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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湖志，是志书中的一种专志。我国过去编纂的湖志，现在能+

见到的有《太湖志》、《洞庭湖志》、《巢湖志》、《西湖志》

和《练湖志》等。它们对研究我国湖泊历史都有一定的价值。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江苏丹徒李恩绶编纂的《巢濒

志》，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主要辑录了巢湖的景观、诗赋等内

容，对巢湖的演变、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很少涉及。为了系统了解．．

掌握巢湖的演变以及生态资源，进一步发展巢湖的水利、水产和旅

游事业，振兴巢湖沿岸经济。1982年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

定新编一部《巢湖志》，作为安徽山水志丛书中的一部专志，向

国庆40周年献礼。1985年上半年我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接受任务

以后，组织人员，广征博采，反复修改，历时三年书成。

新编湖志是一项开拓性工作，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市地方志

办公室在编写过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全面、系统地反映巢湖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湖泊的自然环

境、水产资源、水利航运、环境保护和名胜古迹等，旨在直接为

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志书体例采用章、节，目结

构，附以图、表。全书分10章，约16万字。

巢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全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

然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素称“鱼米之乡，，。编好这部志

书，不仅可为宣传巢湖、开发巢湖、建设巢湖提供珍贵资料，还

可。作为向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份乡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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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利于当代，惠及子孙，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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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巢湖市委书记王精华

巢湖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家安
1988年5月



凡 例

一、本书旨在为开发利用巢湖提供资料依据。

二、本书采用章节结构，共10章，前置概述，后有大事年：
表。

三、本书分门别类记述巢湖情况，重在叙述经济方面内容。

四、本书记述范围，以巢湖水域为主，兼记与湖有关内容，
如水利、名胜古迹等。

五、本书资料上限不定，下限截止1985年，少数资料延伸芟
1986年。

六、本书资料多取材于文献资料和学术论著，经多方考证，
求实存真。

七、本书属资料性著述，对少数重要问题有所议论。

一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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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巢湖，曾称居巢湖，俗称焦湖。由合肥、巢湖、肥东、肥

西、庐江二市三县环抱，东西长54．5公里，南北宽21公里，湖岸

线长170多公里。水位8米时，面积755平方公里，容积17．17亿立．

方米，深度2．-一5米，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巢湖成湖于一万年以前，为断陷湖。湖纳四方来水， “JiI形

百道开，，，昔日有“港汉兰百六十纳诸水”之说，现有大小河流

35条，大部分集中在西、北部，主要有杭埠河、丰乐河、南淝

河、派河、白石天河，柘皋河，兆河等。湖区平均拦蓄地面径流

30多亿立方米，诸流汇集后，经巢湖市南的湖口，入裕溪河汇入

长江。

由于水体调节，巢湖气候温和湿润，加之丰富的水源、较好

的生态，以及1962年建成的可以人工调节湖水的巢湖闸，和陆续

建成的总装机10万多豇的700多个排灌站，使巢湖流域的五县二

市(12938平方公里)成了“鱼米之乡"。湖区曾见鱼类94种，

尤以“巢湖三珍”银鱼、自虾、螃蟹驰名中外。宋朝宰相司马光

曾有“银花脍鱼肥”之赞誉。早在汉代，沿湖百姓就“采捕以助

口”，现在，专业捕捞队有近十个，大小船只二三百条，开湖期

间，更有无数张鱼盆，荡漾在万颐碧波之上。白帆点点，鱼歌互

答，把人带入“巢湖之别误华簪，湖上青山梦里酣，三月鲥鱼九．

月桔，令人那不忆江南”的意境。

广阔的水域，放射状的水系，形成了经久不衰的通航能力。

唐史有“郡米数万石"经巢湖“输入扬州，，的记载，清末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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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客运航班穿巢湖而过。现在，沿湖有7个港口，其中，巢湖港

是省内河八大港口之一，有12条航线、1300多公里长，上接合

肥，下通长江，左达大剔山，右连淮河，年中转货运量在200万

吨左右，是我省中部连接省内外货运干线的重要枢纽。

丰富的物产资源，重要的交通位置，广阔的流域面积，引起

了历代政府的重视。从明代的洪武到清朝的乾隆，都设了焦湖

司，专管巢湖。民国年间设了水上警察专局。解放后，两次设巢

期区，七十年代成立了巢湖管理委员会办事处，下辖水上公安局

和各县、市湖管站，并在沿湖成立20几个湖管段，loo多个濒管组，

形成一个省、县(市)、乡、村四级管理体制，并积极从事开发

工作。

湖光山色，名胜古迹，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军政豪杰。古

代的曹操、罗隐、朱元璋、姜夔、石涛，近代的李鸿章、李天

馥，现代的刘伯承、郭沫若、李焕之等，他们不仅游湖赏景，还

留下了墨宝，随着改革开放，中外游客源源不断涌来。他们踏浪

游湖，登山玩塔，体味水天一色意境；他们观花赏洞，遐想仙子

白牡丹和仙人吕洞宾，避扰红尘，秘藏深山修炼之事。他们赞怜

摩崖石窟，联想刘伯温惑众， “看佛无头"的传说，他们濯缨

半汤，．小憩“九福之泡"，体味“浴墓恍如髋骨换，，的轻松快

感。他们依山临湖品尝水鲜，共话巢濒风土人情。

千百年以来，巢湖哺育了沿漤的人民，也给她的流域带来了

光彩。在五县二市人民的精心治理和建设下，古老而秀丽的巢湖

将会更加灿烂夺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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