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部，滨临长江，是省辖市，旅游胜地，鄂东水陆交通枢纽之一,同

时也是全国着名的“百湖之市”、“鱼米之乡”，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驰名中外的“武

昌鱼的故乡”，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



目的，经陈俊愉教授研究，1962 年时已有 231 个品种，而且还在不断创新中，按其生长姿

态分有直脚梅类、杏梅类、照水梅类、龙游梅类；按花型花色分，有宫粉型、红梅型、玉蝶

型、朱砂型、绿萼型和洒金型等。其中宫粉型梅最为普遍，品种最多。玉蝶型别有风韵，绿

萼型香味最浓，尤以成都的“金钱绿萼”为好。果梅－主要采其果实即梅子食用，花较小，可

分青梅、白梅、花梅、乌梅等。台湾地区梅花分布以嘉义县梅山乡梅花最著名、南投县栽植

之梅树，以采摘青梅，制成各类梅子畅销各地。  

梅是我国的特产。她原产于滇西北、川西南以至藏东一带的山地。大约 6000 年前分布

到了长江以南地区，3000 年前即引种栽培。据科学考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脯梅”、“元梅”

已有 2150 年的历史。公元前 2 世纪引种到了朝鲜，8 世纪便引种到了日本。现在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等国也有有志之士在栽培研究。  

梅按种型分为三个种系，分别为直梅种系、杏梅种系、李梅种系。其下，主要又按枝姿

分为五个大类。  

第一类叫直枝梅类。枝直上或斜生。这是梅家族中历史最悠久，成员最繁茂的一类，下

分品字梅、宫粉等 9 种。  

第二类名为垂枝梅类。枝自然下垂或斜垂，有粉花垂枝等 5 型。  

第三类名为龙游梅类。枝天然扭曲如龙游，仅 1 类（龙游梅类）1 型（玉蝶龙游型）。  

第四类名为杏梅。乃梅与杏（山杏）之种间杂交，宋代的范成大在《梅谱》中首次对它

进行了记载，花、叶、枝居于梅杏之间，’杏梅类’不香或微香（非梅香），花托肿大。下有

单瓣杏梅型及春后型。  

第五类是樱李梅类，乃紫叶李与宫粉梅之人工杂交种，紫叶红花，重瓣大朵，抗寒。  

梅花又名“五福花”，她象征着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以一种鲜花来寓喻某种

情怀，这在文明民族中是一种共有的现象。但用梅花来寄托多种情思，这在世界民族大家庭

中是绝无仅有的。  

梅花原产我国，现在我国已栽培应用的梅花品种有 300 个以上，并仍有野梅分布于山间。

野梅以西南山区，尤其是滇、川两省为分布中心，井东延至鄂西地区。梅花品种及变种很多，

其品种按枝条及生长姿态可分为叶梅、直角梅、照水梅和龙游梅等类；按花色花型可分为宫

粉、红梅、照水梅、绿萼、大红、玉蝶洒金等型。其中宫粉最为普遍，花粉红，着花密而浓；

玉蝶型花紫白；绿萼型花白色，香味极浓，尤以“金钱绿萼”为好。 

第二章 基本概况 

鄂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蛮荒时代的鳄鱼部落到今天的中国中部地标城市，历经



了数千年的变迁。千百年来，鄂州的先辈们用勤劳的双手，在这片丰饶的大地上创造了不朽

的业绩。今天的鄂州地级市，是 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湖北省辖中等城市。鄂州市组

建之初包括鄂城区和黄州区（1987 年划归黄冈市）两个直辖区和华容、长港、程潮、梁子

湖四个派出区，目前辖鄂城区、华容区、梁子湖区三个县级区和国营长港农场、湖北省葛店

开发区，以及古楼、樊口、西山、凤凰等四个直管街道办事处。鄂城区辖泽林、杜山、新庙、

燕矶、汀祖、杨叶、花湖、碧石渡、长港、沙窝等 10 个乡镇；华容区辖华容、庙岭、段店、

临江、蒲团等 5 个乡镇；梁子湖区辖太和、东沟、沼山、长岭、涂家垴 5 个乡镇和梁子岛生

态旅游区；葛店开发区辖葛店镇。2009 年末总人口 106.97 万人。 

第三章 自然环境 

地理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的东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东经 114°32′-115°05′,北纬 30°00′-30°06′。

西接“九省通衢”武汉，东连“矿冶之城”黄石，北与黄冈地区隔江相望，南同咸宁地区濒湖毗

邻。这里曾为三国吴王故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全市总面积 1504 平方公里，整个版图轮

廓呈“三叶型”。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中间低平；最高点“四峰山”海拔 485．8 米，最低点

梁子湖的“梁子湖”，海拔 11．7 米。境内拥有大小湖泊 133 个，水域面积 65 万亩，是着名

的“百湖之市”、“鱼米之乡”。其中，中国十大名湖之一的梁子湖方圆 300 多平方公里，湖中

有岛，岛中有湖。 

气候 

鄂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位于中纬度地区，季风气候明显，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雨

量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严冬暑期时间短，主要灾害天气有暴雨、干旱、大风、冰雹

和冰冻等。市年均气温 17.0 摄氏度，为鄂东地区最高值。地温的变化同气温一致，也系冬

低夏高，最低月在元月，最高月在八月。月际变化与气温一样。随着深度的增加年平均地温

基本无变化。 

春季（3 至 5 月中旬）气候特征：升温快、雨日多、天气变化剧烈。 

夏季（5 至 7 月上旬）气候特征：初夏：暴雨多、湿度大、雨量集中。 

盛夏（7 月中旬至 8 月）后：晴热少雨、高温高湿，日照强，蒸发大。 

秋季（9 至 11 月）气候特征：秋高气爽，晴多少雨。秋季是夏季向冬季过度的季节，

北方冷空气迅速南夏，本地常受单一的冷气团控制，气温比较稳定，有利于秋收秋播。入秋



后，气温下降比较快。 

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气候特征：寒冷少雨，气候干燥，以偏北风为主。寒潮过后

天气回暖时，早晚有霜冻现象。 

降水 

年平均降水量为 1282.8 毫米，年际变化大。降水量的地域分布特点是：西北部略多于

东南部，中部和西南部介于量者之间。 

风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节气候十分明显，秋、冬两季主导风向是偏北风，春、夏两季

主导风向是偏东风。 

日照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003.7 小时，平均每天 5.5 小时。年平均日照率为 45%，为鄂东地

区高值区。 

第四章 行政区划 

市人民政府驻鄂城区。邮编：436000。代码：420700。区号：0711。东汉以前为鄂邑、 

鄂郡、鄂县。三国时吴王孙权在此建都，改称武昌。此后，鄂州或为郡治，或为州府。1914

年改寿昌县为鄂城县。1949 年属大冶专区，1952 年属黄冈专区，1960 年改鄂城县为鄂城市。

1965 年属咸宁专区，1970 年属咸宁地区。1979 年属黄冈地区，并划城关镇及近郊置鄂城市。

1983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鄂城市、鄂城县，设立鄂州市（地级）。以鄂城市、鄂

城县及黄冈县的黄州镇为其行政区域 。1985 年，设立鄂州市鄂城区、黄州区。1987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7]41 号）撤销鄂州市黄州区，将原黄州区恢复为县辖镇，

划归黄冈县。 

1987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7]139 号）鄂州市行政区划调整： 

（1）将花湖、杨叶、沙窝、杜山 4 乡和燕矶、汀祖、泽林、碧石渡 4 镇划归鄂城区。 

（2）设立华容区，辖临江、蒲团、大湾三乡和庙岭、胡林、葛店、华容、段店 4 镇，

区政府驻华容镇。 

（3）设立梁子湖区，辖沼山、公友 2 乡和东沟、太和、涂家垴、梁子 4 镇，区政府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