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北 省

先姚抱谚盎
p妒E箩HENG GUA．NGH聪冬里§工挚燃
详；彰 DIMINGzHI 。一、}＼√“．

一光化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湖 北 省
HUBEISHENG

光化县地名志
GUANGHUAXIAN DIMINGZHI

(内部资料)

光化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

前 言

‘光化县地名志》是在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

上，经过充实提高，汇编而成的，是一部介绍光化县地名的

工具书。书中所收录的地名，基本上达到了含义健康，来历

清楚，读音正确，书写规范、位置准确、在规定范围内不重

复。

查阅地名志，不仅可以掌握许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

而且可以正确地了解县内地理和经济状况，分析和探索地名

的成名规律，使地名工作更直接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

群众生活服务。

按照国务院(一九七九)三。五号文件精神，经过标准

化处理的地名，具有法定的效力。今后使用地名，均应以此

为准。凡命名、更名地名，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

理。

地名学是涉及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新兴边缘学科，又限于

、编辑人员的水平，虽经认真考证历史资料，深入实地调查研

究，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进行修改，不足和谬误之处仍属难

免，热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仁绺孙、2
， ：{-’、～

编者
．

一九八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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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共收录光化县地名1，477条，其中行政单位222

条，自然村(镇)1，115条，人工建筑60条，自然地理实体4 l

条，其他39条。

二，本书地名编排，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先排其驻地，

再从西到东，由北至南依次进行。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

自然地理实体等，按同类集中排列。

三、本书于一九八。年底截稿。截稿后的变动，一般没

作补正。

四、书中引用的数字，以光化县统计局《光化县一九八

。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据。上述资料‘中没有的，采用有

关公社或局提供的，除注明的外，皆为一九八。年底的资

料。气象资料为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年30年内的。

五，土地面积和人口数，一般精确到十位。各公社的非

农业人口，一律计算在其驻地内。

六、各种计量单位，一律以国务院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

五日颁布的《统一公制计量单位中文名称方案》为准。

七，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一般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

年，辛亥革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八，本书所用的高程，均采用一九五六年黄海高程系。

九，地名标准名称的书写，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

语词典》为准，其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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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和《城市街道名称拼写规则》拼写。

十、地名图上行政区划的界限，是按普查范围确定的，

不作划界的依据。 ．

十一，原大队的名称，多沿用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名称，又多为良好的愿望或革命的词藻，除有实在意义的

外，一般不作解释。 ，
：

‘十二，有些地名用字，如壕(kang)、扒(pa)等，在现
代汉语中已不采用或无某种含义，又不能用别的字代替，在

有关条目中，均作了注音和释义。
‘

十三、全书插县行政区划图1幅、县直机关示意图1幅、

公社(农场)地名图9幅，分别排在县、公社(农场)条目

之前。另外还插有图片36张，分别与相关条目排在一起。

十四、本书附录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襄阳地区行政公署关于白莲公社更名为李楼公社的批

复，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我县部分地名更名的通知和本书的

地名索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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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化 县 县 直 机 关 示 意 图



光化县
GuanghuA XiAⅡ

光化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襄阳地区北部、汉水中游东

岸。北和东北与河南省淅川县，邓县为邻；东南与襄阳县接

壤，西和西南隔汉水与谷城县相望，西北与均县毗连。地跨

东径111。307至1120007，北纬32。107至32。387。县政府驻地

老河口(原属光化县)，东南沿汉<口>丹<江>铁路至襄

阳地区行政公署驻地襄阳76公里，到湖北省省政府驻地武昌

404公里I西北沿光<化)丹<江>公路抵丹江30公里，

东北沿汉(口>孟．<楼)公路和南<阳>孟(楼>公路经孟

楼，邓县达河南省南阳115公里。实处东经111。40 7，北纬

32。23，a

全境东西宽47公里，南北长51公里。总面积965平方公

里，其中农业耕地面积575，600亩(含水阳194，OOO亩)，林

业绿化面积193，240亩，水产养殖面积79，520亩。全县分为

8个公社和一个农场(省办、县代管)，207个大队，1，439

个生产队，共有1，098个自然村，计62，720户，288，100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8，660人)：民族主要为汉族，有回族465

人，苗、白族各1人。

辖区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点(赵岗公社董家

寨北l公里处)海拔462米，最低点(仙人渡)海拔75米。

其地表迳流多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流入汉水。全县大部分为

一l一





有冰雹出现，但灾情一般不大。七、八级大风虽有袭击，也

闼时间短，区域小，为害有限。
． 汉水由西北部的赵岗公社陈家港大队入境，中间经过老

河口市辖区，到南部仙人渡公社柴店岗大队出境，辖区内流

：长约37公里，是县内最大的河流。解放前，汉水两岸经常崩

塌，河流不时改道，使田园受淹，舟船难行。一九六一年丹

江水库建成后，汉水为肮运、灌溉和发电事业发挥了重要作

用。汉水流经光化县段，水速趋缓，使沿江多处形成沙洲。

这些沙洲大都被辟为农田或栽种了树木。境内其他河流，如

苏家河、六股泉、黑龙沟、孟桥川、杜槽河、蒿堰河，大梁

河和东、西排子河等，均为汉水支流，解放前也常常泛滥成

灾。一九五七年以来，采取截流筑坝，修建水库，取直河道，

加固堤岸等措施，截断或改造了原来的河流，使其对农田灌

溉提供了有利条件。 ．

光化县境内的野生动物有狼、野猫、豹猫、狗獾、貉子、

野猪、狐狸、黄鼬、野兔等，飞禽有老鹰、鹞鹰，猫头鹰、

野鸡、雉鸡、自鹤、乌鸦、喜鹊、灰喜鹊、斑鸠、啄木鸟、

八哥、鸿雁、家燕、杜鹃、黄鹂等，中药材出产有全虫，蜈

‘蚣、半夏、桔梗，百合、麦冬，山楂等。上述野生动物，飞

禽及中药材，大都见于西北部丘陵地区。由于近年来过量

的人为捕杀和化学药品的使用，有些飞禽、走兽已为数不

多。光化县盛产的全虫，胸部有4对脚，为中药名药，近年

来的产量也大为减少。另外，光化县的河流、堰塘、水库等水

域产鱼，虾、蟹、鳖等，鱼以鳊、自、鲤，鲫为上。六股泉

泉水冬暖，夏凉，为全县红萍过冬的好地方。用泉水种植的

’水稻，色，味俱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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