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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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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地名录》是根据网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在我县地名普查

的基础上编写的。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刭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服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地名以及它所包括的行政地域区划名称也在不断地变化。我县这

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做了地名标准化的处理

工作，为编辑本地名录和建立临武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这次普查，以1 t50000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

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按照“一个地区的范

围内不应有同名的公社，一个县范围内不应有同名大队”的精神，更改了2个公社，41

个大队名称，并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343条，删减52条，勘误120条，全县地名总

计1758条，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卡片550张，在此基础上对全县地名资料进行了归纳整

理，编篡了(<临武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所收集的地名分类列表排印，计行政区划、自然村1350条，自然地理实体

106条，人工建筑86条，企事业单位76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5条。不属地名普查

范围的地名，未予收录。东山林场、西山林场、县茶场本属企事业单位，但因自然村较

多，故列于“行政区划"内排印。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印

有全县标准地名图一幅，装订于卷首。’’一

文字概况，是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重要组成部份，本地名录共收县、社(场)文字

概况2l篇，对其它各类项目，则择其要者，另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数据，均以1980年年报为准。

临武县地名普查工作和《临武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得到了省、地地名办的热情

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编印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

正。

临武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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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概况

临武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边陲，东与宜章、郴县接壤，南与广东连县相邻，西与蓝山交

界，北与嘉禾、桂阳毗连，地处东经112。207至112。477，北纬25。077至25。357之间。总面

积1392．95平方公里，合2089425亩，其中水田165803亩，旱土51016亩，林地857899亩，

水面37306亩。辖17个公社，1个镇、2个林场、一个茶场，1个果木场、1个农科

所，239个大队，2027个生产队，54577户，248522人(其中瑶族910人、壮族9人、苗

族7人、侗族6人、满族5人、彝族1人、回族2人、蒙古族3人、朝鲜族1人、土家

族2人，其余为汉族)。。

临武为湘南古县， “楚南郡邑之最古者莫如临武，一见于山经，再著于国策"(同

治《临武县志》)。战国时为楚国临武邑，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95年)设临

武县，县城在古城渡。王莽建新(公元9年,---,23年)改名大武，后复原名。隋将南平

：今蓝山)并入，唐复分出。唐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改名隆武，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复称临武。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并入桂阳监，宋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年)复设临武县，县城由古城渡迁现址(城关镇)。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划临武北乡及桂阳的一部分设嘉禾县。1949年12月1日，临武县解放。1959年3月并入

宜章县，1961年5月恢复临武县建制。水经注t “县侧临武溪东，因日临武县"。

全县为丘陵山区。平原、岗地、丘陵、山地、水面分另Ij占全县总面积的9．51％， 、．

9．17％、20．10％、59．43％、1．79％。境内峰峦迭蟑，丘岗连绵，地势西北高，东南
。

低。有西山、东山、桃竹山三大山。西山的天头岭为全县最高点，海拔1711．8米，五塘冲为全

县最低点，海拔206米。境内有大小河溪400条，以东山、西山为分水岭，东南部的人民

河、腊水河、斜江河，水东河等皆系武水河支流，逐一汇合往东流入宜章，属珠江水

系，北部有湘江水系之钟水、猴子江、无利河，分别流向蓝山，嘉禾。全县属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1250N1900毫米，年平均气温14N18．1。C，极端最高气温

38．9。C，极端最低气温一6。至一1l。C，年无霜期260-'--300天。

县内矿藏资源丰富，现已查明的主要矿种有9类22种，其中有色金属矿品种繁多，

蕴藏量大，计有钨、锡，铅，锌、锑、铜、钼、铋等，故临武有“有色金属之乡"之

称，稀有金属及放射性矿有钽，铌，锂、铷、铯、铟、镉、铀等；黑色金属矿有铁、

锰，非金属矿有煤、砷、自云石、萤石，水晶石，冰州石、石墨，大理石、石灰石等。

现开采的有钨、锡、锌、锰、煤、硫、砷、萤石、石墨等11种。

林木种类繁多，有树种97科332种。用材林有杉、松、樟、梓、楠、稠等，立木蓄

积量65万多立方米，楠竹蓄积量520多万根，主要分布在西山林场、东山林场及武源、南

强、金江等公社。西山，东山两个国营林场，是县内主要用材林基地，育林面积共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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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经济林有油茶、柑桔，蜡树等，全县有油茶林面积19万多亩，主要分布在土桥、

南强、麦市、汾市，同益、双溪、万水等公社，最高年产量茶油113．72万多斤，白蜡达

1．04万斤。

水能蕴藏量达75020豇，可供利用的有21724豇，年发电量可达71310万度。现已建

成小水电站145处，装机172台，总装机容量11445砝，年发电量1462万度。

农业是全县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份。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红薯、大豆、花生、烤

烟、甘蔗等。解放前，全县农田易涝易旱，农作物产量很低。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大力兴修水利，修建了中型水库l座，小(一)型水库8座，

小(二)型水库50座，水轮泵站19处，装机39台，电灌站66处，还兴建了其他水利设

施，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有效灌溉面积17．75万亩，

旱涝保收面积12．9万亩，加之科学种田措施的推广，普及，耕作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

不断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1．7亿多斤，比1950年增加了2倍，农业总产值3965万元，

比1950年增加3．46倍。生猪年出栏7万多头，比1950年增加2．5倍，耕牛存栏13026头。

以生长快，体型大、肉质嫩，产蛋多，适应性强为特点的临武鸭，闻名全国，年出笼16

万只以上。

工业以采矿及化肥、水泥、农机具制造为主。解放前夕，全县只有印刷，织布、酿

酒等几家私人手工作坊。现有煤矿、钨矿、铅锌矿、氮肥厂，水泥厂，农机厂、糖厂，

印刷厂等厂矿企业84个，其中社办工业企业58个，是全县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社办工业企业净产值占全县工业净产值的46％。手工编织的龙须草席，洁白柔

软，是临武有名的传统产品，．也是精美的手工艺品，相传北宋末就已开始生产。国家名誉

主席宋庆龄同志曾于1951年写信给临武县人民政府，赞扬“该产品工作精致"，“希望能

设法大量产销，，。龙须草席曾在1954年参加德国来比锡世界工艺博览会展出并获奖。六

十年代末获出国商品“免检品’’信誉。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822万元，比解放初期增

加25．7倍。

交通运输发展较快。解放前，县内没有公路，更无铁路，仅武水河的汾市以下河段可

通木帆船。现有铁路6公里，公路422．6公里。每天有临武至郴州，桂阳、嘉禾、蓝山、

自石渡、坪石等地的往返客班车。县内有80％的公社通客班车，80％的大队有简易公

路，全县有货运汽车204辆，吉普车6辆，救护车3辆，旅行车5辆，还有拖拉机105

俞，手扶拖拉机355台，城乡运输较为方便。

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发展。解放前，仅有初中3所，高小8所，初小200所，在校学

生3000多人。1980年全县有高中8所，初中26所，小学527所，在校学生2．7万多人，幼

儿园170所，入园幼儿近6000人。电影放映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全县现有城关镇

电影院一座，农村简易电影院13座，电影放映队25个。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广播

站、电视差转台。各公社有文化站，广播站，大部分大队有文化室、俱乐部。公社以上

卫生院，解放初期只有1所，现在增至19所，有病床516张，医务人员458人，各大队有

合作医疗室(所)。

境内山势连绵，奇峰迭翠，溪洞深邃，风景宜人，文化古迹甚多。官山遗迹，仙境

春游、挂榜晴岚、舜峰晚眺、西山霁雪、武水拖兰，秀岩风月、龙洞烟云称为临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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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位于县城西三里许的舜峰寨，相传舜帝南巡时曾登临此山。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

曾经临武县境，故现大冲公社境内有马侯岭。县城之北有韩山，唐朝诗人韩愈被贬为阳

山县令途经临武时，与其好友，当时临武县令张曙同登此山，吟诗抒怀，宋代在山上建有

韩张亭以作纪念(亭已毁)。宋代名将岳飞，曾在县内之东山一带布阵作战。土桥公社

的四方寨，是洪秀全曾屯过兵的地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由东往西

经过临武，播下了革命火种。位予金江公社小城大队的秀龙岩，碗岩高耸，洞门隐蔽，

形势险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临武县特别支部秘密联络集会的地方，解放

战争初期，这里又成为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

临武山河秀丽，资源丰富，千百年来，虽几经沧桑，但临武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辛勤劳动，英勇战斗，创造了光辉业绩。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临武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正以雄健的步伐向前迈进。

与二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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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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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位于县境内中部偏南。地理座标。东经112。307至112。327，北纬25。167至

25。177。东邻武水公社，西南连城郊公社，北与花塘公社接壤。总面积8平方公里。武

水河贯穿其境。 o

1949年解放后，城关镇属第一区，1950年建镇，1958年属五星公社，1959年属临武公

社，1960年属武水公社，1964年恢复城关镇；1969年与从武水公社划出的新屋场、杜

家，曾家岭，西城等大队建立城关公社，1991年撤城关公社，分别成立城关镇和城郊公

社。城关镇辖3个居委会，1个农业大队，2个蔬菜大队。2490户，9650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7887人)。

， 自宋绍兴11年(公元1141年)县治从古城渡迁至现址，历来为临武县治，是全县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直属各单位均驻镇内。有全民和集体工厂21家，主要生产农

业机具、印刷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工业固定资产149．3万元，利润12．8万元。全民商业

及供销单位39个，个体商业83户，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610万元。每旬四f九逢集，

来自县内及邻县赶集者约两万人，上市货物以农付产品为主。汽车可直达县内各公社以及

郴州，桂阳，宜章、坪石、嘉禾、蓝山等地。每天有29次车从城关镇开往上述各地，交

通较为方便。有中学1所，小学2所，在校学生2874人。电影院、俱乐部各1所，医院

2所，有病床169张。

城关镇年平均气温18．5。C左右，年降雨量约1600毫米。有水田1026亩，早土70亩。

主要种植水稻和蔬菜。农业总产值29万元。农业人口人平纯收入102元。蔬菜生产可满

足本镇常住人口的生活食用。1980年菜农人平纯收入219元。镇属企业7个，主要经营

基建，劳动服务，藤椅编织、缝纫，火补轮胎，油漆等项目。

解放前，城关镇仅有河街，老街、丁字街，柳树街等一些狭窄的街道，房屋低矮。

解放后，陆续改建和新建了解放路、东云路、韩山路等街道，新建了一批三至五层楼的

商店，旅店和办公楼，全镇面貌焕然一新。

城关镇历史悠久，古迹甚多。北有韩张山，唐朝诗人韩愈及其好友张曙曾共同登山

吟诗，后人在山顶建有韩张亭(今废，原址现建有自来水蓄水池)，称“官山遗迹’’。

东有东云山，山腰有寺庙，名“成仙观黟，相传为仙人成武丁修仙升天之处，称为“仙

境春游"。武水河由西向东贯穿全镇，至镇内与从南来之一溪水汇合，每当大雨，武水

浑而溪水兰，清浊分明，称“武水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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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 Ch6ngguanzhen， ．

，第一居民委员会 DI—lJnmInweiyn磊nhuI

第二居民委员会 Dl一2Jnminw色iyuanhui

第三居民委员会Dz一3Jomlnw色iyuanhul

蔬菜一大队 Sht旺cail--Dadul

蔬菜=大队 ，。

Shacai2一Dadul

：东城大队。 ’。_1 Dongch6ngDadui

东城．7tt ’+D6ngch色ng、
· ’一

挂钩冲 +Guagouchong‘4

6

耕地面积 人口 驻地

”． (亩)‘．

81 248

。78 208

933．91 1290"

，

‘

'‘

解放路

河街

柳树街

老街

东城

’东城

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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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公社概况

城郊公社位于临武县城西南部，东经112。291—1120337，北纬25。15’一25。187之
间，东与武水公社接壤，南接双溪公社，西与西山林场相邻，北界城关镇和花塘公社。

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属于丘陵区，东南较平坦。共有耕地面积5037亩，其中水田4485

亩，林地12676亩，水库，河溪，渠道等水面931亩，空坪隙地5282亩。辖6个大队，

64个生产队，18个自然村，1558户，6695人，均属汉族。‘

1949年解放后，城郊公社属第一区，1958年属五星公社，1959年属临武公社，1960

年属武水公社，1964年属城关镇，1969年改为城关公社，1981年10月分为城关镇、城郊

公社。城郊公社因位于县城近郊得名。

境内年平均气温18．51C左右，年降雨量为1300--1415毫米，无霜期约300天。地势

平缓，土地肥沃。全社以种植水稻为主，红薯、花生、小麦、烤烟、豆类等次之。但解放
一

前农作物产量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兴修了皇龙坝引水渠道及宝贝淋水库

(小一型)等水利设施61处，较好地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不断上升，1980年

。粮食总产751万斤，平均亩产1243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36万斤。
’

社队企业不断发展，公社有氧化锌厂、铅锌矿，发电站、基建队、林场等。1980年

社队企业总收入74．15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94．95万元。全社人平口粮668斤，人平纯收

入103元。 ．

‘

农业机械、交通运输发展较快，全社有汽车4辆·2社队有大小拖拉机24台，机耕船

38台，运输和农付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

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发展。解放初期仅有6所小学，现有中学1所，小学10所，在校

学生1467人。有大队合作医疗8所。1980年人口增长率为2．8‰。r

境内之舜峰寨，海拔423米，位于武水河畔，离县城三里许，相传舜帝南巡时曾登临此

山，故名。后人在山腰及山顶建有祠、庙(已废)1 j该山山势陡峻，夕阳西下，登山远

眺，山下田畴平旷，县城一览无余，武水河蜿蜒东去，波光闪闪，挂榜山遥相对峙，暮

蔼森森，是临武八景之一，名“舜峰晚眺"，1980年在山顶建有电视差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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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城郊公社

南溪大队

j·：： 老街‘

，．牛墟头一

小杜家

．． 藕池坪

杜家大队

杜家

、 石家i

沙坪里，
。

麻丝田

西城大队

西城

． 上西街

曾家岭大队

Ch 6ngjiao GOngshe

NAnx!Daduz

Laojie
。

Ni矗x口t6u一 ．．．

Xi矗od,',jia

6uchiping

Dajia Dadul

Dajia 。

Shijia

Shapingl I

．Mgsiti矗n

Xi chen9 Dadul

Xich色ng

Shangxiji e

Zengjial Ing Dadu i

ZengjiMing

HuAngplsh an

Hajiashan

TangxiA Dadu!

TAngxi&

Jznzlqi&o

DAy ZlIno

YangjiawAn

XinwQchAng Dada 1
7

XinwachAng

耕地面积

·(亩)

5037

—706．6

人口

6695

1084

驻地

滨江巷

老街

。，1027 1165 杜家。

1426 1991． 西城

809 1000 曾家岭

857 1034， 塘下

267 423 新屋场



武水公社位于临武县中部偏东南。距县城1．1公里，东邻土地，同益公社，南与南

强公社接壤，西界城郊、双溪公社，北与花塘公社、县茶场相邻，属半丘陵地区。全社辖

15个大队，158个生产队，41个自然村，4473户，19027人，均系汉族。 ，，

1949年解放后，武水公社属第一区，1958年属五星公社，1961年为东塔公社，1964年

双溪，东塔两公社及城关镇，合并为武水公社，1969年划出东城、西城、永红，团结四
一 个大队成立城关公社，1978年分出双溪公社。因武水河流经本社11个大队，故名武水公

社。公社驻地在邝家村东北方的教场坪。 ．

‘

全社总面积约54．6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18848亩，其中水田16707亩，旱土2141

亩，林地32433亩。年平均气温18。C，年平均降雨量1415毫米。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适

宜农作物生长。全社种植水稻为主，红薯，烤烟、花生、甘蔗、豆类次之。解放前易旱

易涝，粮食产量甚低。解放后修建了宝贝淋、水龙背、李家庄等小型水库，县长河水库

南干渠贯穿全境，灌溉条件大大改善，全社农田基本实现了早涝保收。1980年粮食总产‘ ·

量2129．47万斤，平均亩产1148斤。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517万斤，人平口粮765斤，人

平纯收入113元。 ．

。

公社有水泥厂、铅锌矿，农机修造厂、基建队、林场等企业，各大队有农付产品加

工厂。社员家庭手工编织龙须草席较为普遍。社队企业每年总产值95万元，1980年全社

工农业总产值419万元。 一 一

‘

’交通运输较为方便，临郴、临宜，临坪公路经过境内，有简易公路通往各大队，全．

社有汽车11辆，大小拖拉机24台。，、

解放前全社仅有小学13所，现有中学2所，小学25所，在校学生3141人。公社有卫

生院l所，医务人员19人，’有病床40张。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室，卫生员33人。全社

有电影放影队1个。

位于邝家大队境内的挂榜山，悬崖耸立，石壁陡如刀削，山上林木森森，山下溪水

潺漏，是“临武八景一之一，称“挂榜晴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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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武水公社

邝家大队

，一 大邝家

。 罗家巷

沙市

玉屏大队

乐塘背

车头大队

车头

黄莲大队

黄莲

侯家

慕冲大队

慕冲

圳上大队

圳上

胡家

邝 家

刘家

太和大队

太和

李家庄

尧丰大队

赤脚洞

东坪大队

大李家

’冬田

杨家

城头大队

石灰窑

唐家水

淋湾洞

谭家湾

城头下

山青大队

10

：}， r，

‘

--

Wnshu!Gongshe’‘

Kuangjia DAdut

DakuAngjia，

Luojiahang’．

ShashI

Y讧pfn9 Dadu!

Letangbei

Chet6u DaduI

Ch色t6u —

Huangli缸Dadu!

Hu矗ngli矗n ．

H6ujia‘

M0chong DAdui

Mochong

Zhensh／tng Dadu!

Z五enshAng

Hnjia
‘

KuAngjia ’，

Liojia

TAih6 Dadu!

TAihe

Lljiazhuang

Yaofeng Dadui

Chljiaodon9

Dongplng Dadul

Daltjia ，．

，

Dongtian

Yangjia

Ch engt6u DAdul

Shi hutyao

TangjiashuI

Ll nwand6no

Tanjiawan

Ch6ngtouxia

Sh*tnqing DAdu l

耕地面积人口 驻地

(亩)’

·，‘、18848 19027 教场坪

2812 3547。大邝家

1852 2014 乐塘背

1361 1519 车头

500．5 598 黄莲

8lO

715

803 慕冲

624 圳上

1172 ．947 太和

659— 630

1820 1666

赤脚洞

大李家

1435 1486 石灰窑

668 626 上自善



标准名称 汉语拼

上自善

下白善

马家

三江大队

葡萄湾

车田江

栗鸭大队

栗山

鸭富塘

灯盏有

壬家捞

欧家捞

庙背

太平水

双塘大队

左阁头

新屋场

一雷家

下洞大队

大刘家

洞头

陶家

ShAngbaishan

Xiabaishan

Majia

Sanjiang Dadu!

PfttAowan —

Chetianjiang

Liya Dadut

Llsh磊n

Yafntang

Dengzhanmao

W矗ngjiabang

Oujiabang

Miaob色i

TaiplngshuI’
_7

Shuangt磊ng DAdut

Zu69et6u。

Xinwochang

Leijia

Xiadong Dadul

Daliftjia

D6ngt6u

Taoiia

“、

耕地面积人口 驻地

(亩)
，

1014— 952 葡萄湾

723 659 栗山

779 901 左阁头

1840 1830 大刘家

^

I●[1【●f0，}【L■■■roI，}．■■-r

oIl



双溪公社概况

双溪公社位于临武县南部，距县城3．3公里。东邻武水、南强公社，西与西山林场

接壤，南抵土桥公社，西南与广东连县山塘公社交界，北与城郊公社相连。地理座标处

予北纬25。107—25。157，东经112。267—112。347之间。辖9个大队，116个生产队，53个

自然村，3015户，13269人，均属汉族。1949年解放后，为双溪乡，1958年与下洞，联

盟乡合并为五星公社，1961年分出设双溪公社，1964年又并入武水公社，1978年元月从

武水公社分出设双溪公社，以境内双溪圩命名。

全社总面积73平方公里，属丘陵地区，年平均气温19．7。C，年降雨量1300Q1415

毫米。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面天头岭最高，海拔1711．8米，东部较平坦。有耕地

11393亩，林地$4976亩。境内有武水支流双溪水、庄田水、旷家水。全社种植水稻为

主，红薯、花生、烤烟、豆类、油菜次之。解放前，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后，修建了双

溪坝、老水江坝、沙园脚坝、开口坝，大岭水库，长河水库南干渠流经本社五个大队，

基本上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1980年粮食总产量1618万多斤，亩产1370斤，农业产值

241．4万多元。山地造林以杉树为主。牲猪年存栏12000头，出栏6000头以上。，

。社队企业有农机站、铅锌矿，砖瓦厂，石灰厂、水电站、林场、果木场等单位，全

年收入111万多元。农家编织龙须草席者较为普遍，其产品远销国内外。全社有汽车3

辆，大小拖拉机20辆。中学2所，小学24所，在校学生2410人。公社设有卫生院1所，

医务人员12人。公社有广播站、文化辅导站，电影队，各大队有合作医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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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t ’汉 语 拼 音

双溪公社

胡家田大队

沟边

胡家由

沙园脚

拔昌

班岭脚

农林大队

龙家洞

改路带

桐木树脚

新荒塘
‘

天星岭．

上八冲．

下八冲

鸭池塘

江子园

，烟竹塘，

贝溪大队

贝溪

万岁湾

金盆大队

盆头岭

陈家塘

+石木冲

廖家洞

鸡公咀

太平洞

庄田

双溪墟

勤俭大队’

上陈家洞

三角洞

旷家水

田心洞

Shuangxl Gongshe

Hcljiatian DAdul

Goubian

Hftji鑫tian

Shayuanjiao

B鱼chang

Banllngjiao

Nonglln Dadul

L6ngji fidOng

Gailodai

TongmoshOjiao

XInhnangt矗ng

Tianxin91lng

ShAnflbachong

Xiabachon9

Yachitang

JiangzIYu矗n

Yanzhot&n0

B色ixi D鱼duI

B6ixi

W&nsuiw鑫n

Jtnp6n Dadul

P ent6uling

Ch enjiatang

．Shimnch6no

Liaoiiad6n0

j IgonozuI

T&ipingdong

Zhuangtian

Shuangxixa

Qlnjian Dadu!

Shangchenjiad6ng

SanjiAodong

Kuangjiashut

Tianxindon0

耕地面积人口’驻地

(亩)

·‘11393’’13269

1500．64 1697

I

461．5 476

沟边

沟。边

龙家洞

1758 2398 贝溪

1758 1728 盆头岭 、

1344．95 1363 上陈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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