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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人民政府文件

鹤政发(1987)5号

★

关于颁发《云南省鹤庆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公所，各镇、乡人民政府，县级各委、办、局，县属各企业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地理实体的指称，它帮助人们识别不同位置、不同

范围、不同形状和特征的地理实体，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关系

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

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做

好。"的精神，我县从1981年10月起至1983年6月止，组织力量对全县十个区、镇的地名

进行了全面普查。经县人民政府审查，对1214条各类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对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译音不准、用字不当、含义不好和“文

革”中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地名等情况，进行清理，确定了标准地名。为社会

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县人民政府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了《云

’南省鹤庆县地名志》(以下简称《县地名志》)，将1214条各类地名全辑录在《县地名

志》中。现决定将我县标准地名正式予以颁发使用。

今后，在称呼书写使用我县各类地名时应以《县地名志》辑录的标准名称为准，不

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名和新命名的地名，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鹤庆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

抄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大理州人民政府。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纪委，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办公室，法院，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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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实践中，对客观地理实体的指称，是地理的空间符号，是人们识别

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的地理实体而共同约定的名称。地名书写是否规范，读音是否准确，

含义是否健康，对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影响。搞好地名标准化，提高管理地名的

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内外交往，搞好四化建设，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从1981年10月起至1983年6月止，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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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在省州地名办

公室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1964年版l：5万地图为基础，在全县

范围内进行了地名普查工作。普查结果，核实了图上名称标错与普查名称不一致的地名

166条，有普查名称但图上无名的地名161条，有必须作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地名209

条。这些足以说明地名普查工作的重要性。

在地名普查中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全县共有各类标准地名1214条，已制成表、卡、

图、文资料。在整理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有关规定，我们编纂了《云南省鹤

庆县地名志》，以便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和提供社会使用。

本志书辑录了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各类地名1214条，其中包括了县1条，区9

条，镇l条，乡110条，街道办事处2条，街、巷道27条，自然村798条，农点6条，片

村32条，独立存在而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23条，重要的人工建筑物43条，名胜古

迹10条，自然地理实体山72条，山坡15条，山箐10条，古溶洞4条，河流18条，水潭2

条，湖泊1条，温泉2条，野外地片28条。译写彝族语地名44条，白族语地名23条。辑

录行政区划概况11篇，自然地理实体概况5篇，名胜古迹概况5篇。本志书附有1：10万

《鹤庆县地图》一张，是在核查修正1964年版1：5万地图的基础上绘制的。还附有1：5

千《鹤庆县城平面图》一张，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照片6幅，自然地理实体照片5幅，

人工建筑物照片5幅。文字概况和简注中的耕地面积、产量、产值采用一九八五年末统

计数。户数、人口和民族采用了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各区的面积和各类土地面积

录用1980年区划数据。

本志附录部份有《新旧名称对照表》，新名指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地名，旧

名指普查时不规范的地名。还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地名首字音序索引))，鹤庆

县地名命名规律一篇。本志文图并茂，志录得间，内容充实，言简意明，富有特色，所

提供的各类数据和要素可靠有据。
。

本志书的编纂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县

人大常委会李大成负责审稿，县民政局赵寿安负责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简注、

．3¨U，lR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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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概况的辑录纂写和《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编排。县地震办

公室郑永恩和县城建局张建梧负责地图标注和绘制。县文化馆鲍光、杨合林负责图片摄

影。在文字概况的辑录工作中，县文化馆张海福、审计局杨加注、县人大办公室段游q、
县委办公室李正元等曾给予协助。在地名普查中，县林业局段智深参加县地名普查办公

室工作。县水利局、水工队、各区<镇>、乡秘书和民政助理员在外业普查中做了大

量的调查采访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经验，本志书在内容辑录、译写、编排、校对中，可能还存

在不少缺点，错误，恳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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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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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概况
．鹤庆县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金沙江西岸，东连永胜，西邻剑川，南接宾川、

洱源，北靠丽江，总面积2395平方公里。全县人口39033户，221220人，其中白族122032

人，占总人口的55．16％；汉族82638人，占37．36％；彝族10946人，占4．95％；傈僳族

3378人，占1．53％，苗族1157人，占0．52 o,4，壮、纳西、回、藏等其它民族1069人，占

0．49％。全县共有9个区1个镇，1104"乡，2个街道办事处，798个自然村。县城在县

境北部的鹤庆坝子中心，离云南省省会昆明560公里。县人民政府驻云鹤镇北门街，驻地

海拔2196．3米。

鹤庆开发较早，历史悠久。据有关志书记载，庄足乔建滇国后属滇国，西汉属益州

郡，东汉属永昌郡，三国至西晋属云南郡，东晋十六国至南朝时期属东河阳郡。从西汉

至唐初的数百年间，郡制和隶属关系虽多次更替，但鹤庆一直归叶榆县管辖。唐麟德元年

(公元664年)唐朝在鹤庆境内设“野共州”，“和往州”，属姚州都督府诸蛮州范围，后属越

析诏地。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兼并五诏，建立南诏国，在鹤庆设谋统郡。大

理国时期改谋统郡为谋统府。元宪宗三年(1253年)改称鹤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

谋统府为鹤庆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鹤庆路为鹤庆军民府。清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改鹤庆军民府为鹤庆州，隶属丽江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鹤庆州为鹤庆

县，属腾越道。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由宾川进入鹤庆，经丽

江在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北上抗El。1949年7月1日，在滇西北地下党的领导下，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装支持下，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鹤庆宣布解放，

建立了民主政权，隶属于丽江专区。1956年儿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鹤庚又划归大

理州。1958年2月原鹤庆县所辖的牛街区划归洱源县。1959年4月原属洱源县的黄坪区

划归鹤庆县。自此鹤庆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稳定。

鹤庆一名的来历有两种解说：一说是在唐代以前，鹤庆坝子是一个高原湖泊，成群

的白鹤栖息于湖畔，因此在盛唐时期就称鹤庆为“漾弓鹤川”，后称“鹤州"，至赛典

赤改“谋统府"为鹤庆路时，演化为“鹤庆"。一说是在大理国时期，初建鹤庆古城楼

时，正逢城楼竖柱上梁的吉庆日子，白鹤飞来栖息在城楼屋架之上，人们认为这是白鹤

也来庆贺，象征着吉庆，故改名为“鹤庆’’。至今本县白族语通称鹤庆为“熬开"，熬：

白鹤。开：一双，即双双白鹤飞起之意。

鹤庆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大部份是峰峦起伏的山地，’间夹小盆地和高差不大，坡度

平缓的丘陵，各种地形交错分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由

玉龙雪山向南延伸的马耳山、石宝山构成县境内的两大山脉。马耳山脉由海拔3500米以

上的9个山峰组成，其主峰海拔3948米，是县内最高的山峰，山脉从北向南延伸，跨越

辛屯、宝顶、金墩、松桂、北衙、黄坪6个区，横贯县的南北全境。有五座东西走向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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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山支脉，北起象眠山、四面山、照壁山、石盆山、豪猪坪山，海拔均在2800米以

上，构成县境中部的群山体系。东部的石宝山脉，由海拔3200米至3640多米的照壁山、

大黑山、石宝山3个主峰组成，跨越辛屯、宝顶、金墩、六合、中江5个区。其南端分

支转为东西走向的有李家山、鹰顶山两座，海拔均在2600米以上。南部有由鸡足山脉延

伸的猫鼻子山、四角山、云华山等，分别处于鹤庆同永胜、洱源、宾川的交界点。鹤庆

的山体多由石灰岩构成，岩溶发育旺盛，地表泾流易渗漏，境内湖泊不多。

县境南北两端，形成两个狭长小盆地，俗称“坝子”。北面是“鹤庆坝"，南面是

“黄坪坝"。西南部的北衙区和东部的六合区属山区，中部的松桂区，除区所在地有少

量的丘陵地带外，北片属高山小河谷区，东西两面属山区。县境东南部因金沙江激流的

切割，形成幽深陡峻的峡谷，谷底与山岭相对高差超过1000米。这一地带分布着中江、

朵美两个区。

河流有长江上游金沙江、流经中江、朵美两个区，但山高水低，水源极少利用。能

利用的主要河流有发源于玉龙雪山南麓的漾弓江(其下游为东山河、中江河)，由北向

南流经鹤庆坝的辛屯、宝顶、金墩三个区，至甸南的象眠山东麓，折转为由西向东，经

松桂、六合、中江三个区，注入金沙江。东山河河床坡度大，落差高，是县内水力发电

的主要资源。在县境南部有发源于马耳山东麓的落漏河(其上游为锅厂河、下游为枯木

河)，流经北衙，直穿黄坪坝，在永胜县涛源区上六乡注入金沙江。鹤庆坝子西南部的

银河，‘小赵河也能常年发电。其它还有一些小的季节性河流，水系很不发达，一年之中

大部份时间是干涸的。

鹤庆的气温季节变化不明显，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热"，冬干夏湿的高原季风

气候总特征。但是由于受地形特点的影响，垂直变化明显，形成了“隔一山另一天，十

里不同天"的差异气候。由北向南，海拔渐低，气温渐高，雨量渐少。宝顶区的马厂乡，

在县西北部，海拔高达3100米，年均温最低只有8．9。C，月均温最低是一月，只1．9"C，

最高是六月，为14．2℃，这里雨量最多，达1267．7毫米。鹤庆坝子海拔在2190奎2200米

之间，年均温为13．5℃，一月均温最低，只6．3℃；七月均温最高，为19．1℃，年降雨量

970．6毫米。县境南部位于金沙江峡谷的朵美区洛良乡，海拔最低，为儿62米，年均温

20．4℃，一月均温12．6℃为最低，五月均温25．5℃为最高，年降雨量少，只620多毫米。

全县霜期为150天左右，有霜日在100天左右。全县灾害性天气，一是“两头低温"，按

22年资料分析，有8年是倒春寒，主要影响小春生产，如1970年4月12日晨霜冻，造成

小春粮食减产1000万斤左右；有7年是八月低温，‘主要影响大春生产，其中减产1000万

斤以上的有4年。其次是旱灾，22年中有12年是冬春旱，7年是秋旱。再次是冰雹灾，

22年平均，每年降雹次数在12次以上，其中秋分至霜降节令，正是稻谷由抽穗至黄熟阶段，

这段时期冰雹危害特别严重。

鹤庆县总面积359．4万亩(农业区划面积)，

交、水利、聚落用地面积83、2万亩，占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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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耕地面积26．92万亩，占7．5％，工

森林覆盖面积85万亩，占23．7％，。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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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荒山荒地164．2万亩，占45．7％，坝区有耕地14．65万亩，占54．4％，河谷区有52400

亩，占19．5％，山区、半山区有70300亩，占26．1％。农业可分四个类区，低海拔的金沙江

河谷亚热带区有黄坪、朵美、中江3个区，主产甘蔗、稻谷、蚕豆，特别是黄坪，现已

成为大理州重点甘蔗区。中海拔的山区、半山区有松桂、北衙、六合3个区，主产包谷、

稻谷。林业、畜牧业发展潜力大。坝区的辛屯、宝顶、金墩3个区，水源丰富，土地肥

沃，主产稻谷、蚕豆和小麦，是全县粮食主产区。宝顶区的西山片，海拔高，气候寒冷，

特产名贵药材马厂当归。1985年全县总播种面积42．16万亩，全年粮豆总产量15605．68

万斤，其中稻谷13．3l万亩，平均单产658斤，包谷6．05万亩，单产266斤，小麦7．28万亩，

单产284斤，蚕豆7．9万亩，单产295斤，甘蔗1．63万亩，单产9446斤，马厂当归559亩，

单产115斤。畜牧业以骡马和黄牛为多，养猪、养羊也是我县优势之一。全县农、林、牧、副、

渔业总产值6138万元。其中农业3516万元，占57．3％，畜牧业1479万元，占24．1％，副

业803万元，占13．1％，林业382万元，占5．3％，渔业12万元，占0．2％。水利建国初只

有小型水坝30座，总容量20多万立方。经过30多年的努力现已建成各类型水利工程517

项(其中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有25座，流量在0．5立方／秒以上的水沟有5条)，控制水

量11100万立方，灌溉面积16．18万亩。矿藏资源有锰、铅、煤、铁等。

鹤庆县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建国后发展比较快。轻工业中的制糖占本县工业的

首位，锰矿、煤矿、炼铅、水泥等重工业次之。鹤庆糖厂日处理能力已达500吨，年生产

机制白糖6676吨，现正筹建扩大到日处理1000吨。电力工业除县办的新庄、洗马池、银

河3个机组群外，小型电站在各区普遍开花。现9区l镇都已用上了电。此外还有酿酒、

碾米、磨面、榨油、糖果糕点、火腿加工等食品工业。鹤庆火腿远近闻名。这些工业主

要分布在黄坪、北衙、金墩、宝顶4个区。手工业有造纸、打铁、铸造、农机修理、印，

刷、制鞋、缝纫、五金制造、副食品加工等行业。工业总产值3086．95万元。其中国营

2179．56万元，占70；62％，集体798．25万元，占25．85％。轻工业产值1875．04万元，占

60．74％，重工业1211．91万元，占39．26％。公路交通，邓丽公路由邓川经鹤庆至丽江，南

北贯穿全境。南部有由北衙经黄坪至朵美的支线；中部有由松桂经六合至中江，松桂至朵

美的两条支线；北部有由金墩积德至新庄电站、由鹤庆经马厂至剑川的两条支线，还有

有20条区、乡简易公路，县内公路总长545公里。全县9区l镇，96个乡(占全县总数的

87．2 oA)已通公路。 ．

文教、卫生、科研也有较大发展。建国前全县只有一所中学。一些山区、半山区还

没有小学。现在全县有3所高中学校，10所初中学校，408所小学校，在校学生4．84万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j!lJ98．02％，’有教职工1736人。文化设施有34个电影队，1个文工

队，10个区文化站，一些乡也办起了文化室。有医院卫生所39个，446张病床，112个医

疗室；专职医务人员435人。区有农科站，乡有科技员。全县计划生育，农机农械，地震

测报，气象观测等均有较大发展。
’

．

’

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元、明、清三代先后兴建有元化寺、龙华寺、石宝山诸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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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寺、水洞祠和“鹤阳八景"等，但已大部毁坏。现在尚存的古建筑有云鹤楼、大成

殿；古迹菩提树、菩提井；古名胜风景青玄洞、幺龙洞、鳊蝠洞、天华洞、黄龙潭、镜

潭雪石等。现代文物建筑有红军长征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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