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铜陵市被评为全国卫生城市， 

铜陵市被评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城市， 

铜陵市被评为国家双拥模范城市， 

铜陵市被评为安徽省首批省级园林城市， 

铜陵市被评为万吨级海轮进江终点港， 

铜官山区 2003 年被评为“省级社区示范城区”。    

狮子山区是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区， 

狮子山区是省知识产权试点区， 

狮子山区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区， 

铜陵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跻身于全国重点产煤县和全国重点产金县之列， 

铜采选冶仍是全县主要工业生产之一， 

铜文化堪称值得铜陵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重要地区特色， 

铜陵还是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江南解放第一城， 

铜陵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 

第二章	铜陵概况	

铜陵铜陵市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1956 年依矿建市，是一座新兴的工

贸港口城市。地处上海与武汉、南京与九江的正中心，也是我国著名的黄山——九华山旅游

风景区的北大门，同时还是安徽省实施“两点一线”开发开放战略的交叉点。城市依山襟江

含湖，自然环境优美。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优化资本结构、国有资本运营改革等试点城市，

享有一系列鼓励外资投入的优惠政策。铜陵先后被评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城

市、国家双拥模范城市、安徽省首批省级园林城市、万吨级海轮进江终点港、国家园林城市。 

中文名称：  铜陵   

外文名称：  Tong Ling   

别名：  定陵、义安、铜都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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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地区：  铜官山区等 3 区 1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铜陵市湖东路 666 号   

电话区号：  0562(+86)   

邮政区码：  244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中南部   

  面积：  1113 平方公里   

人口：  74 万人(2009 年)   

方言：  江淮官话洪巢片、吴语宣州片   

气候条件：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天井湖、大通古镇等   

火车站：  铜陵站、铜陵东站   

车牌代码：  皖 G   

市花：  牡丹，桂花   

市树：  泡桐，广玉兰   

 

地理区位 

铜陵市（东经 117°42′00″—118°10′6″、北纬 30°45′12″—31°07′56″之间）

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东距芜湖市 80 公里左右，东南与繁昌县接壤，西距安庆

市 90 公里左右，南与青阳县、南陵县交界，西南与池州贵池区毗邻，西北一江之隔是无为

县、枞阳县，距省会合肥市 120 公里，徐（州）黄（山）公路线在铜陵长江大桥过江。面积

1113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237 平方公里）。南北最长约 42.5 公里，东西最宽约 40.6 公

里，市区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形成宽约 5公里、长 20公里的带状地形。    

长江黄金水道流经铜陵 59.9 公里，水运条件得天独厚，铜陵港是对外籍轮开放的国家

一类口岸，拥有 5000 吨级件杂货码头；宁铜铁路、铜九铁路，京台高速公路、沪渝高速公

路。宁安城际铁路（在建）北京—铜陵—福州高铁（在建）穿境而过，是皖中南交通枢纽和

中心城市之一。 

气温  

全年平均气温 17.8℃，较常年偏高 1.5℃，是有记录以来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特别是

2 月份异常偏高 4.7℃，表现出明显的暖冬现象。整个冬季（2006 年 12 月—2007 年 2 月）

比常年高 1.7℃。年最低气温零下 2.1℃。春季平均气温 18.0℃，较常年同期偏高 2.3℃，暖



 

春特点明显。夏季平均气温 28.0℃，较常年同期偏高 0.9℃，  其中盛夏的 8 月份高 1.1℃。

年最高气温 38.0℃，35℃以上高温日数 18 天，与常年相当。秋季平均气温 18.0℃，和常年

相比偏高 0.4℃。终霜 2 月 3 日，较常年提早 38 天，初霜 11 月 12 日，较常提前 3 天，无

霜期 288 天，较常年偏长 50 天。 

降水  

年降水量 1324.2 毫米，比常年偏少 46.9 毫米，属于正常年份。冬季（至 2 月底）  降

水量 222.8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60 毫米。初雪日出现在 1 月 14 日，比常年提前 10 天，

终雪日 1 月 17 日，较常年提前 30 天，其中积雪 3 天，最大积雪深度 7 公分。春季（3—5

月）  降水量 372.5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13％。其中 5 月份降水量偏少 68 毫米。夏季（6—8

月）  降水量 430.4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113.8 毫米。6 月 19日入梅，梅期 35 天，梅雨量

206 毫米，较常年偏少 107 毫米。秋季（9—11月）降水量 274.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36.5

毫米，特别是 9 月份降水偏多 93.5毫米。 

行政区划 

铜官山区 

辖  长江路街道、石城路街道、铜官山街道、杨家山街道、扫把沟街道、横港街道。    

狮子山区 

辖  狮子山街道、新庙街道、矶山街道、凤凰山街道、西湖镇。  

郊区  

辖  安铜街道、铜山镇、大通镇、灰河乡、普济圩农场街道。 

铜陵县  

辖 4 个镇、4个乡：五松镇、顺安镇、钟鸣镇、天门镇、老洲乡、东联乡、西联乡、胥

坝乡。 

国营普济圩农场 

普济圩农场位于扬子江畔铜陵市对江。农场占地 136 平方公里数，耕地 8 万亩。    

辖 5 个农业分场；19 个二、三产企业；8 个科室；内设法庭、检察组；1 所中学；6 所

小学；1 所职工医院。 

第三章	历史沿革	

铜官镇 



 

春秋战国时期，铜陵地区先后属吴国、越国、楚国  。 

秦统一中国后，铜陵属彰郡。     

西汉时彰郡改为丹阳郡。铜陵地区先后属丹阳郡春谷县、陵阳县。东汉时期，设置铜官

铜陵夜景镇（在今铜陵县城）。    

三国时期，铜陵地区先后属吴国丹阳郡春谷县、临城县。   

西晋时期，铜陵地区属宣城郡春谷、临城二县。 

定陵县、义安县 

东晋义熙年间（405—418），由于北方战乱，大批山西流民进入此地，在此侨置了定陵

县，县治设在今顺安镇。定陵县的设置，使今铜陵地区的区域大体确定下来。   

南朝宋、齐时期，定陵县属淮南郡；梁、陈时期，属南陵郡。   

隋统一后，将定陵县并入南陵县，属宣城郡。    

唐朝前期，铜陵属宣城郡南陵县；唐朝后期，从南陵划出工山、安定、凤台、归化、丰

资五乡，设置义安县，县治在今顺安镇，属宣州。五代时期，仍为宣州义安县。 

铜陵县 

南唐保大九年（951），改义安县为铜陵县，属升州。铜陵县设置后，即将县治由顺安镇

移至铜官镇（今铜陵县城关镇），当时称江浒。    

北宋开宝七年（974），曹彬伐南唐，闰十月克铜陵县，初属江南道（路），后改属江南

东路池州。   

元朝，铜陵属江浙行省池州路（后改为池州府）。     

明朝，铜陵县属池州府，直隶于南京。    

清初，铜陵县属江南左布政使司池州府；后江南左布政使司改为江南省。康熙元年

（1662），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铜陵县属安徽省池州府，后设徽宁池太广道，池州

府为其所属。   

民国元年（1912 年）元月废府，铜陵县直属安徽省。1914 年 6 月至 1928 年 8 月属安

徽省芜湖道。1932 年 10 月后属第二专区。1938 年 8 月 6 日改属第八专署至解放前夕。    

1949 年 4 月 21 日，铜陵解放。同年 5 月 13 日划归皖南行署池州专区管辖。    

1952 年 2 月 4 日，皖南、皖北行署合并以后，铜陵县隶属安庆专区。 

铜官山市、铜陵特区、铜陵县、铜陵市 

1956 年 10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铜官山市，属省直辖。    

1958 年 9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铜陵县建制，市、县合并，改名铜陵市，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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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   

1959 年 4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  ，保留铜陵市建制，仍属省直辖；恢复铜陵县建制，

属安庆专区。   

1964年 7月 29 日，经国务院批准，铜陵市改为铜陵特区，实行政企合一，为省直辖。 

铜陵市（地级） 

1971 年 12月 11 日，经国务院批准  ，改铜陵特区为铜陵市，属省直辖。 

1974年 11月 8 日，铜陵县划归铜陵市管辖。 

 

第四章	风土人情	

方言演变 

铜陵市区方言属于江淮官话（类似南京官话），主要为新移民使用，历时 50 年形成，比

较接近普通话。    

铜陵本地话分为：当地话、圩里话、山佬话三种。   

沿江一带讲的是圩里话，分布于：城关部分、钟仓、流潭、太平、和平等地；    

山佬话主要是指山区居民讲的话，分布于：钟鸣、金榔、新桥部分、朱村部分等地；     

当地话是指铜陵县所使用的语言，属吴语语种，主要分布于顺安、西湖、朱村部分、城

关部分等地；     

至于董店、大通、新建等地所讲的话属于安庆话了，俗称“桐城腔”，而安平、老洲等

地所用语言属无为腔。 

青铜文化 

铜陵铜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铜陵是中国的“古铜都”。铜的

采冶始于商周丰收门，盛于唐宋，绵延 3000 余年而未曾中断，这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知的古

铜矿遗址中非常少见。现存数十处采冶铜遗址和大量的青铜文物：有古西周的铜炼渣、汉代

的古铜井，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更为鼎盛且史料记载甚详。铜陵的历史，就是中国冶铜史的

缩影。大文学家李白、王安石、苏东坡等曾来此游历并留下诗迹，李白的“我爱铜官乐，千

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以及描写冶铜场面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郝



 

第五章	名胜古迹	

五松山 

  五松山位于安徽铜陵区西北，依江而立，绝顶处原有古松，据《舆地纪胜》载：“山旧

有松，一本五枝，苍鳞老干，黛色参天”，故名“五松山”。跃然登临，见长江蜿蜒，环顾四

周期性，群峦逶迤。风乍起，松涛盈耳，“因具凉爽宜人，盛夏不知暑。”李白曾三次登五松

山，有诗赞曰：“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他在此漫游和寓居，美丽风光使之流连忘返：

“我爱铜官乐，千年未似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山上原建有太白楼，后毁于战火。

现已辟为天井湖宾馆，环境优雅，殊于别处。 

相思树   

相思树位于新桥镇凤凰村，本名为水桦树，已有 300 年的历史。相思树是两株同种树，

树主干各立小河一边，溪水从两树间流过。在两树主干长至 3米时，两干在小河上空倾斜融

为一体，而后两树又分离各自生长。两树高约 2 米，冠幅共约 20 米，每株主干胸围 3.8 米。

枝叶密茂，像一柄绿色的华盖凌空罩在小河上。远望相思树，异株同干连理枝，如同恋人交

颈拥抱，情意缠绵；近看树影倒映，似鸳鸯戏水，鸾凤穿花，给人以爱情坚贞的遐想，遂得

名相思树。 

滴水崖   

滴水崖，又名泼珠崖，位于新桥镇凤凰山南侧。《铜陵县志》记载：“滴水崖，在县东南

六十里横山岭坞；悬崖峭壁，宛如画图。有泉流其侧，如泻银河。” 

滴水崖，系溶岩断层所致，长约 300 多米，高约 30米，崖顶平坦，面积 20 余亩。崖间，

绿树丛生，藤牵蔓绕，怪石嶙峋，危岩欲坠。崖底右上方有一石洞，洞口狭窄，仅容一人进

出，洞体斗折而上，到三米高处，渐宽至七、八米，洞深约 21 余米，洞内蜿蜒曲折如入迷

宫。置身崖下，一泓清泉从 30 米高崖顶飞泻而下，訇然有声。水花溅处，喷珠吐玉，细雨

霏霏，如雾似烟，宛若一条条随风摆动的轻纱，在阳光照耀下，又如一道道若隐若现的彩虹。

雨丝飘处，沁人心脾的凉意使人顿感轻松惬意。随着季节的更替，滴水崖的泉水也变幻着各

种形状。春日，喷珠泻玉，熠熠生辉；盛夏，瀑布飞垂，气势磅礴；金秋，涓涓细流，朝夕



 

成并对市民开放。建成后的广场分为三个区域：即中心活动区、两侧疏林草地区和东侧绿化

服务区。整个广场建设工程由市营造集团公司承担。中心活动区以 6000m2  花岗岩铺地为

主，分上下两层平台，相对高差达 8 米。上层平台有一组主雕塑，名为“蝶舞铜庆”，由中

国美院设计。设计者将植物的花、叶、果和动物造型抽象提炼后融为一体，体现了自然界的

人、动物、植物间和谐共存的生态关系。雕塑两侧以两块“树叶”状的大花池加以 

铜官山   

铜官山是铜陵铜水奔流的源头。她古名即山（籍山），位于市区南沿，为黄山余脉之终

点，海拔 493。1 米，绵延十余公里。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109年），朝

廷派当时唯一的“铜官”（姓名待考）至此主管铜冶事宜，该铜官指挥、监督、调配和管理

有方，所产铜料质地优良，时人誉为“丹阳嘉铜”。铜官去世后葬于此山，由此人们皆称此

山为铜官山。 

早在商周时代铜官山就揭开了采矿、炼铜、铸造的历史篇章；汉唐时代这里兴办“铜官

场”，出现“炉火映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空前盛况；宋元时期这里“青山凿不休，坐令鬼

神愁”……延续至今，铜官山成长为“中国古铜都——铜陵”。 

铜官山不仅以产铜历史悠久而名扬四海，其山色风光亦很绮丽。山下“惠溪”波光粼粼、

清澈见底，“灵祐王庙”金壁辉煌、香烟萦绕，唐文德元年杨行突袭宣州进兵于此的“磨剑

石”及几千年攻山取铜所遗留的“铜坑”等无不引人入胜；山中层峦迭嶂、洞壑深幽、乔木

常青、鸟语花香；山上目穷千里、长江如练、市容市貌尽收眼底。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此吟

咏：“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宋代名臣王安石也留下了“我爱铜官山”的赞美诗句。今

天的铜官山更是人们访古探幽、休闲小憩的好去处。 

   

 

第六章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铜陵地阜物华，自然资源丰富，尤以矿产资源储量丰，矿种全而闻名。已探明的矿种主

要有铜、硫、铁、金、银、煤、石灰石等，其中铜、金、银、硫铁矿和石灰石储量均在全省

名列前茅。大理石、灰硅岩、膨润土、铅锌矿、珍珠岩、钾长石、石英石等，也有一定储量。 



 

农产资源 

  铜陵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农作物生长的有利条件。农业生产以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

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大豆、油菜、花生、芝麻、茶叶、苎麻、

油桐、大蒜、生姜等。 

水产资源 

  据初步调查，铜陵水域的鱼类有 8 目 15 科 44种。其中商品鱼类有青鱼、草鱼、黄鲢鱼、

白鲢鱼、鲤鱼、鳊鱼、团头舫、黄鳝、泥鳅等。珍贵鱼类有鲚刀鱼、银鱼、鲟鱼、鳜鱼、鲥

鱼、鳗鱼等。鳖、龟、蚌、螺、虾、螃蟹等品种资源也很丰富。稀有水生动物有白鳍豚、江

豚、扬子鳄等。 

植物资源 

查出确定学名的 88 科 600 余种，其中，观赏植物、园院及行道绿化乔木类 36 种，灌木

类 33 种，绿化观赏竹类 17 种，蕨类 60 余种，草本类 34 种，水生类 10 种。药类约 1400

余种。药类植物中以凤凰山丹皮最为著名。铜陵泡桐资源丰富，素有桐乡之称。 

土地资源  

截止年底，全市土地总面积约为 1113（1064.5）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0.80％。

其中：农用地约为 707.45（674.8）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约为 179.75（177.4）  平方公里，

未利用地约为 225.80（212.3）平方公里（括号里数据为不含安铜办事处、铜山镇）。 

水  资  源  

全市水资源总量约为５亿立方米，人均 1660 立方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现有水资源

主要有地表水、地下水两部分。境内地表水主要是长江铜陵段有 60 公里，年平均流量 2950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4620 立方米／秒，是城市工业及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下水

资源达 1.8 亿立方米，主要是碳酸盐岩类熔岩裂隙水，多分布在丘陵山区。 

第七章	美食特产	

铜陵野雀舌茶   

简介 

铜陵野雀舌茶简称野雀舌，为历史名茶，茶叶闻名省内,享淮全国。属绿茶类。乾隆饮

后誉为“江南佳茗”。    



 

灰色三角晶）是最重要的。也以三种非晶态固体形式存在；红色和黑色的两种无定形玻璃状

的硒。前者性脆，密度 4.26 克/厘米 3；后者密度 4.28 克/厘米 3。第一电离能为 9.752 电子

伏特。硒在空气中燃烧发出蓝色火焰，生成二氧化硒（SeO2）。也能直接与各种金属和非金

属反应，包括氢和卤素。不能与非氧化性的酸作用，但它溶于浓硫酸、硝酸和强碱中。溶于

水的硒化氢能使许多重金属离子沉淀成为微粒的硒化物。 

第八章	名校展示	

铜陵学院 

铜陵学院(育秀校区)铜陵学院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工学、理学、文学、法学、

教育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坐落在我国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素有

“中国古铜都”之称的区域交通枢纽、沿江生态山水名城——安徽省铜陵市，其前身为铜陵

财经专科学校，2002 年 3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为铜陵学院。

2009年 9 月，被批准为安徽省省级示范应用型本科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地址 

老校区（育秀校区）：安徽省铜陵市北京中路 297 号    

 主校区（翠湖校区）：安徽省铜陵市翠湖四路 1335 号铜陵学院新校区 

历史沿革 

  学院前身为安徽师范大学铜陵专科学校，1983 年改建为铜陵财经专科学校，隶属省财

政厅管理。2000 年，合并原安徽冶金工业学校和铜陵师范学校，成立新的铜陵财经专科学

校。2002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并更名为铜陵学院，隶属省教育厅主管。 

专业设置 

  学院现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电子商务、劳动与社会保障、

公共事业管理、金融学、市场营销、工程管理、法学、英语、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

控制技术、金属材铜陵学院校园一角料工程，建筑工程、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艺

术设计、音乐表演等 32个本科专业，学院现有 33 个本科专业，另设有体育教学部、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机构，设有光电子应用安徽省工程技术中心、教育教学研

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铜文化研究中心、铜刻艺术研发与推广研究所、有色金属与加工工



 

第九章	历史名人	

盛度   

  盛度（963—1041），字公量，祖籍河南，是铜陵县董店镇人，徙居余杭县。汉族，北宋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曾祖盛珰曾为吴越国余杭县令。父盛豫随钱俶归宋，官至

尚书度支郎中。盛度幼小读书，敏而好学，于宋端拱二年（989）中进士后，历任济阴尉、

封丘主簿、光禄寺丞、御史台推勘官、秘书省秘书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尚书屯田员

外郎等职。时宋辽交战，契丹扰犯大名（今冀、鲁、豫部分地区）时，曾随帝出征至大名（今

河北大名东），他数次上疏朝廷，陈述戍边之策。旋奉命出使陕西，勘察疆域，参质汉唐故

地，绘成《西域图》，呈献宋真宗。真宗询问西域地理形势，度就详细介绍酒泉、张掖、武

威、敦煌、金城（今兰州市）等五郡之东南形势，绘出《河西陇右图》，标明山川、道路、

壁垒、区聚，以供备览，且应答咨询如流，真宗称其博学。累擢知制诰、右谏议大夫、翰林

学士、史馆修撰、兵部郎中。后几经谪起。寇准罢相后，度以宦官罪，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乾兴元年（1022）再贬和州（今属安徽）团练副使。天圣初重又起用，复为兵部郎中，迁知

筠州、知审刑院、知扬州、加集贤院学士。复为翰林学士，迁给事中。受诏议定流通解池盐

法，允许商旅“入钱算盐”。寻进礼部侍郎兼端明殿学士，仁宗召问边备之计，度陈述十条

建议。景祐二年（1035）任参知政事，四年知枢密院事。后坐事，罢为尚书左丞，先后知扬

州、泰州、应天府（今南京）。宝元二年（1039年）辞官归里。最后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后

赠太子太傅，谥文肃。度勤奋好学，家有不少藏书，每当公事闲暇，即埋头读书，手不释卷。

曾奉旨与李宗谔等共同编纂《续通典》、《文苑英华》等书。又收集皇帝日常文书和群臣奏章，

编成《愚谷集》、《银台集》、《中书制集》、《翰林制集》四集和制书二集。以清廉闻名。他在

天圣年间将宋仁宗赐给的一棵牡丹带回铜陵，世世栽培，现在仍每年一开百余朵。    

陈翥   

简介 

  陈翥（982—1061 年）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3 年）撰成《桐谱》书稿约 1.6万字。

全书除序文外，正文共一卷，依次分“叙源”、“类属”、“种植”、“所宜”、“所出”、“采斫”、

“器用”、“杂说”、“记志”、“诗赋”，凡十篇，《桐谱》系世界上最早记述桐树的科学技术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有恒 

江有恒，清代数学家，铜陵县石洞耆（今董店镇）人，生卒年不详。毕生潜心研究数学，

继承并发扬了同乡数学家张文伟的算法，有专书刊于世。   

罗京 

罗京，铜陵贵上人。自幼在狮子山清凉寺筑室刻苦读书，南宋绍宝二年应试中进士，后

官至户部侍郎。后人为纪念罗京刻苦读书、勤奋好学的精神，建“罗公书堂”，列为清凉八

景之一。   

第十章	隶属县市	

铜官山区 

铜官山区位于铜陵市西南部，东起仪凤岭，西至长江边，南抵羊山矶，北接铜陵县城郊，

属铜陵市的中心城区，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辖区面积 2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6

万人，总人口 30 万人，辖 6 个街道办事处、47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区政府位于铜陵市淮河

大道北段 9号。 

区域概况 

铜官山区的城市辐射力和影响力涵盖周边十县市、近千万人，是皖中南地区的商品集散

中心。铜官山区是快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近几年来，铜官山区委、区政府立足中心城区优势，

确立了“工业强区、三产立区、民营富区”的发展战略，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铜官山区

2003 年被评为“省级社区示范城区”。    

地理位置 

  铜陵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毗邻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临江近海，承东接西，

为安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水、陆交通便捷，区位优越，是一座具有发展活力的沿江开放

城市。境内地阜物华，自然资源丰富，尤以矿产资源储量丰、矿种全而闻名，其中铜、金、

银、硫铁矿和石灰石储量均在全省名列前茅。 

历史沿袭 

  铜官山区的建置几经变迁。1950 年设立铜官山办事处，1953 年成立铜官山区，均隶属


