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巢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巢湖市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 

巢湖是安徽省内最大的湖泊， 

巢湖自古就号称“三百六十汊”，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 

巢湖体量最大、最具特色、最具观赏价值的，首当名胜文化。 

鸡笼山素有“江北第一名山”之称， 

鸡笼山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巢湖五个县（区）均被列入全国粮棉生产大县， 

巢湖进入全国粮、油百强县行列。 

巢湖水产品产量位居全省第二， 

巢湖特种水产品产量居全省第一； 

巢湖荣获“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称号。    

庐江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庐江是全国商品粮油基地县和粮油生产百强县， 

庐江是全省重点产茶县、 

庐江是水产基地县和商品猪准基地县。 

庐江素有“好学之邦”的美名， 

庐江县被授予“安徽省电子磁性材料产业园” 荣誉称号， 

庐江县被授予“安徽省磁性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荣誉称号， 

庐江县被授予“合肥工业大学产学研基地”荣誉称号， 

庐江县自古有“鱼米之乡”和“地下聚宝盆”之称， 

无为县素有“鱼米之乡”美誉， 

 

 



 

第二章 巢湖概况 

中文名称： 巢湖  

外文名称： Chaohu  

所属地区： 安徽  

下辖地区： 庐江、无为、和县  

电话区号： 0565  

邮政区码： 238000  

地理位置： 与南京、合肥、安庆、马鞍山相邻  

面积： 9423 平方千米  

人口： 465 万  

方言： 安徽方言  

气候条件：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著名景点： 四顶山，银屏山  

 

基本简介 

巢湖市位于安徽省中部，濒临长江，环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现辖庐江、无为、和

县、含山四县和居巢区。全市总面积 9423 平方公里，2005 年末总人口 453.06 万。    

巢湖，又称焦湖，是安徽省内最大的湖泊。巢湖水系发达，自古就号称“三百六十汊”，

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体

量最大、最具特色、最具观赏价值的，首当名胜文化。    

巢湖是一个区位独特的地方。在共和国的版图上，很少有哪个城市能像她这样，襟江而

又拥湖。大江大湖在这里交汇，江南江北文化在这里集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她造就为江

北的“鱼米之乡”，历史的烟云赋予她丰富的名胜古迹，长江巢湖之水哺育出一辈又一辈历

史名人，为今天的巢湖留下了珍贵的自然和历史遗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名胜文化资源。      

巢湖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诸多名胜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山水风光名胜。滚滚东去

的大江，烟波浩渺的巢湖，巍峨起伏巢湖风景的群山，热气蒸腾的温泉，从宏观上构成了巢

湖山水的壮丽气势。她集长江天险、湖光山色于一体，汇名泉名洞、奇石奇花于一身，湖光、

江涛、温泉、奇花，堪称“巢湖四绝”，曾使历史上多少文人墨客叹为观止！    

巢湖，方圆 800 里，烟波浩渺，犹如镶嵌在江淮大地上的“一面宝镜”；姥山岛和天门



 

山，在百里巢湖和万里长江中闪闪发光，宛如撒落在大江大湖中的“两颗宝石”；环湖四周

有多处温泉常年喷珠吐玉，其中半汤、香泉、汤池三大温泉已建成疗养度假胜地，被誉称“三

串珍珠”；太湖山、鸡笼山、冶父山、天井山四个国家森林公园，连绵不绝，苍翠欲滴，人

称江北的“四块翡翠”；还有“地下长河”双井洞、“摩崖石窟”王乔洞、“怪石如龙”仙人

洞，《游褒禅山记》是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

在同年 7 月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华阳洞因其而“名扬天下”，“江淮奇观”泊山洞等，

洞洞称奇，千姿百态，堪称“五座地下艺术宫殿”。这天然组合的景观，点缀在巢湖沿岸，

形成“众星捧月”，绘就了一幅绝妙的立体山水画！这幅山水巨卷，由一条 53 公里长的湖滨

大道风光带拓展到省城合肥，并通过 182 公里长的“黄金水道”溶入“长三角”，使得风光

旖旎的巢湖成为合肥和“长三角”的天然“后花园”。    

巢湖不仅地上的山水风光旖旎，地下的地质地层景观更为奇特。除了绚丽多彩的地下溶

洞、地下温泉、地下河流、地下峡谷以外，最罕见的，是平顶山、马家山的中生代三叠纪地

层奇观。它完整地保存了距今 2.5 亿年至 1.9 亿年间地球生物复苏的丰富信息，并拥有鱼类、

双壳类、爬行类以及著名的“巢湖龙”等多种化石。这个奇迹的重大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

光。如今它不仅成为中国地学界的地层研究标准，而且已被国际地学界列为全球下三叠纪印

度阶——奥伦尼克阶界线层型首选标准剖面，并将其列入国际地质年表，永载史册。    

自古深山藏古寺，山水名胜历来是与宗教名胜融合在一起的。相传早在周朝，周灵王太

子乔就在王乔洞炼丹得道，自此巢湖相继出现了紫微山“天下第四十二福地”、太湖山“二

十一洞天”、鸡笼山“第四十三福地”、和州唐代老子炼丹台，巢县东、西、南圣宫等许多道

教名胜；三国时佛教传入巢湖，冶父山、太湖山、鸡笼山、天井山、银屏山、都督山、如方

山等一批名山，寺庙如林，宏伟壮观，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时至清代，伊斯兰教、天

主教、基督教又传入巢湖，各种宗教文化依托巢湖山水共存共荣，且与山水文化、历史文化

互相融合，成为巢湖名胜的一条独特风景。    

巢湖是一块“风水宝地”。说“风水好”，就好在巢湖山水是活生生的，它形如龙凤，极

富灵气。只要你登高眺望，就不难发现，巢湖整个地形酷似一条龙，一条头枕巢湖烟波、尾

掀长江碧浪的巨龙：四顶山是它的龙头，面对合肥，高高昂起；姑姥二岛是龙的双眼，映着

碧水蓝天，闪闪发光；黑石嘴是乌黝黝的龙嘴，在泱泱湖面吞风吐浪；仙人洞、紫微洞、华

阳洞、白石洞是四个龙爪，左右分开，前后对称；100 多公里长的湖滨大道——太湖山一线，

是龙的整个脊梁，时起时伏，连绵不断；天门山是龙尾，伸到长江，随浪起伏，摇摆不停。

令人称奇的是，这条巨龙，不仅身边有形似展翅的凤凰山相伴，左右有龟山、蛇山相陪，而



 

且四周有马山、牛山、羊山、鸡山等众小山相拜，龙尾还恰好有“两虎”（大虎山、小虎山）

在长江天门守卫，真是龙凤呈祥，龙腾虎跃，天然生成，令人叫绝。    

“天与人间作画图，南谯曾说小姑苏”。有人形容，巢湖山水看起来是一幅画，听起来

是一首诗。这话说得并不过分，因为巢湖每一个名山名水都有一段神奇的故事，每一个奇花

异树都有一篇美妙的神话，每一个古老地名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它们传递着人们褒扬真善

美的信息。这种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风光名胜的文化底蕴，展示出巢湖名胜特

有的人文魅力。 

地理位置 

巢湖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淮南、合九铁路及合宁、沪蓉、合巢巢湖市芜高速公路穿境

而过。长江流经巢湖市 182 公里，芜湖—巢湖公铁两用大桥和铜陵—巢湖公路大桥横跨长江

天堑。依托芜湖朱家桥外贸码头和南京、合肥两个航空港，可借“船”出海。    

巢湖资源丰富。已发现的矿藏有 34 种，其中磁铁矿、硫铁矿、明矾石、石灰石和石膏

矿等储量巨大。巢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盛产大米、油料、棉花、蔬菜、家禽、水产品，

“巢湖三珍”（银鱼、白米虾、螃蟹）享有盛誉。巢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市自然和人

文景观 130 多处，江、湖、山、泉并存，以水见长，湖光、温泉、山色是“巢湖风景三绝”。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巢湖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五个县（区）均被列入全国粮棉生产大县，并先后进入全国粮、油百强

县行列。“两水一菜”（即水产、水禽、蔬菜）发展迅速，水产品产量位居全省第二，特种水

产品产量居全省第一；家禽已形成 20 多个较大规模的养殖小区：蔬菜面积 100 万亩，是长

江中下游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建材、机械、纺织、医药、

食品等支柱产业，拥有一批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并在省内外同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骨干企

业。目前，全市有大中型企业 54 户，有皖维高新、巢东股份、新力药业、华星化工四家上

市公司。旅游业快速发展。建成了褒禅山、华阳洞等五大溶洞和太湖山等四个国家森林公园

及半汤、汤池、香泉等温泉度假区。城市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综合配套功能明显增强，荣获

“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称号。    

行政区划 

巢湖市位于安徽省中部，全市辖 4 县 1 区，65 个镇、5 个乡、6 个街道办事处。全市总

面积 9423 平方公里，总人口 453.06 万。    

居巢区 11 个镇、1 个乡、6 个街道办事处。11 个乡镇：槐林镇、黄麓镇、栏杆集镇、

苏湾镇、夏阁镇、散兵镇、银屏镇、柘皋镇、坝镇镇、烔炀镇、中垾镇；1 个乡：庙岗乡；



 

6 个街道办事处：半汤街道办事处、亚父街道办事处、天河街道办事处、凤凰山街道办事处、

卧牛山街道办事处、中庙街道办事处。    

庐江 17 个镇。17 个镇：庐城镇、冶父山镇、石头镇、白山镇、同大镇、郭河镇、盛桥

镇、白湖镇、缺口镇、矾山镇、柯坦镇、泥河镇、汤池镇、万山镇、罗河镇、乐桥镇、金牛

镇。    

无为 19 个镇、4 个乡。19 个镇：无城镇、汤沟镇、陡沟镇、白茆镇、石涧镇、蜀山镇、

牛埠镇、开城镇、严桥镇、二坝镇、襄安镇、高沟镇、姚沟镇、红庙镇、赫店镇、泉塘镇、

福渡镇、刘渡镇、泥汊镇；4 个乡：昆山乡、洪巷乡、十里墩乡、鹤毛乡。    

含山县 8 个镇。8 个镇：仙踪镇、林头镇、运漕镇、铜闸镇、陶厂镇、环峰镇、清溪镇、

昭关镇。    

和县 10 个镇。10 个镇：历阳镇、沈巷镇、白桥镇、香泉镇、西埠镇、石杨镇、姥桥镇、

功桥镇、乌江镇、善厚镇。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巢湖地域是古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距今三十万年的“和县猿人”、二十万年的“银

屏智人”和五千年前“中国最早的城市”凌家滩文化遗址，印记了人类祖先从猿人到智人再

到现代人一步步进化的历史，展示了从旧石器期到铁器时期直到新石器时期人类创造的最早

的古代文明。三大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史学界，打破了长期以来长江和巢湖

流域被认为不可能是人类发源地的历史论断。    

巢湖市半汤镇，西周、春秋时就是南方铜料运往北方的中转地。青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繁

汤”。“繁”、“半”古音同，所以繁汤即半汤。但是由于古代文献中记载不详，许多专家学者

都误以为繁汤即繁阳，又说在今河南省新蔡县韩城镇，均属误记。淮北的繁阳不产铜，也不

在南北交易的要路，不可能是古代文物上记载的繁汤，且“繁汤”之“汤”与“阳”在上古

文字中有很大区别。    

巢湖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一代代名将曾驰骋巢湖疆场，留下众多的古战场遗存。   

含山县古昭关，雄踞“吴头楚尾”，碑刻上清晰地记述着春秋时期楚国名将“伍子胥过昭关

一夜急白头”的惊险场景，正是这一“逃”，改变了春秋时期群雄争霸的格局，由此引发出

“伍员借兵灭秦”、“伍员鞭笞楚王尸”，以及“范蠡送西施”、“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等

一系列千秋不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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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霸王祠的悠扬钟声，声声诉说着“项羽乌江自刎”的悲壮故事，十年楚汉相争在这

里画上了句号。项羽衣冠冢、霸王亭、抛首石和享殿里的字碑，记述着“力拔山兮气盖世”

的霸王当年“垓下之战”、“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等感人情景；沿湖的散兵、楚歌岭，沿

江的虞姬墓、滚马滩、四溃山、插花山，到处流传着项羽和虞姬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    

居巢区旗鼓山，是项羽谋臣范增的故土。这里“鼓打旗摇凤点头”的青山秀水，向人们

诉说着两千年前历史的辉煌与遗憾：正是由于“当年亚父出居巢”，辅楚反秦，项王才得以

完成千秋大业；但也正由于项羽后来不听从他的计谋，在他导演的“鸿门宴”上没有杀掉刘

邦，才出现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    

秦汉之后，巢湖又是三国争雄的古战场。曹操占据巢湖水乡，与吴国孙权在这里展开长

达数十年的“拉锯战”，周瑜英勇善战，与曹操十战濡须河，终使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

周瑜和小乔之墓今犹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千古佳句，以及周郎

墩、都督山的传说至今为民间广泛传诵。    

巢湖是“巢湖水师”的发源地。元朝末年，居巢人俞廷玉父子并廖永安弟兄，为保护乡

里聚兵巢湖，在湖心姥山岛建水寨，修船圹，训练水师。正是这个水师，在裕溪口打败元军，

救出朱元璋，并相助朱元璋挥师渡江，为明朝建业建立了卓越功勋，俞氏父子四人因此被册

封为“两公两侯”。俞府宗祠和姥山南圹遗址，至今印记着这个鲜为人知的历史功绩。    

巢湖是“淮军文化”的摇篮。李鸿章在巢湖中庙水域集中编练中国淮军，一批著名爱国

将领——庐江籍“五大督抚”丁汝昌、吴长庆、吴赞成、刘秉璋、潘鼎新，肥西籍的刘铭传，

正是从这里走向疆场，走向台湾，在抗法战争、甲午战争和抵抗八国联军三大战争中屡建奇

功。淮军在巢湖的遗存很多，以中庙镇的淮军“总祠堂”昭忠祠、李文公祠、姥山的文峰塔，

烔炀镇的李鸿章当铺为中心，从庐江的吴长庆故居、武壮公祠、潘鼎新祠、刘秉璋墓，到居

巢区、无为县的丁汝昌的故居和墓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淮军文化圈，不仅具有较高的

历史价值、军事价值和建筑艺术鉴赏价值，而且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巢湖是现代革命的纪念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雄的巢湖儿女继承和发扬先辈们

的光荣传统，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军，踊跃支前，为保卫祖国

浴血奋战。农民在这里组织暴动，新四军在这里打响了抗战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留下了罗家咀和六洲暴动、新四军七师司令部和新四军江北

指挥部、蒋家河口战斗和渡江战役等很多旧址及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等，成为当今红色

旅游的重要去处。    

巢湖是历史名人的故里。这里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从秦末谋略家范增，三国名将周瑜，



 

到唐宋著名诗人张籍、张孝祥、杜默、杨杰；从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广东水师提督吴

长庆、福建巡抚吴赞成、四川总督刘秉璋、广西巡抚潘鼎，到现代“革命先驱”李慰农、陈

原道，“民族之雄”戴安澜，“巢湖四上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温宗仁，以及当代书

法大家林散之、画家童雪鸿、诗人田间、奥运冠军许海峰等，都出生在这块沃土上。他们不

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在家乡留下了诸多不可复制的历史胎记和现实外

延，其中冯、张、李三上将故居定为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巢湖历来是政治家和文学家们的涉足之地。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从三国曹操，晋

代王羲之，到唐代李白、杜牧、罗隐、刘禹锡，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米芾、陆游、杨万里；

从明清朱元璋、李鸿章、石涛，一直到现代朱德、刘伯承、胡耀邦、郭沫若，当代的江泽民、

朱镕基等，他们或游览和视察巢湖，或戎马和任职巢湖，在这里留下了诸多历史名胜、传世

墨宝和千古绝唱，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巢湖的历史名胜文化。    

盖言之，以龙潭洞“和县猿人”、银山“银屏智人"”、凌家滩古人类遗址为经典的古猿

人文化，以古昭关、霸王祠、东关、南圹、范增墓、周瑜墓为历史遗痕的古战场文化，以刘

禹锡陋室、米芾宝晋斋、“巢湖三上将”旧居为代表的名人名居文化，以昭忠祠、李氏宗祠、

武壮祠、丁汝昌墓园等众多名胜组成的淮军文化，以中庙、姥山塔、镇淮楼为标志的古建筑

文化，这五大文化构成历史名胜的五大基石，使得巢湖地域文化底蕴古朴厚重，熠熠生辉。   

现代名胜：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巢湖人的祖先古猿人和有巢氏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为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

献。一代代的“有巢氏”接过老祖宗手里的接力棒，以巢湖人特有的“居巢、爱巢、筑巢、

美巢”精神，在这块黑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忠实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

创造崭新的现代文化，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创新，使得巢湖名胜文化更加星光灿烂。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勤劳智慧的巢湖人遵循“保护第一、永续利

用”的方针，陆续开发开放了一批山水风光名胜和宗教名胜：绿化和美化了湖心姥山岛和“江

门”西梁山，并修筑了长达 100 多公里的湖滨大道和沿江大道，使“两颗宝石”成了观湖揽

江、领略湖光山色的最佳去处；开发开放了半汤、香泉、汤池的温泉休疗养区、温泉度假区，

兴建了汤池金孔雀温泉度假村和香泉湖国际温泉度假村，使“三串珍珠”成了闻名遐迩的集

疗养、保健、培训、度假、观光、娱乐、休闲为一体的“九天福地”；创建太湖山、鸡笼山、

冶父山、天井山四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使“四块翡翠”成了朝山旅游和生态旅游的理想所在；

开发了仙人洞、王乔洞、紫微洞、泊山洞和华阳洞，使“五座龙宫”成了人们探洞赏景的“地

下艺术宫殿”。    



 

在开发山水名胜的同时，巢湖人也加快了历史名胜的发掘和利用。修复了古昭关、乌江

亭等古战场遗址和霸王祠、周瑜墓园，再现了古战场文化；发掘了西汉古墓，兴建了文物博

物馆，抢救了西汉名胜文化；扩建了陋室、米公祠，搜集了古碑刻，发掘了唐宋名胜文化；

整修了昭忠祠、李鸿章当铺、武壮祠和吴长庆故居，保护了淮军名胜文化；在原址按原样整

修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三将军”旧居，并分别被批准为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弘扬了现代名人名居文化。此外，还修建了新四军七师司令部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

及其纪念馆，在抗日和渡江战役纪念地竖起了一批纪念塔、纪念碑。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卧冰捉鱼为母疗疾的毛义 

中国的孝道文化源远流长，在我省巢湖市居巢区就流传着毛义卧冰捉鱼为母疗疾的孝贤

故事。《后汉书》卷三十九载：虞江人毛义，家里贫穷，却以贤孝母亲闻名。毛义，字少节，

东汉末庐江郡关河城（今巢湖市居巢区毛公）人。 

据巢湖市坝镇洪庄 84 岁的老人王安葆介绍，毛义自幼丧父，随母归隐深山老林，母子

相依为命。家境贫寒，年少便为他人放牧为生。一天，毛义放牧到天黑回家后，发现母亲因

年老加之劳累病倒在床。心急如焚的毛义，冒着寒风四处寻药。后遇一仙翁告诉他若想治好

他母亲的病，“须用鲤鱼配新茶，缺一不可”方能治好。当时，正值寒冬季节，天寒地冻，

水塘里的冰有一二寸厚，哪里找鱼。为了救母，毛义来到附近一处池塘，卧在冰上，用自己

的体温融冰将鱼引到自己的身下，最终捉到了鲤鱼。但是冬天没有新茶，毛义因自己无能为

力而感到非常难过。他的卧冰捉鱼孝行感动了山凹处的一棵白牡丹，只见一阵微风过去，白

牡丹的树上已长了许多嫩绿的新芽叶。于是，毛义拱手向白牡丹深深一拜，立即采下。晒干

后白毛茸茸的茶叶，竟像是朵朵白牡丹花。毛义即用新茶煮鲤鱼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果真好

了。“白牡丹茶”也由此得名。 

毛义卧冰捉鱼为母疗疾的孝行，很快在朝野广为流传，名动九州。很多人仰慕他的品行，

纷纷来到他的家里拜访他。汉章帝时期，朝廷委任毛义做安阳县令，为了安慰母亲，毛义从

住处迎至捧檄庵前喜接檄文，当时正好有位南阳太守张奉慕名到他家拜访，看到毛义欢天喜

地捧着文书向母亲报喜的得意样子，心里很瞧不起他，后悔不该来，便马上告辞而去。在张

奉的心里，留下“毛义也是一个贪图虚荣之辈”的凡夫俗子的印象。 



 

姓。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与实地考察，再广集民意，拿出了治理这方山水的方案，决定在这“八”

字山口处，筑就一道拦水大坝，借以蓄洪防旱，浇灌万亩良田。就在曹操准备实施这个工程

方案时，突然军情紧急，83 万大军即将开拔，情急之中，曹操号令三军，每人一担土，违

者军法处置。一夜间，这里便垒起一座大坝横跨两山之间。从此，这条大坝堵住了山洪，充

足的水源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历史，人们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后人也由些懂得兴修水利

的重要，年年加固，“古埂”由此得名。  

     人们为了纪念曹操，便在埂头立下一碑，上题：“孟德三军一担土，缚住苍龙锁山口，

镇害为利万民福，功高德厚颂千秋。”  

透过历史烟云，已看不到昔日的水库了。但“古埂”的残垣仍像一座丰碑耸立在人们

心头。  

第五章 名胜古迹 

半汤温泉 

简介 

巢湖市东北 6 公里的汤山脚下，有一个疗养、康复、度假、游览的胜地半汤温泉旅游度

假区。其独特神奇的温泉旅游魅力，吸引了全国各地客人前来度假休闲、疗养保健、举办会

务、洽谈商贸，是游客青睐的热点。 据《隋书·地理志》载：襄安县（治今无为县襄安镇，

由古居巢分割而成）有半阳山，山有汤地，两口流量较大的温泉，相距不足千米，一为冷泉，

一为热泉，两泉汇合处，冷热各半。人们惊叹此泉之奇，遂称之为“半汤”。 

作用 

  半汤泉水冷热合流，洁明清澈，出地一般在 55C，内含内性元素 30 多种，其中每毫升

含 80—120 埃曼氡气，在国内罕见。经国家权威科研机构鉴定，半汤既产沐浴温泉，又产饮

用矿泉，品位上乘，质量优良，可与驰名世界的 8 大饮用矿泉水媲美，具有极珍贵的开发价

值。泉水对 50 多种疾病有明显疗效，尤其对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和皮肤病的疗效最佳。据

《寰宇记》载：“凡抱疾者饮浴此汤，无不效验”；男女老少，在此浴后，无不有“忧如肌骨

换”的轻松快感。因而古人称誉半汤为“九福之地”。温泉含有 30 多种活性元素，可以治疗

多种疾病，但遗憾的是千百年来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直

到 1938 年春冯玉祥将军回归故里时，捐资兴建了半汤浴室，才使半汤温泉真正发挥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