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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和变易的。．每一条地名都是人们对个体

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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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工作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

国际交往及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理，从一

九七九年开始；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对地名的标准化处理，结束地名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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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家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基本结束。共核调了全县

3107条地名，经过整理资料，适当取舍，正式标图填表的地名共3063条，其中：行政区划183条；

自然村254了条；街道和居民点11条；企事业单位名称8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13条；人工建筑

物23条；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3条；自然地理实体164条，地片111条。在各类地名中有彝语

地名18B条，占总条数的6．1％，余为汉语地名。

通过地名普查，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基本搞清了全县地名的起源、词义及

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建制沿革等情况；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重名，不利于民族团结

及含义不好的地名都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做到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文

革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造成千地一名，对破坏了历史继承性的地名，都按方便群众、尊重习

惯、便利使用的原则，按报批手续恢复了一个公社、一个镇、阴个大队的名称，更改了二个大队、

八个自然村和一个山洞名称。

通过地名普查，发现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原有巧家县的各类地名3107条，标错标漏的有184条，

属本县地名错标于外县的8条，均已补正。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是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在省、地、县各

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云南省巧家县地名志》，以供各部

门、各单位使用，更有效地为四化服务。

本志编撰工作，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辑录。参考的资料有《巧家县志》、《云南通志))、

《滇云历年传》、《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云南巧家县调查地志资料》、《云南历史地名考索》、

《朱提堂狼铜洗考》、《石达开》、《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东川府志》、《叙州志》、《地名

集刊》、《云南气候图册》等。本志所录地名的范围，以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的成果——巧家县地

图为兰本，地图上标注的地名全部辑录。所录地名按性质分为五类：1、行政区划和居民点；2、

企事业单位；3、人工建筑物；4、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5、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

政区划的驻地排列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外，一律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从西至东的顺序编

排。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当方音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时，在简注栏内加注方言

读音。书中所取方位和距离均以行政区划驻地为起点，取图上水平直线距离。大队栏内所取海拔为

本大队最低和最高自然村。本志中各类地名除彝语地名在简注中注明外，余为汉语地名。属民族相

居的自然村，除简注中说明的民族外，均为汉族，书中仲族系本民族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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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所用的各项数据，基本都采用县统计局一九八O年年终统计数。所用全县面积均

办字(83)4号文件所规定全省公开使用的数据。为使本志富有特色，突出巧家特点，特

单，彩照片，并增载《关于堂狼铜洗》一文。

本志两套检索表列于“附录”中，一是“首字笔画索引”；二是“首字音系索引”，

参照检索表前之说明。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巧家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志为准。

(2)

巧家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大姚县地名志

产1．45万公斤，单产285公斤，人均产粮354．5

公斤。属七棵树村公所管辖。

上西里所【ShOngx⋯su6】村。位于

村公所驻地下迷马拉东北6．5公里。含意同

上。村居下西里所上方，’故名。21户，101人，

傈僳族。耕地130亩，产玉米、小麦。粮食

总产3．91万公斤，单产300．5公斤，人均产粮

387公斤。村中有小学。属七棵树村公所管



巧家县概况

一、概 述

巧家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介于东经102。52 7至103。26 7、北纬26。32 7至27。25，之间。县人

民政府驻地新华镇，距省会昆明470公里。东北与鲁甸县、昭通县隔牛栏江相望；西北以金沙江为

界，和四川省的会东、宁南、普格、布拖、金阳等县毗邻；东南与会泽县、东川市接壤。总面积

3245平方公里。辖东坪、大寨、小河，新店、荞麦地、巧家营、铅厂、新华，崇溪、包谷垴、马树、

蒙姑12个公社，1个镇，16T个大队，3532个生产队，2523个自然村。有TT545户，403592人

男20392T人，女199665人；农业户数76136户，391256人，非农业户1409户，12336人)。

其中：彝族2125户，106T1人；苗族T26户，3928人；仲族631户，3086人；回族21户，39人；白族

12户，35人；还有傣族、满族、侗族、傈僳族、纳西族、矣族、布衣族，合计少数民族占总人

口的‘．1％。

二、巧家县名由来

据公元1920年(民国九年)《云南巧家县调查地志资料》： “‘巧家’二字，系初开辟时一夷

人之名，附城一带，先年系渠领有，此土身殁后，人即以此二字名其领土，设县治时，亦即以此二

字命名”。(另说： “巧家”二字，系初开辟“巧家”的彝族头领“曲古都家”的简称，称“曲家”，

经衍变后译音定为“巧家”。)并志参考。

三、历史沿革

巧家地处边隅，历史久远。据《县志》记载：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堂狼县，属犍为

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三绛县，属越堂郡。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仍置堂狼

县，属犍为属国都尉。三国蜀汉分犍为立朱提郡，为堂狼县。南朝仍属朱提郡堂狼县地。唐武德元

年(公元618年)置唐兴县地。南诏蒙氏置东川郡，属爨部地。公元938年，宋大理段氏置东川大都

督，后为乌蒙阅畔部地。元初置阅畔万户府，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改阅畔军民总管府，隶乌撒乌蒙

宣尉司；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属东川路地。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属东川土府，隶云南布

政使司；十六年改隶四川，为东川军民府地。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改土归流，隶云南，设流官

知府，仍属东JII路地。时境属明末沿袭之马树、法戛、弩革、巧家四伙目地。清雍正五年(公元l了2T年)

置会泽县，治巧家汛，县城驻地“龙格”(即今巧家营)。翌年因征粮不便，移府经历，分防巧家

迁东川营右军守备分扎，均驻今之巧家营。分设鲁木得(今县城)，者那安机租、弩革、汤丹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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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据载：公元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8月2日，东川发生6．75级地震，巧家营城署房屋倾圯。
“

‘

196了——1981年十五年间，巧家及附近就发生4——4．6级地震十三次，其中有七次在巧家境内。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石膏地山崩，金沙江断流三日，逆溢百余里，河对岸小田坝平地成丘，’

村庄埋没。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泥石流摧毁米粮坝(今大沙坝)农田，埋没村庄。清光

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小寨河沟左岸山崩，截流成海，故称“海口”至今。解放近三十年来，

仅水碾河沟就发生灾害性泥石流四次。其它各公社的山崩、滑坡、泥石流，每年均不同程度地出现。

全县三十万方以上的山崩滑坡五十一处，泥石流七处。河流属金沙江和牛栏江水系。金沙江襟带子

前，从南部之蒙姑公社小河口入境，沿县之西部边缘向北流经新华、巧家营、大寨、东坪等公社至

牛栏大队进入昭通炎山境内，长约138公里。牛栏江萦绕于后，从包谷垴公社红石岩大队入境，沿

县之北部边缘向西流经铅厂、新店、小河、东坪等公社至牛栏大队注入金沙江，长约81公里。还有

小江和以礼河流经蒙姑、马树、崇溪、新华等公社，此外还有荞麦地河、马树河等积雨面积在20平

方公里以上的河流31条，大、小龙潭3020余个。年地表水约19亿立方，已控制利用4895万立方，占

2．6％。全县水源丰富，但因峰高谷深，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形成水多而缺。如蒙姑公社江河

环绕，却干旱严重，部分地区人畜饮水都很困难。

矿藏有金、银、铅、锌，铜、铁、煤、冰洲石、萤石、硫磺、石膏等。历史上曾断续开采过。据

载：巧家年产“糠秕：金”三百两；年产铜三、四百万斤，清乾隆初年(1736——1740年)曾高达六百

至七百五十万斤。现基本探清和开采的有亮风台煤矿、半箐煤矿和茂租铅锌矿。

境内分亚热、温、寒温三种地带。雨量、气温差异很大。以药山和大红L【J为分界，东北部阴雨

多、雾浓；西南部阳坡干燥、晴朗。河谷地带气候炎热，高山区气候寒冷，构成“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I山下收庄稼，山上才开花”的典型立体气候和立体农业。最高气温42．7℃(为我省极端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零下8℃，年均气温21．1℃。雨季集中在夏、秋，冬．春少雨或无雨。江

边河谷地区年均降雨量850毫米，亚热带作物品种繁多，农作物一年三熟，部份地区产少量双季稻，‘

为我县粮、糖和经济林主产区。但气温高，常受干旱。二半山区气候温和，年均降雨量儿85毫米；一

农作物一年两熟。高寒山区年均降雨量1500毫米，低温阴雨，常有洪涝灾害，为夏作一熟农林牧

区。在同一时期内，各种灾害叠错出现，形成农业生产丰歉互补的特点。主要林木有灌木、松树、，

木漆、核桃、板栗，桐、枧、柑、桔、竹类和杂木。并产红花、天麻等中、草药材数百种。此外，

野生动物有豺、狼、牛羚、豹、狗熊、熊霾、獐、麂等，特别是鹦哥、拖坑两地的猴群驰名全县。

马树公社境内沼泽地带有世界稀有珍禽黑颈鹤在此越冬。

五、经济状况

解放后全县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与其它地区相比仍处于贫穷落后状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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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县总面积4867500亩，有耕地522646亩，约占10．74％，人均1．29亩。其中：水田38352亩。

农作物产包谷、洋芋、水稻、小麦、红薯、燕麦、养子、高梁和豆类等。1980年农业总收入3“2万

元。其中：农业收入1874万元；林业收入27T万元；牧业收入755万元，付业收入226万元；其它收入
f

10万元。粮食总产13739万斤，平均亩产263斤，人均产粮340．4斤，社员人均口粮243斤。经济作物

产甘蔗、花生、油菜子、烤烟等，尤以甘蔗出名，《县志》记载：所产小碗红糖驰誉省内外，为出

口之大宗。现在年产甘蔗10713万斤，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以上，除榨少量红糖外，年产白糖4000余

吨。花生年产60余万斤。

为发展农业生产，普及科技知识，近年来，我县推广使用沼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2年开

始至1982年底止，已修建各型沼气池2350余个，95％以上使用正常，初步解决了农民照明、烧水、

煮饭、煮猪食缺乏燃料的困难，并扩大了肥源。

林业：全县有林地689570亩。其中：用材林329600亩；经济林240021亩；薪炭林(灌木)105549亩}

防护林3840亩}疏林10560亩。活立木总储量4586了9立方米。解放后新建之马树国营林场，管理林地

16．6万亩(多为幼树)；药山自然保护区(杂木林地)15万亩；此外还有旧营林场、油房林区等零星

森林4000余亩；合计国有林地32万亩，其余均为集体和社员所有。今仍有宜林荒山约600430亩待开发

利用。牛栏江沿岸是全县油桐生产的主要基地，全县年产桐子350余万斤；核桃120余万斤。

畜牧业：有草场约150万亩，草质4——6类。1980年底有大、小牲畜465400头(只)，比解放

初期增长1．74倍，其中：生猪存栏139287头；山、绵羊258195只，载畜量已近饱和。荞麦地公社有

绵羊39054只，是全省绵羊最多的公社之一。

水利：1980年止，建有孔家营、大海、冒沙井、扒嘎坪等四个水库，合计蓄水量467万立方米。

修通了东坪、拖姑、大寨、巧家营、蒙姑等五条大堰，全长106公里．灌溉农田23400余亩。

工业：解放初期的1952年，全县工业和手工业年总产值159．7万元。1956年开始组织了农具、

服装、五金、榨油、染织、建筑、印刷、竹器等17个集体厂社。之后，又相继建立了亮风台煤厂、

半箐煤厂，双河电站、巧家糖厂、农机厂、水泥厂、粮油加工厂、付食品加工厂，和复烤厂等9个

地方国营厂矿，全年工业总产值914万元。双河电站装机容量1850危，各公社先后建立了小水电站

225个，合计装机容量3228旺，重点配套了提灌和农付产品加工设备。

交通、邮电：1958年首次修通县城至大桥的公路152公里，接会泽至昭通干线。后又修通县城至

各公社的支线公路13条，全长605公里，勾通67个大队，768个生产队。建立了专业汽车队和省属客

运站。有汽车101辆。但除巧大公路主干线常年通车外，支线公路均系旱季通、雨季停的断头便道，

利用率低。此外在金沙江和牛栏江沿岸还建立了横渡站32个，有木船34只。邮电事业解放前夕只有两

个局、所，3部电话机，现在有局、所13个，代办所18个。架设城乡电话线路871杆公里，安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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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镇 概 况

新华镇位于金沙江东岸新华公社境内(东经102。55 7，北纬26。547)，距省会昆明470公里。面

积O．5平方公里，与西部之四JII省宁南县华弹公社隔江相望。镇设人民政府，辖两个居民委员会，分

12个大组，52个居民小组。有居民1901户，7919人(均系非农业人口)，其中：汉族T651人；彝族

110人；苗族52人；白族40人；仲族39人；回族13人i傣族T人；纳西族3人；壮族2人；矣族2

人：

据《巧家县志》记载，清朝初期称“鲁木得”村，旧址即今食品公司附近。鲁木得系彝语，意思

是“地势宽阔而较平坦，前有江河”，名实相符。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设鲁木得汛，辖5塘，

配战守兵190名。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建“巧家抚彝府”，同年建城署(即今县城大部)，

设五门。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建立“兴华镇”，取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之意。下辖5保，69甲。

1950年巧家解放后，改“兴”为“新”，设置第一区，分辖菜东、平正、川北3个乡。1954年5月

经昭通专署批准，撤区为镇，更名城关镇，直属县管辖。1981年地名普查中，经研究请示批准，更

为“新华镇”。

：’．‘新华镇地处金沙江河谷，海拔850米。地质结构属堆积层。气候炎热，终年无霜。1980年平均气温

21．2℃，盛夏气温高达42．7℃，创我省极端最高气温。冬季气温一般保持8。——10℃，最低气温0．4℃。

全年日照2t01．5小时，蒸发量2660．7毫米。年均降雨量8了I．3毫米，降雨量最多的1957年达1705．1毫

米，最少的1972年仅516毫米。主要街道有大东街、小东街、菜市街、横街、糖市街、平正街、平

正后街、北街、四川街、新华路、红卫山居民点。县级党、政机关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均驻于此，

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工业方面

解放前，城镇仅有一些织布、染布、竹器、铁器、挂面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工业有了较快的

发展，现有县办的农机、电力、水泥、制糖(白糖)、粮油加工、肉食加工、糖果糕点和酱园酿造

等地方国营工厂7个；县轻工系统办的农具、五金、印刷、弹花、榨油、染织、服装、鞋帽、油漆

化工、建筑安装等厂(社、司)企业10个；镇办工业从1958年开始创办，现已有砖瓦，石灰、铁器、

印染、服装加工、面条加工、机车电器修理、建筑等厂(组、队)企业8个'以及冷饮、商店、菜

店、医院等商业、事业单位6个。共有职工221人。镇办工业产值，从兴办初期的几千元上升到10

多万元。1979年工业产值达47．93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商业方面

解放前有私营个体工商业户532户(人)，私营合股商号(店)7家。解放后，在五十年代末期

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极左路线干扰，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发展。1964年个体工商户缩减到只有

245人，现在只有220户，238人。镇内县办商业有了较大发展，除设有百货、贸易、医药、五交化

工、石油煤建、饮食服务、日用土杂、生产资料等公司和货栈外，还组织发展了合作商业、饮食、

服务等店(组)19个，从业人员204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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