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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宜良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公所、匡远镇、各乡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对地域或地物所赋予的一种语言代号，是历史形成的社会上交流情况的工具

之一．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国家领土主权、民族

团结、国际交往和国内交通、邮电通讯的大事。过去，由于多方面原因，许多地名在历史进程中

变化很大，出现了许多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一名多译，音译不

准，含义不好等情况，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大搞“一片红”时，我县的街道、区、乡、镇和自然村

的一部分名称被任意更改，造成了地名的极大混乱。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及省、市人民政府有关地

名普查和编纂县、市《地名志》的指示精神，在我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依据地名普查的四项成

果资料，编纂了《宜良县地名志》一书，经省、市审核认可，现予颁发施行。自一九八六年八月一

日起，各地公私邮件、单位印鉴、路标门牌等使用地名时，一律以志中所载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

为准，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需命名、更名的地名，须报县地名委员会审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后，方可启用新名．

宜良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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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考证核实，多方征求意见，按照《云南省

市、县<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从宜良的实际出发编纂而成的一本地名专著j全书收录了

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各类地名1914条，共约

30万字。它系统地介绍了宜良县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汉语拼音、方位、名称来历、历史沿革、

海拔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并附有《宜良县地图》和多幅照片。全书以文为主，图文并茂，资

料丰富，成文有据，是一本具有一定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的地名书。；它将为各级党、政、军领

导机关、经济建设，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等部门和人民日常生活交往使用标准地名提供依据。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变易的。每一条地名都是

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和保证人们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科研活动的重要工

具．多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县部份地名的称谓、书写极不统一，这给各方面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了不便。经过1981年到1982年底的地名普查工作，结束了这种混乱现象。

《地名志》是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之一。编纂表列式《宜良县地名志》工作，完成于1983年

6月。宜良县划属昆明市后，又于1985年5月至1986年8月将表列式《地名志》修改整理为

词条式《地名志》。 ．

《宜良县地名志》共辑录各类地名1914条，按性质划分为五类：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1222条；二、企事业单位名称63条；三，人工建筑物名称152条；四，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6'7

条；五、名胜古迹名称10条。除行政区划驻地名称连排在行政区划之后外，其余地名一律按所

处地理坐标纬差一分自北向南，从西向东顺序排列。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按区、乡、村辖属

关系以区集中排列。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则以县集中排列。

志录彝语地名164条，在释文中均标注为彝语地名，其译写汉字规范化的原则，则依据当

地多年来群众的习惯读音和已通用的书写形式为准．其意译含义，经翻译整理后，列入正文。

志中所用各项数据，除人口采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外，其余全部采用县统计局

1984年统计资料。县城至各地里程除区、乡驻地及部份企事业、名胜古迹采用公路里程外，其

它均为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为了方便查阅，在附录中编有《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地名首字音

序索引》、蜥命名、更名地名表》、撕旧地名对照表》。 ．

本志由宜良县人民政府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辑。副县长官兴顺任主任委员，民政局

长杨浩任副主任委员，民政局调研员徐绍忠任办公室主任。具体分工：编辑许禹岷，资料整理

杨荟、杨性聪、王先德、王云昌、潘汝明、杨海轩，地图编绘杨飞鹤，汉语拼音罗绮勋，摄影马家

驹、洪顺泉。在编写过程中，省、市地名委员会曾给予热情帮助指导；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少

数民族语地名含义的翻译，承县统计局、县志办．档案馆、图书馆及县人大办罗学洲、寻甸县地

名办马存福等单位和同志的鼎力协助；云南新华印刷厂、云南省测绘局分别承担文字、照片和



地图的制版印刷任务，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编纂《地名志》工作，是初次尝试，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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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概况

宜良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昆明市东南。东临陆良、路南县，南接弥勒、华宁县，西与澄

江、呈贡县和官渡区毗邻，北同嵩明、马龙县相连。面积1820．2平方公里。县城匡远镇在县境

中部，距昆明78公里。全县划分为马街、北羊街、耿家营、九乡、汤池、蓬莱、古城、草甸、南羊、

狗街、竹山等11个区及匡远镇1个镇，133个乡(其中民族乡12个)，4个居民委员会，946个

自然村(不包括农点、牧点)．人口342351人，其中彝、回、苗等少数民族20276人，占人口总数

的5．9％。非农业人口27750人。 ．

据史料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置益州郡，宜良为滇池县地。蜀建兴二

年(224年)，益州郡改名建宁郡，滇池县属建宁郡辖。晋永嘉二年(308年)，为晋宁郡地。梁陈

时为西爨白蛮地域。隋开皇十七年(597年)，隶属昆州。唐初仍为昆州地，天宝七年(748年)

，西爨西徙，后有乌蛮首领罗氏在此筑城居住，称罗裒笼。宋大理前期属善阐节度管辖，后期为

三十七部中落蒙、强宗、嵩盟诸部分治之地。元宪宗六年(1257年)，设大池千户，隶嵩明万户；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宜良卅，二十一年(1284年)改州为县，属云南府。民国二年(1913年)

隶滇中道，六年(1917年)，裁滇中道直隶省署管辖。1950年设宜良专区，县为专署驻地。1954

年撤销宜良专区，并属曲靖专署。1983年底县划属昆明市。

县名。宜良”，来由有三：(一)据撕修宜良县志》康熙五十五年版第一册第九页称：。宜之为
言，善也。良，易直也。顾名思义，则邑人朴茂习俗之简易可知。”用。邑人朴茂，习俗简易”作

。宜良”释名，似有望文生义之嫌。(二)“宜良”系。纪良”谐音。撕修宜良县志》乾隆三十二年版
第九页：。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宜良州。‘纪良’，山名，在城西北十里，州以山名也。”不难

看出，。宜良”县名实来源于纪良山。此说较为可信。(三)宜良县志办公室吕荣逵，郑祖荣两同

志新近在1986年《，渲良史志涕二期《“宜良”县名新释沪文中提出“宜良”是彝语地名，其含义
为山谷间的开阔地。文中曾作了多种考证，得出了彝语地名的结论．但此说尚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宜良政区有如下变化：1950年，原属路南、陆良两县的北狗街、安

家桥，河头营、小张营、张家村、陆良营、万户庄、1日县，乐善村、韩文秀、茴香村等插花村寨划属

宜良。1954年现草甸区由澄江县划入．1954年现狗街区新江、双龙、小哨等三个乡由路南县

划入。1956年现耿家营、九乡两个区由路南县划入。1958年现汤池区阿乃乡由嵩明县划入，

现九乡区拢城、月照两乡由马龙县划入。1959年路南彝族自治县并人宜良．1963年又由宜

良析置路南彝族自治县，现竹山区由路南县划属宜良。

宜良属山岳地貌，境内山脉多为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部磨盘山属马龙台地和牛头山西

坡的南延。西北部是老爷山(乌纳山)为梁王山系．县南的竹山系由断块抬升隆起形成，呈南

北走向。主要山峰有老爷山、紧风口、万寿山、竹山等。老爷山主峰亦称老爷山，海拔2730米，

为全县最高点。最低点为南部竹山区老熊箐尾巴，海拔1270米．全县平均海拔在1500-----

1800米左右。盆地错落于群山之间，山间盆地较大的有宜良、马街、汤池，草甸四个坝子，宜良



坝子较大，东西宽3-----5公里，南北长约30公里，面积1 10平方公里。草甸坝子较小，面积仅

12平方公里。山峰与平坝相对高差一般300——书00米，最多1280米。全县土壤以红壤为主，

占土壤总面积的85．1％。其次是水稻土和黄棕壤，紫色土、冲击土等，水稻土为县内粮食生产

的主要土类，占土壤总面积的8．66％。
’

境内河流属珠江水系，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有南盘江(流经县境1lO公里)、贾龙

河(全长43公里)、麦田河(全长69公里)、獐子坝河(全长85公里)、摆衣河(全长38．4公里)、

巴江(流经县境16公里)等6条河流。天然湖泊阳宗海，当湖面海拔达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同意的1770．756米高程时，其面积则为31．9平方公里，总蓄水量为6．04亿立方米。南盘江、

贾龙河、阳宗海同为宜良坝区主要灌溉水源。另有汤池街、温泉村、湾子、贾家村、西边村、里

营、安家田等7个温泉(井)，出水量每秒704升，全年产热水2220万立方米-已用于沐浴、农由

灌溉。 ：．

宜良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冬春干旱少雨，夏秋多雨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

温和。7月平均气温21．7℃，1月平均气温8．1℃，年平均气温16．3℃。年日照时数2228小

时，日照率。51％。无霜期255天。年平均降雨量1026毫米，最多1350毫米，最少684．4毫

米。雨量多分布在六、七，八、九四个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75．4％．灾害性天气主要是春季

常有干旱，秋季偶有低温，冬季时有霜冻。

矿产资源有煤、铁、石膏、重晶石、铅锌、河沙等。煤种有原煤、褐煤，储量约4．55亿吨，现

有省营明良、可保、凤鸣等煤矿及地方小煤窑开采，年产原煤6．83万吨，褐煤206万吨，铁矿石

储量约400万吨，集中在九乡区兑冲乡，平均品位51％，大部份可以露天开采．利用重晶石为

原料的无机盐化工厂，现正在建设中。河沙产于南盘江中，为优质建材，年产近50万吨，畅销

昆明及省外。此外，铅锌、石膏、磷矿石等亦小有储量。

工业生产：1949年前仅有少数几家手工业作坊。1950年至今，采煤、化肥、水泥、建材、织

染、服装、食品、农机修造等工厂相继建立起来。一截至1984年底已有工业企业73个(不含乡办

企业工业)．：其中国营17个，集体56个。职工人数4352人，其中国营1858人，集体2494人．

1984年工业总产值4696万元，比1983年的3456万元增35．9％。

农业生产：宜良素有“滇中粮仓”之称，是云南省粮食高产县之一，多数植物均能在境内种

植。主要作物有水稻、玉米、蚕豆、小麦、烤烟、油菜、茶叶等。1984年总耕地面积302019亩

·(田181 156亩、地120863亩)，其中水稻170240亩，单产1060市斤，总产18045万斤。玉米

61022亩，单产646市斤，总产3913万斤。蚕豆92577亩，单产294市斤，总产2722万斤．此

外，加上小麦、大豆、薯类等杂粮，全县粮食总产量合计2871 l万斤，比上年增加l 1．3％。按农

业人口人均产粮898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2729万斤，人均398斤(此系非正常年景，是价

格政策的特殊反映)。宜良是云南省烤烟，油料的重要基地之一．1984年栽种烤烟46677亩，

单产276斤，总产128730市担，比上年增97．1％i油料作物28153亩，单产214斤，总产

60303市担，比1980年增长2．6倍。

林业：全县宜林面积140651亩，有林面积730732亩，其中经济林28269亩，森林覆盖率

27．8％．t用材林以云南松为主，次为华山松、旱冬瓜、云南油杉、滇楸、栎类等．有国营禄丰村、

花园、阳宗海三个林场，经营面积339755亩，活立木蓄积量769012立方米．

副业：主要有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种植业以蔬菜发展潜力较大．宜良蔬菜品种

多，产量高，成熟早，19,84年商品菜产量达1329万斤，销往昆明、滇东北及黔西等地。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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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猪养鸭为主．1984年养鸭33万只，比历史最高的1965年的24万只，增长37．50，大量

加工为烤鸭、板鸭。近年试养奶牛三百多头，解决了城区的吃奶问题。农副业产品加工有碾

米、糕点、粉丝、米干片、竹编、草编等。

土特产品：宝洪茶，色、香、味俱佳，1980年全省茶叶鉴评会上获绿茶品质第一名。板栗，

板鸭，质量优良，远销国内外。岩泉牌卷筒蛋糕，1983年评为云南省优质产品，1984年获全国

商业部优质产品。宜良烤鸭，香嫩肥壮，驰名滇中．

商业：宜良扼控滇南交通，自清代以来，商业即称发达。1984年全县有商业网点1925个，

职工4059人，其中国营网点100个，供销社网点202个，集体商业网点68个，个体商业(有证)

1555个．商品零售额9163万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2152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值5275万

元，外贸总额52．9万元．新近落成的宜良综合集贸市场，在县城环城北路，占地17635平方

米，总造价146万元，建有永久性半永久性商店门市及货棚368间，每天客流量1500二—20000

人，是当前县内较为大型的综合集贸市场。

水利：1950年至今，坚持中央以蓄水为主的治水方针，从宜良的实际出发，采取蓄、提、引

并举，工程生物治理并重的原则，开发了阳宗海、草甸海的水利资源，修建了一件中型工程，2

件小(一)型水库，78件小(二)型水库，365件小塘库，共蓄水8117万立方米。修建了拦河蓄水

闸3座，各种动力抽水站350站446台抽水机，年提水2087万立方米。修建了每秒流量l一
0．3立方米以上的引水渠26条，年引水4040万立方米。上述各种水利设施，在正常年景，其灌

溉面积可达157437亩，占总耕地面积302019亩的51．7％，占水田面积191626亩(包括水浇地

10570亩)的82．1％．

交通运输：穿过县境的昆明——河口铁路和昆明—琊发公路成了本县的交通干线。昆河
铁路经过本县5个区1个镇10个乡，设站11个，里程共83公里。昆那公路干线，境内长51

公里，在县城设有昆明运输总站宜良客运站。区乡厂矿公路38条，总长487公里。l 1个区有

10个区通班车．1984、年全县有卡车327辆，大小客车37辆，大中型拖拉机210辆，手扶拖拉

机856辆。
’

文化教育：有完全中学2所，初中13所，农中1所，小学附设初中班100班，在校中学生

941 1人。小学550所，在校学生58838人，小学普及率95．3％。幼儿班159班，在班幼儿5112

人。中小学教师3409人，其中民办教师1782人。有文化馆1个，文化站、室228个，县图书馆

1个，电影放映单位117个，滇剧团1个，农村业余演出队125个，县新华书店门市3个，发行

网点39个。

医药卫生：有县医院1个，区、镇卫生院、所17个，医务人员614人，病床577张。另有乡

级医务室、点119个．此外，还建有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皮肤病防治研究所、药检所各

1个，使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大幅度地下降，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

名胜古迹：位于县城的法明寺古塔及尊经阁，是县内仅存的两项较完好的古迹。1984年

在汤池区汤池街涌金山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螺壳、兽骨及红陶残片，确认为新石器时代

晚期遗物．另外在上述地区纱帽山发现竖穴土坑墓，出土文物有铜斧、铜削、铜手饰、陶钵等，

经鉴定属“滇人文化遗存”，墓葬年代为战国时期。 ．

科技：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引下，几年

来根据宜良的优势和自然条件及其设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以发展生产，如良种鸡，

柑桔种，优质米、杂交包谷等。由于大力推广普及新技术，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使粮食生产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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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1981年粮食生产超过历史最高年1975年，总产2．77亿斤，比1975年的2．66亿斤，

增0．11亿斤。1984年粮食总产2．87亿斤，再创历史最高水平．现有区、乡农科员185人，农

民技术员14人，农民畜牧兽医员187人．全县科技干部257人(包括高、中，初级科技干

部)。几年来，创造了两项部优产品，有24项科研成果获地(市)人民政府的奖励。1984年在

县的科技表彰会上，奖励了9项科技成果，13个先进集体，54个先进科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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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池占驿镇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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