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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八月



龙陵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龙陵县《地名志》的决议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通过)
“

●

龙陵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
，

议了龙陟县人民政府地名普查办公室主任赵松茂《关于编纂龙陵县 。?

<地名志>的情况》汇报。
‘

会议认为，我县编纂的龙陵县《地名志》，是符合上级指示精神

和我县实际情况的，由于工作认真细致，《地名志》的文、图、表

和照片都很清楚、明确。会议一致通过龙陵县人民政府编纂的龙陵县

《地名志》。

龙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一九A-年七月三十日印



≮J★轧‰，

龙陵县人民政府文件
龙政发(1 9 8 1)7 1号

●， _，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公社、大队、各厂(场)矿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

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

大事。由于我县历代多民族杂居，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许多地名在

历史的进程中演变很大，出现了不少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

写，一名多译，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使地名造成了混乱。

根据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文件，云南省政发(1 981)35号等

文件精神，我县在一九AO年地名普查中，对全县2604条地名进行了

认真的调查，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反复核实，考证有关资料，对照

地理特征和群众的习惯称谓，提出了我县标准地名，经县人民政府研

究决定，现予颁发施行。今后在书写使用中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改

者，须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

I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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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龙陵县开发历史久远，前人为我们创建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及财富。为承先启后，编

纂县《地名志》就是继承和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与地名遗产的一项重要工

作．同时，地名工作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是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 ．

部份，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结束地名混乱现象是维护国家尊严，

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地名要标

准化，规范化。

我县地名普查自一九八O年八月至一九)k-年八月历时两年，共经历六个阶段(六个步

骤)，即准备阶段(组织机构落实)，掌握家底，明确任务，制定计划；第二阶段，培训骨

干，试点普查；第三阶段，全县铺开；第四阶段，检查验收；第五阶段，进行标准化、规范

化处理；第六阶段，整理。四项成果。，编纂县《地名志》。

龙陵县《地名志》是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在上级的具体指导和县人

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组织编纂的．据国发(1979)305号文件．中国地名委员会《若干规定》及云

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的规定，对我县2604条地名的历史沿革．名称来历及演变。含

义，地理概貌等进行调查、考证．对少部份地名进行命名更名，订正，调整。蓝在地名普查。四 ．

项成果”基础上，编纂县《地名志》，这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

《地名志》的范围包括九方面：《县地图》(1：10万)，《龙山镇示意图》(1，l万)；

县、社(镇)概况；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及简注；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占迹及纪

念地；自然地理实体；附录(一．二，三，四)．本《志》所录2495条地名的来历．含义．演

变准确可靠。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字形，使用国家规定的规范字，不用自造字，错别字．旧体、

字．’简化字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一九五五年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

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九六四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具体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

语词典》为准。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方法，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的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如龙陵县拼写为L6nglljng xian，城东路ch§ngdSng IO。

民族语地名125条，占总地名4．72％。其中：傣语地名121条，占少数民族语地名96．8％；彝

族语地名l条，占0．8％；傈僳族语地名l条，占0．8％；无考2条，占1．6％．我县的少数

民族语地名没有用民族文字，按汉语普通话注音；对语种不明的，如温占．孔畔和混合语地

名(汉弄)，按当地通行语言文字处理。

本志下限时间一九八三年底，所用各种数字均系一九八O年底统计数。

本志查阅方法：看汉字地名的首字笔划索引或汉语拼音首字音序索引均可．·

全县地名普查、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基本处理，龙陵县《地名志》的编纂在我县是有

史以来第一次，韭能按上级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在省，地．县委．人大，政府十分重

视和直接领导下，同时得到各公社党委、宣传部．党校、农村工作部、组织部．县人大办、

群众来信来访，人武部．民政局．地震办公室．水电局，林业局，文化科(文化馆、文工队)，

农业局．邮电局、龙陵公路管理段、教育局，气象站，科委十九个单位的支援，帮助，有关

1



民族语地名还得到德宏州地名普查办公室王焕道(傣族)．

导，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

套jj·：“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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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报》许保生二位老师的指

L ‘‘

地名普查．整理资料，编纂县《地名志》的主要工作人员：廖早昌、赵松茂，陈济泽．

王启鹏、杨云龙、冯吟兰．刘锦华，陈兆炎。我县历史上是个边陲多战患的地方，经济文化

落后，地方文化遗产百查无一，我们的工作存在不少困难，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

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i

龙陵县人民政府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多一
2



龙陵县概况

龙陵县位于云南省西部。东隔怒江与施甸，永德．镇康相邻，南与怒江为界．与缅甸联

邦一水相依，西南，西与德宏州潞西县．梁河县相连，西北．北与腾冲县毗连，北与保山县

相接，全县总面积2802平方公里(420．3万亩)。辖一镇十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个大队，1550个

自然村(街巷)，36842户，214602人．全县除汉族外，有傈僳族764户．4744人，香堂族(彝)

593户、321 2人，傣族147户．1107人，阿昌族98户、664人，还有蒙．回．土，苗．景颇，

白族．农业人口204708人，非农业人口9894人．

原名勐龙。西汉属益州郡，迄东汉析置永昌郡，龙陵属之．为哀牢县．唐武则天三年(公元

687年)设协镇，继为永昌府(州)地。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后，为永昌金齿二千户所地．

嘉靖九年(公元1 522年)属保山县辖，称勐龙(勐龙系傣语，意为陵墓区)。清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1 687年)改称龙陵，为傣语意译引伸为皇帝墓或龙脉大地．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 770年)

始置龙陵厅，下辖潞江．芒市．遮放三土司．光绪二斗五年(公元1899年)增设勐板土千总

(土司)。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厅为县，辖四乡约(云从．龙江，镇安．归顺)，十一伙头

地(象达．平戛．平安山、平安坝、勐糯．蚌渺，邦别．邦迈，线多，席普．思喇)，民国十

，‘．九年(1930年)划为八区(龙山．象达。平戛、思喇，镇安、龙江、凤岭．潞江)，民国二十五

、年(公元1936年)改区为三镇(龙山镇．镇安镇．象达镇)，五乡(龙江乡．平戛乡、凤岭乡，

自强乡、潞江乡)。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龙陵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一九四五年日

本投降，仍恢复战前设置．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月龙陵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置四区(一

区镇安、二区龙山，三区象达，四区潞江)，辖二十七个乡，土改时(公元一九五二年)又划为六十

七个乡．一九五八年第四区潞江划属保山县辖，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建置十二个人民公社
‘。

(龙山，镇安。腊勐，回欢．碧寨．‘龙江，勐冒、先锋，天宁，象达，平达，安定)．一九六

二年体制调整，划为八个区(龙山．镇安，龙江，腊勐，勐冒、象达，平达、安定)，辖六十

个小公社．一九六九年又改区为社，相继至一九七二年又划为一镇、十四社(公社)，辖一百

二十个大队．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旬机构改革，设置十一个区(镇)，辖一百零一个普通乡，七

个民族乡，十二个村民办事处(乡级)，一个居民办事处(乡级)。

龙陵系山区县，地处怒江、龙川江之间，高黎贡山山脉南段诸山系纵横全境，群山连绵，诸

峰叠嶂，构成北部古城寺山系，东北部大雪山山系，东部雪山山系，中部老将卡山系，西部花篱

笆大坡山系．南部光坡、亮山山系，东南部大尖山山系，形成至北部达摩山收敛，东，南，

西撒开的帚状山脉．全县最低海拔535米，最高3001．6米，平均海拔1768．3米．水稻产区

集中于坝子及河谷间。全县十九个坝子如块块碧玉镶嵌于诸山之间，耕地万亩以上的有平达

坝，勐糯坝，七千亩以上的有镇安坝．龙陵坝，象达坝，五千亩以上的有四个，三千亩以上的

六个，一千亩以上的四个．由于地形复杂，三里不同天，呈立体气候，宜发展林．农，牧业。

水利资源丰富，东，南．北部为怒江水系，北，西，西南为龙川江水系纵横全境。境内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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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河流苏帕河全长七十一公里，自北向南转东注入怒江，最大流量134．6米3／秒，枯流量

3．76米3／秒，蕴藏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其他尚有勐梅河(镇安河)，香柏河，得寨河、勐淋

河(东河．河冲河)、帕堂河。碘养河，平达河等．是农田灌溉，水力发电、发展渔业的丰富

资源．解放后，兴修了(小．二型以上)水库29座，总蓄水量308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万余

亩。修建水沟(渠)440条，全长706公里，水电站67座，装机容量7713．2旺．

龙陵处于瑞丽一龙陵大断裂，东侧的怒江断裂．南部畹町一落虎山断裂带上，发育着互

相交切的网格状形式。既有压扭性亦有张扭性，扭动既有反时针扭动，亦有顺时针扭动，这

正好是个多震区，仅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20点23分15秒发生5．o级及5．5级地震，20点

23分18秒一22点oo分22．5秒发生7．3级和7．4级地震，22点00分19秒发生6．0级及6．5级地震，

至7月共发生6—6．9级5次，5—5．9级16次。多震多地热，在深大断裂带上温泉频布，经一

九八O年底初步调查t高．中温泉四十二处，较大的热田有邦纳掌上，中，下硝．苏帕河茅草

寨澡塘．黄草坝，小黑山大硝．碧寨沙拉门沿怒江西岸至老缅城以t1：：300米处，总长约三公里，

呈北，北西向条带出露，邦迈热水塘、龙江蚌别．象达、蚌渺等，丰富的地热，目前仅只沐

浴，医治风湿．皮肤病等，将来可更广泛地开发作为四化建设的资源．

龙陵有。滇西雨屏’之称。处于高黎贡山山脉南段迎风面，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影响，雨

量充沛，旱．雨季分明．地形复杂。高低海拔悬差大，小气候明显，全县可概括为六种气候

类型。

北热带：海拔800米以下的碧寨，勐糯．天宁。平达，木城．腊勐等怒江西岸一带，面

积约308平方公里。年均温20．6—22’C，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为7500--8000。C，无霜期

320一365天，年降雨量700—1200毫米，最低气NO．4—2’C．

南亚热带。海拔800—1300米，沿怒江．龙川江水系中，下游河谷一带，面积约400平方公

里．年均温16．8—20．6。C，最低气温零下3一O．4’C，大子lO度的活动积温6000--7500。C．

无霜期270—320天，年降雨量1200--1700毫米．
‘。

中亚热带。海拔1300一1700米的象达中．下部，平达，’龙江中，上部，龙山大部，河头中

部．苏帕河中部等，面积约644平方公里．年均温14．3一16．8。C，最低气温零下5．5一零下3
。C，大于lo度的活动积温为4500--6000。C，无霜期240-270天，年降雨量1500一2100毫

米。 ．

北亚热带：海拔1700--2000米，以镇安、龙新，河头为代表，总面积约571平方公里．年

均温12．7一14。3。C，最低气温零下7．2一零下5．5’C，无霜期227—240天，大于10度的活动

积温4200--4500。C，年降雨量1700--2300毫米。

南温带：海拔2000--2400米。如八。八．麦子坪，黄连河，安乐，菜子地，大硝河等，面

积约588平方公里。年均温10．7--12．7’C，最低气温零下9．6一零下7．2。C，无霜期210—

230天，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3300--4200’C，年降雨量1800--2800毫米。

中温带：海拔2400米以上，如勐蚌，少数高寒山区地带，面积约280平方公里．年均温

6．5一10．7。C，最低气温零下14一零下9．6‘C，无霜期196—220天．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

1600--3300。C，年降雨量1800--2300毫米。

龙陵县历史上曾有。吃芒市，穿缅甸。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十分关怀．重视边疆建设，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推广使用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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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社勐冒大队为我县“科学种田，越种越甜”的典型之一．植树造林，发展农、林，果木、

药杂、牧，副、渔业等．全县总耕地面积351027亩，其中稻田146973亩，山地204054亩，一

九八O年粮食总产为1．3亿市斤，农业按不变价计算为2039万元。

龙陵为全省林业发展重点县之一．过去盛产黄心楠木．屠杉．椿木．滇秋，香柏(园柏、

侧柏)、果松，飞松，桤木，红木等．还有工业用的稀有树种，木冬粮食树，一类保护植

物大蕨树还有成片的存在．小黑山自然保护区内最大的黄心楠，胸径245厘米．高35米；最

大的杜鹃花树，围园2米；乐善庵的明初龙陵柏王，胸径250厘米，高30米。由于我县居于六种

气候带，空气湿润，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宜林宜茶，现有茶园47850亩，一九八0年产茶

12800担，为全国茶叶基地县之一．小田坝的大茶树．胸径73厘米，高2I米，树龄初步

测定为三百余年。紫胶生产历史久远，在清晚期，勐孺就有交易原胶的。紫梗街”，远销各地。

香果，柯子．板栗，核桃、柿子，芭蕉，竹类品种颇多，竹笋加工的酸笋、香笋、黄笋，软糯

笋，在邻县亦都享有盛誉．还有鸡棕．香菌、木耳，中药材、蜂蜜等。经济林木及林副总产

值一最高达五百零四十七万余元．大小牲畜一九八O底存栏数294717头。工业从解放前仅有

几家私营小手工业，到现在有国营、集体经营的煤厂、瓷厂、红茶厂，铅厂、糖厂，造纸广、

化肥厂．拖修厂．农木机具修造厂、食品加工厂，水电站等．总产值为751万元。地下资

源主要有热田，褐煤、铁，金，铅．锡，钨，锌，硫等。明末清初，杨梅田、老厂，摆达镇．

银矿山，淘金河就开采冶炼过银．铜，金，铅，金钢沙。一九五九年一一九六O年曾大量开

采过绿柱石。商业贸易方面：龙陵在清晚期至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初)，由于滇

缅公路的建成，又地处边陲．成为当时国家对缅开放的边城，西南和华东，华南部份省派出

机构诸如江西，湖南，四川会馆，成了滇西一时极盛的小商埠，当时曾有人把龙陵誉为。小

上海”．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日军侵占后。毁于兵灾．解放后经济才真正到得迅速的恢复

和发展，现在除国营商业外，有基层供销社I oR，购销店97个，全县农村集市14条，五日一

街(集)，有力地促进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九八O年购销总额1 658．5万元．’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快。解放初仅有初中一所，教职工I 2k÷学生I 70人，小学

32所，教职工285人。现有完全中学3所，初级中学5所，师范l所，小学491所(完小120

所)，教职工总数1828人．．文化方面：现有电影公司、电影院(队)．新华书店，文化图书

馆(站)．文工队，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

技人材，我县仅农，林、牧，水．地震等自然科学推广使用机构就有7个单位，科技人员67

人，农机工交27人。卫生方面；解放初仅有医务人员2人，现有医疗卫生单位32个，医疗卫

生工作者287人，病床385张，大队合作医疗室I 20个，赤脚医生323人，基本形成了能防能治

的医疗卫生网。一九八。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九点零五。

交通运输：‘昆畹公路过境8l公里，一九七二年由省交通局建成的红旗桥，跨上汹涌澎湃

的怒江，从此天堑变通途。腾龙公路过境16公里，腾龙桥飞架龙川江，钢索八条两县连．县

办地方公路9条，全长362公里，目前12个公社通车。

龙陵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文物，古迹，仅龙陵县城就有过伏龙寺、文昌宫，自塔、天乙

寺(尖山寺)等，由于历史战患频繁和社会变革，有的毁于战乱，有的年久失修，有的辟作

它用．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龙陵部队，为纪念该部队建制以来在抗El战争，解放战争，

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中阵亡，伤亡．病故的指战员．一九六O年予镇安大坝机场北端老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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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上建成烈士陵园一座．一九七五年县革委会为纪念在我县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中殉职．

病故、伤亡的指战员，干部。职工，在龙山镇西山坡建成革命公墓陵园一座．其余尚存抗日

战争中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的碑文一块。平达(明)万历占铜钟一座．始建惠通桥碑文

一块，镇安乐善庵(万历初)残架及占柏一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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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镇概‘况

龙山镇位于龙陵县西部，为龙陵县入民政府驻地。东至老东坡西麓，南至桤木林，西毗

龙山公社云山大队下坪，北至勐淋河。宽1．75公里，长3公里j面积五点二五平方公里。一

九八O年底，镇内有龙山公社辖的龙山．自塔两个大队的让员573户，3334人，龙山镇居民(非

农业人口)210户．538入，县，镇、社饥关．职工，家属564户．336人，合计1806户，7285入．

除汉族外，有傣族．傈僳族，香堂族(彝族支系)、白族，阿昌族、回族，土族、佤族，彝

族，苗族，纳西族．景颇族。

清嘉庆八年(一八O三年)永昌同知张榆据《山海经》。龙山”为文化源地著名，遂将厅

城义学取名。龙山书院”．一九三六年设镇．保，甲时，即将书院名移用为行政区划名，．置龙

山镇，至一九四九年．·九五。年龙山镇为龙山街公所．属龙陵县第二区辖，一九六。年后

从龙山区复析置龙山镇．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旬与龙山公社合建制为龙山镇。原居民委员会改

置居民办事处。龙山镇是历代厅．县驻地，为龙陵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怒江以西军事咽

喉．唐武则天三年(公元六八七年)时曾设协镇，宋．元时为金齿二千户所地．明嘉靖元年(

公元一五二二年)后，为永昌府保山县编户十里十五喧和帕土舍驻地，清乾隆三十五年(公

元一七七。年)为龙陵厅驻地。同治五年曾建过土城，高不及丈。明时，北有明公营，南有

镇南楼，清时又设大关、二关、三关，东有塘房及老将卡，均为军事要塞，抗日战争时期，

于诸山及老东坡，白塔坡等多次激战．

地形起伏，东南高，西北低，形似躺椅，城镇呈蝴蝶形．海拔1510一1560米，平缓地有

2．3平方公里，山坡有3平方公里．东北一西北有勐淋河横溢，西有云山小河自南向北注入

勐淋河。主要土壤为黄棕粘性壤土，P H 7左右．

龙山镇处中亚热带，受印度洋气侯影响，年均温14．9‘C，1月(最冷月)7．4。C，7

月19．8
6

C，6—8月19．9。C。年降雨量2104．1毫米，旱，雨季分明，5一lo月为雨季。平均

总雨量1867．3毫米，集中于6—8月，占全年总雨量的89％；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平均总

降雨量为236．8毫米，占全年总雨量的1 1％．无霜期8个月(3 m10，．每年8月或9月有

l一2月次寒流影响，每次历时3—5天． ，

有主干街(龙陵街)一条，北东向，长约一公里。其余街巷呈东西展布，东侧主要有东

卡城东路、城隍庙街．。大石狮子．汤家巷，南有上节街，西侧有环城西路(马路边)，文化路，

新街子．董家沟，过街楼、自塔路。仅城东路，文化路为解放后新辟．抗日战争前夕．建筑整

齐秀丽，市场繁荣，曾被誉为。小上海。．日本侵略军占据期间，几乎全部被毁，抗日战争胜

利后，虽稍有复修，但仍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边疆建设，本

镇建设已初具规模．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强烈地震毁环后，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政府的领

导下，全镇人民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扩建正街，铺上柏油，巳建钢筋混凝土结构

3—4层楼房九幢．支街侧巷修葺整饰，面貌焕然一新。商业贸易集市主要集中于正街之东

卡至过街楼，此段驻有龙陵县人民政府，龙山镇人民政府。

农业有龙山公社白塔．龙山两个大队，耕地3087亩，一九八O年产粮214万市斤．有茶园1I 64

7



亩，两个茶叶初制所，有建筑．汽车修理、农副业产品加工等．龙陵小吃豆粉，历史久远，

质佳味美，远近有名．勐淋河基本根治，修成排涝除锈沟三条。一九八O年安置自来水。交通

方便，昆畹公路自东北向西南折向东南环城2．5公里．柏油路面。还有城西至河头的龙河公

路，城北的腾龙公路．

龙山镇地处瑞丽一龙陵大断裂中段，地质结构复杂，为多种构造复合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内有完全小学二所，中学一所，幼儿园一所。龙陵中学，龙山

小学，白塔小学，龙山幼儿园，教职工128人，学生2467人．解放前仅有三家私营药铺和一个

有名无实的龙山卫生所。现有龙陵县人民医院，龙山卫生所，有防疫站，保健站，药裣所。。

两个大队各有卫生室一个．

为纪念我县建国以来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牺牲，伤亡，病故的干部，职工，一九七五

年在西山坡建树烈士塔及革命公墓陵园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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