有出露，

而以距今7 000万年至2．25亿年的中生界地层分布最广，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0％

以上。

峨山地处康滇地盾东界，燕山运动时期(距今7 13130万年左右)，康滇地盾发

生强烈褶皱、形成了许多断裂带，县境东部的双江、小街等地，位于曲江断裂

带上，地壳运动剧烈，地震活动频繁。据史料记载，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5

年)至公元1970年的275年间，曾发生过7次较大地震。．发生于1970年1月5

日凌晨1时零分34秒的一次大地震，震级达里氏7．7级，震中在小街镇大海洽

行政村驻地梅子树村。这次地震波及云南省南部的大部地区，以峨山、通海、

华宁，建水等县灾情最重。峨山受灾面积达475．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23．58％。小街、双江等镇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峨山属中亚热带半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总的

气候特点是：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温差立体分布。年平均日照为2 286．9小时，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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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率为52％。全年太阳总辐射量每平方厘米127 130卡。年平均气温15．9 oC，

月均气温一月份最低，为8．4 oC；七月份最高，为21．2 oCo由于县内各地海拔

悬殊。气温各异。化念、丫勒等低热河谷区最高，年均达20。C左右，农作物可

一年三熟，大西、总果等高寒山区最低，年均13 oC左右。由于县内地形小块多

样，地域性强，低热河谷坝子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在小范围内的山上山下，

南坡北坡，气温高低差别十分明显。无霜期约268天，在局部范围内，霜冻几乎

年年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降水量适中，年均降雨量为934．6毫米。其分布特点

是：山区多于坝区，坝区多于河谷地带，如富良棚、塔甸等山区，年降雨量达

1 000—1 100毫米，双江、小街930毫米，甸中、大龙潭800毫米，丫勒、化念

等低热河谷地带仅700毫米。降雨量集中在夏秋季节，5一lO月平均降雨量

765．6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82％，特别是8月中、下旬多大雨或暴雨，11月至

一次年4月降雨量169．3毫米，仅占全年降雨量的18％。降雨年际差异较大，如

1971年降雨量达1 229．4毫米，而1979年降雨量仅518．1毫米，相差近1．4倍，

以年降雨量85卜1 000毫米为正常年o 40年来，丰水年有19年，正常年有8年，

不足年有13年。其中有5年为干旱年，年降雨量不足750毫米。

水资源：境内水资源除地下水尚未全部查明外，全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8．7亿立方米。年平均产水量为5．1亿立方米。每亩耕地平均有水2 367立方米。

每人平均有水3 611．2立方米。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全县水能蕴藏量为2．817

万千瓦，可以开发利用量1．69万千瓦，目前尚未开发利用。峨山河流大多数有

常年流水，四时不竭。地下水源丰富，已发现的龙潭泉有62处，以大龙潭乡的

大龙潭、甸中镇的镜湖龙潭、大村龙潭、小街镇的白龙箐龙潭、双江镇的红石

岩龙潭，金石泉群等出水量最大。常年出水量均在每秒O．03至O．24立方米之

间，在这些地下水源中，有部分温泉。

土地资源：据1986年<云南省峨山县林业区划专题论证材料>和农业区划

调查统计，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 927 010亩，其中耕地174 099亩，占总面积的

5．89％；林业用地面积2 439 657亩，占83．34％；草地72 500亩，占2．47％；荒

山裸岩87 100亩，占2．97％；公路、河流、干渠等占地124 300亩，占4．25％；其

它29 354亩，占1．020k。土壤大致可分为红壤、紫色土、赤红土、水稻土等四大

类型。红壤面积最大，达187．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5．25％，各乡镇均有分

布。紫色土面积为81．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8．24％，集中分布在甸中、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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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小街3个乡镇。赤红壤面积7．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48％，主要分布在

海拔1050-"-1200米的地域。水稻土有11．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03％。占耕

地面积的53．8％。在水稻土类中，肥力较高，通透性能较好的紫色土性水稻土

和冲积性水稻土，占本土类面积的65．3％。

生物资源：峨山自然生态及农业生态较复杂，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据清康

熙《螬峨县志>记载，野生、栽培及饲养的动植物有400多种。近年来调查结果

有高等动物、植物1 500多种。野生动物兽类主要有岩羊、野猪、豺、狐、猴、

鹿、獐、穿山甲、野兔、毫猪、松鼠、竹鼠、水獭、狗獾等30多个品种。飞禽

有绿孔雀、画眉、黄鹂、山鸡、竹鸡、箐鸡、白鹇、鹧鸪、斑鸠、啄木鸟、猫

头鹰、鹦鹉、鹰、隼等80多个品种。饲养动物有70多个品种，以猪、牛、羊、

鸡、鸭、鹅、鱼为主。药用植物有茯苓、三七、佛手、何首乌、木通、柴胡、

山楂等品种数以百计。栽培植物有610多个品种，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

麦、蚕豆、荞麦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甘蔗、油菜籽为主；果蔬类以桃、梨、

李、香蕉、柑桔j苹果、瓜、藕为主。野生食用菌有20多种，以鸡纵、香菇、

干巴菌、羊肝菌、松茸菌品质最佳。

森林资源：峨山山区辽阔，植物群落多种多样，有较丰富的森林资源。在

林业用地中，有成林261 345亩，中林62 790亩，幼林49 320亩，灌木林475 485

亩，疏林208 110亩，果木6 728亩，竹林1 449亩，茶地7 229亩。森林覆盖率为

55．8％，主要树种有云南松、华山松、油杉、旱冬瓜等。名贵树种有香樟、红椿

等。果木林有桃树、梨树、板栗、核桃等。1988年在双江镇水尾村附近发现被

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的桫椤科蕨类植物——树蕨。

矿产资源：峨山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煤、硅、铜、铅、锌、高

岭土、花岗岩、大理石、硅藻土等，其次还有银、钴、镁等。这些矿藏大部分

布于公路沿线，品质较好，矿点集中，便于开采。已探明的铁矿储量为8 978万

吨，远景储量为亿吨以上，平均品位均达50％左右，含硫、磷较低，一般为S≤

0．05％，P≤0．1％，多属富矿，矿点分布于山后厂，双江镇的宝山、他达，化念

镇的王家哨，富良棚乡的矿(音Gong)山，大、小假佐，甸中镇的镜湖、昔古

牙等地。煤储量3 000万吨。其中：无烟煤储量2 510万吨，热量均在6 00沪-7 000

大卡，集中分布在塔甸镇的老虎山、西差黑、瓦哨宗、塔甸、嘿腻、科拉耻一

带。褐煤储量为444万吨，热量在4 000大卡左右，矿点分布于小街镇的大海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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