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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1985)第32号

关于颁发《云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县属各单位，各厂矿、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宇宙间各种地理实体的不

同位置、不同范围、不同形状特征而共同约定的名称，是社会交际中

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

文化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

民族杂居，历史悠久，地名演变复杂，表现为一地多名、一名多写、

重名等情况。特别是“文革一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

地名，造成地名更加混乱。随着四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搞好地名普查

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必要。

根据国务院、省、地有关规定，我县于1 980年1 2月开始对金县地

名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反复核实、考证，确定了我县标准地名，并

编写了《云县地名志》一书，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决定予以颁发使用。

今后，在称呼、书写使用地名时应按照此次确定的标准地名，不得随

意更改。凡是需要更改和新命名的地名，一律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方

能启用。

以上通知，望各单位认真遵照执行。

云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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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对地理实体的称谓。地名普查工作，是继承和发展

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与地名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搞好地名普查工作和提高地名管理工

作的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进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往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我县于1980年12月成立地名普查办公室，开展全

县的地名普查工作。在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普查人员四年多的共同努力，基

本上搞清了全县地名的起源、含义、演变及地理环境、建制沿革等情况。对一地多名、一名

多写，重名，对不利于民族团结及含义不好的地名都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对“文

革"期间大搞“一片红”时乱改的地名重新进行命名，消除了我县地名管理中的混乱现象。

在整理地名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了《云县地名志》。这是我县第一部地名专著，包括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水电、名胜古迹、集镇、自然村，人工建筑、土

地面积、人口、民族等方面的基本资料，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我县的地理概貌、山水风光，是

党、改，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了解和研究云县历史和现状的参考工具书。

全县行政区划和居民点等包括13个区，1个县辖镇，184个乡(其中64个民族乡)，3个农

村办事处，6个区辖镇，34个片村，2，670个自然村，6条街道，7个地片，1个牧点，27

座水库，5条大沟，19个电站，77座桥梁，195座山，18条河流，2处温泉，1处渡口，25个

国营工商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5处名胜古迹。全志共收录地名3，300条，其中民族语地名

350条。 (民族语地名均注明语别。)

本志附云县地图一张，该图是以1963年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底图，对遗漏的地名

作了补充，错写的地名作了更正。图中各区的界线，按临沧地图编绘办公室1976年出版的云

县地图绘制。人口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为准，其它则根据云县统计局1982年统计年

报的数字。各地之间的距离为直线距离。为便于查阅，附有<<1984年新设区、乡名称与原公

社、大队名称对照表》、《新旧地名对照表》，《更名地名表》、《地名首字音序索引》，

并附彩色和黑白照片共37张，《州治沿革图》一张。

本志参考和采用的资料有：《云县志》(上编)、《云南省地图集》、《云县农业气候

手册》等。编写过程中，临沧地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县武装部、农业区划办公室、民政

局，水电局、林业局、工交局、统计局、文教局、卫生局等单位均给予大力支持，云南省地名

办公室李子盛同志帮助修改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志由云县人民政府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辑。主编：汪明，编辑：杨春瑶、王正国

审核：李明三、黄崇亮、李云章、石安柱，校对s董庆伟，标图：杨彦翔，描图：张瑞禄}

摄影l李永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云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198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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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县概况

云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临沧地区的东北面。县人民政府驻爱华镇，

北纬24。26 7，东经100。07 7。距省会昆明270公里。东与思茅地区景东

县、 北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隔澜沧江相望；南接临沧

县；西南邻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永德县；西倚凤庆县。全县总面积

为3，760平方公里。

“云县”系汉语， “云”指天上的彩云， 因境内常有彩云出现，

故名。古代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据史料记载：云县西汉时为哀牢地，

东汉、蜀汉、两晋、宋、齐均属益州永昌郡地。唐南诏时为永昌节度地。

宋大理时为蒲蛮地。元属顺宁府地。明永乐元年(1403年)，设大侯

长官司，宣德3年(1428年)升为大侯御夷州，直隶布政司。万历25年

(1597年)更名云州，属顺宁府。万历31年(1603午)自大侯寨(今县

城)移城于叶榆镇山下(今新城坝)。清仍为顺宁府云州，乾隆59年

(1794年)移城回大侯寨(今县城)。1913年7月19日改云州为云县，属

腾越道。新中国成立后，1 950年云县属大理专区， 1 956年后改属临沧

专区，1 959年与凤庆县合并为云凤县，同年1 1月又分开至今。

全县辖13个区，1个镇，184个乡，6个区辖镇，3个农村办事处， 1

2，670个自然村，58，363户，330，1 10人。其中农业57，978户，324，1 22

人。居住汉、彝、傣，拉祜、白、布朗、回，苗，普米、傈僳、佤、

壮、瑶、怒等民族。其中汉族21 5，654人，彝族89，1 52人，傣族8，107

人，拉祜族5，089人，白族4，681人，布朗族2，606人，回族2，603人。少

数民族人口共1 14，456人，占全县总人口34．7％。

'



行政区划：清顺治1 6年(1659年)，设9里3乡，即：顺化里、乐平里、遵

化里、归化里、永平里，太平里，崇化里、治平里、本城里，勐回乡、勐赖乡、

勐底乡；后以3乡为德化里，另增威信里，全县为1 1里。清末(1 909年)改为

中、东、南、西、北5区。1 91 1年辛亥革命后仍沿用之。1 932年改为一、二、

三、四、五区。1 939年扩大乡镇，全县划为l 3个乡、镇，即：爱华镇、

茂兰镇、天马乡、四维乡、崇德乡、文映乡、涌宝乡、茶房乡、丹山乡、栗树

乡、永镇乡、德化乡、温盈乡。1949年1 2月云南和平解放，1 950年2月成立

云县人民政府，全县分为一、二、三、四、五区。1 954年全县分为6个

区，86个乡。区名：云城、茂兰、茶房、大寨、涌宝，头道水。1 956

年农业合作化时，全县成立183个初级农业合作社，320个高级农业合

作社。1957年全县高级农业合作社为485个。1958年下半年成立人民公

社，全县分7个公社，326个管理区。公社有跃进、红星、涌进，先锋、

东风、前进，幸福。1959年全县又划分为17个公社：云城、晓街、茂

兰、哨街、丙令，新村，慢旧、忙贵、涌宝、栗树，麦地、后箐，大

寨、茶房，幸福、盘村、安太。1960．年下半年改为儿个公社：云城、

晓街、茂兰，涌宝、新村、栗树、麦地、大寨，茶房，幸福、后箐。

1 96 1年4月全县分为22个公社，31 2个大队▲1 96 1年7月改为5个区，38个

公社，401个大队。1964年全县改为8个区，95个公社。1972年至1973

年全县有13个公社，236个大队，公社为：云城、茂兰、新村、忙怀．

后箐、栗树、涌宝、大石、大寨、茶房，晓街、头道水、幸福。1 974

年至1983年全县分为13个公社，1个镇(即云城镇)。1984年3月体制

改革后，分为13个区、1个镇，即：爱华镇、云城区、茂兰区、忙怀区，

后箐区，栗树区、涌宝区，大石区、大寨区，茶房区，晓街区、新村

区、头道水区，幸福区。

云县属滇西横断山系纵谷区南部，地貌以侵蚀中山为主， 主要山



脉为云岭，怒山山脉的余脉。地势东西两侧高，中部稍低，东部边境

为澜沧江峡谷。最高点为大丙山，海拔2，834米；最低处为幸福区邦洪

乡的南汀河边，海拔760米，相对高差2，000多米。境内山峦重叠，纵

横交错，山脉走向多为西北向东南。山区约占全县总面积90％，无大

坝子。主要河流有澜沧江，罗扎河、南汀河，拿鱼河，大寨河等；其中

除南汀河为怒江水系外，均属澜沧江水系。南河(上游称挂篮子河)发

源于昌宁县，北河(上游称顺宁河)发源于凤庆县。南北两河在爱华镇

汇合后称罗扎河，向东流经云城、晓街、茂兰、忙怀．区，在嘎旧水文站

附近注入澜沧江。南汀河发源于临沧县，向北转西南经云县的幸福区

和永德、镇康、耿马、沧源县、流入缅甸境内，是萨尔温江主要支流

．之一。

云县气候属南亚热带河谷少两气候区，主要受印度洋暖湿气流，西

南季风、赤道辐合带等影响，旱季雨季分明，立体气候明显。据云县气象

站(海拔l，108．6米)27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1 9．4。C。最

热月为六月，平均气温为24．1。c；最冷月为1月，平均气温为12．3。C。

极端最高气温为38．3。C，极端最低气温为_1．3。C。年平均降水量9 1 2．6

毫米，全年日照2，252．3小时。金县气候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海拔

760一2，300米的坝区。河谷和广大山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这些

地区气候较热，雨量适中，蒸发量大，终年无霜和少霜，年平均气温14—

20 6C，年降水量850一1，600毫米。海拔2，300米以上地区，为暖温带季

风气候类型，秋季降温早，春季回暖迟，气候较寒冷，农作物一年一熟；

年平均气温低于14。c，年降水量1，400毫米以上，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在一5。c，霜期长达3个月，霜日达60天左右。

全县土壤可分为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紫色土、水稻土和

草甸土等七类。地带性土壤：赤红壤分布在海拔1，300米以下地区，占



全县土地面积的17．2％；红壤分布在海拔1，300一2，100米地区， 占

49．5％。黄壤分布在海拔2，loo一2，500米地区，占19％，黄棕壤分布

在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占1．1％。非地带性土壤：水稻土海拔800—

2，260米地区均有分布，面积占5．9％，紫色土占7％；草甸土为近代河

流冲积物经耕作熟化的旱地，仅爱华镇有少量分布。

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铁、锡、铝及石灰石、石膏、石棉、矾、’碱

等。幸福、茂兰、涌宝、云城等地有温泉多处，尚未充分加以利用。

云县为农业县。1950年以前，农业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状况，发

展缓慢。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

业合作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

·方针政策，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实行科学务农，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

展。全县耕地500，525亩，人均耕地1．5亩。1 982年粮食播种面积651，358

亩，总产量达到16，472万斤(包括农场)，比1952年8，159万斤增加一

倍多，人均499斤。其中，水稻1 65，066亩，总产量7，345万斤，单产

．445斤；包谷263，773亩，总产量6，782万斤。亩产259斤。甘蔗20，697亩，

总产量143万担，比1952年的12万担增产1 l倍多。茶叶达到60，729亩，其

中采摘面积为35，772亩，总产量29，598担，比1952年增8倍。有大牲畜

82，039头，比1952年增长l倍多。生猪180，377头，比1952年增两倍。

全县工业总产值1，68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其中全民所有制

1，452万元，集体所有制225万元。农业产值4，941万元，按农业人口平

均每人1 52元。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3，432万元，占69．46％；林业

产值146万元，占2．96％；牧业产值729万元，占14．75％；副业产值633

万元，占12．81％；渔业产值1万元，占0．02％。

全县有大中型拖拉机147台，手扶拖拉机475台。农业机械总动力

23，359马力。全年化肥用量6，424吨，每亩耕地平均施化肥26斤。1950



年以前几乎没有工业，解放后才开始发展，现有国营糖厂3个：县白糖

厂，日榨500吨；幸福白糖厂，日榨500吨；茂兰红糖厂，日榨100吨。

县精制茶厂1个，年生产能力35，000担。茶房精制茶厂1个，年生产能

力5，000担。县农机修造厂1个。县印刷厂1个。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很

快，除海孟公路(海坝庄至孟定)、羊镇公路(云县羊头岩至镇康)、

云保公路(云县爱华镇至保山)外，县内公路全长196公里。各区均已

通车，通车的乡、镇57个，占29．5％。通车的自然村33 1个，占1 2．4％。

农田水利：1950年全县只有小沟渠6，909条，灌溉面积28，065亩。

解放后发展很快，现有各类水利工程8，827处，控制水量7，184．26万

方，有效灌溉面积145，637亩；其中小(一)型水库8座，小(二)型

水库23座，小水塘643处，小(一)型沟渠2条，小型引水工程8，1 30处，

机、电、水轮泵提水工程2l站。农村水电站3l座42台，总容量4，868千

瓦(其中县办2座，5台，2，140千瓦)。年发电量412．99万度。除忙怀区

外，各区公所所在地都有了电灯。有763个村通电。

全县有各种商业、饮食业和服务行业534个，从业人员2，1 19人。其

中县级1 3 1个，7 63人；农村403个，1，356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34．86
--r--一
力兀。

文教卫生事业：1950年解放初期，全县只有l所县办中学，学生96

入；小学97所(其中完小儿所)，学生3，794人，教师1 59人。现有完

全中学2所，21个班，教师80人，学生1，i 35人；初级中学8所，47个班，

学生2，493人，教师106人；小学附设初中41个班，学生1710人，教师

96人；小学658所，1，288个班，学生41，231人，教师1，416人；幼儿园

I所。县有电影公司，有电影院1个，国营放映队2个，机关厂矿放映队

4个。文化馆1个。县广播站1个，区广播站8个。1950年前全县仅有I

所简陋的卫生院，现在的县医院设备比较先进，科室齐全，大手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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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出县，医务人员有116人(其中医生91人)，有病床1 25张。还有县

防疫站1个，卫生所l 3个，共有医务人员1 77人，病床1 50张。乡、镇有

医疗站、室187个，医务人员21 9人，农村卫生员564人。解放后，由于

生活水平提高，全县人口增长很快，1 949年全县人口为1 56，298人。

1 982年达到330，1 10人，增长1 1 1．2％，平均每年递增23‰。1974年以

后，由于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1982年全县人

口增长率为20‰。据1982年的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手术者达10，998人，

7年中少增10，000人。全县计划生育率达51．3％。

云县的主要土特产品有茶叶、甘蔗、紫胶、核桃等。茶叶主要制造

。滇红”供出口。甘蔗主要供机制白糖。1982年产紫胶118，300斤，烟

叶102，700斤，核桃59，369斤，咖啡600斤，油菜籽64，900斤，胡椒600

斤，花生93，100斤，水果240万斤。水果以云城区独木乡的独木梨较

有名。

文物古迹：

1．文笔塔：位于爱华镇北面新旧城之间，建于乾隆47年(1782年)，

高23米，分7级，砖石结构，呈四方形，基部宽7．4米，逐级缩小，最高

一级宽约1米，顶端有铜质壶尖，四边各有一风铃，每级皆有房檐遮体，

造形玲珑坚固，至今200多年，仍保存完好，1 982年列为云县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之一。

2．茂兰长安桥：在茂兰区公所附近茂兰河上。公路通车以前，为

巍山、南涧至云县必经之路。据《康熙云州志》记载，此桥建于1 598--

1644年之间。清光绪13年(1887年)长安桥倾斜，邑人杨勇出面募捐，

加以修复。长安桥为花岗岩石结构拱桥，全长16米，宽3．4米，拱一孔，

跨度9米，拱颠距水面高9米；桥两侧有石栏杆，正中两侧各有1个石龙

头；桥整体结构坚实，气势雄伟，为保存较好之古建筑物。1982年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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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3．杨国翰墓：在大寨区大寨镇梨园村，杨系云县大寨人，祖籍江

西，清嘉庆25年(1802年)中进士，曾任浙江温州同知，道光8年(1826

年)返乡省亲时病故于大寨，其墓碑有林则徐撰写的墓志铭。1967年

被拆毁。

4．下衙废址：位于爱华镇南约五华里的云城区勐勐乡下衙村，为大

侯长官司土官俸学的官署，建于明万历20年(1 592年)前后，距今300

余年，原址有石狮一对已损坏，现移存于县文化馆。原下衙现为耕地

并建有民房，但遗迹仍依稀可辨。

5．扬威大都督府遗址：云县回民领袖蔡发春(又名蔡七二)，1857

年率众起义反抗清廷，总兵马大元帅杜文秀授蔡为扬威大都督。1858

年蔡集兵万余，攻打风庆、弥渡等三十余郡县，所向无敌。1861年被

内奸杀害。现爱华镇回营街存有大都督府遗址和杜文秀为蔡母题字的

墓碑。

6．忙怀新石器：1973年1 2月农田基本建设中，忙怀区农民在忙怀

村半山腰的旧地基和平掌两处发现古代石器， 以带肩石斧较多，少部

分形如网坠，其中较完整的有30多块，现保存在县文化馆。

7．幸福铜鼓：1 972年7月幸福区控抗乡农民在慢品村挖地时发现一

只铜鼓(已交省博物馆)，发现时鼓面朝下，鼓面上有太阳纹，鼓腰有

格纹，鼓边有羽人划船纹，鼓高约90公分，直径约60公分，鼓面无蛀，

全鼓纹饰精美，从造型和纹饰看，为晋宁石寨山类型，统属滇池地区文

化范畴，约盛行于春秋战国初期，专家们称为。TA一式鼓。

8．幸福石器：幸福区忙峨乡袁木匠村的黄薯山二道丫口，位于南

汀河东岸。1981年该村农民在距地表30公分处发现红砂石质的石范一

对和花岗岩石斧、石刀。石范系奴隶社会中期铸造铜斧的主要生产工



具。

9．云县革命烈士纪念塔：为纪念解放初期(1950年)在全县清匪

反霸和土改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茶房、头道水、晓街、涌宝、幸

福、大寨、茂兰、爱华镇等地均建有革命烈士纪念塔和陵园。1 979年2月，

县革委会根据全县人民的要求，在爱华镇南河畔新建烈士纪念塔一座。

塔高ll米，大理石碑身上刻有67位烈士的简历和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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