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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漾政发(1990)第23号

关于使用规范化标准地名的规定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管理和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作如下

规定：

一，地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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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照国家《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严肃对待和认真

做好。

二、必须使用规范化的标准地名。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编纂成的《漾濞彝族自治县地

名志》所载标准地名，其读音、用字为我县地名的称读，书写规范，任何部门及个人使用我

县地名，一律以此为准，不得随意更改。

三，需要命名或更名的地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经批准后方可
藩 使用。

四、本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县地名办公室研究解答。

五、本文同《地名志》一道下发，不另行文。各项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一九九。年五月八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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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名志前言I

!￡．

日IJ
．．．】-

日

地名是人们对某地域或自然地理实体等的指称。它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离，与

社会各界各项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还关系到国际间的交往和国家的领土权益。提高管理和

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对伟大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在省、州地名办公室的指导下，我县于1982

年7月至1983年7月对全县各类地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普查。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参考

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用字不妥，含义欠佳的地名作了更正，澄

清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含义，纠正了以往地图中的标示错误。通过上述的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为科学地管理和使用我县地名奠定了基础。 ．

以地名普查所取得的成果资料为基础，通过进一步的核调，充实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之后编纂成的《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标准化地名典籍，是

全体编纂工作者和地名普查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泛需要为宗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对浩繁的地名资料进行精心整理，力求资料准确、

内容翔实并具较高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实用性，是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必备的地名工具书。

先后参加本书编纂的有叶栋、杨蔚清、崔绍全，左廷军同志。编纂过程中得到原任县人

大常委副主任高崇同志、现任县人大常委副主任郑科同志、县长熊正照同志以及县民政局局

长罗汝祥同志的具体指导。书稿经政府、县委审核并经州地名办公室宝洪峰同志、省地名办

公室周忠廉同志审阅。

巍山、南涧、大理，洱源，云龙、永平、剑川、保山、昌宁、凤庆等兄弟市县地名办公

室给予了我们大力的协助；县统计局、水电局、工交局等部门为本书提供了各方面的资料；

县科委，县志办对本书编纂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在此，我们谨向参加本书审阅、排印、校装、图片摄影，提供资料以及提供各方面协助

的部门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九。年六月十五日

／f



2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名志

尼 例

一、本志为我县标准地名典籍。收录经1982年地名普查所核调以及此后陆续核调的各类

地名1 474条，并录地名图13幅，插图39幅，附录有关资料18种。

二、本志所收录标准地名，其用字和拼音是我县地名的书写、称读规范。标准地名的书

写，统一使用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标准地名的称读，按中国文字委员会和国家测绘局1984

年12月25日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拼音。方言或少数

民族语读音的部分地名另作标注。

三、本志正文采用词条释注式。标准地名为词目，用黑体字与释文相别。释文的基本内

容为：标准地名的地理位置、行政归属、地名类别、来历、含义和演变以及反映其自然，社

会特征的其他信息。．

四、一些词条释文内所列该地名的简称，又名(别名)，雅称等，系供查对之用，使用地

名应以标准地名为准，如确有使用非标准名称的必要，应同时列注标准名称。

五、释文内未注明语别者，均为汉语地名。

六。在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对地名所进行的标准化、规范化处理，遵循以下原则：

1． 用字：尽量选用笔画简洁通俗易写的常用字，以利于书写、如原作“摩”今作“么”

等。

2． 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译音，选用最接近当地读音的汉字代替，如原作“恩达”今作

“厄哒啦”等。

3． 少数民族语特别是彝语地名方言差异较大，同样的含义发音不同的，译音不作统一

规范，仍保留其方言特色。

七、本书引用的各项数据，均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个别数据则采用有关部门提

供的数据。数据的截止期限分别为：

1． 所有的自然村数及自然村条目中的人口，户数均为1982年普查数。

2． 县、乡(镇)概况及村公所条目中的数据为1988年末数。

八、由于共和国建立后体制多变，故行政区划名称亦多变。为行文简洁起见，凡行政区

划名称均不涉及变迁情况，有关情况请参阅附录五。

九、本书所附地名图，按规定其界线不作划界依据。地区间涉及界址的争议需根据实际

情况另行解决，不以本书附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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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彝族自治县概况 。．、／(，
一／?)

漾濞彝族自治县概况
漾濞彝族自治县，简称漾濞县，在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点苍山之西。东

邻大理市、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近保山专区昌宁县，西连永平、云龙二县，北接洱源县。

境跨北纬25。12 7—25。54∥，东经99。36 7—100。07 7，总面积l 867．82平方公里，自然村1076

个。设1镇10乡，分辖65个村公所，2个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394个，农业合作社560个。

县人民政府驻上街镇，距省会昆明437公里，离州府大理(下关)38公里。

漾濞自西汉分属各地(详见附录八)，至1912年始析蒙化厅(今巍山)所辖漾濞巡检司

地并永平，云龙、洱源、大理之边远插花地设县，因领漾濞江流域沿用巡检司名。初属腾越

道蒙化直隶厅，治下街；’1914年直属省，1925年迁治上街，1950年属大理专区，1956年改属

大理白族自治州，1958年并入大理市设漾濞区(亦称“联社”j“片”)，1960年属大理县，

1961年复设漾濞县，1985年改设彝族自治县。

本县计17 218P90 073人，其中农业人口15 432户82 488人，总人口中，彝族37 449人，．占

41．57％；汉族36 919人，占40．99％；白族9 857人；傈僳族2 018X；苗族740人；纳西、哈

尼、拉祜、藏、壮、傣、瑶、满、水、布朗族共301人。

彝族是本县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世居民族。居住在本县的彝族分属“腊罗”、

“聂苏”两个支系。‘‘腊罗”支系多居南部和中部地区，使用以巍山彝语为代表的西部方言，

其先民与公元八世纪前后的“乌蛮六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聂苏”’支系多居西部及北部

地区，使用以大姚彝语为代表的中部方言，其先民为“诸蛮三十七部”中的“罗婺部”古老

民族。另有生活在双涧一带的一部分彝胞，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由小凉山一带迁入。

由于长期共同休养生息及相互间的通婚，各兄弟民族习俗文化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融合

较深，衣、食，行各方面差别不大。较富民族特点的文化习俗有彝族打歌，火把节、阿玉白

节，回族圣诞节，开斋节，苗族芦笙舞，傈僳族跳歌等。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都能讲汉语，

而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同胞也有相当一部分能使用当地民族语言。各族同胞历来团结

互助，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在漾濞这块土地上。

本县全境居横断山地滇西高山峡谷区南部，地廓北宽南窄，略呈蘑菇状，地势自北向南

渐次降低，为河流深切高山峡谷地形。最高为点苍山马龙峰，海拔4 122米，最低点在南境

羊街河入漾濞江处，海拔l 174米，相对高差达2 948米。自1 300米海拔的河谷至2 500米

海拔的高山均有居民点和农田分布。 ．

山，河多北一南走向．。主要山脉有东北部点苍山，自西北部绵延至中部的层峦山(属清

水朗山南段支脉)，南部白竹山。主要河流漾濞江自西北向东南斜贯北部地区后沿东境南

流，属澜沧江水系。总面积中，山地占98．4％。

亚热带一温带高原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受海拔高差，纬度跨径、地表起伏、植被状

况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区域性气候差异较大，“一山分四季”的垂直差异和“十里不同天”

的水平差异均表现十分明显：由热量分布状况看：海拔2 100米以下的河谷、半山温热，上段

，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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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山区冷凉；其中南部海拔l 205米以下的鸡街乡，漾濞江谷地基本没有冬天(注1)，而在

。北部海拔3 608米以上点苍山上段则全年为冬天。从雨量分布状况看：海拔2 300米以上广大地

区多雨湿润，而顺濞河以南海拔l 900米以下地区则干旱少雨。据县气象站1961一1982年观测

资料：年平均气温15．3一16．8℃，最冷月(一月)均温7．8—10．1℃，最热月(七月)均温

·20．6—22．3℃，无霜期226—272天，年降雨量684．3一l 374．9毫米，雨季(5—10月)降雨量

的76—96％，年日照率≥44％，年总幅射>126．1千卡／cm2。

植物资源丰富。据有关部门调查，仅点苍山西坡就有亚热带，温带植物182科，926属约

2 840余种。除松、栎、杉等成材乔木外，油料、鞣料，纤维、花卉、水果、药材，淀粉等植

物均有分布，以核桃、秤砣梨、苍山贝母，杜鹃最为著名，其中杜鹃已知的达37个品种。

林地复盖率46．4％，人均有林17．56亩，林产品主要有木材、薪炭、竹材、核桃、板栗、

水果，花椒、八角、松子、桐子、棕片、松香等。水果有人工栽培的梨、李、桃、杏、梅、

柿、苹果、石榴、花红、枇杷、芭蕉、木瓜、荸荠等及野生的杨梅、山楂、橄榄等，家种水

果年产量达三百万斤以上。

已知矿物资源有锑、铅、锌、铜、铁、汞、石膏、石墨、雄黄、滑石、大理石、水晶石

等三十余种。其中锑矿已开采多年。

野生动物及禽类资源亦丰。常见的有野猪、水獭、熊、豹、羚，狐、獐、麝、麂、鹿、

豺、猴、兔、白鹇、杜鹃、鹧鸪、鹌鹑等，绿孔雀也有分布。

水是本县优势资源之一，中部和北部地区尤丰。澜沧江主要支流之一的漾濞江，境内纳

西洱、顺濞及其支流河道计117条。全县每年过境水量30余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达26万余

珏(尚未包括已开发多级电站的西洱河)。

农业上，粮、林、牧、副并举，有少量坝塘养鱼。在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中，农

作物种植业占41．47％，牧业占28．80％，林业占17．70％，副业儿．98％，渔业占0．06％。耕地

面积107 361亩，其中田占31．3％。农作物种植以粮为主，有少量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粮食

主要品种有稻、麦、玉米、豆类、薯类及杂粮；经济作物有油菜、药材、土烟等；其它作物

主要是蔬菜、绿肥。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73 499亩，复种指数为161％，粮食占播种面积的

96．73％。林业以经济林木栽培及林产品采集加工为主，木材、薪炭、核桃、水果为大宗产

品。牧业主要饲养牛、马等劳役畜。副业以各种季性临时工及小家畜、家禽养殖相问。通过

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良、更新，农业生产发展较快。1952--1988三十六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

每年递增1．22％。粮食总产量平均递增1．25％，最高年产粮食达4 893．81万斤(1984年)。

林、牧、副各业亦均有较大发展。1988年，农业总产值为2 t37．66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

计)；粮食总产量4 622．2万斤，按农业人口算，人均产粮560斤；按总人口算，人均有粮513

斤；农村经济总收入人均为530元，纯收入人均为250元，农村私人建房总投资414．14万元，

建筑面积76 990m2。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88年末农业机械总

动力达l 999．30万瓦，其中运输机械l 121．09万瓦，有农用汽车108部，手扶拖拉机251部，

农产品加工机械893部。

工业有电力、采矿、冶炼、木材加工、建筑材料、缝纫、印刷、食品加工等业。企业(乡

以上)由1955年的1个发展到1988年的3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个。主要工业产品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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