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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玉溪市地名

(秘密资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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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道的玉溪大河远眺

玉溪大河昔日“形似玉带，溪水清澈如碧玉”，玉溪市以此得名

玉溪市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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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人民政。府文件
Ⅲ

市政发(1985)3l号

★

关于颁发《玉溪市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公所、州城办事处，各乡(镇)人民政府，市属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称呼、书写是否标准化，是一项

关系到四化建设、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地关于地名普查的指示，从1980年11月

开始全面进行了地名普查。经过四年的工作，共普查了全市行政区划和居民点，自然地

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和企事业单位名称88l条。其中有6条废地名在图上注

销外，对其余875条地名进行了认真调查。经过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反复核实，考证有

关资料以及对照地理地貌特点和群众的习惯称说，确定了玉溪市标准地名。经市人民政

府研究决定编纂《玉溪市地名志》．o

这次地名普查和《玉溪市地名志》的编辑出版使用，结束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地名混乱现象，提高了管、用地名胸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

强民族团结，促进内外交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四化建设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

供准确的地名依据。今后，凡印鉴、行文、制图，称呼等，均以《玉溪市地名志》为准。

若因特殊原因需要命名、更名者，需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为有效。

‘特此通知

玉溪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

报：玉溪行政公署。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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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地名的运用越

来越广，用途越来越大。、其称呼和书写是否标准化、规范化，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

结；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及外事、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教育、科学、军事、测绘等

各项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搞好地名普查，实现地名标

准化，规范化，是各级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人民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玉溪市地名志》是我市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遵照国务院(1979)305

号文件和省、地对地名普查工作的指示，我市地名普查工作于1980年11月开始至1985年

9月，历时近五年。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地名普

查人员对全市881条地名的用字、读音、．历史沿革、含义和地理概貌等进行了深入调

查。在认真考证核实、查阅有关史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规范

化处理，编写了这本地名志。

在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中，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有

关规定，把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任意篡改的“红村大队"、“红村’’，“红旗大队’’

等地名恢复和更改为“黑村乡’’、“黑村’’、“师旗乡一等，把含义不好，不利于民族

团结的大、小六窀，张家茅草房等部份地名更改为大、小合村，张村等；新命名了太极

山村等16条地名。对全市146条方言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为了尊重群众习惯，保持

地名的稳定性，．沿用原地名有748条，占普查地名总数的86％。

本志所录地名共875条(已无地名意义的废村名6条未列入)，其中：行政区划名

称93条，自然村(片村、农点)有454条，街、路12条，自然地理实体139条，人工建

筑物87条，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名称60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10条，风景名胜19

条；市、区、办事处、重要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文字概况材料19

份；全市行政区划地名图一张，分区划图六张；并附有反映我市历史、工农业生产、城

市建设、人民生活、风景名胜等图片49张。志中所列的厂矿、企事业单位名称都是有独

立方位和场地意义的，所引录的各种统计数字均为1980年度的；未注明语别的地名均为

汉语地名；人口未注明族别的均为汉族，总耕地中，包括社员自留地和机关团体生产基

地。志中，全市行政区划地名图及分区划地名图是建市前一九八一年七月原县地名普查

办公室就已编印的。

《玉溪市地名志》的出版使用，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慈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它能

进—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市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为发掘地理

资源，支援四化建设提供可靠资料，给政治、经济、民政、军事，外事、交通、邮电、

科研、文教、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公安、城建一，旅游、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民



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将从此结束。

为保持行政区划辖属的完整性，本志以区、乡为单位集中排列，顺序是先市人民政

府及其驻地，然后按地图上位置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逐条排列。书后附有《地名首字笔

划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以便查阅。 ·

在这次地名普查和《玉溪市地名志》的编纂中，得到了3502l、35022部队，七二

一七工厂，省地矿局区调队、地区邮电局等有关单位的支援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

．谢!
‘

参加这次地名普查，整理资料的主要工作人员是方保德、刘兴贵，李金富、杨光明、

I金映波I，柴定坤、聂自仁等同志，参加编纂地名志的是方保德、刘兴贵、李金富，柴
定坤、聂自仁等同志。图片摄影是地、市群众艺术馆杨光明、喻学勤，黄燕萍等同志。

编绘地图是3502l部队的王贤德、祝宗剑等同志。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建国后的第一次，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历史资料，加之水平所

限，对一些地名的来历含义、沿革考查，难免有不够确切之处，在编排，校对等方面都

可能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恳请批评指正o

· 2 ·

玉溪市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九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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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I GAIKUANG







梁王山，海拔2820米，高鲁山，海拔2614米，最低点是元江小河底的河谷，海拔2

东南有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海拔为1400米至1600米之间，

川秀丽，物产丰富。东南有南盘江环绕华宁、潋江两县，西北有绿汁江、元江贯

门、峨山、新平、元江等县，还有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阳宗海等高原湖泊，

充沛，养殖灌溉便利，是我省有名的鱼米之乡。

气候和雨量：气候复杂多样，既有高寒贫脊山区，又有四季如春之秀丽风光，也有

常年炎热的坝子，且田野长青，稻、麦、油菜、烤烟、茶叶、果树生长茂盛。最高气温

元江坝达44℃，其余各县为30℃到32℃之间，最宜于水稻的生长。全年干湿季节分明，

五月至十月为雨季，雨季降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80％，雨季水热有效程度高，对农作

物的生长有利。十一月至次年四月为干季，干季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晴天多，热量光

照条件较好，宜于小春作物的生长。年降雨量高达1000毫米，少为600至700毫米，一

般为800至900毫米。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多样， “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也带

来了一些农害，一般为干旱、冰雹、秋涝，也有冬春之交气温达0。一5℃之春冻。

矿产资源有：铜、铁、金、银、．钨、铬、铅、钻等金属。易门、元江的铜矿早在明

末清初就有开发，清乾隆年间的铜年产量曾达到58万多斤，至今仍在开采。新平、峨山、

玉溪，易门铁矿较为丰富，并正为人们利用。元江安定的金矿现已开采。元江、新平的

石棉蕴藏丰富。。华宁、峨山、江川、玉溪的煤可供全区的化肥生产和烤烟，以及人民生

活日用。华宁、江川、通海的磷矿极为丰富，仅华宁的矿藏就达一亿二千万吨，且品位

高。

森林资源：森林多为云南松，油杉、杉木、铁杉、旱冬瓜，栗类等50多种。经济林

木有板栗、核桃、油桐、茶、竹子等。复盖面积为592．5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26．6％，

新平为最，占全区森林面积的34．1％，次为元江、峨山、易门，各占19．1％，15．7％，

12．3％i且多为国有，集体次之。中林约占80％左右，幼林为20％，经过多年的采伐，

现立木总储量还有3811．8万立方米，且多为交通不便之边远山区。

水力电力资源：水力电力资源主要分布于元江、新平、华宁、潋江、通海等县。新

平、元江多山，并为中山，海拔在2000米至3000米，云岭分支哀牢山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由于受元江支流的切割，地形比较破碎，呈现出层峦迭嶂，山高谷深，崎岖不平的

形态。清水河、南溪河、小河底河、大春河、挖窑河等环绕于群山之中，水力电力的开

发非常方便。元江县有水力资源41万千瓦。现已有水电站28座，装机容量为儿669千瓦，

新平县水力资源较为丰富，已被利用的有1600千瓦、800千瓦的电站各一座，次为农村

中的小型电站也为数不少。抚仙湖之水给华宁、潋江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建于海口

河两岸的大村电站，朱家桥电站等，装机容量达12000千瓦。通海县高大公社境内之曲

江大河的观音电站、马脖子电站，装机容量达2800千瓦。这些电力的开发利用为当地的

工农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野生动物多生于新平、元江两县的哀牢山，中，次为峨山、易门、华宁的深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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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海拔1566米。全市地势可分坝区、’山区、半山区三种类型。汉、回多居坝区，白、

彝多居山区或半山区。

市境内最大河流即玉溪大河，上段流量120立方米／秒，下段180立方米／秒。源出江

川兽头山，从江川流入玉溪市境，由东北横贯西南，从矣都可入峨山县，全长52．5公里。

1958年在河上游燕子窝村下筑一大坝，称东风水库，拦截雨季山箐洪水和玉溪大河上游

支流。在市内尚有多处地下水源，以研和区的玉湖、大营街区的黑龙潭，李棋区的白龙

潭、春和区的九龙池为大。

全市土壤大体呈红黑色两种，分沙质及粘质，呈酸性。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全年气温变化不大，晴则暖，雨则凉，冬无严寒，’夏无酷署，四季如春。冬春干旱，

夏秋多雨，雨量适中。据玉溪气象局资料：五至十月为雨季，十一至次年四月为干季，

年平均气温15．8℃，最热月(7月)20．8℃，最冷月(1月)8．5℃，年平均降雨量

883．5毫米，各季降雨量占年降雨总量的百分率分别为15％、56％、24％、5％。无霜期

246天，年最高温度33．5℃，最低温度一4．4℃，积温5769．4℃。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干

旱、霜冻和冰雹。 。

玉溪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较大的地震。据玉溪市地震办公室资料：1761年5月、11

月，在市北先后发生约6．5级和6级两次地震，倒房2千多间，死亡2lO人；1913年8月、

12月，玉溪、通海、峨山先后发生约5．8级i 6．8级两次地震，房屋有倒塌，人畜有死亡，

1940年玉溪北部发生约5．8级地震，房屋有倒塌，死伤22人；1970年元月5日凌晨，通

海、峨山发生7．7级地震，玉溪属波及受灾，死亡200多人，伤千多人，房屋倒塌3万

多间。

解放前，虽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却未能合理地开发利用，农业生产水平较

低，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解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农业

‘生产、文教卫生、财贸等各项事业都有较大发展。

农业方面：到1980年止，’全市耕地已由解放初1952年的194767亩，扩大到227534亩

(其中田149084亩，地78450亩)。兴建中小型水库267座，总库容1．30l亿立方米。兴

修了引水渠道东风东大沟32公里，流量6立方米／秒；北大沟10公里，流量2立方米／桃
改道整治了西河、红旗河、玉溪大河大营街弯曲段，并于1990年7月打通了长3公里、

高1．6米，宽1．5米的孔塘箐引水隧道。全市有机电排灌站199个，水闸46座，有效灌溉

面积为153125亩。有履带和胶轮拖拉机353混合台，手扶拖拉机677台，收割机械7328

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1594台，机耕面积9．1万亩，机耙面积7．4万亩。农副产品加工已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同时整修了土地，改良土壤，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采用科学种田

的方法，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亩产在解放初1952年的523斤的基础上，1966

年上纲要，1973年超过千斤。1980年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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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水。近几年来，全市结合水利建设，在东风水库兴建东风公园，地区在州城高地建有

高地公园，供人们游览。1980年于地名普查中，五月间在我市小石桥区发现一个溶洞，

长310．5米，宽47米，最高处23．5米，洞中全系洁白如玉的钟乳石，千姿百态，现已封

闭保护，待以后有条件时再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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