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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寻政发【1999】53号

关于颁发《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

和编纂地名志的有关规定，《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的要求，在原地名志送审稿和1992年补更成果资料的基础上，运用

1997年的相关统计资料，终于编纂而成，现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同意，予以成书发

行。
．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具有严肃的法定性，是我县的第一本地名专著。

它记载了全县地名的历史与现状、命名与变迁，反映了地理特征和民族、文化、经

济及交通状况，继承了民族文化和地名遗产．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的发行，将为全县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邮电、民政、

文教、卫生、科研、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城建、旅游、设计等各项工作以及

人民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自发文之日起，地名的使用一律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为准，任何

单位和个人未按程序审批，不得擅自命名、更名和随意书写，均须与《寻甸回族彝

族自治县地名志》标准名称保持一致。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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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庆伟大祖国五十华诞，笑迎人类迈向新世纪的九九金秋十月，《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

名志》历经三届编委和编纂人员的努力，终于成书问世。这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具有法定

性、标准性、规范性的资料书、工具书，又是一部较为丰富的乡土地名知识读物。来之不易，可

喜可贺!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结晶，地名在人类的社会交

往、生产生活、经济活动和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名源出不

一，纷纭复杂。不少名称，字别音讹，语义含混，精华与糟粕并蓄；有的或带封建意识，或具媚

外色彩；有的则一名数地，数名一地；就是建国以来新建或形成的街、路和住宅区、新村寨，有

的至今仍无名称，即使已有名称的也不完全标准化、规范化。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地名更

是混乱不堪。因此，摸清地名家底，修编地名典籍，依法规范地名，结束地名的混乱现象，提高

管理、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使全县地名具有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是当务之

急，是时代需要，对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寻甸位于滇东北，属古滇国地。汉武帝时通道置郡，后汉时称仲札溢源部，南北朝梁大宝元

年称新丁部，唐南诏时始有寻甸之名。由人名演变为部族名，又演变为县名，沿袭至今已有上千

年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汉回彝苗等各族人民的劳动与创造，寻甸这片滇东高原的热

土，这方古老民族的故乡，成就辉煌，更加绚丽催灿。为了使地名更好地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

适应对外交往和扩大开放的需要，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于1980年10月成立县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1981年1月组织专人对全县地名进行详查，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

编写，于1986年形成《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初稿，继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充分应用1994年地名补更验收的资料，进一步作了加工、完善，又经多方点评，反复修改，五

易其稿，终于成志。于1999年9月报请省、市人民政府地名委员会审定后交付出版印刷。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详今

略古、详新略旧、详异略同、详事略人”的志书编纂要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规范诠释地名的同时，简明地介绍了寻甸的历史沿革、行政演变、名胜古

迹、地名典故、自然景观以及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力求做到求实存真，资料准确，

查阅方便。具有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兼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既可供党政军机关和

经济建设各部门使用，亦可供大中专院校、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文史资料部门收藏查考。

我们深信，《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寻甸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开

发利用，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为序。

赵殿桦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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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们赋予地球表面某一地理实体的专用名称，地因名而有所

指。名因地而有所依。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地球和宇宙间各种地理实体不同位置、范

围、形状、特征而共同约定的名称。它概括大陆、海洋、高原、盆地、沙漠、沼泽、山岳、隘

口、川河、湖泊、港湾、岛屿以及国家、地区、城镇、村落，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地理领域的

扩大，对地名的命名已不再限于传统的地球表面，已扩展到星球和海底，所以，地名书写是否正

确，读音是否标准，含义是否健康，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在高科技信息发展的年代，地名信息更显出它突出的地位。给政治、经济、军

事、外事、交通、邮电、‘民政、科研、文教、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公安、城建、旅游、广

告制作，以及人们日常交往提供正确的地名依据，是地名的主要功能。为使地名信息在高科技年

代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根据地名普查和地名补更新资料，整理编纂成本志。

1981年，成立寻甸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地名普查办公室，从县属各单位抽调人员，

对我县3378条地名进行详细普查。1991年地名补更中，由于区划变动，实际补更到的地名2915

条，经省、地验收，获优秀等级。按性质可分为：行政区划191条(县1条、镇6条、乡11条、

行政村173条)，自然村1634条、农牧点43条，企业单位62条，事业单位48条，人工建筑物

254条，名胜古迹及纪念地12条，自然地理实体671条。均用微机处理，共11636份。编写文

字概况18条共72份；标绘1：5万地名图4套共68张，标注县城平面图一套4张。

通过地名普查、补查，基本搞清全县2909条地名的起源、词义、演变及命名的自然环境、

历史条件、建制沿革等情况，对一地多名、重名、不利于民族团结及含义不好的地名进行标准

化、规范化处理。

本志在原地名志送审稿编排顺序的基础上，以1994年上报验收补更资料为蓝本，部分条目

应用1997年统计资料，进行两稿整理。地名图标注以1976年第一版为基础，对少量错漏地名进

行校正。本志所录地名共2909条。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在寻甸县委、政府领导下编纂的，编纂过程中，承省、市

民政部门及有关单位、部门及个人给予支持和指导，经编纂人员辛勤笔耕而完成，对此，深表感

谢。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编委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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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共收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各类地名2909条，均使用地名补更成果资料。

2、本志条目使用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名称后加注的汉语拼音以

《新华字典》为准。

3、本志由卷首、正文、附录三部分构成。

4、本志条目按行政区划居民点、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

和游览地、自然地理实体的顺序分类集中编排。

5、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截止时间，县、乡镇条

目数据采用1997年底统计数据，其余均为1991年的统计数。

6、附录中的《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查阅条目使用。

7、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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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文中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志》

审 稿 人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仁友 马存福 马媛琳 马顺民 陈寿礼 陈文森

李学枝 李绍斌 李枫 杜尧春 张文发 张心礼

张朝明 张明喜 张庆培 杨兴伦 赵增瑶 袁浩

彭琼 曾 华 腾龙文 樊金桥 戴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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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旬回族彝族自治县概况

一、【位置面积】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在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水系牛栏江上游。属昆明市。位于北纬25。

20 7——26。01’，东经102。41’一103。33 7之间。东接沾益县，东南接马龙，南靠嵩明和官渡区飞

地，西接禄劝、富民，北与东川、会泽相邻。东西长踟余公里，南北宽60余公里，总面积

3598平方公里。

二、【行政区划】
全县辖仁德、塘子、羊街、功山、倘甸、柯渡6镇及城关、七星、河口、金所、金源、甸

沙、凤仪、联合、先锋、鸡街、六哨11乡，173个行政村，1634个自然村。总人口47万。主要

居住汉、回、彝、苗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1．4％。县人民政府驻仁德镇，海拔1874

米。在县境东南部，距省会昆明79公里，距曲靖市区53公里。

三、【建置沿革】
寻甸系彝语，以乌蛮土酋新丁而得名’，后讹为寻甸。嘉靖《寻甸府志》载：“古滇国地昔焚

刺蛮居之。无郡县，其部日，仲剑溢源。后乌蛮新丁夺而有之，至四世孙，因其祖名誉新丁，以

为部落，语为仁地或云蒙氏为寻甸。

西汉置牧靡县，属益州郡。三国蜀汉改作牧麻县，属建宁郡。唐代为升麻县，属南宁州。南

诏属拓东节度。五代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段氏立大理国，改为仁地部，属石城郡。宋朝又称

仁地万户部，元宪宗三年称仁地万府。元世祖至元八年改置仁德府，治今雨布村，领为美(治今

雨布村)、归厚(治今古城)二县。明初改名寻甸府，迁治今中古城，省二县人府。嘉靖年间府

迁治今仁德镇。清康熙八年寻甸府降为寻甸州，属曲靖府。1913年改为寻甸县，属滇中道。

1916年废道直属省。1947年属第二行政督察区。1950年属曲靖专区。1956年成立寻甸回族自治

县。1959年与嵩明县合并置寻甸县。1961年嵩明县析出。1970年属曲靖地区。1979年12月20

El成立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1997年属曲靖市。经国务院批准于1998年12月6日始隶属昆明

市。

四、【自然环境】
地处滇东喀斯特高原。境内多山，由于受金沙江水系强烈切割，形成东北一西南走向的梁王

山和小海梁子山，其余多为南北走向。全县有名的山峰有九十多座：东有小尖山、小凉山、凤梧

山；西有大黑山、九龙山；南有老黄山；北有石老虎山等。海拔在1445——3294．7米之间。最

高点为金源乡与东川市交界处的花石头梁子，海拔3294．7米；最低海拔1445米，为金源河谷小

树棵村。相对高差为1849．7米。境内万亩以上的坝子有仁德、羊街、马街、鸡街、牛街、功山、

摆宰、金源、先锋、可朗、柯渡等十一个。其中，仁德坝子最大，面积85．9平方公里。东部的

牛栏江、中部的小江两源金源河和功山河、西部的普渡河支流等共二十一条河流均汇入金沙江。

湖泊有清水海。地热出露有塘子温泉。牛栏江为境内最大河流，源于本县羊街镇新哨村烂泥箐，

经羊街坝子至大庄流人嵩明县境内，又从麦浪村进入本县塘子镇，经寻甸坝子于七星桥与马龙河

交汇，到江格村进入狭谷地带。于河口老硝洞与尹武河汇合后流人沾益县境。全长461公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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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长75公里。流域面积1339平方公里。江里有鲤、鲫、鲇、细鳞等鱼。小江两源金源河和功

山河，境内流域面积969平方公里。由于两河地处分水岭，河短流急，多属山溪，无大的径流调

节功能，又受小江断裂带的影响，河两岸高山耸峙，夏秋暴雨崩塌滑坡严重，是有名的泥石流区

域。普渡河主要支流有牛街河、马街河、鸡街河、柯渡河。由于受构造侵蚀，形成了倘甸、凤

仪、鸡街三个较大坝子，土地资源条件较好，是县境西北部农作物主产区。

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4。C，1月平均气温6．7。C，7月平均气温20。C。年

降水量1030毫米，最高为1974年1327．2毫米，最低为1988年732．5毫米。旱季与雨季变化十

分明显，差别很大，6—10月一般为922．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89．3％，而十一月至次年五月

降水量只有115．3毫米。境内岩石分布较多的是玄武岩、砂岩、石灰岩、方解石、页岩等。山地

土壤以红壤为主，高山为棕壤，坝子及河谷多水稻土。海拔1540--1750米之间的低热河谷区，

以沙土、油沙土、油红土、红土为主；海拔1800--2000米之间的温凉盆坝区，有沙土、胶泥土、

灰汤土及部分鸡粪土；海拔在2000--2200米之间的冷凉山区、半山区以红土、灰汤土为多，水

田则多为胶泥土。海拔在2200--3200米之间的高寒山区，主要是灰汤土，其次是红土，土质瘦

薄。植被以亚热带绿阔叶林和云南松林为主。森林覆盖率为24．18％，最高为河口乡的40％，最

低为羊街的8．05％和金源的8．7％。海拔1500---2300米之间，原生林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次

生林以云南松为主，常见的有高山栲、麻栎、栓皮栎、油杉、华山松等针阔叶树种。林下灌木有

杜鹃科、鸟饭科、蔷薇科。草本植物有野械草、扭黄茅i皮检草、蒿枝、露水草、草苏、东紫

苏、芒萁等o．在2300--3300米之间，分布着暖温性针、阔叶混交林，常见的有华山松、油杉、

黄杉、高山栎、旱冬瓜、桉树、梧桐、油桐、黄杨木、山柳、山樱桃等。灌木有红、白杜鹃、

野花椒、马樱花、羊奶果、箭竹等。草类植物有牛毛草、羊茅、火草、翻白叶、莎草、冷厥、马

耳草、灰金草、纽黄草。野生动物有麂子、獐子、穿山甲、狐狸、黄鼠狼、刺猥、毫猪、野猫、

野兔、野鸡、箐鸡、画眉、竹鸡，还有珍禽黑颈鹤。产木耳、香菌、松茸、竹笋、青头菌、牛肝

菌、干巴菌、北风菌、谷熟菌、皮条菌及鸡土从等。药材有天麻、半夏、草乌、茯苓、大黄、阴程

蒿、青叶胆草等。矿产资源较丰富，褐煤总储量3．26亿吨，分布于先锋、金所、柯渡、河口。

磷矿石2．1亿吨，分布于先锋。覆盖于褐煤层之上的硅藻土1．9亿吨，储量居全国之首。其中一

级品8525万吨，二级品9722万吨。二氧化硅平均含量为50％。硅藻含量65％。是保温、隔热、

轻质建材的优质原料，是食品助滤、污水处理、药品过滤必不可少原料。还有少量的铜、铁、

锌、钴等矿产资源。特产褐煤腊。

五、【经济】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事业蓬勃兴旺。在“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73694万元，递增8．5％。从1978年以来的18年中，每年递增10．3％的速度，提前4年翻两番

的目标。

【农业】基础建设方面，国家和农民先后投入资金6265万元，投入劳力7043万个工日，完

成土石方5108万立方米。到目前为止，共修建各类水利工程1583件。其中：中型2件，小

(一)型水库1l件，小(二)型水库63件，万立方米以上的坝塘148件，各类沟渠、人畜饮水

工程362件，固定机电排灌站105座122台，总装机5270千瓦，机井5 VI，装机99千瓦。小型

水电站53台，装机容量4235千瓦，年发电量921．6万千瓦小时。35KV输电线路84公里，

35KV变电站6座10台，容量21450千伏安。主要电站是大龙潭、凤龙湾，自备热电站三个。

建有11万伏降压站2个，变压器容量12．5万千伏安。已与国家大电网相联。全县173个行政村

已通电，到95年底，县内库塘蓄水达9300万立方米，水利化程度达29．5％，有效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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