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猇亭区（猇亭经济技术开发区、猇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濒临长江，是长江出三峡后

的第一块冲积平原，总面积为 120 平方公里。是宜昌市五个城区之一，是城区的东南门户、

重点工业区、渝东鄂西对外交通的枢纽，处于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是宜昌市新兴工业的重

要拓展地。猇亭，始得名于三国时期，吴蜀“夷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周边有三峡、葛洲坝、

隔河岩、高坝洲等大中型水电站，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矿产、旅游、林特资源。 
猇亭区（猇亭经济技术开发区、猇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濒临长江，是长江出三峡后的第

一块冲积平原，总面积为 120 平方公里。在中国现代经济格局中位于东部技术与西部资源的

结合部，处于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是宜昌市新兴工业的重要拓展地，是进军三峡建设和西

部大开发的“桥头堡”。  
  猇亭，始得名于三国时期，刘备伐吴“兵于夷道猇亭”，即此建有一造形优美的小亭，亭

椽柱上雕成既象虎又象犬兽形，是为猇，即名为猇亭。猇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

发生过大小战争百余次，吴蜀“夷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猇亭西临长江，距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仅 60 公里，为宜昌市城区东大门，拥有宜昌城

区独一无二的大片平整城市建设用地，是宜昌市的工业中心。周边地区不仅有三峡、葛洲坝、

隔河岩、高坝洲等大中型水电站，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矿产、旅游、林特资源。  
  猇亭既是宜昌市的行政区，又是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拥有

多区合一的体制和政策优势。在具体运行中，猇亭坚持以开发区的运作方式为核心，以高新

技术产业为发展方向，以行政区的规范管理为保证，形成了精干、统一、高效的特色。  
  猇亭将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综合条件所形成的区域优势，在 21 世纪迅速崛起，成为长

江中上游与三峡工程相匹配的区域性的立体交通枢纽、新兴的高新技术制造中心、转口型的

国内外贸易集散地和产业化的菜蓝子基地，成为镶嵌在长江经济带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二章 城市概述 

区域概况 
宜昌市辖区。位于市区南部。辖 3 个街道。面积 119.67 平方公里,人口 4.6 万。区府驻

正大路,距宜昌市中心 16 公里。古称猇亭,又名兴善坊、虎脑背、古老背。民国时期设猇亭镇

公所,1949年后为宜都县古老背区,1957年为古老背镇,1962年恢复古老背区,1982年划归枝江

县,更名为猇亭。1983 年改公社为镇。1994 年划归宜昌城区,1995 年设置宜昌市猇亭区。地

势东北高.西南低。全区以丘陵为主,东部、东北部、东南部均属黄土低丘,地域约 96 平方公

里。年均温 16.5℃,年均降水量 1000～1200 毫米。宜(昌)黄(石)高速公路、318 国道横贯区境,
三峡机场建于区内,辖区内有长江岸线 22 公里,港口 4 个。工业以化工、轻纺、建材、机械为

重点。大中型企业有三峡航空公司、四八二 0 工厂、宜化集团、富磷集团、吉宜碳素厂、葛

洲坝造船厂、宜昌正大有限公司。农业以水稻、小麦、红苕种植为主。副食产品以猪、禽、

蛋、鱼为主,干鲜果品以柑橘、梨、李子为主。区内盛产金头蜈蚣,销往日本、韩国、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区内有水果、蔬菜、养殖三大基地。中学 4 所。有三国古战场,是历代兵家

必争之地。有古纤道、清同治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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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资源 

水能资源 

  境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长江流经市域 237 公里，清江流经市域 153 公里。此外，

还有 10 公里以上的河流 99 条。河流总长 3793 公里，河流密度计每平方公里 0.18 公里。水

能蕴藏量达 3000 万千瓦以上，可开发利用量达 2500 万千瓦。集中分布在长江的三峡、葛洲

坝、清江的隔河岩、高坝洲，相距仅几十公里，是水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已建成的葛

洲坝水利枢纽，装机 21 台，总容量 272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157 亿千瓦小时；清江隔河岩

水利枢纽，装机 4 台，总容量 120 万千瓦；正在兴建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本市的三斗坪

镇，东距宜昌市城区 40 公里；设计装机容量 1768 万千瓦，年发电量为 840 亿千瓦时；还有

高坝洲电站、水布垭电站等五个大中型水电站和已建成的 387 座小水电站，装机总容量将达

230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100 亿千瓦时。 

长江三峡 

简介 
三峡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它西起重庆奉节

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全长 191 公里。长

江三段峡谷中的大宁河、香溪、神农溪的神奇与古朴，使三峡景色更加迷人。三峡的山水也

伴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基本介绍 

  长江三峡，人杰地灵，它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著名的大溪文化，在历史的长河

中闪烁着奇光异彩。大峡深谷，曾是三国古战场，是无数英雄豪杰用武之地；这儿有许多名

胜古迹：白帝城、黄陵、南津关等。他们同旖旎的山水风光交相辉映，名扬四海。长江三峡

是世界大峡谷之一，以壮丽河山的天然胜景闻名中外。  
  三峡全长 193 公里，两岸悬崖绝壁，江中滩峡相间，水流湍急，唐代大诗人李白经过这

里留下了优美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  
三大峡谷 
瞿塘峡 

  长江三峡之一，西起奉节县夔门（白帝山），东迄巫山县大溪镇，长 8 公里，是三峡中

最短的但又是最雄伟险峻的一个峡。  
  瞿塘峡两端入口处，两岸断崖壁立，相距不足一百公尺，形如门户，名燮门，也称瞿塘

峡关，山岩上有“夔门天下雄”五个大字。左边的名赤甲山，相传古代巴国的赤甲将军曾在此

屯营，尖尖的山嘴活像一个大蟠桃，右边的名白盐山，不论天气如何，总是迂出一层层或明

或暗的银辉。  
  瞿塘峡虽短，却能“镇全川之水，扼巴鄂咽喉”，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莲荆楚压摹山”
的雄伟气势。古人形容瞿塘峡说，“案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  

西陵峡 
  在湖北秭归、宜昌两县境内，西起香溪口，东至南津关，约长 66 公里，是长江三峡中

最长、以滩多水急闻名的山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