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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每条地名都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和生产

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不仅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邮电，新闻

出版，科研、城建、旅游、民政、公安工作及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国际

交往和国家领土主权。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

一管理，一九七九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对地名标准化处理，结束地

名的混乱现象，达到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尊严，有利内外交往，提高管用地名的科

学水平的目的。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至一九八二年四月基本结束。在工作

中自始至终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地名的渊源，注意保

持地名的稳定性。全县共核实地名五千多条，经过增、删、改、补、纠正错、漏、重、

废，审定结果为4168条l其中行政区划146条，居民点3439条，城镇街巷ll条，各专业部

门13条，人工建筑物42条，纪念地2条，自然地理实体383条，地片132条。各类地名中

有民族语地名167条，占总地名数的4％。

通过地名普查，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基本搞清楚全县4168条地

名的起源、含意、演变及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情况。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

和不利民族团结、含意不好的地名都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做到了法定的书写，

健康的含意，标准的读音，结束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地名混乱情况。遵照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报请省批准将塘房公社改为花桥公社。

遵照省对《县、市地名志》的编纂意见，我县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编纂本志，依

据地名普查的资料，反复审定，进一步核实资料的准确性。志中所录地名按性质分为五

类：二、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二、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物，四、名胜古迹，五、

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政区划驻地名称排在行政区划名称后面外，其余均按所属

行政区划范围内地理座标自北而南，从西到东的秩序编排。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拼注，

读音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在简注中加方言读音。民族语地名在简注中都加注民族语译音。

本志中所列民族类别：汉、彝、苗、回、壮、菜、水七种系世居，白、布衣、纳西、

侗四种系外县解放后在我县工作的职工。因各民族要坚持本民族的称谓，我们无法归类，

仍沿用各民族称谓。

本志所用的数据除自然村户数、人口系地名普查的实查数外，其余均采用县统计局

一九八。年报数，志中“附录"有所录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和“首字音序索引”。

本志由中共彝良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具体由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肖培基

分管，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焦春武，钟祥宦、王宁、熊军四人分工合作编纂．摄影曾



宪华、朱光龙等人。在收集编纂《彝良县地名志))资料中，承昭通行署地名普查办公室，

县统计局、文化局、水电局、财政局、供销社给予支持，民族语地名承镇雄县、威信县地

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予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志在印制过程中，时值农村体制改革，政社分设，设区建乡，一般原来的公社改

为区，大队改为乡，区辖镇、民族乡，我县原来的公社都改为区，原两河公社改设为两

河、钟鸣两个区，两河区辖两河、铜厂、半河、白米、田黄，小溪、大竹七个乡。钟鸣

区辖钟鸣、庙林、木龙、麻窝、扯炉、山河六个乡，另在毛坪区所辖的猫猫山起的沿洛泽

河两岸的工矿区建立县辖的洛泽河镇。

为了便于查阅，志内的地图照改革后的新地名印制，并在附录中加上农村体制改革

前后地名对照表。

2

彝良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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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角奎镇人民街的中共彝良县委员会

位于县城南面创业山上的烈士陵园

每逢节日县城人民都前往祭奠

●●

驻角奎镇人民街的中共彝良县委员会

位于县城南面创业山上的烈士陵园

每逢节日县城人民都前往祭奠





彝良县氮肥厂全景

彝良县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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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铅锌矿

位于洛j争河畔

发电量j【J0(J千瓦的彝洛电站



拥有二十万亩森林的云南省昭通地区彝良县小草坝国营林场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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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县复烤厂全景



彝良县概况

彝良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东部，介于北纬27。16 7至27。57 7，东经103。51
7

至104。45 7之间。东接镇雄，威信县．西连昭通、大关县，南与贵州省赫章县的干河、板

底、花泥、四方公社和威宁县的兔街子公社接壤．北与盐津县和四川省筠连县的民主、

团结、巩固公社及珙县自由公社为邻。

全县总面积2800平方公里。共有12个公社，两个镇(其中一个自然镇)，132个大队，

3439个自然村。住有70294户，35595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024人)。除汉族外，有苗

族7004户，33435人，占9．4％，彝族2975户，14915人，占4．2％，其余回、水、白、菜、

壮、纳西、布衣，侗等8种民族共144户，848人。县城角奎镇，坐落于洛泽河畔，依山

傍水，海拔840米，距省会昆明632公里。

彝良开发较早，仅据有关史料记载：古代属夜郎国地。西汉属犍为郡(今四川)朱

提县(今昭通)。蜀汉属南广郡。晋属益州(今四川成都)朱提郡地。隋属协州。唐武

德元年(公元618年)置西安县属协州(今镇雄)。宋称易良部．为叙州(今四川宜宾)

羁糜“广南蛮诸部之一"。元置益良州，属茫部路军民总管府，隶乌撤乌蒙宣慰司。《镇

雄州志》载：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芒部府，领阿头、易溪、易娘三部。明嘉靖

三年(1524年)于彝良寨置归化长官司。清雍正六年(1728年)设彝良州同(今奎香)．

隶镇雄州"。民国二年(1913年)置彝良县(由奎香迁至角奎)．属滇中道．后废道，

直隶云南省政府。一九五O年三月六日解放，四月一日成立彝良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六

年二月成立彝良县人民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成立彝良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一年九

月恢复彝良县人民政府。

县名“彝良"之由来，《云南省伪民政厅[更改县名及设治局土名译音]案卷))云：

“县冠名彝良二字，系沿用旧日彝良州同名称，有历史关系，且字义亦有可取。"据《元

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载：“芒部路总管府下：益良州，强州。"魏源《元史新编))亦

有“阿头、易溪，易娘，阿晟四部归芒部”之记载，疑芒部即茫部，易娘即益良州。明，

清时亦有称益良为易良或夷良、彝良的。史料所列易娘、益良、易良，益梁、夷良、彝良

等辞，均为同音异写字。县名之取义，据民国十年《彝良县地志资料调查表))称： “彝

良在昔为乌蒙部所领之易良蛮部地，易亦作益。元置芒部路军民总管府，领益良州，即

其地也。命名‘彝良’，盖取良善之意耳。"

彝良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边缘衔接。境内山峦重叠，夹谷幽深．溪流纵横。

东部有巍峨的大黑山，海拔2689米，为县境内最高山峰。南部、西部有后龙山、石人坪

子、云盘山、龙头山。中部、北部有小草坝、朝天马、钟呜、大雪山等。构成了东西窄．

南北长，南中部高，北部低，自南向北倾斜的地形地貌。地表有悬崖陡壁．冲沟山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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