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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胜县人民政府文件

、政发(1987)字第23号

★

关于颁发《永胜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

地名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地名是否标准化，读音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

是关系到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的大事。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管理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根据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在全面开展全县范围

内地名的普查之后，又经过反复核实有关资料，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

编纂了《永胜县地名志》，现颁发施行。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本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志中的标准

名称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如确有必要需更名，命名的，必须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

条例》和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南省地名管理规定》的审批权限，批准后方有效。

永胜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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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变易的。每一个地名都

是人们对自然界个体地域的指称。地名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交通，旅游，

新闻出版，邮电．科研、城建，民政、公安等工作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

国际交往及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一

我县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云

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的规定和要求，于一九八一年二月至一九Jk-年十一月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历时二十二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图、表、卡、文四项成果，结

束了地名混乱的现象，完成了地名普查工作任务，并将成果材料报经地区和省地名委员会验

收合格。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完成了《永胜县地名志》的编纂工

作。4 ．
．

通过地名普查，全县共核查了地名2056条，基本上查清了全县2004条地名的来历，含义、

演变，方位，距离、建制沿革及其地理环境。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音译不准，用字不当，

重名和用序数代替地名及不利于民族团结含义不好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做

到书写一致，读音标准，含义健康。。对十年动乱期间搞地名一片红，造成的千部一腔，千地

一名，．破坏了历史继承的地名，都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按尊重习惯，群众方便，好找好记，

便于利用的原则，一一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同时对l：5万地形图上原标注的永胜县内

地名中错标、漏标和用字不当的都作了补正和纠正。

《永胜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的基础上着手编纂的，本志从__九八五年九月’

开始至一九AA．年五月结束，并编制了l：125000的《永胜县地图》。首先以表列式编了第一

稿，后为增加内容提供利用出发，改定为词条文体形式编辑了两次征求稿，第一稿编出后，

经各乡．镇核实，校正材料，广泛征求意见，再作修改和增补，然后刻印第二稿发至各乡，

镇再一次逐条核查整理。对普查后新搬迁定居的村和新建企事业单位作了增补，共增补了44

条。对普查时错登的，查明因果后而注销的16条，错标的2条，音译不准，用字不当作了调

整的63条，新命名，更名的37条。行政区划名称以88年体制改革后的乡，镇．村名称作了更

变。以上这些变动地名，均在图，文上作了新的更正。

本志所录地名共2112条(少数民族语242条，有民族文字的167条)，按类别分为：行政区

划及自然村名称1649条；企事业单位名称55条；人工建筑物8l条；名胜古迹ll条；自然地理

实体316条。列入志录的标准地名中来历含义未查清待查的36条。条文的排列以乡，镇的行

政区域为单位，按纬度和经度由北向南、自西向东的顺序编排的。主要内容有：．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方位距离(有公路的以公路里程，无公路的以步行)；政区及其驻地海拔、类别；

户数，人口；耕地面积及物产资源；对少数民族语地名加注语别，音译内容。在词文中分别

有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政区沿革。所引录各种统计数字是：耕地面积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数：，

户数、人口(不含非农业人口)为一九八五年统计数；其余部分资料，是录用《永胜县志》

(稿)，CA：胜县综合农业区划》，《永胜土壤》以及有关单位数据资料。
’

．

·】 ·

厶¨V，1日



本志附有1"．12．5万《永胜县地图》，是在校正，标注l：5万地形图的基础上缩制而成，作为

地名与地名实体相互关系位置的直观呈现，也作为附载于本志内的标准地名图。附录部份有

《新命名，更名地名表轨《新旧地名对照表》；《首字笔画索引荡《首字音序索引》。各乡，镇

有代表性的企业单位，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等选写了23条文字概况。摄制了有代表性的

图片42张，其中彩图28张，黑白图14张。

本志由永胜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纂，在省、地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

政府、县地名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由唐兆坤同志任顾问，戚永刚，刘翰香、万云林、段云

祥四同志编撰，刘福舜同志制图，严谅，戚永刚二同志摄影，在这里特向在收集整理资料工

作中提供有关资料的单位和在地名普查中辛勤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因我们水平有限，

缺乏经验，在内容，译写．编排、校对中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恳请批评指正。

· 2 ·

永胜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永胜县概况
永胜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丽江地区中部，东与华坪县接壤，西与丽江、鹤庆两县隔金

沙江相望，南邻宾川县，北与宁蒗县山水相连，总面积4950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永北镇，

距丽江行署驻地大研镇103公里，距省会昆明市516公里，辖13个乡，5个镇，147个村公所，

办事处，1434个自然村，1239个村民委员会，6个城镇居民委员会，60827户，315716人，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4人，有汉族218711人，占总人口的69．27％，傈僳族41425人，占13．1％，

彝族37673人，占11．9％，纳西族6496人，占2．05％，傣族3628人，占1．15％，白族3138人，

占1％，回族1871人，占0．59％，藏族860人，占0．27 oA，普米族746人，占0．23％，苗族586

人，印．19％，壮族582人，占0．18人。全县少数民族97005人，占总人口的30．7％。
永胜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为遂久县地，属越德郡，直至东汉。蜀汉建兴三年(225年)

改属云南郡，沿至两晋、梁，陈。唐武德七年(624年)设靡州，属姚州都督一唐贞元十一

年(795年)南诏置北方赕，后改名成偈赕，属铁桥节度地。后晋至两宋时，设善巨郡．成纪镇，属

大理。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施州；十七年(1280年)改称北胜州，属丽江路；至元=十四年

(1287年)，以金沙江东的北胜，永宁，蒗蕖，顺州五土司地统置北胜府，属丽江路宣抚司。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北胜府降为州，属鹤庆府；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澜沧卫军民

指挥使司于此，辖北胜，永宁，蒗蕖等州；明正统六年(1441年)，升北胜为直隶州，属云南省

布政使司。天启时，永宁来属。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设府，以永宁．北胜各取一字，

名永北府；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降为永北直隶厅，属迤西道，辖今永胜、华坪、宁蒗三

县。1913年降为永北县，属腾越道，后废道，直属省。1934年因屡经兵变之灾，认为北字不

祥更名永胜，沿用至今。建国以来，县属体制多次变更。1950年设5个区，1个镇，’116个

村；1952年设5个区，2个镇，107个乡；1955年设4个区，1个镇，100个乡，1958年永胜、

华坪合并称永华县，设15个区，1个镇，161个管理区；1959年10月，永胜、华坪分开各设

一县，叫永胜县，设15个区，1个镇，161个管理区；1960年设20个公社，222个生产大队；

1962年公社又恢复区，生产大队改为小公社，设7个区，1个镇，117个小公社；1968年区

又改公社，小公社改生产大队，设9个公社，117个生产大队；1969年增设为13个公社，1

个镇，116个生产大队；1971年增设为14个公社，1个镇，118个生产大队；1979年增设15

个公社，1个镇，127．个生产大队；1980年公社、镇建制不变，生产大队增设为140个；1984

年区，乡体制改革时i公社改区，生产大队改乡，全县为15个区，1个镇，两个街道办事

处，5个乡级镇，135个乡；1988年区改乡，乡改村时设为13个乡，5个镇，147个村公所，

办事处。
‘4

永胜境内群山连绵，地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衔接部，也是滇西高原与横断山脉两个

‘地形单元的结合部。地势东北高，西南低，金沙江自北向南，再向东环绕三面。东西两山之

间，形成一条直径全长110公里的宽谷盆地和水域，即：三川坝、星湖坝、期纳坝．程海，

直至金沙江。山脉为南北走向，由东西两支山组成，东山由羊坪彝族乡的他尔波忍峰向南蜿

蜒，西山由宁蒗县的绵绵山入境，向南直至金沙江。境内最高为羊坪彝族乡的他尔波忍峰，‘

· 3 ·



海拔3953．3米，最低为仁和镇新田办事处金沙江畔的河门口村，海拔1056米，相对高差为

2897．3米。

全县河流属金沙江水系。金沙江流经县境西部、南部和东部，在境内全长219．7公里，

年平均流量1608米3／秒，多年平均年径流量626．7亿米3，但江床低下，难以利用。内陆湖——

程海，湖长20公里，平均湖宽4公里，湖面积77．218平方公里，，积水面积318．3平方公里。

境内主要河流有五郎河，马过河(仁里河)，达旦河、程河等，大小河流47条。山箐水沟1239

条，水域面积为11．095平方公里，纵横分布山原、坝子之间。这些大小河道，因山高箐陡，‘

源短，雨季洪水暴涨暴落，旱季长流水源枯竭断流，年枯流量仅9．98亿立方米。洪枯明显是

这些支流，沟，箐的水文特征。

永胜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冬春多旱，夏秋多雨；南北差异较大；高湿冷·

中温凉，低干热，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北胜坝年均气温13．4℃，一月气温4℃，七月气温

19．1℃，无霜期200天。因地势高差，地貌复杂，降雨量也高差不等，在羊坪、松坪．大安，

东山等部分地区，降雨过程多，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080至1362．9毫米；在星湖，期纳、涛

源等地区，降雨量少，年降雨量606．8至752．5毫米；其它地区为800至1000毫米。主要灾害

性气候有干旱，低温，霜冻．冰雹和雪灾。

全县有十个土壤类，即：棕壤，黄棕壤、红壤，紫色土．石灰岩土，冲积土．盐碱土，

燥红土。水稻土及亚高山草甸土。因海拔气温的变化幅度较大和其它自然因素的影响，其分

布规律是，：海拔3200米以上为亚高山草甸土；海拔2600至3200米，以棕壤土为主；海拔1500

米至2400米有红壤，黄红壤、褐红壤，紫色土；坝区及河谷地带以水稻土为主。适宜种植的

作物有：水稻，玉米、麦类、豆类、荞类、瓜类．薯类，甘蔗．花生，油菜等；果种16种．

24属，37种；蔬菜62种。

全县土地总面积7425000亩，其中：耕地面积，土壤普查时求算数为515561．99亩，占

6．9％，(地名普查时为407660亩)；园地面积为5854．9亩，占0．079 o／0：荒山草地2893616．27

亩，占38．97％；水域面积166423．8亩，占2．24％；难利用地(沙地，沼泽，裸岩)．370189．63

亩，占4．98％；居民和其它用地132094．46亩，占1．78％。

全县林地面积(土壤普查数)3341258．95亩，其中：疏林地1031570．05亩，占林地面积

的30．87％；灌木林地1008055．81亩，占林地面积的30．16％；成林面积902655．54亩，占

林地面积的27．01％；幼林138339．21亩，占林地面积的4．14％；森林覆盖率为14．02％；

迹地260638．34亩，占林地面积的7．79％；经济林为5854．9亩，占林地面积的0．175％。。
· 永胜主要自然资源有：矿藏资源有砂金、铜、铁、银、煤．磁铁矿．铅锌矿．硝磺、石

灰岩，瓷土．土碱等。地热资源有大小温泉12个，分布六个乡，出水流量约O．23米3／秒，最

高水温50℃，最低水温25℃。动植物资源有椿、桐、楸，松、杉，檀，柏，栗，乌木、杨柳，

攀枝花，东瓜等，以松树为主，本科类十多种；竹类11种；野生及人工种植药材114种；鸟

类63种；兽类23种；鱼类31种；虫类83种；花类72种。

工业主要是陶瓷、制糖，水泥、+木材加工和小型农机制造，修理等。永胜是云南“瓷器

之乡”，现有地属瓷厂一座，年产量600万件，产值190万元；县属瓷厂一座，1986年产量226

万件，品种152种，年产值5l万元。涛源糖厂1984年至1987年，四年产白糖19268吨，酒精

545吨，蔗酒1177吨，．产值1925万元；年均产白糖4817吨，酒精136．2吨，蔗酒294．2吨，

· 4 ·



产值481．2万元。有年产水

值191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

‘农业以粮食，甘蔗．烤

水1丑210489．1亩，旱地1602

水稻，玉米、蚕豆，小麦为主。1984年，粮食总产23400万斤，人均占有粮食772斤。1984

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水稻17．6万亩，单产773斤，总产13603万斤；玉米11．78万亩，

单产351斤，总产4133万斤；小麦5．89万亩，单产228斤，总产1342万斤；蚕豆9．95万亩，

单产276斤，总产2747万斤。1984年甘蔗1．4449万亩，单产§ooo斤，总产13041万斤。油料

0．983万亩，单产224斤，总产2．2015万斤。烤烟1986年3645亩，单产167斤，总产60．8715万

斤5农业总产值6898．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8．z％。

畜牧业的发展也占一优势，全县草山，为229．9万亩。畜牧业以饲养猪，．牛，羊为主，

、其次是马，驴．骡。1984年大牲畜存栏数44．79万头，人均1．36头；生猪存栏数17．1万头，

人均0．5头；山绵羊存栏数21．89万只，人均0．66只。畜牧业总收入1406万元，占农业总收入

的33．7 oA。 j
．

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建国前，永胜农业是十年九旱的状况，耕地百分之八十

是旱地，雷响田。解放三十多年来，共建中型水库5座，年蓄水量5799万立方米；小(一)

型水库13座，年蓄水量339万立方米；小(二)型水库34座，年蓄水量503万立方米{小型

塘坝467件，年蓄水量670万立方米；大小引水工程1239件，引水量7176万立方米。机电排灌

站98处，119台，其中：机46处，58台，装机2486马力；电52处，61台，装机5481珏。以上

设施正常年供水15826．5万立方米，蓄、引、提、灌面积2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0％。全

县建有火力发电站一座，大．小水电站32座，总装机7442危，年发电量783万度。新建

．五郎河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为1600×3珏，1988年投产，

交通运输：境内祥宁公路线及白石公路线，交叉全县主要地区，全长291公里；有地方

公路16条，全长291公里。全县除太极乡．东风傈僳族乡外，其余16个乡，镇，86个村公所，

办事处通了公路。共有各种机动车辆702辆，年客运量26．1万人次，货运量4．07万吨。境内

主要桥梁有金江吊桥、树底吊桥：金安桥，红星大桥．梓里铁索桥，连通丽江，大理及四川

省攀枝花市等地。

文教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初1950年全县只有中学l所，在校学生235人；小学147所，在

校学生9631人。到1988年全县有完中3所，高中学生1688人；初中23所(民族中学1所)学

生1249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055人；小学645所(民族小学2所)，学生49227人，其中

少数民族学生13102人。校内外适龄儿童34301人，已入学的33576人，入学率为97．89％，

巩固率94．3％。幼儿园1所，入园幼)L210人。中学教师645人，小学教师1784人，幼儿教员

．11人。

全县1984年末有县文化馆一所，文化站和文化中心16个，文化室和青年之家51个；县图

书馆一所，藏书41713册。有电影院一所，做影站(队)15个。新华书店，图书门市共15个，

全年发行图书100万册左右。兴建了电视差转站，电视覆盖面为1706平方公里。

医疗卫生：永胜县人民卫生院成立于1951年，有病床蜘张，医务人员20人，1956年改为

县人民医院。现有县人民医院l所，中心医院3所，中医院l所，卫生院15所，防疫站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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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共662人，其中医生549人，有病床663张。对一些地方病进行了防治和临床治疗。

对吸血虫病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治疗，基本上控制了疫情。重大医疗成果有：不完全断掌再植

成功；常温无血不规则肝叶切除；胃癌全部切除空肠代胃；亚硒酸钠对克山病三年效果观察

等四大科技成果。对全县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基本有了保障。 ，

‘。

文物古迹：灵源箐石刻观音像，在县城东三公里，属省二级文物保护区，也是滇西文物
胜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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