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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一J J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勐腊县交通志》由县交通局精心组织编

修。在省、州地方志办公室悉心指导下，省交通厅史志办、州交通局的关怀

指导下，经编纂者的辛勤笔耕，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这是勐腊县交通事业发

展史上第一部专业志，是全县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值此，谨表祝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的祖先迈着坚实而又艰难的步伐，在这块

热带丛林中走出一条条连通内外纵横曲折的山间便道。开发茶业，创闻名中

外“普洱茶”名牌产品，联通内外的“茶马古道”和络绎不绝的马帮运输，

建造了交通与社会经济、交通与地区文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发展历史，使

勐腊一度繁荣。在20世纪百年沧桑之中，人们的交通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交通不再是人背马驮的驿道那样一个古老的概念，而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延伸。经过长期艰苦探索，于是，“经济要发展，交通

要先行”已形成社会各界的共识。

勐腊位于云南省南端，是全国惟一与老挝接壤，与缅甸依水相连的边境

县。勐腊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南方“茶马古道”沟通内外主要运输通道之

一，在我国西南对外关系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原因，

建国前，勐腊地区处在边远、偏僻、闭塞，交通极为落后，严重制约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发展边疆交通事业作为建设边疆，巩固

国防，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工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省、州各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勐腊县交通事业得到长足

发展。1958年小腊公路修通，1978年实现乡乡通公路，勐腊县从崎岖艰险的

“茶马驿道”上，人背马驮的远古传统运输跨进公路机动车运输的新时代。逐

步建成以国道、省道为主干道，县道为主，乡镇公路、山村驿道及水运相结

合的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的交通网络。1980年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

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公路建设，至1988年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l 047公

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勐腊县继续坚持把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点基础项目，坚持“交通先行”的原则，重点突出公路建设，1997年勐腊县

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1 367公里，比1988年增长

30．56％。初步形成以勐腊县城为中心，以国道、省道为主干道，县乡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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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乡道为基础的贯穿南北东西、连接东南亚诸国国际通道的公路交通网络。

2000年底，全县拥有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 41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34公

里。拥有各类机动车1．03万辆(台)，每千人拥有各类机动车52辆(台)；

客运线路20条，营运日班车共105班，年客运量697万人次。随着边境口岸

交通的发展，中国——老挝两国汽车运输开通，云南省建设连接东南亚国际

大通道昆明——曼谷陆路国际大通道，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大通道运

输，极大地缩短了勐腊与东南亚诸国的时空距离，让勐腊走向东南亚、走向

世界，让世界了解勐腊已不再是神话。勐腊的交通落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

勐腊的对外开放将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勐腊县交通志》记载了勐腊县交通事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从单

一化到立体化的发展历史。这部历史是党和国家对边远贫困地区关心扶持的

结果，是无数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汗水结晶，是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前仆

后继，建功立业的科学实录，是了解勐腊县交通，研究和推动勐腊交通事业

难得的资料书，它为勐腊县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值此，《勐

腊县交通志》问世之际，我谨向全县交通战线的全体干部职工表示诚挚的问

候和深深的敬意!向倾注了心血的志书编纂者、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

谢意!

随着勐腊县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交通工作提出更新更高

的要求，希望交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再接再厉，开拓进取，在新的世

纪再创交通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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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勐腊县地处滇南边陲，是亚洲大陆向中南半岛过渡地带，是连接中国西

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咽喉锁钥，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县域位于无量山脉与澜沧

江流域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江河纵横，给交通运输造成极大的困难。长期

以来，主要依靠人背马驮，运输难，行路难，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

展。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改善交

通运输条件努力拼搏，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先后开展了

“以工代赈”修建县乡公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景洪至勐仑、勐腊至瑶区

等公路，改扩建小勐养至磨憨口岸公路等项目，同时还进行了澜沧江下游航

道整治和关累国际码头建设。现在，勐腊已成为昆曼跨国公路和澜沧江——

湄公河国际航道的必经之地。随着国际水陆交通运输的迅速兴起，必将推动

勐腊县的国民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及旅游业日新月异的发展。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省交通史志工作，在省、部的领

导和关怀下，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经编撰出版了一批省、地、县交通(公

路)史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勐腊县交通志》全面记述了全县陆水交通运

输从古至今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符合“资治、存史、

教化”的方志要求。这是勐腊县交通局党政领导、全体职工和编写组人员辛

勤劳动、共同努力的结晶，是为全县交通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也是我省

交通史志战线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云南省交通史志系列丛书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勐腊县交通志》的出版，必将对勐腊县交通系统的两个文明建设，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喜量麓黧篙蔷周传方厅史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一一。

2002年1 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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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编纂《勐腊县交通志》是按照西双版纳州交通局的部署，根据勐腊县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决定》的精神组织开展的。《勐腊县交通

志》是勐腊县历史上第一部交通专业志，它的付梓问世，是勐腊县交通系统

的～件大事，也是全县文化建设的可喜成果，它对于我们认识勐腊交通、研

究勐腊交通、推动勐腊交通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

影响。

勐腊历代为滇南门户，是通往老挝惟一的要道，是连接老挝、缅甸，通

往南亚的边关要隘，是历史闻名中外“普洱茶”的主产区，是“茶马古道”

的重要驿站。明、清以来，由于“茶马古道”的内外沟通，使勐腊成为祖国

西南的边陲重镇，发展的茶业，内外联通的驿道和络绎不绝的马帮运输，使

勐腊一度繁荣，成为云南南疆的一颗明珠，这是我们的祖先长期艰苦的探索。

至1949年，勐腊县境内可通内外主要通道有11条，长1 102公里，这些通道

都是崎岖而艰险的山间便道，旅途艰辛，往返一趟需10天半月，雨季半年多

不能通行。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原因，区位偏僻，交通落后，严重制约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发展边疆交通事业作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发

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工程，十分重视。1958年修通了至勐腊的公路，从此翻开

了勐腊交通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在此后40多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

党和政府领导关怀下，全县各级党委、政府把交通运输事业当作重要工程来

抓，依靠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办法，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投工献料，

年年掀起公路建设的热潮，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大改善了全县交通条件。

1965。1968年国道213线，小磨公路(小勐养——勐腊)，省道楚捧公路相继

竣工。两条主干道从西、北贯通南部穿越全境。1978年实现乡乡通公路。

1997年勐腊全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促进了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

的发展。至2000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2 416公里，拥有各类机动车1．03

万辆(台)，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34．07公里，每千人拥有各类机动车52辆

(台)。通过40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勐腊的交通落后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

变，交通条件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宽阔的公路代替昔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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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肠便道，机动车辆取代了人背马驮的划时代的进步。然而，勐腊的公路

里程不少，质量不高，特别是乡村公路设施落后等级低，通而不畅。按照勐

腊县委、县人民政府新的规划，坚持以交通为先行，举全县之力，把握昆曼

国际公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两条大通道建设的历史机遇，改善公

路交通条件，促进公路畅通、促进交通事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编纂《勐腊县交通志》是勐腊县交通局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编修一部反

映全县交通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是交通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服务勐腊县改

革开放的需要，是勐腊县交通部门共同的夙愿，是交通局本届领导班子的历

史责任。由于《勐腊县交通志》是贯通古今的第一部交通史书，修志工作中

困难很大，编纂技术上难度很大，在中共勐腊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省、州、县、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和帮助下，在省交通厅交通志办、州交通局

的指导和支持，勐腊县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尤其经过编写组的艰苦努力，

历时2年多，完成《勐腊县交通志》的编撰工作，他们勤奋笔耕，任劳任怨，

日复一日，继日工作，为《勐腊县交通志》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书之时，

谨向为编纂此书付出艰辛劳动的各位同志致以崇高的谢忱!向给予关心、指

导和帮助的各部门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仁、各方面人士及编务、工作

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勐腊县交通局局长胡志平

2002年1 1月22日



凡 例

一、《勐腊县交通志》是西双版纳地方志丛书之一，记述勐腊地区交通的

专业志，上溯有史料记载事物起始，下限至2000年底，个别特殊事物作必要

的顺延处理。

二、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照国家公路交通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地、真实地记述勐腊地区交通事业的

历史和现状。

三、公路交通发展及机构的变革，与工业、农机、商贸、公安、农场等

单位有密切的关系。在记述专业交通为主的同时，兼容与交通有关史实，力

求反映勐腊地区交通总量和全貌，反映交通局及其工作的综合概貌。

四、本志书采用横排纵写，分类记述，以时为序，经纬交织，贯通古今

的方法，使用述、记、志、传、录为主的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于各类

目之中，按章、节、目、层次排列。

五、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书使用资料，主要采用县统计局、《勐腊县志》、《勐腊县地名

志》、《勐腊县商业志》、档案及部门志稿、报刊及撰稿单位、有关部门资料或

实地考察、采访、调查资料，有关人士提供的专题资料和口碑资料。公路、

桥涵资料以公路普查数据为准。为节约篇幅，志书中不一一点明出处。志书

中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七、历代、纪年、中华民国及以前沿用通称(加注公元纪年)，以后直书

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所称“建国前后”是指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机关单位第一次用全称，后用简称。

人物第一次出现时，根据需要冠以职务，后一律直书其名。

八、计量单位，中华民国及以前的均按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书写。1949

年以后，均按法定计量单位记载。

九、志书中所涉及地名，一律使用《勐腊县地名志》中的名称，古地名

按记述对象用当时名称加注今地名。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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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朱石河⋯⋯⋯⋯⋯⋯⋯⋯⋯⋯⋯⋯⋯⋯⋯⋯⋯⋯⋯⋯⋯⋯⋯⋯

六、易武⋯⋯⋯⋯⋯⋯⋯⋯⋯⋯⋯⋯⋯⋯⋯⋯⋯⋯⋯⋯⋯⋯⋯⋯⋯

七、勐伴⋯⋯⋯⋯⋯⋯⋯⋯⋯⋯⋯⋯⋯⋯⋯⋯⋯⋯⋯⋯⋯⋯⋯⋯⋯

八、磨憨⋯⋯⋯⋯⋯⋯⋯⋯⋯⋯⋯⋯⋯⋯⋯⋯⋯⋯⋯⋯⋯⋯⋯⋯⋯

九、关累⋯⋯⋯⋯⋯⋯⋯⋯⋯⋯⋯⋯⋯⋯⋯⋯⋯⋯⋯⋯⋯⋯⋯．．⋯·

第二章公 路⋯⋯⋯⋯⋯⋯⋯⋯⋯⋯⋯⋯⋯⋯⋯⋯⋯⋯⋯⋯⋯⋯⋯

第一节国道⋯⋯⋯⋯⋯⋯⋯⋯⋯⋯⋯⋯⋯⋯⋯⋯⋯⋯⋯⋯⋯⋯⋯

一、小腊公路⋯⋯⋯⋯⋯⋯⋯⋯⋯⋯⋯⋯⋯⋯⋯⋯⋯⋯⋯⋯⋯⋯⋯

二、勐南公路⋯⋯⋯⋯⋯⋯⋯⋯⋯⋯⋯⋯⋯⋯⋯⋯⋯⋯⋯⋯⋯⋯⋯

三、曼磨公路⋯⋯⋯⋯⋯⋯⋯⋯⋯⋯⋯⋯⋯⋯⋯⋯⋯⋯⋯⋯⋯⋯⋯

第二节省道⋯⋯⋯⋯⋯⋯⋯⋯⋯⋯⋯⋯⋯⋯⋯⋯⋯⋯⋯⋯⋯⋯⋯

一、楚捧公路⋯⋯⋯⋯⋯⋯⋯⋯⋯⋯⋯⋯⋯⋯⋯⋯⋯⋯⋯⋯⋯⋯⋯

二、勐(捧)邦(善)公路⋯⋯⋯⋯⋯⋯⋯⋯⋯⋯⋯⋯⋯⋯⋯⋯

第三节县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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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仑公路⋯⋯⋯⋯⋯⋯⋯⋯⋯⋯⋯⋯⋯⋯⋯⋯⋯⋯⋯⋯⋯⋯⋯(40)

易武支线⋯⋯⋯⋯⋯⋯⋯⋯⋯⋯⋯⋯⋯⋯⋯⋯⋯⋯⋯⋯⋯⋯⋯(41)

曼么公路⋯⋯⋯⋯⋯⋯⋯⋯⋯⋯⋯⋯⋯⋯⋯⋯⋯⋯⋯⋯⋯⋯⋯(41)

曼南公．路⋯⋯⋯⋯⋯⋯⋯⋯⋯⋯⋯⋯⋯⋯⋯⋯⋯⋯⋯⋯⋯⋯⋯(41)

尚勇支线⋯⋯⋯⋯⋯⋯⋯⋯⋯⋯⋯⋯⋯⋯⋯⋯⋯⋯⋯⋯⋯⋯⋯(41)

磨苗公路⋯⋯⋯⋯⋯⋯⋯⋯⋯⋯⋯⋯⋯⋯⋯⋯⋯⋯⋯⋯⋯⋯⋯(42)

象仑公路⋯⋯⋯⋯⋯⋯⋯⋯⋯⋯⋯⋯⋯⋯⋯⋯⋯⋯⋯⋯⋯⋯⋯(42)

勐易公路⋯⋯⋯⋯⋯⋯⋯⋯⋯⋯⋯⋯⋯⋯⋯⋯⋯⋯⋯⋯⋯⋯⋯(43)

瑶醒公路⋯⋯⋯⋯⋯⋯⋯⋯⋯⋯⋯⋯⋯⋯⋯⋯⋯⋯⋯⋯⋯⋯⋯(44)

勐润公路⋯⋯⋯⋯⋯⋯⋯⋯⋯⋯⋯⋯⋯⋯⋯⋯⋯⋯⋯⋯⋯⋯⋯(45)

、龙门公路⋯⋯⋯⋯⋯⋯··：⋯⋯⋯⋯⋯⋯⋯⋯⋯⋯⋯⋯⋯⋯⋯(45)

、马叭公路⋯⋯⋯⋯⋯⋯⋯⋯⋯⋯⋯⋯⋯⋯⋯⋯⋯⋯⋯⋯⋯⋯(45)

、勐关公路⋯⋯⋯⋯⋯⋯⋯⋯⋯⋯⋯⋯⋯⋯⋯⋯⋯⋯⋯⋯⋯⋯(45)

、捧润公路⋯⋯⋯⋯⋯⋯⋯⋯⋯⋯⋯⋯⋯⋯⋯⋯⋯⋯⋯⋯⋯⋯(47)

乡 道⋯⋯⋯⋯⋯⋯⋯⋯⋯⋯⋯⋯⋯⋯⋯⋯⋯⋯⋯⋯⋯⋯⋯(47)

曼腊彝族瑶族乡⋯⋯⋯⋯⋯⋯⋯⋯⋯⋯⋯⋯⋯⋯⋯⋯⋯⋯⋯⋯(48)

象明彝族乡⋯⋯⋯⋯⋯⋯⋯⋯⋯⋯⋯⋯⋯⋯⋯⋯⋯⋯⋯⋯⋯⋯(48)

易武乡⋯⋯⋯⋯⋯⋯⋯⋯⋯⋯⋯⋯⋯⋯⋯⋯⋯⋯⋯⋯⋯⋯⋯⋯(50)

勐仑镇⋯⋯⋯⋯⋯⋯⋯⋯⋯⋯⋯⋯⋯⋯⋯⋯⋯⋯⋯⋯⋯⋯⋯⋯(50)

勐伴镇⋯⋯⋯⋯⋯⋯⋯⋯⋯⋯⋯⋯⋯⋯⋯⋯⋯⋯⋯⋯⋯⋯⋯⋯(52)

瑶区瑶族乡⋯⋯⋯⋯⋯⋯⋯⋯⋯⋯⋯⋯⋯⋯⋯⋯⋯⋯⋯⋯⋯⋯(52)

关累镇(原芒果树哈尼族乡)⋯⋯⋯⋯⋯⋯⋯⋯⋯⋯⋯⋯⋯⋯(53)

勐腊乡⋯⋯⋯⋯⋯⋯⋯⋯⋯⋯⋯⋯⋯⋯⋯⋯⋯⋯⋯⋯⋯⋯⋯⋯(55)

勐腊镇⋯⋯⋯⋯⋯⋯⋯⋯⋯⋯⋯⋯⋯⋯⋯⋯⋯⋯⋯⋯⋯⋯⋯⋯(57)

勐捧镇⋯⋯⋯⋯⋯⋯⋯⋯⋯⋯⋯⋯⋯⋯⋯⋯．．．⋯⋯⋯⋯⋯⋯⋯(57)

、勐润哈尼族乡⋯⋯⋯⋯⋯⋯⋯⋯⋯⋯⋯⋯⋯⋯⋯⋯⋯⋯⋯⋯(59)

、磨憨镇(原尚勇乡)⋯⋯⋯⋯⋯⋯⋯⋯⋯⋯⋯⋯⋯⋯⋯⋯⋯(59)

、勐满镇⋯⋯⋯⋯⋯⋯⋯⋯⋯⋯⋯⋯⋯⋯⋯⋯⋯⋯⋯⋯⋯⋯⋯(60)

专用公路⋯⋯⋯⋯⋯⋯⋯⋯⋯⋯⋯⋯⋯⋯⋯⋯⋯⋯⋯⋯⋯⋯(62)

边境公路⋯⋯⋯⋯⋯⋯⋯⋯⋯⋯⋯⋯⋯⋯⋯⋯⋯⋯⋯⋯⋯⋯(62)

中、老、缅边境公路⋯⋯⋯⋯⋯⋯⋯⋯⋯⋯⋯⋯⋯⋯⋯⋯⋯⋯(63)

中老边境公路⋯⋯⋯⋯⋯⋯⋯⋯⋯⋯⋯⋯⋯⋯⋯⋯⋯⋯⋯⋯⋯(64)

口岸公路⋯⋯⋯⋯⋯⋯⋯⋯⋯⋯⋯⋯⋯⋯⋯⋯⋯⋯⋯⋯⋯⋯(65)

南克新公路⋯⋯⋯⋯⋯⋯⋯⋯⋯⋯⋯⋯⋯⋯⋯⋯⋯⋯⋯⋯⋯⋯(65)



二、磨憨公路⋯⋯⋯⋯⋯⋯⋯⋯⋯⋯⋯⋯⋯⋯⋯⋯⋯⋯⋯⋯⋯⋯⋯(66)

三、岔河公路⋯⋯⋯⋯⋯⋯⋯⋯⋯⋯⋯⋯⋯⋯⋯⋯⋯⋯⋯⋯⋯⋯⋯(66)

四、关累公路⋯⋯⋯⋯⋯⋯⋯⋯⋯⋯⋯⋯⋯⋯⋯⋯⋯⋯⋯⋯⋯⋯⋯(67)

第三章桥涵⋯⋯⋯⋯⋯⋯⋯⋯⋯⋯⋯⋯⋯⋯⋯⋯⋯⋯⋯⋯⋯⋯⋯⋯(68)

第一节简易桥⋯⋯⋯⋯⋯⋯⋯⋯⋯⋯⋯⋯⋯⋯⋯⋯⋯⋯⋯⋯⋯⋯⋯(68)

一、独木桥⋯⋯⋯⋯⋯⋯⋯⋯⋯⋯⋯⋯⋯⋯⋯⋯⋯⋯⋯⋯⋯⋯⋯⋯(69)

二、藤条吊桥⋯⋯⋯⋯⋯⋯⋯⋯⋯⋯⋯⋯⋯⋯⋯⋯⋯⋯⋯⋯⋯⋯⋯(69)

三、季节性竹笆桥⋯⋯⋯⋯⋯⋯⋯⋯⋯⋯⋯⋯⋯⋯⋯⋯⋯⋯⋯⋯⋯(69)

四、木桥⋯⋯⋯⋯⋯⋯⋯⋯⋯⋯⋯⋯⋯⋯⋯⋯⋯⋯⋯⋯⋯⋯⋯⋯⋯(69)

第二节古石桥⋯⋯⋯⋯⋯⋯⋯⋯⋯⋯⋯⋯⋯⋯⋯⋯⋯⋯⋯⋯⋯⋯⋯(70)

第三节公路桥⋯⋯⋯⋯⋯⋯⋯⋯⋯⋯⋯⋯⋯⋯⋯⋯⋯⋯⋯⋯⋯⋯⋯(70)

一、大桥⋯⋯⋯⋯⋯⋯⋯⋯⋯⋯⋯⋯⋯⋯⋯⋯⋯⋯⋯⋯⋯⋯⋯⋯⋯(70)

二、中桥⋯⋯⋯⋯⋯⋯⋯⋯⋯⋯⋯⋯⋯⋯⋯⋯⋯⋯⋯⋯⋯⋯⋯⋯⋯(71)

三、小桥⋯⋯⋯⋯⋯⋯⋯⋯⋯⋯⋯⋯⋯⋯⋯⋯⋯⋯⋯⋯⋯⋯⋯⋯⋯(74)

第四节吊桥⋯⋯⋯⋯⋯⋯⋯⋯⋯⋯⋯⋯⋯⋯⋯⋯⋯⋯⋯⋯⋯⋯⋯(74)

一、曼冈吊桥⋯⋯⋯⋯⋯⋯⋯⋯⋯⋯⋯⋯⋯⋯⋯⋯⋯⋯⋯⋯⋯⋯⋯(75)

二、植物园吊桥⋯⋯⋯⋯⋯⋯⋯⋯⋯⋯⋯⋯⋯⋯⋯⋯⋯⋯⋯⋯⋯⋯(75)

三、曼勒鼋吊桥⋯⋯⋯⋯⋯⋯⋯⋯⋯⋯⋯⋯⋯⋯⋯⋯⋯⋯⋯⋯⋯⋯(75)

四、勐满吊桥⋯⋯⋯⋯⋯⋯⋯⋯⋯⋯⋯⋯⋯⋯⋯⋯⋯⋯⋯⋯⋯⋯⋯(76)

五、热作实业公司一队吊桥⋯⋯⋯⋯⋯⋯⋯⋯⋯⋯⋯⋯⋯⋯⋯⋯⋯(76)

第五节树冠走廊⋯⋯⋯⋯⋯⋯⋯⋯⋯⋯⋯⋯⋯⋯⋯⋯⋯⋯⋯⋯⋯⋯(76)

一、望天树树冠走廊⋯⋯⋯⋯⋯⋯⋯⋯⋯⋯⋯⋯⋯⋯⋯⋯⋯⋯⋯⋯(76)

二、版纳雨林谷树冠走廊⋯⋯⋯⋯⋯⋯⋯⋯⋯⋯⋯⋯⋯⋯⋯⋯⋯⋯(77)

‘第六节涵洞⋯⋯⋯⋯⋯⋯⋯⋯⋯⋯⋯⋯⋯⋯⋯⋯⋯⋯⋯⋯⋯⋯⋯(78)

一、国道⋯⋯⋯⋯⋯⋯⋯⋯⋯⋯⋯⋯⋯⋯⋯⋯⋯⋯⋯⋯⋯⋯⋯⋯⋯(78)

二、省道⋯⋯⋯⋯⋯⋯⋯⋯⋯⋯⋯⋯⋯⋯⋯⋯⋯⋯⋯⋯⋯⋯⋯⋯⋯(78)

三、县道⋯⋯⋯⋯⋯⋯⋯⋯⋯⋯⋯⋯⋯⋯⋯⋯⋯⋯⋯⋯⋯⋯⋯⋯⋯(78)

四、乡道⋯⋯⋯⋯⋯⋯⋯⋯⋯⋯⋯⋯⋯⋯⋯⋯⋯⋯⋯⋯⋯⋯⋯⋯⋯(78)

五、专用道⋯⋯⋯⋯⋯⋯⋯⋯⋯⋯⋯⋯⋯⋯⋯⋯⋯⋯⋯⋯⋯⋯⋯⋯(78)

第四章水路⋯⋯⋯⋯⋯⋯⋯⋯⋯⋯⋯⋯⋯⋯⋯⋯⋯⋯⋯⋯⋯⋯⋯⋯(99)

第一节澜沧江水路⋯⋯⋯⋯⋯⋯⋯⋯⋯⋯⋯⋯⋯⋯⋯⋯⋯⋯⋯⋯⋯(99)

一、关累村渡口⋯⋯⋯⋯⋯⋯⋯⋯⋯⋯⋯⋯⋯⋯⋯⋯⋯⋯⋯⋯⋯⋯(99)

二、关累(港口)码头⋯⋯⋯⋯⋯⋯⋯⋯⋯⋯⋯⋯⋯⋯⋯⋯⋯⋯(100)

第二节罗梭江水路⋯⋯⋯⋯⋯⋯⋯⋯⋯⋯⋯⋯⋯⋯⋯⋯⋯⋯⋯⋯(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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