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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

双江箬朗羹自
傣族

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双政发(85)第64号

★

关于颁布我县，标准地名"

及《双江县地名志》，

《双江县地图》的通知

各区公所、乡人民政府、城关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含意是否健康

读音是否准确，是关系“四化"建设、民族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彳n同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系

多民族杂居，历史上民族迁徙和演变情况复杂，致使许多地名恐‘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很大。

特别是“文革’’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随意更改地名，造成人为的混乱。出现了一地

多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增强民族团结，有利々4国际交往，澄清我县地名的

混乱现象，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对全县范

围的全部地名作了全面认真的核调，经查考有关资料，对照地理概貌，考虑群众习惯称谓，

确定我县标准地名，在此资料基础上编纂了《双江县地名志》，编绘了《双江县地图》及标

准地名。现决定颁布使用。今后，不论公私邮件、各种表报、单位印鉴、路标署名等，一律

以《双江县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改或新命名的地

名，须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否则无效。

～九八五年十--yj三十日

，7
夕‘

《f，



自治县政府力《奎大橼1982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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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名称得兰堂原地：、——小黑江与澜淄汇交，汇处皂料
截“因澜沧江纵于东，小黑江横旦于甫，东南角上汇为流，昔名

双江”，双江名称有此而得名。

自治县政府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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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是否正确和统

一，书写字形是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准确，对人们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密切

的联系。<(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继承和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

文化和地名遗产的宝贵财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为了加强对我县标准化地名的统一管理，子1981年1月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

查工作，至1982年11月，、共核调全县地名9 5 9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83条<县1条，区，

镇8条，乡、镇72条)，自然}尊552条，地片14条，废村81条，企事业单位名称45条，各专业

部门使用的名称5条，人工建筑物22条I自然地理实体1 3 o条。经反复核调，查明在各类地

名中：汉语地名5'86条}傣语地名357条，拉祜语地名14条。通过地名普查工作，基本擒清了

7全县9 5 3条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等情况，写出文字概况22份。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重

氧驻地名称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内容有贬义的，以及对“文革’’期间搞“一片红”造成

灼混乱等，都按方便群众，遵重习惯，便于管理和使用的原则，按报批程序进行了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志》编纂工作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

行整理辑录的，引用和参考的历史资料有《云南通志》，(<双江一瞥》，《云南民族史料》

等。本志所录地名按性质分为四类，即：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二、企事业单位，三，人

工建筑物，四、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政区划驻地排在政区名称之后以外，其它一律

按所处的地理虚标，由北向南，从西虿东的次序编排。《地名志》后附有。1982年地名普查

中更名一览表；新旧名称对照表；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地名首字笔画索引。本志中人口数为

1982年全圆人口普壹数，其它数字系1980年底统计数字。

本五东在双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由双江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纂。责任编辑：刀应祥，鲁世彦；主编l何绍明，编辑I

李应学；绘图。周济明，傣语译音，宋子皋。在收集编纂《地名志》的工作中，承蒙各区、

乡、县档案馆，水电局及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入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此特予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少经验，差错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批评指正。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自治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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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县概况

双江县地处云南省昆明市西南337公里，总面积2292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勐勐。东

至澜沧江与景谷县隔江相望，南以小黑江为界与澜沧、沧源县相隔，西与耿马县毗邻，北与临

沧县接壤。行政区划为7区1镇，下辖71个乡1个乡级镇，有21269户，126140人，其中l

拉祜族25829人，佤族10000人，布朗族9510人，傣族6679人，彝族1627人，白族444人，其它

少数民族377人，汉族71674人。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

双江即两江之意，因澜沧江纵于东，小黑江横置于南，两江于东南角上汇为一流，故名

双江。双江县亦由此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双江之地西汉时为益州郡地，东汉至宋，齐为永昌郡地，唐南诏时为永昌

节度地，宋大理时为蒲蛮地，元、明为顺宁府地，清为缅宁厅地。1928年2月，将勐勐土司

地，缅宁县属的四排山县佐，澜沧县属的上改心县佐合并设双江县县政府，驻地营盘。隶属

保山专区。下设两镇四乡，即永定镇(现勐勐)、勐库镇(现勐库)，文祥乡(忙糯)，德胜乡

(太平、大文)、复兴乡(南协)、云山乡(营盘)。

1950年10月，双江和平解放，改设勐勐、勐库两个区政府。

1952年，新设缅宁专区，双江县划归缅宁专区辖，县人民政府驻地由营盘迁至勐勐，并

将太平区定为一区，勐库区定为二区，增设勐勐为三区。

1954年，缅宁专区改称临沧专区，双江仍属临沧地区。

1959年，与临沧县合并，改称临双县，同年底又恢复临沧。双江两县。

1960年，增设南榔(现帮丙)为四区。

1965年，划相当区级的忙糯片。

1969年，人民公社化，一区改称永革公社，二区改称红卫公社，三区改称卫东公社，四

区改称永忠公社，忙糯片改称永红公社。

1972年，增设沙河，贺六两个公社。将红卫公社改称勐库公社，卫东公社改称勐勐公社，．

永忠公社改称南榔公社。

1984年，体制改革时，经报批以城关大队为基础成立区级的城关镇，人民公社改称区，

设区公所，共辖城关镇、勐勐、勐库、贺六，沙河、忙糯、大文、帮丙七区一镇，71个乡和

1个乡级镇。生产大队改称乡，成立乡人民政府。
“

1985年6月11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双江县境属怒山山脉南延部份，横断山纵谷区的帮马山系，崇山峻岭、山高谷深，地势

起伏较大。地形西北高而东南渐低，由：『匕向西南为帮马山系，又称四排山。北部向东为隔界

山，延伸为东部马鞍山。在东西两山脉下有41座大山，若干个小山。山区占总面积的百分之

’L十九点六。境内有南勐河贯穿南北，澜沧江、小黑汪环绕东南，共有大小支流5s条，小河

硫溪1e6 1殳。河川具存乃人山谷一河，两小IiJ夹～溪的n然特点。iF地少而多山，山川连

一2一



绵。最高海拔勐库大雪山3233米，最低海拔大文区帮驮乡回蚌河与澜沧江交汇处上游1公里

处669米，一般海拔1000一1800米．境内有勐勐、勐库两个坝子。勐库坝实际上是一片由北向

南的缓坡台地。勐勐坝北宽南窄，似一楔形，长16．5公里，宽1．5—5公里，面积约60平方公

里。境内坡度一般在30一50。。土壤结构可分为红壤、黄壤两大类，尤以红壤较多，耕作土壤

均可分为17个小类。

由于地形地势复杂，气候呈垂直分布，加之受西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冷热不均，雨季
集中，旱季分明，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坝区霜期短，甚至无霜，山区气候温和，多云多雾，

垂直变化十分明显，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年平均气温19．5。，一月平均气温

12．5。，为最冷月，七月平均气温23．7。，六月平均气温24．0。，为最热月。年平均降雨量为

1018毫米，无霜期329天，年积温71lO。，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偶有八月的阴雨低温，三月的

倒春寒，五、六月的干旱，七、八月的洪涝等局部性灾害出现。

双江县自然资源，有森林面积近93．5万亩，森林覆盖率为28．6％。有灌木林地50万亩，

疏林地20万亩，荒山草地36万亩，多分布在海拔1800--2500米之间。矿藏有褐煤，铝、铁等

零星分布。主要工业有茶厂、农机厂、钦厂、煤厂、白糖厂、水电站等。粮食作物主要有水

稻、包谷、早稻、小麦及少量杂粮。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甘蔗、紫胶、橡胶等。尤以色香

味醇的“勐库茶’’著称县内外。

解放后，双江县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从1950年起至1980年止，耕地面积由127，730亩增加

到225，520亩。占全县总面积的6．8％。播种面积由127，620亩增加到26'1，521亩。粮食产量由

3071．24万斤增加N6，475万斤，水稻面积110，810亩，产量4，782万斤，陆稻播种面积8，569

亩，产量108万斤，包谷面积72，106亩，产量988万斤。全县设有林管所8个，国营林场1个。

1980年大牲畜年末存栏31，120头，生猪存栏47；000头。茶园面积30，583亩，产量8，362担，产

紫胶243担，橡胗1 89担。

水利建设，截至】980年底为止，全晏已建莆水百万方以上水库8座，小水塘遍及7个区，

有效灌溉而积近10万赢。建有中、小型电站26座，装机容量3，400千瓦。

交通事业，境内海(坝桩)孟(定)公路贯穿南北，北通临沧、下关，昆明；南达耿马，沧

源。县区公路5条，7个区均通汽车。基本上改变了生产、生活资料人背马驮的状况。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县仅有初中1所，完小8所，初小28所，共有师生1，000多

人，昔日的勐勐坝曾是芦苇丛生，疾病流行的瘴疬之地。“要下勐勐坝，先把老婆嫁"就是

解放前勐勐坝气候恶劣，卫生条件差的真实写照。解放后，党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文教卫生事

业极为重视，先后办起了县完全中学1所，教职员函3人，在校学生948人，区中学6所。双

江农场中学1所，教职员_-12156人，在校学生1，209人，初级小学303所，教职员工812人，在

校学生11，387人。还建立了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广播站等文化宣传机构和设施。建

立并初步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科技队伍，拥有县、区，乡三级科技人员309人。卫生事业也有

很大的发展。全县设有县医院，勐库华侨农场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以及7个区卫生

所。共有医务人员345人，设育病床188张，乡设有医疗室68个，医务人员73人，对防病治病，

保障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系双江县人民政府驻地。位于南勐河东岸，双江县中部，东与勐勐区倚伴，i南接

阎乐乡，西北与沙河区相连。总面积8平方公里。辖11个村，17个生产合作社，8个居民委

员会。镇下设一个农村办事处，有14个自然村，总户数1680户(农业907户)，人口8320人，

(非农业人口4292人)．有傣，拉祜、佤、布朗等少数民族人口3323人，占总人口的29．5％。

1966年成立乡级镇，1969年改称城关大队，1984年以城关大队为基础，又划沙河、勐勐

区靠近县城的部份合作社设区级镇，为县直辖。

城关镇地处勐勐坝中心，四周平坦，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气侯温和，年平均气温19．6。，

1月均温12．5。，为最冷月l 7月均温23．7。，6月24。，为最热月。无霜期329天，适应农作

物的生长。全镇耕地面积41023亩，占全镇总面积的34．2 0。主产水稻，甘蔗，蔬菜。粮食总

产3884390斤。

文教卫生，解放前，文教卫生十分落后。昔日的勐勐坝，芦苇丛生，疟疾流行。解放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消灭疫源，建起一幢幢楼房，稀泥塘变成米粮川。县人民

政府设在这里，成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双江县第一完全中学设在镇内，有教

职员_T．83人，在校学生948人。有小学6所，在校学生1167'人。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也设在本镇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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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关镇人民政府。

勐勐区公所，“勐勐’’系傣语，“勐”地名，全意即两个地方。
早年“勐运仰”与“勐景庄”合并，双方争执用自己所在地名称命

名新合并的区域．后有公道者取之各地名首字．故得名“勐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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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双江县 Shu&ngjlang XlAn汉

勐勐街 Mengm6ngjIe 傣

～城关镇 ，Chen99u磊n Zh色n 汉

下 城 Xiach6ng 汉

千 冒 QianmAo

铁 厂Ti芒chAng

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337公里。总面积,2292平方
公里。有126140入，汉、拉祜、佤、布朗、傣，
彝6种民族。因境内有澜沧江纵于东，小黑江
横亘于南，两江在东南角交汇为一流，故名双
江。

在双江县城关镇内，县人民政府驻地。有5802
人。居有汉、傣、拉祜、佤族。勐勐，傣语。
勐，地方，意为两个地方合并统称。

镇，在双江县中部。总面积8平方公里，坝区。
有14个村，居有1680户，8320人。汉、拉祜、
佤、彝族。原称城关大队，1983年改设区级镇。

村，城关镇驻地，坝区。有49户，190人。居有
傣、汉、拉祜族。耕地而积232亩，甘蔗田36亩。
因驻地位于后城下方而名。

傣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北2公里，坝区。居有67
户，370人。傣、汉族。耕地面积315亩，甘蔗
田84亩。圈冒，傣语。圈。土司制度下的行政
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冒：新。意为
新建的土司行政单位。千由圈演变而成。

汉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北1．2公里，坝区。居有84
户，448人。汉族。耕地面积448亩，甘蔗田30
亩。以村旁1958年建铁厂而名。

忙 袜 Mangwa 傣

后 城 H6ucheng 汉

大 寨DgzhM 汉

忙 慕 MAngmO 傣

公 很 Gonghen 傣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北1．5公罩，坝区．居有30
户，165人。傣、汉族。耕地面积211亩。忙袜：
傣语。忙：寨子；袜：争吵、咒骂。意为争吵咒骂
之地。传说，勐库一仁司偷勐勐土司的印，勐勐
土司追到河边，争吵，咒骂。故得名忙袜河。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0．2公晕，坝区，有37户，195
人。居有傣、汉族。耕地面积288亩，甘蔗4l亩。
以驻地在下城后方而存。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北O．2公里，坝区．有43户，
218人，居有傣、汉、拉祜族。耕地面积259亩，
甘蔗田28亩．以住户较多而名。

村，在城关镇政府驻地东北O．2公里，坝区。37
户，185人。傣、汉族。耕地面积209亩，甘蔗田28
市。忙慕，傣语。意为专给土司捧帽子的寨子。

村，在城关镇政府驻地东北O．1公里，坝区。43
户，218人。傣，汉、布朗族。耕地面积308
亩，甘蔗田33亩。公很，傣语。公：功劳，很：
人家。意为有功劳的人家。传说，勐勋没有土
司，向耿马请土司。耿马土司说：你们要土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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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一 简． 注

街子队li6zidui 汉

千 烘 Qianhong 傣

忙 嘎 MAngg曩 傣

解放新村 Ji芒fAngxlncnn 汉

小弯山Xiaowanshan 汉

尹 甸 Yindian 傣

一6一

可以，要送有象院子里这个石条一样重的银子
来才给。于是。勐勐人回来凑银子到耿马去称，
不足石条噩。这时，恰有个人将手上的金戒指
脱下来加一卜称，正和石条重相等，请到了土司。
人们都说那人有功劳，村以此而名。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北O．1公里，坝区。有43户，
203人。均系汉族。耕地面积188亩。以驻地勐
勐街而名。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北O．1公里，坝区。有25户，
127人。居有傣、汉族。耕地面积188亩。圈烘，
傣语。圈：土司制度下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现
在的乡镇)，烘，并。意为两个单位合在一
起。圈，演化为千。

村，在城关镇驻地东：ILO．1公里．坝区。有37户，
155人。居有傣、汉、佤族。耕地面积1 89亩，
莱地26商。忙嘎，傣语。忙，寨子，嘎，街子。
意为街子寨。

村，在城关镇驻地南1．2公里，坝区。有105户，
515人。居有拉祜、汉族。耕地而积641亩。1955
年县人民政府动员山区民族下坝定居新建村而
名。

村，在城关镇驻地西北2．5公里，坝区。有34户，
165人。居有汉、佤族。耕地面积198亩。以住
地山势弯曲而名。

村，在城关镇驻地西北1．6公里，坝区。有90户，
503人。居有佤、汉族。耕地面积581亩，甘蔗
m69亩。尹甸，傣语。尹，城，甸，低。意为
地势低下的城。



勐勐区概况

勐勐区地处南勐河东岸，‘双江县中部，总面积268平方公里。区公所驻后城村。东与忙糯、

大文区相连，南与邦丙区接壤，西与南勐河为界与沙河区相望，北与贺六，勐库区毗邻。辖

8个乡，65个生产合作社，5j个自然村。有2347户，11，772人，其中拉祜、佤、傣、布朗等

民族5942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二。

解放前，勐勐坝隶属土司地，解放后(1951年)，属一区政府管辖。1953年成立第三区

政府，1969年改称勐勐公社，1984年改名勐勐区。以驻地在勐勐坝而名。

勐勐，傣语。勐s地方。意为两个地方。据传，勐勐±司地以南勐河为界分为两半，河

东叫“勐运仰’’，河西称“勐景庄"，后因民族械斗纷乱，河谖的土司已无力抵抗，将女儿

嫁与河东土司，双方和亲，r．j'免发生意外时有呼应。后经商定合并，但命名径持己见。有公
道者出面裁决，以各地地名的首字相加命名为勐勐。

境内最高海拔2751米，最低海拔1000米，垒区依海拔地形的不同，划分为坝区、山区两

大类。坝区平缓，气候炎热，雨量适中，冬季日照时间长，土壤肥沃，可种植双季稻。盛产

甘蔗，是双江县粮食主产区。山区气候温和，降雨丰富，地形起伏比较大，人口厨住分散，

大部份面积为针叶林覆盖，除种植水稻外，兼产玉米，小麦、荞予等杂粮。

全区耕地面积20776亩，占总面积5．3％，粮食总产ll·9；642斤，其中水稻10769707斤，

玉米812395斤，小麦3000斤，其它杂粮112529斤。经济{乍!÷勿：茶园3467亩，年产28756斤；甘

蔗2818亩，年产1956万斤。森林面积有200平方公里，占，艺o≥{80％，主要分布于邦迈、南宋，

先锋等乡。其它面积约占总面积11％。

解放前无水利设施。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水利事业发展很快，在区公所东

南建有大棚子水库和大吉水塘，可蓄水376万方，有效灌溉面积达6200亩l西南方建有回努水

库，可蓄水172万方。勐勐大沟流量1．5方／秒，有效灌溉面积7500亩，是双江县水利化程度

较好的区之一。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也征逐步提高，全区有拖拉机站1个，

有各式拖拉机27r台，机耕面积8454亩，交通方便，除邦卖乡外，其余7个乡都通汽车。

1950年以前，文教卫生十分落后，村寨无几个识字人，更无医疗卫生设施。解放后，党

和政府对边疆民族文化卫生事业十分重视。现有小学38所，教职员"T96人，在校学生1911人，

入学率达98％。区设有卫生所，医务人员13人，乡医疗室6个，医生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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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县城勐勐街景。

双江县城运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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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勐坝鸟瞰。勐勐坝，旧时隶属土司地，解放前，芦苇丛

生，疟疾流行。“要大勐勐坝，先把老婆嫁”，就是解放前勐勐

坝的真实写照，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消

灭疫源，昔H的烂泥塘今天的米粮川。

土著民族，拉枯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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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勐勐区 M6ngmne口 bn 傣

忙品乡 Mzlngpln Xiang 傣

千 蚌 Qiaaban g

坝 头 Bat6u 汉

团 结 Tu矗njie 汉

忙 黑 MAngh色i

忙 派 MAngpM

忙 晶 MAngPin

区，位于双江县中部，总面积268平方公里．辖
8乡，so丰,t，2001户，11772人，汉、拉祜、佤．
傣、彝族。耕地20776亩。勐勐，傣语(释文见
区概况)。

乡，在勐勐区公所驻地东北3．7公里，坝区。乡
政府驻干蚌村。辖6村，270户，1453人，居有
汉，拉祜、傣族。耕地3275亩。原名忙片，傣
语。忙t寨子，片，下贱。传说，早年土司制
时，把被认为是琵琶鬼的人，从忙派赶出来在
此定居，称琵琶寨。解放前没人居住。1952年，
县人民政府动员山区民族下坝来此设寨，随之，
忙片演变为忙品。

村，忙品乡人民政府驻地。在勐勐区东北3．7公
里，坝区。有5l户，276人，居有汉、傣族。耕
地293商。圈蚌，傣语。圈：土司制度下的行政单
位(相当予现在的乡镇)。蚌：硝。意为土司
制度下的行政单位驻地有硝。千。由圈演译而
来。

村，在乡政府驻地东北8公里，坝区。有26户。
134人，均系汉族。耕地88亩。以驻地在勐勐大
沟坝头而名。

村，在乡政府驻地东北2．5公里，坝区。有36户，
214人，均系汉族。耕地142亩。1975年先后由
大吉等地迁来定居，以象征团结而名。

傣 村，在乡政府驻地东北1．5公里，坝区。有31户，
183人，居有傣、汉族。耕地173亩。忙黑，傣
语。忙。寨，黑t土坎。意为土坎脚下的村寨。

傣 村，在乡政府驻地北1公里，坝区。有16户，
103人，居有傣、汉族。耕地100亩。忙派，傣
语。忙。寨；派·辣了草，意为有辣了草的寨子。

僚 村，在乡政府驻地东北O．7公里，坝区。有110
户，543人，居彳r拉祜，汉族。耕地594亩。忙
品，傣语(释义见忙品乡)。

磨刀河乡 Madaoh6 Xiang 汉

大荒田Dab uan．9tian 汉

～3一一

乡，在勐勐区公所驻地东南1．5公里，坝区。乡
政府驻大荒田村。辖9村，有232户，／313人，
居有汉、傣、拉祜族。耕地1954亩：以村旁河
边磨刀石质置较好而名。

村，磨刀河乡人民政府驻地。在勐勐区东南1．5
I公翟，坝【，<。柏122户，1 30人，均系汉族。耕地
1162Ih。以”旁f】^一块较大的荒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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