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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

沦政发(1988)53号 。
‘、

、

☆

关于颁发《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志》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
?，

*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志》、《地名图》，是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发(1982)50号文件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

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

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经反复核实，多方查考，讨论审定、现予颁发。一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志》记述了全县所辖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是继承

和发扬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与地名遗产的史料书c：它的

出版气将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事、交通、邮电、科研，

文教、新阉、出版、广播、测绘、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

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

今后，不论公私邮件、各种表报、单位印鉴。地名标志及一切有关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名的使用，一律以本志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名和命名的地岳，-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

^{孝

?一．一 ， 一 燕 ：’：’?， 。。 ，

，， 。，。f’：-51’』，季：纛；一．7’≮。’：-t。． ：；
。‘： f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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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叶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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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

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

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过去，由于种种

原因，我县一些地名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数地，一名多写，音译不

准等现象，有些地名存在着封建意识、民族歧视等不健康因素，“文

革"中又搞“一片红”，造成地名混乱。因此，搞好地名普查，进行

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结束地名的混乱状况，对提高地名的管用

水平、服务当代、造福后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要求，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指

导下，自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我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认

真的地名普查，历时两年多。整个地名普查工作，大体经历了组织准

备、学习文件、业务培训、实地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等过程。

为搞好地名普查，县人民政府以(1981)25号文件下发了《关于我

县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通知》，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由陈家兴

(原付县长)任组长，抽调魏克星、赵家顺、张孝纲、粟成、杨国进、赵

文学、李先锋、赵文新、赵家华、宋贵芳、陈向阳、赵学成、王荣新、

罗文祥(已故)等同志参加地名普查。在普查之前，召开全县地名普查

工作会议，学习有关文件，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并组织普查人员到县

城附近的坝卡乡和芒法乡(现为办事处)进行填写普查表、识图、标图

等实地练习。接着，分两期对全县地名进行普查登记。全县普查的地
，

，
．

· I‘



名共1100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07条(县1条，农场1条，乡、镇

12条，村公所(办事处)93条)，自然村，农点、牧点、片村516条，人工

建筑物47条，古迹12条，自然地理实体277条，地片27条，其它56条。

通过普查，基本搞清了我县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地理位置，

历史沿革、以及居民户数、人口、民族等现状。普查中发现我县地名中

县内重名的村4条；乡镇内重名的村10条；乡镇名称与驻地名称不一

致的4条；村名称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22条；含义不好，用字不当的

2条；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146条；译音不准114条；图上错名、错位

工3条；图上名称与普查名称不一致的326条；其中图上无而实地有的

地名(新增)270条；普查中注错的地名(图上有而实地无的废村)56条。

对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按音、形、

义作标准化处理的地名共1042条，其中新命名3条，更名6条，调整

处理249条，沿用现名786条。

地名普查工作基本结束以后，由于机构改革人事变动，地名办曾

一度关门无人办公。为尽快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沧源

词条)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志》，又成立地名委员会，由县长赵

和同志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赵家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抽调

罗文祥．．李明富、申晋临三位同志具体办公。

本志是在省、地地名办公室指导下，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按照

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编纂而成的。全志共收录地名1052

条(比普查时颁布标准地名多10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06条，街道、

村落、农点、片村503条，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7|7条，人工

建筑物名称46条，名胜古迹名称1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78条，地

片27条。佤语地名468条，占44．58％，傣语地名395条，占37．5％，汉

语地名178条，占16．9％，拉祜语地名11条，占1％。

·耵o



编纂本志的过程，也就是对全县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其演变再一

次调查，核实的过程。因此文本志内容翔实，地名学要素齐全，重点突’

出，图文并茂。它是我县第·部较全面的地名工具书。

本志于一九八六年初开始编写，后因人事变动频繁，中辍半年

多，至一九八七年才完成初稿并上报地区。一九八七年底适逢区乡体

制改革，又因区乡名称变动再行修改。担任本志主编：李明富，参加

资料整理和核对：杨大国、罗文祥(已故)；审稿：赵家顺、范德才。

最后，由地区地名委员会、省地名委员会审核定稿。

本志所用照片，除部分由地名办抽专人拍摄外，其余由省林业

厅，县委宣传部、文教局、文化馆等单位和个人提供。承印单位：温

州市人民印刷厂、云南省测绘局印刷厂，在此特向他们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阅历浅薄、加之时间仓促、人力不足，。。差错

之处一定很多，敬请各位领导和读者给于批评指正a
j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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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条 目 ，

1．本志共收入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1052条，其中普查后颁布的标准地名1042条·

具有地名意义的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文物胜迹10条。

新增
．

i

2．本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但又不是普查资料的堆砌、照抄和照转。编纂本志的

过程，是一次对全县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再调查核实的过程。

_3．本志条目使用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汉字和汉语拼音字母。

4．条目名称后“[]”内为汉语拼音，“()’’内为佤文标准音。

二，编’排

1．本志包括卷首、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

。2．’本志条目按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县、乡、村、自然村、农点、牧点)；具有地名意义

：的企事业单位(含农场)；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五大类顺序排列。县列正

文之首，乡按习惯排列法排列，乡内各村公所(办事处)、自然村、农点、牧点按图上位置，

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顺序排列，自然地理实体按山脉、山、山峰、洞，河等顺序排列1人工

建筑物和名胜古迹由大到小顺序排列。

3．本志采用词典叙述式。词目和释文用同号字印刷，词目用黑体字与释文区别。

三，查找方法

1．附录中的《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查阅使用。

2．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表中找到条目名称，即可在相应

的页码内查到所需的条目释文。．

四、其 它 _w“

1．本志所使用的主要数据i；均以一九八七年来数字为准。

2．县的方位以省会昆明市为基点，乡(镇)以县城为基点，村公所(办事处)、自然地理

实体以乡(镇)驻地为基点；：距离均为直线距离i

3．自然地理实体，简述其地理位置，没有实地测量，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4．本志一律采用公制计量单位，如米，平方米、公斤、吨等。

1=．《．



。，沧源佤族自治县概况

’沧源佤族自治县位子云南省西南部，东濒小黑江与双江县隔河相望，东南和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的雪林乡相连，北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四排山乡，贺派乡、富荣乡和勐定镇相接，。

南面和西南与缅甸接壤，中缅边界线长147．083公里。全县总面积约2,{45平方公里。县人民

政府驻本县南部的勐董镇，距省会昆明市约406公里，公路里程872公里，’海拔125；0米。

全县辖8个乡3个镇64个村公所和29个农村办事处，480个自然村(寨)及1个国营农场

和1个自然保护区。总人口138281人，有21种民族，其中佤族118177人，占总人口8S．46％}

汉族9065人，占6．5％；傣族6013人，占4．3％，拉祜族：3307人，占2．3％，彝族1118人，占

0．8％，其他民族610人，占0．4％。 ‘·一

沧源县名，始见于一九三四年澜沧县析置“沧源设治局"，取其来源于澜沧之意，故名

沧源。 一

据史料考查，周秦时期，散居于涧沧江和怒江之间广阔地区(即现在的阿佤山地区和西

双版纳北部地区)的百濮族群，随着历史的演变先后发展成为德昂，布朗、佤等民族。“濮

人"即是佤族的先民，历史上被称为“哈刺"、“哈佤"、“伥佤"等。境内芒卡坝一带发

现的石斧、石铲，石环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以及勐来乡、勐省镇的古迹崖画，都足以证明

这些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即有佤族的先民生息繁衍。

沧源，汉属益州郡，蜀汉属永昌郡，唐属银生节度使地，宋归大理永昌府，元朝归谋粘

路辖。明万历十三年(1585)耿马土司受封“耿马宣抚司宣抚使”并赐“朝庭君恩，荣华富贵"

的家谱，土司罕朝瑗委封其弟为勐角董“太爷"，沧源直接由耿马土司统治。清光绪十三年

(1887)在澜沧设置“镇边直隶厅”，沧源归辖。光绪十七年(1891)，班洪王胡玉山受封为

“土都司”，勐角董土司罕荣高受封为“世袭土千总”，辖区有九勐(坝子)十三圈(山区部

落)。一九一五年国民党政府改“镇边直隶厅"为澜沧县，一九三四年由澜沧县析置“沧源

设治局"(设治局长1936年到任)。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沧源县人民政府，驻地岩帅，一九五

二年底迁址勐董，归普洱(即思普)专员公署辖。一九五二年划归缅宁专区。一九六四年二月

二十四日成立沧源佤族自治县。一九八O年六月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沧源是佤族聚居区。佤族人民具有爱国反帝斗争的光荣历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

侵略者为掠夺班洪地区银矿，予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派兵入侵。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

一日，二千多人的侵略军占据我班洪地区的银矿，激起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班洪，

班老两部落首领(班洪王、班老王)在各族人民推动下，联合附近十余部落首领集会立盟，立

即组织三支抗英武装奔赴前线，于二月八日向英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反击，揭开了震惊中

外的≯班洪事件”的序幕。双江、澜沧，景谷等地各族人民，迅速组成以汉族为主的千余入

“义勇军”支援班洪地区的抗英斗争。一九三六年，中英两国在中缅南段边界第二次会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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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傣各族人民和首领主动出场作证，证实班洪，班老等地自古是中国领土。以班洪王为首

的十七王还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书中写道· “我佧佤山十七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

缓，固守边疆，迄今数百年。⋯⋯吾佧佤山，数十万户之民，宁血流成河，断不做英帝国之

奴隶⋯⋯我全佧佤山民众，决不愿f一鲋心倪倪，以听英帝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

之牛马"。庄严申明阿佤山自古为中国领土，阿佤山人民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一九四一年

英国当局用外交“换文"的方式，片面在阿佤山划了一条有利于英方的所谓“一九四一年

线黟。一九六。年我国政府与缅甸政府签定了《边界议定书》，正式划定了中缅南段国界，

班洪、班老仍为我国神圣领土。英雄的佤族人民用爱国的正义行动，在我国反帝斗争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h。

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群山绵亘，溪谷纵横，森林面积161．2万亩，牧地13万亩。地势

东北高，西南低，最高点(窝坎大山最高峰)海拔2605米。最低点(芒卡坝的南汀河边)海拔

460米，一般的河谷、小坝、半山区则为800一一1S00米，平均海拔1300米。主要的山脉有

安墩山(位于县城以东，海拔2449米)；芒告大山(位子县城以北，海拔2499米)；j窝坎大

山(位于县城西北，海拔2605米)；湖广大山(位于县城西北，海拔2303米)；龙头山(位于

县城以西，海拔898米)等，主要河流有南滚河(中游叫芒库河)，源于芒回，经班洪、班老

两个乡后流出国境。勐董河(下游叫永安河)，流经勐董、勐角、糯良、勐来四个乡镇，

挡帕河，流经勐来乡北部，拉勐河，流经岩帅镇、单甲乡、勐省镇I东丁河，流经单甲乡的

南部，小黑江环绕勐省镇，团结乡、岩帅镇的北部和东部。全县境内土壤多为红壤。沧源气

候受印度洋暖湿西南气流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千雨季分明”

的气候特点。年降雨量平均为1750毫米，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历年平均有大暴雨18天(24小

时雨量为225毫米)。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七点四度，一月份平均气温摄氏十度。历年极端高

气温摄氏三十四点四度，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四点三度。平均无霜期为320天。由于地势复

杂，海拔差异大，故立体气候显著，乡村之间气候都有较大的差异。海拔较高的糯良、单

甲山区，每年霜期长达120一一140天；而芒卡坝、法保，勐省等低热河谷地带，则终年无霜

或轻微有霜。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和虫灾等。

境内自然资源蕴藏有煤、铁、锡、铅、金等，藏量有待勘探查清。芒回的煤已办煤厂开采，

南腊的铅、已办铅厂冶炼。班洪乡有银，清代汉人吴尚贤曾在此开办“茂隆银厂"。除矿藏

外，班洪，班老两乡境内南滚河流域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动植物

资源。据初步调查有红椿、楠木、铁栗木、龙血树等珍贵木材。珍禽异兽有长臂猿，孟加拉虎，

大象，金钱豹、黑熊、马鹿、黄猴、孔雀以及眼镜蛇和蟒蛇等。经国务院批准已把这一带划为

“南滚河自然保护区”。

解放前的沧源，建设设施简陋，以县城勐董为例，虽为二十二代土司所在地，国民党反

动政府统治中心，又为阿佤山较大的贸易集市，但仅有一条土面街道，除几幢缅寺是瓦房外，

其余都是简陋的草棚，住户不满千人。如今泥泞坎坷的地面已变成平坦的水泥街道，商店、

粮店、书店、银行，医院、电影院等企事业单位的建筑物，耸立在街道两旁，勐董巳形成初

具规模的小城镇。每逢街日，边民互市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市场活跃。

沧源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为主。一九八七年全县耕地面积37．9万亩，其中水田65073亩，

多集中在河谷和小坝子，旱地多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解放前，生产处于“刀耕火种黟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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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状态。解放后，新挖大小水沟2519条，开新田7000亩，修建大小水库14座，其中小(一)型

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11座，万方以上小水塘19个，总蓄水量645．7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面积50000多亩。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1948万斤，一九七八年粮食

总产量达7202万斤，一九八七年达8620万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一九八七年社会总产值达

8274万元，比一九八六年增长6．23％。畜牧业以水牛、黄牛、生猪为主，一一九八七年有大牲

畜50655头，生猪56713头。经济作物有茶叶，紫胶，橡胶、甘蔗等。一九八七年产茶16254

担，产紫胶1512担。南腊乡，班洪乡，班老乡年产橡胶干胶片746担。

工业产品有精制茶，农具，水泥，采煤、陶器、砖瓦、制糖、酿酒、制革，虫胶等。解

放前全县工业空白，解放后有了创新，一九八七年，城乡厂矿企业已发展到136个。其中全

民所有制企业12个，集体企业124个。工业总产值达1421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5．4倍。

新建电站40余座，目前运转的装机容量达37．00珏。在工厂、车间、电站等各种技术岗位上，

新一代民族工人在茁壮成长。

解放前，无公路设施，全靠人背马驮运输。如今，全县8个乡3个(镇)的80村(处)通了

公路，总长557公里，其中9个乡(镇)有定期客运班车往返。全县有大小汽车281辆，大中型

拖拉机80台，手扶拖拉机51S台。交通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山区入背马驮的落后状态。

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过去国民党的“设治局"虽开办过“省立小学’’，但是奉

命办学，时办时停，佤族群众仍然处于刻木记事的落后状态。一九八七年全县有完全中学一

所，初级中学五所，农中一所，小学280所，进修学校，幼儿园各一所，在校学生达22191人。

全县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89．3％，学额当年巩固率为90．8％，教职员工118S入。随着医疗卫

生工作的开展，改变了缺医少药状况，一九八七年全县有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乡

镇有卫生院共14个医疗卫生单位。有医务人员21S人，其中医师118人，主治医师24人。设有

病床200张。村有医疗室，农村卫生员、接生员共SS2人。县里有电影院，文化馆、广播站，

文工队。各乡镇有电影放映队，部分乡镇已建起文化站。

勐来乡、勐省镇境内有古迹崖画12处。崖画内容独具民族风格。主要表现人们舞蹈，狩

猎等场面、以及原始宗教意义等。崖画呈红褐色，尽管历尽沧桑，仍然彤红夺目。据专家初

步考查断定崖画形成年代可能早到东汉时期。这对研究佤族的历史和艺术提供较为丰富的资

料。现已列为云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

解放后新建的岩帅和勐董烈士陵园，已成为人民群众瞻仰革命先烈的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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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J}t,CJ-公楼

繁华的中缅瓦市点之一一勐董街



自治县二十周年县庆会场

县影剧院



沧源日榨甘蔗500吨机制白糖厂

制革j--工人1E在制革



沧源县第一大电站一永安河电站

沧源县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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