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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国

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对现行地

名作了标准化处理后进行编辑出版的，是一本介绍均县各类

地名的工具资料书。书中收录了均县各类地名5401条，约占全

县地名总数的三分之二。表述了县、公社(镇)、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街道，巷，大队、自然镇，自然村，片村、社

办企事业单位以及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县内人工建筑、纪念

地、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标准书写形式和读音、

名称的含义、沿革、地理位置和基本概况，还附有全县政区

图、各公社(镇)地名图和37幅照片，综合反映了均县自然

地理和经济结构的概貌，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地名资料。

地名是区别各个地理实体的称说符号，是人们相互交往

的一种重要工具。《均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均县地名

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对结束长期

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为四化建设

提供所需的标准地名资料，对发展旅游事业，方便人民群众

生活，都有重要的意义。

均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年四月开始，历时半年。

广大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在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对全县三千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八千余条地名进行了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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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调整，力求做到地名的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

范和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因此，《均县地名志》是我县地

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

为能正确使用和便于查阅各类地名资料，现将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凡列入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业使用地

名时，应以此为准。如需更动，要按国务院规定的管理权

限，经上级批准。

二、收录入志的地名，全部按体系、类别，采取词条式

编排，凡地名标准名称，均用有粗体方括号，如： 【均县】。

以姓氏、方位或对称方位等取名的地名，其名称来历及含义

一般未作注明。

三、各类数据一般都使用概数，基本以均县统计局一九

七九年底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为准。

四、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

绘总局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五，书中使用的高程，均为一九五六年黄海高程系。距

离：除社(镇)与县，县与地、省之间为曲线距离外，其他．

均取直线距离。

六、县政区图及公社(镇)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是

以1。5万地形图对照实地而定的，不能作为划界的依据。

七、地名中涉及到的方言用字“凸"，其标准读音抛

“tn”，方言读音为‘‘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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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袭，为楚郢都之前哨。武

王伐纣，西周封藩，属麇

国。战国时，楚灭麇，属楚

辖。秦设郡县制，因境内有

武当山而取名“武当县”，

隶属南阳郡。两汉仍沿秦

制。晋划归荆州顺阳郡辖。

南北朝为雍州始平郡管理。

隋开皇5年(公元585年)，

在此设州，取“均水"名为

均州，辖武当、均阳两县。

唐天宝元年为武当郡，乾元

元年复为均州。宋，元沿用

』日制。明洪武9年省武当入

州，直属湖广布政司。成化

12年改属襄阳府，隶属关系

沿续至清末。辛亥革命后改

均州为均县。

／1948年3月28日解放以

后，’隶属于陕南公署，后属

郧阳地区行政公署。土改时

为1镇11区(城关镇、凉水

河区：习家店区、嚣JlI区、

七里屯区、草店区、六里坪

区、官山区、盐池河区、浪

河店区、青山港区、土台
区)，1955年改为1镇9区

(嚣川与七里屯并为1个

区，青山港与土台并为1个

区)。1958年改为9个人民
公社。1960年和光化合并为

光化县，1962年又分县，辖

9区1镇。1965年城关镇戈Ⅱ

为工区，1970年元月撤工区

成立丹江镇，全县仍为9区

1镇。1975年撤区并社i行

政区划为15个公社2个镇。

1980年将龙口、安乐河、草

店、簸箩岩四个公社分别更

名为柳河口、三官殿、老营、

白杨坪公社。

革命斗争历史：明末农

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在武

当山据险扼守。1931年，贺龙

同志率红三军在武当山开展

革命斗争，司令部和后方医

院曾设在紫霄宫。复真观内

尚留有红三军书写的标语：

“红军是工农贫民的军

队”，“实行土地革命”。

在官山、盐池河，浪河的部

分地区曾建立过苏维埃政

权。1936年至1942年间，在．

浪河、盐池河一带建立了共

产党中心县委，并在部分地

区建立了党的支部。为了缅

怀革命先烈，解放后，人民

政府在均州城净乐宫修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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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9．36万元。农业机械方

+面，共有大、中，小型农用

’拖拉机、农用动力机械、排灌

+动力机械、农副产品动力和

．加工机械7，100台／104，469

马力。用电量1．44亿度，其

呻工业用电1．03亿度，农业
．用电O．17亿度，生活用电

田．24亿度。人平用电量374

7度。

。土特产主要有烟叶、桐

’油、柞蚕、龙须草、生漆、

茶叶，黑木耳，桔柑、猕猴
，桃等。

t 均县“久系重地”，∥接

。雍豫，通巴蜀’’(据《均州

志》载)。解放前，陆上交

’通仅有老白公路和均草公

．路，水路运输只有105公里

钧汉江航道。车辆木帆，廖
廖无几，运输能力微不足

‘道；山区全靠肩挑背驮。建

．国以后，已有2条铁道，8
，条公路干线，10条公路支

线，4条水运航道。

铁路：汉丹线自光化的

一七岭岩伸入均县境内，至终

一点站(丹江站)全长8公里。

．襄渝线由四道河入境，往西

经浪河镇和老营，六里坪公

社通往十堰市，长6l公里。

公路：总长度595．98公

里。主干线是丹(丹江)土

(土关垭)、丹(丹江)郧

(郧县)和老(老河口)自

(自河)公路。公路渡口1

处，位于丹江口的王大沟。

水运：四条航道(汉江、

丹江，浪河、曾河)的有效

航程共160．5公里，共有水

运码头7处，各类船舶的总

负荷能力为3，400．5吨。四条

航道都属丹江水库的蓄水或

回水区，水深平均在30米以

上，千吨轮船可终年畅通。

解放后，文化事业发展

迅速。县址有文化馆、图书

馆、新华书店、专业剧团和

室内、露天影院。各社(镇)

有电影队，大部分社(镇)

建立了文化分馆(站)，7

个社(镇)有电影院。群众

性的文化活动比较普遍。

教育事业：解放初，1个
乡仅有1所小学，全县只有

1所中学，逐步发展到高中

21所，初中85所。中等专业学

校l所，教职员工5，4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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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102，971人。

解放前，城乡人民缺医

少药。建国霜，共设Z卫生医

疗机构24个，医务工作人员

近2，000人。由于卫生事业

的发展，人民的德康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月江，市区面积约12平方

公里，5l，872人。原Hq沙沱

营，人烟稀少。为了丹伍口

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需要，

1958年，县址从嚣川关门岩

以东的汉江南岸迁至此地。

党政机关及火部分县办企、

事业单位都集中在该地。中

央、省、地也有企事业单位

驻此。由于地处两省(湖

北、河南)四县(均县，光

化、谷城、浙川)的交界

处，加之铁路，公路和水运

交通便利，故市场经济繁

荣，文化生活活跃，已发展

为初具规模的新型工业城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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