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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良县地名 志

f秘密资料

陆良县人民政府编



陆良县人民政府文件
政发(1 883)9 1号

关于颁发《陆良县地名志》、《陆良县地图》的通知

各区、乡政府、县属各委、办、局： ，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地名的书写是否

正确，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标准，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外事交往的一件大

事。我县的部分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大，出现了一地多名、

多地一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等现象。在林彪搿四人帮"极左路线

的影响下，一度时期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一些行政区划和自

然村的名称，破坏了地名的历史继承性和群众的习贯称谓，造成了地

名的混乱。

为了迅速实现地名标准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增

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内外交往，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县地

名办公室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于1981年8

月至1982年9月，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反复核调，听取

群众意见，并查考有关资料，提出了我县地名标准化意见，经省验收。

并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了《陆良县地名志》，编绘了《陆良县地

图》，经县人民政府审核，现决定颁发施行地名志中所辑录的全部标

准地名和陆良县标准地名图，自1983年1 1月起，不论公私邮件，单位

印信，文件报表、路标署名、地图标绘等使用的地名，一律按《地名志》

中的标准化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任意更改。今后使用陆嵌县的

地名，都应以本志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或补充者，须按国务

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请县人民政府办理法定批准

手续，方为有效。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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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产生的，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称呼和书写

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的含义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

济、国防建设和行政管理，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地名对军事、外交、新闻、出

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等各项工作都有影响。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

的工作。

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

查工作部署，陆良县的地名普查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予1981年8月开

始，至1982年9月经省验收后基本结束。共核调了全县1，627条地名，经过整理资料，适当

取舍，正式标图填表的地名共1，374条，其中汉语地名l，308条，彝语地名66条。通过地名普

查，完成了文，表、图、卡四项成果，编辑成《陆良县地名志》。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基础，整个工作大体经历了组织准备，业务培训，实

地调查，成果验收、资料整理等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三结合的方法，普查了全

县地名现状，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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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需要更名命名的地名，通过群众讨论，按照审批权限，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手续。

本志辑录标准地名1，374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40条，自然村名称631条，城镇街巷

名称15条，企事业单位和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31条，名胜古迹和人工建筑154条，自然地

理实体名称285条。地片，片村118条。编入县、区(镇)概况文字17份，监附有关照片，所

引各类数据基本上按1980年统计年报为准。所录地名按性质分为五类。一、行政区划和居民

点。二、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物。四、名胜古迹。五、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政

区划的驻地跟排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以外，一律分类别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从西

向东次序编排，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

本志所录地名有两种检索表列于“附录"中，一是“首字笔画索引，二是“首字音序索

引"。

本志由陆复县人民政府地名普查办公室负责编辑。县政府分管地名工作的付县长杨冬

生，办公室主任皇甫立本，付主任杨金凯，张吉斌。撰文、编辑；张吉斌，计佩琼、俞智英、

盂吉荣，瞿忠义，汉语拼音、索引李美仙，绘图邵德宽，曹建章，摄影李晓林。

在收集《地名志》的资料中，承蒙县委档案馆，县图书馆、农办，统计局等单位大力支

持和各区(镇)的积极协助，在此谨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批

评指导．

陆良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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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县概况

陆良县位于云南省东部，距省会昆明167公里。东与罗平县、师宗县为界，南与泸西相

接，西与宜良县，路南县毗连，北与曲靖县，马龙县为邻。总面积2018．82平方公里。县城

位于县内平坝区中心。中共陆良县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驻予城内东门街。全县

有十一个区、一个镇，128个乡，626个村，535个村委会，1125个合作社，四个街民委员会，

一个居民委员会。-1981年共有75648户，438725人。居住着汉、彝、回等民族，其中彝族3751人，

回族2403人，彝，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3％。

据史籍记载。西汉名“同劳县，，，属益州郡。蜀汉仍名同劳，隶建宁郡。东晋更名‘‘同

乐县"，属建宁郡。刘宋肖齐仍名同乐，隶建宁郡。唐初名同乐，隶郎州。唐玄宗天宝末南诏

蒙民取之，名阿彦甸，隶石城郡。宋大理段氏属落温部地，即三十七部之一。元宪宗三年

(公元1253年>置落温千户所，属落蒙万户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为陆梁州，隶

曲靖路，领隽华、河纳雨县。明初为陆梁州、隶曲靖府，属云南布政使司。明洪武二十二年，

有酋长刘氏兄弟五人倡乱，西平候沐英统兵剿之，时值六月，阴霾清冷，因有“信是深山六

月寒"之诗句，遂易“陆"为“六刀，易靠梁"为“凉”更名“六凉州”，取清凉之意。后

以兹士为滇东要郡，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增设六凉卫，属云南都指挥使司。

“陆"“六’’二字同音，也写作陆凉卫，永乐初省原领芳华、河纳两县入州。清仍为陆凉州，

隶曲靖府。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裁卫归州，移州治子卫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全省先后废州为县，改为“陆凉县"，属滇中道。1913年邑人牛星辉，以“凉"义近於薄，

文嫌不驯，首倡呈请政府改“凉"为“良，，，经省批准，名“陆良县"属省辖。一1950年属宜

良专IX,1954年改属曲靖地区。

陆良县辖区，四邻均有变化。1950年后，先后将飞泉乡，麦田乡、南靖乡、南华乡的圭山，

东山区的东宁乡，丰华乡等地的全部或部份，势别划归路南、宜良、曲靖、师宗、泸西等县

辖。 一

陆良县境内群山绵延，四周环绕。最高海拔2687米。山脉中问，天然形成广阔平坦的坝

区，坡度在八度以内，可机耕面积772平方公里。坝区，北始于响水坝，南至西桥，海拔在

1831--1840米闾的平坦部份，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省内大坝子之一。南盘江由北向南入

境，迂迥流经县城至万家河石板潭出境。海拔1640米左右，是县内最低的地方。

地形可分为坝区，丘陵区，山区三种类型。(一)坝区。包括中枢镇和环城、三彷河、

板桥，马街等五个区(镇)，平均海拔1830米。土地面积占全县的22．2％。(二)丘陵区l

包括大莫古、召夸、芳华、小百户等四个区的大部份地区。海拔1900米，土地面积占全县的

33．6％。(三)山区。活水、核桃树、双箐口区的全部，及召夸i小百户、芳华区的一部份，

海拔2100米。土地面积占全县的44．2％。1

境内山脉，主要有东面的龙海山，海拔2687米。西面的牛头山，海拔2493米。北面的竹

子山，海拔2577米。皆属乌蒙山脉之南延部份。大都起伏微缓而形成广大山区．

主要河流有。南盘江，系珠江上游，发源子沾益马雄山。由北而南流经沾益，曲靖!自

响水坝入境，在坝区蜿蜒40余公里，再进入西桥以下峡谷地段后黑奔腾20余公里出境入宦赶，

1＼6



是我县农田灌溉的命脉。其次是杜公河，圆芳河，是南盘江的支流，具有分洪，排涝，灌溉

的效益。此外南盘江右岸的板桥河、西华寺河，永清河。左岸的麦子河，阿油铺河等重要支

流，均具有灌溉效益。

陆良县属北亚热带冬干夏湿气候区。终年气候温和如春，冬无严寒较干燥，夏无酷热而多

雨，监有一雨(阴)成冬的特征。年均气温14．7℃，一月平均气温7℃，七月平均气温20．2℃。

极端最高气温1958年6月1日达33．9℃，极端最低气温1974年1月1日达零下7．3℃。平均无

霜期249天，年积温5326℃。气象灾害有t八月低温，冬春干旱，入春低温霜冻，气温骤降

下冰雹等。
‘

年降水量平均979．6毫米，雨季占8l％，千季约占19％，形成降水集中，千湿分明。其
矿

分布山区多于坝区，东北部多子西南部。

境内自然资源。有更新幼林五十多万亩，有少量煤、铁矿。天花铁矿藏约二百万吨，现

越州钢铁厂正开采冶炼，．年产五千吨·煤矿储量小，有少数队开采小煤窑。

全县耕地面积440042亩。以土地类型，分布在。(一)坝区=十二万五千亩，占总数的

50．5％，粮食产量占全县68％，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占全县的7l％，是全县农业支柱、粮仓。

(二)丘陵区十五万亩，占总数的33％，粮食产量占全县的23％。交售商品粮占全县23％。
’

(三)山区七万亩，占总数的16％，粮食产量占全县的9％，交售商品粮占全县的6％。山 ≮

区以旱地为主，占其耕地的70％。全县土地多系红壤，在全国第二次±壤普查的基础上，已 i

列为全省红壤改良综合治理的重点县。 t；

1981年主要作物播种面积757820亩，其中=水稻197397亩，单产977斤，总产19293万斤。 簟

玉米122501亩，单产550斤，总产6797万斤。此外小麦，蚕豆，大豆，马铃薯等杂粮，全县总 t砖

产量合计37220万斤，每农业人口均产896斤。比1949年全年总产9000万斤增产四倍以上，人
各

均增产390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达六千万斤以上。农付业总收入7452万元，人均181元。

烤烟；1981年栽种32710亩，单产553斤，总产1808万斤，比195．．年总产十八万斤，增长
’

一百倍。

蚕桑l 1981年有桑地面积4712亩，养蚕7720张。单产65．6斤。产茧五十万斤，占全地区

70万斤的70％。占金省170万斤的30％。

林业。现有用材林486004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16％。其中幼林四十万亩，占林地的
‘’

82．3％，巾龄林85900亩，占林地的17．7％。另外经济果树林34650亩。林木总蓄积量63930立 ，。

方米，人均0．14立方米，其中大莫古区的大型农田防护林，芷朝着农田林网化的目标前进。

畜牧业l 1981年度大小牲畜年末存栏数，与1952年相比l猪有192760头，增长3．2倍。

牛、马，49250头(匹)，增长24％。羊78350只，增长两倍以上。其中猪的繁殖以本地品种

为主，称“陆良猪"。优点是t适应性强，耐粗饲料，生长发育快，受胎率高，抗病力强，

繁殖快，产肉率高，是一种良种猪。三岔河区一带是本县的优良仔猪产地。1981年全县交售 ·

商品猪52283头，每头平均120公斤以上。

特产以板鸭著称，行销国内外，最高年产量156吨。

1981年农副业产值达7450万元，占全县总产值的38．3％。 ·”+

陆良自古地脊民贫，为云南著名的四大穷州之一。建国以来，以治水为中心，改造自然

条件，先后建成蓄水工程385件，设计容量1．53亿立方米，实储水1．3亿立方米。其中一千万 ，

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五件，设计库容八千零六十八万立方米。西桥炸滩工程连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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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开十余公里长的河道，计石方三百多万立方米。排干了中涎泽等八个荒“海子斗，开垦良

田十余万亩。但由此也增加了南盘江的泻洪负担，河水对河堤的压力增大，加上原河道曲折，

河床高于地面，造成1974年、1976年两年的洪灾。终于1978年废弃老河，重开新河道二十七

公里，从根本上治理了南盘江。此外建成电力排灌站206个，235台，装机容量10558跹。’水

轮泵八站八台，流量0．3方／秒以上的渠道154条。有效灌溉面积达二十一万六千亩，占耕地面

积的46．45％。其中旱涝保收十五万亩，占水田面积的71．25％。水浇地17500亩，占旱地面

积的7．83％。基本上消除了洪，旱，涝灾的威胁，粮食获得连年丰收，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1981年全县有大中型拖拉机885台，机耕面积达全县总面积

的70％左右。农业运输和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
‘ 工业方面t建国以来，从无到有，现有县办磷肥厂、水泥厂、造纸厂，拖内配件厂，拖

拉机修配厂，天生桥电厂、农机农具制造厂等。水泥年产24500吨，磷肥年产19370吨。1981年

全县工业总产值2055万元。近几年来社队企业有较大发展，1981年全县社队企业总收入847万

元。

交通事业t有曲(靖)——西(桥)公路，昆(明)——江(底)公路从县境内通过。

全县各区，乡均通公路，坝区有班车往返。

文教事业t建国初期，全县仅有初中一所，在校学生二百余人。小学62所。现有中学八

所，在校学生3139人，教职员工226人。小学393所，在校学生82599人，教职员工3184人，其

中民办教师1757人。尤堪一提的是群众办教育的热情甚高，几年来，区乡自筹资金4361500元，

建校舍66160平方米。有文化馆、影剧院、剧团等单位。现有电影放映队34个，其中民办26

个。

卫生事业，1950年以前，全县只有卫生院一个，医务人员五人，以及少数私人行医。现

有县医院一所，医务人员165人，有病床220张。区(镇)一级医院九所，医务人员158人，

病床235张。乡设有合作医疗站125个，有医务人员565人。

名胜古迹z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爨龙颜碑"，碑文内容是研究我省

爨氏历史的重要资料。文体书法系汉晋正传，《广艺舟双楫》，评其书法为神品。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待由薛官堡村搬迁于县城新建碑亭内。另有南门外大觉寺内之千佛塔，造型独

特，被歹lI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海山区，在1948年游击战争时期，是我省革命根据地之一，1949年曾在沙锅村成立

“龙海山区行政委员会”和“龙海山区游击大队"， “陆良县临时人民政府"。

境内有国营陆良华侨农场，有耕地9508亩，居住着印度i缅甸，印尼，越南等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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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塔

建于元

代，为七级六

角形砖塔，高

十八米，每级

以若干小佛龛

纽成，龛内镶

嵌陶制佛像一

尊，全塔佛龛

共1614个，塔

顶立石雕葫芦

与铜铸金鸡二

支。塔身造型

精敛独特，巍

然挺Z，i’i雅

状观，力省级

Z物保护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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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梨蚕桑基地

陆良县年产蚕茧

八十四万斤，这是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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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蚕房，

车头山



终南⋯水库

屁海山

新建南盘、扫‘节

。。。。。’‘tIr-r‘。’‘‘。1。‘。。‘。。‘。’‘f

l’‘‘-7‘—r-。‘。i

l’I『i。‘‘。。。。’。‘‘。。。。。。。‘Lr‘I



．．



召夸区公所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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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区公所驼地，为陆良

县东北交通孔避2置中心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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