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合肥享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淮军摇篮、科教基地、滨湖新城”之美誉，   

合肥荣获全国著名园林城市， 

合肥是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 

合肥是全国双拥模范和全国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称号， 

合肥是相继被授予“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城市”， 

合肥是“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 

合肥是“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城市”， 

合肥是“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合肥是“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合肥是“中国家电产业基地”和“国家动漫产业基地”等称号， 

合肥是全国首批园林城市， 

合肥是全国卫生城市， 

合肥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合肥是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 

合肥是全国唯一的科技创新型试点市， 

合肥是国家创新型试点市， 

合肥是全国首个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市， 

合肥是全国城市信息化试点城市， 

合肥是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得城市， 

合肥是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得城市， 

合肥是全国甲级对外开放城市、全国城市综合实力 50 强城市， 

合肥是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 

合肥是全国 45 个公路交通枢纽城市之一。 

第二章	合肥概况	

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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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省会，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区域

性交通枢纽，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长三角次中心城市。 

  中文名称：  合肥   

外文名称：  Hefei   

别名：  庐州、庐阳、合淝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庐阳区等 4区 3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00 号   

电话区号：  0551   

邮政区码：  230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中部   

面积：  7029.48 平方公里   

  人口：  486.74 万(2008 年)   

方言：  江淮官话   

气候条件：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逍遥津、包公祠、三河古镇、明教寺等   

机场：  合肥骆岗机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火车站：  合肥站、合肥西站等   

车牌代码：  皖 A   

市树：  广玉兰   

市花：  桂花、石榴花   

 

城市交通    

 206 国道，312 国道，京台高速，沪陕高速，沪蓉高速，合芜高速，合安高速，合蚌

高速，淮南铁路，合九铁路，宁西铁路，合武高铁，合宁高铁等交于市区。正在建设和将要

建设的京福高速铁路，合福铁路，合庐铜铁路，商杭客运专线，合肥铁路南环线，合蚌客运

专线，合马高速等将使合肥交通更加便利。 

城市环境 

自然气候 



 

合肥地处中纬度地带，位于江淮之间，全年气温冬寒夏热，春秋温和，属于暖温带向亚

热带的过渡带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5.7℃，降雨量近 1000 毫米，

日照 2100 多个小时。    

 合肥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春温多变、秋高气爽、梅雨显

著、夏雨集中。春天：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常导致天气时晴时雨，乍暖乍寒，复杂多变。夏

季：季节最长，天气炎热，雨量集中，降水强度大，雨量主要集中在 5—6 月的梅雨季节。

秋季：季节最短，气温下降快，晴好天气多。冬季:天气较寒冷，雨雪天气少，晴朗天气多。 

生态城市 

  合肥是一座绿色城市、生态城市，1992 年成为国家首批命名的 3 个“全国园林城市”

之一。截至 2008 年底，合肥市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达 8744.8公顷，城市绿地率达到 38.91%、

绿化覆盖率达到 43.9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1.44 平方米。绵延 8.7 公里、面积 137.6公顷

的敞开式环城公园，构成了“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城景交融格局，为全国所独有。在对

环城园林作进一步绿化的基础上，于环绕古城的“绿色锦带”上新辟建了四处自然景区，被

誉为“一根项链，四颗明珠”。在整治昔日“庐阳八景”——“镇淮角韵、梵刹钟声、藏舟

草色、教弩松荫、蜀山雪霁、淮浦春融、巢湖夜月、四顶朝霞”的基础上，又新建成十大自

然景点及蜀山森林公园、植物园、花冲公园、杏花公园、瑶海公园、清溪公园、银河公园等，

加上城内城外数十处街区游园相匹配，使全市形成城中有园，园中有景的花红树绿的世界。 

行政区划 

市辖区：     

    庐阳区 瑶海区 蜀山区  包河区  

 县：    

 肥东县   肥西县 长丰县   

 开发区：    

 合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合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合肥新站综合开发

试验区、  合肥政务文化新区、滨湖新区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城市由来 

  合肥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在此汇合而得名，素以“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三国旧地、包



 

拯故里”闻名于世。合肥之名，最早出现在大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

中：“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历史沿革 

  秦汉之交，合肥正式建立“合肥县”，属九江郡。东汉刘秀升合肥为侯国，三国时为扬

州治所，三国时魏将张辽大败孙权十万大军的逍遥津战役，即发生在这里。明清时为庐州府

治，故又别称为“庐州”。自东汉末以来，合肥数为州郡治所，一直是江淮地区重要的行政

中心和军事重镇。清咸丰年间，合肥曾为安徽省省会，1945 年国民政府安徽省省会迁入合

肥，1949 年 1 月 21 日合肥解放，同年 2 月合肥建市。1952 年，新中国安徽省人民政府正

式在合肥市成立。 

城址变迁 

合肥城址屡有变迁。《太平寰宇记》记载：汉代合肥县城“在今县（城）北”。东汉末年，

战乱不息，合肥成为废墟。东汉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扬州刺史刘馥单骑赴任，重建合

肥城。魏青龙元年（公元 233 年），魏将满宠在旧城西鸡鸣山麓另筑“合肥新城”，以与旧城

相犄角。西晋统一后，废三国时所筑新城，迁回旧址。    

 合肥旧城，地势低洼，南北朝时梁将韦睿因此堰水攻破合肥。唐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 年），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旧城东南高地重筑土城，史称唐城。唐贞元年间（公元

785—804 年），“刺史路应求以古城皆土筑，特加甓焉”。由此，合肥始有砖砌城垣。    

 南宋乾道五年（公元 1169 年），淮西帅郭振屯驻合肥，为防御金兵侵袭合肥，筑斗梁

城。斗梁城“横截旧城之半”，地跨金斗河北，使金斗河横贯城中，基本形成今合肥古城的

初貌。金斗河入城，促进了合肥城市的繁荣。嘉庆《庐州府志》载：“自河入城之后，而民

间之利甚溥矣。谷粒之出入，竹木之栖泊，舟船经抵县桥或至郡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樯鳞

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因其地气疏通，人心愉畅，而官长之超擢者，缙绅之显达者，

甲乙榜之多，土风之厚，民俗之醇，甲于他郡。”     

元朝末年，合肥古城多塌毁。佥事马世德提请宣让王及高昌公，发公私钱十万贯，将城

作了整修。     

至明弘治年间，合肥古城因年久失修，多处废缺，由庐州知府马金度主持修葺。据嘉庆

《合肥县志》载，此间合肥古城，周围长 4706 丈（26 里）；正西和西南面城墙皆缘冈地，

高 2.4 丈；东、南、北三面城墙列平地，高 2.8 丈至 3 丈不等；底宽近 4.8丈。城垛 4578 座，

望台 28 座。城东壕深 1.9丈，宽 42 丈；城西壕深 2.5 丈，宽 29.5 丈；城南壕深 2.3 丈，宽

30 丈；城北壕深 0.8 丈，宽 35 丈。河水环城通流。全城计七门二水关（后为七门三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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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左曰威武门，五楹，高二层；右曰时雍门，三楹，月城顶有石台。西二门，左曰西平

门，五楹；右曰水西门（明正德七年，庐州知府徐钰塞西水关，导水为北濠，又塞水西门，

使之为旱西门，另建水西门），三楹，月城顶皆石台。南二门，左曰南薰门，三楹；右曰德

胜门，三楹，月城顶皆石台。北一门，曰拱辰门，三楹，月城顶有石台。   

  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 1763 年），清政府为防止农民起义，“征用皖属三十四州县

的人力、物力，耗白银十一万四千两”，重修庐州府城。此次重修，城墙全部用大青砖砌成，

重开威武、时雍、南薰、德胜、西平、水西、拱辰七门，并增设许多谯楼，“楼橹高耸”，十

里之外，就能看到高大的城楼。 

城市辉煌 

根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六章《都会

与里（坊）市制度》：“还有一些都会，如巴蜀之成都、临邛，关中的咸阳，今河北的曲逆，

今山东的定陶，今广东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寿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苏之吴，河西走廊之

姑藏等，虽然大多数为地方都会，但也不乏全国性的大城市。在所有这些都会之中，除西汉

国都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与宛五大名都，当时称‘五都’。”    

 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城、成都为全国性的 6 大都会（都是郡治）外，各地区

性都会凡 18座，合肥名列其中。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徽剧 

 我省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为

庆祝高宗八旬寿辰，浙江盐务大臣征集徽    班入京祝寿，徽剧著名艺人高朗亭带“三庆班”

进京，不久，四喜、春台、和春徽班也相继入京，称“四大徽班进京”。徽班进京后，以其

唱、念、做、打并重的优美表演艺术，很快占领了北京舞台，形成了戏庄（高级剧场）演剧

必徽班，戏园（普通剧场）较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广东园演出亦必以徽班为

主的盛况。北京是当时的皇都，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剧种有代表性的班社大

都集中于此，因而形成了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融合的局面。嘉庆年间，形成了“徽”、“西”

（即秦腔）两部对峙，取代了原来统治舞台的“雅部”和“花部”。至道光年间，徽剧在京

吸收了汉剧、京腔、秦腔等戏曲之长，并与北方语言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京剧。徽剧还影响



 

千年的金斗石门居然慢慢地启开了。小和尚欣喜万分，然而随即他又失望了，石门内除了一

些装有黄豆的箩筐外，别无他物，更不要说有什么宝物了。小和尚见此，只是随手抓了一把

黄豆便回去了。途中，小和尚如数佛珠一样，便边走边将手中的黄豆撒在地上。到寺庙时，

一把黄豆只剩下一颗了。小和尚将这最后一粒黄豆搓了几下，觉得似乎有异，仔细一看，原

来是一粒金豆子。    

 经老百姓口口相传，这件事很快传遍全城。人们纷纷说：小和尚将给他们带来好运。

后来，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便称为“洒金街”。位于淮河路西段通往杏花公园南大门处。 

撮造山巷 

  相传三国时期，曹操几十万大军屯驻合肥城，由于人马众多，每天都产生大量的生活垃

圾，日久天长，就逐渐形成了一座方圆数百平方米的三层楼高的垃圾山。当时人们称这座小

山为曹操山。后来，四周和山上都住了一些人家，出现一条巷子，起名曹操山巷。因为受艺

术形象的影响，人们认为曹操是奸臣，故把曹操山巷利用谐音改为撮造山巷。此巷位于李府

之后。 

第五章	旅游景点	

龙泉古寺   

从安徽省省会合肥东行 15 公里，便是绵延数十里的大别山余脉――龙泉山。龙泉山海拔

二百八十一点五米，位于肥东县桥头集镇，为当地群山之首。龙泉山所以得名龙泉，皆因山

腰有清澈古泉绵延千年而不绝。龙泉之水常年保持 18 度，甘甜爽口，有 23 种对人体有益的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古今图书集成 庐州山川》载：山腰寺内有“龙泉，清澈萦流至山下，

故曰龙泉山”。唐朝张又新著有《煮茶水记》，评价此泉为“庐州第一水”。  从龙泉寺中“龙

嘴”汩汩而出的龙泉之水，涓涓成流，常年不断，滋养着方圆数十里的农田村民。北宋文学

家欧阳修于庆历五年（1045 年）任滁州太守时，慕名前来龙泉山，品尝甘泉之后，立即将

龙泉列为“天下第十三泉”，并立碑记事。龙泉古寺地处龙泉山腰，龙泉之上。寺因泉而名，

山因寺而胜。山上百年以上古松、银杏比比皆是，满眼碧翠，与从寺中流出的甘泉一起，让

人洗心革面，全心向佛。据现存寺中的《龙泉碑记》记载，龙泉古寺相传始建于曹魏时期，

距今已有 1700 余年历史。在佛教大受推崇的唐代，龙泉寺香火极盛，名闻天下。至明代再



 

上涌现一群百姓，他们扶老携幼，纷纷向城内逃去。而守城的士兵为防止倭寇的突然袭击，

却关上了城门。这时只见一个小孩与父母失散，没能逃进城中，就在他和一些没逃进城的人

四处躲避时，一群倭寇穷凶极恶地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烧杀掠抢，并武力攻城。这时，戚家军

的飞骑犹如天降，从倭寇的后面杀出，很快歼灭了倭寇。刹时，城门大开，一轮红日冉冉升

起，百姓夹道欢呼，迎接戚家军凯旋进城。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农业生态环境状况    

 合肥市农业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土壤、水、光、热等环境要素都适宜农业作物生长。

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式和掠夺式经营方式所积累沉淀的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     

水资源利用——合肥地区主要利用地表水。全市境内有巢湖、瓦埠湖、高塘湖三个自然

湖泊，水源丰富，常年可供提水源。通过淠史杭灌溉和驷马山引水工程，西可引大别山水，

东可提长江水。水资源主要用于工业、农业、城镇生活和农村人畜用水及其它用水五个方面。

合肥市水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污染严重，地表水体除瓦埠湖、高塘湖水质较好，其余河

流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水土流失状况    

 合肥市境内山丘、圩、源并存，境内水系发达，河流、渠道纵横交错，降雨量分布时

空不均，由于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人们对地形、土壤、植被等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

致该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地区主要分布于江淮分水岭岗地和山地地

区。    

森林生态环境状况     

合肥市森林资源以人工林和松林为主，总量少，覆盖率低，成熟林比重低，林种单一，

生态功能脆弱。    

 生物多样性    

 合肥市有肥西县的紫蓬山、长丰县的小土山两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巢湖、董铺水库、

瓦埠湖等湿地生态系统又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拥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重点动物 23 种，二

级保护共 43种。    

 城镇生态环境     



 

合肥市城镇建设中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一是江淮分水岭地区，水资源短缺，特别

是地下水匮乏；二是地表水饮用水源有限，尤其在干旱年，库容水量下降，影响部分丘陵旱

田地区；三是巢湖富营养化严重；四是城镇生态系统主要类型是以人工生态为主，城镇粗放

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生态系统环境不稳定。 

合肥市矿产资源丰富，有磷、铁、石棉、石墨、石英、重晶石、云母石、瓷土、石灰岩、

紫砂石等。合肥市的植被兼具南方和北方植物区系成分，森林覆盖率 8.8％，曾荣获全国园

林城的称号。合肥是全省著名的名特土产的集散地，主要有具有 300 多年制作历史的火笔画，

具有地方特色的黄峰茶、祁门红茶，及被书画家奉为一宝的驰名中外的宣纸等。 

第七章	饮食特产	

河溜小豆饼 

河溜小豆饼的加工技术，是清光绪年间一左姓女子带至河溜，迄今已有一百余年历史。

百年来，河溜小豆饼以其色、香、味、形俱佳成为地方特色食品，并被人们作为礼物辗转送

到上海、南京、合肥、淮南、蚌埠等地。 

如今，在河溜周边市县食品市场销售的小豆饼虽然有其形色上的相同，但远不具备河溜

小豆饼的内在特点。 

河溜小豆饼选颗粒饱满、粒实均匀、光亮的优质绿豆为原料，先用石磨将精选的绿豆破

碎为豆瓣，用筛子除去粉状物，以清水浸泡豆瓣数小时，漂去绿豆壳，再用小石磨将豆瓣磨

成糊状，以特制的工具将绿豆糊滴在温度适宜的平锅上，再经加热后，直径不过１．５ｃｍ

左右，厚薄均匀，色泽淡黄，味美清香的河溜小豆饼便出炉了。 

河溜小豆饼因吃法不同，其风味也就各异。有青菜炒豆饼，牛、羊肉炒豆饼，糖醋豆饼，

豆饼汤等多种。 

怀胎鱼 

在很久以前，淝河岸畔，小孤山下，有位聪明美丽的姑娘。她以打鱼为生，人们叫她渔

姑。有年夏季，一日渔姑独自架船，划着双浆，从西淝河上顺游而下，准备划到下游捕鱼。

鱼船刚找到硖山口时，天上突然乌云翻滚，雷霆轰鸣，狂风大作，瓢泼大雨似倾如注，下个

不停。渔姑将船划到河边停泊避雨，雨声哗哗如同催眠之曲，孤独的渔姑不由双目欲闭，睡



 

腊八粥、合肥酥烧饼、罗汉脐、大救  驾，西海饭店的鲜肉小包及早茶、北国饭店的豆汁、

豆脑、米饺，逍遥酒家鸡血糊、元宵，淮上酒家的豆脑饼，黄山徽菜馆的蚕蛹酥、芝麻饼、

鸡汁蒸饺，都为庐州小吃增加了灿烂的光彩。 

第八章	名校展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校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徽   

中文全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文简称：中国科大     

英文全称：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英文简称：USTC     

其他简称：科大，中科大，中国科大，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成立时间 

  1958年 9 月 20 日于北京（1970年搬迁至安徽省合肥市） 

学校性质 

中国科大是老一辈科学家和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创办的新型理工类高校，是中国科学院直

属的唯一一所高等院校，是我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高校。    

 2008 年，中国科大建校 50 周年庆，胡锦涛主席贺信期望中国科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的研究型大学，为我国培养一批世界级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中国科大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首批 7 所“211 工程”和首批 9 所“985 工程”建

设的高校之一，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是国家“111 计划”和“珠峰计

划”重点建设的名牌大学，九校联盟（C9）成员，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成员，东亚研究型大

学协会成员、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入选海外创新人才基地（共 5个大学为清华  、北大、 

中国科大、上交、华中科大），入选珠峰计划。 

社会贡献 

1.  中国科大是我国为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而创建的新型理工类大学，源于钱学森先

生提建的“星际宇航学院”，由功勋科学家们直接任教，为我国“两弹一星”和探月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