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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政府文件

洱源县人民政府文件

洱政发(1984)155号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及《洱源县地名图》的通知

各区公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个体地域和地理实体的共同称谓或

标志，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是为了适应当代

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而提出来的。过去，

我县的部份地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读音不准，书写不规范，含义模糊或不健康，

白语地名译音不准确等问题，经常出现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个别地名用

字生僻古怪，“文革"期间，少数地区大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村名，造成

了人为混乱，破坏了地名的历史延续性。

通过地名普查，基本上澄清了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初步进行了规范化，标

准化处理。为了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县对所有地名作了反复的调查核实，

在查考有关历史文献，广泛听取广大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编纂了《洱源县地

名志》，绘制了《洱源县地名图》，现颁布施行。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全县

所有区，乡、村，各部门，各条战线，使用的地名一律以“地名志’’中的标准名

称为准，不得各行其是。今后需要更改地名或更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名称，必须

逐级上报审批，正式批复才能使用。

洱源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



前 言

前 言

地名是对某一区域的称谓，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工具。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

于人民生产、生活中的地名混乱不清，有的含义不好，，有的有名无地，有的一地

数名，有的数地一名，有的来历不明，有的字别音讹，不能正常地发挥其交往工

具的作用。为了提高地名的管理水平，提高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一九八三年我

们在省、州地名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进行了地名普查，弄清了全县地名的基本

情况，并对全县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结束了我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

名混乱状况。

为了尽快地、更好地利用地名普查的成果，给政治、经济，军事、外事、政

法、交通、邮电、科研、新闻、测绘、旅游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

确的地名资料，根据省、州地名办公室的要求，我们编写了《洱源县地名志》。

《洱源县地名志》是一部概述洱源县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以及

现实状况的一部地名专志，是一部具有乡土知识性的资料书、工具书，是地名普

查成果的结晶。本志录地名1430条，按性质分为：行政区划125条，居民点974条，

企事业单位26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19条、人工建筑66条、名胜古迹12条、

自然地理实体178条、地片名30条。按语别分：白语地名37条、汉语地名833条，

汉白语地名557条。

本志编排采用词条式。词条内容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释文。

词条顺序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由北向南，自西到东排列。词目中未标明语别的皆

属汉语地名，民族名称的排列以人数多的置前。全书以文为主，同时为增强直观

感，插入重新标核的1：100000地名图一幅，彩色照片二十三幅。附录中有《首字

笔画索引》和《音序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

本志所用各种数据除户数、人口采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外，

均为1985年底的统计数字。条目使用经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字形和汉语拼音字母

均以《现代汉语词典》所载为准。书中所用计量单位除山林面积、耕地面积按习

惯用亩外，’一律采用公制计量单位。 ‘

本志在收录地名时对有些重名的乡、村和用字生僻的地名作了两化处理，有

极个别的地名因已约定俗成，改动了反而带来不便，故在个别重名的地名前冠以

上中下、大小等字样以示区别。文革中以“一片红”出现的地名一般都恢复原名，

有7条按群众意见不再恢复。地图是根据1：50000航测图缩制的，不能作为划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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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本志编纂领导组由李万宣同志任组长，苏四代同志任副组长，，杨挺全，赵儒

鑫、段锦、杨位儒、王克明、赵治清等同志为领导组成员。编辑施汝琪、赵治清、

李源、李淮、赵龙、刘树昌等同志，由施汝琪、刘树昌二同志任主编。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州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县农办、科委，计

委、统计、交通、水利，民政，县志办、档案馆等部门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

帮助，各区有关领导及民政助理员为本志收集资料，做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

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洱源县地名志》承云南省地矿局测绘队帮助印刷。《洱源县地名图》承昆

明七二一七工厂帮助印刷。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有关的专业知识，加之经验不足，错误和缺点很难避

免，敬请各方面的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洱源县地名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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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概况

洱源县在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东邻鹤庆，宾川，南毗漾濞，大理，西

接云龙，北抵剑川，东西最大横距82公里，南北最大纵距96公里。县人民政府驻玉湖

镇，距自治州首府大理市73公里，城区人口7240人，驻地海拔2060米。

洱源县古属梁州域，西汉起为叶榆县地，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蜀汉，西晋属云南

郡，东晋属宁州，南北朝属西河阳郡，隋属南宁州总管府，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始设

治，置浪穹州、邓备州、舍利州。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称浪穹诏，施浪诏、邓赕诏，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罗阁统一六诏，成立南诏国后，在境内置宁北城，邓川赕、

凤羽县。大理国时期设宁北赕、邓赕、凤羽郡。元初置浪穹千户和德源千户，隶大理上万户

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改设邓川州及浪穹，凤羽二县，归云南行省大理路管辖。明

设邓川州，领浪穹县，裁凤羽县，隶大理府，清代沿用明的建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

改邓川州为邓川县，浪穹县更名为洱源县，即洱海的发源地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洱源县，邓川县同属大理专区，一九五六年起属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九五八年初，鹤庆县的

牛街区划归洱源县，年底洱源、邓川，剑川三县合并，称剑川县，县城驻洱源，同时将原邓

川县的黄坪区划归鹤庆县。一九六一年十月撤销剑川大县，恢复洱源、剑川两县7，洱源县的

蓿区包括原洱源、邓川二县地及剑川县的乔后区。现下辖12个乡镇，8Z个村公所，22个办事

处，954个自然村，3个居民委员会。 ：

一九A-"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县总户数47123户，人口262883人，其中男性130354

人，女性132529人。农村人口占95％，每平方公里有91．3人，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58．5％。

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12．8‰。世居民族有白、汉、彝、回、傈僳，纳西，土族、藏

族等，白族占64％，汉族占30％，其他少数民族占6％。

洱源县现有总面积2961平方公里，‘按地势划分，山地2543．65平方公里，占88．3％，坝子

有336．5平方公里，占11．7％。按行政区域划分，山区面积1686平方公里，占58．5％，坝区面

积1194平方公里，占41．5％，地形西北高，东南低，东半部多为中低山山地、断陷湖滨盆地

和洪积扇，西半部是高山峡谷区域。东北部的南无山是全县的最高点，海拔3958米，东南部

金玉河下游为县内的最低点，海拔1550米。本县由于处在中甸一大理强震发生带中部，因而

地震比较频繁，按云南地震烈度的划分，为十度地震区。历史上曾发生三次六级以上地震，

小震则时有发生。
’

本县地处云岭南部，主山脉均由玉龙雪山和老君山延伸而来，呈南北走向。东部是马鞍

山脉和鸡足山，多属古生界泥盆系、二叠系和中生界三叠系，新生界上第三系地层；中部是

罗坪山脉和点苍山北段；主要分布有古生界前寒武、泥盆、石炭系地层；西部是西罗坪山脉，

主要分布有中生界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及新生界下第三系地层。此外还有很多主山脉派

生的东西向山岭。

洱源县河流湖泊交错，水利资源丰富。河流分黑漶江，游苴河、落漏河三个水系，黑漶

江发源于丽江县罗凤山及剑川县老君山，在米子坪和西桃坪村北进入我县，境内长约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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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89条山溪，241条支流，径流面积1282．69平方公里，占44．5％，出县境后称漾濞江。ij6：

苴河水系有两条河源：北源ij6；茨河，发源于我县牛街乡福和村公所瓜拉坡，南源凤羽河，

发源于风羽乡东南部光南坝西侧，两河汇集茈碧湖后，经海尾河至下山口，通过邓川坝子，

称j9j；苴河，在河尾村公所入洱海。河长68．5公里，沿途汇集123条山溪，644条支流，径流面积

1338．68平方公里，占46．5％，水量占洱海补给水源的50％以上。以上两大水系属澜沧江流

域。东南部少数山区的11条山溪，26条支流汇入落漏河，属金沙江流域，径流面积258．78平

方公里，占9％i主要湖泊有茈碧湖、海西海、西湖及洱海东北部水域，湖泊库塘总水面达

60．6平方公里，其中洱海水面40．7平方公里；茈碧湖8平方公里，库容近1亿立方米，平均

水深11米，最大水深32米；海西海2．6平方公里，库容2227立方米，平均水深lO米，最大水深

16米；西湖3．3平方公里，库容593万立方米，平均水深1．8米，最大水深8．3米。根据水资源

普查计算，全县年产水15．3亿立方米，加入县水量9．1亿立方米，合计24．4亿立方米，扣除县

内耗水后，实际出县水量23．6亿立方米。地下水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24．7毫米，年地下径流量

3．56亿立方米。水力资源蕴藏量20万千瓦。境内温泉分布较广，出露点13处，总出流量0．098

立方米／秒，年产温水309万立方米，平均水温65。C，最高80。C。较著名的有九气台、江干，

宁湖、炼渡、火焰山、下山口、温水等处。
。

本县气候属北亚热带暖温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C，最冷月平均6．70C，最热月

20℃，极端最高气温32。C，极端最低气温一8。C，区域性气候差异很大，随着海拔的不同形

成冷，凉、暖几种立体气候。多年平均降雨70卜800毫米之间，夏秋季占90％以上，海拔每
上升100米，降水量就增加62毫米左右，中部罗坪山至点苍山云弄峰一线的迎风坡为多雨区。

蒸发量平均1500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占69％，13照2439dx时，活动积温4104。C，年平均降

雪3—5 13，无霜期平均204天，风向多偏南，最大风力为7级，春旱、低温和霜冻是主要

的灾害性气候。 ．

主要植被有云南松，华山松、云杉、冷杉，栎类、山白杨、杜鹃，马缨花、水冬瓜，山

楸、山茶科植物，香樟、柏、楸木，木莲花、毛竹等30余种。土壤有亚高山草甸土，暗棕壤，

棕壤、红棕壤，紫色土、红壤，冲积土，沼泽土，水稻土等9大类，16个亚类，31个土属，

51个土种。全县森林覆盖率为29．7％，木材总蓄积量约500万立方米，其中云南松385万立方

米，华山松10万立方米，冷杉15万立方米，阔叶林90万立方米。

现有各种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分布状况是：总面积444．1 5万亩，耕地32．16万亩，果园

1．∞万亩，有林地124．65万亩，灌木54．1l万亩，疏林47．34万亩，牧场70万亩，水域11．54万

亩，宜林荒山61．12万亩，其它42．15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2．18万亩，占耕地的69％，大小

春播种面积49．9万亩，复种指数为155％。

本县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1512万元，其中工业占27．6％，

农业占72．4％，比一九五二年增四倍多，比一九八。年增66％。粮油蔬菜种植，以乳牛生猪

为中心的饲养业、水果生产、水产养殖是农村的四大经济支柱。一九八五年粮食总产量达

9914万公斤，总产中水稻占56．6％，包谷占9．8％，蚕豆占18．7％，小麦占9．6％。经济作物

以油菜种植为主，年产150万公斤。大牲畜年末存栏8．5万头，其中乳牛2．46万头，为一九

五二年的702％，比一九八。年增127．8％。生猪存栏13．7万头，肥猪出栏5．．16万头，山绵羊

年末存栏9．∞万只。畜牧业产值占整个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4．4％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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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的27．4％。水产养殖逐步走向养捕结合，现有养殖面积2．09万亩，占应养面积的

70％，专业人员1500多人，船1220只，水产品年产量72力．公斤(其中养殖产量9．3万公斤)，年

生产鱼苗2500万尾。茶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已有果园11000亩，核桃板栗3万亩，年产水果

485万公斤，核桃等林副产品70万公斤，年采伐木材2万多立方米。

主要工业有乳制品，制盐，水泥，小水电，农机具修造，服装、粮油、果品、粉丝加工，

印刷，小煤窑，木材采伐加工等部门。全县现有工业企业96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2个，

集体和联营84个，工人285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1643人，村办工业117个，从业人员393人。

工业总产值达3181万元，主要产品产量：乳品1513吨，原盐40310吨，木材2．03万立方米，发

电3414万度，粮油2．42吨，饲料2515吨，陶瓷109万件，饮料448吨，中小农具4万件。至目

前为止，境内已建起小水电9处，16个机组，总装机8329千瓦。

县内较著名的土特产有乳扇，奶粉、麦乳精，天生磺，雕梅，炖梅、粉丝，荷包豆，白

芸豆，核桃等品种。

本县交通方便，滇藏，甸(南)(漾)濞、邓(川)丽(江)等干线公路分东西横贯全

境，乡与乡之间有13条支线联结，87个村公所、办事处都有简易公路相通，通车里程337公

里，拥有汽车110多辆，拖拉机464台，货运量达19．3万吨，客运45万人次。此外尚有乡村驿

道23条，总长759公里，现有驮骡马1．1万匹，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文教卫生事业基础设施较好。现有完全中学3所，农技中学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

乡、镇办初中8所，在校高，初中学生10900人，小学有370所，1269班，在校学生4．52万人，

儿童入学率达98％，全县有教职工1693人。县设有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电视站，电视差转

台、新华书店、电影公司，文艺工作队等；乡、镇还有电影队32个，业余创作会演组织46个，．

广播站81个，电视差转台2处。医疗卫生除县办的县医院、中医院、血防医院、邓川地区医

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血防站，药检所等单位外，农村还有卫生院10所，工矿医院1所，

村公所卫生所94个，私人开业诊所54处。全县有病床505张，医护人员797人(其中农村医生

203人，卫生员49人)，农村接生员355人，基本上形成医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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