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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餮羹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耿政发(198 5)60号

‘

★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公所，城关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厂矿，允事业译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字宙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不同范围、不同彤

状和特征而共同约定的名称，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足关系到国

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

是以傣族佤族为主的多民族自治旦，，历史上民族迁徙和演变情况复杂，出现一地多名、多地

一名、一名多写，一字多译，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隧嚣啊化建设的发展，搞好地名

普查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必要。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关于地名命名、更名f／,j例定》及《全阳地名普查若

干规定))的精神，我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县现行的地名进f于了命名、更名，译乍j

规范、正音正字处理和整理了标准地名和地名资料。在此基础上，1984年-：Jl成立了地名委

员及办公室由县地名办公窒组织编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吴地名志》，编绘(<耿马傣族佤族

自}b县地图》并规定标准地名，。经县入民政府审核认可，现了颁jji。自---)L／L?；年一月一日

起，各行业使用本县地名，均以《地名志》为准，不得随意更．殳。需要命名、更名或作其他

改变的地名，应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地名资料刁l得随意引删和公了r发表，确属需要，应征

得县地名办公室同意。

区与区之间的界线，原则上按《地名志》月j图所标界线饮用，相互问交钳的耕地、森

林，原来谁管理仍由谁管理，以后再作调整。

■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rlI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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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各种地理实体不同位置、范围，形状和特征而共同

约定的名称。地名读音是否准确，书写字形是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印地名是否标准化，

不仅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邮电，新闻，出版、科研、城建，旅

游、民政、公安工作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国际交往及国家的领土主权。

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没需要，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理，从1979年开始展开了全国范围

的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对地名的标准化处理，结束地名混乱现象，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

尊严，有利内外交往，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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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部署，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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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2月23日

开始，至1983年6月结束，共核调了全县1624条地名，经过整理资料适当取舍，正式标图填

表的地名共1，467条。其中。行政区划96条，自然村(居民点)721条。企事业单位231条，人

工建筑物42条，名胜古迹8条，自然地理实体374条，(其中l河流57条，)注销的地名(废

场，站，道班)157条。傣语地名696条，占总数的4Z．4％，佤语地名13条，拉祜语地名6条．

傣佤混合语2条，汉语地名750条。

通过地名普查，基本搞清了全县1，4G7条地名的起源、词义、演变及命名时的地理环境，

历史条件，建置沿革等庸况，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重名、含义不好及不利于民族团结的

地名，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做到法定书写，读音标准，含义健康，对十年动乱期间

大搞地名“一片红"造成破坏历史性继承性的地名，按尊重习惯，方便群众，好记好找，便

利使用的原则，遵循有关规定，进行报批手续，更改和恢复原来有名称。

我县的(<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编纂的，以地名普查成果及地名图

(1 s 50000军用图)为蓝本，地名图上标注的地名全部收录，所收录的地名分为五熟一，
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居民点)，二、企事业单位(农场、站，道班)，三，人工建筑物，

四、名胜古迹，五、自然地理实『本。各类地名除行政区划的驻地跟排在行政区划之后以外，

其他一律分类别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从西到东的次序编排。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

音标注普通话读音，当地读音与普通读音不一致时，加注当地读音。民族语地名除汉语拼音

外，再加注民族文字和语别。

本志所用的各项数据，基本上都采用1984年年终统计数，有少部份采用1982年的统计

数，人口系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本志所录地名有两套索引表列于附录中，一是“首字

笔画索引"，二是“首字音序索引"。简注中距离为直线距离。

本志在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由地名办公室负责编写。

地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俸国明(副县长)

．．一1．—．
’



副主任委员I李有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洪万兴(民政局局长)

雷震春。地名办公室主任兼总编辑，内外业普查，补调，文字部份分纂、通纂，内业采

访，资料收集，版面计设，地理座标，高程数计，地名志地图标注，部份彩色图片摄影，自

然村，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简注，校对。 ．

桂 阳。文字部份分纂，首字笔射，音序索引编写： ．

一 ．

许正良：企事业单位名称简注初稿，部分数据收集。
’

南天才。傣语地名翻译，缮写，内业采访．汉语拼音拼注。

张应达，佤语地名翻译，缮写。

安明：部份傣文和汉语拼音缮写。

马明玺，许崇宽-摄影。

编写过程中承县政协，政府办，县志办、档案馆，统计局、水电局，农牧局，文教局、

气象站等有关部门和临沧县地名办公室给予大力积极热情的协助和支持。脱稿后又蒙省地名

办张渤同志订正。特在此表示谢意。

赞助单位有l耿马华侨农场2，000元，勐撒农场l，500元，孟定农场2，000元a

由于我们人力不足，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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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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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定河出境口拔海4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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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概况

耿马县位于云南省会西南375公里处，东倚临沧，双江，南邻沧源，北接镇康，永德、

云县三县，西界缅甸。东西径112公里，南北径76公里，周长410．4公里。面积3837平方公

里。边境线长47．35公里。

境内峰峦重叠，山川纵横，连绵起伏的耿马大山自北向南横亘中部，把耿马截为两个不

同的自然地理区。地势自东向西呈梯级递降。一般海拔在1500米左右，最高点大雪山，海拔

。，233米；最低点南定河出境口，海拔450米。垂直高差达2．780米。地理构造以断裂为主。大．

体分为三尖山一扎独山一空木山一帮马山一大丫口尖山断层带，福荣山一耿马大山皱褶带I

孟定一勐简凹陷带，耿马坝隆起带。县内有孟定、勐简，耿马、勐撒，勐永，班幸、汗母坝

等丘陵平坝，面积约290．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6％，山地约354 6．1平方公里：占92．4％．

县内分为南定河，南碧河两大水系。较大河流有南定河，南碧河，勐短河，芒枕河、

南捧河、小黑河、挡帕河。南定河属怒江流城，发源于临沧蹲尚。流经临沧，云县，永德和
耿马的勐永、勐撒，勐简，福荣四区边缘，进入孟定开阔河谷，子清水河乡出境，在缅境汇

入萨尔温江。全长228公里流经我县132公里，平弦坡度0．35％。灌溉面积3．8万亩。南碧河

属澜沧江水系，发源于耿马大雪山、帮马山，流经勐撒，耿宣、芒洪、贺派、四排山五区，

子勐省乡汇入小黑江。流程73公里，流域面积1，500余平方公里，灌溉面积4．4万亩。

耿马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年前已有原始人群。(石佛；日出土文物考证)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麓川(勐卯)一排傣族由思可法之后裔罕帅、罕谢两兄

弟率领百姓出来寻找地方，誓言在先， “找不到地方，死不回头”。他们辞别麓川者阑南

下，经木邦(兴威)，爬越公明大山，历尽艰难险阻，先后开辟勐角、勐董、勐短、勐省‘四

个地方。数年后，人多不够吃，不够住，罕谢提出要再找地方添，其兄应允，罕谢带超一部

份臣民百姓，爬过侏线坡装，来到安雅，人们站在安雅的高山上又看到一个很好盼四周总

是环抱着的园坝，他们很高兴，罕谢下令，各人选地盖屋居住，这里称孔叹街(东张西望的

意思)傣历7’57年(公元1395年)，在嘎街住了一年多，感到地点不理想．要找个好的地方建

城池。到傣历759年5月19日(公元1397年，洪武30年)，他彳f：按傣家人的礼，备起一匹白

马，打扮一番，当天祝告神灵，望天神保佑，推引我ff：不迷途找到称心如意世代发展的好地

方。祷告完毕，纵号所钉：，自马在前面走，人们就在后面跟，白马顺着坝子走，一直走到完

全是大森林的地方(即土豆署衙门，现在县人民政窗所在地)，白马抵此不走了，停下来吃

草，随后大家敲锚打鼓跟来，见自马在止∑野：跃蹦彤i、打滚、洒尿、土豆头人百姓就在白马打

滚，洒尿、马乡二头j卓地处钉上桩。大家见这里古木参天，森林密茂，地势平坦，便予建筑。

园跟若自马来找若这地方建城，以作纪念，大：芙命名耿马。在傣话中“耿”和·∥勐"为同意

(地方之意)l马与汉语马同，耿马即跟马找到的地方。

耿马，西汉属苴二州哀牢地。三国蜀称永。西晋羁：永寿。隋为剑南逆所轱黑葵仆濮部。家称

一4一、
＼



景麻旬(孟定)，小苗甸(耿马)。元于境内置孟定路军民总管府、谋牯路(耿马)军民府，

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置孟定土知府，万历十三年(公元

1585年析孟定地置耿马安抚司，封傣族罕氏为世袭安抚使，清初置耿马宣抚司，直隶云南布

政司，后改隶顺宁府-其问，为耿马土司全盛时期，辖九勐十三圈，九勐：勐角、勐董、勐

短、勐省(以上现属沧源县)、勐永、勐撒．勐耿(耿马)(今属耿马县)勐旨、勐颇(今属永

‘德县)，十三固：悉尼(大寨)、芒茂、空批．金列、海岛、海弄(以上现属耿马)、金弄，娥德、

轩干、轩来、芒孟(以上现属镇康县)，金晚恶。金晚乡(以上现属沧源县)。民国初年耿马分

隶镇康、顺宁县。1940年置耿马设治局，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耿马。从而，结束了沿袭24

代，500余年耿马封建土司的统冶。1952年孟定并耿马，先后隶保山，临沧专区。1955年10月

16日成立自治县，属临沧专区。

耿马是以僚族，佤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县。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有25种民族，人口

182831人。其中，农业人口167184人，占总人口的91．4％，城镇人口14269人， 占8．6％。

县内有傣族35653人，占总人口19．5％，佤族31123人，占17．02％，拉祜族13295人， 占

7．27％，汉族92765人，占50．74％，还有彝族，布朗族，傈僳族．白族、德昴族、景颇族、

回族、壮族、苗族、布依族、满族、哈尼族、纳西族、黎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藏族，

瑶族、畲族、仡佬族9984人，占5．47％。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47．7人，孟定区最大，每平

方公里77人，福荣区最小，每平方公里19人。

地处热带、亚热带，北回归线横穿境内，主要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南季风影响，气候

湿热，降雨丰沛，阳光充足，干湿季分明，立体气候明显。农作物终年生长，树木四季常青。

耿马为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十八年均温18．8。C。最热月(6月)，平均气温23．6。C，最

高气温36．5。C，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1．6。C，最低气温极少低于0。C，特殊年曾出现

过3．2。C。年积温6867．6。C，日照对数2127．84,时，日照百分率为48，年平均降雨量】323毫

米，雨季(5月--10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86％。无霜期长达317天。

孟定、勐简坝区，低纬偏北，海拔低，年气温高，为典型的北热带气候。二十二年平年

气温21．5。C，最热月(6月)平均气温25．8。C，最高气温39．5。C，特殊年达41．5。C，最冷

月(1月)平均气温14．3。C，最低气温2．2。C以上。年积温7861．2。C，日照时数2094．8小时，

日照百分率为48。年平均降雨1507．2毫米，雨季(5—10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87．9％，

终年无霜。

河外、福荣、古老河、勐撒在暖温气流路径上，雨量最多，年平均1652．7毫米，耿马、

勐省、四排山雨量较少，年平均1260．6毫米。历年雨季5月21—22日开始，11月l一3日结

束。共降雨日数132—220天。这期间雨量占全年80—90％，6—8月为雨季旺期，月最多降

雨量耿马263．4毫米，孟定375．8毫米，古老河高达441毫米。日最大降雨量181．5毫米。年平

均日照时数2111．3／J＼时，日照率18％。历年平均蒸发量，耿马1534．2毫米，孟定1602毫米，

都大于两地区的同期降雨量。 ．

因降雨集中，分布不均，立体气候，旱涝、．低温、阴雨、冰雹、风灾及病虫草害，连年

发生，顺序或交替出现。 ．

自然土壤有五类。红壤，包括普通红壤、砖红壤化红壤、山地红壤、黄化红壤、红壤型

紫色土，分布坝区和海拔1600米以下的半山区，约占总面积的52％，土层深厚、PH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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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2．6--,-3．85％。 ，

棕壤约占17．7％，多分布勐永，大兴，勐撒以及耿马大山中上部班望一迎门寨一户肯一

线，发育在石灰岩，千页岩，页岩的常绿滴叶林下。PH值4～5。

黄壤，插花分布福荣，贺派、耿马坝中部勐省低丘沟谷，成土田质多为花岗岩，泥质页

岩。石灰岩，约占10．4％。

水稻土，多分布在几个坝区沟谷丘陵，约占3．8％。

沼泽土，以孟定为多，约占0．09％。

植物群落多样，各种乔木，栎桤为主，优努树种38科近4000种。森林覆盖率11．1％。东

部高山有针阔混交林，北部、西南部有云南松叶林，中部中海海拔有阔叶林，间有少量旱季

落叶林，照叶林，低热河谷有热带雨林，季雨林d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有铁力木、抽木、轻

木，椿木等数十种。其它藤本植被也种类繁多。
’

由于采伐失调，森林面积日趋减少，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达1 5．43万亩。因此，急待造林，

合理开发，保护生态环境。

本县盛产大米及热带亚热带植物和多种经济作物。仅籼稻、粳稻品类即达237种，素称鱼

米之乡。大小河流57条，年径流总量为32．4285亿立方米，水能储量243305．63千瓦。地下水

源径流估算4．475亿立方米。林地61．04457／亩，其中用材林占85．6％，经济林占10．7％。林

木蓄积量906．。9201万立方米。各类草场392．57／亩，载畜量71338．8个黄牛单位，山区为著，

有发展畜牧业的广阔前景。野生动物中，鸟类340多种，兽类60余种，爬行两栖类50余种。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禽兽有，华南虎、金钱豹、长臂猿，水鹿、白鹇：绿孔雀等。主要矿

藏有金，银、汞，铅，煤、石膏，石灰石。地热资源也很丰富，四方并，怕亚坝，下军仂有

10数处温泉出露。一

全县共设置11个区·勐永，大兴、勐撒、勐简，河外，耿宣，福荣、芒洪、孟定，四排

山、贺派，1个县辖镇：耿马镇’79个乡(其中。14个民族乡、1个区辖镇>，1个城区办事

处，3个农村办事处，721个自然村，902个合作社。驻耿马单位有一勐撒农场、耿马华侨农

场，孟定农场，民航导航站、河底岗水泥厂、河底岗电站、交通安全管理站、耿马汽车站，

耿马公路养护段，孟定原种场等单位。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耿马镇。解放以来，由于民族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在

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援，在自治县实现了民族平等，加强了民族团结，各民族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5159万元(按1980年

不变价计算)，是1951年451．79万元(其中农业439．79万元，工业12万元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

的11．42倍，平均每年增长32．56％。1984年施化肥3379吨，平均每亩施化肥15．2市斤。

本县经济以农业为主。近年来，贯彻执行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农业已初步满足十八

万各族人民的生活之需，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化。1984年农业总产值3900．0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7r5％。粮食商品率从1978年的170／，

提高到1984年的25．22％。 ，

全县耕地40．95487／亩，·占总面积7．1％。其中水田14．2433万亩，早地26．71157／亩。荒

山荒地306．1856万亩，占53．1％，耕地大多分带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河谷坝区和山区。

经过治山治水和农田基本建设，生产条件有很大改善，机械化程度有一定提高。解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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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共修建(含农场)水库，坝塘98件，总蓄水1767．55万方。大小引水渠3697件，拦蓄水量，

4243．34万方。电力排灌站13处，人工吃水塘200多个。修建防洪堤岸10．822公里，保护面

积0．9824万亩。开发水电9532千瓦，有效灌溉面积达8．1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19．86％I旱

涝保收面积由解放初期1．1万亩，增N3．1008万亩，水浇地0．2784万亩。治理水土流失0．5872

万亩l除涝0．02万亩。农机总动力达2．7487万马力I排灌机械4台，O．0163万马力；机电排

灌站13个，装机容量0．0491万千瓦。水资源利用率为2％。

耿马农业以粮食为主。1934年粮食播种为j4．5584万亩，占总播种面积91．2％，经济作物

播种2．7735万亩，占6．2％，其它蔬菜、瓜果播种为1．1312万亩，占2．6％。

粮食总产量13706万斤，为1953年的3．19倍，向国家上缴粮食3374．5l万斤，比上年增

lO．4％，为1953年的4．2倍。人均产粮868．5斤。主要粮食作物产量l水稻7795．13万斤，亩

产473斤，早稻2251．02万斤，亩产297斤，玉米2740．1 3万斤，亩产237斤I大豆290．38万斤，

亩产j91斤，小麦45．8万斤，亩产1 28斤。
’

主要经济作物和热林产品(含农场)。甘蔗是154 1040担，茶叶9076担，橡胶42696担，胡

椒3l 4担，油科(油菜子，芝麻)4275担，紫胶2284担，咖啡530担，水果(香蕉，柑枯、菠萝

积)10593．39担。

肥猪出拦27797头，产肉299万斤，年终存拦90425头，宰牛1809头，产肉24万斤，宰羊

591支，产肉2万斤。年末大牲畜存拦78922头。产禽蛋1216担，体型结构均匀，发育良好，

性情温顺，适应性强的耿马水牛和}#格健壮，能驮能犁，善于爬山越岭，适应性强的高山黄

牛，除满足本县役用外，还供应省内外的需要。

1984年农业产值247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3．36％I林业产值502万元，占12．87％I

畜牧业产值596万元，占15．27％；副业产值为329万元，占8。43％；渔业产值3万元，占0．08％。

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随着生产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利用本地资源，为农业服务，

包括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建材，森林，食品、缝纫、皮革等方面的工矿企业49

个，职-／-739人。1984年工业总产值l 257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12个，职T-2260人，产值1043．08

万元，占总产值82．9％J集体所有制企业37个，职工179人，产值193．76万元，占15．42％。

中型骨干企业耿马搪厂，日榨甘蔗500吨，产值645．78万元，占工业总产值51．38％。

主要工业产品；食糖(包括红糖，5653．14吨，饮料酒701．27吨，服装5．68万件，中小农

具2．59万件，原煤10575吨，原木1667立方米，发电量766．14万度，天然橡胶299．24吨，粗

铝91．42吨，粗铜7．37吨，糖果糕点117．05吨，工业生产的特点是加工企业多，制造工业少。

随着农业的发展，社队企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84年有393个企业，从业人员4280人，

产值365．15万元。

交通运输大有改观。解放前耿马交通闭塞，运输全靠人背马驮。现有海坝桩一孟定、临

沧一耿马、孟定一南伞三条公路干线计30 4公里。全县lo个区(镇)、40个乡、509个合作社通

公路。通车里程481．5公里。公路货运周转量969．04万吨公里。

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全县有科技机构1 0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645

人。其中工程师、农艺师17人，助师1．0人，技术员56人。

解放前县内仅有一所小学，教师2人，学生40余人。三十五年来，全县共培养高中毕业

生1507人，初中生7799人，小学生23685人，扫盲1144人，培训傣语教师56人，佤语教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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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国以来考入大专院校219 t不含农场)。1977—1t84年考入中专sOo人。现有普通中学

13所(含农场)，在校学生3012人，中学教职工242人，小学388所，在校学生22126人(少数民

族生9120人)，小学教职工807人。农业驴业班1人，学生50人。1984年高中毕业186人，升

入大专院校21人，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85．67％。城镇托儿所1个。文化站3个。图书馆1

个，藏书2500册，电影院1个，电影放映队(组)a2个。新华书店1个，职工10k。专业文化

宣传队1个，演职员20人。广播站1个j电视差转台1个，中波转播站正在建设中、邮电机

构13个，邮路总长1145公里。体育机构1个，射击，中长跑业余训练点各1个，运动员35人，

专任体育教师13人。破两项省射击记矛，获1项全臣孩废AB级矽远最好成绩。

全县卫生机构(含农场)18个f各类医院18所)，病床574张，卫技人员521人，其中主治医

生1人，医师02人，医士86人。66％的乡(镇：设有医疗卫生点，有乡村医生18人，卫生员356

人，接生员304人。经过三十余年的综合防治，已消灭灭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I基本控制

了疟疾，自暇等传染病的发病和流行。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通过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自然

增长牢由1965年的千分之35．28，下降到1984的千分之19．27。昔日瘴气、瘟疫之乡，变成了

欣欣向荥，岁；旺发达的新边疆。

城乡市场活跃，人民生活改善。】98二年匡内纯筠进．茬值20：0．28万元，比上年增长32．1％I

纯销吩茬、值3114．5万元，比上年增长7．1％，身：市罗易成交额182．38万。全年财政收入389．2

万元，比上年减7．4％。财政支出1287万元，笋中：用于基本建设27万元， 占2．1％，用于

乖：、教、文、卫371万元，占28．8：％。安排城镇待业i：年117人。职工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加

134．4l元，达922．76元。城乡人民储备755．5y／元，比上年增7．6．1％，为1 979年的5．85倍。

文物古迹有新的重要发现。近年来，随着文物普当工作的深入发展，文物工作者依靠各

族群众，在南碧河、南定河、小黑江流域县境内，先后发现大芒关原始崖画，勐省石佛洞新

石器洞穴遗址，挡伯山月牙洞新石器洞穴遗址，盂定南京掌新石器遗址，挡怕山岩厦新石器

遗址，以及河外尖山石刻，。勐撒土主庙崖诗等多处古迹相文物。

据初考，大芒多崖面履新石器晚期作品，与数处遗址有密切关系，文物内涵或许是一个

新的文化类型，证明耿马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早在3，000年前已步入定居生活。

尖山石刻“以戈待敌"，是1944年抗日“耿沧支队"在此设防所曰，该部曾与日军交火

；}打退侵略者。

勐撒崖诗戈清朝道光年问，一道教徒至此隐居修烙，在峭壁石房中塑尊神，搭寺观，时

香火旺盛，风景别要，人称“郎环福地”。故远近朝观者， “仙引妙境"，登崖题诗作赋。

亩．i=．在．{妻喜。

耿马处于9—10度地震区域。1941年4月21日下午三时许，曾发生7．5级强震，震中在勐

筒区大察乡。现仍处在地质构造活动期，县城设有地震观测站。

耿马宗教主要有小乘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1e80年开始相继恢复活动。

小乘佛教于傣历835(公元1473)年出缅甸景栋传人。为傣、佤，德昴、布朗、彝等族人

民信奉。是耿马传人最早l信奉人数最多，范围最宽，影响最深的一个教派。1956年中国佛

牙护寺团曾到耿马送佛象一尊。据1983年统计有佛寺68所。僧侣1188人。

基督教分内地会，浸信会两派。1921、1925年分别由英，美牧师从缅甸大邦传人。内地

会以福音山为活动中心。1980年总堂由福音山转移到芒艾。设信会在贺回沟设分堂、归属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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