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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水资源

梧州市水资源丰富，兼有航运、灌溉、发电之利。全市多年平

均水资源总量为95．59亿立方米。其中市区平均年水资源总量2．60

亿立方米，过境水量2083亿立方米。

梧州市河网密布，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133亿立方米，西江可通

航千吨级船舶。全市江河可利用落差较多，各中小河流水能蕴藏量

为54．3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35．59万千瓦。过境河流水能理论蕴藏

量99．82万千瓦，可开发量74．03万千瓦；至今水能资源的开发仅占

可开发量的lO．2％。长洲岛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国家计委审查

通过的长洲水利枢纽工程设计装机容量621．3兆瓦，多年平均发电

量28．Ol／30．91亿千瓦小时。

动物、植物、矿物资源

动物 梧州市(含三县一市)有各种类动物1000多种。属国家保

护的珍贵动物有2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华南虎、金钱豹、黑叶

猴、中华鲟、蟒、鳄、巨蜥；二级保护动物有猕猴、短尾猴、小灵

猫、苏门羚、麝、水獭、穿山甲、蛤蚧、山瑞、鹦鹉、白腹啄木

鸟、鸳鸯、大鲵、文昌鱼、白鹇、原鸡、金鸡。属广西重要保护的

野生动物有40多种。

此外，还分布有一定数量、经济意义较大的动物，主要和常见

的有赤麂(黄獠)、鼬獾(媚子)、黄鼬(黄鼠狼)、红皮松鼠(松鼠)、鼯

鼠(飞虎)、斑林狸(过山虎)、豹猫(狸子)、貉(貉子)、黄腹鼬(香姑

娘)、红颊獠(树鼠)、青鼬(黄狸)、中南竹鼠(竹鼠)、狐(狐狸)、石

獾(獾皮)、华南兔(野兔)、野猪、箭猪、果子狸等。鸟类有环颈雉

(野鸡)、山斑鸠、鹧鸫、红毛鸡、猫头鹰、普通鹰、苍鹰、火斑

鸠、鹌鹑、褐耳鹰、鸦鹃、长毛兰鹊、翠鸟以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

的小鸟、蛇类和龟类等。数量虽有限，但种类还较丰富的有水鱼、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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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城池

建置沿革

梧州是岭南古城。春秋战国时期，在梧州活动的原始部落称“苍

梧人”(古籍称“仓吾”，为越族分支)，是中国最古老的部族之

一。秦朝。梧州隶属桂林郡(一说属南海郡)。汉高后五年(公元前

183年)，赵佗封其族弟赵光为苍梧王，建苍梧王城，此为梧州建城

之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广信县、苍梧郡。元封五年(公

元前106年)，交趾刺史部移治广信县城(今梧州市)，辖岭南9郡，

梧州成为岭南首府。自此至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长达318

年，梧州一直是中国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岭南大都会。隋

开皇三年(583年)，广信县改称苍梧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始称

梧州，辖3县。从此，梧州为历代的州、路、府、道、县治。明成

化六年(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刨设总督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总督府，辖广西、广东。明朝后期的180多年，梧州成为两广政

治、军事中心。清光绪二十三年(189r7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此

后，城区进一步扩展，梧州成为广西最大的内河港口和商埠。民国

10年(1921年)设立梧州市政厅，始称梧州市。16年12月，梧州市政

府成立，为广西最早的省辖市。18年，广西省政府曾一度设在梧

州。21年7月，撤销市政府。26年，梧州城区总面积36．8平方公

里。1949年11月25日，梧州解放。翌年1月，成立梧州市人民政

府，为梧州专区辖市，2月改为广西省辖市，总面积扩展到10l平方

公里。1984年2月，辖苍梧县、万秀、白云、蝶山区和郊区。1997

年4月，梧州市增辖藤县、蒙山县，代管岑溪市，辖区扩大为3区3

县l市，总面积12588平方公里。全市共设8个街道办事处57个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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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885个村民委员会152个居民委员会。

梧州市历代建置表

朝代 纪 年 建置名称 辖 县 备 注

秦始皇三十三
秦始皇三十三年

年至秦二世三
(公元前214年)置

秦 桂林郡，梧州属桂
年(公元前

214。前207年)
林郡(一说南海

郡)

高祖三年(公元前

204年)隶属南越

广信、冯乘、 国，元鼎六年(公

高祖元年至延 谢沐、高要、 元前111年)属交

康元年(公元前 苍梧郡、广 临贺、端溪、 趾刺史部，元封五
汉

206一公元220 信县 富川、荔浦、 年(公元前106年)

年) 封阳、猛陵、 交趾刺史部移治

郭平 广信，建安八年

(203年)改交趾为

交州

广信、建陵、
= 黄初元年至咸 端溪、高要、 初属交州，黄初七——

苍梧郡、广
熙二年(220。

信县
猛陵、鄣平、 年(226年)后隶属

国 265年) 元豁、临允、 广州

武城

广信、端溪、

猛陵、新宁、
泰始元年至元

苍梧郡、广 建陵、高要、
目 熙二年(265—

信县 临允、元骼、
420年)

鄣平、农城、

都罗、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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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朝代 纪 年 建置名称 辖 县 备 注

广信、猛陵、

怀熙、思安、

南 永初元年至太
苍梧郡、广

封兴、荡康、 粱普通四年(523

j匕 建十三年
信县

侨宁、遂城、 年)由广州改隶属

朝 (420～581年) 广陵、丁留、 成州

武化、宁新、

抚宁

开皇元年至大
苍梧郡、苍

苍梧、豪静、
梧州市先后属成

隋 业十四年
梧县

开江、都城、
州、封州、广州。开

皇三年(583年)改
(58l～618年) 封川、封阳

广信县为苍梧县

武德四年《621年)

武德元年至天 梧州、梧州
苍梧、戎城、

始称梧州(梧州与

唐 毒占四年(618～ 郡、苍梧
盂陵

苍梧县治所)，贞

907年) 郡、苍梧县 观元年(627年)属

岭南道

五
开平元年至显

梧州、苍梧 苍梧、戎城、
开平二年(908年)

德七年(907— 属楚，乾桔三年
代 县 孟陵

960年) (95眸)属南汉

苍梧县、戎 开宝年间(968．
建隆元年至成

梧州、苍梧· 城、龙平(末 976年)属广南路，
宋 淳七年(960—

郡、苍梧县 年仅辖苍 咸平四年(1001
1271年)

捂) 年)始属广南西路

至元八年至至
至元十二年(1275

一 梧州路、苍 年)广西经略使移
兀 正二十八年

梧县
苍梧县

治梧州。十四年置
(1”l—1368年)

梧州路安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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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朝代 纪 年 建置名称 辖 县 备 注

苍梧、藤县、
洪武元年至崇

苍梧道、梧
容县、岑溪、

洪武元年(1368

祯十七年 怀集、北流、
年)设梧州府

明 州府、苍梧 成化六年(1470
(1368_ 1644 博白、兴业、
年)

县 年)设两广总督府陆川、郁林
州

(三总府)驻梧州

苍梧、藤县、
顺治元年至宣

梧州府、苍
容县、岑溪、 属广西承宣布政

清 统三年(1644．
梧县

怀集、北流、 使司桂平梧郁道、
1911年) 博白、兴业、 广西省

陆川

由 民国元年至民 苍梧道、梧
苍梧、桂平、

垡 国38年9月 州区、广西
贵县、武宣、

民国10年(1921

民 (1912一1949年 三区、苍梧
郁林、博白、

年)7月设梧州市

北流、兴业、
政厅。16年12月1

国 9月) 县、梧州市 日，设梧州市政府
陆川

1950年1月梧州市
属梧州专区，2月，
隶属广西省政府，
1958年7月属梧州
地区(市属专署

由 级)，1960年lO月，
垡 梧州市与梧州专

苍梧、藤县、
人 1949年lO月一

梧州市、梧 蒙山、岑溪、
区合并，1961年5

民 (1949年11月25
州地区 钟山、富川、

月，复为自治区直
共 日梧州解放)

贺县、昭平
辖市。1984年2月，

和 梧州市辖苍梧。
国 1997年4月，市增

辖藤县、蒙山。代
管岑溪市。撤销梧
州地区，其余4县
划归贺州地区管
辖

注：表中所列郡、州、路、府、道、市、区、县等建置，治所均在今梧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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