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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城市地名志》是介绍鄂城市地名的资料书。它的出
版，将结束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
标准地名资料，提高科学行政管理水平，对于城市建设、交
通、旅游事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鄂城市地名志》载有全

市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鄂城市行政区划图、地名图、交通

图、历史沿革图，包括古楼、樊口两个街道办事处和石山公社
的大队、重要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主要人工建筑物、名胜

古迹、纪念地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和基本状况，另插有
图片84余幅，是我市第一本较为全面的地名资料书。

《鄂城市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汇编

的。我市地名普查工作，／火1980年10月开始到1981年元月，基
本完成了外业普查工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内业整理，查阅有
关地名的历史资料，以l：2．5万的地形图为基础，对书中所歹-l

的462个地名，在全市范围内，叉进行了实地踏勘，逐个核
对。并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谤的精神，对全市尚未正式命名的街道、地片和有侮

辱劳动人民之意的自然村的名称，进行了命名和更名，基本上
做到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含义健康，正字正音，·使其规范

化、标准化，并报省、地地名领导小组备案和审校，具有法定
的意义。 ：。．一‘

．

。f

“

《鄂城市地名志》的出版，它标志着我市地名向标准化、
规范化前进了一大步。查阅地名志，不仅能掌握我市地名的标

准名称，对地名的沿革、历史有所了解，进行分析和探索它的
成名规律。还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其地理特征和经济状况，直
接为生产建设、国防科学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服务。．

为了便于查阅本书和正确使用本书的资料，现就有关情况
分别说明如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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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共收录了全市各类地名462条，其中街道、自然
村、公社、大队的地名基本上照录，对主要的、具有一定方位

意义的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行政、企、事业单位也作了
编排。 7

．

。二、凡列入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地

名时，必须以此为准。需要改动者，应按照权限上报批准，才
能使用新名。

三、本书地名的编排，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先排古楼街道

办事处，再排樊口街道办事处和石山公社、大队(驻地)，自
然村则按地名图从左至右，从上至下进行编排，同类集中，如

居委会、街道、区片、居民区、企、事业单位等。 市内重要企

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则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建筑物、
名胜、古迹、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地片集中编排。

四、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各个地名的含义一般都作了简要的
说明，有的写了概况材料，并插有图片说明。

五、本书地名的汉语拼音，按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
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本书使用的各种数字，除注明了年限者外，均以1981

年底统计数为依据。街道、居委会、自然村和各单位的人数、
面积，均用地名普查时的概数表示。 一。’

。七、本书资料中凡见于《湖北通志》、《武昌县志》和《读史

方舆纪要》者，为节省篇幅起见，一般未注明出处。关于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中的资料，均由当地干部和群众提
出，不注明出处。 。

，

八、本书中所用的高程，是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九、本书中的地名图是按所属关系排在概况文字材料之

前。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根据《地名普查有关规定》的
精神，不作划界依据。 ，

。

． 鄂城市地名领导小组 ，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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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ch吾ug sh7 GaI kuang

， 鄂城市地处鄂东南，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东、南、西三面

j 均与鄂城县相毗邻，西距湖北省省会武汉7l公里，北与黄冈地

． 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黄州镇一江之隔，相距5公里。跨东径
“ 114。487至儿4。567，北纬30。20 7至30。267。鄂城市人民政府机7

， 关驻古楼街道办事处之明堂路。

一 鄂城市现辖古楼，樊口两个街道办事处和石山公社，共有
’

9个居民委员会(计90个居民小组)，21个大队(计222个生产小

队)的179个自然村。全市范围在东西最长约11．5公里，南北最

宽约10公里之内；总面积为6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4，494亩(其
． 中水田10，084亩，旱地14，410亩)，水产养殖面积4，835亩。据

1980年底统计l全市有23，771户，112，924人。(其中非农业
， 11，205户，59，461人，农业12，566户，53，463人。>汉族。

一j 鄂城市地处江南滨湖地区。浩荡长江，旁境东流，奔腾而

； 去。西北部较平坦，中南部丘陵起伏。丘陵因久经侵蚀，顶宽

坡缓，大都辟为农田。滨湖地带，由于长期淤积，除洋澜湖， ．

。

夏兴湖尚有一部分水域外，已成为平展肥沃的园田。沿江有西

．’ 山、．雷山紧密相连。西山是全市的最高点，海拔167．2米，最
。

低点是石山公社的庙垮湖，海拔15．8米，全市一般海拔高度约
’

为28米左右。 ．

、

。

t 鄂城市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
’

明。年平均气温17．10C，元月平均气温4．1。C，七月平均气温为
“

29．4。C。无霜期约为269天(每年约自3月4日至11月12日)，
一 稳定通过≥10。C的活动积温为5，390．1℃。1959年至1979年的 ．

。j’ 21年中，年平均降雨量为l，223．6毫米。降水季节大约春季占／厂

j-_I j。一j—
j。 冬"i j

、

一

。

．

一 日
}l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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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夏季占36％，秋季占15％，冬季占12％。相对湿度为

70％。韦要灾害性的天气有暴雨、寒潮和冰雹。

鄂城市历史悠久，素有江南古镇z称，曾是i_鄂城县的

县府所在屯，垒垦政治、经济、文化的f㈠￡、。上J考证雨台山、

钓鱼台等处。7i器时

代的历史Ⅻ．明，早在

五千年以}辑，我们的

祖先就在此地开拓_

息。古代唐尧计称为

樊国。拐《罗泌路史

国名记》载；“帝尧

时有樊仲文，今武昌

有樊dl：”关山就是 新石器时代遗址

西、雷二山。在夏朝时，称为酃都。殷商时称为鄂国，是商王

朝统治下的～个诸侯国。用为鄂属楚。春秋时，楚王将鄂城封

给巾-V：熊红，称鄂邑。

秦废分封制，建郡县制，将鄂邑改为鄂县，属南郡(今z

江陇)管辖。两汉时均甏+鄂县，属荆州江夏郡竹辖。

三国时(公元220年至265年)，属昊国所辖。《权于公元

221年，自公安迁都鄂县，欲“以武i+雉；”，批改名为武昌县，

同n、}建立武昌郡，耘方县，、!拉鄂城，?。武吕z始。

7．i代i：武昌郡。太康jL年(?-，二280年)，莎立鄂县。南

北朝，包j∥曩齐、槊、盼j’j_。武昌郡。晴、唐、五代均称武

昌县。’：‘0为武昌县，南渡，!-，卉武昌县为j二l娶军，!r【="，是武

昌彩‘舟昌z始。。i初为寿吕军，拔j：府。明、蒲。甜℃皆为武昌

县。

辛亥革命』÷i，于1913年改武昌县为寿昌县，后因浙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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