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猕猴桃 

简介 

猕猴桃（学名：Actinidia chinensis），是中华猕猴桃栽培种水果的称谓。也称猕猴梨、

藤梨、羊桃、阳桃、木子与毛木果等，原产于中国南方。一般是椭圆形的。深褐色并带毛的

表皮一般不食用，而其内则是呈亮绿色的果肉和一排黑色的种子。猕猴桃的质地柔软，味道

有时被描述为草莓、香蕉、凤梨三者的混合。因猕猴喜食，故名猕猴桃；亦有说法是因为果

皮覆毛，貌似猕猴而得名。 

名称 

  猕猴桃别名:毛桃、藤梨、白毛桃、毛梨、毛梨子、猕猴梨、木子、毛木果、布冬（贵

州民间）、阳桃、羊桃、几维果与奇异果。注：奇异果是外国生产的猕猴桃(中国醋栗[1] [2])

等。  

分类 

  猕猴桃分为美味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两大类。美味猕猴桃表皮毛多而硬，中华猕猴桃表

皮毛少而稀疏，常脱落。现在常实用的猕猴桃以美味猕猴桃种类居多，如徐香、金香、秋香、

海沃德、哑特、金魁等都是美味猕猴桃。  

地理分布 

  生于山坡林缘或灌丛中，有些园圃栽培。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北至西北、四川、河

南等地均有分布。  

  猕猴桃在全国有五大产区：一是河南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区；二是陕西秦岭北麓；

三是贵州高原及湖南省的西部；四是广东河源和平县。 五是四川省的西北地区；而中国国

内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四川省的苍溪县和毗邻的宝鸡市眉县、安乐镇因盛产猕猴桃成为名

符其实的猕猴桃之乡。 

植物形态 

落叶藤本；枝褐色，有柔毛，髓白色，层片状。叶近圆形或宽倒卵形，顶端钝圆或微凹，很

少有小突尖，基部圆形至心形，边缘有芒状小齿，表面有疏毛，背面密生灰白色星状绒毛。

花开时乳白色，后变黄色，单生或数朵生于叶腋。萼片 5，有淡棕色柔毛；花瓣 5—6，有短

爪；雄蕊多数，花药黄色；花柱丝状，多数。浆果卵形成长圆形，横径约 3 厘米，密被黄棕

色有分枝的长柔毛．花期 5—6 月，果熟期 8—10 月。猕猴桃的大小和一个鸡蛋差不多（约

6 厘米高、圆周约 4。5 至 5。5 厘米），一般是椭圆形的。深褐色并带毛的表皮一般不食用。

而其内则是呈亮绿色的果肉和一排黑色的种子。猕猴桃的质地柔软，味道有时被描述为草莓、



 

第四章 经济发展 

湖北省经济发展最快城市 

  1876 年（清光绪二年），宜昌被辟为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1877 年清朝政府在宜昌

设海关，英、日、美、德、意、法等国也相继设立领事馆和商行。宜昌地理位置居中，在长

江经济带中，宜昌东接武汉，西连重庆，是东部发达的经济科技与西部丰富资源的结合部，

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由中线进入西部的起点，处于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东西资源要素

对流的交汇处和过渡地带，历来是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

梯次推进，长江开放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三峡工程的兴建，宜昌处于承东启西的

战略部位，是重庆和武汉之间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1994 年 8 月，宜昌市被国务院批准

为沿江开放城市之一，所辖夷陵区、兴山县、秭归县被列为三峡经济开放区。  

宜昌 GDP 

  近几年，宜昌市经济总量连续居湖北省第二位，宜昌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湖北“省域副中

心”的地位初现端倪。  

2010 年全年宜昌实现生产总值 1547。3 亿元，居湖北第二位，中部同等城市第三位，

比上年增长 15。8%，宜昌的人均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工业增加值、城

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额等核心经济指标也继续保持全省第二，仅次于武汉市。   

  在 GDP 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过去五年来，宜昌居民生活得到持续改善，城乡居民收

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2010 年，宜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05 年的 8156 元，增加到 14282 元；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5 年的 3108 元增加到 5980 元。宜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 2005

年的 335。60 亿元，增加到 729。59 亿元，实现了收入持续增加。  

  宜昌经济发展以巩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突破性发展第三产业为目标。  

  目前，宜昌工业已由水电、化工、食品医药“三大支柱”增加到含装备制造的“四大支柱”，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市的比重达到 82。9%。  

六大农业特色产业 

  以柑橘为特色的水果产业、以草食动物为特色的蓄牧产业、以库区特种养殖为特色的水

产业、以无公害反季节为特色的蔬菜产业、以优质绿茶为特色的茶叶产业、以乌红天麻为特



 

色的中药材产业。  

六大工业优势产业 

  以发电和输配电为特色的水电产业、以绿色健康食品为特色的食品产业、以磷化工为特

色的化学产业、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产业、以新型建材为特色的建材产业、航天工程及海洋探

测产业。  

五大服务区域中心 

世界水电旅游中心、区域性交通中心、区域性信息中心、区域性商务心和区域性科教文

化中心。 

第五章 景点 

将军柱 

历史文物将军柱 

  将军柱在东坑镇丁屋村神山脚下。据查证，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丁屋村有一

武举人，姓丁名濂，字景清，号少庄。乃丁守彞（著名诗歌“琥珀坑八景”作者）之次子。  

  丁少庄从小喜欢习文练武，弱冠之年便练就一身好武艺。他 25 岁上京赴考，经一番比

拼，虎榜题名，高中武进士。恰逢朝中文考场突发大火，众多考生被困火场。危急中，丁少

庄奋不顾身跃上墙头，手脚并用，奋力救人。火势越烧越猛，被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来将

他的脚紧紧抱住祈望少庄救其逃出生天。终因精疲力竭，丁少庄被烈火活活烧死。大火熄灭

后，有广东同乡将其骨灰中的一颗金牙带回家乡葬于石钟山（今神山）之凹。后人赞颂这位

武进士舍已救人的精神，在他的墓穴前约 50 米处竖立起两根将军柱，谕其精神永存，万古

流芳。  

  现存将军柱只得一根，可惜另一根于早年工业区开发时被毁，令人握腕叹息。将军柱柱

身为完整红石雕凿而成，高约 3.5 米，呈六角形，直径约 0.9 米。柱头稍大，约高 1 米，云

龙状纹雕刻清晰可见，凿工精细，形态威武。据市文物专家介绍，将军柱整柱造型风格，在

东莞域内甚为罕见。  

植物将军柱 

  种名:将军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