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红河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红河县地名志》的通知

序⋯⋯⋯⋯⋯⋯⋯⋯⋯⋯⋯⋯⋯⋯⋯⋯⋯⋯．⋯⋯⋯⋯⋯⋯⋯⋯⋯⋯⋯⋯⋯⋯王之发

凡例

县情简介⋯⋯⋯⋯⋯⋯⋯⋯⋯⋯⋯⋯⋯⋯⋯⋯⋯⋯⋯⋯⋯⋯⋯⋯⋯⋯⋯⋯⋯ (1)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12)

迤萨镇⋯⋯⋯⋯⋯⋯⋯⋯⋯⋯⋯⋯⋯⋯⋯⋯⋯⋯⋯⋯⋯⋯⋯⋯⋯⋯⋯⋯⋯ (13)

勐龙傣族乡⋯⋯⋯⋯⋯⋯⋯⋯⋯⋯⋯⋯⋯⋯⋯⋯⋯⋯⋯⋯⋯⋯⋯⋯⋯⋯⋯(16)

甲寅乡⋯⋯⋯⋯⋯⋯⋯⋯⋯⋯⋯⋯⋯⋯⋯⋯⋯⋯⋯⋯⋯⋯⋯⋯⋯⋯⋯⋯⋯ (23)

石头寨乡⋯⋯⋯⋯⋯⋯⋯⋯⋯⋯⋯⋯⋯⋯⋯⋯⋯⋯⋯⋯⋯⋯⋯⋯⋯⋯⋯⋯(27)

阿扎河乡⋯⋯⋯⋯⋯⋯⋯⋯⋯⋯⋯⋯⋯⋯⋯⋯⋯⋯⋯⋯⋯⋯⋯⋯⋯⋯⋯⋯ (32)

洛恩乡⋯⋯⋯⋯⋯⋯⋯⋯⋯⋯⋯⋯⋯⋯⋯⋯⋯⋯⋯⋯⋯⋯⋯⋯⋯⋯⋯⋯⋯ (40)

宝华乡⋯⋯⋯⋯⋯⋯⋯⋯⋯⋯⋯⋯⋯⋯⋯⋯⋯⋯⋯⋯⋯⋯⋯⋯⋯⋯⋯⋯⋯ (47)

乐育乡⋯⋯⋯⋯⋯⋯⋯⋯⋯⋯⋯⋯⋯”．，⋯⋯⋯⋯⋯⋯⋯⋯⋯⋯⋯⋯⋯⋯一 (53)

浪堤乡⋯⋯⋯⋯⋯⋯⋯⋯⋯⋯⋯⋯⋯⋯⋯⋯⋯⋯⋯⋯⋯⋯⋯⋯⋯-⋯⋯⋯ (58)

大羊街乡⋯⋯⋯⋯⋯⋯⋯⋯⋯⋯⋯⋯⋯⋯⋯⋯⋯⋯⋯⋯⋯⋯⋯⋯⋯⋯⋯⋯ (64)

车古乡⋯⋯⋯⋯⋯⋯⋯⋯⋯⋯⋯⋯⋯⋯⋯⋯⋯⋯⋯⋯⋯⋯⋯⋯⋯⋯⋯⋯⋯ (70)

架车乡⋯⋯⋯⋯⋯⋯⋯⋯⋯⋯⋯⋯⋯⋯⋯⋯⋯⋯⋯⋯⋯⋯⋯⋯⋯⋯⋯⋯⋯ (75)

垤玛乡⋯⋯⋯⋯⋯⋯⋯⋯⋯⋯⋯⋯⋯⋯⋯⋯⋯⋯⋯⋯⋯⋯⋯⋯⋯⋯⋯⋯⋯ (81)

三村乡⋯⋯⋯⋯⋯⋯⋯⋯⋯⋯⋯⋯⋯⋯⋯⋯⋯⋯⋯⋯⋯⋯⋯⋯⋯⋯⋯⋯⋯ (88)

行政单位⋯⋯⋯⋯⋯⋯⋯⋯⋯⋯⋯⋯⋯⋯⋯⋯⋯⋯⋯⋯⋯⋯⋯⋯⋯⋯⋯⋯⋯(94)

各专业部门⋯⋯⋯⋯⋯⋯⋯⋯⋯⋯⋯⋯⋯⋯⋯⋯⋯⋯⋯⋯⋯⋯⋯⋯⋯⋯⋯⋯(99)

水利和电力设施⋯⋯⋯⋯⋯⋯⋯⋯⋯⋯⋯⋯⋯⋯⋯⋯⋯⋯⋯⋯⋯⋯⋯⋯⋯⋯(107)

交通⋯⋯⋯⋯⋯⋯⋯⋯⋯⋯⋯⋯⋯⋯⋯⋯⋯⋯⋯⋯⋯⋯⋯⋯⋯⋯⋯⋯⋯⋯⋯ (111)

自然地理实体⋯⋯⋯⋯⋯⋯⋯⋯⋯⋯⋯⋯⋯⋯⋯⋯⋯⋯⋯⋯⋯⋯⋯⋯⋯⋯⋯(116)

名胜古迹⋯⋯⋯⋯⋯⋯⋯⋯⋯⋯⋯⋯⋯⋯⋯⋯⋯⋯⋯⋯⋯⋯⋯⋯⋯⋯⋯⋯⋯ (127)

历史地名⋯⋯⋯⋯⋯⋯⋯⋯⋯”：⋯⋯⋯⋯⋯⋯⋯⋯⋯⋯⋯⋯⋯⋯⋯⋯⋯⋯⋯ (128)

附录⋯⋯⋯⋯⋯⋯⋯⋯⋯⋯⋯⋯⋯⋯⋯⋯⋯⋯⋯⋯⋯⋯⋯⋯⋯⋯⋯⋯⋯⋯⋯ (130)

民族简介⋯⋯⋯⋯⋯⋯⋯⋯⋯⋯⋯⋯⋯⋯⋯⋯⋯⋯⋯⋯⋯⋯⋯⋯⋯⋯⋯⋯ (130)

国务院关于发布《地名管理条例》的通知⋯⋯⋯⋯⋯⋯⋯⋯⋯⋯⋯⋯⋯⋯ (136)

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138)

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143)

地名首字音序索引⋯⋯⋯⋯⋯⋯⋯⋯⋯⋯⋯⋯⋯⋯⋯⋯⋯⋯⋯⋯⋯⋯⋯⋯ (158)

后记⋯⋯⋯⋯⋯⋯⋯⋯⋯⋯⋯⋯⋯⋯⋯⋯⋯⋯⋯⋯⋯⋯⋯⋯⋯⋯⋯⋯⋯⋯⋯ (175)

，

．|易



县情简介

县情简介

红河县是个以哈尼族为主的边疆山区农业县．哈尼族占全县人口的

刀％，是我国哈尼族最集中的县之一，棕片产量居全国前列，有。棕榈之

乡”的称誉．矿藏以石膏最丰富．县城违萨镇有数千人侨居亚、欧，美，

澳、非五大洲十余国，为省内著名侨乡之一． 、

，位置面积 红河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南部．东接元阳

县，南连绿春县，西和西北分别与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毗邻，

北与石屏县、建水县隔红河相望。东西最大横距82．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38公里，总面

积2 057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96％，河谷平地面积占4％。县人民政府驻迤萨镇，北距

省会昆明市325公里(石屏公路)，东距自治州首府个旧市148公里(个旧宝和公路)．

建重孑旨荜·唐(南诏)时，有官桂思陀部、伴溪落恐部、七溪溪处部、铁容甸部
等哈尼族、傣族部落崛起，为。南中三十七部”之列，隶属通海都督。宋(大理)时改隶秀

山郡。元宪宗六年(1256年)，置落恐万户，溪处副万户，隶属南路总管府；至元十五年

(1278年)设和尼路(思陀)，直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撤销和尼路、落

恐万户、溪处副万户，改隶元江路。明洪武年间，设亏容(正长官职)，思陀、瓦渣、溪

处、落恐、佐能(均属副长官职)长官司，隶属临安府石屏州．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设亏容、思陀，瓦渣、溪处长官司(副长官职)；设落恐、佐能、曼车土舍；康熙四

年(1665年)瓦渣、溪处长官司改设土舍；康熙二十年(1681年)，思陀长官司改设土

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溪处土舍由石屏州划归建水州管辖；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亏容司族内争袭，改设上亏容、下亏容两司。民国2年(1913年)，石屏、元江废州

设县，临安府改设建水县。同年，建水县属溪处土舍改设行政委员，划属蒙自道管辖。民

国6年(1917年)，迤萨、浪堤、上六村、下六村设元江县南乡(治所迤萨)．民国7年

(1918年)，蒙自道溪处行政委员改设县佐，复归建水县管辖；民国17年(1928年)，设

元江县第四区。民国20年(1931年)，溪处县佐改设永平乡．民国22年(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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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两侧为挤压破碎带，摩梭岩化十分强霸l奏一蠹蓠鏊雾羹囊塞萋萎耄墅霉筐霪蓊零

啐；葫薹冀薹霞E；蓁蝣一羹射垂霎掰。霪蒿囊蓁薹羹醵蓁；囊冀雾篓羹窘函薹薹雾i雾

雾薹雾蓁鬟蓁瑟宴i篓薹霪冀蓁雾雾需霎霎蓁。繇薹墓羹||羹茎壑霎薹薹冀鬟墓鎏羹j囊一

薹蠹篓萋羹囊耋囊孳霪鬟霪雾，

l雾姜羹 蓁雾囊鐾夔薹囊霾藿黎霪嚣茎霎羹i囊羹委薹蓁霎羹羹霆；夔蓁萋墓墓霎村

，715户，3713人，其中苗族1279人，彝蕨

215人，余系汉族．此地因橙树较多得名．

位于大队东南部，高山区。加户，I∞人，其中营族25人，余系汉族。谈地处于

一小河边得名．橙林大队驻地。

位子大队东花部，商山区。让户。∞1人，其中着蕨47人，余系汉族。因村詹一

条小河 的上游得名．

位于大从东北部，青山区。“户。毖1人。其中苗族船人，余系汉蕨。村居一条

小河中 段褥名．

位于大队北部，蠢山区．船户，l弱人，双蕨．彝语译青·克布t埂子．大埂子

是席||方的标寿．

位于大队西花部，蠢山区。13户，∞人。汉族。以曹此湾是娩娃人索居住得名。

位于大队东捧。高山区．孔户，l钉人。其中蕾蕨11人，彝族鹋人，余系汉族。

困村后 是一片拾椿褥名．

位子大队东|匕部。高山区．∞户，l∞人，其中彝族∞人，众系汉族．因此地有

一个木材加工厂得名。

位于大队北部，南山医。●户，22人，汲丧。四沟的两边较高·褥名。

位于大队东部，高山区。2l户，107人，其中苗族3l』”彝族18人，余系汉族。

田村居沟边坝内，习稃河坝夹．

位于大队东北部，高山区。“户．2lo人．其中苗族171人，余系汉族。村居一条

小河沟下游岸边的小坪坝内得名。

位于大队西部，高山区．∞户。l∞人。其中蕾族i私人，彝族4人。此地分上下

囊，此村后上得名．

位于大 队南部，高山区．3户，12人，汉族。困读寨居住在坡的下面得名。

苏家包包 Soji石baob石。 位于大队西部，高山区．3户，16人，汉族。固苏姓人索住此山包包上得名。

李家屋基

迟家垭 口

河头上

四斗种

雨龙山

麻窝凼

Liji石wOji

Chlj i石yak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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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县情简介

浆岩地层中．裂隙水水源受自然降雨控制，地表植被良好，透水性低，属浅层水，出水点

在山区随处可见，故有。山高水高”的称誉。泉水流量一般在O．1～l升／秒之间。温泉主要

分布在县境东北勐龙河、大黑公河下游新老地层接触地带。水温23～36℃；流量在5～27

升／秒之间。 、

【气候】 本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太阳幅射强烈，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由

于各地海拔高低悬殊，加之南来北往的气流影响，干湿季分明，立体气候明显。

(气温)各地气温随海拔高低垂直差异悬殊．北部地区海拔升高100米，气温下降

0．6℃；南部地区海拔下降100米，气温升高0．55℃．全县各地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在9．1。

～24．2℃之间。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3．6 6～17．6℃；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12．7。～

28．7℃．全县活动积温(10℃)的变化在l 800～7 600度之间，持续天数129～333天。按

积温标准全县分为北热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南温带五种气候带．全县年

平均日照时数l 700．4～2 049．4小时；日照百分率为40～47％．太阳幅射总量120～128．7

千卡／平方厘米。 ． ：

(降水量) 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 340毫米。5至10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的76～84％；‘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6～24％。各地降水量

随海拔高低有明显差别，海拔升高100米，降水量递增60～70毫米左右。迤萨、勐龙等

低山河谷地带年降水量在700～900毫米之间，属少雨地区；甲寅、石头寨、宝华、乐

育、浪堤、大羊街等地年降水量在900～l 500毫米之间，属中雨地区；洛恩．架车、车

古，垤玛、三村及阿扎河南部地区，年降水量l 500～2 000毫米，属多雨地区。

(季风) 11月至次年4月，气候受青藏高原的干暖西风气流控制，天气晴朗，日照

充足。水气少，降雨少；5至lO月气候受北部湾东南季风和孟加拉湾西南季风影响，水气

充足，降雨多，多东风。年平均风速3．7米／秒，瞬间最大风速37米／秒，风力1l级

(1983年4月31日迤萨地区)。

【土壤】 全县土壤分为7个土类，10个亚类，27个土属，55个土种。各类土壤随海

拔高低垂直分布。因气候、生物、地质、地形的不同各有差异。
’ 热燥红土：‘主要分布在北部海拔800米以下的红河河谷地带，面积33l 230亩，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lO．7％．

赤红壤：分布在县境北部海拔800～l 200米的地区和南部海拔800～1100米的本那

河河谷地带。面积195 390亩，占总面积的6．3％．

红壤：分布在县境北部海拔l 200～l 900米，南部海拔1100～1 600米的地区。面积

535 980亩，占总面积的17．3％。

黄壤：主要分布在县境南部海拔1 600～l 900米的地区．面积317 805亩，占总面积

的10．3％．．

黄棕壤：分布在海拔l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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