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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

前 言
《汉阳县地名志》本着详今略古，有利实用的原则，在地名普查基础上，经过

筛选、考证和充实而编辑成书的。全志所收录的每一个地名词条，通过文字阐释，

记载每条地名的地理位置，标准读音以及名称由来、含义和更替，力求反映每条
厂

地名实体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特征。

1981年，根据上级的有关精神，我县开展了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普查人员
一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遵照《湖北省地名普查有关规定》，对全县5000多条地名

进行逐一调查考证，并按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对部分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本上做到了名称正确、读音标准、书写规

范、位置准确、演变清楚、含义健康。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地名混乱现象，使之SJ标
U

准化、法律化迈进了一大步。
●

本志是第一部介绍汉阳县行政区划，自然镇、村，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及名胜

古迹，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等地名的工具书。它给工业、农业、军事、外交、新

闻、交通、邮电等部门将带来方便。既可以为我县因地制宜地制定社会和经济发
●

展规划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又可以作为地方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研究的资

料，也可以作为乡土教材，因而对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志在地名普查期间，全县行政建制为人民公社建制，而在编辑过程中，人

民公社建制改为乡(镇)建制，行政区划迭有调整。因此，本志取材既以地名普查
●

成果资料为基础，又尽量反映行政建制．、名称及辖区变更后的新情况。

《汉阳县地名志》是一部法定工具书，今后各行各业在使用地名时，应以此书
●

为准，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改动某个地名，必须按照管理权限呈报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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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收录地名共计5073条，分列5篇：

行政区划及居住地名、企、事业单位及专业部门名、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人

工建筑物名、自然地理实体名。另设附录。

二、各篇地名的编排：

(1)行政区划及居住地名，按行政区划分设类目，依次为蔡甸、张湾、柏林、新

农、高庙、玉贤、索河、横龙、侏儒、五公、永安、多山、大集、郭徐岭、沌口、军山：黄

陵、常福、桐湖、洪北、成功、消泗、曲口。各乡镇(场)先排乡镇及其驻地，顺排下属

村委会，再排所属自然村。上列行政区划顺序是以地名图为依据，从左至右，从上

至下。

(2)企、事业单位名、名胜古迹名、人工建筑物名、自然地理实体名均按内容

集中排列。

三、词条为本志基础单位。

(1)词条用黑体字标识，词条名称即标准地名。

(2)每个词条名称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注汉语拼音。

(3)词条释文包括地名的地理位置及演变，名称由来、含义及更替，其现状特

征及与之有关的信息，详略以地名的内涵为据，字数不拘。

(4)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各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一律

以公元纪年。1949年5月汉阳县解放，以前简称解放前，以后简称解放后。

(5)海拔高程原则上使用黄海高程系。 ．

(6)年代的上断下限问题，原则上是上不断而下限至1987年。

四、本志插有古今地名图25幅，照片58幅。

(1)地名图分置于汉阳县概况以及各乡镇之首；照片置于相关条目之前。

(2)地名图中所标示的行政区划界限，是根据地名普查和行政区划调整时划

定的概略界线，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3)各乡镇(场)政区图的图例以汉阳县政区图图例为准。



汉 阳 县 政 区 图

图内辞衄墙群未经实地勘测，不作勾定释敢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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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县概况

HANYANG XIAN GAIKUANG

汉阳县地处湖北省东南部，武汉市市区

西南，居江汉平原东翼，是汉水与长江汇流的

三角地带。东与武汉市汉阳区永丰、江堤乡毗

邻；北临汉水，与武汉市东西湖区以汉水为

界；南与武汉市汉南区接壤；西南同洪湖、仙

桃两市为邻；西北与汉川县交界。地跨东经

1】05．7平方公里。县党政机关驻蔡甸镇，东

距武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25公里，属武汉市

辖县。

汉阳县辖12个镇，10个乡，1个农场。

1987年有耕地面积47．8591万亩，其中水田

26．185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4．7l％；早

汉阳县政府大饕
}

113*41，--]14。13’．北纬30。15’--30。41 7，东西

相距5 0公里，南北相距4 8公里，总面积

地21．6736万亩．占总耕

地面积的45．29％。山林

10．2万亩，其中宜林地

9．12万亩。湖泊水面

25．1万亩，其中渔业生产

水面10万亩。

1987年全县共有

1】．4362万户，45．1967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

37．6474万人，城镇人口

7．5493万人。总人口中，

有14个少数民族，计386

人，占总人数的0．08％。

人口超过百人的有土家族和回族。

建1r：llJ,台革及革命史略

早在一万六千年以前，汉阳这块土地上

就有人群聚集、生息和繁衍。商末周初。县境

先隶南国．后属郧国。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

秦代属南郡。西汉初，汉阳地区分属沙羡、安

陆两县地，属江夏郡。东汉初，于下汊置沌阳

县。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9年)，将沌阳改

名为汉津县，属沔阳郡。隋大业二年(公元

606年)。改名为汉阳县，这是汉阳县得名的

开始。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置汉阳

军，汉阳城为军治所，一直到元朝初年，领汉

阳、汉川两县。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

年)，改汉阳军为汉阳府，仍领汉阳、汉川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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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将汉口

镇及其近郊脱离汉阳县，独立为夏口厅。民国

元年(公元1912年)，改夏口厅为夏口县，废

汉阳府。民国十八年改设汉口特别市，废夏口

县，将所属乡、区划入汉阳县。1949年5月汉

阳解放，属沔阳专区。1950年8月，汉阳城区

划归武汉市，县治移于蔡甸镇。1951年改属

孝感专区。1955年3月，琴断口、黄金口、永

丰、和平、关胜、江堤、快活岭等地划入武汉市

郊区，次年7月，新滩区所属7乡划入洪湖

县。1959年，汉阳连同孝感专区所属各县划

归武汉市，次年恢复原建制。1975年，隶属武

汉市。次年4月东城垸农场划入武汉市农管

局，1979年9月邓南区划入汉南农场。至今，

汉阳县为武汉市所属郊县之一。

汉阳县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大革命、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汉阳县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1924年2月，汉阳城区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小组。1925年建立中共党支部。1926年成 』

立中共汉阳县委员会，并相继在各区镇建立

区委、特支或支部。中共“八七”会议后，七萧

湾举行了秋收起义。1927年10月成立川阳

边区县苏维埃政权。1929年县内侏儒山至汉

川县鹰子山方圆百里的地区作为革命根据

地。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 ／

有很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捐躯，其中有萧楚

女、陈柱天、蔡树藩、张宝珍、徐质夫等烈士。

现已查实汉阳县有革命烈士276人。 ，

自然条件

地形县境南北两端属沉积平原。南部

平原由分洪道分成南北两半，北面地势略高，

已成农田；南面地势较低，是一天然分洪调蓄

区。县境的中部，岗垄起伏，湖泊密布，田亩成

顷。山丘自北而南，呈东西倾斜走向，形成四

列山岭，山高一般在60一200米之间，其中九

真山海拔262．6米，为全县最高点。

水系汉阳县北滨汉水，东临长江，南滨

东荆河，形成三面环水之势。汉水自西向东，

从本县张湾镇谢八家入境，至新农镇田家台

出境，全长37．5公里，河道宽200—600米．，

流量平均1．630米3／秒，含沙量1．8公斤／

米3，常年通航小客货轮船。东荆河由仙桃市

龙家台入境，至沌El汇入长江，境内全长77

公里，洪水期河道宽约800米，枯水期宽约百

米左右。平均水深2．46米，流量1．000米3／

秒，含沙量1．89公斤／米3，常年可通小木船。

长江流经县境东部，县境流长21-7公里。全

县大小湖泊74个，分为3个水系：一是爹山

湖、官莲湖等泛水湖泊；二是以西湖为主体，

由索子长河串连沿岸的黄陵塞，百丈塞、金鸡

塞、大小茶湖、大小金龙湖、西湖、许家塞等湖

泊；三是以东湖为主体，包括高湖、天鹅湖、后

官湖、三角湖、南湾湖、万家湖和小穸湖。此

外，还有塘堰8000多口，小型水库10座，相

互配置，相互调节，形成良好的水利资源。

气候汉阳县地处中纬度，属副热带季 ，

风地区。全县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年平 ／

’均气温为28．76C。据建国以来的气象资料记

!载，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14．1℃(1977年1

月30日)，极端最高气温为39．6C(1978年

8月3日)。常年降雨量为1，179．4毫米，高

值年(1969年)为1，692．5毫米。一般4—10

月降雨量约占全年70—75％。年平均降雪

8．1天，最大积雪厚度34厘米(1982年2月

5日)。常年无霜期平均是258天。常年平均

风速为2．9米／秒。雨量多集中在春末夏初

的梅雨季节，冬春之交雨量少，气候干燥，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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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为80％，绝对湿度为25毫巴，春夏以

东、南风为多，秋冬则以西、北风为多。一般无

异常毁灭性天气发生，但间数年，偶尔也出现

暴雨、干旱、洪水和严重的冰冻现象。

土壤属于红壤鄂东南北缘部分的红黄

壤，其分类和分布情况是：黄棕壤和红壤土类

主要分布在县境中部岗垄平原；湖土土壤主

要分布在北部和西南部冲积平源；草甸土壤

主要分布在洪南地段；水稻土土壤主要分布

在中部岗垄平原，它是全县重要的水稻产区。

资源矿产资源有石英沙石，主要分布

在大军山、高子山一带，蕴藏量约420万吨，

现已开采利用。石灰石分布在侏儒山一带，蕴

藏量约有1000万吨，现已大量开采。硅矿分

布在侏儒山、横山一带，储量约1500万吨，目

前尚未开采。此外，据地质部门勘探，境内地

层中还蕴藏有石油和煤炭。

自然灾害主要是干旱和洪涝。建国以

来的大范围秋旱是1954年、1978年，都持续

到90天以上；其次，1966年、1972‘年、1974

年也曾持续到40天以上。小旱几乎年年发

生，干旱率为61．9％。洪涝除1954年特大洪

水外，以1969年7月7日至15日最为严重，

全县降雨量为526．3—538．7毫米，受灾面积

达5．26万亩。

经济建设

经济结构 汉阳县国民经济以农业为

主。建国以来，中共汉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针

对我县农业生产夏涝秋旱的特点，把兴修水

利作为农业生产的关键，60年代基本解决了

干旱威胁，70年代解决了洪涝问题，1965年

全县实现农田水利排灌、工业生产和全县照

明电力化。全县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努力发

展地方工业，有力地促进了财贸、文教、卫生

等事业的全面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认真贯彻执

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县国

民经济稳步发展，市场供应逐步改善。

水利 建国以来，水利总投资达1亿多

元，用工1．48亿个，挖填土方2．04亿立方

长

42

长

防

干

定

总

装机1371台，593．88万千瓦。重点泵站有大

军山、西湖、东湖、挖I=l、小奎湖等五座，总投

资3343万元，装机容量2．705万千瓦，提水

流量273．2米3／秒，承雨面积1672．81平方

公里。大、中、小排灌闸113座，总设计流量

1792．65米3／秒。重点排水闸有黄陵闸、汉阳

闸、沌口闸、侏儒闸、德丰闸等五座，泄洪受益

面积117万亩，排灌受益面积40万亩。黄陵

矶闸建有分船闸一孔，可通100吨级船只。

它在常年排水期还能挂绳捞鱼，半年可收入

15万元左右。塘堰、水库8507座，总蓄水量

为3568．6万立方米。这些水利设施能基本

解除干旱、渍涝对农业生产的威胁，使35万

亩农田旱涝保收。

农业全县现有耕地47．8591万亩，其

中，水田26．185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54．71 oA；旱地21．6736万亩，占45．29％。人

平占有耕地1．1亩，劳动力人平负担3．4亩。

旱涝保收面积35万亩。60年代初期，随着农

田水利设施的改善，水稻种植实行“单改双”，

粮食生产迅速发展(水稻生产在粮食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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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78．5％的比重)．到1965年，全县粮食

总产达I．4I亿公斤，结束了粮食不能自给的

历史。这一年．棉花总产1 3．82万担，油料总

产5．65万担。7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水田作

物茬口，有计划、按比例地实行“油稻稻”、“蚕

豆一稻一稻”三熟制，并与“绿肥～稻一稻”进

行小轮作。这些种植上的改革。使水田地力

得到合理利用，使稻谷单产不断提高，使油菜

耔大幅度增产。实行科学种田，也使食棉单产

不断提高，1974年、1977年和1979年．三次

突破百斤关．其中1979年单产61．5公斤，总

产13．82万担，创全县历史最高纪录。】987

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71 41．50万元(按80年

不变价计算)，比1949年增长6．77倍。1987

年生猪饲养量26．694万头，比1949年增长

6．7倍。

林业全县有宜林地9．17万亩，占全县

总面积的6．5N；成林地6．22万亩．占宜林

地的67．9％，林木蓄积量为115．4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为5．4％。油桐、油茶、油橄

榄、梨、桃、苹果、板栗、柑桔等经济林，都有发

展前途。

渔业全县现有渔业生产永面21．8万

亩，其中泛水8．5万亩．湖泊10万亩，塘堰

2．3万亩，鱼池1万亩。境内的江河湖泊除养

殖鱼类外，尚蕴藏有大量的三角帆蚌和褶纹

冠蚌，养蚌育珠潜力很大。

副业1987年村民副业有较大发展．除

养生猪外，养家禽(鸡、鸭、鹅)96万只，成鱼

1 4万公斤，养蜂2019箱，产蜜2．85万公斤，

编织芦席13万条，草包】I万个。创产值

7250万元(包括队办工业产值)，占农业总产

值的38．3％。

工业建国初期．全县仅有几十家铁器、

木器和农副产品加工等手工作坊和十余家动

力轧花机厂。全县现已有工业企业408个．

拥有冶金、电力、化学机械、仪表、建材乌i织、

缝纫、皮革、造纸、酿酒、食品加工等工业部

门，可生产化肥、机械、电器、仪表、纺针织品、

纸张、水泥、陶瓷、船舶、铸铁制品、砖瓦、皮

鞋、服装、木制品等200多种工业产品。自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贯彻执行“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轻重工业的比例逐

渐协调，企业经营管理有所改善，在节约能

源，降低成本和原材料消耗，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品种，丰富市场供应，讲求经济效益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1987年工业总产值

达3．1666亿元，比】949年增长】2倍。

交通建国前，汉阳县多以水运为主，陆

路只有武汉至黄陵、蔡甸两条公路。建国后，

1987年全县公路99条，通车里程达516．77

公里，可通往全县所有乡镇(场)及97％的

村。

国道汉沙公路境内长55．I 6公里。省道

两条，境内长38．82公里。大小桥梁347座，

其中黄陵大桥全长384．34米。境内汉沙公

路线长26．51公里，路基宽20一24米，路面

宽18米。水运也较方便，有长江、汉水和县

内河、湖等航线。

汉阳县汽车客避站 (摄影：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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