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概述 

 

恩施市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清江中上游，东经 109°4′48″-109°58′42″、北纬 29°50′33″-30°39′30″。东

邻建始、鹤峰，西界利川、咸丰，南连宣恩，北接重庆奉节。东西宽 86.5 千米，南北长 90.2

千米，总面积 3972 平方千米。总人口 79 万人（2007 年末），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

数民族约占 38%。 

简介 

恩施市地处湖北省西南腹地，位于长江之南清江中游，是镶嵌在鄂西南山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因拥有举世罕见的硒资源而被誉为“世界硒都”。全市国土面积 3967 平方公里，辖 10

个乡、3 个镇、3 个街道办事处和 172 个行政村、34 个居委会。总人口 78 万，其中土家族、

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占 38%。1998 年被列为国家对外开放城市，是湖北省九大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现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神奇的土地 

恩施市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全市蕴藏着举世罕见的硒资源，富硒碳质页岩出露面积约

850 平方公里，储量高达 25 亿吨，最高含硒超过 8000 毫克/千克。受富硒岩层影响形成的大

片富硒区域内，粮食、油料、中草药、饲草饲料、畜禽产品及矿泉水中，硒含量为世界之最。

这为世界上 70%以上缺硒区的人们带了福音，也为硒产品和硒矿床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

的前景。恩施市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有香獐、猴面鹰、红腹锦鸡等省级以上保护动物 40 多

种。有各种药用植物 2000 多种，享有“天然植物园”、“华中药库”美称，其中板党、窑归、

紫油厚朴等名贵中药材为世界独有。这里是“鄂西林海”、“天然氧吧”，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5%，人均林地面积近 5 亩。境内河流纵横，水能资源富集，可开发装机容量在 63 万千瓦

以上，目前仅利用 13%，开发潜力巨大。域内喀斯特地形地貌发育完善，加之 30 余万土、

苗、侗等少数民族儿女所传承的民风民俗，使恩施旅游独具特色且已成为环长江三峡、张家

界大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江漂流”被誉为“神州第一漂”；“梭布垭石林”已成为省级重

点旅游景点；土家“女儿会”被称为“东方情人节”；“撒尔嗬”、“傩戏”等被学术界视为民族文



地理位置 

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南部，清江上游，西北邻重庆市。汉巫县地，三国时吴置沙渠县，元

为施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置施州卫，清雍正六年(1728)改卫置恩施县，1982 年划县城

关镇及近郊置恩施市，1983 年恩施县并入，恩施市境内为鄂西南山地。主要有煤 、铁、硫、

水晶石等矿产，农业主产有玉米、水稻、红薯、小麦等，经济作物以桐、茶、漆、麻著名，

恩施黑猪为优良品种。珍贵树种有穗花杉、珙桐、水杉等，产党参、当归、天麻等 100 多种

药材。有机械、采煤、电力等工业。土特产品有玉露茶、板桥党参、石窑当归、紫油厚朴、

香菌、中华猕猴桃等，是历史古城，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曾迁此，名胜古迹有连珠塔、

文昌祠、柳州城遗址等。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古代，恩施是廪君的领地。春秋，地属巴国；战国，属楚巫郡；进入封建社会后，恩施

市境秦属南郡，三国吴及晋属建平郡，名沙渠县；南北朝，后周置施州及清江郡；隋改庸州；

唐为施州，后改清江郡、清化郡，又复为施州；宋、元均为施州；明为施州卫；清初因之。

雍正六年（1728 年）设恩施县，雍正十三年（1736 年改土归流，为施南府附郭县。中华民

国初年，府存县，直隶湖北省；旋先后隶湖北荆南道、荆宜道、施鹤道和鄂西行政区。1949

年成立恩施县人民政府。1982 年实行县市分治。1984 年 1 月，撤销恩施县，将其行政区域

全部并入恩施市。  

第三章 地方特产 

 

恩施富硒茶 

恩施富硒茶以恩施玉露最为著名。产于著名的鄂西南武陵山茶区，绿林翠峰、伍家台绿

针、恩施花枝茶、清江玉露、雾洞绿峰是恩施富硒茶的佼佼者。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土壤

中富含硒元素，恩施玉露为天赐的富硒茶，深受茶人喜爱，日本人尤其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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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地药材 

恩施市居“华中药库”的中心，属湖北省乃至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境内药用植物种类

多、品质优。据统计，全市有药用植物 186 科，854 属，2088 种，常年收购品种达 300 种以

上，在全省批量生产的 80 种主要药材中，有 30 多种产于我市。主要品种有党参、当归、黄

连、贝母、厚朴、杜仲、黄柏、川乌、丹皮、大力籽、白附子、竹节人参、鱼腥草、九香虫、

贯叶连翘等，其中板党、窑归、紫油厚朴、鸡爪黄连、杜仲、天麻、贝母等品种历史悠久，

品质优良，倍受中外药商青睐。如：红车轴草，可提取大豆异黄酮和鹰嘴豆芽素，是治疗妇

科病的良药；贯叶连翘可提取金丝桃素；利用红豆杉提取的紫油杉醇，是治疗癌症的首选药

物；厚朴皮可提取厚朴油，厚朴叶可开发成为食品包装；窑归使用范围广，它提取的“当归

油”是药品生产厂家不可用其他原料代替的原材料之一；竹节参作为道地中药材，其使用范

围十分广泛。  

近几年来，恩施市狠抓道地药材的开发，全市药材生产面积迅速增加，截止 2003 年，

全市有各类中药材生产总面积 27.4 万亩，其中党参 3 万亩，紫油厚朴 5 万亩，杜仲 8 万亩，

窑归 2000 亩，鸡爪黄连 3000 亩，贝母 2000 亩，银杏 3 万亩。目前投产面积 18 万亩，占

66％。全市涌现了板桥、新塘、红土等一批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的专业乡镇；发展壮大了三元

药业、峰岚板党、硒圣居绞股蓝公司、高岭药庄等一批龙头企业；培育了一批种植、加工、

营削大户。紫油厚朴、板党、贯叶连翘已列入国家 GAP 示范种植基地。2005 年，紫油厚朴、

板桥党参分别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第五章 旅游资源 

恩施市属中亚热带季风型山地湿润性气候。由于北部的大巴山和巫山的天然屏障作用，

大大削减了南侵冷空气势力，气候随着地形的垂直变化，影响光、热、水的再分配，一般是

雨热同季，夏多冬少。  

旅游资源独具特色，被誉为“休闲胜地”。恩施的美就在于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旅游者

不必拘泥于线路，可以兴之所至地游玩，这样往往能随时发现好风景。  

清江闯滩 

清江闯滩位于清江中游州府恩施市城区至浑水河大桥段，全长 38.5 公里，最窄处 15 米，

最宽处 200 多米。其特色主要体现于：惊险刺激的闯滩漂流，如梦如幻的清江画廊，古朴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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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始建于 1999 年，亭高 18.8 米，共三层，八角飞檐、雕梁画栋、琉璃瓦面。登亭远眺，

远山逶迤连绵，如青龙摆尾，蜿蜒前行，令人陡生把酒临风，登楼忘怀之叹。 

八峰猴园设计新颖，别具一格，园内大小猕猴 30 余只，欢呼跳跃，顽皮之极。野猪林

占地 500 余亩，数十头野猪野性天然，让你领略返璞归真的自然韵味。新近建成的狮园，从

非洲引进的白狮世间罕见，让你感受非洲草原白兽之王的王者风范。 

覃家湾甘泉隧道泉水叮咚，凉风习习。穿出洞口，层层山峦，一览无余，美不胜收。荷

花池建在八峰药化生产厂区内，占地 1.35 亩。池面上的九曲廊桥，南北横贯，廊桥上彩灯

夜间流光溢彩。池内睡莲花繁叶茂，令人赏心悦目。建于 2000 年的电视讯号发射塔，塔高

55 米，位于榔树坪西北边之山巅，登塔远眺，八峰全貌尽收眼底，蓝天白云下，数百只鸽

子绕塔飞翔，让人流连忘返。 

苗寨：小茅坡营 

苗寨位于宣恩县高罗乡小茅坡营村，西北距高罗集镇 15 公里，有村级公路相通。苗寨

是全县苗族最集中居住的山寨，龙、冯、石三姓居多。他们一直沿用本民族语言，保留本民

族的风俗习惯，是湖北省唯一讲苗语的苗族聚居区，其苗族小学仍实行双语教学，是湖北省、

恩施州唯一的苗族风情旅游景点。相传，早在清朝年间，湖南苗民起义失败后，为了逃脱清

军追杀，苗民纷纷背井离乡，四处寻找安身之所。其中湖南永绥地区（今湘西自治州花垣县）

的龙、石、冯三姓苗民，经过长途跋涉，几经周折，最后来到了地处深山峡谷的小茅坡营。

距今已 20 代有余，坟碑记载已达 400 余年。来此旅游可欣赏苗家摆手舞、苗族婚嫁丧庆歌，

体验原汁原味的苗族民俗文化风情为主要特色。 

第六章 土地资源 

恩施州国土总面积３６０９１８８１.９亩（２０００年国土资源普查资料），约占全省

面积的１３％。按照新的地类划分标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大类。

２００８年末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统计显示：恩施州农用地面积２９７４０４５９.６亩，

占总面积的８２.５７％。其中耕地面积５７６００２８.３亩，园地６３８２２０.０亩，林

地２１７８０４０８.２亩，牧草地９９９１０３.４亩，其它农用地１４６２６９９.７亩。

建设用地１００４４２６.３亩，占国土总面积的２.７８％。其中居民点７４９１２４.８亩，

工矿用地４２３９５.１亩，交通运输用地９０５６４.１亩，水利设施用地５６４５８.４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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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亩，其它未利用土地２２６６６２.２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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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１７２.３亩，其中梯田（地）５４３８６６.６亩。 
 
    恩施州的土地后备资源丰富，占辖区总面积的１２.１１％。其中荒草地４３７０３４７

亩，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８１.７３％，沼泽地１２７７.９亩，沙地５００.４亩，裸土地１

１１２３.９亩，裸岩石砾地７３４５１０.７亩，其它未利用地３６４７.０亩；河流水面２

１７３１５.５亩，湖泊水面５３.６亩，苇地９.１亩，滩涂８２１０.９亩。从以上数据来看，

恩施州后备资源十分丰富，适宜垦植的土地是后备资源的重要组织部分。但由于恩施州地处

山区，土地开发程度低，土地利用率不高，要在短时间内开发利用好，尚需大量的投入。 

第七章 水资源 

全州水能蕴藏量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共有大小河流 60 多条，总流域面积 21801 平

方公里。水资源总量为 299.8 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这 509 万千瓦，可开发量 349.1

万千瓦，占全省的 10.6%，本州岩溶发育强烈，暗河伏流多，地下水储量丰富，类型为裂隙

岩溶水储量 64 亿立方米，占全州水资源总量的 21.4%。  

著名的水利枢纽：水布垭水利枢纽、大龙潭水利枢纽。 

第八章 矿产资源 

恩施市硒资源具有分布广、储量大、埋藏浅等特点。硒矿主要赋存于二迭系茅口组二段

（硅质岩段）地层中，主要分布在沐抚—板桥、罗针田—马者—铁厂坝、向家村—奇羊坝、

中间河—黄村—沙地花被、双河—红土溪—石窑、芭蕉—盛家等地。硒矿储量达 50 多亿吨，

含硒品位为 230—6300 克/吨。双河渔塘坝（前坪背斜与太山庙背斜之间双河向斜南西段）

拥有世界上唯一的独立硒矿床，已探明储量 64 万吨，纯硒平均含量 3637。5ppm，改写了“硒

不能形成独立工业矿床”的传统结论。全市含硒碳质页岩和石煤出露面积为 850 平方公里，

矿层厚度 3。6—9 米，硒矿储量达 50 多亿吨，每吨含硒 500—5500 克，最高达 84 公斤，土

壤硒最高 178。8ppm，平均 19。11ppm。以硒矿床为中心的乡镇均为高硒区，占全市总面积

的 73%。 

  恩施市的富硒生物资源丰富。富硒茶是补硒的最佳途径，含硒量 0。37—2。77ppm。富

硒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黄豆、油菜籽、芸豆、大米、花生等，硒含量 0。3—310。8ppm，

这些物产既可作富硒粮食食用，更可作富硒新产品的原料粮进行深加工，提取硒蛋白和重要

酶类。富硒药材主要有板党、窑归、鸡爪黄连、黄芪、杜仲、贝母、贯叶连翘等，含硒量均

值为当归 7。45ppm、杜仲 1。46ppm、党参 0。73ppm、黄芪 14。47ppm、绞股兰 1。44ppm、

贝母 1。14ppm、淫羊霍 6。47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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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是人和动物生命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元素符号为 Se，1817 年由 Berzhus 发现，用罗

马神话中月亮女神 seleninm（希纽曼）命名。硒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丰度是化学元素中的第

70 位，其含量为地壳质量的 10-5%。硒来源于石煤，石煤经燃烧和分化进入土壤和水，植

物根系和叶片吸收后将无机硒转化为有机硒。WHO 公布的资料表明，全球有 40 多个国家，

我国有 72%的县（市）属于低硒和缺硒地区，黑龙江、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等严重

缺硒地区有克山病、大骨节病发生，一些癌症高发区（如江苏启东市）也属低硒区。恩施市

是迄今全球发现的唯一高硒区。 

第九章 森林资源 

州域森林资源尤为丰富，共有树种 171 科，645 属，1264 种。其中乔大木 60 科，114

属，249 种；灌木 32 科，89 属，228 种，约占全国树种的七分之一。经济价值较高的有 300

余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水彬、珙桐、秃彬、巴东木莲、钟萼木，光叶珙桐、连

香树、香果树、杜仲银杏等 40 余种，约占全省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树种的 90%。宜林面积广

阔，共有宜林面积 150.25 万公顷，约占全州总面积的 61.99%。全州有林地面积 106.31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为 48.4%。 

第十章 市内学府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简称恩施高中）是湖北省重点中学，创办于

1938 年 12 月。前身是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恩施分校。1938 年日寇侵凌武汉前夕，各

中学随省政府西迁恩施，由当时的汉口一中等六校和省立十三中公、私立中等学校合并为湖

北省立联合中学，省主席陈诚兼任校长，教育厅长陈剑修兼任副校长，恩施高中即为分校之

一，校址在恩施城梓桐巷道台衙门。1954 年被列为全省十八所重点高中学校之一。 

学校概况  

学校现坐落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市城区土桥坝的黄家峁上。校园依山傍水、

丛林掩映、环境幽雅、气候宜人，是静心读书、潜心研究、陶冶情操的理想境地，素有“黄

家峁上好读书”的美誉。校园占地 160 余亩，建筑面积 7.2 万余平方米。学校建成了校园网，

各类实验室、语音室、微机室、电教室设备齐全，图书馆藏书 8 万余册，中外期刊 300 多种，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4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34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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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代表之一：兴趣爱好者创新学会  

社刊：《创新之友》  

第十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土家女儿会 

土家女儿会，是恩施州“州庆”、“摆手节”、“牛王节”等四大民族节之一，历史悠久，是

恩施土家族女儿在华夏大地上独显女性文化特征的一朵艺术奇葩。 女儿会发端于恩施市的

石灰窑和大山顶。两地分别为恩施市东、西两个 1800 米的高寒山区，两地因分别出产名贵

中药材(当归、党参)而成为享誉中外的药王之乡，同时两地也分别孕育了奇特婚俗“女儿会”，

而成为女儿会的故乡。此俗一直承传不嬗，迄今已近 300 年。石灰窑和大山顶均属恩施市辖

地，且全市多为土家族，故将人们习惯称呼的女儿会称为“恩施土家族女儿会”。 

女儿会由来 

在离恩施自治州首府恩施市以东 140 公里的红土乡境内，在海拔 1800 米的高山上，座

落着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石灰窑镇。集镇由两条老街和一条公路形成的新街组成，占地

450 亩，居住着 1500 余人。集镇建在万山之中的一个平坝中央，四周拱卫着八座锥形山峰，

人们叫它“八仙峰”，“八仙”相向而坐成合围势；中间一条小清河从集镇的吊脚楼下轻轻流过，

好似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把似棋盘的小镇东、西分开，因而这个小集镇又叫“棋盘镇”。

“八仙”围着“棋盘”，有的对奕，有的观棋，对奕者凝神，观棋者不语，这盘棋千年也下不完。 

石灰窑原名不叫石灰窑，也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据传，明末以来，曾三迁集镇，前二次均因

火灾毁弃，最后一次请阴阳先生测地后建于此地才保留至今。如今的石灰窑，公路通达，镇

容改观，集镇经济文化得以繁荣。整齐、宽敞的街道取代了“茅草街”，钢混结构的平房取代

了的竹楼茅舍。石灰窑原名“十个棚”。明末清初，这片土地还处于地远山荒，相传本无人耕

种。时逢长江、洞庭湖滨、沅水、澧水一带发大水，人们苦于水灾，携家纷纷逃往高山。又

值清政府对土司辖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止“汉不入峒，蛮不出境”，鼓励人们进山开荒，

对开垦的土地可“永准为业”。因此，水灾地区的人们纷纷迁入石灰窑开拓田地、挽草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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