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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昆明市地名志》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属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昆明市地名志》，经市人民政府审定批准，决定予以颁发，望遵照执行。

《昆明市地名志》，是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在1982年地名

普查成果资料基础上编纂的。它是《云南省市、县地名志》之首部，也是昆明市第一

部地名专著。它记载了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我市地理特征、名胜古迹及历

史、民族、经济、交通、文化状况，对继承和发扬我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继承我市

地名历史遗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有着重要意

义。它的颁发，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事、交通、邮电、科研、文教、卫生、

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部门及人民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

资料。

《昆明市地名志》，具有严肃的法定性。今后，使用地名一律以此志为准。未按

审批程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命名、更改地名。凡使用地名的车站、学

校、商店以及商标设计、新闻报导等单位，均应与本志的标准名称保持一致。

昆明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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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昆明市地名志》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成果，是《云南省市、县地名志》之首部，也

是昆明市第一部地名专著．本志是二部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兼备的地名资料工

具书。其主要内容为：标准名称、汉语拼音、位置、行政归属、名称的来历、含义和演

变，根据地名的特点，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并分别适当地反映

该地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地形、交通、资源等，以满足机关、团体和人们

的迫切需要．在编写过程中，十二个区县的地名、民政主管部门和数十名编辑、撰

稿人不计名利，积极主动同编委，主编、出版单位通力合作，为较好地完成全书撰、

审、编稿和出版任务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表现了可贵的负责精神。

人类为了便于识别和相互交往，而有指称地表某一地理实体的需要，从而产生

了地名．地名是人们赋予地表某一地理实体的称谓。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

产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命名、更名始终都受到社会历史时代的制约，因

此，在一些地名中存在有损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妨碍民族团结、带有侮辱劳动

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译名不当等问

题。 一．

：

遵照国务院和省、市政府有关地名工作的指示，昆明市于1980年9月至1982

年12月对全市地名进行了全面普查，基本上查清了昆明地区各类地名的现状、历

史及演变情况，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地名

的混乱现象；地名的标准化处理，对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

适应。四化”建设需要，提高管，用地名科学水平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

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充实、核对后，根据省、市政府的有关文件编纂出版本志。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用地名典籍的形式提供准确翔实的地名资料。它即是

。四化”建设和社会的广泛需要，又是地名研究、学术交流和编写地方志的重要资

料。它在记载地名这个人类活动的重要方面，将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对实施地

名管理、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和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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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照古今并

重的原则，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广泛需要为宗旨，力求采词合

理、文图并茂、志录得问、内容充实、剪材可靠、特点突出、体例实用、文字简明、照片

精良；为保持辖属的完整性，故按其地名的类别，原则上相对集中编排，以词条式列

出。鉴于地名的命名时代等种种历史原因，编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有些

词条，其主要观点和事实，参考散见于诸书史料，未一一列出书名，请有关作者及读

者见谅。

本志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省地名办公室、市民政局及各区县民政局和地名

办公室、市科委、民委、市规划局、教育局、统计局、公安局、城建局、文化局、园林局、

水利局、档案局、市参事室、文管会、云南新华印刷厂、云南画报社等单位的支持，省

地名办顾问张渤、李子盛和周忠廉同志的热情帮助，胡良元同志对部分词条释文进

行核查整理，所有这些，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此书篇幅较大，内容繁博，涉及面广；又因昆明地区历史悠久，地名语别

多；加之参加编写的人数多‘，有些地名众说纷纭，考订颇费精力，编者尽力去误存

真，以正讹误。但因编者智浅力薄，经验不足，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种种缺点和

不足。为此，我们诚恳地欢迎读者、专家和专业人员不吝指教，裨使这部志书逐渐

完善。

《昆明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昆明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凡 例

一、本志收录地名词条约占全市普查地名的19％，包括行政区划及驻地、街

道、重要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起地名作用的企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共收词3

169条。全书分十一个部分，约95万文字。

二、本志词条编排，是按照地名分类，原则上以盘龙、五华、官渡、西山区，呈贡县、晋宁县、安宁县、富民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嵩明县、宜良县、路南彝族自治

县的次序，相对集中排列。·三、本志采用的土地面积数，是市统计局1985年统一核定的，全市面积为15

561平方公里；气候资料采用省气象局1982年资料汇编数字；方位距离为公路

里程，其中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的词条为直线距离；村民委员会、合作社是市民政

局1985年编《昆明市行政区划简册》的数字；其它数字多为1984年末统计数。

四，本志历史纪年，主要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方诗铭编著的《中国薷琵瑟塑

薹荒，：冀；薹蘑翼錾髦蠢薹霎|l蠹羹囊，誉鬟薹囊冀冀；i霪|翼囊羹一羹冀季羹霪雾二

冀；萎雾羹羹囊俺羹攀羹；雾藿霎薹羹萋；；2}l鋈l雾蓁l雾羹羹羹l羹瑟!|毳曼；

薹蓁鋈雾蠢妻琴墨萋霪鋈鋈鎏雾蓁；粪|||鬟錾；霎鋈萋羹璧翥羹雾秦鋈萋蒌=薹霞
辨薹霉霎霎蠹净薹鐾i驷皆攀妻；堑霎霎蚕。

i羹；墓囊理

地海拔l 888～2 018米．高山海拔2 400～4 247米．

。’属干湿分明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因地处低纬度地带，二-年四季得到的光热较多，又受

大陆暖湿气流和海洋季风温暖气流的影响及滇池湖水的调节，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四

季如春的优越气候．明朝学者杨慎在《滇海曲》中写道：。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春城”由此得名。年平均气温14．7℃，1月平坶气温7．7℃，7月平均气温 19．8℃．年均降水量

l 012毫米，80％左右的雨量集中在5～lO月的雨季．霜日60天左右，少见降雪．日照时间

长，年日照’2 48l小时．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气温随气候变化而明显升降，一般是晴天暖，阴

天凉，雨天冷．明代学者冯时可在《滇行纪略》中描述昆明的气候特点为。四季如春，稍阴如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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